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0-0550(2011)04-0658-07

①中国石化海相前瞻性研究项目( 编号: YPH08108) 和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与评价国家专项( 编号: 2009GYXQ15-8) 联合资助．
收稿日期: 2010-05-07; 收修改稿日期: 2010-07-29

探讨黔中古隆起形成机制及演化
①

刘 伟 许效松 余 谦
(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成都 610082)

摘 要 黔中地区未出露中元古代褶皱基底。上覆新元古代沉积盖层厚度、沉积相及地层接触关系反馈出南华纪之

前古隆起区已处于基底古地形的高部位。新元古代裂谷盆地演化及地球物理方面证据表明古隆起区与南北两侧边

缘区基底存在一定差异。由此推测古隆起区沉积盖层之下可能有与四堡群相当的中元古代褶皱基底，并处于古地形

的高部位。褶皱基底南北向的挤压背景，决定了黔中古隆起形成时为东西方向展布。震旦纪—寒武纪，古隆起区褶皱

基底处于沉积盖层之下，构造较为稳定。奥陶纪初黔中古隆起雏形形成，此时其边缘地区仍为沉积区。奥陶纪—志留

纪都匀运动的显著隆升造成暴露区扩大，对古隆起影响明显，但基底形态及构造走向的控制才是古隆起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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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生物地层
［1 ～ 3］、岩石

地层多重划分对比
［4，5］、层序地层格架建立

［6 ～ 10］
等工

作的开展，黔中古隆起相关研究日趋深入。
目前，一般认为黔中古隆起是都匀运动的产物。

都匀运动指奥陶纪—志留纪贵州南部一期显著的地

壳运动。该期运动造成了贵州中部及南部的区域性

隆升，还形成了宽缓的褶皱及断裂，对奥陶系的剥蚀

幅度、早志留世早期沉积及古油藏的形成有重要的控

制作用
［11 ～ 14］。

牛新生等
［15］

对古隆起形成时间做了较完整的汇

总: 多数学者认同古隆起经历了水下和水上两个阶

段，但对隆升为陆的时间界定却不统一，时间跨度从

南华纪到志留纪。笔者研究中，在贵州瓮安玉华观察

到南沱组与板溪群清水江组呈高角度不整合，说明黔

中古隆起的基底在南华纪之前已经形成并被改造。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野外实地考察，综合分析认为黔

中古隆起在中元古代褶皱基底上处于地形高部位，古

隆起的褶皱基底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上覆南华纪—寒

武纪的地层厚度变化。都匀运动对黔中古隆起影响

明显，但其走向受到基底构造走向的控制。在此，就

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1 区域地质概况

“黔中隆起”由尹赞勋先生 1949 年首先提出
［16］。

现在通常所说的黔中古隆起指位于贵州中西部，近东

西走向的加里东期古隆起( 图 1) ，位于上扬子陆块的

南部边缘。隆起的主体在贵州毕节、织金、修文、开

阳、瓮安一带。
古隆起的形成，不同程度地分隔了南北两侧奥陶

纪—志留纪沉积体系，而且造成了隆起北侧边缘地层

的沉积缺失及南侧边缘的古剥蚀 ( 如麻江古油藏核

部、贵阳乌当等地) 。古隆起的形成还导致瓮安、织

金等地因长期暴露而形成古风化壳上广泛分布的铁、
铝质风化物

［17］。
根据沉积序列的差异，将研究区划分出 3 个古地

理分区( 图 1) :

Ⅰ区为黔中古隆起北侧边缘，地层总体为连续沉

积，但可见奥陶系与寒武系地层的平行不整合( 贵州

桐梓) ，同时可见上奥陶统地层由南向北的退覆，上

覆下志留统龙马溪组则由北向南超覆，岩性由笔石页

岩向边缘相钙质砂岩、粉砂质页岩渐变。Ⅱ区为黔中

古隆起南侧边缘，大部地区为下—中奥陶统大湾组或

湄潭组与下志留统高寨田组或翁项组接触。奥陶纪

末的海平面下降导致该分区下—中奥陶统碳酸盐岩

裸露、溶蚀，形成岩溶喀斯特地貌
［17］。Ⅲ区为隆起区

主体，为寒武纪的残留地层( 表 1) 。从图 1 及表 1 中

还可以看出，早泥盆世的海侵仅淹没了隆起南侧边缘

地区，反映了泥盆纪前黔中古隆起主体及南侧边缘的

古地形差异。
古隆起及周缘地区奥陶纪—志留纪的地层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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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贵州奥陶纪—志留纪古地理分区及早泥盆世海侵上超

