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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根据近年来的地层)沉积)岩浆
9

火山和构造变形及岩石地球化学等方面研究新进展(结合前人的成

果(按照大地构造相单元划分原则(将秦岭造山带分为
#"

个主要构造单元!

"

华北南缘陆坡带(包括第一层序的青

白口系大庄组)震旦系罗圈组和寒武系(与之对应的豫西栾川群'第二层序的奥陶纪陶湾群'

#

北秦岭弧后杂岩带(

以宽坪群和部分二郎坪群中的基性火山岩与碳酸盐岩的构造块体与变质的古生代深海碎屑岩混杂为特征'

$

秦岭

岛弧杂岩带(由丹凤群不同的古洋隆块体)富水幔源岛弧基性岩浆杂岩)云架山群)斜峪关群和草滩沟群的岛弧钙

碱性岩浆岩和火山岩及深海沉积物及秦岭群弧基底杂岩等构成(时间跨度为奥陶纪
9

石炭纪'

%

秦岭弧前盆地系(

泥盆系及其它晚古生代地层是其主要充填物(同沉积断裂控制了一系列的次级盆地'

&

秦岭增生混杂带(由泥)砂

岩组成的基质和基性)超基性岩)火山岩)灰岩)硅质岩等岩块构成(最终形成于二叠纪末
9

三叠纪初'

'

南秦岭岛弧

杂岩带(碧口群的基性
9

中酸性火山岩和岩浆岩组成(称碧口弧'由三花石群的中基性火山岩以及西乡群的中酸性

火山岩共同构成(称西乡弧'由耀岭河群和郧西群中基性熔岩和中酸性火山岩组成(称安康弧'

(

南秦岭弧前盆地

系(碧口弧前盆地充填物是以碎屑岩为主的横丹群和关家沟群'西乡弧前沉积主要由三花岩群包括王家坝组砂岩

以及由泥岩)砂岩和中酸性火山岩变质而成的片岩)片麻岩和石英岩组成&安康弧前盆地具有明显的深海扇沉积

特征梅子垭群和大贵坪组'

)

南秦岭弧后盆地系(包括后龙门山的茂县群和上古生界及三叠系(大巴山的洞河群和

部分耀岭河群的火山岩'

*

南秦岭弧后陆坡带(只保留大巴山弧后陆缘(是高川*毛坝以南的下古生界'

+

南秦岭

前陆褶冲带(包括龙门山北段)米仓山和大巴山前陆褶冲带&三带形成于印支*燕山期(但构造线不同(且在出现

的时间上(由西到东由早到晚'

,-.

三叠纪残余海盆'

,-/

中
9

新生代走滑拉分和断陷盆地'

,-0

基底断块&

关键词!秦岭'构造单元'大地构造相

!!

按不同构造学观点(秦岭造山带构造划分存有很

大差异&运用地槽观点(翁文灏定为燕山地槽褶皱带

$

I2G

F

(

#&$&

%(黄汲清认为是华力西地槽褶皱带(并把

秦岭群及其相伴的变质岩系定名为秦岭地轴$

JK=G

F

(

#&:H

%&后来进一步做了北秦岭)中秦岭和南秦岭三部

分划分!以天水
9

丹凤
9

信阳一线为界(其北为北秦岭加

里东地槽褶皱带'其南依次为中秦岭礼县
9

柞水华力西

褶皱带)南秦岭印支褶皱带$黄汲清等(

#&88

'姜春发等(

#&6"

(

#&8&

'任纪舜等(

#&!%

(

#&&%

(

#&&#

%&

自板块构造理论应用以来(随着"商$南%丹$凤%

板块缝合带#$李春昱等(

#&8!

(

#&!$

'

L=MMKENNM

=34

(

#&!H

%的确立并以其为界将秦岭造山带分为北

秦岭和南秦岭两个构造带(其北为华北板块南缘活

动边缘(其南为扬子板块北缘被动陆缘$

JCKNM=34

(

#&!8

'许志琴等(

#&!!

'张国伟等(

#&!!

(

#&&#

'王清晨

等(

#&!&

'

OP=G

F

NM=34

(

#&!&

%&同时(李春昱等

$

#&8!

(

#&!$

%提出在略阳
9

勉县一带存在印支期板

块缝合带$勉略带%(该缝合带向西与东昆仑阿尼玛

卿缝合带相连&随后(张国伟等$

#&&H

(

#&&6

(

$%%#

%

对勉略带做了进一步研究和厘定(从而提出了秦岭

造山带为"三块夹两缝#构造划分方案(即华北板块)

秦岭微板块和扬子板块(相互之间分别被商丹和勉

略缝合带所分割'且勉略带向东通过城固
9

洋县
9

金

水
9

两河口
9

饶峰
9

石泉狭窄的缝合带连结高川(向东

南被大巴山弧形推覆构造带掩盖&殷鸿福等

$

#&&H=

'

#&&HQ

%认为勉略带是早古生代
9

泥盆纪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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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洋盆(与紫阳
9

平利一带的早古生代火山带相连&

许靖华等曾用两陆$华北和扬子陆块%夹一洋

$秦岭洋%的模式解释秦岭构造主要是早中生代大陆

碰撞的产物(并试图在秦岭中鉴别出阿尔卑斯造山

单元$

JCKNM=34

(

#&!8

%'后来在研究中国大地构造

相时(对秦岭大地构造相进行了较详细的划分!太华

雷特相是位于石门
9

中黄叶
9

栾川断裂以北(由太古

代和元古代地层组成(代表了刚性基底的推覆体'北

秦岭的凯尔特相(由古生代的混杂带组成$包括陶湾

群)宽坪群)二郎坪群和秦岭群%'天水和东秦岭复理

石相是指泥盆系和石炭系'安康阿勒曼相认为是元

古界岛弧杂岩与其上的震旦系和古生界盖层构成'

草凉驿和紫阳凯尔特相则包括了勉略带)碧口群)志

留系和三叠系以及大巴山的下古生界等广大地区和

众多的地层'武当山和汉中雷特相是以前寒武纪变

质杂岩的出露为标志$许靖华等(

#&&!

%&冯益民等

$

$%%$

%认为秦岭经历了新元古代
9

早古生代的古大

陆裂解)洋盆形成)俯冲碰撞造山(晚古生代
9

三叠纪

的板内伸展和晚三叠世
9

新生代的陆内叠覆造山
"

个重要的演化阶段(并划分了每一阶段构造相类及

其所属的构造相&将中秦岭地区的震旦系
9

奥陶系

定为陆缘深裂陷盆地相(镇安
9

宁陕一带的志留系为

陆缘深裂陷盆地相和碰撞期
)

型前陆盆地相(泥盆

系到三叠系定为板内裂陷盆地相'商丹带以北划为

大洋盆地相和弧后盆地相'南秦岭勉略带定为板内

裂谷相(其两侧的震旦系
9

志留系定为陆缘深裂陷盆

地相(碧口群和西乡群为陆缘裂谷相&

大地构造相的划分以岩石组合)古地理)古构造

及变质)变形等特征为基础$

JCR

(

#&&#

'李继亮(

#&&$

'

S2QNEMC2G

(

#&&:

'许靖华等(

#&&!

%&与沉积相

一样(大地构造相可以客观地定义或确定一种构造

单元(即这种单元是在一种构造条件下形成的一套

岩石组合&它可以合理地理解和解释一种过程(即

这种相反映了一特定的过程或环境'也可以分为次

一级亚相和合并成相组合&相时空关系是按一定规

律和法则或由自身性质决定的&

根据大地构造相单元划分原则$

S2QNEMC2G

(

#&&:

'许靖华等(

#&&!

%(以近年来的地层)沉积)岩

浆
9

火山)构造变形及岩石地球化学等方面研究新进

展为基础(结合前人的成果(将秦岭造山带分为
#"

个主要构造单元$图
#

%!华北南缘陆坡带'北秦岭

弧后杂岩带'北秦岭岛弧杂岩带'中秦岭弧前盆地

系'南秦岭增生混杂带'南秦岭岛弧杂岩带'南秦

岭弧前盆地系'南秦岭弧后杂岩带'南秦岭弧后陆

坡带'南秦岭
9

龙门山前陆褶冲带'三叠纪残余海

盆'中
9

新生代走滑拉分和断陷盆地'基底断块&

#

!

