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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梵净山群沉积时代

———来自原位锆石;<)=测年证据

王 敏，戴传固，王雪华，陈建书，马会珍，彭成龙，杨凯迪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贵州 贵阳 88%%%8）

摘 要：贵州梵净山地区地层出露完整，构造关系清楚，是研究江南造山带西南段构造演化的理想地区。该区区域

角度不整合面之下地层称为梵净山群，分为9个岩性组，中部出现大量火山岩，形成一个完整的盆地沉积记录。对该

区梵净山群地层中的火山碎屑岩夹层及细碎屑岩中的锆石进行了-&</’)<0>;<)=测年工作，结果显示，两件火山

碎屑岩锆石平均;<)=年龄分别为6!$0?（铜厂组）和68"0?（余家沟组）；另外两件余家沟组细碎屑岩中锆石原位

;<)=测年结果比较接近，平均年龄分别为6780?和67@0?。结合前人数据可以比较精确限定梵净山群的沉积时

限在688!6"80?之间。该时段的上限精确限定了武陵／四堡运动界面的时限，为江南造山带不同部位地质事件的

合理对比、了解江南造山带地质事件的时空迁移规律提供了基础资料。

关键词：梵净山群；火山碎屑岩；锆石;<)=；江南造山带；武陵／四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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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国板块内部的前震旦系岩石呈两条带状分

布：一条沿板块北西缘展布，其南端被称为康滇地

轴；另一条沿杭州—南昌—长沙—贵阳一线分布，形

成一条长达QSLLB<、最宽超过SLLB<的前震旦系

岩石剥露带。带内浅变质岩石以不同规模的孤立块

状出现，其四周被震旦系—古生界围绕，内部常见震

旦系—古生界残留。这些前震旦系岩石出露区目前

被统称为“江南造山带”。

在江南造山带内发育若干角度不整合面，并据

此定义了若干构造运动。南华系与青白口系之间的

角度不整合代表雪峰运动，而青白口系内部板溪、下

江、丹洲群与下伏地层之间的角度不整合在湘赣地

区被称为武陵运动，在广西地区被称为四堡运动，而

在贵州地区则称为梵净运动（赵化琛等，Q\MK"；王砚

耕，KLLQ）。这些构造运动的构造属性在江南造山带

形成、演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存在诸多争议。显

然，理解这些构造运动的属性是认识江南造山带的

关键，而精确确定构造运动的时限则是了解其构造

属性的基础。

目前江南造山带内地质体的高质量年代学数据

已有相当程度的积累（王敏，KLQK），通过分析已经发

表的数据可以发现：

（Q）原认为的中元古代地质体（水涛，Q\P]）不

复存在，所有年龄数据集中在新元古代。这些高质

量年代学资料基本否定了江南造山带中的“武陵运

动”（或“四堡运动”）属于格林威尔期造山运动的可

能（王砚耕，KLLQ）。

（K）组成前南华系主体的双溪坞群（浙皖地区，

吴新荣等，KLL]）、双桥山群（赣西北地区，董树文等，

KLQL）、冷家溪群（湘西北地区，柏道远等，KLQL）、四

堡群（桂北地区，高林志等，KLQL）具有一样的年代学

特点：火山岩夹层的锆石年龄集中在P]L!PLLG#
之间。

（O）分布于双溪坞群（PK]!P[PG#，丁炳华等，

KLLP）、双桥山群、冷家溪群（PKSG#，U#$.!"#$̂ ，

KLL]）、四堡群（PKPG#，U#$.!"#$̂ ，KLLM）、梵净山

群（][PG#，王敏，KLQK）中的基性岩、超基性岩具有

比围岩更宽泛的锆石年龄（PML!]SLG#）。

" 赵化琛，等 Q̂\MK̂ 黔东地区板溪群的划分和对比并对梵净运动的初步认识 贵̂州省地质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专刊（内部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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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于上述"个岩群中的花岗岩、花岗闪长

