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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新洲推覆构造原地系统

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¹

彭少梅
(广东省地 质科学研究所

.

广 州
,

5 1。。8 0)

提 要 粤北新洲推覆构造的原地系统为中泥 盆统棋锌桥组 ( D : 。 ) ,

岩性以浅灰
、

灰色 中
一
厚层状

微晶灰岩为主
,

夹白云岩化灰岩和自云岩
,

厚度大于 82 7 m
。

在印支一燕 山期
,

原地系统的同推覆期

变形以右旋韧性简单剪切为主
,

形成石英方解石 糜棱岩
,

并广泛发育小型鞘褶皱 同时
,

同推覆期强

烈的韧性剪切作用
,

使原地 系统碳 酸盐岩中的 N a : o
、

K : 0
、

H : O
、

51 0 :
、

A 。
、

Pb
、

Z n 、

Bi
、

As
、

H g 明显富

集
, c a o 普遍降低

,

但其它常量元素及 A g
、

c u 、

c o 、

N ,
等元素却变化不大

。

另外
,

沿着逆冲推覆运动方

向
,

从推覆体后缘 至前缘
,

原地 系统之 : R E E
、

: c e 、

二ce / 三Y
、

犯
u

、
2。只Pb/ 2。, Pb

、 Z O7 Pb/
2 。书P b 和

ZO S Pb/
ZO 4P b

均逐渐降低
,

而 二y 和 乙Ce 则有逐渐升高之趋势
。

由此表明
,

原地系统中稀土元素和铅同位素的同推

覆期重组和分馏作用与该区印支一燕 山期的逆冲推覆运动的强度
、

环境及方向有关

关键词 原地系统 变形 微量元素 稀土元素 铅同位素

粤北清远市
,

英德县交界处的新洲地区
,

区域构造上处于粤北 山字型构造前弧西翼
、

吴 川

一四会断裂带北东段和佛 冈一丰 良东西向构造带西段 的交汇部位 〔’〕
。

据作者等人的研究认

为二2二,

新洲地 区存在一个 中一大型的褶皱式逆冲推覆构造 (图 1)
,

该推覆构造表现为厚 1
.

1一

7
.

Zk m 的震旦系低绿 片岩 相浅变 质地层
一 3三(外来系统 )沿 一近 水平的 I 级逆 冲推覆 断层带

(F )
,

由 Sw 向 N E 逆冲推覆到上古生界碳酸盐岩 (原地系统 )之上
,

推覆距离大于 25 k m
,

推覆

运动时期为印支一燕 山期
。

该逆冲推覆构造的发育
,

奠定了新洲地区的主体构造格架
。

外来系统中
,

按前展型扩展方式
二‘弓
发育起来的六条走向 S E一ss E

、

倾向 SW 一SW W 的缓倾

斜 I 级逆冲推覆断层带 (图 1 中的 Fl, 一F6. )将外来系统分割成七个大小不等的推覆 片体 (图 1

中的 BK I
~ B K 7 )川

。

推覆构造形成之后
,

沿着这些 K级逆冲推覆断层带发生强烈的浸蚀作用
.

从西向东依次发育平面近椭圆形
,

长轴 N N W 向的四个构造窗
,

即黄洞
、

板坑
、

坪径和桐油坪构

造窗
。

这些构造窗中及推覆体前峰外缘和尾部后缘均 出露原地系统上古生界碳酸盐岩
.

出露总

面积约 4
·

sk m Z 。

¹ 本文为广东省黄金领导小组地勘办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
:
金研一。6 、研究成果之 一 研 究组 成员除作者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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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地矿局伍广宇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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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奋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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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嘉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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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武 系 月
.

震旦 系 5
.

燕 山期 花岗岩 6
.

推覆 片体编 号 7
.

} 级 推覆断层带 8
.

1 级

推覆断层带编号 9
.

构造窗 10
.

实测断层 H
.

推测断层 12
.

地 质界线 13
.

加里东期 面理 (s
。

声S )产状

图 1 粤北新洲推扭构造略图

F ig
.

