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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南地区推覆构造形成的动力学机制
) ) ) 以广平推覆构造为例

周珍琦
(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福州  350011)

摘要:闽西南地区推覆(滑脱)构造广泛发育,存在拆离和逆冲推覆构造 2种基本类型。广平地区逆冲推覆构造是闽西南地区推

覆构造的组成部分,属中深层次逆冲推覆构造,其形成和演化受闽西南地区乃至福建和整个华南地区板块构造动力学背景的制

约。广平推覆构造的形成和演化经历了海西期的陆内裂陷阶段 ( D 3 - P2 ) , 早印支期的伸展滑脱 ) 挤压变形滑动构造阶段

( T1- 2) ,晚印支期向斜构造发育阶段( T3 ) ,早燕山早期裂陷和晚期逆冲推覆构造阶段( J1- 2 ) ,晚燕山早期隆升造山剥蚀和晚期差

异沉降阶段( J 3- K)以及喜马拉雅期的隆升剥蚀阶段( E-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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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MECHANISM OF NAPPE STRUCTURES

IN THE SOUTHWEST OF FUJIAN PROVINCE

) TAKING THE GUANGPING NAPPE

STRU CTURE AS AN EXAMPLE

Zhou Zhenqi

( Geologic S ur v ey Institute of F uj ian P rov ince, Fuzhou, Fuj ian 350011, China)

Abstract: Nappe str uctures spread w idely in the southw est of Fujian Province. T here are 2 basic types:

decoupling decollement and thrust nappe. The m iddle-deep thrust nappe st ructure in Guangping is part

of nappe st ructures in the southw est o f Fujian. Its generat ion and evo lut ion, inf luenced by plate tectonic

dynamic backgrounds in southw estern Fujian and even the w ho le Fujian and China, have exper ienced 6

stages: Hercynian int racont inental lif t ing ( D3- P2 ) ; early Indo-Chinese extension deco llement-compres-

sion deformat ion g liding ( T 1- 2 ) ; late Indo-Chinese synclinal str ucture generat ion ( T 3 ) ; early Yans-

hanian early lift ing and late thrust nappe ( J1- 2 ) ; late Yanshanian early lif t ing and ero sion and late dif fer-

ential set tlement ( J3 - K) ; and H imalayan uplift-ero sion ( E-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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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地质学界十几年来在逆冲推覆构造的研

究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提出了韧性推覆剪切增温

导致糜梭岩、混合岩和花岗岩三位一体的崭新概

念[ 1, 2] , 建立了一系列几何学、运动学和动力学模

式
[ 3~ 7]

, 推覆构造带平衡剖面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

发展
[ 8]
;在构造的关键地区揭露了一些逆冲推覆构

造系,为正确认识区域地质构造和地壳结构奠定了

基础,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实效 [ 4, 9~ 11]。在逆冲

推覆构造和前陆盆地分析理论指导下, 我国地质学

界已先后在塔里木盆地库车前陆带、四川盆地川西

前陆带、鄂尔多斯西缘前陆带地区发现了储量可观

的大型和特大型油气田[ 12~ 14] ; 在秦岭 ) 大巴山推

覆带、云南兰坪推覆带、福建闽西南逆冲推覆构造

带等地区相继发现了大规模煤田和多金属隐伏成

矿带
[ 15, 16]

,为我国的能源基地建设和多金属矿产

资源的勘探作出了杰出贡献。

闽西南位于政和大埔断裂带以西,南平宁化构

造岩浆带以南地区
[ 17]

,经多年地质勘探工作证实,

收稿日期: 2006- 08- 11;修订日期: 2007- 04- 02。

作者简介:周珍琦( 1962 ) ) ,男(汉族) ,江西吉水人,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固体矿产勘查工作。

  
第 29 卷第 2 期
2007 年 4 月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PETROLEUM GEOLOGY & EXPERIMENT

                 
Vo l. 29, No. 2
Apr. , 2007



该地区推覆(滑脱)构造广泛发育, 存在拆离和逆冲

推覆构造两种基本类型。广平推覆构造属中深层

次逆冲推覆构造,位于闽西南坳陷带中部,大田 )

