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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越北地块位于中国滇桂交界和越南北部地区，是研究扬子、华夏、印支等陆块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地

区。通过对越北地块北缘马关—麻栗坡地区“新寨岩组”与花岗质岩石接触关系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应为三种接

触关系（沉积接触、侵入接触、过渡接触），而不是前人划定的剥离断层接触。沉积接触关系反映出震旦纪—寒武纪

时越北地块北缘地区从南西向北东的逐渐超覆过程，也揭示了本区还存在新元古代花岗岩。侵入接触和过渡接触

关系表明，奥陶纪末—志留纪时伴随广西运动的构造—热事件，成就了越北地区的都龙—ＳｏｎｇＣｈａｙ花岗岩底辟—

片麻岩穹窿构造。前人划分的新元古界“新寨岩组”实际包含了晚震旦纪末—中寒武世的多组地层在内。前人划分

的古元古代“南捞片麻岩”当属志留纪构造—热事件的产物，而原志留纪花岗岩乃是新元古代和志留纪两期花岗岩

搅合未解体片麻状花岗杂岩。

关键词：新寨岩组；花岗杂岩；接触关系；滇东南

　　研究区位于越北地块北缘，越北地块处于中国

滇桂交界和越南的北部地区，其构造位置属于华夏、

扬子、印支陆块等构造单元交汇部位，对研究这几个

构造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黄汲清，

１９５４；马文璞，１９９８；钟大赉等，１９９８；Ｒｏｇ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Ｍａｌｕｓｋ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Ｌｅｐｖｒｉ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Ｃ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目前对越北地块的属性还存在不同的认识，部

分学者认为其是华南的一部分，属于扬子陆块（如

Ｍｅｔｃａｌｆｅ，１９９６；李兴振等，２００４）；也有学者把本区

作为华夏地块的一部分，把师宗—弥勒—罗平—兴

义—望谟—罗甸断裂作为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的分

界（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也有学者认为八布蛇绿岩带

（马文璞，１９９８；钟大赉等，１９９８；吴浩若，２００３），

滇—琼结合带代表了华南地块与印支地块的缝合

线，认为古特提斯洋盆分割了越北与华南板块，越北

地块更亲印支板块。产生这些争议的根源除了对斋

江结合带、马江结合带、八布蛇绿岩带等构造单元与

越北地块之间的演化关系认识不清外，最关键的是

对越北地块的前寒武纪构造演化的认识比较缺乏。

尽管该地块一直被认为是前寒武纪陆块（黄汲

清，１９５４；Ｐｈａｎ，１９９１），但近年来才获得了确信的

前寒武纪年龄（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刘玉平等，２００６），

而对作为本区重要赋矿地层的“元古界猛洞岩群”、

“新元古界新寨岩组”［笔者注：文中以加“”（如“新寨

岩组”“Ｓ３γ”等）表示前人原定义内容］的构造环境、

演化历史等仍然知之甚少。越北地块核部主体为片

麻状、眼球状花岗岩，尽管被认为存在古元古代片麻

状花岗岩（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９）?、早—中寒武世?、

志留纪??、海西期花岗岩（云南省地质矿产局，

１９９０），但最新的年代学研究表明，其主体花岗岩时

代为晚奥陶纪—志留纪（４１７～４４７Ｍａ），因而这些花

岗岩也被认为是可以与华南加里东期花岗岩对比

（Ｒｏ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Ｃａｒ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Ｇｕ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前人１∶５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中将舌状北

凸变质花岗质复合杂岩西、北、北东三面环围其外的

变质表壳岩用两条剥离断层围限出一个新建构造岩

石地层单位———“新元古界新寨岩组”，作为变质核

杂岩的滑脱带（图１）。“新寨岩组”作为联系越北地

块变质核部和沉积盖层的纽带具有重要地质意义，

但因其岩性组合复杂多样，无化石可考，长期以来划

分不清 （云南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９０）???。

尽管最新的锆石年代学研究表明越北地块的片



图１研究区区域地质简图（据１∶５万麻栗坡县、都龙幅联测地质图摘编?）

Ｆｉｇ．１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ｍａｐｏｆ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１９９９?）