1 S k e m a tle g e o lo g ica l m a P o f th e X in z h o u n a Ppe s rr u e tu r e ,

N o r th e r n G u a n g d o n g

1 原地系统的地层组成

新洲推覆体前峰外缘 (社仔滩一带 )
,

尾部后缘 (滨江一带 )及四个构造窗中出露的原地系

统
,

具有极为一致的岩性和结构构造
。

岩性以浅灰
、

灰色中一厚层状微晶灰岩为主
,

夹白云岩化

灰岩和白云岩
,

含层孔虫化石枷琳
:

衅
。 SP

. ,
A

·

Ta

~
,
A ctl耐ro ma SP

. 。

具条纹或砂质条带构

造
、

富屑层与富藻层相间
、

浅 白与灰色条纹构造
,

常含少量碳质物
、

见少量硅质角砾
。

与粤北地

区区域地层对 比川
,

将新洲推覆构造原地系统碳酸盐岩定为中泥盆统棋梓桥组 (D
Z。
)

,

其地层

组成可以以推覆体前峰外缘
、

起点位于清远石潭 2 1 80 方 向 2
.

Zk m 的大洛剖面为代表¹
。

在该剖

¹

19 9 0

广东省地矿局七O 六地质 队
.

1 : 5 00 0 0 石潭 幅 ( G 一49 一 142 一D )
,

沙河好幅 (F 一49 一10 一B)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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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
,

原地系统棋梓桥组主要岩性为微晶灰岩
、

白云岩
、

白云岩化灰岩和去白云岩化灰岩 (表

l )总厚度> 8 2 7 m
。

T a b le

表 1 原地系统棋梓桥组主要岩石类型特征表

Fea tu res o f th e m a in roc k type s o f th e Q iz iq ia o F o rm a tio n in th e a u toc h th o n o u s sy ste m

岩岩石名称称 颜 色色 矿物成分及含量(% ))) 矿物粒径 (m m ))) 结 构构 构 造造

微微 晶 灰灰 浅灰一灰色色 方解石 > 9999 方解石石 微晶结 构构 中厚 层一 厚 层 状状

色色色色 微量的碳质
、

泥 质
、

石英 和黄黄 0
.

0 1 ~ 0
.

0 55555 构造造

铁铁铁铁矿矿矿矿矿

白白云岩岩 浅灰一灰白色色 白云石 > 9555 方解石石 细晶结 构构 中厚层 一 厚 层 状状

方方方方解石 3一 444 0
.

0 1一 0
.

0 55555 构造造

微微微微量的铁质
、

碳质和石英英 白云石石石石

000000000
.

10 ~ 0
.

2 0000000

白白 云 岩岩 浅灰色色 方解石 8 0一 9 000 方解石石 微 晶结构
,,

厚 层一 中厚 层 状状

化化灰岩岩岩 白云石 10 一2 000 0
.

0 1~ 0
.

0 555 局 部 细 晶晶 构造造

微微微微量碳质
、

黄铁矿
、

石英英 白云石石 结构构构

000000000
.

02 ~ 0
.

2 0000000

去去 白 云云 浅灰一灰色色 方解石 6 5一 7 000 方解石石 交 代残 留留 中厚层 状构造
,

花花

岩岩 化 灰灰灰 白云石 30 一 3555 0
.

0 1 ~ 0
.

0 333 结构 微 晶晶 斑状构造造

岩岩岩岩 微量碳质
、

石英
、

黄铁矿矿 白云石石 结构构构

000000000
.

1 0 ~ 0
.

2 5555555

分析单位
:
广东地矿 局七 O 六地质队

丫飞只耐
0 10 c m
‘~ - - - - - - - - - 副 2 原地系统的变形特征

\
X Z 面

尝 \ 令 \ 八

a 一y z 面 b 一 x z
面

图 2 原地系统中发育的梢褶皱

F ig
.

