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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广济断裂湖北段构造特征研究

陈暋璘
(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武汉暋430022)

摘要:襄樊—广济断裂是秦岭—大别造山带南缘最重要的边界断裂之一,长期以来,地质工作者对其属性有不同的认识。为了查

明其属性,深化研究东秦岭大别南缘的地质结构特点,选择了青峰和三里岗一带白垩纪盆地进行解剖研究,结合近年的区域调查

成果,运用板块构造理论和现代造山带研究方法,重新对其属性进行了认定:目前的襄樊—广济断裂形成于喜马拉雅期,是一条

规模巨大的脆性断层,具由南向北逆冲的特点,地表上大致构成扬子台地区与秦岭区的分划,同时掩盖了燕山运动造山带和稳定

陆台的边界,且它对元古代以来的沉积作用控制不明显;在青峰及以西的地区,与燕山造山期构造叠加在一起,造成其变形具有

多期的构造特点,实属不同构造体系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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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FSTRUCTURALCHARACTERISTICSOF
XIANGFAN-GUANGJIFAULTINHUBEIPROVINCE

ChenLin

(HubeiInstituteofGeologicalSciences,Wuhan,Hubei430022)

Abstract:AsoneofboundaryfaultsinthesouthernmarginofQinling-DabieOrogenicBelt,Xiangfan
-GuangjiFaultisthemostcrucialone,whichhaslongbeendebatedonitsproperty.Forpurposeof
solvingthisissue,furtherstudyismadeongeologicalstructurecharacteristicsofthesouthernmarginof
EastQinlingandDabie,andinthepaper,combinedwithresultsofregionalsurveyinrecentyears,the
CretaceousbasininQingfengandSanligangareselectedascasestodeterminethepropertyofXiangfan-
GuangjiFaultagain,byadoptingplatetectonictheoryandmodernresearchmethodoforogenicbelt.
Theresultsshowasfollows:theXiangfan-GuangjiFault,formedinHimalayanstage,isanextra灢large
scalebrittlefaultwiththefeatureofthrustingfromsouthtonorth.Inearth暞ssurface,itnotonlyisthe
linetodivideYangtzeplatformandQinlingapproximately,butalsocoverstheboundarybetweenoro灢
genicbeltofYanshannianMovementandstableplatform.Moreover,itscontrolonsedimentationsince
Proterozoicisfoundtobeinsignificant.InQingfengandareaswest,itsdeformationappearstomulti灢
phasestructuralfeature,whichinfactisproductunderdifferenttectonicsystems,causingbysuperposi灢
tionofXiangfan-GuangjiFaultwithtectonicsofYanshannianorogenicperiod.
Keywords:tectonicsystem;Himalayanstage;surfaceboundary;structuralsuperposition;Xiangfan-
GuangjiFault;thesouthernmarginofQinling-DabieOrogenicBelt

暋暋“襄樊—广济暠断裂也称为“青峰—襄樊—广

济暠断裂,其横穿湖北省中部,西侧延入四川省,与
城口断裂相接;湖北境内起于竹溪的丰溪,向东经

竹山县的官渡镇、房县、青峰镇、谷城玛瑙观、茨河

镇、襄樊市、随州市的双河镇、洪山镇、三里岗镇、京
山县的三阳镇、应城市、武汉市北、黄冈市、浠水、广
济一线分布,至黄梅一带,向北东方向延入安徽境

内,湖北省内全长约700km。长期以来,许多地学

工作者一直认为“(青峰—)襄樊—广济暠断裂构造

是一条区域性深大断裂构造,是扬子地块与秦岭—
大别造山带的分界线,控制着自元古代以来沉积作

用、岩浆活动及构造作用的发展与演化[1]。由于西

段多期构造叠加在一起,构造形迹十分复杂,与东

段的构造特征差异明显,导致长期以来对整个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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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

