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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勉略带康县一高川段现今结构与岩片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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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岭勉略带是中国大陆主体拼台的主要结台带和秦岭造山带的基本组成部分，康县一商川段

为其重要地段．研究程度较高，但对其现今结构与岩片性质目前仍存有争论。通过对这两个犀基本

问题的研究，认为其现今结构总体为以向南运动为主的双重逆冲椎覆构造，南、北边界分别复合了“

陡立的荷叶坝断裂、状元碑断裂为主断裂的陌个正花状构造，缝台线南、北两侧分别与扬子板块和秦

岭微板块为邻。其内部物质组成，按大地构造属性、地球化学特征及时代可分为七大岩片组，即基底

岩片组，扬子北缘岩片组，洋壳岩片组，洋岛岩片组，岛弧岩片组(舍弧间裂编组)，碰撞构造沉积混杂

岩片组和秦岭徽板块南缘岩片组。各岩片组由多个空间上被断裂或基质分割的岩片或岩块实体组

成。这些岩片性质的厘定对全面认识勉略洋盆结构起关键作用，其现今空间结构的形成又与谈构造

带碰擅过程密切相关。基于这两个基本点，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构造演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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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略带是中国大陆完成其主体拼合的重要缝合线⋯．其典型地段为康县一高川段。近年研究表明，

勉略缝合带沿巴山弧L21构造带向东延至了湖北花山一带”J，向西延至文县与玛沁德尔尼【4J。因而，对其

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国大陆最终完成其拼合的过程。

近来，古生物证据【5J、变质年龄【6．7J及地层建造时代【8J都反映勉略带形成于晚占生代。当然缝台带内

尚不能排除存在古老混杂岩块．或老蛇绿岩块的可能H，“”。赖绍聪等忙·““3J关于火山岩地球化学的研究

表明，勉略缝合带为一小洋盆或有限小洋盆封闭形成的蛇绿构造混杂带，并从原三河口群中厘定出一些洋

中脊型、岛弧型(分初始与成熟的)、弧内裂陷型、裂谷一小洋盆过渡型火山岩，从原西乡群中识别出三郎铺

组中的陆缘弧裂陷环境的火山岩、孙家河组中的活动陆缘火山岩、自勉峡组洋内弧火山岩【I“。

尽管目前在各单学科领域皆有巨大进展，但对勉略带现今结构仍未形成一种整体认识，列其形成过程

仍很模糊。基于以上进展，本文根据各岩片的组成、地化特征，确立其岩片性质，并将这些零散分布的、性

质不同的岩片联系起来，建立统一完整的大地构造演化格架，同时，据构造变形特征来确定现今三维结构

的构造形成过程。

1勉略带康县一高川段现今结构

板块理论认为缝合带为一简单的断面或狭窄的逆冲带。现代大陆地质研究表明缝合带为具有一定或

相当宽度且由一些构造混杂的物质实体组成的带状区域+几何形态因大陆碰撞后陆内变形和碰撞期间边

界的复杂性而更加复杂。勉略带是一个典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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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勉略带从南坪一文县一康县，至略阳一勉县一高川，向东经城口一房县，平面上总体为一“w”醐延伸，

且蛇磊磊杂岩带分别被巴山弧及城口一房县逆掩带、文县一南坪逆掩带自然分割为三段，即勉县一略阳
段、花山段、阿尼玛卿段。

康县一高川段勉略带南部为刚性扬子板块的汉南杂岩，北部为非刚性的秦岭微板块，或称南秦岭地

块，商丹带以北又为刚性的、属华北板块的鄂尔多斯地块，周至达县的大地电磁测深剖面从北至南贯通

该区．揭示商丹带和勉略带现今皆为陡立深断裂带。正是这种边界几何学特征，因而在此区复合了佛坪窍

窿构造(同I)。

图L秦岭勉略带康县一高川段及邻区构造简图

Hg．1 ．1ectonic nnI¨)hhe Mianxian—l。ucyang州ure册rle 0f the Qinling or。g哪f㈣K．蚰gxian“)(h℃huan
1．华北扳块投扬于扳块的汉诲杂岩：2．辫¨微地块；3．南秦岭地块；4花岗岩；5．前陆裙皱一递冲带；6．勉略带；7必

