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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综述了扬子陆块东南缘与华南裂谷系新元古代晚期地层划分研究取得的新进展-通过研究区域

标志地层.沉积与沉积成矿事件并结合同位素测年资料#对争议较多的)板溪期,地层.南华系底界.南华冰期地层

及武夷$云开一带元古宙构造.岩石.地层时代和层序进行了系统划分与对比#进一步厘清南华间冰期$冰后期大

规模沉积成矿作用形成的铁.锰.磷.滑石及页岩气.黑色碳质页岩'石墨(等矿产成矿及生物大爆发事件链#探讨了

区域地质构造.沉积与雪球事件等气候环境对沉积成矿规律的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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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古代晚青白口世晋宁期华南洋消亡#扬子

板块与华夏板块对接'

!

=$%FG

(形成陆块#稍后

'

!

="CFG

(陆壳强烈伸展形成扬子$加里东期华

南裂谷系#华南陆区被分割为)北台地.中堑垒.南

裂谷海盆,构造格局和复杂的沉积环境%

"

&

-目前#对

早古生代化石地层划分研究程度较高#但对晚青白

口世晚期$震旦纪地层与沉积矿产层位'序(研究

存在不同的认识#特别是鄂.赣.皖.浙.川.滇.湘.

桂.黔南华冰期的期次.南华系底界划分存在分歧-

近期#虽然南华加里东期造山带元古宙地层划分对

比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

年以

来#笔者等在)华南洋$滨太平洋构造演化与成矿,

项目研究中#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区域标志

地层与沉积成矿事件#结合已有的同位素测年资

料#对上述地层作了进一步对比研究#在基本厘清

了地层.矿层沉积序列的基础上#认识到该区大规

模沉积成矿作用发生在南华间冰期$冰后期#是一

场沉积成矿大爆发事件#此时还发生了生物大爆

发#冰球事件导致的环境效应和构造格局控制着区

域沉积成矿规律#现提出与同行们探讨-

!

!

晚青白口世晚期"早古生代区域构造
"

沉

积特征

!!

华南晋宁期扬子陆块东南部与华夏陆块在晚

青白口世晚期裂解#形成华南裂谷系复杂的构造格

局和沉积环境-裂谷系北侧为相对稳定的中.下扬

子地块#以台盆沉积为主!南部为南华裂谷海盆#以

海相沉积为主/北部为江南$信'江(钱'塘(区#经

历堑垒.裂谷和台盆构造沉积环境/东部皖浙赣区

由下扬子.江南东段.钦杭北段.信江$钱塘等构造

沉积带组成#在晚青白口世晚期强烈伸展#形成以

钦杭裂谷海槽为中轴的火山堑垒区'图
"

(-

青白口纪末'

!

<=%FG

(#经休宁运动#钦杭裂

谷海槽东部闭合#成为坳拉谷#除乐平以西仍处于

裂谷海槽外#皖浙赣区信江$钱塘.钦杭带东部.江

南东段.下扬子区连为一体#形成)东北高.西南向

海,的以浅海台地为主的沉积环境/西部湘桂黔区#

晚青白口世晚期处于南华裂谷海盆西北缘斜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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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陆区晚青白口世晚期$早古生代构造
B

沉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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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为江南西段)红板溪,斜坡#南部为雪峰)黑板

溪,斜坡-青白口纪末#皖浙赣区转化为台盆时#湘

桂黔区伸展#形成南华纪堑垒构造'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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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南华世湘桂黔地区地堑型盆地横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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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北部新元古代晚期地层对比

在武夷$云开北西地区#华南地区新元古代晚

期地层基本成层有序#但是各地区的时代划分不

同-武夷$云开一带由于广泛出露加里东期造山

带#其下部和根部岩层变质较深#构造复杂#多为构

造岩片堆叠式构造混杂结构#新元古界包括造山带

根部出露的古元古界#层序与时代划分存在较多分

歧-笔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综合研究#将

华南北部新元古代晚期地层和华南南部元古宙地

层进行划分'表
"

#表
$

(-

需要说明的是#华南地区长期以来以南华冰期

前的莲沱组.澄江组和与之相当的地层作为南华系

下统#只有湘黔桂地区以长安冰期地层作为南华系

底界#或以富禄组与莲沱组相当-全国地层委员会

将
$%"!

年版中国地层表存在争议的南沱组.大塘坡

组.古城组置于富禄组之上#以长安组为下统#与国

际成冰组对接#但对莲沱组层位如何处理未见说

明-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华南南华纪是
$

个冰期

还是
#

个冰期0 扬子地区以莲沱组为代表的第一沉

积盖层是冰期前还是冰期$间冰期地层0 在上述

问题尚未取得共识的情况下#笔者暂以莲沱组和与

之相当的地层为南华系下统-现根据地层特征#分

区进行划分.对比-

$

!