岩的时代跨度（李献华，#$$$；李献华等，%&&#；’(
)*!"#$+，%&&,；’(-)!"#$+，%&&,；王孝磊等，

%&&,，%&&!）与基性岩、超基性岩类似。

如果 将 武 陵／四 堡 运 动 不 整 合 面 之 上 板 溪 群

（."/!/&$01，尹崇玉等，%&&,；/#!01，高林志

等，%&#&；/&!01，高林志等，%&##）、丹洲群（.2"
01，-345!"#$+，%&&.）中火山岩年代学数据考虑在

内，则江南造山带不同区段的新元古界地层与侵入

岩具有基本相同的年代学格架（/2&!."&01）。详

细野外考察基础上的锆石测年新数据（王敏，%&#%）

表明，江南造山带西南段（梵净山地区）的侵入岩可

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在/%&01之前，晚期在/#&!
."&01之间，其间的分界正好是武陵（四堡）运动造

成的角度不整合面。这种划分方式似乎适用于整个

江南造山带。

基于现有（相同的）年代学、地球化学资料，形成

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江南造山带构造演化模型："
-345等（%&&%）认为华南新元古代火山活动主要为

弧火山岩（又见周金城等，%&&"；-345!"#$+，%&&$），

与华南板块周缘大洋板块的俯冲相关；# 而’(-)
等（#$$$，%&&,）和’()*等（%&&,）认为，包括梵净

山区在内的华南新元古代构造演化以大火山岩省及

相关 裂 谷 型 岩 浆 活 动 为 主 要 特 征（又 见 6178!"
#$+，%&&,；王剑等，%&&"；夏林圻，%&&$），该大火山

岩省与超级地幔柱活动有关，范围波及澳洲大陆

（6178!"#$+，%&#&）。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上

述两种构造演化模型均把新元古代的所有火成岩纳

入到了单一构造演化阶段之中，基本没有考虑江南

造山带内的诸多角度不整合界面。

如果不考虑不同地质体之间的构造关系，上述

火成岩年代学格架显示江南造山带内部的地区性角

度不整合完全有可能形成于同一次构造事件。换言

之，在构建构造模型过程中不考虑江南造山带内部

的不整合面似乎有其合理性。鉴于这种研究现状，

精确限定各地不整合面之时代具有重要意义，这是

开展区域性构造演化对比的基础。

梵净山地区是贵州省内两个主要前震旦系出露

区之一（另一个为从江地区），位于江南造山带西南

端。该区地层出露齐全，野外关系清晰，并完成了高

质量的#9"&&&&地质填图（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地质

局，#$.!）$，是研究武陵／四堡运动不整合界面构造

属性的理想地区。本文报道!件取自梵净山群地层

中的火山碎屑岩夹层及细碎屑岩锆石’:;<=>;0?
@;>A测年结果，试图精确限定其沉积时代。

# 梵净山群地层组成

黔东北梵净山区位于江南造山带西南段东北

缘。核心地区为一长轴南北走向的椭圆形梵净山群

地层出露区，四周被板溪群地层围限，内部常见小片

板溪群地层残留，两者之间为角度不整合接触（图

#）。由于前南华系出露不完整，研究程度不均衡，江

南造山带西南段的大地构造格架并没有建立起来。

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讲，梵净山地区在新元古代期间

的大地构造位置目前还并不清晰。

根据#9"万区调资料（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地质

局，#$.!）$，梵净山群由.个组级地层单位组成，从

下到上依次为淘金河组、余家沟组、肖家河组、回香

坪 组、铜 厂 组、洼 溪 组 及 独 岩 塘 组，总 厚 度

!$!&&B。

!+! 淘金河组

淘金河组是梵净山群中最古老的一个组，出露

在梵净山区西北部印江县淘金河及松桃县大罗等

地。岩性为沉积变质岩与层状变质超基性 基性岩呈

旋回式组合，以沉积变质岩为主。沉积变质岩多为浅

灰、灰色中厚层变质砂岩、变质粉砂岩及变质凝灰岩，

尚有粉砂质绢云板岩、绢云板岩及凝灰质板岩，它们

无定式互层，顶部具向上变细的复理式韵律。变质基

性 超基性岩主要有,层，厚度变化较大，最大出露厚

度!#&&B。全组出露最大厚度#,,&B（未露底）。

!+" 余家沟组

余家沟组分布于梵净山区西北部棉絮岭、三岔

路、余家沟等地，岩性组合以细碎屑岩为主，上部夹

层状变质超基性 基性岩。

在桃树林附近，本组下部夹几层（各厚&C"!&C2
B，沿走向延长超过%&&B）变质砾岩。砾石大小悬

殊，大者%.DBE,&DB，小者#DBE&C"DB，一般2
DBE（%!!）DB。磨圆度差异大，浑圆及棱角状兼

有，排列杂乱。砾石成分有变质砂岩、板岩、脉石英

及白云母花岗岩等，由砂泥质杂基填隙胶结，似为海

底沟道碎屑流沉积。

$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地质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梵净山区#／"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及地质图+

