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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地区海西-印支期推覆构造初步研究

朱大岗　孟宪刚　彭少梅　冯向阳　王建平

摘　要：粤西推覆构造带总体沿罗定—云浮—清远—英德一线展布，NE-NNE走向，
呈一向SE突出的弧形，长达350 km，由NW向SE推覆，水平推覆距离大于40 km。推覆
构造的外来系统为前震旦系、震旦系和寒武系，原地系统为泥盆系和石炭系。它形成
于海西—印支期，燕山期又经历了强烈的构造运动、大规模的岩浆活动及白垩纪内陆
盆地的沉积作用。后期的剥蚀作用，导致构造窗发育。这是一个经历了强烈改造的同
碰撞型巨型逆冲推覆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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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NNE trending western Guangdong nappe zone extends along Luoding-
Yunfu-Qingyuan-Yingde for 350 km,forming an arc bending towards the southeast.It was 
thrust from northwest to southeast with a distance of more than 40 km.The allochthon 
consists of the Presinian,Sinian and Cambrian system.The autochthon comprises the 
Devonian and Carboniferous system.It was mainly formed in the Hercynian and Indosinian 
epoch,and underwent strong tectonism movement,magmatism and sedimentation in the 
Yanshanian movement.Subsequent erosion caused the development of structural windows.It 
is a large strongly modified syn-collision nappe zone. 
Key words： Hercynian and Indosinian epoch； nappe zone； we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0　引言

　　近年来，在粤西地区相继发现了一系列逆冲推覆构造。袁正新等指出罗定—云浮
一带存在逆冲推覆构造［1］；张伯友等认为河台为一深层次推覆构造系统［2］；彭少
梅论述了清远新洲中深层次逆冲推覆构造带［3］；丘元禧等发现在罗定推覆构造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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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个反向逆冲构造［4］。无疑，上述研究工作对本区推覆构造的确立作出了贡
献，但对这些推覆构造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组合规律缺乏进一步论述。笔者根据野外
地质调查和前人资料的综合分析，注意到在粤西地区沿罗定一云浮—清远—英德一线
总体构成一条呈NE走向的巨型推覆构造域(本文称之为粤西推覆构造)，云开地块及其
毗邻地区，在40—100 km横剖面上，海西—印支期不同层次逆冲推覆构造的空间取
向，具有高度的协调有序性和共同的地质特征，组成一个典型的同碰撞型巨型逆冲推
覆系统［5］。

1　推覆构造带的地质特征

　　粤西推覆构造(图1)的范围北起英德九龙，向南西经清远新洲、江屯、高要河台、
云浮大降坪、罗定泗纶、加益至粤桂边境地带，自西向东走向由近EW向转为NE向至
NNE向，呈一向SE突出的弧形［6］。其根带大致在加益、 滨、连滩、六都、横山、
石坎、桃源、浸潭一线的西北侧，前锋的位置在贵子、分界、富林、达石、夏洞、高
桥头、禄步、石涧、禾云一线南东侧。沿走向长达350 km，宽40—100 km。该推覆构
造形成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的构造运动和岩浆侵入活动，使该带在不同的区段表现出
推覆体大小规模差异悬殊，推覆方向、地质构造面貌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它们共同组
成一个巨型NE向展布的推覆构造带。 
1.1　南带—罗定地段的推覆构造 
　　罗定推覆构造的前锋带位于贵子、太平、船步一线，其根带为NE向展布的那蓬岩
体。总体呈一向SE突出的弧形，向NE方向穿过六都和西江与云浮(大降坪、河台)、新
洲推覆构造带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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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粤西地区地质简图(据广东地矿局，1988年资料略有修改) 
Fig.1 Geologic sketch map of the west Guangdong Province 

1.第四系；2.古近系；3.白垩系；4.侏罗系；5.三叠系；6.石炭系；7.泥盆系； 
8.志留系；9.奥陶系；10.寒武系；11.震旦系；12.燕山晚期花岗岩；13.燕山早期花岗

