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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西南加里东造山带磨拉石相沉积的发现

龚由勋 孙存礼

�江西省地矿局� �江西省地矿调研大队�

摘要 利用最新研究资料描述了赣西南地区阳岭砾岩�个实测剖面的地层层序
、

岩性
、

沉积构造
、

古生物化石等
。

根据阳岭砾岩上下地层接触关系
、

采获徽古植物化石
、

砾石成分及来源判断
，

其成岩时

代为志留纪
。

从区域大地构造分析
，

该区位于华南与扬子板块结合部位
，

表明阳岭砾岩是加里东造山

带中的一套磨拉石相沉积
。

阳岭砾岩一名系由���普查队������在赣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时创立的
“
阳岭统

”
演变而来

。

因其岩性特殊及在地层中的位置较为重要
，

而引起省内
、

外学者关注
。

研究者颇多
，

一般侧重于地

层时代的探讨
，
因未获化石而各持己见

，

认识始终未能得到统一
。

近些年来
，

在板块构造学说的影

响推动下
，

带着这个问题重新对该套地层进行研究
。

通过野外进一步考察和室内综合分析
，

我们

认为
“
阳岭砾岩

”
是一套颇为特征的加里东造山带的磨拉石沉积

。

为便于同志们研讨
，

现将我们的

研究成果作一概略介绍
。

� 阳岭砾岩剖面描述

前人对
“
阳岭砾岩

”
的含义均未明确说明

，

本文以多重地层划分的理论为指导
，

将其含义厘定

为
�

是指介于中泥盆世灵岩寺组与早古生代浅变质岩系之间的一套粗碎屑岩系
。

其岩性主要为灰

绿色变余复成分砾岩
、

变余砂砾岩和杂砂岩
，

其次为变余粉砂岩
、

板岩
、

凝灰岩和变玄武岩等
。

含

微古植物和几丁虫
，

厚度� ����
�

��
。

顶部与灵岩寺组为不整合或平行不整合接触
，

底部与下伏

的寒武系砂
、

板岩呈强烈不整合接触
。

阳岭砾岩分布不普遍
，

主要见于崇义县阳岭
、

宝山
、

云山
、

辣

犁石和大余县 �山等地�图��
，

在横向展布上呈大型的楔状体
，

很不稳定
，

其中以阳岭
、 ‘

�山和新

溪剖面发育较全
，

现分别描述如下
。

�
�

� 崇义县阳岭地层剖面�图��

上覆地层
�

灵岩寺组����紫红色砾岩
、

砂砾岩

—不 整 合—阳岭砾岩����
� ���

·

��

��
�

浅紫红
、

黄绿色中
、

薄层状砂质板岩夹变余含砾岩屑杂砂岩 ��
�

��

��
�

黄绿色中
、

厚层状中
、

细粒岩屑石英砂岩及变余粉砂岩和板岩
，

具水平层理
。

含微古植物
�

众
����� �������� ���

� ，

��
��

勺
�������� ������� �������

，
���

���
�� ��

� ，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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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崇义一大余地区地质略图

