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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赣中变质岩带主要由变泥砂质岩石和少量斜长角闪岩组成。30个变泥砂质岩石样品分析表明，稀土元素分 

布模式显示明显富集轻稀土元素及 Eu负异常【Y-REE=129～296 txg／g，6Eu：0．5l～0．86，(I；a／Yb)、：3．95～ 

12．91，其小相容元素比值高 (Th／Sc=0．57～3．59、La／Sc=1．46～12．4、La／Yb=5．84～19．0、La／Sm：4．69～ 

6．87、Th／U：3．40～6．42)，大离子亲石元素富集，zr、Hf、sc、Ti、Y、HREE和 sr含量较低，其原岩应为一套砂泥质 

岩石，沉积于远离陆地的克拉通大陆架浅海环境；6Ba=0．10～0．93，Nd同位素亏损地幔模式年龄 t =1 597～ 

2 525 M ，s (0)：一9．9～一15．8，其源区物质主体由占元 占代富铝富钾的花岗质岩石和 (或)碎屑沉积岩构成，经 

历了较强的化学风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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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武夷山以西，赣中乐安 一临川 一金溪 一鹰潭境 

内，沿北东方向出露一条宽20多千米、长百余千米 

的中深变质岩带 (图 1)，这套岩系经历了多期复杂 

变形和角闪岩相变质，长期以来缺乏专门的研究。 

作者近年来曾对赣中乐安相山变质岩基底的矿 

物岩石学及同位素年代学进行了初步研究，有一系 

列新的发现和认识 “】。由于该变质岩带位于扬子 

地块、华夏地块与华南加里东造山褶皱带的接合部 

位，且构成相山铀矿田、盛源铀矿田、90号铀矿床的 

火山岩基底，因此对该变质岩系的原岩成分、成因环 

境及其物源区地质演化规律的研究，对进一步认识 

该区的地壳演化和铀等金属成矿作用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拟通过详细的野外地质调查研究和室内分 

析鉴定，从地质、地球化学和元素地球化学角度分 

析，对该变质岩带的原岩成分、成因环境及其物源区 

地质演化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 

1 地质及岩相学 

赣中变质岩带主要由变泥砂质岩石和少量斜长 

角闪岩组成，区域上主要分布于鹰谭 ．南城断裂以 

西，过南城岳口成东西向经临川茅排、宜黄黎溪转到 

相山矿田北部贯下 一戴家村一线以北(图 1)；按矿物 

种类、含量及结构构造，赣中变质岩带变泥砂质岩石 

可进一步划分为黑云(石英)片岩、二云(石英)片岩、 

夕线石片岩、十字石榴云母 (石英)片岩、石榴云母 

(石英)片岩和斜长云母变粒岩等不同类型。以普遍 

含有云母类矿物为特征，富泥质岩石中云母含量最 

高可达 70％以上。长英质矿物为石英和斜长石，主 

要分布于变粒岩中，其比例存在较大变化。空间上， 

不同类型变泥砂质岩石以不同尺度互层产出 (从几 

个厘米到数十米)，其相互比例在不同地方可有较大 

变化。斜长角闪岩成条带状和透镜状产出于余江马 

荃毛家和乐安相山马口一带的石榴云母片岩中，厚 

度数米到数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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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赣中变质岩带变质岩系分布示意图 

Fig．1 Distribution sketch map of inetainorphic rocks of the metanlorphic rock belt in central Jiangxi Province 

