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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龙江省前寒武纪地层分布广泛ꎬ出露零星ꎮ 通过对黑龙江省前寒武纪地层年代学、沉积建造、发育矿床特征及地层对

比的综合分析显示ꎬ黑龙江省前寒武纪变质岩系和古生界锆石测年数据中出现有较多的太古宙、古元古代的谐和年龄ꎬ在古

生代火成岩中也存在太古宙和古元古代捕获锆石的年龄数据信息ꎬ且黑龙江省前寒武纪变质基底主要为中—新元古界ꎬ产出

沉积变质型铁矿和中、大型石墨矿床ꎬ发育典型的硅铁建造、孔兹岩系或含石墨岩系ꎬ并可在区域上对比ꎮ 结合黑龙江省近年

１２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和相关科学研究成果ꎬ在额尔古纳地块上划分出古元古代表壳岩ꎬ将«黑龙江省区域地质志»置于新太

古代的麻山群ꎬ置于古元古代的兴东群、东风山群、兴华渡口群修订为岩群ꎬ并依据近年来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高精度测年

资料、典型建造类型与变质程度等ꎬ将时代厘定为中—新元古代ꎬ同时依据建造和产出铁矿特征在宁安西南部地区划分对比

出塔东岩群ꎬ为黑龙江省前寒武纪地质研究提供了地层学方面的资料ꎮ
关键词:黑龙江省ꎻ前寒武纪ꎻ矿床ꎻ年代学ꎻ地层划分对比

中图分类号:Ｐ５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５５２(２０２１)０４－０４６７－１３

Ｄｕ Ｂ Ｙ Ｌｉｕ Ｙ Ｌｉｕ Ｙ Ｗ Ｚｈａｎｇ Ｔ Ａ Ｗａｎｇ Ｄ Ｍ Ｌｉ Ｃ Ｌ Ｗａｎｇ Ｗ Ｄ Ｚｈａｏ Ｍ Ｓ Ｇａｏ Ｈ 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１ ４０ ４  
４６７－４７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ｒ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ｕｔｃｒｏｐ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ｈｏ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ａ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ａ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Ｚｉｒｃｏｎ ｄ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ｙｉｅｌｄ ｍｏｒｅ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ｉｇｎｅｏｕｓ ｒｏｃｋｓ ｇｉｖｅｓ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ａｇ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ｅ Ｍｅｓｏ－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ｓｔｒ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ｅｒｒｏｓｉｌｉｃ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ｋｈｏｎｄａｌｉｔ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ｒ ｇｒａｐｈｉｔｉｃ ｓｅ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ｒｅ ｗｅ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ｉｒｏ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ｌａｒｇｅ ｇｒａｐｈ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ｈｏ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ａ.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１２５００００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ｓｕｒｆａｅ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ｒｅ
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ｇｕｎ Ｂｌｏｃｋ.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Ｍａｓｈ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Ｘｉｎｇｄ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Ｘｉｎｇｈｕａｄｕｋｏｕ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ｒ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ｓ ｒｏｃｋ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ｄａｔｉｎｇ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ｈｅ ａｇｅ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ｓ Ｍｅｓｏ －
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ｒｏ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ｔｈｅ Ｔａｄ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ｇ ａｎ
ａｒｅａ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黑龙江省前寒武系较发育ꎬ岩性复杂且变化较

大ꎬ浅变质岩系至深变质岩系均有发育ꎬ产出铁矿

和石墨矿床ꎬ其形成时代和划分对比问题一直是研

究的热点ꎮ «黑龙江省区域地质志»  １ 划分出新太

古界麻山群ꎬ古元古界兴华渡口群、兴东群、东风山

群ꎬ后期完成的«黑龙江省岩石地层»  ２ 未对上述前

寒武系进行地层清理工作ꎬ针对上述地层单位不同

学者开展了岩石组合、微体古生物、岩石地球化学、
同位素年代学、构造意义等方面的研究 ３－１２ ①－ꎮ 本

次在收集黑龙江省 １２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修测)
报告、学术论文及专著等成果基础上ꎬ对上述黑龙

江省前寒武纪变质岩的岩石组合、原岩建造及年龄

数据进行了整理和分析研究ꎮ 结合岩石组合、建造

特征、空间展布、矿床产出等ꎬ将«黑龙江省区域地

质志»  １ 划分的兴华渡口群、东风山群、兴东群和麻

山群主体形成时代厘定为中—新元古代 ５－９ １３－１４ ꎮ
另外ꎬ在宁安西南部地区划分对比出塔东岩群ꎮ 上

述变质地层单位可区域对比ꎮ 由于上述地层单位

受构造作用和岩浆活动的影响ꎬ难以恢复原始层

序ꎬ且变质程度深浅不一ꎬ多表现为构造叠覆关系ꎬ
故根据«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指南说明书»  １５ 

修订为岩群ꎬ并划分出岩组ꎬ具体为古元古界查拉

班河表壳岩ꎬ中—新元古界兴华渡口岩群、东风山

岩群、兴东岩群、麻山岩群和塔东岩群(图 １)ꎮ

１　 关于黑龙江省有无太古宙地层的认识

«黑龙江省区域地质志»  １ 划分出新太古界麻

山群ꎬ后开展的 １２５ 万区域调查工作称为麻山岩

群ꎬ将其解体出变质深成岩ꎬ时代为新太古代①②ꎮ
麻山群中发现了相当埃迪卡拉动物群的后生动物

化石 ３－４ ꎬ并结合密山地区矽线石榴二长片麻岩最

小一组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集中在 １１１４ ~ １０２６ Ｍａ
之间和侵入其中的正片麻岩原岩结晶年龄(８９８ ~
８９１ Ｍａ)资料ꎬ其沉积时限约束为 １０６４ ~ ８９８ Ｍａꎬ为
新元古代早期 １４ ꎬ而非新太古代ꎮ

黑龙江省前寒武系和古生代地层碎屑锆石测

年数据中出现有较多太古宙的谐和年龄ꎬ如黑龙江

省西北部绿林林场、韩家园子地区的兴华渡口群ꎬ
嫩江—黑河地区的奥陶系、落马湖群、新开岭群ꎬ伊
春—尚志地区的东风山群、张广才岭群、泥盆系及

双鸭山—宝清—密山地区的麻山群、兴东群、泥盆

系中含有较多新太古代锆石年龄数据ꎬ在古生代火

山岩中也存在一些太古宙捕获锆石年龄数据(表
１)ꎮ 另外ꎬ铁力地区二叠系土门岭组变质砂岩中存

在 ２４４２ ~ １８５７ Ｍａ 碎屑锆石年龄 ６ ꎬ呼玛县嘎拉山

地区 二 云 石 英 片 岩 锆 石 Ｕ － Ｐｂ 测 年 数 据 中
２０７Ｐｂ / ２０６Ｐｂ表面年龄为 ３１３３ ±３５ Ｍａ 和碎屑锆石
２０７Ｐｂ / ２０６Ｐｂ年龄加权平均值为 ２４１９ ±４３ Ｍａ １３ ꎮ 结

