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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早元古代中深变质岩地层时代

及构造意义
!

罗春林6，"，刘春根"，谢明明"

（6 中国地质大学，湖北武汉 #%$$$8）

（"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江西南昌 %%$"$6）

! ! 摘要：发育在赣南地区的寻乌岩群，为一套中深变质岩系，前人归属寒武纪。在 6; < 万小江

图组区调工作中，通过岩石地层、变质变形构造特征及侵位于其中的片麻状花岗岩同位素年代

地质学研究，将其时代重新厘定为古元古代。这一认识为探讨华夏古陆结晶基底及华南大地构

造演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 ! 关键词：赣南；寻乌岩群；古元古代；变质岩

中图分类号：=<::5 %#! ! ! ! ! ! ! 文献标识码：>

寻乌岩群分布于武夷山的南西段，出露在江西赣南的寻乌—会昌—安远—定南一带

（图 6），往北东延伸到福建省的建宁、邵武一线。从区域上看，呈长条带形，出露宽度一般为

#$ ? 6$$ @A；空间几何形态多呈长形块体，与震旦—寒武纪浅变质地层呈断层接触，大部分

被后期花岗岩体侵蚀。6B8% 年江西区调队在 6; "$ 万寻乌幅区域地质调查中，将该套地层

的时代归属寒武纪［6，"］。6B:# 年赣南地调队在进行 6; < 万孔田幅、安远县幅区域地质调查

时，将该套地层划为构造岩石单位，创名为寻乌岩组，时代归属为前震旦纪。并根据岩石变

形程度的强弱，划分了强、中、弱三个应变带，相互间的关系为韧性断层接触。

作者 6BB7 ? "$$$ 年在该区开展的隘高圩幅、鹤仔圩幅 6; < 万区调工作中，对这套变质

地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表明原 6; < 万安远县幅、孔田幅创名的寻乌岩组，其岩性

组合仅相当于本测区该套中深变质岩层的一部分，根据岩石组合及空间展布状况将其改名

为寻乌岩群。本文重点介绍该套变质地层的岩石组合及侵入其中的片麻状花岗岩（花岗闪

长岩）同位素测年成果，对这套地层的划分及时代提出新的见解。

6 岩石地层特征

该地层出露在测区东部江头圩—鹤仔圩一带，呈长形块体南北、北北东向带状展布，走

向上断续相连；北部延入安远县幅，东南部延入孔田幅。根据岩性、岩石组合将其划分了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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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广昌—安远地区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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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早元古代；? > 震旦纪 > 寒武纪；@ > 早侏罗世；A > 晚侏罗世；B > 白垩纪；C > 中元古代花岗岩；

" " " D > 青白口纪花岗岩；E > 震旦纪超基性岩；F > 石炭纪花岗岩；!G > 三叠纪花岗岩；!! > 白垩纪花岗岩；

" " " !? > 正断层；!@ > 逆断层；!A > 性质不明断层；!B > 韧性剪切带；!C > 不整合界线；

" " " !D > 地质界线 H 同位素采集点位；!E > 剖面及工作区

山迳、马子石、杨公湾三个岩组。现引用安远县鹤仔岭背—棉地实测剖面（ 图 ?），由西向东

分层叙述如下：

上覆茅店组（I?1）：紫红色复成分砾岩

J J J J J J J J J 不整合接触 J J J J J J J J J

杨公湾岩组（</! 8）： K !GA!& F? 1

@F& 黑云斜长变粒岩夹黑云片岩、绢云母化黑云长英质角岩，片理极为发育 K ?B& F 1

@E& 黑云斜长变粒岩 !F& F 1

@D& 黑云斜长变粒岩夹黑云片岩 !?& GG 1

@C& 黑云片岩，沿片理充填大量长英质脉体 K !@& F 1

@B& 黑云斜长变粒岩夹黑云片岩，绢云母化 K ?B!& @ 1

@A& 黑云斜长变粒岩夹矽线黑云片岩 K BF& @ 1

@@& 黑云斜长变粒岩夹矽线黑云斜长片麻岩、黑云片岩 K @GB&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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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安远县鹤仔岭背—棉地实测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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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绢云母化黑云斜长片麻岩夹黑云石英岩、二云斜长片麻岩 = >?& @ 3

<A& 黑云斜长变粒岩夹黑云石英岩 = A?B& C 3

""""""""构造平行接触""""""""

