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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秦岭一大别山一胶东地区

基底古构造型式的探讨

徐学思 胡连英

�江苏省地矿局� �江苏省地震局�

提要 本文运用活动论的观点探讨了东秦岭一大别山一胶东地区中元古代古构造
。

这一 地

区是一个基底古弧形构造
，

分别在郑庐断裂两侧出露
，

相距甚远
，

是断裂左平移错开的结 果
。

一
、

引 言

秦岭一昆仑纬向构造带的南支伏牛山一桐柏山一大别山 �东经 ���
“
��

‘
� ���

。 ，
北纬

��
“
��

‘

一 ��
“
��

’

�与苏鲁弧 �东经 ���
“
一 ���

“ ，
北纬 ��

“
��

‘

一��
。
�
，
现存的构造图案是

经过多期地壳运动移位的结果
。

假若我们把晚元古代以后各期构造运动生成的构造形迹尽

力筛分排除
，
那么

，
中元古代末期

，

两地基底古构造图案又是怎样的呢� 它们分别在郑庐

断裂两侧出现 �图 ��
，
相距甚远

，
有无成生联系�能否属同一构造体系�这正是本文所

要探讨的向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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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组成基底古构造型式的地层

组成基底古构造型式的地层
，

系指中元古界及更老的基底变质地层
。
目前各家对其划

分和对比尚不统一
，
这里不作讨论

，
本文暂采用如下意见

�

�一�上太古界

系指豫西地区的太华群
、

登封群
，
桐柏山区的桐柏群

，
大别山区的大别群

，
皖北地区

的霍丘群
、

五河群
，
苏鲁交界的胶东群及辽南地区的鞍山群

。

主要岩性以黑云斜长片麻岩

角闪斜长片麻岩类为主
，
夹石英岩

、

大理岩
、

沉积变质铁矿
。

厚数千米至上万米
。

�二�下元古界

系指豫西地区的篙山群
，
桐柏山区的毛集群

，
皖北的凤阳群

，
江苏海州一 带 的 胸 山

组
，
胶东地区的粉子山群

，
辽南地区的辽河群

。

主要岩性以各种片岩
、

石英岩
、

含镁大理

岩为主
，
夹沉积变质菱镁矿

、

油石
。

局部混合岩化
。

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或假整合
，
厚数千

米
。

�三� 中元古界

系指伏牛山区的伏牛山群
、

熊耳群以及南侧陡岭群
，
武当山区的武当群

、

两郧群和耀

岭河群
，
大洪山区的应山群

，

大别山南侧的红安群�宿松群或二郎河组�
，
滁县一连云港一

带的海州群和张八岭群
。

主要岩性以各种片岩
、

千枚岩
、

变质中酸性
、

中基性火山岩类夹

磷块岩含磷大理岩
，
不整合在大别群及相当的层位上

，
其上被震旦系不整合覆盖

，
厚数千

米至上万米
。

三
、

基底古构造型式的探讨

郑庐断裂西侧东经 ���
“
��

’

