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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东北万年地区变质岩地质特征

及其地质意义
!

吴新华，楼法生，吕少俊，冯晔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江西南昌 %%$"$6）

! ! 摘要：赣东北万年地区出露一套浅变质岩系，根据岩性组合特征、沉积构造及沉积环境分

析、岩石地球化学、微古植物化石组合特征及区域对比，认为其与赣北双桥山群存在显著的区

别，并对其进行了重新厘定，建立了相应的地层层序。通过综合研究认为本区出露的浅变质岩

系之沉积构造环境为大陆岛弧—弧后盆地，其形成时代为中元古代蓟县纪晚期。

! ! 关键词：地质特征；变质岩；大陆岛弧—弧后盆地；万年地区

中图分类号：=;::5 %! ! ! ! ! ! ! 文献标识码：>

!" 概述

! ! 万年地区广泛出露一套浅变质岩系，上部为海相泥砂质碎屑岩沉积为主夹火山碎屑岩

及熔岩的复理石建造；下部为滨海相火山碎屑岩为主的含砾碎屑岩建造。该套浅变质岩系

仅局限分布于万年县青云镇、库桥、皮库、程源、枫树岭，德兴县洪家及东乡县展坪圩、牛头

岭、进贤县、余干县社赓、黄金埠等地。东面被赣东北蛇绿混杂岩带所限制，南面被丰城—鹰

潭—龙游构造混杂岩带所围限、北西面被进贤—婺源塑性变形带圈闭，总体呈一近等腰三角

形（图 6）。

! ! 对本区变质岩系前人作了较详细的工作［6 ? :］，早在 6<"7 年刘季辰调查万年、东乡一带

地质时，称这套岩系为“ 演吉岭系”，时代归属前泥盆系；而后陆续有王竹泉、李毓尧、盛莘

夫、马长信、徐备、余达淦等进行过地质调查。江西区调队、江西调研队及江西 <6" 队通过

6："$ 万、6：; 万区调工作后，对该区地层进行了较详细的划分（ 表 6）。但需指出的是：上述

划分方案和相关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欠缺；!如 6@ "$ 万区调成果取名的诸家组被认为是

一套变沉凝灰岩、凝灰质粉—细砂岩组合，本次调查显示该套岩性组合仅反映其上部，而不

能反映该区所有的变质岩。6@ ; 万区调成果还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的变余复成分细砾岩、含

砾岩屑杂砂岩、细粒岩屑杂砂岩等，并夹变石英角斑岩等。显示该组砾岩成分复杂，而且以

! 收稿日期："$$"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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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万年地区地质构造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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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构造单元边界；> = 蛇绿岩超基性岩；? = 中元古代双桥山群；@ = 中元古代溪口群；

A = 珍珠山群；B = 万年群；C = 中元古代—志留系；D = 蓟县纪—奥陶纪地层；E = 实测剖面位置

变火山质砾石为主。砾岩层厚度大，与修水组底部砾岩相差甚远。!!F A 万青云镇、库桥等

幅及 !F >A 万南昌市、上饶市幅区调时在变余复成分砾岩之下发现一套深灰色、青灰色风化

后呈灰黄、紫红色绢云千枚岩、粉砂质千枚岩、凝灰质千枚岩组合，厚度大于 ??! 3，在区域

上延展稳定。在 !F A 万青云镇、库桥幅时划归利安组，时代隶属中元古代蓟县纪中晚期；"
表 !" 前震旦纪地层划分沿革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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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 !" #$ 万区调，认为利安组一名用在本区欠佳，利安组一名为江西区测队 !%&’ 年在

!" #’ 万湖口幅区调时所创，标准地点在安徽省东至县利安乡，离本区 #’’ 余 ()，而且所代

表的岩石组合、大地构造环境也截然不同，故而该名用在本区不妥。!%%* 年杨明桂［+、$］等将

诸家组上升为群来代表本区变质岩，但对砾岩之下这套细碎屑沉积未作阐述。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本区变质岩地层层序应重新厘定，根据岩石地层单位群、组建

立原则，建立万年群代表万年地区这套特殊构造环境下的浅变质岩系；并建立相应的地层层

序（表 !）。

!" 剖面介绍

江西 %!# 队、江西地矿调研大队在研究区测制了大量的地层剖面，但发育最全、最具代

表性的剖面为江西地矿调研大队（!%%,）在开展 !：$ 万青云镇幅、库桥幅时所测制的万年县

枫树岭—!下实测剖面。万年县夹罗吴家—南西源实测剖面、东乡县牛头岭实测剖面次之。

现将万年县枫树岭—!下中元古代浅变质岩实测剖面介绍如下，剖面起点位于童源下朱家，

剖面途经童源下朱家、枫树岭、上屋刘家、江家、上朱家及!下。剖面总方向为 ,-’.。

程源组： 总厚度 !’’, )

