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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西南部威=紫=罗断裂带构造特征及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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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威=紫=罗断裂带作为扬子板块南缘陆内较大的断裂，控制着周围地区的盆

地沉积及构造样式。本文通过野外地质勘查、平衡剖面技术及流体包裹体测温，探

讨了威=紫=罗断裂带的空间结构特征及构造演化历史。结果显示，+R=50 向威=紫=
罗断裂带空间分段特征清楚，运动性质以逆冲和左旋走滑活动为主。流体包裹体测

温结果指示该断裂变形环境位于上地壳，以脆性变形为主，温度小于 #$$S。剖面

复原结果显示，断裂带在早泥盆世=中三叠世时期处于引张伸展构造背景下，控制

了断裂两侧沉积序列。断裂带挤压变形起始于中三叠世晚期的印支运动时期，强烈

变形发生在晚侏罗世早燕山运动时期，与华南地块的向西挤压有关。

关键词：威=紫=罗断裂带；断裂结构；地质流体；包裹体测温；印支运动；早燕山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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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宁=紫云=罗甸断裂带，简称威=紫=罗断裂带，是扬子地块西南缘地区一条重要的 +R=
50 向控制性边界断裂带，它控制着周围地区的盆地沉积及构造变形样式。其展布范围分布

于滇、黔、桂三省，本文所论主要在贵州境内，其他所涉甚少。这是一条活动断裂带，#$$%
年 C 月 ## 日在该断裂带的北西段威宁地区发生了里氏 B 9> 级地震，震源距地面 !$UE。

前人对贵州东部构造样式做过分析［!］，对贵州西南则少有研究。以往对威=紫=罗断裂带

构造属性存在不同的认识，如有人认为是“滇黔桂裂谷”的一部分［#］，又有人视为陆内断陷

盆地［C］或古特提斯洋形成演化的一部分［B］。尽管前人对北西段的威宁=莽洞断裂及中段的紫

云断裂的构造特征有所研究［"］，但对威紫罗断裂带的整体结构特征和变形环境，则缺乏系统

的调查和研究。本文通过野外构造地质调查、平衡剖面及流体包裹体测温，论述了威=紫=罗
断裂带的空间结构特征和变形环境，探讨了其构造演化历史。

! 区域地质背景

威=紫=罗断裂带北起威宁，经紫云，南至罗甸，主体部分位于贵州西部，呈北西=南东向

斜贯于扬子地台西南缘，分隔了右江盆地和黔桂台拗，西北终止在 +0=5R 向齐曜山断裂带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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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江盆地位于滇黔桂三省交界处的南盘江流域，系由威!紫!罗断裂、师宗!弥勒断裂、丘

北!广南和富宁!那坡断 裂 所 围 限 的 地 区。盆 地 基 底 位 于 加 里 东 期 扬 子 板 块 被 动 大 陆 边 缘 两

侧［"］，经历了晋宁!加里东期地块增生阶段、海西!印支早期弧后裂陷盆地演化阶段、印支中

晚期弧后前陆盆地发展阶段和印支晚期!喜马拉雅期逆冲、褶皱、抬升、改造演化阶段等 #
个主要阶段［$ % &］。盆地中沉积了寒武系、泥盆系!三叠系，缺失奥陶系和志留 系。黔 桂 台 坳

由黔南坳陷、黔西坳陷及桂中坳陷组成，其基底由中元古代地槽型变质细碧角斑岩!复理石

建造所组成，属于统一的扬子型褶皱基底，经历了四堡!加里东构造旋回，形成了滇东、黔

中和江南古隆起以及各类古坳陷，其上沉积了泥盆系!侏罗系。

’ 断裂构造组成与特征

威!紫!罗断裂带在空间上具有分带性特征，根据空间组合特征及地质特征从西北至东南

可分为四个带，即威宁!水城段（西北段）、小河边!关岭段 （中段）、紫云!罗甸段 （东南段）

与延伸段（广西南丹断裂和宜州断裂）（图 ’）。

图 ’ 威!紫!罗断裂带空间结构分段示意图

()* +’ ,-./012)- 013 4.56)7* 4/*0/7212)57 58 2./ 9/)!:)!;<5 81<=2 >57/
? + 威宁!水城段；’ + 小河边!关岭段；@ + 紫云!罗甸段；# + 南丹断裂；A + 宜州断裂