岩； 
14.海西期混合花岗岩；15.加里东期花岗岩；16.加里东期混合花岗岩；17.地质界线； 

18.正断层；19.逆断层；20.性质不明断层

1.1.1　外来系统　属桂东地块南缘部分，为一套晋宁期、加里东期绿片岩相为主，并
叠加同推覆期动力变质岩的岩性组合(图2)。后缘地层层序正常，属前震旦系、震旦系
绿片岩相的云母片岩及云母石英片岩类；前锋地层层序多倒转，由寒武系的千枚岩、
板岩和变质砂岩组成。上述地层总体向NW或向N倾，倾角30°—50°，组成轴迹呈
NE向、轴面NW倾的巨型倒转背斜构造。 
1.1.2　原地系统　属云开地块北缘部分，在泗纶—连滩一带出露的前海西期混合岩为
后缘原位原地系统，其岩石特征、片麻理产状特征与云开地块上的信宜东镇、阳春永
宁等地混合岩基本相似，属前海西期混合岩带的一部分［7］，由于后期构造抬升而露
出地表，形成泗纶构造窗。野外及镜下所见泗纶混合岩塑性变形较强，常形成紧闭层
内褶皱和b线理，其统计结果表明逆冲方向多集中在170°，反映逆冲推覆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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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明显。在 滨—新榕一线广泛出露由泥盆系碳酸盐岩组成的透镜状中部异位原地
系统，呈近EW向或NE向展布，变质较弱，但脆性变形强烈，它们夹持于前寒武系地
层之中，剖面上也呈透镜状形态，两者之间呈封闭式断层接触［8］，表明它们是经过
逆冲推覆断层的基底铲刮作用运移至现位的。在分界—船步—富林一带，出露由泥盆
系和石炭系的浅变质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组成的前锋原位原地系统，经剥蚀作用现已形
成一向东开口的近EW—NE向展布的巨型构造窗。

图2　罗定推覆构造剖面图 
Fig.2 Section showing the Luoding nappe structure 

1.泥盆系；2.寒武系；3.震旦系；4.前震旦系；5.前海西期混合岩；6.海西—印支期花岗
岩； 

7.燕山期花岗岩；8.砂岩；9.碳酸盐岩；10.片岩；11.片麻状花岗岩；12.混合岩；13.逆
冲断裂

1.1.3　断裂系统　在外来系统中发育有一系列叠瓦状逆冲断裂，从NW→SE，它们构成
一向SE方向突出的弧形，且主要向NW倾，倾角25°—75°，断裂宽0.5—10 m左右，
由交织状劈理带和碎裂岩带组成，发育有透入性b线理，其优势倾伏方向和倾伏角统计
结果表明，这些逆冲断裂以正逆冲为主，其矢量占90%以上［9］。 
1.2　中带—云浮地段的推覆构造 
　　云浮推覆构造带的前锋在庙咀—达石—夏洞—禄步一线，根带位于连滩—六都—
横山一带，总体呈NE—NNE向弧形展布。其特点是推覆体剥蚀较深，地质构造复杂、
构造窗发育，推覆体被构造窗分隔，推覆构造带由一系列大型构造窗与一些条带状推
覆体组成。 
1.2.1　外来系统　由一系列不相连接的推覆体构成，自北向南有云雾山、大绀山、河
口—夏洞、托洞—南盛、大厂山、龙祖山、陂头推覆体等［1，10］。其地层为前震旦
系、震旦系绿片岩相的云母片岩、石英片岩类和变质砂页岩、千枚岩等，总体呈NE走
向，多平缓地推覆于倾角较陡的泥盆系和石炭系灰岩之上，其中揉皱发育。在大绀山
推覆体震旦系变质岩中赋存著名的大降坪硫铁矿，它实际上是一个大型飞来峰构造，
由SE向NW将含矿的大绀山组地层推覆到泥盆系和石炭系灰岩之上，形成轴面倾向SE
的大型倒转褶皱，燕山期的左行平移导致陡倾斜帚状旋扭断层切割早期倒转褶皱，并
形成一系列轴面倾向NNW—NW的次级褶皱，构成大型帚状旋扭构造(图3)。 
1.2.2　原地系统　由一系列相间出露的构造窗组成，自北而南有凹仔—司马、云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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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岗、茶洞、漆洞、苹塘、船步构造窗等，组成一条呈NE走向的构造窗带。出露晚泥
盆统至石炭系灰岩，多组成一些轴面倾向SE的褶皱，以复式向斜为主，峰林地貌发
育。其中茶洞构造窗为一NE向山谷，长9 km，宽0.3—0.5 km，震旦系石英片岩、云母
片岩被推覆到早石炭统灰岩之上，后经河流侵蚀形成构造窗(图4)。野外可见两组构造
面，一组倾向SE，组成轴面倾向SE的倒转褶皱，其陡翼产状倒转，缓翼产状正常，指
示上层相对下层由SE向NW运动；另一组为NW向SE逆冲的叠瓦状构造，沿断裂面发育
有构造片理或劈理化带，总体倾向NW，切割早期构造面理。

