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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收集并整理赣东北及邻区岩浆岩年龄数据２００多个，在综合、分析大量地质资料与前人成果的基

础上，尝试较全面地总结本区中元古代以来的岩浆活动、构造演化过程及其动力学背景。研究表明，本区古元古代

及更早时期的岩浆活动确切记录很少，反映出赣东北地区可能没有古老的陆壳。中—新元古代丰富多彩的岩浆活

动，记录了江南造山带在扬子板块东南缘的发生和形成过程。本区古生代的构造—岩浆活动总体来说不强烈，主要

发育在一些海西—印支期的断裂拗陷带，并且伴随与海底火山活动—热水沉积相关的成矿作用。中生代尤其燕山

期是赣东北地区岩浆活动较强烈的一个时期，以德兴铜厂—富家坞花岗闪长斑岩和银山潜火山岩为代表的花岗质

岩浆活动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铜金多金属矿床，是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的典型代表；本区在白垩纪处于拉张伸

展的构造环境，发育双峰式岩浆岩建造。新生代构造—岩浆活动不强，仅在一些张裂带有少量岩浆活动。本文还结

合近期工作，对一些争议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同位素年龄；岩浆活动；构造演化；赣东北

　　赣东北地区在大地构造上属于扬子板块东南缘

的江南造山带，并且处在扬子板块与华南褶皱带这

两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的接壤部位。赣东北地区也

是我国重要的铜金矿集区，著名的德兴斑岩铜矿、银

山多金属矿以及金山金矿等超大型矿床在这里集中

产出，更吸引了国内外地质工作者的目光。自上世

纪８０年代以来，对赣东北及其邻近地区的构造演

化、岩浆活动、成矿作用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息，而且

不断深入。由于赣东北地区总体上在中—新元古代

完成了地体拼贴，并长期以隆起为主导，而本区大规

模的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燕山期，因此，前人对本区

的研究相对集中于中—新元古代和燕山期，而对其

他时期的研究较少，在某些地质问题上也存在着不

少争议。

岩浆活动是地质作用最强烈和直观的反映之

一，因而是研究大地构造演化及其动力学背景的重

要内容。前人对赣东北地区的岩浆活动也做了大量

工作，主要是对具体岩体的研究，但迄今为止尚缺乏

对整个地区自元古宙以来岩浆活动全貌及其对大地

构造演化示踪的全面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归纳、总

结赣东北及邻区与岩浆活动有关的大量地质资料及

测试数据，理顺赣东北地区自晋宁运动以来的历次

岩浆活动及其与大地构造演化的关系。

对赣东北及邻区岩浆岩的年龄数据进行了收集

和整理，共获得年龄数据２００多个（表１，表２）。由

于测年方法及特点不同，导致所测年龄数据的精确

度有差异，本文在讨论时注重尽量依据质量较高的

数据。总体上看，本区前寒武纪（中、新元古代）及中

生代的岩浆活动较为强烈，晚古生代也有一定规模

的岩浆活动，而早古生代及新生代则相对宁静。在

不同的构造背景下，不同时期的岩浆活动在区内形

成了不同类型的岩浆岩。

１　前寒武纪（中、新元古代）

的岩浆活动

　　本文共收集获得赣东北及邻区前寒武纪岩浆活

动及相关岩石的年龄数据８１个，列于表１。

本区早前寒武纪（古元古代及更早时期）的岩浆

活动确切记录很少，仅在某些年龄测试时获得若干

零星信息。如邓国辉等（２００３ｂ）在对婺源—乐平一

带的珍珠山群浅变质火山岩进行锆石 ＵＰｂ法年龄

测定时，获得残留锆石的表面年龄为２４９７±１９Ｍａ。



马长信（１９９１）曾获得障公山群佛子坑组中火山岩的

ＳｍＮｄ等时线年龄为１９３９±１６２Ｍａ，但许多作者

表１　赣东北及邻区元古宙岩浆岩同位素年龄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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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岩性 定年方法 年 龄（Ｍａ） 资料来源

新

　
元

　
古

　
代

横峰县港边杂岩体 中酸性岩 全岩ＲｂＳｒ ５８４ 樊光明等，１９９８

横峰县港边杂岩体 侵入杂岩 ＳｍＮｄ ５８４±７７ 廖群安等，１９９８

广丰县下溪乡桃源组 流纹岩 全岩ＲｂＳｒ ７３７ 管太阳等，１９９３

婺源县石耳山齐溪田 碱长花岗岩 锆石ＵＰｂ ７６５±４９ 唐红峰等，１９９７

婺源县石耳山齐溪田 花岗斑岩 锆石ＵＰｂ ７６８±２８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兴金家 闪长岩 锆石ＵＰｂ ７８４±２７ 邓国辉，１９９８

广丰县桃源组 玄武岩 锆石ＵＰｂ ７９０±９ 管太阳等，１９９３

弋阳县樟树墩 糜棱岩中青铝闪石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７９９ 胡世玲等，１９９２