据最新成果?，原“新寨岩组”已重新解体，其分布见图４ａ，为与前人认识对比故此处引用原图。图２、５点分别为在前人厘定的下剥离断层

点处新发现的沉积接触和侵入接触关系点；图３ａ、ｂ点为前人厘定的“新寨岩组”中新发现的变质砾岩点。Ｃ犺—石炭系黄龙组；∈２狋—中寒

武统田蓬组；“Ｐｔ３狓”—原“新寨岩组”；Ｋγ—白垩纪花岗岩；Ｓγ—志留纪花岗岩；“Ｎｇｎ”—原“古元古代南捞片麻岩”

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ｃｅｎｔｗｏｒｋｓ?，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Ｘｉｎｚｈａ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ｓ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Ｆｉｇ．４ａ）．Ｆ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ｐｉｓｕｓｅｄｈｅｒｅ．

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ｏｗｅｒ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ａ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ｇ．２ｉｓｎｅｗｌｙ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ｏｎｔａｃ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ｉｇ．５ｉｓｎｅｗｌｙ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ｇ．３ｉｓｎｅｗｌｙ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ｍｅｔａ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ｓｉｎ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Ｘｉｎｚｈａ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Ｃ犺—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 Ｆｍ．；∈２狋—Ｍｉｄｄｌｅ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Ｔｉａｎｐｅｎｇ Ｆｍ．；“Ｐｔ３狓”—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Ｘｉｎｚｈａ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Ｋγ—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Ｓγ—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ｇｎｅｉｓｓ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Ｎｇｎ”—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Ｐａｌａ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ｇｎｅｉｓｓｅｓ”

麻状花岗岩主体是志留纪花岗岩（Ｒｏｇ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Ｃａｒ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与前

人关于本区还存在前寒武纪片麻状花岗岩的认识

（黄汲清，１９５４；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９）不尽一致，但片

麻状花岗岩中还存在大量的新元古代锆石年龄

（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暗示本区可能存在前寒武纪

结晶基底。

本文以笔者及项目组在野外调研中新发现的

“新寨岩组”与片麻状花岗质岩石的几种接触关系及

“新寨岩组”的特殊岩性组合为基础，分析了这几种

接触关系所反映的地质意义，对越北地块北缘的岩

浆事件及新元古代—早古生代构造演化进行了初步

探讨。

１　地质背景

越北地块被认为是组成桂滇地区和印支陆块的

一系列的小地块之一，这些小地块包括：桂西地体、

越北地块、云开地块、Ｖｉｅｔ—Ｌａｏｔｅｒｒａｎｅ，Ｋｈｏｒ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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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ｎｔｕｍｔｅｒｒａｎｅ，Ｕｔｔａｒａｄｉｔｔｅｒｒａｎｅ等，它们之间为

走滑断层所分隔（Ｍｅｔｃａｌｆｅ，１９９６；Ｆａｎ，２０００；吴浩

若，２０００；李兴振等，２００４）。越北地块是以斋江

（ＳｏｎｇＣｈａｙ）穹窿为核心的，包括围绕其分布的呈

环状的早古生代沉积盖层（吴浩若，２００３）。越北地

块在中国境内的部分被前人称为老君山变质核杂岩

（Ｌ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南温河变质核杂岩?，或者有学者

统称其为老君山—ＳｏｎｇＣｈａｙ变质核杂岩（Ｌｉ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在越南的部分称为ＳｏｎｇＣｈａｙｍａｓｓｉｆ（／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ｄｏｍｅ）（Ｒｏ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Ｃａｒｔ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Ｍａｌｕｓｋ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或者都龙—Ｓｏｎｇ

