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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板块与华南板块对接带萍乡区段构造特征

刘细元，钟达洪，袁建芽，谢清辉，李宜春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江西 南昌 ’’"%"!）

摘 要：扬子板块与华南板块对接带由江西中部通过，其中萍乡地区自燕山运动末

期以来，在北部以逆冲推覆作用为主，形成了大规模的逆冲推覆构造，南部在重力

滑脱作用下，形成变质—岩浆热穹隆和一系列滑褶构造带及滑块构造，中部则形成

相互叠覆的南、北构造对接带。在这些推、滑覆体之下多处掩覆了含煤岩系，这为

寻找隐伏煤田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同时，南、北构造对接带也是钴多金属矿有利的

成矿区段。

关键词：推覆构造；滑覆构造；对接带；扬子板块；华南板块

中图分类号：8*&%9 % 文献标识码：:

扬子板块与华南板块两大古构造单元对接带横跨江西省中部（图 !），地质构造极为复

杂，为近年来构造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主要观点有：拗陷带南、北两缘

先相对向冲，后相向对滑［!$%］；北缘即九岭南缘为向南逆冲推覆，南缘即武功山北缘为滑覆

构造带。笔者通过萍乡—乐平坳陷带西段的萍乡地区 ! ;* 万区调，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作了

较系统的调查研究，认为研究区主体构造是北推南滑的构造格局，北部为由北向南逆冲的九

岭南缘逆冲推覆构造体系，南部为由南向北伸展滑覆的武功北缘变质—岩浆热穹隆伸展滑覆

构造体系，南北两大构造单元在石围—楠木形成构造对接带（图 %）。

! 九岭南缘逆冲推覆构造体系

九岭南缘逆冲推覆构造，发育于九岭南坡及其以南地区，本文仅研究和阐述其西段。研

究区内其锋带在长平—新塘—楠木一线，与武功北缘伸展滑覆构造体系对接。该推覆构造平

面上的分带不明显，而垂向上的分层性较清晰。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和区调实际资料，其在剖

面上构成三层堆垛结构模式，即上推覆系统、下推覆系统和原地（或准原地）系统，但值得

指出的是，其运动方式并不是前人认为的“上推覆体以拉铺形式由北向南推移”，而是各构

造岩片依次由北向南逆冲、叠覆［’$&］。

!"! 上推覆系统

广泛分布于研究区北部的大土、狮子桥、江南、上栗—桐木、岭东（丰顶山）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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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萍乡地区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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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研究区 "# 构造剖面示意图（图例同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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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覆系统由中元古界（宜丰岩组、九龙岩组）和九岭花岗岩（岭东超单元）组成，系统内发