图3　云浮大降坪矿区地质简图 
(据723队、719队资料修编) 
Fig.3 Geologic sketch map of  
Dajiangping mining area in  

Yunfu county 
1.第四系；2.晚三叠统；3.早石炭统； 
4.晚泥盆统；5.震旦统；6.早震旦统； 

7.硫铁矿体；8.逆冲断裂；9.地层产状； 
10.不整合界线

1.2.3　断裂系统　为广宁—河台—石圭褶断带(包括吴川—四会断裂带中段)，长达200 
km，宽30—50 km，呈NE—NEE向展布，倾向NW，倾角50°—80°，由紧密线型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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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逆冲断裂组成，在加里东期形成雏型，海西一印支期强烈活动，以深层次逆冲推覆
为主，在其前锋形成大规模韧性剪切带，发育有一系列构造透镜体、牵引褶皱和糜棱
岩带等［11］。 
1.3　北带—新洲地段的推覆构造 
　　新洲褶皱式逆冲推覆构造的前锋在沙河—新洲一带，根带位于浸潭—金造一线，
总体呈NE向展布。其特点是与主推覆带伴生的次级逆冲推覆断裂带和被它们分割的推
覆片体极为发育［8］。 
1.3.1　外来系统　由加里东期低绿片岩相为主的震旦系、寒武系片岩和变质杂砂岩组
成，并叠加动力(韧性变形)退变质作用和热接触变质作用的复杂岩性组合(图5)。它们
被走向NW—NNW，倾向SW—SWW，长3—10 km的缓倾角(10—30°)犁式Ⅱ级逆冲推
覆断裂分割成大小不等的推覆片体。其Ⅱ级逆冲推覆断裂带有：杨桥坑(FⅠ

Ⅱ)、枫树

脚(F2
Ⅱ)、坑尾(F3

Ⅱ)、大沟谷(F4
Ⅱ)、松坑峡(F5

Ⅱ)和大陂坑断裂带(F6
Ⅱ)。推覆片体

有：陶金坪(BK1)、长拉(BK2)、横水冲(BK3)、风门坳(BK4)、罗笛坑(BK5)、撑高脚

(BK6)和李仔坑推覆片体(BK7)［3］。

图4　云浮茶洞推覆构造及构造窗(据丘元禧，1996年资料修改) 
Fig.4 Nappe structure and tectonic window of Chadong area in Yunfu county 
1.石炭系和泥盆系灰岩；2.前泥盆系片岩；3.逆冲断层；4.不整合界线

1.3.2　原地系统　由于后期的剥蚀作用，在外来系统的低洼地带出露原地系统，四周
为Ⅰ级推覆断裂带(F1)所圈闭，形成平面上近椭圆形、长轴NNW向的黄洞、板坑、坪

