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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最强烈的挽近构造活动时期至 少有三次
。

第一幕在新
、

老 第三 纪 之

间
,

第二幕在新第三纪 与早更新世之间
,

第三幕在早
、

中更新世之间
。

它们各

拉制 多种构造带或构造体 系的活 动
,

经过错综 复杂的演变过程
,

最后铸成四川

复杂的地质构造枪廓和山川地貌景观
。

挽近时期进一 步活动的构造型式有
: 东

西 向构造带
、

南北构造 带
、

棋盘格式构造
、

新 华夏系
、

青藏系及旋扭构造等
。

各构造 带的发生演变及成生顺序所反映 的构造应力场及其转变方式颇有规律
。

总体看来
,

南业向挤压作用在 先
,

东西 向挤压作用在后
。

塑造在四川地壳上的构造图象
,

是长期地质演化的结果
。

但形变最广泛而强烈的时期
,

首推晋宁
、

印支和挽近三场构造运动
。

晋宁运动产生雏型
,

印支运动奠定基本格架
,

挽近运

动仍在继承
、

改造和发展中
。

研究复杂的挽近构造体系及其发展规律
,

对于认识四川地壳的

演化
、

找矿以及解决工程地质和地震地质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

挽近 ( N e in d ) 的时间含义
,

与苏联学者所讲的
“
新构造运动” 大致相等〔 1〕

,

概 指 新

第三纪 以来的地质时期
。

相应时期的构造运动本文称
“
挽近构造运动
” 。

四川地区挽近建造特征如下表
:

全 新 统

上更新统

中更新统

冲积层 为主

江北砾石层

雅安砾石层

未 变 形

冲积层 为主
,

未变形

冰水 沉积层为主
,

基本 未变形

挽近 C 幕

第四系

下 更 新 统 昔格达层 冰破和间冰期沉积
,

弱形变

挽近 B 幕

上第三系 泥质建造
、

含煤建造

一
挽近 A 幕

弱形变一强烈形变

下第三系 磨拉石建造
、

碎屑岩建造
、

含盐建造
、

喷出建造
,

强烈形 变

厂l/
、 IL
、

第三系

上述挽近建造中
,

上
、

下第三系之间
,

下更新统与上第三系之间以及中
、

下更新统之间

的强烈构造变动
,

作者自下而上分别称为挽近构造运动 A幕
、

B幕和 C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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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挽 近 构 造 体 系 划 分 及 其 特 征

1
。

第 四 系 盆 地

7
.

经 向 系 压 性 断 裂 8
.

新 华 夏 系 压 扭 性 断 裂 9
。

青 藏 系 压 扭 性 断 裂

5
。

中 性 畏 入 岩
6

.

基 性 畏 入 岩

1 . 0旋扭构造
,

扭 裂 11
.

隐 伏 断 裂

12
.

飞 来 峰 13
。

卫 片 解 译 的 园 形 构 造 及 线 性 构 造 14
。

摺 皱 带 15
。

空 心 箭 头 示 纬 向 挤 压 派 生 的 扭 动 方 向

,

实 心 箭 头 示 经 向 推 挤 派 生 的 扭 动 方 向

F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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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西 向 构 造 带

主 要 发 育 于 四 川 盆 地

,

约 每 隔 纬 度
l
“

见 一 个 带

,

自 南 而 北 有 叙 永 一 绮 连 ( 28
0

20
尹)
、

沐

川 一 峨 边 ( 2 9
“

2 0` )
、

南 充 一 中 江 ( 3 0
0

2 0 ` )
、

广 元 一 南 江 ( 3 1
“

2 0 1 ) 等东西向构造带
。

它

们 主 要 由 舒 缓 褶 曲 组 成

,

侏 罗 系

、

白 蟹 系 和 部 分 下 第 三 系 卷 入 褶 皱

,

其 中 一 些 带 在 震 旦 亚 代

已 开 始 出 现

,

经 长 期 发 展

,

挽 近 A 幕 运 动成 型
。

2
.