合 Ｈｆ 同位素二阶段模式年龄ꎬ如十七站一带古元

古代变质深成岩为 ３００７ ~ ２７８０ Ｍａ １６ 、龙江县马山

岩体二长花岗岩为 ３５２０ ~ ２９９２ Ｍａ ２０ ꎬ以及内蒙古

自治区根河市比列亚铅锌多金属矿矿区钻孔约 ２.６
Ｇａ 变质深成岩片麻状二长花岗岩 ３０ 、黑龙江省龙

江县地区 ２５７９±１５ Ｍａ(锆石 Ｕ－Ｐｂ)花岗岩 １９ 和铁

力市桃山地区锆石核部年龄 ２５４０ ±１０ Ｍａ (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花岗岩 １８ 的存在ꎬ说明在黑龙江省古老

地块上应该存在太古宙变质岩系ꎬ可能由于地质调

查工作程度、覆盖严重等原因ꎬ暂时未在地表发现

具有确切时代依据的太古宙地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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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黑龙江省前寒武纪地层分布简图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　 黑龙江省古元古代地层划分及地质特征

黑龙江省古元古界出露于额尔古纳地层分

区ꎬ具体分布于大兴安岭地区十八站林业局查拉

班河一带ꎮ １２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划分为兴

华渡口岩群兴华岩组ꎬ岩性为一套片岩、片麻岩组

合ꎬ以孤岛、残块状“漂浮”于侵入岩中ꎬ原岩主体

为一套以中性火山岩为主的火山－沉积建造ꎬ其黑

云斜长片麻岩锆石具岩浆锆石特点ꎬＴｈ / Ｕ 值绝大

多数在０.２ ~ ０.６ 之间ꎬ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为 １８４７±４
Ｍａꎬ代表原岩结晶年龄[１９]③ꎮ 十七站地区与查拉

班河表壳岩伴生的变质深成岩黑云二长片麻岩获

得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 同位素年龄为 １８３７±５ Ｍａꎬ变斑状

二长花岗片麻岩 ２ 组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分别为

９６４　 第 ４０ 卷 第 ４ 期 杜兵盈等 黑龙江省前寒武纪变质地层划分对比研究进展



表 １　 黑龙江省太古宙地质记录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地层分区 位置 岩石 测试方法 / 年龄说明 太古宙年龄信息 / Ｍａ
资料

来源

额尔古纳

绿林林场 兴华渡口群二云母石英片岩 ＳＨＲＩＭＰ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５１９±１１ [２４]

韩家园子
兴华渡口群含十字

石榴二云片岩
ＳＨＲＩＭＰ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８２４±１１ ~ ２５３７±１８ [５]

韩家园子
兴华渡口群斜长角

闪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６４６±３５ [５]

兴华渡口
兴华渡口群石榴矽线

片麻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７９１±１８ [６]

新林地区 大网子组微晶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７０６±７２ [１３]

瓦拉干林场 晚寒武世玄武安山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４９０±４０ [２５]

新林地区 大网子组玄武粗安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３３８３±７１ [１３]

兴华渡口
古元古代眼球状黑云

二长花岗片麻岩
锆石 Ｈｆ 二阶段年龄 ３００７ ~ ２７８０ [１６]

大兴安岭

嘎拉山林场 落马湖群二云母石英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３１３３.３±３４.６ [１３]

依克特 新开岭群千枚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６２０±３１ ~ ２５６１±３４ [１３]

多宝山 多宝山组英安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３１９４±７７ [１３]

罕达气
上奥陶统二云绿泥

石英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

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３１２１±２９、３０２０±１２、
２６５０±２３、２５４７±２６

[１３]

松嫩－小
兴安岭

黑龙宫镇 黑龙宫组石英岩屑砂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６０９±１３ ~ ２５１４±１１ [２６]

晨明镇 宝泉组长石石英砂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５０８±５ [２６]

红光林场 张广才岭群红柱石二云母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４９５±５７ [７]

钓鱼台村 张广才岭群黑云石英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５４１±７ [１７]

东风山铁矿 亮子河组二云母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５０１±２９、２４８２±２７ [８]

海风林场 亮子河组变质粉砂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７０２±１２ [８]

小金沟村 大青组玄武安山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５９１±１９ [２７]

铁力地区 桃山花岗岩 ＳＨＲＩＭＰ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５５７±２０ ~ ２５２２±１４ [１８]

龙江县 大泉子屯花岗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锆石 Ｕ－Ｐｂ 结晶年龄 ２５７９±１５ [１９]

龙江县 马山岩体二长花岗岩 锆石 Ｈｆ 二阶段年龄 ３５２０ ~ ２９９２ [２０]

佳木斯

西北楞
兴东群矽线石榴黑云

斜长片麻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７１２±１６ [１４]

黑台镇
麻山群矽线石榴二长

片麻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５４８±１６ [１４]

宝清地区 黑台组长石岩屑砂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７３１±１８ [２８]

宝清地区 黑台组长石岩屑砂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７３５±１９ [２８]

双鸭山市
兴东群石榴矽线钾

长片麻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７１４±１２ ~ ２６４１±１２ [９]

宝清地区 二龙山组安山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８２２±３４ [２８]

羊鼻山铁矿
兴东群矽线石黑云母

石英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７１１±１８ ~ ２６７２±１８ [２１]

兴凯 道河 黄松群含石榴二云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５５４±２７ ~ ２５３０±４０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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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４±２０ Ｍａ、１７４１ ±３０ Ｍａ １６ ꎮ 上述资料表明该地

