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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沙捞越Punda 走滑构造及其动力学成因

赵财胜，孙丰月，李碧乐，姚凤良
  (吉林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 30061)

    摘要：沙捞越 Punda走滑构造为一典型的右旋走骨构造形式，是居近东西向F 断裂(PD Z)发育特

征的负花状构造或鄙仝香构造，并构成走骨伸展双重构造。L ueom a 陆块与巽他克拉逮的碰撞度卢帕

断裂的走滑是 Punda 走，哥构造形成的动力学成因。同时，利用R m del单剪模式扣走骨挺级构造速级

配套模式可以合理地解释 Punda 走开断裂的构造形武。

    关键词：Punda走滑构造；负花状构连；走骨伸展双重构连；R ledd 单剪模式；动力学成目；沙捞

越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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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捞越 Punda 及周边地区位于欧亚板块、印度

洋一澳大利亚板块、太平洋板块相互拼接、相互作用

的三角地带，自古生代以来经历了复杂的构造地球

动力学演化。该区构造岩浆活动强烈，且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构造样式，近东西向走滑断裂中的花状构

造即为其一。笔者在沙捞越西部的区域地质调查过

程中，首次在 Punda 走滑构造中发现了近东西向 F

走滑断裂派生的花状构造“]，且这种构造与矿产的

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就其构造特征及其动力

学成因进行浅析。

1  区域构造格架

1 1 大地构造背景

    P unda 走滑构造地处马来西亚沙捞越境内，地

理上位于加里曼丹岛(旧称婆罗洲)的西北部，其基

底为巽他(Sundaland)克拉通。晚新生代以来，印度

洋一澳大利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分别向北和北西漂

移，并与欧亚板块不断俯冲挤压碰撞。因此，整个加

里曼丹岛处于三大板块斜向汇聚作用带内(图

i)E“ 。

1．2 沙捞越区域构造

    该区区域地质从南西到北东可分为 3个主要构

    图1  加里曼丹岛大地构造背景哪

Fig．1 Location m ap and tectonic fram ew ork of K alim an—

    tad ”

造带，即古晋带、诗巫一拉让带和米里带(图2)啊。

    古晋带是巽他克拉通的东北边缘，被认为是早

白垩世拼贴于印支期固化的巽他克拉通上的俯冲增

生楔，带内发育晚白垩世一中新世侵人体。其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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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2  加里曼丹构造区域略图(据文献E3]改编)

Fig．2  Regional structure m ap of K alim antan

 1 巽他克拉通，2 褶皱带，3 第三纪盆地，4 断裂带

晚第三纪渐新世一中新世的钙碱胜岩浆带中发育大

量的晚第三纪浅成低温热液矿床。

    诗巫一拉让带由强烈褶皱、弱变质的晚白垩世

一渐新世拉让组复理石沉积物组成。H utchlson[4]