1．赣中变质岩带；2．新元古代地层 ；3．地质界线 ；4．断裂；5．中生代火山岩；6．加里东期花岗岩；7．白垩纪红层 

8 扬子地块双桥山群；9．取样位置。 

2 样品采集及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采集的样品遍及赣中变质岩带不同岩 

石类型的各个部位 (图 1)，分布在乐安 一临JI『一金 

溪 一鹰潭境内，沿北东方向宽 20多千米、长 80余千 

米的范围内。 

在详细的岩石薄片观察的基础上，挑选出新鲜 

的不同岩石类型的样品进行主元素、微量元素分析， 

Sm—Nd同位素样品是在微量元素样品的基础上进一 

步挑选出来的。主元素由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中心 

实验室采用湿法分析。稀土等微量元素由中国科学 

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离子体质谱室完成，样品采用 

HF+HNO 密闭溶样，在 ICP—MS上测定，分析时外 

加标准样 GSB一3和BCR一1作为质量监控，稀土元素 

的精度优于 5％，其余元素优于 10％。Sm—Nd同位素 

由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中心质谱室完成，样 

品经 HC10 +HF混合酸分解后转化为氯化物，用阳 

离子交换法从样品溶液中分离出总稀土元素，所用 

树脂为 Dowe×50×8，富集的总稀土元素再用树脂 

AG50U—x8以pH=4．65的0【一羟基异丁酸为淋洗液 

在加压毛细管柱中分离出Sm、Nd同位素，所用质谱 

仪为 VG354。Nd同位素比值测定以  ̈Nd／⋯Nd= 

0．721 9为标 准化值 ，对 BCR一1，La Jolla标样 

Nd／“ Nd的测定值分别为 0．512 164±4(2 )、 

0．511 860±4(2 ，实验全流程 Sm、Nd空白本底分 

别为4．7×10一g、4．7×10 。g，详细测试过程见文 

献【5，6】。 

3 原岩类型及地球化学 

在 K—A图解" (图略)上，所有样品均投在沉积 

岩区；在尼格里值[(al+fm)一(c+alk)】一Si图解(图 

2a)1 81上，样品点落人泥质 一砂质沉积岩区；在 ACFt 1 

(图略)和(A1+∑Fe+Ti)一(Ca+Mg)图解(图2b) 

上，样品点均落人火山岩区之外的粘土、泥岩、粉砂 

岩和页岩区内；在 SiO2／A1203一(CaO+Na2O)／K2O ] 

图解(图略)上，样品点落人泥质 一砂质沉积岩区；在 

巴拉绍夫的稀土元素 La／Yb ∑REE图解(图 2c)̈。1 

上，样品点落入砂质岩和杂砂岩与页岩和粘土岩的 

重叠区；在 K O—TFe O，一A1 O，图解(图 2d)⋯，“ 上，样 

品点主要落在残余粘土与北美页岩的分布范围内， 

并显示物源区主要受花岗岩及英云闪长岩影响。 

3．1 元素组成 

赣中变质岩带变泥砂质岩石的主元素组成变化 

较大。30个样品的分析结果表明，SiO 和 Al O 分别 

为 54．86％ ～76．07％ 和 9．85％ ～19．85％．TFe2O 

(=FeO+0．9Fe2O3)、MgO和 K2O分别为 4．06％ ～ 

l0．45％ 、1．22％ ～4．99％ 和 0．64％ ～4．60％ (表 

1)。含云母和石榴子石高的富泥质岩石，SiO 、CaO 

和 NazO含量相对较低，A1 O 、TFe2O，、K O和 MgO 

含量相对较高。含石英和斜长石高的富砂质岩石则 

正好相反。岩石中KzO主要以云母类矿物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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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赣中变质岩带变泥砂质岩石的尼格里值【(al+fm)一(c+alk)】．si图 (a)、(A1+∑Fe+Ti)．(Ca+Mg)图 (b)、 

I a／Yb．∑REE图 lOl(c)和 K20一TFezO ．A1 O3图(d)(仿文献[11】) 

Fig．2 Diagrams t，f【(al+f_m)一(c+alk)】-Si (a)，(AI+∑Fe+Ti)一(Ca+M只)。 (b)．La／Yb-∑REË ¨(c) 

一 and K20-TFe20~一A1203⋯ fd1 of meta-argillo—arenaceous rocks of the metamorphic rock beIt in central Jiangxi Province 

图2b中：1．基性火成岩区：2．基性火成岩及其变种；3．中性火成岩、基性火山杂岩和含粘土的(沉)凝灰岩区；4．含碳酸盐的(沉) 

