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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地区晚震旦世至早古生代

古地理轮廓分析与推覆作用

夏 竹 蔡学林 草建雄
(成都理工学院 )

〔内容提要〕 本文在综合前人地质成果的基础上
,

对该区晚震且世一早古生代的古地理特征重

新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

认为武当山地区在震旦纪至古生代是沉积区而非古陆区
,

印支运动以来

的推筱作用塑造 了该区现令的
“

古隆起
”

构造格局
。

关桩词 武当山 古地理 推极作用

位于湖北省境内
、

地处鄂西北的武当山地区属秦岭造山带中一种最重要的变形构造带
,

该

区主要是中上元古界武当山群变质岩系裸露区
。

长期以来地学界一直将它作为自震旦纪以来
“

武当
一

淮阳古隆起
”

构成的地块来研究
。

自1 9 8 8 年蔡学林教授首次正式提出
“ 武当山推覆构

造
”
至今

,

众多的高校
、

科研及生产单位相继在武当山地区进行了研究
,

并已取得了很大进展
。

《武当山推覆构造的形成与演化 》专著主要从构造变形角度对武当山推覆体的形成机理与演化

做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

笔者从承担其中的关于该区前寒武系及早古生界志留系等若干疑难地

层的研究成果中 l[ 一 `〕 ,

从地层角度证实了武当山地区确为一巨大推极体
,

但本区震旦纪一早古

生代的岩相古地理特征所反映的沉积演化史以及与推覆作用之间的关系尚需讨论
。

1 地层区划

武当山地区的地层学研究始于本世纪 20 年代
,

已有 70 余年的历史
,

但进展与分歧始终并

存
。

鉴于该区复杂的构造格局
,

多期变形
、

变质作用和推覆作用影响
,

笔者采用综合地层学的方

法重新对武当山地区的地层分布与发育
、

古构造古地理特征等诸多方面进行清理
、

分析与研

究
,

以构造地层学为主线
,

初步建立起武当山推覆体地层系统 (表 1 )
.

该表按构造部位划分出推

覆体地层系统和下伏地层系统
,

后者由于地层分区的不同
,

并以东径 1 1。
。

3 0’ 为界
,

进一步分为

东段扬子型和西段秦岭型 (图 1 )
,

它们均被秦岭型的上覆地层系统叠覆
。

构成武当山推覆体的

地层以武当山群为主
,

其次是耀岭河群
、

震旦系上统陡山沱组和灯影组及寒武系
,

以及推覆体

形成后的第三系
。

东段扬子型地层系统位于扬子板块北部边缘
、

青峰韧性剪切带以南地区
,

地

层近东西向展布
,

主要由震旦系上统
、

寒武系
、

奥陶系
、

志留系及侏罗系下统组成
。

西段秦岭型

地层系统分布于青峰韧性剪切带以南的竹山地区
,

常呈北西西至南东方向展布
,

主要 由震旦系

及早古生界浅变质岩系构成
,

它是平利推覆体的组成部分且叠置在扬子型地层系统之上
。

O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4 8 8 0 13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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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积相分析

中元古代时期
,

本区位于扬子型地块北缘古裂谷带
,

属秦岭再生原地槽系二部分阁
,

以

武当山群双模式海相火山岩系为代表
,

西部的碧口群与此相似
.

晋宁运动使秦岭海槽关闭
、

扬子古板块与华北古板块碰撞
,

但焊接作用不强
,

成为构造软弱地带
。

由此推论
,

本区不存在

古隆起基底条件
。

晚元古代开始
,

随着本区伸展作用的增强与发展
,

地壳再度发生下沉
,

堆积

了较厚的耀岭河群海相火 山
一

沉积岩系
,

属双模式岩套
,

而裂谷边缘发育冰水沉积比幻
。

在神

农架地区则为岛状古陆区
〔? 〕

。

整个晚震旦世
,

鄂西北地区表现为两台一盆的古地理格局
:

郧丹地区和神农架地区均为

碳酸盐台地
;
武当山及其以西地区为次深海盆地 (图 2 )

。

郧丹地区在早震旦世多为浅海火山

盆地相
,

其碳酸盐台地是在陡山沱晚期才开始发育起来的
,

台地南缘分布有台地前缘一陆棚

内缘斜坡相
,

再向南与武当山次深海盆地逐渐过渡
.