径和桐油坪构造窗。出露的地层为泥盆系和石炭系的大理岩化灰岩及白云岩，其中可
见较强烈的糜棱岩化、糜棱条带、小型鞘褶皱等，鞘褶皱(a线理)枢纽优势产状为210°
∠35°，反映同推覆期的剪切运动方向为N3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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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新洲地区地质构造简图(据彭少梅1992年资料修改) 
Fig.5 Geologic and tectonic sketch map of Xinzhou area 

1.中生界；2.晚古生界；3.寒武系；4.震旦系；5.燕山期花岗岩；6.推覆片体编号；7.Ⅰ
级推覆断裂带； 

8.Ⅱ级逆冲断层带；9.构造窗；10.实测断裂；11.推测断裂；12.地质界线

1.3.3　断裂系统　原地系统与外来系统之间为近水平的Ⅰ级逆冲推覆断裂带(F1)(图

6)，它被后期断裂复杂化。F1由复杂的构造岩组成，厚约2—15 m。Ⅱ级逆冲推覆断裂

带主要发育在外来系统中，属犁式断层，即上部倾角30°，下部倾角变缓，并与Ⅰ级
断裂带连通，走向SE-SSE，倾向SW-SWW，倾角为0—30°，呈向NE突出的弧形，构
造岩一般由碳酸盐或钠长石岩组成，厚约2—20 m。另外，还有一系列更低级的逆冲断
层发育在各推覆片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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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新洲推覆构造剖面图(据彭少梅，1992年资料修改) 
Fig.6 Section showing the Xinzhou nappe structure 

1.第四系；2.晚古生界；3.震旦系；4.Ⅱ级逆冲断裂及编号；5.Ⅰ级推覆断层带；6.推覆
片体及编号

2　推覆构造带的其它特征

　　上述地质特征表明，粤西推覆构造带总体上是由罗定—云浮深层次逆冲推覆构
造、吴川—四会断裂带中段的河台深层次推覆构造及清远新洲中深层次逆冲推覆构造
等，共同组成的巨型NE向推覆构造体系［12］。其它特征可概述如下： 
2.1　推覆构造带的形成时期和推覆体厚度 
　　粤西推覆构造的外来系统为前震旦系、震旦系和寒武系，卷入的最新地层为强烈
褶皱的泥盆系和石炭系，并被晚三叠统不整合覆盖；罗定—云浮地区的同推覆期剪切
重熔型那蓬岩体的同位素年龄为269—239Ma［4］、泗纶—分界一带逆冲断裂面上新生
白云母的Ar—Ar法同位素年龄为255Ma［9］、侵入新洲推覆体中的花岗岩Rb-Sr等时年
龄为191Ma、新洲同推覆期Ss面理新生白云母Ar—Ar法年龄为178—184Ma［3］。因此，

