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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五 台运动对构造格局的影响

五台运动表现的地区
,

主要是在华北的五 台山区
、

太行山区
、

冀东
、

鲁西
、

豫西地区以及

东北的辽 东地区
,

其绝对年龄时限大致为 22 一 23 亿年
。

现已证实
,

经历五台运动后
,

华北地

区的克拉通化更加明显
,

被认为属于中国境内克拉通化最早与最完备的地 区
。

在太古宙末

期
,

华北古陆块与西部的塔里木古陆块可能相联的局面至早元古宙末期已逐渐解体
;
并且这

是发生在硅铝壳或陆壳内的
。

由于早元古宙时的基本构造格局系太古宙时的延续
,

所以可归

之于同一大地构造的演化阶段
。

然而
,

早期元古宙末期的五台运动使克拉通内部出现了裂陷槽
,

所以使元古宙中期的沉

积受控于这样一种新的构造格局
。

在板块构造术语中
,

au l ac og en 也曾被称为坳 :筑谷
;

但此处

所述是前寒武纪的裂陷作用产物
。

旧时也曾名为准地槽或台陷带
。

在华北的北缘
,

当时有燕

山裂陷槽
,

而其南缘则有晋豫陕裂陷槽
,

二者均被 巨厚沉积所充填
,

并发育火山岩系
; 这些沉

积一火山岩系
,

已属 吕梁构造旋回阶段产物
。

大体上看
,

在五台构造旋回之后
,

中国的古陆块

呈分散分布
,

如鄂尔多斯
、

冀鲁
一

河淮古陆块 ,而大别山区
、

塔里木盆地南部
、

川中与康滇地区

也可能有中
、

小型古陆块存在
。

但对于中元古宙时的大地构造演化的认识
,

关键在于漳沱群

的归属
。

如果认为在层位上高于五台群的潭沱群与长城系之间应属于同时异相
,

而潭沱群的

分布即可表明当时海槽的位置
。

当然
,

严格地讲
,

是当时发生褶皱的位置而并非洋盆的轮廓
。

但是
,

另一方面
,

应注意到五台运动 I 期和 n 期作用产生过一些北东向的断裂
、

这些断裂无

疑会控制沉积溥沱群的海槽
;在津沱群沉积后

,

又遭受 吕梁运动的影响而发生形变
。

当吕梁

运动期间
,

原先业已形变的五台群
、

阜平群等均曾再次形变
,

造成构造叠加
.

使早期褶皱益加

紧密
。

除北东向构造线外
,

尚有北西及北北西向扭性断裂共生
。

五台运动所形成的裂陷槽内的充填物质
,

基本 上均受形变与变质
,

成为低级变质的沉积

岩系
,

达到绿片岩相者不多
。

五台山区潭沱群下部属变质碎屑岩系及碳酸盐岩
,

有明显的旋

回沉积特征 ,中部以富叠层石的白云岩为主
,

夹有一些千枚岩
、

板岩
; 上部为磨拉斯相

。

因而

在宏观上构成一大型沉积旋回
。

在滩沱群的下部与中部常多火山岩夹层
,

钾
一

氨法所测年龄

数值为 19
.

2」亿年
,

可理解为漳沱群开始变质的年龄
。

目前所见北东向复式向斜
,

主要由吕梁

运动所形成
。

由于对潭沱群的归属存在争议
,

致使有人提出取消吕梁运动这一术语
。

在吕梁



I gR g年 第 3期 中国元古宙地质构造格局演化对于沉积作用的控制

山北段
.

寒武系的霍山砂岩的确与野鸡山群间有角度不整合关系
,

其同位 素年龄相差 10 亿

年以 上
。

因此
,

不能否定吕梁运动
。

吕梁山系由复背斜组成
,

核部属太古宙与早元古宙岩系
,

东西两翼 盖以中
、

上元古宇
。

在同位素年龄上
,

盖层与基底间只相差 0
.

6亿年
.

可以作为吕梁

运动的时限
。

若依构造运动面作为此类古老岩系时限划分的标志
,

则吕梁运动应可作为中期

元古宙的上限
。

由重力作用所产生的次级褶皱
,

以及潭沱群上部磨拉斯相的被褶皱
,

可反映

出吕梁运动的强烈程度
。

在裂陷槽内的沉积充填与基性岩浆活动
,

表明当时陆壳常欠稳定
.