威宁!水城段：位于贵州威宁!水城一带，构造部位位于黔中隆起与黔西坳陷结合部，并

构成黔中地层小区与黔西北地层小区分区断裂。断裂带岩浆活动不强，火成岩类型单一，主

要为大陆溢流拉斑玄武岩及分异的岩床（墙）状辉绿岩组合。斜切泥盆!三叠系的断层发育，

包括了一系列北西向高角度冲断层并有同方向褶皱（图 @）。

该段发育比较完整的逆冲推覆构造，其主体部分主要由罗卜夹主干逆冲断裂、威宁前锋

逆冲断裂及一系列相间平行排列的北西向褶皱、中小型逆冲断层和北东向横断层等组合而

成，长约 BCD0，平均宽 ?BD0 左右。其中，褶皱构造以形态平缓开阔、两翼岩层倾角为 ?A %
@CE、轴面向南西陡倾斜和枢纽平缓倾伏的斜歪倾伏褶皱占据多数。但在临近主干逆冲断裂

及前锋带的局部地段，褶皱两翼地层倾角可变陡至 #C % BCE，并一致倾向南西的紧密倒转褶

皱。卷入褶皱的地层以上古生界碳酸盐岩为主，三叠系次之，在前锋带的破背斜核部，还出

露少许志留系砂页岩。断裂构造主要由断面倾向南西、倾角!"CE的类叠瓦式高角度逆冲断

层组合而成。另还发育一组北东向横断层，将北西向褶断构造切割成为大小不一的零散断

块，并发生左行或右行位移，走滑断距一般为 C +A % ’D0，但在该逆冲推覆构造的北西和南

东两侧，走滑平距可高达 ?C % ?AD0。从而形成了该推覆构造的外来系统由南西往北东逆冲

CB?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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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掩覆于黔中隆起的西缘!由二叠系、三叠系及少量下中侏罗统变形构造所组成的原地系统

