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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大别造山带，出露大量的浅粒岩，本文就其南缘宿松岩群和与之北侧毗邻的大别岩群中的"个浅粒岩样品进

行锆石()*+年龄测定，结果表明宿松岩群的浅粒岩形成于新元古代早期（’&&,-’./），大别岩群中的浅粒岩的原岩

则形成于中元古代末期（!!01,’%./），并受到加里东期构造热事件的影响（-21,!&./）。这为宿松岩群形成时代的确

定以及与大别岩群中的浅粒岩层对比提供一条重要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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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1%年代以来，随着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深

入，大别造山带超高压变质岩石的年代学研究受到

高度重视，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同位素地质年

代学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6&］，但对大别岩

群中的浅粒岩尚未有年龄数据的报道。

对宿松岩群的年代学研究较少。安徽区调队曾

在大新屋组含砾白云石英片岩中获得锆石()*+年

龄! 2"&./（未发表）。桑宝梁等曾对原宿松群上部

虎踏石组的中基性火山沉积岩系进行7+)89同位素

年龄测定和白云母:)59年龄测定［2］，表明宿松岩群

曾遭受加里东期和印支期变质作用。谢智等对宿松

柳坪一带的白云石英片岩和斜长角闪岩中的锆石进

行了()*+年龄测定［’］，亦表明宿松岩群经受过加里

东期热事件的影响。但对其内的浅粒岩亦未进行年

代学研究。根据笔者近年来的地质调查和!;0万区调

资料，大别岩群与宿松岩群中均出露浅粒岩。其岩石

特征、变质作用、矿物组合和岩石化学成分方面非常

相近，其原岩相当于一套酸性火山岩和酸性火山碎

屑岩。但二者稀土元素有较大的差异，宿松岩群中的

浅粒岩相对于大别岩群中的浅粒岩重稀土元素富

集，（</ = >+）?分别为#6&@#和!’@06"#，表明它们形成

环境有一定的差别。本次对所作的"个浅粒岩的锆石

()*+年龄，原岩时代进行了初步探讨。

! 区域地质背景及样品特征

作者等近年来对大别造山带的调研时发现，大

别岩群的内部岩层及其周边岩层组合系列、片麻理

展布及矿物拉伸线理方向等特征均显示出现今大别

造山带为一向东倾伏的不对称的穹隆状背形构造。

宿松岩群与大别岩群呈渐变过渡关系或构造叠置关

系，宿松岩群为上覆岩层。其内均存在大量的浅粒

岩，它们呈似层状产出，或呈包裹体状产于花岗质片

麻岩中。本文所采样品分别位于两个不同层位的岩

层当中，其样品特征如下：

A)"，采自安徽省宿松县肉铺附近（图!），与白

云斜长片麻岩，白云（绢云）石英片岩呈互层状产出，

岩石为斑状变晶结构，变余晶屑结构，局部见变余流

纹构造。主要矿物组合为石英、长石、白云母、绿泥

石，磁铁矿和磷灰石等。锆石晶形特征见图"（/、+、

B），锆石形态为短柱状或长柱状，自形程度好，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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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锆石晶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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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大别造山带南缘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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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斜长花岗质片麻岩；)%5—二长花岗质片麻岩；:;—大别

