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 - &.+/%(.0&.1
!!!!!!!!!!!!!!!!!!!!!!!!!!!!!!!!!!!!!!!!!!!!!!!!!!!!!!

+234!" .24#

文章编号：5675 8 #95#（!$$!）$# 8 $!:$ 8 $7

德兴—黄山断裂带及其邻区的地质研究进展!

邓国辉，罗春林，楼法生，廖六根，凌联海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江西南昌 ""$!$5）

摘要：德兴 8 黄山断裂带以往都被认为是由伏川蛇绿岩套、赣东北蛇绿岩带组成的中新元

古代蛇绿混杂岩带，代表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拼贴的北西界缝合线。近年来的地质调查表明，

扬子和华夏两板块拼贴带大致介于宜丰—景德镇断裂、萍乡—广丰—江山断裂带之间，是一个

多期碰撞造山带，称江南复合混杂岩带，而德兴—黄山断裂带则不具板块边界性质，仅是该混杂

岩带内的一条分隔次级构造单元的边界断裂，总体呈 ..& 向展布，包括赣东北蛇绿混杂岩和一

系列 ..& 向韧性剪切带和脆性断裂。伏川蛇绿岩和赣东北蛇绿岩走向上无法连接，分别代表江

南复合混杂岩带内不同拉分小洋盆的沉积—构造混杂产物。本文对断裂带及其邻区前震旦纪

地层重新划分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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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概况

德兴—黄山断裂带是分布于赣、浙、皖交界处的一条 ..& 向深大断裂带。朱训称之为

“赣东北深断裂带”，并指出它是“江南台隆”和“钱塘坳陷”的分界断裂［5］。许多大学和科研

院所对分布于皖南伏川、赣东北两地的基性 8 超基性岩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指出沿赣东北 8
皖南伏川分布的基性岩带为一条经构造强烈肢解了的“蛇绿混杂岩带”，代表元古代古板块

（或地体）碰撞缝合线，其西侧为九岭 8 鄣公地体，东侧为怀玉地体［!，"］。余达淦等则将赣东

北、萧山 8 球川、江山 8 绍兴断裂带统称为“混杂岩带”，为扬子板块和华夏板块于中元古代

末碰撞对接带［#］。随着赣东北构造带放射虫硅质岩的发现，中国地质大学又将板块碰撞时

代上延至早古生代 8 中生代［:，6］。由此可见，有关该构造带的性质及形成时代分歧很大，其

症结就在于对该构造带的空间分布、构造特征及演化历史等基础地质研究程度较低。由于

长期受固定论和“史密斯地层学”等地质理论的束缚和限制，一些重要的中深层次韧性剪切

带未被识别，在一些早期出版的地质图上只表示晚期脆性断裂特征，构造带两侧具相同的变

质地层［7，9］，大大掩盖了该断裂带的构造实质，从而制约了该区地质研究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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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的 ! " # 万区调工作的深入和 ! " $# 万景德镇市幅、上饶市幅、南昌市幅区域

地质调查工作的开展，逐渐揭示出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的拼贴带是一条始于四堡期、定位于