育多条犁式逆冲断层，如大土逆冲推覆断层、合同关逆冲推覆断层等，它们将基底地层切割

成多个岩片，其几何结构为基底逆冲叠瓦式，剖面上呈现侧幕式展布的岩片。

在推覆体内部发育许多由下推覆体组成的构造窗，规模较大的有黄茅—文家市构造窗，

并在该构造窗以南可见 8 个面积大小不等的构造窗，窗内有的出露的是上古生界（下推覆

体），有的出露的是白垩系（原地岩系）。在上推覆系统的前缘还可见多个形态不一、大小不

等的飞来峰，规模较大的有岭东（丰顶山）飞来峰、慈化寺飞来峰、上栗—桐木飞来峰，在

株潭盆地内还见几个浅变质岩系组成的飞来峰直接上覆于白垩系（原地岩系）。

!"# 下推覆系统

主要出露于长平—石围—楠木一线以北，合同关—庙背一线以南，以及黄茅—文家市构

造窗内。下推覆系统主要由上古生界及上三叠统组成。上三叠统仅在推覆系统前缘（新塘、

枣木等地）才与上古生界一起共同组成下推覆系统，在其它地段一般是原地（或准原地）系

统的组成部分。由于上推覆系统和武功滑覆系统的掩盖，下推覆系统的主逆冲推覆断层，在

地表很难见及。在株潭盆地的南西端，下推覆系统呈低角度掩覆于红层之上，在桐木、合同

关、上栗、秋江等地，石炭—二叠系或泥盆系掩盖于上三叠统安源煤系之上，而变质岩地层

又叠覆其上，构成了三层堆垛。多数情况下，在上推覆系统出露区，下推覆系统仅在构造窗

内见及，大部分地段被上推覆系统掩覆；而在原地系统区，以飞来峰的形式出现。

!"$ 原地（或准原地）系统

原地（或准原地）系统主要由白垩系和上三叠统安源群及其下伏地层组成，前者主要分

布于株潭盆地及其西侧的构造窗内，在桐木至上栗一带，在地形较低凹处可零星见及（因大

多被推覆体压盖）；在上栗—桐木、合同关、黄茅、文家市等地的原地系统主要由上三叠统

安源群组成。其中株潭构造窗通称“株潭盆地”，其四周大多被断层围限，北部被浅变质地

层压盖，南西端被上上古生界压盖，东部被浅变质地层和上古生界压盖，盆内见多个由浅变

质地层、上古生界组成的飞来峰，仅在局部见及白垩系不整合在变质岩地层之上。

!"% 主要的逆冲推覆断裂

现在地表出露的逆冲断层主要位于上推覆系统内及其前缘，也正是这些逆冲推覆断裂才

将上推覆系统切割成若干个构造岩片自北而南依次逆冲、叠覆。而在下推覆系统内却很难见

及，仅在其飞来峰下部或与原地岩系接触部位方能看到，在其锋带又被武功北缘滑覆系统所

压盖。具有一定规模的有：合同关逆冲推覆断裂 %9、大土逆冲推覆断裂 %$、黄茅逆冲推覆

断裂 %!、江南逆冲推覆断裂 %: 等。断面倾向北，倾角 !8; < 9=;。沿断裂般都发育碎裂岩带、

构造透镜体亚带、许多次级逆冲断层及牵引褶皱，显示了其自北向南逆冲推覆的运动学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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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北缘伸展滑覆构造体系

武功山地区的地质构造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认识。前人［"］先后提出了：混合岩

田穹隆、片麻状花岗岩、变质核杂岩、花岗岩穹隆伸展构造等不同观点。# $ " 万区调成果认

为是岩浆热穹隆伸展滑覆构造。本文着重讨论其北缘部分的构造特征。武功山岩浆热穹隆伸

展滑覆构造体系，属多期岩浆热穹隆、多期伸展滑覆—拆离复合叠加构造，在其北缘地区可

以划分为：变质—岩浆热穹隆构造小区、滑褶带构造小区和滑块构造小区。

!"# 变质—岩浆热穹隆构造小区

该构造小区处于本构造体系的中心部位，呈穹隆状产出，由三个构造单元组成，即变质

—岩浆核［%］，伸展剪切拆离带和韧脆性过渡带。

!"#"# 变质—岩浆核

（#）寒武系温汤岩组：属于中深变质片状无序岩系，主要岩石类型为黑云片英质角岩、

黑云斜长变粒岩、石英岩、更长黑云石英片岩、二云片岩等，局部夹大理岩化灰岩透镜体。

岩石中顺层剪切面理、早期片理褶皱极为发育，反映了中深层次的变形特征。其典型变质矿

物共生组合有：矽线石 & 铁铝榴石 & 堇青石 & 黑云母 & 长石 & 石英，十字石 & 蓝晶石 & 铁铝

榴石 & 黑云母 & 斜长石 & 石英，属低角闪岩相。

（!）早古生代（变质）深成岩：区内加里东期受扬子板块与华南板块碰撞造山作用影

响，中奥陶世和晚志留世发生了大规模中酸性岩浆上侵形成洪江超单元和武功山超单元，岩

体中片麻理、眼球状、条纹—条带状构造、矿物拉伸线理、旋转碎斑系和片麻理褶皱均很发

育，拉伸线理指向：自穹隆顶部北部向北倾，倾伏角 ’"()!’()，南部向南倾。在与寒武系

温汤岩组接触部位常发育宽窄不一的混染变质岩带，且具强烈的剪切变形特征。

（’）中生代花岗岩：大多侵入在变深成岩体内，主要有早白垩世张家坊超单元、浒坑超

单元和晚侏罗世江源超单元等。这些花岗岩体变形较弱，仅在穹隆边部江源超单元经穹隆伸

展剪切作用，已变为初糜棱岩，长石、石英矿物颗粒呈透镜状、扁豆状、豆荚状定向排列，

石英具波状消光、带状消光，云母分布其间，形成剪切面理，面理产状与剪切拆离带平行。

!"#"! 伸展剪切拆离带 位于变质—岩浆核顶部，出露于茶子凹—莲花庵一带，由多条韧

性剪切带组成，总体呈波状弯曲，环绕内核分布，带内发育一套宽度 !"* 左右的韧—脆性

构造岩，主要有角砾岩化云母片岩、微角砾岩化云母片岩及云母片岩，花岗质糜棱岩断裂面

倾向 ++,，倾角 -() . "()，主拆离断面上部片理产状较下部糜棱面理产状平缓，两者之间呈

小角度相交。靠近断层糜棱面理常出现褶皱现象。

!"#"$ 韧脆性过渡带 分布于茶子凹—莲花庵伸展剪切拆离带以北，若坑滑覆断裂 /##以

南，仅北东段保存，南西段被拆离断层 /#’切割而缺失。平面上呈带状展布，宽度 !0* .
’0*，出露地层有梓山组、吴家坊组、龙口冲组、棋子桥组及老虎塘组。带内岩石普遍具变

