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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纪洞庭盆地沅江凹陷东缘鹿角

地区构造—沉积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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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洞庭盆地是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第四纪盆地，以中部的华容隆起为界分为江汉盆

地（北）和洞庭盆地（南）两部分。对洞庭盆地第四纪地质的调查由来已久!"#$，在第

四纪沉积［!］、环境特征与演化过程［$ O &］、构造活动特征［!% O !B］等方面取得大量成果认识。不过

上述工作一般是关于第四纪洞庭盆地的整体性与概略性研究，很少涉及其内部不同构造单元

的细节特征，因而也未充分揭示出洞庭盆地构造活动与沉积作用的横向差异。此外，受工作

程度与认识角度的限制，对有关洞庭盆地第四纪地质问题，尤其是对构造性质与构造活动特

征的认识尚存在一定分歧。如在第四纪洞庭盆地的构造属性方面，景存义［$］认为现今洞庭湖

盆为断陷作用所致；杨达源［#］认为洞庭湖盆地第四纪为坳陷盆地；梁杏等［!#］、皮建高等［>］

认为早、中更新世为盆地的断陷阶段，晚更新世以来进入坳陷阶段。再如在近代洞庭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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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方面，有人认为构造沉降是控制近代洞庭湖演变的关键因素［!" # !$］，有人则认为泥沙淤

积才是控制近代洞庭湖演变的主要因素［!%］。总之，洞庭盆地第四纪地质尚待进一步深入研

究。

笔者近年来在该地区进行的 ! &%’ 万区域地质调查表明，洞庭盆地及周缘地区第四纪构

造活动与沉积作用存在较明显的横向差异和空间迁移!。因此，对不同构造单元或不同地区

的第四纪地质特征进行详细解剖，不仅是细化调查区域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有助于更全面、

更客观地认识洞庭盆地第四纪地质特征及构造活动规律。本文即对盆地东部沅江凹陷东缘鹿

角地区的第四纪构造活动与沉积作用进行探讨，为洞庭盆地第四纪地质研究补充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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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纪洞庭盆地构造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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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143; <01*/)1* =4>)1
!+ 前第四纪地层出露区；%+ 第四纪地层出露区；?+ 第四纪正

断裂，齿向示下降盘；"+ 构造单元分界线；’+ 构造单元代号。

构造单元名称：@!A武陵隆起；@%A雪峰隆起；@?A幕阜山隆起；

@"A澧县凹陷；@’A临澧凹陷；@$A太阳山隆起；@BA安乡凹陷；

@CA赤山隆 起；@DA沅 江 凹 陷；@!EA华 容 隆 起；@!!A江 汉 盆 地。

方框示图 % 范围

第四纪洞庭盆地西、南、东三面分别

为武陵隆起、雪峰隆起和幕阜山隆起，北

与江汉盆地相邻，其间为华容次级隆起。

洞庭盆地内部由若干次级构造单元组成，

自北西往南东有澧县凹陷、临澧凹陷、太

阳山隆起、安乡凹陷、赤山隆起、沅江凹

陷等（图 !）。

!"# 区域第四纪地层划分

第四纪洞庭盆地及周缘不同地区或不

同构造单元地壳沉降或抬升的历史与幅度

不同，导致第四纪地层厚度、层序、出露

情况等存在显著的横向变化。为此，首先

就区域第四纪地层划分情况作简单说明，

以便解读文中有关第四纪地层的环境与构

造意义。

第四纪期间洞庭盆地各次级凹陷的构

造活动总体为沉降，而周缘隆起区总体为

抬升，这一构造活动差异使凹陷内部和周

缘抬升区的第四纪沉积作用及地层发育状

况具显著差异。据此，以前人资料"#$ 为

基础，结合本次调查成果，分别建立了凹

陷区（或覆盖区）和抬升区（或露头区）

第四纪地层系统!。露头区第四纪地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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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洞庭盆地及周缘第四纪地层划分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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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7 #",*. ".) *1, ")8"/%.1 "0%",

时代
露头区（抬升区） 覆盖区（凹陷区）

名称 代号 名称 代号

全新世 全新世冲积 43!" 冲积、湖积、湖冲积等 43!"、4"、43 "!"