Ｃｈａｙ变质穹隆体（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或称为斋江

隆起（吴浩若，２０００）。越北地块核部的斋江穹窿为

双层结构，分为基底和盖层。基底为前寒武纪变质

基底和中酸性侵入体组成的变质核，以及古生界组

成的沉积盖层，其中大部分地层都发生了轻微的变

质—变形作用。核部的变质级别可达高绿片岩相—

低角闪岩相，盖层的变质级别多限于低绿片岩相。

越北地块的核部主要岩性为变粒岩—片麻岩

类、斜长角闪岩类、石英岩类、片岩、千枚岩、片麻状

花岗岩等岩性组成?。按照１∶５万区域地质调查

报告的划分，核部最古老的基底岩石为“古元古界猛

洞岩群”、“新元古界新寨岩组”，侵入体为“古元古代

南捞片麻岩”、“志留纪南温河序列花岗岩”，前述元

古宙地质体之间及其与下古生界之间均为断层接

触，“志留纪花岗岩”侵入并捕掳“猛洞岩群”，形成了

大小不一的许多捕掳体，而这些地质体又被燕山期

都龙超单元花岗岩侵入。

“猛洞岩群”分为“南秧田岩组”和“洒西岩组”，

其中“南秧田岩组”岩性以各类片岩、斜长角闪岩、斜

长角闪片麻岩、变粒岩为主，有少量钙硅酸盐岩。

“洒西岩组”在“南秧田岩组”之上，岩性以变粒岩、石

英岩为主，次为浅粒岩、斜长角闪岩及少量钙硅酸盐

岩。刘玉平等（２００６）对“猛洞岩群”中的石英角闪斜

长片麻岩获得了两组锆石年龄７６１±１２Ｍａ和８２９

±１０Ｍａ，此外还获得了１８３１±１５Ｍａ的残留锆石年

龄。

“新寨岩组”岩性以片岩、千枚岩为主，次为变砂

岩、变粉砂岩、大理岩类，部分区段有变硅质岩、浅

成—超浅成变基性岩床成群产出，以及见于岩组底

部的变质复成分砾岩组成。“新寨岩组”目前还没有

定年依据，而其占位区在１∶２０万马关幅区域地质

调查报告中即涵盖有寒武系中、上统和片麻状花岗

岩在内?。１∶５万区域地质调查中因其伏于中寒武

统之下，时代定为新元古代?。这套地层在越南北

部被划分为 Ｐｔ３—∈１犪狆（ＳｏｎｇＣｈａｙ群 ＡｎＰｈú

组）?，整体上表现为围绕穹窿核部的花岗质岩石呈

环状分布。本次工作新发现了一系列的岩石组合，

经与滇东南对比，其应包含了中、下寒武统和震旦系

（见下文详述）。

“古元古代南捞片麻岩”岩性为黑云、二云二长

片麻岩，岩石变形强烈，与志留纪南温河序列片麻状

花岗岩相比，矿物组成、结构构造等趋于露头级均一

化。但该片麻岩后来被证实与南温河花岗岩同期也

为志留纪（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南温河花岗岩，在越南部分被称为Ｓｏｎｇｃｈａｙ

花岗岩，是都龙—ＳｏｎｇＣｈａｙ穹窿核部的主体，主要

为眼球状、片麻状花岗岩，侵入于元古宇—寒武系

中，被燕山期花岗岩侵入，其确信的年龄为４２０～

４４０Ｍａ（Ｒｏ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Ｃａｒ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在国内的穹窿核部还分布有白

垩纪花岗岩（刘玉平等，２００７）?。

２　“新寨岩组”（“Ｐｔ３狓”）与片麻状花

岗质岩的接触关系

　　笔者等及项目组针对前人厘定的下剥离断层

（被定义为片麻状花岗岩与其围岩之间的构造分割

界面）进行重点调研时发现，片麻状花岗质岩与围岩

之间的接触关系在不同区段分别具有沉积接触、侵

入接触、过渡接触的基本属性，见后文详述。

２．１　沉积接触

在麻栗坡县大花山东邻约５００ｍ处新修公路侧

壁，可见“新寨岩组”与其下伏的片麻状花岗岩呈沉

积不整合接触（图２），自上而下可以分为几个层带：

“Ｐｔ３狓”千枚岩夹变粉砂岩。底部沿凹凸起伏的

接触界面平行联合微角度超覆沉积，一待上叠岩层

超过接触界面可见最高凸顶即与接触界面总体平行

协调一致（Ｓ狀＝Ｓ０）。

接触界面宏观突变，明确分隔上覆成层有序浅

变质岩与下伏片麻状花岗岩，在露头级视域内呈分

米—米级不等变幅波状延展，并使花岗岩中的节理、

片麻理埋封局限于该界面之下。如图２南南东数十

米处即可见下伏花岗岩片麻理（７５°∠３８°）呈微角度

交抵封埋于上覆岩层（Ｓ狀＝Ｓ０＝９７°∠４７°）底界面之

下，显现出下老上新两个世代构造行迹的时序关系。

紧邻接触界面之下，普遍发育有分米—米级参

差不齐并由高岭石化、褐铁矿化（染）、以及保留有花

岗岩变余残体的三种要素共同构成下伏花岗岩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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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新寨岩组”与下伏片麻状花岗岩的沉积不整合接触关系

