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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大巴山构造带位于秦岭造山带和扬子板块的过渡部位，形成于印支－燕山期，定型于喜山期。前人

对北大巴山地区基性岩年代学已有研究，但对大巴山南部地区基性岩却很少高精度年龄报道。本文对大巴山南部

房县东河地区的辉绿玢岩脉进行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年龄测定，结果表明，东河辉绿玢岩形成于４３９．３Ｍａ，相当

于早志留世。与北大巴山镇坪地区辉绿岩，紫阳－岚皋地区基性岩及火山岩形成时代基本一致。结合前人的研究

结果表明，大巴山南部地区在早志留世处于张裂状态，东河地区的基性岩为岩石圈处于拉张状态下大陆裂谷作用

产物。此处４３９．３Ｍａ的年龄值，也说明此时扬子板块北缘普遍处于拉张的构造环境，代表了在早志留世大巴山南

部裂谷盆地的伸展裂陷幅度达到最大。本次研究所获得的年龄数据，确定了围岩竹山组形成不晚于早志留世，限

定地层时代为寒武纪－奥陶纪。

关键词：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测年；辉绿玢岩；东河地区；大巴山南部

　　大巴山造山带位于中上扬子板块北缘，秦岭构

造带南缘，表现为一系列 ＮＮＷ—ＮＷ—ＥＷ 走向紧

密排列的向南西显著突出的弧形褶皱冲断带（董树

文等，２０１０）。它以规模巨大的城口－房县弧形断裂

为界（张岳桥等，２０１０），北为归属于南秦岭的北大巴

山逆冲构造带，南为大巴山前陆构造带，呈弧形展布

（王瑞瑞等，２０１３；王瑞瑞等，２０１１）。北大巴山为一

逆冲推覆构造带，南大巴山是褶皱－冲断带，前者推

移叠覆在后者之上构成一具有双重两层推覆叠置结

构的弧形构造带（张国伟，２００１；李智武等，２００６；刘

树根等，２００６；施炜等，２００７）。前人对北大巴山地区

中、北部的紫阳－岚皋地区以及南部镇坪地区的基

性岩和火山岩进行了较多的同位素年代学研究（何

建坤，１９９９；王存智等，２００９；邹先武等，２０１１），而对

大巴山南部地区的基性岩同位素年代学研究很少，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秦岭主造山前构造演化的深

入认识。本文通过对大巴山南部房县东河地区辉绿

玢岩的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年龄测年，探讨其构

造指示意义，为进一步揭示秦岭造山前的构造演化

提供新的证据。同时该年龄数据的获得，对围岩竹

山组地层的时代限定提供了依据。

１　区域地质背景

大巴山孤形构造带是在印支期秦岭碰撞造山带

南缘前陆的基础上，经历了多期构造叠加所形成的

冲断褶皱带（图１）。该构造带是在秦岭－扬子俯冲

碰撞造山与新生代以来陆内造山过程中长期复合作

用形成的（董云鹏等，２００８）。南大巴山弧形带位于

城口－房县断裂以南西（图１），处在扬子板块北缘

的俯冲部位，由上扬子克拉通东北缘的台地－台缘

海相沉积层和中生代以来的前陆盆地碎屑沉积层构

成（徐扬等，２００９）。区域上由冲断变形带、冲断褶皱

带和前锋褶皱带组成（何建坤等，１９９７；李岩峰，

２００５；刘树根等，２００６），震旦系至侏罗系地层卷入了

这一构造变形。本此研究区域就位于大巴山南部，

房县西部，城口断裂北侧（图１）。

房县东河地区位于南大巴山造山带与扬子板块

交接的部分，城口断裂北侧（图２）。区内基性岩近

东西向顺层侵入寒武系—志留系地层，按期侵入的

先后关系可分为辉绿玢岩和辉石岩两个侵入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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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大巴山南部房县东河地区地质简图