晚青白口世晚期地层层序

晚青白口世晚期'

<=%

!

="CFG

(地层习惯上称

)板溪期,地层#在上扬子地块东部仅零星出露于鄂

北#称马槽园组.花山组#岩性主要为砾岩.砂砾岩.

白云岩-该期地层在华南裂谷系广泛发育#北部裂

陷区形成准盖区#南华裂谷海盆区形成加里东期褶

皱-由于各地构造背景与沉积环境不同#岩性差异

较大#可大致分为)红板溪,型地层.)钦杭裂谷,型

地层和)黑板溪,型地层-

$%!

!

#红板溪$型地层

)红板溪,型是一套紫红色陆相地层#主要分布

在江南$信'江(钱'塘(地区#湘北为)红板溪,命名

地#由横路冲组.马底驿组和通塔湾组构成#以紫红

色马底驿组为标志地层#局部底部出现宝林冲组火

山角砾岩或横路冲组砾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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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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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北部新元古代晚期地层划分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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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南部元古宙地层划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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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浙赣地区#该期地层受堑垒构造控制'图
#

(#

是以紫红色为主的陆相碎屑
B

火山沉积-长江中下

游地区被较新地层覆盖#晚青白口世晚期地层零星

出露于赣北庐山'汉阳峰组(和都昌'马涧桥组(#在

皖南石台.祁门.休宁一带分布较广#称为历口群-

当时江南东段为断隆#仅在修水$武宁复向斜南翼

有一小块落可岽组#广丰微陆块为钦杭裂谷南侧的

小断隆#发育一套底砾岩.钾玄岩系列火山碎屑岩#

称为广丰群-

上述)红板溪,型地层除了广丰群不整合于中

元古代田里岩组之上以外#其他地层均不整合覆于

青白口系上统下部晋宁期褶皱基底之上#其上被早

南华世莲沱组或与其相当的砂'砾(岩覆盖-马涧

桥组
),Y-FD

锆石
ZBDH

年龄分别为
=$#FG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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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群桃源组
),Y-FD

锆石
ZBDH

年龄

为
="=\"$FG

%

C

&

#宝林冲组
),Y-FD

锆石
ZBDH

年龄为
=$<FG

%

;

&和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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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杭裂谷$型地层

钦杭裂谷是华南裂谷系
"

条主干裂谷带#具有

复杂的沉积发展过程#是)红板溪,型地层与)黑板

溪,型地层的过渡-由于大部分地层被构造叠覆#

或被新地层覆盖#北段长期被认为是江南古陆或古

岛-现查明#该带在晚青白口世晚期沿钦杭古板块

结合带及其旁侧'包括信$钱地块(分布#为
"

条裂

谷海槽-由早到晚#浙皖赣地区海槽总体由深到

浅#最后闭合成陆-早期#以深海沉积为主#赣东北

登山群下部高山组为青灰色.深灰色相间的含凝灰

质条纹状深海浊积岩#与皖南昌前组相当#均未见

底-在浙西裂谷槽缘为河上镇群下部骆家门组#不

整合于上青白口统下部双溪坞组之上#属于由浅到

深的海相沉积-中期#海水变浅#赣东北拔竹坑组

自下而上为紫红色砾岩.灰色板岩.基性
B

中酸性火

山岩#与皖南周家村组.井潭组下部相近#浙西虹赤

村组为复陆屑杂砂岩-晚期#赣东北登山群上部叶

家组.浙西上墅组均以浅滨海相双峰式火山岩为

主#其上被南华系下统莲沱组或休宁组平行不整合

覆盖-上述早.中期地层近似于)黑板溪,型地层岩

性特点#晚期近似于)红板溪,型地层岩性特点#骆

家门组
),Y-FD

锆石
ZBDH

年龄为
=#$\;FG

和
<&"\"CFG

#虹赤村组
),Y-FD

锆石
ZBDH

年

龄为
=%<FG

%

=

&

#上墅组
),Y-FD

锆石
ZBDH

年龄

为
<;;\CFG

%

&

&

-

钦杭裂谷在赣西被较新的地层覆盖#根据残留

在上高一带的下南华统次深海浊积相漫田岩片推

测#晚青白口世晚期$震旦纪可能为深海
B

次深海环

境-钦杭裂谷南段已进入南华裂谷海盆#在湘南桂

阳一带局部出露大江边组灰色.灰黑色板岩夹白云

质大理岩#整合覆于中南华世泗州山组冰期地层之

下#归于)黑板溪,型地层%

"%

&

-根据层位特点#推测

其可能为早南华世地层#与赣南上施组含白云岩层

位相当#尚需进一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发

现湖南双峰高涧群剖面整合于石桥铺组之下的)冷

家溪群,浅变质碎屑岩#其层位可能相当于钦杭裂

谷带高山组或昌前组-因此#通过)整合现象,认为

该区未发生晋宁运动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

!

