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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地区构造地质特征初探

严 开 健

( 地质矿产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 )

香港
一

九龙地区
,

中生代 以来地壳发生了方向不同的水平挤压活动
,

多层席状地质层体相互盛顶
。

末次

自北往南的推筱活动使北部地体拼贴
、

叠置在南部相对原地体上
.

各期推覆形迹盈加改造
,

构造形态殊异
,

地壳表部的断裂也都受制龄这一机制
.

近些年来随着大陆地质构造研究的深入
,

不但发现陆壳表层广泛发育着的层片推搜

的薄皮构造 , 并且在陆壳中深层的也有大量产状平缓的折离构造存在
,

较完整地反应了

以大规模水平运动为主导的地壳运动特微 〔1 〕
。

香港
一
九龙地区与中国大陆叽连

, 1 9 8 5年笔者有幸与港九地质同仁共同研讨和 野 外

考察地质构造现象
。

得以初探香港
一

九龙地区相当清晰的表壳中推覆沟造形迹以及 中生

代以来的推覆构造发育规律
,

认为和笔者近些年来在我国东南地 区的研究结果 颇 为 一

致 〔2 〕。

本文在前人工作基础上
,

就这方面提出一些看法和讨论
,

以供同行们参考
。

南北分野的地质构造

港九区出露的地层有下第三系吉澳组
,

白坚系上统赤洲组 ( 早白垄世有中酸性岩体

侵入 )
,

侏罗系中
、

上统浅水湾组 (火 山岩系
,

偶夹薄层砂岩 )
,

二叠系大浦海组
,

石炭

系大澳组和落马洲组
,

以及泥盆系黄竹角咀组
。

侏罗纪的火山岩钾氨法同位素年龄值为

1 54 M a ,

多分布于 中部
、

北部 , 早 白婴世侵入岩钾氢法 同位素年 龄 值 1 17 一1 35 M a ,

主

要伏于侏罗纪火山岩系之下的山麓或沟谷低地
,

两者间的推覆
一

滑脱面
,

具有热蚀 变 交

代现象
。

其它各地质层体的展布和露出
,

也都受推覆构造制约 ( 图 1 )
。

A区 : 罗湖一新田一带
。

浅水湾组推覆在落马洲组上
,

落马洲组普遍动力变质
。

钻

孔穿过落马洲组见下伏层体又为变质 的浅水湾组火山岩系
。

席状层体叠覆关系为J : 一 。

/ C

/ J
: 一 :

( / 为分隔席体的推覆断裂 )
。

B区 : 屯 门一元 朗
。

中酸性侵入岩体分别在北部
、

南部推覆在落马洲组和其下 伏

的浅水湾组变质火山岩之上
,

临近断裂侵入岩出现宽达50 m 的片理化带
。

浅水湾组火 山

角砾蠕变
,

早期石英脉呈现肠状褶曲
、

无根褶皱
、

花边状平卧褶曲和马鞍状
、

藕断丝连

状等构造
。

席状体叠覆关系为 K :

( 侵入岩体 ) / C / J
: _ : 。

C区 : 长排头一吉澳洲
。

下第三系底部的吉澳组推覆在浅水湾组上
,

断裂带中有 厚

达 10 余米的二叠系构造透镜体
。

席状体叠覆关系为 E / J
Z _ 。 。

p 区
:
浅水湾组叠覆在赤洲组上

,

推覆断裂沿八仙岭与鹤致岭之间的盆地 周 边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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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香港
一

九龙地区地质略图
1

.

下第三系
, 2

.

白坚系上统
: 3

.

白璧系下统
; 4

.

侏罗系中
、

上统
, 5

.

二益系
, 。

.

三盛系一

石炭系片体
: 7

.

泥盆一志留系片体
: 8

.

推班断裂
; 9

.

推筱断裂仰冲方向
; 功

.

推扭断裂俯冲方向
,

1 1
.