但 已有逐渐融合的趋势
。

对于这类古 老岩系的研究
,

过去在地层划分及层位问题上曾有长期争议
;
近年由构造环

境考虑沉积变质层系
.

并配合同位素年龄测定
,

问题比较易于理解
,

从而得到合理解决
。

这也

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

如果只考虑地层而忽视构造环境
,

那就很难解决此等疑难
。

二
、

中期元古宙的构造格局

现今仍有人主张将五台群归之于晚期太古宙
,

从而使潭沱群划归下元古宇
。

但依照现今

国际上对于太古宙和元古宙的时限多划在 25 一 26 亿年间
,

因而将五台群归属 于早元古宙
、

而将漳沱群归之于中期元古宙岩系比较适宜
。

但对于能够和潭沱群对比的岩系
,

除 了华北及

东北 南部地区 以外
,

还很难肯定
。

即使冀东的朱杖子群
,

在岩性上也与津沱群有所不同
; 乃片

岩
、

石英 片岩
、

变质砾岩与变质火山岩组成
。

其 下界以角度不整合与
一

F伏单塔子群接触
,

而上

覆地层为长城系
。

朱杖子群的同位素年龄值有 20
.

6亿年
,

因而在层位上似应可与漳沱群相

当
。

在冀北地 区以砂岩
、

板岩
、

千枚岩
、

片岩为主并夹有结晶灰岩及大理岩的化德群
、

也应为

层位相当的岩系
。

在豫西一带
,

由片岩
、

片麻岩所组成的红安群
,

应为细碧一石英角斑岩和陆源碎屑一碳

酸盐岩构成的火山一沉积岩系变质而成
。

底部的陆源碎屑一碳酸盐岩反映出沉积部位系在

当时业已隆起的古陆边缘
。

因此
,

在早元古宙时大别山区已成古陆
,

自可缺失与五台群相当

的层位
。

红安群的 1 8
.

5亿年的同位素年龄值也可作为大致相当于漳沱群的佐证
。

并且
.

其下

伏以角度不整合接触的大别群业已归属太古宙晚期产物
。

辽宁南部的辽河群
,

同位素年龄值为 17 一 20 亿年
,

为一套以陆源碎屑一火山岩一粘土

岩一碳酸盐岩为主的岩系
;
其下伏的宽甸群同位素年龄值为 2D 一25 亿年

。

因而辽河群应与

漳沱群相当
,

况且
,

它上部的退覆层可与底部厚逾百米的含巨砾的底砾岩标志有一完整沉积

旋回
.

其沉积部位当已邻近古陆边缘
。

由于后期构造运动影响
,

辽河群方呈现宽阔的复式 向

斜
。

晋冀交境的甘陶河群
、

中条群及野鸡山群
,

主要由砾岩
、

长石砂岩
、

千枚岩
、

碳酸盐岩构

成
,

夹少量基性及酸性火山岩
。

在沉积上
,

旋回性明显
,

并构成同斜倒转的复式向斜
。

总的看来
.

上述这些与津沱群相当的岩系
,

均 出现于当时的古陆块 之间
.

所受到的古陆

的影响及吕梁运动的作用也是大致累同的
。

曾有人以同位素年龄值及原岩的沉积特征为标

志而将五台群置于下元古宇内
。

但古老岩系的划分
,

须得考虑构造演 化情况
、

由此 出发
、

则代

表五台运动的角度不整合应为下
、

中元古宇的分 界
,

而吕梁运动则应属中
、

上元古宇的分 界
。

因此
,

视漳沱群为中元古宇比较相宜
。

至于华北古陆南缘的熊耳群
,

其同位素年龄测 得 1 7
.

86 亿年
,

显然应为吕梁运动后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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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

在南方
.

云南的哀牢山群
、

大红山群
、

元谋群
.

其同
一

位素年龄值均在 ! B亿至 19
.

3亿年之

间
,

应可与津沱群相对比
。

此等浅变质岩系均受龙山运动 (与吕梁运动相 当 )影响
,

遭到褶皱

断裂
。

因侵入米易片麻岩内的橄榄岩体的同位素年龄值为 1 9
.

