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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板块南缘壳内拆离及对

大别山北麓逆冲断层系形成的影响

宋子堂
(华北石油地质局地质研究人队

,

郑州 4 5 0 0 6 )

大地电磁测深 资料表明
,

华北板块南缘 3 ~ 15 k m 深处存在一个高导电性的滑 移面
.

大别山隆起 区庭棱

岩构造指向
、

大型褶皱轴面产状及飞来峰
、

构造窗的推顶方 向等均表明
,

自海西晚期以来
,

华北板块南缘上部

地壳 (而 非整个板块 )长期沿此构造面向南做大规格拆离运 动
.

至燕 山期
,

这种运 动因大别山强 烈隆起而受

阻
,

从而派生出向北逆 冲的大别山北 越逆冲断层系
.

关链词 高导层 拆离构造 逆冲断层系

作者简介 宋子堂 男 29 岁 工程师 石油地质

本文论及大别山北麓及其山前的南华北地

区(图 1 )
。

大地电磁测深资料表明
,

华北板块南

缘地壳 3 ~ 1 5k m 深处存在一高导层
,

此高导层

是华北板块上部地壳向南滑脱拆离的韧性剪切

面
,

大别 山北麓和南华北盆内广泛发育的北冲

逆断层系就是这种向南拆离运动长期发展的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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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板块南缘的壳内拆离构造 铜 商
瑞愉

妙

壳内拆离构造是指地壳上部岩席沿着壳内

的韧性剪切面相对于下部岩席所做的大规模滑 图 1 大别山及其前缘构造分区图

脱
、

推覆
。

这种韧性剪切面又 叫拆离面
,

在电性 (据任纪舜等
,

198 9 简 化)

剖面上往往表现为高导层
,

同时 由于运动过程
1

.

华北板块 , 】 , .

北秦岭造山带一
2

.

南秦岭造山带
;

中伴有挤压和剪切 力的产生
,

往往于基底中形 二 扬子板块 ‘A A’ 大地电磁测深测线位里

成垂直于运动方 向的基底构造
,

在其前缘还会形成特定方向的岩石构造和大型推覆体 (飞来

峰
、

构造窗 )等
。

1
.

1 拆离构造的地球物理特征

(l) 大地电磁测深 华北板块南缘至大别山北麓的大地电磁测深剖面上 (图 2 )
,

于基底

深处
,

显示出一连续的高导薄层
,

其 电阻率在北部极低
,

一般几个 n
·

m
,

个别地段甚至 < In

·

m
,

往大别山北麓增大至 8 ~ 10 n
·

m
。

高导薄层在地 台南缘埋深 10 ~ 1 5k m
,

向大别山北

麓逐渐变浅至 3 ~ sk m
,

至信阳
一

舒城断裂带则出露地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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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别山北麓 A 一 A
,

线大地电磁测深剖面图

地壳深处高导层面上往 往还发 享高阻岩体 (图 2 )
,

推测为基底花岗岩部分熔融后向上

侵位形成的花岗岩体
。

岩体均无根
,

表明其形成后曾经发生过迁移
。

深部物质在 36 5 ℃的温度下
,

经缓慢剪切变形可形成糜棱岩 (李德威
,

1 9 8 7 )
,

按地热增

温率 25 ℃ / km 计算
,

糜棱岩形成时的深度大约为 1 5k m
。

本 区高导层所处深度与此相当
。

再

之
,

本高导层在信阳
一

舒城断裂附近有糜陵岩带出露地表
,

因此可 推测本高导层为糜棱岩化

的韧性剪切带—
拆离滑脱构造面

。

(2 )重磁测量 华北板块南缘的 区域重 力

_
和磁异常多呈近东西走 向 (图 3 )

,

反映 了近东

西向的基底构造格局
,

代表了近南北向的受力

方向
,

其深层原因也与拆离运动所 引起的基底

滑脱有关
。

1
.

2 拆离构造在大别山隆起的地质表现

( 1) 指向性小构造 信 阳
一

舒城 ( 龟梅 )断裂

北侧的信阳光山一带
,

二郎坪群变质岩糜 棱岩

化
,

多期变形作用强烈
,

平卧褶曲及同斜紧密褶

皱发育
,

矿物拉长线理及构造轴线走 向近南北
,

并向东南倾伏
,

显示剪切作用由北往南
。

桐柏二

郎坪群内发育有多条走向南东东平行展布的 由

含假玄武玻璃的糜棱岩组成的推覆韧性剪切

带
,

这些剪切带均从北向南逆冲
。

龟梅断裂南侧笔架山一带
,

信阳群及 龟山

CCC乙乙

图 3 安徽省区域重磁异常组合关系图

(据颜怀学
, 1 9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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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糜棱岩矿物拉长线理走向 1 00 ~ 1 40
’ ,

