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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加里东期相关地块及其汇聚过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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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华南加里东期相关地块的特征及其来源分析出发,探讨了华南加里东运动。加里东期,华南的湘桂、赣南、云开、浙闽、保

山、腾冲等地块及扬子陆块均与罗迪尼亚超级大陆的裂解有关,这些裂解地块在早古生代形成冈瓦纳大陆的背景下发生聚合和

碰撞拼贴,产生多期不同性质的加里东构造运动,而且此次地块碰撞拼贴具有软碰撞性质,主要表现为在地块碰撞的前锋带形成

大陆边缘隆起和发育碰撞花岗岩,并在碰撞地块的前后缘有残留海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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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discussedtheplatetectonicmovementduringtheCaledonianinSouthChinaby
analyzingthefeatureandoriginofrelativeblocksinCaledonian Movement.DuringtheCaledonian,

Xianggui,GannanYunkai,Zhemin,Baoshan,TengchongandYangziblockshadallrelationshipofthe
crackingoftheRodiniacontinent.Theseblocksconvergeandcollideunderthebackgroundofforming
theGondwanacontinentinEopaleozoic.AndthenmultiperioyicCaledonian Movementwithdifferent
characterwasformed.Thecollisionmatchinghasthecharacterofsoftcollisionandweakorogenicwhich
appearasthecontinentmarginupliftandcollisiongraniteformedinthefrontofcollidedlandmasses,al灢
sointhebackandfrontofcollidedlandmassestherelictseabasinwasfound.AftertheCaledonianMove灢
ment,thebasictectonicstructureofSouthChinahadbeensetup.
Keywords:CaledonianMovement;relativeblocks;crackingofRodiniacontinent;convergeofblocks;

SouthChina

暋暋加里东运动一词首创于英国苏格兰的加里东

运河地区,与我国华南的广西运动或江南运动等相

当。加里东运动代表的是发生于震旦—志留纪末

期的主要构造运动,表现为震旦纪及早古生代地层

遭受到轻度变质、强烈变形、岩浆侵入以及泥盆纪

地层及其更新的地层不整合在志留系或更老地层

之上,见表1所示。
一般认为经过加里东运动后,我国华南地区的

扬子陆块与华夏陆块拼合成统一的华南板块,在此

过程中,加里东运动表现为多幕的构造运动,如广

西境内就有发生于寒武纪末期的郁南运动,发生于

奥陶纪末期的北流运动和发生于志留纪末期的广

西运动等(表1),每一幕构造运动在各地存在一定

的相似性,也有较大的不同。对这种多幕式的加里

东运动所代表的大地构造意义是什么,目前尚未有

一个统一的说法。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认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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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华南加里东期区域地层关系

Table1暋RegionalstratigraphiccorrelationduringCaledonianinSouthChina

年代地层 滇中(宜良) 黔东南 桂北 湘南 华夏西缘
主要构造

运动
岩浆活动及
变质事件

泥盆系 下统 中统 下统 中统 下统

志
留
系

奥
陶
系

寒
武
系

上统

中统

下统

上统

中统

下统

上统

中统

棈棈棈棈棈

下统

棈棈棈棈棈
大箐组

巧家组

红石崖组

棈棈棈棈棈

汤池组

棈棈棈棈棈
陡坡寺组

龙王庙、沧
浪铺、筇竹

棈棈棈棈

寺组

棈棈棈棈
上翁项群

棈棈棈棈

下翁项群

棈棈棈棈
烂木滩组

牯牛潭组

同高组

锅塘组

三都组

杨家弯组
都柳江组

棈棈棈棈

渣拉沟组

棈棈棈棈
田林口组

上统

中统

升坪组

黄隘组

六陈组

白洞组
棈棈棈棈

边溪组

棈棈棈棈

清溪组

棈棈棈棈
天马山组

坡步组

百马冲组

桥亭子组、
白水溪组

田家坪组

探溪组

棈棈棈棈
防城群

合浦群

灵山群
棈棈棈棈

上统

中统

黄隘组

棈棈棈棈
六陈组

棈棈棈棈
黄洞口组

小内冲组

棈棈棈棈棈

广西运动

棈棈棈棈棈

都匀运动

棈棈棈棈棈

郁南运动

暋诸广山、
云开大山、
武 夷 山 花
岗岩、摩天
岭 超 镁 铁
岩。华 夏、
华南、湘桂
地 块 低 绿
片 岩 相 变
质,云 开、
武 夷 从 低
绿 片 岩 向
高 绿 片 岩
变质

