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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扬子地块东南缘上溪群分布区及其周边沉积岩的附 同位素研究结果
,

支持存在一条苏浙

皖古生代裂陷槽 (或江南深断裂 )的观点
。

上溪群以北直至长江边所分布的震旦系
一

古生代的盖层沉积岩
,

其

附模式年龄有两组
,

表明物源区不同
。

裂陷槽以北
,

沉积岩的物源区为附 模式年龄约 2
.

0 ~ 2
.

IaG 的扬子

物源区
;
以南的沉积岩表现出明显的慢源物质混染

,

显示出元古代岩浆活动的影响
,

而上溪群分布区以南直

到江绍断裂附近主要表现上溪物源区的影响
,

华夏地块古老基底岩石则无显著贡献
。

关键词 附 同位素模式年龄 沉积物物源区 扬子地块东南缘

第一作者简介 周泰禧 男 59 岁 教授 岩石学

引 言

沉积岩及其浅变质产物的 dN 同位素模式年龄可用于沉积物物源 区的研 究
〔`

、

2 〕 ,

而且

Nd 模式年龄 的变 小是 慢源物 质加入 的灵敏示踪剂
,

并 以此 可进 一步认识造 山运 动的存

在
〔3 , 。

陈江峰等
〔幻在研究皖南沉积岩和浅变质岩的 dN 同位素组成时

,

已发现上溪群岩石物

源区平均 Nd 模式年龄为 16 ~ 17 亿年
,

沿江地带震旦系一二叠系沉积岩的物源区平均 Nd
模式年龄为 19 一 21 亿年

。

为了扩大上述研究成果
,

以期探讨更深层的大地构造意义
,

本文

测定了江南深断裂以南沉积岩
、

兰 田盆地以及上溪群分布区以南沉积地层的 Nd 模式年龄
,

并与上溪群分布区南北两缘的元古代火 山岩以及扬子和华夏地块基底岩石的 Nd 模式年龄

比较
,

进一步讨论沉积地层的物源区
,

以及它们的大地构造意义
。

1 地质背景

本项工作研究了从安徽铜陵到浙江衡县的一条近北西
一

南东向剖面带 ( 图 1 )
,

根据传统

观点
,

皖南上溪群是扬子地块的基底
,

时代为中元古代
,

其分布区又称为
“

江南古陆
” ,

它的北

缘分布有铺岭组安 山岩
一

玄武岩
,

南缘有井潭组中酸性火山岩
,

上溪群分布区北缘 以北直 至

长江边为震旦系一三叠系地层分布区
,

但许多学者指出这一地区中部存在一条地层
、

古生物

①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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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带
,

称为江南深断裂
〔幻
或称苏浙皖裂陷槽北支

,

江南深断裂 以南亦为震旦系一三叠系地

层复盖
,

构成苏浙皖裂陷槽的南支
。

上溪群分布区南缘以南亦为古生代地层分布区
,

直到以

北东走向的江绍断裂 为界
,

并与华夏地块毗邻
。

2 分析方法和结果

本项研究主要采集砂岩
、

细砂岩和页岩等陆源沉积岩
,

野外时采集约 I kg 样品
,

在室内

进行缩分 以保证样品的均匀性和代表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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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扬子地块东南缘沉积岩 N d 同位素模式年龄采样位置简图

采样点旁的数字为 dN 模式年龄
.

括号内符号为地层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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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 同位素分析按 F o la n d a n d A l l
e n (一9 9 1 ) 〔

5 ,
的流程

,

化学分离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

球和空间科学系进行
,

质谱分析委托冶金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院完成
,

S m / N d 比值精度好

于 0
.

1%
,

B C R
一

1 的川 N d /
’ 4
加 d一 0

.

51 2 6 4 1
,

分析结果列于表 1
。

用亏损地慢线性演化模式

计算了 N d 同位素模式年龄
,

计算参数为
:
(
’ ` , N d / “

` N d )
C u H R

( o ) = 0
.

5一2 6 3 5
,

( “
3N d /

’ “ N d )
D M

( O ) = 0
.

5 1 3 15 1
,

(
’ ` 7 S m /

` 4 4N d )
D M = 0

.

2 1 3 5 7
。

3 讨论

.3 1 裂陷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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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为扬子地块东南缘沉积岩和其它岩石的 N d同位素年龄剖面
,

由图可知
,

江南深断

裂以北的震旦系一二叠系沉积岩的 Nd 模式年龄为约 1
.

