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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１∶２５万怀化幅区域地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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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１∶２５万怀化幅图区主要位于扬子陆块东南缘，自西向东划分为武陵断弯褶皱带、沅麻盆地、雪峰冲断带及
邵阳坳褶带４个构造单元。通过此次调查研究，取得了以下主要进展及成果：基本查明了区内板溪群与高涧群
的相变关系及界线；提出了南华纪长安期沿雪峰山与涟邵盆地的结合带存在一凹陷槽；对区内岩浆岩侵入时代

和期次做了详细的划分，建立了岩浆演化序列；结合同位素年龄数据，系统地对白马山—龙山复式岩基带及其周

边的中酸性—酸性花岗岩体侵入时代、火山岩系的喷发时代进行了统一厘定；查明了雪峰造山带的构造变形特

征、构造样式以及沅麻盆地的构造特征和形成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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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湖南１∶２５万怀化市幅区域地质调查”项目系
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计划项目“湘西－鄂西成矿带
地质矿产调查”的一个工作项目。项目由２０１０年
开始实施，历时 ３ａ，通过调查研究对区内构造形
态、地层展布、岩浆活动有了全新的认识。区内２０
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主要完成了 １∶２０万分幅区域地
质、矿产、水文地质调查，８０、９０年代主要完成更为
详细的１∶５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以及小比例尺物
化探测量，基础地质资料较为充足。随着社会的进

步和科学理论知识系统的形成，以往的调查成果和

资料无法满足现有需求，存在的问题和研究漏洞较

多，如：不同时期、不同单位所划分的地层不尽统

一，前寒武纪地层研究程度偏低，填图单位同物异

名较多，不能准确、科学地建立起测区内各时代地

层的层序地层格架；岩浆岩缺乏时代依据和同位

素年龄、稀土、微量元素等资料，岩石样品的各种测

试分析结果、精度达不到要求；区内构造格架、构

造单元划分以及构造变形机制、序列在现有研究程

度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了解［１－７］。本次工作

主要按照现有填图要求及规范，采用数字填图方

法，结合物化遥资料，进行较为详细的地质调查修

测：重新厘定调查区的地层系统，建立地层序列；

对岩浆岩的就位机制、岩浆演化序列、岩浆活动的

构造环境与动力学机制等与成矿的关系进行研究；

查明区内构造特征及活动期次，建立构造变形格

架，重点研究了雪峰造山带、沅麻盆地的结构与形

成演化［８］。

１　研究区概况

测区位于湖南省中西部、扬子陆块东南缘江

南地块中段，属扬子板块和华南板块之间前中生

代多期复合造山带，工作区自西往东可分为江南

造山带（雪峰造山带）和湘中坳陷（涟邵盆地）２个
构造单元。雪峰造山带和湘中坳陷之间以城步—

新化—桃江断裂为界。雪峰造山带西部为沅麻盆

地叠加覆盖。不同构造单元具有不同的构造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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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区内地层出露较为完全，自中元古代至新

