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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梵净山－桑植地区是雪峰山西缘扩展构造带的一部分，该区构造变形复杂，阐明该地区构造变形特征，不但能够更好的

认识和理解江南－雪峰隆起带及其周缘的构造变形特征，而且能够更好的指导我国南方海相油气勘探．本文通过对该区域复

杂构造特征的详细解析，厘定出该区发育了ＮＥＥ－ＥＷ和ＮＥ走向两幕印支期变形，以及ＮＥ向和ＮＮＥ－ＮＳ走向两幕燕山期变

形．结合区域大地构造背景，认为印支期的构造变形，主 要 与 古 特 提 斯 洋 的 关 闭、扬 子 板 块 与 华 北 板 块 的 剪 刀 式 拼 合 有 关；燕

山期的构造变形，主要与伊泽奈崎板块和库拉－太平洋板块的俯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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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净山－桑植地区位于扬子地块的东南部，属

于江南－雪峰隆起带的西缘扩展构造带的一部分．

扬子地块及江南－雪峰隆起的构造发育特征是近年

来国内外众多地质学家们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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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许多成果（朱夏，１９８３ａ，１９８３ｂ；郭令智等，１９８４；
范小林等，１９９４；丘元禧，１９９４；丘元禧等，１９９６；丘元

禧等，１９９９；任 纪 舜 等，１９９９；马 力 等，２００４；丁 道 桂

等，２００７；崔敏等，２００９）．但针对梵净山－桑植地区

典型的构造变形特征，目前还没有比较详尽的阐述

和分析，本文主要针对这一研究上的不足，开展梵净

山－桑植地 区 构 造 变 形 特 征 和 形 成 机 制 方 面 的 研

究，阐明梵净山－桑植地区的复杂构造变形特征，不
但能够对江南－雪峰隆起带的构造变形特征有进一

步的认识，而且能够为扬子地块的复合叠加构造变

形特征分析提供有力依据，能更好地指导我国南方

海相油气勘探．

１　区域地质概况

梵净山－桑植地区位于我国贵州省东北部、重

庆南 部、湖 南 的 西 北 部，区 内 有 Ｇ３２０、Ｇ３１９、Ｇ２０９
三条国道，是４省的交通要道，公路畅通，交通十分

便利．
研究区出露的地层，主要包括中上元古界梵净

山群地层、下古生界的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志留

系地层、上古生界的泥盆系、二叠系地层，以及中生

界的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地层，以海相沉积岩和

古生物化石丰富为其主要特征．中上元古界以海相

图１　梵净山地区构造简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ｐ　ｏｆ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Ⅰ．雪峰山核部隆起带；Ⅱ．雪峰山西缘扩展带；Ⅲ．齐岳 山 隔 槽 式 复