凝灰岩区；5．粘土、泥岩、粉砂岩、长石砂岩和泥灰质砂岩区；6．粘土质 、白云质和钙质泥灰岩；Hb．角闪石；Gt石榴子 

石；PI．斜长石 。 

图2c中：A．正斜长角闪岩区；B．碳酸盐岩区；C．砂质岩和杂砂岩区：D．页岩和粘土岩区。 

图2d中：TON 英云闪长岩；NASC．北美页岩；GR．花岗岩；TH 拉斑玄武岩；KOM．科马提岩；RC．残余粘土 

样品 X566、G4和 X47的SiO：含量最高 ，K O和 

A1：O，含量最低，岩石中石英含量也最高，云母类矿 

物含量最低。X50和 G4的 CaO和 Na O含量相对较 

高，这与一定数量的斜长石存在有关。显然，主元素 

组成受造岩矿物种类和比例的制约。尽管主元素组 

成存在很大变化，变泥砂质岩石稀土元素 (REE)模 

式和某些微量元素的组成特征却十分类似 (表 2和 

表 3，图3和图4)。岩石 REE总量较高(∑REE= 

l29～296 I~g／g)，出现较强的 Eu负异常 (6Eu= 

0．51～0．86)及轻稀土元素 (LREE)富集 (变粒岩 

LREE为球粒陨石的54～90倍，片岩为球粒陨石的 

63～121倍)。所有样品重稀土元素 (HREE)大致呈 

平坦型，轻重稀土分离不强【(La／Yb) =3．95～ 

l2．9】。从变粒岩到片岩，REE含量及 LREE含量总 

体上趋于增高，与 REE赋存于粘土矿物的解释一 

致。在洋中脊玄武岩(MORB)标准化蛛网图(图4b) 

上，元素 Nb、Ti、P和 sc出现负异常，同时出现较强 

的 Ba负异常(6Ba=0．10～0．93)。在后太古宙澳大 

利亚页岩(PAAS)标准化蛛网图(图4a)上，除个别样 

品 (X566和 G4)外，其余样品的分布模式类似于后 

太古宙页岩，且较稳定 ，为 PAASt 的 0．3～2．4 

倍 、北美页岩(NASC)的0．3～2．3倍。样品的 Zr／Y 

比值主要介于4～8之间，接近于元古宙页岩的分布 

范围(2～7)̈引。 

3．2 Nd同位素组成 

赣中变质岩带变泥砂质岩石 Sm．Nd同位素组 

成比较均匀 (表4)。8个样品的分析表明， Sm／ 

Nd和 Nd／ Nd分别为 0．104 61～0．152 39和 

0．51 1 827～0．512 132， r为 一0．23～一0．47， 

tcHLR和 tDM分 别为 1 015～1 736 Ma和 1 597～ 

2 525 Ma， 、d(0)=一9．9～一15．8， Nd(1 1 13)= 

1．11～一3．60，样品间不存在良好的线性关系。赣 

中变质岩带变泥砂质岩石 Sm．Nd同位素特征与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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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为变粒岩类：1、2、3为黑云斜长变粒岩，4为云母斜长变粒岩，5为云母变粒岩，6为含夕线黑云斜长变粒岩；7～30为片岩类： 

7、9为夕线云母片岩，8、10、11为十字石榴云母石英片岩，12、16为石榴云母石英片岩，13为含榴云母片岩，14为石榴二云片岩，15、 

17为石榴黑云石英片岩，18、28为含角闪云母石英片岩，19、20为黑云片岩，21为含榴夕线黑云片岩，22为二云母片岩，23、25为含 

榴二云片岩，24为含榴 、十字云母片岩，26为石榴二云石英片岩，27为二云石英片岩，29、30为千枚状片岩。CIA=[A1 O，／(A1 O，+ 

CaO +NazO+K20)1×100，CW, =[AIzO，／(A1zO +CaO +Na O)1×100(摩尔比，CaO 仅代表硅酸盐组分中的 CaO)。 

北麻源群变质沉积岩具有类似的 Sm—Nd同位素特 

征 【 Sm／ Nd=0．1 14 5～0．1 16 7， Nd(0)= 

一 1 1．4～一15．8， Nd(t)=一1．15～一1．25，tDM= 

1 810～1 835 Ma_1 ]，在 d(t)一t图解(图5)上具有 

相近的演化范围和趋势，反映出它们具有类似的物 

质来源和相同的物源区。而与赣东北、皖南等地区 

前震旦系变质沉积岩的Sm—Nd同位素特征 【 (0) 

= 一 8．27～一9．44]及模式年龄(t。M=1 522～1 699 

Ma)̈ 明显不同，在 a(t)一t演化图上位于它们的 

上方，赣中及其闽北麻源群变质沉积岩的成岩碎屑 

不可能来自其北部的扬子地块，应是其东缘的太古 

宙岩石，事实上在其东缘的龙泉、浙东沿海有太古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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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岩性同表 1。“一”表示低于检测限 