刁一 性9
.

5忆年
,

所以龙山运动应

发生于距今 比一 19 亿年前
。

大红山群的沉想变质岩系内
,

夹有富钠变质 火山岩
、

硅质岩及

中酸性火山岩
,

清楚地表明了应存在有更古老的岩系构成的物源区
。

在中国西部
.

青海北部的中
、

深度变质岩系与棍合岩化及花岗岩化J乍用中反映 吕梁运动

的影响
,

并表明青藏北部古陆块业已形成
;
塔里木古陆块在当时也仍存在

。

三
、

晚期元舌常 的约造格局与 沉积

中国南部在黔东北梵净 山
、

挂北九方大山
、

元宝 山及湘中雪峰山等地所出露的梵净山

群
、

四堡群
、

冷家 溪群
,

其沉积特征均颇相似
,

系具复理石韵律的深海浊积岩所变质成的板

岩
、

片岩系
,

夹有基性及超基性火山
一

岩及火山碎屑岩
、

细碧角斑岩
.

因受四堡运动 `即武陵运

动或梵净运动
,

也称东安运动 )影响
.

地层有强烈形变
,

成紧密线形褶皱
.

断裂以东西向为主
.

N E 向次之
。

同时
,

伴有相当强的岩浆活动
。

因构造运动较龙山运动为迟
。

是以上述地层可归

属晚元古容早期
,

并可与长城群对 比
。

四堡运动对于申国南方古陆块的周结与增生显然有重

要作用
。

四堡群中所含圆化错石的同位素年龄有 27 月 盈亿年
,

反映了物源区
,

应有太古宙岩系
,

而月
.

应当处于古陆块的核心部位
。

据 目前的资料
,

扬子古陆块的核心
,

其褶皱固结可能在 16 亿年前完成
。

如果神农架群

较蛀岭群为新
,

则构成基底岩系的峻岭群可相当于 四堡群
。

峻岭群为一套副变质岩系
,

被斜

长花岗岩质的巨大岩基所侵入
,

局部有基性
、

超基性…岩所成的正变质岩
;
均受花岗岩化与混

合岩化作用影响
。

二

推测原岩应为含铁筷质泥灰岩
、
泥砂岩及嗽酸盐岩

。

它与神农架群并无直

接接触
,

且二者的原岩与变质程度均不相同
。

神农架群属浅变质岩系
.

由砂泥岩与碳酸盐岩

组成一正旋回
,

是为亚群
,
共由三个亚群构成整体的岩系

,

而亚群之何均 见不整合面
。

应当认

为神农架群为四堡运动使蛀岭群成为古际核后的边缘相沉租
。

由于碳酸盐岩占到 2/ 3 以

上
,

而上
、

下亚群中夹有细碧角斑岩
.

所以
,

理应与中国北方的蓟县系与青白 口 系相当
,

而不

能与长城 系对 比
。

最近也有人认为控岭群应代表整个元古宙
,

这样
,

神农架群即可能相当于

峻岭群的一部分
、

此点尚待进一步研究
。

四堡群的岩性特征
,

已表明当时的构造环境相当活跃
。

估计沉积范围可达滇东
、

黔南
、

桂

北一带
,

但有个别陆岛 (即古陆核 )如摩天岭
、

元宝 山
、

滇中等
,

在川鄂一带
,

当时应属陆缘沉

积
,

层系内有时可见平行不整合
,

颇类似于克拉能通内裂陷槽沉积
。

依上述情况
,

可知在四堡构造期
,

中国南方的偏北部
,

尽显稳定
.

与中国北方的长城系
、

蓟县系
、

青 白口 系相当的沉积也渐有发现
。

中国南方的板溪群与之相当的岩系
,

基本上为一

套浅变质的碎 屑岩系
.

局部有变质凝灰岩及安山岩
,

并与下伏四堡花岗岩呈沉积接触
,

这一

接触面即代表四堡运 动
:
而板溪群本身的宽缓攫皱

、

断裂
,

表现以 N￡ 向为主
,

且有酸性 火成

岩体侵 入
.

应由雪峰运动所产生
。

九岭花岗岩的同位素年龄为 8
.

