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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群
、

红安群
、

应山群
。
的

时代问题讨论

�湖北省区调队综合分队变质地层组�

— 己� 理全
、 �

二
二〕

人别群
、

红安群
、

应山群是湖北省大别山一河南省桐柏山南麓广泛出露的前震旦纪地

层 �图 ��
。

长期以来
，
一些地质前辈

、

院校和各地质单位对上述地层及变质岩学进行了大

量工作
，
积累了较丰富的地质资料

。

但是
，
由于地层时代确定缺乏依据

，
各群之间的接触

关系不清
，
致使地层划分和对比较混乱

，

在对该区的大地构造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较大

的分歧
。

自����年以来
，
本队在该区全面地开展了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
对地层进行了重新划分

和厘定
，
并相继发现红安群和大别群

，
应山群与打鼓石群以及应山群与陡山沱组之间的不

整合
。

近年来微古化石和同位素地质年代学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
。

无疑
，

这些

� ����年
，
二十万分之一随县幅区调报告中称随县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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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群
、

红安群
、

应山群的时代问题讨论

资料对该区前震旦纪地层时代的确定和对比
，
对其构造运动的认识和大地构造单元的划分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口昌酗翻口国口

图 � 湖北省随枣一大别山地区大别群
、

红安群
、

应山群分布略图

二
、

地 层 特 征

大别群
、

红安群
、

应山群是代表该区前震旦纪时期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
。

无论是

岩石组合
、

原岩建造
、

变质作用以及构造作用
、

岩浆作用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其基本面

貌反映了随枣一大别山地区前震旦纪时期地壳发展演化的多旋迥特征
。

�一�大别群

主要分布在麻城一团风断裂以东广大地区及大别山西段弯状背斜核部
。

是本区出露最

老的
、

经受了强烈区域变质作用和混合岩化作用的一套变质岩系
。

张祖还
、

吴磊伯
、

赵震

和北京地质学院专题队等曾称其为
“
大别山杂岩

” 、 “
大别山系

”
或

“
大别群

” 。
����年我队

在进行区调时仍沿用
“
大别群

”
一名

，
并自下而上划分为方家冲组

、

河铺组
、

包头河组
、

铁冶组
、

麻桥组
、

飞虎山组
，
总厚约�����米

，

其间未发现侵蚀间断
。

大别群主要由片麻岩
、

变粒岩
、

斜长角闪岩及各类混合岩组成
。

下部 �相 当 方 家 冲

组
、

河铺组�岩性单调
，
主要为黑云斜长片麻岩

、

角闪斜长片麻岩及其二者的过渡类型
，

夹少量斜长角闪岩
。

角闪斜长片麻岩与黑云斜长片麻岩常呈厚层状交替出现
，
组成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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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律层系
。