Ｆｉｇ．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ｏｎｔａｃ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Ｘｉｎｚｈａ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ｇｎｅｉｓｓ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ａ）野外露头地点：云南省麻栗坡县大花山ＧＰＳ：１０４°４５′１″，２３°４′３″；（ｂ）ａ图的素描；（ｃ）接触界面下的古风化壳；

（ｄ）下伏中粗粒花岗岩。“Ｐｔ３狓”—原“新寨岩组”；“Ｓ３γ”—志留纪花岗岩

（ａ）ｏｕｔｃｒｏｐ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Ｄａｈｕａｓｈａｎ，ＭａｌｉｐｏＣｏｕｎｔｙ，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ＰＳ：１０４°４５′１″，２３°４′３″；（ｂ）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ｆｉｇ．２ａ；（ｃ）ｐａｌｅｏ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ｃｒｕｓｔ；（ｄ）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ｇｎｅｉｓｓｉｃｍｅｄｉｕｍ—ｃｏａｒｓ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Ｐｔ３狓”—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Ｘｉｎｚｈａ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３γ”—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古风化带，带内三要素间为不定形模糊渐变，而前两

者总体随距接触界面法线延伸渐趋减弱，且与后者

同步消长。

古风化壳向下，渐变过渡为中粗粒花岗岩。

上述特点及图２的特征表明：此处为“Ｐｔ３狓”与

下伏片麻状花岗岩“Ｓ３γ”之间的“填平补齐式“微角

度超覆沉积不整合接触关系的例证之一。经１∶５

万麻栗坡县等幅矿调填图最新证实，前述“Ｐｔ３狓”并

非为“构造界面所围限的岩石地层”，故其“岩组”属

性厘定欠妥不宜认同；而其向北西延展４～８ｋｍ区

段新寨—白岩脚、营盘—茅草坪、田冲一带，该套地

层横向融入浅变质成层有序的田蓬组下部或（和）延

续下叠岩层的组成部分。因而其地质年代即不应划

归“新元古界新寨岩组”，而宜订正为下、中寒武统，

应为本区已建立地层序列中的田蓬组／大寨组……

等。

在本次工作中新发现了一系列前人未曾报道的

岩石类型，如砾岩、变硅质岩、碳质页岩、变砂—粉砂

岩等，与前人“新寨岩组”?的定义内容不同，但与前

人定义的滇东南震旦系—中—下寒武统（云南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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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ａ）原“新寨岩组”底部变质砾岩及邻近地区的地质简图；（ｂ）变质砾岩露头，显微照片见图版Ｉ２；（ｃ）、（ｄ）片麻状花岗

岩与“Ｐｔ３狓”热侵位接触关系： → →中细粒花岗岩 蚀变云英岩带 片岩类围岩模糊过渡，花岗岩支脉贯穿在围岩中

Ｆｉｇ．３（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Ｘｉｎｚｈａ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ｅｔａ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ｓ；（ｂ）

ｍｅｔａ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ｓ，ｐｈｏｔｏ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ｅＰｌａｔｅｓＩ２；（ｃ），（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ｎｅｉｓｓｉｃ

ｇｒａｎｉｔｅａｎｄ “Ｐｔ３狓”：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ｎｅｉｓｓｉｃｍｅｄｉｕｍ—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ｇ →ｒａｎｉｔｅｓ ｇ →ｒｅｉｓ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ｗａｌｌｒｏｃｋｓ

（ｓｃｈｉｓｔｓ），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ｖｅｉｎｓｉｎｔｒｕｄｅｄｉｎｗａｌｌｒｏｃｋｓ

