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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抛刀岭金矿裂变径迹

研究及大地构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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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抛刀岭金矿位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的安庆
;

贵池矿集区#是长江中下游多金属成矿带中首次发现

的斑岩型独立金矿床%通过磷灰石裂变径迹研究分析区内的构造演化特征#裂变径迹长度处于
&&4:j&4!

*

<

和

&#4$j&4"

*

<

之间#表明样品在后期受构造热事件的影响#样品长时间处于退火带温度#长度直方图总体呈现单峰

特征#受隆升冷却作用控制明显%通过对同组年龄"

]

$检验值
"

CQ

$和混合年龄"

]

$检验值
#

CQ

$进行分析#所测

年龄位于
&$#56

和
&:56

之间#可以将年龄分为
C

组!

&$#4%56

#

&%956

#

!"56

#

C$56

#

&:56

%裂变径迹热历史可

以分为
8

个时期!缓慢冷却期#从
&C%

"

:%56

&快速冷却期#从
:%56

至
"C

"

C!56

&缓慢冷却期#从
"C

"

C!56

至
&!

"

&$56

&快速降温期#从
&!

"

&$56

至今%自中侏罗世以来#江南隆起带受控于太平洋板块构造#太平洋板块在不

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活动#其运移方向和活动强度直接控制着中国东部的构造演化%研究地区所测裂变径迹年龄划

分时代与太平洋形成后不同产状洋岛链出现的时代吻合#热历史模拟结果和太平洋板块不同期次活动相关%通过

热历史模拟和构造分析#可推测热历史不同阶段的形成是不同时期太平洋板块运动的结果#样品混合年龄亦证明

了构造活动的多期次性%可以推断贵池地区自白垩纪以来的构造运动与太平洋构造带活动密切相关#其多期构造

演化是对太平洋板块活动的响应%

关键词!裂变径迹&磷灰石&热历史&构造事件&抛刀岭金矿&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位于扬子板块北缘的长江断

裂带内#其北侧以襄樊
;

广济大断裂及郯庐大断裂为

界#南缘是阳兴
;

常州大断裂#是我国最重要的多金

属成矿带之一"常印佛等#

&::&

&翟裕生等#

&::$

&唐

永成等#

&::!

$%它由鄂东南(九瑞(安庆
;

贵池(铜

陵(庐枞(宁芜和宁镇等多个矿集区组成#发育了以

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为主的高钾碱性中酸性侵

入岩#产出矽卡岩
;

斑岩型铜金矿床"杜建国等#

$%%#

&毛景文等#

$%%8

&王彦斌等#

$%%8

&张达等#

$%%"

&杨晓勇#

$%%"

&张乐骏等#

$%%!

&吴淦国等#

$%%!

#蒋少涌等#

$%&%

$"见图
&

$%抛刀岭金矿是长

江中下游多金属成矿带中首次发现的斑岩型金矿

"赵德奎等#

$%%:

$%通过详查#主矿段共探得表内外

矿体
89

个#其中表内矿体
$!

个#总储量约
"#$:J

S

&

北东矿段共探得表内外矿体
&!

个#总储量约

&C8"J

S

"李瑞祥#

$%%8

$#经济和研究价值可观%通

过大地构造环境判别发现本区大部分岩石属于火山

弧花岗岩"

1'*

$和板内花岗岩"

[D*

$#说明本区

受到板内断裂和其他构造的影响#以及古太平洋板

块俯冲的影响#却并没有显示受到华南板块向华北

板块俯冲的影响%

%深入研究矿区成矿时代与热历

史#不仅是认识区域成矿作用和成矿规律的关键#而

且有利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本文将通过裂变

径迹定年分析#研究其成矿作用的时代和期次#丰富

该区的地质资料#解析地质问题#为该区的构造活动

和成矿演化提供新佐证%

&

!