"!/第2期 王 敏等：贵州梵净山群沉积时代———来自原位锆石@;>A测年证据

 
 

 
 

 
 

 
 

 
 

 
 

 
 

 
 

 
 

 

 

 

 

 

 

 

  

 
 

 



 
 

 
 

 
 

 
 

 
 

 
 

 
 

 
 

 
 

 

 

 

 

 

 

 

  

 
 

 



岩、变质粉砂岩、砂质绢云板岩、粉砂质绢云板岩、绢

云板岩及少量变质凝灰岩。变质砂岩、变质粉砂岩

与板岩无定比互层，以板岩为主。颜色以灰、深灰色

为主，以中薄层为主。变质超基性 基性岩层有辉绿

岩、分异的辉绿岩 超基性岩、分异的辉绿岩 细碧岩

等，个别的伴有变质角斑岩。

!!" 回香坪组

回香坪组是梵净山群中厚度最大、分布最广的

一个组，其分布纵贯梵净山区中部的白云寺、回香

坪、牛尾河一带及南部黑湾河、两岔河、大转弯、密麻

树等地，面积约占梵净山群出露区的"#$。岩性组

合以变质火山岩为主，夹沉积变质岩。变质火山岩

主要为细碧岩和辉绿岩，尚有细碧玢岩、辉长 辉绿

岩、超基性岩（辉石橄榄岩、橄榄石岩及辉石岩），偶

见火山角砾岩、集块岩及角斑岩。变质超基性岩仅

见于层体内部，与基性岩呈分异过渡。分异完全的

火山岩层自中心向上、下有辉石橄榄岩!橄榄辉石

岩!辉石岩!辉长 辉绿岩!辉绿岩!细碧岩（细碧

岩仅见于上部），单个熔岩层的厚度常达%#!"#&，

不乏"’##&者，最小的仅#()&。沉积变质岩主要

为变质粉砂岩和板岩（粉砂质绢云板岩、绿泥绢云板

岩、石英绢云板岩、绢云板岩、石英绿泥板岩、纳长英

板岩等），其次为变质凝灰岩（包含变质石英角斑晶

屑凝灰岩，变质火山灰凝灰岩），有少量变质砂岩及

变质凝灰质砂岩，偶见变质硅质岩。

!!# 铜厂组

铜厂组分布于梵净山区中部原江口县铜厂至松

桃县冷家坝一带，由变质砂岩、变质粉砂岩、变质凝

灰质砂岩、粉砂质绢云板岩及绢云千枚岩等组成，变

质砂、泥质岩不等比互层。

!!$ 洼溪组

洼溪组分布在梵净山区中东部冷家坝、洼溪、大

转弯一带，仅洼溪附近保存完整，按岩性组合分为两

段：

第’段：浅灰色中厚层变质砂岩、变质粉砂岩、

变质凝灰质细砂岩及石英角斑晶屑凝灰岩与浅灰、

灰色薄至中厚层粉砂质绢云板岩、绢云板岩及千枚

状绢云板岩无定比互层，以变质砂及粉砂级碎屑岩

为主，类复理石式韵律发育。下部多变质凝灰质砂

岩，顶为变质石英角斑凝灰岩。以颜色浅与下伏铜

厂组划界，整合接触。本段变质砂岩及变质粉砂岩

常含钙质团块，波痕及斜层理常见，下部岩层常含细

砾。

第*段：浅灰、灰绿色薄层绢云板岩、粉砂质绢

云板岩及千枚状绢云板岩夹同色中厚层变质粉砂

岩。板岩具清晰的条纹 条带状水平层理，以其板岩

为主体、颜色常绿及清晰的层理区分于上下地层。

!!% 独岩塘组

独岩塘组仅见于梵净山区东部江口县独岩塘附

近，岩性组合为浅灰、灰色中厚层变质砂岩、变质粉

砂岩与同色薄至中厚层粉砂质绢云板岩及绢云板岩

互层。变质砂岩的成分较复杂，由岩屑、长石、石英、

火山晶屑等构成，或可称为“硬砂岩”。变质砂岩、变

质粉砂岩及板岩，常组成向上变细的韵律层或旋回，

显示出复理石特征。偶见波痕。本组与下伏洼溪组

整合，上被板溪群芙蓉坝组角度不整合覆盖。

淘金河组、余家沟组、肖家河组、回香坪组构成

白云寺下亚群，总体显示正粒序；铜厂组、洼溪组、独

岩塘组构成核桃坪上亚群，总体显示逆粒序。它们

与相伴出现的大量火山岩，共同反映了一个火山沉

积盆地完整演化过程。

* 取样层位

笔者取了+件样品开展锆石测年工作，具体位

置、层位及岩性描述如下（图’）：

样品’##"#,-*.：变余粉砂质砂岩，采自梵净山

区西 北 部 桃 树 林 北 余 家 沟 组，地 理 坐 标 /*01
