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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东南麓宿松群铆一银年龄及

其构造意义的探讨
桑宝梁 陈跃志 邵桂清�

�安徽省地质科学研究所�

提要 本文根据对宿松群变质岩的宏观地质调查
，

结合室内岩石与矿物的镜下鉴定
，

测定

全岩及单矿物��
·

�� 等时线年龄数据
，

认为该变质岩系曾经过二次变质与变形作用
�

第一次是

加里东期褶皱及变质作用
，

形成绿帘角闪岩相
，

其时限为 ��。 一 ���� 。 �
第二次是印 支 期

，

表

现为岩石片理化
、

塑性变形
、

推复构造及退变质作用
，

形成低绿片岩相
，

其时限为 ���一 ���� � �

目� 青

大别山东南麓是指皖西南宿松一太湖地区而言 �图 ��
。

该区发育一套以含磷岩系为特

征的沉积一火山沉积岩系
，
以往将这套含磷岩系称为宿松群

，
归属元古界�

。

第四系

� 宿松太湖一带地质略图 �据���队略加修改�

宿松群 � 大别山群 �花岗岩 � 蛇纹岩 � 断裂 � 采样地点
� 地质产状 �多硅白云母出露地点

���
�

�
�

������ � �� �� ��� �� ����
·

����� ���吕
�

�一�
� � ���� � � ��� �一�� ���� ���� �� �一����� ���� �� �一�������� � �一����� ��������

�一��� ��� 了一�������� �� ��� ���日 � �一������ � �� ���� �一��� � ����
�

参加部分野外工作的有营俊龙
，

刘尚华
、

李家荣
，

赵连吉
、

胡家亮等
。

湖北区调队
， ����

， ” ��万黄肤幅区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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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安徽区调队在宿松地区填制 ���� 万太湖幅时
，
将宿松群统称为二郎河组

