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人在该区工作认为泥盆纪地层与下伏新元古

代青白口纪、震旦纪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此次区调工作发现泥盆纪地层均处在地形较高处，

边界均被断裂构造所围限，局部覆于早石炭世梓山

组和晚三叠世安源群紫家冲组、三家冲组之上，故此

进行详细调研，发现泥盆纪地层都是无根的，与其他

地层呈断层接触，并且具滑动现象，由此认为区内泥

盆纪地层属外来体（图!）。

! 区域构造背景

峡江地区位于赣中京九铁路沿线经济开发带，

南华活动带武功隆起区东侧，南华古板块与扬子古

板块缝合线［"］以南约#$ %&处。区内地层以新元古界

为褶皱基底，由浅变质的泥砂质类复理石组成；推、

滑覆体由泥盆系中、上部层位组成，为海陆交互相为

主的粗碎屑沉积。

本区印支期至燕山期受古太平洋板块和华南、

扬子古板块的相互作用，区内下部陆壳仰冲、上部逆

冲推覆造山，主体盖层发生褶皱，在晚三叠世末到侏

罗纪形成该区广泛的逆冲推覆。早白垩世地壳发生

伸展，区内已形成的推覆体产生伸展滑脱，局部伴随

重力下滑［’］。

" 推、滑覆构造特征

峡江地区推覆构造总体呈(()向展布，滑覆构

造以*)向为主。该构造主滑脱面发生于变质基底与

泥盆系接触带上，表现为浅层次的切层推覆，后期继

承其推覆构造面，产生滑覆。

!"# 推、滑覆构造结构组成

（!）原地系统：由新元古代浅变质地层组成，

推、滑覆体东、东南部压在早石炭世梓山组、晚三叠

世安源群紫家冲组、三家冲组沉积盖层之上。其岩

石地层单位和岩性组合特征有：神山组黑色含炭千

枚岩、库里组变余沉凝灰岩、变余岩屑细粒杂砂岩、

粉砂质板岩，底部为不稳定变余复成分砾岩，上施

组变余细砂岩、板岩、绢云千枚岩，震旦系下坊组新

余式磁铁石英岩、磁铁千枚岩、凝灰质千枚岩等，为

一套含海相火山岩的浅变质泥砂质类复理石建造

组成的成层有序地层。岩石构造作用较强，表现为

强 烈 的 褶 皱 、片 理 化 ，裂 隙 发 育 ，具 明 显 的 压 性 特

征。岩层总体走向近())向，褶皱特征早期表现为

紧密同斜倒转，轴面产状为’+,-’$,.!"$-’$.，晚

期为叠加不对称斜歪倾伏褶皱，轴面产状为"/,-
’,,.!0,-#,.；梓山组为一套滨岸沼泽1潮坪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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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赣中峡江地区地质略图

%&’( $ )*+,+’&-., /0*1-2 3.4 +5 12* 6&.7&.8’ .9*.，-*819., :&.8’;&
$—花岗岩；!—断层；<—推覆断层；#—滑覆断层；=—飞来峰；>—构造窗；?—整合地质界线；@—不整合地质界线；

"—剖面位置及编号；A—第四系松散堆积物；B$C!—古—始新统红色砂岩；D!—上白垩统红色碎屑岩；D$—下白垩统

火山碎屑岩；:<—上侏罗统陆相火山岩；:$—下侏罗统长石石英砂岩；E<—上三叠统煤系地层；F$C!—下—上二叠统含煤

碎屑岩建造；G$—下石炭统含炭碎屑岩；H!C<—中—上泥盆统海陆交互相碎屑岩建造；I$—下震旦统浅变质岩系；

F1<—上元古界变质火山碎屑岩；D$J—早白垩世中粗粒似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E<J—晚三叠世中细粒斑状黑云二长