飞来峰
, 12

.

构造窗
.

布
。

席状体叠覆关系为J : _ :

/ K
: 。

E 区 :
赤门海峡西岸的黄竹角咀半岛

。

浅水湾组推覆在泥盆系浅变质的石英砂岩之

上
,

后者又叠覆在赤洲组上
。

席状体叠覆关系为J : _ 。

/ D / K
: 。

F区 :
大浦以南

,

大栏涌至荃湾
。

浅水湾组叠覆在早白坚世的中酸性侵入岩之 上
,

浅水湾组呈剥蚀残体
。

席状体叠覆关系为J : _ 。
/ K 、。

G 区 :
沙田一九龙一臂箕湾

。

为大面积的早白里世中酸性岩体
,

沿其周边
,

浅水湾

组呈环状叠覆其上
。

席状体叠覆关系为J : _ :

/ K
: 。

H 区 :
大屿山

。

浅水湾组叠覆在中酸性侵入岩体上
,

侵入岩见于其周边
。

西缘的 大

澳一带还出露下伏变质的石炭系大澳组
。

席状体覆叠关系为J
Z _ 3

/ K
:
/ c

。

不难看出
,

港九地区北部及南部
,

在地层
、

构造
、

变质程度等方面都存在 明 显 差

异
。

赤门海峡 ( 吐露海峡 ) 一荃湾一屯门水域一线的北部
,

出露中
、

新生代及古生代地

层
,

新
、

老席状地质层体相互叠覆
,

分隔各席体的推覆断裂呈水平波状起伏
,

早白里世

前的地层及岩浆岩不 同程度地动力变质
。

以南
,

则主要为中生代侵入岩和火山岩
,

构造

发育程度也远不能同北部同 日而语
。

地质构造的这种南北分野
,

是和不 同序次的推覆构

造密切关联的
,

反映了不同地质体及其形态特徽和空间关系
,
它们分别发生在不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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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时代
。

二
、

赤门海峡
一荃湾大断裂

位于北部推夜体前缘
,

斜贯港九地区中部
,

是分隔南
、

北构造域的大断裂
。

断裂带

北段包括马尿洲岛
、

黄竹角咀半岛
,

延至赤洲
、

平洲西侧的海域
。

南经沙田西侧过荃湾

而达屯门以南的海域
。

沿断裂带展布的构造岩块
,

由不 同时代和不 同成因的中
、

古生代的

大小岩块挤压在一起
,

岩块大者可长达千余米
,

宽数百米
。

由泥盆系石英砂岩形成的断

续长达1 2 k m 的黄竹角咀半岛及马尿洲岛
,

以及下伏的二叠系
,

都是断裂带中的 断 块 或

大的构造透镜体
,

石英砂岩中伴有一系列叠瓦状构造
,

表明上盘外来体运动方向自N N w

向s s E 推覆 〔3 〕。

赤门海峡
一
荃湾断裂总体展布方向N E E ,

局部N E ,

沿断裂地貌多成海湾 和 海 峡
。

断裂以北表壳先后经历了 自S E 向N w 和从N N w 往ss E 的推覆
,

末次推覆挤压活 动使 整

个北部地体叠覆在南部相对原地体上 ( 图2 )
,

岩层发生了迭加形变和变质
,

构造 窗 群

及飞来峰群罗列
。

西部屯门
一

罗湖构造窗之南段屯门一带
,

浅水湾组被剥露形 成
“
窗 中

窗
” 。

连 同横亘东部的长排头
一
吉澳洲推覆断裂

、

八仙岭构造窗 ( 八仙岭 与 鹤 数 岭 之

间 )
、

锦 田之东和大浦之西的中酸性侵入岩构造窗等一系列E w 向构 造
,

有 关 层 体
,

长排头

;;;二少二以}}}

加 H W

吓罗山

赤门海峡

田田田

电门一罗期
尖沙咀

rrrrrrrrrrrrr

琳似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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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香港
一

九龙地区地质剖面示意图

B
.