#&/ 深灰色、青灰色风化呈灰黄色薄层状绢云石英千枚岩。（未见顶） %, )

#-/ 深灰色、青灰色风化呈灰黄色薄层状凝灰质绢云千枚岩 !’% )

#$/ 青灰色风化呈紫红色、灰黄色薄层绢云千枚岩夹厚层状变余岩屑细粒杂砂岩、变余凝灰质杂砂岩 !#- )

#+/ 青灰色风化呈灰黄、紫红色薄层状二云母千枚岩 $+ )

#,/ 青灰风化呈浅灰色、灰黄色厚层变余沉凝灰岩。岩石中含褐色风化褪色晕圈 !+$ )

##/ 青灰色风化后呈灰黄色、浅红色薄层状二云母千枚岩、绢云千枚岩。二云母千枚岩中含黑云母斑点，斑点呈鳞片

状，片径 !/ $ )) !*% )

#!/ 第四纪残坡积覆盖 #,& )

#’/ 青灰色风化呈灰黄色、黄白色厚层状变余沉凝灰岩夹灰褐色厚层状变余细粒杂砂岩 $ ’)

""""""""整合""""""""
皮库组： *+* )

!%/ 风化呈灰黄色、浅黄色薄层状绢云千枚岩，岩性单调 *% )

!*/ 青灰色风化呈黄褐、灰黄、灰白色薄层状绿泥绢云千枚岩、绢云千枚岩。岩石中无斑点，条纹条带不发育，岩性较

单一 !&* )

!&/ 青灰色风化呈灰黄、灰白、黄白、黄褐、浅灰、紫红色薄层绢云千枚岩。因风化岩层呈现极明显的杂色调条纹条

带，条纹条带宽度大小不一，自几毫米至十几毫米不等，岩石中含大小约 !—# )) 的黑云母斑点。岩层局部夹有风化呈

浅灰、灰黄、褐黄色绿泥绢云千枚岩薄层 #!$ )

!-/ 青灰色风化呈灰黄、砖红色薄层状绢云千枚岩。岩性较单调，顶部有一风化呈灰黄、紫红色厚层状变余凝灰质细

砂岩 !!& )

!$/ 青灰风化呈灰黄、砖红色薄层状绢云千枚岩与浅灰、灰白色变凝灰质细砂岩，底部夹有风化呈浅灰、灰黄色厚层

状变余沉凝灰岩 #*)

!+/ 青灰色风化后灰黄、砖红色薄层状含斑点绢云千枚岩、绿泥绢云千枚岩 $! )

!,/ 青灰色风化后灰黄色薄层状绢云千枚岩 !,$ )

!#/ 青灰色风化后灰黄色薄层状含斑点条带绢云千枚岩，斑点为黑云母，其大小约 ! ))，条纹条带宽几厘米至几十厘

米不等 ,$ )

""""""""整合""""""""
牛头岭组 **, )

!!/ 青灰色风化后呈灰黄色厚层状含砾岩屑杂砂岩、杂砾岩。砾石成分复杂，主要有石英岩砾、千枚岩砾、及火山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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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等，砾径从几毫米至几厘米不等 !" #