（ａ）、（ｂ）：Ｋγπ—白垩纪花岗斑岩脉；Ｋγ—白垩纪花岗岩体；（Ｐｔ３＋Ｓ）γｃ—新元古代和志留纪片麻状花岗岩杂岩；“Ｐｔ３狓”—“新寨岩组”；

ｍｂ—大理岩透镜体；ｄｏｌ—大理岩化白云岩夹层；ｓｃｈ—片岩类（夹变粉砂岩）；ｃｇ—变质砾岩；ｇｂ—云英岩化带。（ｃ）、（ｄ）：Ｓγ—志留纪片麻

状花岗岩；ｇｓ—云英岩化带；ｍｉｓ—云母片岩；Ｂ３—片麻状中细粒二云钾长花岗岩；Ｂ４—片麻状含电气石云英岩；Ｂ５—白云母片岩；Ｂ６—片

麻状云英岩化细粒花岗岩；Ｂ７—白云母片岩

（ａ），（ｂ）：Ｋγπ—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ｇｒａｎ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ｄｙｋｅ；Ｋγ—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ｇｒａｎｉｔｅｂｏｄｙ；（Ｐｔ３＋Ｓ）γｃ—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ａｎｄ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ｇｎｅｉｓｓｉｃ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Ｐｔ３狓”—“Ｘｉｎｚｈａ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ｂ—ｍａｒｂｌｅｌｅｎｓ；ｄｏｌ—ｍａｒｂｌｅｉｚｅｄｄｏｌｏｍｉｔｅ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ｓｃｈ—ｓｃｈｉｓｔｓ（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ｃｇ—ｍｅｔａ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ｓ；ｇｂ—ｇｒｅｉｓ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ｌｔ．（ｃ），（ｄ）：Ｓγ—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ｇｎｅｉｓｓ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ｇｓ—ｇｒｅｉｓ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ｍｉｓ—

ｍｉｃａｓｃｈｉｓｔｓ；Ｂ３—ｇｎｅｉｓｓｉｃｍｅｄｉｕｍ—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ｔｗｏｍｉｃａｓｍｏｙｉｔｅｓ；Ｂ４— ｇｎｅｉｓｓｉｃｔｏｕｒｍａｌｉｎｅｇｒｅｉｓｅｎｓ；Ｂ５— 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ｓｃｈｉｓｔｓ；Ｂ６—

ｇｎｅｉｓｓｉｃｇｒｅｉｓ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Ｂ７— 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ｓｃｈｉｓｔｓ

质矿产局，１９９０；张远志，１９９６）?特征一致。例如：

都龙北东近邻约２．５ｋｍ铜街锡矿东部，笔者首次发

现“Ｐｔ３狓”底部厚度约２０余米的复成分变质砾岩（图

３ａ、ｂ）；于此北西５．５～６．５ｋｍ区段李子坪林场南西

及北邻地带，片麻状花岗岩外围“Ｐｔ３狓”

→

之变砂岩

变粉砂质千枚岩构成的 ｍｍ—ｃｍ级递变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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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及其上覆千枚岩类，为前述变质砾岩之上厚度不

详的上叠岩层；通过与滇东南地区（云南省地质矿产

局，１９９０；张远志，１９９６）?对比：前述复成分变质砾

岩与浪木桥组（Ｚ∈犾）底部砾岩层诸多特征（如砾岩

厚度、产出部位、结构构造、砾石成分、磨圆度等）一

致，据此厘定其为浪木桥组底部层位；其上叠的百米

→级厚度的变砂岩 变粉砂质千枚岩韵律层当属冲

庄组（∈１），更上叠的大套千枚岩类岩层可比作大

寨组（∈犱）或兼容有未分割开的田蓬组（∈２狋）下部

地层（图４）。

图４（ａ）研究区片麻状花岗岩Ｐｔ３γ与“新寨岩组”之间的初始格局追溯恢复示意图（据本项目最新成果摘编?）；（ｂ）研

究区Ｚ—∈与Ｐｔ３γ初始超覆状况剖面示意图，据图４ａ蜿蜒的地质界线引伸拉直再以取向ＳＷ—ＮＥ水平投影线成图

Ｆｉｇ．４（ａ）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ｔ３狓”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ｇｎｅｉｓｓ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ｃｅｎｔｗｏｒｋｓｏｆｏｕ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ｂ）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ｏｖｅｒｌａｐ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Ｚ—∈ａｎｄＰｔ３γ（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ｅｎ

ｔｈｅ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ｉｎｆｉｇ．４ａ，ｓｅｌｅｃｔＳＷ—ＮＥ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ｉｎｅ）

Ｐｔ３γ—新元古代花岗岩；Ｚ∈犾—震旦系—下寒武统浪木桥组；∈１—下寒武统冲庄组；∈犱—下—中寒武统大寨组；

∈２狋—中寒武统田蓬组；∈２犾—中寒武统龙哈组；

Ｐｔ３γ—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Ｚ∈犾—Ｓｉｎｉａｎ—Ｌｏｗ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ＬａｎｇｍｕｑｉａｏＦｍ．；∈１—Ｌｏｗ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ＣｈｏｎｇｚｈｕａｎｇＦｍ．；

