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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盆地的准同生砾石与盆地构造反转

钟建华
r

张琴华

(西北大学地质系 ) (中国科学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 )

〔内容提要 〕 对衡阳盆地的柏坊
、

双塘及店门三个含准同生砾石的剖面进行了研究
,

并揭示了

该盆地在早白蟹世未沿南北向中轴发生了强烈的构造反转
.

关健词
:

衡阳盆地 准同生砾石 构造反转

构造反转 s( t ur ct ur al in ve sr io n) 的涵义是指沉积盆地因构造运动而转变成构造高地
,

或

者原先的构造高地因构造运动而转变为沉积盆地
。

近几年来
,

构造反转的概念不断得到了发展和引伸
,

凡是各种构造或应力场发生性质的

逆转变北均可称为构造反转
,

如正断层转化成逆断层
,

或逆断层转化成正断层
;
压应力场转

变为张应力场
,

或张应力场转变为压应力场等等
。

笔者在 1 9 9 2年秋对衡阳盆地的中
、

新生代沉积建造进行观察研究时
,

发现了分布比较

广泛和成因比较独特的准同生砾石
,

其中以盆地南北向中轴南端的柏坊铜矿剖面
、

中部的双

塘剖面及北端的店门剖面最为典型和最具有意义
。

它们的存在反映了衡阳盆地在早白里世

末沿南北向中轴发生了强烈的构造反转
,

形成了今天所见到的鼻状构造
。

1 衡阳盆地的一般特征

衡阳盆地位于湖南省东南部 (图 1 )
,

呈不规则片状
,

面积约 700 k0 m 2 。

盆地内堆积了白

里纪至早第三纪的一套很厚的紫红色
、

红棕色夹褐黄色或深灰色的泥岩
、

粉砂岩
、

砂岩
、

含砾

砂岩和砾岩
`

下第三系有含铜砂岩
、

盐岩
、

钙芒硝和石青
。

白里系厚 2 600 一50 00 二
,

下第三系

厚 2 o 00 m 左右
. ,

主要为一套陆相河流
、

三角洲及湖泊相沉积
,

自下而上分别称为东井组
、

神

皇山组 (下白蟹统 )
、

戴家坪组
、

东塘组 (上白垄统 )
,

霞流市组及果木坪组 (下第三系 )
.

衡阳盆地四周花岗岩发育
,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衡山
、

衡东
、

太义
、

阳明山及关帝庙岩体
.

除关帝庙岩体外
,

其余均为燕山期岩体
。

盆地内部有少量小型岩体或岩墙出露
,

如盆地西部

的鸡笼山花岗岩岩体
、

盆地东部的小型玄武岩岩墙 ( lR )
,

从已收集到的资料看来
,
岩浆活动

主要发育于燕山期
,

早
、

晚白里世之间岩浆活动比较强烈
。

盆地内部构造线方向以 N E 或 N N E 向为主
。

在盆地 N N E 向中轴部位发育了一系列较

大规模的 N N E 和 N E 向断裂
,

断裂切割和差异升降导致沿盆地南北向中轴出露了盆地的

基底断块 (图 1 )
,

形成了一个几乎纵贯盆地南北向的鼻状构造
。

盆地基底褶皱强烈
,

而盖篇

. 本文 1 9 94 年 1 1 月 3 日收稿
.

. 湖南煤炭资料汇编 (衡阳地区分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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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很弱
。

2
·

准同生砾石及其剖面
的二般特征

’
、 、 、

本文中的
“

准同生砾石
”

是指经过

了明显的成岩作用
,

即已发生了明显

的固结和弱胶结
,

但程度尚不太深的

岩石因构造运动的影响而抬升隆起
,

`

被剥蚀
、

破碎和搬运而重新堆积的一

种砾石
.

准同生砾石的某些岩石学特点与

周围的
“
基质

”

有所近似
,

如衡阳盆地

的准同生砾石颜色与周围的
“
基质

”

相

同
,

均为红棕色
,

表明了形成准
几

同生砾

石母岩的某些沉积条件与形成
“

基质
”

的相似
,

均是在一种湿热的气候条件

下所形成的
。

一

2
.

1 柏坊铜矿含准同生砾石剖面

柏坊铜矿位于衡阳盆地南北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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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

万 卜犷彩…理
. 两 “̀
久乒

`”

麟
D P

.