中部 �相当包头河组
、

铁冶组� 由黑云 �含黑云�斜长片麻岩与斜长角闪岩相

间出现
， “
暗色岩

”
显著增多

，
夹含黑云二长片麻岩

、

黑云变粒岩及磁铁角 闪 岩
、

磁铁石

英岩
、

大理岩
。

其中磁铁角闪岩
、

大理岩呈透镜状
、

似层状出现
，
常与斜长角闪岩

、

角闪

斜长片麻岩伴生
，
沿走向有相互消长的关系

，
具一定层位

。

总体来说
�

自下而上
，

斜长角

闪岩逐渐增多
，
斜长片麻岩

、

变粒岩相对减少
。

上部 �相当麻桥组
、

飞虎山组�主要岩石

组合是
�

斜长角闪岩
、

含黑云 �或角闪�斜长片麻岩或二长片麻岩
、

磁铁变粒岩夹角闪斜

长片麻岩
、

大理岩
。

其中磁铁变粒岩往往相变为磁铁石英岩
、

磁铁片麻岩
，

向上出现较多

的黑云二长片麻岩
。

根据岩石化学及岩石组构特点
，
以及硅铁建造的出现等推测

，
大别群可能是由一套基

性一
‘
朴酸性火山岩及少量泥沙质

、

高铝质
、

硅铁质和钙镁质碳酸盐组成的火山一沉积岩建

造
。

‘二�红安群

红安群系一比二十万黄阪幅
、

大悟南半幅区调工作中创建的
，

并自下而上划分为天台

山组
、

七角山组
、

磨盘组
、

塔耳岗组
。

即前人曾称
“
佛子岭群

” 、 “
宿松群

”
或大别群的一

部分
，
是指不整合在大别群之上由片岩

、

片麻岩组成的中浅变质岩系
。

主要分布在麻一团

断裂以西
，

在宿松县柳坪
、

薪春县松阳等地也有出露
。

展布方向与构造线 方 向 均 为北西

向
。

根据岩石化学
、

矿物组合和残余结构
、

构造推断
，

原岩为一套由细碧一石英角斑岩和

陆源碎屑一碳酸盐沉积组成的优地槽型火山一沉积建造序列
。

其底部为陆源碎屑一碳酸盐

沉积
，
沿大别古隆起边缘分布

，
出露宽度由几百米至千余米不等

。

剖面结构特征各地略有

差异
，

但总体上仍显示 自下而上由云母片岩�变质砾岩或含砾浅粒岩�石英岩 �或白云石

英片岩��石墨片岩、 白云石大理岩等产出的规律性 ，
上部有时夹有火山岩

。

上述特征反

映了由机械沉积作用向化学沉积作用转变的海侵旋迥的特点
。

火山作用的出现从活动性来

说表现 为由稳定向活动的转化
。

旋迥的底部由碎屑岩向碳酸盐岩过渡地段
，
往往有磷

、

锰
、

黄铁矿层
，

并构成工业矿

床
。

而含金红石石英岩则可能是古海相砂矿的沉积
。

中部以
“
浅色岩

”
为主

，
主要为钠长浅粒岩

、

白云 �含白云�钠长片岩夹白云石英片

岩
、

云母片岩及少量微斜钠长片岩
、

微斜浅粒岩
。

向上绿片岩夹层增多
，
岩石类型有

�

绿

泥绿帘钠长片岩
、

绿帘绿泥阳起片岩
、

阳起透闪片岩
、

钠长角闪片岩等
。

从保存有火山角

砾
、

杏仁构造
、

似流纹构造和残斑结构
、

凝灰结构来看
，
相应的原岩应是以酸性为主

，

间

夹中基性的火山角砾岩和凝灰岩
、

火山熔岩及少量泥质沉积岩组成
。

上部主要岩性为白云石英片岩
、

绢云片岩
、

石墨片岩 �含石墨白云石英 片 岩�
、

或阳

起片岩组成
，
常与斜长角闪片岩等暗色岩系相间出现

，
并伴有角闪岩

。

斜长角闪片岩
、

角

闪片岩常呈透镜状
，
似层状

。

向上逐渐过渡为以斜长角闪片岩或绿帘绿泥阳起片岩为主的

暗色岩系
，

间夹具流纹构造的浅粒岩
、

含白云钠长片岩
，

白云钠长片岩和沉积岩夹层白云

片岩等
�

暗色岩系中具角砾
、

杏仁构造
，
有时见枕状构造等

，

表明原岩属基性火山岩 �细

碧岩�
。

�三�应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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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群
、

