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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
=*

个裂变径迹&电子自旋共振"

06D

$和
gH+3

定年结果的综合分析!研究了大巴山逆冲推

覆带构造扩展变形的时序%研究结果表明!北大巴山逆冲推覆构造活动主要发生在
"?"

!

=@GB7

!这一

时期的构造变形是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碰撞造山的反映%南大巴山逆冲推覆构造活动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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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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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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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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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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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北东向南西的年龄表现出阶段性递进年轻的特点%这与

大巴山逆冲推覆构造由北东向南西构造不断扩展变形的几何学&运动学特征是一致的!为大巴山逆冲推

覆带构造的递进扩展变形提供了年代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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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山逆冲推覆带位于上扬子地块北缘&现

今四川盆地与秦岭造山带的过渡部位!无论是对

于二者的形成与演化研究!还是对于四川东北地

区的油气勘探!对该构造带的解剖均具有重要意

义+

=

,

%前人对大巴山逆冲推覆带的构造样式&构

造变形特征及其形成机制进行过详细解析+

=H"

,

!

但有关构造活动的年代学约束研究较少%针对

此!本工作主要通过裂变径迹和电子自旋共振

"

06D

$年代学的研究!结合前人
gH+3

&

+3H+3

年

代学研究的成果+

?H!

,

!系统地分析大巴山逆冲推

覆带构造变形的时序%

=

地质背景与方法

大巴山逆冲推覆带!以城口
H

钟宝断裂为界

可分为北大巴山和南大巴山两个岩石构造单

元%中三叠世之后!由于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

间的陆陆碰撞拼合及扬子向秦岭之下的巨大陆

内俯冲!大巴山发育为秦岭前缘的推覆构造带%

裂变径迹分析测试的样品由北东向南西采自大

巴山不同时代的各类岩石!岩性以砂岩&粉砂岩

为主%

06D

测试样品采自与断层&节理活动共

生的石英脉体%

06D

年龄测试实验方法详情

参见文献+

G

,%裂变径迹的分析测试实验方法

参见文献+

#

,%年龄计算采用
P2,7

常数法!本

文的
P2,7

常数为
?G>'*k#'@

%为了更好地揭

示样品所经历的构造热演化历史!基于裂变径

迹的分析测试数据和样品所处的地质背景!应

用
g2,/:7-

等的退火模型和蒙特卡罗"

B%1,2H

A73&%

$逼近法以及
+_96%&[2

模拟软件+

>

,

!还

对典型样品的时间
H

温度热历史进行定量模拟%

>

年代学结果与讨论

=*

个裂变径迹样品&

G

个
06D

样品&

?

个

gH+3

样品的年龄数据示于图
=

!其中!反映构

造隆升活动的裂变径迹年龄数据根据实测的年

龄及热历史的定量模拟来确定%典型样品的裂

变径迹热历史模拟表明!南大巴山逆冲推覆构

造带的抬升冷却过程总体均表现为
?

个阶段'

=

$快速隆升#

"

$样品滞留在部分退火带中缓

慢隆升#

?

$快速隆升%结合本区的地质实际!

认为主要是构造变形&褶皱所引起的隆升冷却

事件%城口断裂附近的样品
EX_9H=

热历史模

拟结果表明!该断裂在
=")B7

左右存在一期

构造活动#镇巴断裂附近的样品
EX_9H!

热历

史模拟结果表明!该断裂在约
>)B7

存在一期

构造活动#巫溪隐伏断裂附近的样品
EX_9H@

热历史模拟结果表明!该断裂在
??B7

左右存

在一期构造抬升活动%

?

个样品的热历史模拟

结果均揭示了约
="B7

的快速抬升事件!盆内

的样品也反映了这一期快速抬升活动!是一期

整体的抬升剥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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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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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一整

体性的加速隆升事件可能与青藏高原东部边界

向东扩展的影响有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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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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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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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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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数据表明!北

大巴山逆冲推覆构造活动主要发生在印支期!

其时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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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7

!采自断裂带中构造岩

的全岩
DTH63

等时线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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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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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是这次构造活动的反映%这一时期的构

造变形可能是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碰撞造山的

结果%之后!构造处于一个相对平静期%与城

口断裂带共生的石英脉体的
06D

测年数据显

图
=

!

大巴山逆冲推覆带构造变形特征及其年代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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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该断裂在
=?? B7

存在一期构造活动"图

=

$%裂变径迹测年及热历史模拟也揭示了自白

垩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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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巴山逆冲推覆构造带

开始活动%大巴山前缘侏罗系和下白垩统间的

平行不整合关系和共同卷入变形+

=H"

,应为本次

构造活动开始的反映%这次构造活动可能与扬

子地块持续向北的挤入造成秦岭造山带向盆内

仰冲!引起大巴山推覆构造系统向南不断前展

有关+

"

,

%裂变径迹测年和热史模拟的分析表

明!由北东向南西!大巴山构造变形活动的年龄

表现出阶段性递进年轻的特点%由城口断裂逆

冲推覆到镇巴断裂的时间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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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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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镇巴断裂逆冲推覆到巫溪隐伏断裂

的时间从
>) B7

到
?? B7

!至盆内直至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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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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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了大巴山北东部的山体

先发生逆冲推覆构造变形并隆升剥露至地表!

南西部的山体后发生逆冲推覆构造变形并隆升

剥露至地表!显示了山体挤压逆冲&褶皱隆升的

规律%这与大巴山前展式逆冲推覆构造由北东

向南西构造不断扩展变形的几何学&运动学特

征是一致的+

=H"

,

%热年代学的分析为大巴山逆

冲推覆构造的递进扩展变形提供了年代学的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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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裂变径迹&

06D

和
gH+3

年代学的分析结

果表明!北大巴山逆冲推覆构造活动主要发生

在
"?"

!

=@G B7

!南大巴山逆冲推覆带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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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活动!且构造活动的起始年

龄由北东向南西表现出阶段性递进年轻的特

点!显示了山体挤压逆冲&褶皱隆升的规律%

裂变径迹实验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袁万明研究员的悉心指导与帮助!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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