� ���
” ，
北纬 ��

“
��

’
� ��

“
��

‘

和东侧东经 ���
�

一 ���
。 ，

北纬 ��
�

��
“
���

” ，
中元古代末最后定型的构造型式

，
受后期变动而遭破坏

，
根据已出露

的主要构造形迹初步分析
，
主要构造型式有

�

东秦岭一桐柏弧 � 大别弧 � 苏鲁弧 ， 霍�丘�

毫 �县�南北向构造带
’ 。

�一�东秦岭一桐柏弧 �东经 ���
“
��

‘
� ���

“ ，
北纬 ��

�

�。 ’
���

”
�

主要出露于鄂豫界区
，
伏牛山一桐柏山一带

。

襄樊一广济断裂以北
，
桐柏一商城断裂

以南
，
是规模巨大十分醒目的弧形构造带

，
长 �����

，
宽 ��� 一�����

。

俗称秦岭一昆仑

纬向构造带南
·

支的东延部分
。

包括了小秦岭一篙山隆起带
、

伏牛一大别弧
、

豫中北西构造

的古老部分和淮阴山字型前弧内弧
、

红安弧形构造
。

自南而北可分 ���� 伏 �牛山�桐�柏

山�弧形构造带 � ���熊 �耳山�鲁 �山�弧形构造带 � ���篙 �山�许 �昌�弧形构造

带
。

它们向南东撒开
，
后两个弧形构造带向南东倾没

。

��� 伏桐弧形构造带

主要出露于伏牛山一桐柏山一大别山一带
。

自西向东由近东西一南东向展布
，
略呈反

“ � ”
型

，
长 ����� ，

宽 �� ������� 左右
。

组成弧形构造带的地层可分三个带
�

南带由

崖岭群
、

耀岭河群
、

应山群
、

红安群组成
，
其上被震旦系不整合覆盖� 中带由太华群

、

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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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群
、

