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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理地区存在较完整的新元古代泛非期构造-热事件记录，海东挖色花岗闪长岩、花岗岩中获得黑云母 K-Ar 年龄

799Ma、锆石U-Pb年龄667Ma，苍山云弄峰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中获得锆石U-Pb年龄748Ma，大沟箐角闪辉长岩中获得K-Ar
年龄 892.3Ma。新元古代挖色花岗岩和云弄峰花岗岩与奥陶系大成村组沉积接触。大成村组粉砂岩中产腕足类、腹足类化

石，顶部与中志留统阴阳山组假整合接触，缺失下志留统。向阳村奥陶系—志留系发育较好，产丰富的三叶虫、笔石化石，其中

不乏早奥陶世的标准分子。大理地区的地层构造与丽江地区差异较大，不能对比，但可以同青海南部及藏东对比。古中元界

苍山群相当于宁多群，新元古界罗平山岩组相当于草曲群，缺失震旦系—寒武系。下奥陶统向阳组、迎凤村组相当于青泥洞组

和曾子顶组。因此，大理地区板坱构造划分应归属西藏-三江造山系中的扬子西缘多岛-弧-盆系。西藏-三江造山系与扬

子-华南陆块区的界线应移至红河-程海断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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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 S L, Liu X L, Yang W L, Yang F C. Pan-African tectonic-thermal events recorded in Dali area, western Yunnan. Geo⁃
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36(6):928-932

Abstract: There are relatively complete Late Paleoproterozoic Pan-African tectonic-thermal events in Dali area, the isotopic ages of
the biotite K-Ar and zircon U-Pb obtained from Haidong Wase granodiorite and granite are 799Ma and 667Ma, Cangshan Yunnon⁃
gfeng biotite monzogranite yields the U-Pb age of 748Ma, and isotopic age of K-Ar obtained from Zhoucheng Bojite is 892.3Ma.
Late Paleoproterozoic Wase granite and Yunnongfeng granite are in sedimentary contact with the Ordovician Dachengcun Forma⁃
tion. Dachengcun Formation siltstone produced brachiopods and gastropods fossils. There is an unconformable contact between the
top and Middle Silurian Yinyangshan Formation，with the lack of Lower Silurian strata. Ordovician-Silurian strata of Xiangyang Vil⁃
lage are developed well and contain abundant trilobites, graptolite fossils, with lots of standard molecules of Early Ordovician. The
stratigraphic structure in Dali are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Lijiang area and hence cannot be compared, but it can be compared with
things of southern Qinghai and eastern Tibet. The Paleoproterozoic Cangshan Group is equivalent to Ningduo Formation, and the
Late Proterozoic Luopingshanyan Group is equivalent to Caoqu Formation, with the lack of the Sinian-Cambrian strata. The Lower
Ordovician Xiangyang and Yingfengcun formations are equivalent to the Qingniudong Formation and Zengziding Formation. There⁃
fore, the Dali plate structure should be assigned to the multi-island-arc-basin system on the western margin of the Yangtze of the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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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Sanjiang orogenic system.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Tibet -Sanjiang orogenic system and the Yangtze-Southern China block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Honghe-Chenghai fault.
Key words: Pan-African; tectonic-thermal events record; Yunnan Dali;