#黑板溪$型地层

与)红板溪,型地层不同#)黑板溪,型地层是以

浅变质灰色为主含灰黑色组段的海相沉积#分布于

南华裂谷海盆北部#与南华系分界存在不同认识#

笔者拟在下文与南华系底界问题一同探讨-

湘中高涧群主要为一套灰色碎屑岩#下部石桥

铺组底部含火山角砾岩#在隆回一带不整合于青白

口系上统下部雷神庙组之上#中部黄狮洞组夹大理

岩#上部砖墙湾组含灰黑色板岩-黔东南.桂东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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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江群.丹洲群不整合于青白口系下部梵净山群和

四堡群之上#自下而上由含钙'甲路组.白竹组(.灰

黑色'乌叶组.合桐组(和含火山岩'清水江组.三门

街组(组成-赣中南潭头群下部神山组下段浒岭段

为灰绿色浊积岩#上段为)黑神山段,#以灰黑色含

碳千枚岩为主#上部库里组以凝灰质千枚岩为主#

含石英角斑岩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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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推覆体/

YD:

浅海水下隆起

图
!

!

华南陆区晚震旦世岩相古地理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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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群以)下黑上火,标志大致可比#下江群

),Y-FD

锆石
ZBDH

年龄为
="!\"$FG

%

;

&

.黄狮洞

组
),Y-FD

锆石
ZBDH

年龄为
=$=\"%FG

%

"%

&

-

<

!

南华纪"震旦纪地层层序

<%!

!

皖浙赣地区

该区南华系$震旦系主要为陆表海沉积#与

)红板溪,地层分布基本一致#以三峡序列为标准#

与晚寒武世黑色页岩分界-上震旦统分为以碳酸

盐岩为主的灯影组和以硅质岩为主的皮园村组.留

茶坡组'图
!

(#下部含磷#上部产滑石#为埃迪卡拉

生物群形成期-早震旦世陡山沱组中下部为含锰

碳酸盐岩层#上部为含磷层#出现瓮安生物群-南

华系上统为南沱组冰碛层#中统为间冰期大塘坡

组.古城组冰碛层#下南华统为莲沱组或休宁组砂

岩#层序清楚#厚度不大-其中#冰期地层一般厚数

十米#赣北彭山矿区坑道揭露厚度仅约
#Q

-该区

浅海相间冰期地层为含锰碳酸盐岩.碳质泥岩#陆

相间冰期地层主要为厚度不大的灰黑色泥砾岩-

赣中南.闽西南.粤东北南华裂谷海盆的南华系.

震旦系以赣中为代表#称杨家桥群#上震旦统为老虎

塘组硅质岩#下震旦统为坝里组砂泥质碎屑岩#在宜

黄$金溪一带含磷块岩薄层-南华系下统为上施组

变质砂岩.凝灰质粉砂岩.板岩#中$上统下坊组下段

古家组以含冰筏落石沉积为特征#厚度极不稳定/中

段为间冰期沉积#下部为)新余式,磁铁石英岩#在区

域上可相变为硫铁矿层#其上为灰黑色碳质泥岩夹碳

酸锰薄层/上段大沙江段为沉凝灰岩.板岩-

<%#

!

湘桂黔地区

该区震旦系划分与鄂皖赣浙地区基本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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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早南华世#该区发生强烈伸展作用#形成了堑垒带

'图
!

(#沉积岩相厚度变化较大#时代划分对比存在

的问题也较多-

笔者认为#湘北江南地块北区南华系与鄂皖浙

赣地区完全可以对比-南华冰期地层之下现归于

)板溪期,渫水河组#张家湾组岩性层位均与下南华

统莲沱组相当#其上为中$晚南华世古城组.大塘

坡组.南沱组-渫水河组
),Y-FD

锆石
ZBDH

年龄

为
<$;

!

<==FG

%

"%

&

#江南地块南部)红板溪,区五强

溪组$牛牯坪组也与莲沱组相当#宜归于下南华统-

湘桂黔南华纪地堑区南华系沉积巨厚#卢定彪

等%

"$

&研究表明#黎家坡组可与南沱冰期地层对比-

长安组为南华纪第一冰期#分)下.间.上,

#

个岩段-

富禄组间冰期地层自下而上分为铁质岩段.砂岩

段.古城冰段.大塘坡'含锰白云岩(间冰段-笔者

认为#该区冰段划分有助于冰期地质进一步研究-

富禄组)下铁上锰,与南华裂谷海盆区赣中下坊组

可以对比-该期气候冷暖波动较大#但古城冰段.