区域地质背景

本区的构造格局主要是由中生代强烈褶皱
;

断

裂运动造成%区内侏罗纪时期#库拉板块"

B>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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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俯冲到欧亚大陆东北端下#产生左行剪

切运动#

/++

+

0[[

向挤压逐渐增强#形成一系列

00+

向走滑断裂和
0[[

向(近
+[

向断裂"张辉

煌等#

$%%$

&洪汉净等#

&:!:

$%在晚侏罗世#构造作

用加剧#产生
00+

向褶皱和逆掩断层#并伴有走向

0[[

的正断层和走向
0++

与
00[

的平移断层

"万天丰#

&::#

$%

本区北部发育有近
+[

向东流
;

贵池深断裂#中

部有
0++

向高坦深断裂#南部有
0+

向江南深断

裂&区内断裂以滑覆
;

拆离断层最具特色#属顺层断

层系&层间剥离(滑脱构造和推覆构造"带$的发育#

对矿体"床$的局部化富集有重要控制作用%本区褶

皱构造发育#矿区位于扬子地台下扬子台坳沿江拱

断褶带安庆拗断褶束#周边发育印支期褶皱#褶皱轴

呈
0+

向#构造紧密#并易于分辨%高坦断裂以北#

背(向斜平行相间&高坦断裂和江南深断裂之间#褶

皱枢纽波状起伏&江南深断裂以南则以较宽缓的复

式向斜为主"见图
&

$%

区域出露地层从老至新为奥陶系(志留系(泥盆

系(石炭系(二叠系(白垩系及第四系#均属扬子地层

区之下扬子分区贵池小区#以海相为主的地台沉积#

沉积厚度累计在
#&!:

"

##C!<

"赵德奎等#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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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叠系以下地层构成统一的褶皱系统#三叠系以上

地层缺失侏罗系地层的沉积物#表明本区的印支期

褶皱时间在三叠系沉积之后#与区域上的三叠系和

侏罗系之间的南象运动的作用时间一致"董胜#

$%%"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志留系上统茅山组

"

/

#

)

$(中统坟头组"

/

$:

$(下统高家边组"

/

&<

$"张

辉煌等#

$%%$

$%

本区中生代侵入岩发育#青阳岩体(谭山岩体(

花园巩岩体都是呈大型岩基产出的复式岩体%青阳

岩体(谭山岩体岩石类型主要为花岗闪长岩(二长花

岗岩&花园巩岩体为
'

型花岗岩类岩体#主要岩石

类型为石英正长岩和碱"钾$长花岗岩%在矿区内侵

入岩有英安玢岩和钾长花岗岩两种类型#矿体主要

分布于英安玢岩岩体内#钾长花岗岩是花园巩岩体

的一部分#未见相关矿化信息%

$

!

样品与实验方法

样品采自抛刀岭矿区及矿区附近"见图
&

$#均

为新鲜露头#样品重量均不少于
CJ

S

#使用便携式

*D/

定位#共采取
&#

个样品#其中
"

个提供了精确

磷灰石年龄数据%岩性特征分别如下!

DA&

为硅化

蚀变岩#

DA-8

和
DA-&#

为花岗岩#

DA-"

为粗面

岩#

DA-9

和
DA-&$

为石英正长斑岩%

将采样的岩石样品首先进行粉碎#粉碎后的粒

径应与岩石中矿物的粒度相适应#通常为
"%

目左

右#经传统方法粗选后#应用重液分离法和磁选法等

常规手段进行分选提纯%对于磷灰石样品#将磷灰

石颗粒置于玻璃片上#用环氧树脂滴固#然后进行研

磨和抛光#使得矿物表面露出#在
$Cn

下用
9Q

V0,

#

蚀刻
#%L

揭示自发径迹#将低铀矿白云母外

探测器与矿物一并放入反应堆辐照#之后在
$Cn

下

用
8%QVR

蚀刻
$%L

揭示诱发径迹#中子注入量利

用
(0C

铀玻璃标准定"

ZK33K<6ILKF634

#

&::C

$%

依照
*7KKI

"

&:!"