晚更新世 白水江组 49: #$ 坡头组 49: %

中更新世

早更新世

马王堆组 49; &’

白沙井组 49; #

新开铺组 49; (

汨罗组 49& &

缺失？

洞庭湖组 49; )

汨罗组 49& &

华田组 49& *+

要分布于洞庭盆地周缘丘

岗、山地，多有天然或人

工第四系露头剖面，并常

见前第四纪基岩或基座出

露；地层厚度一般不大，

各时代沉积常组成基座或

镶嵌阶地；成因类型以冲

积为主，次为残坡积，局

部山麓或沟谷发育洪积。

覆盖区第四纪地层主要分

布于现代湖冲积平原及部

分盆缘低缓丘岗区，一般

无露头剖面和基岩出露；

不同时代地层自下而上叠置，地层厚度较大。露头区与覆盖区第四纪地层的划分对比情况如

表 & 所示，其中露头区的白水江组、马王堆组、白沙井组、新开铺组和汨罗组区域上分别对

应于一、二、三、四和五级阶地（实际上常发育不全）。顺便指出，表 & 中地层单位仅涉及

分布广泛，沉积厚度相对较大，时代意义明确且能较好反映构造、环境和气候演化的冲、湖

积物，未包括残坡积等其它类型（分布于露头区）。

; *+*!./

研究区地处沅江凹陷东缘北部，构造上自西向东跨沅江凹陷和幕阜山隆起（图 &，图

;）。

西部为东洞庭湖水域及全新世冲湖积平原。东部中带为新墙河冲积平原。新墙河冲积平

原以北为前第四纪基岩（冷家溪群和南华系—寒武系）出露的丘陵区，海拔高程一般 <= >
:?=@，总体自东向西倾斜。山岭主要呈 AAB > AB 走向，与构造线基本一致。区内发育放

射状水系，向西直接入洞庭湖，向南入新墙河（图 ;）。新墙河冲积平原以南主要分布早更

新世汨罗组以及中更新世洞庭湖组和白沙井组，具丘岗地貌，海拔高程一般 ?= > C=@，总体

自东向西缓倾。主要水系呈 ABB 向，次级水系呈羽状发育。

自西向东发育 ; 条第四纪断裂，即 AAD 向洪湖—湘阴断裂和近 ’A 向的荣家湾断裂（图

;），其控制了沅江凹陷东缘的断陷活动。

: ~z*I?@AQT‘d,FG

"#! 控凹正断裂与构造—沉积分带

第四纪洪湖—湘阴断裂和荣家湾断裂的发育与展布主要表现在第四纪沉积物厚度和底板

高程的横向变化。根据钻孔资料编绘的第四系等厚线显示，断裂两侧沉积厚度存在突变，且

西侧大于东侧（图 ;），第四系底板在断裂两侧相应出现显著落差。其中 AAD 向洪湖—湘阴

断裂 为 一 条 延 长 规 模 很 大 的 区 域 性 第 四 纪 断 裂， 控 制 了 江 汉—洞 庭 盆 地 的 南 东 边

界［&= > &&，&: > &E］。前人工作未注意到 ’A 向荣家湾断裂的发育，但研究区内该断裂两侧沉积厚度

&&E第 E 期 柏道远等：第四纪洞庭盆地沅江凹陷东缘鹿角地区构造—沉积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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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前第四纪基岩；!% 控盆控凹正断裂，齿向示下降盘；9% 地质体界线；:% 第四纪构造单元分界；;% 第四纪沉

