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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论邮庐断裂的平移及演化

徐学思

�江苏省地矿局�

�
郑庐断裂是纵贯中国大陆东部的巨型断裂

。

我国地学工作者正从地质
、

地球物理
、

地

震地质
、

影象分析等方面对它的规模
、

性质
、

切割深度
、

平移幅度
、

生成及演 化 进 行 研

究� �� 〕 。
本文就郑庐断裂的平移及演化

，
谈些初步的认识

。

一
、

平移的主要侬据

�一�地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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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元古代古地理复原略图

圈例
� �

�

太古代一早元古代古陆 ， �
�

中元古代海相碎屑岩及海底酸性喷发岩� �
�

构造隆超

带及航磁异常轴向， �
�

郊庐断裂 �后期� ， �
�

磷矿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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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一太古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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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太古界一下元古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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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元古界
�
�

郑州一沛县正航磁异带， �
�

鲁西弧形构造带， �
�

潍坊正航磁异常带， �
�

辽东构造带，

�
�

鲁苏弧形构造带， �
，

大别山弧形构造带， �
�

红安弧形构造带， �
�

伏牛一桐柏弧形构造带，

�
�

熊耳一鲁山构造带
， ��

�

篙山一许昌构造带， ��
�

蚌阜构造带， ��
�

毫县一霍丘构造带

� 邦庐断裂学术讨论会筹备组
， ����年

，
郊庐断裂学术讨论会

，
论文摘要汇编

。



中 国 区 域 地 质 ����年

�
�

基底古构造型式的错开 �图 ��
。

断裂两侧现存的基底古构造格 局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
复原后自伏牛山一桐柏山一大别山一张八岭一云台山一胶东地区

，
由太 古 界一下 元

古界大别群
、

胶东群或相当层位的变质地层
，
构成一个以复褶皱为主的向南突出的古弧形

构造
，
称大别一鲁苏弧

。

该弧的北侧鲁西一辽东一带
，
由太古界泰山群

、

鞍山群
，
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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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复褶皱为主的向南突出的古弧形构造
，
称鲁西一辽东弧

。
在大别二鲁苏弧的南侧

，

红安一宿松一张八岭一云台山一带
，
由中元古界红安群

、

宿松群
、

海州群也构成一个以复

褶皱为主的向南突出的古弧形构造
，
称红安一海州弧

。

它们分别在郊庐断裂两侧现存的位

置
，
同步左平移了���公里左右

。

�
�

地层区的错开
。

郊城至庐江一带
，
郊庐断裂的两侧

，
太古界一侏 罗 系 的 发 育 层

序
、

岩性
、

含矿性
、

生物群是截然不同的
，
分属华北 �断裂西侧�及扬子 �断裂东侧�两

地层区
，
它们如此径渭分明

，
沉积建造和厚度也不受断裂的控制

，
却反映了受断裂切割

。

如用 “ 异地平移相接
” 的论点

，
较完满地解释了这种地质现象

，
这与基底古弧形构造左平

移错开相吻合
。

�
�

徐淮
、

胶辽两地上元古界沉积盆地及其古构造的错开 �图��
。

笔者曾 根 据 徐 淮

�徐州
、

淮南�
、

胶辽 �胶东
、

辽东�两地凤阳群
、
辽河群之上

，
寒武系之下一套未变质

或轻微变质的岩石地层
、

生物地层
、

地层层序及其沉积建造与改造的相互关系
，
论证了同

卜�月，�、叫

图 � 晚震旦世古地理复原略图
�

。

古陆， �
�

展旦纪隆起区 ， �
�

晚震旦世沉积区， �
�

郑庐断裂 �后期�

�一镁碳酸盐岩， �一硅质岩， �
�

一淮南群
， �

�

一徐淮群

���宿县一旅大向斜， ��� 营口一宽甸背斜， ��� 太子河一浑江向斜，

�’ �毫县隆起， ���大洞山背斜， ��� 六合一全椒隆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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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一个近东西向的沉积盆地
。