之上。此外，区域上向北东延伸，北东向断裂还控制了几个小型山间盆地型白垩系红色磨拉

石层的堆积。由此推断，该逆冲推覆构造主要形成于晚侏罗世!早白垩世之交的早燕山运动

时期。

小河边!关岭段：全长约 "#$%，断裂在该段表现为黔西南坳陷与黔南坳陷的分界断裂。

但断裂多数地段在地表仅见有一条发育于北西向线状背斜轴部、断面倾向南西或北东不定的

高角度逆冲断裂。仅在郎岱以南东坝陵河谷一带在主断裂带上盘出现晚期正断层!逆冲次级

断裂组合。断裂沿走向上地层断距多数较小，很可能只是一条发育于浅构造层次上古生界强

能干岩系中，尚未发生明显爬升活动的断坡式断裂；而主干逆冲断裂则尚隐伏于地下深处，

并很可能是形成于诸如志留系等非能干性岩层中的断坪式逆掩断裂（图 &）。

紫云!罗甸段：延伸长度超过 ’#($%，为右江裂陷与黔南坳陷之间的分界 断 裂。断 裂 在

该段表现为时而出现、时而隐伏的断裂带。其中镇宁!紫云西，断裂出露较为连续，而紫云

以东，仅在紫云、红关、宗地、罗甸沫阳等断续出现。断裂穿越火烘和顶红北西向背斜核部

的泥盆系和翼部的二叠系中，表现为稀疏显露的几条中!小规模的北西向纵断层。其断面多

呈波状弯曲，倾向南西或北东，走向由紫云!宗地一带近南北向，至罗甸一带往近东西偏转，

两盘发育有形成于不同时代的紧密褶皱，倾竖褶皱和牵引褶皱，局部地段还发育有透入性劈

理和张性断层角砾岩、压碎岩等，表明断层兼具挤压、引张和走滑等复合活动特点（图 #）。

威!紫!罗断裂带具有明显的横向结构分带性、走向上的分段性 （图 )）。西段威宁!水城

段结构分带总体表现为中心部位强劈理化带，两侧不对称出现角砾岩带!碎粒岩带、构造透

镜体带、*!+ 组构带、牵引褶皱带、节理破碎带，局部出现石英脉体，部分方解石脉带，断

距 #(( , ’#((%不等。

中段水城!小河边段中心部分强劈理化带，两侧不对称出现角砾岩、构造透镜体带、牵

引褶皱带、节理破碎带，部分方解石脉带。以角砾岩!碎裂岩化带为主。断距小于 #((%。

东段紫云!罗甸段中心部位为角砾岩带，不对称出现网状方解石脉带、节理破碎带、牵

引褶皱带，部分劈理化带，断距小于 -(( , #((%。

断层结构分带最为复杂的分别位于断裂带北西段及南丹断裂。南丹断裂中心部位为强劈

理化带、两侧不对称出现脉石英透镜体带、*!+ 组构带、角砾岩带!碎粒岩带、节理破碎带，

部分见方解石脉带及角砾，断距 #(( , ’#((%。

综上，威!紫!罗断裂带西段、南丹断裂所受挤压作用最强烈，走滑活动次之，西段和南

丹段见石英脉透镜体；断裂带中段以挤压走滑活动为主，东段则以走滑活动为主，逆 冲 次

之，中东段以普遍见方解石脉为特征。因而，威!紫!罗断裂带西段及南丹断裂野外显示强烈

挤压变形特征，而断裂带东段呈现时隐时现的左行走滑特征。

- 断裂带构造流体包裹体研究

为了研究断裂带变形环境和温压条件，开展了断裂中矿物流体包裹体的测试和 分 析 工

作。由于流体包裹体是构造 . 热事件的重要记录，构造热流体在构造岩中有大量保存，因此

对构造变形期流体包裹体的研究，不但可以揭示变形作用下的流体性质及活动特点，而且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和认识构造运动的性质、特征及其演化历史［’( , ’’］。在断裂构造带内

的方解石脉、断层角砾岩、石英脉等含有较丰富的包裹体，是构造流体包裹体主要的研究对

/0’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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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贵州罗甸沫阳实测构造基干剖面（"#$%）（剖面位置见图 &）

’() *! +,-./,.-01 23/,(45 46 7.48(059#4:05)，;.(<=4. "-4>(5/3（"#$%）

& * 泥岩；? * 粉砂质泥岩；% * 泥质粉砂岩；@ * 粉砂岩；! * 石灰岩；A * 泥灰岩；

B * 瘤状灰岩；C * 条带状燧石灰岩；D * 竹叶状灰岩；&$ * 硅质岩；&& * 角砾岩化带；&? * 逆断层；&% * 正断层

图 A 威9紫9罗断裂带断裂结构模式图

’() *A E14/F 8(0)-0G 46 ,=3 H3(9I(97.4 60.1, <453
& * 角砾岩带；? * 碎裂岩化带；% * 节理破碎带；@ * 方解石脉体带；

! * 牵引褶皱带；A * 构造透镜体带；B * 劈理化带；C * 逆断层；D * 正断层；&$ * 地名

象。

威9紫9罗断裂带取得的构造岩样品，大多取自主断裂带内或附近，主要为方解石脉，由

于这些脉体多是断裂形成或者活动时期流体活动形成的，所以脉中的包裹体记录了断裂活动

的信息。大规模发育的个体较小的包裹体应该是断裂挤压过程中形成的，而那些呈分散状，

散布于构造岩脉方解石或石英矿物中形体较大的包裹体，应该是断裂活动晚期挤压应力释放

过程中形成的［&? J &%］。

从测试结果来看（表 &），几乎所有样品的均一温度都集中在 &$$ J &C$K 之间，表明断

裂形成前后断裂中的热流体主要来自地层水或者矿物结晶水等，含有深部热流体的可能性很

小，加之纯气体包裹体含量少，可以断定断裂带挤压或者剪切活动远未达到高温高压，致使

岩石发生熔融或者变质的阶段。

@C&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D



表 ! 威紫罗断裂带构造岩包裹体测试结果

!"#$% &’()*+ ,- -*)./ .01*)(.,0 "0"*2(.( .0 3’.45.46), -")*+ 7,0’

编号 样品编号 剖面 样品岩性 主矿物 形态 大小 8!9 分布特征 气液比: 均一温度;