形变质现象，岩石类型有动力片岩、碳酸盐岩糜棱岩等，它们常呈条带状或透镜状分布。在

动力片岩和糜棱岩两侧的弱应变域内，岩石表现为以脆性变形为主，如千枚理褶曲、变质砂

岩的倾滑褶皱及硅化破碎等。倾滑褶皱的规模大小不等，有的在露头尺度上就可见到，有的

延伸百余米，多为不对称褶皱，轴面倾向 +,，倾角小于 -")，局部可见平卧倾滑褶皱。

!"! 滑褶带构造小区

位于枣木—新塘—楠木一线以南，若坑一线以北广大地区，其间发育 1 条规模较大的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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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断裂 !" # !$$将构造小区分隔成 % 条滑褶带，即石围、天台山、飞剑潭、绕市、竹亭、宣

风滑褶带，各带大致均呈 &’ 向近平行展布，南带大都对北带有不同程度的压盖，致使各带

宽度从 ()$"*+ # ,*+ 不等。卷入地层以二叠系和下三叠统为主，滑动系统大多以乐平煤系

为润滑层，也有的以南港组钙镁质泥岩为润滑层依次由南向北滑覆，在剖面上构成叠瓦式结

构模式。根据变形特征和所处位置不同，可将滑褶带进一步划分为前缘挤压亚带、中部递进

滑脱亚带和后缘拉张亚带。

!"!"# 滑覆断裂特征 区内规模较大的 $ 条滑覆断裂，自南向北分别是：若坑断裂 !$$、金

鸡岭断裂 !$(、十八塘断裂 !-、社背断裂 !,、若演断裂 !.、安溪断裂 !%、新塘断裂 !"。它们

总体呈 &’ 走向，除若坑断裂 !$$外，其断面均倾向 /’，倾角 $"0 # 1"0，大多小于 2(0，总体

是北部较南部的倾角要小，尤其是北缘的新塘断裂 !" 其倾角为 $"0 # 3(0。正是由于其平缓

的倾角，地形效应也较明显，使滑覆系统在其北缘形成许多舌状、半岛状的形态压盖在九岭

南缘推覆体之上，也有的形成侵蚀残余型的滑来峰，压盖在九岭推覆体之上，如黑面峰飞来

峰和合同关（西）飞来峰；在楠木西侧还可见到九岭推覆体（丰顶山飞来峰的一部分）被压

盖滑覆系统之下以构造窗的形式出露。有的区段滑覆断裂呈“之”字形迂回展布，也显示了

其低缓倾角的特征。而南部的滑覆断裂则以强硅化碎裂岩发育为特征，如金鸡岭断裂，沿断

裂均发育硅化岩，其出露宽度几十至几百米不等，有的呈帽状分布于孤立的山头上，经测试

分析，这些硅化岩的 /453 含量均大于 -"6。滑覆断裂内常发育挤压透镜体，次级挤压面及

牵引褶皱，它们均显示了其自南向北的滑覆挤压的特征。

!"!"! 前缘挤压亚带 一般都由二叠系组成，亚带内一般发育多条次级滑覆挤压断层，次

级断裂的间距一般是 1((+ # "((+，其上盘多为乐平煤系地层。在平面上呈条带状、透镜状

或楔状展布，剖面上则以楔状为主，楔状体呈叠瓦式堆垛，每个楔状体内一般还形成了一些

倒转、不对称的紧闭背、向斜，且轴面均倾向 /（/’）（图 2）。

图 2 天台山前缘挤压带（78）剖面图

!49)2 /:;<4=> =? <@: ;=+AB:CC4=>DE F=>: 4> <@: ?B=>< =? <@: G4D><D4 H=I><D4>C
G$ !9 ) 下三叠统青龙组高安段；G$ !F ) 下三叠统青龙组枣木段；G$ !J ) 下三叠统青龙组敫坑段；