Fig． 1 Palaeogeographic division of Ordovician-Silurian and transgression of the Early Devonian in Guizhou province

表 1 黔中古隆起区奥陶纪—志留纪地层划分对比

Table 1 Stratigraphic division and correlation of Ordovician-Silurian in Central Guizhou Palaeohigh area

主要是都匀运动的沉积响应。随着这期抬升，隆起南

侧边缘Ⅱ区中上奥陶统广遭剥蚀，除贵阳地区抬升幅

度较小而残留，大部分地区被剥蚀殆尽，以致大湾组

( 或湄潭组) 受到不同程度的差异剥蚀，局部地区甚

至完全剥蚀。估算这期地壳抬升对奥陶系所造成的

剥蚀幅度一般在 100 ～ 200 m，最大幅度可达 400 m
左右

［11］。志留系高寨田组或翁项组随着海侵上超于

该剥蚀面上。隆起北侧边缘则总体表现为连续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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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都匀运动的差异隆升作用对古隆起南侧边缘的

影响更为明显。
不仅如此，古隆起区Ⅲ区及南侧边缘Ⅱ区暴露时

限也有所不同。古隆起区剥蚀面以下最老地层为下

寒武统明心寺组，再次接受沉积时间晚至石炭纪或二

叠纪，而隆起南侧边缘在早志留世晚期及早泥盆世海

侵就开始接受沉积。

2 古隆起形成的机制—褶皱基底控制

基底是相对其上的沉积盖层而言。贵州地区出

露最老地层为中元古代梵净山群，为显生宙沉积盖层

的褶皱基底。
2． 1 中元古代褶皱基底四堡期构造走向

上扬子陆块四堡运动主要表现为南北向的挤压，

出现了一系列构造线为东西向的褶皱变形。出露比

较典型的有:

( 1) 康滇地区新元古代中晚期为苏雄组—开建

桥组火山岩及澄江组陆相磨拉石建造，与中元古代昆

阳群( 或会理群) 呈角度不整合。沉积厚度呈明显的

南北向变化，局部尖灭，反馈出其下伏地层—中元古

界昆阳群( 或会理群) 受到区域南北向的构造挤压而

形成了一系列东西走向的褶皱。
( 2) 四堡群主要出露于桂北宝坛、四堡和黄峰山

一带，是一套浅变质半深海—深海相的砂、泥质碎屑

浊积岩，间夹超基性—基性—中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

岩，总厚度近 4 000 m。火山岩呈层状、似层状近东西

向展布，大都构成一系列东西走向，向北倒转的背斜

翼部。
廖宗廷等

［18］
指出可能存在非成熟岛弧性质的

“四堡地体”，在四堡期末与扬子陆块发生碰撞拼贴

造山作用。
( 3) 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地区，四堡期造山带是

由角度不整合于新元古代地层之下的梵净山群及侵

入其中的基性—超基性岩和花岗岩等组成。造山带

原始构造线方向可能为东西向，并有与其垂直的南北

向张性断裂及其原始南北向古火山机构—裂隙式火

山喷发通道
［19］。

综上可见，上扬子陆块中元古代褶皱基底的构造

走向为东西向。南北挤压的应力环境奠定了整个上

扬子陆块晋宁期—加里东期构造样式的基础，并控制

了沉积盆地的分布。
2． 2 黔中古隆起处于中元古代褶皱基底的地形高

部位

首先，尽管未出露中元古代褶皱基底，但通过新

元古代沉积盖层可反馈出研究区南华纪之前的基底

形态。
研究区新元古代沉积盖层为板溪群、莲沱组及南

沱组( 图 2) 。板溪群属磨拉石相沉积。莲沱组在隆

起区及南侧边缘的褶皱基底上减薄—缺失，为北西—
南东向发育的楔形体。岩性以紫红色长石岩屑砂岩、
凝灰质砂岩、粉砂质泥岩为主，属陆相磨拉石建造。
莲沱组、南沱组与下伏板溪群属不同构造层，平行不

图 2 贵州中部南华系—震旦系地层对比( 剖面点参见图 1)

Fig． 2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of Nanhuaian-Sinian in central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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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角度不整合接触。南沱组在隆起区Ⅲ区上厚