大别群组成
，
其上被红安群 �及相当层位�和毛集群 �及相当层位�不整合覆盖�

北带由伏牛山群 �南天门群�
、

熊耳群
、

毛集群组成
，
其上被中上元古界不整合覆盖

。

主

要构造形迹由线性复褶皱及其与轴向一致的片麻理
、

片理
、

混合岩带以及与褶皱伴生的断

裂
、

岩浆岩带组成
。

主要构造带自北西至南东有
�

①伏牛山构造带
主要出露伏牛山一带

，
由伏牛山群组成

。

轴部在三岔一陆家慢一黄天坪一线
，
东南受

后期伏牛山岩体侵人而不连续
，
被多期活动的黑沟一陶湾一维莫寺断裂和朱阳一夏馆断裂

夹持西窄 ���� ，
东宽 �肤�

，
长�����左右

。

大夹岭以西为近东 西 向
，
以 东 呈 ���

”
�

��仑
“

延伸至南阳盆地
，
被新地层覆盖

。
次级褶皱发育

，
轴面多向南倾斜

，
往北倒转

，
呈紧

密线状排列
。

伴有超基性一基性岩活动
。

②桐柏山构造带
主要出露于鄂豫界区桐柏山一带

。

核部由桐柏群
，
北侧由毛集群

，
南侧由应 山 群 组

成
。

核部位于桐柏山主峰太白顶一母子寨一带
，
呈 ���

“
� ���

。

方向延伸
，
西北被南 阳 盆

地覆盖
，
东南被后期桐柏山岩体侵占

，
宽 ����� ，

长 �����
。

次级褶皱比较发育
，
南部中

部多为紧密线状
，
大河断裂以北多为开阔的褶皱

，
反映了南强北弱的挤压特征

。

一些 摺皱

轴面
，
两端倾向相反

。

西北端向南倒转
，
向北东倾斜

，
东南端向北倒转向南西倾斜

。

③红安弧形构造带
主要出露干鄂豫界区大悟

、

红安
、

黄破
、

麻城
、

新县一带
。

核部由大别山群
，
北侧由

毛集群
，
南侧由红安群组成

。

呈 ���
“

左右展布
，
略向南西突出呈弧形

。

西窄 ����
，
东宽

�����
，
长 �����

。

弧形构造带以线性褶皱为主体
，
有正常

、

倒转
，
倒转背斜轴面一般向

南西倒转
，
向北东倾

，
倒转向斜轴面一般向北东倒转

，
向南西倾

。

整体似有向北西撒开
，

向南东收敛的趋势
，
撒开方向的摺皱宽阔

、

正常
，
收敛方向褶皱紧

、

倒转
。

此外在大悟南

冲一红安桃花一带由 ��� 多大小不一的超基性岩体呈北西向分布
，
断续出露长 ����

，
宽

�� ���
。

④武当山一大洪山构造带
主要出露于鄂西北武当山一大洪山一带

。

由武当群
、

应山群组成北西向 ����
。
左右�

构造带
。

中部被襄樊盆地覆盖
，
宽 ��� 。 ，

长 �����
。
以线性褶皱为主

，
伴有北西向基性

岩带
。

震旦纪沉积时
，
可能大部分被海水淹没

，
为一海底隆起

。

此外
，

在神农架 �由神农架群�一黄陵 �由峻岭群�一赵李桥 �由冷家溪群�
，
在 空 间

上断续相连
，
构成一个与武当山一大洪山构造带大致平行的北西向构造带二

，
其体 系

·

归

属有待进一步研究
。

��� 熊鲁弧形构造带

主要出露于西自熊耳山向东经外方山
，
逐渐转向南东到鲁山一带倾没

，
略向北突出呈

弧形
。

主要由太华群
、

熊耳群组成
。

大部分被蓟县系妆阳群及以上地层不整合覆盖
。

断续

出露宽 �� 一���。
，
长 ����� 左右

。

构造形迹以褶皱为主及其与轴向一致 的 片 麻 理
、

片

理
。

� 湖北省地质局区调队
，
��了�

，
���� 万湖北省构造体系图及说明书

�

� 药柏
，
����

，

关于老淮阳弧形构造的初步认识
，

中南地质科技倩报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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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篙许弧形构造带