Ｆｉｇ．２　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ＤｏｎｇｈｅａｒｅａＦａｎｇｘｉａ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Ｄｏｂ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１—第四系；２—下第三系—白垩系；３—下寒武统—下志留统；４—志留系；５—辉绿玢岩；６—辉石岩；７—奥陶系；８—寒武系；９—武当

群；１０—逆断层；１１—研究区；１２—取样位置

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２—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３—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４—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５—ｄｉａｂａｓｅ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６—ｐｙｒｏｘｅｎｉｔｅ；７—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８—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９—ＷｕｄａｎｇＧｒｏｕｐ；１０—Ｒｅｖｅｒｓｅｆｏｕｌｔ；１１—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１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绿玢岩构造位置处于大巴山弧形构造与淮阳山字型

西翼反射弧的交接地带，竹房大型入字型构造锐角

部位，较明显的受构造控制。岩体成岩床产出，与震

旦系、下寒武统—下志留统接触（图２）。

２　样品处理及分析方法

２１　采样位置

用于分选锆石的辉绿玢岩采自湖北省房县东河

地区，样品编号为１３ＤＨＢ２，采样位置为东经１１０°

２２′４８″，北纬３１°５８′３６″，样品重约２０ｋｇ。

２２　样品特征

所取样品为采场开挖所揭露，样品新鲜。岩性

为辉绿玢岩，暗灰绿色，具变余斑状辉绿结构。主要

矿物组成有长石、绿帘石、透闪石、绿泥石，其中钠长

石３８％～４０％、绿帘石３０％～６４％、透闪石５％～

４５％、绿泥石３％～８％。ＳｉＯ２含量为４８．１９％，Ａｌ２

Ｏ３含量为１３．０２％，ＴｉＯ２含量为２．１６％，Ｎａ２Ｏ含量

为４．２％，Ｋ２Ｏ含量为０．１９％，ＦｅＯ含量为９．１６％，

ＭｇＯ含量为６．３７％
?（地球化学特征另文发表），为

基性岩。

２３　样品处理

用于锆石 ＵＰｂ年代学测试的样品，利用标准

技术对锆石进行分选。在双目镜下挑选出尽可能无

裂隙、无包体的锆石，与标准锆石ＴＥＭ共置于环氧

树脂中制成样品靶，抛光至锆石中心部位出露。锆

石呈无色透明或浅玫瑰色的粒状－短柱状，粒径多

介于４０～１００μｍ之间。在测试之前，进行反射、透

射光拍照及阴极发光（ＣＬ）照相。１３ＤＨＢ２测定了

其中的２０个颗粒。

２４　分析方法

锆石ＵＰｂ年龄是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

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利用ＬＡＩＣＰＭＳ

方法测定，激光束斑直径为３２μｍ，实验中采用 Ｈｅ

作为剥蚀物质的载气。锆石微量元素含量利用

ＮＩＳＴ６１０作为外标、Ｓｉ作内标的方法进行定量计

算。锆石年龄采用国际标准锆石９１５００作为外标进

行同位素分馏校正，每分析５个样品点，分析２次

９１５００，２９Ｓｉ作为内标进行计算，分析方法及仪器参

数见文献（Ｌｉ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０ｂ）。

激光剥蚀样品的深度为２０～４０μｍ。大多数剥蚀点

分析的相对标准偏差为５％～１５％。锆石测试点得

同位素比值、ＵＰｂ表面年龄和 ＵＴｈＰｂ含量计算

采用ＩＣＰＭＳＤａｔｅＣａｌ软件（Ｌｉ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

６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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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ａ），采用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２）编制的软