弋阳县樟树墩 变质矿物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８００±９ 周新民等，１９９２

婺源县古楼 花岗岩 锆石ＵＰｂ ８１４±２９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婺源县石耳山 流纹质凝灰岩 锆石ＵＰｂ ８１６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广丰县下溪乡桃源组 玄武岩 锆石ＵＰｂ ８２１ 管太阳等，１９９３

婺源县石耳山 二长花岗岩 锆石ＵＰｂ ８２５±３ 唐红峰等，１９９７

赣东北登山群 火山岩 锆石ＵＰｂ ８１７ 赵风清等，１９９７

赣东北桃源组 双峰式火山岩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 ８１８±１２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武宁县九岭 花岗岩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 ８１９±９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皖南（许村、歙县、休宁） 花岗闪长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 ８２１±７ 吴荣新等，２００５ａ，ｂ

婺源县石耳山琵琶坟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锆石ＵＰｂ ８２５±３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婺源县障公山 绿片岩相碎屑岩 ＳｍＮｄ ８２９±２８ 马长信，１９９１

德兴登山群叶家组 中基性熔岩 ＳｍＮｄ ８２９±３６ 徐备，１９９０

德兴泗洲庙 基性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 ８３８±５ 陆慧娟等，２００６

横峰县港边杂岩体 钙碱性—钾玄质火山岩 全岩ＲｂＳｒ ８４７±１３１ 李昌年，２００２

福建浦城县杉坊 片麻状钾长花岗岩 锆石ＰｂＰｂ ８６５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弋阳县樟树墩 蓝闪石片岩中蓝闪石 ＫＡｒ ８６６±１４ 舒良树等，１９９３

庐山筲箕洼—汉阳峰组 流纹岩 锆石ＵＰｂ ８７８±５１ 谢国刚等，１９９７

安徽休宁柳洲单元 花岗闪长岩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８８７±１０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安徽许村柳洲单元 花岗闪长岩 ＫＡｒ ８９９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兴西湾 斜长花岗岩 角闪石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９０１±２０ 徐备等，１９９２

广丰县桃源村 玄武岩 锆石ＵＰｂ ９０６±２２ 管太阳等，１９９３

赣东北上墅群 变玄武岩 ＲｂＳｒ ９１６ 邢凤鸣等，１９９２

庐山筲箕洼—汉阳峰组 细碧岩 锆石ＵＰｂ ９１７±３６ 谢国刚等，１９９７

东乡—龙游混杂岩带 云母片岩 ＲｂＳｒ ９２４ 杨明桂，１９９４

德兴西湾 斜长花岗岩 光质谱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９２８±１９ 胡世玲等，１９９８

安徽休宁竹村 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锆石ＵＴｈＰｂ ９２８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兴西湾 蛇绿岩套 ＳｍＮｄ ９２９±２６ 徐备等，１９８９

弋阳樟树墩 （牛角垄） 超基性侵入岩 ＳｍＮｄ ９３０±３４ 徐备等，１９８９

德兴—弋阳蛇绿岩 辉绿岩、辉长岩 ＳｍＮｄ ９３０±３４ 徐备等，１９８９

皖南蛇绿岩套 超镁铁岩 ＳｍＮｄ ９３５±１０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１

安徽休宁竹村 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ＲｂＳｒ ９６３±６２ 周新民等，１９８８

德兴西湾构造混杂岩 斜长岩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 ９６８±２３ 李献华等，１９９４

浙西北双溪坞群 细碧角斑岩 ＳｍＮｄ ９７８±４４ 章邦桐等，１９９０

认为该年龄偏老（杨明桂，１９９４；李献华，１９９６；张海

祥等，２０００），不能采用。因此，本文对这类年龄及其

所反映的早前寒武纪岩浆活动不作讨论。笔者认

为，古元古代及之前岩浆活动记录的缺乏，可能反映

了赣东北地区最早是在洋壳背景上发展起来的，因

此没有早前寒武纪的古老陆壳作为基底。

从距今约１６００Ｍａ的中元古代起，本区岩浆活

动的记录开始增多。中元古代早期（１６００ Ｍａ～

１３００Ｍａ）岩浆活动的年龄记录大部分来自对珍珠

山群浅变质火山岩的测试结果，年龄跨度主要从

１３７９Ｍａ到１３０８Ｍａ（邓国辉等，２００３ｂ）。珍珠山群

是江西省地质调查院近年来新建立的地层单位，地

质时代与中元古代蓟县纪相当，岩石性质以深水浊

积岩、碳酸盐岩及变质火山岩系组合为主，邓国辉等

８０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０７年



续表１　　

地区 岩性 定年方法 年 龄（Ｍａ） 资料来源

中

　
元

　
古

　
代

古

　
元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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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田里岩组 糜棱岩 白云母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１０１９ 樊光明等，１９９８

弋阳樟树墩 超基性岩 ＳｍＮｄ １０２４ 李献华等，１９９４

皖南歙县蛇绿岩套 伏川超镁铁岩 ＳｍＮｄ １０２４±３０ 周新民等，１９８９

弋阳樟树墩蛇绿岩 超镁铁岩 ＳｍＮｄ １０３４±２４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１

皖南蛇绿岩套 超镁铁岩 ＳｍＮｄ １０３５±６１ 周新民等，１９８９

东乡—龙游混杂岩带 石英角斑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０９１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上饶桃源 上墅组火山岩 ＳｍＮｄ １１００±１６８ 樊光明等，１９９８