主要出露于西自伊川向东经登封逐渐转向南东
，
到许昌一带倾没

。

略向北 突 出 呈 弧

形
。

向西与华北一蜻山纬向构造带重接
。
由太华群 �登封群�

、

篙山群组成
，
大部分 被 上

元古界及以上地层不整合覆盖
。

断续出露宽 ���。
，
长 ����� 左右

。

构造形迹 以褶皱为

主
，
还有与轴向一致的片麻理

、

片理
、

混合岩和混合岩化带
。

�二�大别弧 �东经 ���
。 、 ���“ ，

北纬 ��
�

��
‘
���

”
��

‘
�

位于鄂皖界区大别山一带
，
主要出露襄樊一广济断裂以北

，
桐柏一商城断裂以南

，
东

被郊庐断裂
，
西被麻城一商城断裂所截

，
与前弧西翼相接

，
东西长 ���� �����

，
南北 宽

��� � ������
。
此外在蚌埠

、

五河一带也有零星出露
。

包括了关 口古山字型和淮阴 山 字 型

的内弧及岳西弧
。

前弧弧顶其主体由大别群
、

外侧由红安群 �宿松群�组成一系列平行的紧密线型复式

摺皱
。

单个褶皱形态有倒转
、

同斜
、

歪斜
、

正常
。

弧形外侧的倒转褶皱其轴面 多 数 向 北

东
、

北
、

北西倒转
，
内侧则相反

。

平面组合排列呈
“
�

”
型

，
西侧弧顶在湖北省罗田县一

烯水县一带
，
构成

“
关口古山字型

”
前弧

，
长 �����

，
宽 �� � ����

。

东侧弧顶在安徽省

岳西县
，
构成岳西弧弧顶

，
长 ����二 ，

宽 ����。
。

外侧弧顶在黄梅
、

宿松一带尚未转折
，

被郑庐断裂左平移可能至安徽省张八岭地区
，
张八岭群古构造是北西一北西西向

，
大致在

江苏省盯胎一带转折后向北东延伸
，
经灌南

、
连云港入海

。

�三�苏鲁弧 �东经 ���
“
� ���

” ，
北纬 ��

�

��
‘

� ��
“
�

主要出露于郑庐断裂东侧
，
淮阴一响水口断裂西北侧

，
鲁东和鲁 辽

、

苏 鲁 界 区
。

宽

����， 左右
，
长 �����

。

包括了鲁东弧形构造
、

古北东向及淮阴山字型东翼反 射 弧
。

由

胶东群
、

粉子山群
、

海州群
、

张八岭群组成
。

主要构造形迹为复褶皱及与其轴向一致的片

麻理
、

片理及侵人岩带等
。

自南向北有
�

���张 �八岭�一灌 �南�弧形构造带

由张八岭群组成
，
主要出露在滁县张八岭一带

，
宽 ����

，
长 ����

。

东段被震旦系及

以上地层不整合覆盖
，
西段受邦庐断裂切割

，
长达 �����

。

张八岭一带构造线为北西
、

北

西西向
〔 “

二
，
向北东延伸到洪泽湖西南已转向北东

。

因此
，
张八岭

、

肝胎一带可能是弧型

转折地带
，
灌南一带航磁走向为北东向

，
被震旦系及以上地层不整合覆盖

。

如果把范围再

扩大一些
，
岳阳

、

通城幕阜山一带构造线由北西西转为近东西 � 赣北九岭山
、

南昌一景德

镇一皖南屯溪和浙西一带
，

构造线为近东西一北东东一北东向
〔的�

。

它们似乎组成一个向

南突出的弧形
。

��� 锦屏倒转背斜勿

由海州群组成
，
主要出露在连云港市海州一带

，
宽 ��� 。 ，

长 ����
。

北北东向延伸入

海后可能转呈北东向
，
向北西倒转

，
北西翼受后期断裂切割断失不全

。

��� 胶南复背斜带母

� 江苏省地质局区调队
，
��了�

，
��

�� 万吁胎幅区调资料
。

公 南京大学地质系
，
���� 资料

。

� 苗柏
，
��了�

，

关于老淮阳弧形构造的初步认识
，

中南地质科技情报 �期
。

� 江苏省地质局区调队
，
����

，
��

�� 万连云港幅区调报告
�

� 山东省地质局综合队
， ����

，
��

�� 万山东省构造体系图及说明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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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胶东群组成
，
核部在临沐

