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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杭成矿带的研究历史和现状 

徐德明 ，蔺志永。，龙文国 ，张 鲲 ，王 磊 ，周 岱 t，黄 皓 

(1．武汉地质矿产研究所，武汉430205；2．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 100037) 

摘要：介绍了钦杭结合带与成矿带的提出过程及其基本特征，以及有关华南大地构造和华夏 

古陆问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20世纪 80年代中期在重新认定华夏古陆的基础上建立扬子与 

华夏古陆碰撞拼接模式，随之于 20世纪 90年代初提出钦杭结合带与成矿带，这是华南大地 

构造研究的重要转折，对华南大地构造和区域成矿的研究有着重要贡献。钦杭成矿带不仅在 

华南大地构造格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探讨全球 Grenville造山、Rodinia超大陆裂解 、 

新元古代成矿爆发等也有重要意义。目前已从岩石组合、构造特征、地球物理信息、成矿作用 

等方面对钦杭成矿带进行了论证。但毕竟钦杭成矿带的研究历史不长 ，还有许多基础地质和 

区域成矿问题尚无定论 ，为此提出了若干值得关注并可望在近期取得突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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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杭成矿带蜿蜒穿越于华南地区中南部，在大 

地构造上属于扬子与华夏两个古陆块于新元古代碰 

撞拼接所形成的板块结合带。该成矿带南西起自广 

西钦洲湾，经湘东和赣中，往北东延伸至浙江杭州 

湾，总体呈 NE向反s状弧形展布，全长约2000km， 

宽 100～300 km。以往通常将钦杭成矿带作为华南 

成矿区的组成部分，但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人们逐渐认识到钦杭一线不仅是扬子与华夏陆块 

的碰撞拼接带，而且也是华南地区一条重要且独具 

特色的铜金和钨锡多金属成矿带，尤其是带内金铜 

铅锌铁等紧缺矿产资源找矿前景良好。鉴于找矿勘 

查的需要，中国地质调查局于2009年底将该成矿 

带纳入全国重点成矿区带，并于 2010年全面启动 

了该区地质矿产调查评价工作，掀起了新一轮有关 

华南大地构造、区域成矿特征研究的热潮。本文介 

绍了钦杭成矿带的认知过程和研究历史，并对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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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现状及进展进行了分析和评述，以期为钦杭成矿 

带相关地质问题的研究及地质矿产调查提供借鉴 

和指导 。 

1钦杭结合带与成矿带的提出 

钦杭结合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80年 

代初。当时，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水涛主持 

的科研团队在江山一绍兴断裂带及其两侧开展了 

长期的野外专题调研，获得一批重要的基底年代学 

数据，确认绍兴一江山断裂带原岩建造为晋宁早期 

大洋底超镁铁质一镁铁质火山及类复理式沉积，断 

裂带两侧为晋宁早期的岛弧和古陆，并发现断裂带 

两侧大陆壳对冲变形结构及断裂带内部高度压缩的 

紧闭扇形褶皱。据此，水涛等认为江南古陆与华夏古 

陆之间曾为浩海分隔，由于两大古陆的相向漂移运 

动和对接碰撞导致大洋壳向北侧岛弧带消减，同时 

也为南侧古陆壳超叠，遂于 1984～1987年间相继 

在《科学通报》及《中国科学》上发表了“绍兴一江山 

古陆对接带”、“中国东南大陆基底构造格局”、“中 

国东南边缘古基底构造演化”等系列论文 ㈣，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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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江南古陆和华夏古陆碰撞对接的构想，从而奠 