生代古近纪地层均有分布。区内火山岩不发育，

仅在怀化石宝—隘口—安江一带见有分布，地表

呈岩脉、岩墙状出露。岩性为基性—超基性辉石

岩、辉绿岩、辉石橄榄岩与杏仁状玄武岩、玄武质

角砾岩等，产出于新元古代板溪群中，其时代为青

白口纪，另在白马山岩体内见辉长岩 －辉绿岩呈
小岩珠状出露，其时代为中三叠世。区内侵入岩

发育，出露总面积约 ２８５０ｋｍ２，占图区面积的
１１．２％，主要有白马山—龙山复式岩体，沩山、紫
云山、歇马、关帝庙、崇阳坪、中华山等岩体。其时

代可分为志留纪、三叠纪和侏罗纪（图１）。

图１　区域地质简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

１．白垩系—新近系；２．上三叠统—侏罗系；３．泥盆系—中三叠统；４．南华系—志留系；５．新元古代板溪群；６．新元古代冷家溪群；

７．三叠纪花岗岩；８．志留纪花岗岩；９．新元古代花岗岩；１０．地质界线；１１．断裂；１２．逆冲推覆断裂；１３．构造单元划分

２　地层和沉积相方面的主要成果

（１）基本查明图区西北部青白口纪板溪群（红
板溪）与高涧群（黑板溪）的界线。

图区新元古代板溪群与高涧群主要分布于雪

峰山地区，以芷江—怀化—火马冲一带为界［９－１０］

（图２），北西为板溪群（红板溪），南东为高涧群（黑
板溪）。板溪群以一套河流冲积相砾岩、砂砾岩（图

３）高角度不整合于冷家溪群之上，自下而上划分为
横路冲组、马底驿组、通塔湾组、五强溪组、多益塘

组、百合垅组及牛牯坪组等地层单位；而高涧群底

部为一套火山碎屑岩（图４）与下伏冷家溪群低角
度不整合接触，自下而上划分为石桥铺组、黄狮洞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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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２５万怀化幅构造简图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ｏｆ１∶２５００００Ｈｕａｉｈｕａｓｈｅｅｔ

１．晚燕山构造层；２．早燕山构造层；３．海西－印支构造层；４．雪峰－加里东构造层；５．武陵构造层；６．侏罗纪花岗岩；７．三叠纪花岗岩；

８．志留纪花岗岩；９．断裂；１０．地质界线；１１．角度不整合地质界线；１２．构造分区界线；１３．板溪群／高涧群界线

图３　横路冲组河流相砾岩
Ｆｉｇ．３　Ｆｌｕｖｉａｌ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ｏｆＨｅｎｇｌｕｃｈ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组、砖墙湾组、架枧田组、岩门寨组等地层单位，西

南部洪江托口一带岩门寨组上部相变为百合垅组、

牛牯坪组（表１）。
板溪群横路冲组主要出露于图区西部芷江鱼

溪口一带，角度不整合于冷家溪群黄浒洞组之上，

图４　石桥铺组底部火山角砾岩
Ｆｉｇ．４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ｂｒｅｃｃｉａａｔ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Ｓｈｉｑｉａｏｐ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为一套河流三角洲—滨岸碎屑沉积。底部为紫灰

色块状浅变质复成分砾岩，代表了造山后近源快速

堆积产物，自下而上砾石含量逐渐减少，夹粗砂岩

屑砂岩及砂质板岩，砂岩中发育小型交错层理，

属山麓前缘冲积扇沉积。中上部逐渐过渡至三角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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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板溪群与高涧群划分对比
Ｔａｂ．１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Ｂａｎｘｉ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ＧａｏｊｉａｎＧｒｏｕｐ

图北西区 图南东区

板溪群

牛牯坪组

百合垅组

多益塘组　　 　 　 　
岩门寨组

五强溪组 架枧田组

通塔湾组 砖墙湾组

马底驿组 黄狮洞组

横路冲组 石桥铺组

高涧群

冷家溪群


小木坪组

黄浒洞组

洲并向浅海环境过渡沉积，以浅变质石英杂砂岩、

粉砂质板岩为主（图５）。

图６　长安期凹陷槽分布格局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Ｃｈａｎｇ’ａｎｓｔａｇｅ

１．白垩纪—古近纪地层；２．晚三叠世—中侏罗世地层；３．泥盆纪—早三叠世地层；４．南华纪—志留纪地层；５．板溪群地层；６．冷家溪
群地层；７．侏罗纪花岗岩；８．三叠纪花岗岩；９．志留纪花岗岩；１０．断层；１１．地质界线／角度不整合地质界线；１２．地名

高涧群底部为一套三角洲相碎屑夹火山碎屑

沉积，出露于图区东部隆回县石桥铺电站以及中部

洪江市沈家溪、柏木冲等地。洪江一带火山物质少

见，属受潮汐作用影响的三角洲沉积，为浅变质细

中粒石英杂砂岩与板岩、条带状粉砂质板岩互层，

底部砂岩中含泥砾。向东至隆回县石桥铺一带为

浅变质砾岩夹浅变质岩屑石英杂砂岩，砾石成分主

①带状板岩夹岩屑杂砂岩；②砾岩；③石英砂岩

图５　横路冲组与黄浒洞组接触关系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ｔａｃ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ｎｇｌｕｃｈｏ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ｕａｎｇｈｕｄ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要为中酸性—中基性岩石，认为该套砾岩是沉积成