棈棈棈棈棈

。

震旦系
鱼户村组,
灯影组

留茶坡组 老堡组 留茶坡组 培地组

华南是由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地块以不同方式碰

撞拼合而成,其中多数是加里东期的地块(体),迄
今已提出来的加里东期地块有湘桂、赣南、下扬子、
云开、浙闽、保山、腾冲等地块,并将我国华南加里

东期的基本构造格架概括为“一个稳定的克拉通和

若干不同时期的碰撞拼贴地块(体)、一个加里东构

造域、一个陆内基底拆离造山带和周围环绕的不同

时期的造山带暠[1]。可见,不同地块的碰撞拼贴增

生是我国华南大地构造及其演化的基本特征,也是

华南加里东运动发生的主要根源。因此,有必要对

我国华南加里东期相关主要地块的来源及其聚合

过程进行分析,揭示加里东运动的板块构造背景和

主要表现。

1暋相关地块特征及其来源

根据现有研究认识,加里东早期,在扬子陆块的

东南—西南侧散立着众多地块,包括了由华夏陆块

裂解的一些地块(如浙闽、云开、赣南等)、湘桂地块、
保山地块、腾冲地块等,它们在加里东期曾先后与扬

子陆块碰撞拼贴,形成我国华南大陆的构造雏形。
而且,这些地块(包括扬子陆块)都曾是中元古代末

全球形成的罗迪尼亚(Rodinia)超级大陆的组成部

分,并由新元古代早期该超级大陆的裂解演化而来。

1.1暋相关地块特征

1.1.1暋湘桂地块

该地块作为独立地块已被前人研究成果所证

实[1,2]。它西以弥勒—师宗断裂带为界,北以丹池

断裂带、三江—黔阳—安化断裂带为界,东以贺

县—梧州断裂带、博白—岑溪断裂带为界,南以哀

牢山—红河断裂带为界。地块出露最老的地层为

越南北部的沾化组和那杭组以及滇东南的瑶山群,
以粗晶的片麻岩和片岩为主,含硅线石云母片岩及

含石榴石角闪岩等,厚3000m 以上,并有岩浆岩

侵入形成的巨大片麻状二云母花岗岩或浅色花岗

岩。这些地层目前尚缺乏可靠的同位素年龄数据,
云南地矿局(1992)将瑶山群的时代定为早古生代,
并根据岩石特征及云南老地层对比推测其地质年

龄可能为太古代晚期—元古代早期。
该地块是一个大陆碎块,其特征与扬子区存在

明显的差别:1)航磁异常上有明显的体现,反映其

与扬子陆块处于不同的大地构造位置;2)金鹤生

等[3]根据爆炸地震测深、华南与西澳的前寒武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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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古地磁以及长安期冰碛岩的来源等综合研究,
得出湘桂地块是西澳大利亚克拉通残片的结论,支
持了上述设想(图1);3)震旦纪,该地块为一套厚

度大于5000m、具浊积岩特征的沉积建造,即屏

边群,与扬子大陆及其边缘的沉积特征(澄江组砂

岩、南沱冰碛岩和灯影灰岩)明显不同。
早古生代,该地块西部为“地台型暠沉积,主要

为灰岩、白云岩夹砂岩沉积,含 Taitzurawangi
chu,Damesellaparona,Chuangia sp,Kaolis灢
hania sp,Caluinella,Sarkia,Cnepicephlina,

Blackwalderasp,Bailiellalioparia 等生物化石,
其特征与黔西、滇东的娄山关群化石相似;往东逐

渐变为浅海陆棚相碳酸盐岩、碎屑岩到半深海相砂

泥质复理石。志留系,除东南部钦州一带继续沉积

外,其它地方均缺失,并与东部强烈变形的华夏区、
云开地块形成鲜明对比。

晚古生代,该地块总体属浅海碳酸盐岩环境,
但发育半深海—深海的“槽沟暠或地堑带,这种裂陷

作用的时间为泥盆—二叠纪。总体显示被动大陆

边缘裂陷盆地的沉积特征。
由于湘桂地块的碰撞拼贴作用,在扬子大陆边

缘的牛首山、黔中和雪峰山一带形成碰撞大陆边缘

隆起,并在隆起的前缘形成山前磨拉石堆积。由于

隆起的时间以牛首山隆起为先,大约为寒武纪早中

期,其次是雪峰山,大约为寒武纪晚期,最后是黔中

隆起,大约是奥陶纪,说明湘桂地块的碰撞拼贴首

先从西部开始。扬子大陆边缘因为四堡地块的存

图1暋华南湘桂地块的来源及800Ma前位置示意[3]