定了华南扬子与华夏陆块碰撞拼接模式的基础。 

随后，史明魁等[41在“湘桂粤赣地区有色金属隐 

伏矿床综合预测”研究中，注意到两侧基底结构、地 

质及地球物理、深部构造特征的差异，最先提出钦 

州一绍兴一线是分割扬子与华夏古板块的界线。继 

之，杨明桂等 【5_7_对该结合带地质构造演化、区域成 

矿特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明确提出“钦州湾 

至杭州湾为扬子古板块与华夏古板块的结合带(简 

称钦杭结合带)”，同时指出它也是中国东南部一条 

最重要的构造岩浆成矿带 ，并正式命之为“钦杭成 

矿带”。历经20余年大量地质事实和地球物理资料 

的检验，钦杭结合带与成矿带的发现和论证已为国 

内外地质界所广泛认同和接受。 

应当指出的是，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还有许多 

学者直接或间接对钦杭成矿带进行过研究和论证。 

如周新民等l8_ 通过对皖南蛇绿岩和江绍断裂带两 

侧前寒武纪火成岩的研究，指出900 Ma左右是渐 

赣皖三省交界地区最重要的碰撞造山期，1 100 Ma 

前开始形成的江南古岛弧在这一时间与华夏古陆 

发生碰撞和拼接，并伴生广泛的基性和酸性岩浆活 

动以及岩浆混合作用；舒 良树等『1l1在对江南中段板 

块一地体构造的研究中也提出怀玉地体在新元古 

代与华南古大洋在萍乡一江 山一带对接缝合 ； 

Gilder等【 21通过对华南地区中生代花岗岩 Sm—Nd、 

Rb—Sr同位素的研究，首先发现一条由高 Sr、Nd含 

量和高 e 值花岗岩体构成的北东向的低 带， 

并称之为“十—杭带”；洪大卫等I 为该低 带是 

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元古代碰撞对接带，后由于多 

次沿该带开合，新生地幔物质加入引起。 

2华南大地构造格局及其演化 

钦杭成矿带的确定，建立在对华南古板块构造 

格局及其演化认识的基础上。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大 

地构造学说观点出发 ，研究了华南的大地构造特 

征。如黄汲清等『l4】根据“多旋回说”，将华南划分为扬 

子准地台、华南地槽褶皱区、台湾褶皱系和南海地 

台；陈国达【 51的“地洼学说”突出了我国中新生代的 

活动特征，将华南划属华夏期地洼区的东南地洼区 

和云贵地洼区；张文佑【 61根据“断块构造说”，将华南 

划属大陆型地壳构造域的华南断褶系和扬子断块 

区；以李四光为代表的地质力学工作者 ，认为华南 

主要是南岭巨型纬向构造带与新华夏等构造体系的 

复合地区；王鸿祯旧则认为扬子地台东南直到浙闽 

沿海和雷州半岛，都属于不同阶段的大陆边缘区。 

20世纪 7O年代中期 ，随着板块构造学说的引 

入，国内学者亦开始运用板块构造理论来研究华南 

大地构造问题。李春昱_18最早勾画了中国板块构造 

的基本轮廓，将华南划属扬子地块，包括西部的扬 

子地台，中部的江南古陆和东南部的冒地槽。郭令 

智等n9】贝0最先提出华南大地构造演化的“沟 一弧 一 

盆”模式，认为扬子地块东南缘为不同世代的岛弧 

褶皱系，华南东部陆壳是古华南洋向扬子地块的渐 

进式俯冲后退，不同世代的岛弧由北西向南东依次 

推演增生而成，尔后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华南由不同 

性质和时代的地体拼帖增生而成 。赵明德等l2 认 

为中国东南部不同时期的造山带是太平洋板块多 

次俯冲的结果 ，板块俯冲带逐步向东南方向迁移， 

依次形成晋宁褶皱带、加里东褶皱带 、海西 一印支 

褶皱带和燕山褶皱带；李继亮等[221亦持多次碰撞造 

山观点，不过他们认为中国东南部属于特提斯构造 

域而非太平洋构造域。在上述模式中，扬子地块东 

南部为古大洋或大陆边缘，不存在古大陆。而水涛 

等【1 认为华南存在江南古陆与华夏古陆，二者在晋 

宁早期(1 000～900 Ma)沿江山一绍兴一带碰撞缝 

合，但向西南方向开启形成赣湘粤桂残洋盆地。刘 

宝瑶等[231进一步认为华夏古陆是在浙闽运动期间 

形成的原始陆块，西以华南洋与扬子陆块相隔，中 

元古代末(1 050～1 000 Ma)华南洋向扬子陆块的 

俯冲使扬子东南边缘形成增生的褶皱带，俯冲带不 

断后退，形成了华夏古陆边缘的沟 一弧 一盆系，晋 

宁运动(850～800 Ma)使扬子与华夏之间的华南洋 

在江山以东消失，形成江山一绍兴缝合带，其以西 

仍然存在一个华南残留盆地，该盆地一直延续到加 

里东期。但余达淦、汤加富等、王剑 认 为扬子和 

华夏地块在晋宁期已完全对接，华南地壳的演化实 

际上是扬子地块和华夏古地块多次闭合、张启的过 

程，此认识与杨巍然等『27】的“断裂造山带”观点可谓 

不谋而合。程裕淇等_28_将华南划分为扬子陆块、南 

华陆缘活动带、台湾活动带和琼南微陆块 ，并认为 

南华活动带可能含有华夏古陆的残片，实际上赞同 

华夏古陆的存在。以许靖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提 

出华南是中生代碰撞造山带而不是加里东期后的 

准地台，分布于扬子东南缘的板溪群不是地层单位 

而是构造混杂体[29 2]。但国内多数学者不同意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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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代阿尔卑斯型碰撞造山模式，因为大量的事实 