大塘坡间冰段并不相当于华南地区古城组与大塘

坡组#即大塘坡组相当于富禄组#只是扬子$钱塘

区缺少)下铁,#一般认为与海底火山活动微弱.缺

少铁质有关-古城组相当于长安组#其下的隆里组

与莲沱组相当#如此可以取得华南地区冰期划分的

统一#也可与全球玛利诺和斯图特冰期对比-

=

!

武夷"云开及其东南侧元古宙构造岩石

地层

!!

武夷.云开隆起历经多期隆升剥蚀#出现加里

东期造山带下
B

根部#暴露出古元古代结晶基底残

块#新元古代晚期地层变质较深#或遭受混合岩化

与韧性剪切变形#多处形成构造岩片堆叠或构造混

杂地层-该带东南侧白垩纪火山岩广泛分布#新元

古代晚期地层零星出露#给地层划分及对比造成较

大困难#迄今仍有较多不同认识-笔者通过对比研

究华南地区新元古代晚期有序地层和构造岩石地

层的整体性#发现了一系列具有区域对比意义的标

志层序#且发现其中主要沉积'变质(矿'化(层也具

有良好的对比意义-由早至晚#序列为)板溪期,

)砾.钙.黑.火,.南华纪)砂.下冰.间冰.铁.碳.钙.

锰.上冰,.早震旦世)锰.磷,.晚震旦世)钙.铁或

硅,#上与早寒武世碳质'或石墨(层分界#结合已有

同位素年龄对该区元古宙地层进行归时.归序-

=%!

!

北武夷"会稽加里东期造山带前缘地带

加里东造山期#该带沿萍乡$绍兴断裂带向前

陆逆冲推覆拼贴#自西段武功山到会稽山#新元古

界$下古生界地层变质.变形不断增强#在浙南.闽

北出露造山带根部-自西向东#出露岩层由中深变

质区向深变质区过渡-

C6"6"

!

赣东北弋阳县周潭"洪山地区

该区位于北武夷西部#新元古代晚期地层为中

深变质岩%

#

&

-中南华世$震旦纪洪山组下部有间冰

期)新余式,磁铁矿层#经此东延至上饶南部#铁矿

层上下有相当于)下冰,与)上冰,的不稳定砾岩层-

该组上部为变质碎屑岩和白云岩#邻区发现了磷块

岩层#应属下震旦统/顶部为石英岩.硅质板岩#应

属上震旦统#与早寒武世外管坑组碳硅质层分界-

洪山群之下为万源组#以低角闪岩相变粒岩.片岩

为主#基本成层有序#原岩为砂岩.泥岩#夹中酸性

火山岩和含钙泥砂质地层#时代为早南华世-万源

组之下的周潭岩组以角闪岩相片麻岩为主#含斜长

角闪岩.绿帘绿泥片岩和阳起绿泥片岩#原岩为陆

屑浊积岩夹中基性.中酸性火山岩和含碳酸盐岩薄

层#韧性剪切变形发育#未见底#应属)板溪期,地层-

C6"6$

!

闽北地区

该区出露加里东期造山带下
B

根部#下古生界几

乎剥蚀殆尽-古元古代结晶基底岩片出露较多#新

元古代晚期地层出露较广#构造复杂-

'

"

(古元古代$新元古代早期地层-古元古代

天井岩组出露于闽赣交界建宁$广昌地区#被加里

东期花岗岩围绕-麻源岩群大金山岩组出露较广#

见于浦城.建阳.建瓯等地区#岩性以变粒岩和片岩

为主#夹斜长角闪岩.石英岩#混合岩化发育#以含

石墨层为特征-天井坪岩组
),Y-FD

锆石
ZBDH

年龄为
"<;;\"&FG

%

"#

&

.

1(B-+DBF)

锆石
ZBDH

年龄为
"<<;\";FG

/大金山岩组
),Y-FD

锆

石
ZBDH

年龄为
$6#!

!

"6=/G

%

"!

&

#侵入于天井坪岩

组上坪变英云闪长岩体
),Y-FD

锆石
ZBDH

年龄

为
"<"!\$%FG

%

"C

&

-陈润生%

";

&在大金山岩组中发

现了吕梁期花岗岩#其
1(B-+DBF)

锆石
ZBDH

年

龄为
"=<&

!