件 对 测 试 数 据 进 行 普 通 铅 校 正，并 采 用

ＩＳＯＰＬＯＴ３．０程序（Ｌｕｄｗｉｇ，２００１）进行锆石加权平

均年龄的计算及谐和曲线的绘制。

３　锆石ＵＰｂ年龄

根据阴极发光图像（图３）和锆石镜下特征，选

取晶形完成（部分锆石破碎时由于碎样所致），自形

程度高，颗粒较大的２０颗锆石进行剥蚀测试；在进

行普通铅校正后，剔除铅丢失严重的点，最终选择

２０颗锆石的２０个数据参与年龄计算。锆石 ＵＰｂ

年龄测试分析结果列于表１。

大多数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像表现为具有较好的

震荡环带，锆石颗粒表面少见溶蚀现象（图３）。样

图３　大巴山南部房县东河地区辉绿玢岩锆石阴极发光图像

Ｆｉｇ．３　Ｃａｔｈｏｄ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ｇｒａ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ｂａｓ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１３ＤＨＢ２）

ｉｎＤｏｎｇｈｅａｒｅａＦａｎｇｘｉａ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Ｄｏｂ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品测点的Ｔｈ／Ｕ比值都比较高（０．８９～１．８２），这些

特征表明这些锆石为典型岩浆成因锆石，变质作用

对锆石年龄的影响不大，应是同一岩浆结晶而成的

（吴元保等，２００４）。样品２３２Ｔｈ含量变化较大，分别

介于６３．８×１０－６～４５９×１０
－６和４６．６×１０－６～６１２

×１０－６，２３５Ｕ 含量变化也较大，分别介于５１．１×

１０－６～２１２×１０
－６和４６．０×１０－６～３８６×１０

－６，且

２３２Ｔｈ和２３５Ｕ含量呈现出较好的正相关关系（图４）。

样品的２０个数据给出的锆石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表面

年龄介于４２４±５．６～４７０±６．７Ｍａ，点２、３、６、１７四

个年龄数据在４６５±５．５～４７０±６．７Ｍａ，这四粒锆

石可能代表岩浆房内演化的年龄。剩余１６个数据，

其加权平均值为４３９．３±４．１Ｍａ（加权偏差方差

ＭＳＷＤ＝１．０５，误差为１σ）（图５）。样品的分析点都

７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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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大巴山南部房县东河地区辉绿玢岩锆石ＴｈＵ图解

Ｆｉｇ．４　ＺｉｒｃｏｎＴｈＵ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ｂａｓ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ｉｎ

ＤｏｎｇｈｅａｒｅａＦａｎｇｘｉａ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Ｄｏｂ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图５　大巴山南部房县东河地区辉绿玢岩的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ＵＰｂ年龄谐和图

Ｆｉｇ．５　ＬＡＩＣＰＭＳ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ｂａｓ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ｉｎＤｏｎｇｈｅａｒｅａＦａｎｇｘｉａｎ

ｉｎＳｏｕｔｈＤｏｂ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分布于谐和线上或附近，表明这些锆石几乎没有 Ｕ