经 向 构 造

川 滇 南 非 带

:
展 现 在 10 2
。

一
1 03

0

30
`
之 间

,

震 旦 纪 中 产 生 雏 型

。

整 个 古 生 代 铅 安 宁 河 一

线 是 一 个 南 北 狭 长 的 隆 起 区

,

惯 称

“
康 定 地 轴
” 。

其 东 西 两 侧 相 辘 而 行 的 嫂 陷 带 约 于 晚 三

迭 世 早 期 形 成

,

印 支 运 动 使 中 三 迭 统 及 其 以 下 地 层 发 生 南 北 向 褶 皱

,

以 安 宁 河

、

雅 碧 江 冲 断

裂 带 系 统 为 代 表

。

此 时

,

川 滇 南 北 带 轮 廓 清 楚 地 展 现 出 来

。

尔 后 在 走 向 南 北 的 槽 地

、

盆 地

中

,

覆 盖 了 晚 三 迭 世 煤 系 及 侏 罗

、

白 鳌 和 下 第 三 系 红 层

。

这 时 挽 近
A 幕 构造 运动 发 生

,
这 些

地 层 连 同 以 下 地 层 再 次 强 烈 褶 皱
,

一 切 老 断 裂 重 新 复 活

,

从 此 川 填 南 札 带 成 熟 定 型

。

第 四 纪 以 来

,

南 北 向 老 断 裂 显 示 出 强 烈 的 活 动 性

,

控 制 了 山 脉

、

水 系 走 向 及 第 四 系 的 分

布

。

第 四 系 堆 积 速 度 快

,

厚 度 大

,

有 的 地 方 达
1 8。。米 ( 西 昌西 )
。

下 更 新 统 昔 格 达 组 普 遍 变

形 其 中 南 北 向 褶 曲

、

小 型 冲 断 以 及 近 东 西 向 的 张 性 破 裂 和 北 东

、

北 西 的 共 扼 扭 裂 等

,

均 一

致 指 示 主 断 裂 的 压 性 活 动 特 点

。

中 上 更 新 统 及 全 新 统 中 也 常 见 到 一 些 与 上 述 力 学 性 质 相 同 的

破 裂 现 象

。

沿 断 裂 有 线 状 分 布 的 温

、

热 泉

。

断 裂 带 在
卫 星 象 片 上 反
睐
清 晰

,
有 的 地 段 还 能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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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相 当 宽 的 破 碎 带
。

沿 马 尔 康

、

康 定

、

冕 宁 一 线

,

西 昌

、

元 谋 一 线

,

峨 边

、

烟 峰 一 线 存 在 南

北 向 重 力 梯 度 带

。

计 算 表 明

,

这 里 也 是 重 力 异 常 带

,

又 是 莫 霍 面 深 度 变 异 带

,

这 些 带 之 间 的

地 壳 块 体 也 多 近 南 北 走 向

,

与 地 表 构 造 相 吻 合

,

证 明 南 北 构 造 带 影 响 地 壳 深 度 超 过 47 一 62 公

里气 历史地震震中也都在此断裂带上或附近
。

川 黔 南 北 带

:

主 体 展 布 在 贵 阳 至 遵 义 一 线

。

四 川 盆 地 南

、

东 南 的 部 分 乃 是 其 向 北 的 延

续

。

位 于 东 经
1 O5

O

3 0’ 一 10 8
0

12
`
之 间

,

东 支 由 梳 状 褶 皱 和 部 分 冲 断 层 组 成
,
西 支 为 舒 缓 褶

曲
,

因 受 新 华 夏 系 限 制 略 呈 弧 型

。

它 们 发 育 在 侏 罗

、

白 至 及 下 第 三 系 之 中

,

挽 近 A 幕 运 动成

型
。

眠 江 断 裂 带

:
该 断 裂 带 成 生 于 三 迭 纪 未 的 印 支 运 动

。

最 初 可 能 是 摩 天 岭 东 西 带 的 张 性 断

裂

,

尔 后 转 化 为 南 北 向 的 压 性 断 裂 带

。

该 断 裂 带 在 挽 近 时 期

,

尤 其 在 第 四 纪 有 强 烈 活 动

。

它

控 制 着 眠 江 走 向

,

分 割 东 西 地 貌

,

成 为 高 原 草 地 和 崎 岖 山 地 的 分 野

。

近 年 来 的 水 准 测 量 资 料

也 说 明 断 裂 东 侧 相 对 西 侧 抬 升

,

崛 江 两 岸 阶 地 也 反 映 相 应 的 不 对 称 性

,

上 第 三 系 与 第 四 系 盆

地 受 断 裂 制 约

。

上 第 三 系 中 发 育 有 走 向 南 北 的 褶 曲 与 断 裂

,

断 裂 切 割 第 四 系 的 现 象 屡 见 不

鲜

,

沿 断 裂 带 尚 有 温 泉 分 布

,

南 端 常 发 生 地 震

。

3
.