因的，其角砾主要来自火山岩区经沉积改造而成，

沉积环境属冲积扇至水下三角洲。

（２）查明了南华纪长安期沿雪峰山与涟邵盆地
的结合带存在％凹陷槽。

结合１∶２５万邵阳幅区调资料，南华纪长安期
的沉积中心为大乘山复背斜，为一套浅海陆棚—滨

海浮冰带含冰碛砾陆源碎屑夹火山碎屑沉积，周围

厚逾３０００ｍ，向西、向东厚度变薄，而图区主要包
含凹陷西侧（图６）。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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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西至溆浦—洪江断裂与青溪山断裂之间约

１０ｋｍ宽度范围内，厚度急剧变小，厚约２００ｍ；青溪
山断裂以西长安组大多缺失，仅局部可见０～５ｍ的
含砾板岩，且极不稳定，多呈透镜状尖灭；往东至新

宁—灰汤断裂以东厚９０～１５０ｍ。显示长安期古地理
主要受溆浦—洪江断裂、新宁—灰汤断裂的控制［１０］。

３　岩浆岩方面的主要成果

通过对区内岩浆岩的野外地质调查和室内综合

分析、整理，依据同位素年龄学、岩石学、岩石化学等

特征，以及同源岩浆演化规律，查明了岩浆岩在图区

的地质特征及其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３．１　构造－岩浆期序列
图区岩浆活动始自武陵期，历经了加里东期、

印支期，延续至燕山期。岩体主要分布于图区东南

部，主要有白马山复式岩体的中西部，崇阳坪、中华

山等中酸性—酸性花岗岩体，以及洪江山石洞火山

岩系和中方隘口、隆回石桥铺基性、超基性岩体；

其他地区岩浆活动很微弱。岩浆岩地表出露面积

约１３５５ｋｍ２，占图区总面积的８．５％左右。岩石类
型以花岗岩类为主，基性、超基性岩分布面积很小；

以侵入岩占绝大部分，火山岩出露面积小。

依据岩体与围岩和各侵入期次间的接触关系，

以及岩石学和岩石化学等特征，在已有和新获同位

素年龄资料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对白马山—龙山复

式岩基带及其周边的中酸性—酸性花岗岩体侵入

时代、火山岩系的喷发时代进行了统一厘定，火山

岩系的喷发时代为武陵期；花岗岩体可归并为志

留纪、中三叠世、晚三叠世和中侏罗世４个侵入时
代，进一步划分为１２个侵入次［３，１１－１６］。并建立了

岩浆岩构造－岩浆期序列（表２）。
表２　构造－岩浆期综合划分表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ｐｅｒｉｏｄ

构造－岩浆期 时代（或岩类） 侵入次 代号 岩性 同位素年龄／Ｍａ 所在岩体（或地区）

燕

山

期

中

侏

罗

世

第四次 ηγＪ２ｄ 更长环斑花岗伟晶岩 ＲＳ－ｗ１７５
第三次 ηγＪ２ｃ 细粒电气石二云母二长花岗岩 ＫＡ－ｂ１８９
第二次 ηγＪ２ｂ 中粒电气石二云母二长花岗岩 ＲＳ－ｗ１９６
第一次 ηγＪ２ａ 细中粒电气石二云母二长花岗岩 ＵＰ－ｚ２１０

白马山复式

印

支

期

晚三

叠世

第二次 ηγＴ３ｂ 粗中粒少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ＵＰ－ｚ２１３ 崇阳坪、瓦屋塘

岩体北角部分第一次 ηγＴ３ａ 细中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ＫＡ－ｂ２０７

中三

叠世

第二次 ηγＴ２ｂ 细中粒（少）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ＫＡ－ｂ２４０
ＳＨ－ｚ２１４ 白马山复式、