认为，这些复理石建造是由晚新新世 Lucom a 大陆

块和巽他克拉通北缘相聚台而被刮进增生堆积体的

浊积岩。

    米里带是 Lucom a 大陆块的一部分，Luconla 大

陆块位于巴拉望海沟西北部，巴拉望海沟是中新世

俯冲带的痕迹，而该带东南部的俯冲痕迹是默辛线。

该带主要由强烈褶皱的晚白垩纪一始新世河流三角

洲沉积物组成。

    古晋带的东侧为著名的卢帕断裂带，出露有侏

罗纪一白垩纪蛇绿岩，为诗巫一拉让带与古晋带之

间的缝合线，闭合于早渐新世“]。在沙捞越境内，卢

帕断裂带起始于斯里阿曼省，经卢巴安都向南东延

伸至沙捞越与印尼加里曼丹省的边界，长约 38 km 。

断裂带走向N w  SE ，倾向SW ，倾角变化较大，变

化范围约在 25。一一80。之间。实际上，卢帕断裂为红

河断裂经越东断裂、万纳断裂在沙捞越的延伸段

内“。不过，目前关于这方面的实际资料较少。断

裂带内发育一系列雁列式断裂构造和褶皱构造，混

杂堆积和呈线形分布的蛇绿岩及其它的铁镁质岩

石。该断裂为压扭性右旋走滑断裂，是北东大洋地

壳向南西巽他克拉通斜向俯冲的直接结果。C htm g

Sore  K eong口。认为，卢帕断裂带是抄捞越地质的枢

纽带，卢帕断裂的演化和发展对区域成岩成矿和构

造分布具有直接的影响和控制作用。

2 Punda 走滑构造特征

    Punda走滑构造位于古晋带东北部，卢帕走滑

断裂带南西。根据 P aterson G rant，W atson L T D

(P G W )1992 年在西部沙捞越航空磁法和放射性法

(U 、T h、K )物探报告P：可知，在西部沙捞越，除卢帕

走滑断裂之外，一条近东西向的走滑断裂为该区又

一条重要的区域性断裂，其断裂形迹在 Punda 地区

表现为 F 断裂。P un& 走滑构造主要由上述 F 断

裂和 F 断裂两侧相伴生的一系列北西向(F，、F。、

F。)，北东向(R 、F。)次级断裂构造组成t图 3)o 。

    图3 Punda地区地质简图o

    Fig．3 Geological m ap of Punda area①

1 安山压 英安质火山岩．2 花岗|习长斑岩I 3 石英W 长斑岩，4

细粒闲长岩，5 凝灰岩，6 断层，7 第四纪沉积物

2．1 F 走滑断层

    F 走滑断层西端起于 Slm unjan 一带，向东经

Punda、T apang、M elaban 延至斯里阿曼的卢帕河。

总体走向近东西，局部出现弯曲偏向北西和南东。

在 Punda 地区出露最好，破碎带宽约 50～500 m ，断

裂主断裂面倾向变化较大，大区域上以倾向南一南

西为主，倾角陡立，多在 75。以上。F 断裂最初为巽

他克拉通结晶时的基底断层，后期由于 L ucom a 陆

块与巽他克拉通的碰撞引趋的活化作用，使之发生

了右旋走滑运动，为张扭性右旋走滑断裂构造。F

断裂可深切地壳深部，广泛出露的脉岩为其证据。

断裂带内断层角砾岩或水平擦痕发育，并常见牵引

  ① A nnual R eport for G eneral P rospectm g W ork C om pleted 111

G P L A reas，Stl A m an m lstr【ct，M abong M m m g SD N  B H D (内部资

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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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及重晶石化、方解石化和硅化现象。

