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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西省岩浆作用
、

构造作用与

成矿作用之�’�关系的新认识
�江西省地矿局�

�江西地质矿产调查研究大队�

璋勋由秉龚高

�
�

�
�

������� ������� ���������� �� � ， �丫�

提 要 本文以三版块构造模式解释江西省成矿作用的发展
。

认为中朝
、

扬子
、

华南三板块 的

边缘类似于安第斯型
，

它们与辛普森等人研究过的英国加里东地区
、

海西地区的岩浆作用和 成

矿作用完全可以对比
。

一
、

目� 青

一些中国地质学家
，
在研究钨

、

锡
、

铜
、

铀等与花岗岩有关的矿床过程中
，
划分出重

熔型 �地壳型�和同熔型 �过渡型�两类花岗岩�徐克勤等人
，
�����

。

上述分类可大致与

钦铁矿型和磁铁矿型 �石原舜三
，
�����

，
�型和 �型 �查佩尔和怀特

，
�����相对比

。

重熔型 �地壳型�花岗岩
，
这类花岗岩通过地槽区内大陆地壳的重新组合和多旋回的

花岗岩化作用
，
形成具经济价值的钨

、

锡
、

锭
、

钮和铀矿床
。

同熔型 �过渡型�花岗岩
，
认

为是由于派生的上地慢岩浆上升并混合地壳物质而形成
，
因此这类花岗岩兼具地慢和地壳

两类物质
，
而且还会有上地慢和地壳硅镁层的混合物

。

目前
，
中国的许多地质学家都习惯于根据花岗岩侵入体的成矿元素

、

成矿组合和成矿

络合物等来确定花岗岩的成因�是来自地壳
，
还是来自地慢�

。

中国在近期发表的有关花岗岩研究的文献中
，
均运用了上述的分类方案 �参见出版的

国际锡矿会议论文汇编 ����
，

和国际钨矿会议论文汇编 �����
。
我们通过在江西省的野外

调查和室内研究
，
发现运用这个方案

，
对于探讨江西省及其邻近地区的钨

、

锡
、

铜
、

铂
、

铀
、

金等多金属成矿作用
，
以及予测新的资源等方面

，
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

我们认为
�
要探讨江西省的区域成矿作用

，
必须研究建立在板块构造基础上的有关岩

浆作用和矿床成因的新的构造模式
，
以及由此而发育的破坏性大陆边缘模式

。

因为上述模

式已被证实是伴随有铜
、

钨
、

锡
、

稀土
，
锐

、

担
、

金和铀等主要矿床的世界上最重要的成

矿区
。

二
、

江西省区域地质概况

龚由勋等人编制的 � � �，
���

，
��� 南岭地质图已经出版 �面积约 ����� ��

。

该图利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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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

