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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首 山地 区 的震 旦 系

李 文 渊

` 甘肃省地矿局地矿 处 )

摘要 本文介绍了龙首山地区震旦纪地层的划分和分布情况
。

根据同位素年龄测定资料和微古植

物确定了其形成时代
。

认为龙首山地区震旦纪沉积建造经历了一种由造陆建造向造海建造的演化
,

地壳运动由活动 向不活动的转化
,

反映在沉积建造序列上为陆源碳酸盐岩建造一冰啧岩建造
、

火山

凝灰岩建造一陆源碎屑岩建造
。

沉积构造背景可能为大陆裂谷
。

关键词 龙首山地区
,

地层时代
,

震旦纪
,

陆源碳酸盐岩

龙首山地处中朝准地 台阿拉善 台险的西南缘
。

区 内褶皱隆起
,

岩石裸露
,

前寒武系广泛

分布
。

过去对龙
一

首山地区前寒武系的研究
,

仅限于构造
、

岩层对 比方面
,

时代依据不足
,

特

别对震旦系的划分
,

更是众说纷纭
。

近午来该区开展了 1 : 5 万区调工 作
,

获取了一些同位

素年龄资料和微古植物
,

为震旦系的重新厘定和划分提供了新的证据
。

1 地层分布及剖面列述

以往曾将湖北峡东剖面与天洋药 县剖诊尽寸比
,

统称
“

震旦系
” 。

据此
,

过 去对 龙首山地区震

旦系的研究及划分的震旦纪地层 (表 1 )
,

实则代表了该区
;

护
、

晚元古代或晚元古代的沉积 物
。

按照 19 7 5 年前寒武纪地层庄谈会 刘分方案
,

本文所指震旦系
,

应是以峡东剖面为代表的
“
震

旦系 ” ,

时限为 8 0 0 士 5 0 万年一 6 0G 士 10 万年
。

很据前人研究资料
,

结合新近 1 : 5 万 区调

获取的成果
,

龙首山地区震旦系主要见于藏布太
、

青石窑
、

韩母 山一线
,

铁山咀东一红崖山

亦有断续分布
。

横向上岩相变化不大
:

但地层厚庄变化较大
,

由于构造切割强烈
,

地层 出露

多不完整或构造重复
。

现择其主要剖面层序列述如下
。

1
.

1 青石窑烧火筒沟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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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龙 首 山 地 区 屁 旦 系 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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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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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绿色绢云石英千枚岩

4
.

深灰色薄层结晶白云岩

1 8
.

l m

6 8
。

l m

3 2
.

l m

一
`

一
:
连 续

- - - - -

一
震旦系烧火筒群中岩组 ( sz h Z )

3
.

灰绿色含砾绢云千枚岩 6 9
。

3 m

- - - - -

一 断 层
- - - - -

一
未 见 底

1 、 2 黄虎拉大沟剖面

震旦系烧火筒群中岩组 ( sZ h Z

- - - - -

一平行不整合
- - - - -

一
震旦系烧火筒群下岩组 ( Z s h l )

2
.

深灰色薄层结晶白云岩

1
.

灰色砾状结晶白云岩

4
。

7 m

> 9 1
.

O m

未 见 底

2 岩组划分及沉积特征

纵观龙首山全区
,

震旦纪地层在烧火筒一带发育最为完整
,

故命名其岩石地层为烧火筒

群 ( Z s h )
。

依据岩性特征
,

结合岩相沉积建造分析
,

自下而上划分为下
、

中
、

上 3 个岩组
。

2
.

1
`

下岩组 ( Z s h
`
)

区域上分布最广
,

岩性稳定
,

厚度变化很大
。

西起藏布太
,

东止马房子沟
,

再向东红崖

山又有出露
,

厚度十几米到几百米不等
,

整体上呈狭长透镜状分布
。

岩性主要为砾状结晶白

云岩
,

局部地段上覆有厚不过 几米的不 含砾结晶白云岩
,

伴有已蚀变成次闪片岩的基性火 山

岩
,

但不稳定
。

砾状结晶白云岩
,

总体看来
,

主要为一套灰一深灰色
、

砾状结构的含砾一砾

质碳酸盐岩和碳酸质砾岩的组合沉积
。

砾石主要为白云质和硅质两种
,

前者为主
,

占整个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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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首山地区的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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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3

石量的 8 5% 以上
。

砾石轮廓清晰
,

表面风化呈灰白
、

褐色
,

内呈深灰色
,

砾石无分选 砾径

变化很大
,

小者不足儿厘米
,

大者 可达 。
.

s m
,

形态不规则
,

呈次圆
、

次棱角状
; 硅质砾石量

少
,

且磨 圆更差
,

为棱 角
、

次棱角状
。

值得注意的是砾石多无定向
,

呈漂散状分布
.