积等厚线及厚度值；<% 河流；=% 湖泊水面；>% 高程点与高程值?山峰与高程；@% 山脊线；8A% 第四纪地质剖面位

置，B,C 对应图 9，D,E 对应图 ;。F0!" ,全新世冲积；F0 "!" ,全新世湖冲积；F/9 #$,晚更新世白水江组；F/! %&,中

更新世马王堆组；F/! #,中更新世白沙井组；F/! ’,中更新世洞庭湖组；F/8 %,早更新世汨罗组；"8,洪湖—湘阴

断裂；"!,荣家湾断裂

的突变甚至比洪湖—湘阴断裂更为明显，尤其以断裂北段突出。在岳阳县城以北，断裂西侧

沉积厚 8AA- 以上，但东侧即为前第四纪基岩组成的丘陵山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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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洪湖—湘阴断裂和荣家湾断裂为界，研究区可分为 ! 个第四纪沉积厚度与地层层序存

在差异的构造—沉积分带（图 !），以下分别称之为西带（洪湖—湘阴断裂以西）、中带（洪

湖—湘阴断裂与荣家湾断裂之间）和东带（荣家湾断裂以东）。具体沉积特征见后述。

U ! 19‘R23?@A*+hd$hd7h4U "w #‘$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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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土；"( 淤泥；!( 网纹红土；=( 砂层；>( 含砾砂层；?( 砂砾层；@( 砾石层；A( 基座；B( 地层单位界线C相变界