加里东期的碰撞混杂岩带 % 江南复合混杂岩带（图 !）。曾勇等称之为“赣中碰撞带”［&］，大

致介于宜丰 % 景德镇断裂带与萍乡 % 广丰断裂带之间，德兴 % 黄山断裂带是该碰撞混杂岩

带内划分怀玉山构造单元与乐平 % 上高混杂岩亚带、万年构造单元的一条次级边界断裂。

$ 主要进展

$ ’! 明确了德兴 % 黄山断裂带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

德兴 % 黄山断裂带南起江西弋阳樟树墩，北止皖南歙县，与宜丰 % 景德镇断裂（伏川蛇

绿混杂岩带）复合，中部被进贤 % 德兴韧性剪切带分隔成两段，总体呈北北东向展布。南段

主要由赣东北蛇绿混杂岩带、邵家坂韧性变形带、九都韧性变形带等组成，可见延长 &$ ()、

宽 !* ()；北段由江湾韧性变形带、白际韧性变形带等组成，可见延长 &! ()、宽 $+ ()（图 !）。

伏川蛇绿混杂岩向南东延至歙县后转向近东西往休宁延展，至渔亭后被宜丰 % 景德镇断裂

逆冲掩盖而延展不明。因此，伏川蛇绿岩空间上不可能与赣东北蛇绿混杂岩相连，应分别代

表江南复合混杂岩带内不同拉分小洋盆沉积 % 构造混杂的产物。

$ ’! ’! 赣东北蛇绿混杂岩带

主要分布于樟树墩、张村、小目源等地，呈 ,,- 向带状展布，由灰黑 % 青灰色千枚岩、变

沉凝灰岩、变细碧 % 角斑岩、变硅质岩、变余透镜状 % 似层状砾岩、变质细粒杂砂岩、蛇绿岩

块等代表不同沉积和构造环境岩石组成构造堆叠体。带内岩石强烈片理化，原始沉积层理

被强烈置换而消失，为一套片状无序构造岩石单位，统称“张村岩群”。在该套岩石中发现高

温高压变质矿物［!.］，其蛇绿岩块同位素年龄为 !... /0 左右［!!，!$］，说明其属四堡期扬子板

块与华夏板块拼贴的蛇绿混杂岩。它与西部中元古代万年群、铜厂岩群及侏罗纪水北组、白

垩纪石溪组，东部怀玉山构造单元青白口纪河上镇群（登山群）均为脆性断层接触。说明该

蛇绿混杂岩形成后至少在燕山期有过一次强烈构造改造作用。早古生代 % 中生代放射虫硅

质岩的发现，进一步说明该蛇绿混杂岩具多期构造混杂特点。

$ ’! ’$ 邵家坂韧性变形带

在邵家坂 % 戴家寨之间总体为近南北向，糜棱面理产状为 &.1 2 !!.1! *#1 2 3.1，南部

被侏罗纪 % 白垩纪地层不整合覆盖及赣东北蛇绿混杂岩逆冲推覆掩盖。向北延伸到德兴、

泗洲后逐渐转变呈北东向，与进贤 % 德兴韧性剪切带复合。是分隔中元古代万年群、珍珠山

岩群与铜厂岩群的边界断裂。变形带可见延长约 4+ ()，宽 $.. 2 *... ) 不等，带内岩石具

强烈的片理化，原生沉积构造全部被强烈置换，并产生少量的新生石英质脉体，脉体呈透镜

状、布丁状、条带状。构造岩石类型为超糜棱岩、糜棱岩。据片内无根褶皱倒向判断该剪切

带具南东向北西逆冲剪切性质。

剪切带形成时代为晋宁期，加里东期发生过强烈改造和复活。主要依据为该期剪切带

切割了青白口纪花岗岩 % 齐溪田超单元、古楼超单元（锆石 5 % 67 法年龄 3!+ /0）；剪切带

被 8 % 9 地层不整合覆盖；在德兴铜矿西北部的进贤 % 德兴韧性剪切带内的糜棱岩采得新生

白云母单矿物4.:; % *& :; 法测年数据为 #$& < # /0。
$ ’! ’* 九都韧性变形带

分布于江西小浮溪、九都，往北东进入浙江苏庄镇，为中元古代蓟县纪和青白口纪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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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德兴—黄山断裂带地质图

"#$%! &’( $()*)$#+,* -,. )/ 0(1#2 3 45,2$6’,2 /,5*7 8(*7
! 3 白垩系；9 3 侏罗系；: 3 石炭系；; 3 奥陶系；< 3 寒武系；= 3 震旦系；> 3 青白口系；? 3 中元古代平水组；@ 3 中元古

代溪口群；!A 3 蓟县纪万年群；!! 3 蓟县纪西村岩组；!9 3 蓟县纪珍珠山岩群；!: 3 蓟县纪张村岩群；!; 3 蓟县纪铜

厂岩群；!< 3 三清山超单元；!= 3 休宁超单元；!> 3 齐溪田超单元；!? 3 古楼超单元；!@ 3 地质界线；9A 3 沉积不整合界

线；9! 3 性质不明断层；99 3 正断层 B逆断层；9: 3 平移断层；9; 3 四堡期蛇绿混杂岩带；9< 3 晋宁期加里东期韧性变形

带；9= 3 岩层产状；9> 3 片理产状；9? 3 韧性变形面产状；9@ 3 同位素年龄值 B测定方法；:A 3 剖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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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界断裂。构造带可见延长 !" #$，宽 % #$ 左右，剪切带产状为 &&’( ) &*’(!&’( ) +*(。
带内岩石强烈片理化，糜棱岩化，外表呈书页状、薄片状，有大量条带状、透镜状石英脉顺片

