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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大桥幅 1∶50 000 地质图数据库

周效华    陈荣    张炜    李春海    高天山    董茂兴    钱迈平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江苏 南京 210016)

摘要：江西大桥幅 (H50E023002) 1∶50 000 地质图数据库是按《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

技术要求  》 (DD 2019−01) 和地质行业的统一标准及要求 , 在充分搜集和利用 1∶

200 000、1∶250 000 等区域地质调查、1∶50 000 矿产调查工作成果资料的基础上, 采

用数字填图系统 (DGSS) 进行野外地质填图和数据库建设, 结合 Spot、ETM 等多种遥感

影像对构造及岩性边界不断验证和完善, 最终绘制成图。图件运用造山带填图理论详细

填绘了测区新元古代地层单位, 图面表达以构造建造为单位, 对新元古代地层进行了重新

划分, 并对内部沉积序列进行了重新厘定, 限定了宜丰岩组沉积时代和沉积环境。解体了

九岭南缘新元古代花岗岩侵入体, 查明了各侵入体岩石类型、矿物成分、结构构造、接

触关系等, 识别出测区新元古代、晚志留世、早白垩世 3 期岩浆事件, 建立了构造–岩浆

演化序列。图幅数据库的数据内容包含有 11 个沉积 (火山) 地层单位、7 个变质岩岩层

单位和 3 期岩浆事件, 以及 12 个样品的锆石 U–Pb 年龄数据, 数据量为 198 MB。该图幅

充分反映了九岭南缘地区造山带结构和地质演化过程, 是 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最新

示范性成果, 对江南造山带构造演化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对后续该区域的地质调查工

作也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江西；大桥幅；1∶50 000；地质图；H50E023002；数据库；江南造山带；地质

调查工程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http://dcc.ngac.org.cn/

1    引言

江南造山带是指出露于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之间, 主要由一套浅变质、强变形的中−

新元古代巨厚沉积–火山岩系及时代相近的侵入体所构成的地质构造单元。在华南中部,

江南造山带总体近 NEE走向, 呈弧形跨越桂北、黔东、湘西、湘北、赣北、皖南、浙西

至浙北, 约长 1 500 km、宽 200 km (王孝磊等, 2017)。

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扬子地块东南缘存在一个中−新元古代的造山带 (周新民等, 1988;

周国庆等, 1989; 程海, 1991; 马长信, 1991; 徐备等, 1992; 徐夕生和周新民, 1992; 周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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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鹤, 1992; 舒良树等, 1995; 杨明桂等, 2002, 2012, 2015; 邓国辉等, 2003; 楼法生等,

2003; 张彦杰等, 2010; Zhou Meifu et al., 2002; Zhou Jincheng et al., 2009; Xu Xianbing et

al., 2014; 徐先兵等, 2015; 周效华等, 2012, 2014, 2019; Zhou Xiaohua et al., 2020)。前寒武

纪的巨厚沉积–火山岩系及时代相近的侵入体是江南造山带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其形成时

代和构造属性备受关注。

江西大桥幅 1∶50 000 地质图调查区位处江西中西部, 构造位置隶属江南造山带和

钦杭结合带的交接部位, 构造位置特殊, 新元古代浅变质岩系和新元古代九岭岩体分布广

泛, 是研究华南前寒武纪地质的重要地区之一 (图 1)。区内宜丰岩组为重要的含铜岩系

(杨明桂等, 2015; 吴富江等, 2016), 在罗城、三十把和兴源冲等地发现了海相火山沉积叠

改型铜矿床, 九岭岩体侵位于其中, 南侧与萍乐凹陷内晚古生代地层呈断层接触。测区同

为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和瓷土矿找矿有利区, 且具有伟晶岩型锂矿找矿前景。工作区前人

做了很多的地质矿产工作, 尤其是 1∶200 000宜春、铜鼓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和 1∶

250 000上高县幅区域地质调查, 资料比较全面系统, 基本查明了区内地层、岩浆岩、构

造的基本特征, 初步建立了测区的地层层序、岩浆演化顺序、区域构造格架。为开展

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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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南造山带东段前寒武纪地质图和测区位置 (据马丽芳等, 2002修改)
 