2 Shea th fo lds in rh e a u ro e h th o n o u s sys t em

印支一燕 山期
,

新洲推覆构造

原地系统的棋梓桥组碳酸盐岩
,

经

受了同推覆期强烈的面型韧性剪切

作用
,

而在后推覆期
,

原地系统主要

形成线型的脆性断裂或开阔直立褶

皱
,

一般不发生构造置换
。

因此
,

目

前原地系统 中所保存的构造样式
、

各种显微组构的对称型式及优选方

位基本上能代表新洲推覆构造的同

推覆期变形场
。

在同推覆期强烈的韧性剪切过程中
,

原地系统碳酸盐岩层广泛发育糜棱面和糜棱条带
,

并

可见大量的小型鞘褶皱 (图 2a
、
b )

,

鞘褶皱 (a 型线理 )枢纽优势产状 为 2 1 00 匕 35
“ ,

反映同推覆

期的剪切运动方向为 N E 3 0o:
4二。 同时

,

原地系统碳酸盐岩在同推覆期发生了强烈的动态重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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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切 面

a
.

营下围
,

原地系统
,

等值线间距 1一 3一5 %
, x z 面 b

.

桐油坪
,

原地系统
,

等值线间距 l一 2一 3一月%
, x z 面

外来系统
,

石英残斑
,

等值线间距 1一 2一3一 4一5 %
, y z 面 d

.

新洲
,

外来系统
,

动态重结晶颗粒
,

等值线间距

4一 5%
,

yz 面
。

1 50 个石英光轴
,

下半球投影

c
.

新洲
,

1一2一 3一

图 3 新洲推斑构造的岩组格式

F ig
.

3 P e tr o fa b ric 碑tterns o f th e x ln z h o u th rus t n a p pe

K = 田
K = co !

: :

{
”

-

习十一
一。+一

少七

�翻+一引川川
�。

气.’. 艺
二 二 ..’

’

:..
: “

·

:

1
.

4 1
.

6

b 一 I n ‘」土三

.

二
.

- - - 一~ ~ ~ ‘ 臼卜

K 一 0

l + e 3

a
.

原地系统 b
.

外来系统

图 4 新洲推扭构造的付林图解

Fig
.

4 Fli n d ia g r a m o f t h e X in z h o u n a PPe st r u e tu r e

作用
,

形成石英方解石糜棱岩
,

方解石强烈拉长
,

长宽比可达 13 : 1
,

并发育大量的
e 双晶 (平行

细密者 )和变形双晶 (粗大者 )
,

以及锯齿状边界 (照片 1 )
。

与此相对应
,

外来系统震旦系乐 昌峡

群也广泛发育糜棱岩化
,

形成石英糜棱岩
,

糜棱岩带
,

糜棱面理的产状与原地系统基本一致 (照

片 2 )
。

另外
,

原地系统的岩石组构为完整的 (图 3a) 和不完整的( 图 3b) 不对称 I 型交叉环带
,

这

些均与外来系统石英糜棱岩的岩石组构格式 ( 图 3c
、

3d) 完全一致
,

共同反映了同推覆期不共

轴的平面应变
,

为典型的韧性简单剪切的产物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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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地系统中变形石英和方解石颗粒 Rf / 中 法三维有限应变测量¹ 结果 (图 4a )来看
,

13

个样点中有 11 个落在付林图解 中 k 一 a/ b 一 1 的直线附近
,

而且有 9 个样点落在 k 一 1 直线下

方
,

说明同推覆期原地系统的变形场 以平面应变为主
,

并更多地带有压扁的成分二7
一

; 同时反映

出原地系统的变形为平行 5 2 (糜棱面理 )的简单剪切和垂直 S :

的压扁
。

外来系统与原地系统比

较起来
,

前者样点更多地落在 K 一 1线下方并偏离该线 (图 4b )
,

表明外来系统压扁成分更多
,

经历逆冲推覆作用的时间更长
。

3 原地系统的常量和微量元素地球化学

新洲推覆构造原地系统棋梓桥组碳酸盐岩
,

在经受同推覆期强烈韧性剪切变形的同时
,

其

中的物质组分也经历了大规模的重组和调整
。

从表 2 来看
,

原地系统碳酸盐岩的 51 0 2
含量普

遍较高
,

富 c a 、

A I
、

N a ,

贫 F e 、

M n ,

且有 N a : o > K : o
。

Fe o 、Fe Zo 、。

同时
,

原地系统棋梓桥组碳酸

盐岩与区域棋梓桥组碳酸盐岩 比较起来
,

前者 N a 20
、

K Zo
、

H 2 0
、

51 0 2

普遍升高
,

ca o 普遍降低
,

其余组分则变化不大
; 这可能与原地系统在同推覆期发生了强烈的钠长石化和硅化有关

。

另外
.