红安群
、

应山群的时代问题讨论

广布于大洪山一随县一应山一带
，
系由火山岩及沉积岩组成的一套浅变质岩系

。

原北

京地质学院统称其为
“
应山群

”
�����年�

，
��年以来

，
湖北省第八地质大队和本队区调时

证实原
“
应山群 ” 上部实际包括震旦一志留系

。

这一发现
，
使应山群

”
原涵义必须修订

。

我们在这里暂时将震旦系陡山沱组以下的一套由火山岩 沉积岩组成的浅变质岩系仍称为

应山群
。

应山群主要由一套变质细碧一石英角斑岩和沉积岩岩层组成
，

其岩石组合是
�

下部为

变石英角斑质
、

角斑质晶屑凝灰岩
，
变岩屑晶屑凝灰岩

，
变含砾晶屑凝灰岩

，
变凝灰岩夹

绢云片岩
，
局部夹磁铁矿透镜体� 上部为变细碧粉岩

、

变细碧质凝灰岩
、

变火山角砾岩及

变火山碎屑沉积岩
，
局部夹变石英角斑岩

、

角斑岩
。

随南上部碎屑岩显著增加
，
主要为千

枚岩
，
变凝灰质长石石英砂岩等

。

三
、

划分依据及时代归属

我们将随枣一大别山地区的前震旦纪变质地层划分为大别群
、

红安群
、

应山群
，
是以

岩石组合
，
原岩建造

，
变质作用

，
岩浆作用和构造运动为基础的

。

微古植物和同位素年龄

资料对地层时代的确定
，
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现叙述如下
�

�一�变质作用和岩浆作用特征

大别群
、

红安群
，

应山群不仅岩石组合和原岩建造不同
，
而且岩桨作用和变质作用也

有着明显的差异
。

大别群变质程度最深
，
混合岩化作用强烈‘ 在变质矿物及矿物组合上 ，

以普遍出现普

通角闪石
、

黑云母
、

透辉石
、

铁铝榴石
、

斜长石
、

钾长石及石英为特征
。

其中斜长石为奥

长石和中长石
，
斜长石的基性度受变质程度和原岩成分控制

。

钾长石 随 着 变 质程度的加

深
，
依次出现微斜长石

、

条纹长石和正长石
。

属大面积分布
、

均一重结晶的铁铝榴石角闪

岩相
。

英山
、

罗田
、

烯水
、

兰溪及鄂皖边界柳坪等地高铝泥砂质变质岩中见有蓝晶石
、

十

字石
、

矽线石等特征矿物及其相应的矿物组合
，
具中压型相系特征

。

但是在大别群的上部

层位见有十字石
，

蓝晶石和一定数量的白云母
，
绿帘石

、

透闪石
、

蓝绿色角闪石出现
，

且

斜长石牌号较低�一般为����一����号�
，

表明变质程度较低
，
属中压型角闪岩相的低温部

分
。

而其下部层位则出现紫苏辉石
、

矽线石和大量的透辉石
，
形成一套紫苏辉石 �磁铁矿

十石英
、

紫苏辉石 十 中长石 十黑云母 �石英
、

硅线石 �钾长石 � 中长石 �石英
、

刚玉 �正

长石 �黑云母
、

铁铝榴石 �普通角闪石 �透辉石 十 中长石
、

方解石 十方柱石 十透辉石等高

温组合
，

表明变质作用加深
，
属中压型角闪岩相高温部分

，

并向麻粒岩相过渡
。

其中
，
在

麻城木子店一带
，
见有些岩石中紫苏辉石含量常在��一���之间

，
个别高达���

。

但是岩

石矿物组合简单
，
最常见的组合是紫苏辉石 十石英和紫苏辉石 �石英 �磁铁矿

。

在罗田三

里贩一带见紫苏辉石 十 中长石 十石英组合中有黑云母存在
。

还应指出的是
�

具上述组合的

岩石是呈弧岛状零星分布于高温角闪岩相中的
，

它们都同时经受强烈混合岩化作用改造
，

退化变质现象亦较明显
，
以至出现一些相互过渡现象

。

除此之外
，
还见有透镜状

、

似层状

榴辉岩相伴生
，
表明当时处于很高的温度

、

压力条件
。

大别群几乎都遭受混合岩化
，
乃至花岗岩化的改造

，
并形成各类混合岩

、

混合片麻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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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混合花岗岩
。

