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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南地区推覆构造特征

周珍琦1, 2

( 1. 中国地质大学 资源学院, 武汉  430074; 2. 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福建 三明  365001)

摘要:闽西南地区推覆(滑脱)构造广泛发育,可划分为 5种类型:发育于上古生界 ) 中生界下三叠统溪口组中的拆离(滑脱)构造; 形

成于印支期的拆离(滑脱)构造,后受燕山早期及后期的褶皱作用形成褶皱拆离构造;印支期及燕山早期的中深层次逆冲推覆构造;

燕山早期和晚期的浅层次逆冲推覆构造;分布于燕山早期浅层次逆冲推覆构造原地岩系之中的浅层次褶皱逆冲推覆构造,其中燕山

早期中深层次逆冲推覆构造规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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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闽西南地区构造概况

闽西南坳陷位于政和 ) 大埔断裂带以西, 南

平 ) 宁化构造岩浆带以南地区。晚泥盆 ) 早三叠世

地层广泛分布, 其次为晚元古代及早古生代浅变质

沉积地层, 中生代沉积 ) 火山地层多以断陷盆地形

式沿 NEE ) N E向断续出露。区内加里东、海西 )

印支及燕山期花岗岩广泛出露, 并显示为一系列

NNE、NE 向岩浆岩带。除上杭 ) 云霄 NW 向断裂

带以外,区内的古生代地层组成一系列醒目的 NNE

向背斜和向斜, 断裂与褶皱变形也主要表现为 NNE

向断裂及 NW、SE 向对冲或背向推覆(滑脱)构造。

经多年地质工作证实, 闽西南地区推覆(滑脱)

构造广泛发育。主要有 2大类[ 1, 2] :一类表现为断裂

面上下盘层位的重复, 最早发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

末,如永春天湖山煤矿区著名的 F 31 (图 1) , 童子岩

组推覆到下、中侏罗统之上
[ 3, 4]

; 另一类表现为断裂

面上下盘层位的缺失,最早发现于 20世纪 60年代,

如漳平洛阳煤矿区发现的 2条断层, 一条发育在下

三叠统溪口组和下二叠统童子岩组之间, 缺失了上

二叠统翠屏山组; 另一条发育在下二叠统童子岩组

和栖霞组之间, 缺失了文笔山组。至 20世纪 80年

代,发现推覆(滑脱)构造不仅在晚古生代 ) 中生代
沉积岩区广泛发育, 在晚元古代及早古生代变质地

层,甚至在加里东、海西 ) 印支期岩浆岩出露区也广

泛分布。引起了地质界的广泛关注, 并对其投入了

大量研究与验证工作, 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 5~ 7]

(图 2)。

多年来, 笔者在闽西南地区主要从事煤田地质

勘查工作,对闽西南地区的推覆(滑脱)构造接触也

较多,在深入研究区内推覆(滑脱)构造特征的基础

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该区推覆(滑脱)构造的认

识及隐伏矿预测作简要讨论。

2  推覆(滑脱)构造的发育特点

根据区域构造发育特点, 将闽西南推覆(滑脱)

图 1 福建永春天湖山地质剖面

F ig. 1 Geolog ic pr ofile of the T ianhushan coal mine in the Yongchun city , the Fujian 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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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福建上元古界 ) 下古生界推覆体分布
1.上元古界 ) 下元古界; 2.构造窗; 3.飞来峰

F ig . 2 Nappe distr ibut ion in the Upper P ro terozo ic

and Low er Paleozoic, the Fujian pro vince

构造总体划分为 2 类 5 型[ 1, 8] , 其各自特征分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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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拆离(滑脱)构造

拆离(滑脱)构造发育于上古生界 ) 中生界下三
叠统溪口组中, 以地层缺失为主要特点。在童子岩

组中更为发育, 常呈多层次出现。其主要特征如下:

1)常见主断裂面有 3个部位, 分别为:林地组与

船山 ) 栖霞组之间( F0 )、船山 ) 栖霞组与文笔山组
或童子岩组之间( F 1 )、童子岩组与翠屏山组或溪口

组之间( F 2 ) (图 1)。

2)主断裂面对矿产具有破坏和建设的双重

作用。

3)断裂面在剖面上倾角平缓,呈缓波状起伏或

背向形褶皱,沿倾向斜切地层,由断坡或断坪组成。

4)在平面上沿走向斜切地层,使断裂线两侧不

同层位的地层在走向上直接接触。断裂线之间也常

见归并或分叉现象。

5)由于断裂面倾角平缓,上盘新地层呈大片岩

席覆盖在老地层之上, 受地形影响主要分布在高处,

而下盘老地层则主要分布在低处, 断裂线出露形态

受地形控制明显, 呈蛇曲状、港湾状或自形封闭的不

规则状。

6)为压性断裂面特征, 常可见挤压破碎带、强烈

的岩石揉皱现象及构造透镜体和片理化等,受后期

构造叠加影响,断裂面起伏、运移, 在某些地段可出

现张性破裂面特征, 见有明显的棱角状态参数断裂

角砾岩,并有岩脉沿断裂贯入。

2. 2  褶皱拆离构造
形成于印支期的拆离(滑脱)构造, 后受燕山早

期及后期的褶皱作用形成了褶皱拆离构造。从而具

备拆离(滑脱)构造的一些特点:

1)主要发育在燕山早期中深层次逆冲推覆构造

的原地岩系中。在推覆过程中产生的推挤应力作

用,使原地岩系的拆离(滑脱)构造的断裂面与上下

盘一起褶皱,形成各种形态, 主要有: 大型倒转向型

平卧的褶皱拆离构造; / Z0型拆离褶皱构造; / V0型

褶皱拆离构造。

2)轴面主要是向 NW 倾,倾角 5b~ 30b, 局部向

SE倾。

3)卷入的岩层变形强烈。刚性岩层(如林地组

砂砾岩)表现为以碎裂为主;塑性岩层则表现为强烈

褶曲,片理和劈理发育。

4)介入的地层主要为林地组 ) 溪口组, 有些地

区还有梨山组。

5)从小构造分析褶皱的变形作用, 刚性岩层发

生弯滑作用,构成主体褶皱,褶皱层厚度相对稳定不

变;塑性岩层在弯滑褶皱作用下形成不协调褶曲,并

发育有/ Z0型、/ S0型小褶皱。

2. 3  中深层次逆冲推覆构造

闽西南地区的中深层次逆冲推覆构造有 2期,

分别发生于印支期和燕山早期(图 3) [ 1]。

1)印支期中深层次逆冲推覆构造。主要分布在

顺昌 ) 清流一线以西地区, 其根带可能是崇安 ) 石
城断裂带。外来岩系是由前泥盆系、加里东期侵入

岩体和直接不整合于其上的上泥盆统 ) 下石炭统组

成的。原地岩系零星分布,主要由上古生界下石炭

统林地组 ) 中生界下三叠统溪口组组成, 均呈构造

窗分布在地形上的低处。由于断裂面产状平缓, 断

裂出露线受地形影响较大,呈弯曲状和自行圈闭的

不规则状。

2)燕山早期中深层次逆冲推覆构造。主要分布

在顺昌 ) 清流一线以东广大地区, 多数地区被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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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闽西南中深层次逆冲推覆构造分布[ 1]

1.加里东期构造层; 2.海西 ) 印支期构造层; 3.燕山早期构造层; 4.燕山晚期构造层; 5.加里东期侵入岩;

6.海西 ) 印支期侵入岩; 7.燕山期侵入岩; 8.构造窗; 9.飞来峰; 10.省界和地区界线

F ig . 3  Inter- mediate depth thrust ing nappe structures distr ibution in the southw est Fujian pro vince

期侵入岩体和火山岩所覆盖。规模比印支期大, 对

寻找隐伏矿影响较大, 是最重要的中深层次逆冲推

覆构造。在建瓯房村口、建阳虞墩等地,上古生界栖

霞组、文笔山组等见以构造窗的形式零星裸露于地

表。根据综合分析和推测,该推覆构造向北、向南有

可能延伸至江西、浙江和广东境内。

2. 4  浅层次逆冲推覆构造

该构造在闽西南地区各地均有发现,但规模小,

分布零星且不连续。介入的地层主要是上古生界和

更新的地层,局部也有前泥盆系变质岩。逆冲断裂

面走向主要为 NNE,倾向 NWW。形成的时间主要

有燕山早期和晚期 2期。

2. 5  浅层次褶皱逆冲推覆构造

主要分布于燕山早期中深层次逆冲推覆构造的

原地岩系之中,并发育在原地岩系倒转背向型褶皱

拆离构造薄弱带(接合部) ,为背向型褶皱拆离构造

受挤压作用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主要特征如下:

1)外来岩系仅见上泥盆统和下石炭统,呈小飞

来峰覆盖在由上古生界组成的原地岩系之上,岩石

构造变形弱,以脆性变形为主,一般保持原岩特征。

2)断裂面倾向 NW,倾角平缓,与上覆中深层次

逆冲断裂呈锐角相交, 并与原地岩系中的大型倒转

向型平卧褶皱拆离构造三者一起组成/ P0型构造组

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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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地岩系主要由林地组 ) 梨山组组成。介入
的最新地层为梨山组,形成时代为燕山早期。

3  结论

闽西南地区构造复杂, 通过研究认为可把区内

的推覆构造分为拆离构造和逆冲推覆构造 2类。其

中拆离构造又可分为拆离滑脱构造和褶皱拆离构造

2种; 逆冲推覆构造也可分为中深层次逆冲推覆构

造、浅层次逆冲推覆构造、浅层次褶皱逆冲推覆构造

3种。该成果可为研究福建省地质构造发育特点提

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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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NAPPE STRUCTURE

IN THE SOUTHWEST FUJIAN PROVINCE

Zhou Zhenqi1, 2

( 1. School of Resour ces , China Univer sity of Geosciences , Wuhan, H ubei 430074, China;

2. W est F uj ian Geologic Br igade, Sanming, Fuj ian 365001, China)

Abstract: Nappe str ucture is w ell developed in the southw est Fujian pro vince. It can be classif ied into 5

types, including: decoupling ( slippling ) st ructure generated from the Upper Paleozoic to the Xikou For ma-

t ion of the Low er T riassic o f the M esozo ic; decoupling ( slipping) st ructure generated during the Indo sinian

epoch and developed to folding and decoupling str ucture under the inf luence of folding effect during the

Yanshan epoch; interm ediate depth thr ust nappe str ucture generated in the Indosinian and ear ly Yanshan

epochs; shallow thrust nappe st ructure generated in the Yanshan epoch, shallow fo ld thr ust nappe str uc-

ture dist ributed in the autochthonous rock series of shallow thrust nappe st ructure of the early Yanshan epoch,

among w hich the intermediate depth thrust nappe st ructure of the early Yanshan epoch is the bigg est .

Key words: the Indosinian epoch; the Yanshan epoch; nappe st ructure; southw est Fuji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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