$建议的测量程序#利用从澳洲进

口的
'̀ ),/('0

自动测量装置测量平行于
@

轴

的柱面测出自发径迹和诱发径迹密度#选择平行
@

轴的柱面测量水平封闭径迹长度"

*3K6M2HKF634

#

&:!"

$%根据
.̀ */

推荐的
+

常数法和标准裂变径

迹年龄方程"

V>7N27MKF634

#

&:!$

&

*7KKI

#

&:!&

$计

算年龄值%矿物的裂变径迹是用高精度光学显微镜

在高倍镜下测量#裂变径迹的正确识别至关重要%

依据
*7KKI

"

&:!&

$的技术计算误差#

D

"

]

$

$值用于评

价所测单颗粒属于同一年龄组的概率 "

*63P76=FE

#

&:!&

&

*63P76=FEKF634

#

&::#

$#

D

"

]

$

$

"

CQ

时属于

同组年龄#否则属于混合年龄%

D

"

]

$

$

#

CQ

是单颗

粒年龄不均匀分布的证据#如果发现年龄分散#则基

于泊松变异的常规分析"

*7KKI

#

&:!&

$无效#而代之

以)中心年龄*#中心年龄实质上是权重平均年龄%

#

!

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列于表
&

%样品
DA-&

(

DA-8

(

DA-"

(

DA-9

(

DA-&$

和
DA-&#

的磷灰石裂变径迹分别为

!"4%j&"4C56

(

&%94!j!4#56

(

#&4&j#4!56

(

9"4%j:4$56

(

!!4Cj94$56

和
994Cj"4$56

#年

龄分布可见雷达图"图
$

$#

DA-8

(

DA-"

(

DA-9

(

DA-&$

和
DA-&#

的径迹长度分布直方图见图
#

%

表
"

!

抛刀岭金矿裂变径迹分析结果

$%&'("

!

S(*+'.*/0.1(04**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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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3%/'4-

8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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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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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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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

L

和
,

=

分别为标准径迹密度(自发径迹密度和诱发径迹密度&

0

M

(

0

L

和
0

=

分别为标准径迹数(自发径迹数和诱发径迹数&

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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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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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单颗粒年龄雷达图&

Y

轴为单颗粒年龄标准误差&

c

轴为每一单颗粒年龄相对误差百分比#

与右侧对数刻度相交的放射线为等年龄&图中左上角分别标示样号和样品年龄

R=

S

4$

!

O6M67

G

32FLN27L=I

S

3K

S

76=I6

S

KL

&

FEKY;6]=L=LLF6IM67MK7727=33>LF76FKM6Lj$

-

&

FEKc;6]=L7K@27MLFEK>I@K7F6=IF

U

2N=IM=W=M>636

S

KKLF=<6FKL

"

Q

$

6IMFEK76M=63L@63KLE2HLL6<K6

S

K

&

L6<

G

3KI><PK7L6IM6

S

KL67K

S

=WKI6FF2

G

;3KNF

图
#

!

裂变径迹长度分布直方图&图中左上角分别标示出样号(平均长度(长度标准差和径迹数

R=

S

4#

!

V=LF2

S

76<2NFEKN=LL=2IF76@J3KI

S

FEL

&

FEKL6<

G

3KI><PK7

#

<K6IF76@J3KI

S

FE

#

3KI

S

FELF6IM67M

K77276IMF76@JI><PK767K=33>LF76FKM6FF2

G

;7=

S

EF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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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地质热历史模拟结构图

R=

S

48

!

