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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湖南板溪群

唐晓珊 黄建中 何开善

�湖南省地矿局区调所�

摘要 本文以地层序列
、

年代地层格架
、

古地磁
、

岩浆岩一火山岩的地球化学及 ��
一

��同位素研

究之成果
，

论证湖南板溪群属新元古代青白 口纪原地一准原地沉积地层
，

不是
“
增生杂岩

”
或

“
洋壳残

片
” 。

湖南自早元古代陆壳形成以后
，
至中生代前没有洋盆发育阶段

。

� 板溪群地层学涵义

湖南是板溪群的故乡
。
����年王晓青先生在湖南桃江县板溪村将不整合一假整合于震旦系含

砾岩系之下的一套区域浅变质陆源碎屑岩创名为
“
板溪系

” 、 “
冷家溪系

” 。

����年湖南省 ��� 队在

湖南沉陵一桃源一带发现
“
板溪系

”
存在一高角度不整合面

，

定名为武陵运动构造面
，

并将不整合面

之上地层改称为板溪系�群�
，

不整合面之下的地层称为冷家溪系�群�
。

这 已被湘
、

桂
、

黔
、

鄂等省 �

，
�� 万区域调查所证实

。

本次专题研究亦证明板溪群的确位于武陵运动不整合面上
，

伏于震旦系

长滩组�长安组
、

泅洲山组�或观音 田组和南沱冰碳层微角度不整合一假整合面之下的一套成层有

序的地层
。

其中的钙质板岩一大理岩段
、

黑色炭质板岩段
、

火山碎屑岩段等标志性层段在湘
、

桂
、

黔

三省�区�内延展稳定
、

层位不变
，

并构成了有别于其它地层的特定岩石组合
。

该组合在纵向上记录

了自武陵运动造山隆升
、

剥蚀后
，

雪峰构造旋回盆地的初始形成一沉降一抬升封闭的全过程 �在横

向上则反映了由滨岸
一

陆棚�板溪群�
一

陆棚
一

斜坡�下江群�
一

斜坡
一

盆地�丹洲群�沉积的湘
、

桂
、

黔裂陷

海盆的古地理格局
。

其沉积建造则明显具大陆被动边缘裂谷充填特征
，

属次稳定型的盖层沉积序

列
。

因此建议在提及和论述板溪群的属性及大地构造意义等问题时
，

要排除与板溪群内涵不符的地

质体
，

以免混淆板溪群的本来面 目
，

失去了讨论问题的共同基础
。

� 板溪群的地层序列与年代地层格架

由于湖南及邻省的板溪群有稳定的岩性
、

岩相标志及相对固定的地层位置
，

将其时代定为新元

古代早期沉积地层与华北青白口纪相当
，

这已是国内外绝大多数地质学家多年来的共识
。

然而
，

近

几年来
，

许靖华教授等发表的有关华南大地构造性质的一系列论文中
，

一再强调板溪群是
“
混杂

岩
” ，

是
“
前泥盆系

”
的增生杂岩

，

是在中生代印支期仰冲推覆到扬子地体上的洋壳残片等新观点
，

引

起了国际地学界的普遍关注
，

也就使板溪群属性的传统认识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

有关华南地台是否

是造山带
，

湘
、

赣
、

浙三省晚古生代一三叠纪究竟是陆表海
，

还是介于杨子地体和华南地体之间的洋

盆等问题
，

不少地质学家已有评论
。

本文只以板溪群本身的诸方面论板溪群
，

如地层序列与年代地

层格架就是其中一方面
。

板溪群之所以长期以来被划归前寒武纪地层
，

除上述特有的地层位置�顶
、

底界均是构造不整合面
、

假整合面�外
，

还在于上覆震旦系和本身已取得的一些同位素测年资料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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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震旦系长滩组�泅洲山组�的 ��
一

��全岩等时线年龄是 ���� ����
� ，

观音田组 �莲沱组�的错石

�
一
��年龄为 ����� ，

大塘坡组�民乐组�的 ��
一

��全岩年龄为 ���一����
� ，

南沱组�埃岐岭组�的

��
一

�� 全岩等时线年龄为 ���一����
� ，

侵入定位于桂北摩天岭并使丹洲群拱桐组发生混合岩化的

摩天岭花岗岩成岩年龄为 ����
� 。

可以肯定地认为
�

板溪群�丹洲群
、

下江群
、

高涧群�的沉积成岩

年龄应早于 ����
�
是无问题的

，

业 已被广西丹洲拱桐组所测的 ��
一

�� 全岩等时线年龄 ����
�
所

证实
。

我所在板溪群属性的专题研究中
，

通过对湖南前寒武纪地层系统的同位素测年工作
，

建立起了

我省前寒武纪地层之年代地层格架�表 ��
。

从表中可以看出湖南前寒武纪地层具有一个较完整的

表 � 湖南前寒武纪年代地层格架

����� ���� ����������� ����������������血�� ����������� �皿��

震震 江江 留茶坡组组组
旦旦 口口 金家洞组组组

纪纪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 南沱组�埃岐岭组��� ��

一

��
���������

���

民民民乐组�大塘坡组��� �卜�
� �����

�①①

观观观音田组�莲沱组��� 错石 �
一
������②����

长长长滩组�泅洲山组��� ��
一
����������

�

��
���

青青 板板 牛枯坪组组 错石 �
一
������

�

��� ，
��

一

�� �����
���

白白 溪溪 百合垅组组组
口口 群群 多益塘组组组

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

�����士 ������
五强溪组组 大江边组组 ��

一
���������� ��

一

��
���

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石 ��
一

��
�
���

·

��
��� ��������

���

通通通塔清组组组组组组组 ��
一

��
�����

�����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场里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马马马底弹组组组组组