川盆地；8．侏罗纪箍地：9科皱；10逆^p斯裂；11走}f|断裂

按照“刚性”压人体前缘三维几何学与“塑性”体的弧形变形带的方向之间的关系【【“，具直立平面作为

前缘的压人体产生的弧形态与压入方向相同．产生于水平缩短矢量的构造过程；具倾斜平面作为前缘的压

人体产生的弧形构造带向压人相反的方向突出．产生于俯冲变形的构造过程。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具夹心

结构的非刚性秦岭微板块在碰撞期易于褶皱堆垛增厚，且下部易于发生拆沉，而引发佛坪穹隆上升形成。

其中该地段勉略带及邻区又形成次一级不对称花状构造，商丹带及邻区也形成次一级不对称花状构

造LI“，在秦岭微板块内，因两者不对称性相反，故两花状构造之问又出现“马蹄形”向斜【l“。

城口一房县断裂及巴山弧平面上为一向南逆冲的大型推覆岩片叠合的弧形带(图1)，在周至一达县

剖面上其底面为一向北的缓倾平面，它们构成以十堰走滑断裂为主断面的花状构造的南翼。采用弓弦法

粗略估算巴山弧逆冲推覆距离达100～150 km。类似推断文县一南坪一康县弧形带(图1)以南的基底前

缘应为一个向北俯冲的北倾倾斜面。

从前陆盆地发育情况分析，巴山弧一房县前缘及南坪一文县弧前缘皆可见前陆盆地发育，而汉南杂岩

上则未见，表明扬子板块俯冲一碰撞期间的原始边界可能具不规则性，这种俯冲板块的不规砌性对陆内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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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阶段的变形至关重要，列造山带，尤其是上述弧形带的最终三维形态结构有决定意义。