表明，板溪群是一套成层有序的正常海相地层而不 

是构造混杂岩盼 6]，江南造山带不是中生代而是 

前南华纪的碰撞造山带[1,8,37-39】。 

20世纪 90年代，随着超大陆、地幔柱研究热 

潮的兴起，人们亦试图将华南大地构造演化纳入超 

大陆聚合与裂解这一全球构造系统中加以整体考 

虑。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发生于 ～1 000 Ma的格 

林威尔造山运动(华南称四堡运动)使扬子古陆与 

华夏古陆碰撞对接并与周边其它古陆聚合，华南成 

为 Rodinia超大陆的组成部分[26,40 。而且有学者认 

为，扬子东南缘广泛发育的新元古代镁铁一超镁铁 

质岩和 s型花岗岩是双模式岩浆岩，是地幔柱冲击 

华南岩石圈的体现，地幔柱导致岩石圈大范围的隆 

起、侵蚀和去顶作用，并伴随强烈的裂谷化，最终导 

致 Rodinia超大陆的裂解[47 ”。同一时期，随着东特 

提斯研究的不断深入[52-531，有学者将华南也纳入特 

提斯范畴，认为华南是特提斯多岛洋体系 或泛华 

夏大陆群东南缘多岛弧盆系统 的组成部分，其古 

地理面貌颇像今 El东南亚之景观。 

进入 21世纪，随着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普 

及，尤其是精确定年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华南大地 

构造研究获得了许多新成果。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华 

南不同地区的地壳岩石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太古 

宙一古元古代的锆石年龄信息口 J，扬子和华夏地 

块内最老锆石年龄分别达到3 800 MaI581和 3 760 Ma[591， 

这些新的年龄信息不仅揭示了华南古老地壳物质 

的存在，而且进一步证实华南东南部可能存在太古 

宙陆壳基底l 6 3l。因而有学者认为 ，华南最早的陆核 

可能 自早太古宙就已开始形成 ，并经过中晚太古宙 

的生长和古元古代的再造而克拉通化，在新元古代 

时期伴随 Rodinia超大陆的聚合与裂解，大量岩浆 

活动出现导致华南克拉通的初始破坏和再造。但与 

此同时，在江南造山带、武夷等地区，许多原定为中 

元古代甚至古元古代的地层(如浙江麻源群、江西 

双桥山群、湖南冷家溪群 、广西四堡群等)被重新厘 

定为属新元古代l6 刮。这些新的成果和认识对华南 

前寒武纪地壳的形成和演化以及地层年代格架的 

传统认识提出了挑战，也对当前盛行的地幔柱模式 

提出了质疑[69-70]。此外，通过对中生代盆岭构造、花 

岗岩以及大规模成矿作用的地球动力学背景的研 

究，一些学者提出华南在早一中侏罗世经历了从特 

提斯构造域向太平洋构造域的体制转换[71-751，认为 

华南地区前侏罗纪的地质演化主要受特提斯构造 

体制的控制和印支期挤压造山事件的影响，晚侏罗 

世以来的构造格局则主要受太平洋构造体制以及 

陆内深部构造一岩石圈地幔作用的联合制约。 

3华夏古陆 

讨论钦杭成矿带问题必然要涉及到华夏古陆。 

华夏古陆的概念是由美国地质学家 Grabau[761最先提 

出的，指的是中国东南沿海及其相邻广大地区早古 

生代时期存在的古陆地。在 Grabau的论述中176-77]， 

古陆与地槽相对应 ，华夏古陆位于华夏地槽的东南 

侧 ，其界线大致在现今的政和一大埔断裂带一线。 

由此可见，Grabau的华夏古陆属于地槽理论框架内 

的构造单元 ，并具有时空的确定性。在往后的近 80 

余年中，华夏古陆不断出现在中外地质文献中，国 

内学者如黄汲清 。 、李四光 、张文佑[81 等也使用 

过这一概念，然而不同学者对于它的地质涵义以及 

存在的空间和时问多有不同见解。同时，我国学者 

也较少直接使用“华夏古陆”名称，而多使用“华夏 

地块”或 “华夏陆块”，后者通常是指钦州湾一湘 

东一杭州湾一线东南的前南华纪变质基底出露区， 

包括部分沉人东海和南海的陆块。华夏一词的沿 

用 ，只是反映出人们对于代表了中华民族和中华大 

地的“华夏”一词的钟爱和对葛利普用语的尊重【8 2l。 

20世纪 40～60年代是以地槽理论作为地质 

学主导思想的时期，多数学者开始对华夏古陆持怀 

疑或否定意见 [78书,83-85]，可视为华夏古陆沉沦的时 

代。黄汲清 最先确定了华南东南部广大地域加 

里东褶皱带的存在，并称之为华夏加里东褶皱带 ， 

同时指出华夏加里东褶皱带就是华夏古陆，但其存 

在的时问显然是指加里东运动之后，而且在空间上 

大体与Grabau的华夏地槽位置相当，而与Grabau 

的华夏古陆位置完全不同，不过其后来提出的南海 

地台㈣则与 Grabau的华夏古陆范围大体一致。霍敏 

多夫斯基 以广东海丰至浙江象山一线将华南东 

南部划分为两部分，西北属于华南加里东褶皱带， 

东南则称为闽浙太平洋褶皱带。张文佑 1是该时期 

少数支持存在华夏古陆的学者之一，并将其命之为 

华夏台背斜；马杏垣等 持类似的意见，并以华夏 

地块称之。陈国达『87专 门讨论过华夏古陆问题，他 

赞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早古生代以前为古陆的认 

识，但认为单纯的“古陆”名称不能正确表达这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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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构造发展过程，建议称之为“华夏活化区”。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南方 1：20万 