中华山
第一次 γδＴ２ａ

细中粒斑状角闪石黑云母花岗闪

长岩

ＫＡ－ｂ２２７、ＲＳ－ｗ２３２
ＳＨ－ｚ２２４、２２０

加

里

东

期

志

留

纪

第四次 ηγＳｄ 中细粒二云母二长花岗岩

第三次 ηγＳｃ 中－粗中粒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ＵＰ－ｚ３４３、３７１、３５５

第二次 γδＳｂ
细中粒斑状角闪石黑云母花岗闪

长岩

ＵＰ－ｚ５７５、３５０、４１６
ＳＨ－ｚ４１１

第一次 γδοＳａ 细粒黑云母英云闪长岩

白马山复式

武

陵

期

βμ 变辉长岩、变辉绿岩 隆回石桥铺

基性—超基性岩 ν－βν
βμ

辉长岩、辉长辉绿岩

辉绿岩
ＳＮ－ｗ８５５ 中方隘口

火山岩系 Ｑｂ２β 角砾状玄武岩 ＳＮ－ｗ８６８ 洪江山石洞

　注：ＫＡ－ｂ为黑云母钾－氩法，ＲＳ－ｗ为铷－锶全岩法，ＵＰ－ｚ为锆石铀－铅法，ＳＮ－ｗ为钐－铷全岩法，ＳＨ－ｚ为锆石ＳＨＲＩＭＰ铀－铅法。

区内玄武岩已获比较好的全岩 Ｓｍ－Ｎｄ法测
定数据，对应等时线见图７。据此计算出的等时线
年龄值分别为（８６８±３０）Ｍａ，和地质上所确定的先
后关系一致，属新元古代时限，相当于武陵运动期

形成物；等时线初始值为０．５１１５６８，εＮｄ（ｔ）＝１，单
个样品的εＮｄ值离散于０．９８～０．９９之间，总体显示
出源岩物质以幔源物质为主。ＴＤＭ值为１４９６～
１６１１Ｍａ、ＴＤＭⅡ值为１４４６～１４４７Ｍａ之间，一阶
段和二阶段计算的ＴＤＭ值相近，表明源岩物质存

图７　玄武岩钐－钕等时线图
Ｆｉｇ．７　Ｓｍ－Ｎｄｉｓｏｃｈｒｏｎｏｆｂａｓａｌｔ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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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时间为中元古代中期，大于成岩时间。

３．２　火山岩、侵入岩地质特征
区内火山岩出露面积小，主要出露于洪江山石

洞—黄山坪一带，呈岩流、岩筒喷发于新元古代地层

中。岩石类型有玄武岩、杏仁状玄武岩、角砾状玄武

岩、玄武质角砾岩。不同岩石类型间的界线多为突

变关系，表现出玄武岩浆在短时间内的多次喷溢和

喷发结果。在岩石化学成分ＳｉＯ２－（Ｋ２Ｏ＋Ｎａ２Ｏ）图
解（图８）上，玄武岩的特点均位于碱性玄武岩区内，

但靠近分界线处，在Ｐ２Ｏ５－（Ｋ２Ｏ＋Ｎａ２Ｏ）图解（图
９）上，样点也都位于碱性玄武岩区中；在Ｒ１－Ｒ２图
解（图１０）上，除一个样点外，其余４个点也都在偏
碱性线之左侧。由此看出，玄武岩碱性程度均较

高，总体应属碱性至偏碱性玄武岩类岩石，且相对

富钠。结合玄武岩化学成分硅 －铝 －碱、Ｔｈ／Ｈｆ－
Ｔａ／Ｈｆ、Ｚｒ－Ｚｒ／Ｙ、Ｎｂ×２－Ｚｒ／４－Ｙ等图解综合分
析［８］，玄武岩可能形成于裂谷环境，较偏碱性的岩

