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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新元古界下江群甲路组沉积特征

及其下伏岩体的锆石 ＵＰｂ年龄意义
陈文西１，２），王剑１），付修根１，２），汪正江１），熊国庆１）

１）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成都，６１００８２；２）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内容提要：黔东南地区的甲路组冲洪积相底砾岩为一套高角度不整合于四堡群变质岩系或侵入该变质岩系的

花岗岩体之上的楔状地层。通过对该组大比例尺剖面实测与加密取样鉴定，确定了该地区新元古界下江群甲路组

与四堡群变质岩系及刚边花岗岩体之间的沉积超覆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下江群的沉积演化序列。取自甲路组

地层之下的花岗岩的高精度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年龄为８２３±１２Ｍａ，这一年龄数据与已有的摩天岭花岗岩ＴＩＭＳ锆石
ＵＰｂ年龄８２５０±２４相一致，代表了黔东南地区裂谷系沉积超覆的起始年龄。而该区裂谷系沉积超覆的开启年龄
略晚于这个时间，研究区内可能缺失１０００～８２０Ｍａ之间与拉伸系（Ｔｏｎｉａｎ）大致相当的地层。

关键词：黔东南；沉积超覆；刚边花岗岩；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年龄；新元古界

　　华南新元古代裂谷系由一系列地堑、地垒式次
级盆地组成，裂谷系地层位于震旦系与四堡造山不

整合面之间，区域上侧向延伸不连续，呈“楔状地

层”展布（王剑，２００５）。该套地层沉积超覆于四堡
群或与之相当的冷家溪群、崆岭群、双桥山群、上溪

群及双溪坞群地层之上（王剑，２０００；李献华等，
２００２；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楔状地层”的最低
层位代表了华南裂谷系新一轮沉积旋回的起点，其

形成时间代表了裂谷系沉积超覆的开启年龄。近年

来，华南新元古代裂谷系沉积超覆作用特征及其开

启年龄已获得了一系列成果与数据（马国干等，

１９８４；李献华，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ＬｉＺＸ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ＬｉＸ Ｈ 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周汉文等，
２００２），但作为“华南裂谷”主体部分的湘黔桂次级
盆地，在以往的工作中黔东南地区还没有详细研究

这些沉积超覆特征及其起点年龄。

在最近完成的１∶５万地质填图基础上，笔者等
对黔东南梵净山地区重要接触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野

外考察。通过大比例尺剖面实测与加密取样鉴定，

确定了该地区新元古界下江群甲路组与四堡群变质

岩系及刚边花岗岩体之间的沉积超覆关系。在此基

础上，笔者对侵入四堡群同时又被甲路组底砾岩沉

积超覆的刚边花岗岩进行了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同

位素定年，获得了该地区沉积超覆的起始年龄。

１　沉积超覆事件与沉积相特征
华南四堡造山运动之后，经过长期的剥蚀夷平

作用，随着８２０Ｍａ左右Ｒｏｄｉｎｉａ超大陆的解体，开始
了新一轮的沉积超覆作用（ＬｉＺＸ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王
剑，２００５）。最早的沉积超覆事件发生在湘—黔—
桂、浙北等地堑区次级沉积盆地中心，它们代表了华

南新一轮沉积超覆事件的起点（王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在黔东南，沉积超覆事件发生在九万大山
北缘。在刚边乡西南５ｋｍ处，甲路组底部冲洪积相
底砾岩沉积超覆于侵入四堡群之上的刚边花岗岩体

之上；而在刚边乡东南约４ｋｍ处，甲路组底部冲洪
积相底砾岩沉积超覆于中元古界四堡群复理石浊积

岩之上。区域上，这种沉积超覆作用围绕刚边穹窿

及岩体，并向北延展。剖面序列上，黔东南下江群从

下至上由甲路组、乌叶组及番召组组成（图１）。
甲路组具逆粒序，偶见定向排列构造。在甲路

组超覆花岗岩地区，底部砾岩成分相对简单，主要以

花岗岩砾石为主，见少量硅质岩砾石，经薄片鉴定，

填隙物主要为长石、石英及粉砂，反映了一种快速剥

蚀堆积的构造环境。甲路组下段向上逐渐由冲洪积

相过渡为潮坪相含砾变质砂岩及泥质粉砂岩，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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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玄武岩。本段厚度变化极大，由４８０ｍ逐渐变薄
至尖灭，平均厚约２４０ｍ。