"=!"FG

-天井坪岩组
1(B-+DBF)

锆石
ZBDH

年龄为
<##\"%FG

和
;=%6C\&6<FG

#

大金山岩组
1(B-+DBF)

锆石
ZBDH

年龄为
==<

!

=$<FG

-据此分析#天井坪岩组和大金山岩组结构

复杂#主体应属古元古界#年轻年龄值是受后期构造

影响还是受混入新的地层影响0 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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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杨明桂#等!华南新元古代晚期地层层序与南华间冰期$冰后期大规模沉积成矿作用

麻源岩群上部南山岩组和局部出露于南平地区的迪

口岩群也以变粒岩和片岩为主-南山岩组锆石
ZBDH

年龄为
=C&6"\&6$FG

或
<=#\#"FG

%

"<

&

#迪口岩

组
1(B-+DBF)

锆石
ZBDH

年龄为
%6=

!

"/G

%

"=

&

#时代

暂归于中元古代晚期$新元古代早期-

'

$

(新元古代晚期地层-闽西北万全岩群时代

多变#*中国区域地质志1福建志+

%

"<

&将其归于青白

口纪$南华纪-该群岩性主要为变粒岩和片岩#夹

)宝石组,碳酸盐岩层.石墨片岩.砾岩层#下未见

底#上以断层与震旦纪西溪组分界-韧性剪切构造

发育#层序尚未理顺#其下部黄潭组变粒岩
1(B-+DB

F)

锆石
ZBDH

年龄为
<=<\$!FG

%

"<

&

#

),Y-FD

锆石
ZBDH

年龄为
<$=\=FG

%

"!

&

#主体时代暂归于

南华纪#可能夹震旦纪岩片-北武夷地区震旦纪楼

前组为以流纹质为主的大型火山岩楔#锆石
ZBDH

年龄为
;;CFG

#晚震旦世西溪组以碎屑沉积岩为

主#夹少量硅质岩%

"<

&

#与南华裂谷海盆上震旦统为

硅质层不同#表明该区晚震旦世海水较浅-西溪组

沉凝灰岩锆石
ZBDH

年龄为
;!#FG

%

"&

&

-

C6"6#

!

浙南地区

古元古代地层为八都岩群#岩性为变粒岩.片

岩.石 英 岩 含 石 墨 片 岩#年 龄 为
$ %=%

!

"=<%FG

%

$%

&

-侵入该地层的淡竹花岗岩年龄为

"=#<\;<FG

%

$"

&

-新元古代地层为陈蔡岩群#高林

志等%

$$

&获得斜长片麻岩
),Y-FD

锆石
ZBDH

年龄

为
=!=\"%FG

和
=!C\&FG

-包超民等%

$%

&获得片

麻状副片麻岩中的变辉长岩脉
),Y-FD

锆石
ZBDH

年龄为
"<=%FG

#应属混入八都岩群的构造小岩

片-该群地层序列的划分各有不同#水涛等%

$#

&对诸

暨丁家坞陈蔡岩群地质剖面研究表明#这是一套遭

受角闪岩相变质的叠加褶皱与堆叠构造岩片#层序

混杂#岩层重复'图
C

(#两次出现的含大理岩层段应

为同一地层的重复-笔者依次与弋阳县周潭剖面

进行对比#初步整理出
#

个岩组'图
;

(#剖面下部徐

岸岩组片麻岩相当于晚青白口世周潭岩组#剖面中

部变粒岩.片岩.角闪片岩相当于早南华世万源组-

丁家坞一带下河图岩组以含大理岩为特征#底部变

质杂砾岩成分复杂#分布广#厚数米至二十几米#该

组含石英岩.磁铁石英岩和石墨石英片岩#均为南

华裂谷海盆中$晚南华世长安下冰碛与富禄间冰

期的沉积层标志#与弋阳洪山组相似#可能还包含

震旦纪地层-

":

黑云斜长角闪片岩/

$:

变粒岩.长石石英片岩.二云石英片岩.二云变粒岩/

#:

含角闪石大理岩.透辉橄榄大理岩.白云质大

理岩/

!:

含砾黑云石英片岩.黑云石英砾岩/

C:

矽线黑云斜长片麻岩.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

;:

糜棱岩.千糜岩/

<:

片理化石英

闪长岩/

=:

产状

图
C

!

浙江诸暨丁家坞陈蔡岩群构造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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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

K

:C

!

