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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地质大调查工作新进展
!

李永明，聂高安，孙国发
（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江西南昌 ;;%"%6）

! !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 6<<< 年实施国土资源大调查以来，江西省在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

查和战略性地质矿产勘查工作中取得的主要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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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年实施国土资源大调查以来，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江西省共实施地质大

调查工作项目 $< 项，现已提交验收并归档 ;$ 项。涉及专业领域有：区域地质调查、矿产资

源调查评价、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水、工、环地质调查、农业地质调查、地质灾害调查与规划、

数字国土与数据库建设等。通过各项目的实施，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与进展。

6! 区域地质调查

6<<< 年以来，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江西省共布置 ;$ 幅 6? # 万区域地质调查

图幅（其中 6? # 万田村、清溪、江口等 ;" 个区调图幅属原地质矿产部在 6<<7 @ 6<<8 年部署

的，实施地质大调查后，该项工作转入大调查项目，至 "%%% 年 6" 月提交最终成果并归档）。

其中 6? # 万区调全部结题（总面积达 6# ;7: AB"，约占全省总面积 6%C）；"%%% 年启动 6? "#
万南昌市、上饶、景德镇等 $ 个区调图幅（ 现已全部结题）。"%%$ 年新启动 6? "# 万广昌、抚

州 " 个区域地质调查图幅，主要是进行数字化填图试点工作。

65 6! 区域地层

（6）在赣东北地区，前震旦纪浅变质岩系划分不统一，通过 6? "# 万区调，按不同的构造

区划分为 7 个群（含岩群）级单位、6: 个组（ 含岩组）级单位。在变斑状石英角斑岩中获锆

石 * D =E 法同位素年龄值 6 ;;$ F 6% 1G、6 ;%: F < 1G，并对其中微古化石资料进行系统整

理。依据 8; 属 68; 种微古植物化石特征确定地层时代为蓟县纪—青白口纪，从而厘定了浅

变质岩地层层序，提出了新的划分对比方案。总结了双桥山群划分标志“黑、红、绿加砾岩”

填图基本特征，明显地提高了浅变质岩研究程度，基本解决了皖浙赣前震旦纪浅变质岩系划

分不统一的问题。基本查明广丰地区青白口系顶部罗村组为一套富含微古植物的湖泊相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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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南华纪地层与青白口纪地层之间基本无缺失，为建立华南地区南华系底界界线层型提供