合构造带；Ｆ１．慈利－保靖断裂；Ｆ２．龙里－印江断裂

陆源碎屑沉积为主，夹火山碎屑岩及碳酸盐岩，发育

浅变质的变余砂岩、变余粉砂岩、绢云母板岩等；古

生界至上三 叠 统 主 要 由 海 相 碳 酸 盐 岩 夹 碎 屑 岩 组

成，以海相碳酸盐沉积占优势（董卫平，１９９７），主要

岩性有生物碎屑灰岩、燧石结核灰岩、白云岩．中生

界地层主要为陆缘碎屑岩，以粉砂岩、细砂岩为主．
地史上研究区及其邻区经历了武陵、雪峰（晋宁）、加
里东、印支、燕山－喜山等多期构造变革，形成多个

大型不整合界面．
从区域构造背景而言，研究区位于湘黔桂地块

的中西部、扬子地块的东部，江南－雪峰隆起带的西

侧，属于江南－雪峰隆起带西缘扩展构造带的一部

分（图１）．

２　梵净山－桑植地区褶皱变形特征解析

晚元古代时期，区域上发生了雪峰运动（晋宁运

动），是扬子准地台的一次奠基性构造运动，结束了

地台基底地槽型活动的历史，转入地台盖层稳定性

沉积，使扬子大部分地区上升成陆．自古生代以来，
研究区经历了加里东运动、印支运动和燕山运动等

多期多幕构造运动，在梵净山地区出露最古老的地

层为梵净山群，并且发育多幕次多种构造样式复合

叠加的复杂构造．本文重点介绍古生代以来的构造

变形特征．
２．１　加里东期褶皱变形特征解析

该地区发育加里东期不整合面，即泥盆系或二

叠系与下伏 地 层 志 留 系 之 间 呈 平 行 不 整 合 接 触 关

系．在张家界－吉首－铜仁一线以东的地区，该幕不

整合主要表现为二叠系、泥盆系地层与下伏的志留

系、奥陶系地层 呈 低 角 度（１０°～２０°左 右）不 整 合 接

触．在该线以西的梵净山－桑植地区，主要表现为中

上泥盆统（缺失中泥盆统时，则为上泥盆统）与下伏

的志留系、奥陶系呈平行不整合接触．在该区域的石

门新关地区，中泥盆统云台关群（Ｄ２ｙｎ）底部为含砾

石英粗砂岩，地 层 产 状 为１５７°∠３３°，下 伏 中 志 留 统

纱帽群为粉砂 岩，地 层 产 状 为１６６°∠３６°，两 者 基 本

呈平行不整合接触（图２）．永顺地区附近，主要表现

为Ｄ２／Ｓ３ 平行不整合接触，而酉阳区域，缺失Ｄ２，主
要表现为Ｄ３／Ｓ２ 平行不整合（图２）．

因此，加里东时期该地区主要表现为整体稳定

抬升剥蚀，并未发生大规模的褶皱变形和断层．
２．２　印支期褶皱变形特征解析

研究区内，Ｔ３ 或Ｊ１ 零星分布，与下伏地层呈低

角度不整合 接 触．例 如，位 于 石 门 县 新 关 镇 乌 龟 桥

６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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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石门和酉阳附近加里东期平行不整合特征（图例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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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雪峰山西缘扩展带；Ⅲ．齐岳山隔槽式复合构造带；Ｆ１．慈 利－

保靖断裂；Ｆ２．龙里－印江断裂

图３　石门和桑植附近印支期不整合特征（图例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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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靖断裂；Ｆ２．龙里－印江断裂

边，出露Ｊ１／Ｔ２ 呈低角度不整合接触（图３）；位于桑

植洪 家 关 附 近，发 育 Ｔ３／Ｔ２ 呈 低 角 度 不 整 合 接 触

（图３）．
结合区域性构造变形分析，厘定出研究区主要发

育两幕印支期褶皱．印支期一幕，主要发育ＮＥＥ－ＥＷ

图４　印支期两幕褶皱发育特征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
ｄｏｓｉｎｉａｎ　ｅｐｏｃｈ