52MK3KMF=<K;FK<

G

K76F>7KE=LF27=KL

图
6

#

P

#

@

分别为样品
DA-8

#

DA-9

#

DA-&#

地质热历史模拟结构

图%图中左上角数字分别代表样号(实测长度和模拟长度(实测

年龄和模拟年龄(

B;/

和
*,R

"

B23<2

S

272W;/<=7I2W

检验值$%

B;/

和
*,R

均大于
%4C

时#说明模拟结果较好%实线代表最佳

地质热历史路径#虚线代表较好的地质热历史范围

)EKN=

S

>7K6

#

P

#

@7KL

G

K@F=WK3

U

N27L6<

G

3KLDA-8

#

DA-96IM

DA-&#<2MK3KMF=<K;FK<

G

K76F>7KE=LF27=KL4)EKI2FKL=IFEK

N=7LF3=IK67KFEKL6<

G

3KI><PK7

#

<K6L>7KMF76@J3KI

S

FE6IM

<2MK3KMF76@J3KI

S

FE

#

=IFEKLK@2IM3=IK67K<K6L>7KM

G

223KM6

S

K

6IM<2MK3KM6

S

K

#

6IM=IFEKFE=7M3=IK67KFEKB;/FKLF6IM6

S

K

*,R4)EK67K6L2N7K633=IKL

#

P72JKI3=IKL6IMM2F3=IKL=IM=@6FK

PKLF

#

S

22M6IM6@@K

G

F6P3KFEK7<63E=LF27=KL

!!

样品
D-&

(

D-8

的
]

$检验值
D

"

]

$

$

]

$

"

CQ

#属

于同一组年龄#其年龄分别为
!"4%j&"4C56

和

&%94!j!4#56

%

DA-"

(

DA-9

(

DA-&$

(

DA-&#

的

]

$检验值
D

"

]

$

$

]

$

#

CQ

#均属于混合年龄#是两次

以 上 热 事 件 叠 加 的 结 果% 用
Z=I2<R=F&4%

"

Z76IM2I

#

$%%$

$程序对其混合年龄进行分离#分离

结果分别如下!

DA-"

为
&:4&56

和
C%4856

#

DA-9

为
&:4:56

#

9&4856

和
&%$4%56

#

DA-&$

为
!%4#

56

和
&$#4%56

#

DA-&#

为
C#4"56

和
!:4&56

%裂

变径迹的理论长度可达
$%

*

<

#但是#由于后期退火

作用影响#实际地质体内标准径迹长度为
&"4#

*

<

"

*3K6M2H

#

&:!"

$%本文所获得的
C

个裂变径迹长

度分别为
&$4:j$4%

*

<

#

&&4:j&4!

*

<

#

&#4&j$49

*

<

#

&#4$j&4"

*

<

和
&$4#j&49

*

<

#属于相对较

短#长度标准差较大#即长度变化较大#在长度分布

直方图上体现为分布范围较大"见图
#

$%这个特点

是样品在后期受构造热事件的影响#使样品长时间

处于退火带温度所致&同时
]

$检验值小于
CQ

的样

品占大多数#同样说明样品处于退火带的时间较长%

长度分布直方图总体呈现单峰特征#表明受隆升冷

却作用控制明显%

8

!

地质热历史模拟

基于裂变径迹相关参数和基础地质特征#对已

获得足够径迹长度的
C

个样品进行地质热历史模

拟#采用
BKF@E6<

等"

&:::

$的退火模型和蒙特卡罗

法#模拟温度从高于裂变径迹退火带的
&$%n

到现

今地表温度%由于退火带滞留时间长以及单颗粒年

龄特征#模拟时间从
&C%56

到现今%模拟结果见图

8

#

#

个样品均获得了最佳热历史路径"见图中粗

线$#断线区代表反演模拟的较好拟合区%

样品
DA-8

#

DA-9

和
DA-&#

的模拟结果基本

一致#呈现
8

阶段热演化历史%

&

缓慢冷却期#从

&C%

"

:%56

#温度从约
&&%

"

:$n

降温至
&%%

"

!$n

#降温速率为
%4$C

"

%4&9n

'

56

%隆升速率和

隆升幅度分别为
%4%%C<<

'

6

和
%4$!%J<

%

'

快速

冷却期#从
:%56

至
"C

"

C!56

#温度从约
&%%

"

!$n

降温至
"C

"

8!n

#降温速率为
&4&9

"

&4%"

n

'

56

%隆升速率和隆升幅度分别为
%4%#!<<

'

6

和
&48$#J<

%

(

缓慢冷却期#从
"C

"

C!56

至
&!