花岗岩；K<%—晚志留世角闪英云闪长岩；K!L—中志留世中细粒花岗闪长岩

煤系地层；紫家冲组、三家冲组为一套湖泊沼泽—海

湾泻湖相的含煤地层。

（!）上覆外来系统：由中泥盆世—晚泥盆世地层

组成。其岩石地层单位和岩性组合特征为：灵岩寺组

复成分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等陆相粗碎屑沉积，云

山组石英砾岩、石英砂岩滨海相粗碎屑沉积，中棚组

砂砾岩、紫红色岩屑砂岩潮坪相粗碎屑沉积，三门滩

组粉砂岩、泥岩浅海相细碎屑沉积。由于经历了华力

西—印支期构造运动，岩层发生了较强的褶皱，后期

经过推覆、滑覆构造作用以后，原始产状已发生变

位。区内主要调查了百丈峰、玉笥山、下寨<个推、滑

覆体和西部两个飞来峰（图!）。

!百丈峰推、滑覆体：由泥盆纪灵岩寺组、云山

组、中棚组、三门滩组地层组成，灵岩寺组出露厚度

较薄，多处缺失，系由于推、滑过程磨蚀和本身就是

切层推覆所造成。三门滩组局部缺失，主要为后期风

化剥蚀造成。形态呈不规则状，长约$> 03，宽约$#
03。构造作用非常强烈，表现为近BM向倾伏褶皱，

枢纽倾向B，倾伏角<NO<=P。
"玉笥山推、滑覆体：由泥盆纪灵岩寺组、云

山组、中棚组、三门滩组地层组成。由于风化剥蚀

中部露出一块新元古代浅变质地层。推、滑覆体呈

不规则状，长约$@ 03，宽约$N(# 03。构造作用强烈，

表现为QMM—KBB向倾伏褶皱，枢纽产状为$$NO
$!NP!!=O<NP。层滑明显，并发育次级滑动面，使之

地层重复，云山组叠置在中棚组之上。前端三门滩组

压在石炭纪梓山组之上（图<）。

#下寨推、滑覆体：由泥盆纪灵岩寺组、云山组、

李钧辉等：赣中峡江地区推滑覆构造特征及成因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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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峡江地区主要推滑覆体构造剖面

#$%& ! ’()*$+, +- *./01* 2,3 14$3$,% ,255(1 $, *.( 6$27$2,% 2/(2
8—新干县百丈峰构造剖面；9—峡江县下寨构造剖面；:—峡江县玉笥山构造剖面；;—推、滑覆断层；

!—岩层；<—地质界线；=—不整合接触关系；>—地层及断裂产状；?—剖面线及剖面代号；@!!—上白垩

统河口组红色碎屑岩；A<"—上三叠统紫家冲组煤系地层；:;"—下石炭统梓山组含炭碎屑岩；B<#—上

泥盆统三门滩组粉砂岩、泥岩；B<"!—上泥盆统中棚组紫红色岩屑砂岩；B<$—上泥盆统云山组石英砾

岩、石英砂岩；B! %—中泥盆统灵岩寺组复成分砾岩、砂砾岩；C* <—上元古界变质火山碎屑岩

中棚组、三门滩组地层组成。东部出现一个长轴’D
向的构造窗，呈不规则椭圆状，长约= EF，宽约< EF。

“窗”内地势低洼，为早石炭世梓山组含煤地层，与泥

盆纪地层呈断层接触。西部露出一块新元古代浅变

质地层。推、滑覆体呈不规则状，长;=&!> EF，宽?&>
EF。由于强烈的构造作用，地层产状紊乱，层褶明

显。由于后期风化剥蚀较强，加上岩体影响，褶皱形

态不清。

（<）推、滑主构造带

推、滑覆构造的主构造带为沿中泥盆世灵岩寺

组与变质基底的接触带，局部切层，为晚泥盆世云山

组、中棚组与变质基底接触。其构造带宽与相应的

推、滑覆体宽度大致相同，并发育次级推、滑断裂构

造，主要表现逆冲、下滑构造特征。次级推、滑构造发

育在推、滑覆体中。其推、滑主构造带特征在以下推、

滑覆构造系统中进行详细描述。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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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峡江县玉笥山滑覆构造实测剖面图

