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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南前震旦纪浅变质岩区

地质填图中某些问题的思考!

章泽军，张志，秦松贤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湖北武汉 8"##68）

摘要：华南前震旦纪浅变质岩是一种岩性单调、变形强烈，既不同于中深变质岩又有别于

沉积岩的特殊岩类。这种岩类区的填图单位与构造样式的确立不能彼此独立，而是互为前提、

互相依存的。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填图方法已成为建全区域地层序列、构造格架的关键。由于

对这种特殊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在利用常规填图方法完成的多比例尺地质图编制 4：!; 万地质图

时应予以慎重对待。实践证明，华南前震旦纪至少存在 ! < " 个世代的叠加褶皱，这是现今区调

中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本文对“构造岩带”、“韧性剪切带”、“非史密斯”以及有关前震旦纪基

础地质问题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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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前震旦纪浅变质岩区基础地质领域长期存在纷争，位处不同大地构造单元结合带

的赣、浙、皖边界区则是纷争的关键区域。正值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全面展开之际，国家

地调局华东项目办不失时机地于 !##4 年 4! 月初就“赣、浙、皖交界区前震旦纪浅变质岩区

基础地质问题”举行了历时 6 天的现场考察会。围绕长期困扰地学工作者的地层序列、特别

是岩石地层系统中“同名异物”、“同物异名”、各省纷称不一或难以统一的填图单位等基础地

质问题进行探讨与交流，为长期从事该区地质填图、科学研究与找矿工作的各有关省地调工

作者、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地质学家提供了宝贵的交流与探讨的机会。结合这次现场考察

主题，就华南前震旦纪浅变质岩区地质填图过程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探讨。

4 填图方法

华南前震旦纪浅变质岩是一种岩性单调，以变质砂岩、板岩组合为主体，变形强烈，但又

保留斜层理、粒序层等沉积构造，以区别于中深变质岩的特殊岩类。由于岩性单调、标志层

不清，又因历经多次构造叠置，其研究方法既不同于中深变质岩区，也不同于沉积岩区，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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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回顾一下已完成的 ! "# 万区域地质填图过程就不难得到启示。通

常遵循沉积岩区的填图程序，即首先实测地层剖面、划分岩性段，随之展开全区性填图。然

而，在这每一过程的每一阶段中均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例如在填图单位的划分上，均以岩性

组合为特征，且不计构造变形或褶皱造成厚度增减所带来的影响或即使假定这种划分与厚

度的计算是合理的，但计算所得厚度之大，大多达数百米或近千米，有的甚至数千米之多；各

填图单位之间又无明显标志层加以区别。显然，在野外的可操作性与可填性的确不能不令

人怀疑［!］。由此按常规方法填绘的地质图并不能真正描述其地质体的客观性，特别是成图

过程中的室内综合分析处理或受模式等因素的影响，有较多人为性。例如图内类似于铁轨

状的韧性剪切带或其基本构造轮廓是原 ! "$% 万地质图的放大等现象就属此例。

作者曾按常规方法或新理论模式指导下在前震旦纪浅变质岩区进行过填图，但在填图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较多，且难以自园其说，其中最常见的问题是相邻路线之间地质界线无法

连接、网结状韧性剪切模式的韧性剪切标志不清楚、按岩性组合为特征的各填图单位之间在

野外不易区别，导致最终难以成图的教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根据地质填图首先是唯

其客观的原则进行反思，不能不对常规填图方法在前震旦纪浅变质区的适用性产生怀疑，并

促使我们在失败中进行总结与探索。起因于露头追索中得到的启示，在实践中初步总结出

一套浅变质岩区填图方法，相继提出“以宏观岩性标志层为核心，从小区解剖入手，外延扩展

到面，在反复认识与验证的基础上，建全填图单位，定型、完善构造样式与图面结构”的非常

规填图方法以及不同阶段应注意的难点与要点。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填图单位的拟定

与构造样式的建立是一个互相依存、互为条件（也就是说建立填图单位要先知道构造格架或

构造样式，而查明构造又要先知道填图单位）。这是对特殊岩类从小区解剖入手的非常规填

图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另一点是把握宏观信息，始终将宏观标志摆在第一位，并贯穿整个填

图过程。在填图过程中强调提取宏观信息，在成图过程中以此为连接地质界线的依据，使之

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例如双桥山群中的巨厚—厚层变质砂砾岩层，紫红色为标志的杂色层

等容易识别的宏观信息就是解析构造样式的重要信息，按此宏观信息填绘的地质图尽管不

排除局部存在“变形”，但总体上客观地描述了地质体的时空分布规律。

在当前开展的 ! "$# 万地质填图中，采用什么样的填图方法是一个值得探讨与思考的重

要问题。若按常规方法或简单的利用现有 ! " # 万资料进行编测，很可能难以揭示地质体的

客观分布规律。为避免造成新的损失，应遵循力求客观与真实描述地质体的基本原则，建议

抓住小区解剖与把握宏观标志这两大要点，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幅 ! " # 万填图区作为重