泛非运动代表冈瓦纳大陆前寒武纪的构造运

动，导致 950~500Ma 的构造-热事件的发生，该期

造山带的形成导致原始冈瓦纳古陆聚合[1]。这一构

造运动产生的构造-热事件记录在中国仅见于西藏

南部及三江地区[2-3]。近几年，有学者报道滇西的施

甸普遍缺失下奥陶统沉积，中、上奥陶统不整合在上

寒武统保山组之上，属泛非晚期的构造-热事件

记录 [4]。腾冲及三江地区有较多晚寒武世—早

奥陶世中、酸性侵入岩分布[5-6]。以往的地质资料显

示 [1-13]，大理地区存在较多的新元古代侵入岩，岩

性有超镁铁质岩、镁铁质岩、中性岩及长英质岩。

长英质岩与奥陶系大成组呈沉积接触，属较典型

的泛非期构造-热事件记录（图 1）。

1 区域地质简介

大理地区出露的地层有元古宇、古生界及少量

中—新生界（图 1）。古、中元古代地层为苍山群，分

布于苍山山脊及两侧，可划分为古元古代沟头箐岩

群和中元古代苍山岩群。沟头箐岩群为角闪岩相的

片岩、片麻岩、大理岩及少量花岗混合岩。在下关大

坡箐花岗片麻岩中获得的锆石U-Pb同位素年龄为

754~1991Ma [7]。苍山岩群为高绿片岩相-低角闪岩

相的片岩、片麻岩、变粒岩、大理岩及角闪片岩，具强

烈糜棱岩化①。于斜长角闪片岩中获得的Sm-Nb模
式年龄为 1000~1400Ma[8]。新元古界罗平山岩组分

布于洱源县城西的罗平山，岩性为灰色绢云石英片岩

夹绿泥阳起片岩、变质辉绿岩、辉绿辉长岩。于绢云

千枚岩中获得的全岩Rb-Sr等时线年龄为698.93±
41.7Ma②。苍山群可与南部的衰牢山群、北部的雪龙

山群及藏东的宁多群对比。古生界分布于点苍山东

侧的海东地区，奥陶系—二叠系均有出露。其中，上

二叠统玄武岩发育最好，厚达5595m[9]，岩性复杂，除

玄武岩外，上部夹多层流纹质凝灰岩及粗面岩③。

2 大理地区泛非期热事件记录

大理地区以洱海为界，东部称海东区，西部称

苍山区。

2.1 海东区

海东区新元古代泛非期热事件记录为挖色花

岗岩。因第四系掩盖，挖毛花岗岩可分割为 5个岩

体，分别位于挖色镇的大成（大成村）、花椒箐、干海

子等地，出露面积约19km2，其上与奥陶系大成村组

呈沉积接触（图 2）。岩性为灰白色、肉红色黑云母

二长花岗岩、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主量元素含量见

表 1。目前，在水香岩体、花椒箐岩体中分别获得

黑云母 K-Ar 同位素年龄 799Ma 和 667Ma。于似

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中获得的锆石U-Pb同位素年

龄为660Ma③④。

2.2 苍山区

苍山区的热事件记录有超镁铁质岩、镁铁质岩和

长英质岩。镁铁质岩分布于苍山山脊的大沟箐和苍

山东坡。岩体侵入于中元古界苍山岩群中，出露面积

约 3.1km2。岩体边缘相为细粒角闪辉长岩，宽 150~
250m，边部10~15m具片理化和糜棱岩化。内部相为

单辉橄榄岩、辉石岩和角闪辉长岩，主量元素含量见

表 1。在角闪辉长岩中获得的K-Ar同位素年龄为

892.3Ma。苍山东坡的超镁铁质岩、镁铁质岩位于上

新庄西约300m、离周城约5km处，以往的地质文献称

其为周城岩体⑤。内部相为单辉橄榄岩和辉石岩，局

部见纯橄岩条带，边缘相为辉长岩[10]。

长英质岩类分布于苍山山脊，称为云弄峰花岗

岩。岩类有花岗闪长岩、花岗岩，SN走向，长约12km，

最宽4km，总面积约25km2，侵入于中元古界苍山岩群

及大坡箐角闪辉长岩中。其上与奥陶系大成村组呈

沉积接触（图3）,于似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中获得锆

石U-Pb同位素年龄为748Ma。另有少量晚期斜长

花岗岩、二长花岗岩侵入。界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K-Ar同位素年龄为164.5Ma，属喜马拉雅期⑤。

3 大理地区泛非期构造事件记录

大理地区泛非期构造事件记录为新元古代挖

色花岗岩和云弄峰花岗岩与奥陶系大成村组呈沉

积接触，缺失震旦系和寒武系。大成村组系1983年
1∶5万周城幅首创⑤，创名地为大理市挖色镇大成

（大成村）北东 500m处。岩性为灰白色、灰紫色中

层状至厚层状砾岩、含砾砂岩，夹灰黄色薄层状长

石石英砂岩，厚 14.3m，具滨海相特征。长石石英

砂岩具小型槽状交错层理，岩石成分成熟度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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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8m为新元古代花岗岩古风化壳，角砾成分主要