K3 " ) 上二叠统长兴组；K3 ! ) 上二叠统七宝山组；K3$ ) 上二叠统乐平组；G2L) 上三叠统安源群

!"!"% 中部递进滑脱亚带 由二叠系和下三叠统组成，宽度 $*+ # %*+ 不等，本亚带的构造

变形程度不如前缘挤压亚带，次级滑覆断裂的间距约 ,((+ # $(((+。带内发育的背斜、向斜

虽说也是不对称的（向斜北翼缓、南翼陡），但较宽缓。

!"!"& 后缘拉张亚带 仅见于西村滑褶带，其它滑褶带的后缘拉张亚带均被其南侧的滑褶

带掩盖，未见出露。其主要的特征性构造形迹是发育一系列正断层，如若坑断层 !$$和近平

卧褶皱，其断面倾向 &M，断层附近岩石发育硅化破碎；褶皱轴面倾向 &M，倾角极平缓，

主体褶皱多为向斜，向斜倒转翼又常出现连续褶皱，形成叠褶式构造。褶皱的转折端有加

厚，但正常翼没有明显减薄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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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块构造小区

位于研究区西南角，青山—萍乡一线以南，即武功山体由 !" 向 #" 转折部位发育了十

几个规模不等、形态各异的滑块构造。按组成滑块的地层不同可分为 $ 类，即白垩系 % 上三

叠统安源煤系滑块、下侏罗统滑块、中二叠统茅口组 % 上三叠统安源煤系滑块、泥盆系 % 石

炭系滑块、泥盆系滑块、上元古界滑块，这些滑块由 #& 向 !" 倒序叠覆（老地层组成的滑

块叠覆于新地层组成的滑块之上），现将几个规模较大，且具一定代表性的滑块概括如下：

!"#"$ 安源滑块 位于萍乡南部磨盘下、安源、塘梅山一带，呈长条状 !!& 向展布，出露

长 ’()*、宽 +)* , ()*。组成滑块的地层自上而下为：白垩系（周田组）不整合于安源煤系

之上、安源煤系不整合于茅口组之上，茅口组底部为滑覆断裂，滑块之下为安源煤系。滑块

北侧叠覆于萍乡盆地之上，南东侧被高坑滑块压盖，南西端被侏罗系滑块、泥盆系—石炭系

滑块、震旦系滑块压盖。滑覆断裂总体倾向 !"，呈舒缓波状，沿断裂带，在滑块的北东端

发育一套纯硅质角砾岩，出露宽度上千米（图 -）。

图 - 安源滑块与高坑滑块之关系钻孔（&.）剖面图

./01- 2345 6578/39 6:3;/90 8:5 45<=8/39 3> ?9@A=9 6</B5 C<37) =9B D=3)590 6</B5 C<37)
E+ 1 上白垩统；F(?1 上三叠统安源群；G’! 1 下二叠统茅口组

!"#"! 高坑—源并滑块 位于高坑、芭蕉岭、源并一带，呈长带状 !& 向展布，卷入地层以

安源煤系为主，滑块北东侧叠覆于安源滑块之上，南东侧压盖在宣风滑褶带之上，南西段的

北西一侧被侏罗系、泥盆系—石炭系、震旦系组成的滑块（如周源滑块）压盖。滑覆断裂在

滑块的北西侧倾向 #&，南东侧倾向 !"，沿断裂大多发育碎裂岩、硅化碎裂岩、构造透镜体

及次级断裂，在次级断裂面上有的可见明显的擦痕和阶步，据其可判断：北西侧显示逆冲断

层，南东侧显示正（滑）断层，反映了滑块自 #& 向 !" 滑移的特征。在高坑至芭蕉岭一带，

经钻探揭露显示：该滑块的主体安源煤系不整合于下伏茅口组及铁石口组之上，并发育一系

列轴面倾向 !" 的倾滑褶皱并以显示向斜为主，向斜南翼产状平缓，北翼产状倒转，翼部发

育一些倾向 !" 的次级断裂。主滑覆断裂总体倾向 !"，且呈一弧顶向下、开口朝上的不规

则抛物线状，该断裂地表出露海拔标高为北低南高，也反映了断裂面是倾向北西的。这些构

造现象均显示该滑块由 #& 向 !" 滑覆的运动特征。

!"#"# 周源滑块 位于萍乡市源并以西，周源一带，呈 !& 或近 #! 向长条状展布，往南延

伸至白竺。滑块由震旦系（古家组、下坊组）组成，周边为断层围限。北侧压盖在泥盆系组

成的滑块上，断面倾向南，倾角 +HI , (HI，东侧压盖在高坑滑块和安源滑块之上，庙下矿区

经钻孔揭露，在变质岩层 (H* 之下见安源煤系，并有一薄煤层；在源并一带，沿断裂出露

宽 ’J* , ’JH* 的硅化碎裂岩带，碎裂岩成分为石英岩、石英砂岩及泥质岩，断面倾向 "—

!"，倾角 -HI左右，据其次级断裂特征判断其为正滑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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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构造对接带推滑覆体系形成时代的分析