或Ｐｂ的丢失和加入，年龄数据能够代表锆石的结

晶年龄。所以房县东河地区出露的辉绿玢岩的形成

时代为４３９Ｍａ，属于早志留世。

４　讨论

４１　大巴山地区岩浆岩侵位时代

大巴山地区基性—超基性岩浆岩分布在陕、鄂

两省交界的紫阳、岚皋及湖北的竹溪、房县等地，地

质构造位置属于扬子板块北缘早古生代陆缘区。区

内主要的侵入岩有北大巴山地区的基性岩墙群、凤

凰山岩体、岚皋地区基性火山岩、镇坪地区的基性岩

脉及房县西部东河地区的辉绿玢岩岩脉。岩石类型

以辉绿岩、辉长岩为主。

前人对北大巴基性岩墙中的岩浆锆石进行了

ＵＰｂ同位素定年，获得岩体结晶年龄为４３１．０±

３．２Ｍａ和４３３．３±４．１Ｍａ（王存智等，２００９），对镇

坪地区辉绿岩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定年结果为４３９

±６．０Ｍａ（邹先武等，２０１１），对镇坪县茨竹基性侵

入体全岩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为４４７．９±１０．６Ｍａ（何

建坤，１９９９）。本文对大巴山南部房县东河地区的辉

绿玢岩进行的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 ＵＰｂ同位素定年，

获得的年龄为４３９．３±４．１Ｍａ。通过以上研究结果

表明，大巴山地区出露的基性岩墙（脉）和火山岩应

为同期岩浆活动的产物，形成时代在４４８～４３１Ｍａ，

多数侵位于早志留世。这一时期为秦岭造山带的俯

冲造山期。扬子向华北陆下俯冲，并已开始初始碰

撞（张宗清等，１９９６）。

４２　构造意义

秦岭—大别南缘边界断裂构造带是秦岭造山期

（Ｐｔ３Ｔ）形成的一个重要缝合带，印支碰撞造山后该

构造带进入了陆内挤压阶段，形成了大巴山弧形构

造带（张国伟等，２００３；ＭｅｎｇＱ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张国

伟等，１９９６）。南、北大巴山差异变质作用、两期褶皱

主构造展布以及两套断裂体系的交切关系（何建坤，

１９９９；许志琴等，１９８６；董树文等，２００６），这些均表明

南大巴山弧形带形成于秦岭主碰撞造山之后。扬子

板块北缘在晚元古—早古生代期间为被动大陆边

缘，处于拉张裂解的构造环境（吉让寿等，１９９０）。

中—晚古生代时，南秦岭构造带发生大规模基性岩

浆活动及其西侧紫阳—岚皋等地的古生代碱性岩浆

活动，呈近东西向延伸 （胡健民等，２００２）。大巴山

地区古生代地层中发育的岩浆活动带可能是加里东

晚期该地区岩石圈处于拉张状态下大陆裂谷作用的

产物，其构造环境为扬子板块北缘板内主动裂谷作

用（黄月华等，１９９２；何建坤，１９９９）。由于扬子北缘

新元古代早期的大洋地壳的俯冲消减作用，扬子北

缘大洋地壳俯冲消减及其携带的陆源沉积物再循

环进入亏损软流圈地幔，并且自新元古代中期

（８００Ｍａ）以来一直持续到早古生代末期（４３３Ｍａ）

（张成立等，２００７）。这一特征也暗示秦岭造山带

新元古代中期—早古生代末期的深部地幔动力学

背景一致，表现为长期伸展拉张的构造演化背景

（邹先武等，２０１１）。此次的定年结果与这一演化

阶段的末期（４３３Ｍａ）相近，正处于该地区大洋地壳

俯冲影响结束后的板内裂谷时期。因此笔者认为

大巴山南部地区在早志留世应处于张裂状态，东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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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大巴山南部房县东河地区辉绿玢岩锆石犔犃犐犆犘犕犛犝犜犺犘犫分析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犔犃犐犆犘犕犛犝犜犺犘犫犱犪狋犲狅犳狕犻狉犮狅狀狊犳狉狅犿犱犻犪犫犪狊犲狆狅狉狆犺狔狉狔犻狀犇狅狀犵犺犲犪狉犲犪犉犪狀犵狓犻犪狀狅犳犛狅狌狋犺犇犪犫犪犕狅狌狀狋犪犻狀

分析点

含量（×１０－６）

Ｕ Ｔｈ
Ｔｈ／ｕ

同位素比值 年龄（Ｍａ）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１σ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１σ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１σ