",(’#+2，3’#)1+’(++#2；

样品’##"#,-*4：变余粉砂质砂岩，采自梵净山

区西 北 部 桃 树 林 北 余 家 沟 组，地 理 坐 标 /*01
",(+)’2，3’#)1+’(%*#2；

样品’##"#,-56：变余晶屑凝灰岩，采自于梵净

山区 西 北 部 桃 树 林 北 余 家 沟 组，地 理 坐 标 /*01
",(")"2，3’#)1+’(*552；

样品’##)%#-’7：变余沉凝灰岩，采自于梵净山

区中部鱼坳铜厂组，地理坐标/*01"%(5+)2；3’#)1
+%(*0+2。

% 测试方法

样品锆石采用常规的重、磁选方法分选，在双目

镜下手工挑纯，每件样品选择约%##粒锆石制靶。

随后将粘贴有锆石的样靶抛光至绝大部分锆石颗粒

核部裸露。在测试前首先对待测锆石进行透射光、

反射光以及阴极发光显微照相，以利于选定分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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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运用

与!"#$%!&’()))* 扫 描 电 镜 相 连 接 的 +,-,.
%/012,阴极发光仪完成。

锆石3、45含量及3’45比值的测定在中国地

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成矿过程国土资源部重点

实验室完成。仪器型号67..78,.*9:-;.92;<-7:<9
=1<<9=-10’7.>;=-7?9<@=1;:<9>:<,A2,’2,AAA:9=-0129-90
（B%’"%4’B&），用*9CD,?934EF(激光熔样器熔

样。激光束直径EG!2，激发频率F)!H，平均激光

能量EIGJ／=2E。控制标样为+JKF和 BFEL。具体

分析流程参照侯可军等（E))M）文章。分析信号的本

底收集、信号积分、年龄时间偏移校正和标量校准使

用"%4B&N,-,%,<软件（O7;!"#$P，E))Q）完成，报告

的3’45同位素分析误差为F"。谐和图用"A1:<1-／

RS’?90(软件（O;>C78，E))(）完成，用于年龄计算的

3衰变常数为：E(Q3TFIGGFEGUF)VF)／#，E(G3T

MIQWGWUF)VF)／#。

W 测试结果

!P" 锆石结构

这W件样品的锆石颗粒（图E、图(、图W、图G）普

遍比较小（!E))!2），以短柱状为主，长宽比小于

E；少量长柱状（长宽比"(），自形程度较高。W件样

品锆石的阴极发光特点很相似，根据其内部结构可

将锆石划分成(类：# 发育清晰震荡环带的锆石。

这类锆石晶形较好，往往呈短柱状；环带平直，转弯

处尖棱，相邻环带间过渡柔和，典型者如图E中的点

W、Q、F)、F(、E)，图(中的点F、W、G、L、FF、FG、E(、EL，图

W中的点E、L、Q，图G中的点E)、EF、(F、((等。这类锆

石为缓慢结晶而成，属于基性岩中常见类型，表明岩

石 中锆含量较低；$不发育环带的锆石。在%O图

图E 样品F))G)M’E$（变余粉砂质砂岩）锆石阴极发光图像

678PE %,-/1>1<;27.9A=9.=972,89A1X,.,<@H9>H70=1.AX012-/9X7.9A,.>A-1.9A,2:<9（F))G)M’E$），C/909.;2590A，

<1=,-71.A，,.>09A;<-,.-E)Y45／E(Q3,89A1X>,-,:17.-A,09<,59<9>

QWQ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F卷

 
 