虽然早期的矿产调查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区内基础地质调查研究程度, 但由

于其工作侧重点不同, 大地构造属性方面存在认识上的差异, 对板块及碰撞带的性质尚不

明确。鉴于此, 亟需在该地区开展系统的 1∶50 000区域地质填图工作, 查明区内褶皱基

底的构造属性、地层区划和岩浆岩空间展布特征以及构造–岩浆演化序列。江西大桥幅

(H50E023002) 1∶50 000地质图数据库 (表 1, 周效华等, 2021) 旨在反映该地区新一轮地

质调查在造山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为该区地质矿产调查、重大地质问题研究提供基

础地质图件, 为后续更深入地探讨造山带结构和演化提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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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库 (集) 元数据简介

条 目 描述

数据库(集)名称 江西省大桥幅(H50E023002) 1∶50 000地质图数据库

数据库(集)作者 周效华,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张　炜,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陈　荣,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李春海,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高天山,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数据时间范围 2016−2018年

地理区域 东经114°15′～114°30′; 北纬28°10′～28°20

数据格式 MapGIS, JPG, PDF, CorelDraw, Illustrator

数据量 198 M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dcc.ngac.org.cn

基金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  “钦杭成矿带德兴−歙县地区地质矿产调
查”   (DD20160038 )和“长江三角洲沪宁杭地区区域地质调查”

(DD20190043)

语种 中文

数据库(集)组成 1∶50  000地质图库、角图和图饰。地质图库包括沉积岩、火山岩、侵入
岩、第四系、构造形迹、地质界线、产状、蚀变、岩性花纹、各类代号
等。角图包括综合柱状图、侵入岩填图单位、大地构造演化图、图切剖
面、大地构造位置图。图饰包括接图表、图例、责任表、引用格式等

 
 

2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2.1    数据准备

江西大桥幅 1∶50 000地质图以《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DD 2019−

01) 为规范, 在参考 1∶50 000 矿产地质调查项目原始资料 (包括地质草图、实际材料图)

的基础上, 根据项目野外实际资料 (实际材料图、剖面图) 重新连图而成, 代表大桥幅

1∶50 000最新地质填图新成果。地理底图采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地理数据, 应用已有

的技术标准和数字填图系统 (DGSS)、MapGIS等计算机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2.2    数据采集

2.2.1    数据采集准备

本次数据采集使用的地形图采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 1∶50 000 数字化地

形图, 投影类型为高斯–克吕格投影, 椭球参数为“北京 54”, 高程基准为 1985国家高程

基准。原始数据包括数字化装备配置、1∶50 000数字地形图、多元数据的整合。在充

分利用前人资料的基础上, 根据野外踏勘和工作区的具体情况编制数字填图 PRB字典库,

主要由图幅基本信息数据模型、野外分段路线观测数据采集模型、简化地理数据模型、

统计数据采集数据模型及剖面数据模型组成。图幅基本信息数据包括图幅基本信息、填

图人员信息。

2.2.2    数据采集

根据已有资料的综合分析和地质草图的编制, 划分重点工作区和一般工作区, 确定了

重点填图内容为新元古代宜丰岩组和九岭岩体岩浆岩, 并对构造复杂区进行了路线加

密。原始数据库整体又可分为数字填图库和数字剖面库。

以数字填图掌上机中 1∶25 000 地形图为底图, 通过野外实际调查, 在数字填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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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绘出地质点、地质界线及地质路线等点、线信息, 形成野外手图库。野外手图库存

储野外地质路线各类地质数据, 是最重要的野外第一手原始资料数据库。在野外手图库

检查无误的基础上, 对所有地质路线内容进行入库汇总整合, 形成野外 PRB总图库。并

将实体观测数据点、线采集层及标注图层进一步继承到实际材料图库中。一般来说, 野

外手图整理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野外手图的规范处理: 将野外采集的手图资料导入电脑, 补充、完善细化地质点