原地系统的微量元素组分在同推覆期也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调整 (表 3)
。

原地系统相

对富集 A s 、

p b
、

W
、

S b 、

B i 、

H g
,

贫 e u 、

Z n 、

e o 、

N i ,

而 A g
、 A u 则接近地壳丰度

。

与中泥盆统棋梓桥

组区域碳酸盐岩微量元素含量 (表 4)对比
,

原地系统中 A u 、

Pb
、

zn
、

Bi
、

As
、 H g 明显富集

,

说明同

推覆期的改造对这些元素的富集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

而逆冲推覆运动对 A g 、

c u 、

c 。
、

Ni 等元素

的活动影响微弱
。

另外
,

从表 3还可看出
,

A u 、

W
、

e o 、

N i 的 x g / x a 较大 ( 0
.

7 4一 0
.

9 4)
、

e v
较小

( < 78
.

63 % )
,

说 明这些元素在地层中分布较稳定和均匀
。

而 Pb
、

A s 、

sb
、

H g 则相反
,

X g / X a
较

小 ( < 0
.

53 )
,

C v
较大 ( > 127

.

60 % )
,

指示其中有富集和贫化层位的发育
。

表 2 棋梓桥组碳酸盐岩的常! 元素含! ( % )

T a b le 2 M ajo r e le m e n t e o n t e n t, ( % ) o f e a r b o n a te roc ks in th e Q iz iq ia o F o r m a ti o n

产产状状 岩 性性 5 10 222 T 一0 222 A 12 0 sss Fe Z O 333 Fe ooo M fl OOO M g ooo K 2000 N a 2 000 P2 0 sss H 2 0 一一 s 一一〔泊OOO 样数数

原原地地 大理岩化灰岩岩 ,16
.

1222 0
.

2 111 4
.

2444 0
.

7 111 0
.

9 888 0
.

0 222 0
.

5 444 1
.

0 444 5
.

1222 0
.

0 444 一一一
’’!!! 7 222

系系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 0
.

6 7555 0
.

3333 19
.

5 88888

白白白云石大理岩岩 14
.

3222 0
.

1333 一一 0
.

9 555 0
.

9 333 0
.

1222 1 7
.

9 555 一一}}} 0
.

0 6 444 l0 3222 0
.

3555 13
.

6 000一
888

33333333333
.

5 00000000000 0
.

4 111 3
.

5 66666666666 一一

区区域棋棋 灰 岩岩 37
.

3 333 0
.

5 222 10
.

6777 5
.

9 777 0
.

3000 0
.

0 444 lll 0
.

5 555 1
.

8 666 0
.

0 6 888 0
.

29 666 4
.

0 222 23
.

9 222 l lll

梓梓桥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1
.

9 99999999999999999

白白白 云 岩岩 12
.

9 222 0
.

1000 3
.

1 000 0
.

4 555 1
.

3888 0
.

1111 16
.

3777 0
.

0 444 一一 0
.

1222 0
.

1666 0
.

0 111 27
.

8 333 1 4888
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7 0000000000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测试单位
:
广东省地矿局七 O 六地质队化验室

¹ 彭少梅
.

广东省清远一英 德地区新洲逆冲推覆构造 及其 与金矿 化的关 系
,

中南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9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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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推扭构造原地系统微t 元紊的地球化学特征值(PP m )

T a b le 3 G e
oc h e
而ca l e ha r a ete r is tic v a lu es o f m ie roe le m e n ts in th e au toc h th o n o此 sysle m o f the n a p讲

str u etu r e

项项 目目 Auuu Ag
、、

C uuu P bbb Z nnn A SSS WWW S bbb B iii C ooo N iii H ggg 样数数

〔〔〔PPb ))) (PP匕))))))))))))))))))))) (PPb )))))

原原原 X aaa 3
.

4 666 5 9
.

2 333 1 8
.

8 333 2 3
.

3 666 2 7
.

1555 2 8
.

9 888 4
.

2 777 5
.

6 111 0
.

3999 3
.

5 111 9
.

