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南部，沿三南（全南、龙南、定南）—寻邬断

裂带，从西向东分布有东坑、临江、白面石、菖蒲等一

系列火山沉积盆地。这些火山沉积盆地以发育基性

玄武岩—酸性流纹质火山岩组合，其间缺失中性安

山质火山岩，构成双峰式火山岩组合为特征［!"#］。需

要指出的是，典型的双峰式火山岩组合不仅在岩石

及岩石化学成分上以缺失中性（安山质）岩石为特

征，而且在空间分布和形成时间方面也应一致。从近

年来发表的赣南地区双峰式火山岩组合的$%&’(等
时线年龄数据（表!）可以看出，赣南地区各盆地玄武

岩的$%&’(年龄值基本一致（!)*+!,"!), -.），而流

纹质火山岩的$%&’(同位素年龄值变化较大（!/0"
!,,-.），与玄武岩存在较大的年龄时差，从*,-.

（菖蒲盆地）至)+/-.（白面石盆地）不等。白面石盆

地双峰式火山岩组合酸性端元样品采自在菖蒲组玄

武岩岩层之上的流纹斑岩［!］，菖蒲盆地流纹岩采自

增坑—五丰剖面中菖蒲组第二岩性段［1］。鉴于赣南

中生代火山岩存在多次喷发旋回的特点，笔者认为

各盆地流纹岩2表!3中同位素年龄的差别可能与不

同的火山喷发旋回有关。

赣南地区呈东西向展布的中生代双峰式火山岩

带的存在是华南板块构造格局由碰撞挤压转变为伸

展拉张的重大地质构造事件。因此确切厘定赣南双

峰式火山岩组合的存在及其形成的时间对阐明华南

大地构造演化有重要意义。为此笔者对临江盆地中

余田群菖蒲组下部的玄武岩—流纹质火山岩互层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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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赣南双峰式火山岩组合的 "# $ %& 等时线年龄

&’"() ! !" $ $% *+,-.%,/ ’0)+ ,1 2.) "*3,4’( 5,(-’/*-
%,-6 ’++)3"(’0) */ +,72.)%/ 8*’/09* :%,5*/-)

地 点 地 层 岩 性
"# $ %&

等时线年龄
资料来源

白面石盆地
余田群

菖蒲组

玄武岩

流纹斑岩

!’( ) *+,
!*- ) !+,

孔兴功等［.］

菖蒲盆地 同上
玄武岩

流纹岩

!’*+,
!-/+,

赖章忠等［-］

巫建华等［0］

东坑盆地 同上
玄武岩

流纹岩

!’- ) *+,
!**+,

赖章忠等［-］

张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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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临江桥头双峰式火山岩地质剖面图

#$%& ! ’()*)%$+,* -.(/+0 -(+/$)1 )2
3$4)5,* 6)*+,1$+- $1 7$,)/)89 :$1;$,1%
<—玄武岩；!—流纹质火山岩；!—样品点

! 江西省重工业局，广东省地质局& 龙南幅<=!"万区调报告&<>?"9<@A<B&

图< 龙南地区地质略图

#$%&< ’()*)%$+,* -.(/+0 4,C )2 /0( :)1%1,1 ,D(,
<—赣州组（E!）；!—火山岩；F—花岗岩；

@—三叠系—古生界；B—断裂

面进行了专门的采样测试研究。

< 地质背景

分布于龙南县东坑—临江一带的中生代火山岩

系呈北北东向展布并被三南G寻邬断裂和足洞花岗

岩体分割成南北两段，北段称东坑火山沉积盆地，南

段为临江火山沉积盆地（图<）。火山岩盆地基底主要

为古生代和少量三叠系地层。

<>?"年江西区域地质测量队进行<=!"万龙南幅

地质填图时，在龙南县临江的余田地区测得比较完

整的火山岩系剖面，共划分为@个岩性段，将其命名

为余田群并归属为下侏罗统!。尔后，《江西省区域地

质志》［H］及《江西省岩石地层》［?］则根据夹层中某些古

植物化石标志，将余田群火山岩系划入上侏罗统。应

当指出，上述两种划分方案均缺乏火山岩的同位素

年龄数据。

为了查明余田群双峰式火山岩（玄武岩G流纹

质火山岩）组合的形成时代，本文选择临江地区桥头

剖面为研究对象。该剖面上玄武岩与流纹质火山岩

呈互层产出，产状走向为IJ!BK，倾向LJ，倾角@<K，属

同一喷发旋回，是典型的双峰式火山岩组合（图!）。

! 样品特征及分析方法

!"# 样品特征

在临江桥头剖面上采集两件玄武岩样品（图!）。

新鲜玄武岩呈灰黑色，风化后呈灰绿色，致密块状构

造，具微斑结构和微晶结构。少量斑晶由辉石、斜长

石组成，基质中斜长石微晶组成的格架中充填有粒

状辉石。两个玄武岩样品因矿物粒度细小，无法分离

挑选出纯单矿物，故采用重液分离出镁铁矿物（辉石

为主）富集的重组分样品（I!"G<M，I!@G!M）和长

英质矿物（斜长石为主）富集的轻组分样品（I!"G
<:，I!@G!:）。这样，再加上!个原岩样品就在N3GLD
等时线上得到H个不同成分，分布均匀的样品投影点

（图F,）。

H个流纹质火山岩样品分别采集于临江桥头剖

面及其相邻地区，岩性为流纹岩、斑状流纹岩、流纹

质熔结凝灰岩，新鲜岩石呈灰紫色浅肉色，块状构

造，部分具似流动构造，斑状结构，霏细结构。斑晶主

要由石英、钾长石组成，基质具显微嵌晶结构或霏细

结构，个别样品具珍珠状裂纹，或含有塑性玻屑（火

焰石）。

!"! 分析方法

上述样品的N3、LD含量以及同位素的化学分离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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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质谱测定均在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同位素质谱