区存在约 １ ８ Ｇａ 的构造－岩浆事件ꎬ同时也表明存

在古元古代变质基底ꎮ 依据上述资料将查拉班河

一带划分的原中—新元古代兴华渡口岩群厘定为

查拉班河表壳岩ꎬ时代归属为古元古代ꎮ 另外ꎬ在
黑龙江省西北部绿林林场、韩家园子地区的兴华渡

口群、倭勒根群ꎬ嫩江—黑河地区的兴华渡口群、落
马湖群、新开岭群、奥陶系—志留系ꎬ伊春—延寿地

区的东风山群、张广才岭群、泥盆系及双鸭山—宝

清—密山地区的麻山群、兴东群、泥盆系ꎬ绥阳

镇—道河地区的黄松群中含有较多古元古代锆石

年龄数据ꎬ在新元古代、古生代花岗岩和古生代火

山岩中也存在一些古元古代捕获锆石年龄数据

(表 ２)ꎮ

３　 黑龙江省中—新元古代地层划分及地质

特征

　 　 «黑龙江省区域地质志»  １ 划分出了中元古界

黑龙江群ꎬ后期开展的 １２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称为黑龙江岩群④⑤⑥ꎬ并从中解体出蛇绿岩部分ꎬ时
代置于中太古代或二叠纪ꎮ 关于黑龙江岩群的形

成时代ꎬ结合萝北县太平沟斜长角闪岩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 ２６７±２ Ｍａ 和变质辉长岩锆石 Ｕ－Ｐｂ 同

位素年龄 ２６４±２ Ｍａ ３６ 、依兰县珠山岩体变辉长岩

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 ２５６±３ Ｍａ ３７ 和东兴绿帘蓝

闪钠长片岩沉积下限年龄 ２５６ Ｍａ ３８ 及依兰县涌泉

变枕状玄武岩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 ２５１±１ Ｍａ ３９ 、
穆棱市常兴村石英片岩碎屑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

２４６±１ Ｍａ ４０ 等测年资料显示其形成时代并非中元

古代ꎬ并且其中的蛇绿岩岩块主要形成于二叠纪ꎬ
作为基质的沉积单元最年轻的碎屑锆石年龄为

２３５ ~ １８０ Ｍａ ４１ ꎬ结合其中发育的大理岩岩块等ꎬ其
应为一套俯冲增生杂岩 ４２ ꎮ

本次在收集黑龙江省 １２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报

告、科研论文及专著等资料的基础上ꎬ结合黑龙江

省前寒武系的岩石组合、原岩建造、年代学资料和

矿床产出等特征划分出中—新元古界为额尔古纳

地层分区和大兴安岭地层分区兴华渡口岩群(兴华

岩组、兴安桥岩组、门都里岩组)、松嫩—小兴安岭

地层分区东风山岩群(亮子河岩组、桦皮沟岩组、红
林岩组)和塔东岩群、佳木斯—兴凯地层区兴东岩

群(大盘道岩组、建堂岩组)和麻山岩群(西麻山岩

组、余庆岩组)(图 １ꎻ表 ３、表 ４)ꎮ
３.１　 兴华渡口岩群

３.１.１　 沿革和划分

兴华渡口岩群由兴华渡口群演变而来ꎮ «黑龙

江省区域地质志»  １ 将其划分出古元古界兴华组和

兴安桥组ꎬ后期完成的 １２０ 万、１２５ 万及 １５ 万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沿用了兴华渡口(岩)群ꎬ只是时

代归属上存在差别ꎮ １２５ 万漠河、漠河县幅区调

工作将原划分为兴华渡口岩群中的含石墨富铝岩

石组合解体出来ꎬ划分为中元古界门都里河岩群⑦ꎬ
本次将其对比为兴华渡口岩群的上部层位门都里

岩组ꎬ并将兴华渡口岩群自下而上划分为兴华岩

组、兴安桥岩组和门都里岩组(表 ３)ꎮ «黑龙江省区

域地质志»  １ 划分的新元古代落马湖群铁帽山组变

质岩组合及变质变形特征与兴华渡口岩群基本相

同ꎬ笔者将其对比为兴华渡口岩群ꎮ
３.１.２　 分布、代表剖面及主要变质岩岩石组合

兴华渡口岩群主要发育于大兴安岭韩家园子

和漠河县地区ꎬ在黑河地区亦有零星分布ꎮ 兴华岩

组代表剖面为呼玛县兴华渡口剖面ꎬ主要岩性为黑

云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岩、二云片岩等ꎻ兴安桥岩

组代表剖面同兴华岩组ꎬ主要岩性为富镁大理岩、
黑云斜长片麻岩、二云石英片岩、变粒岩、磁铁石英

岩、磁铁角闪片岩等ꎻ门都里岩组代表剖面为漠河

县古莲河煤矿剖面ꎬ主要岩性为石墨片岩、石墨大

理岩、含石墨石榴二云母石英片岩、矽线石石墨大

理岩夹石墨矿等ꎬ具孔兹岩系特征ꎮ
３.１.３　 变质岩原岩建造

兴华渡口岩群中、下部以基性、中性火山岩为

主ꎬ其次为泥质岩、泥质粉砂岩、白云质灰岩、硅铁

质页岩等ꎬ其基性火山岩为拉斑玄武岩 ４５ ꎬ并且其

形成在拉张的裂谷环境 １０ ꎻ上部为以碎屑岩和碳酸

盐岩为主夹火山岩的火山－沉积岩系 ４５ ③⑧ꎮ 整个兴

华渡口岩群的原岩主要为火山岩－含铁硅质岩－含

石墨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ꎮ
３.１.４　 同位素年代学资料

绿林林场兴华渡口岩群石榴矽线二云片岩碎

屑锆石 Ｕ －Ｐｂ 年龄最年轻的一组峰值年龄为 ６０２
Ｍａ、石榴矽线黑云片岩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最年轻

的一组峰值年龄为 ８０８ Ｍａ ４３ (表 ４)ꎮ 兴华渡口地

区兴华渡口岩群石榴矽线片麻岩大部分碎屑锆石

的年龄介于 ２７９１ ~ ８８１ Ｍａ 之间、兴华渡口地区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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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黑龙江省古元古代地质记录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地层分区 位置 岩石 测试方法 / 年龄说明 古元古代年龄信息 / Ｍａ
资料

来源

额尔古纳

绿林林场 晚奥陶世花岗闪长岩 ＳＨＲＩＭＰ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１０６±７６ ~ １６３０±７９ [２４]

韩家园子 兴华渡口群含十字石榴二云片岩 ＳＨＲＩＭＰ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４８１±１６ ~ １６０９±５７ [５]

韩家园子 兴华渡口群斜长角闪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８９３±３３、１８７９±４０、１６４１±２８ [５]

新林地区 大网子组微晶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７３３±３９ ~ １６２５±６３ [１３]

瓦拉干林场 晚寒武世玄武安山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９３６±１８ [２５]

兴华渡口 黑云二长片麻岩 ＳＨＲＩＭＰ / 锆石 Ｕ－Ｐｂ 结晶年龄 １８３７±５ [１６]