为花岗岩、少量角闪辉长岩，并有指示暴露标志的

不连续钟乳石条带。粉砂岩中产少量腕足类化石or⁃

this sp.，sinorthis typica，腹 足 类 Ecculiomphalus

kushanensis[9]④ 。大成村组与上覆中志留统阴阳山

组呈假整合接触，缺失下志留统。阴阳山组为

1983 年 1∶5 万周城幅新建，建组地与大成组村相

同。岩性为灰色、深灰色中层状泥质网纹状陆屑

图1 大理地区地质略图

Fig. 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Dali area
①—红河-程海断裂；②—大理-丽江-抗伯断裂；③—金沙江断裂；④—维西-乔后断裂；⑤—洱海断裂；Q—第

四系；E—古近系；K—白垩系；J—侏罗系；T—三叠系；P—二叠系；C—石炭系；D—泥盆系；S—志留

系；Od—奥陶系大成村组；O—奥陶系；Pt2c—中元古界苍山岩群；Pt1g—古元古界沟头箐岩群；

Jγ—侏罗纪花岗岩；Pt3υ—新元古代辉长岩；Pt3γ—新元古代花岗岩；1—地质界线；

2—沉积不整合；3—性质不明断层；4—逆断层；5—奥陶系滑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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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岩、细晶白云岩。白云岩中夹砂质条带，产牙

形石panderadus striatus striatus③。

大成村南 18km 的向阳村奥陶系层序完整。

1945年孙云铸先生最早研究该地区的奥陶系，并创

名下奥陶统“向阳组”，分下部砂岩层、上部页岩层，

采获大量古生物化石。1965年盛莘夫将其下部的

砂岩层命名为“海东组”[9]。后来的1∶20万、1∶5万区

域地质调查①③④均沿用“向阳组”一名。向阳组岩性

为灰色、黄绿色长石石英砂岩，厚1192m，产笔石、三

叶虫、腕足和牙形石化石。重要的属种有三叶虫

Neseuretus bimchnicus， Hanchugolithus xiang⁃

yangcnsis，H. multiseriatus，N eseuretus birmanicus，

Hoekaspis daliensis；笔石 Glyptograptus dentatus，Did⁃

ymograptus murchisoni，Cryptograptus schaferi。下奥

陶统向阳组与中奥陶统迎凤村组整合接触。迎凤

村组岩性为灰色-黄绿色砂岩、粉砂岩夹泥岩，厚

688m。产腕足类化石 Leplellina pulchra，牙形石Be⁃

lodella cf，erectua，Amorphognathus cf complicatus，

图2 宾川县干海子奥陶系大城村组与新元古代

花岗岩沉积不整合覆盖素描图

Fig. 2 Sedimentary unconformity sketch of Ordovician
Dashucun Formation and Late Proterozoic granite

in Ganhaizi of Binchuan County
1—砾岩；2—砂岩；3—灰岩；4—花岗岩；Od—奥陶系

大城村组；Pt3γ—新元古代花岗岩

图3 云弄峰花岗岩与下奥陶统大城村组接触关系剖面

Fig. 3 The contact relationship profile of Yunnongfeng
granite and the Lower Ordovician Dachengcun Formation