(P)、点间路线 (R)、界线 (B)、产状、采样、照片对话框与属性框中各项内容, 并保持整

体协调一致, 确保客观描述信息无误。

(2) 野外手图的整饰处理: 结合地形、遥感资料, 按“V”字形法则勾绘界线, 按照规

范要求的线型、子图号及颜色进行处理, 整饰圆滑, 并在点间增加岩性标注信息, 便于后

续连图。

(3) 野外手图的综合整理: 结合目标任务, 进行野外路线小结, 系统梳理地层、岩浆岩

及构造信息, 对接触关系、构造变形等重要地质现象要专门处理, 整体数据质量检查及自

检无误, 提交项目负责入库连图。

数字剖面库采用数字剖面测量方式进行, 以 1∶50 000野外手图为底图, 在充分踏勘

的基础上, 选择出露完整地段进行。野外逐层分层进行, 记录岩性、样品、产状、照片、

构造变形等信息, 并在野簿上相应做信手剖面图, 均按系统自动生成的文件名及根据需要

自定义文件名进行存储。一般在测量完整剖面后, 由剖面的记录者进行剖面的初步整理

和野外小结, 结合室内薄片鉴定, 绘制剖面图及剖面柱状图。

2.2.3    实际材料图

实际材料图是用点、线、面的空间实体在地形图上表示地质点、地质界线、分段路

线、地质体、样品、产状、GPS 点等各种地质要素分布密度的一种重要的原始资料地质

图件。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包括实际材料图在内的原始资料原则要求用 1∶25 000
比例尺图幅。一般来说, 实际材料图整理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地质体界线的形成。实际材料图库中用于连图的线图层文件名为 Geoline.wl, 为
建立拓扑关系, 形成地质体面, 其内容除地质体界线外, 还包括内图框线和面状水体等界

线, 其中后者从相关图层直接拷贝获取。不分割地质体面的整饰界线不归入 Geoline.wl
图层, 如部分岩相界线、未经证实的遥感解译断层、变质相带等。

(2) 地质体面的形成。地质体界线形成后通过拓扑可形成地质体面实体, 主要通过地

质体线转弧段, 进行拓扑重建并进行错误检查, 新生成的临时区文件没有属性结构, 将其

合并至实际材料图库地质体区文件中。

(3) 地质体赋属性。数字实际材料图线、面文件形成并赋予属性结构后, 必须对其属

性内容进行补充完善。主要包括∶ 地质体界线属性提取, 地质体面实体属性提取, 根据

地质体面自动给界线赋左右地质体代号, 浏览编辑实际材料图属性等步骤。

(4) 实际材料图的整理。主要包括对不同地质体根据属性进行统一着色, 根据相关标

准规范对地质体不同类型界线线型及对应参数进行修改, 按规范对地质体代号进行标注,
对图廓外进行整饰, 重点是图例的完善, 将实际材料图库中系统自动生成的无用的空文件

删除。

2.2.4    编稿原图

编稿原图等同于地质图, 1∶50 000 编稿原图是在 1∶25 000 实际材料图基础上形

成。在形成编稿原图后需要进行全面性、规范性、标准化整理。具体包括: 地质体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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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地质体面图层、产状图层、地质图整饰图层、地质体标注、图外整饰图层、编稿

原图库文件等图层及文件的整理流程。在编稿原图库中将系统自动生成的无内容的空文

件删除, 在编稿原图工程文件中将野外地质采集图层文件删除, 仅保留与地质图相关的图

层文件。

2.2.5    成果空间数据库

空间数据库包括基本要素类、综合要素类、对象类和独立要素类数据库。其中要素

数据库是共享空间参考系统的要素类的集合, 在地质图数据模型中, 由地质点、面、线实

体类构成。对象类是一个表, 存储非空间数据, 在地质图数据模型中, 一般一个要素类对

应多个对象类。根据规范要求, 建立了江西大桥幅 1∶50 000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地质图