共 扼 扭 断 裂 一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体 系

川 西 地
区

发 育 两 组
强

大 的 扭 性 断 裂

,

一 组 走 向 北 西

、

北 西 西
,
另 一 组 走 向 北 东

,

北 北

东

。

北 西 向 一 组 有 邓 柯 一 甘 孜 断 裂 带

、

鲜 水 河 断 裂 带

、

乾 宁 一 康 定 断 裂 带

、

折 多 塘 一 磨 西 断

裂 带

、

白 玉 一 理 塘 断 裂 带

、

亚 日 贡 一 乡 城 断 裂 带

、

奔 子 栏 一 尼 西 断 裂 带

、

阿 坝 一 米 亚 罗 断 裂

带

、

松 岗 断 裂 带 等

。

北 东 向 一
组 有 康 定 一 麦 日 断 裂 带

、

乾 宁 一 八 衣 绒 断 裂 带

、

查 卜 西 一 日 雨 断 裂 带

、

巴 塘 断

裂 带

、

果 洼 一 安 孜 断 裂 带

、

龙 日 坝 断 裂 带 等

。

这 些 断 裂 带 的 共 同 特 征 是

:

各 断 裂 带 由 许 多 彼 此 平 行 但 不 相 连 的 断 裂 组 合 而 成

,

它 们 之 间 的 间 距 为 80 一 1 00 公里
,

断 裂 带 中 各 条 断 裂 的 间 距 一 般 为 80 一 1 00 米
。

北 东 向 一 组 呈 多 字 型 雁 列

,

北 西 向 一 组 呈 反 多 字 型 雁 列

。

由 断 裂 所 控 制 的 第 四 纪 盆 地 也

具 有 相 同 的 组 合 排 列 形 式

。

断 裂 面 相 当 陡 立

,

一 般 倾 角 60
。

一 80
。 ,

具 有 显 著 的 扭 性 特 征

,
.

北 西 向 一 组 作 反 时 针 扭

动

,

北 东 向 一 组 为 顺 时 针 扭 动

。

穿 越 断 裂 带 的 各 水 系 同 向 蛇 曲

、

跨 断 层 小 三 角

、

短 基 线 测 量

的 形 变 场 与 位 移 场 也 反 映 出 上 述 扭 性 特 征

。

各 断 裂 带 多 处 切 割 第 三 系 和 第 四 系 以 及 其 他 构 造 形 迹

,

表 明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体 系 乃 是 挽 近

C幕 构造 运动 以来 发展 起来 的最 新构造 型式
。

_ . _ _

… _
_ _ _

.

_
、

_ 二
~

. _

_
、 _ .

_ l
、 _ _ 1 、

_ _ _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带 中 许 多 断 裂 带 是 强 烈 地 震 沽 动 带

。
1 7 8 6年 尿 足 地 震 气M

s = 了

了
夕

、
王 ” 今匕

年 理 塘 地 震

(
M S
、

= 7

专 )
、

1 9 5 5年 康 定 折 多 塘 地 震

(
M

S = 7

专 )
、

, ” 7 3年 炉 霍 地 震 ` M
3 = 7
·

” ,

等是 北 西 向一组 断裂 活 动的 结果
。

各 形 成 几 十 公 里 长 的 地 震

、

鼓 包 带

。

这 些 鼓 包

、

地 震 总 体

`
呆 资 富

,
.

云
甫

及 其
邻

区 深
部 构

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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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合 指 示 断 裂 反 扭

。 1 9 7。年 巴 塘 地 震
(呱

=7

韵

、

: 。 7 6年 仁 寿 地 震

(
M

S =5

专 )
是北东向

一组构造活动的结果。 其 地 震 总 体
组
合 指
示 断 裂 为 顺 扭

。

对 卫 星 照 片 进 行 系 统 解 译

,

不 但 证 实 前 述 各 断 裂 带 的 存 在

,

且 相 同 影 象 特 征 的 线 性 构 造

数 量 以 及 展 布 的 范 围 更 多 更 大

。

此 外

,

旧 有 的 北 东

、

北 北 东 与 北 西

、

北 北 西 向 断 裂 普 遍 被 棋 盘 格 式 断 裂 利 用

、

改 造

,

例

如

:

印 支 运 动 成 生 的 华 夏 系 构 造 的 北 东 向 断 裂

,

象 龙 门 山 区 的 茂 汉 断 裂

、

北 川 一 映 秀 断 裂 等

等

,

新 华 夏 系 龙 泉 山 断 裂 带

,

华 荧 山 断 裂 带 等

,

挽 近 时 期 以 来 尤 其 第 四 纪 至 现 今

,

表 现 出 显

著 的 顺 扭 活 动

。

这 种 活 动 方 式 与 华 夏

、

新 华 夏 系 自 身 特 有 的 活 动 方 式 是 相 反 的

,

其 顺 扭 显 然

不 是 它 们 自 身 活 动 的 结 果

,
`

而 是 另 外
一
次 构 造
运
动 的 作 用

。

从 本 质 上 说 来 己 属 于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活 动 的 反 映

,

是 利 用 与 被 利 用

、

改 造 与 被 改 造 的 关 系

,

这 种 活 动 相 当 于 北 东 向 一 组 扭 断 裂

的 顺 扭 剪 切 运 动

。

早 期 成 生 的 青 藏 系 或 弧 形 构 造 体 系 西 翼 等 体 系 的 北 西 向 断 裂

,

原 有 活 动 方 式 皆 是 顺 扭

的

,

第 四 纪 至 今 发 生 强 烈 的 反 扭 活 动

,

亦 是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所 附 加 的

。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的 两 组 剪 切 力 偶 组 合

,

其 主 压 应 力 作 用 方 向 是 东 西 向 的

。

故 该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之 形 成 与 吕 对 尔 机 制 相 似

。

可 以 断 定

,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是 南 北 向 构 造 休 系 的 一 种 特 殊 表 现 形

式

。

4
.

扭 动 构 造 体
系

( 1 ) 新 华 夏系

印支 运动 以后
,

四 川 盆 地 成 为 那 时 唯 一 的 大 型 盆 地

,

其 形 态 主 要 受 华 夏 系 控 制

,

长 轴

走 向 呈 北 东

。

北 东 方 向 受 秦 岭 东 西 带 抑 制

,

北 西 方 向 的 屏 障 为 龙 门 山

,

东 南 方 向 是 北 西 倾 斜

的 缓 坡

,

南 西 方 向 止 于 西 昌 一 带

。

当 盆 地 中 沉 积 了 侏 罗 系 与 下 白 要 统 以 后

,

在 川 湘 交 界 地

带

,

燕 山 运 动 发 生

,

在 那

.

里
首 先 成

生 了 北 北
东 向

山
脉

,

四 川 盆 地 范 围 因 此 缩 小

,

但 仍 继 续 不

断 地 沉 降

,

又 连 续 沉 积 了 上 白 垄 统 和 下 第 三 系

,

但 沉 积 中 心 不 断 由 南 东 向 西 北 方 向 迁 移

,

至

挽 近 A 幕构造 运 动发 生
,

四 川 盆 地 全 部 发 生 褶 皱

,

依 次 成 生 了 川 东

、

川 中 褶 带 和 川 西 褶 带

。

至 此

,

新 华 夏 系 基 本 成 熟

。

川 西 褶 带 向 北 北 东 延 长

,

由 于 龙 门 山 华 夏 系 断 裂 带 的 强 大

,

使 新 华 夏 系 许 多 成 分 的 方 向

迁 就 华 夏 系

,

业 使 华 夏 系 的 大 部 分 断 裂 强 烈 活 动

。
.

因

而

,

在 龙 门 山 中 南 段 产 生 一 系 列 拉 铺 构

造 或 飞 来 峰 ( 龙 门山 中北段 少见 )
。

另 一 方 面

,

新 华 夏 系 的 一 些 成 分

,

冲 破 龙 门 山 华 夏 系 的

阻 挠 和 约 束

,

按 自 身 特 征 顽 强 表 现

,

尤 其 是 冲 断 裂

,

与 龙 门 山 以 20
“

交 角 穿 切 其 中

,

一 直 伸

向 北 川

、

茂 汉

、

平 武

、

松 播 等 地

。

该 褶 带 向 南 西 延 伸

,

在 冕 宁

、

木 里 一 线

,

穿 切 川 滇 南 北 带

和 木 里

、

盐 源 弧 等 一 切 构 造 形 迹

。

川 西 褶 带 第 四 纪 至 今 仍 表 现 强 烈 活 动 性

。

成 都 平 原 这 个 典 型 断 陷 盆 地

,

它 东 侧 的 龙 泉 山 断 裂 带 与 西 侧 雾 中 山 断 裂 带

,

第 四 吧 以 来

不 断 向 中 间 对 冲

,

堆 积 物 最 厚
3 00 余米
。

冕 宁 南 河 第 四 纪 槽 地

,

青 纳

、

大 林 盆 地

、

潭 腊 盆 地

等 长 轴 走 向 为 北 北 东

,

并 呈 现 多 字 型 雁 列

,

毫 无 疑 问

,

它 是 受 新 华 夏 系 迭 加 作 用 的 结 果

。

南 北 向 断 裂 如 安 宁 河 断 裂 带

、

雅 碧 江 断 裂 带

、

昭 觉 一 布 拖 断 裂 及 眠 江 断 裂 等 所 控 制 的 第

四 纪 地 层 中 所 发 育 的 部 分 褶 曲

、

断 层 与 这 些 断 裂 配 套

,
.