区调工作的全面完成及多轮国家科技攻关项 目的实 

施 ，形成了丰富的基础地质资料，相继出版了各省区 

域地质志及中国南方岩相古地理丛书，发表了大量 

的多学科论著，在华南尤其是浙闽地区的变质岩系 

中获得了大批前南华纪的年代学数据【l_8-37-39,昭删，从 

而进一步证实华南东部存在古老的陆壳基底 ，“华 

夏古陆”又被重新提出口]，并在板块构造理论框架下 

重新认识华南大地构造，逐渐引发了新一轮华夏古 

陆研究的热潮[1_ o41，这是华夏古陆否定之否 

定的时代。 

进入21世纪，随着“华夏地块”、“华夏陆块”等 

名词的广泛使用，相关的学术争议又趋于激烈，“华 

夏古陆”再次遭到部分学者的质疑。争论的焦点主 

要集中在华南是否存在早古生代时期的洋盆，亦即 

华南加里东褶皱带是地槽褶皱带或板块俯冲造山 

带 o6]还是板内褶皱带或陆内造山带_7 Jl 圳]。从已 

有资料来看，区内至今没有发现确切的、能代表早 

古生代洋壳残块的蛇绿岩套，也未发现高压变质 

岩；加里东期花岗岩发育但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同期 

火山岩系，不具备洋壳俯冲活动大陆边缘的特征。 

但武夷、赣中南及云开地区被证实有前南华纪变质 

基底出露，古老碎屑锆石的分布则更为广泛。因而 

多数学者坚信[112-1141，在扬子陆块东南侧的元古代大 

洋对岸或大洋之中，曾经存在过一个规模较大的古 

陆块地体。否则，人们无法解释沿江山—绍兴断裂分 

布的新元古代蛇绿混杂岩带，以及延伸 1 500 km的 

江南造山带及沿造山带分布的新元古代岩浆岩带的 

形成。但目前对华夏地块的形成和早期地壳演化历 

史仍很不明确，它是外来漂移块体 还是早期华南 

大陆的裂解块体⋯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4钦杭成矿带地质构造特征 

4．1钦杭结合带的位置和边界 

钦杭结合带的位置在北东段(浙赣段)比较清 

楚，其拼合的地质标志(蛇绿混杂岩、高压变质岩、 

岛弧岩浆岩、s型花岗岩等)相对齐全_7ll。水涛等[21早 

先认为绍兴一江山一鹰潭～萍乡一郴州一连山一 

北海一线为其西北界线，浙江上虞一遂昌隆起、武 

夷一云开隆起之西缘为其南东界线。现在一般认为 

大致在浏 阳一景德镇一歙县一苏州和萍乡一广 

丰一江山一绍兴等超壳断裂带之间 “ 1。 

钦杭结合带南西段(湘桂段)，基本上被南华纪 

以来的沉积盖层所覆盖，无典型蛇绿混杂岩等直接 

证据，加之后期区域构造变形复杂、基底岩石出露 

稀少而不完整，因而对其位置的认识分歧较大。主 

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萍乡一茶陵—郴州一灵山一 

钦州一线 ；(2)萍乡一茶陵一永州—桂林—南宁一 

线倒；(3)自萍乡经湖南益阳、新化，广西龙胜、三江， 

进入贵州和云南 ；(4)过江西弋阳后往南，其位置 

大致在弋阳一韶关一北部湾一线或弋阳一吉水一 

鹰阳关一线[24-251。但杨明桂等_6l认为板块拼接带是呈 

带状分布的，钦杭结合带南西段北西边界由凭祥一 

大黎、双牌一浏阳等断裂带组成，南东边界则由陆 

川一梧州、临武一郴州、茶陵一萍乡等断裂组成；饶 

家荣等 则认为北西边界在浏阳一沩山一城步一 

河池一线，南东边界大致在萍乡一衡东—桂林一柳 

州一线。 

最近，覃晓峰等『1】 2o1于桂东陆川县石窝镇、米 

场镇至北流市清水 口镇云开群变质岩系中发现一 

套 MORB型火山岩，认为它们代表了中新元古代 

的古洋壳残片，而且其两侧存在一系列岛弧火山 

岩；彭松柏等E1211~lJ将广东信宜茶山、贵子等地出露 

的镁铁一超镁铁质岩厘定为新元古代蛇绿岩，并获 

得其Sm—Nd等时线年龄为 824-4-77 Ma，与鹰扬关 

群浅变质基性火 山岩 的 TIMS锆石 u—Ph年龄 

(819-4-1 1 Ma)fl22】在误差范围内一致。上述成果为钦 

杭结合带南西段南东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 

线索。 

4．2岩石组合特征 

钦杭结合带北东段在皖南、赣东北早已发现蛇 

绿岩【l 2 3】，近年在湘东北也有蛇绿岩的报道[124]。前人 

对皖南、赣东北蛇绿岩进行了大量的岩石学、地球 

化学和年代学研究 ∞， 26j，获得蛇绿岩 Sm—Nd 

等时线年龄为 1 034—930 Ma【&37, ，伏川辉长岩 

LA—ICP—MS锆石 U～Pb年龄为 891±13 Mar蜘，西湾 

斜长花岗~-SHRIMP锆石U—Ph年龄为 968±23 M 目。 

在赣东北德兴西湾、饶二和茅桥蛇绿混杂岩中曾发 

现蓝闪石片岩 、硬玉石英片岩 绷，其 K—Ar年龄 

为 866±14Mat 鲫。 

钦杭结合带南西段是否存在蛇绿岩曾颇受关 

注。2O世纪 90年代以前，一般将分布于桂北、湘西 

及湘北四堡群和丹洲群(或相当地层)中的镁铁一 

超镁铁质岩定为蛇绿岩套，并视为江南古岛弧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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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大洋板块俯冲的标志⋯ 。后因在四堡群和丹 

洲群的镁铁一超镁铁质岩的围岩中发现了“热变质” 