广丰桃源组 钾玄岩 ＳｍＮｄ １１００±１６９ 廖群安等，１９９９

广丰田里岩组 糜棱岩 白云母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１１０８±１７ 胡世玲等，１９９３

张村岩群韩源组 变火山岩 ＳｍＮｄ １１１３±３５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兴漆工群 细碧角斑岩 ＳｍＮｄ １１１３±５８ 马长信等，１９９２

德兴铜厂群 中—基性火山岩 ＳｍＮｄ １１１３±５４ 马长信等，１９９２

弋阳县周潭岩组 斜长角闪岩 ＳｍＮｄ １１１３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婺源赋春珍珠山群 变石英角斑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１１３±１１８ 邓国辉等，２００３ｂ

乐平塔前—婺源赋春 基性—酸性熔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１１８ 赵凤清等，１９９５

德兴茅桥、西湾 石英闪长岩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１１３３ 徐备等，１９８９

德兴张村岩群韩源组 变石英角斑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１３４±１０ 章邦桐等，１９９０

弋阳县樟树墩 蛇绿岩套 ＳｍＮｄ １１５４±４３ 周国庆等，１９９１

东乡—龙游混杂岩带 细碧岩 ＲｂＳｒ １１５９ 周国庆等，１９９１

弋阳梅树湾周潭岩组 斜长角闪岩 ＳｍＮｄ １１５９±６９ 余达淦等，１９９９

德兴西湾 蛇绿岩套 ＳｍＮｄ １１６０±３９ 周国庆等，１９９１

东乡—龙游混杂岩带 石英角斑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１６２ 余达淦等，２０００

弋阳周潭岩组 斜长角闪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１９０±１９ 刘平辉等，２０００

弋阳铁砂街群 流纹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１９６±６ 程海等，１９９１

萍乡—广丰构造带南 斜长角闪岩 ＳｍＮｄ １１９７±２６ 邓国辉，１９９７

北武夷地区周潭岩组 斜长角闪岩 ＳｍＮｄ １１９９±２６ 邓国辉，１９９７

东乡—龙游混杂岩带 石英角斑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２０１ 邓国辉，１９９７

广丰田里岩组 糜棱岩 Ａｒ４０Ａｒ３９ １２０５ 胡世玲等，１９９３

婺源—乐平 珍珠山群 锆石ＵＰｂ １３０８±９ 邓国辉等，２００３ｂ

婺源—乐平 珍珠山群 锆石ＵＰｂ １３３４±１０ 邓国辉等，２００３ｂ

婺源—乐平 珍珠山群 锆石ＵＰｂ １３７９±６５ 邓国辉等，２００３ｂ

德安彭山 细碧岩 ＲｂＳｒ １５１５±２４１ 杨明桂，１９８８

北武夷构造 滑石蛇纹岩 ＳｍＮｄ杨明桂，１９８８ １５６７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安彭山 超基性变质熔岩 ＲｂＳｒ杨明桂，１９８８ １６６７±２４７ 杨明桂，１９８８

东乡—龙游混杂岩带 云母石英片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６９１ 杨明桂，１９９４

婺源—乐平 珍珠山群 锆石ＵＰｂ １８２７±７６ 邓国辉等，２００３ｂ

婺源障公山群 细碧石英角斑岩 ＳｍＮｄ １９３９±１６２ 马长信，１９９１

北武夷构造梅树坑 黑云母钠长变粒岩 ＰｂＰｂ ２０９３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北武夷构造 大金山组混杂岩 ＳｍＮｄ ２１１６ 袁忠信等，１９９１