Fig.1暋LocationandoriginofXianggui
blockinSouthChinabefore800Ma

在而变得凹凸不齐,西部和桂北处于相对凸出的位

置,黔南则是相对凹进的位置,以致于后期的碰撞

挤压也是两边强、中间弱。这种格局还控制了后期

的沉积—构造演化。
由于湘桂地块的碰撞拼贴,造成湘桂地块隆升

剥蚀,普遍缺失志留系,泥盆系超覆不整合于下古

生界不同层位之上,造成地块本身以及扬子大陆边

缘发生变形和变质,局部混合岩化和花岗岩化,并
由此发育碰撞花岗岩。桂北元宝山岩体、三防岩体

的同位素年龄为522~532Ma[4],是这类花岗岩的

典型代表。
基于上述各项特征,可以判断湘桂地块是在加

里东早中期与扬子陆块碰撞拼贴的。

1.1.2暋云开地块

该地块西以博白—岑溪断裂带与湘桂地块为

界,东以吴川—四会断裂带与粤中地块为界,北部

界线为罗定—云浮断裂带,南以海南的昌江—屯昌

断裂带为界。
云开地块也是一大陆碎块,其变质岩分为高州

群和云开群。云开群上部的沉积硅质岩40Ar/39Ar
同位素年龄为(872.8暲8.6)Ma[5],时代属新元古

代青白口纪。高州组位于云开群之下。从近十多

年来发表的关于高州杂岩的年龄数据看,最老的介

于2600~1800Ma之间[6],说明其存在古老的变

质基底,而且其陆壳基底具双层结构特征。深层次

的基底出露于云开大山腹部,由高州杂岩组成,岩
石包括具眼球状、条带状和片麻状的花岗质岩石以

及中深变质的变粒岩、斜长角闪岩、片麻岩和大理

岩等,在云炉一带,变质级别达麻粒岩相,并相伴发

育紫苏花岗岩。这套花岗岩长期被看作是混合岩

化的产物,但近十多年来完成的1暶5万区调和专

题研究表明,其成因虽然不排除部分与混合岩有

关,但主体为一套典型的花岗岩浆侵入体。浅层次

基底环绕高州杂岩分布,二者呈断层接触关系,以
云开群为代表,为一套绿片岩相—绿帘角闪岩相变

质的陆源碎屑岩夹基性—酸性火山岩组合。无变

质或极浅变质的泥盆系及其以上地层角度不整合

于双层基底之上。
加里东期,云开地块的变形、变质和混合岩化

作用强烈,其同位素年龄介于 500~387 Ma之

间[4],反映地块的碰撞拼贴发生于加里东期,也说

明该地块碰撞不是一次突发性事件,而是经历一个

较为漫长的演化过程,和湘桂地块的构造活动特征

有相似之处。
庞保成[7]通过基底特征、沉积作用、变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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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构造活动的比较研究,证明云开地块与华夏地块