。

太

瑚马庙地区划为大别山群桥岭组
。
����年

，
�� 地质队对该区进行了详细研究�

，
将变 质

地层自下而上分为大新屋组
、

柳坪组
、

虎踏石组和蒲河组
，
总厚度在 �����以上

。

大新屋

组的岩石主要为砾岩
、

石英岩
、

云母片岩� 柳坪组下部主要为磷灰岩夹白云石英片岩及含

石墨白云石英片岩
，
上部以二云斜长片麻岩为主

，
间夹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 � 虎踏石组以

云母斜长片麻岩
、

斜长角闪岩夹多层浅粒岩为特征
，
局部地段为含石墨白云石英片岩夹不

稳定的锰
、

磷矿层 � 蒲河组以厚层白云斜长片麻岩
、

帘石角闪岩
、

角闪斜长片麻岩为主
，

局部夹少量白云石英片岩
。

他们认为宿松群代表一次较大的海浸一海退沉积旋回
。

太湖马庙地区
，
近年来通过 ���万区域地质调查

，
已有资料表明

，
该区变质地层与宿

松地区宿松群中上部层位相当
。

长期以来
，
对于宿松群的时代归属

，
上部是否存在火山岩以及与大别山群接触关系等

伺题
，
看法不一

。

因此
，
宿松群含磷岩系的变质时代及地质构造特征的研究

，
对追溯区域

地质构造发展历史至关重要
，
同时对指导找矿亦具实际意义

。

为此
，
我们对宿松群变质岩

系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以及室内岩石学
、

微量元素及铭同位素研究
。

本文就该区��
·

�� 年龄

测定结果对扬子板块北缘的构造地质作一探讨
。

二
、

地质特征

宿松群呈北西西向展布
。

西南侧以断层与混合岩和片麻岩 �大别山群�相接触
，
底部

见有砾岩而引起讨论
〔 ” ，
北侧太湖马庙一带

，
据地球物理资料

，
推测为一大断裂 �即太湖一

大悟大断裂��
。
野外观测表明

，
南侧宿松群主要以大面积发育的片理构造和岩石 碎 裂 结

构为特征
，
片理走向为��

“

����
“
左右

。

北侧沿断裂出露片麻状花岗岩及花岗质片麻岩与宿

松群接触而掩没了地表断裂特征
。

宿松群变质岩系以石英片岩为主
，
其中夹有片麻岩

、

大理岩以及绿帘钠长角闪片岩
，

下部含有石墨片岩及磷矿层
。

宿松群片岩经原岩恢复为粉砂岩
、

长石砂岩或硬砂岩
，
其中

夹有中基性一中酸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

桑隆康等�认为宿松群为一套沉积一火 山 沉

积岩系
，

曾遭受两次变质作用
，
主期为绿帘角闪岩相变质作用

，
后又迭加绿片岩相退变质

作用
，
从岩石学角度论证了多期变质作用的存在

。

我们的研究表明
，
宿松群变质岩系具有

一

动力变质作用的特征
。

�一�碎裂岩组构构造

挤压片理发育
，
以宿松群底部及马庙一带为甚

，
以白云母组成的发育片理

，
镜下以鳞

片变晶结构为主
，
柱粒状矿物 �石英

、

磷灰石
、

铅石
、

绿帘石�呈定向拉长穿切长石
、

石

英
，
拉伸线理方向平行于片理

，
以及透镜状挤压片理

，

残碎斑晶剪破裂等
，
石英波状消光

普遍
，
还可见到因石英和长石晶格扭曲产生的不均匀消光现象

。

阂华亮等
，
����

，

大别山东南麓宿松群的划分及对比
�

安徽地质科技第 �期

姚至公等
，
����

，

武当山一桐柏山一大别山区划报告 �资料�

桑宝梁
、

陈跃志
、

邵桂清
、

韩延
，
����

，

大别山区地质年代学研究 �资料�

桑隆康
、
游振东

，����，宿松群变质岩系岩石学及磷矿成因 �资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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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化变质矿物组合

研究表明
，
伴随剪切作用而发生退变质作用

，
通常是在较低的温度

、

压力条件 下山
，

它是由高温向低温转化的产物
。

宿松群变质岩石常见低级变质矿物组合
，
包有较高级变质

矿物组合的残余
。

镜下常见
�

普通角闪石退变为黑云母� 黑云母退变为绿泥石 ， 斜长石退

变为钠长石 十石英 十 帘石以及白 �绢�云母组合
，
且双晶消失

，
石榴石退变为绿帘石

、

绿

泥石以及碳酸盐组合等现象
。

退变矿物通常粒度较细
，
由构造压应力产生的白云母

，
组成

的片理构造非常发育
，
这些白云母经费氏台测定

， ���一�� 。 “
���

” ，
应属多硅白云 母

，

其分布范围如图注所示
。

�三�宿松群底部变质砾岩问题

宿松群底部出露的变质砾岩
，
长期以来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
目前对其成因认识有

几种
�

一种意见认为�
，
变质砾岩属底砾岩中滨岸砾岩

，
是沉积间断的重要标志

。
另一 种

意见�是砾岩成分以脉石英为主
，
伟晶质微斜长石石英质次之

，
应为混合岩化过程中的 顺

层注人形成的假砾岩
，
不整合面并不存在

。

根据作者观察
，
有以下特征

�

���变质砾岩分布特征
�

从柳坪一小岗一带
，
沿北西走向断续见有变质砾岩分布

，
其砾石成分主要来 自上

、

下

盘
，

石英岩来自上盘宿松群
，
经过压碎被后期长英质脉胶结

，
石英抗风化较强突出在外

，

大小不一
，
一般为几毫米至十几厘米

，
常见压扁

、

拉长或磨圆
。

来自下盘的花岗质片麻岩

或片麻状花岗岩
、

片岩等
，
因抗风化弱

，
保存不好

，
被长英质岩所胶结

，
而难以分辨

，
但

在砾岩标本磨光面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被拉长的片麻岩及花岗质岩以及石英被拉长排列
，
且