线；<D( 钻孔位置及编号。52!" /全新世冲积；52 "!" /全新世湖冲积；5E! #/晚更新世坡头组；5E" $/中更新世洞庭湖

组；5E< %/早更新世汨罗组；5E< &’/早更新世华田组；%</洪湖—湘阴断裂；%"/荣家湾断裂

!"# 西带第四纪沉积特征

在洪湖—湘阴断裂以西，第四纪沉积层序较全，厚度较大。一般自下而上发育早更新世

华田组、汨罗组，中更新世洞庭湖组，晚更新世坡头组和全新世冲湖积层。第四系厚度一般

<"D F "!DG，且总体自北而南厚度变大。值得指出的是，在北部君山公园有元古宙基岩出露

地表，而公园周边则发育厚达 <!DG 以上的第四系（图 "），显示君山为一新近纪的风化剥蚀

残留古山丘。

该带第四纪沉积岩性特征存在较大横向变化，其中地层层序与岩性组成以沅江县小波镇

HI<?? 孔（图 " 中 # 点西侧）较具代表性。该孔第四系总厚达 "!!(>G，从早至晚地层与岩性

组成如下：华田组厚 A=(DG，自下而上依次为灰白色砂砾石层夹薄层粘土（厚 "D(<G）、浅黄

色粘土层（厚 <B(=G）、灰白色砂砾层（厚 !<(DG）、浅黄色粘土层（厚 <!(DG）。汨罗组厚

?!(?G，自下而上依次为灰白色砂砾层（厚 =(BG）、黄绿—浅灰绿色粘土层（厚 @(=G）、灰

白色含 砾 砂 层（厚 <<(<G）、黄 绿—浅 灰 绿 色 粘 土 层（厚 <<(?G）、灰 白 色 砂 砾 层（厚

<!(<G）、黄绿—浅灰色粘土层（厚 <>(>G）。汨罗组总体结构致密，多呈半成岩状，以此特

征区别于下伏华田组和上覆洞庭湖组。洞庭湖组厚 ?"(>G，自下而上依次为灰白色砂砾层

（厚 <!(!GG）、黄绿色—浅灰色粘土层（厚 <B(>G）、灰白色砂砾层（厚 "B(@G）。坡头组为蓝

灰色淤泥层，厚 "D(>G。全新统为褐黄色粘土，厚 !(DG。

!<=第 = 期 柏道远等：第四纪洞庭盆地沅江凹陷东缘鹿角地区构造—沉积演化研究



从上述岩性特征来看，早更新世华田组和汨罗组由主要为河流相与湖泊相沉积组成，总

体反映出过流性湖泊环境，河流相以砾石层、砂层为主，湖相以杂色粘土为主。中更新世洞

庭湖组主体为河流相砂、砾沉积，中部发育湖相粘土。晚更新世坡头组及全新统为湖相或漫

滩相细粒沉积。

!"! 中带第四纪沉积特征

洪湖—湘阴断裂与荣家湾断裂之间的中带自下而上主要发育汨罗组和洞庭湖组，相对西

带第四系厚度较小，缺失早更新世早期华田组（图 !），晚更新世—全新世沉积也少有发育。

其岩性组成横向上存在一定变化，以岳阳县大明乡 "#$!% 孔层序较全并具代表性。该孔第四

系总厚 &!$’()*，由汨罗组和洞庭湖组组成。汨罗组厚 &+$’()*，自下而上依次为灰绿色夹

褐黄色粘土（厚 $%’(!*）、灰黄色砂砾层（厚 $’+*）、灰绿夹黄褐色粘土（厚 !,’-&*）、浅

蓝色夹黄绿色粗砂（厚 -’.)*）、浅蓝色含砾粘土（厚 &’(*）、灰白色夹褐黄色含砾粗砂层

（厚 $%’..*）。洞庭湖组厚 !+’+*，自下而上依次为灰黄色砂砾层（厚 $’.(*）、砂层（厚

&(’-$*）、网纹红土（厚 (’)*）。

U ) %&’56hd
/01’) 2341506764 389:;3< =>:9034

分层岩性详见正文说明，?@AB光释光测年

该带洞庭湖组顶部普遍上覆一套粘土层，近地表

均因湿热化而成网纹红土。如荣家湾一带见人工开挖

剖面（C)$ 观察点），网纹红土厚 &)* 以上（图 )），自

下而上可分为 ! 层：第 & 层为暗紫红色网纹红土，厚

D $*，未见底；网纹为白色，部分浅黄色，蠕虫状，

以水平为主。第 $ 层为紫红色网纹红土，厚约 (*；网

纹呈蠕虫状，白—浅黄色，大多呈竖直状或近竖直状。

第 ! 层为暗紫红色网纹红土，厚约 )*；网纹形态紊乱。

上述 & 层、$ 层、! 层之间呈过渡关系，无截然界线。

&、$、! 层的水平网纹、竖直网纹及紊乱网纹可能分别

与地下水的水平运动、垂直下渗及地表水的运动有

关［&(］。近年来的年代地层学研究在网纹红土的形成时

代上认识已渐趋统一［&- E $$］，可以确定中国南方最新一

期的网纹红土形成于中更新世中期［$!］。因此，大致确

定洞庭湖组顶部的粘土层沉积时代为中更新世中期。

本次在荣家湾网纹红土剖面中获 &%. E &)(#6 的光释光

（?@A）年龄（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实验检测中心

测试）（图 )），对应于中更新世晚期，可能受取样等因

素影响而年龄值偏小。

值得指出的是，中带汨罗组厚度较西带厚（图 !），可能与近荣家湾断裂地带的强断陷

有关。

!"# 东带第四纪沉积及分布特征

在荣家湾断裂以东至前第四纪基岩出露区之间地带（东带）地表主要出露汨罗组和洞庭

湖组，北部新墙河两侧发育马王堆组、白沙井组及全新世冲积层（图 $）。汨罗组和洞庭湖

组为该带第四纪主体堆积，其厚度显著小于中带沉积（图 !）；主要由砂层、砂砾石层组成，

洞庭湖组顶部发育粘土（网纹红土）。

受构造活动影响，该带第四纪沉积分布及相关地貌特征较复杂，以下结合晏家山—黄秀

)&) 5 6 7 2 2 f $++-



林场第四纪地质综合剖面（图 !）给予阐述。

U ! 7&$‘R8G=?@A*+|WhdU$hd7h4U "w #‘$hd=%
%&’(! )*+,-./+.0 ’-121’&3+2 4-3,&1/ +, 5+/’6&+47+/89*+/’:&* ;1.-4,.0 4,+,&1/