石可能是形成于裂谷初始拉张地壳厚度较大阶段。

图８　玄武岩ＳｉＯ２－（Ｋ２Ｏ＋Ｎａ２Ｏ）图解

Ｆｉｇ．８　ＳｉＯ２－（Ｋ２Ｏ＋Ｎａ２Ｏ）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ａｓａｌｔ　　

图９　玄武岩Ｐ２Ｏ５－（Ｋ２Ｏ＋Ｎａ２Ｏ）图解

Ｆｉｇ．９　Ｐ２Ｏ５－（Ｋ２Ｏ＋Ｎａ２Ｏ）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ａｓａｌｔ　　

图１０　玄武岩化学成分Ｒ１－Ｒ２图解

Ｆｉｇ．１０　Ｒ１－Ｒ２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ａｌｔ　　

　　通过对区内镁铁质—超镁铁质侵入岩墙（脉）
的岩石学、岩石化学及岩石微量元素等特征的研

究［８］，基本查明了镁铁质—超镁铁质侵入岩总体仍

属基性岩类，形成环境为岛弧（造山带）玄武岩区及

岛弧拉斑玄武岩区。

３．３　同位素年龄
新获得一批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同位素年龄

数据，为确定各期花岗岩的时代提供了依据。其结

果与已有的其他同位素方法所测年龄的结果及地

质依据一致［１３－１８］。原区内所划定的早侏罗世花岗

岩，据同位素年龄值，其年龄在１８０Ｍａ左右，本次
将它们归属为中侏罗世，主要出露于白马山复式岩

体的中心部位，为白马山复式岩体的主要组成部

分，重新厘定也符合本区构造岩浆发展史。

对白马山印支晚期花岗岩划分为早、晚２期，
时代大致为２２０Ｍａ和２０８Ｍａ［１２］。同时与岩石学
特征和接触关系划分的２期侵入相一致，印证了华
南印支晚期花岗岩存在２次明显的岩浆活动。根
据分析可大致推测早期成岩与印支运动减压熔融

相关，晚期成岩可能和区域南北向挤压有关。

３．４　花岗岩形成的构造环境、就位机制
通过岩石学和岩石化学特征，结合构造环境地

球化学判别图解［８］，反映岩体具有同碰撞期花岗岩

特征，与南东侧华南洋板块向北西俯冲有关，花岗

岩主要形成于碰撞构造环境，分别与加里东运动、

印支运动和燕山运动陆内造山、地壳增厚之后的增

温和减压熔融有关［１９－２０］。加里东期、印支期花岗

岩就位机制表现为断裂控制→气球膨胀式→顶蚀
的特征；燕山期花岗岩就位机制则表现为气球膨

胀式→气球膨胀＋断裂控制→断裂控制。

４　地质构造方面的主要成果及认识

（１）查明了雪峰造山带的构造变形特征及构造
样式。雪峰造山带北段构造线呈 ＮＥ—ＮＥＥ向，南
段构造线呈 ＮＮＥ向，从而区域上构成向北西突出
的弧形构造带。带内逆冲断裂（后期常反转为正向

下滑）与褶皱极为发育，且基底和盖层一起卷入，其

推（滑）覆构造样式主要表现为叠瓦式断片。造山

带西侧断裂面主要倾向南东，而东侧断裂面主要倾

向北西，形成向两侧背冲的正扇形构造样式［２１－２４］。

通过黄茅园—渔家冲构造剖面揭示雪峰造山

带以倾向南东的ＮＮＥ向的溆浦—靖州断裂为界分
为西带和东带。东带实际属雪峰推覆构造的根带，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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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受控于较浅层次的滑脱；西带属雪峰推覆构