现象，人们开始对其蛇绿岩屙陛提出质疑[133-134]，并提 

出了多种不同构造环境的解释，如大陆边缘ll 3 5l、板 

内裂谷ll361、地幔柱147 ]等。近 10多年来的研究表明， 

该区镁铁一超镁铁质岩主要形成于 850～820 Ma 

和 780—750 Ma两个时段[47 ，” 。 ，目前对其成因 

仍有明显分歧(详见下文)。此外，也曾有在黔桂边 

境的四堡岩群中发现中高压变质矿物 (多硅白云 

母)的报道口4ol，但并未发现典型的高压变质岩石组 

合，仍需进一步调查证实。 

钦杭结合带北东段广泛发育新元古代早期的 

岩浆岩[46， ”，以酸l生火山岩和侵入岩为主，基性岩类 

相对较少，集中分布于皖南、赣东北和浙西等地区， 

定年结果约为 980～900 Ma，如浙西双溪群细碧一 

角斑岩的矿物一全岩 Sm—Nd等时线年龄为 978± 

44 Mat8 ，双溪坞群中部白坞组和顶部章村组流纹 

岩的 SHRIMP锆石 U—Pb年龄分别为 926±15 Ma、 

891±12 Ma[ “，侵入于双溪坞群的桃红和西裘岩体 

SHRIMP锆 石 U—Pb年 龄 分 别 为 913±15 Ma、 

905±14 MaI I。一般认为他们是岛弧岩浆作用的产 

物[46， ”。江南造山带西段尚无 1 000～900 Ma岩浆 

岩的确切报道。 

钦杭结合带北东、南西段都发育新元古代中期 

(850～740 Ma)的岩浆岩I46,砌，目前学术界对这些岩 

浆岩的成因及形成的构造背景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 

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扬子和华夏陆块在约 900 Ma 

前拼贴形成统一的华南大陆，新元古代早期(>880 

Ma)的岩浆岩形成于与 Rodinia超大陆聚合有关的 

四堡造山运动 ，而新元古代中期(850～740 Ma)的 

岩浆岩为板内非造山成因，它们可能与引起 Ro— 

dinia超大陆裂解的地幔柱活动有关146-．s”。另一种观 

点则认为扬子与华夏地块之间的俯冲、碰撞造山运 

动可能持续到约 820 Ma或更晚，新元古代早期及 

850～820 Ma时期的岩浆岩是大陆边缘岛弧岩浆 

作用的产物，而 780～740 Ma时期的岩浆岩是造山 

后伸展阶段形成的m 37]。考虑到江南造山带西段未 

见新元古代早期岩浆岩及四堡群的形成上限不早 

于 820 Ma16̈o1，笔者推测在新元古代时期华南洋向 

扬子陆块俯冲的过程中，可能由于板块运动的不均 

衡性，华夏与扬子陆块在东段萍乡一江山一绍兴一 

带最先接触 I1,231，以致在常德一安仁一线产生 NW 

向破裂而使其成为分割东、西不同构造块体的转换 

断裂带_ll8_，并导致钦杭结合带西段新元古代的岩浆 

活动可能滞后于东段 50—80 Ma以及后期构造演 

化的差异。 

4．3构造特征 

钦杭结合带被挟持于江南山链与武夷 一罗霄 

山链之间，构成一条规模巨大的古生代盖层拗褶带， 

并分布着一系列中、新生代断陷盆地，在其南缘则伴 

随有一条十分醒目的呈弧形隆起的构造一花岗岩 

带，即加里东造山带前缘的罗霄一仙霞褶冲带I 7】。印 

支一燕山期发育强烈的褶断带，东段北侧九岭山南 

麓沿宜丰一景德镇一线向南逆冲推覆；南侧诸广 

山一武功山一玉华山一北武夷山向北推滑 。西段 

北侧的雪峰山则由南东向北西逆冲推覆，新元古 

代一早古生代地层逆冲覆盖于中生代地层之上 ； 

南侧的十万大山盆地东南缘侏罗系逆掩于白垩系 

之上，花岗岩体向西北推移 。 

结合带东段有基底残迹，其结构构造十分复 

杂，杨明桂等lll 7】曾将其 自北而南划分为浏阳一休宁 

构造岩片、万年推覆隆起、歙县—德兴蛇绿混杂岩 

带、怀玉古岛弧地体等4条构造带，前两者分别是由 

溪口岩群组成的构造岩片和推覆体，怀玉地体由中 

新元古界双溪坞群浅变质火山岛弧沉积组成。最近 

他们 [~45／又将怀玉古岛弧地体单独列出划归华夏地 

块，江南、怀玉两岛弧地体之间为一系列构造蛇绿混 

杂岩片，包括张村、西村(伏川)、宜丰一南桥、苍溪岩 

片。在结合带西南段云开隆起北缘是否存在类似的 

