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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湖 南 印支运 动 的 认 识

周 喜 裕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

湖南印支运动的研究
，

始于本世纪三

十年代〔‘
、

�
、

”〕
。

印支运动是一次强烈的构

造运动
，

它结束了湖南海侵的历史
，

并奠

定了现今湖南构造面貌
，

使尔后形成的侏

罗系或瑞替克
一

里阿斯统为孤立山间 盆 地

磨拉式堆积〔�
、
”〕

。

笔者综合分析了已有成

果
，

结合参加湘中石油会战野外 观 察 资

料
，

通过对三叠系重新划分
、

对比
，

认为

湖南印支期处于由海洋向陆地转 变 的 时

期
，

上三叠一下侏罗统为陆缘海型的淡水

一半咸水的碎屑沉积
。

晚三叠一早侏罗世

地壳运动并不十分强烈
，

除湘东遭受褶皱

外
，

其它地区主要为巨型坳褶
，

且愈往西

愈微弱
，

湖南现今构造面貌主要为安源前

幕所形成
。

三叠系及其层间关系

按地层特征
、

生物群组合及层间接触

关系
，

湖南三叠系划分对比如表�
。

下三叠统一般以碳酸盐岩为主
，

湘东

以碎屑岩为主
，

下部含���������
一�������

动物群
，

上部含����������一���������动

物群
。

残厚���一����米
。

整合或局 部 平

合于上二叠统之上
。

中三叠统以红色碎屑岩为主夹碳酸盐

岩
，

含����������� �������� �������
�

��一�
�

��
�

������������动物 群 〔�〕‘�
。

残厚���一����米
。

整合或局部平合 于 下

三叠统之上
。

上三叠统为含煤
、

油页岩的碎屑岩
，

残厚�一����米
。

按生物群特征由下 而 上

分为安源组
、

三丘 田组和 “石康组” 。

安源

组含瓣 鳃 类�������������
一����������

����动物群 � 三丘 田组含瓣鳃类���������

������动物 群
。

两 者 都 含������������

�������一������������ ���������植物组

合
。

向湘东南
、

粤北渐变为正常 海 相 沉

积
。 ‘仁石康组 ” 含 瓣 鳃 类 �����“����

���������� 动 物 群
， �������������

���������一������������� ������������

植物群占优势
，

顶部与 少 量�����������

������������植物群混生
。

与上 三 叠 统

以下地层为截合
、

嵌合或平合关系
。

上三叠统发育多层砾岩
。

底砾岩仅在

湘东北发育
，

厚数十米
。

砾石主 要 为 健

石
，

圆度
、

分选较好
，

显示长距离搬运
，

淘选的特征
。

底砾岩在平面上呈扇状
，

但

多不连续
，

在剖面上安源组底砾岩局限于

湘东� 三丘 田组发育在紫 云 山一四 明 山

隆起带的东侧� “石康组 ” 发育在紫云山

一四明山隆起带及其以西地区
。

底砾岩随

��张仁杰等
，

三叠系
，

中南地区地层研究的进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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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时间推移而向西推移
，