点解剖。由此外延扩展，建全全区构造格架与地层序列，并以此为基础再去探讨其成因模

式。在利用已有的 ! "# 万填图资料中，特别要注重其原始资料中的信息，尽量避免直接利用

! "# 万地质图编绘。

$ 构造样式

从已完成 ! "# 万区域地质调查成果来看，华南前震旦纪浅变质岩区构造样式有不同表

现形式，构造变形的复杂性与多期性是公认的。但仅在文字报告或科学论文中称可分辨多

期褶皱，而在图面上表现多期褶皱叠加的成果则极为少见。既然有多期变形，为什么没能在

图面上予以表达呢？这不能不引起深思！

根据近 !% 多年来在赣北地区 ! "# 万区域地质调查表明，华南前震旦纪浅变质岩区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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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远比现今各类比例尺地质图要复杂得多。就前震旦纪变形而言，晚期近东西向褶皱叠

加中期近南北向—北东向褶皱［!］，中期褶皱又叠加在早期北西向褶皱之上（？），并在空间上

与时间上呈有规律的变化，已被制图尺度与露头尺度的叠加褶皱所证实。在新一轮国土资

源大调查中，具 有“ 基 础 性 、公 益 性 、战 略 性”的 " # !$ 万 地 质 图 不 能 仅 成 为 已 完 成 的

" # $ 万 、" # !% 万 地 质 图 的 缩 小 或 " # $% 万 地 质 图 的 放 大 ，而应客观地表达这些地质体

的空间与时间展布规律。就扬子板块东南的赣北而言，在前震旦纪该区决不仅是一个近东

西向的复式褶皱，至少已有 ! & ’ 期（局部）褶皱的叠加，并从空间上随位置或边界条件的不

同，其构造方向呈有规律变化；时间上其构造变形所处的状态不同而有变异。现有迹象表

明，前震旦纪构造叠加变形多处于韧性状态，这或许就是在前震旦纪难以寻见破裂变形踪迹

的原因［’］。至今为止，仅在赣西北局部有与东西向褶皱相伴的古断裂，而其是否属前震旦

纪尚无定论。震旦纪之后的构造变形通常是褶皱变形与断裂作用共存，在前震旦纪变质岩

区，这种后期断裂作用的叠置较为明显，褶皱作用的叠加作用甚微。

’ 岩石地层序列

华南前震旦纪以中元古界分布最广，不整合覆于零星出露的古元古代地层之上，不整合

伏于新元古代或震旦纪地层之下，这一总体地层格局已无疑问。被两个不整合界面所限定

的中元古界岩石地层序列尽管不同的省或地区其称呼不一，出现“同名异物”或“异物同名”

等现象，但基本序列总体上是清楚的。特别是经过地层清理之后，在已完成 " #$ 万区域地质

填图的基础上，从跨省区交界地带 " #!$ 万区调图幅入手，进行地层对比研究，使之逐步统一

已成为可能。

岩石地层单位的拟定与名称的统一，应遵循 !%%" 年修订的《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

指南说明书》、并充分考虑全国地层清理项目所取得的“全国地层多重划分对比研究成果”为

前提，选择关键区位重点解剖，再向周边辐射扩展。研究思路上本着先易后难，即对公认或

争议不大的地层单位先行统一，而争议较大者进行反复多区域对比研究，寻求统一。简单地

从名称或仅根据现有成果进行综合归纳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由于地层序列和构造样式之

间互为依存，决定了由重点解剖向外扩展的研究程序及构造与地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地

层序列与填图单位的建立要充分考虑填图的可操作性与可识别性，即各填图单位之间不仅

从微观上还应从宏观上可区别，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按照宏观信息建立的构造格架的真实性。

例如，在赣、浙、皖地区中元古界中下部紫红色或猪肝色的两套杂色层（计林组）以及中上部

巨厚—厚层块状砾岩或含砾变质粗砂岩或变质粗砂岩（修水组或镇头组下部）就完全可以作

为宏观标志层或标志性填图单位［(］。这是建全区域性地层序列与构造格架的重要途径。需

要说明的是强调宏观信息是第一位的，但并不意味着可忽视沉积构造等信息。而是因为沉

积构造等不如宏观标志那样容易观察和识别，属于路线地质调查过程中容易丢失的信息。

另外宏观标志是建立总体构造格架的主体，而沉积学信息往往起验证、补充与完善的作用。

在叠加褶皱区地层的正倒与构造指向则往往依赖发育并保存良好的沉积构造给出肯定或否

定的回答。

( 构造岩带

前震旦纪浅变质岩区强变形带与弱变形域是一种普遍的地质现象。在历经多次构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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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特别是后期构造的叠置，会使早期或前震旦纪形成的构造变形更加复杂，在局部区域还可