$%& 青灰色风化后呈灰黄色厚层状变余细粒岩屑杂砂岩，砂质绢云千枚岩、砂质绢云黑云千枚岩、绢云石英千枚岩、

粉砂质千枚岩，岩石中含 ’## 大小的黄铁矿斑点 $%( #

)& 风化呈紫灰、灰黄色薄层状变余沉凝灰岩与薄层状绢云千枚岩互层，不部有含黄铁矿斑点的绢云千枚岩，黄铁矿

斑点呈黄褐色，大小约 $& "## 之立方体 )! #

(& 青灰色风化后呈灰黄色、紫红色、紫灰色变余粉砂岩与绢云千枚岩互层，粉砂岩单层厚约 ’& "—*& " ##；绢云千枚

岩单层厚约 ’—* ##。岩性单一 $+( #

+& 浅灰色风化后呈浅黄、灰黄色薄层状绢云千枚岩、绢云黑云千枚岩夹绿泥绢云千枚岩，岩性较单一，岩石中含少量

黄铁矿斑点 +! #

,& 青灰色风化后呈灰黄色、浅黄色薄层状含菱铁矿斑点绢云千枚岩，中部见紫红色、灰白色变余沉凝灰岩与凝灰质

细砂岩互层。岩石中菱铁矿斑点极为发育，斑点呈褐色，其大小约 $—’##，因风化作用岩层表面仅留下立方体空洞

$(’ #

"& 青灰色风化后呈灰黄色、灰褐色厚层状变余岩屑杂砾岩、变余火山质砾岩、变余细粒岩屑杂砂岩，岩层中夹少量灰

白色、浅黄色变余沉凝灰岩、凝灰质千枚岩，岩层中含大量砾石，其中有石英岩砾、千枚岩砾、石英砂岩砾、酸性及基性火

山岩砾（统称杂砾岩），变火山质砾岩中，砾石成分主要为细碧岩、石英角斑岩等，岩石中含少量晶形良好的黄铁矿立方体

$$ #

*& 青灰色风化后呈灰黄色、砖红色薄层状含菱铁矿斑点的绢云千枚岩夹少量灰白、浅灰色厚层状变余沉凝灰岩，偶

夹变石英角斑岩。顶、底部含少量灰黄、黄褐色厚层状变余细粒岩屑杂砂岩。岩层中含大量黄铁矿斑点，黄铁矿斑点呈

褐色，立方体状，大小约 ’& " ## $(( #

!& 风化后呈灰黄色、紫红色厚层状变余砾岩。砾岩有两种：下部为磨园良好，略具压扁的变余杂砾岩砾石大小不一，

多数为 %& , - ’—* - $%.#，砾石成分为石英岩、千枚岩等；上部为具较压扁拉长的变余火山质砾岩，砾径大小不等，约 $ -

!—%& ! - %& , /#，成分复杂，多为火山质 $"#

""""""""整合""""""""

枫树岭组 0 $’) #

’& 深灰色、青灰色风化呈灰黄、紫红色薄层状粉砂质千枚岩与凝灰质千枚岩互层，顶部为紫红色薄层绢云千枚岩夹

灰褐色、深褐色薄层含锰条带千枚岩，含锰层厚 *—"/#，呈层状产出 !!#

$& 深灰色、青灰色风化呈灰黄、灰白、砖红色薄层绢云黑云千枚岩，岩石中含少量黑云母斑点和条纹条带。岩性较单

调，斑点大小 %& "—$& "##，条纹条带（局部）宽几毫米至几厘米不等。（未见底） 0 ), #

枫树岭组：为本次工作所创，创名地为万年县枫树岭。本组为风化后呈灰白、黄褐色薄

层凝灰质千枚岩及深灰、青灰色绢云（黑云）千枚岩、凝灰质千枚岩，（ 含绿泥石）绢云千枚

岩；顶部夹灰褐色、深褐色含锰条带千枚岩。本组往东还出现紫红色、灰黄色薄层变细砂岩、

变余凝砂质细砂岩，而且厚度增大（厚度大于 !!$#）。往西则逐渐减薄。

牛头岭组：系江西 )$’ 队（$))$）开展 $1 " 万占家塘幅区调时所创，创名地为东乡县牛头

岭。$))! 年江西调研队进行 $1 " 万青云镇、库桥幅区调及本次工作又重新厘定了其含义，

是指枫树岭组深灰色绢云千枚岩之上，皮库组杂色含斑点条带千枚岩之下的一套浅变质的

复成分砾岩、火山质砾岩、含砾杂砂岩与含黄铁矿斑点千枚岩组合。与下伏枫树岭组、上覆

皮库组均呈整合接触。

皮库组：系江西调研队（$))!）开展 $1 " 万青云镇、库桥幅区调时所创，创名地点位于万

年县!下乡皮库村。系指牛头岭组变余含砾杂砂岩之上，程源组白色变余沉凝灰岩之下的

一套微细水平层理发育的以青灰风化后呈浅灰、紫红、黄褐、灰黄、灰白及砖红色薄层含黑云

母斑点条纹条带绢云千枚岩、粉砂质千枚岩、黑云绢云千枚岩为主夹灰黄、紫红色中厚层变

余沉凝灰岩、变余凝灰质细砂岩、变质细粒岩屑石英杂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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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源组：系江西调研队（!""#）开展 !$ % 万青云镇、库桥幅区调时所创，创名地位于万年