１３ＤＨＢ２１ ２３３ ２９３ １．２６０７１９０．０５５１０．００１６０．５４４００．０１６３０．０７１９０．０００８ ４１７ ６４．８ ４４１ １０．７ ４４７ ４．５

１３ＤＨＢ２２ １５５ １９９ １．２８７３３８０．０５７４０．００３１０．５９０５０．０２８７０．０７５６０．００１１ ５０９ １１８．５ ４７１ １８．３ ４７０ ６．７

１３ＤＨＢ２３ ８２．９ ８９．５ １．０８０３６ ０．０５７５０．００２５０．５８７７０．０２５７０．０７４８０．０００９ ５０９ ９９．１ ４６９ １６．４ ４６５ ５．５

１３ＤＨＢ２４ １５０ ２３２ １．５４７６５６０．０５８１０．００２６０．５４３３０．０２４６０．０６８００．０００９ ５３２ ９８．１ ４４１ １６．２ ４２４ ５．６

１３ＤＨＢ２５ ７８．２ １０３ １．３１１０７９０．０５７９０．００２７０．５３２６０．０２３１０．０６８３０．０００８ ５２４ １０８ ４３４ １５．３ ４２６ ５．０

１３ＤＨＢ２６ １９６ １７４ ０．８８７０２８０．０５５２０．００１７０．５７４５０．０１８１０．０７５５０．０００８ ４２０ ６６．７ ４６１ １１．７ ４６９ ５．０

１３ＤＨＢ２７ ３８６ ６１２ １．５８３１７９０．０５４９０．００１４０．５３６００．０１４１０．０７１００．０００６ ４０６ ５９．３ ４３６ ９．３ ４４２ ３．９

１３ＤＨＢ２８ １０４ ２１９ ２．０９９３９７０．０５５８０．００２８０．５１８９０．０２４９０．０６８６０．０００９ ４４３ １１１．１ ４２４ １６．６ ４２８ ５．４

１３ＤＨＢ２９ １５７ ２１４ １．３６５６３６０．０５６３０．００２１０．５５２１０．０２１３０．０７１５０．０００８ ４６５ ７８．７ ４４６ １３．９ ４４５ ４．８

１３ＤＨＢ２１０ １０４ １１３ １．０８６１５１０．０５７４０．００２５０．５５３５０．０２４５０．０６９７０．０００７ ５０６ ９６．３ ４４７ １６．０ ４３５ ４．３

１３ＤＨＢ２１１ １６７ ３１９ １．９１１２４５０．０５１４０．００２００．４８６８０．０１９２０．０６８７０．０００７ ２５７ ８７．０ ４０３ １３．１ ４２９ ４．４

１３ＤＨＢ２１２ ８１．９ １４９ １．８２５６５４０．０５５９０．００２８０．５４９３０．０２６３０．０７１５０．０００９ ４５６ １１１ ４４５ １７．２ ４４５ ５．３

１３ＤＨＢ２１３ ７２．９ ７５．８ １．０３９７８１０．０６１２０．００３８０．５８５４０．０３４５０．０７１４０．００１０ ６５６ １３３ ４６８ ２２．１ ４４５ ６．２

１３ＤＨＢ２１４ １５９ １８９ １．１９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０．００２７０．５２６２０．０２４４０．０６８８０．００１０ ４３９ １０７．４ ４２９ １６．３ ４２９ ５．９

１３ＤＨＢ２１５ １０５ １２９ １．２３０３３３０．０５３００．００２５０．５１２００．０２４１０．０７０７０．００１０ ３２８ １０９ ４２０ １６．２ ４４０ ５．９

１３ＤＨＢ２１６ ８５．４ ７９．４ ０．９２９８８５０．０５０９０．００２５０．４９５７０．０２４２０．０７１００．０００８ ２３５ １１３ ４０９ １６．４ ４４２ ４．８

１３ＤＨＢ２１７ ６３．９ ７６．３ １．１９３１０５０．０５８３０．００３００．５９４００．０２７８０．０７５００．００１１ ５４３ １１１ ４７３ １７．７ ４６６ ６．５

１３ＤＨＢ２１８ ４６．０ ４６．６ １．０１３８７ ０．０５５２０．００３４０．５３４９０．０２９００．０７２３０．００１２ ４２０ １３７ ４３５ １９．２ ４５０ ７．０

１３ＤＨＢ２１９ １７４ ３１２ １．７９４６５２０．０５８３０．００１９０．５５９９０．０１８９０．０６９３０．０００７ ５３９ ７２．２ ４５１ １２．３ ４３２ ４．３

１３ＤＨＢ２２０ ９０．５ ７９．８ ０．８８１４５９０．０５６２０．００２８０．５５２９０．０２６９０．０７１７０．０００９ ４６１ １０９ ４４７ １７．６ ４４７ ５．４

图６　北大巴山地区基性岩脉（墙）ＴＡＳ分类图（底图据ＬｅＢａｓ，１９８６）

Ｆｉｇ．６　ＴＡＳ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ｒｏｃｋ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ｉｃｄｉｋｅｓｗａｒｍｓｉｎＤａｂ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ｆｔｅｒＬｅＢａｓ）