华北南缘陆坡带

华北南缘陆坡沉积组合由青白口系*寒武系和

陶湾群共同组成(分布于洛南
9

栾川断裂以北$图
#

和
$B

%&其北侧是以大陆架沉积为特征的长城系到

蓟县系的洛南群和官道口群&该套组合除在陕西商

洛和豫西连续出露外(向东越过南阳盆地在方城老

李山和鲁山附近出露(向西过关中平原后(与乾县的

唐王岭群$组%和平凉的平凉群相对应&

第一个层序由青白口系)震旦系和寒武系组成&

在陕西境内主要由石门
9

中黄叶断裂以南的大庄组)

罗圈组和寒武系构成(在豫西一带则是栾川群$姜春

发等(

$%%%

%&上下分别与陶湾群和蓟县系冯家湾组

呈不整合接触&青白口系*震旦系和栾川群下部由

砾岩)砂板岩和炭硅质板岩组成(寒武系与栾川群上

部以碳酸盐台地及其裂陷边缘沉积为主&第二层序

为陶湾群(自下而上依次为!郭岭组为砂板岩夹灰岩

外来块体'三岔口组为一套厚层砾岩(主要由炭质钙

质砾岩)含砾灰岩)含砾钙质片岩共同组成'风脉庙组

由炭质千枚岩)绢云石英千枚岩和云母片岩组成'秋

木沟组主要由片状云母绿泥大理岩)片状石英大理岩

夹云母片岩组成'石板河组表现为片岩和钙质板岩组

合'垢神庙组主要由炭质板岩组成&沉积学研究表明

这两套序列具有滑动)岩崩)滑塌和碎屑流)颗粒流)

浊流等重力流沉积成因特征$王宗起(

#&&$

%(它们分

别形成于晚元古代冰川边缘和古生代碳酸盐台地边

缘的大陆斜坡上(其沉积特征进一步反映了中朝地台

南缘发生了晋宁和加里东两期强烈的拉张断陷作用&

野外详细地质剖面和小区域大比例尺地质填图

研究结果表明(分布于陕西商洛一带的陶湾群内包

含有寒武系滑塌岩块$王宗起(

#&!6

1

(

#&&%

%'同时(

在该套岩石组合中多层砂板岩内分离并鉴定出疑源

类)几丁虫)虫颚等奥陶纪微古化石(因此(确定陶湾

群的时代为奥陶纪$王宗起等(

$%%8

%&区域上(胡德

祥等$

#&!8

%和杨巍然等$

#&&#

%分别在河南栾川鱼库

和方城老李山及陕西商州辋峪庙湾一带的三岔口组

发现海百合)三叶虫化石碎片及藻类(我们认为三岔

口组与陶湾群的形成时代在区域上基本相一致&尽

管个别学者把陶湾群作为构造变形带$周洪瑞等(

#&&"

'刘国惠等(

#&&"

%(但大多数研究者同意陶湾群

为一地层单元$肖思云等(

#&!!

'张维吉等(

#&&:

'张

二朋等(

#&&"

'郭力宇等(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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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石地球化学研究表明(陶湾群绢云片岩具有

-S++

富集)

JS++

相对亏损的稀土分布模式'陶

湾群变质碎屑岩
0D

模式年龄
#&6%

2

$#8#L=

(

3

0D

$

!

%为
;&4#"

2

;#%4!$

(其值与南缘早前寒武纪

变质岩
0D

模式年龄峰值接近$张宗清等(

#&&:

%&

这些特征表明陶湾群碎屑源区主要是中朝南缘的变

质基底&

此外(栾川群大红口组和陕西洛南宝山沟组中

的火山喷发岩为碱性玄武岩系列'而与这些碱性玄

武岩相伴生有
8%%

2

:%%L=

的辉长岩)橄榄辉长辉

绿岩(地球化学特征显示其形成于陆内裂陷环境$贾

承造等(

#&!!

'杨巍然等(

#&&#

'张宗清等(

#&&:

'王跃

峰(

$%%%

%&结合沉积序列分析表明(在华北南缘总

体出露一套与裂陷岩浆型被动陆缘密切相关的火山

岩与沉积岩组合&

$

!

北秦岭弧后杂岩带

指宽坪群和部分二郎坪群等基性火山岩与沉积

岩组合(向东与桐柏地区的原毛集群对应(向西可与

天水的陇山群和葫芦河群对比$图
#

和
$

%&该构造

带总体表现为绿片岩
9

斜长角闪岩)云母石英片岩为

主的构造岩石单元&

关于宽坪群的形成环境(存在多种不同认识(如

大洋拉斑玄武岩$张秋生等(

#&!%

'肖思云等(

#&!!

'

许志琴等(

#&!!

'万渝生等(

#&&%

'刘国惠等(

#&&"

%)

弧后盆地$陈瑞保等(

#&&&

'李靠社(

$%%$

(董云鹏等(

$%%"

%)陆缘裂谷$安三元等(

#&&"

'张宗清等(

#&&:

%'

初始裂谷到小洋盆蛇绿岩 $张国伟(

#&&H

%&宽坪群

也曾被认为是北秦岭混杂带组成部分$贾承造等(

#&!!

%或是由若干个构造岩片推覆堆叠而成的岩群

$张寿广等(

#&&#

%&然而(近年来研究则表明(与宽

坪群相关的岩群主要由基性火山岩)碳酸盐岩等块

体与变质的深海细碎屑岩混杂而成$图
$=

(

B

%&岩

石组合序列及空间展布特征与地球化学综合研究表

明(宽坪群和二郎坪群中的基性火山岩$广东坪组)

火神庙组%和碳酸盐岩$谢湾组)大庙组%为海山的岩

石组合序列&最新研究表明(沿军马河
9

白果树村剖

面出露的二郎坪群铁镁质岩石为一套由基性熔岩)

辉长辉绿岩)辉长岩构成的铁镁质岩石组合&地球

化学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军马河铁镁质杂岩中的辉

长岩)辉绿岩和基性熔岩落于
09L,S7

和
//O

过

渡的区域(显示其为亏损幔源且有俯冲物质混染(可

能是弧后盆地环境$闫全人等(

$%%&

(见本集%&而四

岔口组(小寨组和抱树坪组则为变质深海细碎屑岩

$

I=G

F

(

#&&#

'

I=G

F

(

NM=34

(

#&&6

'李亚林等(

#&&&

'

姜春发等(

$%%%

%&关于宽坪群的形成时代(也存在

不同认识&然而(近年来我们在宽坪群变质基性火

山岩块体中获得晚新元代
/JS.LT

锆石
U9TQ

年

龄
6##V#"L=

和早古生代数据$王宗起等(

$%%6

4

'

闫全人等(

$%%!

%'该年龄与商州板桥剖面宽坪群四

岔口组岔口铺南下铺云母石英片岩锆石
U9TQ

下交

点年龄
6%&V:HL=

和南召县铁匠炉宽坪群云母石

英片岩单颗粒锆石$%8

TQ

+

$%6

TQ

年龄
6&8V#L=

$张

宗清等(

#&&:

%相近(说明宽坪群变沉积岩的部分蚀

源区来自其本身的变铁镁质岩&近年研究还在宽坪

群变质基性火山岩块体中获得早古生代
/JS.LT

锆石
U9TQ

年龄数据$陆松年等(

$%%6

5

%(在宽坪群

和二郎坪群中浅变质细碎屑岩中分别发现有奥陶纪

和泥盆纪的微体化石$高联达等(

$%%6

(王宗起等(

$%%&

%&这些资料则表明这两套地层的形成时代跨

度比较大(可能为新元古代晚期*泥盆纪'结合岩石

组合序列和岩石地球化学分析结果(它们可能是新

元古代晚期*泥盆纪弧后盆地产物&

"

!

北秦岭岛弧杂岩带

主要是指沿北秦岭造山东西向展布的古生代岛

弧及其增生的不同时代和性质的古洋隆块体&由西

向东包括!李子园群)草滩沟群)斜峪关群)云架山

群)部分二郎坪群以及秦岭群)丹凤群等$图
#

%&

出露于西秦岭天水地区的早古生代李子园群为

一套浅变质的火山
9

沉积岩系$图
$=

%&目前(关于李

子园群形成的大地构造环境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

认识!

"

早古生代扬子板块向北俯冲在华北板块南

缘形成的弧火山岩$宋志高(

#&&"

'张二朋等(

#&&"

'

梁自兴(

#&&:

%'

#

陆缘裂谷的"双模式火山岩#$张维

吉等(

#&&:

'霍福臣等(

#&&6

%&对于其形成时代(天

水地区李子园群火山岩的沉积夹层中产早古生代孢

粉及小球藻(大草坝李子园群中酸性火山岩夹的结

晶灰岩中产有晚寒武世
9

奥陶纪牙形石
"#$%&'(!)*

C

W

4

$李永军(

#&!&

%(显然(李子园群主要形成于早古

生代&武山的超基性)基性火山岩(主要呈构造岩块

的形式分布于李子园群中(前人将其作为商丹缝合

带延至西秦岭的标志$赵茹石等(

#&&:

%&岩石地球

化学资料显示中基性岩和超基性岩均具有洋岛玄武

岩和岛弧玄武岩的特征$杨军录等(

$%%#

'王宗起等(

$%%"

6

'裴先治等(

$%%6

%&

陕西区调队$

#&&6

%

7在凤县
9

太白地区的唐藏)

黄柏塬一带的原泥盆纪桐峪寺组中解体出一套火山

#"H#



地
!