从寒武系的超覆关系所恢复的古弧形构造
，
同步 左 平 移 了

���公里左右 �� 〕 。

这与基底古弧形构造以及华北
、

扬子两地层区的借开相一致
。

�
�

岩相带的错开
。

震旦系峡东型的灯影组与桂北型的老堡组 �留茶 坡 组
、

皮 园 村

组�岩相变化带在沉陵一常德一岳阳 �断裂西侧�及贵池一安吉 �断裂东侧�一线
，
两者

左平移���公里
。

志留系下统高家边组及相当层位
，
自南东向北西由笔石页岩相过渡 到 笔

石一介壳混合相区的岩相变化带
，
在无为一南京 �断裂东侧 �及 宜 昌一洪 湖 �断裂 西

侧�
，
两者左平移���公里左右

。

三迭系中统黄马青组及相当层位蒲沂群
、
巴东组的 沉 积

中心在巴东一蒲沂 �断裂西侧�及安庆一南京 �断裂东侧�一带
，
如以沉积中心的蒲沂与

安庆两地距离推算
，
左平移错开���公里左右

。

�
�

生物居群的错开
。

中国北方晚寒武世凤山中晚期头足类有几个居群地
，
其中太 子

居群位于现今辽宁太子河流域
，
枣庄居群位于山东南部枣庄向南可延入徐州一带

。

这两个

头足类居群组合面貌是非常相似的
，
均以原珠角石大量出现为主要特征 〔�〕 ，

假若这两个

居群当时原为一个居群
、

被后期郊庐断裂左平移至现存的位置
，
则与上述推断相吻合

。

�
�

变质岩带
、

古火山岩带和变质矿带的错开
。

苏鲁地区的胶东群与大别山地区 的
、

大
别群

，
岩性

、

变质程度相似
，
都有基性

、

超基性岩体的侵入并遭变质
，
且产相同的变晨矿

产
，
反映了在相似的地质构造背景上同时形成的一套变质地层

。

连云港一带的海州群与大

别山南侧宿松一红安一带的宿松群
、

红妥群层位相当
，
都有相似的变火山岩

，
都产沉积变

质磷矿
，
它们分别在郑庐断裂两侧出现

，
相距甚远

，
则与基底古弧形构造的左 平 移错开

�� 。公里左右相吻合
。

�二�地球物理场的依据

�
�

临沐莫氏面大断裂破碎带 �即郊庐断裂中段�或者说这一带的莫氏面性质与其 东

西两侧附近具有显著的差异
，
也许是这一带莫氏面上授盖层物质与其东西两侧的附近具有

不同成分
，
其特点是未见显著的上下错动

。

其剧烈的运动只能解释为水平运动
，
而且其规

模又相当宽大
，
又标志着是一个开裂

，
同时地慢物质大量上涌喷出高密度和磁性的物质

，

破裂带与重磁正异常重合�
。

地球物理场证实了郊庐断裂的存在并切割莫氏面
，
断裂两侧

地壳物质的差异是水平位移即
“
异地平移相接

”
的结果

。

�
�

大别山地区航磁正异常及北淮阳航磁负异常与郊庐断裂东侧胶东南航磁正异 常 及

五连航磁负异常带很相似
，
如果它们曾属同一异常带

，
后被郊庐断裂错开

，
左平移 达 ���

公里左右�
。

这与地质推断相吻合
。

�
。

扬子准地台内的四川结晶地块
、

江汉结晶地块及南黄海结晶地块
，
它们在磁 场 上

都显为呈块状的宽缓升高磁异常区
。
如果从古亚洲体系来看

，
中朝准地台的南北界及扬子

准地台内这三个结晶地块都呈近东西向分布
，
并处于相同的纬度上

，
中心位置原处于北纬

��
。

附近
，
而现南黄海地块的中心纬度处于��

。

附近
，
随着郊庐断裂的东盘相对 向北 平 移

���公里左右�
。

�
。

渤海辽东湾内
，
有北东向的基底航磁异常

，
切断了复州凹陷中的东西向基底 磁 异

�

产︺

� 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夭队
， ���。年资村

。

� 张用夏等
，
����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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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
复州凹陷与渤海凹陷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北东向基岩隆起存在