�� 万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

并搜集了许多最新成果编制而成
，
也是 目前该区最新的区

域地质图
。

近期地质研究提出下列理论
，
认为亚洲大陆的大地构造可以划分为许多断块

，
而这些

断块是在地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分离板块 〔����从�
�� 等人

，
���巧 张文佑

， ����� 黄

极清 � 许靖华 �瑞士�
� 朱志澄 �武汉地质学院�� 郭令智 �南京大学�〕 。

江西省跨两个大陆断块或板块
，
即扬子板块和华南板块

，
它们共同组成中国东南部的

陆块
。

江西省北部以长江相隔与湖北省为界
，
沿长江由于受到下伏基底地质构造形迹的强

烈影响
，
而作为扬子板块北部边缘带的一部分

，
即南侧是扬子板块

，
北侧是中朝板块

。

在湖北省与江西省北部的接壤地区有一个重要的造山带
，
即秦岭大别造山带

，
经查明

该地区为中朝板块与扬子板块毗邻和拼接的南部边界
。

而华南板块的东南部边界
，
已超越

江西省范围之外
，
进入属于环太平洋造山带一部分的广东

、

福建和浙江等省
。

为此
，
我们

匙

推测江西省的岩浆作用和成矿作用受到

来自南部
、

北部和中部等三个大陆板块

的边界线直接作用的强烈影响
。

中朝板块
、

扬子板块和华南板块之

间的边缘是岩石圈逆冲带
。

以扬子板块

和华南板块的接触带实例表明
，

沿这个

逆冲带有一大套蛇纹岩化的基性岩和超

基性岩呈线性展布
，
地球物理资料也表

明该区有逆冲带存在
。

在江西境内的扬子板块和华南板块

的分界线
，

具有两条相对应的逆冲带
�

一条倾向 ��� �另一条倾向���
。

它们

被 �� 走向的抚州断层所切割
，

使其发

生右旋水平移位约 ����
，
可能相当 于

大洋转换断层的位置
。

上述两个岩石圈板块之间的逆冲带

分别是
�

华南板块北缘的铅 山 逆 冲 带

�此带向北逆掩�
，
以及扬子板块南缘的

九岭逆冲带 �此带向南逆掩�
。

介于这两

个板块逆冲带之间的低平地 形 区 的 基

底
，

推测可能由洋壳组成 �图�
、
�

、
��

。

在抚州断层的东北方向
，
两条主要

的岩石圈逆冲带大致变为向东走向
，

而

且比较靠近和平行
。

例如
�

抚州断层东

北方向的德兴断层
，
就是铅山逆冲带的

北东分支
，
沿该断裂带也查明有蛇纹岩

侵入体
。

鉴于考虑这两个带上晋宁和加

图 � 江西省主要地质构造单元及 �
�

��
�

� �
�

���

等成矿作用略图

���
�

�
�

������ ��� �� ��� �����么�����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省界 �
�

洋底 �
�

加里东期形成的华南板块
�

�

晋宁期形成的扬子板块 �
�

逆冲带 �
�

断层
·

�� ��� � � �
�

�
�

��
�

�
�

横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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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东基底沉积物逆掩在泥盆纪和石炭纪沉积物之上
，
所以也可以说明这里是海西一印支时

期的余冲带
。

三
、

江西省的构造事件

下面讨论江西省板块构造模式及各个板块之间的关系
。

扬子板块 �江西省北部�

本区最古老岩石的年代为元古代
，
期限 ����������

� 。
这套沉积物为一套很厚 的 典

型的变质岩石
，
最近在这个地区发现含火山熔岩的复理石建造

。

晋宁造山期 �包含有扬子

板块大部分基底�的时代已修订为 ���一�����
�，
形成东西方向的褶皱轴

。

九岭花岗岩基

近东西向侵人
，
与褶皱轴向基本一致

，
侵入时代为 ����

�，
略晚于扬子板块形成克拉通的

晋宁期
。

晚元古代的板溪群
，
为几千米厚的地槽沉积物

，
它是沿着稳定的克拉通南 缘 沉 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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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大陆�
。