1暋大地构造位置

秦岭—大别造山带横亘中国大陆中部的一个

巨型山链,走向北西,延伸长度超过2000km。多

期、复杂的构造运动形成了一系列的变质块体,它
们以不同的构造作用方式拼合叠覆在一起,形成了

十分复杂的构造组合样式[2~12]。青峰—襄樊—广

济断裂带位于秦岭—大别造山带的南缘,基本沿造

山带外带与扬子陆台(前陆褶冲带)2个构造单元

的分界线分布(图1)[8]。

2暋断裂两侧地层及沉积特征

断裂北侧,西—中部主要出露秦岭区元古代武

当岩群及上覆震旦纪—泥盆纪中浅变质岩系,在东

部团凤—黄梅一带出露最古老的结晶基底———太

古代大别山岩群及大量不同时期的花岗质岩石;断
裂南侧除出露黄陵、神农架2个基底外,广泛分布

震旦纪—三叠纪未变质沉积盖层。
前人根据该断裂带为扬子与南秦岭2个构造、

地层区的分界线,且两侧地层的沉积作用、变质程

度等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推断其形成于元古代。
近年来,随着板块构造理论的应用,对造山带研究

的不断深入,湖北省境内地质构造的基本轮廓基本

清晰,特别是对断裂两侧南华纪—古生代时期从沉

积物质组合、岩相特征、地层层序、古生物组合及构

造环境等的研究,两者虽存在一定差异,但具有明

显的相似性和对比性[8]。

根据1暶25万荆门市幅、随州市幅和麻城市幅

等区域大调查的研究表明[2]:1)太古代时期,断裂

南侧出露的黄陵结晶基底物质组合特点与北侧的

大别山太古代古老结晶基底物质组合一致,二者均

为一套英云闪长质片麻岩、花岗闪长质片麻岩和奥

长花岗质片麻岩;斜长角闪岩、黑云斜长变粒岩、黑
云角闪斜长片麻岩、石英片岩、角闪片岩和黑云片

岩等 TTG-LY 组合;2)早元古代时期黄陵地区

与大别地区大体相当于稳定台地及边缘的演化,以
表壳岩系沉积为特点,出露台地型沉积物组合。以

含铁石英岩(苏必利尔型铁建造BIF)、孔兹岩建造

及碎屑碳酸盐建造为主,火山作用十分微弱,仅在

演化的晚期阶段碎屑—碳酸盐建造中夹少量双峰

式火山—沉积建造,反映了早元古代晚期—中元古

代,两地均处于从稳定台地沉积逐渐向活动裂谷沉

积转变特点,它们在岩石组合、地层时代、变质程

度,以及所含晋宁期侵入体的岩性、同位素年龄等

方面均具有很好的对比性。
新元古代早期两地物质组成显示从前缘岛

弧—弧后盆地—台缘沉积的组合特征。青白口纪

黄陵地区的白竹坪组与秦岭地区的武当岩群同为

一套安山—流纹质火山—沉积岩系,而神农架—大

洪山一带处于构造剥蚀区,表现为造山后的山前垮

塌堆积(磨拉石建造),即神农架凉风垭组、大洪山

花山组同为一套近源的砾岩、砂岩、泥质岩石组合。
新元古代末期随着造山作用的结束及弧后盆

地的快速关闭,整个湖北地区转化为统一稳定的陆

台环境,以出现陡山沱组的含磷、锰沉积和灯影组

图1暋东秦岭南缘襄樊—广济断裂带构造位置

Fig.1暋StructureandlocationofXiangfan-GuangjiFaultinthesouthernmarginofEastQin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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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酸盐台地沉积为特征,区内神农架、钟祥及大