武当山次深水盆地相在陡山沱期发育钙

质页岩
、

碳质页岩
、

泥硅质岩
、

硅质岩及少量微晶灰岩
、

薄层含锰灰岩
、

锰质岩或硅灰岩透镜

体等 ;据梁传茂 [幻研究
,

本区还发现有等深岩沉积
,

进一步证明武当山区当时水体较深
。

灯影

期发育黑色硅质岩
、

硅质白云岩
、

白云质石英粉砂岩
、

碳质板岩
、

千枚岩
、

大理岩等
,

亦属次深

海盆地相
。

神农架地区碳酸盐台地是在陡山沱早期陆源碎屑浅海陆棚相的基础上于陡山沱

晚期发展起来的
,

分布范围仅限于保康
、

荆门至鹤峰一线到外缘谷城南河一带
;
陡山沱晚期

曰口团曰

图 2 湖北省晚震旦世陡山沱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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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碳质页岩
、

硅质岩和碳酸盐岩
,

含锰
、

碳
、

磷
、

铁质
,

属局限台地相 3[]
;
灯影期碳酸盐台地

进一步向西
、

北
、

东扩展
,

发育开阔海一局限海台地相
,

而台地边缘分布少量叠层石礁相和浅

滩相
,

向北台地外缘亦常发育台地前缘一陆棚内缘斜坡相
,

再往北与武当山次深海盆地相相

交
。

据我们研究得知
,

武当山东段石花镇红山地区由于受逆冲推覆作用影响
,

使郧丹地区碳

酸盐台地相超覆于神农架地区碳酸盐台地相之上
,

因此
,

地表就缺失次深水盆地相沉积记录
(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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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武当山地区晚震旦世灯影期变位后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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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丹地区碳酸盐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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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丹地区在早寒武世早期曾下降
,

与武当山地区深海盆地混成一体
,

到早寒武世中晚期

至中寒武世转变成浅海陆棚环境
,

晚寒武世重新发展成开阔海一局限海台地
,

地层中常见三

叶虫和腕足类化石
。

早
、

中奥陶世基本继承了晚寒武世古地理格局
,

晚奥陶世至早志留世总

体为浅海陆棚环境
,

中晚志留世逐渐转变为滨岸潮坪环境
。

武当山地区早寒武世早期发育海相黑 色岩系 (图 4 )
,

为富含有机质和浮游生物的黑色碳

质页岩或板岩
、

黑色硅质岩夹石煤层
,

其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钒
、

钥
、

铀
、

镍
、

稀有元素
、

石煤
、

绿松石等
,

有着巨大
、

潜在的经济价值
。

这套海相黑色岩系是大洋缺氧事件的物质表现和沉

积记录
,

是强烈伸展和构造沉降的深海盆地环境的产物闭
。

此时的深海沉积盆地向北扩展到

郧丹地区
。

早寒武世中晚期至晚寒武世
,

深海沉积盆地又恢复到晚震旦世时的面貌
,

地层中

生物稀少
,

偶见软舌螺
、

海绵骨针
、

放射虫
、

三叶虫等化石
。

奥陶纪时
,

因郧丹地区碳酸盐台地

之南缘的浅海陆棚向南扩大
,

此时的深海盆地向南龟缩 (图 5 )
,

岩性以粉砂质泥质岩为主夹

少量细晶灰岩或白云岩
,

而南缘有少量玄武岩和玄武质火山角砾凝灰岩夹层
。

早志留世早

期
,

武当山地区海盆分布于两郧南部
、

两竹至随枣一带
,

其范围略比晚奥陶世向北有所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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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
。

早志留世晚期
,

海盆再度退缩于随枣地区
,

沉积水体较闭塞
,

循环性差
,

至中志留世转

变成与外海连通性良好的滨岸潮坪环境
,

以沉积碳质泥岩
、

碳硅质岩
、

粉砂质泥页岩为主
,

局

部偶夹珊瑚灰岩
。

口曰曰曰曰

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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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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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湖北省早志留世龙马溪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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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地区的碳酸盐台地 在寒武纪至 中奥陶世时
,

