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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古代早期，上扬子陆块和华夏陆块拼接为

一个构造整体，形成一条呈向北西弧形突出的北东

东—南西西向延伸的前南华纪基底出露带，延伸长

度超过 1500 km，出露宽度超过 120 km，被称为“江

南造山带”( Li Xianhua et al.，2009；周金城等，2014；
韩瑶等，2016；周炜鉴等，2023)。井潭组位于江南

造山带东北部，为江南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

要分布于黄山市—歙县井潭村以南地区，为一套酸

性、中酸性、中性变质火山岩系。井潭组的形成时

代及构造属性一直以来争议较大。

笔者等对皖南地区歙县井潭组英安质火山熔

岩进行 SHRIMP 锆石 U-Pb 测定，厘定了井潭组的

地层时代，优化了江南造山带东段地层年龄对比格

架；对井潭组火山岩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进行分

析，探讨井潭组的大地构造背景，为江南造山带大

地构造格局提供了新的依据。

1 区域地质及采样

1.1 区域地质

井潭组的命名地点在皖南歙县井潭至朱村、龙

武降一线，其典型剖面位于歙县井潭，井潭组岩性

为一套由灰绿色、黄绿色变质英安流纹岩、流纹英

安岩、流纹岩、流纹斑岩夹石英片岩组成的火山岩，

其下与环沙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上被南华纪休宁

组不整合覆盖。

1.2 采样位置

笔者等研究样品采自皖南歙县井潭组下部，采

样位置地理坐标为 N29°37′37.65″、E118°24′44.75″。
样品为灰白色英安质火山熔岩，块状结构，杏仁构

造，显微镜下可见斜长石、石英微晶及暗色矿物，

且斜长石发生绿泥石化。

2 分析方法

2.1 SHRIMPU-Pb 年龄

锆石的分离在河北省廊坊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研究所实验室进行。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像在北京离

子探针中心 HITACHIS-3000N扫描电镜上完成。锆

石 U-Pb 同位素年龄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的

SHRIMP-Ⅱ上进行，仪器质量分辨率约为 5000（1%
峰高），一次离子流 O2-强度为 4~6 nA。一次离子

流束斑直径为 23 μm，原始数据处理和锆石 U-Pb
谐和图绘制采用Ludwig博士编写的Squid和 Isoplot
程序。

2.2 地球化学分析

主量、微量和稀土元素样品在河北廊坊区域地质

调查所实验室完成，样品细碎至 200目以下，主量元

素采用碱熔法制备样品，使用Ｘ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1500）完成分析测试，分析精度高于 5%。微

量、稀土元素的分析采用酸溶法将样品稀释定容后，

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ElementⅡ，
配合Ｘ射线荧光光谱法（XRF）来完成。主量元素分

析误差为 1%～5%，对于含量大于 20 μg/g 的微量元

素的分析误差为 5%～10%，对于含量小于 20 μ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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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量元素的分析相对误差为 1%～5%。

3 分析结果

3.1 SHRIMPU-Pb年龄

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像（CL）显示锆石晶型完好，

颜色较浅，呈透明或半透明状，自形柱状，显示出

典型的岩浆生长振荡环带和韵律结构，属于岩浆结

晶的产物。本次获得 17 组年龄数据均位于谐和线

上或附近，年龄值比较集中， 206Pb/238U年龄加权

平均值为 815.1±7.1 Ma（MSWD=1.4），代表了皖

南歙县井潭组火山岩的形成时代。

3.2 地球化学分析

井潭组火山岩主量元素分析结果显示为高钾

过铝质钙碱性系列。微量元素富集 K、Rb，亏损

Nb、P、Ti，强烈亏损 Sr。稀土元素均表现轻稀土

富集，重稀土亏损， LREE/HREE=6.61~6.94，
δEu=0.48~ 0.49，存在 Eu负异常，与碰撞后伸展作

用下的岩浆岩地球化学特征相一致。

4 结论

（1）井潭组火山岩 SHRIMP锆石 U-Pb年龄为

815.1±7.1 Ma，属新元古代，层位上与下江群、丹

洲群、板溪群、马涧桥组、登山群以及上墅组等江

南造山带的似盖层地层具有一定对比意义（图 1）。

（2）地球化学特征显示井潭组火山岩为高钾

过铝质钙碱性系列，与碰撞后伸展作用下的岩浆岩

地球化学特征相一致。

（3）结合区域地质特征，井潭组火山岩应为

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最终拼合后的碰撞后伸展作

用下的产物。

图 1 江南造山带区域青白口纪地层序列及年龄标定（据高林志等，2014修改）

1—花岗岩；2—枕状熔岩；3—辉绿岩墙；4—武陵运动界面；5—凝灰岩粉砂岩；6—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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