质
!

学
!

报
$%%&

年

岩系(将其命名为罗汉寺群'后在其中变安山岩中测

获锆石
U9TQ

年龄值
H$"48V#4HL=

8

&曹宣铎等

$

$%%#

%于黑河清水河罗汉寺群分离并鉴定出中
9

晚

泥盆世
+,-,.'*

/

$,BX4.%0$'$)

1

,*,

(

2#!)*'!$%-#!#*

BX

(

3%.

/

-#4

(

5%0!

6

'!$%-#!#<>G2E

等孢子化石&陈隽

璐$

$%%!

%在 罗 汉 寺 基 性 火 山 岩 中 锆 石 测 得

/JS.LTU9TQ

年龄
"!6VHL=

&校培喜等$

#&&&

%

对罗汉寺岩群和黄柏塬群进行了岩石地球化学成分

研究(结果显示罗汉寺岩群和黄柏塬群分别形成于

活动陆缘弧和成熟岛弧构造环境&

草滩沟群向东可与斜峪关群)云架山群和二郎

坪群等进行对比$图
$Q

%(其中草滩沟群和云架山群

中均发现产有早古生代生物化石(但户县甘峪组与

丹凤等地的干江河组)月牙沟组含相同的中
9

晚泥盆

世化石$李晋僧等(

#&&:

%'涝峪斜峪关群全岩
SQ9/E

等时线年龄为
"6HL=

和
$%8L=

$宋子季(

#&!8

%&张

宗清等$

#&&:

%测得眉县铜峪斜峪关群火山岩
/<9

0D

等时线年龄
!:8V#&!L=

和
SQ9/E

等时线年龄

$&:

2

$"&L=

&陕西省区域地质调查队$

#&&$

%

9 获

得两当县草滩沟群火山岩全岩
SQ9/E

等时线年龄为

"#8L=

&我们获得斜峪关群火山熔岩
/JS.LT

锆

石
U9TQ

加权平均年龄
:8$V##L=

(并通过岩石地

球化学)同位素地球化学以及综合分析前人资料表

明(斜峪关群和草滩沟群火山岩主要形成于与大洋

板块俯冲作用紧密相关的构造环境(且这些火山岩

主要源自俯冲洋壳熔融并混染了地壳物质&由此可

见(斜峪关群和草滩沟群均形成于古生代岛弧环境

$王宗起等(

$%%6

4

'闫全人等(

$%%8

%&

二郎坪群和云架山群区域上相接(均是以火山

岩
Y

碳酸盐岩组合与细碎屑岩混杂为特点$图
$B

%&

由于在大庙组灰岩中先后发现了众多珊瑚等动物化

石(目前普遍认为(二郎坪群主体属早古生代$张二

朋等(

#&&"

%&裴放等$

#&&H

%)高联达等$

$%%6

%在其

中采获了丰富的泥盆纪孢子)凝源类)少数几丁虫及

放射虫微体古生物化石(该事实表明二郎坪群中应

该含有泥盆纪岩石组成&其中二郎坪群中火山岩系

最早被认为是加里东
9

早华力西期扬子板块向华北

板块俯冲)碰撞的产物***蛇绿岩建造$李春昱(

#&!%

'任纪舜等(

#&!%

(

#&&%

'张秋生等(

#&!%

'肖思云

等(

#&!!

'贾承造等(

#&!!

'胡受奚等(

#&!!

'王润三

等(

#&&%

%'后来被普遍认为是早古生代末期古商丹

洋向华北板块之下俯冲过程中(在秦岭古岛弧北侧

发育起来的弧后小洋盆$张国伟等(

#&!!

'许志琴等(

#&!!

'张本仁等(

#&&6

'李亚林等(

#&&&

%&除军马河

铁镁质杂岩中和基性熔岩形成于
L,S7

环境外(二

郎坪群和云架山群大多数基性)中基性熔岩和斜长

花岗岩则形成于挤压环境(或板块汇聚边界环境(相

当于超级俯冲带$

//O

%环境或者为大洋岛弧背景(

其中浊积岩分析出含大量火山岩岩屑以及长石(显

示为活动陆缘的环境$王宗起等(

$%%6

4

%&在桐柏

山地区(岩石地球化学研究结果表明分布于该地区

刘山岩一带的火山岩也形成于弧后盆地$韦昌山等(

$%%"

%&总之(岩石地球化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综合

分析结果表明(二郎坪群和云架山火山岩具多源区)

多成因环境特点(总体属岛弧(偏于弧后一侧$王宗

起等(

$%%6

4

%&

北秦岭岛弧基底是指以秦岭群为代表的构造
9

岩石单元&呈东西向带状展布(断续出露&东西延

伸千余公里&秦岭群是被多期花岗岩侵入交代的高

级变质岩系(主要由黑云斜长片麻岩)矽线黑云斜长

片麻岩)含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夹斜长角闪岩)黑

云斜长变粒岩和大理岩组成$游振东等(

#&&$

'张国

伟等(

#&!!Q

(

#&&6

'安三元等(

#&&"

%&豫西)商丹地

区的长英质变质岩的原岩特征与太白地区的相似(

总体上属陆缘碎屑岩建造$刘国惠等(

#&&"

%&许继

锋等$

#&&6

%认为以秦岭群为代表的北秦岭元古宙地

壳则可能垂向增生于一个富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组

成的)具古洋壳幔性质的微地块之上&在豫陕交界

的秦岭群已鉴别出的新元古代花岗岩有牛角山岩体

$王涛等(

#&&!

%)德河岩体$游振东等(

#&&$

%)寨根岩

体)蔡凹岩体)黄柏峪岩体$张宏飞等(

#&&"

%等(均

具有
/

型花岗岩特征$陆松年等(

$%%:

%&区域资料

综合分析表明(秦岭群多是被古生代岛弧花岗岩侵

入交代变质而成的副变质岩系&分布秦岭群中的古

生代花岗岩体(由
.

型花岗岩和
/

型花岗岩组成$尚

瑞钧等(

#&!!

'霍福臣等(

#&&6

'卢欣祥(

#&&!

'陆松年

等(

$%%:

%&这套花岗质岩石是在具陆壳性质的岛弧

基底杂岩基础上形成的钙碱性深成花岗质岩浆杂岩

$周鼎武等(

#&&H

'陈跃龙等(

#&&H

%&王洪亮等

$

$%%6

%通过对红花铺侵入体英云闪长岩
-'9.(T9

L/

单颗粒锆石测年(获得
#86H4## V!#4:L=

)

:H%4#HV##4!L=

)

:#"4#HV##4"L=

的年龄值'陈

隽璐等$

$%%!=

(

Q

%分析研究唐藏石英闪长岩具有埃

达克岩地球化学特征(并测得
-'9.(T9L/

单颗粒

锆石年龄
:H:48V#4&L=

'表明北秦岭西段早古生

代岩浆岛弧的存在&王涛等$

$%%&

%对北秦岭
/

和
.

型花岗岩进行了锆石年代学和相关地球化学统计研

究(揭示北秦岭古生代俯冲作用具有长期连续性的

$"H#



第
##

期
!!!!!!!!!!!!!!

王宗起等!秦岭造山带主要大地构造单元的新划分

特点&刘国惠等$

#&&"

%对秦岭群区域变质作用研究

表明(豫陕交界的秦岭群经历了俯冲作用(导致地壳

岩层加厚(而后伴随岩浆侵入(等压冷却(结束热过

程发生在大约
#"

公里的中下地壳深处&由于后期

秦岭群两侧断裂的走滑运动(将岛弧基底的秦岭群

错出地表$

I=G

F

NM=34

(

$%%H

%&

沿商丹带出露的丹凤群并非连续地层(而是断

续分布的构造块体$图
$Q

(

B

%'其形成时代(有早古

生代$

L=MM=KMNENM=34

(

#&!H

'杨森楠等(

#&!H

'张国

伟等(

#&!!

'许志琴等(

#&!!

'任纪舜等(

#&&%

'杨巍然

等(

#&&#

%)新元古代
9

早古生代$张国伟等(

#&&H=

(

#&&HQ

'张本仁等(

#&&6

'张宗清等(

$%%$

%和新元古

代$张旗等(

#&&H

'裴先治(

#&&8

%等不同认识&丹凤

县郭家沟蛇绿岩中(与火山岩互层的薄层硅质岩中

发现放射虫(时代为奥陶纪
9

志留纪$崔智林等(

#&&H

%&我们对岩湾丹凤岩群变质凝灰质玄武岩碎

屑锆石
-'9.(9L/

测年获得主体表面年龄为
:H:V

6L=

(分析中还见
":8%

)

$$$#

)

$"#&L=

(及
"68

2

"&H

L=

年龄&岩湾基性火山岩
/JS.LT

锆石
U9TQ

测

年
:!"V#"L=

(并具
//O

型蛇绿岩特点$陈隽璐等(

$%%!B

%&

/JS.LT

锆石
U9TQ

测年及岩石地球化学

综合研究结果表明(出露于丹凤县
#%8

国道武关收

费站一带丹凤群斜长角闪岩为泥盆纪岛弧火山岩

$陈能松等(

$%%&

'闫臻等(

$%%&

(见本集%&显然(丹

凤群形成时代各处存有差异&对其构造属性则有蛇

绿岩$张国伟(

#&!!