与此同时
，

中酸性岩浆活动也很强烈
，

这类花岗岩具深熔性质
，
与中高级

区域变质作用密切相关
。

超基性岩体在大别群中亦有发育
，

多属铁镁质
，
并保存原岩组构

特征
，

但规模较小
，
呈群体出现

。

具有一定的层位性
，
含铂

、

把及铬铁矿
，
常被混合岩化

作用改造
。

红安群与大别群相比较
，
变质程度明显偏低

。

出现大量的绿泥石
、

绿帘石
、

阳起石
、

自云 母
。

斜长石为钠长石
，

钾长石为微斜长石
，

无条纹长石及正 长 石 出 现
。

石榴石富含

���
，

可能属锰铝
一
铁铝榴石

。

黑云母少见
，
主要见于北部

。

属大面积分布 的 均一重结晶

的中爪绿片岩相
。

但南部变质程度略低
，
绢云母

、

绿泥石大量出现
，
属绿片 岩 相 低 温部

分
。

而北部变质程度加深
，
绢云母

、

绿泥石消失
，

阳起石被蓝绿色角闪石代替
，
过渡为绿

帘角闪岩相
。

，

�
�
酸性岩浆活动比大别群明显减弱

，

并且基本无混合岩化现象
。

超基性岩浆活动规模

更小 成带状分布
，
层位性明显

，

多属镁质超基性岩
，
均已变为蛇纹石片岩及菱镁滑石片

哎山群变质程度更低
，
原岩组构大量保存

。

除此以外
，

绿泥石
、

绢云母
、

阳起石
、

绿

帘石及微晶钠长石
、

雏晶黑云母等低温矿物及其相应的低温矿物共生组合普遍存在
，
属于

绿片兴相低温部分
。

但不少层位中出现黑硬绿泥石和钠质闪石 �可能为蓝闪石类中的镁钠

闪石 �，

压力影
、

压力据及片理发育
，
基性岩浆活动强烈

，
相反无中酸性岩浆活动

，
上述特

点表明应山群可能属中一高压过渡型变质相系
。

�二� 几个地层接触关系

�
�

大别群与红安群的接触关系

吴磊伯等人曾推测大别群与宿松群 �相当红安群下部�之间为角度不整合
，

并将其所

代表的构造运动称为大别运动
，
但未提出足够的证据

。

七十年代中期
，
本队在薪春猪婆寨

发现 大别群与红安群角度不整合的存在
，

并先后又在安徽宿松县柳坪及湖北大悟县黄麦岭

等地证实这一不整合具有区域意义
，
这说明大别运动确实在大别山地区普遍存在

。

其特征

是
�

���红安群在英山县鸡鸣
，

宿松县陈汉沟一带呈截合方式覆于大别 群 的 不 同层位

�
，

黄麦岭磷矿勘探资料亦证实其含磷岩系是覆于大别群的不同岩性之上的
。

猪婆寨
，
小

岗及黄麦岭等地的红安群与大别群的地层产状
，
不论是走向

、

倾向及倾角都明显地不一致

�图 �
、
�

、
��

。

大别群的古老褶皱形式常表现为弯窿构造
，
而覆于其上 的 红安群

，
则

以北西向紧密褶皱为主
。

���红安群底部的含磷锰陆源碎屑一碳酸盐沉积变质岩系代表一套 长 期 沉 积间断

后
，
地壳下降形成的正常海相沉积

。

这套岩系是红安群与大别群的分界标志
，
是新的地史

阶段具有起始意义的建造类型
。

界面上下无论变质程度和混合岩化作用均有明显的差别
。

红安群为绿片岩相
、

绿帘角

闪岩相� 大别群为铁铝榴石角闪岩相
。

红安群几乎不发育混合岩
，
而大别群混合岩化

、

花

岗岩化则极其强烈
。

从宿松柳坪红安群底部砾岩中
，

尚见眼球状混合片麻岩砾石表明
，
两

者之�’���，
确实存在一个区域变质作用和混合岩化作用的不连续面

。

���古风化壳及底砾岩的存在是不整合存在的重要证据
。

除广水以西部分地段
，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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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大别群
�

黑云片岩

岩 �
。

团
，

圈
�

圈
�

爵
�

圈
�

卧圈
�

小冈红安群与大别群角

度不整合素描

�
�

眼球伏混合岩， 红安群
� �

�

�
�

黑云斜长片麻岩 �
�

石英

含砾长石 石英岩�
�

石墨片岩
了
�

白云石英片岩

图 � 黄麦岭红安群与大别群

角度不整合素描图

大别群
� �

�

眼球伏混合岩，红安群
� �

�

白

云石英片岩 �
�

黑云片岩 �
�

磷锰矿层
�

�

白云片岩 �
�

浅粒岩 �
�

黑云石英片岩

���
�

户 � 年成

图
�

圈
�

圈
”