显示穿时性
。

晚

三叠世各期沉积
，

不但所含生物群一致
，

而且岩性
、

沉积旋回等也均可对比
，

表明

沉积时为统一盆地
。

二
、

印支运动及其构造型式

尹赞勋等指出
� “幕只用于褶皱

，

不

用于其它形式的地壳运动” ， “根据地层

平合或嵌合关系建立升降运动……
” 〔”〕。

结合前述之层间接触关系
，

将湖南印支运

动分为两幕
、

兰次上升 �见表��
。

�
�

前巴东期上升与华夏系巨型 坳 褶

李四光曾指出
� “古老构造型式对较

新沉积层的展布和岩相变化起着 控 制 作

用 ” 〔�〕
。

湖南早三叠世为广阔的浅海台地

�图��
。

湘东
、

湘南为滨一浅 海 相
，

湘

西北为碳酸盐岩台坪相 ��
，

中间为浅海台

地相
，

相带呈北东向展布
。

浅海台地总体

由南东向北西倾斜
。

早三叠世末期
，

前巴

东期上升的结果形成北东向幕阜
一

武 陵 隆

起 �图��及相邻的湘赣和湘鄂西坳陷
。

随后

在坳陷内沉积中三叠世海湾相和滨海相紫

色碎屑岩及泥灰岩
。

华夏系巨型坳褶成生
。

图� 华南地区中三叠世古地理图

�
�

海湾相
�

紫红色砂
、

泥岩或滨 岸 泥 质

岩
、

泥灰岩

兀
�

滨海相
�
紫红色砂

、

泥岩夹少量灰岩
、

白云岩及炭质页岩

�
�

槽地相
�
泥岩

、

砂岩
、

粉砂岩组成浊积

岩建造

�
�

安源前幕 �主幕 �与华夏系

� � �

……
。九江

，

”
’ ‘ ’

长沙

�

图 � 华南地区早三叠世古地理图

�总体由南东向北西倾斜�

工
�

滨一浅海碎屑岩
、

灰岩
、

泥岩相
丑

�

浅海台地泥灰岩
、

灰岩夹页岩相
班

�

碳酸盐台坪灰岩
、

盐岩相

万
�

陆相一一内陆盆地

安源前幕成生的华夏系
，

除湘东褶皱

较强外
，

其它地区主要为 巨型坳褶
。

上三

叠统与下伏地层的按触关系
，

湘东为安源

组或出炭垄组截合于下三叠统一石炭系之

上� 湘中一般为杨柏冲组或观音滩组截合

或嵌合于二叠一石炭系之上� 湘西和湘西

北花桥组
、

鹰咀山组截合或平合于中
、

下

三叠统一二叠系之上
。

总之
，

湘中和湘西

以截合关系为特征
，

嵌合及平合关系只是

局部现象
，

从东到西截合强度变弱
。

安源前幕造成湘中以东地区前上三叠

统明显褶皱� 湘南 目前仅在紫荆山
一

阳 明

山华夏系隆起带两侧仅见宁远寒塘
、

零陵

邮亭好两个截合关系
，

截合关系不如湘中

以东地区发育
。

中三叠世晚期
，

安源前幕终于使湖南

全境褶皱抬起
，

海水向西及北东方向大幅

�

…
�‘�

…

��许靖华
，

沉积学讲座
，

地质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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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撤退
，