岩石存在的可能性，陈蔡群中的变粒岩、斜长片麻岩 

普遍具有老的模式年龄(t。 =2 350～2 832 Ma)，低 

的 、d(0)值(一I9．66～一26．59)‘ 引，在 d(t)一t演 

化图上位于它们的下方(图5)。 

4 讨 论 

4．1 赣中变质岩带的形成时代 

泥砂质岩石 Nd同位素组成不但能很好地反映 

源区物质的组成特征 [20q I，一定条件下，还能为时 

代确定起到重要作用。赣中变质岩带变泥砂质岩石 

tn 模式年龄变化较大，为 1 597～2 525 Ma，平均值 

为 I 948 Ma。赣中变质岩带遭受变质变形叠加改造， 

但引起 REE发生明显迁移的蚀变作用不强。所分析 

样品都较新鲜，排除了外生风化的强烈影响。同时， 

赣中变质岩带变玄武质岩石很少，其∑REE很低，同 

时代地幔物质大量加入的可能性也可排除。赣中变 

质岩带变泥砂质岩石具有高的成熟度，是经历过搬 

运沉积和地球化学等壳内再循环作用的产物。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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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赣中变质岩带变泥砂质岩石的稀土元素含量( g／g) 

Table 3 Contents(Ixg／g)of rare earth elements in meta—argillo—arenaceous rocks of the metamorphic rock belt in central Jiangxi Province 

注：岩性同表 1。La／Yb为元素对比值，(La／Yb)一为球粒陨石标准化后的比值，L／H为 LREE／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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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赣中变质岩带变泥眇质岩石的稀士元素分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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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r(1【．k be c tral Jiarlgxj Prov e 

t(Ma) 

冈5 赣中变质岩带变泥砂质岩 及其邻区 

变质沉积岩的 (t)一t演化图 

Fig 5 s tl(，)-，evoluti【】nat)diagrmn of IT1eta—argill(J，areIla(．eous 

rocks of the Illetam(Jrphi(r k belt it1 central Jiangxi Provim．e 

and its neigl~boring areas 

黑圆点为赣中变泥砂质岩石样品：黑三角为闽北麻源群变质 

沉积岩样品；A区域为赣尔北千̈皖南前震旦系样品的变化范 

围 (据文献 【I 8】)：B区域为龙泉和浙东沿海陈蔡群样品的变 

化范围(据文献fI9l1 

表 4 赣中变质岩 带变泥砂质岩石的 Sm．Nd同位素组成及计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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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赣中变质岩带变泥砂质岩石的Th／U—Th(a)和Th／Sc—Zr／Se(b)图解(仿文献[261) 

直接来源于火成岩沉积物的分布趋势一致，源区岩 

石为直接来源于经历了一定风化作用的火成岩石。 

沉积岩中风化物的相对含量可以用 CIA参数和 

CIW参数来表示，用以判断页岩物源区的古风化强 

度及古气候状态⋯ 。CIW参数避免了成岩作用或变 

质作用期间K活动的问题。在 CIW—Sr图解上，30个 

变泥砂质岩石样品中有 25个样品的CIW在69．30～ 

95．94之间，其中有 17个样品大于 79．()()，仅有 5个 

样品在 53．17～66．68之间，Sr含量范围主要为 50～ 

250 btg／g，非常接近于大多数后太古宙页岩的分布 

范围 (sr 75～200 btg／g，CIW 80～95)⋯l。有 24个 

样品的CIA值 (60．5～76，8)已接近于页岩平均值 

(70～75)，没有一个样品的CIA值低于50，表明在 

化学成分上较成熟，经历了较强的化学风化作用。 

Al—Ti—zr三角图可用来判断沉积物分选作用过 

程的影响因素 ，成熟的沉积物主要由TiO ／Z 比 

值变化范围很大的砂岩和页岩组成，而不成熟的沉 

积物正好相反，本区岩石在 15A1 O，一TiO 一Zr图 (图 

Hf(ttg／g) 