$213+,&1/ &4 471</ <&,7 #‘$ 2&/- &/ ;&’("%
)78全新世冲积层；)=> !"8晚更新世白水江组；)=" #$8中更新世马王堆组；

)?" %8中更新世洞庭湖组；)=@ #8早更新世汨罗组

U A 9&:?@A
*+56hd

%&’(A %*6&+0*+/ )*+,-./+.0
’-121’&3+2 1*,3.1= 4-3,&1/

岩性详见正文说明。)78全新世冲积层；

)=" #&8马王堆组

新墙河两邻侧为全新世河流冲积层，地貌上组成 B 级阶地（CB），地表高程约 "DE 左右。

表层为洪泛沉积的粉砂质粘土，往下为砂砾石层。新墙

河全新世河流冲积层北面主要为前第四纪基岩组成的山

丘（上发育厚度不大的残坡积浮土），局部见冲积砾石

层发育。周家冲 )>D 观察点见一级基座阶地（C@ ）发

育，阶地顶面高程约 >DE（可能受到后期剥蚀），基座面

高程约 >FE，分别高出 B 级阶地 @BE、AE。一级阶地北

面山丘均为前第四纪基岩，未见更高级阶地堆积。一级

阶地堆积物厚约 FE，为灰黄—红黄色砾石层；砾石含

量 GBH以上；砾石成分主要为石英砂岩、岩屑石英砂岩

等，可能来源于北面山地的南华纪富禄组；磨圆差，棱

角—次棱角状；砾石略具定向，优势产状约为 @BI!"BI
左右，反映自北而南的水流方向。据其特征，应为新墙

河北面一级支流的河口冲洪积物。据阶地高程及堆积物

特征，可大致确定其为晚更新世白水江组。

新墙河全新世河流冲积层南面与二级阶地（C"）相

接，于傅家垸、蔡家岭、邓家加油站等地均见堆积物露

头剖面。其中以傅家垸 )FF 点露头最为清晰完整，人工

开挖良好露头剖面清楚揭示出基座阶地之特征（图 A）。

基座顶面高程约 !@E，基座面高程约 F!E。基座出露高

约 @FE，由白垩纪—古近纪紫红色砾岩所组成。基座上

覆第四纪砾石层和砂层，总厚约 A("E，自下而上可分为

> 层：@ 层为紫红色砾石层，厚约 @(JE。砾石含量约

GBH，余为砂质基质。砾石成分主要为脉石英和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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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约占 !"#；次为砂岩，少量板岩。砾径 $ % $"&’ 为主，个别达 ("&’；磨圆较差，次棱

角状为主。砾石略具定向，优势产状为 !") % *")!(+)左右，反映出自东向西的水流方向。(
层为紫红色含砾粗砂层—砂质细砾石层，厚约 $,!’。砂粒碎屑成分复杂，主要有石英和长

石。所含较大砾石之砾径多为 ",+ % +&’。- 层为黄红色砂层，厚约 (,.’。总体自下而上变

细，即由粗砂"中砂"细砂和粉砂。从沉积物特征来看，显然为新墙河之冲积。据阶地高程

及沉积物特征，确定为中更新世马王堆组。

自二级阶地堆积往南，基本为中更新世洞庭湖组覆盖（图 (），地表多为网纹红土和残

坡积浮土所掩。地貌上组成低缓丘岗区，小山丘及其间的沟谷极为发育，丘顶高程一般 /"
% !"’，部分达 *"’；总体西面低，东面高。再往南至黄沙林场一带始见早更新世汨罗组发