 
 

 
 

 
 

 
 

 
 

 
 

 
 

 
 

 

 

 

 

 

 

 

  

 
 

 



图! 样品"##$#%&’(（变余粉砂质砂岩）锆石阴极发光图像

)*+,! -./0121345*67897697*5.+781:.6.3;<72<*=9168:=15/078.628/1678.5>37（"##$#%&’(），?07=7645@7=8，319./*168，

.62=7843/.6/’#AB@／’!CD.+781:2./.>1*6/8.=73.@7372

图E 样品"##$#%&AF（变余晶屑凝灰岩）锆石阴极发光图像

)*+,E -./0121345*67897697*5.+781:.6.3;<72<*=9168:=15/07/4::8.5>37（"##$#%&AF），?07=7645@7=8，319./*168，

.62=7843/.6/’#AB@／’!CD.+781:2./.>1*6/8.=73.@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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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样品"##$%#&"’锆石（变余沉凝灰岩）阴极发光图像

()*+! ’,-./0/123)45675475)3,*56/8,4,19:50:);7/468;/3-.5</17,4)71,6-)76,3=15（"##$%#&"’），>.5;5423?5;6，1/7,-)/46，

,40;5621-,4-@#AB?／@%$C,*56/80,-,=/)4-6,;51,?5150

像中比较明亮、均匀，典型者如图D中的点@E，图!
中的"!、"$号等；! 具有不均匀阴极发光特点的锆

石，仅见于凝灰岩样品"##$%#&"’中，其阴极发光图

像色调较浅，如图!中的点@、"#、@%等，这类锆石显

然是后期热液活动改造的结果。

!"# $%&’同位素测年分析结果

锆石样品分析点位置见图@、%、D、!，C&B?同位

素分析数据见表"。

样品"##!#F&@G（图@）共分析了@$粒锆石，除

了@@号点谐和度!F!H之外，获得@E个有效分析

点数据（表"），@#AB?／@%$C谐和年龄集中在$%F"$A#
I,之间（图A,），这@E个点的加权平均年龄为$DF
J%KDI,（ILMNO$KF）。

样品"##!#F&@N共分析了D#个锆石颗粒，获得

D#个分析数据。除了点"@、%%外，其它点的谐和度

均大于F!H，其中%!个岩浆锆石的@#AB?／@%$C年龄

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其加权平均年龄为$D!KDJ@KD
I,（ILMNO"K"$）（图A?）。

样品"##!#F&AP共分析了@$颗锆石颗粒，获得

@$个有效数据。其中A个点位于环带不发育的浑圆

锆石内部，获得大于"K@Q,的年龄值；还有@个点

位于受后期流体改造的锆石中，获得比较小的年龄

值；其余@#个点的年龄值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

（图A7），加权平均年龄为$!"K%JDK#I,（ILMNO

"K!）。该值代表火山活动时间。

样品"##$%#&"’共分析了%D颗锆石颗粒，获得

%D个有效数据。其中!个点谐和度小于F!H，E个

分析点位于环带不发育的浑圆锆石内部，获得大于

"K"Q,的年龄值；还有$个分析点位于受后期流体

改造的锆石中，获得比较小的年龄值；其余""个分

析点的年龄值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加权平均年

龄为$%@K#J$K!I,（ILMNOAK!）（图A0）。该平

均年龄的ILMN值大于"K#，误差较大，难以精确限

定火山活动时间。

! 讨论：梵净山群沉积时限及区域意义

梵净山区的前南华系中几乎没有发现过古生物

化石，以往基本上是根据不同地层间的构造关系将

梵净山群地层归于中元古界（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地

质局，"FED）#。目前虽然已有较多高质量数据，但其

形成时 代 仍 存 在 争 议，如 周 金 城 等（R./2!"#$+，

@##F）认为梵净山群地层形成于$E#"$##I,之间，

与弧 火 山 活 动 同 时；而 王 丽 娟 等（M,4*!"#$+，

@#"#）提出梵净山群沉积时代为$##I,。

R./2等（@##F）完成了D件沉积岩碎屑锆石的

C&B?同位素分析，发现样品中最年轻的一群岩浆锆

石具有大致相同的平均年龄：$ED"$AFI,。显然，该

#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地质局+"FED+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梵净山区"／!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及地质图+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图! 梵净山群火山 沉积岩锆石"#$%年龄结果