绝少见

相依紧挨的现象
。

胶结物主要为结晶的白云石
,

少量石英 粉砂
,

含有粘土
。

受变质作用影响
,

局部千枚状构造发育
。

从 以上特征看
,

砾状结品白云岩显然代表了一种碳酸盐质碎屑流的异

常沉积
。

2
.

2中岩组 ( Z s h
z
)

分布较广
,

主要见于龙首山西段
。

岩性为 含砾绢云石英千枚岩
,

横向多相变为绢云千枚

岩等
,

且有已变质的火山岩分布
。

含砾绢云石英千枚岩系一套典型的冰磺砾岩
,

主要分布于

烧火 筒一 带和龙首山北坡
,

向东西延伸逐渐变薄
,

直至尖灭
。

岩石呈灰
、

灰绿
、

黄绿色
,

为

千枚状变质岩构造
,

砾状混杂结构
。

砾石主要为石英岩
、

硅质岩
,

占岩石量的 20 % 一 30 %
,

大小悬殊
、

无分选
,

局部可见砾径达数十米的漂砾
,

其形状呈次 棱 角
、

棱 角 状
,

表而见压

坑
、

压扭裂面及冰川
一

J
一

字形擦痕等
。

胶结物为鳞片变 晶结构的绢云母
、

变余砂状石英 和白云

石等组成
。

绢云千枚岩系冰啧砾岩的相变产物
.

为冰海沉积的冰水纹状岩
。

2
.

3 上岩组 ( Z s h
“

)

岩性变化较大
,

主要为陆源碎屑岩和内源碳酸盐岩
,

火 山岩少见
。

陆源碎屑岩主要为含炭

绢云千枚岩
、

砂状绢 云石英千枚岩等
,

广泛分布于龙首山大部地区
。

岩石呈灰绿色
、

绿灰 色

等
,

为千枚状
、

变余砂状
、

鳞片变晶结构
.

由石英 粉砂
、

绢云母等组成
,

局部见有微量错石
、

电气石等
。

值得追述的是
,

含炭绢云千枚岩中放射性元素 含量较高
.

多 含 U
、

P
、

M O 、

V
,

是有潜在经济价值的黑色岩系
,

也是寻找贵金属的有利岩层
。

内源碳酸盐岩主要为微晶粒屑

白云岩
,

分布于上岩组的中
、

下部
,

多呈夹层 出现
.

为青灰
、

灰色
,

主要由粒屑 (鲡粒
、

包粒
、

砂屑等 ) 白云石
、

微晶白云石及少量方解石
、

绿泥石组成
,

局部地段 含微量重结晶磷灰石
。

沉积相及沉积建造演化

震旦系以其独特 的沉积体
、

岩性 及纵横 向上的分布
、

厚度变化等特点
,

反映了龙首山地

区震旦纪沉积时的岩相古地理变更和地壳运动所造成的基准面升降的复杂性
,

但总趋势是 一

个由北东向南西的海水侵进过程
。

3
.

1 碳酸盐质碎屑流沉积相及古地理环境

主要为由砾状结晶白云岩组成的震旦系烧火筒群下岩组 ( Z s h
`
)

,

对其岩石类型
、

厚度

变化
、

分布特点等研究
,

分析其沉积相及上
、

下地层之间的接触关系
,

表明下岩组 ( Z s h
’
) 代

表了一套碳酸盐质碎屑流类型的沉积
。

其 已成岩的狭长透镜状块体的展布及与下伏蓟县系墩

子沟群呈不整合接触的关系 ( 见于石井 日一带 )
,

均反映了龙首山所在华北地台边缘同整个

地台一样在蓟县纪以后经历了大的构造变动
,

地壳上升广泛
,

间断期长
。

直 至震旦纪
,

作为大

陆边缘的龙首山地区 又发生了大陆裂谷
,

裂 陷成窄长带状
,

边缘坳陷造成 了垮塌堆积
,

其中发
,

育有碳酸盐质碎屑流的异常 沉积
,

同时伴有拉斑玄武岩
,

说明了大陆裂谷的性质
。

下岩组与上
’

岩组之间的平行不整合关系 ( 涝池沟等地 )
,

显然表明震旦纪早期开裂的大陆裂谷未经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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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闭合了
,

海水退出
,

造成沉积间断
。

3
.