育。从地质路线调查情况来看，地表汨罗组主要为河流相砾石层、砂层，局部见漫滩或湖相

（粉砂质）粘土沉积。

U ! R8G=?@S56hd
012,! 34562714 89:;<=:> <=5=196 94=&:9? <;&=196

@?( !A中更新世洞庭湖组；

@?$ "A早更新世汨罗组。岩性特征等详见正文

剖 面 线 上 @B. 点 于 水 渠

边见汨罗组和洞庭湖组良好

剖面露头（图 !）。汨罗组下

部（第 $ 层）为黄红色—红色

细砂砾层，厚 (’ 以上，未见

底。上部（第 ( 层）为红褐色

含砾粗砂，厚 (’ 左右，具网

纹化。洞庭湖组位 于 汨 罗 组

含砾粗砂层之上，自 下 而 上

分为 ( 层：下部（第 - 层）为

灰黄—黄红色砾石层，厚 ",+
% $,(’。露头 剖 面 上 该 层 与

汨罗组（第 ( 层）界线自东往

西变低，反映前者 与 后 者 之

间的 侵 蚀 切 割 关 系（图 !）。

上部（第 B 层）为红色网纹红土，厚 B’ 以上。其与第 - 层间分界总体截然，局部由于近界

面红土中含砾石而呈渐变关系。网纹红土层内部夹有砾石透镜体。下部网纹总体近水平状，

往上变为近垂直状或杂乱状。

上述洞庭湖组与汨罗组之间的接触关系（图 !）反映出汨罗组沉积之后发生过一次构造

抬升与侵蚀。

值得指出的是，晏家山—黄秀林场剖面上洞庭湖组与汨罗组之间的界面自南向北倾斜

（图 B），反映出中更新世晚期构造反转抬升的同时存在掀斜或拱坳变形。

B QT‘d,7_

以上对沅江凹陷东缘鹿角地区第四纪断裂、地层展布及地貌特征等进行了较详细解剖，

据此分析总结该地区第四纪构造—沉积演化过程如下：

早更新世早期，西侧的 CCD 向洪湖—湘阴正断裂活动，断裂西盘断陷沉降，在过流性

湖泊环境下沉积了华田组砂砾层（河流相）及粘土（湖相）等。断裂东盘抬升并遭受剥蚀。

/$B 5 6 7 2 2 f (""*



早更新世晚期，东侧的荣家湾断裂活动，该断裂以西地区强烈断陷沉降，形成汨罗组河

流相砂砾层、砂层及湖相粘土层。在荣家湾断裂以东、新墙河以北地区构造抬升，继续遭受

风化剥蚀。在新墙河以南的黄秀林场—黄沙街地区亦存在构造沉降，只是沉降幅度相对荣家

湾断裂以西而言较小，形成厚度较薄的以河流相为主的汨罗组沉积。黄秀林场—黄沙街沉降

沉积区以东则相对抬升而遭受风化剥蚀。

早更新世末期，荣家湾断裂以东的黄秀林场—黄沙街地区（先期沉积区）产生构造反转

抬升，露出水面并遭受侵蚀。同期荣家湾断裂以西地区可能未明显抬升。

中更新世早期和中期，黄秀林场—黄沙街地区与西侧的沅江凹陷主体一起构造沉降，形

成洞庭湖组下部砂砾层与上部粘土。洪湖—湘阴断裂在此期间有过明显的活动，断裂西盘洞

庭湖组因相对断陷沉降而具有更大的厚度。值得指出的是，中更新世中期晚阶段存在区域性

盆地扩张和湖平面上升，得以形成区域性的洞庭湖组顶部粘土层。

中更新世晚期研究区构造反转抬升，先期沉积接受风化剥蚀，洞庭湖组顶部的表层粘土

因湿热化而形成网纹红土。大约以洪湖—湘阴断裂为界，西部地区因大型河流（可能为古湘

江）的侧向侵蚀而缺失洞庭湖组顶部粘土层。与此同时，中东部新墙河初步成型。在此抬升

期间曾有过相对稳定的间歇期，于新墙河古河道形成具二元结构的中更新世晚期马王堆组冲

积层。马王堆组因构造抬升遭受切割而形成基座阶地（二级阶地）。

晚更新世开始地壳重趋稳定。西部主凹陷区可能略有沉降，并形成坡头组泥质沉积。东

部新墙河及其支流形成白水江组冲积层，之后地壳再次抬升，河流切割形成由白水江组构成

的一级基座阶地。

值得指出的是，在上述中更新世晚期开始的构造抬升的同时，黄秀林场—黄沙街地区产

生了自东向西、自南向北的构造掀斜，致使洞庭湖组与汨罗组之间的界面产生倾斜（图 !，