鲡
�

咽
�

圈
。

圈
，

�灌 图
�

回
�

回
。

回
。

回
‘

图 � 大磊山地区地质略图

角度不整合界线 �
�

地层产状 �
�

眼球伏混 合岩 �
�

大别群
，��

白云微斜钠长片麻岩
、
浅粒岩

、

白云石大 理岩 磷矿层
、

白

� 云石英片岩
、

石英岩
、
石墨片岩

‘ �
�

白云钠长片麻岩
、

绿帘钠 长角闪片岩
、

绿泥 绿帘片岩 夹重

�稀土矿层
、 �，

含白云钠长片麻岩
、

浅拉岩夹钠长角闪片岩
、
重稀土矿层

安群与大别群呈断层接触外
，
其他地

区在不整合面上有常有一 层 厚 度不

等
、

不连续的含锰铁质和片麻岩砾石

的云母片岩
，
并局部由锰 土 层 所 代

替
。

拟应属含铁锰质
、

泥质的古风化

壳变质而成
。

而柳坪一带的下部砾岩

层具底砾岩性质
，

一般厚几米
，
砾石

成分复杂
，
除脉石英外

，
尚有下伏大

别群的眼球状混合岩化钾长片麻岩
、

含黑云斜长片麻岩
、

磁铁石英岩等
。

砾径大小不一
，
从几厘米 至 十 几 厘

米
，

个别达��厘米
，
呈滚圆状

、

次滚

圆状
，
个别是次棱角状

，
向西至猪婆

寨相变为含砾浅粒岩 �含砾 砂 岩�
、

石英岩及石英片岩
。

在大悟一带红安

群底部多为石英岩
、

含磷浅粒岩或石

英片岩
。

综上所述
，
红安群与大别群之间

显然为角度不整合无疑
。

�
�

应山群与打鼓石群的 接触关

系

��红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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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山群与打鼓石群呈角度不整合以枣阳耿集一带表现最为明显 �图 ��
。

界面之上为应

山群的含砾千枚岩
，
厚 �米至十几米

，

砾石成分复杂
，
主要为大理岩

、

石英岩
、

片岩
，
具

滚圆及次滚圆状
，
砾径约 �厘米

。

界面之下为打鼓石群白云石 大 理 岩
，

富 含 叠 层 石
�

了丫��‘，�����‘ �口，
，
�无‘��介” ���� ��，

，

���
�，卿��� �

�，，
不整合面上下岩层产状在走向

，

倾

向及倾角上都有显著的差别
。

这一发现对应山群下限的确定提供了直接的地质依据
。

�
�

陡山沱组与应山群的接触关系

震旦系陡山沱组与下伏应山群明显呈平行不整各接触
。

在枣阳县耿集一带
，
陡山沱组

底部有一层厚约 �米的锰矿层与应山群相接触
，
界面上下岩层产状大致平行

，
并在界面上

一

��’ 出现形成环境截然不同的两套地层 �

上覆为千枚岩夹硅质岩� 下伏为变中基性火山岩
。

�三�同位素年龄依据

六十年代中期始
，
不少地质工作者采用同位素方法对本区变质岩系进 行 年 龄 测定工

作
，

至今获得近七十个年龄数据
。

但就测定方法而言
，
几乎皆用钾

一

氢 法作矿物计时
，
表

明本区变质岩系钾
一

氢年龄集中于���一���百万年之间
。

显然
，
它们一般不 能 代表变质岩

原岩形成的时间
，
应多是后期地质 �热力

、

动力�事件的记录或反映部分氢丢失的中间年

龄
。

近 几年来
，
我们开始采用错石铀一牡一铅定年法研究本区变质岩系原岩形成年龄

。

从

图 � 耿集 应山群与打鼓石

群角度不整合素描图
‘

打鼓石群
�

厚层白云石大理岩

�
�

应山群
�

含砾千枚岩

已获得的一批错石表面年龄分析
，
四组年龄值

之间偏差较大
，
反映各样品表面年龄普遍存在

不一致性之特点
。

假若将所有样品点投影于同

一韦瑟里尔谐和图中
，
然后按不同 地 层 单 位

�群�进行回归统计
，
求出各 自的 不 一 致 直

线
。

结果
，

不一致直线均置于一致曲线之下
，

但下降的幅度有如下规律
�

大别群�红安群�

应山群
。

恰恰反映了各群母源组成以及它们所

遭受的后期地质作用强度的差异性
。

下面以群为单位讨论各类年龄 值 地 质 意

义
�

�
�

大别群

己侧定的五个错石样品中
，
所获四组年龄具有明显的不一致性

。

我们应用韦瑟里尔谐

和图法井对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

获得上交点年龄值为 ����百万年 �表 �
，

图 ��
，
故推

测大别群变质岩系原岩形成年代大约为����百万年
。

至于大别群之顶界
，

采自飞虎山组顶部变质岩错石
，
获得表面年龄为����百万年

，
采

用麻桥组之样品
，
获得错石表面年龄为����百万年�

，

推测大别群上限大 致 为 ����百万

年
。

�
�

红安群

我们采用的错石表面年龄值分别为����
、
����

、
����百万年

。

结合 区 域 地 质资料分

� 副北省区调队
， ����年

，
二十万分之一薪春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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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大别群枯石铀铅同位紊比值及有关年龄值