极为相似,并认为云开地块应归属于华夏地块。因

此,我们认为,云开地块是华夏陆块伴随罗迪尼亚

超级大陆裂解而形成的独立地块。

1.1.3暋赣南地块

赣南地块作为古大陆的裂解碎块是由赣南地

区发现确切的前寒武纪岩石所确定的,如:会昌永

隆变质杂岩锆石Pb-Pb法年龄为2410Ma,瑞金

角闪岩中的锆石年龄为2369Ma[8],指示了古老

克拉通的发育。其西北以萍乡—新余断裂为界,东
南的边界约在莲花—安福—新于一线。这一地块

实际上是在新元古代裂谷发育期由华夏微大陆块

裂解而成的[9],有人也将这一地块与云开地块相连

统称为“武夷山—云开地块暠。吴根耀[10]大致划出

了该地区的形态和展布特征,并认为它是由处于罗

迪尼亚超级大陆内的华夏陆块伴随罗迪尼亚超级

大陆裂解而形成的大陆碎块。
大多学者认为,赣南地块从华夏陆块的裂出主

要归因于晋宁期的碰撞造山事件。在该事件中,扬
子陆块是仰冲板片,华夏陆块是下插板片,洋壳消

减后,因消减的惯性而拖曳俯冲盘的边缘地区下插

到仰冲盘之下,在其后方相应地产生一个拉张应力

场,故下插板片上有坍塌裂谷发生,时间上可能迟

于仰冲盘上的坍塌裂谷。在赣南地块上,新元古代

发育的坍塌裂谷被吴根耀[6]称为华夏裂谷南支,他
根据赣闽交界的石城—宁化地区并参考粤桂交界

的连山—贺县地区的资料,将这一裂谷的发育分为

5个阶段,即初始拉张期、沉陷阶段、再次张裂阶

段、再度沉陷阶段和上叠盆地阶段。

1.1.4暋浙闽地块

该地块北以江绍断裂带为界,西以广丰—崇

安—石城断裂带为界,东南以镇海—丽水—松溪—
长汀断裂带为界,其基底具多层结构;最古老的基

底为陈蔡群和麻源群,主要由一套变质的片麻岩、
片岩和大理岩组成,局部地区形成各种混合岩和混

合花岗岩,时代最老大于2000Ma。根据浙江省

区域地质志,该套地层形成时的古地理环境为活动

性较大的浅海环境,上覆地层为龙泉群,两者间的

接触关系不清。龙泉群为一套浅海相砂泥质碎屑

岩夹细碧岩—角斑岩建造,普遍遭受变质作用、混
合岩化作用。

由于该地块前锋发育加里东期为主的碰撞花

岗岩,加里东期的大陆边缘隆起、变质岩带和混合

岩化带以及热穹窿,说明该地块与北部大陆边缘发

生陆—陆碰撞拼贴的时间为加里东期。

1.1.5暋保山地块

该地块东以澜沧江—昌宁—孟连断裂带为界,
西以怒江断裂带为界,由元古代西盟群变质岩系组

成基底。东部上覆浅变岩为王雅组和允沟组以及

勐统群变质岩(震旦系—寒武系),厚3000m 以

上,岩石组合和沉积特征与公养河群相似。奥陶系

仅见下统,为砂、泥质,少量硅质,厚度薄,化石门类

少,已变质。西部震旦系—寒武系为沉积巨厚的浊

积岩沉积,称公养河群,总厚度为7000m 以上,上
段见海绵骨针及三叶虫,下段未发现化石;奥陶系

为陆屑—碳酸盐建造。由于该地块东部从中奥陶

世起开始缺失,前沿的临沧古陆又长期隆起,因此,
保山地块可能是早加里东期碰撞拼贴的地块。后

期由于古特提斯的打开,昌宁—孟连带变成洋盆,
该地块变成多岛洋中岛的组成部分。

1.1.6暋腾冲地块

该地块东以怒江断裂带为界,西部界在缅甸境

内。其以太古界的高黎贡山群为基底,震旦纪—早

古生代未接受沉积,至泥盆纪才有短暂的河湖相沉

积。由于潞西构造带平河花岗岩岩体具522 Ma
的同位素年龄[11,12],可能是腾冲地块碰撞拼贴而

形成的碰撞花岗岩。由此判断,该地块是加里东中

期碰撞拼贴的地块。在后期古特提斯演化过程中,
该地块未被重新裂解,但到中特提斯和新特提斯时

期,沿怒江断裂带曾发生过裂解作用。因此,沿潞

西带有小洋盆性质的沉积建造和火山—岩浆作用。
对于保山地块和腾冲地块等一些分布于中国

南方西部的陆块,许多学者均将它们作为来源于冈

瓦纳大陆的分裂碎块而与扬子陆块明显区别,但这

种认识有待于进一步讨论。鉴于我国华南的扬子、
华夏等 诸 多 地 块 可 能 均 来 源 于 冈 瓦 纳 (Gond灢
wana),而且来源于冈瓦纳大陆的不同部位,因此,
有些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有些则存在较大的区别。
从印度冈瓦纳大陆的德里群(2000~1600Ma)和
温德亚群(1400Ma以后)出现数百米厚的碳酸盐