实验室的$%&’#质谱计上完成。()同位素比值测定采

用*+() , **()-./00" #进行质量分馏校正，对()同位素标

样12("*3测定的*3() , *+()-./30. !!4#（!!），全实验

流程的空白本底为050.6"7!50.6"8。分析结果见表!。

& 结果和讨论

!"# 玄武岩

余田群菖蒲组玄武岩全岩及其重矿物组分和轻

矿物组分样品在9:6()等时线图上构成很好的线性

关系（图&;），采用<=)>方法计算的矿物等时线年龄

为03&/34!/’?;，@()-./3.* &’&，?(A2（加权偏差均

方 值 ）-0/"。 +个 样 品 点 在 等 时 线 上 分 布 均 匀 ，

?(A2值低，线性关系良好（)-./""" "），因 而 所 得

年龄值可信度高。

!"$ 流纹质火山岩

余田群菖蒲组+个流纹质火山岩（流纹岩、流纹

质熔结凝灰岩、斑状流纹岩等）全岩样品在9:6()等
时线上，所有数据点形成很好的线性关系（图&:），采

用<=)>方 法 计 算 的 全 岩 等 时 线 年 龄 为 03#/"4&/"
?;，@() -./300 "*#，?(A2 -!/*，) -. /"" " 3。 低 的

?(A2值和较小的年龄值误差及高的线性相关系

数表明该年龄值可信度高，可代表双峰式火山岩酸

性端元的形成时间。

!"! 讨论

临江盆地余田群下部（菖蒲组）中的玄武岩和流

图& 临江余田群双峰式火山岩的9:6()等时线

BC8/ & 9:6() CD=EF)=G =H IFJ :CK=L;M N=ME;GCE )=E> ;DDJK:M;8J CG IFJ OCGPC;G8 :;DCG

表 ! 临江盆地余田群双峰式火山岩 "# $ %& 同位素分析结果

!"#$% ! &# $ ’( )*+,+-). /"," +0 ,1% #)2+/"$ 3+$."4). (+.5 "**%2#$"6% +0 ,1% 78,)"4 9(+8- )4 ,1% :)4;)"46 #"*)4

样 号 岩 性
"#

（’( $ )）

%&
（’( $ )）

*+"# , *)"# *+%& , *)%& 等时线计算结果

-!( $ ’
-!. $ !
-!( $ ’/
-!( $ ’0
-!. $ !/
-!. $ !0

玄武岩

玄武岩

玄武岩（重组分）

玄武岩（轻组分）

玄武岩（重组分）

玄武岩（轻组分）

1* 2 3+
3) 2 1
.3 2 3’
)’ 2 !*
’(4 2 )
’.4 2 .

’3’ 2 4
11( 2 +
3+ 2 ’)
41 2 33
’.’

’’) 2 3

( 2 )!)’
( 2 *.14
’ 2 4’)(
1 2 1.*(
! 2 !(3(
1 2 )4+(

( 2 +(33(( 5 ’1
( 2 +’(131 5 !3
( 2 +’!’’3 5 ’1
( 2 +’))’1 5 !)
( 2 +’1*!’ 5 1!
( 2 +’+1.’ 5 ’+

6 7 ’+1 2 + 5 ! 2 489

:%& 7 ( 2 +(*141

8%;< 7 ’ 2 3

).(.* $ ’
-!. $ ’
-!1 $ ’
-!1 $ !
-!4 $ ’
-!4 $ !

流纹岩

熔结凝灰岩

流纹岩

斑状流纹岩

晶屑凝灰岩

流纹岩

!’+ 2 4
!(( 2 4
’3( 2 *
’.3 2 +
34 2 .3
!1 2 (!

)* 2 !’
4’ 2 43
)! 2 1)
.) 2 34
’4( 2 *
’!. 2 1

3 2 1.!(
3 2 1(’(
3 2 ’()(
3 2 !+4(
’ 2 *4((
1 2 !+’*

( 2 +14’(3 5 ’*
( 2 +1.33! 5 ’4
( 2 +1.3!1 5 ’(
( 2 +1.3!1 5 !(
( 2 +’)44 5 ’)
( 2 +!(’.1 5 ’4

6 7 ’+. 2 3 5 1 2 3

:%& 7 ( 2 +’’3*.

8%;< 7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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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质火山岩#$%&’年代学研究表明，它们具有一致

的#$%&’等时线年龄（()*+) ,-和().+/ ,-），属同时

产出。结合在桥头剖面（图!）上，玄武岩与流纹质火

山岩呈互层分布的地质特点，从而在岩性特征、空间

分布和形成时间*个方面确切厘定了余田群菖蒲组

中侏罗世双峰式火山岩的存在。双峰式火山岩的形

成与地壳构造运动有关，常被作为板块裂解或造山

带由挤压转向拉张的重要标志［01/］。因此，赣南中侏

罗世双峰式火山岩组合的存在和形成是华南板块构

造演化中的一个重要构造事件，为南岭东段在燕山

早期发生的伸展裂解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地质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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