马子石岩组（D/A3） ACEA& B 3

<E& 黑云片岩夹灰黑色斜长片麻岩，岩石具挤压破碎、硅化、绢云母化现象 ?>& B 3

!@& 灰褐色块状黑云斜长变粒岩、石英斜长变粒岩及黑云片岩，糜棱岩化发育，具片麻状构造 AC!& > 3

!B& 灰白色石英岩、黑云斜长片麻岩夹灰白色长石石英变粒岩 C<& F 3

!C& 灰色黑云斜长片麻岩、黑云片岩夹变粒岩，岩石中片理极为发育，可见长石、石英旋转斑晶与眼球体化现象

AEA& C 3

!?& 灰 G 灰白色石英岩、黑云片岩、石榴黑云更长变粒岩，常见顺片理贯入的长英质脉 F! 3

!F& 黑云片岩夹黑云斜长片麻岩，绢云母化、糜棱岩化极为发育 AF& ? 3

!>& 黑云斜长变粒岩夹变质长石石英杂砂岩、灰色片状变粒岩（糜棱岩化） <@ 3

!<& 块状黑云斜长变粒岩、黑云二长变粒岩夹片岩 B!& C 3

!!& 灰色黑云变粒岩夹片岩、变质长石石英杂砂岩，偶见石榴黑云更长变粒岩，见长石斑晶旋转现象，示左行剪切特

征 C?& < 3

!A& 灰色黑云斜长变粒岩夹石英变粒岩 >B>&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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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绢云母化黑云斜长变粒岩、砂质片岩、云英片岩夹黑云斜长片麻岩 $%&# ’ (

$’# 黑云母片岩夹深灰色黑云二长变粒岩，常见有角岩化现象 )%# $ (

$)# 深灰色黑云斜长变粒岩、黑云二长变粒岩、石英岩夹变粒岩，常见有绢云母化、角岩化 !)’# % (

""""""""构造平行接触""""""""

茶山迳岩组（*+$ ,）： - $".$# ) (

$.# 黑云斜长变粒岩，具弱片麻状构造 $$’# / (

$%# 黑云斜长变粒岩夹石英片岩、矽线黑云斜长片麻岩，面理极为发育 .%# & (

$/# 含矽线石黑云斜长片麻岩，其中夹大量的长英质混杂物 $# 0 (

$0# 灰 1 灰黄色黑云斜长变粒岩、黑云斜长片麻岩 $.# ! (

$& 灰 1 灰白色石英岩、碎裂中细粒岩屑变粒岩 %&# & (

$!# 黑云变粒岩 //# ’ (

$$# 矽线斜长黑云母片岩 !%# %(

$"# 长石石英变粒岩，普遍绢云母化、高岭土化 - $$# ! (

’# 黑云更长变粒岩，局部见角闪更长变粒岩，岩石角岩化 - &.# % (

)# 灰 1 灰黑色黑云母片岩 - %.# ’ (

.# 灰、灰黄色斜长变粒岩、变质杂砂岩夹薄层砂质片岩，岩石中片理、长英质脉体极为发育 /!# . (

%# 黑云斜长变粒岩 - $"$# / (

/# 矽线石黑云斜长石英片岩，片状构造、角岩化现象发育 - $0%# / (

0# 矽线黑云片岩 - .# . (

&# 矽线黑云斜长石英片岩夹矽线石黑云片岩 - &"# 0 (

!# 矽线黑云（斜长）二长变粒岩夹矽线石黑云片岩 - $!.# % (

$# 矽线二长黑云石英片岩夹矽线石黑云片岩、更长矽线黑云石英片岩，未见底 - $$)# %(

#########侵入接触#########

三叠纪隘高超单元枫树排单元：中细粒少斑二云二长花岗岩

本岩群以灰、灰黑色、青灰色中厚层状、薄层状黑云斜长变粒岩、黑云斜长（ 二长）片麻

岩、片岩、石英岩为主体，间夹长石石英变粒岩，岩石中含大量的长英物质，并遭受了角闪岩

相区域变质作用。岩石中构造面理和透入性构造十分发育，使原岩沉积构造破坏殆尽，很难

恢复原岩地层层序和沉积基本特征。相邻岩组间为构造平行接触，界线常呈穿插状、不规则

状。常被后期片麻状花岗岩、花岗岩侵入并改造。

! 岩性组合及变形变质特征

由于后期构造的改造，寻乌岩群已成为一套片状无序的中深变质地层。茶山迳岩组构

成该套地层的下部，以黑云斜长变粒岩、黑云斜长片麻岩为主，夹黑云斜长（ 二长）石英片

岩、黑云二长变粒岩、二云片岩、长石石英岩、硅线石二云片岩、片麻岩。马子石岩组位于茶

山迳岩组之上，以黑云片岩、二云片岩、硅线石二云片岩等片岩为主，夹黑云斜长变粒岩、黑

云斜长片麻岩、黑云二长变粒岩、石英片岩、石英岩、片麻岩。岩性组合较为复杂，出现矽线

石、石榴石、红柱石及堇青石等特征变质矿物，出露宽度较大。杨公湾岩组空间上位于马子

石岩组之上，以深灰色变粒岩、石英岩为主，夹黑云母石英岩、硅线石黑云片岩、片麻岩及灰

岩透镜体。区域上各岩组的岩性组合变化较大。

各岩组中遭受了多期次、多阶段变质变形作用的影响，早期片理产生褶皱，发育有两期

以上片理，其变质程度属中深构造层中的角闪岩相。主要变质矿物有：黑云母、白云母、石榴

石、角闪石、矽线石、透闪石、透辉石、黝帘石。代表性矿物组合：石英 2 斜长石 2 黑云母 2 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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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石 ! 石榴石，石英 ! 斜长石 ! 黑云母 ! 白云母 ! 矽线石，石英 ! 微斜长石 ! 黑云母 ! 矽线