岩沉积,且后者上部的砂页岩具滨浅海特点来看,
真正的冈瓦纳大陆从2000 Ma后即属稳定型沉

积。但我国华南西部地区的沉积特征与扬子大陆

陆缘具相似性特征。如保山地块浅变质的早中寒

武世公养河群具浊积岩活动型沉积特征,其上为晚

寒武世至志留纪的稳定型滨浅海沉积物平行覆盖,
说明已进入地台的陆表海环境,相似于湘桂地块的

西部沉积特征。
从早古生代的古生物特征看,滇东属华北型

(寒武纪)或扬子型(奥陶纪),滇西则具有华南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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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型(或扬子型)的混合型特征,志留纪两区亦各

有独特的古生物种属。这种既相似又不相同的古

生物分布情况,表明它们不属于同一浅海区,而其

间应有一较深水的海相隔。但从扬子西缘的早古

生代地层均为较稳定的陆缘海沉积,均未见活动的

踪迹,即表明不存在俯冲、岛弧等,说明扬子大陆西

缘早古生代属于被动陆缘性质。因此,滇西这些地

块与扬子大陆间的洋是不发育洋壳的洋,即说明洋

的规模有限。
从上述两方面,我们推测,分布于滇西的一些

地块和湘桂地块、云开地块等一样,早古生代时期

均为分布于古太平洋中的陆块,并可能存在加里东

期与扬子大陆发生过碰撞拼贴,潞西构造带平河花

岗岩岩体具522Ma的同位素年龄,便是很好的证

明。只是由于在后期古特提斯洋扩张过程中,滇西

这些地块被裂离的强度较大,后期俯冲、挤压改造

的强度更大,扬子陆块边缘被大规模俯冲消减,规
模大于300km,加之喜山期又遭数百千米的平移

走滑,故原始状态已面目全非。

1.2暋罗迪尼亚超级大陆裂解与相关地块的来源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罗迪尼亚超级大陆的

裂解发生于距今827~725Ma之间[11,13~15],而且,
罗迪尼亚超级大陆的裂解导致了古太平洋的形成。
同时,随着罗迪尼亚研究的进展,中外地质学家开

始探讨中国主要陆块与罗迪尼亚超级大陆的关系

问题,并对塔里木、华北、华南等陆块在罗迪尼亚超

级大陆中的位置作了新的研究与探索。研究认为

从古元古代末期至新元古代末期,华北与劳亚、西
伯利亚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扬子陆块在罗迪尼亚

超级大陆的重建中居核心位置,它处于澳大利亚和

劳亚陆块之间[14,16],湘桂地块与扬子地块的相对

位置与目前的相反。
在罗迪尼亚超级大陆的形成过程中,康滇陆

块、扬子陆块、华夏陆块相互碰撞拼合,形成统一的

华南陆块。根据现有资料,原扬子陆块的地域显然

更大。前人在川西北阿坝区发现扬子型的早前寒

武纪基底,称阿坝地块,这一地块西延至巴颜喀拉

地区,连接柴达木地块和塔里木地块。同时,研究

表明,塔里木陆块的早古生代生物相属于冈瓦纳,
晚古生代属于特提斯型,并在地层层序、岩相和生

物相上与华南陆块相似,而且直至中三叠世塔里木

和华南两陆块都是相连的,后由于西藏构造楔的楔

入,两者才被分开。
由于我国华南在罗迪尼亚超级大陆中是由许

多不同性质的陆块碰撞拼贴形成,并在罗迪尼亚超

级大陆中主要位于格林威尔造山带中或附近。因

此,在罗迪尼亚超级大陆裂解时,我国华南地区首

先裂开,形成多个裂谷系,沉积了新元古代早期火

山—碎屑沉积,裂谷系主要平行于格林威尔期造山

带发育。大约在距今825~700 Ma间,罗迪尼亚

超级大陆全面裂解,在此背景下,相对统一的华南

微大陆被裂解成许多大小不同、性质各异的地块,
赣南地块和云开地块可能是由华夏陆块裂解形成,
扬子陆块成为古太平洋的一个陆块,其周边分布着

一些规模较小的陆块(图2),可能包括湘桂、赣南、
云开、浙闽、保山、腾冲等地块。

综上所述,我国华南上述地块和扬子陆块均是

由罗迪尼亚超级大陆裂解而成。

2暋相关地块的聚合过程

研究表明,在地球的地质历史上曾存在过哥伦比

亚(Columbia)(1900~1500Ma),罗迪尼亚(1100~
700Ma),冈瓦纳(600~550Ma),联合古陆(Pan灢
gea)(330~230 Ma)等超级大陆[18],并认为欧亚

