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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造山带发展演化阶段的新认识
①

杨志华 苏生瑞
(西安地质学院 )

摘 要 秦岭一 大别造 山带的发展演化与全球联合古陆的形成与裂解十分相似
。

显

生宙 以来
,

古 中国板块裂解为华北
、

扬子古板块
,

秦岭有 限洋盆 的时期为中晚奥陶世
。

而聚合拼贴形成的中国板块和中秦岭造 山带与联合古陆的形成时期同为石炭
、

二叠

纪
。

中生代 以来新形成的秦岭造 山带
、

华北和扬子地块是与全球联合古陆的解体相

同
,

是裂解 的结果
。

中生代 时期秦岭一大别 的花 岗岩是裂解而不是碰撞俯冲的产物
,

含柯石 英
、

金刚石 的榴辉岩和超基性岩是深部岩片沿造 山带走向从深处向表层抽拉
-

逆冲时带至地表 的
。

关键词 古秦岭造 山带 中秦岭造山带 新秦岭造 山带

造山带发展演化的阶段必须放在全球发展阶段和构造体制的演化上来加以研究
。

构造体

制是影响地壳发展演化进程的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
,

如板块构造体制等等
。

全球发展阶段又

往往与构造体制的演化阶段有关
。

据最新研究成果②
,

全球自 3 8 0 0M a 以来大约经历了以下发

展阶段
:

太古代一古元古代硅铝质岩石圈形成阶段
,

即古联合古陆或古泛大陆形成阶段
;
元古

代末期中联合古陆或 中泛大陆形成阶段
;
晚古生代末期新联合古陆或新泛大陆形成阶段

;
中新

生代以来联合古陆裂解阶段
。

大陆构造 (包括造山带 )也大致经历了以下 4 个构造体制的发展

演化
:

太古代一古元古代陆核 (或陆块 )增生拼贴体制发展阶段
;
元古代板块构造体制发展阶

段
;
元古代末期 至晚古生代板块构造与抽拉

一

逆冲岩片构造体制并存的发展阶段
;
中生代以来

抽拉
一

逆冲岩片构造发展阶段
。

为此
,

将秦岭造山带的发展演化归纳如下 (表 1 )
。

秦岭造山带 自太古代到古元古代
,

以陆核增生或陆块相互拼贴形成硅铝壳古联合古陆
,

代

表地层有
“

岭岭杂岩
” 、 “
鱼洞子杂岩

” 、 “

佛坪杂岩
” 、 “

迷魂阵杂岩
” 、 “
石泉杂岩

” 、 “

陡岭杂岩
” 、

“

桐柏杂岩
” 、 “

大别杂岩
” 、 “

秦岭杂岩
” 、 “

高冠峪杂岩
” 、 “

涝峪杂岩
” 、 “

太华杂岩
” 、 “

陇山杂岩
” 、

“

牛头河杂岩
” 、 “

碑坝杂岩
” 、 “

三花石杂岩
”

等变质岩系
。

它们最初可能是基底的组成部分
,

但现

在并不一定是造山带的基底
,

它们露出地表是后来的抽拉作用造成的
。

正因为如此
,

古联合古

陆的形成才有可能出现类似现代体制的板块构造
,

这时的古联合古陆就是初 中国板块
。

大约在

古元古代末期或中元古代早期中国板块发生裂解
,

裂解究竟有多宽
,

陆缘性质如何尚待研究
,

但要经过裂陷
一

裂谷的发展过程是必然的
。

裂谷不是一种构造体制
,

各种构造体制和力源机制

都可造成裂谷
。

在古陆块裂解与裂谷形成的过程中
,

由于构造环境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沉积
-

① 地矿部
“

八五
”

秦巴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

30 届国际地质大会项 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② 郭令智等
,

近年板块构造研究中的一些新进展
。

大陆构造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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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秦岭造山带发展演化阶段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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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 代代 构 造 演 化 阶 段段 构 造 体 制制