)LMNOLNMG5P7OLJ4R4U+?7ROGJM4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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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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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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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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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中南地区

闽中马面山岩群为一套绿片岩.高绿片岩相构

造岩片堆叠岩层#岩片堆叠序列经多次变化%

"<

&

#自

下而上分为东岩岩组.大岭岩组和龙北溪岩组-

'

"

(东岩岩组-主要由'斜长(角闪片岩.阳起

片岩.角闪绿帘片岩及少量云母斜长变粒岩.石英

岩.透辉石岩组成-绿片岩类岩石原岩为'中(基性

火山岩#云母斜长变粒岩原岩为砂泥质岩#透辉石

岩原岩为泥灰岩-东岩岩组为夹砂泥质.泥灰质碎

屑岩的中基性
B

基性火山岩建造#为海底火山热水喷

流沉积铅锌矿床'梅仙式(的主要层位#也是华南青

白口纪晚期的一个重要成矿事件-

'

$

(大岭岩组-以变粒岩为主#夹少量浅粒岩.

片岩.石英岩.透辉石岩等#为砂泥质夹泥灰质碎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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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东期造山带北缘青白口系上统上部$震旦系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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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及中酸
B

酸性火山岩建造#为金矿源层-

'

#

(龙北溪岩组-由云母'石英(片岩.云母'斜

长(变粒岩及少量黑云母二长变粒岩.二云钠长变

粒岩.角闪斜长变粒岩.绿片岩.石英岩.大理岩.白

云岩.钙镁硅酸盐岩组成#夹磁铁石英岩.滑石石英

岩.微晶石墨层.含磷层#为铅锌矿床的次要含矿

层位-

综上可知#东岩火山岩.大岭变粒岩组.龙北溪

含硅.磷.钙.镁.碳.铁.磷层位可依次与区域地层

序列的青白口系上部.下南华统.中$上南华统$

震旦系相比-

闽西南地区变质的南华系称楼子坝组#为由灰

绿色变质砂岩.千枚岩.板岩组成的韵律层#夹碳酸

盐岩层#上部见硅质岩层-早震旦世南岩组或三溪

寨组为千枚岩.变质砂岩夹薄层硅质岩#偶夹灰岩.

黄铁矿层#上部夹磷块岩条带/晚震旦世黄连组或

龙头组主要为硅质岩#夹变质砂岩.千枚岩.板岩#

地层标志明显-

闽西南桃溪岩组出露在会昌环形构造中心部

位#曾归于古元古界#东部进入赣西南称寻乌岩组#

岩性为变粒岩.片岩夹石英岩#钻孔还见碳酸盐岩

夹层#有混合岩化-王丽娟等%

$!

&及于津海等%

$C

&认

为其时代晚于
;"CFG

-张爱梅等%

$;

&获得该区花岗

片麻岩
1(B-+DBF)

锆石
ZBDH

年龄为
!&"

!

!&;FG

#结晶年龄为
;!"

!

;C<FG

和
<&&FG

#确定

成岩年龄约为
;%%FG

-结合岩性特点#其时代暂归

于晚南华世$震旦纪#属加里东期造山带下部深变

质地质体-

=%$

!

云开地区

该区为加里东期造山带的根
B

下部带#青白口纪

晚世晚期$震旦纪地层称为云开岩群-该套地层

虽变形变质强烈#地层序列有待进一步厘清#但划

分的
!

个岩组大多有明显标志#区域上可对比-自

下而上#罗罅组以石英云母片岩.含石榴石石英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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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片岩.十字石片岩为主#夹阳起绿帘石岩.斜长角

闪岩.变基性火山岩.阳起透闪透辉石岩/丰垌口组

为含碳质浅变质的长石石英砂岩.粉砂岩.千枚岩/

兰坑组以石英云母片岩.云母石英片岩为主#夹长

石石英砂岩#中上部夹条带状赤铁矿#含铁石英岩

及白云质大理岩透镜体/沙湾坪组为浅变质砂泥质

碎屑岩#底部以微粒石英岩为标志#中间夹黑色含

碳质云母片岩及底层硅质岩-从岩性上进行对比#

发现兰坑组为以铁.大理岩为标志的南华纪冰期地

层#沙湾坪组以碳质.硅质层为标志#应为震旦纪地

层#丰垌口组以含碳为标志#可能属)黑板溪,层位#与

罗罅组均为晚青白口世晚期地层-云开地区西部天

子堂一带为加里东期以来多期次花岗岩活动和造山

带根部中心#变质作用强烈#其中天子堂群获得古元

古代同位素年龄%

$<

&

#其时代需进一步研究-

>

!

南华间冰期与冰后期大规模沉积成矿

作用

!!

通过新元古代晚期区域标志地层.含矿层划分

对比#进一步梳理南华间冰期与冰后期震旦纪$早

寒武世沉积成矿事件链与大规模沉积成矿作用#发

现该期形成了大量铁.锰.磷.滑石.铀.铌.重晶石.

页岩气'或石墨(等矿床'图
<

(#是一场与冰球事件

密切相关的沉积成矿大爆发和生物大爆发事件-

>%!