兴华渡口 变斑状二长花岗片麻岩 ＳＨＲＩＭＰ / 锆石 Ｕ－Ｐｂ 结晶年龄 １７４１±３０ [１６]

韩家园子 中寒武世内河岩体花岗闪长岩 锆石 Ｈｆ 二阶段年龄 ２４０９ ~ １９８３ [３１]

大兴安岭

嘎拉山林场 落马湖群二云母石英片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４５５±４０ ~ １７０６±３７ [１３]
大新屯 兴华渡口群二云石英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４４３±３４ ~ １７６６±３６ [３２]
依克特 新开岭群千枚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０００±６２ ~ １５８４±２３ [１３]
罕达气 上奥陶统二云绿泥石英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９８４±３１ ~ １７４８±２８ [１３]
罕达气 八十里小河组凝灰质粉砂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１５５±４９ ~ １８８０±３３ [１３]
科洛 晚石炭世角闪斜长片麻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７６９±５７ [１３]
嫩江 中侏罗世糜棱岩化花岗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６６１±４８ [１３]

松嫩－

小兴安岭

黑龙宫镇 黑龙宫组石英岩屑砂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４５３±６ ~ １６８０±１６ [２６]

延寿县 福兴屯组长石砂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４２２±３１ ~ １７７１±３８ [３３]

亮子河铁矿 亮子河组石榴黑云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１５３±６８ ~ １５９９±７４ [７]

红光林场 张广才岭群红柱石二云母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２９０±７３ ~ １５８７±７６ [７]

东风山铁矿 亮子河组二云母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３８７±３９ ~ １６０６±２２ [８]

海风林场 亮子河组变质粉砂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４７６±１４ ~ １５９５±３６ [８]

新兴林场 张广才岭群二云母石英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７９６±３３ [１７]

钓鱼台村 张广才岭群黑云石英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４６４±１５ ~ １７６６±１４ [１７]

东风林场 晚三叠世辉长闪长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２９９±３２、１９０４±１４ [１７]

小北湖水库 小北湖组玄武安山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３６１±１７ [２７]

金林林场 早奥陶世片麻状二长花岗岩 锆石 Ｈｆ 二阶段年龄 １９８５ ~ １６９８ [２２]

金林林场 晚寒武世片麻状正长花岗岩 锆石 Ｈｆ 二阶段年龄 １８３１ ~ １６９２ [２２]

铁力地区 桃山花岗岩 ＳＨＲＩＭＰ / 锆石 Ｕ－Ｐｂ 结晶年龄 １８２１±１０ [１８]

龙江县 马山岩体二长花岗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锆石 Ｕ－Ｐｂ 结晶年龄 １８０８±１４ [２０]

佳木斯

西北楞 兴东群矽线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７７７±１９ ~ １５６８±６０ [１４]
西北楞 新元古代正长花岗质片麻岩 ＳＩ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７４１±１０ [１４]
黑台镇 麻山群矽线石榴二长片麻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３６２±３５ ~ １６５６±１９ [１４]

宝清地区 黑台组长石岩屑砂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７４３±１１ ~ １７４１±１０ [２８]
双鸭山市 兴东群石榴矽线钾长片麻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９２１±１４ ~ １６０４±１４ [９]
宝清地区 早二叠世正长花岗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７２５±３８ [３４]
方山林场 晚石炭世正长花岗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７３９±１９ [３４]
庆仙水库 新元古代正长花岗质片麻岩 锆石 Ｈｆ 二阶段年龄 ２０３３ ~ １７１２ [１４]
西北楞 早奥陶世花岗岩 锆石 Ｈｆ 二阶段年龄 ２０３１ ~ １６０７ [１４]

哈达水库 早寒武世正长花岗岩 锆石 Ｈｆ 二阶段年龄 ２２８０ ~ １９３０ [１４]

兴凯

绥阳镇 黄松群黑云石英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３６６±２４ ~ １８２９±４４ [３５]

杨木车间 黄松群二云母石英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４２９±３２ [２９]

道河 黄松群含石榴二云石英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４４０±１６ ~ １６５６±６１ [２９]

道河 黄松群石英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３８５±１４ ~ １７０４±７５ [２９]

　 　 注:碎屑 / 捕获锆石 Ｕ－Ｐｂ 年龄均为２０７ Ｐｂ / ２０６ Ｐｂ 谐和年龄

２７４ 地 质 通 报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１ 年　



表 ３　 黑龙江省前寒武纪地层划分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地层区 额尔古纳—图瓦 内蒙古—大兴安岭 佳木斯—兴凯

地层分区 额尔古纳 大兴安岭 松嫩—小兴安岭 佳木斯 兴凯

中—新元古界

古元古界

门都里岩组

兴安桥岩组

兴华岩组

兴华渡口

岩群

东

风

山

岩

群

红林岩组

桦皮沟岩组

亮子河岩组

塔东

岩群

兴东

岩群

建堂岩组
余庆

岩组

大盘道

岩组

西麻山

岩组

麻山

岩群

查拉班河表壳岩
? ? ?

太古宇 ? ? ?

表 ４　 黑龙江省中—新元古界年龄研究成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ｓｏ－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变质地层

单位
位置 岩性 测试方法 / 年龄 地质解释

资料

来源

兴华渡口

岩群

绿林林场 石榴矽线二云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最年轻一组峰值年龄 ６０２ Ｍａ 限定成岩年龄下限 [４３]

绿林林场 石榴矽线黑云母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最年轻一组峰值年龄 ８０８ Ｍａ 限定成岩年龄下限 [４３]

绿林林场 黑云母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最年轻一组峰值年龄 ７６７ Ｍａ 限定成岩年龄下限 [４４]

绿林林场 黑云斜长片麻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最年轻一组峰值年龄 ７９４ Ｍａ 限定成岩年龄下限 [４４]

韩家园子 含十字石榴二云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众多 １.０ ~ １.２ Ｇａ 碎屑锆石谐和年龄 成岩年龄小于 １.０ Ｇａ [５]

漠河地区 黑云斜长片麻岩 最年轻的碎屑锆石核部年龄为 ６０８±８ Ｍａ 限定成岩年龄下限 [６]

东风山

岩群

亮子河铁矿 石榴黑云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最年轻一组峰值年龄 ７５７±９ Ｍａ 限定成岩年龄下限 [７]

亮子河铁矿 红柱石斑点板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年龄加权平均值 ７３９.３±４.８ Ｍａ 限定成岩年龄下限 [２３]

东风山铁矿 二云母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最年轻一组峰值年龄 ８２１±１５ Ｍａ 限定成岩年龄下限 [８]