基本要素类、综合要素类和对象类各数据项属性齐全 (表 2)。

成果数据库建设内容和有关要求将依据《数字地质图图层及属性文件格式》(D/Z

0197−1997)等标准进行图形库和属性库等的建设, 参照《地质图用色标准及用色原则》

(DZ/T 0179−1997)、《区域地质图图例》(GB/T 958−2015)等标准确定用色及图饰、图

例、符号等的表达。

2.2.6    编制各类角图

江西大桥幅 (H50E023002) 1∶50 000地质图主要角图包括: 综合地层柱状图、侵入

岩填图单位、图切剖面、大地构造位置图和其他角图 (图 2)。

(1) 综合地层柱状图: 对不同的岩石地层单元沉积建造特征进行详细表达。系统梳理

图幅内各地层单元地层层序、岩石组合特征, 结合锆石测年资料, 综合反映其沉积背景及

时代属性。

(2) 侵入岩填图单位: 识别出 3期岩浆演化序列: ①晋宁期以顺序发育深灰色、灰色

中细粒−细粒含斑英云闪长岩 (829  Ma)、灰色中粒−中细粒似斑状花岗闪长岩

(827 Ma)、灰色中粒−中细粒二长花岗岩 (826 Ma)、浅肉红色细粒−微细粒花岗斑岩

(806 Ma)为特征; ②晚志留世以深灰色中细粒闪长岩、角闪辉长岩 (425 Ma)和灰白色−

灰色中细粒花岗岩 (423 Ma)为主; ③早白垩世以灰白色中粒二长花岗岩为主 (约 140 Ma)。

(3) 图切剖面: 图幅内建造和构造的总体走向为近北东−北东东向, 为直观表达区内

各地质体接触关系及空间位态, 共布置 2 条图切剖面, 对本图幅内各地质体接触关系进行

了较全面控制: ①新元古代宜丰岩组和九岭岩体剖面, 反映了新元古代物质组成及构造序

列特征; ②宜丰岩组和晚古生代地层剖面, 主要控制萍乐凹陷晚古生代地层、宜丰岩组各

单元等地质体的空间位态。

(4) 大地构造位置图: 表达了大桥幅在区域大地构造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大地构造单元

划分情况。大地构造位置图体现了华南洋新元古代向北俯冲及工作区所处的构造位置。

(5) 其他角图: 对脉岩、地质代号、地质符号及岩性花纹进行梳理, 编制图例及责

任表。

3    数据样本描述

3.1    数据的命名方式

地质面.wp, 地质线.wl, 地质点.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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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图层内容

主图内容包括沉积岩、火山岩、侵入岩、第四系、构造形迹、地质界线、产状、各

类代号等。

表 2　大桥幅 1∶50 000 地质图空间数据库要素类和对象类一览表

要素类和
对象类　

名称及标准编码 说明/实体个数

基本
要素类

地质体面实体
(_GEOPOLYGON.wp)

441

地质(界)线(_GEOLINE.wl) 1 047

产状(_ATTITUDE.wt) 632

样品(_SAMPLE.wt) 423

照片(_PHOTOGRAPH.wt) 1 018

素描(_SKETCH.wt) 104

同位素测年(_ISOTOPE.wt) 12

河湖水库岸线
(_LINE_GEOGRAPHY.wl)

161

对象类 沉积(火山)岩岩石地层单位
(_Strata)

包括联圩组(Qhl)、望城岗组(Qpw)、河口组(K2h)、
多江组(T3J1d)、安源组(T3a)、杨家组(T2y)、青龙组
(T1q)、长兴组(P3c)、七宝山组(P3q)、乐平组(P3l)、
茅口组(P3m)11个地层单位

非正式地层单位(_Inf_Strata) 宜丰岩组中变辉绿岩(βμ)和变闪长玢岩(δμ)2个标志性
岩层

侵入岩岩石年代
(_Intru_Litho_Chrono)

包括白垩系中粒二长花岗岩(ηγK1)、志留系花岗闪长
岩(γδS3)、志留系角闪辉长岩(ψνS3)、新元古代辉长
岩(νPt3)、新元古代主期二长花岗岩(ηγPt3

1)、新元古
代主期花岗闪长岩(γδPt3

1)、新元古代主期英云闪长
岩(γδοPt3

1)7个侵入岩单位

变质岩地层单位(_Metamorphic) 包括宜丰岩组片岩段(Pt3y
sch)、宜丰岩组变粉砂岩段

(Pt3y
msi)、宜丰岩组板岩–千枚岩段(Pt3y

s–ph)、宜丰岩
组板岩–变角斑岩段(Pt3y

s–q)、宜丰岩组千枚岩–板岩
段(Pt3y

mp–s)、宜丰岩组变凝灰质粉砂岩段(Pt3y
mgs)、

宜丰岩组变凝灰质细砂岩段(Pt3y
mfs)等7个单位

脉岩(_Dike_Object) 不同类型脉岩共计3类

断层(_Fault) 本图幅共32条

面状河和水库(_Water_Region) 从地理底图中提取

图幅基本信息(_Sheet_Mapinfo) 从标准图框中提取

综合
要素类

标准图框(_MAP_FRAME.wl) 标准图框内图框4条线, 属性相同

蚀变带
(_ALTERATION_POLYGON.wp)

角岩化带2个

构造变形带(_TECOZONE.wp) 韧性剪切带2个

独立
要素类

接图表(Map_Sheet)
综合柱状图(Column_sec)

图切剖面(MAP_profile)

责任表(Duty_Table)

图例(Legend)

构造位置图(Structure_Position)