(Eurasia)大陆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超级大陆。我国

华南的加里东运动主要归结于罗迪尼亚超级大陆

裂解陆块在冈瓦纳超级大陆形成过程中的相互作

用和相互影响。罗迪尼亚超级大陆裂解后,各裂解

陆块又开始新一轮聚集,形成冈瓦纳超级大陆。在

此过程中,华南相关地块开始向东冈瓦纳超级大陆

位置聚集。张世红等[13]通过对贵州东部泥盆—石

炭系的古地磁分析表明,泥盆纪扬子陆块位于冈瓦

纳北缘,应该是发生过上述过程的有力佐证。在

相互聚集过程中,便发生了不同陆块间的碰撞、挤

图2暋700~550Ma华南相关地块的位置[17]

Fig.2暋LocationofrelativeblocksinSouth
Chinafrom700to55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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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和相互作用,加里东运动由此产生。

2.1暋加里东早期

大约距今900Ma,伴随罗迪尼亚大陆的裂解,
我国华南所在区域脱离罗迪尼亚大陆,在扬子陆块

边缘发生裂解,湘桂地块、保山地块和腾冲地块可

能是由扬子大陆边缘裂解产生的;华夏陆块则被裂

解成许多小地块,目前比较确定的有云开地块、赣
南地块、浙闽地块等;分布于东海和南海北部一些具

有古老变质基底的地块是否是由华夏陆块裂解形

成,值得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此背景下,在华南

形成裂谷系,沉积了新元古代早期的火山—碎屑沉

积。大约至震旦纪,扬子陆块完全成为古太平洋中

的陆块,处于相同环境的岛屿体可能还有湘桂、云
开、赣南、浙闽、保山、腾冲等地块,它们共同组成多

岛洋的格局,类似于中国及邻区古特提斯的多岛洋

格局。在扬子大陆上,发育了克拉通盆地,接受了较

稳定的盖层沉积(Z—S),大陆边缘由发育造山期后

的磨拉石到浅海相砂泥岩及碳酸盐岩沉积。

2.2暋加里东中期

约至震旦纪末期—寒武纪初期,湘桂地块已逐

渐与扬子陆块边缘靠近,这时可能在水下已拼合在

一起,两者之间的缝合地带有丹洲群地幔岩浆的侵

入和喷发活动。这一事件使大陆边缘区的充分发

育受到限制,至莲沱期已变为一套较粗的碎屑岩,
且在西部的滇东南地区,由于拼贴挤压相对较早,
挤压作用也相对较强烈,扬子大陆边缘上升形成牛

首山隆起,继而雪峰山隆起,最后黔中隆起。这一

现象说明,扬子大陆东南边缘海岸凹凸不齐,西部

滇东南一带和东部雪峰古隆起一带相对突出,黔南

相对凹进,形成一较大的海湾[19]。因此,碰撞拼贴

过程先从两边开始,最后于中部结束。在整个拼合

过程中,湘桂地块主要是一水下地块,一直接受沉

积。但随着拼贴的进行,湘桂地块已逐渐由相对活

动的“地槽型暠沉积逐渐转化为相对稳定的“地台

型暠沉积,如桂西的寒武系、奥陶系为较稳定的碳酸

盐岩和碎屑岩。

2.3暋加里东中晚期

晚奥陶世—志留纪,由于华夏裂解的各地块

(浙闽、云开、赣南等)与扬子陆块逐步靠近,发生碰

撞拼贴,形成著名的东南沿海加里东增生造山带。
在该作用下,扬子陆块东南先前被动边缘转化为碰

撞前渊盆地(前陆盆地),而且随着拼合作用的持续

进行,使碰撞前渊盆地卷入变形和向北西迁移,只
有钦防地区逃脱了造山影响而保持深海盆地状态。
在该背景下,云开地块、赣南地块与湘桂地块的碰

撞,发生郁南运动、北流运动等。云开地块的碰撞

造山除造成桂东南—粤西地区奥陶系与寒武系、志
留系与奥陶系之间的不整合外,还使全区地壳上

升,大面积缺失志留系沉积。同时,湘桂地块在后

缘地块的推动之下,其碰撞造山作用的进程也明显

加快,牛首山、黔中和雪峰山进一步隆起,并连成一