9 ~ 2
.

I G a ,

而其南侧盖层沉积岩的

Nd 模式年龄为 1
.

2一 1
.

3 aG (样号 9 0 0 4) 和 1
.

6 ~ 1
.

7G a (上溪群 )
,

表明江南深断裂南北或

裂陷槽区和外裂陷槽区沉积物的来源不同
。

表 1 扬子地块东南缘沉积岩和火山岩的 附 同位紊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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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扬子地块东南缘南北向剖面上岩石的 Nd 模式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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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

在裂陷槽南支范围内
,

震旦系到志留系三个沉积岩的 Nd 模式年龄 为 1
.

6一 1
.

7 G a ,

表明了上溪群岩石的贡献
。

华夏地块被中生代火山岩复盖
,

几乎没有震旦系和中一古

生代沉积岩出露
,

但 已知的华夏地块基底岩石的研究表明
,

它具有相 当古老的 Nd 模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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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

如建匝群 N d 模式年龄为 2
.

1一 2
.

SG a ,

陈蔡群 2
.

4一 2
.

6 G a ,

鹤溪群 2
.

3一 2
.

S G a ①
,

八都

群 2
.

6一 2
.

S G a ,

龙泉群 1
.

8一 2
.

3 G a 〔 6〕 。

由此可见华夏地块古老物源区岩石对
“

江南古陆
”

东

南的沉积岩的 N d 同位素组成没有显著贡献
。

总之
,

Nd 同位素数据支持从震旦纪直至古生代
,

在江南古陆北侧
,

即在石台县以南至宣

城县以北一线
,

的确存在一个沉积物供应的屏障 (相应于深的槽谷 )
,

它为江南深断裂或苏浙

皖裂陷槽的存在提供了同位素地球化学的佐证
。

3
.

2 晚元古代祖源物质的贡献

沉积岩的鲡 值变正或 N d 模式年龄减小是慢源物质加入的重要证据
,

因而也是造山运

动的证据
〔 3〕 。

黄山郭村震旦系兰 田组泥岩样 品的 N d 模式年龄为 1
.

ZaG
,

兰 田盆地中震旦系

休宁组砂岩的 N d 模式年龄为 1
.

3 G a ,

它们均低于上溪群 N d 模式年龄
,

更低于扬子物源区

的 N d 模式年龄 (图 3)
。

因此
,

明显地表明沉积物中慢源物质的加入
。

同样低的 dN 模式年龄清楚地 出现在铺岭组安山质火 山岩中
,

1 个安山岩样品的 Nd 模

式年龄为 1
.

3 oa
,

1 个铺岭组中的捕虏体的 N d 模式年龄为 1
.

4aG
,

后者说 明在高温下捕虏

体 已与安山质岩浆达到了 N d 同位素平衡
。

它表明铺岭组火山岩本身就是慢源物质或更可

能是慢源物质同化地壳物质后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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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岩中的慢源物质可能来自铺岭组火山岩
,

也可能来自元古代蛇绿岩
〔的①

。

沿扬子地

块东南缘
,

震旦纪到古生代的沉积岩中慢源 Nd 加入而引起 Nd 模式年龄降低的现象
,

不只

是在皖南见到
,

也见于其它地区如桂北 (李献华
,

个人通讯 )
。

对本区的地质演化历史尽管 目前仍有争议的
,

但 Nd 同位素模式年龄的减小的事实表

明本区存在过晚元古代的碰撞造山作用
〔 8〕 。

同时
,

这里还将进一步讨论兰田盆地的性质
,

测

定数据表明盆地 内的震旦系沉积岩有低的 Nd 模式年龄
,

这种反映慢源物质加入的特征
,

与
“

江南古陆
”

北缘的情况相似
,

这样它就不可能是构造窗
,

而只能是沉积盆地
。

上溪群分布区以南的井潭组 的中酸性火 山岩的 dN 模式年龄 为 1
.

6一 2
.

2G a( 据徐树桐

等②数据计算 )
,

表明它们主要是陆壳重熔的产物
,

而且对裂陷槽南支的沉积地层的贡献也

不明显
。

.3 3 沉积物物源区

前人工作
〔.23 ① )和本项研究

,

可将扬子地块东南缘和华夏地块东北部区分出三个沉积物

物源 区
。

沿长江区域 (以下简称为扬子地区 ) 的震旦
一

二叠系沉积岩的 dN 模式年龄十分一致
,

为

1
.