晨明地区 二云母石英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最年轻一组峰值年龄 ７５２±５ Ｍａ 限定成岩年龄下限 [１７]

兴东岩群

西北楞村 矽线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最年轻一组峰值

年龄 １０６１ Ｍａ
限定成岩年龄下限 [１４]

羊鼻山铁矿 矽线黑云石英片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最年轻的一组碎屑锆石年龄

１００６ ~ １２１２ Ｍａ
限定成岩年龄下限 [２１]

双鸭山市 石榴矽线钾长片麻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众多 １.０ ~ １.４ Ｇａ 岩浆锆石 原岩结晶年龄 [９]

麻山岩群 庆丰水库 矽线石榴二长片麻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最年轻一组峰值年龄 １０６４±２８ Ｍａ 限定成岩年龄下限 [１４]

塔东岩群 苇芦河林场 黑云变粒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 碎屑锆石最年轻一组峰值年龄 ７５１±６ Ｍａ 限定成岩年龄下限 [１７]

角闪斜长片麻岩碎屑锆石核部年龄为 １６３７ ~ ６０１
Ｍａ、漠河县地区黑云斜长片麻岩碎屑锆石核部年龄

为 １０１５±１２ ~ ６０８±８ Ｍａꎬ显示物源区为中—新元古

代的基底ꎬ另外部分锆石记录为约 ５００ Ｍａ 变质年

龄 ６ ꎮ 大兴安岭新林－韩家园子兴华渡口岩群碎屑

锆石年龄谱中出现大量 １０００ ~ １２００ Ｍａ、１６００ ~ １８００
Ｍａ 的年龄 ５ ꎮ 通过上述同位素年龄资料综合分析ꎬ
典型的兴华渡口岩群发育地区成岩年龄多分布在

中—新元古代ꎬ其形成的主体时代为新元古代南华

纪—震旦纪ꎬ且较普遍地遭受后期构造－岩浆事件

影响ꎬ此外同位素测年数据中还存在古元古代—太

古宙年龄信息ꎮ
３.２　 东风山岩群

３.２.１　 沿革和划分

东风山岩群由东风山群演变而来ꎮ «黑龙江省

区域地质志»  １ 将分布在汤原县与伊春市北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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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东群”厘定为东风山群ꎬ自下而上划分为亮子河

组、桦皮沟组和红林组ꎬ时代置于古元古代ꎮ 本次

将里面的变质深成岩部分剔除ꎬ并将东风山岩群自

下而上划分为亮子河岩组、桦皮沟岩组和红林岩组

(表 ３)ꎮ
３.２.２　 分布、代表剖面及主要变质岩岩石组合

东风山岩群主要分布于松嫩地块北部ꎬ靠近牡

丹江断裂呈南北向分布ꎮ 亮子河岩组代表剖面为

汤原县亮子河铁矿区剖面ꎬ主要岩性为云母石英片

岩、大理岩夹石墨片岩、磁铁石英岩ꎻ桦皮沟岩组代

表剖面为伊春市晨明镇桦皮沟剖面ꎬ主要岩性为云

母石英片岩、电气石石英岩、大理岩及局部见条带

状磁铁石英岩ꎻ红林岩组代表剖面为伊春市新青区

青林南山路线剖面ꎬ主要由石英片岩、片麻岩、变粒

岩、大理岩等组成ꎮ
３.２.３　 变质岩原岩建造

东风山岩群在汤原县地区下部为泥质粉砂岩

夹含铁硅质页岩ꎬ其上为泥质粉砂岩夹少量碳酸盐

岩、泥质岩ꎬ偶尔出现流纹岩的一套岩石组合ꎻ在伊

春地区除主要由泥质岩、粉砂岩组成外ꎬ还有较多

的流纹岩和砂岩ꎮ 东风山岩群的大部分沉积岩都

含硼ꎬ为一套较富硼的沉积岩系ꎮ
３.２.４　 同位素年代学资料

晨明地区亮子河铁矿亮子河岩组石榴黑云片

岩碎屑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最小峰值年龄为 ７５７ ±９
Ｍａꎬ代表了原岩沉积时间的下限 ７ ꎮ 晨明地区亮子

河铁矿磁铁石英岩围岩红柱石斑点板岩碎屑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为 ７３９.３±４.８ Ｍａꎬ代表了其沉积

下限ꎬ另外还含有 １６１７ Ｍａ、１６４４ Ｍａ、２４５２ Ｍａ 的古

元古代谐和年龄 ２３ ꎮ 东风山铁矿西侧亮子河岩组

二云母片岩碎屑锆石年龄介于 ２５０１ ~ ８１４ Ｍａ 之间ꎬ
锆石 Ｕ －Ｐｂ 年龄谱峰值年龄最年轻一组为 ８２１ ±
５ Ｍａꎬ代表了其沉积下限 ８ １７ ꎮ 晨明镇西南约 ７ ｋｍ
处桦皮沟岩组二云母石英片岩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龄

谱峰值年龄最年轻一组为 ７５２±５ Ｍａ １７ ꎮ
３.３　 兴东岩群

３.３.１　 沿革和划分

兴东岩群由兴东群演变而来ꎮ «黑龙江省区域

地质志»  １ 将兴东群自下而上划分为大马河组、大盘

道组及建堂组ꎬ时代置于古元古代ꎮ 笔者结合近年

兴东岩群的同位素测年资料对其时代进行重新厘

定ꎬ将«黑龙江省区域地质志»  １ 划分的大马河组解

体ꎬ将其中属于变质深成岩的部分剔除、属于表壳

岩部分作为大盘道岩组的下部层位ꎬ并将兴东岩群

自下而上划分为大盘道岩组和建堂岩组(表 ３)ꎮ
３.３.２　 分布、代表剖面及主要变质岩岩石组合

兴东岩群主要发育于勃利县、双鸭山市、萝北

县等地区ꎮ 大盘道岩组代表剖面为大盘道铁矿剖

面和萝北县大马河剖面ꎬ主要岩性为大理岩、石英

片岩、含石榴矽线片岩、磁铁石英岩、含石墨片岩、
含石墨大理岩、斜长角闪岩、变粒岩、片麻岩等ꎻ建
堂岩组代表剖面为林口县青山剖面ꎬ主要岩性为石

英片岩、含石墨浅粒岩、含石墨大理岩、含石榴黑云

变粒岩、变粒岩等ꎮ
３.３.３　 变质岩原岩建造

大盘道岩组岩性具孔兹岩系特征 ２１ ꎬ原岩岩石

组合为厚层泥岩、砂岩、泥质粉砂岩、长石砂岩、杂
砂岩、岩屑砂岩和碳酸盐岩 ９ ꎬ代表了一套以泥质岩

为主的细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ꎬ自下而上碳酸盐

岩剧增、火山岩增多ꎻ建堂岩组原岩岩石组合下部

为杂砂岩－粘土岩－碳酸盐岩组合ꎬ向上火山岩逐渐

增多ꎬ以碎屑岩为主夹少量中酸性火山凝灰岩ꎮ
３.３.４　 同位素年代学资料

林口县西北楞村矽线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碎

屑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显示ꎬ表面年龄为 ２７１２ ~
７６２ Ｍａꎬ最年轻一组年龄为 ９７１ ~ ７６２ Ｍａꎬ峰值为