岩体锆石年龄图(Zircon_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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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图内容包括地层综合柱状图、侵入岩填图单位、图切剖面、大地构造位置图等。

图饰内容包括接图表、图例、责任表等。

3.3    数据类型

实体类型名称: 点、线、面。

点实体: 各类地质体符号及标记、地质花纹、矿化蚀变。

线实体: 断裂构造、地质界线、岩相界线、构造界线及特殊标志层花纹等。

面实体: 沉积岩、火山岩、变质岩、侵入岩、第四系等。

3.4    数据属性

江西大桥幅 (H50E023002) 1∶50 000地质图数据库包含地质实体要素信息、地理要

素信息和地质图整饰要素信息。地理要素信息属性沿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提供的数据

属性结构。地质实体要素信息属性按照 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专项地质填图数据库建

库要求分 4 大岩类 (沉积岩、火山岩、侵入岩、变质岩)、断裂构造、产状要素、矿产地

等分别建立数据库属性。

沉积岩建造数据属性主要有: 年代地层单位、岩石地层单位、建造名称、建造代

码、岩性组合、地层时代、建造厚度、建造含矿性、岩石结构、沉积构造、岩石颜色、

沉积作用类型、沉积相类型、同沉积构造。

火山岩建造数据属性主要有: 年代地层单位、岩石地层单位、建造名称、建造代

码、地层时代、地层分区、岩性组合、建造厚度、建造含矿性、火山喷发旋回、火山喷

发类型、火山岩成因类型、特殊岩性夹层、火山岩相类型、同位素年龄。

侵入岩建造数据属性主要有: 建造名称、建造代码、岩性组合、建造含矿性、岩石

结构、岩石构造、侵入期次、岩体产状、平面形态、剖面形态、岩体侵位构造特征、接

触带特征、成因类型、同位素年龄。

变质岩建造数据属性主要有: 年代地层单位、岩石地层单位、建造名称、建造代

码、岩性组合、地层时代、建造厚度、建造含矿性、岩石结构、岩石构造、原岩建造、

 

图 2    江西省大桥幅 (H50E023002) 1∶50 000 地质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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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质相、变质作用类型。

断裂构造数据属性主要有: 断裂名称、断裂类型、断裂延长、断裂延深、断裂宽

度、断裂走向、断裂面倾向、断裂面倾角、断距、断裂面形态、构造岩特征、运动方

式、活动期次、力学性质。

产状数据属性有: 产状类型、倾向、倾角。

地质图基本要素类、综合要素类和对象类各数据项属性列表见表 3。

4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总体按照《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DD 2019−01) 的填图精度标准进行

野外填图。在实际填图过程中, 执行中国地质调查局《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

求》(DD 2019−01) 试行稿中重点突出的要求, 对基岩区采取加密地质路线调查, 对在宜

丰岩组、九岭岩体关键区加密布设路线及追索路线,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其中地质点采

集以充分控制地质体接触关系、重大构造边界、构造变形、特殊岩性等重要地质界线等

为原则。

为填绘江西大桥幅 1∶50 000地质图, 野外实测入库路线 639 km, 地质点数 959个,

地质界线数 1047个 , 样品 423件 , 照片 1 018张 , 产状 632个 , 素描 104张 , 实测 1∶5

000剖面约 27 km, 实测 1∶2 000剖面约 8 km, 实测 1∶1 000剖面约 1 km。填图总体精

度达到 1∶50 000区域地质专项填图的具体要求。

图面一般只表达直径大于 100 m 的闭合地质体, 宽度大于 50 m、长度大于 250 m 的

线状地质体, 以及长度大于 250 m 的断层、褶皱构造。对一般地质点在野外手图上所标

定的点位与实地位置误差不得大于 25 m。

质量方面, 填图路线自检、互检达 100%, 项目组抽检大于 30%, 符合地质调查项目质

表 3　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数据属性表

数据类型 名称 标准编码 数据项属性

基本
要素类

地质体面实体 _GeoPolygon 地质体面实体标识号, 地质体面实体类型代码, 地
质体面实体名称, 地质体面实体时代, 地质体面实
体下限年龄值, 地质体面实体上限年龄值, 子类型
标识

地质(界)线 _GeoLine 要素标识号, 地质界线(接触)代码, 地质界线类型,
界线左侧地质体代号, 界线右侧地质体代号, 界面
走向, 界面倾向, 界面倾角, 子类型标识

