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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造山带北部卢镇关杂岩的U-Pb锆石年龄 

江来利(1);Wolfgang Siebel(2);陈福坤(3);刘贻灿(1);储东如(1) 

(1)安徽省地质调查院 ,合肥 23000 ,中国;(2)Institut für Geowissenschaften, Universität Tübingen, 72074, 
Tübingen ,Germany;(3)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固体同位素地球化学实验室 ,北京 100029 ,中国 

摘要： 

对大别造山带北部卢镇关杂岩的2个花岗片麻岩和1个斜长角闪岩的U-Pb 锆石同位素年龄测定, 得到其分别为740 
Ma和725 Ma左右的原岩年龄. 此结果表明卢镇关杂岩主要由新元古代酸性和基性岩浆岩组成, 指示大别造山带东段

北部不存在代表华北陆块南缘古生代活动大陆边缘的岩石组合. 据此年龄并结合地质和地球物理资料，将北淮阳带

的中低变质岩分为以新元古代酸性和基性岩浆岩为主体的卢镇关杂岩，新元古代仙人冲组和祥云寨组及泥盆纪佛子

岭群诸佛庵组和潘家岭组3部分，并推断南北陆块间的缝合线逆掩在北淮阳带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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