造的中带，变形和抬升与更深层次的拆离、逆冲叠

覆相关。由西往东，呈现递进变形的规律性，变形

由弱到强，由简单到复杂，反映出雪峰山构造带由西

往东构造层的力学性质具递变关系［１９，２２－２６］。雪峰造

山带西带宽２００ｋｍ左右，变形相对较弱。其东部主
要出露板溪群，发育ＮＥ向直立开阔—平缓褶皱以及
同走向逆断裂与正断裂，地层层位总体自东向西渐

低；其西部主要出露南华系—下古生界，构造线为

ＮＮＥ向—近 ＳＮ向。雪峰造山带东带宽 ５０～１００
ｋｍ，构造变形强烈，加里东期挤压及剪切劈理极为发
育，带内主要出露南华系—下古生界，南部少量板溪

群；主要发育ＮＮＥ向（局部ＮＥ向）褶皱和同走向逆
断裂与走滑断裂，褶皱多为中常－开阔褶皱，部分为
紧闭倒转褶皱；东带总体呈一背冲构造样式，西部和

东部分别向西、向东逆冲（图１１）。

图１１　湖南省溆浦县黄茅园—石宝—渔家冲构造剖面
Ｆｉｇ．１１　Ｈｕａｎｇｍａｏｙｕａｎ－Ｓｈｉｂａｏ－Ｙｕｊｉａｃｈｏｎｇ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Ｘｕｐｕ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奥陶系白水溪组＋桥亭子组；２．寒武系探溪组；３．寒武系牛蹄塘组；４．震旦系金家洞组＋留茶坡组；５．南华系南沱组；６．南华系长安

组；７．青白口系岩门寨组；８．青白口系架枧田组；９．青白口系砖墙湾组；１０．中侏罗世第三次细粒电气石二云母二长花岗岩；１１．中侏罗

世第二次中粒电气石二云母二长花岗岩；１２．中侏罗世第一次细中粒电气石二云母二长花岗岩；１３．中三叠世第二次细中粒（少）斑状黑

云母二长花岗岩；１４．中三叠世第一次细中粒斑状角闪石黑云母花岗闪长岩；１５．断层；１６．平行不整合

　　（２）厘定了区内构造变形序列。主要根据卷入
变形的地质体时代、构造岩形成时代，以及不同期

次构造形迹的叠加、改造和限制关系，同时结合区

域角度不整合、构造运动相关的岩浆与变质事件及

大地构造演化背景等因素，综合厘定了区内构造变

形序列［２６－２８］。初步划分为７个构造期，１１个变形
期次（表３）。对区内构造变形特征、演化过程、构
造类型及其地质意义有了一个系统、客观的了解。

表３　图区综合地质事件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时代 变形期次 构造类型及其他有关地质作用 构造体制 演化阶段 地壳运动 岩浆活动 变质作用

Ｅ２－Ｅ３ Ｄ１１
沅麻盆地东侧盆缘ＮＮＥ向逆断裂、近南北向逆断裂、
ＮＥ向右行走滑断裂；ＮＷ向左行平移断裂

近ＥＷ向挤压 喜马拉雅

Ｋ－Ｅ１

Ｄ１０
雪峰冲断带ＮＮＥ向右行平移断裂；沅麻盆地内白
垩系—古近系中ＮＷ向褶皱；邵阳坳褶带和雪峰冲
断带内ＥＷ向左行平移断裂

区域ＮＮＥ向
右行走滑

晚燕山

Ｄ９
ＮＥ—ＮＮＥ向（右行平移）正断裂，
沅麻断陷盆地形成

ＮＥ向挤压、ＮＷＷ—
ＳＥＥ向伸展

陆相

盆地

及差

异隆

升阶

段
Ｊ２－Ｊ３

Ｄ８ 黑岩现背斜东翼滑动断裂 重力伸展

早燕山
花岗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
Ｄ７

邵阳坳褶带和雪峰冲断带内ＮＥ—ＮＮＥ向
褶皱（叠加）及逆断裂、ＥＷ向右行平移断裂

ＮＷＷ向挤压

Ｔ３－Ｊ１ Ｄ６
白马山ＥＷ向隆起；雪峰构造带
ＮＮＥ向断裂左行走滑

近ＳＮ向挤压

Ｄ－Ｔ２ Ｄ５ ＮＥ向褶皱和逆断裂 ＮＷＷ—ＳＥＥ挤压
陆表海盆

地阶段
印支

花岗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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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Ｄ４
洪江西面肖家背斜东翼上南华统—寒武系中向