岩群；<2—宿松岩群；图中黑三角表示同位素采样点位置；

!—北淮阳变质带；"—大别高压变质带；#—宿松变质带

为浅黄色，大多表面有熔蚀现象，内含包体，只有少

数为纯净透明，长宽比为!&6=>&6。

?@ABC，采自安徽省太湖县大山大别岩群中，

与DE!样品相距仅6"多千米（图6），为宿松岩群的

下伏地层，两者之间为构造接触，亦与白云斜长片

麻岩呈互层状产出，岩石具柱粒状变晶结构，变余

晶屑结构，主要矿物组合为斜长石、石英、白云母，

以及少量的绿帘石、石榴石、磁铁矿等。锆石晶形

特 征 见 图!（F、0、/），锆 石 形 态 主 要 为 短 柱 状 和 长

柱状，自形程度较差，大多表面圆滑，有熔蚀现象，

内有包体，锆石呈浅黄色至无色 ， 长 宽 比 为6&G=
>&@。

对所采的两个样品进行详细的岩石学和地球

化学研究，根据有关图解进行原岩恢复，并据有关

资料$%，确认为所取的两个样品的原岩均为酸性火

山岩（流纹岩）。DE!样品经受了低绿岩相变质作用，

?@ABC样品经受了低角闪岩相变质作用。

! 分析方法及结果

锆石HEI;选矿和化学测试分析均在天津地质

矿产研究所超净实验室进行，锆石分别选自!个6C
8%左右的新鲜浅粒岩样品中，用锷式破碎机进行破

碎。碎至6! -9大小的碎块，清洗干净后再用圆盘粉

碎机进行细碎，碎至6""目过筛，然后直接进行手工

淘洗和电磁选，最后在双目镜下挑选。样品分析的详

细化学流程在D&J)(%+［?］的基础上作了相应的改进，

稀释剂为!"CI;E!>CH混合稀释剂，H和I;同位素比值

在K7E>CG型固体质谱计上测定 （用:.,L检测器放

大）。所有铀、铅同位素比值均进行质量歧视效应校

正，校正系数（"&6!M"&"6）N O P’H。流程本底I;Q
"&"C 5%，H为"&"! 5%，结果见表6。

DE!样品共测了>个点，!"RI; O !"GI;比 值 均 大 于

C""，表 明 普 通 铅 对 结 果 的 影 响 较 少 ，年 龄 结 果 可

靠 ， 其 表 面 年 龄 均 表 现 出 有 规 律 的 变 化 ， 即1!"SI; O

!"RI;T1!"SI; O!>CHT1!"RI; O!>@H，在谐和曲线图上，>个数据点均

落在一致曲线右侧，拟合成一条较好的不一致线（图

>.），它们与一致曲线的上交点年龄为（@RRMG@）’.，
代表其原岩（火山岩）的形成年龄，下交点年龄为

（!C"M66C）’.，误差较大，这里不作讨论。

?@ABC样品共测C个点，除G号点锆石接近于谐

和年龄外，其余G个锆石表面年龄表现出有规律的变

化，即1!"SI; O!"RI;T1!"SI; O!>CH T1!"RI; O!>@H在谐和曲线图上，C个

数据均落在一致曲线右侧，拟合成一条较好的不一

致 线 （图>;）， 它 们 与 一 致 曲 线 的 上 交 点 年 龄 为

（66C?M@"）’.，尽管误差偏大，但仍可作为其原岩形

成年龄参考。下交点年龄为（GS?M6R）’.，应代表加

里东期一次构造热事件。

$ 安徽地矿局>66队U6VC万枫香驿、破凉亭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6?@@U
% 安徽地质调查院U安徽大别山地区6VC万区调片区总结报告，!"""U

>"!



第 !" 卷 第 # 期

图# 锆石$%&’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谐和图

()*+ # ,)-./0 $%&’ ./0./-1)2 /3 4256784

注：96—短柱状；76—长柱状；7:—浅黄色；.—无色；;—透明；括号内的数字均为!!绝对误差

# 讨 论

作者通过系统研究，已将原宿松群解体为两

部分，一是变形变质侵入体（称浦和片麻岩套）；二

是变质含磷沉积火山岩系，自下而上重新厘定其

构 造 地 层 序 列 是 ： 甘 田 坳 岩 组 （基 性%酸 性 火 山

岩）、柳坪岩组（含磷层）、大新屋岩组（大理岩层）。

<%!样品取自甘田坳岩组中的浅粒岩，原 岩 为 酸

性 火 山 岩（流 纹 岩 ），年 龄 数 据 与 作 者 等 在 柳 坪 岩

组中所获大量微古植物化石组合给出的时代相一

致［=>］，同属新元古代。甘田坳岩组应为新元古代早

期青白口纪。

太湖大山附近的浅粒岩应属大别岩群，本次

所获得的原岩年龄和加里东期构造热事件年龄与

谢 智 等 所 测 的 岳 西 县 港 河 一 带 的 浅 变 质 火 山 岩

（浅 粒 岩 ）的 年 龄 非 常 一 致［==］。 对 其 岩 石 学 、矿 物

学和地球化学研究表明，它们具有相似的特征，其

原岩应属中元古代末期产物。谢智等曾根据浅变

质 岩 石 加 里 东 期 的 年 龄 记 录 以 及$%&’体 系 未 受

印支期变质作用影响的事实，推测浅变质岩石未

经过深俯冲。同样，野外和岩石学证据表明浅粒岩

在 陆%陆 碰 撞 过 程 中 没 有 经 历 高 压—超 高 压 变 质

作用。

综上所述，得出以下几点：

=）宿松岩群浅粒岩原岩形成于新元古代早期

青白口纪，而大别岩群浅粒岩原岩形成于中元古

代末期。

!）大别岩群中的浅粒岩经受了加里东期构造热

事件的影响，而宿松岩群未有表现，可能与变质程度

不同有关。

表 ! 大别山南部浅粒岩的锆石 " # $% 测年结果

!"#$% ! &’()*+ , # -# ."/’+0 *1 $%2)*$%3/’/% ’+ /4% 5*2/4%(+ 3"(/ *1 /4% 6"#’% 7*2+/"’+5