悟黄麦岭磷矿均具相同特点。特别是,近年来随着

红安地区红安群的解体,原红安群中的含磷建造划

归为早震旦世,说明当时总体环境是一致的。早古

生代时期,通过对沉积环境的研究,全区表现为拉

张裂解的沉积环境,湖北中部地区相对上升,在南

北两侧出现陆内拉张(凹陷)盆地,形成了鄂北和鄂

南2个盆地,在盆地边缘出现斜坡相沉积。在竹

溪—竹山一带和通山—崇洋一线保留有盆缘斜坡

环境的软流沉积和滑塌角砾岩[8,9],而青峰—应城

一线,因构造破坏缺失了斜坡相物质。至早古生代

末期,裂陷达到最大,沿竹溪—随南一线形成陆内

拉张裂谷,沉积了一套基性—碱性至基性—超基性

岩建造,记录了扬子陆块北缘裂解时间与过程[10]。
而在湖北中南部也相对下降,表现为滞留盆地沉

积,从这种协调性的沉积特点来看,基本反映为一

个连续渐变的整体,槽台分界并不明显;且在当时

扩张的环境下,如果存在控制性的断裂也主要发育

在裂解中心。晚古生代以来整个湖北转化为滨—
浅海碎屑—碳酸盐岩沉积。至中生代,断裂一线南

侧广泛发育碳酸盐沉积,北侧则缺少沉积记录。
从上述不同时期的沉积建造来看,在襄樊—广

济断裂两侧虽然因多期构造的影响,造成地层的缺

失,但从整个区域背景分析,其对沉积作用的控制

有限,更多是后期的改造。

3暋断裂带构造特征

该断裂横跨湖北省东西,结构复杂,地质特征

丰富多彩。区域上,断裂东西两侧呈向南突出的弧

形,构成原大巴山弧和“淮阳弧暠的一部分,中间主

体部分总体呈向北突出的弧形。大致以襄樊为界,
西部(青峰段)由于不同构造体系的构造迹象相互

交织在一起,造成断裂十分复杂的假象;东部(襄
樊—广济段)则主要表现为断裂形成期的构造形

迹,相对简单明了。正是这种差异导致许多地学研

究者对其属性认识不统一。

3.1暋青峰段断裂构造特征

在对青峰断裂不同地段构造特征系统调查的

基础上,重点对后期白垩纪残留盆地进行解剖研

究,发现青峰段断裂包含4次(期)构造活动。根据

不同期次构造变形特征、运动方式、应力方向等,结
合区域构造演化,前3次活动为印支—燕山造山运

动的产物,为早期的残留构造,且仅在部分地段可

见,与现今的断裂相关性不大,严格地说它们并不

属于襄—广断裂;第4次构造活动为喜马拉雅期构

造作用的结果,为现今断裂的形成期。

3.1.1暋早期(燕山期)构造活动特征

第1期构造活动:大致发育于燕山期陆陆碰撞

阶段,在青峰一带发育规模较大的逆冲推覆构造,
使武当岩群逆冲推覆于志留纪地层之上,其可能是

区域上竹山田家坝断裂的东沿部分。断层总体为

近东西走向,从玛瑙观一带向东断裂呈北东走向,
平面上略呈向南突出的弧形。剖面上常呈叠瓦状,
倾向北,倾角在10曘~70曘不等。断裂主断面呈缓波

状起伏变化,具铲式结构特点。断裂带内构造变形

具一定的分带性,常见糜棱岩、构造片岩、碎裂岩

等,以脆韧性变形为主。这次活动是前人当做青峰

断裂最主要的特征。
第2期构造活动:为造山带挤压间歇期的应力

反弹松弛形成脆性正断裂,多沿早期构造线发育,
但断裂一般规模较小,不连续,断裂较平直,总体呈

近东西向展布,部分地区与早期构造面发生分离。
断层面产状178曘曄55曘,破碎带内棱角状构造角砾

岩及节理颇为发育,略具硅化,其叠加在第1期构

造之上,对早期构造形迹主要起破坏作用,使早期

碎裂岩、糜棱岩等发生破碎,形成张性构造角砾岩。
沿断裂带常形成如房县、玛瑙观等小型山间断陷盆

地,盆地规模较小,多呈北西向带状分布,盆地展布

方向明显受区域北西向构造线控制。盆地受后期

构造的挤压、掩盖,出露残缺不全。
第3期构造活动:为造山末期的挤压逆冲,形

成于白垩纪红层之后,具由北向南脆性逆冲的特

点。在房县—青峰一带造成秦岭区震旦纪白云岩

和志留纪变质砂岩等逆冲于白垩纪地层之上,局部

地区以“飞来峰暠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新—黄

断裂带等处均可见及,可见其构造作用力还是较强

的。该期构造变形常叠加在先期构造之上,掩盖了

早期的构造形迹。

3.1.2暋主期(喜马拉雅期)构造活动特征

几何结构:断裂呈近东西向展布,略向北突出,
断裂面向南倾,倾角在20曘~30曘左右,前锋相对较

陡,在30曘~70曘之间。该期构造与早期构造线仅在

房县—青峰一带发生相交,且走向近一致,因此容

易造成不同时期的断裂被混在一堆,这也是一直以

来对青峰断裂属性发生争议的焦点所在。过房县

以后,断裂向西延展的展布尚需进一步的研究,向
东,过玛瑙观后向东偏移,与襄樊—广济断裂相连

(图2)。
断裂构造特征:以具浅层次脆性变形为特征,

表现为规模巨大的脆性逆掩。断裂带宽20~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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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青峰一带断裂展布与残留断陷盆地平面示意