样号 采样位置
����������

����������
����������

����������

�����������

����������

������丁����

表面年龄采用
值及偏差�

，�，�

���������� ，
�些丝二、
������ �

安徽省宿松

柳坪

混合片麻岩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湖北省罗田

县三里贩

含黑云斜长

混合片麻岩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了�，”

�
。
�������

� �
。
�������

一 �
。
�������

湖北省罗田

县三里贩

均质混合岩

湖北省罗田

县三里阪

黑云斜长片

麻岩

…�…一…一…一
…一…一…�…�
…�…一�、 …�

����
。
��

� ���
。
��

一 ���
。
��

�峨��
。
��

� ���
。
��

一 ���
。
��

湖北省红安

县八里

白云母钠长

石英片岩

����
。
��

� ���
。
��

一 ���
。
��

韦瑟里尔谐和图参数
人

� � � � 占 �

相关系数
� � �

�

������� � 二 �
�

������� � “ �
�

�������

表中采用的物理常数按李俊华等编著 《 同位素年龄计算手册
》数据

。

析
、

考虑上述大别群年龄值上限和应山群已获的最 大 年 龄 值
，
推侧红安群下限应略小于

����百万年
，
上限为����百万年左右

。

�
�

应山群

护卜���

����

� 了�

� ��

只丝知�俞��呻

� ��

����

� ��

� ��

����

� 之�

皿����
一

石

� ��

�‘ ���

� ���

� � � � �� 吐� �� �吕 丫 ��

图 � 大别群变质岩错石韦瑟里尔谐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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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已获得的四个错石分析结果
，
应山群中

，

其错石铀
一
铅表面年龄采用值 的 平均值为

���百万年
，
应用铅

一
铅等时线图解

，
经回归分析

，

求得铅石铅
一
铅等时年龄值为���百万年

�表 �
、

图 ��
。

由此推测
，
应山群变质岩原岩形成年龄大致为晚元古代早期

。

综上所述
，
各群的时代归属及其对比暂可综合如表 �

、

并讨论如下
�

�
�

大别群是一套变质基性一中酸性火山一沉积建造
，
变质相为铁铝榴石 角 闪岩相

，

混合岩化及花岗岩化作用十分强烈
。

这种大面积中深变质作用
，
一般来说是太古代一早元

叫

表 � 应山群枯石铅同位亲比值及有关年龄值

铅一铅等时线参数

采样地点 岩 性
�� ��� �� ���

�� ��‘
� �� ���

表面年龄采用值

及偏差����

多 �������
���‘� � 二 � � 占名

切北省应山县余店

珑北省应山县马坪

绿泥钠长片岩 ���
。
������ ��

�

������

� ��
。
����

���
。
��

一 ��
。
����

相关系数

变中酸性晶屑

岩屑凝灰岩

� ��
。
����

二 �
�

�������

��
。
������ ��

。
������ ����

。

��

一 ��
。
����

� ��
。
������

变酸性晶屑岩

屑凝灰岩

� ��
。
���� � 二 �

。
�������

湖北省随县何店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绿帘钠长浅拉岩 ��
。
������ ���

。
������ ���

。

��

一 ���
。
����

号一一一一样一�一
�‘一
，、
一、

表 � 大别群
、

红安群
、

应山群时代位�及其对比表

地 。 � � � � �
�� � 石卜 汗 为�� �

，
�一 滋‘ �

�

� 卜去 下翻
��一 口�

，

�
�

� 祠杯 口口 二幼岛 、 口之 �

卜 � ‘ 己， 卜�
�

� 个甲 刁又 月书 � 尸、 口七 �目 � 印且姆
、 �、 力��」� � �少到川�、 沙勺二 日刁 � 忧 叶 �

���

���少年

����

���

����

��〔��一

����

����一�

晚晚晚 震震
�

上上 灯 影 组组 上

�
“ 影 组组 上

�
，�影

�

组组组 上上 灯 影 组组

���石石 旦旦 统统 陡山沱组组 统 �陡
’力沱组组 统 �陡

‘妇沱组组组 统统 陡 山 沱 组组

古古古 纪纪 下下下 下

�
南 沱 组组

………�……�…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代代代代 统统统统统统统 统 �莲 沱 组组 应应