�据阳岭砾岩专题报告
，
�����

���
�

� ������������������� �����

�������
一
���� ����

��
一第四系

，
�啥一圭峰组

，

���一铁石 口组
，
���一雾林山煤系

，

���一栖霞灰岩
，

���一梓山组
，

���一���一嶂赫组一船山灰岩
，

���一��� 一灵岩寺组一麻山组
，

知一�心一 阳岭砾岩一陡水组
，

知一阳岭砾岩
，
任 ��一高滩组

，

���一老虎塘组
， 〔 ��一牛角河组

，

毛 “ 一 �一燕山早期第三阶段花岗岩
，

笼卜 ’ 一燕山早期第一阶段花岗岩
，

入 “ 一印支一海西期第二阶段花岗岩
，

甄
，一加里东早期中细粒辉石岩

，

�一正断层
，
�一逆断层

，
�一韧性断层

，

�一推测断层
，
�一不整合地质界线

��
� ，

乃�����
�

���
��

� ，

��������� ��
�

和虫管遗迹化石

�
�

黄褐
、

紫红色中薄层状变余粉砂岩
、

粉砂质板岩
，

中
、

下部为黄绿色中厚层状变余含砾岩

屑石英砂岩
。

板岩中具波状
、

水平及透镜状层理
，

局部有冲刷现象
。

含微古植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乞�� ��
� ，
��
卿�

������ ��
� ，

��
���� �������� ���

� ，

����
���

��� ��
� ，
���������

，�二�

��
��从�� ��

�

��
�

灰紫
、

深灰色板岩
，

局部夹有少量含炭粉砂质板岩
。

含微古植物
�

��
���� ��“ ���� ���

�

�
�

灰紫
、

灰绿色中
、

薄层状变余长石石英杂砂岩及粉砂质板岩
，

具水平层理
、

波状层理及透镜

状层理
。

含微古植物
�

�����
�

���
�
护��

��� ��
� ，

������咭�
���� ��

� ，

��
���少��月����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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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褐色中
、

厚层状变余中
、

粗粒岩屑石英杂砂岩
、

变余长石岩屑杂砂岩与黄绿色板岩呈不等

厚互层
。

产几丁虫化石
�

万
。 扭������

�
��

��
�

和�����
������� ��

�

等 ��
�

��

一
���

一 ��� ����

图� 崇义县阳岭地层剖面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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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黄绿色厚层变余复成分砾岩
、

中厚层状变余含砾中
、

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与灰绿色中
、

厚

层状变余岩屑杂砂岩组成正韵律层
，

砾岩�砂砾岩
�

杂砂岩为�
��

，

单个韵律厚约���
。

砾

石表面有灰黑色铁质薄膜
，

砾石排列杂乱无章
，

但局部见有叠瓦状排列
。

砾石薄片中见有

原始海绵骨针�尸�����������
��

�

�和有孔虫化石碎片
。

砂岩中含微古植物
�

����
�� �

����
�

��� ���
� ，

�����云�� ��
� ，
���������

���
� ��

� ，
������� ��� ���

�

�
�

灰绿
、

黄褐色变复成分砾岩和变余含砾岩屑杂砂岩
。

砾岩为厚层块状
，

成熟度较差
，

砾石

含量占�������
，

大小混杂
，

分选性差
，
砾径大者数十厘米

，

小者�� ���
，
一般 ��

���
。

砾石主要成分是中
、

细粒岩屑杂砂岩
，

其次是硅质岩和板岩
。

砾石形状不一
，

大者

滚圆度较好
，

小者差
。

发育正粒序层理

�
�

灰绿色变余玄武岩

�
�

黄绿
、

灰绿色巨厚层块状变余复成分砾岩
、

变余含砾中
、

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和变余粉砂

岩
。

下部具反粒序层理
，

上部为正粒序层理和平行层理

�
�

黄绿色中
、

厚层变余岩屑石英杂砂岩
、

变余粉砂岩和板岩
。

微古植物
�

从“ 六夕����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卿�

������

��
�

等

�
�

灰绿色中
、

薄层状变余粉砂岩和板岩

�
�

黄绿色变余粉砂岩夹板岩
。

板岩中发育纹层构造
，

粉砂岩层面上有冲刷波痕

—断 层—下伏地层
�

上二叠统雾林山煤系��
�
��

，

粉砂岩
、

页岩间夹煤层

� 崇义县长龙乡新溪地层剖面�图��

上覆地层
�

灵岩寺组��
�
��紫红色砾岩及砂砾岩

一 一 一平行不整合一 一 一

阳岭砾岩����
�

�
�

紫灰色中
、

厚层状变余细粒石英杂砂岩及灰绿色变余凝灰岩

�
�

黄褐色石英杂砂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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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绿色变余复成分砾岩
，

层理不显

�
�

黄褐色中
、

薄层变余中
、

细粒岩屑杂砂岩及薄层状变余粉砂岩

�
�

黄褐
、

灰绿色厚层状变复成分砾岩和同色含砾杂砂岩及长石岩屑杂砂岩等构成正韵律层

序
，

多次出现

—不 整 合—下伏地层
�

牛角河组�〔
�

��板岩及含炭硅质板岩

��
�

��

��
�

��

���
�

��

—
��

—
�� 〔 �”

� �� ���口
‘ �������曰‘ ��

一
图� 崇义县长龙乡新溪地层剖面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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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大余县�山地层剖面�图��

上覆地层
�

灵岩寺组��
���黄白色巨厚层砾岩

一 一 一平行不整合一 一 一

阳岭砾岩��刃
�

�
�

灰紫色中
、

厚层状细粒岩屑杂砂岩

�
�

灰紫
、

灰绿色砾岩和含砾凝灰质砂岩
，

具斜交层理

�
�

灰紫色沉凝灰岩

�
�

浮土掩盖

�
�

灰绿
、

黄绿色厚层块状复成分砾岩
，

间夹少量灰白色凝灰质砂岩

—不 整 合—下伏地层
�

牛角河组�〔 �

��粉砂质板岩和含硅质板岩

��� ��

�����
�����曰八���，白心�一�斗内匕门了

��八���

� 阳岭砾岩的磨拉石相沉积特征

磨拉石不是一个单纯的岩性
、

岩相描述术语
，

而是具有一定属性的沉积建造
。

板块理论认为

磨拉石是碰撞造山带中一个构造相
，

是鉴别造山带的重要标志
。

阳岭砾岩是一个比较特征的磨拉

石相沉积
。

�
�

� 岩性特征

从上述剖面分层岩性描述可以看出
，

阳岭砾岩的主体是厚层块状变余复成分砾岩
、

变余砂砾

岩和变余杂砂岩
。

一般砾岩位于岩层的下部
，

而细碎屑岩居上部
，

砾岩和砂砾岩占地层总厚度的

���一���
。

砾石成分复杂
，

主要是杂砂岩和板岩
，

其次为硅质岩
、

凝灰岩和千枚岩等
。

砾石大小

不等
，

砾径大者达�����
，

一般�一���
。

砾石形状可分两种类型
�

一种是大者呈次滚圆状 �另一种

是小者为棱角状
。

填隙物为岩屑和砂质
。

砾石表面具有灰黑色铁质薄膜
。

杂砂岩是第二类特征岩



��� 中 国 区 域 地 质 ����年

石
，

主要有 中
、

细粒长石岩屑杂砂

岩
、

岩屑石英杂砂岩和岩屑杂砂岩

等
，

占总厚度��一���
。

成分和结

构成熟度均较低
，

其中一些岩屑颇

为新鲜
，

见聚片双晶的酸性斜长石

和棕色黑云母
，

说明为近源快速堆

积
。

砾岩和砂砾岩的分布很不稳定
�

在纵向上
，

通常下部数量多
、

砾石体

积大
，

上部则少而且小 �横向上的变

化更大
，

例如在崇义蓑衣坑砾岩和

砂砾岩的厚度大于 �����
，

而云 山

却仅有十余米
。

�
�

� 沉积构造特征

阳岭砾岩的沉积层序以砾岩
、

〔 ��

� �� ���

图� 大余县
’

�山阳岭砾岩剖面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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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砂砾岩和杂砂岩组成
，

夹少量细碎

屑岩
，

形成正
、

反韵律
，

具多旋回性且变化较大
。

沉积层理多种多样
，

砾岩一般不显层理
，

呈巨厚层

或块状构造
�杂砂岩中具斜交层理或平行层理

�
粉砂岩和板岩中水平层理和波状层理发育

，

岩层

的底部有冲刷现象
。

砾石分选性差
，

多为大小混杂排列无序
，

仅在局部见有砾石呈叠瓦状排列
。

岩

石一般呈灰绿色
，

风化面呈黄绿色
，

顶部夹有少量红色
，

说明其沉积迅速
、

而且距离剥蚀区很近
。

�
�

� 伴生的岩桨活动

阳岭砾岩的上部
，

在崇义阳岭
、

辣犁石
、

下山和大余
’