具变晶糜棱结构
。

镜下尚可见到石英砾与基质中石英呈镶嵌结构
，
局部界线模糊不清

，

且

两者都具有强烈波状消光
，
说明已发生重结晶作用

。

���砾石形态特征

在野外可以见到各种形状砾石
，
普遍见有拉长变形砾石及

“ �”
形构造砾石�由石英组

成�
，
嵌于片理化的云母片岩中� 或呈透镜状

，
常见胶结物有绿泥石

、

绢云母
、

电气 石
、

长石等
，
这些拉长砾石有些可能是构造作用的结果

。

���变质砾岩下部有一层云母 �蛙石�片岩
，
厚约 �

�

���
�

�� ，
经镜下观 察

，
可 能

·

是构造挤压形成的片理化产物
。

如上所述
，
我们认为

，
宿松群底部变质砾岩

，
可能原为沉积作用所形成

，
而后期又遭

受构造挤压作用的叠加
，
同时伴有热液交代作用

，
因而使原有沉积面貌被改造

。

宿松群复

于混合片麻岩之上
，
可能是构造推覆作用的结果

。

宿松群大面积碎裂变质及片理化
，
显然是由于构造运动所引起

。

通过 锄一银年龄皿

定
，
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

二
、

铆银年龄测定结果

锄银样品采自宿松群中上部虎踏石组的中基性火山沉积岩系中
。

一组采自沿 宿 松 柳

�

�

桑隆康
、

游振东
，
����

，

宿松群变质岩系岩石学及磷矿成因资料
�

方润章等
，
����

，

关于大别山群几个问题的探讨
�

华东地质矿产专辑第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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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舀

坪一蒲河公路旁共五个样
，
并从一个全岩样品中分离出两个单矿物样 � 另一组采自太湖马

庙附近的麻石沟中共六个样品
。

样品由北京铀矿地质研究所作 ��
·

�� 同位素及 �
，

��法分

析
。
��

·

�� 年龄测定是用德制���一���质谱仪测定的
，
银的分析采用富集

�弓

�� 的钮盐作

稀释剂
，
经强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胶分离铆和锯

。

测定结果见表�
、

图 �一
� 、

�，
钾氢 法 是

利用氢同位素稀释法测定
，
测定结果如表�

。

表 � 宿 松 群 �卜�� 分 析 数 据

下���� � ���� �「�卜� ��
一

�� �������� ���卜� ������ ��� ��

���

龟

样样 号号
���

测定对象象 ����
一一 �下���

飞�����

””” ”
�

岩 性性性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太太 绿帘钠长角闪片岩岩 全 岩岩 ��
。

��� ���
。

��� �
�

����� �
。
������

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
��������� 马马 石榴钠长二云片岩 ����

护护 ���
�

��� ���
。

��� �
。

����� �
。

������

庙庙庙庙庙
一 �� �一一一一一一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一���� 区区 黑云绿帘呐长片岩岩
尸尸 ��

。

��� ���
。

��� �
�

��工工 �
。

������

����一������ 云母二长片岩岩
口口 ��

�

��� 了�
�

��� �
�

����� �
。

������

����一������ 斜长角闪绿帘片岩岩
�，， ��

�

��� ���
，

��� �
�

����� �
。

������

云云云云云云云母二长片麻岩岩
�，， ���

�

��� ���
。

��� �
�

����� �
。

���峨峨�����������������������

����一������ 钠长绿帘角闪岩岩 全 岩岩 ��
�

��� ���
�

��� � 一—一一 �
�

������

��������������� �
·

�������
�������������������

白白白白白白白云斜长片岩岩
护护 ��

�

��� ��
。

��� �
。

����� �
。

�����������������������������������������������������������������������������������������������������������������������

绿绿绿绿绿绿绿帘钠长片岩岩
朋朋 ��

。

��� ���
。

��� �
。

����� �
。

����������一������������������������������������������������������������������������������������������������������������

云云云云云云云母钠长片麻岩岩
甲甲 ��

。

��� ���
。

��� ��� �
。

������

����一�������������� �
�

�������

�������������，，
斜 长 石石 �

�

��� ��
�

��� �
。

����� �
。
������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白 云 母母 ���
。

��� ���
。

��� �
，

�����

�
。 · ’ �。 。。

���，，，，，，，，，，，，，，，，，，，，，，，，，，，，，，，，，，，，，，，，，，，，，，，，，，，，，，

白白白白白白白云石英片岩岩 全 岩岩 ��
。

��� ���
。

��� �
。

�����

�
。 ·

” 。 ���

测试单位
�

北京铀矿地质研究所

。
�

�刁� ” “ 、 �
么
�、 ，

。一

�
‘��

丫
‘��’

�

�
�

��
�

�

��

口 ��
���

失

一一一一才

口 ��

该

厂丫�
�七 �

�

�邸�之 �
�

��‘，只

�二 ���士 ��州 认

��，

卜了带
�二 �

�

����士�
�

以旧�

片��弋 � 二 ���一 ���卜傀。

心 了乙 ��

�
�

�� ��
�
�

一
� ， 万

�

一
一

丫订
�

�
�

�

的 �

户
‘ 尸

�

…
。

��
防尸

�
�匕

图 � 宿松群全岩 ��
·

��等时线
。
一太湖马庙地区 �一宿松虎踏石地区

���
�

�
�

�����
一 ���� ��

一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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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久洛号
从表�

、

图 �可知
，
太湖马庙地区��

·

��全岩等时线年龄为���士���
� ，
初始

冬�
����

�
��

比值为�
�

����士 。
�

���，宿松虎踏石地区��
·

��全岩等时线年龄为���士���
。 ，
初始

�唱��
。 口
��

比值为 �
�

����士 。 �

���
。

上述两条等时线相关系数均为 �
�

” �只
， 、 � �

�

�� 父 ��习 ‘
�

，
都反映

了加里东运动的记时
。

从虎踏石云母斜长片麻岩������全岩和斜长石
、

多硅白云母矿物组成一 条 ��
·

�� 全

岩一矿物等时线
，
获得后期变质作用年龄为���士���

‘ �图��
，
与单矿物多硅白云母�

·

��

法所获平均年龄值����
�
相接近�表��

，
这些都反映了印支运动的记时

。

表 � 钾一氛法同位众年龄洲定结果

����� � ������� ���
·
�� �������� ��� �������������

样 号 �采 样 地 点 �岩 ��帕�
�� �

���
一 “����

‘ 。� ’ “ “�

�杏暴笋
测定年龄值
��

�

�
�

� 扭定法测定象 方测对
性

一�
宿松群虎踏石组

�
云母钠长片麻岩

�
白云”

�
稀释法

�
�
一 �

。

����

�
。
����

�

�����
。

�����

���
。

�

���
。

�

测定者
�

北京铀矿地质研究所四室

�二 �
�

�肠�二 � 的��

� 二 乙�一 拐 ���

二
�

一

�
声

�
一

�
�

卜�����������
��

�
���
��

�����
一�

�。��住

。
�

沁 �一一一一
一 一一

一
一‘ �

�
�

�

� �
�

� 丫了一一一丫了一一

，

卜
护

图 � 宿松群全岩一矿物 ��
·

��等时线

���
�

�
，

�����
����

一

��� ������
一

�� �������� ������� �� ��� �� ���� �����
�

三
、

年龄测定结果的地质解释

上述同位素年龄
，
反映该区变质岩系同位素封闭温度至今所经历的时间

，
由于不同矿

物对不同衰变子体的封闭温度是不同的
，
使我们能从同位素演化来讨论地质体的演变

。

马庙和虎踏石相距仅 ����
，
所获两组等时线年龄分别为 �����

和 ����
。 ，
反映中压

绿帘角闪岩相变质作用的年龄
，
代表加里东褶皱运动的产物

，
温度约 ���℃ 。

随后继续 上

升发生冷却
，
全岩一矿物等时线年龄值比较接近的一次事件

，
即在 �����

间发生的一次区

域性退变作用
，
也就是低绿片岩相变质作用

， �����
代表这次退变事件的最低年龄值

，
其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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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约 ���
“