就康县一高川段勉略带及两侧的次一绒不对称花状构造而言(图2)，其精细的三维几何形态总体由

三部分组成。以状元碑断裂为界，北部由一系列向北逆冲为主的推覆岩片组成，主要有留坝强剪切逆冲

带、新院岩浆弧冲褶带、谈家庄逆冲一推覆带、酒奠粱逆冲前锋带[“]。中部由状元碑断裂与荷叶坝断裂问

主体向南逆冲的推覆岩片组成。荷叶坝断裂南部为勉略洋裂解初期【”】为主的建造组成的受碰撞期间向

南逆冲的踏波岩片，它位于碧口微地块之上。在汉南杂岩上，还有主体也向南逆冲的外来原“西乡群”，本

文称为西乡岩片组。

状元碑断裂以北的推覆范围宽于以南，从而总体呈不对称几何结构。花状构造的组成构造总体形成

于碰撞期(含陆内碰撞期)，但北部逆冲断裂被下侏罗统(如微成盆地)覆盖，南部卷入逆冲推覆的地层包括

下白垩统，故可能向北的逆冲断裂系形成的时间(T3)略短于向南的逆冲断裂系(b—K，)，而且向南的逆

冲推覆可能有两期，分别为印支期和燕山期。

2康县一高川段勉略带岩片系统及岩片性质

勉略缝合带经历了复杂的裂解和拼合碰撞过程，现今其地层组成发生了强烈的非史密斯化。就中等

尺度而言，不同层次、不同产状、不同性质、成生于不同时期的断裂所分割的多级次构造岩片组合是该缝合

带最重要的非史密斯地层类型。

针对这一特点，在前人据陆内造山阶段【200自然形成的逆冲推覆岩片划分的基础上．为突出各构造岩

片的大地构造属性，探讨构造演化之方便，认为对构造岩片单元的划分应强调几个基本原则：(I)造山带多

期构造变动所造成的非史密斯地层特征决定了构造单元的划分必须是建造与改造的统一∽⋯+既要考虑主

构造旋回大地构造相特征，也要注意到构造单元是多期构造变动的复合体。勉略带的主体建造形成于晚

古生代一中生代早期，以这些残缺的建造为基础复原其当时的构造古地理格局及勉略洋各演化阶段的原

型盆地特征。它们共同经历了印支期变形及之后的燕山期改造，但强弱有所不同。总之，在处理建造时期

相同，改造历史相近的构造单元时．应以反映不同大地构造相环境的不同建造为准，并划归不同的构造岩

片或岩块。(2)不同构造单元应具有相对独立的地质发展演化，如古老基底就有一段相对于盖层的独立的

发展演化阶段。(3)具有明显不同pn轨迹特征及不同原岩性质的岩石组合可划归不同的构造单元。

(4)对于一级构造单元微板块是指岩石圈断裂所围限的地质构造单元，如秦岭微板块：对于岩石圈F{发生

裂解而没有分离的板块内的、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且有一定刚性程度的地质体，本文称之为地块，如汉南地

块、碧口微地块等。

按照上述基本原则，根据康县一高川段勉略带及邻区出露的地层、构造、岩浆和变质作用等特征，在大

地构造褶和构造变形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其他研究成果，将泼区构造单元系统划分为四个一级构造单元，

若干个相关的岩片组，岩片组又据其独立性分为若干个岩片(表1，图2)。它们皆以一些主要断裂或韧性

剪切带或混杂变形基质带为界，构成一个复杂的构造岩片系统。在不同的一级构造单元内，构造岩片系统

的组合型式有所不同。岩片的组合型式分为推覆构造变形方式、平行排列式和透镜状网络式。秦岭微板

块内多为前者；平行排列式一般为走滑变形所致；透镜状网络式可出现于各种复杂变形运动强烈区，勉略

带内多为此类组合型式。这些组合型式与强烈的构造混杂作用有关，形成时期应始于海西期(尤其是秦岭

微板块内)，基本定型于印支期，后又遭中新生代陆内造山作用叠加改造。中下侏罗统勉县群卷入了推覆

构造变形就是一实证。

3康县～高川段勉略带构造演化

根据物质建造性质(图2)及时代(表I)，将勉略带及邻区的大地构造演化划分为以下七个细节阶段。

(1)I)I—ci裂解扩张出现小洋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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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康县一高川段勉略缝合带及邻区构造单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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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洋盆的初始裂解时问由踏波群中保存有大量Ijl化石厘定，由于三岔子岩片中与蛇绿岩紧密共生的