该推覆构造形成于海西—印支期，燕山期有迭加活动。 
　　罗定一带构造窗出露的最低标高为120 m，大绀山推覆体出露的最高标高为1050 
m，故该推覆体地表保存的最大厚度达930 m；从侏罗纪花岗岩定位深度看，一般为3
—5 km，大体接近推覆体的厚度［13］。在新洲地段根据钻孔资料和外来系统厚度分
析，推覆体的厚度为1.1—7.2 km。 
2.2　推覆构造带的推覆方向和推覆距离 
　　粤西推覆构造的前锋带总体呈向SE突出的弧形，根据“弓矢”原理和逆冲断裂的
优势倾向为320°，由此判定其推覆方向为140°。但在新洲地段的一些逆冲推覆方向
为NNE-NE、罗定—云浮地段的一些小型逆冲构造的推覆方向有NE(大降坪)、NNE(分
界南、沙表)、NW(兰坑)等。粤西推覆构造为主动推覆体，具规模宏大、方向集中、
且推覆距离较大等特点，而其他推覆构造的形成则属同碰撞期云开地块(广义的原地系
统)的被动调节效应［9］。 
　　根据罗定、云浮推覆构造带出露于前锋和根带附近构造窗之间的距离判断，水平
位移的距离>35 km,若加上已剥蚀的部分，推测其水平距离要超过40 km；新洲推覆构
造从后缘到前缘25 km范围内的外来系统全部推覆到晚古生界之上，据此推测推覆距离
至少为30 km。 
2.3　推覆构造带的推覆类型和扩展方式 
　　罗定和大降坪推覆体的主体构造轮廓为一巨型倒转褶皱(背、向斜)［14］；云浮、
河台、新洲推覆构造的断裂系统，则是在纵弯褶皱的基础上，随着地块碰撞作用的加
强逐渐发展起来的，且又经历了同推覆期的顺层剪切和碾滚作用［15］，故粤西推覆构
造属褶皱式逆冲推覆构造［5］。同时，逆冲断裂从后缘到前锋，倾角逐渐变陡，规模
逐渐减小，形成时间依次变新，变形强度逐渐减弱，变形环境由深层次向浅层次演
变，故粤西推覆构造的扩展方式应为前展式［16］。 
2.4　推覆构造带的构造变形及其演化 
　　粤西推覆构造带经历了多次构造变动，导致构造变形发育而复杂，同推覆期折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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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S2)改造了加里东期强烈褶皱变形变质的新生面理(S0‖S1)，以韧性变形发育为特

征。海西—印支期产生的推覆构造及其在长距离滑移中，形成推覆前锋的韧性剪切带
和推覆体中的一系列叠瓦状逆冲推覆断裂带［17］。燕山期的构造运动使推覆构造在抬
升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后期的脆性断裂，局部形成宽15—30 km的右行走滑剪切带，
显示出粤西推覆构造从韧性→韧-脆性→脆性的逐渐发展过程，并形成了一系列与之相
伴的构造岩类［18］。

3　结论

　　(1)沿罗定—云浮—清远—英德一线展布的粤西推覆构造带，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地
质特征，其构造型式属褶皱式逆冲推覆构造，推覆构造的扩展方式以前展式为主，其
形成年龄大致在220 Ma左右，卷入的最新地层为泥盆系和石炭系，且被燕山期地质体
覆盖或侵入，因此可以确定该构造带形成于海西—印支期。该构造带(如吴川—四会断
裂带中段)燕山期又成为一个右行走滑韧性剪切带，控制了蚀变岩型、石英脉型金矿带
的展布［19］。 
　　(2)推覆构造的外来系统为前震旦系、震旦系和寒武系，且被一系列韧-脆性逆冲断
裂分割成大体平行展布的叠瓦状推覆岩片，外来系统总体构成巨型倒转褶皱，轴面多
与逆冲断裂面近于平行，韧性变形明显；原地系统均为泥盆系、石炭系，以韧-脆性、
脆性变形为主。由于后期构造运动产生的强烈剥蚀作用，导致构造窗发育。 
　　(3)地表所见与推覆构造主滑脱面连通的次级逆冲断裂带，多为上陡下缓的犁状形
态，带内常见交织状劈理和构造透镜体，韧-脆性变形明显，以碎裂岩发育为特征，属
推覆构造带的中浅构造层次，其中可见垂直于逆冲方向且近水平展布的b线理。 
　　综上所述，粤西地区沿罗定—云浮—清远—英德一线展布的大型逆冲推覆构造
带，均形成于同一时期、同一构造层次、同一作用方式和同一区域构造应力场，是桂
东南地块在海西—印支期，由NW向SE与云开地块碰撞拼贴，共同组成的一个同碰撞
型巨型逆冲推覆系统。 
　　该项研究工作得到了广东省地勘局总工程师谢岩豹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和局地科处
处长杜海燕、梁伟高级工程师的全力支持和具体指导，工作期间得到了省地勘局秦国
荣高级工程师及七○六、七一九队副总工程师李水林、陈龙清等高级工程师和凌井生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大力协助，使该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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