13 亿年
.

即可作为雪峰运动

的时限
。

在康滇地区似不整合覆于大红山群之上的下昆阳群 `下会理群 ) 系由颇岩
、

变质砂岩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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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岩及中
、

基性 火山岩组成
,

因同位素年龄达 17
.

6亿年
,

或可与中国北方的长城系对比
。

其上的上昆阳群 (上会理群 )
,

为千枚岩
、

板
,

岩夹结晶灰岩及中酸 火山岩系
、

众多的同位 素年

龄介于 9
.

! 亿至 13
.

0亿年之间
.

应可与蓟县及青 白口 系相当
。

如果上
、

下昆阳群间确为角度不

整合
,

则代表东川运动 (或满银沟运动 )
,

也 因此使下昆阳群呈现 E一w 向为主的紧密倒转

褶皱与众多断裂
,

并产生基性
、

超基性岩浆活动
。

上 昆阳群与上覆震 旦系之间的角度不整合
,

应为晋宁运动 (或雪峰运动 )所产生
。

总的看来
,

晚期元古宙的大部 分时期
,

在中国南方应属于岛弧
一

海沟体系的活动陆缘
。

许

多弧后沉积层系均可作为佐证
。

中国北方则在吕梁运动之后基本固结
,

以后即产生较为稳定

的构造环境
,

从而控制着稳定型的沉积层系
。

长城系的底 界标志着一个新的构造演 化阶段的

开始
,

其时限为 18 亿年前
.

恰与 J
.

D a w s on 所提出的距今 18 亿至 9 亿年 为一地质时期的意

见相合
。

从华北的蓟县剖面分析
,

基本上未变质的沉积岩及少量火山岩层 系厚达万米
,

地层

的连续性反映了稳定陆块 内部沉积的特性
,

其极移轨迹与磁性地层学资料
.

表明在常州沟组

沉积时
,

应处于高纬度 区
; 当雾迷山组沉积时 (距今 13 亿年 ) 却已位于赤道附近

。

这种视极

移轨道痕迹如何与板块 的运动相联系
,

至今尚待研究
,

并且极移的速度要迅速得多
.

为一值

得重视的问题
,

在地层剖面上
.

长城 系
、

蓟县系
、

青白口系均具有由碎屑相至碳酸盐相的旋回

沉积特征
。

长城系内的大红峪组与团山子组之间有明显的平行不整 合
,

但长城系与蓟县系之

间却多呈整合接触
,

且蓟县系与青白口 系间也多为平行不整合
。

此等接触关系可反映当时沉

积的底盘比较稳定
,

现仅蓟县一带的青 白 口 系与上覆的下寒武统府君 山组间有局部的角度

不整 合
,

代表蓟县运动
,

可相当于中国南部的雪峰运动
。

在豫
、

陕交境处的熊耳群
,

系晚期元古宙初始阶段的大规模陆相火 山岩系
,

层位上 可相

当于长城系
;这是基于它的同位素年龄有 17

.

8 6亿年而推定的
。

此区由海相碎屑及碳酸盐岩

沉积组成的洛南群
.

可相当于蓟县群
。

由于此区已属稳定陆块南缘较活动地带
、

所以沉降幅

度较大
.

且沉积中心不断向南转移
,

致使与青白 口群相当的亲川群上部 的碎屑岩及碳酸盐岩

的沉积部位更向南移
。

由上述
.

华北地区在晚元古宙时业已稳定固结
,

可以置信
; 其 内部拗陷地带接受较多沉

积也是可以理解的
。

晚元古宙早期时
,

北缘应属被动陆缘
; 而南缘则为活动陆缘

·

古秦岭海巾

岛弧及弧后海槽反映了这种特 证
。

若信阳至佛子岭一带 为广海的板块俯冲带
.

则大别地块可

以作为一独立地块
.

甚或归入 中国南部系统
。

当时的中 国南部
,

扬子地块已具雏型
.

武当边缘

隆起业已形成
,

酉 南缘的昆阳 会理弧后海槽内沉积 r 昆 阳群与会理 群
;

东南缘的广大华南

地 区则有系列岛弧与边缘海
,

呈雁行式排列
,

成为一种特殊构造格局
。

在扬子地块 内的神农

架裂陷槽 内的沉积表明这种岛弧与边缘海环境似为当时的特点
。

这种裂陷槽
,

与大洋底的扩

张环境显然不同
.