∈犱—Ｌｏｗｅｒ—Ｍｉｄｄｌ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ＤａｚｈａｉＦｍ．；∈２狋—Ｍｉｄｄｌ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ＴｉａｎｐｅｎｇＦｍ．；∈２犾—Ｍｉｄｄｌ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ＬｏｎｇｈａＦｍ．

因此，不考虑后期构造—热事件变形、变位、岩

浆侵位的干扰，大约可以恢复片麻状花岗岩与其西、

北、北东三方外围“Ｐｔ３狓”之间的初始格局（图４ａ、

ｂ），从多视角客观反映了如下地质内涵：

（１）加里东期第一构造层中的Ｚ∈犾、∈１、∈

犱、∈２狋（云南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９０）自南西向北东

依序超覆于片麻状花岗岩之上。图２应为穹窿东侧

∈２狋与下伏花岗岩的不整合接触关系。

（２）超覆面之下的片麻状花岗岩应早于浪木桥

组（Ｚ∈犾）；目前尚无确定的年龄（ＳＨＲＩＭＰ定年正

在进行中），但考虑到研究区内片麻状花岗岩中存在

新元古代的锆石年龄数据（约８００Ｍａ，Ｙ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可比作华南的侵入于中元古界并被南华

系—震旦系超覆的新元古代花岗岩，如邻近的桂北

三防、本洞岩体（８２０～８２５Ｍａ，Ｌｉ，１９９９），滇中峨山

花岗岩（约８１８Ｍａ，李献华等，２００１），故笔者暂将其

划归新元古代花岗岩（Ｐｔ３γ）。

２．２　侵入接触

以麻栗坡县广子山南邻约１．２ｋｍ处公路侧壁

为例：

Ｓγ与“Ｐｔ３狓”接触带蚀变过渡（云英岩化带）与

清晰突变（分支脉体贯入）并存。内接触带有厘米—

米级宽度的糜棱岩化带于片麻状花岗岩载体中不等

距相间平行或（和）小角度网织状列布，宽度可逾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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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糜棱岩化带向岩体内腹逐渐弱化直至消失，而片

麻状花岗岩向内腹粒度逐渐变粗，百余米外即为大

面积块状均匀的片麻状中粗粒花岗岩。Ｓγ边界常

沿围岩面理呈锯齿状楔入，并见与其同体连枝的脉

体注入“Ｐｔ３狓”片岩中（图３ｃ、ｄ）。花岗岩片麻理、糜

棱岩化带及糜棱面理、片岩片理都与接触界面总体

平行协调一致。在靠近接触带附近，花岗岩中多见

围岩的捕掳体（图版Ｉ１）。

据前述客观素材，笔者判断该处为片麻状花岗

岩对“Ｐｔ３狓”的热侵位关系，而糜棱岩化带等接触关

系的配套形迹，是岩浆热动力构造的常见表现形式。

如前所述，“Ｐｔ３狓”实际上包容有Ｚ∈犾、∈１、∈犱、

∈２狋的因素，结合片麻状花岗岩的定年结果（４２０～

４４０Ｍａ）（Ｒｏ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Ｃａｒ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其应为志留纪侵入体（Ｓγ）。