略)上表现为 TiO ／Zr比值变化范围较大，指示源区 

岩石分选作用较强和经历了较缓慢的沉积过程。 

4．3 源区成分特征 

一 般认为，REE、高场强元素(HFSE)、Th、Sc、Hf 

和co能够较好地反映物源区特点1 23l，在PAAS标准 

化蛛网图(图4a)上，样品总体上近于平坦分布：Hf、 

La、Ce、Yb、Y和cr接近；Ta、V、Co和 Ni相近到稍 

1氐；Rb、Sr、Ba、K、Th、U、Nb、Zr和 Sc明显 亏 

损。Sr含量较低与强烈化学风化作用相联系，不相 

容元素含量较高，表明源区较分异，源区应以花岗质 

岩类为主而缺乏超镁铁质组分，类似于现今上地壳， 

这一点从岩石的 La／Th—Hf元素对比值图 (图7a)和 

ENd(0)一Th／Sc元素对比值图(图 7b)上也可以得到 

佐证。 

岩石的zr、Ti、Hf(Sc、Y)及 HREE明显亏损， 

对应于花岗岩物源区特征⋯l。在 Cr／Ti—Zr／Y图解 

(图略)上 ，大部分样品 (26个)的Cr／Ti比值在 

图7 变泥砂质岩石的La／Th—Hf(a)(仿文献【25】)和 s (oJ—Th／Sc(b)(仿文献【29 J)图解 

Fig_7 Pl。‘ 。f La／Th—Hf (a)and 8Nd(0)-Th／Sc (I))for meta-argill。一arenace。us r。cks in centra1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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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l～0．045之间，明显高于南非 Witwatersrand超 