1—黑云二长花岗岩；2—花岗质砂砾岩；3—含砾长石砂岩；

4—长石质砂岩；5—钙质粉砂岩；7—平行不整合；

Pt3γ—新元古代花岗岩；Od—奥陶系大城村组；

S2y—中志留统阴阳山组

岩体名称

大沟箐岩体

周城岩体

云弄峰岩体

挖色岩体

岩 性

角闪辉长岩

苏长辉长岩

角闪辉长岩

角闪辉长岩

角闪辉长岩

石英闪长岩

黑云母花岗岩

黑云母花岗岩

黑云母花岗岩

黑云母花岗岩

黑云母花岗岩

黑云母花岗岩

黑云母花岗岩

黑云母花岗岩

SiO2

45.81

45.88

47.85

51.34

46.81

57.54

69.31

68.85

68.15

69.75

67.53

67.54

66.19

67.43

TiO2

0.51

1.94

2.86

1

3.05

0.96

0.74

0.55

1.21

1.22

0.77

0.64

0.54

0.3

Al2O3

12.2

14.65

18.12

19.33

16.49

16.54

15.19

14.32

15.08

14.09

15.26

14.62

15.47

16.71

Fe2O3

3.72

2.97

3.51

2.15

4.15

1.87

1.57

1.96

1.15

0.79

1.7

2.21

1.23

2.1

FeO

9.73

9.54

9

4.46

9.14

4.82

1.64

1.57

1.66

1.99

1.91

1.79

2.92

1.57

MnO

0.14

0.28

0.19

0.13

0.16

0.18

0.04

0.04

0.06

0.03

0.07

0.04

0.09

0.03

MgO

11.35

8.04

5.1

6.38

5.46

4.51

2.36

1.68

1.48

0.52

1.7

1.25

1.41

0.77

CaO

10.89

14.59

9.82

10.16

9.07

3.72

0.72

0.58

1.18

1.68

0.62

1.4

0.7

0.79

Na2O

2.11

1.51

3.32

3.36

3.93

3.32

3.53

3.7

4.94

3.92

3.91

3.91

4.55

4.35

K2O

1.15

0.37

1.09

1.53

0.71

2.69

1.72

4.34

2.96

4.2

3.36

3.85

3.97

3.41

P2O5

0.38

0.23

0.14

0.16

1.04

0.2

0.15

0.15

0.12

0.06

0.14

0.13

0.13

0.03

烧失量

2.84

1.76

1.83

1.99

1.53

1.83

2.13

1.61

2.42

总量

99.7

98.64

99.06

99.83

99.94

98.62

98.95

表1 大理地区侵入岩主量元素含量

Table 1 Analytical result of major elements content
of intrusive rocks from Dali ar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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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panderodus varicostatus，Cornuodus Longibasis

等。中奥陶统迎凤村组与上覆下志留统小湖西组

假整合接触，缺失上奥陶统。

4 讨 论

（1）地层对比

大理地区的古、中元古界苍山群与石鼓群差异

较大，不能对比，奥陶系—志留系与丽江地区也不

能对比，丽江地区奥陱系之下有下寒武统及新元古

界灯影组,具典型的扬子-华南陆块区特征，应为华

南陆块区自东向西的推覆体[13]⑥。但与青海、藏东的

元古宇及奥陶系可以对比，苍山群相当于宁多群，

罗平山岩组相当于草曲群。向阳组、迎凤村组相当

于青泥洞组和曾子顶组，二者的层序、岩性、化石和

厚度都非常相似。青海、藏东同样存在泛非期的构

造事件记录，下奥陶统青泥洞组假整合在古、中元

古界宁多群或新元古界草曲群之上，缺失震旦系和

寒武系。青海南部及藏东的下奥陶统青泥洞组、中奥

陶统曾子顶组呈孤立的地体产出，NE—SW走向，出

露面积小的不足1km2，大的可达144km2，除与上三叠

统甲丕拉组、古近系贡觉组不整合接触外，与其他地

层均呈断层接触。这些零星分布的奥陶纪地体可能

是印支旱期从青海自北而南来的滑移体。

（2）板块划分

大理地区既然存在泛非期构造-热事件记录，

且奥陶系与青海、藏东可以对比，那么板块构造划

分应归属西藏-三江造山系。目前，云南通行的板

块构造划分方案为扬子-华南陆块区与西藏-三江

造山系，南部以衰牢山断裂为界，至下关转西沿西

洱河断裂至乔后，转北至剑川沿金沙江至小中旬再

转东至四川木里，与甘孜-理塘断裂相交[11-12]。不久

前，笔者根据石鼓—下桥头一带沿金沙江江谷及两

岸出露的大量三叠纪双峰式火山岩认为，原划的板

块缝合线实属推覆断层。故将两大板块的界线向

南移至剑川-丽江-三江口断裂[13]。目前看，两大板

块的界线南部仍以衰牢山断裂为界，北部以弥渡-
程海断裂为界（图1-B）。程海断裂在云南板块构造

划分中作为Ⅲ级构造单元中的楚雄陆内盆地和丽

江-盐源陆缘褶皱断裂带的分界断裂。

5 结 论

（1）大理地区存在较完整的新元古代泛非期构

造-热事件记录，其地层构造可与青海南部及藏东

进行对比。

（2）大理地区板块构造划分应归属于西藏-三江

造山系中的扬子西缘多岛-弧-系，西藏-三江造山系

与扬子-华南陆块的界限应移至红河-程海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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