具

反

时

针 扭 动

,

其 方 式 与 大 义 山 式 扭

断 裂 活 动 特 征 是 一 致 的

,

可 以 视 为 大 义 山 式 断 裂 活 动 附 加 在 南 北 向 断 裂 上 的 痕 迹

。

地 震 宏 观 调 查 表 明

,

北 北 东 断 裂 的 地 震 活 动 显 示 压 性 特 征

,

如 耿 达 一 大 川 断 裂

、

擂 鼓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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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裂 等
。

南 北 或 北 北 西 向 断 裂 是 反 扭 的

,

如 虎 牙 关 断 裂

、

玛 瑙 断 裂

、

利 店 断 裂 等

。

东 西 向 或

北 东 东 向 断 裂 是 顺 扭 的

,

如 靛 兰 坝 断 裂

、

黑 水 断 裂 等

。

前 一 类 属 于 新 华 夏 系 压 性 构 造

,

后 两

类 分 别 代 表 大 义 山
式

和 泰 山 式 扭 断 裂

。

它 们 共 同 组 成 新 华 夏 系 整 体 活 动 模 式

。

地 震 震 源 P 波

初 动解 的力 学性 质参 数 也获 得相 同的结论
。

( 2 ) 青藏 歹字 型构造 体 系 ( 以下 简称 青藏 系 )