随着裂谷作用的进行以及海侵超覆作用的扩

大，在甲路组中段沉积了一套灰至灰绿色近滨至浅

海相变质砂岩、泥质粉砂岩及含锰质页岩的组合。

砂岩中小型沙纹层理发育，该组合的顶部见２～３条
顺层侵入的辉绿岩岩脉，见杏仁状构造。本段厚度

变化较大，由 ８００ｍ逐渐变薄至 ３７０ｍ，平均厚度
４００ｍ左右。

图１　黔东南地区裂谷系沉积超覆剖面沉积演化序列
Ｆｉｇ．１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ｊｉａｎｇＧｒｏｕｐ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ＳｉｂａｏＧｒｏｕｐ
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Ｇｕｉｚｈｏｕ

海侵超覆作用的进一步扩大，海水由浅变深，在

甲路组上段沉积了一套灰色碳酸盐岩台地相钙质板

岩、大理岩化泥岩、含钙质锰质粉砂岩及千枚岩的组

合。该组合具向上变深演化的特征，形成淹没碳酸

盐台地相。其厚度在 ３００～８０ｍ之间，平均厚约

１５０ｍ。
由于构造的快速沉降，海平面迅速上升，在前期

淹没碳酸盐岩台地的基础上，乌叶组沉积了一套以

欠补偿盆地为特征的岩性组合（图１）。乌叶组下段
岩性主要为炭质千枚岩、粉砂质绢云母板岩及变质

细砂岩，该组合沉积构造简单，以水平层理为主。乌

叶组上段逐渐由欠补偿盆地沉积过渡为浅海陆棚沉

积环境，沉积了一套变质细砂岩夹炭质千枚岩及页

岩的组合。

番召组沉积作用以大量同沉积变形构造发育为

特征，形成了一套大陆斜坡滑塌、变形、水道充填沉

积组合（图１），主要为含砾变砂岩、变质粉砂岩、含
凝灰质泥质粉砂岩及泥岩，滑塌、包卷等变形构造发

育，偶见鲍马序列及小型沙纹层理。

综上所述，黔东南地区新元古界裂谷系是在四

堡造山带剥蚀夷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裂谷系早

期沉积作用以冲洪积相砾岩为特征，沉积超覆在四

堡群之上，或沉积超覆在侵入其中的花岗岩之上。

随着裂谷作用的进行以及海侵上超的扩大，研究区

逐渐由滨海潮坪过渡为碳酸盐台地，直至碳酸盐台

地被淹没而形成欠补偿盆地，最后形成了具拉张裂

谷特征的大陆斜坡沉积盆地（图１）。

２　样品的采集与分析方法
锆石年代学样品采自刚边乡西南５ｋｍ处的刚

边剖面，该剖面下部为厚度大于２０ｍ的花岗岩，上
部为新元古界下江群地层（图２）。剖面下部，下江
群甲路组底砾岩高角度沉积超覆于花岗岩体之上，

样品即采自于二者的接触线附近，采样点座标为：

Ｎ２５°３３３７１′，Ｅ１０８°３７４１５′，样品为灰白色细粒至
中粒二长花岗岩。通过人工挑选获得的锆石为紫红

色透明状自形晶锆石，大小一般在５０～１００μｍ之
间。另外，本次野外工作也对刚边剖面的下江群进

行了大比例尺实测与加密取样鉴定（图２），以确定
甲路组底砾岩与下伏花岗岩体之间的沉积超覆关

系，其中，ＧＣ７１２０～ＧＣ７２３为灰白色细粒至中粒
二长花岗岩，ＧＣ７２４～ＧＣ７２６为底砾岩，ＧＣ７２７～
ＧＣ７３８为含砾砂岩与石英砂岩。

锆石样品的挑选是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完成

的，对所取得的花岗岩样品采用手工碎样、重力浮选

及电磁选方法选出锆石，然后在显微镜下挑选出透

明，晶型完好的锆石颗粒。将样品锆石和标准锆石

ＴＥＭ（年龄为 ４１７Ｍａ）在玻璃板上用环氧树脂固
定、抛光，然后进行反射光和透射光照相，并进行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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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黔东南地区地质简图及详细的采样位置
（据１∶５万宰便幅、高武幅修编）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ｐｏｆＳＥ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１∶
５００００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ｐｏｆＺａｉｂｉａｎａｎｄＧａｏｗｕ）

