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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中部中新元古代造山带构造演化探讨+

楼法生，黄志忠，宋志瑞，吴新华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南昌向塘3302叭)

摘要：华南中部中新元古代造山带可以划分为5个地质构造单元：乐平一歙县构造混杂岩亚带、万年海相一滨

海相沉积～火山沉积建造、赣东北蛇蟓混杂岩亚带、怀玉火山一火山碎屑岩系、东乡一兜游混杂岩亚带。通过对

不同构造单元形成大地构造环境分析，认为它们分别形成于火山弧一弧后盆地、弧问盆地、大洋岛弧、洋中脊、火

山岛弧、弧前盆地等大地构造环境；华南中部中新元古代造山带属陆一弧一弧一陆碰撞造山带，发育在j[襞型板

块边缘地带，古洋盆为一十多岛洋体系。中元古代末期(妁1 024Ma)古华南多岛洋开始关闭，大约在850Ma左

右，整个古华南多岛洋最终关闭。

关健词：华南中部；中一新元古代；造山带'多岛洋；大地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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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华南中部赣浙皖地区地质构造极为复杂。

前人对该区大地构造划分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

见，主要有地台、准地台、稳定陆块等；对扬子以

南地区主要观点有江南复背斜、加里东褶皱

带c1～。]；江南陆地造山带[4]；浙闽沿海造山

带[5]}弧沟系[6～10]；华南碰撞造山带[11～14]‘地

体[15．16]；地幔柱构造[17]}结合带[18]及赣中碰撞

带[1⋯、混杂岩带[20]等。从上可知，对本区构造

的认识，不同专家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有的

观点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因此说，本区构造

历史重建和碰撞造山带性质与时代的确定等仍

是目前需要探索与研究的问题。

通过研究认为华南中部存在一个典型的中

新元古代造山带m，称之为华南中部中新元古代

造山带，它位于扬予地块与华夏地块之间，其东

段主要分布在江西中部，经赣浙皖相邻区到杭州

一带人海，本文研究区主要为造山带东段江西北

部及赣浙皖相邻区。

2构造单元划分及形成环境

2．1构造单元划分

江西中部及赣浙皖相邻区内(图1)以宜丰

一景德镇一歙县断裂带为界，北为扬子地块

(I)；以萍乡一广丰～江山一绍兴断裂带为界，

南为华夏地块(Ⅲ)；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之闻为

华南中部中新元古代造山带(Ⅱ)，该带又可进一

步划分为乐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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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一龙游混杂岩亚带等五个二级构造单元(Ⅱ1

～Ⅱ5)。

2．2构造环境分析

华南中部中新元古代造山带可以分为五个

构造单元，各构造单元虽然受到后期构造的强烈

改造与叠加，仍可分辨出形成于不同的大地构造

环境。

2．2．1扬子地块南缘修水～祁门构造单元(I)

扬子地块南缘修水一祁门构造单元中发育

中元古代双桥山群，以碎屑岩为主，变质浅、变形

弱，原生沉积结构、构造保存完好，区域延伸稳

定，可比性强。双桥山群岩石为一套泥砂质复理

石建造，夹少量变基性火山岩夹层，形成构造环

境为被动大陆边缘。

2．2．2乐平一歙县构造混杂岩亚带(Ⅱ1)

该亚带出鼹较为复杂，其中岩石变形、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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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较强；东段出露皖南伏川蛇绿岩带(图2)，其

形成时间为1 024 Ma[21]，其成岩环境为具有陆

壳性质的大陆边缘区的弧后盆地[2⋯。

该亚带中主要分布为溪口岩群，已强烈变

形，构造置换强烈，原始层序难以建立，主要为一

套泥砂质复理石建造，夹较多变火山碎屑岩及变

质中基性熔岩，特别是靠南部地区，发育巨厚层

状变沉凝灰岩、变细碧一石英角斑岩建造，形成

时代中元古代蓟县纪(1 100～1 400 Ma，锫石

U-Pb法，1：5万赋春幅、涌山幅、沼口幅)。通过

对该组中浅变质岩及其中火山岩岩石地球化学

分析，其形成构造环境为火山弧一弧后盆地。

圈1大地构造单元划分示意圈

n毋l Sketch sh删i雌tlle div虹l蚰of tect∞Ic uni拓

圈2皖南伏川蛇绿岩带实测剖面圈(安徽332地质队．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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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注释：(1)黑、暗绿、黄绿色蛇纹石化斜辉辉橄岩，夹透镜状糜棱岩(260．00 m)；(2)浅绿、浅灰色伟晶岩一粗晶辉长