�山等地
，

见有多层中一酸性凝灰岩及少

量玄武岩和辉长岩的夹层
。

区域上在毗邻的上犹
、

遂川和宁冈等地
，

在寒武系和奥陶系中有花岗

岩侵入体
，

岩体顶部被中泥盆世灵岩寺组平行不整合覆盖
，

说明本区火山作用与岩浆侵入有密切

关系
。

综上所述
，

可得出阳岭砾岩是磨拉石相沉积的结论
。

� 阳岭砾岩的时代归属

�
�

� 地层接触关系

赣南地区
，

震旦系至上奥陶统为连续沉积
。

在崇义古亭附近
，

上奥陶统中已发现五峰期的笔

石带化石
�

及�����
����“ � 。 阴���� ，

证明该区有晚奥陶世地层存在
。

阳岭砾岩底部的砾石中
，

见有

下伏地层的砾石
，

真明显的底砾岩性质
。

据此
，

可以推论阳岭砾岩的时代应晚于晚奥陶世
。

其上为

含有中泥盆世早期 尸�����如��� ���
�

的灵岩寺组不整合或平行不整合所覆盖
，

故阳岭砾岩时代

的上限应早于中泥盆世
。

就其产出层位推测
，

应为志留纪至早泥盆世
。

�
�

� 古生物资料

我们在阳岭和下山剖面上首次获得大量微古植物和几丁虫化石
，

为其时代确定提供了化石

依据
。

阳岭剖面所产微古植物多数是跨时较长的分子
，

从晚元古代延续到早古生代
，

但其中也出

现一些比较新的分子
，

如 乃��
�������

��
�

�蒂洛托藻�
，

是英国早志留世兰德维里阶和中志留世文

洛克阶的特征分子
。

原始海绵骨针�尸����������
� ��

�

�的地质历程是从震旦纪至志留纪
，

在我国

南方常见于下
、

中寒武统中
。

化石产于砾石中
，

因此该砾岩的时代应晚于早
、

中寒武世
。

阳岭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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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西南加里东造山带磨拉石相沉积的发现 ���

夹层中所产几丁虫 ������������
��

�

和 ������������
��

�

化石
，

常见于奥陶纪至泥盆纪地层中
。

从上面地层叠置层序和古生物资料分析
，

虽然其上
、

下确切时限难以定论
，

但将阳岭砾岩的

时代归属志留纪还是可信的
。

� 阳岭砾岩形成机制初探

阳岭砾岩分布于华南板块和扬子板块的结合带
。

在晚奥陶世的后期
，

华南板块向北汇聚
，

与

扬子板块碰撞拼合
。

在碰撞事件之后
，

造山带急剧隆起上升
，

局部下坳弯曲
。

随着造山作用的不断

加剧
，

高过侵蚀基准面的部分被剥蚀
，

并快速搬运到坳陷处
，

堆积了一套粗碎屑岩系�即阳岭砾

岩�
。

由于造山作用的不均一性
，
地形起伏高低不平

，

因此
，
阳岭砾岩沉积的起始时间各地也有所

不同
。

如阳岭一蓑衣坑一带
，

阳岭砾岩的下部
，

砂
、

板岩为类复理石建造
，

其中所产的疑源类

�����������
、

��
��

��������
�� 和 �������� 等是喜欢海水或近岸的浅水环境

，

说明当时有残留海

水存在 �另外该处砾石的砾径较大
，

地层厚度也大
，

证明沉积较早
，

其下部可能是同造山期的沉

积
。

而辣犁石
、

云山和大余县丫山等地的阳岭砾岩
，

按其岩性组合和沉积特征分析
，

应是加里东运

动期后的山间盆地沉积
。

阳岭砾岩与下伏寒武系的不整合面是板块碰撞的直接反映 �与上覆灵岩

寺组之间的平行不整合面在华南诸省普遍存在
，

是区域性的构造面
。

灵岩寺组的砂砾岩大致相当

于湖南省的跳马涧组
，

层位稳定
，

分布广泛
，

是海侵岩系的陆源移地滨岸相沉积
，

代表另一个造山

旋回的开始
。

因此
，
阳岭砾岩是基底

，

而非沉积盖层
。

过去笔者之一曾一度认为阳岭砾岩是寒武系中的一个岩楔
，

但也感到接触关系和一些志留

纪微古植物的出现不好解释
。

从现在情况看来
，

阳岭砾岩不是寒武系中的透镜体
，

而是加里东造

山带的磨拉石建造
。

这一认识对研究华南大地构造及成矿规律
，

具有重要意义
。

但是
，

对其在区域

上的分布范围及确切时代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

有待今后进一步工作
。

本文是在��
�万左拔墟幅成果和

“
阳岭砾岩专题研究

”
部分资料基础上写成的

。

参加工作的还

有陈胜高
、

黄冬宝
、

李七升
、

刘亚光
、

周殿超和凌联海等人
。

化石分别由闰永奎
、

江迎平
、

周山富
、

张

惠众和罗若兰等鉴定
。

廖瑞君高级工程师审阅了全文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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