产状 _Attitude 要素标识号, 产状类型名称代码, 产状类型名称, 走
向, 倾向, 倾角, 子类型标识

样品 _Sample 要素标识号, 样品编号, 样品类型代码, 样品类型名
称, 样品岩石名称, 子类型标识

照片 _Photograph 要素标识号, 照片编号, 照片题目, 照片说明, 子类
型标识

素描 _Sketch 要素标识号, 素描编号, 素描题目, 素描说明, 子类
型标识

化石 _Fossil 要素标识号, 化石样品编号, 化石所属生物门类, 化
石属或种名, 化石产出层位, 含化石地层单位代号,
化石时代, 子类型标识

同位素测年 _Isotope 要素标识号,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年龄测定方法,
测定年龄, 被测定出地质体单位及代号, 测定分析
单位, 测定分析日期, 子类型标识

河、水库岸线 _Line_Geography 要素标识号, 图元类型, 图元名称, 子类型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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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要求。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分别于 2016 年 11月、2017年 10月组

织有关专家, 在野外及室内对项目组原始资料、成果进展进行了质量检查。2018年 8月,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组织专家采用室内、野外现场两者相结合的检查方法

对项目进行了野外工作验收, 评定为优秀; 2019年 3月, 江西大桥幅 (H50E023002)地质

图被评定为优秀级, 并参加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图幅展评。

　

续表 3

数据类型 名称 标准编码 数据项属性

综合
要素类

构造变形带 _Tecozone 要素标识号, 变形带代码, 变形带类型名称, 变形带
岩石名称, 变形带组构特征, 变形力学特征, 形成时
代, 活动期次, 含矿性, 子类型标识

蚀变带(面) _Alteration_Polygon 要素标识号, 蚀变类型名称代码, 蚀变类型名称, 蚀
变矿物组合及含量, 含矿性, 被蚀变的地质体代号,
子类型标识

标准图框
(内图框)

_Map_Frame 图名, 图幅代号, 比例尺, 坐标系统, 高程系统, 左经
度, 下纬度, 图形单位

对象类 沉积(火山)岩
岩石地层单位

_Strata 要素分类, 地层单位名称, 地层单位符号, 地层单位
时代, 岩石组合名称, 岩石组合主体颜色, 岩层主要
沉积构造, 生物化石带或生物组合, 地层厚度, 含矿
性, 子类型标识

侵入岩
岩石年代单位

_Intru_Litho_Chrono要素分类, 岩体填图单位名称, 岩体填图单位符号,
岩石名称(岩性), 岩石颜色, 岩石结构, 岩石构造, 岩
相, 主要矿物及含量, 次要矿物及含量, 与围岩接触
关系, 围岩时代, 与围岩接触面走向, 与围岩接触面
倾向, 与围岩接触面倾角, 流面产状, 流线产状, 形
成时代, 含矿性, 子类型标识

变质岩
地(岩)层单位

_Metamorphic 要素分类, 地(岩)层单位名称, 地(岩)层单位符号,
地(岩)层单位时代, 岩石名称(岩性), 岩石颜色, 岩
石结构(含粒度), 岩石构造, 主要矿物及含量, 特征
变质矿物及含量, 地(岩)层产状, 矿物组合及含量,
岩层厚度, 含矿性, 所属变质相带, 子类型标识

特殊地质体 _Special_Geobody 要素分类, 特殊地质体类型名称代码, 特殊地质体
类型名称, 形成时代, 岩性, 子类型标识

非正式地层单位 _Inf_Strata 要素分类, 非正式地层单位代码, 岩性, 岩石结构构
造, 所含生物化石带或生物组合, 出露宽度或厚度,
含矿性, 所在地层单位符号, 子类型标识

断层 _Fault 要素分类代码, 断层类型, 断层名称, 断层编号, 断
层性质, 断层上盘地质体代号, 断层下盘地质体代
号, 断层破碎带宽度, 断层走向, 断层倾向, 断层面
倾角, 估计断距, 断层形成时代, 活动期次, 子类型
标识

脉岩(面) _Dike_Object 脉岩分类代码, 脉岩名称, 脉岩符号, 岩性, 颜色, 结
构, 构造, 主要矿物及含量, 次要矿物及含量, 与围
岩接触面走向, 与围岩接触面倾向, 与围岩接触面
倾角, 形成时代, 含矿性, 子类型标识