婺源—乐平 珍珠山群 锆石ＵＰｂ ２４９７±１９ 邓国辉等，２００３ｂ

（２００３ａ）认为珍珠山群的构造环境为岛弧或与岛弧

相关的活动边缘盆地，表明扬子板块东南边缘在中

元古代蓟县纪由被动陆缘转变为主动陆缘。

赣东北及邻区前寒武纪岩浆活动的大量年龄数

据主要始于１２００Ｍａ，即珍珠山群地层形成之后。

根据岩石的性质和年龄等特征，笔者把１２００Ｍａ以

来的前寒武纪岩浆活动大体上划分为两期。

第一期的岩浆活动为中元古代末的１１６０～

１０００Ｍａ，本期早阶段的代表性岩体有德兴—弋阳蛇

绿岩套（１１５４±４３Ｍａ、１１６０±３９Ｍａ，周国庆等，

１９９１），东乡—龙游混杂岩带细碧岩—石英角斑岩

（１１５９ Ｍａ，周国庆等，１９９１；１１６２ Ｍａ，余达淦等，

２０００），张村岩群韩源组变石英角斑岩（１１３４±１０

Ｍａ，章邦桐等，１９９０；１１１３±１１８Ｍａ，江西省地质调

查院?），周潭岩组斜长角闪岩（１１９０±１９Ｍａ，刘平

辉等，２０００；１１５９±６９ Ｍａ，余 达 淦 等，１９９９；

１１１３Ｍａ，江西省地质调查院?）等等。以上岩体的

年龄都在１１００Ｍａ以上（表１），它们记载了古洋壳

发育的信息；周新民等认为这反映了大约在１１亿年

前，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之间为大洋所隔（１９８８，

９０２第２期 陆慧娟等：赣东北地区岩浆岩同位素年代学研究及地质演化



表２　赣东北中生代岩浆岩同位素年龄汇总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犻狊狅狋狅狆犻犮犪犵犲犱犪狋犻狀犵犳狅狉犕犲狊狅狕狅犻犮犻犵狀犲狅狌狊狉狅犮犽狊犻狀犖狅狉狋犺犲犪狊狋犑犻犪狀犵狓犻犪狀犱狏犻犮犻狀犻狋狔犪狉犲犪狊

地区 岩性 定年方法 年 龄（Ｍａ） 资料来源

白

　
垩

　
纪

江西余江县 橄榄玄武岩 ４０Ａｒ／４０Ｋ ９２ 李坤英等，１９８９

江西玉山县 橄榄玄武粗安岩 ４０Ａｒ／４０Ｋ ９８ 李坤英等，１９８９

江西广丰县 玄武岩 ＫＡｒ ９９～１０４ 余达淦等，２００１

铅山县石溪周家店组 橄榄玄武岩 ４０Ａｒ／４０Ｋ １０２±３ 李坤英等，１９８９

广丰盆地 花岗斑岩 ＲｂＳｒ １１１±３ 李坤英等，１９８９

广丰铅山七里亭 粗面英安岩 透长石ＫＡｒ １１９ 李坤英等，１９８９

浮梁县鹅湖 二长花岗岩 ＲｂＳｒ １２０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弋阳化山岗 钾长花岗斑岩 ＲｂＳｒ １２３～１３５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浮梁县鹅湖 二长花岗岩 ＫＡｒ １２４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波阳县莲花山 白云母花岗岩 白云母ＲｂＳｒ １２５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铅山盆地 粗面英安岩 ＲｂＳｒ １２５±１２ 李坤英等，１９８９

铅山石溪组 粗面英安岩 透长石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１２８ 张利民，１９９０

浮梁县鹅湖 二长花岗岩 ＲｂＳｒ １２９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弋阳池坞里单元 二长花岗斑岩 ＫＡｒ １３０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波阳县莲花山 黑云母花岗岩 黑云母ＫＡｒ １３１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浮梁县鹅湖 二长花岗岩 ＲｂＳｒ １３２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休宁县北山石岭头 闪长玢岩 ＫＡｒ １３３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波阳县莲花山 黑云母花岗岩 黑云母ＲｂＳｒ １３４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上饶望仙下宅坞 二长花岗岩 ＫＡｒ １２７～１４０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兴银山 流纹英安斑岩 ＫＡｒ １３０ 叶庆同，１９８７

上饶杨桥 二长花岗岩 ＫＡｒ １０７～１４０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铅山轸源序列 二云钾长花岗岩 ＫＡｒ １４２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上饶县苎圳 流纹岩中透长石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１４２ 张利民，１９９１

德兴银山 流纹、英安斑岩 ＲｂＳｒ １４２±２ 沈渭洲等，１９９１

德兴银山 英安质火山岩 ＫＡｒ １４２～１４３ 张祖海等，１９９６

侏

　
罗

　
纪

广丰铁山岩体 二长花岗岩 ＵＰｂ １４７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兴银山 流纹英安质火山岩 ＫＡｒ １４５～１４８ 张祖海等，１９９６

上饶县苎圳 流纹英安岩 透长石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１４９ 张利民，１９９１

婺源鄣公山 二长花岗岩 ＲｂＳｒ １５１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兴富家坞 富家坞岩体 ＲｂＳｒ １５７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万年岗山岩体 中粒白云母花岗岩 ＫＡｒ １６０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铅山轸源单元 中酸性岩体 ＫＡｒ １６０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兴朱砂红 朱砂红岩体 ＲｂＳｒ １６１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万年裴梅大港桥 白云母二长花岗岩 ＫＡｒ １６１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鄱阳县莲花山复式岩基 闪长玢岩 ＫＡｒ １６５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兴富家坞 富家坞岩体 ＲｂＳｒ １６６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兴金山金矿 脉岩 ＲｂＳｒ １６７ 伍勤生?

德兴银山 流纹英安斑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６７ 林德松?