县程源村。系指皮库组杂色含斑点条带千枚岩之上的一套白色变余沉凝灰岩、凝灰质千枚

岩组合。与下伏皮库组为整合接触，上未见顶。

!" 沉积环境分析

!& #" 枫树岭组

从本组岩性组合特征，原生沉积构造如水平层理及其特征的深灰、青灰色色调、灰褐色

含锰条带千枚岩与千枚岩组合表明本组应为次深海环境的沉积。’(、)* 等微量元素含量平

均比维氏值高，其它微量元素与维氏值相差甚大。’(、)* 的高含量和岩石结构构造特征表

明当时为还原环境。

!& $" 牛头岭组

根据牛头岭组顶底皆为含砾，总体下粗上细，顶部灰黄、灰白色厚层变质含砾岩屑杂砂

岩在区内延伸稳定，底部砾岩砾石含量及砾径变化较大及岩层中粒序层理、冲刷构造、双向

交错层理、透镜状层理、水平层理、平行层理发育等沉积特征，反映海水自浅而深、水动力条

件自强至弱的反复过程。通过区域和剖面上的沉积构造、层序结构的研究发现，区内发育有

浅海重力流即风暴流的沉积。但完整发育的风暴层较少见，广泛发育的是 ’+, 段，从上可

知，本组是一个滨浅海动荡的沉积环境，沉积搬运方式除以水动力为主的牵引流外还有浅海

重力流即风暴流的搬运。

!& !" 皮库组

皮库组岩性岩相组合简单，原生沉积构造除小型交错层理之外，还广泛发育有韵律沉积

构造及杂色调的条纹带构造。一个色律层反映一个沉积旋回内水深浅的旋回性变化，而条

纹条带构造除反映海水深浅变化外还可能反映当时气侯的季节性变化。从本组微相组合特

征及原生沉积构造上反映皮库组海水相对较深，海水进退幅度较小的稳定次深海沉积环境。

!& %" 程源组

本组岩性组合表现为火山沉积为主夹正常泥砂质沉积，岩石特征表现为以泥质或泥砂

质岩石为主，岩石中碎屑物分选、磨圆度良好，局部地段的黄铁矿化显示其为一个离海岸线

较远的浅海—次深海的沉积环境。另外其沉积构造相对发育，除水平层理和少量交错层理、

沙纹层理等反映低能环境的原生沉积构造大量发育外，还发育有浊流沉积之沉积构造及沉

积层序，常见鲍马序列中的 ’+-，局部可见 ’., 组合，属近源相浊流沉积。

%"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及构造环境分析

本区变质岩系为一套富含火山质的碎屑岩，岩石化学对其原岩恢复的结果均为泥质、砂

质岩类。根据本区各类岩石的微量元素含量分析，皮库组、程源组中微量元素含量变化较

小，而在牛头岭组中各岩石的微量元素含量变化明显，其中 ’/、)* 含量比维氏值高得多，其

峰值可分别高达 01 2 !3 4"和 5!1 2 !3 41。

稀土分析结果表明总稀土含量较高，#6-- 在（!"0& % 7 50#& #）2 !3 41 之间，其中轻稀

土富集，且#86-- 9#:6-- 大于 #，同时从稀土元素分配模式图上亦表明轻稀土富集之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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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和部分稀土的分析结果均表明 !"、#$ 含量特征与稳定陆缘的砂岩相似，而 %&
的含量与大洋岛弧接近，’( 含量与大陆岛弧接近，除 !" ) ’( 值较接近大洋岛弧外，!" ) %$、
#$ ) ’(、’* ) #$、’( ) %& 值都较接近大陆岛弧。为了更准确地确定其构造环境，经微量元素及稀

土元素联合投图，在 ’(—+,—#$ ) -.、’(—%&—#$ ) -. 及 ’* ) #$—!" ) %& 图解，所投点大部分落

在大陆岛弧区（图 /、0、1）。

图 12 ’* ) #$ 3 !" ) %& 图解

4*56 12 ’* ) #$ 3 !" ) %& 7*"5$"8
9 3 大洋岛弧；: 3 大陆岛弧；

+ 3 活动陆缘；; 3 被动陆缘

另从岩石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在 %*</—=/ < ) >"/ <
双变量图解和 %*</ ) 9?/<0—=/< )（>"/< @ +"<）图解中