面状水域 _Water_Region 要素分类代码, 图元类型, 图元名称, 图元特征, 子
类型标识

图幅基本信息 _Sheet_Mapinfo 地形图编号, 图名, 比例尺, 坐标系统, 高程系统, 左
经度, 右经度, 上纬度, 下纬度, 成图方法, 调查单
位, 图幅验收单位, 评分等级, 完成时间, 出版时间,
资料来源, 数据采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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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价值

江西大桥幅 (H50E023002) 1∶50 000 地质图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新一轮地质调查

工作的代表性图幅之一。该地质图在深入研究本图幅内岩石组合、层序及构造变形的基

础上, 以最新的造山带填图思路为指导, 按照最新《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

(DD 2019−01) 要求, 对图幅进行了详细的地质填图, 提高了区域地质调查与基础研究水

平, 在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方面获得新突破, 系统建立了九岭南缘宜丰−万载地区新元

古代完整的构造−岩浆−地层演化序列。

在万载−宜丰一带宜丰岩组地层中发现有呈夹层产出的变英安岩、变凝灰岩。

SHRIMP锆石定年表明, 变英安岩、变凝灰岩分别形成于 (835.0±7.8) Ma和 (830.3±9.5)

Ma, 限定了宜丰岩组形成时代, 通过锆石 Hf同位素分析和沉积学分析, 限定宜丰岩组主

体属于半深海大陆斜坡沉积, 区域上与溪口岩群、双桥山群、冷家溪群、西村岩组、南

桥岩组、苍溪岩组沉积时限基本相当, 沉积环境相似, 明确为华南“晋宁运动”不整合面

之下的一套弧后盆地环境产物 (周效华等, 2019)。在宜丰岩组多个样品中发现国内外

寒武纪早期常见疑源类 (如 Lophoshaeridium、Granomarginata、Skiagia、Dictyotidium、

Asteridium 和 Cymatiosphaera 等), 表明至少部分宜丰岩组地层时代应为寒武纪早期, 为扬

子地块与华夏地块可能是在加里东期才真正发生碰撞、拼贴的认识, 提供了新的、有意

义的微体古生物化石证据 (周效华等, 2020)。以上成果的取得为该地区进行下一步地质

找矿调查提供了基础资料, 并为后续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了基础性

图件。

6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江西大桥幅 (H50E023002) 1∶50 000地质图数据库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可依托该

数据库作为相同或不同比例尺基础地质图的基本信息库, 可为区域及局部地质灾害防

治、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基础资料支撑。本数据库采用 MapGIS 格式建立, 内容翔实丰

富, 查询方便, 可编辑性强, 可与同类型数据实现叠加、合并及再处理, 有利于数据库信息

共享。

7    结论

(1) 江西大桥幅 (H50E023002) 1∶50 000地质图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新一轮地质调查

成果, 以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技术要求为标准, 全面系统编制了 1∶50 000 地质图并建立

了空间数据库, 完善并规范了各类地质信息的表达, 为该区下一步开展矿产地质调查、地

质灾害防治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基础图件。

(2) 重新厘定了测区新元古代地层单位系统。运用造山带填图理论进行填图, 图面表

达以构造建造为单位, 对新元古代地层进行了重新划分, 并对内部沉积序列进行了重新厘

定。认为宜丰岩组和双桥山群不具有明显的界线, 同为弧后盆地背景下的一套浊流沉

积。区内新元古界宜丰岩组不同层位变英安岩、变凝灰岩的形成年龄分别为 (835.0±7.8)

Ma和 (830.3±9.5) Ma。

(3) 在三兴镇北侧宜丰岩组中发现了结实星刺藻 (Asteridium solidum)、装饰斯克阿格

藻 (Skiagia ornata)和密集网球藻 (Retisphaeridium densum)等早寒武世的疑源类化石分

子, 为区域地层划分及江南造山带构造演化提供了重要古生物化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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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体了九岭南缘花岗质侵入体, 查明了各侵入体岩石类型、矿物成分、结构构

造、接触关系等, 建立了测区构造–岩浆演化序列。新识别出新元古代辉长岩块 (801

Ma)、志留纪花岗闪长岩岩株 (422 Ma)、志留纪角闪辉长岩 (425 Ma)。

致谢：江西大桥幅 1∶50 000 地质图数据库是一项集体成果, 野外一线地质工作人

员和室内绘图人员均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在野外地质调查和地质图数据库的建立过程

中, 得到多位专家的大力指导与帮助, 在此代表项目组向各位专家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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