%&’( $ )*+,-.*/ ,*01&23 24 15* 6-,& ,7&/&3’ 3+88* ,1.-01-.*
&3 9&+:&+3’ ;2-31<

=—砾岩；!—砂砾岩；$—砂岩；#—泥岩；>—含煤层；?—粉砂质绢云板岩；

@—滑覆断层；A—地质界线；;=!—石炭系梓山组；B$"—泥盆系三门滩组；

B$!#—泥盆系中棚组；B$$—泥盆系云山组；B! %—泥盆系灵岩寺组；C1 $—上元古界

!"! 推、滑覆构造系统

（=）推覆构造系统：区内推覆体其推覆位移距离

较长，构造带下底面为新元古代浅变质地层，由于经

过漫长的地质历史，裸露区被风化剥蚀，踪迹难觅。

而在推覆体的D或ED侧还保留了推覆构造带，构造

面呈舒缓波状，表现为向FD倾伏的逆冲断层，倾伏

角为!>G$>H。构造带分带较为明显，由接触面向下依

次可分为糜棱岩带、硅化石英脉破碎带、揉皱带，糜

棱岩带宽大于#I 0J，硅化石英脉破碎带宽=G# J；由

接触面向上依次可分糜棱岩带、碎裂构造角砾岩带、

硅化破碎带，糜棱岩带宽I(>G$ J，碎裂构造角砾岩

带宽!G>J，硅化破碎带$G=IJ。下盘变质基底岩石

受挤压明显，片理化较强，岩层揉皱构造发育。上盘

泥盆纪地层接近断裂带上岩石矿物拉伸线理、矿物

生长线理发育，线理方向较为紊乱，总体发育向

FD、EK方向倾伏的两组线理。

（!）滑覆构造系统：后期区域构造伸展，原推覆

体转为伸展滑脱，但滑动距离较短，向地势较低处滑

动。其滑覆体西或北西部继承了原推覆构造面，主体

向EK、EKK滑动。构造面向EK、EKK倾伏，倾伏角$>G
>IH，呈舒缓波状，剖面上呈“铲式”断层特征。主要表

现构造带上在滑覆体侧（即断层上盘）形成构造角砾

岩带、碎裂岩带，局部形成褐铁矿铁帽。构造带下伏

岩层主要以硅化破碎为主。岩石表现为拉张性质，主

断面上具擦痕线理和发育断层阶步，擦痕线理产状

与断面产状基本一致，阶步指示上盘向下运动。在玉

笥山东部泥盆纪地层与新元古代库里组地层断层接

触面上，测得断层产状=$IH!$>H，线理侧伏向=!>H、

侧伏角$!H；在下寨中部泥盆纪地层与石炭纪地层断

层接触面上，测得断层产状=IIH!$IH，线理侧伏向

?>H，侧伏角$>H。

$ 成因机制探讨

#"$ 推、滑覆构造形成时期

推、滑覆构造下伏地层为新元古代浅变质岩系，

推、滑覆体东、东南部压在早石炭世梓山煤系和晚三

叠世紫家冲组、三家冲组之上，上覆地层为中—晚泥

盆世碎屑岩，推、滑覆体上未见更新的层位出露；在

下寨以北出露有中志留世中细粒黑云花岗闪长岩，

同位素年龄值为##?)+（据邻区《七琴街幅》=L>万区

调成果），岩体与推、滑覆体呈构造接触；在罗田晚三

叠世中细粒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体（此次工作采有

单颗粒锆石MNCO法测年，年龄值为!!I($P!)+）上

出露有小面积的晚泥盆世地层，以构造的形式压置

在其上；于下寨西北部出露有早白垩世中粗粒似斑

状黑云二长花岗岩，岩体与推、滑覆体呈侵入接触关

系，泥盆纪地层遭受明显的热蚀变作用，接触带附近

岩石具较强的角岩化；于新干西部上白垩统不整合

于推、滑覆体之上。由此认为推覆构造作用应大致发

生在晚三叠世末至侏罗纪，即印支晚期—燕山早期；

滑覆构造作用应发生在早白垩世，即燕山晚期。

#"! 推、滑覆构造成因机制探讨

（=）加里东运动对赣中影响很大，由 于 剧 烈 的

造山作用，区内新元古代地层发生强烈褶皱变形

李钧辉等：赣中峡江地区推滑覆构造特征及成因机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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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质作用，并伴随大量的岩浆活动。变质地层形