9一 2
.

I G a , ` 47 Sm /
’ 44
Nd 也非常一致为 0

.

1 10 ~ 0
.

1 18
,

其物源区应位于北方地块
,

很一致

的
` 47 5 11 1 /

’ 44
Nd 比值和模式年龄表明源区很大

、

很稳定
。

华北地块一直到中生代才与扬子地

块碰撞拼接
,

而且华北地块具有太古代基底
,

如泰山群等
,

其时代远老于扬子地区沉积岩的

Nd 模式年龄
。

腔岭群为扬子地块北缘的古老岩系
,

初步研究表明
,

中上部错石和 R b一 rS 等

时线年龄为约 2
.

3 ~ 2
.

g G a ③④
,

其 Nd 模式年龄达 3
.

2一 3
.

6 G a( 李志昌
,

个人通讯 )
。

大别地

块南部的 Nd 模式年龄为约 1
.

7G a ,

北部 Nd 模式年龄为 2
.

3一 2
.

6 G a( 谢智等
,

待刊 )
。

董岭

群年龄约为 1
.

g G a 川
,

按其资料计算得到的 Nd 模式年龄却要老得多
,

大于 2
.

SG a ,

由此可

见华北地块太古代岩石
、

腔岭群和董岭群都因模式年龄较老
,

其中单独一个地块均不可能作

为扬子地区沉积岩的物源区
。

从模式年龄而论
,

大别地块可以考虑作为适当的物源区
,

如果

这样则要求大别地块或至少其中一部分自晋宁运动后就 已拼贴到扬子地块上
。

关于扬子与

华北的碰撞问题仍有争议
〔103

,

也有不少评述川
, ,

这里就不再赘述
,

但大别地块有一部分属于

扬子地块是多数模型所采用的
。

根据 目前出露的古老基底
,

尚不能判断扬子地区的沉积岩物源区位于哪一特定地块
,

也

许是这些不同地块来的物质均匀混合的结果
,

但在所讨论的时段内
,

这些陆块的相对地理位

置和 比例大体不变
,

即没有大的构造变动
,

这是与现在所知区域的地质演化史相一致的
,

此

外
〔` 2〕 ,

根据地球物理资料推断扬子地块南缘地壳深部有大片片麻岩层分布
,

如果地史上该

层果真出露过
,

那么它可能是扬子地块沉积岩的物源区或物源区的一部分
。

目前资料只能肯定扬子地区沉积岩的沉积物来自扬子地块北缘的地块
,

暂名为扬子物

源区
。

另外
,

这一认识还得到这一地区地层稀土元素研究 ( 另文讨论 )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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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溪群浅变质岩的原岩物质主要来自位于其南侧 的古岛弧
〔2 〕 ,

笔者称其为上溪物源区
。

最近的 P b ~ P b 等时线测定结果表明雪峰
一

武岭 山脉的冷家溪 (相当于板溪群下部 ) 的年龄为

] 7 3 8 士 7 8M a ( L i u H a ie h
e n e t a l

· ,

1 9 9 1①
,

这一结果证实了我们的上述推论
。

结 论

通过对扬子地块东南缘上溪群浅变质岩
,

盖层沉积 岩及其它共生火山岩等的 N d 同位

素测定
,

获得如下认识
:

①确实存在一条苏浙皖古生代裂陷槽 (或江南深断裂 )
,

其安徽的地理位置大致在石台

县以南至宣城以北一线
,

裂陷槽两侧沉积物的来源不同
。

② N d 同位素模式年龄的时空变化
,

指明本区存在晚元古代的造山运动和与之相应的慢

源物质对沉积物供应的影响
,

也从地球化学方面论证了晚元古代
一

古生代时
,

北面的苏浙皖

裂陷槽或江南深断裂和南面的江绍断裂对沉积物物源的控制作用
。

③扬子物源区和上溪物源区的提出
,

对研究扬子地块边缘的沉积作用和 某些矿产形成

条件的分析和预测可能有参考价值
。

④利用同位素地球化学方法
,

特别是对 N d 同位素模式年龄变化的研究在探索沉积物

物源区时
,

将会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

收稿日期
: 19 9 4 年 8 月 1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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