AAA r一 Pt lll
中国古陆块形成阶段段 陆核 (或陆块 )增生或拼贴体制制

PPPtZ一 Pt互互 中国古陆块裂解
,

古中国地台 (板块 )和古秦岭造 山带形形 板块构造体制制

成成成阶段段段

PPP t彗一 0 2 一 333

古中国板块稳定发展阶段
,

局部有裂解解解

000 3一 C l 一 222
古中国板块裂解

,

华北古板块
、

扬子古板块和 秦岭有限限 板块构造与抽拉
一

逆冲岩片构造体制制

海海海盆形成以及华北
、

扬子古板块拼贴碰撞
,

中国板块
、

中中 共存阶段段

秦秦秦岭造 山带形成阶段段段

CCC卜 3一 T lll

中国板块稳定发展阶段
,

局部有裂解解解

TTT Z一 QQQ 中国板块裂解
,

华北地块
、

扬子地块和新秦岭造 山带形形 抽拉
一

逆冲岩片构造 (或抽拉构造 )体体

成成成和发展阶段段 制制

火山岩组合
,

如铁铜沟群组合
、

熊耳群组合
、

洛南群组合
、

宽坪
一

二郎坪群组合
、

草滩沟群组合
,

峡河群组合
、

流岭群组合
、

耀岭河群组合
、

武当群组合
、

红安群组合
、

神农架群组合
、

碧 口群组合

等
。

它们是这个发展阶段和构造体制的产物
。

新元古代的晚期古陆块又发生第二次拼合
,

形成

中联合古陆
。

这个中联合古陆被王鸿祯
、

任纪舜
、

杨巍然
、

杨志华
、

张国伟等称为古中国地台或

古中国板块
。

古中国板块和袁学诚最后论述的东亚克拉通相当①
。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次拼合的

时代是晋宁朝
,

大约在 8一 I 0 0 0M a 。

笔者认为这次拼合的时期在震旦纪的中期
,

即早震旦世之

后
、

晚震旦世陡山沱期之前较为合适
,

这是因为早震旦世的沉积除具有造山期磨拉石建造的特

点外
,

较明显的盖层沉积应为陡山沱组和灯影组
、

石北沟组和罗圈组
。

对于这次拼合方式
,

目前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

很可能是弧
一

陆叠接和陆
一

陆对接的复合
,

而

对接的位置大致在佛坪一迷魂阵一带
,

这次拼贴所形成的秦岭叫古秦岭造山带
。

从新元古代震旦纪晚世至晚古生代是板块构造和抽拉
一

逆冲岩片构造体制共存的发展阶

段
。

板块构造体制的中心是刚性的大陆岩石圈 (板块 )相对于地慢软流圈有大规模的侧向运动
。

其基本点有两条
:

一是板块运动的方向是垂直山链的
; 二是块块 (板块或地块 )决定条条 (造山

带 )的性质和发展
。

根据最新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资料和作者在秦岭造山带的研究
,

秦岭造山带在岩石圈板块

的内部是被巨大的构造界面划分为不 同厚度
、

不同深度的层 圈一
一

岩片系统
,

它们在组成
、

结

构
、

流变学
、

动力学机制上均有很大差别
。

在造山带和块块 (板块或地台 )的关系上
,

造山带 (条

条 )具有更大的独立性
,

并不完全受块块 (板块或地块 )制约
。

造山带物质运动的方向或作用力

的方向
,

其主体不是垂直山链
,

而是平行或近于平行山链
。

为此作者提出了秦岭造山带形成演

化的新模式
,

即抽拉
一

逆冲岩片构造或抽拉构造的新地球观
,

并按此观点编出秦岭造山带的构

造图 (图 1 )
。

抽拉
一

逆冲岩片构造是作者在研究秦岭 一大别造山带的构造特征后
,

提出的一种新的关于

① 袁学诚
,

中国大陆地壳构造
。

大陆构造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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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造山带运动
、