能出现无序的构造混杂带、或韧性剪切带、或构造岩片。这些均可统称为构造岩带。但这些

构造岩带是否都属非史密斯岩类？各自特点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构造混杂岩带是较为复杂的一类构造岩带，是由不同时代即本来有序岩层或地层系统

在构造作用过程变形、混杂于一体，使之宏观表现为杂乱无章，构成无序的“非史密斯”岩石

系统。所谓无序与有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无序是由有序演变而来，从理论上讲，绝对的

无序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研究程度或精度不够或无法表示而已。例如扬子板块与华夏板

块碰撞造山带，在 ! "!## 万或更小比例尺，无疑是一个混杂岩带，可以作为无序岩石系统。

但在 ! "$# 万或 ! "%$ 万中小型比例尺，碰撞带可划分出若干个有序岩片，各岩片之间尽管被

断裂分隔，但各岩片的成岩时代是可以查明的，只是在构造作用下改变了原来层序和状态，

变形和位移到新的位置，服从构造叠置律。

近年来在承测赣东北田畈街、游城两幅 ! "$ 万图幅调查过程中，因东部毗邻赣东北断裂

带，在图幅范围出现一系列北东向—北北东向展布的由构造岩片构成的构造带，在 ! " % & $ 万

手图上完全可填绘出 ’、(、)、*、+、, 等不同时代的构造岩片，其中一部分岩片出露面积较

小，在 ! "$ 万的地质图中无法表示。显然，这些岩片若在 ! " %$ 万或 ! " $# 万中小比例尺图上

完全可粗略表绘为无序构造岩带，而在 ! "$ 万图上则为有序构造岩带。

综上所述，严格地说华南前震旦纪浅变质岩区并不存在大范围的非史密斯无序地质体，

只是随着研究尺度不同，在相应规范或精度的允许下，某些构造带可以近似作为非史密斯无

序岩类处理。实质上这种非史密斯岩片等的称呼是不严谨的［$］。

构造岩带中另一较为常见的构造现象是韧性剪切带，这与前面所探讨的非史密斯无序

岩类存在一定的差别。韧性剪切带是在韧性状态下，由剪切作用所导致的有规律的岩石变

形，它使原来有序的岩石系统重新排列，在新的位态下达到新的平衡。而令人难解的是现在

填绘出的韧性剪切带在图面上并不存在剪切运动，就象铁轨铺在地质界线上一样，各地质体

界线不发生任何位移，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可能是套用某种模式的结果。另一方面，即使存

在韧性剪切带，是否有宽达近 -.，长数 !# -. 如此大的规模，其成生背景、动力来源以及同

在韧性条件下的层状地层体为什么形成韧性剪切带而不发生褶皱变形？或者这二者之间是

什么关系都是值得探讨的。作者认为凡能在 ! "$ 万或 ! "%$ 万图面上表达的韧性剪切带，其

宏观识别标志应该是清楚的，韧性剪切的位移及指向应该是明确的。如果仅有微观标志的

韧性变形可能为局部现象。总之，不能机械的套用模式，否则则可能背离客观现实。

$ 关于华南前震旦纪基础地质调查与研究的设想

从上 世 纪 /# 年 代 至 今 ，华 南 前 震 旦 纪 浅 变 质 岩 区 ! " $ 万 区 域 地 质 调 查 已 基 本

完成 ，! "%$ 万地质填图已近半数。围绕前震旦纪基础地质问题于 !000 1 %##! 年 三次召开

专题研讨会或现场考察会。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国内外高级别刊物上发表相关科学

论文至少在 %## 篇以上。由此可见，关于华南前震旦纪基础地质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各方面

的重视，积累了大量资料，取得了瞩目进展，为深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将华南前震旦纪作为一个整体，从事件群［2］的角度研究不够。例如，从

空间上已往研究多集中在碰撞造山带（板块缝合带），板内研究甚少，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另一方面，尚未走上科研群体综合攻关的轨道。科研院所及高校以小型课题组为主体，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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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各自为战，以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或某一区域的点、线研究为主。区域地质调查单位则侧重

于面上基础地质调查，具有研究区域大、内容齐全，原始资料丰富的特点。二者各有优势，又

各有不足。因此进行点、线、面结合，科研院校与地调院结合，组织多学科进行较全面、系统

的综合攻关，华南前震旦纪基础地质研究有望取得重大突破。但这不是一个科研集体或一

个科研单位的行为，而应由中国地调局出面，由一个单位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参加，加大投

入，力求较好地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为此建议设置首席科学家或专家组，制定总体攻关方

案，由华东项目办协同中南项目办组成项目办公室进行具体运作，采用以项目带图幅与专题

的形式，组成以地调院、科研单位与院校相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分别从造山带到板内这一

空间位态以及从前震旦纪到震旦纪之后等不同时间尺度进行全面攻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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