Ｆ１．慈利－保靖断裂；Ｆ２．龙里－印江断裂

走向的褶皱变形（图４）．在桑植附近，主要表现为向

斜，核部地层为中三叠统灰岩，两翼分别为下三叠统、
二叠系、泥盆系、志留系地层，两 翼 地 层 产 状 分 别 为

１６０°～１７０°∠３０°～５０°和３３０°～３４５°∠３５°～５０°，两翼

地层倾角近于相等，轴面近于直立，局部靠近断层的

区域受断层影响，地层倾角较大．桑植以东至石门地

区，该幕褶皱主要表现为近ＥＷ向向斜，两翼地层产

状分 别 为１７５°～１８３°∠３０°～５０°和３５５°～６°∠２５°～
４０°．在梵净山地区，该幕褶皱主要表现为背、向斜相

间排列，背斜核部主要发育中上元古界地层，翼部主

要发育震旦系、寒武系、下奥 陶 统 地 层，向 斜 相 对 较

窄，背斜相对较宽，形成隔槽式褶皱组合样式．从残留

的地层产 状 分 析，两 翼 地 层 产 状 分 别 为３３５°～３５０°

∠２０°～３５°和１６０°～１６８°∠１５°～３０°．
从研究区的地层的总体分布可以看出，永顺－

桑植－石门地区主要发育泥盆系－中侏罗统地层，

而南北两侧对称分布奥陶系、寒武系、震旦系地层，

总体上也表现出ＮＥＥ向的褶皱特征．
因此，印支 期 一 幕 褶 皱 在 研 究 区 形 成 了 ＮＥＥ－

ＥＷ 向复背斜和复向斜 的 组 合 样 式，从 而 导 致 以 永

顺－保靖为界，南北两侧地表出露地层有明显差异．
研究区印 支 期 二 幕 主 要 发 育 ＮＥ轴 向 的 褶 皱

（图４）．桑植－石门地区，主要表现为一系列ＮＥ向

的向斜，呈右阶雁列式排列．向斜核部地层为中三叠

统灰岩，两翼分别为下三叠统、二叠系、泥盆系和志

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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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系地层．从地层产状分析，两翼产状分别为１３０°～
１４０°∠３５°～５０°和３１５°～３３０°∠２５°～４０°，总体表现

为向斜较宽，背斜较窄，呈隔档式褶皱组合样式．梵

净山附近主要表现为３个明显的背斜，呈左阶雁列

图５　桑植附近燕山期不整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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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排列，背斜核部出露上元古界地层，翼部分别为震

旦系、寒武和奥陶系地层．背斜相对较宽，向斜相对

较窄，呈隔槽 式 褶 皱 组 合 样 式．背 斜 两 翼 的 产 状 为

１２０°～１３５°∠２０°～３０°和３１０°～３２５°∠１５°～３０°．
印支期二幕的褶皱变形控制了部分上三叠统和

侏罗系地层的展布，故上三叠统和侏罗系主要分布

于向斜的核部．
２．３　上白垩统与下伏地层的角度不整合发育特征

在石门、慈利、张家界、龙山等处发育上 白 垩 统

地 层，与 下 伏 各 地 层 均 呈 角 度 不 整 合 接 触 关 系

（图１）．
结合区域构造分析可知，研究区主要发育两幕

燕山期褶皱变形．燕山一幕主要发育ＮＥ向褶皱，与
印支晚期褶皱轴向大致相近．位于研究区北西侧的

黔江、咸丰一带，该幕褶皱变形显著，侏罗系和三叠

系的 地 层 明 显 卷 入 ＮＥ轴 向 褶 皱 变 形，而 在 梵 净

山－桑植地区，由于该幕褶皱与印支晚期褶皱轴向

近于一致，两幕褶皱相互叠加，在地质图上特征不明

显．但是，从地层的产状分布特征可以得知，卷入该

幕褶皱的中侏罗统地层两翼产状分别为：１０８°∠１４°
和３１２°∠７°，而其下伏的中三叠统地层产状为：１２３°
∠４４°和３３８°∠２１°（图５），两者呈明显的角度不整合

接触，并且褶皱变形的程度不一致，说明确实在该区

域存在一幕燕山期的ＮＥ向褶皱变形．
研究区燕山 二 幕 主 要 发 育 ＮＮＥ－ＮＳ向 的 褶 皱

变形．该幕褶皱影响范围很广，在整个雪峰山西侧地

图６　燕山期二幕褶皱特征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ｐｉｓｏｄ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ａｎｓｈａｎ　ｅｐｏｃｈ
Ｆ１．慈利－保靖断裂；Ｆ２．龙里－印江断裂