理贯入，岩石类型为糜棱岩、超糜棱岩，岩石发育“!型”、“"型”旋转碎斑系和“, - . 组构”及

片内残留无根褶皱，据此判断剪切带由北西向南东逆冲、斜滑、右行走滑等多期剪切变形活

动。其时代同邵家坂韧性变形带。

" /% /! 江湾韧性变形带

主要分布于婺源县江湾 - 皖南屯溪一带，南部与进贤 - 德兴韧性变形带复合、北部叠加

在伏川蛇绿混杂岩上，其西、北部为中元古代珍珠山岩群、溪口岩群、西村岩组，南、东侧为青

白口纪地层（河上镇群），安徽称昌前组、周家村组、井潭组。变形带宽 "’’ ) &’’’ $ 不等，延

长约 %’’ 余千米。呈北北东向展布，糜棱面理产状为 0’( ) %&’(!!*( ) +*(，其变形变质特

征与邵家坂、九都变形带一致，剪切带性质为早期自南东向北西逆冲、晚期左行走滑等。其

时代同邵家坂韧性剪切变形带。

" /% /* 白际韧性变形带

发育在齐溪田超单元和青白口纪变质岩内。因受后期构造影响，呈不连续状。糜棱面

产状 %&’(! *’(，出露长度 !% #$，宽 "*’ $。分带性较明显，沿走向和倾向与正常岩系呈渐

变过渡关系。糜棱岩由边缘向中心依次为糜棱岩化变质岩 - 粗糜棱岩 - 糜棱岩 - 糜棱片

岩，应变程度逐渐增强，残斑含量递减，石英长短轴比渐趋增大，岩石糜棱面理也趋明显。

在剪切带中，局部保留较好的 , - . 组构，在 12 面上 ,,",. 为 %*(左右，叶理面产状为

&"’(! *’(。在岩石中可见残斑不对称及旋转不对称拖尾，剪切带拉伸线理指向为 34 - ,5
向，与剪切带展布方向基本一致，且倾伏角很小，表明为左行剪切。

综上所述，德兴 - 黄山断裂带总体呈 334 向展布，其西界断裂（邵家坂韧性变形带、江

湾韧性变形带）产状向南东东倾斜，运动学标志显示由南东东向北西西逆冲，东界断裂（白际

韧性变形带、九都韧性变形带）产状向北西西倾斜，运动学标志显示由北西西向南东东逆冲，

构造组合显示为“花瓣状”构造。构造作用的晚期转化为地堑式下滑和左行、右行走滑性质。

" /" 查明了断裂带的多期活动史

通过调查，德兴 - 黄山断裂带主要有三次明显的活动期。第一期发育在四堡期，即中、

新元古代之间，以赣东北蛇绿混杂岩及广泛分布的中元古代地层发生强烈的变形变质为代

表。第二期发生在晋宁期，即青白口纪裂谷期后、震旦纪地层沉积之前，其构造形迹为广泛

分布的韧性变形带（如江湾、白际、邵家坂等韧性变形带）。第三期为印支 - 燕山期，以大规

模的陆内逆冲推（滑）覆构造的发育和放射虫硅质岩的分布为代表，构造变形以脆性形变为

主，切割和破坏早期构造群落。加里东运动对该断裂带亦有一定的影响，主要为沿晋宁期韧

性剪切带的改造和复活，未产生新的构造形迹。

" /& 重新厘定了断裂带及两侧的变质地层层序

" /& /% 查明了昌前组与珍珠山岩群的接触关系

珍珠山岩群为一套岛弧型富含火山质的火山 - 浊积岩建造，时代为中元古代蓟县纪。

昌前组为一套深灰 - 灰黑色变质粉砂岩、粉砂质板岩，驰名中外的歙砚即产于此层位中，其

上与周家村组、井潭组呈整合接触，时代为中 - 新元古代（% 6 * 万五城、大汊口幅）。通过调

查，昌前组在颜色、地层组成、变形弱、变质浅等方面与珍珠山岩群具明显差异，两者以江湾

韧性变形带分隔。井潭组同位素年龄为 7"7 / + 8 &* / 0 9:。因此，昌前组、周家村组、井潭组

&*"第 "& 卷 第 ! 期 邓国辉等：德兴—黄山断裂带及其邻区的地质研究进展

万方数据



时代应为青白口纪为宜，与浙西河上镇群层位相当，为怀玉山构造单元地层组成部分。

! "# "! 铜厂岩群与张村岩群

马长信将分布在进贤 $ 德兴剪切带南东的一套中元古代变质岩系据岩性组合、变形变

质特点、古地磁等与双桥山群的差异而创名“铜厂群”，作为怀玉地体的变质基底地层。其熔

岩夹层 %& $ ’( 等时年龄为 )))! " * + ,# -.，结合微古植物组合将其时代置于中元古代晚

期。后《江西省岩石地层》改用张村群而取代铜厂群，地层含义不变。通过调查发现，铜厂群

主要为深海复理石建造，而张村群岩性组合较复杂，计有深海复理石、硅质岩、火山岩，浊流

水道相砂、砾岩，蛇绿岩块也较铜厂群发育。因此，铜厂群不等于张村群，应同时并用；另外，

两者变形强、层序无法恢复，已属层（片）状无序的“非史密斯地层”，故似应称铜厂岩群、张村

岩群。铜厂岩群为一套构造混杂岩，时代为中元古代蓟县纪，西以邵家坂韧性变形带与万年

群接触，东以脆性断裂与张村岩群接触。张村岩群为一套蛇绿混杂岩，时代为中元古代 $ 二

叠纪，西侧与万年群、铜厂岩群、侏罗纪地层呈脆性断层接触，东侧与登山群（河上镇群）亦为