"

&$56

#温度从
"C

"

8!n

降温至
"%

"

8%n

#降温速率

为
%4&$

"

%489n

'

56

%隆升速率和隆升幅度分别

为
%4%%C<<

'

6

和
%4$$:J<

%

.

快速降温期#从
&!

"

&$56

至今#温度从
"%

"

8%n

降温至
$%n

#降温

速率为
&4&&

"

#4##n

'

56

%隆升速率和隆升幅度

分别为
%4%8!<<

'

6

和
%4!C9J<

%

C

!

讨论

>4"

!

裂变径迹年龄讨论

抛刀岭金矿附近分布有青阳岩体(花园巩岩体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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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谭山岩体%青阳岩体不同侵入体的黑云母8%

'7;

#:

'7

年龄分别为
&#C48j&56

#

&#948j&4856

和

&#!4#j&4856

"陈江峰等#

$%%C

$#花岗闪长岩体的

坪年龄为
&#:4"56

#等时线年龄为
&8&4$56

"陈道

公#

&:!"

$&

B;'7

年龄数据有
&8$56

"湖北省地质科

学研究所同位素地质研究室#

&:98

$#

&#"4956

#

&#C4!56

"陈道公#

&:!"

$和
$&9

"

$&%56

"体积法$&

OP;/7

年龄为
&C#56

"张 德 权 等#

&::9

$%由 于

8%

'7;

#:

'7

年龄相对
B;'7

年龄准确#且有等时线年

龄#可知青阳岩体主体的主花岗闪长岩侵入年龄为

&8%56

左右#属燕山中期%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采

用体积法测定花园巩岩体的钾氢年龄值为
:$56

#

为燕山晚期产物"岳元珍#

&:!9

$%谭山花岗岩黑云

母8%

'7;

#:

'7

坪年龄为
&$#4#j856

#所有这些黑云

母8%

'7;

#:

'7

坪年龄均应解释为岩体冷却到
'7

在黑

云母中的封闭时间"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同位素

地质研究室#

&:98

$%

裂变径迹法所测年龄均小于其周围岩体年龄#

对样品的同组年龄和混合年龄分析统计可将其分成

C

组#分别为!

&$#4%56

#

&%956

#

!"56

#

C$56

和

&:56

#代表了
C

次地质事件%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

空间分布不均匀特点是不均匀构造抬升的一种反

映%从理论上说#这种不均匀既可能是抬升起始时

间的差异又可能是抬升速率的差异"吴堑虹等#

$%%$

$#如果抬升起始时间相近#大跨度的裂变径迹

年龄说明该区抬升速率有差异#则地区在距今

&$#56

时就应被抬升至地表#不会再有抬升活动&

如果该区抬升的起始时间不一#可构筑该区的不均

匀构 造 抬 升 的 格 局%通 过 样 品
DA-8

(

DA-9

(

DA-&#

热历史模拟可知#最年轻的裂变径迹年龄说

明地质体晚至
&:56

时仍在继续抬升#直至地质体

露出地表#而最老的裂变径迹年龄则说明样品所在

地最早起始抬升时间应早于
&$#56

#之后不同时段

由不同速率抬升至地表%通过大地构造分析亦可知

此区域内受控于不同期次的构造运动"详见热历史

模拟讨论$#可知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空间分布不均

匀是抬升起始时间不同所致#构筑了该区的不均匀

构造抬升的格局%

自中侏罗世以来#江南隆起带受控于太平洋区

板块构造#属滨海太平洋构造#可以分为
T

$

+

B

&

#

B

$

+

+

#

0

+今三个阶段"朱光等#

$%%$

$%在早(中

侏罗世中国东南部经历了一次从东西向的古亚洲构

造域向北东向的西太平洋构造域的体制转换 #到早

白垩世已基本完成从古亚洲构造域向西太平洋构造

域的体制转换"舒良树等#

$%%$

&董树文等#

$%&&

&宋

传中等#

$%&&

$#使中国东南部动力学体制由原来的

受古亚洲洋体系控制转向受太平洋体系控制%太平

洋西岸的中国东部至少自侏罗纪开始就一直处于俯

冲板块之上"