德兴铜厂 花岗闪长斑岩 ＫＡｒ １６８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万年裴梅大港桥 白云母二长花岗岩 二长花岗岩 １６９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兴铜厂 花岗闪长斑岩 黑云母ＫＡｒ １６３～１７０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兴斑岩铜矿 辉钼矿 辉钼矿ＲｅＯｓ １７０ 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德兴铜厂、富家坞 花岗闪长斑岩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 １７１±３ 王强等，２００４

德兴铜厂 花岗闪长斑岩 全岩ＲｂＳｒ １７２～１７９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万年岗山岩体 中粒白云母花岗岩 ＫＡｒ １８０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贵溪县陈坊乡刁桥岩体 黑云母花岗岩 ＫＡｒ １８３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兴铜厂 花岗闪长斑岩 全岩ＲｂＳｒ １８４ 华仁民等，２０００

弋阳县旭光乡孟娘桥序列 花岗岩 ＫＡｒ １９０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德兴铜厂 花岗闪长斑岩 ＫＡｒ １９３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三

　
叠

　
纪

万年南岩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ＫＡｒ ２０７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贵溪文坊乡南源岩体 中酸性岩体 ＫＡｒ ２１１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贵溪彭湾乡白庙 中酸性岩体 ＫＡｒ ２１４～２３１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贵溪塘湾 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ＫＡｒ ２３７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弋阳樟树墩—德兴西湾 辉长岩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２３３～２６６ 赵崇贺等，１９９７

０１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０７年



１９８９，１９９２），是赣东北—皖南—浙北一带的洋壳发

育阶段。笔者等认为该洋壳应属于华南多岛洋的一

部分。本期的晚阶段开始，扬子板块南缘演化为活

动大陆边缘，发生洋壳俯冲，形成了江南古岛弧，其

标志为发育于１０３５～１０２４Ｍａ的弧前和弧后（如皖

南伏川）的蛇绿岩套（周新民等，１９８９）。

图１　赣东北前寒武纪岩浆岩年龄分布频率图

Ｆｉｇ．１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ａｇ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ｉｇｎ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ｄｖｉｃｉｎｉｔｙａｒｅａｓ

第二期岩浆活动集中在新元古代初期的１０００

～７５０Ｍａ，这一期间是赣东北地区洋壳俯冲、九岭地

体和怀玉地体沿赣东北深大断裂拼贴（舒良树等，

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徐备等，１９９２）的时期，本期的早阶段（约

１０００～８５０Ｍａ）是洋壳俯冲—消减，在岛弧带形成含

洋壳物质的混杂堆积，如著名的赣东北弧间构造—

蛇绿混杂岩，代表性岩石有茅桥、西湾、樟树墩蛇绿

岩剖面上的基性—超基性侵入岩、斜长岩、闪长岩

等，其中德兴西湾构造混杂岩中变质的斜长岩中锆

石ＳＨＲＩＭＰ年龄为９６８±２３Ｍａ（李献华等，１９９４），

皖南蛇绿岩矿物ＳｍＮｄ等时线年龄为９３５±１０Ｍａ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１），樟树墩辉长岩的全岩ＳｍＮｄ