８００ Ｍａ、８７５ Ｍａ 和 ９１５ Ｍａ １４ ꎮ 羊鼻山铁矿含铁建

造中矽线石黑云母石英片岩碎屑锆石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Ｕ－Ｐｂ 最小一组２０７ Ｐｂ / ２０６ Ｐｂ 表面年龄介于 １２１２ ~
１００６ Ｍａ 之间ꎬ具 １０１０ Ｍａ、１１９０ Ｍａ 两组峰期年

龄值 ２１ ꎮ
３.４　 麻山岩群

３.４.１　 沿革和划分

麻山岩群由麻山群演变而来ꎮ «黑龙江省区域

地质志»  １ 认为ꎬ麻山群是一套含有少量紫苏辉石麻

粒岩或变质程度达麻粒岩相－高角闪岩相的深变质

岩组成的地层ꎬ时代置于新太古代ꎮ 笔者将麻山岩

群中的变质深成岩剔除ꎬ将其中的片岩、片麻岩、变
粒岩、麻粒岩、大理岩等划归为麻山岩群ꎬ划分为西

麻山岩组和余庆岩组(表 ３)ꎮ
３.４.２　 分布、代表剖面及主要变质岩岩石组合

麻山岩群主要发育于鸡西市麻山地区ꎬ在密山

市、虎林市等地区有零星出露ꎮ 西麻山岩组代表剖

面为鸡西市吉祥村－西麻山煤矿剖面ꎬ主要岩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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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性麻粒岩、大理岩、黑云斜长片麻岩、矽线石榴片

麻岩等ꎻ余庆岩组代表剖面为同西麻山岩组ꎬ主要

岩性为石墨片岩、片麻岩、变粒岩等ꎮ
３.４.３　 变质岩原岩建造

麻山岩群中的孔兹岩系原岩为一套陆棚浅海

沉积物 ４６ ꎮ 麻山岩群为镁质碳酸盐岩－富铝富碳的

粘土质、半粘土质岩夹基性、中基性火山岩建造①②ꎬ
可能初期为浅海环境ꎬ沉积形成一些含硅白云质碳

酸盐岩和粘土岩ꎬ并伴随火山活动ꎬ喷溢出基性、中
基性和少量酸性火山岩ꎮ
３.４.４　 古生物与同位素年代学资料

麻山岩群曾发现相当于埃迪卡拉动物群的后生

动物化石ꎬ有 ＪｉｘｉｅｌｌａꎬＡｒｕｍｂｅｒｉａꎬＧｌａｅｓｓｎｅｒｉｎａꎬ Ｍａｓｈｓｎｉａꎬ
Ｍａｓｈｓｎ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ꎬ Ｍａｓｈｓｎｉａ ｍｉｎｕｔａꎬ Ｐａｌａｅｏｐｌａｔｏｄａ ?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ａ 等 ３－４ ꎬ时代属南华纪—震旦纪ꎮ 西麻山煤

矿北部西麻山岩组黑云斜长片麻岩(原岩沉积岩)
锆石蒸发法测年平均值为 ５２７.５±４.４ Ｍａꎬ代表角闪

岩相－麻粒岩相变质年龄 ４７ ꎮ 密山市庆丰水库麻山

岩群余庆岩组矽线石榴二长片麻岩碎屑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为 ２５４８ ~ １０２６ Ｍａꎬ最小一组年龄集中

在 １０２６ ~ １１１４ Ｍａ 之间ꎬ其２０７ Ｐｂ / ２０６ Ｐｂ 年龄加权平

均值为 １０６４±２８ Ｍａꎬ另外侵入的正片麻岩原岩结晶

年龄为 ８９８ ~ ８９１ Ｍａ １４ ꎮ
３.５　 塔东岩群

３.５.１　 沿革和划分

１２０ 万沙兰站公社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称塔

东岩群为青龙村群⑨ꎬ划分为中元古代尔站组和苇

芦河组ꎮ «黑龙江省区域地质志»  １ 创建张广才岭

群ꎬ并将青龙村群归入其中ꎮ １２５ 万汪清县、春化

(半幅)、延吉市、马滴达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称为

杨木岩组⑩ꎬ时代为新元古代ꎮ １２５ 万亚布力镇幅

区域调查报告 称塔东岩群ꎬ时代置于古元古代ꎮ
笔者采用塔东岩群ꎬ包括上述 １２５ 万区域地质调

查划分的塔东岩群和杨木岩组ꎮ
３.５.２　 分布、主要变质岩岩石组合及原岩建造

塔东岩群主要分布于宁安市西南地区的尔站

三场、苇芦河林场一带ꎬ主要岩性为黑云斜长(二
长)片麻岩、变粒岩、二云石英片岩、变质中性火山

岩、大理岩等ꎮ 塔东岩群产出的塔东铁矿赋矿围岩

建造为中基性火山喷发－陆缘碎屑沉积建造ꎬ含矿

岩性段的建造具海底中基性火山喷发－火山碎屑交

替沉积环境 ４８ ꎮ

３.５.３　 同位素年代学资料

宁安地区苇芦河林场黑云变粒岩碎屑锆石 Ｕ－
Ｐｂ 同位素年龄主要集中于 ７４７ ~ ９１６ Ｍａ 之间ꎬ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 ３ 组年龄谱峰值年龄为 ７５１ ±６ Ｍａ、
８５５±３ Ｍａ、９１４±４ Ｍａꎬ且在该处后期切穿的英云闪