南、北两大构造体系，在楠木、新塘、长平一带形成构造对接带，往东延伸至上高七宝

山一线，对接带宽约 !"#，主要表现为两大构造体系的前缘推、滑覆系统的相互压盖和堆

垛。在楠木一带，九岭南缘逆冲推覆系统的岭东（丰顶山）飞来峰的南侧被武功北缘伸展滑

覆系统的石围滑褶带压盖。楠木以西，在滑褶带内部出露下伏花岗岩（岭东飞来峰的一部

分）的构造窗。在新塘、石围等地，武功北缘滑覆系统呈舌状、半岛状压盖在九岭推覆系统

的下推覆体之上。在黑面峰和合同关西，武功滑覆系统形成的侵蚀残余型飞来峰其南侧压盖

在九岭推覆系统的下推覆体之上，北侧压盖在上推覆体之上（图 $）。推—滑覆体系的相互

压盖和堆垛的空间关系，反映了南、北两大构造体系曾发生了多次碰撞对接过程。就地表所

见到的而言，武功滑覆体系压盖在九岭推覆体系之上，说明武功滑覆体系的最后定位时间晚

于九岭推覆体系。

九岭山和武功山分属于扬子板块与华南板块，二者与晋宁—加里东期碰撞对接后，经历

了晚古生代—早中生代隆内坳陷［%］印支、燕山运动时形成九岭复背斜，萍乡—乐平复向斜和

武当山复背斜及岩浆热穹隆伸展构造，进入到燕山末期—喜马拉雅期，形成了大规模的北

推、南滑构造格局。

!"# 九岭南缘逆冲推覆构造体系的形成时代探讨

据区域地质资料九岭南缘逆冲推覆构造体系可能形成于燕山末期，由于其区内推覆系统

逆冲于上白垩统红层之上，且红层局部也卷入到了推覆系统中，说明推覆系统定位于晚白垩

世之后。

!"$ 武功北缘伸展滑覆构造体系的形成时代探讨

武功伸展构造的核部侵入有加里东期和印支—燕山期花岗岩，年龄值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研究认为，加里东期花岗岩的侵位与伸展构造无直接关系，主要是印支

—燕山期花岗岩的强力侵位，形成变质—岩浆热穹隆，进而发展成伸展滑覆构造。另据

)(0*123［4］所 获 花 岗 质 糜 棱 岩 年 龄 值 $.-)* + !(!)*、$$-)* + $(-)*、$!!(.)* + .)*、
/!/(%)* + /(%)*（多硅白云母 52&,652!-法测年），表明其韧性变形时代为印支—燕山期。再

从野外宏观地质资料分析，江源超单元（/&.(&)* + $(!)*）的岩石发生了糜棱岩化现象，其

又被浒坑单元（/!,)* + /%)*）、张家坊超单元（/$’(!)* + ’(&)*）侵入，据此可以确定武

功变质—岩浆热穹隆伸展构造的深部拆离终止于 /$’)* 7 /&.)*，即说明武功北缘较深层次

的伸展构造韧性变形时代始于印支期、终止于燕山晚期。浅表层次的滑覆系统可叠覆于上白

垩统之上，说明了重力滑脱构造终止于晚白垩世之后。从地表所见，滑覆系统叠覆于九岭推

覆系统之上，说明其终止时间略晚于九岭推覆系统。

& 结语

扬子板块与华南板块两大构造单元对接带的萍乡区段，在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发展演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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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到燕山期—喜马拉雅期，北部形成了大规模逆冲推覆构造，南部形成了变质—岩浆热穹

隆伸展滑覆构造，即北推南滑的基本构造格局。前者形成于燕山末期—喜马拉雅期；后者变

质—岩浆热穹隆伸展作用始于印支期、终止于燕山晚期，滑覆作用定位于喜马拉雅期。两大

体系在楠木、石围及七宝山形成了相互叠覆的对接带。推、滑覆构造发育地段，是寻找隐伏

煤田的重要靶区。南、北构造对接带对钴铅锌多金属矿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同时也是区内

钴铅锌多金属矿的找矿标志，详细将另文讨论。

本文主要是在宜丰图组（! 幅，"##$）、宣 风 图 组（% 幅，"##&）、宜 春 图 组（! 幅，

’(((）" )$ 万区调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属集体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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