龙岩坳陷的北东边缘,太华- 长塔复式背斜北东倾

伏端。该推覆构造南北长大于 20 km, 东西宽大于

12 km ,面积大于 100 km2。外来岩系由上震旦

统 ) 下古生界及不整合其上的上泥盆 ) 下石炭统

以及侵入于以上地层的加里东期混合花岗岩、印支

期白云母花岗岩组成;原地岩系由上泥盆统 ) 下三

叠统溪口组及下侏罗统梨山组组成。本文是在广

平地区推覆构造的几何形态、结构组成、构造特征

的系统研究基础上, 剖析该地区推覆构造形成的动

力学机制。

1  闽西南推覆构造的形成作用分析

晚加里东期开始的华夏陆块与扬子陆块的碰

撞造山作用, 使扬子和华夏地块发生强烈褶皱、区

域变质和混合岩化作用,并伴随有较大规模花岗岩

侵入。闽西南地区的褶皱构造形成一系列北东向

的复式背向斜,复式背斜往往与隆起相一致, 复式

向斜也往往与坳陷分布一致。根据前人地质和物

探研究成果, 断裂构造主要有北东向的石城 ) 崇

安、松溪 ) 长汀、福安 ) 南靖、长乐 ) 南澳和北西向

的崇安 ) 宁德、建宁 ) 湄洲湾及上杭 ) 云霄等深大
断裂带[ 18] 。上述深大断裂带控制着研究区加里东

以来的沉积和构造变动格局,导致闽西南坳陷的形

成, 成为研究区晚古生代以来重要的沉积中心。闽

西南地区推覆构造的形成和演化经历了印支期褶

皱和推覆构造形成阶段( T - J1 ) ,燕山早期逆冲推

覆构造发展阶段( J1- J2 ) , 燕山晚期构造转化阶段

( J3 - K)以及喜山期反向逆冲构造阶段 ( E - Q )

(图 1)。

图 1  闽西南地区推覆构造的形成和演化

Fig. 1  Napp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southw est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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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平推覆构造的形成和演化

广平地区逆冲推覆构造属于闽西南地区推覆

构造的组成部分,其形成和演化受闽西南地区乃至

福建和整个华南地区板块构造动力学背景的制约。

本文以广平推覆构造带苏桥井田 18 线剖面为基

础,探讨广平地区推覆构造形成和演化的动力学过

程和机制。广平推覆构造的形成和演化经历了海

西期的陆内裂陷阶段 ( D 3 - P2 ) , 早印支期的伸展

滑脱 ) 挤压变形滑动构造阶段( T 1- 2 ) ,晚印支期向

斜构造发育阶段( T 3 ) , 早燕山早期裂陷和晚期逆

冲推覆构造阶段( J1- 2 ) , 晚燕山早期隆升造山剥蚀

和晚期差异沉降阶段( J3 - K)以及喜马拉雅期的

隆升剥蚀阶段( E- Q) (图 2)。

2. 1  海西期陆内裂陷阶段
晚加里东期华夏陆块与扬子陆块拼接时的碰

撞造山作用,使浙闽大部地区在早海西阶段( D3-

C1 )呈整体隆起状态, 仅在闽西南一带发育有近海

型断陷盆地。此后,库拉板块向西的早期俯冲消减

造成台膨弧后陆缘扩张,而台膨弧后边缘海盆的次

洋壳向浙闽古陆东部俯冲导致闽西南地区处于陆

内裂陷阶段
[ 4]
, 产生壳幔混合型花岗岩。广平地

区侵入海西期新桥岩体(C4 ) ,并按受了晚古生代至

二叠纪末期的沉积, 童子岩组与上地层翠屏山组、

溪口组及下地层林地组间存在的岩石力学性质的

差异为层间重力滑动断层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前

提条件[ 18] 。

2. 2  早印支期伸展滑脱 ) 挤压变形滑动构造阶段

早三叠世早期,库拉板块俯冲带向东后退使闽

西南整体处于拉张环境,急剧下陷形成了包含灰岩

碎屑的溪口灰岩;重力滑脱作用致使矿区内沉积地

层沿软弱面 ) ) ) 童子岩组含煤岩系产生了一系列

由西北向南东方向的滑脱
[ 4]
。

早三叠世早期末,库拉板块再次向华夏亚板块

之下俯冲,产生了强烈的挤压使先期形成的童子岩

组区域性滑面受褶皱影响发生弯曲,在弯滑和弯流

图 2 闽西南广平地区推覆构造形成和演化

Fig . 2  Napp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Guangping area, sout hw est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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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皱的作用下, 产生东翼 / S0形、西翼反/ S0形的次
级褶皱(Ⅲ级) (图 2a)。