、

言南
、

五莲一带呈北北东向延伸
，
到五莲山逐渐转成北

东向
，
到胶南一带变为东西向

，
向东人黄海

，
向北西突出呈弧形

，
出露宽 �� � ����� ，

长

�����
，
向南被郑庐东侧断裂所切

，
北翼被中生界覆盖

，
南翼次一级褶皱 有 正 常

、

倒 转

�均向北西倒转�
。

�封 胶莱复向斜公

核部由粉子山群组成
，
主要在安丘

、

高密
、

胶县
、

海阳一带
，
几乎全被中生界覆盖

，

呈北东东向延伸
，
出露长 ����� ，

宽���� 左右
。

西南被郑庐断裂所切
。

���胶北复背斜带

由胶东群
、

粉子山群组成
，
核部在昌邑

、

掖县一带由北北东向逐渐转成北东向
，
到西

霞县一带转呈东西向
，
向北西突出成弧形

，
西南被郊庐断裂切割

，
向东入 黄 海

，
出 露 宽

����左右
，
长 �����

。

�四�霍毫南北向构造带 �东经 ���
“
��

‘
� ���

�

��
’ ，
北纬��

“
��

’
一 ��

“
��

’
�

由于被上元古界及更新地层覆盖
，

不能被人们所直观而显得 ，’�肖失 ” ，
随着物 探 及找

矿勘探工作的开展
，
古老的脊柱正在被揭示

。

据目前有限资料可知
�

��� 霍丘南北向构造带

位于霍丘西四十里长山一周集一十里铺一带 �东经 ���
“
��

’
一 ���

“
�

‘ ，
北纬 �����

’
�

��
”
�� �， 被淮阴山字型脊柱重接重迭方式复合

。

主要由霍丘群组成
。

据航 磁 资料�
，
周

集一十里铺一带为高达 � �。 。 丫 正异常
，
其西为 一 ����负异常

。

东 西 宽 ����
，
南 北长

���� 左右
，
反映了基底隆起和坳陷

，
据钻探证实

，
正异常为霍丘群夹沉积变质铁矿的反

映
，
为一些南北向的倒转褶皱娜

�，。

��� 毫县南北向构造带

位于毫县一商丘一带 �东经 ���
“
��

‘

� ���
”
��

‘ ，
北纬 ��

“
��

‘
� ��

“
��

‘

�
。

被淮阴山字

型脊柱重接重迭方式复合
。

据航磁资料在毫县一商丘一带为高达 ���� 正异常 �宽约 ����
，

长 ����
。

可能断续南延至阜南消失
。

据重力资料反映了在 一 �� 槛背景上
，
出现了 一 �� 槛

重力高
。

重
、

磁两者异常吻合
，
据河南资料

，
为太古界的基底南北向隆起

。

东秦岭一桐柏弧向东南延伸与大别弧相连构成一个大的反
“ � ”

状构造
，

再向东被邦

庐断裂所截
。

苏鲁弧向西南也被郑庐断裂所截
。

笔者曾对徐淮
、

胶辽两地上元古界的沉积

建造
、

岩石地层
、

生物地层
、

同位素地质
、

古构造等分析
，
认为原属同一个近东西向的沉积

盆地
。

沉积中心分别在宿县褚兰和大连金县
，
现分居两地是后期郑庐断裂左平移错开的结

果
〔 ，〕 �

如果把沉积盆地复原
，

便发觉苏鲁弧大致在大别山东侧并与大别弧相连
，
在黄 梅一

带向南突出的基底元古代成生的基底弧形构造
，
航磁异常也相吻合阁

，
建议称大别一苏 鲁

弧
。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内侧霍丘
、

毫县一带
，
有一基底南北向构造

，
不到内弧而倾没

。

它

们如有成生联系
，
便是一个基底山字型

，
建议称元古 �代�淮阴山字型

。

这就是晚元古代

时古构造骨架
，
它的北侧 �内侧�控制了华北型

、

南侧 �外侧�控制了扬子型晚元古代一

中生代地层的沉积
。

山东省地质局综合队
，
��了�

，
���� 万山东省构造体系图及说明书

。

国家地质总局航空物探大队
，
����

，
��卫�� 万中国航空磁力异常平面图

。

安徽省地质局区调队
，
��了�

，
��

�� 万安徽省构造体系图说明书
。

匆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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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需指出
，