１— 花岗岩；２—砾岩；３—石英砂岩；４—含砾砂岩；５—侵入岩；６—
角度不整合；７—断层；Ｐｔ２—中元古界四堡群；新元古界：Ｐｔ３ｊ—甲路

组，Ｐｔ３ｗ—乌叶组，Ｐｔ３ｆ—番召组；Ｐ１—剖面位置

１—ｇｒａｎｉｔｅ；２—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３—ｓｉｌｉｃａｒｅｎｉｔｅ；４—ｐｅｂｂｌｅｄｓａｎｓｔｏｎｅ；５—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６—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７—ｆａｕｌｔ；Ｐｔ２—ＳｉｂａｏＧｒｏｕｐ；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

ｉｃ：Ｐｔ３ｊ—Ｊｉａｌ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ｔ３ｆ—Ｗｕｙ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ｔ３ｆ—Ｆａｎｚｈａｏ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Ｐ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极发光图像分析，以避免裂隙（易产生 Ｐｂ丢失）或
包裹体部位的影响。

锆石ＵＰｂ同位素分析由北京离子探针中心
ＳＨＲＩＭＰⅡ型离子探针测定，详细的实验流程参见
（宋彪等，２００２），用实测的２０４Ｐｂ进行普通 Ｐｂ校正，
普通Ｐｂ组成采用相应年龄的地壳平均Ｐｂ同位素组
成。测试时使用的标准锆石为 ＳＬ１３和 ＴＥＭ，前者
用于标定铀和钍含量，后者用于校正年龄，每进行两

个样品锆石分析后做一次参考样分析，以确保分析

的质量。数据采用Ｓｑｕｉｄ和Ｉｓｏｐｌｏｔ程序处理。同位
素比值为１σ相对误差，年龄加权平均值为９５％置
信度误差。

图３　刚边花岗岩样品Ｐ１锆石ＵＰｂ同位素一致图解
Ｆｉｇ．３　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Ｐ１ｆｒｏｍＧａｎｇｂｉ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

３　同位素定年分析结果
对取自沉积超覆界面之下的刚边花岗岩样品

Ｐ１中的１７个锆石ＵＰｂ同位素组分进行了分析，其
结果见表１所列。

通常Ｕ的含量越高，得到的同位素比值和年龄
的测定误差越小。由表１可知，所测锆石分析点的
Ｕ含量较高（Ｕ＝２１６～９０８μｇ／ｇ），Ｔｈ含量较低（Ｔｈ
＝４６～２７２μｇ／ｇ），因此 Ｔｈ／Ｕ比值较小，绝大多数
集中在 ０１１～０３４之间。除４１和１５１分析点可
能因含有继承的放射成因 Ｐｂ而具有明显偏高的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分别为８８２±２９Ｍａ，１０９７±３５Ｍａ）
外，其余１５个分析点在误差范围内有一致的 ＵＰｂ
年龄，均落在 ＵＰｂ协和曲线之上（图 ３），其 ＵＰｂ
年龄的加权平均值为８２３±１２Ｍａ（９５％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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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刚边花岗岩样品Ｐ１的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年龄测定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ｚｉｒｃｏｎ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Ｇａｎｇｂｉ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ａｍｐｌｅＰ１