下第三系
; K

: .

白呈系上统
: K 1

.

白蟹系下统 : J Z 一 3
一K ,

.

侏罗系中上统一白坚系下统
;

J: _

三
.

侏罗系中上统
; P

.

二叠系 ; T一C
.

三叠系一石炭系
: D 一5

.

泥盆一志留系
;

1
.

砖红色碎屑岩
; 2

.

火山岩
; 3

.

中
、

酸性岩体
; 4

.

推覆断裂及伴生断裂
; 5

.

三掩一石

炭不地质层体, 6 ,

泥盆- 志留系地质属体
; 7

,

相对原地体, 8
.

地质界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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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生的各期序叠瓦状断裂等
,

纵横交错
,

组成了赤门海峡
一
荃湾推覆断裂上盘构造 极 其

复杂
。

诸构造形迹 的南或东段
,

皆被赤门海峡
一

荃湾断裂断截
,

致使八仙岭构造窗东 段

直接与大断裂带中的黄竹角咀构造透镜体斜交
。

赤门海峡
一荃湾断裂以南

,

浅水湾组 飞来峰和中酸性侵入岩体构造窗所表现出 的 自

S E 向N w 推覆的形迹
,

足以说明这个在晚期推覆时的相对原地体早先也不是风平 浪 静

的
,

曾是一个外来的无根地体
。

实际上
,

北部地体向南部相对原地体的叠覆
,

远远超过赤门海峡
,

荃湾断裂现 今 的

位置
。

断裂带以南隔海 6 km 处
,

原本是北部地体一部分的大屿与山岛飞来峰
,

特徽仍 与

北部地体保持一致
。

推覆体的真前缘
,

应在大屿岛更南
。

三
、

推覆构造特征

1
.

形态 : ( 1 ) 早期 自S E 向N w 推覆形成的N E 向构造
,

包罗了周边岛屿
,

无论南
、

北域在这次推覆中都曾发生了垂直于运动方向的形变
,

并经受了后期推覆的改造
。
南

、

北地体沿着赤门海峡
一荃湾断裂呈北盖南伏的拼贴

,

致使早期N E 向构造两侧明显不相对

应
。

拼贴后全区可概括为三向两背
,

由东而西为南部相对原地体中的清水湾
一
平洲向曲

,

荔枝角
一
沙田背曲 ; 北部外来地体中的青龙头

一
沙头角向曲 , 屯门一

罗湖背曲
,

青山
一
流浮

山向曲
。

( 以及毗邻的后海湾背曲 )
。

向曲
、

背曲轴部延向N N E或N E
。

其中
,

荔枝角
-

沙田背曲轴南延大致经喜灵洲
、

长洲而达索署群岛以东
,

形成包括部分海域的 半 构 造

窗
。

( 2 ) 晚期自N 向S 的推覆
,

其规模之巨大
,

外 来体对下伏地体的影响
,

以及对港九

地区构造格局的厘定
,

也都不可忽视
。

这次推覆在全区也形成了三向两背
,

即北缘的箱

岛
一

荔枝窝向曲
,

八仙岭
一
往湾 洲背曲

,

元朗
一大浦

一
大浪湾向曲

,

屯门
一

荃湾
一
避 风 洲 背

曲
,

大屿山
一

香港岛 (南部 ) 向曲
。

构造形态方向 皆 呈N E E
。

上述两期不同方向的推覆形态
,

无论依循那一次推覆方向计算向曲
、

背曲的上仰和下

俯幅度平均值
,

断裂面总体产状可视为零
,

即各席状地质层体均是近水平推覆叠铺的
。

2
.

