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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中南地区大地构造相图说明书（１∶１　５００　０００）》是“中南地区矿产资源潜力评
价与综合”成矿地质背景研究课题的主要成果之一，本次编图以板块构造理论和大陆
动力学思维为指导思想，以多岛弧盆系观点为切入点，运用大地构造相分析方法，研
究中南地区大陆形成演化过程的大地构造环境及其与成矿的时空关系。通过对中南
地区的沉积岩建造组合与构造古地理、火山岩岩石构造组合与构造环境、侵入岩岩石
构造组合及构造环境、变质岩岩石构造组合与构造环境，以及大型变形构造特征等综
合研究，明确了不同构造阶段和大地构造环境中形成的不同尺度、不同岩石构造组合
所对应的大地构造相，分前南华纪、南华纪—志留纪、泥盆纪—中晚三叠世和晚三叠
世—新生代４个断代进行了中南地区大地构造单元划分与命名，以露头相编制了大
地构造相图，以早古生代主造山期作为优势大地构造相，编制了大地构造演化时空结
构表，总结了各大地构造单元基本特征，探讨了中南地区大地构造演化历史，分析了
不同大地构造相单元与成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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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１５０万中南地区大地构造相图是“中南地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与综合”成矿地质背景
研究系列图件的一部分，亦是最主要的图件。本次编图所指的中南地区行政区划包括湖北、湖
南、广东、广西、海南五省（自治区）以及港、澳地区。地理坐标为东经１０４°～１１６°３０′，北纬１８°
～３３°，陆地面积约为８６．４×１０４ｋｍ２。

1. 编图指导思想与原则

本次编图以板块构造理论和大陆动力学思维为指导思想，以多岛弧盆系观点为切入点，运
用大地构造相分析方法，研究中南地区大陆形成演化过程中地壳块体离散、汇聚、碰撞、造山等
过程的大地构造环境及其与成矿的时空关系，从洋陆转换过程中的大地构造环境演化理解中
南地区大地构造形成演化的基本特征，为成矿地质条件、成矿规律与矿产预测、勘查评价提供
成矿地质构造环境与构造演化阶段的宏观背景。

为了直观和系统地表达综合地质构造研究的成果，满足矿产资源潜力预测评价工作的要
求，编制大地构造相图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１）以板块构造观点和大陆动力学思维为指导思想，重点分析成矿的区域大地构造环境与
演化过程。突出地球动力学研究主线，将大地构造相分析方法贯穿地质构造研究工作，从地质
建造与构造实体出发，剖析地质作用的时间、空间、物质组成及其动力学环境，研究其与成矿的
关系。

（２）大地构造相图的编制，以沉积岩、火山岩、侵入岩、变质岩、大型变形构造等大地构造专
题工作底图为实际材料图。大地构造相单元的划分，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地质调查和科研成
果，任何一个相单元的划分及其边界的圈定都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并充分利用物化遥方面的成
果资料。

（３）图面表达均按中国地质调查局制定的有关编制地质图件的规定执行；对于出露面积过
小的重要地质体或者长度不足表示的重要地质体，采用相对夸大的方法表示。力求主图、辅
图、图例及相应文字说明结构合理，配置得当，整洁美观。

2. 编图依据和资料来源

编图的技术依据为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之“成矿地质背景研究工作技术要求”。原始资
料主要来自中南地区１∶５万、１∶２０万、１∶２５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以及各地勘单位、大专
院校、科研院所完成的普查、勘探、基础调查、综合研究资料和成果，部分来自公开发表的文章
和出版的专著。资料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3. 编图工作方法及程序

大地构造相的概念各家认识不尽相同（Ｋｅｒｎｎｔｈ，１９９１；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１９９４），但以岩石建造和
构造环境的研究着手探讨造山带及其相邻陆块区的形成和演化规律，是大多数地质学家都认



同的。全国潜力评价项目成矿地质背景组提出大地构造相的定义为：反映陆块区和造山系
（带）形成演变过程中，在特定演化阶段、特定大地构造环境中，形成的一套岩石构造组合，是表
达大陆岩石圈板块经过离散、聚合、碰撞、造山等动力学过程而形成的地质构造作用的综合产
物（叶天竺等，２０１０）。