四川 范 围的青 藏系 是从 头部 向腰 部 的转折 部 位
。

古 生 代 时 期 金 沙 江 上 游 曾 是 一 个 走 向 南

北 ( 北 头偏 向西 ) 的大地 槽
,

经 早 二 迭 世 未 及 中 三 迭 世 未 的 华 力 西 和 印 支 运 动 褶 皱 成 山

,

此

即 青 藏 系 的 胚 胎

。

继 后

,

其 东 侧 发 育 了 晚 三 迭 世 大 地 槽

,

沉 积 了 万 米 以 上 的 碎 屑 岩

、

喷 发 岩

和 碳 酸 盐 岩

。

三 迭 纪 末 的 印 支 运 动

,

再 次 发 生 大 规 模 褶 皱 与 冲 断

,

伴 随 岩 浆 侵 入

,

整 体 隆

起

。

在 川 滇 南 北 带 以 西 成 生 了 新 的 褶 断 山 脉

,

这 场 造 山 运 动 可 能 一 直 持 续 到 白 噩 纪 末

,

因 而

导 致 燕 山 期 岩 浆 岩 侵 入 和 侏 罗 一 白 噩 纪 地 层 的 缺 失

。

至 此

,

青 藏 系 初 具 规 模

。

然 后

,

于 山 间 盆

地 及 山 前 盆 地 ( 雅安一西昌 ) 沉积 了老第 三系 红色 磨拉 石建 造 与碎屑 岩建造
。

挽 近
A 幕

,

再

一 次 出 现 构 造 运 动 高 潮

,

新 成 生 了 荣 经 一 峨 嵋 断 褶 带

,

川 西 高 原 的 下 第 三 系 亦 同 时 强 烈 变

形

,

老 断 裂 复 活

,

冲 复 于 下 第 三 系 之 上 气 这 之 后 有 一 个 相 对 稳 定 时 期

,

地 形 遇 到 夷 平 作 用

,

业 在 较 为 宽 敞 一 些 的 低 处 沉 积 了 上 第 三 系 煤 系

。

这 时

,

挽 近 B幕 构造 运动 发生
,

它 使 上 第 三

系 褶 皱

,

老 断 裂 又 一 次 复 活

,

推 掩 到 上 第 三 系 之 上 而 成 飞 来 峰

。

至 此

,

青 藏 系 完 善

、

定 型

。

第 四 纪 以 来

,

安 宁 河 断 裂 带

、

雅 碧 江 断 裂 带

、

邓 柯 一 甘 孜 断 裂 带 以 及 第 四 系 中 的 一 部 分

大 型 褶 曲 和 断 裂 可 能 与 青 藏 系 的 新 活 动 有 关

。

( 3 ) 旋扭构造体系

中型旋扭构造成群地出现在四川盆地与龙门山西侧
,

形 式 多 样

。

如 仪 龙 一 平 昌 莲 花 状 构

造

、

镇 江 关 及 理 县 涡 轮 状 构 造

、

德 阳 一 中 江 环 状 构 造

、

绵 阳 帚 状 构 造

、

威 远 幅 射 状 构 造 等

,

均 显 示 内 旋 反 扭

,

外 旋 顺 扭 特 征

。

在 它 们 之 间

,

则 有 一 些 小 型 旋 扭 构 造

。

如 天 台 山 半 环 状

构 造

、

天 仙 寺 幅 射 状 构 造 等

,

显 示 内 旋 顺 扭

、

外 旋 反 扭 特 征

。

旋 扭 构 造 影 响 的 最 新 地 层 为 下

第 三 系

,

成 生 于 挽 近 A 幕
。

( 4 ) 大 巴 山外 弧褶 带

发 育在 侏 罗
、

白 垄 系 中

,

由 多 字 型 排 列 的 褶 皱 组 成

,

显 示 顺 扭 特 征

。

二

、

挽 近 构 造 演 化 过 程 及 构 造 应 力 转 变 方 式

构 造 体 系 在 时 间 序 列 中

,

有 的 壮 大 或 新 生

,

有 的 衰 减 或 僵 化

,

既 有 渐 变 性 也 有 突 变 性

,

即 有 量 变 过 程 也 有 质 的 飞 跃

,

彼 此 互 相 干 扰

、

相 互 迁 就

,

构 成 错 综 复 杂 的 关 系

,

综 合 反 映 地

壳 演 化 的 进 程

。

1
.

挽
近

A 幕 运动

该 幕发 生在 新
、

老 三 纪 之 间 ( 图 2 )
。

其 鉴 别 标 志 为

:

上

、

下 第 三 系 之 间

,

或 上 第 三

系 与 下 伏 岩 层 均 呈 角 度 不 整 合 接 触 关 系
;
上
、

下 第 三 系 岩 相

、

建 造 及 岩 浆 活 动 不 同

,

两 者 古

气 候

、

古 地 理 及 古 构 造 背 景 条 件 有 巨 大 差 别

,
下 第 三 系 普 遍 遭 受 强 烈 形 变

,

地 层 发 生 直 立

、

倒 转

、

仰 冲 等

,

与 上 第 三 系 中 的 形 变 比 较

,

有 明 显 强 弱 之 差 异

。

四 川 地 壳 经 这 幕 构 造 运 动 之

·
朱 占 禅

,

川 西 高 原 第 三 纪 地 层 及 喜 马 拉 雅 运 动 时 期 高 原 地 貌 的 发 展

,

四 川 地 质 学 会 论 文 汇 编

,
19 8 。
。



3 期 赵 友 年 等
:

论 四 川 挽 近 构 造 体 系 及 其 发 展 特 征

后
,

地 质 面 貌 大 为 改 观

。

它 是

“
挽 近 构 造 运

动
”
的 起 点

,

故 列 为 第 一 幕
( 简称 挽近 A 幕

图 3 )
。

由 这 场 运 动 所 成 生 的 构 造 形 式 及 构 造 带

有

:

东 西 向 构 造 带

,

经 向 系 川 滇 南 北 带 和 川

黔 南 北 带

,

新 华 夏 系 川 东 褶 带

、

川 中 褶 带 和

川 西 褶 带

,

青 藏 系 荣 经 一 峨 眉 褶 断 带 及 其 各

老 褶 断 带 断 裂 复 活

。

其 复 合 关 系 有

:
四 川 盆 地 南 部 川 黔 南 北

带 横 跨 绮 连 一 叙 永 东 西 带

,

斜 跨 新 华 夏 系

。

}}} 一— EEE
占占 ` 口 :
。

.

汤
, 、 。 口 。 : 口 ·

介
二

浮 一一

{{{橇癫癫酬袱{珊
EEE

喂 嚼 白
.

龟 二 止 二

~

j `̀

图 2

上
、

下 第 三 系 间 不 整 合

,

上 下 第 三 系 地 层 陡 立

,

说 明

挽 近 A幕及 B幕运动都是强 烈的

E为 下第 三 系 渐 新 统
,

N 为上第三 系
,

Q名为中更新统

雅安砾石层

》 Q 一。

图 3

1 。
东 西 构 造 带 2
。

经 向 系 压 性 断 裂

3
.

新 华 互 系 压 扭 性 断 裂
4
。

青 藏 系 压 扭 性 断 裂

S
。

旋 扭 构 造 扭 性 断 裂
6
。

飞 来 峰
7
。

一 切 褶 曲 轴

一
、了火

新 华 夏 系 斜 跨 东 西 向 构 造 带
。

四 川 盆 地 东 北 部

,

新 华 夏 系 被 大 巴 山 外 弧 褶 皱 横 跨

。

仪 龙 一 平

昌 莲 花 状 构 造 的 部 分 褶 曲

,

屈 服 于 南 充 一 中 江 东 西 带

,

改 造 了 新 华 夏 系 的 一 些 褶 皱 形 态

,

归 并 成 自 己 的 成 分

。

威 远

、

自 贡

、

德 阳

、

中 江 等 地 也 见 到 旋 扭 构 造 穿 切

、

归 并 新 华 夏 系 的 情

况

。

四 川 盆 地 西 缘

,

青 藏 系 褶 皱 横 跨 新 华 夏 系 之 上

,

而 南 北 向 褶 皱 却 斜 跨 新 华 夏 系 与 青 藏 系

之 上

。

由 此 确 定 它 们 的 成 生 顺 序 为

:

东 西 构 造 带
一

-卜
新 华 夏 系

- ~ 少青 藏 系 和 大 巴 山 外 弧 褶 带
一一卜经 向 系 和 旋 扭 构 造
。

东 西 构 造 带 的 成 生 反 映 构 造 应 力 场 是 南 北 向 均 匀 挤 压 的

,

尔 后

,

新 华 夏 系 成 生

,

反 映 南

北 向 均 匀 挤 压 转 变 为 南 北 向 不 均 匀 直 扭 作 用

,

龙 门 山 以 西 朝 南

,

武 陵 山 以 东 朝 北

,

这 种 反 时

针 力 偶 作 用 导 致 北 西 西 一 南 东 东 向 挤 压 作 用

,

这 就 是 新 华 夏 系 主 压 应 力 作 用 方 向

。

稍 后

,

川 西 广 裹 地 区

,

在 南 北 向 不 均 匀 推 挤 作 用 下

,

围 绕 西 藏 察 隅 地 块 转 化 为 顺 时 针 旋 扭 作 用

,

此 即 青 藏 系 活 动 的 力 学 机 制

。

最 后

,

强 大 经 向 系 的 产 生 表 明

,

南 北 向 推 挤 作 用 被 纬 向 均 匀 推

挤 所 代 替

。

在 纬 向 挤 压 下
,’ 秦 岭 等 东 西 带 的 断 裂 发 生 了 顺 扭 横 移

,

北 东 向 的 华 夏 系 断 裂 及

北 北 东 向 的 新 华 夏 系 断 裂 也 发 生 顺 扭 作 用

,

在 这 些 周 边 顺 扭 作 用 下

,

断 裂 围 限 的 地 块 上

,

如

四 川 盆 地 及 松 潘

、

理 县 一 带

,

必 然 出 现 顺 时 针 旋 转 的 趋 势

。

这 时

,

岩 层 围 绕 某 个 质 量 核 心 旋

转

,

就 产 生 了 外 旋 顺 扭 的 中 型 旋 扭 构 造 群

,

在 外 旋 顺 扭 的 旋 扭 构 造 之 间

,

由 于 岩 层 的 反 弹 作

用

,

必 然 产 生 外 旋 反 扭 的 次 级 旋 扭 构 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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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言 而 喻
,

中 型 旋 扭 构 造 是 纬 向 挤 压 的 派 生 产 物

,

小 型 旋 扭 构 造 则 是 中 型 旋 扭 构 造 的 派

生 产 物

。

2
.

挽
近

B幕 运动

下 更新 统 与下伏 第三 系或 更老 地层
、

岩

体 等 均 呈 角 度 不 整 合 关 系

,

证 明 新 第 三 系 与

早 更 新 世 之 间 存 在 强 烈 构 造 运 动

,

本 文 列 为

挽 近 构 造 运 动 第 二 幕 ( 简 称 挽近 B幕 )
。

这

幕 运 动 还 可 以 从 上 第 三 系 较 强 烈 变 形 以 及 新

第 三 纪 与 早 更 新 世 的 沉 积 岩 相

、

沉 积 建 造

、

岩 浆 活 动 和 气 候 环 境 等 的 突 变 来 佐 证 ( 气候

Q 等
0 .q o 价

鲜
认

。

鑫

图 4
T名为晚三迭世曲录组 ,

N为新第三系昌 台组 ,
Q 为第四系

由 温 湿 突变 为 冰 期 )
,

该 幕 运 动 使 老 地 块 推 复 于 上 第 三 系 之 上 形 成 飞 来 峰 ( 图 4 )
。

这 场 运 动 变 形 最 为 强 烈 的 是 新 华 夏 系 川 西 褶 带 及 青 藏 系

。

因 未 确 切 鉴 定 两 者 复 合 关

系

,

成 生 顺 序 尚 不 清 楚

。

但 总 的 看 出

,

这 场 运 动 只 波 及 四 川 西 部

,

其 运 动 方 式 以 单 纯 南 北 向

不 均 匀 水 平 推 挤 为 特 征

。

3
.