南南南南南南 沱 组组 花花 山山

青青青青青 莲 沱 组组 山山 群群

白白白白白 马马 组组 ���
、 ���

口口口口口 槽槽槽
、 ���

纪纪纪纪纪 园园园 红红
组组组组组组组 安安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中中中 蓟蓟 神神 丰丁丁丁
���口口 县县 农农 鼓鼓鼓
古古古 纪纪 架架 石石石

代代代代代 群群 群群群

长长长长长长长
城城城城城城城
纪纪纪纪纪纪纪

早早早早早 大大
���乙乙乙乙 别别
古古古古古 群群
代代代代代代
太太太太太太
古古古古古古

代代代代代代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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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竺

图 � 应山群变质岩错石铅
一
铅等时线图

古代变质作用的特征
，
与业已确定为太古

代的鞍山群
、

胶东群
、

阜平群等相类似
。

硅铁建造的发育也是世界上晚太古一早元

古代变质地层中的一种标志性建造类型
。

这种认识
，
与铅石铀

一
铅法所 获 得的

同位素年龄数据是相吻合的
。
目前我们获

得的错石表面年龄变化在����一����百万

年之间
，
采用韦瑟里尔谐和图法获上交点

年龄值为����百万年
，
这些数据也说明大

别群时代为太古一早元古代
。

大别群的上限以及代表大别运动的时

限值我们是采用宿松柳坪不整合面之下紧靠界面处飞虎山组中错石表面年龄值����百万年

来标志的
。

考虑后期地质作用的影响可能使表面年龄值比实际原岩年龄值 偏 低
，
推 测 为

���。百万年左右为宜
，
故大别运动大体与五台运动相当

。

�
�

红安群为不整合覆于大别群之上的一套中浅变质地层
。

从岩石组合 及 含矿建造分

析
，
可能与肥东群上部的桥头集组和双山组相当

。

考虑大别群的上限年龄为���。百万年左

右及红安群下部错石表面年龄最大值已达����百万年�
，
因此

，

推测红安群下限应略小于

����百万年
。

至于红安群上限尚难确定
，
但考虑应山群中错石表面年龄最大值达����百万

年
，
因此

，
红安群时代介于两者之间是可能的

。

近年来在红安群及相应的宿松群
、

佛子岭群
、

苏家河群 �相当红安群中部�获得微古

植物化石有 ���“ ����” ����
��，。 ��户�，����

，
�

· ，�，，。 ����，
�，��
�����

��，‘�‘，‘、 ����
，
�

·

，。 ���“ 哪
，
�渗�” �附���艺” �簇� 户“ ����

，
����，�渗��

��夕�����
�盯� “ 哪落���彻，�乞�

，
�

�

��，云艺��公�
，

��妙��犷�云�
��

· ，
���才。砂�

�。 ，艺�云“ 哪 ��
� ，
��哪饭，�，公云�� �” 公公�。 艺��试、 “ �，

�公�” 、 。 、 哪�才。 �

��。 、 ，
��‘������������犷� ��

�

等
，

其中�
���，�云��������乡����� “ �‘���” �，�艺�，

�
�

���云公
�

“ “ �， ���“ �。 “，�����邵� ��叮“ ���� 等与北方蓟县系及南方上神农架群 有 相 似 之处
，
而

��� ‘�������八而“ 。 ���。
，
�

�

�“ ���“ 哪 则见于长城系中
。

结合微古化石及同位素年龄资料
，
红安群时代为中元古 代

，

与 蓟 县 纪一长 城 纪 相

当
。

�
�

应山群与鄂西耀岭河群
，
马槽园组

、

皖中张八岭群都有相似之处
，
与上 覆 震旦系

陡山沱组或周岗组呈平行不整合
，
且都有细碧

一
角斑岩建造的火山沉积变质岩系

。

可能属同

一时期相同构造环境的产物
。

应山群与下伏打鼓石群呈角度不整合
，
这为确定应山群的时

代提供了可靠的地质依据
。

打鼓石群中产有叠 层 石
�

八��讯����� �洲
，
��话

�
��� �”