度较薄，一般仅数米，南北两侧边缘厚度显著增大，岩

性为紫红、灰绿色冰碛砾岩。其中麻江基东剖面，该

组中段为粉—细粒砂岩，纹层发育，属冰湖沉积，顶部

可见数米似泥石流快速堆积。
多年来，很多学者针对瓮安、开阳地区震旦系陡

山沱组磷矿的沉积环境开展研究，得出陡山沱组沉积

古环境为潮下—潮间水下高地，并有水深变浅的趋

势
［20 ～ 22］。结合图 2 可以看出，隆起区北侧边缘遵义、

南侧边缘麻江两地，陡山沱组底部盖帽碳酸盐岩沉积

之后，随着海平面的迅速上升，主要沉积黑色页岩，沉

积环境属浅海陆架。隆起区Ⅲ区开阳、瓮安等地为碳

酸盐岩台地水下高地，水体较浅，局部含砂质成分，地

层厚度减薄至数米不等。
如上所述，古隆起区Ⅲ区较南北两侧边缘Ⅰ—Ⅱ

区相比，其南华系—震旦系陡山沱组地层厚度明显减

薄，沉积水深更浅。古隆起区Ⅲ区还可见板溪群与南

沱组高角度不整合接触 ( 瓮安玉华) 。这些证据表

明，南华纪之前黔中古隆起Ⅲ区已处于古地形的高部

位，南北两侧边缘相对低洼。
其次，古隆起区与其南北两侧边缘地区基底存在

一定差异。
华南新元古代为裂谷盆地发展阶段

［23］，小型同

生断裂发育，形成众多小型地垒地堑—陆内裂陷。南

华纪地堑区常沉积黑色含锰页岩—大塘坡组，主要分

布于湖南常德、张家界，向西南延伸至重庆秀山、贵州

铜仁、镇远等地，呈北东—南西向的断陷群，却截止于

黔中古隆起北侧边缘附近。古隆起区Ⅲ区南华系沉

积物以氧化色为主，沉积厚度薄，显示浅水或暴露特

征。由此可见，南华纪古隆起区构造相对稳定，裂谷

盆地的活动未波及到古隆起区。通过重力、航磁、MT
等研究也发现，古隆起北侧地区与四川盆地具有相同

的基底特征，古隆起区Ⅲ区的基底特征有别于南北两

侧，显 得 更 为 刚 性，隆 起 南 北 两 侧 相 对 塑 性 更

强
［24，25］。除此，现今地质图中，南北向断裂带的延伸

大都截止于黔中古隆起区Ⅲ区边缘，表明相对塑性的

沉积盖层容易破裂，而变质基底则更为坚硬，难以被

断裂切穿。
基底存在差异表明，古隆起区Ⅲ区南华纪之前的

古地形继承了基底古地形的相对高部位。南北两侧

边缘Ⅰ －Ⅱ区，基底之上还有较厚的新元古代早期沉

积，处于基底古地形的相对低洼部位。
由此可以推测，古隆起区Ⅲ区沉积盖层之下可能

有与四堡群相当的中元古代褶皱基底，并处于基底上

古地形的高部位。褶皱基底构造线方向为东西向，决

定了黔中古隆起形成时为东西方向展布。

3 古隆起的形成时间

震旦纪晚期开始，上扬子地区结束了裂谷盆地发

展阶段，转而进入了构造相对稳定的被动大陆边缘碳

酸盐台地建造阶段。寒武纪末，整个中上扬子地区形

成了巨大的碳酸盐平台。黔中古隆起褶皱基底处于

沉积盖层之下。该阶段，构造较为稳定，古隆起及其

周缘地区沉积连续。
通过对毕节—赫章—镇雄地区地层的分析可以

看出，奥陶纪初是显生宙以来黔中古隆起最早出现沉

积响应的时期，即隆升为陆。
到目前为止，因缺乏生物依据，该地区晚寒武

世—早奥陶世地层划分对比仍不甚确切。红花园组

岩性为生屑灰岩，化石丰富，三叶虫、腕足、海百合茎

等几乎全组分布，但由于滨海高能环境生物多保存不

完整，粒屑状为主。该组向南渐薄，羊场背斜底部可见

褐色铁锰质层。当生屑灰岩缺失时，为湄潭组向南超

覆，与下伏缺乏生物之白云岩地层平行不整合( 图 3) 。
区域上，红花园组生物繁盛，岩性、沉积相特征明

显，属滨海环境沉积无疑。考虑其良好的可对比性，

下伏缺乏生物的白云岩地层上限可能仅包括桐梓组，

红花园组由北向南并非相变为白云岩，而是地层的退

覆缺失。随着湄潭组沉积期相对海平面的上升，出现

了地层向南超覆。由此表明，黔中古隆起Ⅲ区在奥陶

纪初可能已经暴露为陆。此时，南北两侧边缘Ⅰ—Ⅱ
区仍为沉积区。

4 古隆起的演化及影响因素

奥陶纪初，黔中古隆起主体Ⅲ区隆升为陆，较周

缘地区更早暴露并遭受剥蚀，形成了古地势的差异。
这种地势差异受古隆起主体Ⅲ区基底性质不同的控

制，并表明寒武纪—奥陶纪可能存在一期构造抬升作

用。该期构造作用并不显著，除黔中古隆起的沉积响

应之外，仅在贵州桐梓等地奥陶系—寒武系界限处可

见暴露标志—铝质黏土。
奥陶纪—志留纪的都匀运动，使黔中古隆起及其

周缘的暴露区范围显著扩大( 图 1 ) 。对地壳不同程

度的抬升，源于中上扬子陆块东南方向受其他块体的

挤压，其作用的时间可能从中奥陶世延续到志留纪

初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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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毕节—赫章—镇雄地区早奥陶世古地理略图( 据对应图幅区调资料修编)

Fig． 3 Palaeogeographic sketch map of the Early Ordovician in Bijie-Hezhang-Zhenxiong area

中晚志留世，加里东运动晚期的强烈活动，使海

水逐渐退出中上扬子地区，黔中古隆起成为广大陆地

的一部分。
可见，该地史阶段中，加里东期构造运动是黔中

古隆起演化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构造运动相对

强烈，相对海平面呈总体下降的趋势，古暴露区范围

呈总体扩大的趋势。

5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四堡期南北向挤压的应力环境导

致中元古代褶皱基底东西构造走向，黔中古隆起处于

该褶皱基底地形高部位，未受到新元古代裂谷演化的

影响。震旦纪—寒武纪古隆起褶皱基底处于沉积盖

层之下，直到奥陶纪初暴露为陆。古隆起的形成，先

期继承了褶皱基底形态，在之后的演化过程中，受到

各地史时期构造应力作用影响明显。
都匀运动的强烈隆升作用导致隆起范围扩大，但

只是在奥陶纪—志留纪对古隆起有显著的影响，并非

形成古隆起的真正原因。
致谢 本文除所列参考文献外，还参阅了大量的

地层资料，特别是各省区的区域地层表、区域地质志