点号

２０６Ｐｂｃ
（％）

Ｕ
（μｇ／ｇ）

Ｔｈ
（μｇ／ｇ）

２３２Ｔｈ
２３８Ｕ

２０６Ｐｂ

（μｇ／ｇ）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年龄（Ｍａ）

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
年龄（Ｍａ）

ｎ（２０７Ｐｂ）／ｎ（２０６Ｐｂ） ｎ（２０７Ｐｂ）／ｎ（２３５Ｕ） ｎ（２０６Ｐｂ）／ｎ（２３８Ｕ）

测值
相对误差

（％）
测值

相对误差

（％）
测值

相对误差

（％）

Ｐ１１．１ ０．５０ ５３４ １７６ ０．３４ ６３．０ ８２５±２７ ８２９±２８ ０．０６６７０ １．３ １．２５５ ３．８ ０．１３６５ ３．５
Ｐ１２．１ ０．０９ ６２７ ６７ ０．１１ ７３．２ ８２０±２７ ８３５±１９ ０．０６６９０ ０．９ １．２５２ ３．６ ０．１３５７ ３．５
Ｐ１３．１ ０．１６ ３２６ ８４ ０．２７ ３６．７ ７９２±２６ ７７２±３６ ０．０６４９０ １．７ １．１７１ ３．９ ０．１３０８ ３．５
Ｐ１４．１ ０．４２ ６６６ ２１７ ０．３４ ８４．２ ８８２±２９ ９９９±２５ ０．０７２４６ １．２ １．４６５ ３．７ ０．１４６７ ３．５
Ｐ１５．１ ０．０７ ３４７ ９０ ０．２７ ４２．４ ８５６±２８ ８２７±２５ ０．０６６６４ １．２ １．３０５ ３．７ ０．１４２０ ３．５
Ｐ１６．１ ０．０９ ３６０ ４１ ０．１２ ４０．９ ８０１±４５ ９４０±２８ ０．０７０３９ １．４ １．２８４ ６．２ ０．１３２３ ６．０
Ｐ１７．１ — ２９５ ８２ ０．２９ ３４．３ ８１８±２７ ８７８±２６ ０．０６８３０ １．３ １．２７３ ３．８ ０．１３５２ ３．６
Ｐ１８．１ ０．０３ ４４９ １０５ ０．２４ ５１．０ ８０１±２７ ８２０±２５ ０．０６６４２ １．２ １．２１２ ３．７ ０．１３２４ ３．５
Ｐ１９．１ ０．１２ ２８４ ６４ ０．２３ ３３．２ ８２０±２７ ８７３±３３ ０．０６８２０ １．６ １．２７５ ３．９ ０．１３５６ ３．６
Ｐ１１０．１ — ３８７ ２７２ ０．７３ ４３．３ ７９０±２６ ８８９±２８ ０．０６８６９ １．４ １．２３４ ３．８ ０．１３０３ ３．５
Ｐ１１１．１ ０．１６ ３１６ ４９ ０．１６ ３７．５ ８３２±２８ ８３１±３１ ０．０６６７７ １．５ １．２６８ ３．９ ０．１３７８ ３．６
Ｐ１１２．１ ０．１１ ４１８ ８９ ０．２２ ４９．５ ８３１±２７ ８２４±２３ ０．０６６５７ １．１ １．２６３ ３．７ ０．１３７６ ３．５
Ｐ１１３．１ ０．００ ３０４ ９３ ０．３２ ３６．１ ８３５±５５ ８５３±２７ ０．０６７４９ １．３ １．２８７ ７．１ ０．１３８３ ７．０
Ｐ１１４．１ ０．０３ ２９３ ４９ ０．１７ ３６．０ ８６３±３３ ７８２±３３ ０．０６５２０ １．６ １．２８８ ４．４ ０．１４３２ ４．１
Ｐ１１５．１ ０．２４ ９０８ ９６ ０．１１ １４５ １０９７±３５ ８４３±２４ ０．０６７１７ １．２ １．７１８ ３．７ ０．１８５４ ３．５
Ｐ１１６．１ ０．２３ ２９０ ９１ ０．３２ ３４．８ ８４０±２８ ８１０±３５ ０．０６６１０ １．７ １．２６８ ３．９ ０．１３９１ ３．５
Ｐ１１７．１ ０．１６ ２１６ ７２ ０．３４ ２６．０ ８４６±２８ ８８４±３９ ０．０６８５０ １．９ １．３２５ ４．１ ０．１４０３ ３．６