发展 和 演化的新观点
,

它是继板块构造之 后 大陆岩石 圈新 的运动 方

式 l[ ’ 、 ` ’ 、

“ 〕①
。

它的基本点是大陆岩石圈被巨大的构造界面划分为不同的岩片或层圈系统
,

就像

垛在一起的扑克牌一样
。

当深部一个或数个岩片
,

由于热对流
、

地球自转或地外事件所产生的

水平作用力
,

把地球深部岩片 (当时不在地表 )向地壳的表层
、

自由空间抽拉
一

逆冲时发生一系

列地质构造作用和造山
、

造盆作用
。

如沉积作用和沉积盆地的形成与发展
;
构造运动和构造变

形
;
变质作用和变质变形

;
岩浆岩的喷发和侵入

;
成矿作用的发生和就位

;
海平面升降

;
灾害环

境
; 以及伸展扩张

、

收缩挤压
、

转换平移等动力体制均与之密切有关
。

当大陆岩石 圈深部岩片向地表抽 拉
一

逆冲时
,

必然在它的后方出现 张裂 扩张的沉降盆地

带
,

从而充填巨厚的沉积物和火山岩
;
前方则出现挤压带和 (或 )前陆盆地

,

在岩片的两侧出现

平移走滑构造带 (或断层 )及拉分盆地
,

两侧的运动方向正好相反
。

例如
,

秦岭及大别造山带中

的佛坪岩片
、

武当岩片
、

桐柏 一大别岩片
,

在秦岭的深部自西 向东抽拉
一

逆冲至地表的过程中
,

它们的后方分别形成凤太
、

山阳一柞水一旬 阳一紫阳 S N 向裂陷
一

裂谷盆地和南阳一襄樊 S N

向坳陷带
;
古生代时期北秦岭的 E W 向沉积盆地是岩片 EW 向抽拉

一

逆冲时的拉分盆地
。

在垂向上
,

即在立体空间上
,

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地质构造现象
。

岩片从深部向地表抽拉
一

逆

冲
,

就像一个巨大的
“

潜艇
”

在水中运动一样
,

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有 3 个明显的表现
。

第一
,

抽

拉
一

逆冲岩片上界面以上的岩层 (即相当
“

潜艇
”
以上的水 ) 的运动与岩片本身的粘结程度有关

,

当它们粘得很紧时
,

则和岩片一道向前运动
,

这是很多岩片上部保留悬浮体的根本原因
。

当粘

得不够紧时
,

必然在除前进方向以外的 3 个方向上
,

发生大规模的滑脱
一

滑覆或剥离构造
,

但以

岩片运动相反方向的规模最大
。

如佛坪岩片后方 (西面 ) 的凤太地 区
;
武当岩片后方 (西面 )的山

柞旬地区
;
桐柏岩片后方 (西面 )的桐柏县

、

唐河县
、

枣阳县地区
。

第二
,

对岩片下界面以下的岩

层 (相当
“

潜艇
” 以下的水 )来说

,

抽拉
一

逆冲岩片就会对它造成长距离的大规模的近水平的逆冲

推覆作用
,

如含柯石英金刚石榴辉岩的桐柏 一大别岩片就是从深部由西向东长距离逆冲推覆

在中生代
、

古生代地层之上
,

因此桐柏一大别岩片不仅不是秦岭造山带的山根
,

而且在它下面

还有中生代
、

古生代地层
,

是寻找油气和煤的良好远景地区
。

以上两种情况是造山带中同时存

在逆冲推覆构造和剥离滑脱构造的主要原因
。

第三
,

对抽拉
一

逆冲岩片自身
,

由于长期长距离的

运动以及和上
、

下
、

左
、

右其他地质体的相互作用
,

必然发生流动变形作用
。

当某个岩片处在层

次很深的环境中
,

逐步经过超深层次
、

深层次
、

中深层次和中层次而出露地表进入浅层次时
,

会

发生与层次相应的强烈变形变质
,

并彼此相互叠加构成非常复杂的情况
。

这是大陆构造和大陆

造山带复杂变形的重要原因
,

也是秦岭造山带中太华岩片
、

秦岭岩片
、

佛坪岩片
、

陡岭岩片
、

流

岭岩片
、

武当岩片
、

汉南岩片
、

碧 口岩片
、

桐柏一大别岩片等变形和变质复杂的主要原因
。

秦岭造山带从晚震旦世至晚古生代呈板块体制和抽拉体制并存的发展阶段
。

板块体制是

指古中国板块或东亚克拉通
,

从晚震旦世至中奥陶世稳定发展
,

没有发生 明显的变化
。

近于

S N 或 N N E 向的东西克拉通的西部
,

即界于西域克拉通
,

青藏高原与东亚克拉通之间有一个

广阔的大洋
,

它们按板块构造体制发展演化
。

古中国板块或东亚克拉通之间裂解的时间
、

裂陷

的深度和宽度决定了古华北板块与古扬子板块的形成时间
、

两者之间有无大洋或洋盆
,

以及扬

子与华北古板块的关系和 EW 向或纬 向构造的形成与演化
。

占中国板块裂解的时间目前有多

种看法
,

归纳起来有晚元古代末期及寒武纪早期
。

作者认为古中国板块裂解为古华北板块
、

古

_

① 1 9 9 4 年 4 月郭令智院士等在
“

中国大陆构造学术讨论会
”
的论文中

,

将它列 为中国唯
中的新理论

、

新模式
。

一

在近年国际板块研究新进展



扬子板块和秦岭海盆的时间在中或晚奥陶世以后
。

目前在商丹带与洛南 一架川带 (即铁炉子断

裂 )之间的北秦岭构造带中有确切化石依据的地点大约有以下几处
:

宝成路红花铺一带在原草

凉释群的下部
,

采到奥陶纪珊瑚和腕足类化石
,

属典型的扬子型化石组合
,

它与下伏有 12 一

1 6 0 0 M a
的

“

草滩沟火 山岩
”

纯属两套不同时代的地层
。

河南南召青山石灰岩中采到奥陶纪珊

瑚化石
,

属典型的华北型化石组合
。

十分有趣的是这两处化石都在秦岭杂岩北面的所谓古生代

裂陷带中
。

河南与陕西交界的五里川一蟒岭南侧一带采到不少化石
,

但确定时代比较困难
。

近

年来曹宣铎在云架山群
、 “

斜峪关群
”

的碳酸盐岩石中采到泥盆纪化石
。

作者于 1 9 9 2 年在丹凤

庚家河的云架山群中采到可确定时代的似双孔层孔虫
,

时代属泥盆纪
。

更有甚者
,

在北秦岭南

侧不远的镇安
、

山阳至陕
、

豫
、

鄂交界的地带
,

在一些微地块的结晶岩系之上依次沉积震旦系的

陡山沱组
、

灯影组
;
寒武系的水沟 口组

、

岳家坪组
;
寒武一奥陶系的石瓮子组

。

从化石组合
、

岩性

特征看
,

中寒武世以下的地层与古扬子板块的相当地层完全相同
,

而中寒武世至奥陶纪的地层

与古华北板块的相当地层完全相同
。

如在山阳
、

商南
、

渐川一带的珠角石和阿盖特珊瑚化石组

合以及和马家沟灰岩相同岩性和硅质条带表明
,

北秦岭的南北在志留纪以前
,

华北与扬子是联

在一起的
,

只是在奥陶纪以后古中国板块发生裂解
,

才分别形成古华北板块和古场子板块
,

并

且两者之间的裂陷沉降带就是北秦岭构造带的位置
。

人们在论述上述问题时
,

常常指出扬子型

的震旦纪地层不越过商丹带进入北秦岭
。

但也不尽然
,

如北秦岭寨根附近的白云质灰岩
、

商县

北宽坪附近的白云质灰岩
、

商县黑龙 口麻街之间的硅质灰岩
、

以及弥建勇等在 1 : 5 万纸房幅

的甘峪组都可能是震旦纪地层
。

红花铺附近属扬子型的地层已出现在秦岭杂岩北侧是公认的

事实
。

从另一角度分析
,

华北型的化石地层组合越过北秦岭穿越商丹带进入南秦岭也具有同样

的说服力
。

据傅力浦研究
,

相当华北型的早古生代化石组合
,

特别是奥陶纪的化石组合不仅越

过商丹断裂
,

而且深入到南秦岭的旬 阳一 白河一线
。

因此
,

只能说明在志留纪以前
,

华北与扬子

古板块并未形成
,

古中国板块尚未裂解才会出现上述情况
,

而古中国板块的裂解只能发生在奥

陶纪末期
,

志留纪一 泥盆纪是它裂解的全盛时期
。

据最新地球物理和地质资料
,

秦岭杂岩 (群 )

在古生代时期不在地表
。

因此当恢复当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时
,

云架山群中含泥盆纪化石的下伏

地层应是志留系
,

北秦岭涝峪一黑河一带所谓
“

宽坪群
”

中也应有志留系的成分
,

北秦岭南部的
“

北桐峪寺
”

组也是志 留系
,

它和南面的原柞水系构成古中国板块在古生代裂解全盛时期的地

层纪录
。

这次裂解很可能是由于古中国板块内部的岩石圈
、

特别是下地壳深部岩片 E W 向抽

拉
一

逆冲折离时所产生的拉分盆地
。

由于古生代时期秦岭杂岩不在地表
,

所以不存在以
“

秦岭

群
”