倾角 10 ~ 3 00 (任纪舜等
,

19 8 9 )0
。

还发育逆冲构造

岩片和复式小柔皱
,

这些小褶曲轴面和逆冲面均北倾 (图 4 )
,

反映了由北往南的推覆剪切
。

(2 )大中型褶皱 信阳

光 山
、

罗山
、

固始杨山
、

商城

马鞍山以及桐柏山一带的元

古界 一上古生界中
,

普遍发

育大型复式褶皱
、

同斜紧密

褶皱及平卧褶皱等
,

这些褶

皱往往位 于拆离面之下
,

以

构造窗形式出露地表
,

或位

于飞来峰之 下
,

它们都形成

于海西晚期一印支期
。

多数

褶曲枢纽 线近 东西向展布
,

轴面北倾
,

倾角 15 ~ 3 00
,

是

区域性 向南滑 动的 良好例

证
。

(3) 飞来峰 和构造窗

一 Pzl 十一一- 一 公 g

—
一十- D ,

一
图 4 信阳笔架山一柳家湾地质剖面示意图

(据任纪舜等
, 1 9 89 简化)

l
.

P : , :

下古生界
. 2

.

任 . 9 :

下寒武统龟山组
: 3

.

D l :

信阳群

已研究证实的有桐柏山飞来峰
、

商城苏仙石飞来峰及相邻构造窗等
。

桐柏山飞来峰
:

桐柏山上部为桐柏山群的一套混合岩化片麻岩
,

属于太古 代一 早元古代

的华北板块刚性基底部分 (赫杰等
,

1 9 8 8 )
,

而其南北均出露碰撞混杂岩
,

显示桐柏山没有
“

根
” ,

其上桐柏山群为飞来峰
,

而其南北的碰撞混杂岩才是
“

原地的
” ,

为构造造窗
。

另外
,

桐

柏山群变形也不均匀
,

与混杂岩接触的底板部分明显变形强烈并糜棱岩化
,

下部混杂岩强烈

褶皱
,

轴面北倾
,

反映 自北而南的推覆剪 (图 5 )
。

李家堰 桐柏山 周家湾

七一一一一」
k m

l夏习
1

唇奎雪
2

口
3

[二]
4

图 5 桐柏山大型飞来峰构造剖面图

(据趁杰等
,

19 8 8〕

1
.

桐柏山群混 合片麻 岩
, 2

.

各类 片岩 , 3
.

糜棱岩 . 4
.

中生化花岗岩

商城苏仙石飞来峰
:

上部席为信阳群片岩系
,

下部岩席为碰撞混杂岩
,

其南北均为碰撞

O 任纪舜等
,

1 9 8 9 ,

中朝准地台南缘构造演化及其与南华北 含油气盆地的关 系 (内部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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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杂岩组成的构造窗
,

上下岩席之间有一起 伏的构造不连续面
,

此面以下发育大型褶皱
,

轴

面北倾
,

显示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向南拆离滑脱
。

任纪舜等(19 8 9) 据 K
一

A : 法测定拆离面上糜棱岩年龄值为 3 15 ~ Zn M a ,

属海西 一 印支

期产物
,

与拆离构造有关的大中型褶皱和推覆体所卷入的最年青地层为信阳群 (晚古生代 )
,

可推断
,

拆离运动开始于海西晚期
,

最晚不晚干印支早期
。

2 大别山北麓的逆冲断层系
NJ。下es
‘ee

大别山北麓及华北板块南缘发育大规模的北

冲逆掩断层系
,

自南而北主要有信阳
一

舒城逆冲断

裂带
、

确山
一

合肥滑脱构造
、

西华
一

光武逆 断层
、

扶

沟
一

淮阳逆断层
、

逊母口 逆断层等构成了华北板块

南缘的主体构造特征 (图 6 )
.

2
.

’ 断裂构造特征

(l) 逆断层 总
,

体走向一致
,

呈近东西向及北西

南向展布
,

延伸长度数十公里至近百公里
。

断层面

及其伴生次级构造 面多向南 倾
,

倾角一般 20 ~

3扩
,

大者可达 40
。 ,

上陡下缓
,

似铲状
,

多置换或改

造前期北倾构造面
.

(2) 逆冲断层系在剖面上呈依次向北逆冲的

0 阜阳

确山 、、

、
0 信阳

0 两城
0 团 k m

一
~

- - - J

图 6 华北板块南缘燕山期主要逆断层分布图

叠瓦状扇形体
,

断层面延伸线与拆离构造面呈
“
Y

”

字型组合
,

但不相交
,

如信阳
一

舒城断裂在

商城 石门冲剖面
,

表现为商城群石门冲组合磷岩系向北逆冲于中侏罗统朱集组砾岩之上
,

断

面与下伏糜棱岩化拆离面呈
“
Y

”

字型组合(图 7 )
。

拆离面

图 7 商城石门冲叠瓦状逆冲断层示意图

(据任纪舜等
, 1 9 8 9 简化 )

l
.

Z j 、展旦系石门冲组下段 ; 艺
.

2
‘

飞展旦系石门冲组上段 , 3
.

任
, g :

下寒武统龟山组
. 4

.