3 444 5 7
.

9 222 1888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系系系 X S/ X aaa 0

.

9 444 0
.

7 555 0
.

6 555 0
.

2 333 0
.

6 777 0
.

4 444 0
.

7 444 0
.

3 111 0
.

6 000 0
.

8 999 0
.

8 444 0
.

5 33333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CCCCCv (% ))) 4 1
.

8 111 1 18
.

3 666 1 0 8
.

1 000 1 2 7
.

6 000 9 6
.

6 555 1 3 0
.

5 999 7 8
.

5 333 2 4 4
.

4 444 1 1 6
.

7 555 6 0
.

1666 5 6
.

7 555 1 6 8
.

5 88888

测试单位
:

广东省地矿局 7 06 地质队化验 室

表 4 清远一英德地区棋梓桥组碳酸盐岩微t 元素平均含t (PP m )

几 b le 4 Mea n c o n te n 招 o f m ieroe lem en o o f th e Q让iq ia o Fo rm a tio n ca r
bo

n a te r
oc ks 认 Q in g y u a n 一 yin g d e a rea (PPm )

地地 层层 岩性性
,

An
、、 ,

Aggg C UUU Pbbb Z nnn A SSS WWW S bbb B iii C ooo N iii H ggg 样数数

吸吸吸吸PPb ))) (PPb ))))))))))))))))))))) (PPb )))))

棋棋梓梓 白云岩岩 3
.

0 000 5 9
.

0 000 2 1
.

3 222 8
.

2 000 15
.

5 777 1 9
.

0 333 2
.

8 777 2
.

2 555 0
.

3 444 4
.

0222 7
.

8 666 1 8
.

0 777 7 333

桥桥组组组组组
lllllllllllllllllllllll

灰灰灰 岩岩 3
.

2 000 5 7
.

3222 1 9
.

1 111 1 1
.

3 222 13
.

7 000 2 2
.

3 444 7
.

6 222 5
.

2 111 0
.

3 000 13
.

7 888 1 1
.

0 777 3 7
.

1222 16 888

(据广东省地矿局 70 6 地质队
,

19 9 0)

原地系统中 A u
的含量分布和对数分布 (图 sa )均为比较完美的正态

,

与外来系统中 A u
的

分布为双峰偏态 (图 sb) 截然不同
。

同时
,

元素组合信息较外来系统更为零乱模糊 (表 5 )
,

而外

来系统与清英地区均具有极为一致的金矿化元素组合 A u 一

As
一

sb
一

Bi
一

P b
一

Z n 仁, 口。

原地系统与外来

系统的这些 明显差别均表 明
,

虽然原地 系统碳酸盐岩中 A u 及有关微量元素在同推覆期韧性

剪切过程中发生了迁移和富集
,

但基本上不发生工业金矿化
二‘ 。

表 5 新洲推扭构造微l 元素 R 型因子分析结果表

T a b le S R 一 type fae to r a n a lysis res u lts o f m ieroe le m e n ts in th e X in z h o u n a p pe str u et u r e

位置 项 目

累计方差贡献

F 1

0
.

2 2 8

F 2

0
.

3 7 月

F 3

0
.

5 1 8

F4 样品数

原地
0

.

7 0 0

(一 ) (一 ) (一 )

从
产 A s B i

(一 ) (一 ) (一 )

S n La Be

(一 )

A u 、

Z n
、

M o 、

N i

(一 ) (一 )

Y N b B e

A u 、

(一 )

H o 、

C u 、

P b
、

(一 )

认 『 、

S b

C o 、

N 王

助
、

Y
、

N b

l8

系统
元素组合

外来
累计方差贡献 0

.

5 09 0
.

6 6 9

1 03

系统
元素组合

Cu
、

(一 )

W
、

La
、

0
.

2 5 3

P b
、

Z n
、

C o
、

N i
、

Y
、

B e

A u
、

U l 、

0
.

4 19

Pb
、

A s
、

S b

N b
A g

、

P b
、

S b
(一 )

C u
、

P b
、

H g

注
:

在 因子载荷绝对值大 于 0
.

30 水平上提取 元素组合
; (一 )表示该元素因子载荷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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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仆l|||比r|||沈曰卿即加
千

一
�

0
。

2 0
.