2. 3  晚印支期向斜构造发育阶段

随着挤压作用的继续,闽西南侵入壳源 S型黑

云母花岗岩 ) 钾长花岗岩,矿区内产生了似斑状黑

云母花岗岩成分的岭兜岩体, 并使先期形成的区域

性滑脱面(童子岩组含煤岩系)受到褶皱运动的影

响,在先前滑脱面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级构造倒转

向斜,岭兜岩体的侵入加速了这一过程。

2. 4  早燕山早期裂陷和晚期逆冲推覆构造阶段

晚三叠世早期,闽西南处于造山后阶段,矿区

及井田范围内处于隆起状态, 没有接受晚三叠世沉

积。早侏罗世早期, 闽西南发生裂陷,导致海侵,致

使矿区及井田范围内沉积了早侏罗世地层。

早侏罗世末期, 台湾长春海山与华南陆壳拼

接,平缓的 NWW- SEE 构造应力挤压使闽西南

盆地再度因褶皱隆起而封闭,造成矿区范围内侵入

早燕山早期花岗闪长岩成分的汤泉岩体。与此同

时,导致矿区内的 C1 l- C2c, Pt2- 3my- D3 与燕山早

期岭兜岩体(C
1
5 )经历 4 个阶段依次从 F1 , F0 和 F7

断层呈背骑式逆冲到中印支期形成的一级构造紧密

倒转向斜之上,随之产生 F4 轴面断层,并形成了F5 ,

F6逆断层,奠定了井田构造的基本格局(图 2b)。

2. 5  晚燕山早期造山剥蚀和晚期沉降阶段
在晚侏罗世早期,库拉板块持续向西(北西)俯

冲,已拼接到欧亚陆壳上的地体持续地向西(北西)

挤压,走向 NE和 NW的深大断裂活动越趋强烈,诱

发了大规模的花岗岩质岩浆侵入活动,矿区范围形

成了流纹岩龙凤场岩体(KIt
3( 1) d
5 ) ,上侏罗统南园组凝

灰质火山岩沉积,不整合覆盖在各推覆体之上。

早白垩世早期, 随着太平洋板块的形成和扩

张,库拉板块俯冲致使大南澳地体再度与中国大陆

叠接碰撞,闽西南产生挤压作用。从早白垩世晚期

开始,库拉板块从大南澳地体东缘向中国大陆板块

下俯冲消减,玉里混杂岩带生成, 库拉板块消减所

造成的弧后扩张抵消了东西两侧的挤压影响,矿区

处于拉张应力场控制之下,产生大规模的裂陷和晚

燕山期流纹斑岩成分万宅岩体(KIt
3( 1) d
5 ) , 强烈差异

沉降使矿区处于强烈剥蚀阶段。

2. 6  喜马拉雅期的隆升剥蚀阶段

古近纪早期,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碰撞,并挤

入欧亚大陆, 菲律宾板块从太平洋板块中分裂出

来。几大板块相互作用使中国东部及邻区广大地

域都处于右旋张剪应力场控制之下
[ 4]
,触发了研究

区东侧深部的相变与扩容作用,闽西出现大规模裂

解, 并沿一些构造薄弱面有玄武岩浆的喷溢, 形成

佛昙组火山喷发沉积,在广平地区表现为强烈断陷

差异沉降和隆升剥蚀(图 2c)。

3  结论

闽西南地区是特提斯构造域向环太平洋大陆

边缘构造域转换的典型地区,区内多期构造演化形

成了复杂多变的构造单元格局和多种成岩成矿环

境, 是中国东南部重要成矿集中区, 也是特提斯

EW向构造与环太平洋亚洲大陆边缘 NE 向构造

时空演化交替的典型地区。复杂多变的构造形

变 ) 沉积格局以及不同时期的岩浆热液作用,为区

内形成丰富的煤及多金属矿床(点)提供了良好的

成矿地质背景。闽西南地区广泛发育逆冲推覆构

造, 广平推覆构造位于闽西南坳陷带中部, 是闽西

南地区推覆构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中深层次逆冲

推覆构造。受闽西南地区乃至福建和整个华南地

区板块构造动力学背景的制约,广平推覆构造的形

成和演化经历了海西期的陆内裂陷阶段 ( D3 -

P2 ) ,早印支期的伸展滑脱 ) 挤压变形滑动构造阶

段( T 1- 2 ) ,晚印支期向斜构造发育阶段( T 3 ) , 早燕

山早期裂陷和晚期逆冲推覆构造阶段( J1- 2 ) , 晚燕

山早期隆升造山剥蚀和晚期差异沉降阶段( J3 -

K)以及喜马拉雅期的隆升剥蚀阶段( E-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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