等时线年龄为９３０±３４Ｍａ（徐备等，１９８９）等。此时

与岛弧发育相关的火山岩浆活动也丰富，如广丰县

下溪乡翁家岭玄武岩、浙西北双溪坞群中的火山岩，

以及赣北庐山的岛弧火山岩（谢国刚等，１９９７）等，这

些岩体的年龄详见表１，它们记载了洋壳俯冲、板块

汇聚的信息，有力地说明了此时扬子板块南缘正处

于板块汇聚阶段（ＬｉＺＸ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２００２）。８６６

±１４Ｍａ的高压蓝片岩（舒良树等，１９９３）可能代表

了这一俯冲—挤压—拼贴进入了高峰。

第二期的晚阶段岩浆活动集中在８５０～７５０Ｍａ

期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挤压与拉张共存。一方面，

赣东北及邻近地区发育大量活动陆缘造山带挤压环

境下的岩浆活动产物，如钙碱性火山—侵入岩类，代

表性岩石有赣东北德兴和皖南歙县的登山群叶家组

英安岩，它们的等时线年龄为８２９±３６Ｍａ（徐备，

１９９０），以及上饶县叶家村变流纹岩，浙西石耳山大

麦坞—樟村流纹质凝灰岩、碱长花岗岩、花岗斑岩

等。笔者等最近用ＬＡＩＣＰＭＳ法获得了德兴泗洲

镇附近基性岩体的锆石ＵＰｂ年龄为８３９±５Ｍａ，其

地球化学特征显示岛弧属性（陆慧娟等，２００６）。而

皖南（许村、歙县、休宁）的含堇青石花岗闪长岩属于

典型的同碰撞花岗岩类，它们的年龄为８２１±７Ｍａ

（吴荣新等，２００５ａ，２００５ｂ）。此外，年龄在８００Ｍａ

左右的蓝闪石片岩等（舒良树等，１９９３；周新民等，

１９９２；胡世玲等，１９９２）反映挤压环境的变质岩仍

然发育。位于皖浙赣交界处的石耳山花岗岩（７６５～

８２５Ｍａ）属于后碰撞花岗岩，标志着扬子板块南缘的

造山运动趋于结束。另一方面，本区又有弧后拉张

环境下的岩浆活动发育，典型代表如赣东北桃源组

双峰式火山岩，其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 年龄为 ８１８±

１２Ｍａ（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上述中—新元古代丰富多彩的岩浆活动，记录

了江南造山带（北段）的发生和形成过程，这一发生

于扬子板块东南缘的造山—陆壳增生运动在赣东北

地区称为落可岽运动，对应于华南的晋宁、雪峰等造

山运动。落可岽运动后，整个赣东北地区结束了洋

壳的发育史，进入以隆升为主的相对较稳定的板内

（陆内）地质构造发展时期。７５０Ｍａ以后，赣东北地

区的岩浆活动便明显减弱。

２　古生代

总体来说，赣东北地区的古生代构造运动和岩

浆活动是不强烈的。本文共收集了２６个古生代的

年龄数据，其中有一个锆石 ＵＰｂ年龄、７个Ａｒ／Ａｒ

年龄，其余均为ＫＡｒ年龄，因此它们的可信度比较

低。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一些研究者先后报道了在

赣东北地区中—新元古代地层和蛇绿混杂岩带中发

现古生代的化石和火山岩（薛重生等，１９９６；赵崇贺

等，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７；何科昭等，１９９６；樊光明，１９９７；

樊光明等，１９９８；廖群安等，１９９８），从而对该地区的

地层时代、构造格架、地质演化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

认识和推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认为赣东北存在古

生代的洋壳，同时也强调了加里东运动在该区域的

意义。在相关的岩浆活动及其产物的年龄界定上，

赵崇贺等（１９９７）用 Ａｒ／Ａｒ快中子活化法获得了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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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墩和叶家村的基性火山岩年龄为４３５～４８７Ｍａ，