为标志的岛弧环境
,

当时古中国板块在秦岭裂解后的陆缘环境
,

它的北侧是以
“

宽坪群
”

为

岛弧的活动边缘
,

属华北古板块南部边缘
;
它的南侧是以迷魂阵一板板山一青山的磨沟峡杂岩

为岛弧的活动边缘
,

属扬子古板块北部边缘
。

这个陆间海盆很像今天的地中海
,

由于这个海盆

尚无可靠的洋壳证据
,

它可能是一个裂陷深度不大的有限海盆
。

古中国板块除在北秦岭发生裂解外
,

大约在东经 108
。

一 1 1 00 的北大巴山
、

旬阳一镇安 一柞

水
;
东经 10 20 一 10 60 的若尔盖

、

玛 曲
、

茂县发生 E W 向的抽拉
一

逆冲的拆离构造
,

形成 SN 向的

拉张裂陷
一

裂谷盆地
。

它的初始时间大约在寒武纪早期
,

并 由南向北发展
,

在志留一泥盆纪成为

它的全盛时期
,

并逐渐与 E W 向的北秦岭盆地贯通
,

使得 S N 向的裂陷
一

裂谷盆地与北秦岭的

E W 向陆间盆地一起组成边缘转换的 T 型盆地
。

华北古板块与扬子古板块的第三次拼合形成于新联合古陆
。

中国板块的时间目前有多种

观点 ; 比较集中的有加里东期
、

印支期和燕山期
。

从全球范围看
,

晚古生代的石炭
、

二叠纪是全球联合古陆形成的时期
,

中国板块作为联合

4 2



古陆的一个部分
,

其发展应当与它合拍
。

从秦岭的实际情况看
,

关键在于印支阶段的三叠系是

否出现过洋盆或有限洋盆
。

到 目前为止
,

秦岭到大别山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三叠纪或石炭 = 二叠

纪洋壳的报道
,

相反
,

以下事实证明
,

华北与扬子古板块间的陆间海盆或有限海盆消失在石炭

纪
。

从北秦岭西部的宝成路经柳叶河到洛南
,

有下
、

中石炭统到下二叠统的陆相磨拉石建造
,

是

碰撞造山的证据
,

同时两者的碰撞是由西向东的
。

其次
,

笔者 1 9 6 2 年曾和王永振在太白上店房

西面的东山梁发现与峨眉 山玄武岩相似的二叠纪陆相火山岩
,

说明石炭纪以后北秦岭已经成

为陆地
。

这个发展阶段拼合形成的秦岭可称为中秦岭造山带
。

石炭纪以来扬子与华北古板块连为一体形成中国板块
。

包括秦岭虽有一些海相沉积
,

但都

属陆表海的台地沉积
,

是联合古陆统一的良好标志
。

全球联合古陆经过一个相当长的稳定发展后
,

到中生代开始裂解
,

形成目前所见的
“

板块

格局
” 。

华北与扬子古板块在晚古生代中期拼合形成中国板块
,

经晚古生代晚期一三叠纪早期

稳定发展后
,

从三叠纪的中晚期开始
,

中国板块又经历了新的裂解
,

使它发生分裂
,

形成华北地

块
、

扬子地块和新秦岭造山带
,

而这次裂解的主要原因是受抽拉
一

逆冲岩片构造体制的控制
。

秦

岭造山带就是在这个构造体制总体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进行的
,

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和华北
、

扬子

地块 (或地台 ) 内部不尽相同罢了
。

因此秦岭造 山带
、

中国板块在 中
、

新生代时期不是聚合
,

而是

与全球的格局一致趋 向裂解
。

首先
,

古生代时期开始抽拉
一

逆冲的深部岩片
,

如武当岩片
、

佛坪岩片
、

太 白岩片
、

碧 口岩片

到三叠纪末期已冲出或快冲出地表
,

西秦岭 (西成 一松潘南坪 )
、

东秦岭 ( 山阳
、

镇安
、

旬 阳 )的

S N 向裂陷沉降带到此时正式结束
;
其次是从徽成盆地西

、

东的南秦岭在三叠纪末期发生由南

向北的薄皮推覆
,

北大巴山褶皱带就是由南向北推覆形成的印支一燕山早期的推覆体褶皱带
,

推覆体内的地层主要为早古生代的地层
,

准原地系统是泥盆纪的地层
,

以构造窗的形式出现
。

从侏罗纪
,

特别是从白奎纪 以来
,

是秦岭一 大别造山带抽拉
一

逆冲岩片构造发展的强烈时