新
、

老形迹的要加改造
:
在两期不 同方向推覆形态的复合部位 ( 即后期近 E w 向

对早期N E 向的迭加复合 )
,

产生了明显的叠加形变
,

形成弯状和盆状构造
。

分别 如 以

大致处于同一个近 E w 带上的屯门中酸性侵入岩体为核部的弯状背曲
,

沙田
一
九 龙 弯 状

背曲
,

以及浅水湾组为核部的大屿山盆状向曲和香港岛 (南部 ) 盆状向曲等的部分 山体

走向均受其制约
。

3
.

地质 层体的倒序叠置 : 港九地区的地质层体
,

总体呈倒序系列
,

老地质 层 体 在

上
,

新地质层体伏其下
,

然单个地质层体可能保持常序
。

在总的垂直的倒序剖面中
,

有

时还出现新的地质层体推覆在老地层之上
。

北部外来地体中
,

席状层体自上而下序列是
:

下第三系吉澳组一侏罗系中
、

上统浅水湾组一早 白垄世中酸性侵入岩体一泥盆系至志留

系一三叠系至石炭系一白至系上统赤洲组 (相对原地体 )
。

在三叠一石炭系层体与下伏的

白坚系间
,

有的地段还出现可能属于侏罗纪的动力变质火山岩
。

这些依次迭铺的席状层

体
,

连同分隔它们的推覆断裂
,

构成表壳浅部的薄皮构造
,

控制了港九地区北部的地层

和分布
。

由于推覆时上
、

下层片运动速率的差异
,
以及多次推覆效应

,

上层席体有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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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或直接叠彼在更下层片体上
。

四
、

推覆时代的讨论

推筱活动的地质时代确定
,

通常是在进行了包括对形变
、

动力变质矿物及其年龄的

研究以及同位素地质测量
、

古地磁测量等等多种方法结果统计的基础上经综合分析方能

确定
。

因目前港九地区推筱构造的系统研究还未开展
,

本文只能借鉴前人资料和根据这

次野外局部的观察
,

结合所影响的地层和伴生构造形迹作初步判析
,

北西向推夜活动大

致发生在晚白坚世到早第三纪早期可能性较大
。

推夜方向由1 2 0
“

一1 3 5
“

指向 Nw
。

推

筱活动对同时代的沉积会产生影响
。

E w 向推畏构造形迹
,

不仅破坏了N E 向推筱构造形迹
,

还影响到早第三纪地层
,

向

南的推班活动时代可能在始新世或更新世
,

并有可能持续到更新
。

这次推覆对新生代的

沉积作用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

外来体的推覆方向约 3 5 0
.

士指向s sE
,

局部N w 向sE
。

近期对与港九地区毗邻的莲花山断裂带的报导
,

所发现的推获形迹可能属于大陆东

部三登世末到早白里世的早期推夜期
。

港九地区是否也有与之相当的早期形迹
,

尚值注

意
。

本文目的在于开阔地质研究的思路
,

如能对港九地区地质构造的研究有所伸益
,

则

深感幸甚
。

在港期间
,

承蒙潘宗光教授
,

香港土力办事处黎传伟先生
,

香港大学地理 地 质 系

D r
.

C
.

J
.

CR A N T
、

钮伯桑先生
、

欧阳秋眉女士
,

香港理工学院李作明先生等热 情 帮助

和有关人士的支持
。

黎传伟先生
、

何良评先生
、

黎静珊小姐等还共同赴野外考察
,

使作者

获益匪浅
。

趁本文结束之际
,

向他们谨致衷心感谢
。

参 考 文 献

( 1 〕N
.

J
.

普赖斯
,

〔2 〕严开健
, xg sa

号
。

〔3 〕黎传伟
,

xo 7 ?

K
.

R 麦克莱
. 1 9 79

,

冲断推夜构造
, ,

甘南人民出版社
.

,

苏州西部地区推渡构造特徽
,

中国地质科学院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
,

增刊第1

,

香港地质构造的主要特徽
,

香港浸会学院学报
,

第4卷第 l期
.