注：误差为１σ。Ｐｂｃ和Ｐｂ分别表示普通铅和放射性成因铅。标准校正误差为０７１％。应用实测的２０４Ｐｂ校正普通铅。

度，ＭＳＷＤ＝２３），这一年龄代表了样品 Ｐ１锆石的
结晶年龄，也就是刚边剖面花岗岩的结晶年龄。至

于分析点６１、１３１、１４１和１５１与协和线有少许
偏离，可能存在一定的分析误差。但这个年龄值与

Ｐ１点南所取得的 ＴＩＭＳ锆石 ＵＰｂ年龄８２５０±２４
Ｍａ（曾雯等，２００５）相一致，因此，结果是可靠的。

４　讨论

４．１　华南裂谷系沉积超覆特征
华南新元古代裂谷系沉积位于震旦系与四堡造

山不整合面之间，区域上侧向延伸不连续，呈“楔状

地层”展布（王剑，２００５）。该套地层以沉积超覆于
四堡群或与之相当的冷家溪群、崆岭群、双桥山群、

上溪群及双溪坞群地层之上为特征，区域上这种沉

积超覆特征明显。沉积超覆作用通常从冲洪积相开

始，且常常与火山作用关系密切，常伴随着岩浆岩侵

入、火山爆发、岩浆溢流及火山碎屑沉积作用（王

剑，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Ｗ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２００３）。随着裂谷
作用的进行以及海侵超覆作用的扩大，陆相沉积逐

渐向海相沉积演化，并经历了一个从滨岸带至滨浅

海、次深海至深海的演化过程。在湘西南，石桥铺组

底部沉火山角砾岩沉积超覆在冷家溪群复理石浊积

岩之上，向上逐渐由冲洪积粗碎屑岩相过渡至海相

沉积，经历了陆相河流（石桥铺组下段 →） 滨海相

（石桥铺组上段 →） 碳酸盐台地（天井组一段

→
）

海湾（淹没台地，天井组二段下部 →） 饥饿盆

地（天井组二段上部）的过程（王剑，２０００）。而在
桂北、湘北及湘西北，沉积超覆作用也与之相似，不

同之处是湘北板溪群底部还发育了沧水铺陆相火山

岩（Ｗ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华南裂谷系沉积超覆特征明显，为湘桂次级盆

地沉积的普遍特征。前文的分析表明，黔东南下江

群底部甲路组底砾岩沉积超覆在四堡群复理石浊积

岩或侵入四堡群的花岗岩体之上，向上逐渐由冲洪

积粗碎屑岩相过渡至海相沉积，经历了冲洪积相

（甲路组下段 →） 浅海相（甲路组中段 →） 碳酸

盐台地（淹没台地，甲路组上段 →） 欠补偿盆地

（乌叶组下段段 →） 浅海陆棚相（乌叶组上段

→
）

大陆斜坡盆地（番召组）的演化。这一特征与

湘桂地区裂谷作用特征十分相似。因此，黔东南地

区可能是湘黔桂次级裂谷盆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桂北—黔东南—湘西北”一线构成了华南裂谷系

的沉积中心枢纽，与桂北的白竹组、湘西北的张家湾

组、湘北的沧水铺组及石桥组一样，黔东南甲路组可

能同样代表了华南新元古代盆地打开时最早充填于

地堑盆地中心的沉积，也就是华南新一轮沉积旋回

的起点地层。

４．２　华南裂谷系沉积超覆的起始年龄
从前面的讨论可知，在最先接受沉积的地堑盆

９２１第 １期 陈文西等：黔东南新元古界下江群甲路组沉积特征及其下伏岩体的锆石ＵＰｂ年龄意义



地中，不整合面之上存在一套“楔状地层”，该套“楔

状地层”的最低层位代表了华南裂谷系新一轮沉积

旋回的起点，如桂北的白竹组、湘西北的张家湾组、

湘北的沧水铺组、湘西南的石桥组等，这些地层底部

的火山岩年龄代表了华南四堡运动之后开始接受沉

积的最早时间（王剑，２００５）。近年来，关于华南裂
谷系沉积超覆的开启年龄获得了一系列高精度定年

数据：湘北板溪群英安质火山集块岩的 ＳＨＲＩＭＰ锆
石ＵＰｂ定年结果为８１４±１２Ｍａ（王剑等，２００３）；
桂北鹰扬关群基性火山岩的 ＴＩＭＳ锆石 ＵＰｂ定年
结果为８１９±１１Ｍａ（周汉文等，２００２）；康滇地区苏
雄组火山岩的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定年结果为８０３
±１２Ｍａ（ＬｉＸ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ａ）。这些数据十分接
近，可能带表了华南裂谷系沉积超覆的开启年龄。