宝宝宝林冲组�横路冲组组 铅石 �
一
��

����
�

��
� ，
��

一
�� ��������

两两 冷冷 坪原组组组

县县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纪纪 澳澳 小木坪组组 �����
������ ��������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黄黄黄浒洞组组 南桥组组 ��
一
�����������名���� ��

一
��等时线

���

��������������������������������������������
�

���
�⑧⑧

����������������
一
��

�����������

①唐世喻 ②马国干 ③刘仲伟

排列有序的年代地层格架
，

板溪群的沉积时限从 ���士���
�
一����

� ，

与国内外中
、

新元古界及震

旦纪的时限
、

界线均是吻合的
，

所以板溪群可定为新元古代早期沉积
。

诚然
，

在同位素测年样中也出

现了低年龄值
，

但它们的特点是无序的
，

且与震旦纪以后的各次构造岩浆事件时限吻合
，

可见是后

期叠加蚀变年龄
。

再者省内一系列武陵一雪峰期的
、

加里东期的花岗岩分别侵入定位于冷家溪群
、

板溪群
、

震旦系江 口群中
，

并使它们发生强烈之变质
、

变形
，

亦佐证了冷家溪群
、

板溪群都是前寒武

纪产物
。

� 板溪群的生物地理及古地磁

板块学说的兴起
，

大陆漂移理论的复生
，

都曾依赖于古生物地理和古地磁极位及其漂移两大支

柱所提供的证据
。

我们对板溪群研究表明
�

一是湖南板溪群至今未发现显生动物化石和古生代化

石
，

只含凝源类一微古植物组合
，

且微古组合无论属种衍生还是个体形态及纹饰变化与下伏冷家溪

群和上覆震旦系所含的微古植物组合都是一脉相承的
，

显示了逐渐进化的衍生趋势
，

同时与扬子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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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乃至华北板块相当沉积层内所含的微古植物组合也雷同
，