图 "）。

全新世构造总体稳定，西部洞庭湖区形成湖冲积；东部主要经受剥蚀，新墙河及其它规

模更小的河流形成冲积层。

" z{Z2

!"# 关于第四纪构造升降

笔者近年来对洞庭盆地及周缘地区第四纪构造活动与沉积作用的研究表明，洞庭盆地断

陷沉降区在早更新世—中更新世中期一般为连续沉降，中更新世晚期盆地及周缘地区有过整

体抬升，如澧县凹陷、安乡凹陷及沅江凹陷大部地区均是如此!。在这一构造活动的整体框

架下，局部地区在早更新世末期尚产生过构造反转抬升。如本文研究表明沅江凹陷东缘的黄

秀林场—黄沙街地区在早更新世末期有过明显的构造抬升，造成中更新世洞庭湖组与早更新

世汨罗组之间的侵蚀接触。此外，华容隆起南部及南东边缘的广兴洲地区在早更新世末期也

有过构造抬升，造成全新世冲湖积层直接与汨罗组接触!。以上反映出洞庭盆地第四纪构造

升降活动存在较复杂的横向差异。

!"$ 对第四纪洞庭盆地构造性质的约束

区域上，第四纪洞庭盆地构造性质经历了早期断陷到晚期坳陷的演变!。第四纪早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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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更新世—中更新世中期洞庭盆地具有断陷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盆地及内部

次级凹陷明显受边界断裂控制，早更新世—中更新世中期的地层厚度受控于断裂；二是控盆

控凹断裂有 !" 向、#$ 向、$$! 向、$" 向等多组方向，暗示存在深部地幔上隆等导致的多

向伸展构造背景。第四纪晚期即中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洞庭盆地具坳陷性质，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方面：一是先期控盆控凹正断裂不再控制晚更新世—全新世沉积厚度；二是中更新晚期

洞庭盆地整体构造反转抬升；三是在常德黄土山、澧县凹陷北部等地发育褶皱和构造掀斜等

很可能与挤压作用有关的构造变形。

显然，本文所述沅江凹陷东缘的构造—沉积演化过程，与区域洞庭盆地构造性质的演变

相吻合，即对洞庭盆地第四纪构造性质演化提供了约束，具体如：!总体上，洪湖—湘阴断

裂和荣家湾断裂在早更新世—中更新世中期具正向活动，导致断裂西盘相对断陷沉降。"中

更新世晚期产生整体抬升，晚更新世—全新世期间西部主凹陷地带构造稳定或略有沉降，而

东部盆缘地区（黄秀林场—黄沙街地区）则抬升；黄秀林场—黄沙街地区第四纪晚期构造抬

升的同时具自西向东即自盆缘向盆内的构造掀斜。

% 42

第四纪沅江凹陷东缘鹿角地区具有较为复杂的构造活动和沉积作用。早更新世早期洪湖

—湘阴断裂和荣家湾断裂相继活动，断裂以西地区断陷沉降并沉积，以东地区则构造抬升而

遭受风化剥蚀。早更新世末期凹陷区东部构造反转抬升并遭受侵蚀。中更新世早期和中期凹

陷区断陷沉降并接受沉积。中更新世晚期研究区整体抬升而遭受剥蚀。晚更新世西部主凹陷

区在稳定或弱沉降并形成泥质沉积，东部间歇性抬升。在上述中更新世晚期开始的构造抬升

的同时，研究区东部产生了自东向西、自南向北的构造掀斜。全新世构造总体稳定，西部洞

庭湖区形成湖冲积。区域上，第四纪洞庭盆地构造性质经历了早期断陷到晚期坳陷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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