'许志琴等(

#&!!

'任纪舜等(

#&&%

'张国伟等(

#&&H

%)非蛇绿岩或裂谷火山岩$杨

森楠
4#&!H

'杨巍然等(

#&&#

%)岛弧火山岩$裴先治(

#&&8

'薛锋等(

#&&"

'张成立等(

#&&:

%等不同解释&

孙勇等$

#&!!

%曾对其中一些熔岩)辉绿岩墙等进行

了主量和微量地球化学研究(指出其为岛弧火山岩

特征&孙卫东等$

#&&H

%在黑河丹凤群中发现了以安

山岩为主的岛弧火山岩建造&我们根据前人不同地

段的丹凤群地球化学数据分析判别(丹凤群中变铁

镁质岩石形成于不同构造环境(包括!洋脊)岛弧拉

斑玄武岩)岛弧钙碱性玄武)大陆板内拉斑玄武岩)

活动陆缘玄武岩以及扩张中心岛玄武岩'武关岩群

中的角闪片麻岩原岩形成于海山环境'岩湾和鹦鸽

嘴蛇绿混杂岩以大洋环境$含洋中脊%为主'其上覆

岩系为岛弧构造环境$王宗起等(

$%%6

4

%&

被不同的研究者视为蛇绿岩套的松树沟和富水

等处的基性侵入岩$张秋生等(

#&!%

'汤耀庆等(

#&!6

%主要沿着商丹断裂带北侧出露(应属于古生代

洋壳俯冲背景下的岛弧幔源基性岩浆侵入杂岩$董

云鹏等(

#&&8

%&

从上述不难看出(北秦岭的岛弧杂岩带是由不

同的古洋隆块体)幔源基性岛弧岩浆杂岩)壳源或壳

幔混源的岛弧钙碱性岩浆岩和火山岩及深海沉积

物)弧基底杂岩等构成的总体上与日本增生岛弧相

似的杂岩带(形成时间跨度可能为奥陶纪
9

石炭纪&

:

!

中秦岭弧前盆地系

位于商丹带与南秦岭增生杂岩带之间(泥盆系

及其它晚古生代地层是其主要充填物$图
#

%&主要

由砾岩)砂岩)粉砂岩)泥岩和灰岩组成&由同沉积

断裂控制了一系列的次级盆地(在东)西秦岭显示一

定差异&西秦岭是大草滩盆地)礼县
9

舒家坝盆地)

西和盆地及舟曲
9

成县盆地(主要分别由泥盆系大草

滩群)舒家坝群)西汉水群和石炭系至三叠系充填&

相应地(在东秦岭丹凤*旬阳一线(也有四个盆地(

分别是厚畛子*黑山盆地)柞水*山阳盆地)镇安盆

地和旬阳盆地(盆地中的地层分别由泥盆系的北桐

峪寺组)刘岭群)泥盆系*石炭系和泥盆系*三叠系

组成$图
$

%$王宗起等(

$%%$

%&

长期以来(关于秦岭泥盆系形成构造背景一直

为秦岭造山带研究者争议的一个焦点&主要代表性

观点有!

"

扬子板块北缘被动边缘沉积$任纪舜等(

#&&%

(

#&&#

'张国伟等(

#&!!

'王清晨等(

#&!&

'周正国

等(

#&&$

'和政军等(

$%%H

%(

#

北秦岭加里东期造山

之后形成的前陆盆地沉积$

L=MM=KNENM=34

(

#&!H

'

许志琴等(

#&!6

'李晋僧等(

#&&:

'杜远生等(

#&&H

'吉

让寿等(

#&&8

'曹宣铎等(

$%%#

%(

$

北秦岭岛弧杂岩

带南侧弧前盆地沉积 $王宗起等(

#&&&Q

'

$%%$

'

S=MCBPQ=BPNENM=34

(

$%%"

'

J=BZNENM=34

(

$%%:

'

[=GNM=34

(

$%%6=

(

Q

%(

%

秦岭微板块上的北侧残留

盆地'南侧断陷盆地$张国伟等(

$%%#

'

LNG

F

NM=34

(

#&&&

(

$%%%

%(

&

拉张盆地$霍福臣等(

#&&H

'方维萱

等(

$%%#

%&

区域上(分布于西成盆地和柞水*山阳盆地北

侧的北秦岭包含有
"68

2

:&%L=

洋内岛弧型蛇绿岩

$丹凤群%$张宗清等(

#&&:

'孙卫东等(

#&&6

'

\KNNM

=34

(

#&&6

'张国伟等(

#&!!

'

->KNM=34

(

#&!&

%及志留

纪*泥盆纪的安第斯型大陆边缘弧$周鼎武等(

#&&H

'

-NEBPNM=34

(

#&&H

'张成立等(

#&&8

'

OP=>NM

=34

(

#&&!

%&前述已说明(日本型增生弧在奥陶纪*

泥盆纪已经在北秦岭开始形成&盆地北侧出露于凤

县*黄柏源一带的岛弧火山岩获得了泥盆纪的时代

数据$陈隽璐(

$%%!

%&

""H#



地
!

质
!

学
!

报
$%%&

年

盆地系统的基底是具有洋壳)众多碳酸盐岩孤

岛以及岛弧)弧前增生楔的洋盆&凤镇
9

山阳断裂带

是具有缝合带意义的主要断裂$李春昱等(

#&8!

'王

鸿祯等(

#&!$

%(其断裂带中不仅出露了许多基性岩

块(在其以北有增生到北秦岭岛弧前缘的陆块和古

老岛弧块体&如(近来在其中花岗岩测得新元古代

的数据$牛宝贵等(

$%%6

%'在泥盆系砾岩中发现了新

元古代的砾石$闫臻等(

$%%8

'王涛等(

$%%&

见本

集%'河南淅川一带的陡岭群火山岩和分布于陕西柞

水*镇安地区原定名为耀岭河群的变质火山岩组合

形成于俯冲带岛弧环境$赵子然等(

#&&H

'凌文黎等(

$%%$

%(其上覆寒武纪
9

奥陶纪碳酸盐岩&而北秦岭

弧前泥盆纪海沟型的深水扇和楔形沉积体的发育

$于在平等(

#&&#

'孟庆任等(

#&&6

'

#&&8

%(揭示了凤

镇
9

山阳断裂曾是北秦岭弧前增生楔主断裂的特性

$图
$B

%&

各盆地的主要边界逆冲断裂表现为背驮式的活

动特征'各个盆地虽都有自己的沉积特点(但盆地的

相对水深总体由北向南逐渐加大(反映出弧前大陆

斜坡的古地理特征'盆地初始规模较大(到后期渐

小(盆地充填呈退积序列$王宗起等(

$%%$

%&我们通

过砂岩碎屑组成)碎屑重矿物)地球化学成分)砾岩

组成以及古水流研究表明(北秦岭和盆地基地是中

秦岭泥盆系的主要物源区'砂岩碎屑组成)碎屑重矿

物和砾岩组成分析表明(泥盆系物源区曾出露有岛

弧火山岩)弧花岗岩)变质岩及少量的沉积岩)超镁

铁岩'砂岩地球化学成分和砂岩碎屑模式研究表明(

泥盆纪主要形成于活动大陆边缘(其碎屑沉积物来

自多构造环境的岩石单元$闫臻等(

$%%$

'

$%%8

'

[=G

NM=34

(

$%%6=

(

Q

%

H

!

南秦岭增生杂岩带

由分布于舟曲
9

成县
9

徽县
9

留坝
9

宁陕
9

石泉断裂

之南的白水江群)大坝河群及汉阴)安康北侧吕河一

带的梅子垭群等原划志留系及其南侧主要由三河口

群组成的勉略带$陈家义等(

#&&8

'张国伟等(

$%%#

%

构成$图
#

%&

南秦岭增生杂岩带主要由基质和岩块组成$图

$

%&块体种类较多(包括基性岩)基性火山岩)超基

性岩)灰岩)硅质岩等'基质由泥岩)粉砂岩和砂岩组

成'基质和岩块之间为断层接触$王宗起等(

#&&&

'王

涛(

$%%!

%&

在南秦岭增生杂岩带中(分布有基性和超基性

火山岩块体&区域地质填图和地球化学分析综合研

究表明(这些火山岩具有蛇绿岩)洋岛)岛弧火山岩

的特 征(形 成 于 大 洋 板 内 和 岛 弧 环 境'利 用

/JS.LT

锆石
U9TQ

定年获得的形成年龄为
668V

!L=

)

88#V!L=

)

88!V!L=

)

::6V6L=

)

:HHVHL=

$王涛(

$%%!