了新的候选层型地。

（!）赣中地区晚元古代库里组，东西两侧岩性组合、变形、变质程度有一定差异。根据

岩性、岩相、变质程度等特征，确定了以赣江断裂为界，具有西侧火山碎屑成分较高，厚度大，

变质程度较弱；东侧火山碎屑成分较低，变形变质程度较强的变化规律。初步认为可能是存

在构造接触关系，属于不同构造岩片的产物。对探讨赣中地区晚元古代地层的构造属性以

及构造演化特征具有较大的意义。

（"）武夷山西南段的江西省会昌 # 安远一带，分布着一套中深变质岩系，前人将其时代

归属寒武纪和震旦纪。经过区调工作，在这套中深变质岩中发现花岗岩类侵入体。在下坑

仔岩体中获得 $% # $% 法锆石同位素年龄值为 & ’() * !+ ,-，& .(. * !+ ,-（片麻状二长花

岗岩）和梅坑仔岩体中获 //) * !/ ,-（片理化花岗闪长岩）三组不同岩体的成岩年龄值。这

套中深变质岩时代应划为早元古代。

（(）在赣南地区，前人资料把一套浅变质岩系（ 低绿片岩相）时代笼统划分为震旦纪和

寒武纪。工作中发现原震旦纪沙坝黄组之下有两套不同岩性组合，获得的微古植物化石大

部分属于晚元古代青白口纪分子。在兴国杨村石英角斑岩中获得单颗粒锆石 0 # $% 法

&+"! * ,- 和 //" * &+ ,- 同位年龄值。其在层位上可以与赣中地区的潭头群和神山群对

比，为赣中南地区的晚元古代地层划分对比提供了新依据。

（1）在信丰红盆晚白垩纪赣州群、长岗群和信丰群中分别获 234（ 石英电子共振法）年

龄值：&++ 5 /1 ,-、’+ 5 .1 ,-、.1 5 )/ ,-。在赣州红盆区调工作中，首次发现茅店组火山岩

之上的暴露不整合面，并以此重新厘定了茅店组与周田组的界线。

&6 !7 侵入岩

（&）首次在赣东北地区灵山岩体中发现晶洞花岗岩，并在北武夷铜钹山地区发现一套

偏碱性花岗质火山 # 侵入杂岩，确定了石耳山地区存在晋宁期的花岗质火山—侵入杂岩。

（!）赣中西部的武功山地区分布着几百平方千米的片麻状花岗岩或花岗质片麻岩，即

前人认为的武功山混合岩。经过 &8 1 万区调工作，所谓“ 花岗质混合岩”实属变质、变形的

岩浆花岗岩，地质依据可靠。并在花岗岩中获得结晶锆石 0 # $% 法同位素值为 ()! * ! ,-
和 (+/ * 1 ,-；确定岩体定位时代为中晚奥陶世至早志留世。

（"）对“九岭复式花岗岩基”进行系统研究，共解体 &&! 个侵入体，划分 ) 个单元，归并

两个超单元。获得了九岭超单元锆石 0 # $% 法同位素年龄值 ’&’ * &" ,-，石花尖超单元锆

石 0 # $% 法同位素年龄值 .)" ,-，确定其形成时代为晚元古代。

（(）在武夷山西南坡江西境内的安远地区，构造位于“华夏地块”和“赣中南地块”的过

渡地带，首次发现杨公湾岩体侵入于中深变质岩中。初步认为是华夏基底的伸展作用拉伸

到地表的古老岩体。

&6 "7 地质构造

（&）对赣东北地区大地构造单元重新划分为扬子地块、华夏地块及两者拼合带（华南中

部中元古代末期造山带）三个构造单元。根据造山带的基本特征对区内华南中部中元古代

末期造山带进一步划分为乐平 # 歙县构造混杂岩亚带、万年构造单元、赣东北蛇绿混杂岩亚

带、怀玉构造单元、东乡—龙游混杂岩亚带等五个!级构造单元，对区域构造特征及造山带

有了新的看法和认识。对蛇绿混杂岩带在大地构造中的位置进行了重新定位。确定赣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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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绿混杂岩亚带是华南中部造山带内的一条分隔次级构造单元的边界型断裂。

（!）武功山地区由加里东期岩体，印支 " 燕山期岩体、震旦纪和寒武纪地层的残留体组

成的岩浆变质核。以脆性断裂为界，核外侧出现震旦 " 寒武纪地层。基本确定了武功山地

区的伸展构造主要是由早期岩浆—热穹窿构造和晚期重力滑脱构造共同组成的构造序列。

通过变形事件年代学研究，证明了伸展构造活动时限从印支期开始，燕山期强盛，喜山期基

本结束的总体构造过程，从而确定了武功山地区伸展构造的总体构造模式。

（#）首次提出并初步证实新干县泥盆纪地层多属外来推（ 滑）覆体，为赣中南地区区域

构造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长期以来对赣江断裂是否存在争论较大，经过区调工作证实了赣

江断裂的存在，并获得了宏观证据。赣江断裂中段，在峡江县巴邱镇南约 $%% & 赣江的西岸

见宽数千米的断裂形迹。早期以拉张应力为主，使早石炭世地层形成断面向东倾斜的叠瓦

状正断层组合，出现极为清晰的倾滑褶皱群。晚期以左行走滑剪切应力为主，改造先期倾滑

褶皱的背斜，形成大小不等的剪切透镜体，发育剪切片理。在赣江西侧有呈带状基性岩分

布，并含有橄榄石的深源包体，其全岩 ’& " () 等时线年龄值为 *! + ! ,-，属于第三纪，赣江

断裂活动剧烈。

./ 01 陆相红色盆地填图方法

根据江西陆相红盆地的特点，在原吉安—泰和红盆填图方法（构造 " 岩性 " 岩相法）的

基础上，我院对信丰红盆，赣州红盆，兴国红盆、怀忠红盆等进行有针对性填图。目前将我省

陆相红盆地的盆缘类型划分为 ! 类 * 型。并总结了陆相红盆地的 * 种盆地充填样式。对陆

相红盆岩石地层序列界面类型拟定出了 ! 大类（构造界面和沉积界面）、2 种的划分方案。

将陆相红盆地沉积体系类型划分为 # 大类、2 种。总结了陆相红盆地岩石地层对比的 3 个

对比标志。进一步指出陆相红盆地的盆地构造调研应重点对陆相红盆盆缘断裂构造、盆地

阶段性发展构造、盆地基底构造和盆地后期构造等进行调研，对陆相红盆地的成生、发展、封

闭的构造演化历史进行探讨。

!1 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在前人地质普查与资源补偿费项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五年来大调查矿产资源评价项