２．３　过渡接触

研究区西缘坡角后山—高蒱槽—南捞小寨一

带，“Ｐｔ３狓”与片麻状花岗岩的位态配置和接触关系

表现为自上而下（依垂向叠序而言）和由表及里（依

岩类而言）的分带性（各带特征见图版Ⅰ４～８；空间

位置分布见图５）：

Ａ．成层有序沉积变质岩，例如角岩化千枚岩夹变

粉砂岩、大理岩等，为“Ｐｔ３狓”占位区的组成部分之一。

－－－－过渡渐变和急变兼具－－－－

Ｂ．注入混合岩—混合片麻岩带（ｍｇ）。上部（外

缘）具变余原生沉积构造残迹的变质表壳岩居多，向下

及里渐增石英质、云英质、长英质、花岗质不定形脉体和

交代斑晶（图版Ｉ６）；，而表壳岩所占岩比则相应递减，

以至仅存少量变余残体、残影体（图版Ｉ５）；宽十到百米

级。

－－－－模糊过渡－－－－

Ｃ．花岗质混合片麻岩带（ｇｇ）。宏观岩性为（同生

糜棱岩化）片麻状似斑状花岗岩，普遍可见以长石为主

的交代斑状结构、碎斑与结晶拖尾构成的碎斑系具“Ｓ—

Ｃ”组构的眼球状构造等（图版Ｉ７），并呈现露头级岩性

一体化；宽十到百米级。

－－－－模糊过渡－－－－

Ｄ．片麻状中粗粒二云二长花岗岩（图版Ｉ８）。岩

性具大面积均一化特点，切露垂深近百米，宏观可以判

定的深成岩体（Ｓγ）。

过渡接触带中各分带呈逐渐相互过渡的关系，

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割界面，表现出强烈的岩体同化

混染和交代作用。常见石英交代长石而形成的交代

穿孔和交代蠕虫结构，以及钾长石与斜长石之间交

代形成的残留结构、条纹结构、反条纹长石结构（图

版Ｉ３）。过渡带带宽可达数十米到数百米级。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以下初步认识：

（１）沿接触带同步发育有眼球状构造、片麻状

构造、糜棱岩化带等，多种定向面理总体协调一致，

主要由于志留纪花岗岩就位所致的原生岩浆热动力

构造，亦不排除部分区段可能有后期构造复合叠加。

（２）据其物态、位态的配置关系，判定其成因属

性当为花岗岩底辟—片麻岩穹窿构造。

（３）南捞北邻的南捞河谷地带，应为志留纪构

造—热事件中的一个低级序热源区，以致形成原地、

半原地花岗岩及其外围混合岩化递减的 →Ｃ Ｂ两

→带混合片麻岩 注入混合岩；那时，盖层（Ｚ∈犾—

Ｏ２犿）厚度计约１０ｋｍ（据各组最大厚度计算），而Ｂ

带中的云英质脉体亦表明其位于１０～１３ｋｍ 深处

（Ｈｙｎｄｍａｎ，１９８５），可以满足原地花岗岩和片麻岩

穹窿构造形成机制的深度。

３　地质意义

３．１　越北地块前寒武纪构造演化

研究区内广泛分布于南捞、南温河、猛洞一带的

数百平方千米的片麻状花岗岩为多期次、多成因的

复合岩基。原划分的古元古代南捞片麻岩应为志留

纪侵入体，而原划分的大片志留纪侵入体中存在未

能解体出的新元古代花岗岩侵入体。这两期花岗岩

可与广布于华南的同时代花岗岩对比：新发现的伏

于“新寨岩组”之下的新元古代花岗岩应与皖南的许

村、休宁等岩体，桂北的本洞、三防等岩体，鄂东南黄

陵岩体，滇中的峨山岩体等同期；而侵位和热接触定

位于寒武系中的片麻状二云母花岗岩、花岗质片麻

岩，则属于志留纪广西运动期构造—热事件的产物。

在本区元古界中还存在大量镁铁质岩石??，可能是

与花岗岩同时代的岩浆活动（刘玉平等，２００６），这

种组合与华南新元古代岩浆事件的对比还需要进一

步详细研究（如Ｌ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本区的研究

素材将为研究华南新元古代岩浆事件提供新的研究

线索。

尽管目前越北地块的前寒武纪构造演化的信息

还很少（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刘玉平等，２００６），但新元

古代岩浆岩的发现为研究这一区域提供了一条重要

线索。新元古代花岗岩曾侵入在几千米的陆壳之

下，这些陆壳代表了中元古界或更老的地层，这些地

层被花岗岩侵入后又遭受剥蚀，大部分已不复存在。

区内前人划分的古元古界“猛洞岩群”中是否残留了

这些陆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对元古宇中的

碎屑锆石及花岗岩ＳｍＮｄ同位素的研究可能会提

２２３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１年



图５研究区震旦系—寒武系超覆、志留纪花岗岩事件效应回溯模拟示意图

Ｆｉｇ．５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ｉｎｉａｎ—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ｏｖｅｒｌａｐ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ｏｆ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１—注入混合岩中的云英岩化细晶岩脉体（图版Ⅰ４）；２—混合片麻岩中的黑云母片岩残体（图版Ｉ５）；３—混合片麻岩中与片麻理协调