妮一浏井K :
.

/ C ” 了 来阳o/
。 常宁

乙 _ _ _ _ 一 一 ,
( ) 3若, k一11

L
_

.

匡习
l

巨习
“

巨习
3

图 1 衡阳盆地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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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南端 (图 1 中标注的
“
1” 部位 )

。

在 1= p r se
e n ,刁 a , b a s i n b o u

dns yr , 2 = in fe r r e d ob u n d a r y ,

柏坊铜矿的冶炼厂门口左侧可以见到 3二 se ict o IcO at i o n

一个非同寻常的剖面
,

该剖面长约 8恤
,

高 2一 4m
,

外貌上具复理石建造特征 (图 2 )
.

砂
、

泥

岩交互成层出现
,

一般厚度 20 一 4 0c m
。

泥岩较松软
,

易于风化 ;砂岩相对较硬
,

但也易于风

化
。

砂岩中往往具有交错层理和细小的泥片或泥砾 (直径多在 2一 6m m 之间 )
,

此外还有大

量准同生砾石 (图 2)
。

由于准同生砾石的成岩深度明显高于周围的物质
,

所以遭受风化后呈

枣粒或鸡蛋状顺粒突出出来
。

柏坊的准同生砾石颜色略浅于四周的物质
,

砾径多在 2一 c3 m 之间
,

大者直径可达 4一

阮。
.

形态多为椭何形
,

具有一定的磨圆度
,

内部往往可见小型层理
,

有的还有虫迹 (图 2 )
。

准

同生砾石的分选性和成熟度均明显高于四周物质
,

长轴多平行层面排列
,

分层出现 (图 2 )
,

2
.

2 双塘含准同生砾石剖面

在衡阳盆地中部
、

衡阳市酉 20 多公里的双塘附近也可以看到一个含准同生砾石的剖面

(图 1 中标示
“
2 ”

的部位 )
.

其一般特点与柏坊铜矿剖面相近
,

所不同的是准同生砾石相对较

少
,

而与层理基本垂直的虫迹则非常发育
。

2
.

3 店门含准同生砾石剖面
,

在衡阳盆地北端的店门附近 (图 1 中标注
“
3

”

的部位 )
,

可以见到一含准同生砾石的砾岩
’

剖面
.

砾岩厚 2一 3m
,

砾石成分主要为石英岩
、

板岩
、

片岩
、

灰岩
、

隧石及准同生砾
。

准同生砾

石为红色细砂岩
,

砾径多在 2一 3c m
,

具有一定程度的磨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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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衡阳柏坊铜矿含准同生砾石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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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准同生砾石的构造反转意义
上

·

飞
`

一

上述三个含准同生砾石剖面其层位都是在晚白荃世底部
·

由于准同生砾石在成岩深度

上明最高于周围的物质
,

因此形成准同生砾石的母岩一定是晚白圣世之前的
; 又由于它们都

是红色的
,

且成岩深度及其它岩性特征明显不同于古生界及前寒武纪基底
,

因此笔者认为它

们是由刚形成不久的早白里世红色砂岩所形成的
。

图 1表明
,

柏坊
、

双塘及店门剖面位于衡

阳盆地南北向中轴的南端
、

中部和北端
,

因此它们的存在揭示了衡阳盆地在晚白整世朱沿南

北向中轴发生了隆起抬升
,

盆地的沉降中心在某些部位转变成了隆起高地而成为蚀源区
,

发

生了构造反转 (图 3 )
.

衡阳盆地在早白蟹纪末发生构造反转并非仅仅记录和表现在上述三个剖面的准同生砾

石上
,

在区域性分布的岩浆岩上也肴很好的表现
,

如在离柏仿铜矿含准同生砾石剖面约

13 km 远的水口山就有年龄值为 l0 5M a( 见图 1) 的花岗闪长岩体分布
。

此外
,

在盆地的其它

地方也能见到一些 K , / K :
之间的岩浆岩体和热液矿化现象

.

这些现象表明了衡阳盆地在

早
、

晚白里世之间发生了构造
一

岩浆
“

活化
” 。

衡阳盆地在早白噩世未发生的构造反转正是这

种
“

活化
”

的
“

产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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