马 t}
.

6

19
、p p b )

a 一原地系统 (样品数为 18 ) b 一外来系统 (样品数为 10 3)

图 5 推班构造中金的分布

F i g
.

5 A u d istr i b u ti o n s in t h e X in z h o u n a Ppe
s t r u e tur

e

4 原地系统的稀土元素地球化学

新洲推覆构造窗中原地系统 (表 6
、

表 7 之 G D S
、

G D 56
、

G D 9 0) 与前峰侧缘的原地系统

( G D 6 7 )均具有较为类似的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

服EE 为 15
.

4 3 ~ 3 2
.

5 4p p m
, E u
为 0

.

1 5一

0
·

2 7 5 p pm
, c e
为 4

·

8 0一 1 2
·

4 0p p m
, 6 E u

为 0
·

6 2 0一 0
.

8 9 2
、

犯
e
为 0

.

7 0 6 一 0
.

8 9 6 ,

均接近正常海

相碳酸盐岩图
,

但略低于清英地区棋梓桥组区域碳酸盐岩 ¹ (后者之 艺R EE
、

E u 、

c e 、

犯
u 和众

平均值分别为 38
·

7 5p p m 、 0
.

26 4p p m
、 11

.

s op p m
、

0
.

8 6 1和 0
.

9 2 0 ) ,

说明同推覆期的剪切变形也

使原地系统碳酸盐岩的稀土配分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

从图 6 来看
,

原地系统稀土元素含量

的球粒陨石标准化模式 曲线均呈往右侧陡倾
、

馆亏损中等
、

钵亏损不 明显的单调型 曲线
,

曲线

¹
19 9 0

广东省地矿局七O 六地质队
.

一 比五万石潭幅 ( G 一49一142一D )
、

沙河好幅 (F 一49一 10一B)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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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态类似于正常海相碳酸盐岩工
。

表 6 新洲推班构造原地系统碳酸盐岩稀土元素分析结果表 (PP m )

T ab le 6 R E E a n alysis res ul ts o f ea r
bo

n ate r
oc ks in a u t o ch th o n o us sy stem o f th e X in z h o u n a p p e str u et u r e (PPPm )

编编号号 岩 性性 地理位置置 构造位置置 分 析 结 果果

LLLLLLLLLLL888 C eee Prrr N ddd Smmm E UUU G ddd T bbb D yyy H 000 E rrr T mmm Y bbb L uuu YYY SCCC

GGG O SSS 含角砾灰岩岩 滨江矿湖湖 构构 7
.

2 000 1 2
.

4 ((( 1
.

7 000 6
.

5 000 ]
.

3 555 0
.

8 7 999 0
.

9 111 0
.

1 666 0
.

9 888 习
.

1 8万万 0
.

4 ]]] 0
.

0 666 0
.

3 666 0
.

0 555 4
.

3 555 1
.

2 000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GGG D 5 666 含角砾灰岩岩 坪 径径 窗窗 4
.

8 000 8
.

5 000 1
.

1 000 5
.

2 000 1
.

4 000 0
.

1 999 1
.

0 000 0
.

1 777 1
.

2 000 0
.

2 555 o
·

5 6 --- 0
.

0 888 0
,

4 888 0 0 777 6
.

8 000 2
.

4 000

GGG D 9 000 灰 岩岩 社 仔 滩滩滩 3
.

0000 4
.

8 000 0
.

5 777 3
,

0 000 0
.

9 000 0
.

1 555 0
.

7 888 0
,

1 444 0
.

9 000 0
.

2 000 0
.

5 222 0
.

0 888 0
.

3 444 0
.

0 555 3
.

0 000 0
.

6 888

GGG D 6 777 灰 岩岩 径 下 围围 前锋侧缘缘 3
.

5 000 5
.

7 000 0
.

7 222 3
.

3 555 1
.

0 000 0
.

1 666 0
.

7 222 0
.

1 2 555 0
.

8 555 0
.

1 888 0
.

4 000 0
.

0 5 888 0
.

3 5 555 0
.

0 555 3
.

7 000 1
.