樟树墩和西湾的辉长岩年龄为２３３～２６６Ｍａ。但是

地质学界对他们发现的蛇绿混杂岩的古生代年龄及

其地质意义一直未予以认可，而且许多专家对赣东

北蛇绿混杂岩中的古生代放射虫硅质岩也提出了否

定意见（王玉净等，２００６）。

发生于早古生代末的加里东运动是华南一次非

常重要的构造运动，它使华南多岛小洋盆收缩、封

闭，华南成为统一的陆块。华南加里东期的岩浆活

动，尤其是花岗岩类，主要分布在武夷—云开褶皱

带，在赣东北地区（尤其是九岭地体）则很少发育，表

明该地区仍处于较稳定的构造环境。目前看来，赣

东北地区加里东旋回的代表性岩体似乎只有横峰县

北侧的港边岩浆杂岩体，但是对该岩体的性质及其

时代归属尚无定论：李昌年（２００２）根据其中钙碱

性—钾玄 质 火 山 岩 围 岩 的 ＲｂＳｒ 等 时 线 年 龄

８４７Ｍａ认为它属于新元古代；廖群安等（１９９８）测得

其ＳｍＮｄ等时线年龄为５８４Ｍａ，并认为其属典型的

岛弧火山岩组合（据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２００４的地

质年代方案，该年龄应属新元古代震旦纪）；唐春花

等（２００４）对该杂岩体中偏酸性端元的角闪石英正长

岩进行锆石 ＵＰｂ年龄测定（宜昌地矿所同位素地

球化学开放研究实验室测定），获得４４５±４Ｍａ的年

龄，表明其形成于加里东期，并认为其可能侵入于碰

撞后的地壳减薄拉张阶段。因此对该岩浆杂岩体确

切的时代及其地质背景尚待进一步研究。

晚古生代在华南的一些地区如下扬子—钱塘

江、粤东—闽西南、湘桂粤北等出现了海西—印支期

的断裂拗陷带（徐克勤等，１９７８）；在赣东北的信江和

萍乡—乐平地区也发育类似的海西—印支断裂拗陷

带，如塔前—赋春、东乡—乐华、陈坊—永平等（张祖

海等，１９９６）。

华南许多海西—印支断裂拗陷带中赋存着沉积

（或火山沉积）—后期热液叠加成因的铁铜铅锌等硫

化物矿床（徐克勤等，１９７８），在赣东北地区，这类矿

床以永平铜矿和东乡铜（钨）矿床为代表；此外，位于

乐（平）—德（兴）成矿带西端的乐华铅锌锰矿也与海

西期海相火山活动有密切联系（顾连兴，１９８７；张祖

海等，１９９５）。乐华铅锌锰矿床位于海西期福泉山—

花亭三级断陷盆地西北边缘，空间上，海西期火山活

动形成的火山碎屑岩和含火山碎屑沉积岩及硅质岩

与矿体呈互层产出；时间上，成岩与成矿同时。该区

锰矿石的稀土元素配分曲线显示了铈的亏损和铕的

富集，其Ｃｅ／Ｃｅ＝０．７５，Ｅｕ／Ｅｕ＝１．５２（顾连兴，

１９８７）。铈的亏损说明矿质沉积时对海水中ＲＥＥ的

吸附作用，而铕的富集则说明与火山作用有关

（Ｃｕｌｌｅｒ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４）。这些证据说明乐华矿区成

矿物质来自海底热泉。海底热液在深部环流过程

中，一方面吸附海水中的ＲＥＥ，另一方面可对围岩

中斜长石等富铕矿物进行蚀变和淋滤，从而导致以

上的地球化学特征。

李晓峰等（２００２）曾测得德兴金山金矿与蚀变糜

棱岩型及含金石英脉两类金矿化伴生的绢云母的

ＫＡｒ年龄分别为３１８～３００±３Ｍａ和２７０Ｍａ，从

而提出金山金矿的成矿作用与海西—印支期的构

造—热事件有关的新认识。在本次研究过程中，笔

者发现金山金矿发育与成矿关系密切的硅质岩，呈

层状、似层状或透镜状夹在糜棱岩中，颜色多为灰白

色，细粒致密结构，块状构造（龙光明?），可能表明

金山金矿的成矿作用与海西—印支期的海底热水沉

积作用有关。

３　中生代

中生代是赣东北地区岩浆活动较强烈的一个时

期，其中以燕山期岩浆活动尤为强烈。与华南其他

地区一样，本区的中生代构造—岩浆作用始于印支

运动。印支运动是我国地质构造发展史上具有重要

意义的一次运动，它的性质是陆内造山作用（任纪舜

等，１９９９），它不仅使华南内部发生了以碰撞—挤

压—推覆—隆升为主的印支造山运动，而且也推动

了华北板块和华南板块在印支期完成碰撞拼合并形

成中国大陆（Ｌ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印支运动也使江

南造山带陆块内部的局部断裂拗陷及相应的海相或

海陆交互相的沉积作用全面结束。

赣东北地区印支期的岩浆活动并不强烈，根据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的资料，本区印支期的代表性

岩体有万年南岩黑云母二长花岗岩（２０７Ｍａ）、贵溪

的塘湾黑云母花岗闪长岩（２３７Ｍａ）等，测年方法为

ＫＡｒ法。如前所述，赵崇贺等（１９９７）曾测得樟树

墩—西湾的辉长岩年龄为２３３～２６６Ｍａ，但是地质

学界对其可靠性及地质意义的认识存在着较大争

议。

燕山期是中国东部一个极重要的地质发展时

期，也是构造—岩浆—成矿作用的高峰期。在赣东

北地区，燕山期火山岩系主要集中分布于乐（华）—

德（兴）盆地、东乡盆地、贵溪盆地、铅山—广丰盆地

等火山岩盆地内，除了较大面积的火山碎屑岩外，盆

地边缘还发育潜火山相和浅成侵入岩，岩性以中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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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主，时代则以中—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为主。

华仁民等（１９８４）曾研究过德兴地区燕山期两个

成因系列的花岗岩类，即以铜厂—富家坞花岗闪长

斑岩岩株为代表的同熔型（Ｉ型）花岗岩类和以大茅

山花岗岩为代表的改造型（Ｓ型）花岗岩类。众所周

知，铜厂—富家坞花岗闪长斑岩岩株是超大型德兴

斑岩铜矿的成矿母岩，而银山的英安斑岩岩脉则是

同名超大型铜金多金属矿床的成矿母岩；二者都是

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的产物。铜厂—富家坞

斑岩铜矿、银山多金属矿与金山金矿构成了著名的

赣东北金铜矿集区。

德兴铜厂—富家坞花岗闪长斑岩和银山潜火山

岩的年龄数据较多，花岗闪长斑岩的年龄跨度为

１９３～１５７Ｍａ，但主要在１８５～１７０Ｍａ之间，属燕山

早期；银山潜火山岩侵位稍晚，年龄主要在１６７～

１４０Ｍａ之间。王强等（２００４）对德兴铜厂—富家坞

花岗闪长斑岩进行了ＳＨＲＩＭＰ锆石年代学研究，测

得其年龄为１７１±３Ｍａ，而陆建军等（Ｌ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测定的德兴斑岩铜矿的辉钼矿ＲｅＯｓ年龄为