-=aEKI

S

]=6I

S

KF634

#

$%%9

&

567>

U

6<6

KF634

#

&::9

$%

/>I[K=M2I

S

等"

$%%9

$结合太平洋板

块的活动规律提出在
&$C56

发生了一次大的构造

转向事件#即由原来的对中国大陆的西南俯冲方向

转化为向东北的俯冲方向%太平洋走向不同的洋岛

链#其形成时间不同是太平洋板块运动的结果#形成

不同产状的洋岛链的时代分别
%

"

C%56

#

C%

"

!%56

#

!%

"

&%%56

#

&%%

"

&&%56

#

&&%

"

&$C56

和

&$C

"

&8%56

"图
C

$%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太平洋板

块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活动#其运移方向和活动

强度直接控制着中国东部的构造演化%多项研究亦

认为板块俯冲对中国东部的构造运动和岩浆活动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

-=aEKI

S

]=6I

S

KF634

#

$%%9

&

aE2>

c=I<=IKF634

#

$%%%

#

$%%"

&余心起等#

$%%C

$%抛刀

岭地区矿田后造山的
C

次事件与太平洋上的洋岛链

形成的
C

个时期基本吻合#其混合年龄亦证明了构

造活动的多期次性#可以推测其构造活动是对太平

洋板块运动的响应%

>4!

!

裂变径迹热历史模拟讨论

通过分析前人研究贵池东南部黄山花岗岩体热

历史模拟资料可得到类似的模拟结果!

:%

"

!%56

至
"%

"

C%56

为缓慢冷却期#

"%

"

C%56

至
&%!56

为稳定期#

&%!56

至今为快速冷却期"郑勇等#

$%%:

$&

!%

"

9C56

至
"%

"

8%56

为快速冷却期#

"%

"

8%56

至
&#56

为稳定期#

&#56

至今为快速冷却期

"

Y>6IKF634

#

$%&&

$%

对贵池地区
8

阶段演化热历史进行分析!对照

太平洋板块漂移的历史与中国东部的构造演化历史

#发现白垩纪的构造演化与太平洋板块俯冲轨迹的

变化有着密切的耦合关系"

/>I [K=M2I

S

KF634

#

$%%9

&孙卫东等#

$%%!

$%白垩世初由于太平洋超地

幔柱的活动#太平洋西部伊泽纳崎板块"

.̂6I6

S

=

G

36FK

$高速斜向俯冲于东亚大陆之下#使中国东部

呈现左旋压扭及活动大陆边缘的岩浆弧环境"朱光

等#

$%%8

$#中国东部转入滨太平洋构造域后 #由于

古太平洋板块对欧亚大陆的俯冲碰撞 #导致皖南地

区的断块发展阶段"周涛发等#

$%%8

$%样品从
&C%

"

:%56

的缓慢冷却期与此次时间相关#磷灰石的

封闭温度记录了此次事件%随后在晚白垩世初期

"距今
:%56

$#西太平洋板块活动发生了重大的调

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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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

中国东部构造演化与太平洋板块间的关系"据
/>I[K=M2I

S

KF634

#

$%%9

修改$

R=

S

4C

!

)EK7K36F=2ILE=

G

LPKFHKKIFK@F=2I=@KW3>F=2I2N+6LFK7I(E=I66IMD6@=N=@D36FK

"

<2M=N=KM6NFK7/>I[K=M2I

S

KF634

#

$%%9

$

整"

+I

S

KP7KFL2IKF634

#

&:!C

&

567>

U

6<6KF634

#

&::9

$%太平洋板块出现在中国东部大陆边缘#表

现的是中速正向俯冲#这一正向俯冲持续至整个早

第三纪"

567>

U

6<6KF634

#

&::9

$%本区的上地幔逐

渐隆起#断块运动明显#浅部地壳的整体拉张增大#

除
00+

+

0+

向断裂拉张外#其它方向的断裂#主

要是地壳盖层中的断裂也部分地处于拉张状态#与

基底断裂走滑有关的弧形褶皱构造被不同方向盖层

掩盖和断裂切割(错位形成的)弧链状*构造活动有

关"唐永成等#

&::!