Fig.2暋DistributionoffaultsinQingfengandlayoutofremainingfaultedbasin

图3暋青峰盆地襄樊—广济断裂带构造剖面[3]

1.砾岩;2.微晶白云岩;3.微晶灰岩;4.绢云千枚岩;5.含炭绢云千枚岩;6.含炭硅质岩;7.粉砂质千枚岩;8.绢云石英千枚岩;
9.逆(掩)断层;10.正断层;11.糜棱岩带;12.寺沟组;13.梅子垭组;14.大贵坪组;15.竹山组;16.霍河组;17.灯影组;18.武当岩群

Fig.3暋SectionofstructureofXiangfan-GuangjiFaultintheQingfengBasin

不等,带内发育构造角砾岩、碎裂岩。
喜马拉雅构造常压盖早期北西向构造,并使断

裂上盘地层整块向前推移,这种现象发育在有山间

盆地地带时尤为清楚。现以青峰盆地为例,简单介

绍其构造特点(图3)。
青峰盆地位于青峰镇的南西,向西与房县盆地

相连。现残留的形态呈近东西—北西向狭长带状

展布,出露面积仅9km2。盆地构成秦岭区与扬子

区的分界,盆地北缘为秦岭区变质地层,南部为扬

子台地区沉积盖层。
青峰盆地为一箕状断陷盆地,在盆地北缘发育

张性正断裂,部分地段断裂被后期构造覆盖。盆地

内岩性以卵石砾岩、粗砾岩为主,见少量含漂砾粗

卵石砂砾岩、砂岩、粉砂岩。砾岩由砂质、粘土等细

碎屑物呈基底式胶结,其物源主要来自北部变质岩

区。在盆地北缘岩性相变快,砾岩中砾石成分因地

而异,东部砾石成分主要为变辉绿岩、硅质岩,西部

砾石以板岩、千枚岩为主,分选性极差,定向性不明

显。砾石呈次棱角状—次圆状外形,砾径一般10~
30cm,局部偶见5m 以上的大岩块,说明北部为快

速垮塌堆积区。在盆地南部砾岩中砾石成分相对

稳定,有一定分选,略具定向性;砾石成分主要为脉

石英,其次为变辉绿岩、硅质岩,呈次圆状—圆状外

形,砾径明显变细,一般在3~6cm 之间。
青峰盆地的寺沟组地层均向北倾,亦显示为一

不对称的断陷盆地;从盆地的物质组成来看,盆地

两侧同为秦岭区变质地层。但现在盆地的南侧基

本上分布扬子台地区地层,并压盖在白垩纪地层之

上,在接触面附近以发育脆性逆冲断裂为特征,破
碎带内碎裂岩发育,挤压透镜体常见,并具硅化蚀

变,局部尚见石英脉和方解石脉沿裂隙充填贯入。
断层两盘地层缺失明显,其中下盘寺沟组红层中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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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也很破碎,尤以挤压透镜体最为常见。
由南部扬子区地层压盖了整个盆地南缘变质

地层及部分盆地来看,由南向北的推覆距离较大。
从更大范围分析,扬子台地物质压盖了竹溪—随南

的北西向构造线,武当南侧的竹溪古生代盆地在该

段几乎被完全掩盖,从侧面显示断裂推覆距离在

10km 以上。
这种现象在谷城玛瑙观一带也存在,该处盆地

被压缩更为强烈,现仅存数十米,盆地物质受强烈

挤压发生明显的劈理化,根据镜下对岩石物质的鉴

定,盆地物质均来源于北部变质岩区。

3.2暋襄樊—广济段变形特征

3.2.1暋几何结构

该段总体呈北西向展布,略呈向北东突出的弧

形。断裂延至应城—黄石一带被第四系掩盖,至黄

梅向东进入安徽境内被北东向团—庐断裂截切。
前人曾把其划归为“淮阳弧暠的一部分。湖北省内

长约500km(图4,5)。

图4暋湖北随州三里岗一带地质构造略图

Fig.4暋Sketchmapofgeologicalstructure
intheSanligangofSuizhouCity,HubeiProvince

图5暋湖北随州新街—三里岗一带襄樊—广济断裂联合构造剖面[2]