大别一苏鲁弧不是燕山期由秦岭一昆仑纬向构造带经淮阴山字型应力
�

场改造而归并到淮阴山字型前弧
，
其理由

�

��� 一个山字型的脊柱
，
往往不到弧顶而消失川

。
淮阴山字型脊柱位于英山

、

罗 田
、

金寨
、

固始一带
，
在古老变质岩中

，
以挤压破碎带为主

，
明显切割了大别一苏鲁弧

，
这说

明大别一苏鲁弧不是淮阴山字型的构造成份
。

��� 淮阴山字型现存的构造轮廓是燕山期定型的
，
其主要构造形迹应在燕山期形成

，

当然早期古构造成份也可以被归并到其中
，
也可以在前震旦系中产生淮阴山字型的构造成

份 �如脊柱�� 而大别一苏鲁弧
，
早在震旦纪之前就已形成了

。

也就是说
，
在淮阴山 字 型

成生之前早已存在
，
与淮阴山字型并没有成生联系

。
我们承认后期构造运动对 元 古 代 大

别一苏鲁弧的影响 �如使其加强
、

破坏�
，
但不能因为燕山期形成的淮阴山字型前弧 而 否

认大别一苏鲁弧的存在
。

��� 组成构造型式的地层及展布空间不同
。

大别一苏鲁弧仅发育在前震旦系中
，
位于

淮阴山字型前弧的内侧 �北侧�� 淮阴山字型前弧主要是震旦系一侏罗系中下统 组 成
，

位

于大别一苏鲁弧的外侧 �南侧�
。

两者组成的地层和空间展布是不同的
。

即使大别一 苏 鲁

弧被归并到淮阴山字型前弧之中
，
也不能否认它单独存在

。

四
、

基底古构造型式恢复的意义

运用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古构造体系
，

在我国还刚刚开始
，
东秦岭一大别山一

胶东地区基底古构造的恢复表明
�

�一�为研究古构造体系
，
提供了实例

，

并说明地壳表面现存的构造图案是多期 构 造

变动位移的结果
。

�二�大别一苏鲁弧 �元古淮阴山字型�与淮阴山字型展布的空间
，
中元古代与 燕 山

期构造应力场具有相似性
。

现今大别一苏鲁弧 �元古淮阴山字型�的东翼左平移至胶东
，

表明中国东部郑庐断裂以东
，
中生代以来发生了大规模的水平移动

，
向北相对位移 ����

�����左右
。

�三�为研究中国东部古构造骨架提供了线索
，

大别一苏鲁弧 �元古淮阴山 字 型�的

恢复
，
对正确认识郊庐断裂的平移以及郊庐断裂两侧的构造极为重要

。

郑庐断裂两侧现存

的古构造
，
并无成生联系

，

非属同一构造体系
。

现存的构造图案是燕山期以来郑庐断裂平

移之后形成的
。

燕山期以来成生的纬向构造带
，
可能是受地壳自转高级带协和 函 数 的控

制旧
。

因此
，
对郑庐东侧的古构造形迹及其所属古构造体系或后期被归并到其它构造体 系

要作具体分析
。

邦庐断裂两侧现存秦岭一昆仑纬向构造
，
尤其是断裂东侧

，
古老变质地层

中东西向的断裂是郊庐断裂平移后
，
在新的纬向构造应力场作用下成生的

。

秦岭一昆仑纬向构造带
，
由秦岭向东延伸部分

，
为什么在伏牛山一桐柏山一大别山转

向南东延伸
，

突出成弧形�李四光曾指出
� “
被属于另外一个体系的弧形构造推 移

，

显 得

向南弯曲
， …… ” 。

受什么构造体系的弧形构造推移呢�笔者认为秦岭向东延至大别 山 和

胶东这一段
，
在中元古代末

，
正好又受了元古淮阴山字型应力场的联合作用

，
形成了向南

突出的元古淮阴山字型的前弧—大别一苏鲁弧
，
其西与纬向构造带重接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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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一���月������������，�，闷�一������

一
一一

��

一
�

一
�

一一—一原来厘定的
“
老山东山字型

” ，

是以郑庐断裂不平移为前提的
，
现在看来是值得 商 讨

的
。

郊庐断裂的平移和大别一苏鲁弧 �元古淮阴山字型�恢复
，
为山东古构造的恢复又提

供了一个新的线索
�

沈阳一通化一延吉有一个向北突出的古弧形构造川�
。

如果按平 移 的

观点
，
把它恢复

，
大致退到现今的郑城一临沂一带

，
它与鲁西南弧形构造联系起来统盘考

虑
，

便又是一个向南突出的大弧形或斜歪的
“ 一 ”

构造
，
在潍坊西有一个南北向褶皱隆起

带称柳山大背斜�
，
不到弧顶而消失

。

它们之间有无成生联系�值得深入研究
。

�四�元古淮朔山字型的厘定和恢复
，
对这一带的变质岩的对比提供了构造依据

。
目前

元古淮阴山字型两翼内弧
，
许昌

、

午阳和脊柱霍丘一带找到变质铁矿
、

油石矿
，
它的外弧

桐柏山
、

大别山一带和东翼胶东有无变质铁矿和油石矿值得注意，
前弧外弧孝感

、

黄梅
、

宿松
、

连云港一带找到变质磷矿
，
反射弧的内弧要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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