3 555

分析单位
:

宜 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表 7 新洲推扭构造原地系统碳酸盐岩稀土元素特征值表

T a b le 7 C h a r a c ter is tie v alu es o f R E E o f ca rb o n at e r
oc k s in a u toc h th o n o us system o f the X in z h o u n a PPe str u c t u r e

编编号号 岩 性性 地理位置置 构造位置置 6 E uuu 进成二eee

鹭鹭 乌乌 竺竺 竺竺 旦旦 丝丝 塾塾 艺R E EEE

么么么么么么么么YYY Ybbb Y bbb S mmm S mmm L UUU L UUU
(pp m )))

GGG D SSS 含角砾灰岩岩 滨江矿湖湖 构构 0
.

8 9 222 0
.

8 9 666 2
.

07 000 4
.

0 0 000 4
.

82 111 1
.

6 2 777 0
.

6 9999 6
.

19 333 0
.

8 0 666 3 2
.

5 444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GGG D 5 666 含角砾灰岩岩 坪径径 窗窗 0
.

6 2 000 0
.

7 0 666 1
.

4 1555 2
.

3 7 888 2
.

9 3555 1
.

3 9 666 0
.

4 9 777 3
.

3 3 333 0
.

8 9 999 2 5
.

0 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GGG D 9 000 灰 岩岩 社仔滩滩滩 0
.

5 9 444 0
.

8 6 222 1
.

3月666 2
.

7 9 888 3
.

8 4222 1
.

4 8 999 0
.

4 7 999 4
.

6 7 333 0
.

9 3 444 1 5
.

4 333

GGG C 6 777 灰 岩岩 径下围围 前峰侧缘缘 0
.

6 4 000 0
.

8 6 111 1
.

40 333 3
.

18 333 4
.

2 2888 1
.

月8 888 0
.

4 8 888 5
.

0 0 000 0
.

9 3 666 1 7
.

1 777

样点 G D S一G D 56 ~ G D 67 ~ G D 90 的空间方 向
,

是推覆体后缘至前缘的方向
。

从表 6
、

表 7

及图 6 可以看出
,

从推覆体后缘至前缘
,

三R E E
、

二ce
、

芝ce / 二Y 及 旅
u 均逐渐降低

,

而 : Y 和 6ce

则有逐渐升高之趋势
。

原地系统 中稀止元素的这些变化规律
、

可能与从推覆体后缘至前缘
,

同

推覆期的变形强度
、

温度
、

压力逐渐降低
,

氧逸度逐渐升高有关
二2二

。

5 原地系统的铅同位素地球化学

作全岩铅同位素分析的样品均采 自横水冲推覆片体
2

下伏原地系统棋梓桥组灰岩 (表

8 )
,

从该推覆片体后缘至前缘的方 向(即逆冲推覆运动方 向)
,

采样顺序依次为 G D S~ G D 120 ~

G D 5 6
。

从表 8 可得如下几点认识
:
(l )全岩铅同位素组成变化较大

, Z O6 p b /
, 。‘p b 在 18

.

3 2 7 ~

2 1
.

4 3 4 之间
, ZO 7P b /

, 。‘P b 在 15
.

5 9 6 一 2 5
.

7 6 0 之间
, ZOSPb /

2叫 Pb 在 3 8
.

4 0 3一 3 9
.

6 6 2 之间
。

而且从

推覆体后缘至前缘
, 2 。“

Pb /
2 。‘

Pb
、 ’。了

Ph /
2 。,

Pb 以及
’08
Pb /z0

‘

Pb 均逐渐降低
,

说明推覆构造原地系统

碳酸盐岩中铅同位素的同推覆期分馏与逆冲推覆运动方 向有密切的关系
。

(2) 按 D oe 单阶段模

式。。〕计算的模式年龄在一 2 0 51 一 2 22 M a 之间
,

表明铅的来源和成因均 比较复杂
。

其中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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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因铅污 染最小的样 品

(表 7 之 e n 5 6 )获得的模

式年龄为 2 22 M a ,

该年龄

与陈好寿等[ll 〕对新洲推

覆构造外来系统震旦系变

质地 层 所作的 R 卜 sr
、

K
-

A r
年龄及部分矿 石铅模

式年龄在误差范围内一

致
,

这显然与该 区印支晚

期一燕山期发生的强烈逆

冲推覆运动有关〔, ZJ
。

(3 )

原地系统棋梓桥组碳酸盐

岩中的铅同位素
,

在印支

一燕山期强烈逆冲推覆运

动期间
,

发生了强烈的分

馏作用
,

而且这种分馏作

用是在不平衡过程中发生

和完成的
。

G D S一滨江矿湖 G D 56 一坪径构造窗 G D 6 7一径下围 G D 9 0一社仔滩

图 6 经球粒限石标准化后的原地系统稀土分布模式曲线

Fig
.