主体为局限海一开阔海台地沉积环

境
。

晚奥陶世临湘期
,

南漳至京山一带转变成浅海陆棚环境
,

其它地区则为开阔台地与浅海

陆棚交替出现
。

晚奥陶世五峰期一早志留世龙马溪期开始逐渐变成浅海滞流盆地
,

沉积以笔

石页岩
、

放射虫硅质岩为特征
。

早志留世龙马溪晚期一罗惹坪期又转入分布范围极广的浅海

陆棚相
,

以发育粉砂质泥岩为主夹细粒石英砂岩
、

细粒长石杂砂岩与少量缅粒灰岩
、

珊瑚灰

岩为特征
。

中志留世为滨岸潮坪环境
。

总之
,

区内自晚奥陶世晚期开始已完全改变了自晚震

旦世以来碳酸盐岩建造为主而代之于以陆源碎屑沉积为主体的陆棚陆表海环境
。

3 古地理轮廓

从本区及邻 区晚震旦世至早古生代整个岩相古地理分析可知
:
( l) 武当山地区在晚震旦

世至早志留世时处于深海沉积盆地环境
,

仅在中志留世开始逐渐转变为滨岸潮坪环境
。

因此

它并不是古陆区或隆起区
。

武当山以南属扬子板块北缘碳酸盐台地
,

仅早志留世开始转变为

浅海陆棚环境
。

武当山以北属南秦岭海槽
,

除晚震旦世为碳酸盐台地外
,

均以次深海沉积环

境为主
; (2 )在武当山及其紧邻地区还没有发现晚震旦世至早古生代的区域陆相或海陆交互

相沉积
,

而扬子板块海域海水向武当山方向存在明显加深的趋势
; (3 )晚震旦世至早古生代

沉积岩相带明显斜交
“

武当隆起
” ,

在武当山区不同岩相带互相叠置交叉
,

甚至突然消失
。

例

如青峰镇以南的碳酸盐台地相及深水盆地相同时被武当山深水盆地相覆盖
,

到红山地区
,

郧

丹地区碳酸盐台地相超覆在神农架碳酸盐台地上
; ( 4) 晚古生代二叠纪在扬子板块北缘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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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房县瓦屋湾
、

陕西高川等地出现一个深水相硅泥质相带和以含菊石生物为特征的生物相

带
〔 103

,

证明武当山地区晚古生代也不是古陆区
。

在早
、

中三叠世时
,

扬子板块北缘自南向北

依次出现局限海台地相
、

斜坡相
、

盆地相的递变规律 〔“ 〕
,

与二叠纪一样显示海水向北逐渐加

深的特点
。

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武当山地区在地史时期不是古陆区而是沉积区
;
( 5) 在

紧邻
“
武当隆起

”
以南

,

青峰韧性剪切带以南阱 口夭折前陆盆地侏罗系下统桐竹圆组陆相砂

砾岩系中
,

根据砾石成分分析
,

可知下部砾石成分以黑色硅质岩
、

板岩
、

灰岩
、

鲡状灰岩
、

含碳

质灰岩为主
;
上部除上述砾石外

,

还有少量武当山群中的绿泥钠长片岩
、

绢云石英片岩和变

基性岩等
.

此外
,

砾径由北向南逐渐减小
,

根据砾石近源性特征表明
,

砾石来自于北部武当山

区
。

所以
,

该区应有古生代沉积地层的存在
.

总而言之
,

岩相古地理特征表明
,

武当山地区在

震旦纪至古生代不是古陆区
,

而是沉积区
.

4 区域古构造
、

古地理与推覆构造的形成

作为东秦岭巨型推覆构造系的组成部分— 武当山推覆构造
,

它的形成必然和东秦岭

大陆地壳的演化发展有着密切的成因联系
。

蔡学林经过详细地综合研究1[ ’ 〕 ,

初步将东秦岭

造山带的古构造
、

古地理演化分为 5个时劝
,

现简述如下
。

.4 1 太古代一早元古代秦岭古克拉通基底形成

秦岭构造带内有无古老基底
,

是一个有争议的间题
.

张国伟教授
〔`习认为

,

东西绵延上千

公里
、

分布于秦岭造山带核部的秦岭群属复杂的构造岩片
、

岩块组合体
,

经肢解
,

其中至少包

裹着一些太古宙古陆核及古地体
,

它们是大陆壳的雏形和生长点
。

早元古代主要是围绕古陆

核
、

古地体增生过程
,

伴以区域变质作用
,

局部地段发生混合岩化和花岗岩化作用以及岩浆

侵入
,

最终形成既统一又有明显区别的古克拉通基底
。

4
.

2 中
、

晚元古代秦岭古裂谷系及武当山群的发育

中
、

晚元古代开始
,

东秦岭地区在 N E一 SW 向伸展作用下开始裂陷
,

使统一的克拉通基

底逐渐解体
,

由西向东逐步发展的裂陷作用形成 N W一 s E 向的北秦岭古裂谷
〔’ 司和南秦岭古

裂谷及其间的秦岭古地轴.
。

南秦岭古裂谷的代表性沉积为中
、

上元古界武当山群
.

武当山

群由一套中一浅变质的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
、

陆源碎屑岩组成
。

据研究
,

武当山群代表着拉张

环境下大陆裂谷成因
。

晋宁一澄江运动的造山或非造山作用
,

使秦岭古裂谷系在N E一 S W

向侧向挤压作用下闭合 (局部未完全封闭 )
,

形成了N W一 S E 向的秦岭再生原地槽— 褶皱

带
。

随着古裂谷的闭合
,

武当山群发生强烈的变形变质作用
.