，

���。 ，、 ��� �叮，

与蓟县系相当
，
无疑应山群属蓟县纪后的沉积

。

结合错石�
一

��年龄值
，

其形成时间应相当青白口纪
，
与花山群也可对比

。

但是
，
应山群中下部变中一酸性晶屑岩屑凝灰岩中错石表面年龄最大值可达����百万

年
。

经鉴定认为
�

该岩石不含陆源碎屑物质
，
错石为同源同时产物

。

这种与地质证据相矛

� 安徽省���队
， ��肚年

， 《大别山东南麓宿松群的划分及对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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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现象
，
其中一种可能

，
这就是应山群与红安群有部分重叠

，
假若如此

，
应山群将可能

再分
，
这有待今后的工作

。

在桐柏山南麓广大地区
，
应山群与红安群为断层接触

，
断层带

常发育
“
砾岩

” ，

其砾石圆度极高
，
成份复杂

。

至于应山群是否包括震旦系下统与莲沱组及南沱组同期的沉积
、

尚值得研究
。

从鄂中

大洪山地区震旦系地层 自南向北超复
，
依次缺失的现象以及大洪山地区莲沱组中可见属应

山群的变基性火山岩
、

角斑岩
，
石英角斑岩

、

熔凝灰岩等的砾石来看
，
在随枣一带缺乏震

旦系下统的可能性较大
。

当然在莲沱组中有凝灰质砂岩的存在
，
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同期

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相应地层
，
这都是有待今后研究

。

本文是我队广大职工集体劳动成果
，
由我组于����年 �月集体讨论成文

。

初 稿 写 成

后
，
黄建勋主任工程师进行了审阅

，
文中引用的铀

一
铅同位素年龄最新资料系与二机部���

队协作采集
、

由北京第三研究所测定的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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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沿海中生代变质带的变质作用特征

李根坤 李昌泽 宋彩珍 林文生 郭烈光�

�福建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福建沿海中生代变质带位于太平洋西岸
，
呈北东向狭长带状濒海展布

。

其范围
，

北起

马祖
，

向南经晋江
、

东山
，
延入广东南澳

，

蜿蜒���公里
，
宽��一��公里

。

对此变质带
，
地质界看法颇多

，
以前一般认为是古老的变质基底

。
��了�年开始的福建

沿海����万区调
，
初步查明其为一中生代变质带

。

在此基础上
，
我队变质岩专题组又对之

作了调研
，
肯定并深化了以前的认识

。

本文是由专题报告有关部分汇集而成的
，
主要对变

质作用本身的特征作一介绍
。

篇幅所限
，
与之有关的原岩恢复和混合岩化等问题只引用专

题报告结论
，
未予详加论述

。
水平低

，

错误之处
，
请批评指正

。

工作期间
，
得到长春地质

学院
、

南京大学地质系的协助
，
董申葆教授

、

孙鼎教授
、

沈其韩研究员和贺同兴副教授等

亲临指导
，
使我们获益良多

，
在此谨致谢忱

。

一
、

变质地层与原岩建造特征

变质带由上三叠一上侏罗统组成
。

根据变质岩石的自然组合
、

上下层序
、

化石和同位

素年龄资料
，

并经恢复原岩后与同时代未变质地层进行对比
，
可将变质地层划分为如表 �

所示的七个地层单位
。

以长乐一南澳深大断裂带出露的主要位置为界
，
变质带西部与东部

在原岩建造和变质程度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
，

并有一定的变化规律
。

变质带西部的上三叠一下侏罗统分布局限
，
仅见于云肖尖山和厦门京口

。

岩石组合特征

及化石种属表明 �表��
，
其应属陆相砂泥质建造

，
是上古生代隆起基础上所形成的断陷盆

地沉积产物
。

上侏罗统是著名的闽浙火山岩带的一部分
，
具有从中性�酸性�中酸性的演

化规律
，
属陆相中酸性火山岩建造

。

总体而言
，
西部地区岩石重结晶不强烈

，
原岩面貌基

本可拼
。

泥质原岩只出现绢云母
、

石英等新生变晶
，
部分见黑云母雏晶

。

火山原岩一般亦

� 先后参加本专题工作的尚有严炳锉
、

郑铁藩
、

陈铭泉
、

章金海
、

曹开芳
、

林训较和徐华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