样 品 情 况 浓 度

样号
点

号

锆 石

特 征

重量

（!&）
"

（!& ’ &）
$%

（!& ’ &）

样品中

普通铅

含量（(&）

同 位 素 原 子 比 率 表 面 年 龄（)*）

+,-$%
+,.$%

+,/$%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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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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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0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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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4，56，7 2 -,0 /, , 9,., .8- , 9+2-0 , 9!,.- : +0 ; , 98.+ : +/ ; , 9,-20 : !! ; -.! -1. 1/2

0 34，56，7 2 .20 ./ , 9,,1 !/-, , 9+0,/ , 9,8!- : 0+ ; , 9/!- : 01 ; , 9,-.- : !1 ; 2-2 -,- 1-+

8/=>2

!
+
0
.
2

34，?，7，
54，56，7，
34，56，7，
54，56，7
54，56，7

+2
+2
+2
+2
+2

.++
+!2
+1/
!/2
+2,

.8
+.
+/
!-
+/

, 9,!8
, 9,+!
, 9,!1
, 9,+,
, 9,02

002!
!.2.
++0-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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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
, 9+.1/
,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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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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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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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9/
.1. 90
2/! 9/

-+. 9.
2/2 9-
220 9,
.1, 9+
-,/ 92

10- 9-
-18 9+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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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1$%0-23"3- %& 34- .%134-#& 5+#,"& %/ 34- 6+*"-
7%1&3+"&. +&8 34-"# ,-%0%,"$+0 "520"$+3"%&.

#$% &’()*+,()-，!，./ 01’*2’)3，&$4# 5’(*61-，0%7 8’)9*:’)-

（-;!"#$% &"’(%($() *+ ,)*-*.%/0- 1$23)4，5)+)% !3"""-，!"#$%，6#%"0
!;6#%"0 7"%3)2’%(4 *+ 1/%)"/) 0"8 9)/#"*-*.4，5)+)% !3""!<，!"#$%，6#%"0
3;9%0":%" &"’(%($() *+ ,)*-*.4 0"8 ;%")20- <)’*$2/)’= 9%0":%" 3""-=!，6#%"0）

9*.3#+$3：$>1)?()@ AB1CDABE@’@B ’+ BFED+B? ’) @,B G(>’B DHD9B)I J’HCD) 7KL> ?(@’)9 D6 @MD AB1CDABE@’@B
+(2EAB+ 6HD2 @,B N1+D)9 #HD1EKCD2EABF D) @,B +D1@,BH) 2(H9’) D6 @,B DHD9B) ()? ’@+ (?:(CB)@ G(>’B
#HD1EKCD2EABF @D ’@+ )DH@, +199B+@+ @,(@ @,B EHD@DA’@, D6 @,B AB1CDABE@’@B ’) @,B N1+D)9 #HD1EKCD2EABF
6DH2B? ’) @,B B(HAO 4BDEHD@BHDPD’C（=<<QR=8(），M,’AB @,(@ ’) @,B G(>’B #HD1EKCD2EABF (@ @,B B)? D6
@,B 8B+DEHD@BHDPD’C （--STQ="8(） ()? M(+ HBMDHUB? >O ( @BC@D)DK@,BH2(A BVB)@ ’) @,B W(AB?D)’()

（RXTQ-<8(）I /@ 61H)’+,B+ ’2EDH@()@ BV’?B)CB 6DH @,B ?B@BH2’)(@’D) D6 @,B (9B D6 @,B N1+D)9 #HD1EKCD2*
EABF ()? CDHHBA(@’D) M’@, @,B AB1CDABE@’@B ’) @,B G(>’B #HD1EKCD2EABF
:-; <%#8.：AB1CDABE@’@B；P’HCD) 7KL (9B；5’))’)9’() +@(9B；W(AB?D)’()

3）上述浅粒岩岩性相似，但分属两个不同时代

的火山岩层，均未经受高压—超高压变质作用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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