!

中南华世间冰期#下铁上锰$成矿事件

'

"

(南华间冰期早期硅铁质沉积广泛分布于华

南南部的南华裂谷海盆区#北缘湘中$赣中是最重

要的铁矿带#大致呈近
'_

向展布#长约
&%%WQ

#湘

中以赤铁矿为主#称江口式#赣中称新余式#以磁铁

石英岩为主-此外#桂东英扬关.粤东龙川.粤北连

山.赣南兴国.石城等地区与闽中龙北溪岩组也有

同期中小型铁矿床'点(分布-浙西南龙泉青坑铁

矿也可能属于)新余式,铁矿-

'

$

(华南地区广泛分布南华间冰期晚期含锰碳

酸盐沉积#在湘桂黔地区南华纪堑垒区形成了巨大

的锰成矿区#在松桃$古丈.小茶园.万山$芷江.

黔阳$芷江等地堑带形成一批大型.超大型锰矿

床-在江南东段修水.彭泽.赣中新余铁矿田也见

该期含锰碳酸盐岩层#风化后形成锰帽#局部可采-

>%#

!

雪球事件碳酸盐岩帽锰磷滑石成矿事件

南华冰期后早震旦世陡山沱组为黑色页岩.钙

"

:

扬子台盆锰.磷成矿区/

#

:

湘桂黔斜坡带锰.铁.磷成

矿区/

$

:

钦杭裂谷带/

(

:

广丰微陆块磷矿田/

)

:

东南裂

谷海盆/

":

早震旦世陡山沱组沉积型磷矿床'点(/

$:

中南

华世大塘坡间冰期沉积型锰矿床'点(/

#:

中南华世富禄

组.下坊组间冰期沉积
B

变质型铁矿床'点(

图
<

!

华南裂谷系南华间冰期$早震旦世铁.锰.磷沉积

矿产分布略图

IJ

K

:<

!

9JPLMJHNLJ4R4UJM4R

#

QGR

K

GR7P7GR@

8

?4P

8

?4MNP

@7

8

4PJLP4U.GR?NGJRL7M

K

5GOJG5L47GM5

S

)JRJGRJR

MJULP

S

PL7Q4U)4NL?+?JRG

质碳酸盐岩建造#底部或中部含锰碳酸盐岩层分布

较广#在湖南沅陵等地区有锰矿床#该组为华南次

要含锰地层-但华南是全国最重要的含磷地层#在

稳定性较好的扬子陆块滇黔湘鄂地区形成一批大

型.超大型磷矿床-在下扬子地区#南华裂谷海盆

含磷层分布较广#尚未发现工业矿床-在残留的广

丰微陆块形成了震旦纪磷.滑石矿田#在陡山沱组

底部有含锰碳酸盐岩层.陡山沱组上部含磷层形成

大型磷矿田#灯影组形成超大型黑滑石矿田-纵观

华南地区#上震旦统碳酸盐岩建造灯影组是其下陡

山沱组的富磷标志#硅质建造之下的下震旦统一般

仅有磷矿化层-

>%$

!

始"早寒武世铀'钒'镍'铜'硒'重晶石'磷'

页岩气'碳质(石墨)泥岩沉积成矿事件

!!

该期碳质泥岩成矿作用主要发育于扬子陆块

南部台盆与陆缘斜坡地带#铀.钒矿分布较广#铜.

镍.硒.钼局部富集#是页岩气的重要目的层位#底

部常含磷结核或薄层#在川黔鄂地区已获找气突

破-南华裂谷海盆底$下寒武统碳硅泥岩普遍发

育#发现少量铀矿床'点(#钒矿化一般较贫#是重晶

石成矿层位#底部常见重晶石结核-在福建永安李

C%$



华
!!

东
!!

地
!!

质
$%$%

年

坊有大型重晶石矿床#是晶质石墨的重要成矿地

层#资源潜力较大-

纵观南华间冰期与冰后期大规模沉积成矿作

用#呈现)铁
B

锰
B

磷
B

碳,序列与由南向北.由活动区

向稳定区迁移.由硅铁质建造向含锰磷镁质碳酸盐

岩建造演化的趋势#构成)南铁.中锰.北磷,成矿分

区的总体格局#其成矿与海底火山活动.古构造.古

地理.古气候环境演化密切相关-

青白口纪晚期$早南华世为华南裂谷系强烈

扩张期#海底火山活动频发-新余式磁铁矿石中

钒.镍.铬.钴.镁.钛含量均较高%

$=

&

#说明火山物质

源自上地幔或下地壳火山作用#使海水中铁.锰.