大地构造相图编制旨在全面认识中南地区矿产资源形成的区域成矿地质背景、成矿作用、
成矿远景预测等，集成表述地质构造综合研究的成果。该图编制的工作以编制系列专题图件
为主要的技术途径。首先依据省级ｌ∶２５万实际材料图，１∶２５万建造构造图，１∶５０万大地
构造相沉积岩、火山岩、侵入岩、变质岩、大型变形构造“五要素”专题工作底图，１∶５０万大地
构造图，铁铝等２３个矿种预测工作区地质构造专题底图等工作成果，系统研究了沉积岩区、火
山岩区、侵入岩区、变质岩区地质构造特征，以及大型变形构造特征，编制了中南地区１∶１５０
万沉积岩大地构造相图、火山岩大地构造相图、侵入岩大地构造相图、变质岩大地构造相图和
大型变形构造专题底图（即“五要素图”），然后在上述图件基础上开展大地构造综合研究，明确
了不同构造阶段和大地构造环境中形成的不同尺度、不同岩石构造组合所对应的大地构造相。
分前南华纪、南华纪—志留纪、泥盆纪—中晚三叠世和晚三叠世—新生代四个断代进行了中南
地区大地构造相单元划分与命名，以露头相编制大地构造相图，同时以早古生代主造山期作为
优势大地构造相，编制大地构造演化时空结构表，总结各大地构造单元特征，探讨中南地区大
地构造演化历史，分析不同大地构造相单元与成矿的关系。

4. 编图人员及分工

本书是“中南地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与综合”项目成矿地质背景课题组研究的主要成果，
主编为赵小明、张开明，主要编图人有莫位任、吴年文、毛新武、马铁球、黄友义、王汉荣、金巍、
周府生等。本书的前言、第一章第一节、第五章、第六章由赵小明编写，第一章第二节由黄友义
编写，第一章第三节由马铁球编写，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由毛新武编写，第二章、第三章、第四
章由赵小明、张开明编写。全书由赵小明统编定稿。

5. 致谢

中南地区经历了多次的构造运动，后期的构造对早期形成的构造相进行了强烈的叠加、改
造，构造单元的划分、各块体的属性和地质构造演化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加上中南地区大地
构造相的研究和编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是在大地构造相研究方法体系下不断探索中完
成的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工作，编图过程中对构造划分、地层归属、盆地性质等难免采用一
些倾向性的观点处理，观点的正确与否会存在争议。由于受限于时间和课题组人员水平，文献
资料的消化与融合仍需加强，许多方面尚待更深层次的探讨，大地构造相图和说明书中存在疏
漏和不妥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中南地区大地构造相编图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了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办公室叶天竺、肖
庆辉、陆松年、邓晋福、潘桂棠、张克信、冯益民、刑光福、李锦轶、张进、张智勇、冯艳芳、李仰春
等教授或研究员的技术指导与支持，并在不同时机对中南地区大地构造相编图提出了建设性
意见，中南五省（区）地调院和五省（区）国土资源厅的有关领导、专家给予了本项目大力支持，
提供了技术人员，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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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地构造相分析

第一节　 沉积岩大地构造相

一、沉积岩建造组合类型

沉积岩建造组合类型是指同一时代同一沉积相或沉积体系内几类沉积岩建造的自然组

合。 沉积岩建造组合类型划分有明确的沉积相和沉积体系归属，也就是要在沉积相分析的基

础上划分沉积岩建造组合类型。
中南地区沉积地层分布广泛，自新太古代至第四纪地层均有分布，主体属华南地层区，地

层出露良好，层序完整，化石门类齐全。 相应沉积岩分布最为广泛，沉积相类型丰富、相变复

杂、沉积岩建造组合类型多样。 根据沉积岩基本大类中岩石名称组成（刘宝珺，１９８０；曹伯勋，
１９９５）和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矿地质背景研究技术要求”（叶天竺等，２０１０），结合中南地区具

体地质构造条件和沉积地质特征，共划分出 １０９ 种沉积岩建造组合（表 １⁃１）。

二、构造古地理单元划分及对应的大地构造相

在沉积岩建造组合类型划分的基础上，进行建造组合类型的原型盆地分析，确定出岩石建

造组合赋存的构造古地理单元及对应的大地构造相归属。 沉积岩区大多数沉积岩建造组合类

型和沉积相可以出现在多个构造古地理单元及大地构造相内（Ｒｅａｄｉｎｇ，１９７８），因此，对沉积岩

区大地构造相的识别与划分，一定要与火成岩、变质岩和大型变形构造研究成果相结合，通过

综合分析才能正确识别与划分。 根据中南地区沉积岩建造组合类型综合分析，参考火山岩、侵
入岩、变质岩的构造环境特征，归并出中南地区二级构造古地理单元 ６ 个，三级构造古地理单