构造蛇绿混杂岩片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 

深部地球物理资料表明，钦杭古板块结合带岩 

石圈以低速、低(中)阻、低温为特点l】 ，上地幔软 

流圈顶面埋深达 200 320 km，其北西侧扬子地块 

岩石圈厚 180～220 km，南东侧华夏地块岩石圈厚 

度小于 150 km，大致从江西南昌经湖南文家市一长 

沙一南宁为古岩石圈增厚区 ，与新元古代一古生 

代巨厚沉积增生楔的展布方向大体一致，反映其为 
一 条显著的岩石圈不连续带和上地幔凹陷带l1制砌， 

同时也反映了岩石圈古俯冲带的存在『II8J。 

大量资料显示，钦杭结合带是一条构造一岩 

浆活动带。华南地区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及海西一 

印支期花岗岩主要产出于该结合带及其旁侧【””。 

该带燕山期花岗岩类主要形成于早中侏罗世(188 

～ 151 Ma)l ，并具有迭次向北西、南东两侧扩展 

的趋势，并以向东南沿海方向扩展为主 ，故该结 

合带可能是燕山期华南岩浆活动的策源地161。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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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带大量分布钾玄质岩石或碱性岩石l1 。]和铝质 

A型花岗岩_16o]，因而该带不仅是前述高 ￡ 、低 zTDM 

花岗岩带 ，也是一条富碱火山一侵入岩带。这些富 

碱质岩石显然与古板块结合带深部构造活动有关， 

形成于软流圈地幔上涌和岩石圈伸展减薄的构造背 

景[156-15 ，这为钦杭结合带的厘定提供了又一佐证。 

5钦杭成矿带成矿特征 

钦杭结合带不仅是一条巨型的构造一岩浆活 

动带，而且也是有利的成矿作用带l4'6，坫”。在这条长 

约 2 000 km的古板块结合带上，已探明的大、中型 

矿床达 400余处，其中包括德兴、银山、锡矿山、水 

口山、黄沙坪、东坡、佛子冲等大型一超大型有色、 

贵金属矿床(田)，以及新余良山大型铁矿床和云浮 

大降坪超大型硫铁矿床等。近年来该成矿带找矿又 

取得一系列新的进展，先后发现和评价了留书塘铅 

锌矿、荷花坪锡矿、园珠顶铜钼矿、高枨铅锌银矿 、 

社垌钨钼铜矿等一批大、中型矿床。毫无疑问，钦杭 

成矿带是一条巨型的多金属聚矿带。 

钦杭成矿带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史明魁等[41 

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已开始注意到这条古板块 

结合带控矿的重要意义 ，并提出了“活动性边缘” 

成矿的认识，但实际上他们仍将该成矿带作为华 

南成矿区的组成部分。杨明桂等 首先将钦杭成 

矿带作为独立的成矿单元来研究，认为该成矿带 

存在中～新元古代、海西一印支、燕山等 3个金属 

矿产成矿期，形成 4个成矿系列 ，其中中一新元古 

代古沟弧火 山型铜金成矿系列为华南独有 ：海 

西一印支期层控型有色、贵金属成矿系列包括层 

控叠改型多金属矿和卡林型金矿；燕山期火山一 

斑岩成矿系列最重要，可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相 

媲美；燕山期深成花岗岩成矿系列与相邻隆起区 

相比明显为一弱化带，但富于锡、贵金属和多金 

属。丁鹏飞 在前人特别是史明魁等、杨明桂等 

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钦杭成矿带深部构造控矿、 

复合构造控矿、构造形迹控矿及古板块或古地体 

边缘聚矿等构造控矿特点。 

近 1O年来，随着国土资源大调查、地质矿产 

调查评价专项的实施，钦杭成矿带研究取得了一 

些实质性的进展。贺菊瑞等、付建明等[162-163]分别对 

该成矿带北东段和南西段成矿作用特征进行了分 

析研究，认为该带总体上东、西段具有一致性，具 

有矿床成群成带、板块边缘聚矿、隆一坳格局控 

矿、中生代集中成矿等矿床时空分布规律。水涛 ] 