硅.镁等离子浓度升高-南华间冰期#气候炎热#伴

随局部海底火山活动#海水增温#微古生物繁盛#在

早期氧化环境下#沉积硅铁质建造#在盆地还原环

境形成硫铁矿床-间冰期晚期#在温暖.富碱.弱氧

化海水中#广泛沉积页岩和含锰白云岩建造#皖浙

赣'北(地区海水浅#对成锰不利#仅有小型锰帽矿

床'点(-南华裂谷海盆含锰白云岩层较薄#在黔湘

斜坡堑垒区形成)大塘坡式,锰成矿区#以早南华世

地堑带成矿最有利-

南沱冰期后#气候再次变暖#海水升温#生物再

次繁衍-早震旦世.晚震旦世晚期至寒武纪先后出

现瓮安生物群.埃迪卡拉小壳生物群和澄江生物

群#从震旦纪早世至始$早寒武世#沉积含磷.镁#

主要分布于构造环境较稳定的扬子台盆区#以早震

旦世陡山沱组)开阳式,磷矿最重要-独特的是#在

广丰微陆块也形成了)朝阳式,磷矿床#并在震旦系

上统形成)溪滩式,黑滑石矿床-

始$早寒武世#华南出现生命大爆发#形成广

泛分布的含磷.重晶石.碳质黑色页岩建造#其中沉

积吸附大量钒.铀.铜.镍.银.硒等金属元素#以钒.

铀分布最广#主要发育在扬子陆块与南华裂谷海盆

之间的斜坡地带#其中引人关注的页岩气资源主要

分布于中上扬子地块-下扬子与信$钱地块受构

造岩浆活动影响#下寒武统不同程度发生低级变质

作用#不利于烃类保存#而东南加里东期造山带下

寒武统主要形成晶质石墨-

?

!

结
!

论

'

"

(晚震旦世#华南北部为以灯影组为代表的

镁质碳酸盐岩建造#南部为以皮园村.老虎塘组为

代表的硅质岩建造-早震旦世有重要的含磷建造#

是区域地层划分对比的重要标志-

'

$

(晚南华世是以南沱组为代表的)上冰碛层,#

中南华世晚期间冰期北部以大塘坡组为代表#南部以

富禄组.下坊组为代表/中南华世早期北部是以古城

组为代表#南部为以长安组为代表的)下冰碛层,-

'

#

(湘桂黔地区原归于)板溪期,的张家湾组.

渫水河组.五强溪组.隆里组.拱洞组宜归于下南华

统-晚青白口世晚期)板溪期,地层自北向南分别

为)红板溪,型地层.)钦杭裂谷型,地层和)黑板溪,

型地层-

'

!

(南华间冰期与冰后期大规模沉积成矿作用

的重要原因#一是华南裂谷系在青白口纪晚期$早

南华世强烈伸展#来自上地幔或下地壳的海底火山

爆发#海水中的铁.锰.硅.镁离子浓集#为成矿之

源/二是长安.古城冰期之后#气候变暖#海水升温#

古生物繁衍#是沉积成矿的有利环境#形成)铁.锰.

磷.镁多元素碳质沉积,事件链/三是构造是沉积成

矿的约束条件-区内先南后北#由构造活动区向相

对稳定区迁移#由硅铁质建造向含锰.磷镁质碳酸

盐岩建造演化#构成)南铁.中锰.北磷,.)北页岩

气.南石墨,的成矿分区格局/四是随着冰球事件演

化#沉积成矿与生物大爆发相继演化#特别是冰后

期陡山沱.灯影和筇竹寺
#

期成磷与瓮安.埃迪卡

拉.澄江
#

个生物群密切相伴

致谢!本文英文由龙梅梅翻译!谨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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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合作科研成果获
$%"&

年度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

南京地质调查中心与南京理工大学合作完成的)基于空谱联合结构化特征的高光谱图像分析方法与应

用技术,成果#获
$%"&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该项成果包括基于空谱相关性及几何结构的高光谱

图像融合超分辨模型与算法.基于结构化稀疏和低秩表示的高光谱图像地物精细分类理论与方法.联合整体

与局部结构化稀疏低秩特征的高光谱解混与目标检测模型及算法.基于多级协同并行优化的高光谱图像快

速处理方法#开发了应用于国产高光谱遥感仪器的数据处理与信息提取软件-

近年来#南京地质调查中心自主研发成功的小型机载高光谱成像仪.桌面应用高光谱成像系统和岩心光

谱扫描仪等光谱地质仪器#结合该项成果已经在地质.环境.遥感调查和岩心精细矿物分析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未来将在自然资源遥感调查领域发挥更广泛的应用-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

郑志忠!所颖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