东的伸展滑脱断裂与褶皱变形
重力伸展

Ｑｂ２－Ｓ Ｄ３
雪峰冲断带内ＮＥ向褶皱，局部发育轴面板劈理，
北东向逆断层。随着递进变形发展，受近东西向

刚性基底的限制，雪峰山弧形构造带形成

ＮＷ—ＳＥ挤压

裂谷—

被动陆

缘—前

陆盆地

阶段

加里东

英云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

极低级

变质作用

Ｄ２
青溪山断裂与大源溪断裂伸展活动并

控制长安期构造古地理与沉积厚度
区域伸展

Ｑｂ１ Ｄ１
冷家溪群中紧闭线性褶皱与走向逆断裂，

强烈发育的轴面劈理
近ＳＮ向挤压

活动陆缘

盆地阶段
武陵

山石洞

角砾状

玄武岩

低绿片岩相

区域浅变质

作用

　　（３）对沅麻盆地形成演化的认识。查明了沅麻
盆地（东缘）晚三叠世—中侏罗世为类前陆盆地，白

垩纪沅麻盆地转化为断陷盆地。沅麻盆地及其两

侧雪峰山、武陵山构成区内盆岭构造格局，其形成

应与早燕山运动的挤压作用、晚燕山运动的伸展作

用及后期晚燕山—喜马拉雅期的挤压作用有

关［７，２２，２９－３２］。

印支运动后形成 ＮＥ向凹陷初始轮廓；晚三
叠世至早侏罗世湖相沉积；中侏罗世早燕山运

动使 ＮＥ向凹陷与隆起更显著，盆缘断裂活化；
早白垩世类磨拉石山麓洪积扇沉积；晚燕山运

动的伸展作用，使盆缘及基底断裂再次趋于活

化，形成一系列垒堑相间的正断层组合；始新世

末—渐新世发生喜马拉雅运动，使沅麻盆地再次

遭受 ＳＥ—ＮＷ向的强大挤压而隆升成陆。从沅
麻红色盆地的形成到最后隆升成陆，反映了燕山

运动、喜马拉雅运动之间挤压—伸展—挤压的间

歇式活动。

５　结论

通过对１∶２５万怀化幅图区综合调查研究取得
了以下认识：明确了区内板溪群与高涧群的界限

为芷江—怀化—火马冲一线，为区域上两者的界限

划分提供了佐证和资料；南华纪长安期由于受溆

浦—洪江断裂、新宁—灰汤断裂的影响和控制，在

雪峰山与涟邵盆地过渡地带存在一凹陷槽，区内长

安组沉积厚度由西向东变化较大；结合新获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同位素年龄数据，将区内花岗岩体
划分为４个侵入时代、１２个侵入期次，建立了完整
的岩浆演化序列，在此基础上重点对白马山—龙山

复式岩基带及周边中酸性—酸性花岗岩体进行了

解体，查明了镁铁质—超镁铁质侵入岩总体仍属

基性岩类，形成环境为岛弧（造山带）玄武岩区及岛

弧拉斑玄武岩区，而玄武岩碱性程度均较高，总体

应属碱性至偏碱性玄武岩类岩石，可能形成于裂谷

环境；对区内构造变形、演化特征、构造类型有了

系统的分析总结，划分为７个构造期，１１个变形期
次；查明雪峰山构造带区域上为北西突出的弧形

构造带，以溆浦—洪江断裂为界划分东、西两带，西

侧断裂面主要倾向南东，东侧倾向北西，构造带形

成两侧背冲的正花状构造；提出了沅麻盆地（东

缘）晚三叠世—中侏罗世为类前陆盆地，白垩纪转

化为断陷盆地，其形成与早燕山运动的挤压作用、

晚燕山运动的伸展作用及后期晚燕山—喜马拉雅

期的挤压作用有关。对区内地层、岩浆岩、构造等

有了全面、系统、客观的认识和了解，有利于今后的

地质勘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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