改变了中三叠世南高北低的古地

形
，

形成以西
、

北高
，

南
、

东低 的 新 面

貌
，

并控制晚三叠世海水进退
、

沉积分布

范围和沉积环境进入陆缘海型的半咸水相

向淡水相的转变的新时期
。

安源组沉积局限于湘东华夏系摺皱带

内 �图�� �
。

其间的凸起
、

凹陷呈 北 东

方向多字型斜列
，

显然受华夏系控制
。

三

丘田组沉积扩展至紫云山
一

四明山隆 起 带

东侧
，

其间的凸起
、

凹陷 �图�� �在 湘东

地区呈北东方向多字型斜列� 湘中地区北

部呈北东向
，

往南近东西向展布
，

似乎反

映构造 已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转化
。

�
� “石康 ” 前幕 �余幕 �与经向构造

体系
“石康 ” 前幕局限于湘东南地区 �图

��
。

它促使未临经向构造体系成型
，

并控

制湘东南 “石康组 ” 沉积时的凸起
、

凹陷

呈南北向相间排列
，

其余地区均 呈 北 东

��
。

方向多字型斜列
，

开始显露新华 夏 系

�� �的面貌 �图��
。

种
�

�、
旁状元
�

。冰
灵

�刁 即
�“

�一 、产 ���

图� 来阳哲桥地区地质图

鞘婿逻
脚脚

、、

鬓鬓鬓
豁豁划

���条条条
图 � 湖南晚三叠世古构造图

�
�

安源期

�
�

宜章凹陷

�
�

三丘田期

�
�

湘潭凹陷

�
�

浏阳凹陷 �
�

茶陵凹陷

�
�

浏阳凹陷 �
�

茶陵凹陷

�
�

衡阳凹陷 �
�

宁远凹陷

前巴东期上升所成生的巨型坳褶与安

源前幕成生的褶皱和巨型坳褶均呈北东向

多字型斜列
，

说明早
、

中三叠世时期湖南

的地应力场仍是晚古生代以来南北直扭的

性质
，

也说明安源前幕是继前巴东期上升

的一次成生华夏系的活动高潮期
。

但是
，

湖

南地区北东向褶皱由北向南
，

其褶轴走向

有逐渐偏北的趋势
，

这是受了别的体系的

干扰
，

抑或属于新的构造型式
，

尚不清楚
。

图� 湖南晚三叠世 “石康期” 古构造图

早期新华夏系�� �

�
�

醋陵凹陷 �
�

武功凸起 �
�

茶陵凹陷�
�

祁阳

凹陷 �
�

紫荆山
一阳明山隆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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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泥盆纪一下三叠世构成的来临经向