区都有突出的表现．在梵净山附近，主要发育一系列

背斜，其两翼的地层产状分别为：２７０°～２８５°∠２０°～
３５°和１０５°～１２０°∠２５°～４０°．该 幕 褶 皱 与 早 期 褶 皱

叠加，形成了平面上不规则菱形的串珠状的隆起，该
幕褶皱的轴迹 呈 左 阶 式 雁 列 状 排 列（图６）．在 桑 植

附近，主要发 育 一 系 列 向 斜，其 两 翼 地 层 产 状 分 别

为：９５°～１１０°∠４０°～６５°和２８０°～３００°∠５５°～７５°．
该幕褶皱与早期褶皱叠加，平面上在桑植－石门附

近形成向西凸出的弓形，该幕褶皱的轴迹呈右阶式

雁列状排列（图６）．

３　梵净山－桑植地区断层发育特征

研究区经过多幕构造变形，形成了一系列与各

幕褶皱相伴生的逆冲断层，主体表现为由南东向北

西的逆冲．该研究区发育规模比较大的两条边界性

逆冲 断 层 为 慈 利－保 靖 断 裂 和 龙 山－印 江 断 裂

（图７）．
慈利－保靖断裂平面形态为一向北西凸出的弧

形逆冲断裂，该断裂沿慈利、张家界、保靖、松桃、江

口、镇远一线发育．在保靖以北，断层走向 ＮＥ－ＮＥＥ
向；在保 靖 以 南，该 断 层 走 向 ＮＮＥ向．平 面 上，慈

利、石门一带该断层较陡，梵净山附近该断层较为平

缓；剖面上，该断层为典型的铲状逆冲断层，浅部断

层产状比较陡，倾角约５５°～７５°；向深部该断层产状

逐渐变平缓（图７），断层切割上元古界及以上地层．

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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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酉阳－松桃剖面上断层发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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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印江断裂平面上表现为略向北西凸出的