和各种内部资料，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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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Forming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of the
Central Guizhou Palaeouplift

LIU Wei XU Xiao-song YU Qian
( Chengdu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Chengdu 610082)

Abstract Mesoproterozoic folded basement was unexposed in central Guizhou province． The thickness and facies of
the regional Neoproterozoic sedimentary cover and stratigraphic contact relationship reveal that the Central Guizhou
palaeouplift was on the high position of the folded basement before Nanhuaian． South and north margins were still re-
ceiving deposits within relative low position of the basement． Neoproterozoic rifting history and geophysical proof also
indicate that the basement might hav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laeouplift area and the marginal area． Thus，we
could speculate that there has Mesoproterozoic folded basement under the sedimentary cover in correspondence with
Sibao Group． Central Guizhou palaeouplift was lying on the high position of the folded basement． Compressive stress
of south-north direction of the folded basement determines the palaeouplift＇s distribution in the east-west direction after
uplifted above the seawater level． During the period of Sinian and Cambrian，the folded basement of the palaeouplift
was under the sedimentary strata． The strata in this area are continuous deposits with a relatively stable structure．
Honghuayuan Formation＇s offlap and Meitan Formation＇s overlap shows that the folded basement and sedimentary strata
above were uplifted and became a palaeouplift at the beginning of Ordovician． Periphery area，however，was still re-
ceiving deposits． The palaeouplift＇s obvious uplift by the influence of Duyun Movement between the Ordovician and Si-
lurian had made the periphery area exposure，resulting in karst and offlap-overlap of the strata． Within the process of
uplift，the sedimentary system of the south and north margins was separated with certain degrees． In Mid-Late Siluri-
an，the last episode of Caledonian Movement occurred strongly． During this movement period，seawater regressed from
the Middle and Upper Yangtze block，and the Central Guizhou Palaeouplift became one part of the land． Duyun
Movement had great impact on this palaeouplift，but the effect of basement forms and structural trend was its forming
mechanism．
Key words Central Guizhou Palaeouplift; folded basement; Caledonian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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