（●引自邹先武等，２０１１；▲引自董云鹏等，２００８；■引自张成立等，２００７；◆引自王存智等，２００９）

（●Ｆ ｒｏｍＺｏｕＸｉａｎ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ＦｒｏｍＤｏｎｇＹｕｎ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Ｆｒｏｍ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ＦｒｏｍＷａｎｇＣｕｎｚ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地区的辉绿玢岩为岩石圈处于拉张状态下大陆裂谷

作用的产物。

大巴山南部房县东河地区辉绿玢岩测得的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４３９．３Ｍａ，属于早志留世，此时期包括

９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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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秦岭在内的扬子板块北缘仍保持被动大陆边缘扩

展裂陷，其伸展构造活动受扬子板块北缘主动裂谷

作用的影响。中志留世之前的早古生代该区深部存

在与地幔活动有关的岩浆作用，导致了早古生代的

伸展活动（张成立等，２００２；张成立等２００７；张本仁，

２００１）。在与火山岩互层的沉积岩中获得的丰富牙

形石等化石证明在寒武—志留纪该区存在裂谷盆地

（倪世钊等，１９９４）。该盆地自中、晚寒武世开始形

成，在中、晚志留世沉积非补偿砂岩及板岩，代表了

盆地的萎缩和局部闭合（杜远生等，１９９７）。前人对

相邻地区北大巴山地区基性岩的地球化学特征研究

表明，大部分基性岩为碱性岩系列（图６），岩石的成

因与地幔活动造成大陆裂谷作用有关。由此推断，

该处４３９．３Ｍａ的年龄值代表了在早志留世，大巴山

南部裂谷盆地伸展裂陷幅度达到最大。

４３　围岩时代

研究区出露的厚度巨大的竹山组地层，岩性为

砂岩、粉砂岩、粉砂质泥岩，长期以来将其作为寒武

纪－志留纪地层。前人认为本地区侵入岩最高侵入

层位是下志留统地层，有分叉复合现象，部分沿下寒

武统与下志留统接触面侵入，明显受构造控制，再依

据辉绿玢岩岩体延至邻区两部平利与凝灰岩界线不

清晰，似平行接触于志留系中统或下统梅子垭组之

下，可能属于下古生代加里东期产物?。但是一直

没有确定的时代年龄数据作为依据。本次工作获得

其中侵入岩年龄为早志留世，表明围岩形成不晚于

早志留世，限定地层时代为寒武纪－奥陶纪。

５　结论

（１）大巴山南部房县东河地区辉绿玢岩锆石的

ＣＬ图像反映了岩浆成因的特性。样品２０个点的

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定年结果为４３９．３Ｍａ，属于

早志留世，代表了大巴山南部基性火山岩的结晶年

龄。东河地区在早志留世应处于张裂状态，辉绿玢

岩为岩石圈处于拉张状态下大陆裂谷作用的产物。

（２）大巴山南部房县东河地区在早古生代受扬

子板块北缘的古大陆边缘主动裂谷作用的制约，并

且在早志留世（４３９．３Ｍａ）裂谷伸展幅度达到最大。

（３）确定了围岩竹山组地层时代不晚于早志留

世，为寒武纪－奥陶纪。

致谢：本人在样品采集过程中，得到项目组的帮

助；稿件完成过程中，审稿专家阅读全文并提出宝贵

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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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所．１９８６．１／２０万《竹山幅》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湖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１９７４．１／２０万《神农架幅》区域地

质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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