长岩脉体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年龄为 ５１６±４ Ｍａ[１７]ꎮ

４　 黑龙江省中—新元古代地层划分对比

黑龙江省中—新元古界普遍存在硅铁建造和

孔兹岩系或含石墨岩系岩石组合ꎬ兴华渡口岩群、
东风山岩群、兴东岩群和麻山岩群均具有相似的硅

铁建造特征ꎬ并普遍发育含石墨岩系ꎬ在兴华渡口

岩群、兴东岩群和麻山岩群还见有孔兹岩系岩石

组合ꎮ
黑龙江省中—新元古界产出铁矿和石墨矿ꎮ

兴华渡口岩群兴安桥岩组产出兴安桥铁矿ꎬ门都里

岩组产出门都里石墨矿、霍拉盆石墨矿等ꎻ东风山

岩群亮子河岩组产出东风山铁矿、亮子河铁矿等ꎻ
兴东岩群大盘道岩组产出羊鼻山铁矿、大盘道铁

矿、孟家岗铁矿、云山石墨矿、佛岭石墨矿、双河石

墨矿、西北楞石墨矿等ꎻ麻山岩群产出柳毛石墨矿、
烟袋岭石墨矿、黑台石墨矿、马来山石墨矿、城子河

磁铁矿点等ꎮ 另外ꎬ吉林省塔东岩群产出大型火山－
沉积变质型塔东铁矿 ４８ ꎮ

长期以来ꎬ依据建造类型与变质程度ꎬ将典型

孔兹岩系的麻山岩群置于新太古代ꎬ将典型硅铁建

造的兴东岩群、东风山岩群、兴华渡口岩群置于古

元古代 １ ꎮ 根据前述资料ꎬ硅铁建造与孔兹岩系或

含石墨岩系的碎屑锆石年龄并无明显差别ꎬ且峰期

变质时代均为早—中寒武世ꎮ 根据 １２５ 万区域地

质调查报告和 １２０ 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矿产部

分)典型硅铁建造铁矿(兴安桥铁矿、东风山铁矿、
亮子河铁矿、孟家岗铁矿、羊鼻山铁矿、大盘道铁

矿)资料的研究显示ꎬ原来认为单一的硅铁建造如

兴东岩群和东风山岩群具有含石墨岩系特点ꎬ兴华

渡口岩群具有孔兹岩系和含石墨岩系特点ꎬ这在上

述几个铁矿中的典型硅铁建造也均显示有孔兹岩

系或含石墨岩系特点(表 ５)ꎮ
由此可知ꎬ黑龙江省中—新元古界基本包括硅

铁建造与孔兹岩系或含石墨岩系建造类型ꎬ硅铁建

造与孔兹岩系或含石墨岩系基本为同一个地质时

代的产物ꎬ总体上硅铁建造偏下ꎬ孔兹岩系或含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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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黑龙江省中—新元古代典型铁矿床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ｅｓｏ－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ｉｒｏ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序号 典型矿床名称 含矿层位 含矿地层简要特征 沉积建造 成矿时代

１ 兴安桥铁矿
兴华渡口岩群

(兴安桥岩组)

主要岩石类型有石英片岩、角闪片岩、变粒岩、石英岩、磁铁石

英变粒岩、片麻岩、含石墨大理岩、白云质大理岩等ꎬ厚约 ７４０
ｍꎬ上部含工业磁铁矿矿体ꎬ下部矿体不具工业意义

硅铁建造

２ 亮子河铁矿
东风山岩群

(亮子河岩组)

上段(厚约 ５００ ｍ):以绢云石英片岩、碳质片岩为主ꎬ夹大理

岩、黑云片岩、长石石英片岩等

下段上部大理岩层(厚约 １００ ｍ):厚层大理岩ꎬ底部含鳞片状

石墨

下段下部含矿层(厚约 ２００ ｍ):以绢云石英片岩、黑云石英片

岩、磁铁石英岩为主ꎬ夹薄层大理岩、碳质页岩、长石石英片岩

含石墨岩系

硅铁建造

围岩红柱石斑点板岩

(碎屑锆石年龄加权

平均值为 ７３９. ３ ±４. ８

Ｍａ)  ２３ ꎻ围岩石榴黑

云片岩 (碎屑锆石最

年轻一组峰值年龄为

７５７±９ Ｍａ)  ７ 

３ 东风山铁矿
东风山岩群

(亮子河岩组)

上段(厚 ３５０ ｍ):主要由石英片岩、石墨片岩、黑云石英片岩等组成

中段(厚 ３５０ ~ ４５０ ｍ):下部大理岩为主ꎬ夹电气石石墨片岩、石
英片岩等ꎻ上部以石墨片岩为主ꎬ夹大理岩、石英岩及变质中酸

性火山凝灰岩

下段(厚 ４０ ~ １２０ ｍ):石英片岩、石英变粒岩等硅质岩与磁铁石

英岩、磁铁透闪石岩等铁质岩石组合ꎬ为铁矿主要层位

含石墨岩系

硅铁建造

围岩二云母片岩(碎屑

锆石最年轻一组峰值

年龄为 ８２１±１５ Ｍａ)  ８ 

４ 孟家岗铁矿
兴东岩群

(大盘道岩组)

上部大理岩层(厚约 １００ ｍ):厚层大理岩夹黑云石英片岩ꎬ局
部含石墨

上部含矿层(厚 ８０ ~ １２０ ｍ):矽线黑云变粒岩、黑云石英片岩夹

大理岩、磁铁矿矿体

中部大理岩层(厚 ５０ ~ １００ ｍ):白云质大理岩夹石墨片岩

下部含矿层(厚 １００ ~ １５０ ｍ):主要为黑云石英片岩夹薄层大理

岩、石英岩、磁铁矿矿体

下部大理岩层(厚约 １００ ｍ):硅化、蛇纹石化大理岩夹薄层黑

云石英片岩、变粒岩、条带状磁铁石英岩及磁铁矿矿体

含石墨岩系

硅铁建造

夹含石墨

岩系

围岩地层沉积时代为

中—新元古代 ４９ 

５ 羊鼻山铁矿
兴东岩群

(大盘道岩组)

上部岩段(厚 ５６２ ｍ):石榴云母石英片岩、石榴矽线石英片岩、
浅粒岩、黑云二长片麻岩等

孔兹岩系

下部岩段(厚 ５９５ ｍ):含矽线黑云二长片麻岩、石榴矽线钾长

石英片岩、磁铁钾长变粒岩、磁铁石英岩、大理岩、磁铁矿矿

体等

硅铁建造

围岩矽线黑云石英片

岩(最年轻的一组碎屑

锆石年龄区间为 １００６~

１２１２ Ｍａ)  ２１ 

６ 大盘道铁矿
兴东岩群

(大盘道岩组)

条带状大理岩ꎬ下部夹磁铁石英岩、石英岩、石英云母片岩ꎬ含
铁矿层(大理岩厚 ２５０ ~ ３００ ｍ、磁铁石英岩夹层厚 ２０ ~ ３０ ｍ)