岩(19．90 m)}(3)暗绿、深灰色千枚岩(30．00 m)；(4)玄武岩，下部糜棱岩化，上部块层状(30．00 m)；(5)浅灰色长石岩屑砂

岩(78．00 m)；(6)原岩为灰色纹层状泥岩和粉砂岩，现已成褶叠层(21．00 m)}(7)灰绿色粗玄岩(80．00 m)；(8)紫红色、黄

绿色含粉砂质绢云板岩，顶部央硅质条带(3．00m)；(9)浅灰色、灰白色流纹质晶屑、玻屑凝灰岩(>50．00m)；(10)灰绿色、

深灰色细球粒玄武岩(细碧岩)(>100．00 m)；(11)灰绿色微球粒安山玄武岩(枕状构造)(42．∞m)；(12)浅灰色糜棱岩化

含铁铝榴石英安玢岩、流纹英安岩(角斑岩)(76．00 m)}(13)拽灰、灰绿色粉砂质绢云板岩(72．60 m)；(14)灰黑色气孔状玄

武岩石(细碧岩)(>10．00 m)}(15)浅灰色绢云板岩(>100．00 m)；(16)浅灰色绢云板岩、薄层状硅质岩(83．00 m)；(17)黑

色板岩(78．OO m)；(】8)浅灰、灰绿色千枚岩(78．oo m)IJxxc：西村岩组；N h1 x：休宁组下部紫红色凝灰质砂砾岩；QbL：歙县

复式岩体琳村单元片麻状黑云母花岗闲长岩；J：h：侏罗纪洪琴组砾岩、砂岩

2．2．3万年构造单元(Ⅱ2)

由中元古代万年群组成，为一套低绿片岩相

变质岩系。上部为海相泥砂质碎屑岩沉积为主

夹火山碎屑及少量火山熔岩的复理石建造；下部

为滨海相火山碎屑岩为主的含砾碎屑岩建造，水

平层理极为发育。其火山岩以变沉凝灰岩、凝灰

质碎屑岩为主，火山熔岩不甚发育，说明其属远

离火山口的火山喷发沉积岩。火山岩岩石类型

  万方数据



第26卷第4期 地质调查与研究 V01．26 No 4
2003年12月 GEI)LoGIcALsuRVEY AND RESEARcH Dec 2∞3～—————————————————————————————————～

弓长岭鞍山群太古代基底岩石特征

蒋寄云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 51(】070)