剖面位置见图4。
1.砾岩;2.砂岩;3.粉砂岩;4.炭质页岩;5.白云岩;6.角砾状白云岩;7.硅质岩;8.变基性岩;9.玄武岩;

10.黑云钠长变粒岩;11.(硅)泥质板岩;12.大理岩;13.破碎带;14.逆冲断层;15.打鼓石群;
16.青白口系花山组;17.中寒武统—奥陶系古城畈群;18.志留系兰家畈组;19.上白垩统—古近系公安寨组

Fig.5暋SectionofcombinedtectonicsofXiangfan-GuangjiFaultfromXinjietoSanligang,SuizhouCityofHube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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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在地表上,常由一系列逆冲断层组成,断层面

向南倾,呈犁状,向下变缓,总体在20曘~30曘之间,
常呈舒缓波状延伸,以低缓角度逆冲于红层之上。
这种现象在南漳的七里山、随州三里岗及蕲春四望

等地均较发育(图4,5)。

3.2.2暋构造带变形特征

主要表现为喜马拉雅期大规模的逆掩,沿线附

近仅局部残留少量早期构造变形的形迹。沿线由

多条次级冲断层组成逆冲推覆断裂带,出露宽从

50~1000m 不等,次级断裂具分支复合现象。地

貌上为负地形,航卫片显示线型特征十分明显。断

裂北侧主要分布秦岭区变质地体,局部残留由扬子

区地层形成的“飞来峰暠。断裂南侧主要为扬子台

地物质,断裂带中局部挟持有少量秦岭区变质地

层,它们一起逆掩压盖于白垩纪红层之上,这种现

象在南漳七里山、蕲春四望、随州三里岗等地均可

见及。
断裂常叠加在早期断裂之上,沿断裂带构造岩

发育,主要见有碎裂岩、构造角砾岩、硅化岩,局部见

糜棱岩;沿断裂带,常见硅化、绢云母化及绿帘石化

等蚀变现象;在三里岗一带明显可见扬子台地地层

震旦纪—寒武纪、泥盆—二叠纪地层以“飞来峰暠的
形式逆冲于白垩纪—古近纪红层盆地之上(图5)。

4暋地球物理特征

东秦岭重力异常特征表明,沿青峰断裂带为重

力低值带,剩余重力异常明显,在莫霍面起伏等值

线上,突出地表现为莫霍面的陡变带,并指示其早

期为向北倾的构造带。航磁图上反映亦较明显,断
裂北侧为南秦岭构造带正异常区,南侧为负异常

区,其本身则为二者过渡的梯度带(邓清录等,

1991)。地震测深资料(袁学诚等,1996)表明,青峰

断裂早期由一系列 N—S的逆冲断层叠加组合而

成,同时,扬子克拉通向北部南秦岭构造带俯冲。
而断裂中段物探资料不明显,从目前资料看,真正

意义上的襄—广断裂可能在南侧,被喜山期构造形

迹掩盖。
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物探系电子测深资料

分析,在榔口—青峰一带,武当山岩群变质岩系逆

冲推覆于扬子克拉通北缘沉积盖层之上,青峰剪切

带向深部逐渐变为向北缓倾斜,并与公路剪切带相

接,使武当山形成背驼式逆冲断块。1暶5万玉堤

店幅区调应用平衡剖面方法测算,早中两期逆冲推

覆所造成的地壳缩短率为45%,总位移量达13.5

km。剪切带内物质组成的分带性反映了逆冲推覆

主断面不断向南扩展的特点。

5暋结论

不同构造时期(旋回)具有不同的构造变形特

征,探讨某一构造单元或构造边界应具有一定时限

性,不同时期或不同构造阶段的构造产物交织在一

起,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常常带来很大的困难,只有

准确的分解不同时期的构造变形形迹,才可能有相

对可靠的认识。近几年对襄樊—广济断裂沿线各

项专题工作,以及大量的1暶5万、1暶25万区域地

质大调查,为对青峰—襄樊—广济断裂的空间分

布、地质特征、断裂属性等重新分析和研究提供了

基础。通过研究认为青峰—襄樊—广济断裂并不

是一条区域深大断裂,西段主要表现燕山期造山带

的一个消减带,从青峰盆地向东,为喜马拉雅期由

南向北的大型浅表逆冲断层,现今大致构成为扬子

台地与秦岭区的地表分界线。但断裂的推覆距离

及向西可能延入扬子台地内的走向等问题尚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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