构造体系被唐垄组所截合 �图 ��
，

其 间

缺失安源组
、

三丘田组沉积
。

经向构造体

系是由 “石康 ” 前幕还是由安源 前 幕 成

生
，

或 由两幕共 同成生
，

难 以 肯 定
。

然

而
，

该体系向南受骑田岭一彭公庙华夏系

隆起带阻拦
，

又被新华夏系大义山岩体所

穿插
，

表明它的成生应晚于华夏系而早于

新华夏系
。

另外
，

如前所述
，

安源前幕的

地应力为南北直扭
，

而经向构造体系则起

因于东西挤压
。

晚三叠世北半球海水进退

规程可以为东西挤压应力场的存在提供依

据比 ’“〕‘�
。

卡尼克一诺利克中期
，

北半球

低纬度地区海退
，

高纬度地区则为海侵�

瑞替克期低纬度地区广泛海侵
，

高纬度地

区海退
。

这个不同时期海水互为补偿的事

实表明
，

在诺利克中期后瑞替克期前
，

地

球自转速率有一次转变
，

它造成东西挤压

应力场为经向构造体系发育提供了力源
。

速率转变时期与 “石康” 前幕的发动期吻

合
。

因此
， “石康

”
前幕具有褶皱性质

，

未临经向构造体系成生于 “石康 ” 前幕
，

而不是由安源前幕或两幕共同成生
。

与经

向构造体系成生关系密切的祁阳山字型
，

此时可能已具雏型
。

三
、

印支运动与岩浆活动

���私
。良口�洲洲

兵兵不不
图 � 湖南广东界上良口地质略图

在地质图
�

�表示的印支期火成岩体
，

除骑田岭岩体侵入的最新地层为下三叠统

大冶组外
，

其余均侵入较下三叠统更老地

层
。

因此
，

侵入岩体的时代只能依据同位

素年龄确定
。

按李四光将���一���百万年

当作印支期的时限界线的话
，

湖南印支期

岩体主要发育于安化一浏阳纬向带及其以

南
，

新宁经向构造体系及其以东 广 大 地

区
，

分布具明显规律性
。

就单个岩体的形

态而论
，

多数长轴为北东一南西或北西一

南东方向延伸
。

就产出的位置而论
，

它们

不是位于古老的纬向构造带上
，

就是位于

古老的经向构造带上
。

岩体大致为两类
。

第一类为黑云母
、

二云母或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 第二类为

黑云母石英二长花岗岩
。

从同位 素 年 龄

看
，

岩浆活动时期大致形成在�
�

��一�
�

��

亿年和�
�

�一�
�

��亿年两个峰值
，

分 别 与

第一类和第二类岩体相当
。

尹赞 勋 等 指

出
� “岩浆活动与褶皱作用是两回事

。

二

者有时密切联系
，

有时毫不相干 ” 〔�〕
。

湖

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研究了南岭地区花岗岩

后
，

也得出区域内的大量岩体是在非造山

运动条件下形成的结论“�
。

赵 宗 溥���
、

湖

南地质科学研究所也有同样的认识“�
。

因

此
，

可以推断第一类侵入岩体可能形成于

早
、

中三叠世
，

其展布
、

成因与古纬向构

造体系方向一致
，

关系密切� 第二类岩体

可能形成于晚三叠世
，

其展布
、

成因与古

经向构造体系方向一致
，

关系密切
。

如前所述
，

湖南晚古生代以来一直受

��周喜裕
，

川滇黔桂晚三叠世古地理轮廓略图
， ����

��湖北地质科学研究所
，

南岭及其周围地区花岗岩类同位素年代学的研究
，

地质科研报告汇编
，

第�辑
， ����

��湖南地质科学研究所
，

湖南花岗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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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湖南印支运动的认识

到南北直扭应力的作用
，

在早
、

中三叠世

达到高潮
，

促成了华夏系的发生
、

发展与

定型
。

而古纬向构造体系则遭受剪切应力

的改造作用
。

当时西侧属华夏系的武陵山

隆起强烈抬升� 东侧属华夏系的湘东坳陷

强烈下沉� 处于枢扭地带的湘中为古纬向

构造体系发育地带受到剪切作用最强烈的

部位
，

使僵化了的古纬向构造体系易于破

碎
，

为岩浆岩的侵入创造了条件
。

这可能

是早期岩浆岩与古纬向构造体系关系密切

的原因
。

晚三叠世时
，

僵化了的新宁和鄙

县古经向构造体系受短暂的东西应力的撞

击
，

易于破碎
，

为岩浆岩的侵入创造了条

件
。

这可能是晚期岩浆岩与古经向构造体
系关系密切的原因

。

葱翼叔 几

四
、

印支运动引起的三次变革

在湖南境内印支运动有三次 大 的 变

革
。

第一次为前巴东期上升
，

使华夏系巨

型坳褶成生
，

古地理面貌第一次改观—具南高北低的一隆两坳
。

第二次为安源前

幕
，

使华夏系定型
，

古地理面貌又一次彻宕“
�

底改观
—

西
、

北高
，

南
、

东低
，

并延续

至今
。

华夏系褶皱带及巨型坳褶严格控制

晚三叠世海水在华夏系槽地内进退
，

也控

制安源组
、

三丘田组沉积向西扩展
，

以及

其间的凸起
、

凹陷呈北东向多字型斜列
。

在南北直扭应力作用下早期岩浆喷溢
。

第

三次为 “石康” 前幕
，

使末临经向构造体

系成型
，

伴随晚期岩浆侵入
。

湖南南部封

闭
，

进入海侵发展的新时期
，

在长期风化

剥蚀夷平准平原化的地貌景观的背景上
，

其水域之广仅次于早三叠世
。

起因于海面

多次抬升
，

或基底下沉
，

曾遭受 多 次 海

侵
，

形成淡水盆与半咸化水盆的 多 次 交

替
。 “石康组 ” 沉积区的凸起

、

凹陷呈北

东��
’

方向多字型斜列
，

初次显露出 新 华

夏系 �� �的面貌
，

步入发展的新阶段
。

因此
，

总观以上特征
，

前巴东期上升

和 “石康 ” 前幕造成的影响远不如安源前

幕那样深远
，

所以
，

安源前幕为印支运动

是主幕
。

它结束了华夏系发展的历史
，

揭开

�
了新华夏系 �� �发展的序幕

，

具有承前

启后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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