目的实施，在赣南会昌、于都发现了大型锡多金属矿床。其中赣南会昌锡坑迳锡矿评价项目

因其突出的找矿新成果，获国土资源部 !%%# 年度国土资源部科学技术二等奖。

在已通过上级主管部门核准验收的矿产资源评价项目中，取得了一些地质找矿新成果：

在赣南共提交（##0 4 ##0.）金资源量 $/ $. 吨，银 2./ 0. 吨，铜（##0.）金属量 *%%50 吨，铅

（##0.）资源量 55$$/ 2# 吨，锌（##0.）资源量 ../ 3 万吨，锡（##0 4 ##0.）资源量 .#/ 03 万吨，

其中（###）资源量 */ . 万吨。

地质找矿新理论、新进展：通过对赣南会昌锡坑迳矿田火山构造及其控矿作用的深入研

究，首次提出了“层间隐爆裂隙带控矿”的重要认识，直接指导了淘锡坝矿床找矿。利用层

间隐爆裂隙带控矿的重要新认识，认为密坑山火山—侵入杂岩体周围具有巨大的找矿潜力，

同时在外围新发现嶂脑（锡）、碛下（铅、锌）! 处矿产地和铜坑嶂（ 锡、铜、钼）、园岭寨（ 钼、

铜）、南坑（银、铜）等矿化异常区。

在工作中提出并证实桥子坑铅锌矿床为产于青白口纪上施组中的层控型铅锌矿床的重

要新认识，矿化体受复式向斜构造控制。利用这一认识，发现桥子坑矿区外围长湾里及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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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等区段具有巨大的找矿远景。初步证实营脑矿区为石炭纪壶天灰岩与梓山组碎屑岩接触

面控制的“层控型”含锰、铜铅锌矿床，为下步找矿工作指明了方向。

!" 区域地球化学

（#）赣东北地区景德镇八字脑—大背坞地区圈出以锡为主的多元素综合异常 #$ 处，经

初步证实为矿致异常的有 % 处，具有良好找锡前景。在墩口—里池坞区段圈出以金为主的

多元素综合异常 #% 处。在大背坞—鄣公山地区共圈出地球化学综合异常 &’ 处，综合评价

认为今后该区寻找的矿种以金、锡为主。

（&）赣东南地区在寻乌昌蒲、于都县汾坑、广昌水南三个地区对原有异常进行了解体，

三区共分解出土壤异常 #( 处，地磁异常 ! 处，认为有进一步工作价值的综合异常有 ) 处，有

利蚀变矿化区 & 处，提交小型矿产地 # 处；在会昌上嶂区段外接触带发现“硫钨锡铜矿”，为

在上嶂区段探寻斑岩型矿体指出了方向；在赣县清溪、于都银坑—青塘等地共圈定综合异常

*) 处，并挑选有一定规模的金、银、锡、铜异常进行了排序和评价。

（!）&$$# 年为适应生态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之需要，中国地质调查局向我省下达了实施

化探技术调查评价方法研究项目：江西鄱阳湖周边地区区域环境地球化学调查方法研究，目

标是通过研究鄱阳湖周边地区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演化规律，为区域环境地球化学填图提

供调查和评价方法技术。研究表明：在鄱阳湖周边地区实施化探分析土壤样品的最佳筛分

粒级为 + %$ 目。本区第一环境的采样深度为 #)$,- 以下，采样部位为深 #)$,- . &$$,- 的

土柱；第二环境的采样深度确定为 $ . &$,-。为鄱阳湖地区开展环境地球化学调查提供了

可靠的方法技术。总结出的“横拉纵切”的异常追踪评价方法为环境地球化学异常评价提

供了宝贵经验。

通过南昌地区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对南昌地区土壤环境质量现状作出了有效评价。南