%&前人对勉略蛇绿混杂岩带研究表明

也包含有大量的蛇纹岩块体$古洋壳残片%以及洋岛

型拉板玄武岩块体)碱性玄武岩块体$李曙光等(

#&&6

'赖绍聪等(

$%%$

(

$%%"

%(其中基性熔岩形成时

代为
!:#

2

!#$L=

(辉长辉绿岩形成时代为
!$8

2

!%!L=

$闫全人等(

$%%8

%&据搜集到的区域古生物

资料(在洋县)石泉)汉阴等地区不同沉积岩石中发

现了寒武纪*志留纪的化石$王宗起等(

#&&&

%&朱

正永$

#&!6

%在大堡朱家坝地区的炭硅质板岩中发现

了晚奥陶世五峰期笔石化石
7,$,'$!('

1

$,

/

!)*

C

W

4

(由此从白水江群中解体出来命名大堡组&在康

县)略阳)留坝)城固等地灰岩和硅质岩块体中发现

寒武纪的小壳化石和中泥盆世的珊瑚化石(甚至同

一岩石中小壳化石与鹅头贝混杂现象$肖思云等(

#&&$

%&我们在同一灰岩块体中发现志留纪到中)晚

泥盆纪的珊瑚)牙形刺化石(在碎屑岩中获得志留纪

几丁虫)虫颚和孢子等化石$王涛(

$%%!

%&王宗起等

$

#&&&

%在洋县金水灰岩块中发现了石炭纪化石&

在南秦岭增生杂岩带中(通过对基质地球化学

特征分析(表明其形成于活动大陆边缘环境$匡耀求

等(

#&&H

'王宗起等(

#&&&

'王涛等(

$%%6

%&进一步对

其碎屑组分)重矿物组合)地球化学特征和碎屑锆石

的年代学研究(表明物源来自火山岩浆弧$王涛(

$%%!

'王宗起等(

$%%&

:

%&

我们在基质内的泥岩和炭硅质板岩中采到了不

同时代的化石$王涛(

$%%!

'王宗起等(

$%%&

%'其中发

现了二叠纪的放射虫$王涛等(

$%%8

%&通过基质中

砂岩碎屑锆石年代学测试分析(获得了元古代到古

生代的几组数据(其中得到
$8#L=

的年龄$王涛(

$%%!

%&表明(南秦岭增生杂岩带形成持续时间为古

生代*三叠纪(但最终形成于二叠纪末*三叠纪初&

6

!

南秦岭岛弧杂岩带

南秦岭岛弧带是指以勉略构造带以南的碧口

群)西乡群)三花石群和耀岭河群及郧西群为代表的

火山杂岩$图
#

%&摩天岭地区的碧口群基性)中基

性)中酸性火山岩和岩浆岩共同组成(称碧口弧'在

西乡)石泉一带(主要由白勉峡组和三湾组中)基性

火山岩以及孙家河组和大石沟组中)酸性火山岩共

同构成(称西乡弧'在石泉)汉阴)安康*平利一带(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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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起等!秦岭造山带主要大地构造单元的新划分

由耀岭河群和郧西群中基性熔岩和中酸性火山碎屑

岩夹碎屑沉积岩共同组成(称安康弧&

!"#

!

碧口弧"图
$%

#

碧口弧火山系的岩石组合由火山熔岩
Y

火山碎

屑岩
Y

沉积火山碎屑岩构成(区域分布上该火山岩

系的岩石组合特点具有差异%&该岩系火山熔岩的

岩石组合为细碧岩
Y

角斑岩$中性%

Y

安山岩
Y

石英

角斑岩$酸性%

Y

流纹岩&

碧口群时代长存争议(有新元古代$何书成(

#&!&

'陕西省区域地质志(

#&!&

'赵祥生等(

#&&%

'胡

正东(

#&&%

'李耀敏(

#&&#

'秦克令等(

#&&$

(

#&&:

'陶

洪祥等(

#&&"

'王振东等(

#&&H

'张宗清等(

$%%$

'

]EKCBPZNNM=34

(

$%%6

%)寒武
9

志留纪 $黄振辉(

#&H&

%)早古生代
9

早泥盆世$曹志霖等(

#&8&

%和泥

盆系$齐骅(

#&66

;<

'卢一伦等(

#&&6

(

#&&8

'

J=GC2G

NM=34

(

$%%$

%的认识&我们在甘肃省文县县城
9

筏子

坝剖面多层砂板岩中所采集并鉴定出 中泥盆世孢

子化石和其它微体化石(认为碧口群的主体时代为

泥盆纪$王宗起等(

$%%&

%&

碧口群火山岩系形成的构造环境(仍存在着不

同认识(如岛弧说$裴先治(

#&!&

'夏祖春等(

#&!&

'

赵祥生等(

#&&%

'陶洪祥等(

#&&"

'秦克令等(

#&&:

'杨

宗让(

#&&8

'闫全人等(

$%%:

'李永飞等(

$%%6

%)弧内

裂谷说$董广法等(

#&&!

'刘铁庚等(

#&&&

%)大陆裂

谷说$夏林圻等(

#&&6=

(

#&&6Q

(

$%%8

'卢一伦等(

#&&6

(丁振举等(

#&&!

'徐学义等(

$%%#

'

I=G

F

NM

=34

(

$%%!

%)洋中脊和$或%大洋板内说 $张二朋等(

#&&"

'刘国惠等(

#&&"

'张国伟等(

$%%#

%)蛇绿构造

混杂说$王根宝(

#&&H

'匡耀求等(

#&&&

%和元古宙

古陆块说$左国朝(

#&!:

%&

陶洪祥等$

#&&"

%通过系统的岩石学和岩石地球

化学分析(其结果表明碧口群部分火山岩形成于拉

张构造环境(为古洋壳残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豆坝

群火山岩类似于岛弧或活动陆缘火山岩组合&通过

调查和地球化学分析(碧口群是以不成熟岛弧为主

的杂岩(基性和中性火山熔岩主要是拉斑系列(而酸

性火山岩则以钙碱性系列为主(表现了与弧火山作

用相似的特征(即火山弧发育早期主要以拉斑系列

的火山活动为主(中期则以钙碱性系列为主(至晚期

阶段(则可能发育碱性系列的火山岩'位于碧口群火

山岩系西段董家河坝杂岩由蛇纹石化)滑石菱镁岩

化变质橄榄岩)辉长岩)堆晶辉长岩和浅变质亚碱性

拉斑玄武岩组成(其中火山岩的形成环境为初始大

洋弧$王宗起等(

$%%"

6

'闫全人等(

$%%:

%%&赖绍聪

等$

$%%8

%研究认为董家河坝杂岩是蛇绿岩(变质橄

榄岩为轻稀土亏损型(辉长岩与变质玄武岩具共源

岩浆演化特征(均表现为
L,S7

型玄武岩的稀土

元素及不活动痕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是本区蛇绿

岩的重要组成端元&丁振举等$

$%%"

%对筏子坝)大

茅坪和东沟坝三地的熔岩进行了地球化学成分研

究(认为碧口群是不同构造环境和机制的产物(经历

了大陆裂解
9

有限洋盆
9

俯冲闭合演化过程&主量及

微量元素系统对比表明(碧口铜钱坝
9

托河变玄武岩

具有洋岛玄武岩特征$李永飞等
$%%6=

%'碧口南范

坝)庙里湾地区的变质玄武岩具有低
/>

)低
)>

)低

T

)高
L

F

=和高
'3

$

,

"

+

)>,

$

的特点(具有玻安质岩

的地球化学特点 $李永飞等(

$%%6Q

%&

上述表明!碧口群火山岩系主要形成于岛弧环

境&由于板块的消减作用和后期的逆冲推覆构造

$张勇等(

$%%6

%(有其他成因的岩块混入&总体上碧

口群南侧和东部的勉略宁地区逆冲和走滑构造作用

强烈(外来岩块混入复杂&

!4$

!

西乡弧

西乡弧包括西乡群的孙家河组和大石沟组中)

酸性为主的火山岩和沉积岩夹层(三郎铺组的砂砾

岩和火山岩$包括竹林坡砂砾岩%'以及三花石群的

白勉峡组和三湾组的中)基性火山岩夹细碎屑岩$图

$Q

%&

长期以来(三花石群和西乡群被认为是扬子北

缘地台基底的地层&王宗起等$

#&&!