在进一步研究绍兴一江山对接带地质构造及其演 

化的基础上，探讨了对接缝合带及其两侧古陆边 

缘的成矿带及勘查区划，为该区找矿方向的确定 

提供了依据。毛景文等[165将钦杭成矿带及其旁侧 

矿床归纳为两个成矿系列，即新元古代海底喷流 

沉积型铜锌矿床成矿系列和燕山期与花岗岩有关 

的钨锡铜铅锌多金属矿床成矿系列，后者可进一 

步分为中晚侏罗世斑岩一矽卡岩一热液脉状铜多 

金属矿床、晚侏罗世与花岗岩有关的钨锡多金属 

矿床和白垩纪与次火山活动有关的浅成低温热液 

型金银铅锌钨锡矿床等 3个成矿亚系列。同时认 

为新元古代的块状硫化物铜锌矿可能形成于弧前 

盆地；中晚侏罗世斑岩一矽卡岩一热液脉状铜多 

金属矿床的形成可归因于俯冲板片沿古结合部位 

发生局部重熔；而 165～150 Ma的大规模钨锡多 

金属成矿作用可能与板片窗有关；135 Ma之后俯 

冲板片运动方向发生调整，导致大陆大规模岩石 

圈伸展，相应绝大多数不同来源的矿产资源聚集 

在火山盆地和断陷盆地。但笔者等认为 (另文发 

表)，除上述【l65】两个矿床成矿系列外，新元古代大 

陆裂谷喷流沉积(一变质 )型铁锰硫矿床、加里东 

期与花岗岩类有关的钨钼金银多金属矿床、与区 

域动热变质作用有关的韧性剪切带型和破碎蚀变 

岩型金(银 )矿床等 ，在钦杭成矿带中也 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新元古代大陆裂谷喷流沉积(一变 

质)型铁锰矿床除前面提到的良山铁矿和大降坪 

硫铁矿外，还有湖南祁东、广西鹰扬关、广东铜锣 

塘、海南石碌等一系列大型矿床；加里东期与花岗 

岩类有关的矿床以往虽然报道的不多[ 】，但近 

年来在大瑶山地区取得了重要突破㈣；而韧性剪 

切带型和破碎蚀变岩型金矿在钦杭成矿带内广泛 

分布，构成了赣东北 、湘东北、粤西等重要的金成 

矿区。周永章等 1根据内部结构的不均一性，建议 

将钦杭结合带划分为北、中、南3段 ，各段不仅在沉 

积历史、构造特征和岩浆活动等方面存在差异，而 

且在优势矿种的区域分布上也有很好的体现。总 

体上，北段(绍兴一江山一萍乡段)优势矿种为铜、 

铁和贵金属 ；中段(南岭中段)是重要的钨锡多金 

属矿产地；南段(南岭以南 )优势矿种为金 、银 、多 

金属，斑岩型矿床有很大的找矿潜力 ，其成因可能 

与古岛弧岩石重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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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语与展望 

伴随着华南大地构造研究的发展和 “华夏古 

陆”观点的兴衰，扬子与华夏陆块碰撞拼接模式在 

相关争议过程中孕育和渐趋明朗，并随之提出钦杭 

结合带与成矿带，这是华南大地构造研究的重要转 

折，也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华南东南部以南岭为区 

域成矿中心的传统观念。当前围绕华南大地构造和 

古大陆问题的研究处于空前繁荣和诸子百家争鸣 

的时代，并趋向于与国际潮流相结合，追溯古地块 

的起源和漂移历程。钦杭成矿带的研究，不仅是华 

南大地构造和区域成矿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探讨 

全球 Grenville造山、Rodinia超大陆聚合与裂解、新 

元古代成矿爆发等也有重要意义。 

基于钦杭成矿带在华南乃至全球 Rodinia超大 

陆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其研究进展，我们认为如下 

问题值得关注，并可望在近期取得突破。 

(1)华南早期大陆地壳的形成和演化。扬子地 

块前寒武纪岩石分布较广泛，并存在以崆岭杂岩为 

代表的太古宙一古元古代结晶基底；而华夏地块前 

寒武纪岩石分布较零散，主要出露于武夷、赣中南、 

云开及琼南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古老岩石为浙闽地 

区的古元古界八都群，是否存在太古宙结晶基底尚 

不明确。扬子与华夏陆块早前寒武纪基底之异同及 

其与超级大陆的亲缘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2)华南新元古代大地构造格局与超大陆重 