， 它隔开了两侧古生代盆

地在海水下连通的可能性
。

复州凹陷应与遥远的淮北凹陷 �徐州一淮南一带�相对比和连

接
，
如以两凹陷中心为标准

，
那么它们沿郑庐断裂位移连���公里�

。

以上可以看出
，
地质上推断的郑庐断裂的平移

�，
得到了地球物理场的支持

，
也就是说

两门不同的学科都论证了郑庐断裂曾发生了大规模水平位移
，
并相互应证

。

平移幅度因所

处构造部位不同和地质体的物理性质不同而异
，
约�������公里

。

二
、

断裂的演化

，︺、州勺

郊庐断裂现存的构造格局
，
从不同时期沉积建造的分析来看

，
不控制晚元古代

、

古生

代的沉积
，
说明当时没有活动

，
也就是说没有生成

。

中生代时
，
也不控制三叠纪一中侏罗

世的沉积
，
至今

，
断裂带中尚未发现它们的踪迹

，
这就是说印支期并没有形成现存的断裂

格局
，
它控制了青山组和王氏组的沉积

，
说明大规模的平移发生在白要纪之前

。

� 组成淮阳山字型构造的主要地层—震旦系至下中侏罗统之间都以假整接触为主
，
淮

阳山字型定型于侏罗纪末期�
，
上侏罗统至白垄系普遍不整合在其下老地层之上

。

郊庐断

裂平移使淮阳山字型东翼受拖曳
，
从构造体系的生成和发展的观点可以说明它们是在相似

扭应力的作用下或者同一构造应力场的作用下
，
由淮阳山字型东翼褶皱到郊庐断裂平移

，

是塑性变形到破裂变形连续发展的过程
。

邦庐断裂主要活动时期为燕山期
。

中国东部郊庐断裂的两侧宽�������公里的范围内
，
火山活动的主要时期是晚侏罗世

一早白蟹世 〔�〕 。

西侧北自大兴安岭南到幕阜山脉西侧长����公里
，

宽�������公里
，
岩浆

活动由中基性一中酸性
，
活动强度由强变弱

，
过大别山也就是郑庐断裂平移断距

“
消失 ”

地带
，
岩浆活动变弱甚至消失� 东侧北自完达山南到莲花山

，
长����公里

，
宽���公 里 左

右
，
由中基性一酸性岩浆活动增强

。

中国东部大规模岩浆活动时期为什么主要是晚侏罗世

一早白里世
，
在什么构造背景上发生的�岩浆活动的根本原因是地壳构造应力失去平衡

，

引起地壳形变
、

产生隆坳
、

褶皱
、

断裂和岩浆活动
，
当构造应力通过以上形式释放能量达

到新条件下的平衡时
，
地壳相对处于稳定

，
岩浆也就暂时停止了活动

。

中国东部的地壳在

晚侏罗世一早白坚世时失去平衡
，
使地壳失去平衡的构造应力从何而来�原因有多种

，
其

中之一是中国大陆向南
，
太平洋向北相对移动

，
低纬度向西移动

，
或是板块之 间 相 对 移

动
，
导致中国东部地壳形变

，
产生隆坳

、

褶皱
、

断裂和岩浆活动
。

邦庐断裂在这种背景上

发生
，
在华北准地台基底坚硬性脆

，
以破裂形变为主发生了大规模左平移

，
而扬子准地台

的基底塑性较大
，
受塑性 �褶皱�变形及扭动拖曳作用为主

。

燕山晚期郊庐断裂大规模左平移之后
，
在华北准地台范围内

，
应力松弛断裂带以张性

为主
，
形变裂谷型地堑

，
断裂垂直位移大于水平位移并控制 了白里系的沉积， 在郊庐断裂

南端延伸方向上的扬子准地台
，
仍处于压扭状态

，
因而新产生了一些断续挤压断裂带

。

应

力状态似 “ 破竹
” ，

竹破一端引张
，
另一端挤压

，
这就较好地解释了华北准地台内控制白

，

� 张用夏等
， ���。年资料

。

� 湖北区调队
， ����年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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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系沉积
，
其后又没有大规模的水平位移和扬子准地台内燕山晚期在郊庐断裂南延处断续

形成的一些压扭性断裂带也没有大规模水平位移的原因
。

新生代郊庐断裂块断活动较明显
，
有的地段继续下沉控制了第三系的沉积

，
有的地段

继续隆起缺失沉积
。

第四纪时有些地段挤压抬升
，
在断裂带中产生二些纵向压扭性断裂和

伴生的横张断裂
、

有些地段下降接受沉积
，
断裂被覆盖

。

总之
，
郊庐断裂是自燕山期以来多期活动的断裂

。

它经历了侏罗纪压扭平移，白坚纪

引张断陷，新生代压扭逆冲等复杂演化过程
。

它的规模随地质时发展而增长
。

因此
，
在研

究郊庐断裂的形成和发展质化时
，
要不同时代区别对待

，
不能只看到郊庐断裂 侏 罗 纪 平

移
，
而看不到白里纪以张性为主的裂谷性质

，

或者只承认白蟹纪张性裂谷性质而否定侏罗

纪大规模平移或取而代之不去研究侏罗纪郑庐断裂的平移
。

本文承蒙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
，
胡碧凤清绘图

，
在此表示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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