(

#&&&

%在西乡

群孙家河组中发现晚古生代放射虫化石&然而(近

年有关学者对三花石群和西乡群火山岩进行了同位

素测年!孙家河组加权平均表面年龄分别为
&%:

士

#!L=

(

&%%V#$L=

(

!&HV!L=

(白勉峡组
"

组加权

平均表面年龄分别为
&:6V!L=

(

&:&V#%L=

(

&H%V

#$L=

$凌文黎等(

$%%$

%'单颗粒锆石稀释法年龄为

!:%

2

!$%L=

$赵凤清等
$%%6

%&被认为是侵入到西

乡群中的斜长花岗岩中黑云母的
'E9'E

年龄为
8&6

V$%L=

(全岩磷灰石斜长石黑云母
SQ9/E

年龄为

!$:4!V"4!L=

(锆石
U9TQ

不致线上交点年龄约为

!86L=

(下交点年龄约为
$8"L=

(长溪沟石英闪长岩

体和望江山辉长岩体得出的
/<90Q

等时线年龄为

!"8V$6L=

$张宗清等(

$%%%

%'钐
9

钕同位素定年获

望江山基性岩体约
8!HV!!L=

$凌文黎等(

$%%#

%'

望江山辉长岩锆石
/JS.LT

测年
!$%V#%L=

2

8!%V#:L=

$

OP2KNM=34

(

$%%$

%'五堵花岗岩体中英

云 闪 长岩 的 结 晶年龄为
86:V$L=

(黄家营岩体

中钾长花 岗岩的结晶年龄为
88!VHL=

$赵凤清等(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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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因此(包括上述在内的不少学者仍认为西乡

群的主体时代为晚元古代$徐学义等(

$%%#

'赖绍聪

等(

$%%"

'董云鹏等(

$%%"

%&通过调查(孙家河组大

多为火山沉积岩(并在其中又采到泥盆纪的孢子化

石'同时(在西乡白沔峡镇白沔峡大桥东西两侧的白

勉峡组和茶镇左溪沟三湾组砂质板岩中分离出丰富

的中泥盆世早期和中泥盆世晚期孢子化石$高联达

等(

$%%&

'王宗起等(

$%%&

%&因此(确定西乡群和三

化石群主体属泥盆纪&

前人对西乡群火山岩形成的构造环境(有裂谷

型槽地火山岩$张国伟等(

#&!!

%)岛弧火山岩$陶洪

祥等(

#&&"

'凌文黎等(

$%%$

'赖绍聪等(

$%%"

%和大陆

板内大陆溢流$夏林圻等(

#&&6

'徐学义等(

$%%#

'董

云鹏等(

$%%"

%的不同认识&

王宗起$

#&&!

%对大石沟组和孙家河组火山岩的

岩石组合和序列及地球化学特征分析(说明西乡火

山岩形成于岛弧环境(其岛弧类型属于洋岛弧向微

陆弧的过渡'岛弧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岛弧火山岩

$孙家河组和大石构%'二是弧内盆地火山
9

沉积岩

$三郎铺组%'白勉峡组和三湾组的火山岩形成环境

为大洋岛弧'对孙家河组的沉积夹层中的硅质细碎

屑岩层进行化学分析结果表明属活动陆缘沉积&赖

绍聪等$

$%%#

%对孙家河组火山
9

沉积岩的构造环境

分析结果与此相同&

!4&

!

安康弧

该构造岩带是指分布于北大巴山石泉*汉阴*

安康*平利地区一带的耀岭河群+郧西群共同构成

$图
$B

%&断续出露在凤凰山)牛山和平利的耀岭河

群和郧西群层序)岩石组合和剖面结构等在不同区

段有较大差异(但两群密切共生(均发育了玄武岩)

英安岩)安山岩及流纹岩等从基性到酸性的岩石组

合&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陕西安康一带的耀岭河群

和郧西群均认为是前寒武纪$任有祥等(

#&&#

'张成

立等(

#&&&

(

$%%$

'徐学义等(

$%%#

'凌文黎等(

$%%$=

(

$%%$Q

'齐文等(

$%%$

'张宗清等(

$%%$=

'李怀坤等(

$%%"

%&我们在石泉县水库大坝南侧耀岭河群灰绿

色云母石英片岩层之间的黑色薄层硅质岩)薄层灰

岩及泥质粉砂岩块体中分离出早石炭世早期古孢子

化石'对西乡县五里坝)石泉县水库大坝)汉阴县
9

安

康恒口南凤凰山)恒口北牛山)平利县双阳镇的耀岭

河群玄武岩)流纹岩)火山凝灰岩采集了
#!

件样品(

通过
/JS.LT

锆石
U9TQ

同位素测试&在同一样

品中除了有
6H&

2

!:8L=

年龄外(其中分别获得了

:#!V!L=

)

"88V8L=

)

"":V#"L=

)

$!!V$L=

)

$!"

V#%L=

)

$H!V"L=

等一系列晚古生代年龄数据(表

明安康地区的耀岭河群和郧西群形成于晚古生代

$王宗起等(

$%%&

%&

对耀岭河群和郧西群火山岩的形成构造环境(

目前的主要认识有大陆裂谷玄武岩$夏林圻等(

#&&6

'胡建民等(

$%%:

'周鼎武等(

#&&H

'张成立等(

#&&&

'徐学义等(

$%%#

'张国伟等(

$%%#

'凌文黎等(

$%%$=

%)弧后盆地拉斑玄武岩$齐文等(

$%%$Q

%和岛

弧玄武岩$凌文黎等(

$%%$Q

'张宗清等(

$%%$

%&

通过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耀岭河

群和郧西群火山岩均具有拉斑系列地球化学特征&

其中耀岭河群玄武岩地球化学成分呈现出多种构造

环境(但其可能是火山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可能有

板内洋盆的特征'大量英安岩和流纹岩均为典型火

山弧特征&郧西群中的英安岩和流纹岩也呈现典型

火山弧特征(与其相伴生的安山岩通常被认为是岛

弧或陆缘弧的成分&

苏春乾等$

$%%6

%通过岩石组合)岩石化学和稀

土)微量元素等方面的研究表明(在南秦岭安康武当

地区中部的耀岭河群为板内拉斑玄武岩偏碱性玄武

岩组合(形成于板内拉张裂谷环境(而商南耀岭河)

镇安和安康凤凰山等地区的耀岭河群则为钙碱性玄

武岩岛弧拉斑玄武岩组合(形成于会聚板块边缘岛

弧构造背景&

空间上(郧西群普遍被认为处于耀岭河群之下(

二者之间无清楚的地质分界限&最新同位素年龄资

料表明二者为同一时代产物&通过野外调查(我们认

为位于北大巴山地区的郧西群和耀岭河群实际是同

一地质时期火山作用的演化组合序列(表现为玄武

岩)安山岩和流纹岩组合序列(呈现陆缘弧组合序列&

区域上(分布于凤凰岭一带的闪长岩及花岗岩与郧西

群和耀岭河群中的基性熔岩及部分酸性熔岩具有相

同的时代(同时郧西群中包含有凤凰岭闪长岩砾石&

岩石地球化学分析表明这些花岗岩和闪长岩形成于

火山弧环境&任有祥等$

#&&#

%研究认为出露于牛山

一带的花岗斑岩和闪长岩为泥盆纪$

"::V::L=

%火

山弧花岗岩&因此(我们认为由安康地区的耀岭河群

和郧西群组成的晚古生代火山弧可能是在残留的新

元古代陆缘弧及增生杂岩的基础上产生的&

8

!

南秦岭弧前盆地系

东西断续分布于碧口)西乡)安康岛弧的北侧(

南秦岭增生杂岩带以南$图
#

%&

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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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起等!秦岭造山带主要大地构造单元的新划分

在摩天岭地区(碧口弧前盆地充填物是从原碧

口群解体出来的以碎屑岩为主的横丹群和关家沟群

$陶洪祥等(

#&&"

%&横丹群为浊积岩系(被认为是碧

口岛弧的弧前海沟沉积$陶洪祥等(

#&&#

'匡耀求等(

#&&&

%&关家沟组为包括碎屑流)浊流在内的重力流

沉积'曾被认为是冰川沉积$何书成(

#&!&

'赵祥生

等(

#&&%

%(分布于文县
9

两河口
9

岸门口断裂以南(枫

相院
9

铜钱坝韧性剪切带以北&南与碧口火山岩系

以韧性剪切带为界(北与三河口群以断层相邻(内部

发育一系列逆断层&我们通过剖面测量和沉积相

序)组构和物源区综合分析表明(横丹浊积岩系以向

南或南东倾的单斜构造产出&由下而上(该沉积层

序包括深水盆地)深水浊积扇和斜坡水道
"

个相序&

相应地(沉积物粒度变粗(厚度变大(火山质组分含

量增加(凝灰层大量发育(表明横丹浊积岩系为活动

型浊积岩'其古水流方向为
00I

*

00+

向(物源

区为南侧的碧口火山岩系&横丹浊积岩系为洋壳板

块向南俯冲于扬子板块之下陆缘弧前盆地充填物

$闫全人等(

$%%$

'

J=GC2GNM=34

(

$%%$

'