投图，尤其在后一图解中绝大多数点分布在活动陆缘区

（图 A、B）。

从上可知，本区变质岩的形成大地构造背景应为活

动陆缘的大陆岛弧—弧后盆地。

!" 地层对比与时代讨论

2 2 前人对本区变质岩的形成时代有两种意见：一是置

于双桥山群顶部与修水组相当；二是置于双桥山群上

（亚群）部底部。从区域变质作用程度上分析，本区与

九岭、婺源等赣北广大地区之双桥山群同属绿片岩相，

明显高于河上镇群（ 登山群）；在褶皱样式上与双桥山

群相似，皆发育紧闭线状同斜倒转褶皱亦与河上镇群

（登山群）平缓开阔褶皱不同。在岩石组合与沉积相上，双桥山群为一套深海—次深海相复

理石建造，岩石为深灰、灰绿、紫红色，含火山物质较少，鲍马序列发育的一套组合。而本区

岩石含较多黄铁矿晶体，条纹条带构造发育，火山物质较多，并可见少量变酸性熔岩及变沉

凝灰岩。而且区内变质岩之岩性组合和标志层组合特征延展性良好，特别是牛头岭组下部

含砾岩层（石），在东乡县城北陈家皂、上殊塘、东乡铜矿、牛头岭及万年枫树岭、夹罗吴家、

德兴洪家等地均有出露。由于各家认识不一，划分上存在差异。根据本次工作其划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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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

根据 "# $ 万区调资料，本区变质岩中含有丰富的微古植物化石，经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

和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分析鉴定发现微古植物化石有：!"#$%#&’()’*+ %#&’,+ -+’%. ，!. +//.
%#&’,+. ，!% &’% $0#"&,+*#( ()* +, -).，!% &’ 1"**’)"&,#( ()* +, -).，!. #&)0+((+,+ ()* +, -).，20+)34
5(13+"0#6#’% /0% ，!"#$1($13$(13+"0+ 6"&(+（1)2% ）()* +, -).，! . ($*#6+ -). +, ()*，!. )/. %#&$0
(&3+0% -% $1"0,’( (&3+0，!. /0% 20#+&7’%$013+ 1’&),’*+,+. ，45*，2. %#&$0 45*，2% /0 % ，8(4
1"0+,$1($13(13+"0+ &’% ’%#(3+&"&(#( ()* +, -).，!"#$/’(+ 6#)$00&’,+ ()* +, -).，!% /0% ，9+*"+%$04
13+ 1’&),’*+,+ ()* +, -).，:+07$%#&’()’*+ 0’7$(+ 65.*2 :. % &’% +&,#;’+ 65.*2% ，: % /0% ，

2+"&#+,’% /0% ，80)3+"$"**#1($#6"+ /0% ，<’&60+,#%$013+ /0% ，20+)35(13+"0#6#’% (#%1*"= ()*，2%
/0% ，2 % 0’7$(’% ()* !$13%#&’()’*+ /0% ，!+%#&+0#,"( /0% ，!$13$(13+"0#6#’% /0% ，>5&(13+"0#6#4
’% &’% )$&7*’,#&+,’% 1)2% ，>. /0% ，?#)*5$(13+"0#6#’% /0% ，@$&$(13+"0#6#’% /0% ，9+*"+%$013+
/0% ，及 A3#,#&+*#B" 等。两所鉴定者均认为这一组合与燕辽地区蓟县系的微古植物组合特征

相似，与赣北中元古代双桥山群安乐林组、修水组特征基本一致［7］。从上可知，本区变质岩

系时代置于中元古代晚期较合适［7、"8］。

万年群沉积环境指示为弧后盆地沉积，其沉积时期与赣东北岛弧火山岩带的形成时代

相当或为不同构造环境下的同期异相产物，其丰富火山物质来源与岛弧带火山活动密切相

关［""］，沉积作用的时代与赣东北岛弧带火山岩带的结晶年龄 " $9 : ;< =5［">］相当。

!" 地质意义

通过对该区浅变质岩系的岩性组合特征、沉积环境、岩石地球化学及微古植物时代研

究，建立起了万年地区的地层层序；万年群的建立，为该区中元古代的沉积建造及大地构造

环境解释提供了新的思路，本区变质岩与双桥山群上部的时代大致相同，而所处大地构造环

境不同，两者为同一时期不同大地构造环境所形成的两套各不相同的地质体。

成文过程中参考、引用了江西 7"> 队 "# $ 万占家塘、东乡县、李家渡等幅地质图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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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万年地区万年群柱状剖面对比图

#$%& !" ’() *+,-./01 2)*3$+/ +4 50//$0/ %1+-6 $/ 3() 50//$0/ 1)%$+/
7 8 变复成分砾岩；9 8 变余含砾砂岩；: 8 变余杂砂岩及粉砂岩；; 8 变余沉凝灰岩；

< 8 凝灰质千枚岩；= 8 含斑点条带（绢云母）千枚岩；! 8 粉砂质千枚岩

（7>>: ? 7>><）及江西地矿调研大队 7@ < 万万青云镇幅、库桥幅地质图说明书（7>>:）中部分

成果资料，在此对参与了上述图幅工作的全体技术人员表示诚挚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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