建。新元古代是全球地质演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 

折和突变时期，发生了 Rodinia超大陆聚合与裂解 、 

全球性低纬度冰川、生物大分异等一系列重大事 

件。钦杭成矿带及其两侧广泛产出新元古代岩浆 

岩，也有较为完整的沉积记录，是研究这段地质历 

史的天然实验室。在已有的 Rodinia超大陆重建模 

式中，华南(包括扬子和华夏)在其中的位置仍不十 

分清楚，需要有新的事实和依据对其进行检验或发 

展完善。 

(3)华南新元古代海底火山与喷流沉积成矿作 

用。已有的研究表明，华南中新元古代海底火山热 

液活动异常活跃，形成了与岛弧火山作用有关的西 

裘式和铁砂街式铜多金属矿床，以及与大陆裂谷作 

用有关的新余式铁矿、大降坪式硫铁矿等，而这些 

矿床都处于钦杭成矿带内，它们应作为今后找矿突 

破的重点方向之一。 

(4)华南加里东期构造一岩浆作用与成矿。华 

南存在早古生代褶皱带以及广泛发育加里东期花 

岗岩是客观事实，但对其形成机制仍有很大分歧， 

是弧 一陆碰撞，扬子与华夏碰撞拼贴，还是陆内造 

山，有待进一步研究。虽然有不少证据支持陆内造 

山带模式，但陆内造山的驱动力至今没有提出令人 

满意的解释。 

(5)华南中生代构造一岩浆作用与成矿。华南 

中生代构造一岩浆作用和大规模成矿的地球动力 

学背景是华南地质科学领域最具吸引力的课题之 
一

，但在认识上仍有很大分歧 ，提出了活动大陆边 

缘构造～岩浆作用、大陆拉张～裂解、后造山、岩石 

圈减薄和拆沉、地幔柱等多种成因模式。目前大多 

数学者沿用活动大陆边缘构造一岩浆作用模式，并 

从不同视角予以改进。中生代时期沿钦杭结合带的 

构造活化也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但其动力学来 

源尚不清楚。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相继报道了 
一 些与印支期花岗岩类有关的钨锡铌钽铀矿床，暗 

示中生代大规模成矿作用可能在印支晚期就已拉 

开了序幕。 

(6)粤西～桂东地区前寒武纪地层系列及含矿 

性。前人对该区前寒武纪地层的时代归属一直存在 

争议，而近年来不同研究者所发表的地层或岩石年 

龄数据及其解释，使该区地层的划分与对比更趋复 

杂。因此，在进行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研究的同时，更 

应该加强基础地质尤其是不同地质体构造变形和 

构造关系的研究。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该区部 

署了一批 1：25万和 1：5万区调图幅及矿产远景 

调查项 目，随着这些项 目的相继完成，本区前寒武 

纪地层划分对比问题可望取得实质性进展，其蕴藏 

的丰富矿产将进一步被发现。 

本文作者在参与编制“钦杭成矿带重要矿产勘 

查部署方案”及项 目研究过程中，有幸多次聆听水 

涛先生、杨明桂先生的专题报告并得到当面指导； 

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张生辉先生，南京大学陆建军教 

授、马东升教授，中山大学周永章教授 ，以及中南和 

华东地区各地调院众多专家共同讨论，深受启发，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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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Qinzhou-Hangzhou 

M etallogenic Belt，South China 

xu De—Ming ，LIN Zhi—Yong ，LONG W en—Guo ，ZHANG Kun ，W ANG Lei ，ZHOU Dai ， 

HUANG Ha0 

{1．Wuhan Institute of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Wuhan 430205,China；2．China Geological Suvvey,Bejing 100037,China) 

Abstract：The Qinzhou-Hangzhou (Qi-Hang)joint belt is located along the Neoproterozoic suture zone in 

South China，which separates the Yangtze and Cathaysian Blocks．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posed process 

and geological characterisitics of the Qin-Hang joint belt and Qing-Hang Metallogenic Belt，as well as the 

research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tectonic evolution of South China block and Cathaysian block．In 

mid一1 980s，the subduction／collision model between the Yangtze and Cathaysia Blocks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athaysia；followed in early-1990s，the Qin—Hang joint belt and Qin—Hang 

metallogenic belt were gradually proposed，which wa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and contributed hugely in the 

tectonic and regional metallogenic studies of South China．This metallogenic bel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constructing the tectonic framework of South China．as well as in discussing the worldwide Grenvillian 

orogenesis，break-up history of the supercontinent Rodinia and the Neoproterozoic explosive mineralization．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Qin—Hang metallogenic belt have focused on the rock assemblages，tectonic features， 

geophysical information，metallogenesis，however，much of geological and regional metallogenic issues have no 

clear conclusion because of its not long research history，hence we proposed some problems worthy of studying 

and expected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 the following years． 

Key words：Qinzhou-Hangzhou joint zone and metallogenic belt；tectonics of South China；Cathaysian 

block；research history；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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