硅质岩中发现【、．放射虫，困而，洋壳肯定在早石炭即已出现，此时，秦岭处于南张北压的动力背景下，玑今

残留的串珠状蛇绿岩反映为串球状展如的小洋盆格局．即花山一勉略一阿尼玛卿小洋盆，可与现今f}=『海

苏禄一苏拉威西海盆的格局对比。

(2)(、．一R扩张与俯；l}哄存阶段
柱此阶段俯冲已发生，因为勉略带基质中的片岩构成的sl片理的矿物年龄为(、l““，且在高川一带．

赫地中记录了一套泥盆纪碳酸盐缓坡演变为石炭纪镶边碳酸盐陆棚，二叠系又为反映盆地进⋯步加深的

静海箭地沉积，其由黑色泥岩、硅质岩及泥厌岩组成⋯]，总之，在(：I—P2期间是扩张与俯冲并存的J|=}}局，

(3)T．一，全面俯冲阶段

根据地球化学方法确定洋箍宽度及扩张速率，计算其小洋盆扩张结束时间大致为T，前，I酊且，，1l的

地层中尚未见报道深海硅质岩、放射虫等。从武都一勉县一带，由于与俯冲相关的片岩sm Nd iF龄为

(2421二1)Ma、”Ar／”Ar年龄为220～：30 Ma，代表变质年龄6．7j，而且，此时存在一个从西至东的连续的

前陆盘地m J及出现285 Ma的俯冲型花岗岩，故全面俯冲在T1早期便发生了。

(4)Tj主造山碰撞阶段

主造山碰撞期缝合带内形成褶皱一逆冲推覆构造并出现前陆盒地，其构造变形特征概述为：①书造“J

碰撞早期以南、北向收缩挤压褶皱作用为主，区域上褶皱枢纽近水平东西向展布，反映南北向垂直缝合带

的压应力为主导作用力，其中郭镇一勉县褶皱段对称性高。而两侧以北倾南倒为主。②主造山碰撞晚期缝

合带内以向南的脆～韧性逆冲推覆作用为主。③局剥；有左行走滑或右行走滑叠加，以左行为主，靠近断裂

带的褶皱枢(Ik)变直立或变陡，而远离断裂带则水平，表明左行走滑发生于F2褶皱之后，可能属陆内斜向

陆内俯冲阶段产物。④伴随是折劈的形成，局部地区平行S2继续出现高压矿物，如多硅白云母、熙硬绿

泥石、绿纤石等。⑤形成近东西向展布的前陆盆地【2“。⑥碰撞边界的不规则性导致了勉略带由两往东杆

皱不对称性的差异，郭镇以西直至文县可能板块俯冲碰撞面缓，而其东部酉水一带可能较陡，再东部巴山

弧至城口房县一带又有变缓趋势。这样一种边界效应一直在后期陆内调整阶段仍有较火影响。

(5)J．一KI斜向陆内碰撞阶段

康县一高川段勉略带于’k全面碰撞关闭，扬子板块与秦岭微板块发生主造山碰撞，碰撞效应波及移

个微板块内部，在佛坪地区主体形成“手风琴”式褶皱收缩，继之发生对冲推覆，其边界形态表明北部鄂尔

多斯地块及汉南突起碰撞面皆较陡，因而汉南地块北缘不出现前陆盆地。晚三叠世卡尼期．火巴山段前陆

盆地为陆相前陆磨拉石盆地，因而转入陆内碰撞阶段．出现楔入一挤出一走滑构造、前陆盆地逆冲一推覆．

在微板块内先存断裂常发生脆性走滑，Nww向以右行为主，NEE向及NNE向以左行为主调节着微极块

内各块体间的变形，并沿断裂带形成拙张盆地，并沉积了J，一K，。应力场分析表明此时扬子板块正以N}：

一NFE向斜向向微板块下俯冲，进人斜向陆内俯冲阶段。该段一些古老的块体被挤出，碧口地块向心运

移¨⋯，洞河岩片等向东运移旧引。

南大巴山前陆薄皮逆冲一推覆带现今总体呈现为一向南西突出的弧形构造，可将其自城口一房县断

裂向南分成冲断变形带、冲断褶皱变形带和前锋褶皱变形带【3“。前陆盆地形成可分为3个成盆时期，两

个变形阶段。第一个成盆期为7h．与主造山碰撞同期，第二个成盆期为JI—J2，是继晚三叠世之后强烈挠

曲沉降成盆期，第三个成盆期为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

(6)K2一EI一2为全面伸展塌陷阶段

研究区及邻区在经历了Jl—K-持续的斜向陆内俯冲碰撞后，自K2开始转入新的构造演化阶段-”』，

即造山后伸展塌陷阶段，形成斜切秦岭或垂直秦岭分布的拉张盆地。沿豫西和陕、甘交界区集中发育

NNF—NE向断陷盆地，接受K2一F沉积，两者之间的秦岭区及其南北边缘却是Ew盆地，盆地均具有伸

展拉张属性，且前两者恰与中国大陆两个近sN向重力梯度带一致。显然，秦岭造山带在新生代，尤其是

中新世以来，岩石圈深部地幔的最新调整与中、下地壳的最新流变过渡状态乃是发生秦岭新牛代构造降升

的重要动力学机制，而岩石圈地幔的拆沉作用和软流圈抬升则是这一构造运动的主要动力来源。盆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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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心多位于主体边界一侧，多数具南断(陷)北超(抬)的性质和北薄南厚或东断西翘、东厚西薄的箕状断陷衙