体[20];湘桂地块本身也大面积隆起,并在志留纪末

期,全区上升成陆,在碰撞挤压的强烈地区发生变

形、变质和混合岩带化作用,在地块的碰撞带前锋

形成碰撞花岗岩;在湘桂地块的后缘,云开地块的

前锋带,形成由云开地块碰撞拼贴的大陆边缘隆

起,即为大明山—西大明山隆起,使泥盆系以及后

期地层主要呈角度不整合超覆于下古生界及其它

更老的地层上。
如前所述,位于西南的保山地块和腾冲地块也

曾在加里东期与扬子陆块发生过碰撞拼贴,但碰撞

并未使沉积作用结束。从滇西保山、潞西一带零星

分布的志留系沉积特征看,早期属台盆相,晚期为

滨—浅海泥质碳酸盐岩为主夹少量粉砂岩,也可能

是残留海盆的沉积。
总之,华南加里东期地块的碰撞拼贴造山作用

是一个长期、复杂而多变的过程,并显示出软碰撞

的特点。在黔南、桂东南钦防等地,褶皱隆起甚晚,
甚至形成残余海盆,造成志留系与泥盆系呈整合接

触或平行不整合接触。由于各地块间的先后碰撞,
以及多数地块的碰撞并非正面碰撞,可能通过走滑

碰撞的方式进行,加之碰撞边缘可能凹凸不齐,使
华南加里东运动呈现多期次活动的特征,有云贵运

动、郁南运动、都匀运动、广西运动等[21]。通过上

述各地块的碰撞拼贴,加里东末期我国华南基本构

造格局已经建立(图3)。

3暋结论

1)华南加里东运动是在罗迪尼亚超级大陆裂

解后,各裂解陆块聚集形成冈瓦纳超级大陆的构造

背景下发生的。

2)加里东期,扬子地块东南部的湘桂地块、云
开地块、赣南地块、浙闽地块等和西部的保山地块

与腾冲地块先后与扬子陆块碰撞拼贴,是华南加里

东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上述地块的碰撞拼

贴,发生了多期性质各异的构造运动,在地块碰撞

前锋带不仅形成碰撞大陆边缘隆起,而且发育了碰

撞花岗岩,并使我国华南大部分地区于志留纪末上

升成陆遭受剥蚀,形成加里东区域不整合面。

3)由于加里东期的地块碰撞造山具有软碰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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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暋华南大陆加里东期(S末)构造纲要

栺.华北板块构造区;栻.扬子板块及其边缘构造沉积区:栻1.扬子北缘边缘海沉积区(栻1-1.秦岭—大别边缘海沉积区,
栻1-2.苏鲁边缘海沉积区),栻2.扬子大陆隆起区(栻2-1.中上扬子隆起,栻2-2.下扬子隆起),栻3.扬子西南缘沉积区
(栻3-1.宜良—石屏残留海槽,栻3-2.木里残留海槽),栻4.扬子东南造山褶皱区(栻4-1.雪峰—江南隆起,栻4-2.雪峰—
江南前缘残留前陆盆地),栻5.松潘—兰坪—思茅后期裂离—拼合区(栻5-1.松潘隆起,栻5-2.川滇藏边缘海沉积区,
栻5-3.川西—滇
西边缘海沉积区,栻5-4.临沧碰撞大陆边缘隆起);栿.东南沿海地块拼合增生区(栿1.东南沿海陆缘坳陷沉积褶皱区,
栿2.钦防残留海槽);桇.滇西地块拼合增生区(桇1.腾冲地块,桇2.察隅地块,桇3.保山地块,桇4.八宿—贡山地块)

1.隆起区;2.残留海槽沉积区;3.残留前陆盆地沉积区;4.边缘海沉积区;5.陆缘坳陷沉积褶皱区;
6.加里东期花岗岩;7.加里东期断裂带;8.裂谷;9.加里东俯冲带;10.加里东结合带

Fig.3暋SketchmapshowingstructureofSouthChinaduringCaledonian(endofSilurian)

质,因此,在海湾或地块的后缘,沉积作用并未完全

结束,发育残余海盆,在钦防、黔南和滇西的保山、潞
西一带形成志留系与泥盆系的基本连续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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