不应混淆
。

四
、

中国晚元古宙末期的构造轮廓与沉积作用

在雪峰运动之后
,

中国即进入晚元古宙末期阶段
,

即震旦纪时期
。

素以具特殊的古气候

条件著称
.

当与全球性寒冷气候密切相关
。

依同位素年龄
,

当时的冰期可有 A
、

B
、

C
、

D 四期
,

但中国可能 只有 B
、

C
、

D 三期
。

中国南方 的震旦 系共 包含 6 个岩组
.

即莲沱组
、

古城组
、

大塘

坡组
、

南沱组
、

陡山沱组
、

灯影组
。

通常将最上部的两个组划归上统
,

而下部的 月个组归属于



岩 相 古 地 理

下统
。

震旦 系的两套冰碳岩系
,

均由冰碳的含砾砂泥岩组成
,

可夹海相碎屑岩层及碳酸盐岩

透镜体
.

局部伴有海底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

目前所测古地磁数据
,

显示大塘坡组至灯影组

沉积时的古纬度较低
,

究应如何解释
,

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

一种可能为海拔较高或古气候异

常
,

另一可能为板块移位加磁极迁移影响
。

至子华北地块
,

除东北缘及西南缘外
,

普遍缺少震旦系
。

东北南部的复县
、

金县一带的永

宁群
、

细河群与辽南群的层位归属 、 一直存有争议
。

前二者大体上可与青白口 系相当
,

而以碳

酸盐岩为主的辽南群
,

由于同位素年龄介于 6
.

3亿与 8
,

2亿年之间 (可能有 0
.

5亿年误差 ! )
,

显

然应相当于震旦系
,

但未发现冰破
,

是一难解朴 六的下 豫西
、

陕南一带的罗圈组
、

凤台组等

地层
,

均位于下寒武统之下
,

以平行不整合接触或角度不整合接触
,

且 罗圈组底部常有冰破

层
,

此等地层当属震旦系无疑
。

中国西北地区在晚元古宙时有相当发育的冰破
,

以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典型
。

在库鲁克塔

格共见 3 个冰碳层位
。

震旦纪早期的古城冰期
.

在此地区为正常海相夹火山岩
、

浊积岩
;
其

后的南沱冰期
,

主要为广泛分布的冰破
。

到震旦纪晚期的罗圈冰期
,

则冰债层仅见于塔里木

盆地北部
,

似应为大陆冰川
。

柴达盆地北缘的震旦纪冰斌层即红铁沟组
.

其上段为纹层状白

云质冰破含砾砂泥岩
.

实际上应属海陆过渡相
。

除上述地区外
.

应当注意到
,

在苏皖北部的淮南群
,

同位素年龄在 8 亿年左右
,

理应可与

青白 口系相 当 ; 其上筱的徐淮群的钾
一

氢同位素年龄为 7
.

38 亿年
,

而徐淮群顶部的碎屑岩及

碳酸盐岩层的同位素年龄为6
.

行亿年
。

若依此
,

则徐淮群应归入震旦 系
。

同时
,

在峡东的神

农架群
,

其上部也有可能存在震旦纪的沉积
。

基于上述
,

可知当震旦纪时
,

华北
、

扬子
、

塔里木
、

柴达木等稳定地块 〔克拉通 )均 已形成
.

仅部分裂陷槽与陆缘有海相沉积形成
,

而全球性寒冷气候导致形成广泛的冰破 层
。

与此同

时
,

稳定地块之间均甚活跃
,

川西及天山地区的裂谷与 火山活动可为代表
。

这也表明
,

当时的

构造格局比较复杂
,

而海域也远较现今所见褶皱范围宽阔
。

从构造演化上看
,

晋宁运动形成

的不整合更具有划分元古宙与显生宙的重要意义
。

目前从岩相古地理的分析研究来看
,

上述

稳定地块的定位与其间的活动海区的重塑确为一复杂问题
,

不可能以固定论观点得到解决
。

了解当时大地构造格局对沉积相的控制
,

实为关键
,

应予足够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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