摘要：弓长岭鞍山群呈北西至南东方向分布，位于中朝陆块东端．该群告类型岩石构成华北陆块古老的变质

结晶基底。空中详细地记述了岩浆岩及混台岩．硅质扳岩和长英质变粒岩、变超垂性岩、变基性火山岩、变泥质

岩、铁矿床、蛮辉长辉绿岩岩墙群的岩石特征和产出特征及成岩时代。本区为低压区域浅变质类型，演化与成岩

时代约在太古代的中，晚期(3 400～2 500 Ma)。

关健词：鞍山群；弓长峥；太古代}基底岩石

中图分类号：Ps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56(2003)04一0207一06

1概述

研究区位于中朝板块东端[1]，以弓长岭为

主的鞍山群呈北西至南东方向分布，该群的岩石

类型及成岩时代可与迁西群、阜平群、泰山群、集

宁群、登封群及太华群相对比，都是构成华北板

块的古老变质结晶基底岩石。它们的不同之处

在于所经受的区域变质作用压力和温度的差异，

因此形成的变质作用有别。以麻粒岩为例，在迁

西地区麻粒岩十分发育，在弓长岭尚无发现麻粒

岩。但是这些古老的结晶基底岩石分布的形态

与范围，与我国航空磁测图中所显示的古老变质

地体的形态与展布方向相吻合。英国学者温德

利(B．F．windly)于1987年在鞍山考察时提到：

世界上的太古代变质地体基本上相同，都可以相

互对比，并认为弓长岭铁矿规模之大，世界上罕

见，可以与芬兰、印度的相比。

2岩浆岩及混合岩

2．1岩浆岩

区内出现两种岩浆岩：1)英云闪长岩，由于

它的侵入使变质地体受到了混合及同化作用，形

成混合程度深浅不等的混合岩，在变质体的上、

中、下部皆有出现。在岩体上部可见混合的变质

岩石有硅质板岩，长英质变粒岩，角闪斜长绿泥

片岩等。一般混合程度较浅，其混合方式是沿层

理压入，多出现条带状混合岩，但是在大部分地

段仍保留着原岩成分与结构。在后沟与磨石山

东端见英云闪长岩体与变质地体相接触，混合岩

出现宽约40余米的过渡带，其中出露有黑云母

年

斜长片岩的残留体，也有混合程度较好的条纹状

混合岩及英云闪长片麻岩等。在变质地体的下

部及底部层位中，被混合的主要岩石有绿泥云母

片岩、石英钠长云母片岩、钠长角闪岩及磁铁石

英绿泥片岩等。其混合程度由较浅的条带状变

为条纹状混合岩。一般上下混合岩带宽数十米

至数百米余。2)肉红色钾长花岗岩，穿切和同化

英云闪长岩。在两种岩石接触地段，界线不清。

在弓长岭二矿区，l勘探线附近，含英云闪长片

麻岩的砾岩被肉红色钾长花岗岩胶结。

成岩时代：英云闪长岩年龄稍晚于变质岩，

大约在3 300～2 700 Ma；钾长花岗岩形成于

3 200～2 500 Ma。

2．2混合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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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和小洋盆的闭合；在同一次造山旋回中，多岛

洋体系内的多列陆块不会同时互相碰撞，陆块之

间的多个小洋盆亦不会同时封闭，有可能形成规

模不一的多条蛇绿混杂岩带。

依据测区元古宙华南洋盆的沉积，构造、岩

相及火山岩、侵入岩的地球化学特征，结合年代

学资料，华南中部中新元古代造山带的构造演化

经过了以下三个过程(图6)。

>1000Ma

(A)

2型舯图，圈。圈。囱。固s
垦。圈?囝s回。囝to

圈s大量里一司铺构造啬l面圈(引自l：5万横峰县幅说明书l

F唔l 5 sIr呲tu隋I s氍t蛔of IhwuI}鳓pu(fr0啪1：50 0∞辨Iogi恤I survey in Heng缸鸭8nn

1．砂砾岩；2．砂岩；3．砂质板岩；4．板岩，千枚状板岩；5，灰岩，白云质灰岩I

6．大理岩化灰岩}7．辉长岩}8．石英正长岩；9火山岩}10．糜棱岩带

000—900Ma

iBl

古华南多岛洋

厢6华南中部中新元古代遭山带形成过程模式用

F毽6 F0r咖ng pro嘲of Mid-N删Proter呦ic oro群Ⅱic b小in centr柚p州of s0Ⅱth chj呻

(1)中元古代早期至晚期(>1 ooo Ma，图 冲，古华南多岛洋开始关闭，使得双桥山群与溪

6A)，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两者之间为一个古华 口岩群褶皱变质，固结为陆壳。由于强烈挤压，

南多岛洋。北侧扬子地块陆缘沉积了大陆边缘 沿伏川一带发生剪切逆冲和构造破碎，洋壳碎片

相双桥山群}往南至乐平一歙县一带，为弧后盆 被挤入陆壳，构造侵位到西村岩组中，形成皖南

地一火山弧，沉积了溪口岩群}再往南为弧问盆 伏川弧后蛇绿混杂岩带。

地、古华南多岛洋。华夏地块被动大陆边缘沉积 中元古代末至新元古代初(1 000～900

了周潭岩群。 Ma，图6B)．随着俯冲继续发展，双溪坞火山岛

(2)中元古代末期(约1 024 Ma)，扬子地块、 弧形成I随着不断俯冲消减，使古华南多岛洋逐

华夏地块与古岛弧闻的洋壳向岛弧下面发生俯 淅缩小，华南她块与扬子地块逐步接近，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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