在江西北部可见板溪群不整合于老地层之上
，
而这个不整合在湖南就更清楚了

。

在板溪群后震且纪地层发育
，

在江西北部可明显地看到震旦系既不整合于板溪群及更

老地层之上
，
也不整合复于九岭岩基之上

。

震旦纪之后
，
从寒武纪到第四纪都显示出大陆

型的沉积物
。

基底断裂很难识别
，
它们的发现主要依据地层的缺失

，
断裂的位置是通过区域填图发

现
，
而这些断裂往往多次活动

。

华南板块 �江西南部�

华南板块与扬子板块完全不同
，
从震旦纪到奥陶纪所有的沉积物都是大陆边缘相

。

以

前曾将这个地区叫做南岭地槽
，
是在加里东造山期发生变形

，
而终止于泥盆纪以前

。

加里东运动是一个规模较大的造山运动
，
这个运动在广西发生在志留纪与 泥 盆 纪 之

间
，
而在本区加里东运动可能开始于奥陶纪末

，
因为江西

、

福建
、

广东等省都缺失志留纪

地层
。

最近在江西西南部发现了一套���。 厚的沉积物
，
其下部含有晚奥陶世的 化 石

，
这 套

沉积物的上部有可能属志留纪
，
代表加里东运动在这个地区开始活动的时间

。

加里东褶皱

轴向为南北向和北西一南东向
。

加里东褶皱地层被一套由大陆相沉积物组成的泥盆纪一三叠纪地层所复盖
。

扬子板块和华南板块的缝合 �拼接�

加里东运动后
，
扬子板块和华南板块缝合 �拼接�

。

扬子板块的加里东运动表现 不 明

显
，
志留系与泥盆系之间为平行不整合

，

它们的形变基本一致
。

加里东运动后
，
大致在海

西期
，
两板块连成一体

，
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在两板块之间的边缘泥盆纪和石炭纪沉积物

被基底沉积物逆掩
。

在两个板块上
，
泥盆纪以后的沉积物在整个江西是非常相似的

。

印支

运动也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构造运动
，
波及全省

，
使泥盆纪到三叠纪的地层褶皱

，
形成复式

背
、

向斜
。

印支褶皱不像加里东那样的封闭型
，
而是开阔型褶皱

，

如南昌市西南的萍乐拗

陷
。
燕山运动在江西省主要表现为断裂

、

断陷
、

平缓的褶皱
，
波及全省

。

岩浆岩侵入体是

这期构造运动的产物
，
与成矿作用关系密切

。
燕山期断裂规模大

，
数量多

，

为一很强的线

性构造带
。

在江西地质图上所表现的断裂中
，
有���是燕山期形成的

，
其中大部分断裂能

在卫星照片上识别
。

根据切割的地层和控制的花岗岩能够确定断层形成的时代
。

燕山期断

裂中大部分为北东向
，
其次为东西向

，
还有一些南北向和北西向

。

北东向断裂大多呈左旋

扭动
，
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组

，

它们形成的时代和方向均不 相 同
�
较 老 的 一 组

，
方 向 为

��������
。 � 较新的一组

，
方向为����

“

一��
“ 。
成矿作用与较新的一组关系密切

，
这 组

断裂延向福建
， 庵

方向逐渐由北东变为 ��� ��
“ 。

环太平洋带

花岗岩形成的时代向福建变新
，
东西向断裂表现为逆掩断层

，
南北向断裂与此类似

，

它们大多具多次活动
。
�����向断裂表现为正断层

。

北东向断裂与环太平洋带有关
。 ，

四
、

花岗岩分类问题的讨论

江西地质科学研究所刘家远
、

沈纪利等对江西花岗岩进行研究工作的过程中
，
通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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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作用与成矿作用之间关系的新认识 ，。 ，

岩分析结果
，
作出主要造岩氧化物

�����、 ���
、
����

、
���

、
���

、
� ��

、
���

、
�����、

����。 、
����

与���
�

的关系变化图解
，
其结果表明这些数据是一个连续的地球化 学系 列

，

而在划分含�“ 一� “
斑岩

、

含�一�”
花岗岩和含�一�”

花岗岩区间之间没有求现任何间断
。

当我们考虑到中国学者对不同岩浆类型提出不同的成因时
，
存在这样连续的地球化学

数据是值得注意的
。

如将含�
�一� 。

斑岩认为是过渡型
，
含�一��花岗岩认为是地壳型

，
那

么含�一��斑岩对中国的分类系统来说
，

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
，
这类花岗岩与上两类 花

岗岩在成分上是过渡的
。

一些学者� 在探讨根据花岗岩不同来源的特性划分两类花岗岩时
，

将这类花岗岩归属于过渡型
，
而把复杂的成矿特性则归因于

“
成矿专属性

”
和

“
成矿交叉

性 �重合性�
” ，
用以说明两类花岗岩都有可能形成有经济价值的钨

、

锡矿床 ������
。

他们

还认为
�
以前对具经济价值的�

� 、
� 。 、

� 和��等金属矿床是不可能都在与地慢来源的 花

岗岩浆中形成
，
而把�

、
��等金属矿床仅看作是与壳源的花岗岩化作用形成的花岗岩有关

������
。

现将论证矿床类型多样性的一些实例歹��于表�
�

表 � 江西矿床类型的分类

�色 �生巴
�

�二上三二遭 …�上…竺
�

�…生二邑一二一二
�

全一巴一二一竺
一

扬 子 板 块 � 华 南 板 块

��
、

��
·

�� � 德兴斑岩铜矿 �
“ ���� ���� �永平斑岩铜 一钨矿

�
一

�� ���� �阳储岭斑岩钨 �锄 矿 …‘ � �西华 山钨矿
� �丫吉 山钨矿 � �

一

�� �傈塘钨锡矿

�”
� 曾家垄锡矿 �

�” 」锡坑井锡矿

我们最近在江西南部的野外调查
，
发现印支期和燕山期花岗岩常呈巨大的复式岩基

，

相当于刘家远
、

沈纪利的两类花岗岩中的壳源型花岗岩
。

这类岩基与震旦纪围误幸呈很不协

调的接触关系
，
发育有良好的热接触变质带

，
并伴生有�

� 、

�
、
�

、
�等矿床

。

另外
，
我们发现这些巨大的岩基中

，
关于亲石元素特殊的离子增大的地球化学演化

，

与震旦纪基底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

通过对各种花岗岩和基底的新鲜露头进行丫放射性测量
，

发现花岗岩的�总数为��������
，
高出于在热接触变质带的震旦纪片岩和片麻岩丫总数��

一�����的�一�倍
。

在江西省的花岗岩和围岩之间
，

确定放射性元素 ��
、
��和 ��地 球

化学分配的变异性
，
能提供有效的野外工作方法

。

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些被称为壳源花岗岩在构造类型和地球化学体系上很类似
，
里德曾