石，石英 ! 透闪石 ! 透辉石 ! 黑云母，石英 ! 黑云母 ! 角闪石 ! 石榴石等。

各岩组的岩石受区域构造应力及后期剪切力的作用，其原始沉积构造均被破坏和置换。

新生的构造面理构成了各种复杂的褶皱样式，在区域上形成了北北东、南北方向上的紧闭线

状同斜背斜、向斜构造，平卧无根褶皱，以及条痕状、条带状、“ "”型、“#”型构造置换脉体及

置换条带。韧性剪切变形极为发育，在岩石中出现密集排布的糜棱片理、面理，致使组成岩

石的矿物晶体常出现裂纹，石英呈线型分布，并见有亚晶现象。在平面上构成了由强变形

带、弱变形域组成的“网格状”韧性剪切变形带。

$ 沉积环境探讨

本岩群各岩组的岩性主要为不同类型的变粒岩、片岩、石英岩互层产出，区域上呈较稳

定的“层”状延伸，矿物组成及结构构造上具韵律性变化。岩石中长石含量较高，矿物组合

为石英、长石、云母等，组成特征变质矿物为石榴石、矽线石。化学成分上，岩石富铝、贫钙，

%&’ ( #)&’，在尼格里四面体对称展开平面图上，投影点落于沉积岩区［$，*］。变质原岩为一

套成熟度较好的泥砂质细碎屑沉积，沉积物以砂泥质为主。形成于大陆边缘或盆地浅海 +
次深海过渡的沉积环境。

* 成岩时代

在 ,- &. 万寻乌幅区调中出露于本区的这套中深变质地层，由于总体上变质程度较深，

并且遭受了多期次的韧性剪切等构造变形，但同时又夹有变质灰岩透镜体，从区域地层对比

的角度，参照邻区资料将其时代定为寒武纪，并划分了三个组；在 ,- / 万安远县、孔田镇幅区

调中，将其作为构造岩石单位，笼统地归为前震旦纪。本次工作我们认为，本区的寻乌岩群

变形变质程度明显有别于震旦—寒武纪浅变质地层及加里东期褶皱构造的特征，而在岩性、

岩性组合、变质程度等方面与闽北、浙南出露的的麻源群相当［/，0］，可进行对比。

在侵入于寻乌岩群的片麻状二长花岗岩中采集了一件同位素年龄样进行分析。经江西

省地勘局赣西地调大队实验室采用常规方法，挑选晶形较完整、自形程度较好、无磁性、无包

体和裂纹的结晶锆石，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同位素研究与测试中心，采用单锆石直接蒸发法测

年。测试方法是：将挑选好的单颗粒锆石放在装有自动接收系统的 123 +&0. 型质谱仪上，

首先加热将其表面杂质清除，而后继续加热，在不同的时间段中接收到各组加热蒸发出来的

（ &.456 7 &.056）8 的比率数据。在对所取得的 ,.9 个（ &.456 7 &.056）8 数据统计表明，在 :/; 可

信度（&! < .= ../&0）水平获得的（ &.456 7 &.056）表面年龄为 , 9*9 > &. 1)"，见概率统计直方

图（图 $），年龄数据为中元古代范畴。故被它所侵入的这套岩层的成岩时代应早于该侵入

体，在中元古代以前。因此，我们认为，把出露在测区中的寻乌岩群的成岩时代归属古元古

代，是比较合理的。

/ 地质意义

长期以来江西南部的北武夷一带是否存在结晶基底，在地学界存在很大争议。本区在

9*&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 年

" 江西地调院 ,- / 万小江镇高圩幅、鹤仔圩幅地质报告书，&..,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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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概率统计直方图

#$%& !" ’$()*%+,- *. /+*0,0$1$)2 ,34 (),)$()$5(

华南大地构造单元划分中属武夷地体［6，7］，广泛发育着这套片状无序的中深变质岩层，呈北

东向延展，它们被后期的岩浆侵入、构造切割，导致形成现在呈块状零星分布的长条带形。

与出露在福建省邵武、清流、宁化、建阳一带的麻源组、天井坪组相比较，其主体岩性、岩性组

合、变质程度、变形特征均与本区该套层位基本相似，而在福建省的宁化、建宁一带侵入于其

中的片状花岗岩带中，获取的锆石 80 9 80 法、: 9 80 法结晶年龄为 ; 7;< = ; >?6 @, 之

间［A，;B］，与本区所获同位素年龄值相当。这些同位素年龄值的获取，为武夷地区存在一受寻

乌—广昌—建宁深断裂控制的近北北东向的结晶基底带，提供了较新的资料。而赣南寻乌

岩群的建立及时代的重新厘定，为赣南、武夷地区确实有古老结晶基底残块的存在提供了较

可靠的资料。同时也为江西南部、乃至华南地区的构造格架的重新认识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是“九五”;：A 万区调成果之一，是集体劳动的结晶，成文过程中得到了楼法生高级

工程师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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