% <=>% ?@>% 含方解石灰岩 方解石脉 椭圆 A $B 散布 C ==> $D

= <>E> ?@>% 方解石脉 方解石脉 椭圆 F $A 散布 C %DA

G <E>E ?@= 方解石脉 方解石脉 长方 F $A 散布 C ==E

B <EG= ?@= 方解石脉 方解石脉 三角、椭圆 F $A 散布 F %%A $F

D <%>> ?@>= 含方解石脉 方解石脉 椭圆、长方 C 孤立 C %DG $C

A <%=% ?@>= 方解石脉 方解石脉 椭圆、长方 C $E 散布 E %%E $%

E <>ED ?@>= 含方解石脉 方解石脉 针状、椭圆 F $A 散布 A %BB

C <D>% ?@>B 方解石脉 方解石 三角、椭圆 E $D 散布 C %>E $D

F <DDB ?@>B 方解石脉 方解石脉 长方、三角 C 散布 A %C> $E

%> <%=B ?@>G 石英脉 石英 长方、三角 => 线状 A %%%

%% <%GG ?@>G 方解石脉 方解石 长方、椭圆 F 散布 E $A %GG

%= <%=C ?@>G 方解石脉 方解石 长方 A $B 散布 C %BD $E

%G <EDB ?@>D 灰岩 方解石 椭圆 = $D 散布 C %B% $F

%B <DEF ?@>C 方解石脉 方解石 三角、长方 E $= 散布 C %GF $D

%D <DFD ?@>C 方解石脉 方解石 长方、椭圆 =G $B 散布 F %B= $%

%A <EE= ?@>A 白云质灰岩 方解石 长方、椭圆 C $A 散布 D %BB $C

%E <%D% ?@>E 方解石脉 方解石 椭圆、长方 A $F 线状 E $G %G=

%C <%B> ?@>E 方解石脉 方解石 椭圆、长方 B 散布 %> %FD $D

%F <%BF ?@>E 方解石脉 方解石 椭圆、长方 F $B 散布 A %BA $C

=> <%D= ?@>E 方解石脉 方解石 长方 =B 孤立 C %DC $D

=% <%BC ?@>E 方解石脉 方解石 椭圆、长方 C $C 散布 C $B %DA

注：所有包裹体的镜下鉴定、描述与均一温度测定均在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实验室完成。

图 E 威紫罗断裂威宁4紫云段构造

岩包裹体均一温度分布

H.I $E <.(+J.#)+.,0 ,- K,9,I’0.7’/ +’9L’J"+)J’( ,-
-*)./ .01*)(.,0( .0 +K’ 3’.0.0I45.2)0
(’1+.,0 ,- 3’.45.46), -")*+ 7,0’

威4紫4罗断裂构造岩的包裹体均一温度存

在分段性。断 裂 的 北 西 段，威 宁 M 紫 云 的 野

外基干剖 面 的 构 造 岩 包 裹 体 均 一 温 度 分 布 主

要集中在 %>> N %=>; （图 E）；断裂 中 段 紫 云

M 罗甸的构造岩包裹体均一温度集中在 %B> N
%A>;（图 C），断裂南东段的构造岩包裹体均

一温度也集中在 %B> N %A>; （图 F）。构 造 岩

包裹体均 一 温 度 可 能 代 表 了 断 裂 的 应 变 强 度

或者断裂 的 切 割 深 度。测 试 的 构 造 岩 样 品 中

的包裹体均 一 温 度 主 体 分 布 于 %>> N %A>; 之

间，只有极 少 数 的 样 品 的 包 裹 体 均 一 温 度 超

过了 =>>;，说明威4紫4罗断裂 带 的 变 形 环 境

位于上地壳，属脆性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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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威紫罗断裂紫云"罗甸段构造岩

包裹体均一温度分布

#$% &! ’$()*$+,)$-. -/ 0-1-%2.$324 )2152*6),*2( -/ /7,$4
$.87,($-.( $. )02 9$:,. ";,-4$6. (2%12.)

-/ )02 <2$"9$";,- /6,7) 3-.2

= 构造复原与演化

平衡剖 面 技 术 是 研 究 断 裂 带 演 化 的

有效 手 段。平 衡 剖 面 是 联 系 岩 层 变 形 前

后之 间 的 纽 带，所 以 可 以 用 来 研 究 有 限

应变 分 析，也 能 用 于 预 测 断 裂 的 分 布 和

产状。 为 研 究 威"紫"罗 断 裂 带 的 构 造 演

化，选取了 贞 丰"镇 宁 的 地 震 解 释 剖 面 进

行了平衡复原工作，制作了威"紫"罗断裂

带的构造发育史剖面，计算了威"紫"罗断

裂带的伸展系数（图 >? 和表 @）。

图 A 威紫罗断裂宜州"南丹段构造岩

包裹体均一温度分布

#$% &A ’$()*$+,)$-. -/ 0-1-%2.$324 )2152*6),*2( -/ /7,$4
$.87,($-.( $. )02 B$30-,"C6.46. (28)$-.