期
,

是构造岩片急剧冲出地表的时期
,

是中国东部燕山运动强烈活动的根本原因
,

秦岭造山带

的现在面貌就是由它造成的
。

桐柏 一大别岩片从西向东由深部抽拉
一

逆冲出地表
,

有证据表明它是侏罗纪以后
,

主要是

在燕山晚期一喜马拉雅期抽拉
一

逆冲到中生代
、

古生代地层之上的巨大外来体
。

最近董树文等

在苏北发现高压变质带下的
“

石桥构造窗
”

就是最好的证据①
。

桐柏 一大别超深层次的构造岩片由西向东从深部上升至地表
。

在它的前方
,

即东南面一带

形成前陆盆地
;
它的后方即西面

,

形成滑脱带
、

剥离断层和南阳一襄樊 S N 向裂陷沉降盆地
,

它

的南北两侧形成高角度的走滑带
、

平移断层或拉分盆地
,

而两侧的运动方向正好相反
,

北侧表

现为左行
,

南侧表现为右行
。

上述经河南
、

湖北
、

安徽等省近年来的区调填图得到充分的证明
。

在这个期间还有佛坪岩片
、

碧 口岩片
、

牛山岩片
、

平利岩片
,

从西向东抽拉
一

逆冲出地表
,

在

东秦岭东经 1 08
。

一 1 09
。

之间宁陕
、

石泉一带众多的弧立零星分布的许多前寒武纪深变质岩地

质体都是这样形成的
。

太白一周户岩片在由西向东抽拉的过程中有不同表现
。

太白岩片的西端包括宝鸡
、

天水
、

陇县附近的深变质岩
,

如
“

秦岭杂岩
” 、 “

牛头河杂岩
” 、 “

陇山杂岩
”

等
。

陇山杂岩是比宽坪群时代

更老的结晶变质岩系
。

它们的反 S 形态是岩片抽拉过程中不均匀运动的结果
。

当太白岩片抽

拉
一

逆冲出地表后
,

不可无限制继续朝前上冲
,

当它达到极限因重力作用而向西滑移
,

是东河一

① 董树文等
,

苏北高压变质带中
“
石桥构造窗

”
的发现及意义

。

大陆构造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

1 9 9 4
。



徽成 N E 向裂陷盆地形成的主要原因
。

秦岭造山带还有由东向西抽拉
一

逆冲的构造岩片
,

如陕豫交界 的太华一篙箕岩片
、

高冠峪

一秦岭岩片
、

陡岭岩片等
。

太华岩片从东向西抽拉
一

逆冲到有晚古生代沉积的华北板块之上
,

因

此它有明显的双地台结构的特征
,

在反射剖面上呈鳄鱼构造
。

高冠峪一秦岭岩片从东向西抽拉
一

逆冲经最近 1 : 5 万区调填图得到证明
。

这个岩片出露地表的时间大概在晚白奎世到第三纪
。

岩片的前方是强烈的挤压混合岩化带
,

它的后方是南阳盆地
。

两侧有强烈的走滑构造
、

平移断

层和拉分盆地
,

而运动的方向在北侧为右行
,

南侧则表现为左行
。

岩片抽拉
一

逆冲的造山作用和

相邻盆地形成了达 1 k1 m 的巨大反差
,

这种情况就是目前的深海沟也不能与它相比
,

可见秦岭

造山带所代表的新联合古陆一 中国板块的裂解是多么的强烈与明显
。

白至纪以来的燕山晚期一喜马拉雅期的巨大推覆成为中国板块裂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

秦岭在这个时期的推覆作用是多种多样的
。

北秦岭所在的秦岭杂岩地质体的南北两侧分别向

南
、

向北推覆
;
南秦岭

,

特别是在 1 08
。

一 1 1 00 的区段发 生由北向南指向四川前陆盆地的薄皮式

推覆构造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
。

除了上述形式外
,

还有由东向西或由西向东的推覆作用
,

桐柏

一大别规模可观的滑覆与推覆作用
,

分别指向华北与扬子板块这是大家知道的事实
。

造山带中花岗岩的成生和侵位被认为是板块拼贴聚合的标志
,

而秦岭造山代从中生代以
。

来的岩浆活动恰恰是裂解的重要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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