&’()! *+#,-$#./"#$%012’3(45678269:&13;’3(6<13=497>?98@13’@8162’@49@A6
1—样品BCCDCE#F+（变余粉砂质砂岩）锆石"#$%谐和图；%—样品BCCDCE#FG（变余粉砂质砂岩）锆石平均年龄；@—样品BCCDCE#!H

（变余晶屑凝灰岩）锆石"#$%谐和图；0—样品BCCIJC#B-锆石（变余沉凝灰岩）锆石平均年龄

1130@145@93@940’10’1(41K69:*+#,-$#./"#$%0121:9461K>856:49K2<5:’35613062935（BCCDCE#F+）1302<527::（BCCDCE#!H），456>5@2’?58L；

%1300145M5’(<250K5131(569:2<561306293561K>85（BCCDCE#FG）1302<5?98@139@8162’@61K>85（BCCIJC#B-），456>5@2’?58L

年龄值限定了梵净山群地层时代的下限，即梵净山

群地层沉积时代不会老于INC.1。

夹持于碎屑岩层中的火山碎屑岩时代可以很好

限定地层的沉积时代。如上文所述，笔者完成了两

件凝灰岩样品的锆石"#$%测年工作，取自梵净山群

白云寺下亚群余家沟组中的变余晶屑凝灰岩中岩浆

锆石的加权平均年龄为IDB.1，两件变余粉砂质砂

岩样品的碎屑锆石加权平均年龄分别为IOD、IOE
.1，略小于变余晶屑凝灰岩夹层的锆石平均年龄。

而梵净山群核桃坪上亚群铜厂组变余沉凝灰岩中岩

浆锆石的加权平均年龄为IJF.1，与野外关系吻

合，很好地限定了余家沟组与铜厂组地层的时代。

梵净山群地层被板溪群地层不整合覆盖，高林志等

（FCBC）报道，板溪群甲路组（应为红子溪组）下部蒙

脱石化凝灰岩（斑脱岩）中岩浆锆石年龄在IBO.1

左右。该年龄值限定了梵净山群地层时代的上限，

即梵净山群地层沉积时代不会晚于IBO.1。上述

年龄数据表明，梵净山群地层沉积于IDD!IBD.1
之间。

目前普遍将江南造山带中的双溪坞群（浙皖地

区）、双桥山群（赣西北地区）、冷家溪群（湘西北地

区）、四堡群（桂北地区）与贵州梵净山群进行对比，

并认为它们是同时异相产物。如果该解释正确，则

本文报道的年龄数据将有助于限定其它相关岩群的

沉积时限，进而为了解江南造山带构造演化提供有

效制约。

但从全球显生宙造山带演化过程看，地质事件

沿造山带纵向、横向发生时代迁移是一种极普遍的

现象。因而，从地质对比角度而言，江南造山带不同

部位具有不同演化时限的可能性更大，而了解地质

DDI第!期 王 敏等：贵州梵净山群沉积时代———来自原位锆石"#$%测年证据

 
 

 
 

 
 

 
 

 
 

 
 

 
 

 
 

 
 

 

 

 

 

 

 

 

  

 
 

 



事件时空变化规律是构建合理构造演化模型的基

础。本文报道的数据为了解江南造山带构造事件可

能的纵向、横向迁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资料。

! 结论

（"）梵净山群中火山碎屑岩夹层及细碎屑岩的

高精度原位锆石测年结果，比较精确限定了梵净山

群的沉积时代为#$$!#"$%&。

（’）梵净山群测年结果表明江南造山带不可能

形成于格林威尔期（中元古代），为了解江南造带地

质事件的时空迁移规律提供了基础。

（(）梵净山群沉积时代的上限（#"$%&）限定了

武陵／四堡运动的时限。

!"#"$"%&"’

)&*+&,-.&/，0*&)&,1.&，2*.34*，!"#$5’6"657*89,/:;<=%>?@>A
B&C*/D,EC14*D/4,.F8,9GFE8,HI14/DA.，;./&/：I,/FC8&*/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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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ZJ第L期 王 敏等：贵州梵净山群沉积时代———来自原位锆石7890测年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