成#$$—%&&向紧密同斜倒转褶皱。华力西期—

印支早期主要表现为地壳垂向升降，华南接受沉

积为主［’］。

（!）印支晚期—燕山早期本区受古太平洋板块

和华南古板块的相互作用，大陆仰冲、挤压叠复，地

层形成%&、%%&向褶皱，并形成左行走滑断裂构

造，逆冲推覆造山［(］，亦即晚三叠世末至侏罗纪，区

内泥盆纪地层由%$$向#&&逆冲推覆造山，并多处

形成飞来峰构造。

（)）燕山早期表现为挤压造山作用 ，区 内 形 成

大量的重熔型花岗岩和中酸性火山岩；燕山晚期

相 当 早 白 垩 世 ，由 于 东 侧 洋 壳 俯 冲 ，地 幔 西 聚 ，继

而受印度板块北移影响，华南地壳发生伸展，下地

壳拉薄，上地壳隆升，大陆应力转换发生张性改

造，陆内断裂形成一系列北东向的山间断陷盆地，

地表多层次拆离、滑脱［’］，区内滑覆构造形成，局部

形成构造窗。

（’）纵观华南赣中地区，中生代以来太平洋库拉

板块与欧亚板块东南缘的斜向俯冲，以及二者北移

速率差异（分别为’*+ ,- . /和010*01+ ,- . /）［2］，导致

%$$—#&&方向的挤压（或伸展），形成了一系列北

北东向推、滑覆构造。

本文依据03(万新干图组区调资料编写而成，属

集体劳动的结晶。在此，作者向参加过该项目工作的

同志表示感谢！同时，成文过程得到梅勇文高级工程

师的大力帮助，深表谢意。

参考文献：

［0］江西省地质矿产厅1江西省岩石地层［4］1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

版社，0556102"*06’7
［!］江西省地质矿产局1江西省区域地质志［4］1北京：地质出版社，

05+’16+6*+""7
［)］杨明桂，王昆1江西省地质构造格架及地壳演化［8］1江西地质，

055’，+（’）：!)5*!("7
［’］杨明桂1华南地区板块活动与构造体系的发展演化［8］1江西省地

质学会会刊，055(，（!2）：0*!7
［(］曾勇，杨明桂1赣中碰撞混杂岩带［8］1中国区域地质，0555，0+

（0）：06*!!7
［2］梅勇文1江西南部推（滑）覆构造系统研究［8］1江西地质，0556，00

（)）：(0*(57

!"#$%&"’ #() *"("$+, -",.#(+’- /0 $.&%’$ (#11" #() ’2+)+(* (#11"
’$&%,$%&"’ +( $." 3+#4+#(* #&"#，,"($&#2 5+#(*6+

9: 8;<=>;?0，9:@A BC<D=E>F<!，G& $F?=H?/<D0
（07!"#$%&" ’$()")*)+ ,- .+,/,%"0#/ 1*23+4，5#$06#$% ))"!"0，!"#$%&"，76"$#

!78*2+#* ,- .+,/,%4 #$9 :"$+2#/ ;&</,2#)",$ #$9 =+3+/,<>+$) ,- ?"#@"#$% 7,*$)4，?"#@"#$% )’)"""，!"#$%&"，76"$#）

78’$&#,$：@,,CIJ?<D KC /< ?<KFDI/KFJ LK;JM CN K>F J/K/ CN IFD?C</O L;IPFM CN K>F 03("""" Q?<D/< 4/R #F=
I?FL ?< K>F Q?/S?/<D /IF/，,F<KI/O 8?/<DH?，K>F /;K>CIL NCI K>F N?ILK K?-F RICRCLF K>F P?FT K>/K K>F UFPC<?/<
LKI/K/ ?< K>F /IF/ /IF /< /OOC,>K>C< /<J >COJ K>/K K>F UFPC<?/< T/L K>I;LK NIC- %$ KC #& ?< K>F O/KF :<=
JCL?<?/< KC F/IOM B/<L>/<?/< /<J K>F< /D/?< ;<JFITF<K FHKF<L?C< /<J JFK/,>-F<K KC K>F #& ?< K>F O/KF
B/<L>/<?/< LK/DF1 V>FIF /IF -/<M IFRCIKL /WC;K K>F FH?LKF<,F CN K>I;LK </RRF /<J LO?J?<D </RRF LKI;,K;IFL
?< <CIK>FI< /<J LC;K>FI< 8?/<DH? W;K NFT IFRCIKL >/PF WFF< IF/J K>/K K>FM FH?LK ?< ,F<KI/O 8?/<DH?1 V>F J?L=
,CPFIM /<J JFKFI-?</K?C< CN K>I;LK </RRF /<J LO?J?<D </RRF LKI;,K;IFL ?< K>F Q?/S?/<D /IF/ K>?L K?-F >/PF
DIF/K KF,KC<?, L?D<?N?,/<,F NCI K>F ;<JFILK/<J?<D K>F IFO/K?C< CN K>F %%&XKIF<J?<D K>I;LK </RRF /<J LO?J?<D
</RRF LKI;,K;IFL WFKTFF< LC;K>FI< /<J <CIK>FI< 8?/<DH? /<J FPF< K>F ;<JFILK/<J?<D CN K>F T>COF1 V>?L
R/RFI -/?<OM JF/OL T?K> K>F ,>/I/,KFI?LK?,L CN K>F K>I;LK </RRF /<J LO?J?<D </RRF LKI;,K;IFL T?K> JFK/?OFJ
N?FOJ N?ILKX>/<J J/K/ /<J RIFO?-?</I?OM /</OMEFL K>F?I DF<FK?, -F,>/<?L-1
9": ;/&)’：K>I;LK </RRF /<J LO?J?<D </RRF LKI;,K;IFL；UFPC<?/< K>I;LK /<J LO?J?<D </RRFL；DF<FK?, -F,>=
/<?L-；Q?/S?/<D /IF/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