地形态，I(1一F奠定秦岭现今基本构造地貌骨架，N：以来方构成现今的具体地貌景观。

(7)El 2以后进入新的全面裂解阶段

中新世一上新世(Nl—M)为喜马托雅运动第二幕活动期，秦岭造山带和相邻盆地差异升降迅速．JJJ

体进一步抬升，平均海拔约l O【)0 n、，已构成我国南北方新生代自然地理景观和地质环境的天然屏障。以

月河盆地为例，早第三纪沉积为紫红色砾岩、砂砾岩、砂岩及粉砂岩，上部夹粘土，具韵律性，为河流湖洲

环境。盆地中缺失中新世沉积．上新l"沉积了山麓冲积岩和河漫湖泊相桔红色粉砂岩。月河锰地内沉8 1

相也以湖泊相为主，经中新世缺失沉积阶段过渡为以山麓河流相沉积为主。汉中盆地第三系完全足陆州

环境下快速堆积的粗碎屑红层，井以宽缓的褶皱变形、规模较大的脆性逆冲断层存在，这表明喜山期的I夭

域挤压作用，构造线呈近东西向展布，对先期构造有一定的继承、叠加、改造，并以断层作用为主。第二==系

红层变形之后的喜山晚期有区域性的伸展作用，在盆地内有许多由正断层切割形成的隆凹相问的断块差

异升降，经风化剥蚀、河流浸蚀作用形成现今多达四级的河流阶地沉积和山脉地形。总之，造山后伸J鹾塌

陷阶段新构造运动的活动特点在山体塌陷、均衡隆升背景下，表现出差异性、间歇性和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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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B PRoPERTY AND CURRENT ARCHITEXTURE oF

THE MIANXIAN．LUEYANG SUTURE ZoNE 0F

THE QINLING OROGENIC BELT

I．1 san．zhon91一，I。AI sh胁∞n92．zHAN(j(；Llo-wei2，LI Ya．1in3，LI z(mg．hui4

(1．n俐f U，lm·r、l廿o，Q，忡h．o，忡m(，266003；2．—h曲tc"，¨fitE嘣9．Ⅺ’洲7l(，069；3．(m柙砰，“f』川一

样Ⅲ皓fl|。tk¨o}t堰y，0le’l缚h‘6、t艄蜘；4 th’科1w|mf n’l(1 c；d曲Pt}t{眦i sHn吲'瞎T峨}W，shtHi【；Hl{u瓯H|

蛳n叫’w踟，Ⅷrf．砑o㈣^j 7l(H0(”

Abstract：The Mjan xian一1，ueyallg suture肋ne ftml Kangxian to Gaochuan b a very imponant tectollic bclI

fdmled during main stage of∞Ilision between the N0rrh(：hina P1ate and South China Plate and a bas沁∞n1_

I)()nent of the QinIing orogellic belts．Howc垤r．the sIabs’pmperty and the curr朗t architexture nf the sururc

7Dne is in debate．1t is considered th^t current architexture of the segment is a Southward duplex thrust iI¨he

mam part superimposed by two positive flower—tyl)e structures wh(8e main faults are steep Heyeba fault an(I

Zhuangyuanb ei fault at the south and n州th boundary，t’espectiVely．Seven冀lab gmups}1ave been distinguish刊

according t0 tectonic pmperty，ge()chem汹ry and ge()l()gical era，including bas锄ent slabs．sIab gmup beIong

to the nor七h of the Yangtze Plate，oceanic cl‘ust sIabs，oceanic island slabs，arc isIand slabs，tec“卜sedimentaf．v

melallge slabs reIated t0 coll简on and sIabs beIollg t0 the south part of the Q{nling micm—plate．Every sl¨b

gmup can be subdivide i11to several sIabs or b10cks beil培disparted by faults in space These slabs are ilnl)c)rtHllI

to re。。gnize the architexture of the Mianxian-l，ueyang鼬nall ocean and th eir current spatial《tes aI-e key“)

study the suture zone and c()lIision pmcess t)etween the two plates A tectonic evoIution m()del has alm be 1)ut

fonvard．

KeyⅥw砒s：architexture；sIab；Mianxian一【川eyang suture揶ne；Qin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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