表明了三者是同时并位于同一生物

地理区内
。

其二是古地磁的研究结果是
�

冷家溪群一板溪群的古磁极位都位于北半球
，

古地磁极移

轨迹先由东向西
，

转而由南向北构成了一条简单的极移曲线
，

其总趋势与扬子古板块神农架地区前

寒武纪地层的古地磁极移曲线基本一致
。

其中冷家溪群南桥组
、

黄浒洞组的古极位与神农架群台子

组 的极位基本重合
，

且 同位素年龄相近 �台子组 ��
一
�� 全岩年龄 �������

。

板溪群砖墙湾组

�������火山岩之古磁极与神农架地区的花山群古磁极位亦相近�后者年龄为 ����
��

。

现测得板

溪群古磁极漂移方向是由北向南的
，

到震旦纪才由南向北漂移
，

这与华南地体古生代一三迭纪的古

磁极化及漂移轨迹曲线无共同之处
。

所以
，

板溪群并非华南地体之来客
。

� 湖南前寒武纪火山岩的构造环境

湖南冷家溪群
、

板溪群所发育的火山岩有浏阳南桥组的变辉绿岩一石英角斑岩
，

礼陵枚坞的球

粒玄武岩一角斑岩
，

益阳变玄武质科马提岩一拉斑玄武岩
，

剖面上变基性岩与石英角斑岩经常共

存
。

经前人多次研究
，

基性岩类大多都属钙碱系列
，

岩石化学有明显的戴里间断
，

显示双峰火山岩模

式
，

稀土元素均为富集型
，

在��
���一��

������� 图解中均落入大洋玄武岩与岛弧玄武岩交接部

位
，

在��
�

一�
�
�及��

�

一�
��图解中均落于岛弧玄武岩区

。

显示了该岩套的岩石化学具过渡性
，

不是

典型环境中的产物
，

但总体上是陆缘不成熟地壳�过渡壳�上的拉张裂陷环境
。

板溪群有
�
���益阳沧

水铺宝林冲安山集块岩一酸性火山碎屑岩组
。

以安山质火山碎屑岩为主
。

岩石中全碱含量大于氧

化钙
，

形成于不成熟地壳拉张环境
。

���雪峰山区超基性一基性火山岩组
。

这一带以贫镁
、

低钙及基

性较低为特征
。

稀土总量一般较高
，
�����一 ��

�

“ 一 ��
�

��
，

属富集型
，

稀土元素标准化图形均为向

右倾斜型
。

在硅铝全碱图解中落入碱性玄武岩区�含碱偏低�
，

具陆内玄武岩特征
。

在 ���� 图解中

则落入板内区与岛弧区重叠部位
。

���城步清水溪变玄武岩�辉绿岩�一英安流纹岩�云场里组�中变

基性岩之化学成分总特征是低硅����
�

均值低于 ����
、

高钙
、

富碱
。

变英安流纹岩则高硅����
�

均

值 ��
�

���
、

富碱
。

两者之间存在戴里间断
，

呈双峰模式
。

总而言之
，

板溪群中的火山岩化学特征
、

岩

石特征与典型的大陆裂谷玄武岩和泛大陆玄武岩确有许多相似之处
，

绝非洋壳和洋脊玄武岩类型
。

� ��
一

��同位素研究结果

以 ��
一

��为代表的稀土元素从地慢分离出来所经历的时间
，

即可代表壳一慢分异的时间或大

陆壳形成的时间
。

在 ��的同位素地质学中毛��值是表述岩浆性质及源区性质的重要参数
。

毛��

��时则说明岩浆来源于亏损上地慢
，

���值越大
，

亏损性越强
。

例如现代洋中脊毛��值大致为

��
。

若份��值��时
，

表明岩浆来自陆壳
，

我们研究的结果是
�

��� 冷 家溪群基性火 山岩之毛��值分别 为 一 ��
�

�
、

一 ��
�

�
、

一 ��
�

�
，

均值为 一 ��
�

�� �其

����� 年龄分别为 ������ 、
�����

� 、

�����
� ���� 年龄为 ����一������ �毛�

�
值为 �

�

����一

�
�

�����均大于 �
�

����
。

���板溪群 �高涧群�变基性玄武岩
、

辉绿岩系列
，

其���值 一 �
�

�一一 ��
�

�
，

均值为一 ��
�

����

����� 年龄为 ����� 、

����� 、
����� ���� 年龄为 ����� �����

� �
��

�
值 �

�

���一�
�

����
，

均

值 �
�

�����亦大于 �
�

����
。

以上数据得到的启示是
�

所测得的冷家溪群
、

板溪群内的火山岩其专��值均��
，

且毛�� 值都

� 。
�

���
，

说明这些火山岩之岩浆源均是来自不成熟地壳的重熔物
，

不是来自上地慢或洋中脊
。

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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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高涧群�火山岩之 ����� 年龄都集中在 ����
�
一����

�
之间

，

说明它们有同时性
，

是同一次

构造热事件重熔之产物
，

更巧的是与其围岩的沉积一成岩年龄很吻合
，

可比性 强
，

意味着两者是同

时代—新元古代产物
。

板溪群�高涧群�火山岩之 ��的 ��� 年龄为 ������ 、
�����

� 、
�����

� ，

与冷家溪群早期沉积年龄相当
，

可能直接源于冷家溪群
。

冷家溪群 内火 山岩的 ��� 年龄达

������
和 �������广西亦有 �����

��
，

显示湖南存在早元古代形成的陆�壳�核
。

大量侵入定位在冷家溪群 �含四堡群�
、

板溪群�含丹洲群�中的武陵一加里东期花岗岩的 ��

同位素研究表明
，

这些岩体 ��同位素的变化都位于元古代地壳的 ��同位素演化区域内
。

说明湘
、

桂
、

黔三省�区�确实存在元古代陆壳
，

且是扬子古陆块的一部份
。

这些花岗岩���值表明
，

华南地

壳自早元古代形成以后
，

其演化是以再循环为主
，

没有新的地壳形成
，

也很少有新的地慢物质的加

入
。

这与板溪群
、

冷家溪群火山岩的研究结论是吻合的
。

� 结论

���湖南板溪群�高涧群�是以武陵运动不整合面为底界
，

以雪峰运动微角度不整合面为顶界的

一套地层序列
，

具备岩石地层
、

年代地层应有的全部属性
，

具有完整的排列有序的年代地层格架
，

沉

积时限从 ���士���
�
一����

� ，

属新元古代早期
，

相当于青白口 �纪�系
。

���板溪群 �高涧群�的古磁极位和极移轨迹曲线与扬子古陆神农架地区前寒武纪之古磁极位

及极移曲线雷同
，

两者的漂流总趋势一致
。

与华南地体古生代一中生代的古地磁特征迥然有别
。

所

以板溪群�高涧群�应是原地或准原地的�相对扬子古陆块�
，

不是中生代的远方来客
。

���湖南前寒武纪火山岩之岩浆源来 自于不成熟地壳的重熔
，

不是来 自地慢
。

尤其是板溪群�高

涧群�内之火山岩具有典型的大陆裂谷与泛大陆玄武岩属性
，

所以都不是来自洋脊的玄武岩类
。

它

们形成在新元古代
，

不是古生代一中生代碰撞带内的洋壳残片
。

���湖南存在较冷家溪群更早的陆壳
。

在武陵一前中生代漫长历史时期内的演化是以再循环为

主
，

基本上没有新地壳和洋壳的形成
。

湖南在这一地史时期内不存在洋盆阶段
。

文中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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