一致的层带状构造（图版Ｉ６）；４—花岗质混合片麻岩中的眼球状构造（图版Ｉ７）；５—片麻状中粗粒二云二长花岗岩（图版Ｉ８）；６—热

侵位接触关系（图３ｃ、ｄ）；７—沉积接触关系（图２）；Ａ、Ｂ、Ｃ、Ｄ区为正文２．３中的分区，其余符号同前文

１—ｇｒｅｉｓ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ｐｌｉｔｅｄｙｋｅｓｉｎｔｒｕｄｅｄｉｎｍｉｇｍａｔｉｔｅｓ（ｐｌａｔｅｓＩ４）；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ｂｉｏｔｉｔｅｓｃｈｉｓｔｓｉｎｍｉｇｍａｔｉｔｉｃ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ｐｌａｔｅｓＩ５）；３—

ｌａｙｅｒｓｉｎｍｉｇｍａｔｉｔｉｃ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ｉ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ｔｈｅｇｎｅｉｓｓｏｓｉｔｙ）（ｐｌａｔｅｓＩ６）；４—ａｕｇｅ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ｍｉｇｍａｔｉｔｉｃ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ｐｌａｔｅｓＩ７）；

５—ｇｎｅｉｓｓｉｃｃｏａｒｓ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ｔｗｏｍｉｃａａｄａｍｅｌｌｉｔｅ（ｐｌａｔｅｓＩ８）；６—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Ｆｉｇ．５）；７—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ｏｎｔａ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ｚｏｎｅｓＡ，Ｂ，Ｃ，Ｄ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ｈｅｔｅｘｔ２．３，ｏｔｈｅｒ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ｈｅａｂｏｖｅ

供这方面的信息。穹窿中片麻状花岗岩主体为志留

纪侵入体，前寒武纪片麻状花岗岩（黄汲清，１９５４；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９）残留很少，因此现在越北地块的

主体应是经古生代及以后的构造—热事件改造和增

生形成的。

本区前寒武系的研究对理解越北地块的归属、

构造演化等问题具重要意义，由于越北地块构造位

置特殊，也是我们研究Ｒｏｄｉｎｉａ大陆聚散的重要窗

口（刘玉平等，２００６），对探索华南与印支板块之间

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钟大赉等，１９９８；马文

璞，１９９８；Ｃ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３．２　震旦纪—寒武纪的超覆事件及广西运动

可以回溯模拟研究区震旦系—寒武系超覆，志

留纪花岗岩两次地史事件的基本格局如下（图５）：

震旦纪到早寒武纪时，越北地块北缘地区发生

从南西向北东的逐渐海侵过程，沉积了震旦系—下

寒武统浪木桥组—下—中寒武统（Ｚ∈犾、∈１、

∈犱、∈２狋），超覆于新元古代花岗岩之上。此后相对

稳定直到晚奥陶世，从浪木桥组到木同组（Ｏ２犿）最

大沉积厚度可达１１２３４ｍ。

３２３第３期 张斌辉等：滇东南“新寨岩组”与变质花岗质岩的接触关系及其地质意义



本区发生在晚奥陶世到志留纪的广西运动形成

了都龙—ＳｏｎｇＣｈａｙ花岗岩底辟—片麻岩穹窿构

造，也造成了本区泥盆系与下伏地层的角度不整合，

这些情况与华南加里东造山带（王德滋，２００４；舒良

树，２００６；王鹤年等，２００６；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类似。

致谢：本文得到了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潘桂棠研

究员、天津地质调查中心陆松年研究员及云南地矿

局王义昭教授级高工的指导，感谢项目组成员任光

明、陈小炜、石洪召等同志的帮助，感谢卓皆文博士

对本文的修改。

注　释　／　犖狅狋犲狊

? 云南省地质局第二区域测量大队．１９７６．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地

质调查报告（１∶２０万）马关幅．

?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大队．１９９９．

１∶５００００麻栗坡县幅、都龙幅区域地质调查联测报告．

? 云南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８３．１∶１００万云南省地质图．

? 成都地质调查中心．２０１１．１∶５００００麻栗坡县幅、都龙幅区域地

质图．

? 郭利果．２００６．滇东南老君山变质核杂岩地球化学和年代学初步

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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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接触带附近花岗岩中的围岩捕掳体。

２．变质砾岩中的变砂岩、片岩砾石。

３．石英交代斜长石而形成的交代穿孔结构以及反条纹长石结构。

４．注入混合岩中的云英岩化细晶岩脉体。

５．混合片麻岩中的黑云母片岩残体。

６．混合片麻岩中与片麻理协调一致的层带状构造。

７．花岗质混合片麻岩中的眼球状构造。

８．片麻状中粗粒二云二长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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