昌地区约 / $$$ 0-& 区域总体土壤状况良好，仅存在局部小面积重金属污染现象。通过研

究划分出优质区面积 & /&! 0-&，主要分布在赣江东南部及其下游开阔的冲积平原区；调查

发现丰城—高安市硒相对聚集区，面积约 *(’ 0-&，土壤中硒的聚集与古生代煤系地层密切

相关。汞污染现象不普遍，总体状况良好。成果表明樟树市和高安市等局部地段存在重度

污染，为表层污染，镉轻度污染区面积 !)! 0-&，中度污染区以赣江流域反映较显著。

在地方病分布调查与研究方面亦取得一些新认识。根据目前国内外科学工作者的研究

成果，肯定了环境与癌症，特别是环境中化学物与癌症发生的关系。从鄱阳湖地区癌症死亡

率分布研究初步认为，癌症高发区主要分布在长江南岸的彭泽、湖口县等部分地段；其次是

鄱阳湖西岸和南部的抚州一带部分地段。调研工作中发现有这样一个规律：土壤成分偏基

性（12、34、35、6、72、38 等含量高），癌症死亡率越高；土壤成分偏酸性（9:、;<、=5、>、? 等

含量高）具有一定的抗癌作用。

%" 水文、工程、环境地质

（#）通过对长江中游鄱阳湖及江西江段水患区环境地质调查项目的实施，基本查明了

长江江西段和鄱阳湖水患区的地质灾害类型、规模及基本特征，分析了散浸管涌、岸坡崩塌、

泥沙淤积的形成条件及环境地质背景与人类工程作用的关系，从地学角度提出了综合防洪

减灾的基本思路和建议。对鄱阳湖的形成和演化提出了新的认识和见解。鄱阳湖是由西北

*!&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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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南方向漫浸扩张的，在鄱阳湖东部和东南部，湖相沉积层直接超覆在中更新世网纹红土

之上，湖相沉积层向东南方向变薄尖灭，向西北方向则加厚展宽。全新世以来鄱阳湖的形成

演化研究表明，通过湖泊沉积物高分辨率碳同位素、磁化率、微量元素的综合分析，认为鄱阳

湖最早形成于 !"#$ % &’$()·*，并存在三次大的扩张时期，分别为 !"#$ % &’$()·*、"+,$ %
+$()·*、&’+, % -,()·*。通过 ./$& 孔钻探第四纪研究对比和长江 ./$’ 孔孢粉、硅藻、碳

同位素等测试成果的分析，首次对鄱阳湖和长江全新世以来的古气候演化有了一个清楚的

认识。将距今 ’$$$ 年以来古气候划分为四个旋回：第一旋回年代约 -0$$ 1 !"#$()·*，早

期 -0$$ 1 !#$$()·* 气候温暖湿润，晚期 !#$$ 1 !"#$()·* 温凉干旱；第二旋回年代约

!"#$ 1 "’$$()·*，早期 !"#$ 1 "’,$()·* 温和湿润，晚期 "’,$ 1 "’$$()·* 为干冷；第三

旋回年代约 "’$$ 1 &’+,()·*，早期 "’$$ 1 "&,$()·* 气候温和湿润，晚期 "&,$ 1 &’+,()·

* 气候温凉干旱；第四旋回年代约 &’+, 1 "$$()· *，早期 &’+, 1 +,$()· * 气候为温暖湿

润，晚期 +,$ 1 "$$()·* 气候干冷。自 "$$ ()·* 1 现代，气候转暖。这些古气候演化可与

我国全新世大暖期、隋唐温暖期及小冰期进行对比。

（"）对赣江与抚河干流及其分支的岸坡条件、河势变化、冲淤状况与截支并流的情况有

了一个系统的认识。赣江下游部分地段凹岸侵蚀、凸岸淤进作用极其明显。在 &0-’ 1 "$$&
年的 "! 年间，许多河段的凸岸边滩淤进有数百米，最大可达 0,$ 2；而凹岸则冲蚀掉数百

米，导致河曲度不断加大，河床断面不断缩小，河势变化强烈，行洪能力趋弱。赣江北支的三

老官河—沙汊河段河床淤高明显，原来作为主要通道之一的河道，现已沙滩毕露，河水改走

官港河。赣江南支在万家—闵家、窑咀上—程家池两处进行了人工截流，将河水全部并流到

了新埠—南湖河段。在新埠—南湖河段河床未予拓宽的前提下并流，一旦遭遇大洪汛，由于

河道狭窄，势必对两岸围垸带来极大的防洪压力。

（!）对江西矿山环境地质调查中重点调查了赣东北地区 !!’ 座矿山。发现矿业开发造

成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主要包括：土地占用及破坏、“ 三废”排放及其引起水土污染、矿山