2．2 次级走滑断层

    在 Punda地区，F 断裂两侧相伴生的次级北西

向和北东向构造分别为F，、R 、F。和n …F 呈羽状

雁列式分布。北西向次级断裂均分布于F 断裂的

南侧，并与之以较小锐角相交，亦为右旋走滑断裂构

造。往南东方向延伸，北西向断裂有逐渐收敛的趋

势。总体走向北西一北北西，倾向北东，倾角较陡，

多为60。～80。之间；北东向次级断裂均分布于F 断

裂的北东侧，发育于 F 断裂附近，为左旋走滑断裂

构造，但是否与F 断裂相交极不明显。总体走向北

北东一北东，倾向南东，倾角多大于 70。，多数近于

直立。次级断裂破碎带宽 10～250 m 不等，局部发

育断层泥，多见水平擦痕，亦见硅化、方解石化和重

晶石化等蚀变现象。

2．3 花状构造

    花状构造是走滑断裂系统中的特征性构造之

一。由于它在剖面上是一条自下而上呈花状撒开的

走滑断裂，故而称为花状构造。鉴别花状构造主要

依据构造的平面和剖面的结构以及区域应力场等特

征。如果在剖面上背冲式断层向下汇总为一条陡立

的断层，平面上又显示走滑断层的特点，则为花状构

造，否则不能称为花状构造。根据花状构造的结构

和力学性质，可分为正花状构造和负花状构造两种

类型‘“ 。

    负花状构造或郁金香构造为 Punda 走滑构造

的特征构造。在Punda钻孔剖面图，近于直立的主

走滑断裂 F 及其次级羽状雁列式走滑断裂 F…F 、

R 构成一典型的负花状构造(图 4)。断裂向上散开

分叉，形成由正断层组成的似地堑式构造，断层面呈

波状，下陡上缓，凹面向上。断裂带内角砾岩十分发

育，局部仅见碎裂岩化现象。角砾岩为棱角状、次棱

角状，磨圆度极差。角砾岩成分单一，主要由火山凝

灰岩组成。角砾之问的胶结物主要为热液矿物，如

石英、方解石和其他蚀变矿物(如绿泥石、高岭石)和

金属矿物(如黄铜矿、黄铁矿)。如果剔除两边的胶

结物，两边的角砾可以完整无缝地对接。地表的构

造岩以脆性变形为主，向下逐渐过渡为脆一韧性变

形。安山质玄武岩和镁铁质闪长岩充填其间。

2．4 走滑双重构造

    在走滑断层的转弯、错断或阶跃(stepover)和

非连续 R m del破裂等部位发生汇聚走滑和离散走

滑，形成一组次级的同向叠瓦状走滑断裂，两侧被主

    圈4 Punda地区钻孔剖面圈殛负花状构造

Fig．4  G eological prospection cross—section m ap and tu—

    lip flow er structure．Punda area

1 角砾岩，z 凝庆岩和熔结凝灰岩，3．角砾岩筒边界．4．断层和安

山质玄武岩脉；5 第四纪沉积物

断层所围限形成走滑双重构造。根据结构和力学性

质的不同，走滑双重构造可分为收缩双重构造和伸

展双重构造"]。

    事实上，花状构造和走滑双重构造是由走滑断

裂作用形成的同一种构造样式在不同观察方向上的

不同表现形式。在平面上，由近东西向的主走滑 F

断裂和其次级北西向 F。、F。、F，断裂构成走滑双重

构造(图 5)。F，、F。、F。走滑断裂呈同向叠瓦状被主

走滑断裂 F 所围限。F 断裂为张扭性右旋走滑断

裂，而且剖面上的花状构造表现负花状特征，因此，

该走滑双重构造应为伸展双重构造。

3  动力学成因

    始新世一早渐新世，由于印度洋一澳大利亚板

块对欧亚板块的俯冲以及亚洲边缘的裂谷作用产生

了南中国海，致使 L ucom a 陆块向南东方向漂移，南

中国海洋壳消亡于巽他克拉通北缘，消亡带为南东

走向的拉让海沟(1…。与之有关的岩浆岩沿加里曼

丹大陆边缘分布，从 Sm tang (加里曼丹中西部)起，

通过 K ehan 直至 T arakan 盆地。中渐新世，应是

L ucom a陆块与巽他克拉通北缘碰撞对接的时期，

其中早渐新世拉让海沟内的沉积物遭受了强烈的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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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Punda地区铜金矿的导矿构造，又是重要的控

矿构造。因此，研究该地区的走滑构造不仅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Punda铜金矿找矿勘探又具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初稿承蒙刘正宏教授仔细审阅和悉心指

导。在野外地质调查过程中得到了加拿大TM C 公

司全体同仁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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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U N D A  ST R IK E — SL IP  F A U L ’IS  IN  SA R A W A K

  M A L A Y S IA  A N D  IT S D Y N A M IC  P R o C E SS

ZH A O  C ai sheng，SU N  Feng yue，LI Bi—le，Y A O Feng—hang

(College of E am h & ,ences，Jd m u月… jI打．Chang‘hun  130026，(h ln4)

  A bstract：A  typical strike-- slip extensional duplexes w ith a characten stlc tuhp flow er structure are

developed along the east-- w est oriented F fault (PD Z) In Punda dextral strlke-- shp faults．A ccording to

the ch aracteristics of m aster fault and ItS secondary strlk e—slip faults of the P unda stri ke—slip faults，

w e know  the collision betw een L ucom a continent and Sundaland and strlke—slip of L upar valley are pre—

dom in an t dynam ic process in th e form ation of the P unda stn k e—slip faults．A n d R iedel shear m odel an(1

distributional m odel of its secondary strlke—slip faults can explain reasonably the distribution and char

acterlstics of the Punda strike-- shp faults．

  K ey w ords：Punda strike—slip faults；tulip flow er structure；strike—slip extensional duplexes，

R iedcl shear m odel} dynam ic process；Saraw ak ；M ala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