元 ２０ 个，四级构造古地理单元 ４５ 个，对应的二级大地构造相单元 １３ 个，三级大地构造相单元

２７ 个（表 １⁃１）。

三、构造古地理演化

根据中南地区地层出露及分布特征、各地层间的接触关系、相变、沉积间断、角度不整合界

面、古生物面貌、岩性组合特征等，结合不同时代构造变形、岩浆、火山及变质作用特点等，可将

研究区构造古地理演化分为 ５ 个发展阶段：新太古代—早青白口世、晚青白口世—志留纪、泥
盆纪—中三叠世、晚三叠世—侏罗纪、白垩纪—第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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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太古代—早青白口世

中南地区前南华纪基底出露较为分散，古元古代及以前的地层主要出露于桐柏—大别地

区、黄陵背斜核部及云开大山核部，为中—深无序变质岩系组成的结晶基底。 中元古代—早青

白口世地层主要出露于神农架⁃黄陵背斜、大洪山地区、扬子东南缘及云开地区，另在湘东北、
粤西北及琼西有少量分布，总体上为浅—中深变质岩系，其中下青白口统冷家溪群、四堡群及

相当层位的沉积可能代表了扬子的褶皱基底，而神农架群可能为扬子北缘相对稳定环境下形

成的碳酸盐岩盖层。 由于前南华纪地壳物质组成及序列、构造格架、构造演化等研究工作还比

较薄弱，本报告将其作为基底杂岩或卷入造山带的构造岩块（片）处理，不对其进行古地理演

化及构造属相属性探讨。

（二）晚青白口世—志留纪

基于保留的沉积记录差异，中南地区该时期盆地的生成发展大致可分扬子陆块北缘、扬子

陆块东南缘⁃湘桂、武夷⁃云开 ３ 个地区。 由于商丹洋打开和关闭的时限及过程在中南境内记

录极少，故在扬子陆块北缘的沉积演化中未对北秦岭进行讨论。

1.扬子陆块北缘

缺失青白口纪晚期沉积记录，进入南华纪，扬子陆块主体处于剥蚀状态，在大陆伸展背景

下，形成北西向南秦岭（武当—随南）陆缘裂谷。 在扬子陆块和裂谷边缘之间，早期接受莲沱

组河流相含砾砂岩、砂岩夹泥岩沉积，中期为古城冰期的冰碛岩和间冰期的碳质锰质泥岩、粉
砂岩组合沉积序列，晚期沉积南沱期冰碛砾岩；而在裂谷内，初期形成一套近源快速堆积的陆

源碎屑岩组合并夹少量火山岩喷发沉积———武当岩群变沉积岩组（杨坪岩组）或红安杂岩一

岩组；随着裂解作用进一步发展，火山活动加剧，中期形成大套基性⁃酸性双峰式火山喷发沉积

组合———武当岩群变火山岩组下部沉积（双台组）或红安杂岩二岩组；经历短暂宁静期，晚期

接受了武当岩群变火山岩组上部沉积（拦鱼河组）或红安杂岩三岩组———细粒陆屑复理石沉

积。
武当岩群基性火山岩主要为拉斑玄武岩，有少量碱性玄武岩，构造环境投影点同时跨及造

山带与非造山带，岛弧火山岩区和大陆火山岩区，且以前者为主。 而耀岭河岩组中，碱性玄武

岩明显增多，投影点主要落入大陆（裂谷）火山岩区。 岩浆活动的演化，显示“由拉斑玄武岩变

为碱性玄武岩，最后裂谷关闭”的规律。
进入震旦纪，裂谷发育趋于宁静，在裂谷两侧形成碳酸盐岩台地，接受陡山沱组、灯影组

（含磷）碳酸盐岩沉积，裂谷中央则接受盆地相江西沟组、霍河组的硅质岩、碳质泥岩、粉砂岩、
碳酸盐岩组成的混合沉积。

震旦纪末裂谷活动基本结束，寒武纪初发生快速海侵，在继承震旦纪盆地格局的基础上，
裂谷及边缘均接受外陆棚至盆地相的杨家堡组硅质岩和庄子沟组碳质泥岩、含碳硅质泥岩、粉
砂质泥岩夹泥灰岩沉积；而在陆块区边缘则接受台地至内陆棚相的牛蹄塘组碳质泥岩、硅质

岩、泥粉晶灰岩沉积。
中寒武世始，新的裂解活动开始，扬子、南秦岭区的分化逐渐明显，以曾家坝断裂、两郧断

裂夹持的武当山地区、新城断裂和襄广断裂夹持的随南柳林—三里岗地区，代表了同期裂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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