]EKCBPZNNM

=34

(

$%%"

'

$%%6

%&我们经调查表明(关家沟组总体

呈现粒度向上变粗的韵律性旋回!下段为以泥质

岩)砂岩互层为主的典型浊流沉积组合'中段以砾岩

和砂岩为主(砾岩向上变粗)加厚'上段以厚层砾岩

为主(夹薄层块状砂岩(为海底扇浊流沉积体系&

对杂砂岩组分进行了碎屑成分分析统计及粉砂岩)

板岩的地球化学分析(结果表明其形成于大陆岛弧

构造环境'对古水流方向综合分析(其古水流方向为

$"%̂

2

"H6̂

(以流向北西为主'综合研究表明(关家

沟组处于碧口弧前盆地系统内$王宗起等(

$%%"

6

'

卢海峰等(

$%%H

(

$%%6

%&

西乡弧前沉积主要由三花岩群包括王家坝组砂

岩以及由泥岩)砂岩和中酸性火山岩变质而成的片

岩)片麻岩和石英岩组成$图
$Q

%&根据原生沉积构

造恢复(它们为一套被一系列逆断层叠置的)南+南

东倾向)产状正常的巨厚浊积岩系&它们位于三湾

组和白勉峡组相成的洋岛弧及孙家河组)大石沟组

岛弧的北侧(北被基性杂岩体侵入(断续出露至洋

县
9

金水一带$图
#

(图
$B

%&陶洪祥等$

#&&"

%将三花

石群王家坝组砂岩定为初始岛弧的沉积&通过对王

家坝组砂岩及相关变质岩的原岩组分和地球化学等

综合分析结果表明(砂岩)泥岩的物源来自大洋岛弧

与大陆岛弧的过渡类型&因此(进一步确定其为弧

前盆地沉积$王宗起(

#&&!

'王宗起等(

#&&&

%&分布

于安康
9

平利一线火山岩岛弧以北的梅子垭群和大

贵坪组(具有明显的深海扇沉积特征(其古水流分析

显示南高北低古地理态势和岛弧火山岩为其主要物

源$图
$B

%&

!

!

南秦岭弧后杂岩带

位于碧口
9

西乡
9

安康岛弧杂岩带南侧(与扬子

板块之间$图
#

%&

在后龙门山地区(包括部分茂县群和上古生界

及三叠系&其中二叠系的基性)中基性火山岩和岩

浆岩具有双峰式特征(形成于板内扩张环境$图

$=

%&在汉南地区(由于扬子盖层向北侧弧上的逆冲

推覆(西乡弧后物质出露极少$图
$Q

%&

在大巴山地区(弧后杂岩带分布于红椿坝
9

岚皋

断裂以北及牛山凤凰岭之南$图
$B

%&以洞河群和

部分耀岭河群的火山岩共同组成(系一套含炭质硅

质泥质板岩)碳酸盐岩浊积岩)凝灰岩)玄武岩)火山

碎屑岩及辉长辉绿岩等组合&

洞河群出露于北大巴山腹地的石泉)汉王)紫

阳)岚皋到平利一带(主要由中基性火山岩)浊积岩)

炭硅质板岩和大理岩组成&是陕西区调队于
#&66

年在进行
#

+

$%

万,紫阳幅-

>地质填图时命名 (时代

定为寒武
9

奥陶纪&后来(洞河群经几次解体为几个

不同岩石地层单元$陕西区调队(

#&8H

;?

'陕西区调

队(

#&!!

;@

'陕西地矿局(

#&&#

;A

'陕西地质七队(

#&&8

;B和陕西区调队(

#&&&

;C

%(但其时代仍被认为早

于志留纪&我们在安康*岚皋县公路花坝街
9

金猪

店剖面上(原洞河群$现
#

+

H

万和
#

+

$H

万划归为奥

陶纪二道桥组和震旦纪灯影组%炭质泥质粉砂岩中

分离并鉴定出了泥盆纪微体孢子和虫颚化石$王宗

起等(

$%%&

%&在石泉后柳南侧的灰岩块中采到放射

虫化石(鉴定出一个属
8'*!-#$%,.C

W

4

(其时代为早

石炭世$王宗起(

#&&!

%&

在石泉后柳
9

黄成坝的剖面上(泥盆系地层为含

火山岩的深海沉积&在红椿坝一带出现了碱性超基

性岩和基性岩'在紫阳县城南见有枕状熔岩(伴随深

海炭硅质岩沉积&芭蕉口一带出现一套浊积岩(由

火山碎屑为主的杂砂岩组成(物源和水流显示来自

岛弧&

根据北大巴山一带基性岩)超基性岩和火山岩

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研究结果$夏林圻等(

#&&:

'黄

月华等(

#&&%

'

#&&$

%表明(北大巴山地区古生代火成

岩为富钛$

)>,

$

含量通常大于
"_

%的碱性火山岩(

火山岩为海底溢流喷发(形成于伸展背景环境&黄

月华$

#&&"

%在岚皋碱性铁镁质
9

超铁镁质岩中发现

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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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幔源金云角闪辉石岩类捕虏体(其中广泛发育了富

水交代的矿物结构(表明地幔具有外来富含挥发分

的硅酸盐熔体的强烈交代特征&同位素地球化学分

析结果表明(基性火山岩和岩浆杂岩具有古洋壳俯

冲混染的富集型地幔源特征$邱家骧等(

#&&"

%'岚皋

碱质煌斑杂岩主量元素呈规律性演化(

S++

球粒陨

石标准化配分型式呈强右倾型(富集不相容元素&

/E90D9TQ

同位素结果显示(煌斑岩浆源区的地幔主

要为
J.LU

端元组分$徐学义等(

#&&8

(

$%%#

%&在

高川)五里坝一线的基性)中基性火山岩和岩浆岩显

示了与岛弧相关的裂陷盆地特征$赖绍聪等(

$%%%

%&

紫阳
9

岚皋地区早古生代晚期镁铁质岩脉及玄武岩

的
/E

)

0D

)

TQ

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表明其与南秦岭

区新元古代中期以来的幔源岩石特征一致(显示了

J.LU

(

+L..

和少量
+L.

富集地幔端元组分混合

而成的
/E90D9TQ

同位素组成特征$张成立等(

$%%8

%(表明与大洋地壳俯冲消减和陆缘物质再循环

密切相关

垂向上(由块状+枕状粗粒碱性玄武岩)细粒碱

性玄武岩)角砾状玄武岩向上逐渐变为富含金云母
9

辉石晶屑凝灰岩)凝灰质砂岩)砾岩)含生物化石碎

屑钙质砂岩)生物灰岩的组合序列&沉积相分析表

明(凝灰岩)砾岩及生物灰岩具有浊流沉积特征(并

在凝灰岩和生物灰岩中发育滑塌沉积构造&我们通

过对火山岩之上砂砾岩的碎屑组成及古水流综合分

析(表明这些砂砾岩为近源沉积(且其上的生物灰岩

中也含有丰富的火山岩碎屑&这些特征表明(北大

巴山地区早古生代沉积作用过程中伴随有较强的火

山作用(其岩石组合序列与现代大洋洋岛+海山结构

特征$

]2KQ3ND=

`

NM=34

(

#&&:

'

(3>XMNM=34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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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6

'

]2QENC25NM=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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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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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秦岭弧后陆坡带

在摩天岭地区(以燕子砭
9

青川
9

北川断裂为扬

子板块与碧口弧后盆地和松潘
9

甘孜分界$图
#

和

$=

%&在大巴山地区(高川*毛坝以南地区是古生代

弧后盆地的陆缘(其古斜坡方向朝北(而在其南同时

代地层未有深海沉积$徐强等(

#&&:

%&因此(弧后洋

盆的南缘只限于高川*毛坝*任河一带(其南为扬

子台地沉积&

沉积物主要由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及少量泥

盆系共同组成&寒武纪*志留纪(南秦岭北大巴山

弧后盆地具有向北水体逐渐加深的特征(且在靠近

盆地中心位置及北侧岛弧杂岩带位置发育大量火山

岩及火山碎屑岩(盆地中心具有自南而北逐渐加深

之特征(火山作用也具有向北增强的特征&盆地基

底总体表现为南陡北缓的特征(水体具有向北逐渐

加深特征&根据沉积相空间展布特征和火山作用的

发育时期(该弧后盆地是在奥陶纪时期开始发生强

烈伸展作用(并与志留纪时期盆地规模达到最大&

在高川*褚河小区(泥盆系假整合于寒武系之

上$杜定汉等(

#&!6

%&它继承了早古生代构造地貌

特征(在原缓斜坡或台地转折端发生裂陷&控制泥

盆纪沉积的马家湾
9

茶镇断裂为长期活动的反转构

造&晚泥盆世以前(东侧为上升盘缺失奥陶纪志留

纪的沉积(而其后成为下降盘(并呈向
0+

陡倾的斜

坡&泥盆系为陡斜坡的沉积体系&在西侧呈狭窄的

陆架沉积(向东北突然转为深海盆沉积(表明具有快

速的沉降&石炭纪时(断陷和扩张加强(由于断层的

掀斜作用(原缓坡陆架变为边缘抬升的陆相型台地(

碳酸盐隆在边缘快速生长$孟庆任等(

#&&6

%&而在

洋盆中(在隆起的断块上发育了生物礁以及海山盖

层沉积&

#%

!