$#样品从
:%56

至
"C

"

C!56

这

个时期温度的快速冷却与此次运动相符%由于太平

洋板块正向俯冲持续至整个早第三纪#样品从
"C

"

C!56

至
&!

"

&$56

这个时期的温度缓慢冷却是俯

冲运动停滞的反映%进入晚第三纪以来#西太平洋

板块活动的最大变化是开始出现了弧后扩张及弧后

盆地#西太平洋板块的弧后扩张造成向西的侧向推

挤力#形成了中国东部近东西向的挤压应力场#这期

间印度板块碰撞所造成的向东构造挤出作用对中国

东部应力状态也起着一定的辅助作用"朱光等#

$%%8

$%晚第三纪初期启动发生的挤压活动#使郯庐

断裂带上断陷盆地同步抬升和闭合"唐永成等#

&::!

$%从
&!

"

&$56

至今#所测样品在这段时期的

快速冷却与此次构造事件相符%

根据分析热历史模拟结果可知其与太平洋构造

运动密切相关#恰好证明了上述根据同组和混合年

龄所作分组的正确性#而且本区的大地构造环境判

别发现大部分样品属于火山弧花岗岩"

1'*

$和板

内花岗岩"

[D*

$#说明受古太平洋板块俯冲的影

响#可以推断贵池抛刀岭地区多期构造演化是对西

太平洋板块活动的响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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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热历史模拟可得到
8

阶段演化热历史#而基

于同组年龄和混合年龄可得到
C

组数据#除
&$#4%

56

并没有在模拟图上出现明显特征外#其它几个

阶段在模拟图上均有很好的反映#分离出
&$#4%56

的样品
DA-&$

并没有获得较好的热历史模拟结果#

这可能是受局部区域构造活动影响的结果%

"

!

结论

"

&

$抛刀岭地区应用裂变径迹方法所测裂变径

迹长度处于
&&4:j&4!

*

<

和
&#4$j&4"

*

<

之间%

属于相对较短#长度标准差较大#在长度分布直方图

上体现为分布范围较大#是样品在后期受构造热事

件的影响#使样品长时间处于退火带温度所致&

]

$检

验值小于
CQ

的样品占大多数#同样说明了这点%

同时#长度分布直方图总体呈现单峰特征#表明受隆

升冷却作用控制明显%

"

$

$抛刀岭地区应用裂变径迹方法所测年龄位

于
&$#56

和
&:56

之间#代表了
C

次地质事件#其

时期 分 别 为
&$#4%56

#

&%956

#

!"56

#

C$56

#

&:56

%自中侏罗世以来#江南隆起带受控于太平洋

区板块构造#太平洋板块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活

动#其运移方向和活动强度直接控制着中国东部的

构造演化%结合其与太平洋形成后形成不同产状洋

岛链的时代的吻合性#可推测其形成时间是不同时

期太平洋板块运动的结果#样品混合年龄亦证明了

构造活动的多期次性%

"

#

$热历史模拟可以分为
8

个阶段!缓慢冷却

期#从
&C%

"

:%56

&快速冷却期#从
:%56

至
C!

"

"C56

&缓慢冷却期#从
C!

"

"C56

至
&$

"

&!56

&快

速降温期#从
&$

"

&!56

至今%其每个阶段均与太

平洋板块作用的阶段相对应#较好地证明了推测的

正确性#说明贵池地区自白垩纪以来的构造运动与

太平洋构造带活动密切相关#可以推断其多期构造

演化是对西太平洋板块活动的响应%

致谢!段留安(李坤和王洋洋同志在野外采样

给予大力帮助#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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