１７０Ｍａ，这两个年龄较为可信，又相当一致，充分说

明了花岗闪长斑岩侵位与铜（钼）成矿作用的同时

性。此外，据江西省地质调查院?的资料，这一时期

的岩浆活动产物还不少（表２），侏罗纪的岩体有万

年岗山白云母花岗岩，富家坞铜厂序列石英斑岩、花

岗斑岩、闪长斑岩、闪长岩，万年裴梅大港桥白云母

二长花岗岩，莲花山复式岩基闪长玢岩，障公山曹村

单元二长花岗岩，上饶县国艹宁圳流纹英安岩；白垩

纪岩体则有上饶县国艹宁圳流纹岩，江西铅山轸源序

列二云钾长花岗岩，上饶望仙下宅坞单元二长花岗

岩，波阳县莲花山黑云母花岗岩、白云母花岗岩，北

山石岭头闪长玢岩，浮梁县鹅湖二长花岗岩，弋阳池

坞里单元二长花岗斑岩，铅山盆地粗面英安岩，弋阳

化山岗钾长花岗斑岩，铅山七里亭粗面英安岩，德兴

西山岩体黑云角闪花岗闪长岩，德兴蒋源岩体黑云

角闪花岗闪长岩，广丰盆地周家店花岗斑岩，上饶灵

山火烧庙角闪黑云母正长碱长花岗岩，怀玉山扬家

萍黑云钾长花岗岩，怀玉山太阳坑钾长花岗岩，玉

山、余江周家店组橄榄玄武岩，怀玉山里松洋黑云二

长花岗岩，乐平—歙县超基性岩，铜钹山花岗质侵入

杂岩等等。

对于赣东北地区中生代尤其是燕山早期大规模

岩浆活动及成矿作用的动力学背景，目前的认识尚

不统一。胡受奚等（１９９２）认为，银山多金属成矿作

用是沿赣东北深大断裂发生 Ａ型俯冲作用所致。

江西银山铜铅锌金银矿床编写组（１９９６）认为，银山

多金属矿床形成于燕山早期的陆内断陷—火山岩盆

地环境。对于德兴斑岩铜矿及相关的岩浆活动，大

部分研究者认为是形成于古太平洋板块俯冲所导致

的大陆边缘挤压环境（朱训等，１９８３；芮宗瑶等，

１９８４）或与之相关的陆内 Ａ型俯冲；这与全球大部

分斑岩铜矿产在与俯冲有关的大陆边缘相一致。但

王强等（２００４）则认为它们形成于一个伸展的动力学

背景，李晓峰等（２００６）也认为，华南地区在１８０～

１７０Ｍａ左右时处于局部伸展环境，此时的岩浆事件

和成矿事件是局部伸展环境的产物。华仁民等

（２００５）把赣东北地区和湘东南地区与燕山早期以钙

碱性为主的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的铜金铅锌成矿作

用称为华南地区中生代３次大规模成矿作用中的第

一次，是在岩石圈“局部伸展—拉张裂解”的地球动

力学环境下发生的。

自早白垩世晚期，研究区整体上处于拉伸状态，

进入了裂谷发育阶段，形成白垩纪的裂陷盆地沉积，

并伴有多期的玄武岩和拉斑玄武岩浆喷发（樊光明

等，１９９８）。此外，本区早白垩世晚期周家店组红层

中出现了花岗斑岩脉岩群与玄武岩夹层，其同位素

年龄分别为１０５～１１０Ｍａ、９８～１０１Ｍａ（表２），二者

形成于同一伸展盆地活动期，构成双峰式岩浆岩建

造，表明本区在早白垩世也处于拉张伸展的构造环

境，为陆内造山环境向陆内拉张环境过渡的一个过

渡性构造环境 （吴利仁，１９８４；周繤若等，１９９４；王勇

等，１９９７；余达淦等，１９９９）。赣东北早白垩世火山—

侵入杂岩正是在这样一个过渡性构造环境中形成

的。

综上所述，本区燕山期存在１７０～１８０Ｍａ及９８

～１１０Ｍａ这二个岩浆活动高峰时期，说明赣东北地

区在该时期经历了构造应力上挤压与拉张的交替，

发生了大规模的壳幔之间物质交换等过程。

４　新生代

由于本区离东南沿海较远，因此新生代（喜马拉

雅期）构造—岩浆活动不强，目前区内发现的新生代

岩浆岩很少，仅在一些局部张裂带有少量岩浆活动，

如铅山县黄家湾单元二长花岗岩，铜钹山花岗质侵

入杂岩，它们的ＫＡｒ同位素年龄分别为６４～７８Ｍａ

和６４Ｍａ（江西省地质调查院?）。余达淦等（２００５）

测得穿插在广丰白垩纪红盆中的碱性基性岩的年龄

为４１Ｍａ。此外，楼法生等（２００１）曾报道过在德兴

龙头山乡北部白垩系红盆中发现超基性岩，岩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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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玻基辉橄岩，但未确定其年龄，故暂定为“中—

新生代”。

５　结论

本文通过对赣东北地区中—新元古代以来岩浆

活动年龄数据的收集整理，结合对它们的岩石性质

的分析归纳，获得了以下初步结论：

（１）赣东北地区自新元古代碰撞造山以来，尽

管整体上以地壳长时期隆升为主导，但仍然经历了

（板内）挤压与拉张的交替和壳—幔物质交换过程，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岩浆活动产物。

（２）赣东北地区岩浆活动具有多旋回、多期次

的特点。从岩浆岩年龄分布频率图（图２，据国际地

科联２００４年地层划分方案）可见，晚前寒武纪和中

生代（尤其是白垩纪）的岩浆活动最强烈。值得注意

的是，赣东北地区在海西期也有相当的构造—岩浆

活动显示，尤其是断裂拗陷带内的海底火山活动及

相关的（喷流）热水沉积，而永平、东乡、乐华、金山等

处的成矿作用也在不同程度上与此有关。

图２　赣东北及邻近地区岩浆岩年龄分布频率图

Ｆｉｇ．２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ａｇ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ｇｎ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ｓ

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ｄｖｉｃｉｎｉｔｙａｒｅａｓ

（３）赣东北深大断裂带是该地区地质构造的最

主要单元和控制因素之一，在地壳演化、岩浆活动及

成矿作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板块古俯冲

带和地体边界，它既是一条蛇绿混杂构造岩带，也是

一条长期、反复活动的超壳深断裂（华仁民，１９８８；华

仁民等，２０００），因此，赣东北地区不同时期的许多岩

浆活动都受它控制，包括前寒武纪的大量基性—超

基性岩，中生代的中酸性岩浆活动（及相关的大规模

金铜成矿作用），以及可能的新生代超基性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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