把花岗岩分为
“
允许侵人型

”
和

“
强力侵人型

” 。

其主要区别标志是
�

强力侵人型花 岗 岩

是在造山运动高潮时
，

引起地壳重熔而发生的同构造侵位
，
就象苏格兰加里东花岗岩在地

球化学特征上与基底很相似
。

允许侵人型花岗岩是在构造期后发生侵位
，
并在构造外延地

区断裂环境下形成巨大的岩基
，

这突出显示出地慢来源占优势 �����“ “ �和�����
，

�
“ ����

和����
���
�

。 ‘
一

�

�

很有幸我们在江西南部能够看到江西的所谓
“
壳型

”
花岗岩

，

通过多次重熔和岩浆多

次活动产生放射性元素富集
。

� 如刘家远
、

沈纪利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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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研究工作者那样划分出壳源花岗岩的倾向
，

就出现了一个主要的

困难
。

因为这类花岗岩与围岩关系不协调 � 花岗岩从岩源到地壳上已经垂直上升移动了很

长的距离
，
因此这显然不是来源于接触带附近的震旦纪基底重熔

。

再一个问题是这种分类对于在江西及其邻近地区
，
进一步在花岗岩区系统勘探

，
找寻

新的可能在深部隐伏的矿床等方面没有帮助
。

五
、

关于江西省岩浆作用和成矿作用的新模式

重新考虑江西岩浆作用和成矿作用的关系
，
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

，
它们是与大陆边缘

破坏引起的构造
、

地球化学
、

地球物理模式密切相关
。

这种情况与辛普森和普兰特描述过

的苏格兰加里东花岗岩及华特森和辛普森描述过的英格兰东南部的海西花岗岩十分相似
。

提出这个新模式是由于江西扬子板块和华南板块在元古代和下古生代具有完全不同和

明显不相关的特性
，

推测在石炭纪以前
，
这两个大陆板块好像是完全分离的

。

上述两板块在原始太平洋或特提斯海定位的情况
，
尽管经过�

������ ��等人在����年

的研究
，
仍然不清楚

。

但对中朝板块和扬子板块的定位已提供出一些迹象
，
这种研究的方

向是很有趣的
，
我们没有必要去进一步涉及

。

地质历史的环境使中朝板块和扬子板块
，

扬子板块和华南板块之间发生了连续拼接
，

可是不清楚是递增俯冲还是碰撞
，
但是已经发现大量原始太平洋洋壳的物质

。

这种类型的模式与江西省观察到的成矿的带状分布完全一致
，
也就是经赏所说的

“
北

铜南钨
”
的著名论点

。

在扬子板块和华南板块之间的接触边缘
，
类似于活动的安第斯型在

接触边缘向下俯冲的特点
，
结果就导致来自上地慢的物质

，
在平行于两个板块的接触边缘

发生富集作用
。

自此以后
，
在燕山造山期的时候

，
由于张力而发生块断作用

，
下地壳的花岗岩浆就在

两板块之间向上侵人
，
这样就显示出与俯冲带相关的成矿带状分布的特点

。

在扬子板块上
，
含铜斑岩是在北部和南部两个板块边界近侧形成的特点

，
而钨一 铜 成

矿则是在稍远的地区定位
，
从板块边缘到成矿定位处大致是等距控制的

。

华南板块也有相类似的明显带状分布的现象
。

靠近北部边缘的接触线附近 有 含 铜 斑
岩或花岗岩

，
在板块内部稍远处

，
有一条与接触界线近于平行分布的含钨一锡一

铀花岗岩岩

基
，
被燕山期北东向左旋剪切而发生了广泛的位移

。

在江西省东南部
，
钨

一

铜成矿作用的再一次出现
，
则把它归因于环太平洋俯冲作 用 的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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