-/ )02 <2$"9$";,- /6,7) 3-.2

图 >? 贞丰"镇宁构造剖面复原图

#$% &>? D2()-*6)$-. -/ )02 ()*,8),*67 (28)$-. -/ )02 7$.2 902./2.%"902..$.%

威"紫"罗断裂带的构造演化历史可以

追溯到早古生代晚期（图 >?）。随着加里

东运 动 的 结 束，该 断 裂 带 在 早 泥 盆 世 进

入了 伸 展、 断 陷 阶 段， 控 制 了 断 裂 带 南

西侧的 黔 西 南 与 右 江 盆 地 以 及 断 裂 带 北

东的 黔 南 台 地 的 发 展。从 泥 盆 纪 E 中 三

叠世，威"紫"罗断裂以伸展运动为主，早

E 中 三 叠 世 是 断 陷 高 峰 期，该 时 期 在 关

岭老 王 山 地 区 发 生 了 强 烈 断 陷，在 断 层

北东侧 沉 积 了 巨 厚 的 三 叠 系 类 复 理 石 堆

积。中三 叠 世 末，受 到 桑 朗"罗 甸 近 东 西

断裂 及 其 向 东 延 伸 的 宜 州 断 裂 的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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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的黔南、黔西、黔北台地区主要表现为整体隆升，沉积盆地经历了从晚三叠世卡利期海

相沉积!诺利期海陆交互相沉积!瑞替期陆相含煤沉积!早侏罗世里阿斯期内陆河湖相复陆

屑沉积的海退式整合渐变；而南部的右江盆地（南盘江凹陷）则出现褶皱变形而发生整体抬

升，卷入最新地层为中三叠世拉丁阶，其上直接被上白垩统!古近系山间盆地型红色磨拉石!
含煤碎屑岩建造角度不整合覆盖，缺失上三叠统、侏罗系和下白垩统。

表 ! 贞丰"镇宁剖面伸长量统计表

"#$%& ’，(，!)*#*+)*+,) -. /+0( 12(0.(03!12(00+03

地质时期 实际长度 45 伸长量 45 伸长率 4缩短率

现今 6789: ; <:98 ; :%:<9968=67

三叠纪沉积前 6>&78 ; 8=<: ; :%:89><66=<

二叠纪沉积前 9:6>8 ; 8:&: ; :%:8&?76678

泥盆纪沉积前 98988

威!紫!罗断裂带强烈构造活动发生在早燕山期，在区域挤压构造背景下表现为较大幅度

的剖面缩短（表 &）。在华南地块挤压应力场作用下，断裂带发生逆冲和左旋走滑运动，使

泥盆纪!中三叠世断陷盆地发生反转，构造形态基本定型（图 8:）。地质上表现为由一系列轴

面走向近南北的狭窄向斜和宽缓背斜，以及发育于狭窄向斜轴部的半隐伏状逆冲断裂相间并

列而成的隔槽式褶皱组合。该时期，威!紫!罗断裂带的分段性表现也尤为明显，威!紫!罗断

裂、南丹断裂中本来连接在一起北西向逆冲推覆构造带的前峰逆冲断裂带，被桑郎!罗甸近

东西向断裂分割成为两段，开始了表现不尽相同的分段断裂活动时期。

= 结论

综合野外地质和室内综合研究资料，威!紫!罗断裂带是一条逆冲左旋走滑断裂带，断裂

带空间结构复杂，分段明显，分为北西段、中段、南东段三段，各段运动性质和变形强度存

在明显差异，包裹体测温结果指示其上地壳脆性变形环境，其形成演化具有时间上的分期性

和空间上的分段性。

威!紫!罗断裂带在泥盆纪 ; 早中三叠世时期对两侧盆地的沉积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泥

盆纪至二叠纪，断裂南侧发育槽、台间互的沉积格局，北侧靠扬子板块的地区沿断裂发育台

地边缘相。中三叠世晚期，随着右江盆地的关闭，威!紫!罗断裂带受到的挤压变形，在中晚

侏罗世时期，受到华南地块的推挤，断裂带遭受斜向左旋走滑变形。

致谢：研究工作得到张岳桥研究员的帮助和指导，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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