脆性断层接触。铜厂岩群、张村岩群属德兴 $ 黄山断裂带内的一套构造 $ 岩石单位，代表一

个特定的构造 $ 沉积环境。

! "# "# 铜厂岩群、张村岩群与登山群的接触关系

前人认为登山群为青白口纪，铜厂岩群、张村岩群为中元古代晚期，前者不整合覆于后

者之上［#，/］。该不整合面代表中、新元古代间的一个重要沉积间断面，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接

受并统治着该区地层划分和对比。本次针对该不整合面的层型地进行了详细调研，并进行

了区域复查与追索。杜村 $ 小浮溪剖面，本次进行了实测（图 !）。在该剖面上，青白口纪虹

赤村组（原称拔竹坑组）与铜厂岩群东坑岩组呈韧性剪切构造接触，剪切带宽达 ) " , 0&，铜

厂岩群逆冲在河上镇群虹赤村组之上。此外，铜厂岩群与珍珠山岩群亦呈韧性剪切构造带

接触，张村岩群与白垩纪石溪组、南华纪休宁组均呈断层接触。可见，该剖面原始地层层序

图 ! 江西省德兴市小浮溪—白茅港构造混杂岩带实测剖面

123"! 456 76892:; :< =2.:<>?2 $ @.2&.:3.;3 9689:;28 &6A.;36 B6A9，C6?2;
) $ 石溪组；! $ 休宁组 D虹赤村组；# $ 杜村岩组 D东坑岩组；E $ 榔树底岩组 D韩源岩组；, $ 中洲岩组；F $ 复成分砾岩；G

$ 中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 $ 含粉砂质泥岩；* $ 泥岩；)H $ 沉凝灰岩；)) $ 玄武岩；)! $ 含粉砂质泥板岩；)# $ 泥质板

岩；)E $ 砂质千枚岩；), $ 泥质千枚岩；)F $ 绢云千枚岩；)G $ 变余复成分砾岩；)/ $ 变余含砾中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

)* $ 变余中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H $ 变余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 $ 糜棱岩（带）；!! $ 逆冲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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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遭强烈改造，实为一套构造混杂岩组合，青白口纪虹赤村组与铜厂岩群间的不整合关系并

不存在，原剖面描述的底砾岩实为构造假砾岩（构造置换透镜体）。登山剖面的青白口纪拔

竹坑组与下伏中元古代榔树底组不整合接触关系经实地调查，其榔树底组变质极低，层理清

晰可见，与上覆拔竹坑组有相同的变形变质特点，产状亦吻合一致；与张村岩群层型地的榔

树底组在岩性组合、变形变质程度差异甚大，说明两地的榔树底组属异物同名。因此，弋阳

登山村剖面上的榔树底组应大致相当于浙西的骆家门组，拔竹坑组应相当于浙西的虹赤村

组，两者间的角度不整合应为平行不整合，且仅代表青白口纪内部的一个短暂沉积间断面。

基于上述，德兴 ! 黄山断裂带是分隔万年构造单元、乐平 ! 上高混杂岩亚带与怀玉构造

单元边界断裂带。以此为界，其两侧地层有明显差异，并在该断裂带内还发育一套与两侧构

造单元均无法对比的构造 ! 岩石单位（铜厂岩群、张村岩群），代表一个特定的构造 ! 沉积环

境。据此，对皖、浙、赣交境地区的变质地层进行了重新厘定（表 "）。

表 " 皖浙赣交境地区前震旦纪地层划分表

#$%&’ " #(’ )*+*,*-. -/ 01’ ! 2*.*$. 3’1*-) ,41$4*51$3(6

7 几点认识

（"）德兴 ! 黄山断裂带是一条多期活动构造带，包括赣东北蛇绿混杂岩和一系列 889
向韧性剪切变形带和脆性断裂，其两侧前震旦纪地层组成、变形变质程度等均有较大差异，

是江南复合混杂岩带内一条分隔次级构造单元的边界型断裂。

（:）铜厂岩群、张村岩群是分布于德兴 ! 黄山断裂带的一套构造 ! 岩石单位，代表一个

特定的构造 ! 沉积环境。

（7）赣东北蛇绿混杂岩带和皖南伏川蛇绿混杂岩带不能连接成一条蛇绿岩带，而分别代

表江南复合混杂岩带内不同拉分小洋盆沉积 ! 构造混杂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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