C
: :

新 生界

(3) 逆冲断层在人别山北麓多已出露地表
,

野外可见老地层逆冲于新地层之上
,

如商城

观庙 西剖面
,

信阳群及龟山组向北逆冲于中石炭统胡油坊组之上
。

三门峡至宝丰一带
,

太古

界
、

中晚元古界
、

寒武 一奥陶系
、

石炭一二叠 系等依次 由南向北逆冲
,

并在宜阳
、

宝丰等地见

飞来峰和构造窗等
。

而南 华北盆地的逆断层系为隐伏断裂
,

常为第三系及第四 系所掩盖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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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母 口逆冲断层就隐伏于上第三系及第四 系之下
.

2
.

2 逆冲断层系的形成时代

卷入逆冲事件的最新地层是侏罗系一白至系
,

逆冲岩片本身常被上 白垄或第三 系不整

合粗盖
,

表明这些北冲逆断层主要形成于燕山期
。

3 壳内拆离运动对大别山北麓逆冲断层系形成的影响

海西晚期以来
,

扬子板块向华北板块之下做陆内俯冲和陆一陆叠覆运 动 (任纪舜等
.

1 9 8 9 )
,

进而诱发华北板块南缘
“

软弱面
”

以上岩席向南做大规模拆离
,

井在大别山隆起上 形

成轴面北倾的褶曲构造
,

以及飞来峰
、

构造窗等推覆构造
,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印支期 末(图

sa )
。

至燕 山期
,

大别山地区岩浆活动频繁
.

形成了众多花岗岩体
,

并强烈隆起
,

使向南的水平

应 力
a
在前缘传导受阻

,

边界条件改变
,

从而派生出反向次级剪切应力
r (图 sb )

.

使滑移上

盘产生断面向南倾斜的逆冲断层 (图 8b )
,

野外所见的倾向南 一南南东的劈理构造强烈置换

早期的向北倾斜的构造面也是这种作用的结果
。

Se
r ra 和 M or se (1 9 7 7

,

1 9 7 8) 认为
: “

当一层

厚的水平强岩层试图弯曲以便把一个倾斜的主冲断层向上移动时就形成这种反向断层
”
(转

引丁道桂
,

1 9 9 0 )
.

燕
llJ#

桐柏 山飞来峰 ‘另1111 ,

坪
逆断层 系 西华 一 光

掣
断层

一

+++ 十十
+++++

图 8 华北板块南缘海西期一燕山期构造演化示意图

1
.

桐柏山群混 合片麻岩
. 2

.

碰搜混 杂岩 . 3
.

中生代花岗岩

4 结 记

自海西晚期以来
,

华北板块南缘上部地壳长期向南做拆离运动
,

并在大别山隆起形成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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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面北倾的大中型褶曲和构造窗
、

飞来峰 ; 至燕 山期
,

因南缘边界条件改变
,

从而在大别山北

麓派生出北冲逆掩断层系
。

在大别山北麓逆冲断层系
,

元 占界
一

古生界变质岩系逆冲于地台南缘的石炭一二叠系及

中生界之上是普遍现象
。

如三门峡 一宜阳 一 曾山一线以南 15 一 2 0k m 宽的石炭一二叠系被

由南 往北推来的岩席所掩盖
,

可能成为寻找煤成油
、

煤成气的新领域
。

而盆地南缘被广为掩

盖的中生界下白奎统高寺组已证实为一套区域 含油层系
,

值得我们重视
。

承蒙任纪舜研究员提供部分资料
,

韩云生副 总工程师
,

吴振家
、

严维 保
、

胡居文
、

朱达 今

高级工程师给予 多方指导
.

特致谢意
。

(收稿 日期
:
1 9 9 3 年 4 月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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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ta o f te llu r ie e le e tr o m a g n e t ie s o u n d in g illu s tr a t e th a t th e r e 15 a slid in g Pla n e w it h

h ig h ly e le e t r ie e o n d u e t iv it y d e v e lo p e d a t t he d e p th o f 3 ~ sk m in th e s o u the r n m a r g in o f the

n o r th C h in a Pla t e
.

In a e e o r
d a n e e w ith t he d ir e e tio n a l s t r u c t u r e s o f m y lo n ite s ,

th e o e e u r -

r e n e e o f m ajo r fo ld a x is p la n e a :飞d s e , : s e o f t e e t o n ie w in d o w s a n d n a p p in g e m Pla e e m e n t in

th e D a b ie u p lift in g a r e a ,

it 15 s u g g e s te d a la r g e 一s e a le o f s o u t hw a r d d e ta e h m e n t sho u ld ha v e

d e v e lo p e d a lo n g the u p p e r e r u s t o f s o u t he r n m a r g in o f the n o r th C hin a p la te s in e e th e la te

H e r e y n ia n p e r io d
.

T ill Y a n s ha n p e r 、o d
,

t his m o v em e n t w a s b lo e k e d by s e v e r e u p lift in g o f

th e D a bie s ha n , r e s u lt e d in t he d e v e lo Pm e , I t o f n o r thw a r d D a bie s ha n o v e r th r u s t sys te 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