本文在黔东南地区侵入四堡群上部的花岗岩中

获得了８２３±１２Ｍａ的高精度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定
年数据，该年龄略早于华南裂谷系沉积超覆的开启

年龄，可能代表了华南裂谷系沉积超覆的起始年龄。

在华南地区，侵入中元古界之后被新元古界沉积超

覆的花岗岩体还有桂北的三防岩体、滇中峨山岩体、

皖南许村岩体、赣北九岭岩体、峡东黄陵花岗岩等，

它们的结晶年龄均在８２０～８２６Ｍａ之间（马国干等，
１９８４；李献华，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ＬｉＺＸ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ＬｉＸ Ｈ 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周汉文等，
２００２）。因此，华南裂谷系沉积超覆的起始年龄应
为８２０Ｍａ左右，刚边花岗岩与扬子地块其他地区
８２０Ｍａ左右的花岗岩一样，同是华南地幔柱活动及
Ｒｏｄｉｎｉａ超大陆的产物（ＬｉＺＸｅｔａｌ．，１９９９；王剑，
２０００；ＬｉＸ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另外，在黔东南摩天岭侵入四堡群上部的花岗

岩中获得了８２５０±２４Ｍａ的高精度ＴＩＭＳ锆石Ｕ
Ｐｂ定年数据（曾雯等，２００５），该数据与本文所测年
龄一致，代表了黔东南裂谷系沉积超覆的起始年龄。

同时，在该地区甲路组同沉积基性火山岩中获得了

８１４±１３Ｍａ的高精度ＴＩＭＳ锆石ＵＰｂ定年数据（曾
雯等，２００５），该时间略晚于黔东南裂谷系沉积超覆
的起始年龄，与湘北板溪群英安质火山集块岩的锆

石年龄、桂北鹰扬关群基性火山岩的锆石年龄、康滇

地区苏雄组火山岩的锆石年龄一样，代表了华南裂

谷系沉积超覆的开启年龄。

由上述讨论可知，华南四堡运动之后沉积超覆

的起始年龄为８２０Ｍａ左右，黔东南地区裂谷系沉积
超覆的开启年龄略晚于这个时间。因此，不整合面

之上，黔东南地区可能缺失１０００～８２０Ｍａ之间与拉

伸系（Ｔｏｎｉａｎ）大致相当的地层。不整合面之下，为
四堡群，《中国地层典》依据侵入该组之花岗闪长岩

体的ＲｂＳｒ全岩等时线年龄为１０６３±９５Ｍａ，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１１００Ｍａ，归属中元古代（≥１０００Ｍａ）
（《中国地层典》编辑委员会，１９９９），这种划分是合
理的。因此，在黔东南地区，不存在可与华北青北口

系相对应的地层。这种特征与华南其他地区的研究

成果是一致的（王剑，２００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５　结论
（１）黔东南地区可能是湘黔桂次级裂谷盆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沉积特征与湘桂地区十分相似，经历

了一个从陆相到海相的沉积超覆过程，沉积初期甲

路组底砾岩沉积超覆在四堡群变质岩系或刚边花岗

岩体之上，代表了该区沉积超覆的起点。

（２）黔东南地区被裂谷系沉积超覆的刚边花岗
岩体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８２３±１２Ｍａ，该年
龄略早于华南裂谷系沉积超覆的开启年龄，可能代

表了华南裂谷系最早沉积超覆的起点年龄（８２０Ｍａ
左右）。刚边花岗岩与扬子地块其他地区 ８２０Ｍａ
左右的花岗岩一样，同是华南地幔柱活动及 Ｒｏｄｉｎｉａ
超大陆的产物。

（３）黔东南地区可能缺失１０００～８２０Ｍａ之间
与拉伸系（Ｔｏｎｉａｎ）大致相当的地层。把刚边花岗岩
连同其上的下江群一起归入与华北青白口系相当的

新元界下部地层缺乏可靠的定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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