挽
近

C幕运 动至 现今

早更新 世昔 格 达组 地层
,

多 发 生 了 舒 缓 褶 皱 及 较 多 的 断 裂

,

而 中 更 新 世 雅 安 期 和 更 新 的

沉 积 物 中

,

不 见 或 十 分 少 见

。

因 此

,

可 以 判 断

:

早

、

中 更 新 世 之 间 也 存 在 强 烈 构 造 运 动

,

本

文 列 为 挽 近 构 造 运 动 第 三 幕 ( 简称挽 近 C幕 )
,

见 图
5
。

洲 一
, 八

厂
声

图
5

1
.

棋 盘 格 式 断 裂
2

.

经 向 系 压 性 断 裂
3

.

被 棋

盘 格 式 利 用 的 旧 断 裂 4
。

卫 星 象 片 解 译 棋 盘

格 式 断 裂 5
。

新 华 夏 系 压 扭 性 断 裂 6
。

被

新 华 夏 系 大 义 山 或 泰 山 式 利 用 的 旧 断 裂

7
.

有 青 藏 系 活 动 标 志 的 断 裂 8
.

纬 向 均

`

匀 挤 压

代 表 地 壳 主 导 运 动 方 向 及 主 压 应 力 方 向

9
.

新 华 夏 系 外 力 作 用 方 向

一一ùù七

自中 更 新 世 以 来
,

四 川 境 内 未 发 现 比 较 强 烈 的 构 造 运 动

,

但 地 形 地 貌

,

特 别 是 地 震 现 象

以 及 地 形 变 测 量 等

,

均 证 明 地 壳 运 动 从 未 止 息

。

这 个 时 期 的 活 动 构 造

,

就 四 川 而 言

,

可 称 为

“
现 今 活 动 构 造
”
。

现 今 活 动 构 造 不 但 表 现

在 旧 构 造 带 的 继 承 性 活 动 方 面

,

而 且 产 生 了 新 的 构 造 形 式

。
`

这 时 期 的
活
动 构 造 有

:

川 滇 经 向 系

、

南 北 向 断 裂 普 遍 表 现 出 压 性 活 动 特 征

;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成 生 业 不 断 地 强 烈 活

动
,
新 华 系 川 华 褶 带 强 烈 的 继 承 性 活 动

;
青 藏 系 也 有 一 定 继 承 性 活 动 表 现

。

需 要 着 重 指 出

,

川 滇 经 向 系

、

南 北 向
活 动 断 裂 与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活 动 的 力 学 机 制 是 统 一

的

,

均 起 源 于 东 西 向 ( 横 移 ) 挤 压 作用
。

因 而

,

彼 此 是 有 成 生 联 系 的

,

是 可 以 配 套 的

。

但
在

同 一 应 力 作 用 条 件 下

,

所 产 生 的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较 南 北 向 活 动 构 造 分 布 的 范 围 宽 广 业 强
大 得 多

。

就 整 体 而 言

,

可 以 视 南 北 向 构 造 作 配 套 成 分

,

而 以
“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体 系
”
概 括 之
。

然 而 在 川 滇



3 期 赵 友 年 等
:

论 四 川 挽 近 构 造 体 系 及 其 发 展 特 征
8 5
·

经
向 系 所 占 领 的

区
域 内

,

南 北 向 断 裂 的 活 动 居 主 导 地 位

,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的 活 动 居 次 要 地 位

。

新 华 夏 系 与 青 藏 系 的 现 今 活 动 性

,

反 映 四 川 地 块 中 部 相 对 朝 南 推 挤 作 用 的 存 在

,

由 于 西

部 有 察 隅 地 块 和 金 沙 江 上 游 中 深 变 质 岩 带

,

东 部 有 汉 中 地 块 和 四 川 盆 地 地 块 等 刚 度 较 大 的 地

块 的 阻 挡 作 用

,

因 而

,

在 其 间 分 别 出 现 反 时 针 与 顺 时 针 的 扭 动 趋 势

。

从 各 活 动 构 造 带 的 展 布

范 围 与 活 动 标 志 来 看

,

棋 盘 格 式 构 造 体 系 分 布 最 广 泛

,

活 动 也 是 最 显 著 的

。

新 华 夏 系 川 西 褶

带 和 青 藏 系 是 局 部 性
怒
活 动 也 较 为 强 烈

。

综 上 述

,

四 川 挽 近 构 造 应 力 场 的 转 变 颇 有 规 律

,

其 中 挽 近 A 幕
、

B幕 与 C 幕 至现 今
,

分

别 构 成 两 大 活 动 周 期

,

且 都 是 经 向 推 挤 作 用 在 先

,

纬 向 推 挤 作 用 在 后

。

中 更 新 世 以 来

,

近 东

西 向 的 推 挤 作 用 居 主 导 地 位

。

一

厂
卜

`

:?
’
`

丫

`

: 一 ’

一 ( 本文 1 9 82 年 1 月 13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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