4
.

3 簇旦纪一古生代秦岭有限洋盆的演化及俯冲
一

碰撞关闭

显生宙
,

晚元古代未完全闭合的古裂谷再度扩张分裂
,

一度出现了有限的秦岭洋盆及较
·

开阔的大陆边缘
,

从而将东秦岭分裂为具有现代板块体制的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
。

东秦岭北

侧为活动大陆边缘
,

南侧为被动大陆边缘
,

其间包含大量裂解出的岛弧
,

不但呈现出洋陆岛

海间杂的复杂岛海状景观
,

而且成为古特提斯洋和古太平洋的通道
。

但秦岭洋既非广阔大洋

又非陆表海
,
而是有限洋域和多个小洋盆地的组合

,

成为一种洋壳
、

陆壳和过渡壳洋陆海错

综间列的复杂地槽系
。

晚寒武世一奥陶纪
,

秦岭洋开始向北俯冲
,

中寒武世开阔海盆的海进

沉积序列被晚寒武世一奥陶纪的海退序列代替
,

出现局限海盆的白云岩
一

膏盐沉积〔` s]
。

加里

O 那西北地质调查所
,

19 88
,

武当山地区武当山群贵多金属成矿地质特征研究
.

内部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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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末期
,

华北与扬子两大板块产生碰撞作用
,

但强度不大
,

且北强南弱
,

北秦岭碰撞造山
,

南

秦岭隆起造陆
。

晚古生代秦岭海槽受海西运动
、

华力西运动影响
,

断陷带隆起形成褶皱带
,

海

槽范围逐渐由南
、

北秦岭向中心收缩
。

二叠纪末期大陆破裂解体开始新的裂陷作用〔 , 6] ,

进入

特提斯发展阶段
.

扬子与华北古板块间的秦岭海是一个向西呈剪刀状张开的
、

并与昆仑水域

相连的海一洋盆地
,

同时两块体以 8一 1 0c m a/ 速度向北移动
,

经 4 o M a 约 4 0 o ok m 漂移后
,

于

印支期至现今位置
。

4
.

4 中生代陆内造山过程及武当山推班构造的形成

中三叠世末期
,

华北板块北缘与西伯利亚板块碰撞缝合而产生
“

刹车” ,

而紧随其后的扬

子板块仍在
“

快速
”

向北前进
,

最终两大板块头尾相撞
,

导致秦岭槽闭合及强烈陆内造山作

用
。

在两板块同时向北行进过程中
,

扬子板块速度较快且其北缘一直处于海平面以下的低位

海洋环境
,

而华北板块南缘自加里东造山以来大多处于高位的海平面 以上的大陆环境
,

故扬

子板块北缘沿缝合线向华北板块之下俯冲
,

即扬子板块呈水平状态分别楔入到东秦岭造山

带深部
,

相应地壳表层物质向前陆盆地逆冲推覆
。

故秦岭造山作用是通过 A 型俯冲 0

—
楔入造山作用和大规模多层次

、

多期次滑脱推覆完成的 s1[ 1
。

区域构造岩相古地理研究表明
,

俯冲由东向西发展
,

印支期秦岭海槽沉积则从东向西迁移
,

海盆也是由东向西闭合
,

同时扬

子和华北两板块还分别具有反时针
、

顺时针旋转运动 (图7 )
。

据估算〔 ,幻 ,

武当山推覆构造在

印支一燕山早期由东秦岭造山带核 部向前陆地 区 (总体由北向南方向 ) 逆冲推覆距离达

2 4 o km 之巨
.

所以
,

武当山地 区现今的
“

古隆起
”

构造格局代表着曾经历了印支运动以来的

变质地层褶皱一逆冲推履一抬升
,

并在早侏罗世晚期以后使武当山群被剥露于地表的演化

过程
。

4
.

5 燕山晚期一喜山期东秦岭伸展变形及负反转沉积盆地的形成

进入燕山晚期
,

受太平洋板块及大陆边缘构造影响
,

东秦岭造山带由推覆期的挤压变形

(南北向 )转变为推覆后南北向伸展变形
,

形成了阶段性产物— 负反转沉积盆地
,

如房县盆

地
、

员肠县盆地等
.

. 大陆板块内的地台向摺皱造山带俯冲
,

褶皱造山带向地台仰冲的构造作用
,

它通常发生于大陆岩石圈内
。

因受

板块撞击
,

造山带底下岩石圈地恢部分发生快速机械减薄
,

与上反地壳剥离下来并下沉到更深的地恢中
,

导致上顶地壳

的快速抬升及下地壳的加热溶融— 拆沉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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