2 冰川沉积及其沉积相分析

中岩组 ( Z hs
“
) 主要由含砾绢云石英千枚岩

、

绢云千枚岩和石英绢云千枚岩组成
。

据前

述岩性特征
,

.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
,

可断定这套岩层代表 了一系列远距离搬 运 的 海 水冰川沉

积
。

在含砾绢云石英千枚岩中见到的巨大漂砾
、

砾石表面冰川擦痕
、

压坑和绢云千枚岩的物

质组成类型等都为确定其沉积微相提供了证据
,

表明在震旦纪早期沉积 ( 下岩组 ) 期后
,

闭

合的裂谷再度开裂
,

且发育程度超过早期
,

发生更大规模的海侵
,

冰川运移
、

消融
,

不同微

相形成了冰川底破的含砾层状岩 ( 含砾绢云石英千枚岩 ) 和海水深度有别的冰海沉积纹状岩

( 石英绢云千枚岩
、

绢云千权右 )
。

同盯伴有局部火山活动
,

在局部地段形成拉斑玄武岩系列

的基性火山岩建造
,

与纹状岩 ( 石英绢云千枚岩 ) 呈犬牙交错状产出
。

3
.

3 含炭岩系的沉积环境

以含炭绢云千枚岩为主
,

l’eJ 有砂状绢云石英千枚岩和 白云岩的上岩组 ( Z hs
`
)

,

整合于

中岩组之上
,

代表了裂谷环境的继续
。

从原岩炭质泥岩及含有沉积型 U
、

P
、

V 等 矿化情况

来看
,

其沉积环境应属于陆壳性质的陆缘海盆
,

炭质泥岩则代表了一种较深水的静水环境
,

粒屑 白云岩显然是动荡海水浅海相的沉积物
,

所含胶磷矿 ( 已变质成微 晶 )也反映了其较浅水

的环境
。

3
.

4 沉积建造演化

从前述岩组沉积相分析
,

研究地壳运动及其基准面升降
,

表明震旦纪沉积建造的演化是

一种由造陆建造向造海建造的过渡
。

沉积体由透镜状逐渐改变为席状
,

岩石类型 也反映了一

种从成熟度低的异常沉积向成 熟度高的正常沉积的转化
。

火山岩的分布表 明火 山岩由发育趋

向不发育
。

这些现象均反映了龙首 山地区震旦纪沉积建造演化经历了地壳运动 由活动向不活

动的转化
,

以此决定的基准面也由较频繁不稳定的升降转向为逐渐平稳的沉积背景
,

即边缘

大陆裂谷由早期的开裂
、

闭合
、

开裂发育成边缘陆盆而停止
,

乃至夭折
。

代表这 种沉积背景

的实体
,

反映了这样一个沉积建造序列
:
陆源碳酸盐岩建造一冰硅岩建造

、

火山凝灰岩建造

一陆源碎屑岩建造
。

4 地层时代及对比讨论

同烧火筒群 ( Z s h ) 呈平行不整合接触的上覆韩母山群 ( e h )
,

底部广泛分布有含磷岩

系
,

与华北地台等地对 比
,

确定为寒武纪的沉积
,

且有 同位素年 龄 ( R b / S
r 5 9 3 士 39 M a

) 资

料为佐证
,

因此
,

烧火筒群至少是早子寒武纪的沉积
。

其下伏墩子沟群也有一组同 位素年龄

( R b s/
r 1 2 6 1 士 2 1 M a ) 资 料 证 实 为 蓟 县 纪沉积

,

显然
,

烧火筒群沉积时代 应晚于蓟县

纪
。

晚前寒武纪冰川作用
,

属于全球性的重大地质事件
。

以冰碳层作为晚前寒武纪地层对 比

的重要标志
,

已普遍为国内外地学家所采用
。

烧火筒群中岩组 ( Z s h
’
) 完全可与南沱冰碳层

’

对比
,

亦亩与甘肃北山地区红山口群下岩组冰啧层对 比
, _

巨岩石类型非常相似
,

很有可能其
’

沉积环境当时是互为一体的
。

据此笔者认为
,

将龙首山地区烧火筒群下岩组划归为下震旦统
~

( 表 2 )
,

一

扣、 子

上岩组隶属上震旦统是比较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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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秦岭地区太华群中矿源层的形成及其演化

阎 军

( 地矿部西安地质矿产研 究所 )

摘要 以区域性构造变形变质的分析为基础
,

例举了大量岩石地球化学和同位素地质资料
,

论证小

秦岭地区太华群中矿源层的存在
。

提出了矿
一

源层从原始 p
一
源 民到初 `飞 六 钾环洲 : 矿源层的形成及其

演化模式的新认识
,

井且探讨了各阶段矿原层的成矿特 }
’

胜
。

关键词 小秦岭
,

太华群
,

原始矿源层
,

衍生犷源层

太华群是华北古陆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经多期变形变质作用
,

成为中
、

高级变质片麻

岩系
。

但太华群做为小秦岭
.

池区金的矿源层
,

长期以来一直是众多地质学家争议的焦点
。

本

文以构造演化为线索
,

在前人工作的华础上
、

例证太华群
r户矿源层的地质依据

少

探讨太华群

中矿源层的演化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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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龙首山地区双旦系与邻区及有关地区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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