硅铁建造

石墨石英片岩(厚 ２０ ~ ５０ ｍ) 含石墨岩系

透闪石白云岩夹磁铁石英岩、石英岩、石英黑云片岩、含铁矿层

(透闪石白云岩厚 １６０ ~ ３００ ｍ、磁铁石英岩夹层厚 １５ ~ ５０ ｍ)
硅铁建造

石墨石英片岩(厚 ３０ ~ ８０ ｍ) 含石墨岩系

下部透闪石白云岩、条带状大理岩(厚 １００ ~ ２００ ｍ)ꎬ磁铁石英

岩(厚 ６０ ~ １００ ｍ)ꎻ中上部条带状大理岩夹磁铁石英岩、石英黑

云片岩

硅铁建造

磁铁石英岩 (碎屑锆

石最年轻一组峰值年

龄为 ６５５±１.３ Ｍａ)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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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系偏上ꎮ 前寒武纪铁建造主要集中于 ２ ８ ~ １ ８
Ｇａꎬ在 １ ８ Ｇａ 之后有一个连续的缺失ꎬ但在 ０ ８ Ｇａ
左右因雪球事件又重新少量出现 ５１ ꎮ 中国 ＢＩＦ 型

铁矿床在古太古代、中太古代、新太古代、古元古

代、新元古代均有产出ꎬ但主要是新太古代—古元

古代 ５２－５３ ꎮ 新元古代南华纪—震旦纪 ( ８００ ~ ５４３
Ｍａ)在扬子陆块东南缘中西段赣中矿集区内分布着

新余式 ＢＩＦ 型铁矿床 ５４ ꎬ主要是由 ０.８ Ｇａ 左右的

“雪球地球” 事件控制 ５５ ꎬ其是新元古代“雪球地

球”事件的产物ꎬ形成于冰盖开始融化的初期 ５６ ꎮ
新元古代冰期时由于全球范围海洋冰盖阻碍了大

气圈中的氧进入海洋ꎬ使海水近于停滞和缺氧ꎬ形
成一次全球性的 ＢＩＦ 铁矿 ５７ ꎬ作为亚洲最富的铁矿

床海南石碌铁矿的形成时代被限定在 ０.８ ~１.０ Ｇａ ５８ ꎮ
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ꎬ条带状铁建造(ＢＩＦ)主要有 ２
个时期ꎬ主要为新太古代—古元古代ꎬ其次为新元

古代ꎬ在中国ꎬ前者主要见于华北克拉通ꎬ后者主要

见于华南地区ꎬ并且与孔兹岩系相伴ꎬＢＩＦ 在下ꎬ孔
兹岩系在上ꎬ黑龙江省情况与中国华南基本可以对

比ꎬ其时代相当于南华纪—震旦纪ꎬ另外ꎬ中元古

代—早寒武世也是中国石墨矿的重要成矿期 ５９ ꎮ
结合前述中—新元古代变质岩岩石组合、原岩建

造、年代学资料、产出矿床特征等ꎬ将麻山岩群、兴
东岩群、东风山岩群、兴华渡口岩群和塔东岩群时

代厘定为中—新元古代ꎬ并可进行区域对比ꎮ
黑龙江省中—新元古界普遍存在硅铁建造与

孔兹岩系或含石墨岩系岩石组合ꎮ 新元古代中晚

期黑龙江省古气候正值冰期“雪球地球”ꎬ基底岩系

下部以中基性火山岩为主ꎬ间有中酸性火山岩和碎

屑岩、碳酸盐岩沉积ꎬ属氧逸度较低的还原环境ꎬ随
着冰川融化ꎬ形成硅铁建造ꎬ发育沉积变质型铁矿ꎬ
其中ꎬ靠近火山活动中心位置形成塔东铁矿等

Ａｌｇｏｍａ 型铁矿ꎬ远离火山活动中心的地方形成大盘

道铁矿、羊鼻山铁矿、孟家岗铁矿、东风山铁矿等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型铁矿ꎻ上部以滨浅海碎屑岩－碳酸盐岩为

主夹火山岩ꎬ属间冰期温暖气候ꎬ发育典型孔兹岩

系或含石墨岩系ꎬ形成著名的柳毛、云山、佛岭、霍
拉盆等超大型、大型石墨矿床ꎮ

５　 结　 论

通过黑龙江省 １２５ 万、１２０ 万区域地质调

查成果和相关的科研论文及专著等资料进行总结

分析ꎬ综合前寒武纪地层的变质岩岩石组合、原岩

建造、含矿特征、同位素年龄成果等ꎬ初步得到以下

认识ꎮ
(１)通过对前寒武系和古生代地层中含有的太

古宙碎屑锆石谐和年龄、古生代火成岩中含有的太

古宙捕获锆石谐和年龄、太古宙岩浆岩和 Ｈｆ 同位

素二阶段模式年龄等资料ꎬ认为黑龙江省古老地块

上应该存在太古宙变质岩系ꎮ
(２)建立了黑龙江省前寒武系划分对比方案ꎬ

将黑龙江省前寒武系划分为额尔古纳－图瓦、内蒙

古－大兴安岭和佳木斯－兴凯 ３ 个地层区、额尔古

纳、大兴安岭、松嫩－小兴安岭、佳木斯、兴凯 ５ 个地

层分区ꎬ具体包括非正式地层单位表壳岩 １ 个、岩群

５ 个、岩组 １０ 个ꎬ为在黑龙江省开展区域地质调查

工作和前寒武纪地质研究提供了地层学方面的

资料ꎮ
(３)通过黑龙江省中—新元古界的岩石组合和

产出的典型铁矿、石墨矿分析ꎬ认为其普遍存在硅

铁建造和孔兹岩系或含石墨岩系岩石组合ꎬ兴华渡

口岩群、东风山岩群、兴东岩群和麻山岩群均具有

相似的岩石建造特征ꎬ总体上硅铁建造偏下ꎬ孔兹

岩系或含石墨岩系偏上ꎬ可与中国华南地区南华

纪—震旦纪受控“雪球地球”事件影响的 ＢＩＦ 铁矿

对比ꎬ并结合变质岩岩石组合、原岩建造、年代学资

料等ꎬ将麻山岩群、兴东岩群、东风山岩群、兴华渡

口岩群和塔东岩群时代厘定为中—新元古代ꎬ并可

在区域上对比ꎮ
致谢:感谢收集资料过程中黑龙江省各地勘单

位的大力支持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ꎬ感谢审稿专家

和黑龙江省地质调查研究总院韩松山教授级高工

提出的宝贵意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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