南秦岭
9

龙门山前陆褶冲带

包括龙门山前陆褶冲带北段)米仓山前陆褶冲

带和大巴山前陆褶冲带&三带形成于印支
9

燕山期(

定型于喜山期(但构造线不同(且在出现的时间上(

由西到东由早到晚$图
#

和
$

%&

刘树根等$

$%%#

%通过对构造事件形成的产物

$岩浆岩)各种矿物等%进行氩
9

氩年龄测定)裂变径

迹年龄测定)

+/S

年龄测定和计算机模拟(得出龙

门山造山带
9

川西前陆盆地系统自印支期以来(共

发生了
8

次构造事件(其中(卡尼期末的构造事件形

成区域低温动热变质作用'诺利期末的安县运动(产

生川西前陆盆地上三叠统须四段与下伏地层不整合

接触和须四段砾岩的分布(并有较强的岩浆作用&

罗啸泉等$

$%%&

%通过对龙门山推覆带的沉积响应研

究表明(该构造带形成于印支中期(始于盆地须家河

组第三段沉积之后(须家河组第四段有大量砾岩层&

构造变形时期具有北段早(南段晚'构造变形强度具

有北段强)南段弱的特征&何鲤等$

$%%8

%将川西龙

门山推覆构造带平面上划分为
"

段(北段属印支期

褶皱(中段属燕山期褶皱(南段属喜山期褶皱&贾东

等$

$%%"

%对比龙门山北段与南段构造变形几何学和

运动学的差异(提出北段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逆冲

推覆构造(晚三叠纪变形强于新生代'南段则以基底

卷入的叠瓦状冲断为特点(晚白垩世
9

早第三纪变形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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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起等!秦岭造山带主要大地构造单元的新划分

突出&与前陆褶皱冲断带相对应的是川西晚三叠纪

时期的周缘前陆盆地主要表现在整个龙门山褶皱冲

断带的前渊地区'而晚白垩世
9

早第三纪再生前陆盆

地却仅限于川西盆地的南部&提出龙门山北段可能

是扬子与碧口地体的碰撞结合的产物(其边界断裂

是王二七等$

$%%#

%研究的有先期挤压与后期左行走

滑的性质&

汉南*米仓山区存在印支晚期和燕山期形成的

东西向褶皱逆冲构造及喜马拉雅期形成的北东向构

造&前者以隆起坳陷为主(但向西与龙门山区同类

构造联合成弧形'后者为斜交东西向构造的断裂)隆

坳和褶皱$杜思清等(

#&&!

%&通过对米仓山地区晚

三叠世至早侏罗世层序地层学研究(揭示须家河组

上段沉积初期和侏罗纪初(山
9

盆体系发生了两次重

要事件(前一次前陆的隆升和向盆推移造成了盆地

首次快速填充和拗陷(后一次前陆隆升事件造成了

盆地区的大规模快速沉陷$朱利东等(

#&&8

%&吴世

祥等$

$%%6

%通过山前骨干剖面的平衡剖面分析和变

形量计算(认为米仓山前大的构造变形发生在早三

叠世末(而不是中三叠世末(并且由西向东构造变形

强度)缩短量变小(形成时间变晚&

何建坤等$

#&&&

%研究认为(自元古代以来(北

大巴山经历了构造伸展$

"

9]

$

%)构造反转$

)

$

%和

构造冲断作用$

)

$

9b

#

%&北大巴山三叠纪构造变形

以强烈的深层次韧性滑脱和浅层次脆性冲断为特

征&深层滑脱由发育在
#%

2

"HZ<

的韧性台阶状逆

断层冲断叠置而成)浅层滑脱则主要由脆性台阶状

断层构成的盖层冲断岩席(双重推覆体和冲起构造

等构成&李智武等$

$%%6

%按照构造变形样式及其组

合特征(从北东向南西可依次划分为北大巴山逆冲

推覆构造带)南大巴山前陆褶皱
9

冲断带$又包括叠

瓦断层带)断层
9

褶皱带和滑脱褶皱带等
"

个亚带%

和四川盆地东北部低缓构造区等
"

个构造带$区%&

黄汲清认为大巴山弧形构造形成于燕山期(而两侧

弧东略早$

JK=G

F

(

#&:H

%徐亚军等$

$%%H

%对大巴山

城口
9

房县断裂带石英脉电子自旋共振$

+/S

%定

年(测得
##

个石英脉的年龄集中在
"

个年龄段$

$:%

2

$"%L=

(

#6H

2

#"%L=

(

8%

2

6%L=

%(并推断断裂带

活动于中晚侏罗世$

#6H

2

#"%L=

%达到其构造变形

最强烈时期&董树文等$

$%%6

%研究表明(大巴山西

侧为典型的叠加褶皱变形样式(三叠纪近东西向褶

皱叠加上近南北向褶皱构成横跨型干涉变形图像&

由此(强调大巴山弧型构造卷入了侏罗纪地层(侏

罗纪复合前陆的存在&通过野外褶皱形态分析(结

合层面和断层面滑动矢量的观测(获得大巴山前陆

西段中生代主要的两期挤压构造应力场(即早期$

)

"

9b

#

%的构造应力场以近南北向挤压为主(大巴山

地区受其控制(发生近东西向展布褶皱变形(这期构

造变形与印支运动有关'晚期(即
b

"

9c

#

期间(大巴山

构造应力场由近南北挤压转变为近东西向强烈挤

压(发生强烈构造变形(推覆构造带以断裂活动为主

$施炜等(

$%%8

%&胡健民等$

$%%&

%据变形序列)卷入

的地层以及区域构造关系判断弧形构造带中段和东

段(褶皱轴向逐渐转变为近东西向西段与中)东段

]

#

变形时代均为晚三叠世*早侏罗世(而大巴山弧

形构造带主期变形$

]

$

%的变形时代为晚侏罗世
9

早

白垩世$

#6%

2

##%L=

%&

##

!

秦岭残余海盆)拉分与断陷盆地)

基底断块

!!

三叠纪残余海盆是指包括西秦岭和松潘*甘孜

地区的中)上三叠统(以及凤县留凤关群和镇安的金

鸡岭组和岭沟组&这些地层超覆上迭在增生混杂带

和弧前盆地地层之上&与下伏地层无沉积间断&在

镇安金鸡岭一带为滨海相的生物滩沉积'在凤县留

凤关一带为深水相的扇
9

三角洲沉积$姜春发等(

#&8&

%'在西秦岭南侧(相当勉略带西延区为完全深

海相的炭硅质沉积(总体上(向南)西方向沉积水体

加深$殷鸿福等(

#&&H=

%&位于并最终消减或缩形于

南)北两个岛弧之间的消减地带$弧前盆地和增生杂

岩带%(但未见有同期洋壳&由此(定为残余海盆

$

7KCQ

`

NM=3

(

#&&H

%&

在秦岭腹地广泛发育着上三叠统*白垩系的陆

相盆地&在商丹带以北(以晚三叠世以前的为主(在

中和南秦岭(则发育着侏罗纪以后的盆地(全造山带

尤以白垩纪发育(并以断陷盆地为主要类型$薛祥熙

等(

#&&6

%&晚中生代为小型箕状山间断陷盆地和拉

分盆地$张国伟等(

$%%#

%)对于徽成盆地原型提出早

白垩世为走滑盆地$冯益民等(

$%%$

%(且晚中生代出

露的基性火山岩成因与构造走滑作用密切相关$范

立勇等(

$%%8

%&

在商丹带与大巴山弧之间有早古生代碳酸盐

岩(甚至在淅川)小磨岭等处出现了新元古界的火山

岩基底&早古生代碳酸盐岩虽被认为是台地(属于

扬子板块北部被动大陆边缘(但台地分布零星而碎

小(且沉积为早
9

中寒武世缓坡沉积'中寒武世
9

早奥

陶世镶边陆棚沉积'中
9

晚奥陶世混合陆棚沉积'早

志留世的进积陆源碎屑沉积的多样性$崔智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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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随着在南秦岭碧口群(西乡群)三化石

群)及安康一带的郧西群和耀岭河群中晚古生代化

石的发现和同位素年代数据的获得$王宗起等(

$%%&

%(仅剩的可靠基底分布在北秦岭弧前地带(呈

断块产出&在泥盆纪为南部盆地高地(陆源岩块就

近堆积在周围的断陷中(被推断为一个大陆的消失

$孟庆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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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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