����℃ ，
这种区域性退变作用的发生

，
显然是由于大规模挤压剪切断裂作 用

所引起
，
使岩石大面积发生片理化和碎裂化

，
应变集中部位形成强化线理

，
是印支运动的

结果
。

从宿松群岩石的初始
�����

����比值看
，
为 �

�

������
�

����
，
均小于 �

�

���
，
经研究对

比
亡” ，

认为初始
��

���
” “
�� 比值�

�

�����
�

���
，
可能为大陆内部断裂坳陷带或深断裂所在位

置
，
由此可推断本区属陆内断裂坳陷带

。

由于本区经过加里东一印支运动的变质作用
，
岩石破碎重结晶作用

，
使银同位素受到

大规模平衡作用
，
从而使 ��

·

��时钟不再指示沉积年龄
，
而是反映了沉积以后所经历的地

质事件的年龄
。

从 目前所获结果表明其沉积年龄应大于 ����
“ ，
鉴于迄今尚未见有可利用

的同位素年龄数据�来论证其沉积年龄
，
据报导

〔 ” ，
以往认为广济一带有震旦系整合 覆 于

红安群 �与宿松群相当�之上
，
但据实地观测

，
认为是断层接触

，

因此
，
宿松群的沉积时

代尚有待于进一步工作后确定
。

四
、

讨 论

如上所述
，
大别山东南麓地处扬子板块北缘

，
通过宿松群变质岩锄铭同位 素 年 龄 测

定
，
获得全岩等时线年龄为��������

。
及全岩一矿物等时线年龄为���� “ ，

反映宿松群 自

加里东运动以来
，
经历了褶皱及伴随区域变质作用后

，
开始产生挤压构造的退变质作用

，

直到����
“
左右才趋于稳定

。

印支运动主要发生于 ����
“
期间

，
产生大面积构造片岩

、

塑

性变形砾石
，
表明宿松群在此期间曾发生韧性变形作用

，
宿松群推覆于大别山群之上

，
同

时伴有花岗岩侵人活动
。

值得指出的是
，
扬子板块北缘皖东张八岭一嘉山地区石英角斑岩系

，
铆银等时线年龄

为 ����
� ，
铀铅年龄 ����

� 。

本区南部宿松河塌石英角斑岩系
，
枷鳃等时线年龄 为 ���士

������
，，
与张八岭相当

，
说明都是晚元古宙产物

。

在这套绿片岩相的浅变质岩系中
，
沿嘉

山一太湖一线糜梭岩发育
。

张八岭地区
，
据报道�

，
在变质火山岩中见有蓝闪片岩

、

蓝 闪

钠长片岩
、

蓝闪石英片岩
、

蓝闪绿泥片岩
。

其典型矿物组合为
�

蓝闪石一绿帘石一钠长石一

绿泥石一石英一硬玉 � 蓝闪石一绿帘石一钠长石一黑硬绿泥石
。

由此说明张八岭地区确实

存在一条蓝片岩带
，
是低温高压变质带

。

张八岭地区钾氢年龄数据已有 �� 个
，
而年龄值大多集中于 �� �士���

“ � ，
表 明 扬 子

板块北缘在印支期曾产生动力变质作用事件
，
并伴有低温高压变质相带

，
从而说明本区为

一巨型韧性剪切带
。

根据变质作用推算���
，
压力可能达到 ���千巴

，
从深度 ���以下

，
呈

现绿片岩相
，
温度可达���

。
�理�� ℃ 。

印支期为韧性剪切期
。

印支运动的构造作用在中国南部已 日益被发现
。

黄汲清教授指出
〔们 ，

中国南部加里 东

摺皱带已全部被印支构造作用所触及
。

研究表明
，
杨子板块北缘也存在着类似构造作用

。

宿松一太湖地区推覆构造作用主要为印支期
，
这从全岩一矿物��

·

��年龄及多硅白云母�
�

� 虽然前人引用过错石铀铅年龄 ����� �

等数据
，

但最近据测定者陈江峰同志函告作者之一
，

建议以不引用为宜
。

� 荆延仁
、

梁万通
，
����

，

张八岭蓝片岩带基本特征
�

全国变质地质学术讨论会文献
。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年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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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

��
，

��
年龄的结果

，
可资佐证

。

由大别山往西
，
南秦岭存在一条滑脱构造带

，
滑脱作用的时代为�� 。�����

“ 〔” ，
与宿

松群所获年龄结果相当
。

沿此带向东
，

皖东张八岭亦存在印支期的动力变质作用
，
并伴随

高压变质相带
。

印支运动使中朝与杨子板块之间发生
“
强烈褶皱

、

逆掩
，
使地壳进一步叠

覆
、

缩短
。 ” �任纪舜

， �����
〔 ‘ ，
是很明显的

。

通过大别山东南麓
，

宿松群变质岩的岩石结构构造特征以及所提供 的 ��
一

�� 年 龄 和
�

·

��

年龄资料
，
可以说明

，
由南秦岭向东

，
延至大别山东南麓

，
往东可延至张 八 岭

，
整

个杨子板块北缘
，
普遍存在着加里东一印支构造作用

。

本文在成文过程中
，
承黄汲清教授

、

任纪舜副研究员
、

李锡之
、

周作祯高级工程师审

阅初稿并提出宝贵意见
。

同位素年龄测定是由营俊龙
、

赵溥云
、

林秀兰完成
。

工作中得甄

安徽地矿局���地质队
、

安徽省地矿局测试中心的帮助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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