第 2 期 严并健
:

香港
一

九方地区构造地质特征初探 1 57
·

A PPR O A CH O F T H E G E O LO G IC T E C T O N IC

CH A R A C T E R IST IC S IN H O N G K ON G 一K OW LOON

Ya n K a ijia n

( IG M R
, N a n jio g )

A bs tr a c t

H o n g K o n g 一K o w L o o n r eg io n 15 d iv id ed b y T o lo Ch a n n e l一T s u e n W a n f. u lt

z o n e in to tw o Pa r ts一 th e s o u th a n d n o r th te r r a n e s
.

丁h e n o r th t亡r r a n e ha s

e o m p lie a ted s tr u et u r e s , in 明h i‘h p a le o z o ie a n d M es o 一C e n o Z o ie s t r a ta e r -

o P O u t , a n d e X Per ie n ee d th e n a PPe eo m Pr e s s io n s o f S E 一NW
a n d N 一5 d ir -

e et io n s
.

T h e n e w a n d o ld g e o lo g ie sh e et 一
b o d ie s o f o v e r la P a PPea r b r o a d ly

i n v e r te d s u ee es s io n , th e d y n a m ic m e ta m o rPh ism a n d d e fo rm a ti o n w id elv

t o o k Pla e e in Pr e e a rly C r eta e e o u s s tr a ta .

N o r th a llo eh th o n e n a PPe d a n d

d o e k ed i n to s o u th a u t o e h th o n e a lo n s T o lo C ha n n e l一T su e n w a n fa u lt
, th e n

r es u lted i n a g r ea t n u m b e r O f th e f en s te r a n d k liPPe a ss o c ia tio n s , in la s t

n a PPe ae ti v ity
.

T h e n a PPe s tr u e tu r a l fe a tu r e s w ith S E 一NW tr e n d e o n s is tin g o f R e Pu lse

B a y F o rm a tio n k li PPe a n d m id
一 a e id Plu to n ie r o e k

, a n d a e e o m Pa n ie d im b rie -

a te fa u lt s tr u e tu r e s i n s o u th T o l o C h a n n e l一T su e n W a n fu lly in d ie a te th a t

th e a u t o e h th o n e o f la te n a PPe a e ti v ity 15 a ls o n o n 一r o o t a llo eh th o n e in ea -

rly Pe r io d
。

T h e o v e rla P o f th e n o r th te r r a n e s u r Pa s s Pre se n t Po s主tio n o f T ol o C h a n -

n el汀su . n w a n f au lt , th e r ef o r e th e a e tu a l fr o n t o f th e n a PPe w o u ld b e in s o u th

L a u ta u Is la n d k lip Pe b elo n g i n g to th e n o r th to r ra n e f o r m 七rly
。

T h e e o llis -

io n o f th e n o r th te r ra n e a ls o h a s a n in te n siv e e ffee t O n u n d e r ly in s te r ra n e s

w h ie h g i v e r is e to a s e ri es o f d o m e 一s h a Pe a n d b a s in 一s h a Pe s tr u e tu r e s in th e

Po s i tio n o f tee to n ie s y n ta X is
, su e h a s the T u e n M u n a n d Sha T in 一K o w L 0 o n

d o m e 一s h a Pe a n ti fo rm in th e s a m e E W b elt , th e L a u ta u Isla n d a n d H o n g K o n g

Isla n d ( s o u th ) b a s in 一s h a Pe o y n fo rm s e te
.

T h e n ap Pe a e tiv ity W ith NW tr en d to o k Pla e e in K : 一E
.

Th
e n a PPe s tru c tu re

fea tu r es w ith E W tr e n d n o t o n ly d e s tr o y s th e s tr u e tu r e fea tu re s w ith N E

tre n d b u t a ls o h a v e a n e ffe e t o n E s tr a tu m
。

T h e ‘O u th w a r d n a PPe a e ti v i ty

m ig h t o ee u rin E : o r Q 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