弧形断裂，受后期褶皱变形和走滑断层的改造，平面

上不是十分连续；剖面上表现为大型铲状逆冲断层，
地表倾角约４０°～６０°，向深部逐渐变平缓．

这两条大型的逆冲断层，切割深度较深，活动时

间长，对研究区的构造变形起着至关重要的控制作

用．后期（燕山晚期及其以后）被左行走滑断层所切

割，形成了现今的构造格局．

４　梵净山－桑植地区构造变形的成因

机制解析

从以上构造变形特征分析得知，研究区自古生

代以来，经历了多幕次的构造变形，而且，形成褶皱

的轴向和断层走向具有一定规律性，即走向或轴向

由ＮＥＥ向，经ＮＥ，并最后向ＮＮＥ向逆时针旋转转

变．这一构造变性特征，不仅与区域上印支运动和燕

山运动的大地构造背景有关，而且与雪峰山的隆起

和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区域构造分析，加里东时期，研究区处于稳定

抬升阶段，遭受强烈剥蚀，但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构造

变形．中三叠世晚期的印支运动，结束了整个扬子地

区长期以来的海相沉积史，开始了陆相湖盆沉积．由
于印支运动及其后多次运动的发生，雪峰山及其东

侧变形极为强烈，造成多个角度不整合接触，并且发

生强烈的褶皱变形和大规模逆冲断层；而在雪峰山

西侧，构造强度相对减弱，发育低角度不整合或整合

为特征，褶皱和断裂也有一定程度的发育．侏罗纪晚

期开始的燕山运动，使雪峰山西侧地区发生强烈的

构造变形，形成了以侏罗系湖相沉积为主的盆地．
综合区域构造背景和研究区的构造变形特征分

析，梵净山－桑植地区的构造变形可能有如下成因

机制．
（１）梵净山－桑植地区的印支期变形，可能与古

特提斯洋的关闭、华南和华北板块的剪刀式拼合有

关．对于华南和华北板块的拼合时间主要集中在两

种观点上：晚加里东－早海西期（许志琴等，１９８８；殷
鸿福和彭元桥，１９９５）和印支期（张国伟，１９８８；李曙

光等，１９８９）．但殷鸿福等（１９９９）研究认为，华南与华

北的拼合是一种多岛洋的同向软碰撞模式，整个拼

合过程经历了点－线－面的过程，由东向西呈剪刀

式斜向缝合．扬子和华北的第一次“软碰撞”发生在

志留纪－泥盆纪过渡期，但两者的真正拼合造山发

生在中三叠世．同时，古特提斯洋在中三叠世末碰撞

关闭，华南板块受到挤压作用并向北俯冲，从而使雪

峰山地区产生向北的挤压作用．在这两者的共同作

用下，产生ＮＥＥ－ＥＷ向印支期一幕的褶皱及断层．
随着扬子板块的向北进一步挤压，受由东向西

“剪 刀 式”缝 合 作 用 的 影 响，在 雪 峰 山 西 侧 产 生

ＮＮＷ－ＳＥ方向的局部挤压应力场，使雪峰山主体开

始形成向北西凸出的弧形，而雪峰山西侧的梵净山

－桑植地区，在这种局部应力场作用下，产生印支二

幕ＮＥ向的褶皱和断裂（图８）．
（２）梵净山－桑植地区的燕山期变形，可能与伊

泽奈崎板块和库拉－太平洋板块的俯冲有关（金宠

等，２００９）．燕山期一幕时期，尽管特提斯中冈瓦纳的

离散地块（如羌塘、冈底斯和喜马拉雅等）仍在逐渐

向北运移，但作用最强的是伊泽奈崎板块朝ＮＷ 方

向运移、俯冲到东亚大陆之下（高长林等，２００５），使

中国大陆及邻区总体上向北西挤压和缩短（丁道桂

等，２００８），从而产生与印支二幕方向基本相近的变

形作用，为变形范围更为广泛的 ＮＥ向 燕 山 一 幕 构

造变形．
晚侏 罗 世 － 早 白 垩 世，库 拉 － 太 平 洋 板 块

ＮＮＷ 向快速向 亚 洲 及 中 国 东 部 大 陆 之 下 俯 冲，并

且库拉－太平洋转换断层在洋壳消减过程中伴随着

洋壳的俯冲消减并快速斜向“划过”中国东部陆壳．
在太平洋板块斜向俯冲的大地构造背景下，雪峰山

９８９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第３６卷

图８　研究区区印支－燕山期构造变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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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印支期一幕变形机制；ｂ．印支期二幕变形机制；ｃ．燕山一幕变形机制；ｄ．燕山二幕变形机制

地区受东侧前陆逆冲褶皱带即绍兴－萍乡－北海古

结合带（程裕 淇，１９９４）板 内 Ａ型 俯 冲 造 山 的 影 响，
雪峰山基底大幅度隆起，在雪峰山西侧的梵净山－
桑植地区，主 要 形 成 ＮＮＥ－ＮＳ向 褶 皱 和 断 层，即 燕

山二幕变形．

５　结论

通过对雪峰山西侧的梵净山－桑植地区构造特

征进行详细的分析，主要取得了如下认识：
（１）梵净山－桑植地区发育多期多幕构造作用，

从而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复合叠加构造变形．
（２）通过对研究区构造变形特征分析，厘定出研

究区主要发育两幕印支期变形和两幕燕山期变形．
印支期的两幕变 形 先 后 形 成 ＮＥＥ－ＥＷ 向 和 ＮＥ走

向褶 皱、断 层；燕 山 期 两 幕 变 形 先 后 形 成 ＮＥ 和

ＮＮＥ－ＮＳ走向褶皱、断层．
（３）结合大地构造背景，对研究区的构造动力机

制进行了探讨．印支期的构造变形主要与古特提斯

洋的关闭、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的剪刀式拼合有关；
燕山期的构造变形主要与伊泽奈崎板块和库拉－太

平洋板块的俯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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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元禧，马文璞，范小林，等，１９９６．“雪峰古陆”加里东期的构

造性质和构造演化．中国区域地质，２：１５０－１６０．
丘元禧，张渝昌，马文璞，等，１９９９．雪峰山的构造性质与演

化：一个陆 内 造 山 带 的 形 成 演 化 模 式．北 京：地 质 出

版社．
任纪舜，牛宝贵，刘志刚，１９９９．软碰撞、叠覆造山和多旋回缝

合作用．地学前缘，６（３）：８５－９３．

许志琴，卢一伦，汤耀庆，等，１９８８．东秦岭复合 山 链 的 形 成．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殷 鸿 福，彭 元 桥，１９９５．秦 岭 显 生 宙 古 海 洋 演 化．地 球 科

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２０（６）：６０５－６１１．
殷鸿福，吴顺宝，杜远生，等，１９９９．华南是特提斯多岛洋体系

的一部分．地 球 科 学———中 国 地 质 大 学 学 报，２４（１）：

１－１２．
张国伟，１９８８．秦岭造山带的形成及其演化．西安：西 北 大 学

出版社．
朱夏，１９８３ａ．试论中国中、新生代油气盆 地 的 地 球 动 力 学 背

景．见：朱夏编著，论 中 国 含 油 气 盆 地 构 造．北 京：石 油

工业出版社．
朱夏，１９８３ｂ．试论古全球 构 造 与 古 生 代 油 气 盆 地．石 油 与 天

然气地质，４（１）：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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