次生地质灾害等。调查发现区内矿山用地 &" ++& 公顷，其中采矿场占地 & $!0 公顷、排土场

占地 ,’! 公顷、尾砂库占地 " "-# 公顷。历年累计矿石开采量 #& -!$3 " 万吨。&000 年废石

堆放量达 !! -#$3 # 万 2!，尾砂堆放量达 "" ,"+3 " 万 2!，废水年排放量为 ! ’-#3 , 万 2!。

受矿山开采影响，主要污染物铜、锌、硫、氟、镉。乐安河、洎水河、铅山河受中度和轻度污染，

主要超标因子为铁、锰。在用其浇灌和污灌地区，土壤和底泥质量为极差或较差，超标因子

为铜、砷、镉；沿乐安河、洎水河，地下水多数受污染，超标因子为铁、锌、亚硝酸盐及氟离子。

在德兴市泗洲镇祝家村，自 ,$ 年代以来，村中溪沟———大坞河受严重污染，土壤及地下水受

到污染，棕树大批死亡，村民饱受爆破震动、粉尘污染之苦。在海口镇杜村，该村石墩头自然

村位于尾砂库下游，农田受到严重污染，整个杜村有 ,! 公顷农田受污染（主要为污灌）。据

不完全统计，由于矿山开采引发的地质灾害所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达 #&- 公顷，直接经济损

失达 # $0,3 0+ 万元。

,4 地质灾害与区划

江西省共实施广昌、铜鼓、会昌、崇仁等 &# 个县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项目，已全面完成

0 个县地质灾害调查，其余项目正在实施中。通过调查，发现有的县市地质灾害点及隐患点

较多，有的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影响较大。如在铜鼓县新发现大于 &$ 万 2! 的重要危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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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地质灾害的主要类型为：滑坡、崩塌、斜坡变形体、泥石流、岩溶塌陷和地裂缝。控制

地质灾害发育分布特征的主要因素是地形地貌、岩性、降水和人为工程活动。地貌控制着地

质灾害点的总体分布，低山丘陵区和花岗岩区是地质灾害的集中分布区；连续强降水是激发

地质灾害集中大量发生的主要诱发因素；人为的切坡是地质灾害发生的主导因素。

!" 农业地质

在已完成的“江西省信丰县脐橙生态地质环境调查”项目中，对该县优质高产脐橙与生

态地质相关性调研中对规模较大脐橙园区（陂头乡、长岗乡、牛栏坑乡）在不同季节进行多

次调研。对成土母岩、土壤层、脐橙树叶、果实进行了立体采样，对宏量元素、微量元素、稀土

元素、放射性元素和有机质营养成分进行分析测试。经综合研究证明，信丰优质高产脐橙与

生态地质环境相关性非常密切。安溪乡花岗岩区较红层分布区脐橙质量更好，而同一母岩

区不同品种质量也各异，为地方农业区划作出了重要贡献。

#" 信息技术与数据库建设

共完成 $% &’ 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江西）共 $!!()# *+&，涵盖江西全省，跨 ,’ 个 $% &’
万国际分幅。$% - 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江西）共 - 个标准图幅，江西省 $% -’ 万水文、工程、

环境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 万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江西）$- 个标准图幅和 , 个标准

图幅 $% - 万重点城市及经济开发区水工环综合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江西）。

." 公益性地质

./ $" 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地质

江西省国家地质公园申报及旅游地质属公益性地质项目的组成部分。目前江西省已完

成庐山、龙虎山国家地质公园的成功申报，其中庐山已于 &’’) 年 & 月 $, 日申报世界地质公

园。现万年县仙人洞地质遗迹保护工程申报工作已完成前期可行性研究工作，拟在申报国

家级地质遗迹保护点；上铙三清山地质公园的申报正在进行前期地质工作。

围绕井冈山市“旅游兴市”的开发战略，加强了旅游地质及环境地质的综合调查，新增

了一批可供旅游的景点，提出了具开发前景的景区，进一步丰富了井冈山市的旅游资源种

类，扩展了可供开发利用的领域。所提出的统一规划，合理开发的建议和意见，对该市的旅

游产业的发展可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 &" 地质遗迹

首次全面查明了江西省地质遗迹资源的概况，全省拥有地质遗迹 -&. 处。提出了江西

省地质遗迹的分类方案，把全省地质遗迹划分为两大类别、四大亚类、二十五种类型。评估

认为：江西省的各类地质遗迹中，拥有世界级 &! 处、国家级 $&’ 处、省级 $!# 处、市县级 &$-
处。并优选出 (’ 处保护对象，其中世界级 $$ 处、国家级 &! 处、省级 -, 处。

本文系集体劳动成果，文中数据大量引用各大调查项目报告成果，这些成果凝结了我省

参加地质大调查科技人员的辛勤汗水与智慧结晶。成文过程中得到院总工程师楼法生教授

级高工，技术部刘邦秀高级工程师、刘春根高级工程师的悉心指导，南京地矿所骆学全教授

审阅全文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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