6 Ch o nd
r ite 一 n o rm a liz ed R E E d is tr iu tio n s of the a u toc hth o n o us s

ys tem

表 8 原地系统碳酸盐岩的铅同位素组成

Ta b le 8 Lea d is o to pe co m 侧始i吐o n o f car bo
n a te r

OC ks 加 th e a u toc h th on
o出 sys te m

样号

G O S

采样位置 l岩石
Z o 6P b / 20

月P b

G D 1 2 0

G D 5 6

滨江矿湖

板 坑

坪 径

灰岩

灰岩

灰岩

2 1
.

4 3士 0
.

02

1 9
.

8 0 0士 0
.

0 05

1 8
.

32 7士 0
.

0 0 1

铅同位素组成

Zo 7 Pb / 2 0吸Pb

1 5
.

7 6 0士 0
.

0 1

1 5
.

6 8 6 士 0
.

0 1

15
.

5 9 6士 0
.

0 0 1

蒸弃测试单位
: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6 结 论

通过对粤北新洲推覆构造原地系统的地质地球化学综合研究
,

可得如下结论
:

(l) 新洲推覆构造原地系统为中泥盆统棋梓桥组 (D
Zq

)
,

岩性以浅灰
、

灰色中一厚层状微晶

灰岩为主
,

夹白云岩化灰岩和白云岩
,

厚度大于 8 2 7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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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因铅污 染最小的样 品

(表 7 之 e n 5 6 )获得的模

式年龄为 2 22 M a ,

该年龄

与陈好寿等[ll 〕对新洲推

覆构造外来系统震旦系变

质地 层 所作的 R 卜 sr
、

K
-

A r
年龄及部分矿 石铅模

式年龄在误差范围内一

致
,

这显然与该 区印支晚

期一燕山期发生的强烈逆

冲推覆运动有关〔, ZJ
。

(3 )

原地系统棋梓桥组碳酸盐

岩中的铅同位素
,

在印支

一燕山期强烈逆冲推覆运

动期间
,

发生了强烈的分

馏作用
,

而且这种分馏作

用是在不平衡过程中发生

和完成的
。

G D S一滨江矿湖 G D 56 一坪径构造窗 G D 6 7一径下围 G D 9 0一社仔滩

图 6 经球粒限石标准化后的原地系统稀土分布模式曲线

Fig
.

6 Ch o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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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原地系统碳酸盐岩的铅同位素组成

Ta b le 8 Lea d is o to pe co m 侧始i吐o n o f car bo
n a te r

OC ks 加 th e a u toc h th on
o出 sys te m

样号

G O S

采样位置 l岩石
Z o 6P b / 20

月P b

G D 1 2 0

G D 5 6

滨江矿湖

板 坑

坪 径

灰岩

灰岩

灰岩

2 1
.

4 3士 0
.

02

1 9
.

8 0 0士 0
.

0 05

1 8
.

32 7士 0
.

0 0 1

铅同位素组成

Zo 7 Pb / 2 0吸Pb

1 5
.

7 6 0士 0
.

0 1

1 5
.

6 8 6 士 0
.

0 1

15
.

5 9 6士 0
.

0 0 1

蒸弃测试单位
: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6 结 论

通过对粤北新洲推覆构造原地系统的地质地球化学综合研究
,

可得如下结论
:

(l) 新洲推覆构造原地系统为中泥盆统棋梓桥组 (D
Zq

)
,

岩性以浅灰
、

灰色中一厚层状微晶

灰岩为主
,

夹白云岩化灰岩和白云岩
,

厚度大于 8 2 7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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