群及 Pongolar超群，略高于太古宙花岗岩或TFG(英 

云闪长奥长花岗岩)的平均值(约0．012)，低于太古 

宙玄武岩的平均值 (约 0．07)，指示沉积物主要来自 

花岗质物源区。 

泥质岩的Cr／Th比值主要受局部源区及构造 

强烈影响，是源区敏感的指示参数，可以记录上地壳 

成分的变化特征 ⋯。本区岩石的Cr／Th比值(3．31～ 

l4．25)，明显低于太古宙上地壳的平均比值(31)， 

Cr／Th比值低 ，反映源区科马提岩 一玄武岩组分含 

量低，而以花岗岩成分为主。Th是高度不相容的，而 

sc较相容，在沉积过程中两者定量地进入陆缘沉积 

中[301，Th／Sc比值对于沉积源区平均成分较敏感 ， 

可以反映源区花岗岩／(玄武岩 +科马提岩)的相对 

比例。本区岩石的Th／Se比值主要介于 1．00～3．60 

之间，明显高于太古宙绿岩带杂砂岩类 (小于 1)和 

MeLennan et a1．[221划定的太古宙沉积分布范围 (小 

于 1)，也高于典型的太古宙克拉通沉积 (例如 

Witwatersrand超群及 Pongolar超群)，应为稳定地壳 

构造环境的产物。在 La—Th—Sc图解b’1上，投影点大 

致平行于花岗岩 一拉斑玄武岩端员的分布线 ，集中 

于花岗岩附近，也指示沉积原岩主要来源于花岗岩 

组分。 

沉积岩中 Cr和 Ni的含量指示源区镁铁质 一超 

镁铁质组分的贡献大小，与太古宙沉积岩相比，本区 

岩石的 Ni和 cr含量较低，分别为 cr 45．7～209 

}xg／g，Ni 16．8～72．1}xg／g；在 Ni—cr图解上，样品 

主要落在后太古宙与新太古代页岩的重叠区内，其 

cr和 Ni含量稍低于南非林波带 的太古宙 Beit 

Bridge群 (变质的大陆架浅海沉积)、南非卡普瓦尔 

克拉通的太古宙 Witwatersrand超群、Pongolar超群 

(典型的克拉通沉积)。cr和 Ni含量低表明源区的 

镁铁质组分较低。c卜zr图解可以指示沉积源岩区锆 

石／铬铁矿的相对含量 (即科马提岩／花岗岩区组分 

的相对比例)，样品的 Cr／Zr比值介于 0．26～1．14 

之间 (个别为 2．35～2．38)，远远低于南非卡普瓦尔 

克拉通太古宙 Witwatersrand超群页岩和 Pongolar超 

群泥质岩 ，表明物源区的超镁铁质岩石组分并不 

重要，沉积物主要来源于中酸性源区。 

岩石的REE分布模式表明，源区曾经历壳内熔 

融或涉及岩浆内斜长石的结晶分异过程[231，广泛出 

现了Eu亏损的花岗质源区，类似于现今的大陆上 

地壳成分。斜长石在壳内熔融过程中多有残留，而 

Eu强烈地被分馏于斜长石内，出现显著的Eu负异 

常 (6Eu<0．85)，反映古老地壳物质或被分异花岗 

质岩石的再循环作用。岩石的 6Eu值接近于克拉通 

页岩的比值(0．6～0．7)[301。在 6Eu一(Gd／Yb) 图解 

(图略)上，岩石以中等的 Eu负异常为特征，投影在 

“后太古宙”沉积岩系范围。样品的 REE分布模式与 

PAAS相比，LREE较富集，HREE部分呈平坦型，轻 

重稀土分离不强[(La／Yb) =3．95～12．9】，在 MORB 

标准化的蛛网图上，元素 Nb、Ti、P、Sc相对亏损， 

出现较强的 Ba负异常(6Ba=0．10～0．93)。其总体 

特征与太古宙晚期富钾富铝的花岗质岩石十分类 

似，与TrG花岗质岩石 1有很大区别。成熟度高的 

富铝富钾花岗质岩石构成了源区物质的重要组成。 

4．4 原岩沉积构造环境 

赣中变质岩带变泥砂质岩石的∑REE=129～ 

296 }xg／g，6Eu=0．51～0．86，(La／Yb)、=3．95～ 

12．9，Th／Sc(0．57～3．59)、La／Sc(1．46～12．4)、 

La／Yb (5．84～19．0)和 Th／U (3．40～6．42)比值 

高，La／Th(2．00～3．78)比值低，与 Bhatia et a1．13 

所提出的不同构造环境背景 REE、微量元素参数相 

比较 ，具有大陆边缘沉积物特点。在微量元素 

Th—Sc—La图上投影点主要落在活动大陆边缘和被动 

大陆边缘的重叠区及其附近；在 La／Y—Sc／Cr图上 

投影点主要落在被动大陆边缘区域内及其附近 (图 

8)。按照Penijohn 引提出的lg(Na O／K2O)一lg(SiO ／ 

A1zO，)图解(图略)进行分类，原岩主要为长石砂岩， 

少量岩屑砂岩及杂砂岩，反映了原岩是在活动性较 

弱的构造背景下缓慢沉积的。岩石的 REE分布模 

式、LREE、(La／Sm)、、6Eu及(La／Yb) 值与 PAAS 

较为一致 ，反映原岩沉积于被动大陆边缘的构造 

环境 。岩石 Nd同位素组成比较均匀，指示它们来 

自同一源区，搬运沉积作用过程中不同组成物质发 

生充分混合。Nd同位素组成 、 (0)与Th／Sc比值 

对应关系 (图7b)指示原岩是在被动大陆拖拽边缘 

的构造环境下形成的。赣中变质岩带变玄武质岩石 

虽具亏损性质，不过出露很少，表明地幔添加作用十 

分微弱。沉积物质主要来自早期陆壳基底，并形成 

于被动大陆边缘的构造环境。显然，在太古宙晚期 

阶段，华夏地块首次克拉通化已经完成。 

5 地质意义 

地球化学证据表明，赣中变质岩带变质岩系代 

表一套克拉通型的沉积岩系，这套表壳岩系显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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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变泥砂质岩 的 Th—sc—La和 La／Y—Sc／Cr冈(仿文献f321】 

Fig．8 Plots of Th-Sc—I a(a)and La／Y-Sc／Cr fb)fiJr lneta argilh)-arenaceous rocks in central Jiangxi Province 

A 大洋岛弧；B．大陆岛弧；C．活动大陆边缘；D．被动大陆边缘 

的 LREE富集及 Eu负异常 (∑REE=129～296 

~tg／g，8Eu=0．51～0．86，(La／Yb)、=3．95～12．9)， 

其不相容元素Th／Sc(0．57～3．59)、La／Sc(1．46～ 

1 2．4 J、La／Yb(5．84～19．0)比值高，大离子亲石元 

素富集，Th／U比值 (3．40～6．42)变化大，zr、Hf、 

sc·、Ti、Y、HREE和 sr含量较低；在区域上，与闽北 

嘛源群的岩性组合 、变质程度 1、Sm—Nd同位素特 

征类似，在 -(t)一t图上具有相近的演化范围和趋 

势，反映出它们具有类似的物质来源和相同的物源 

区，沉积于远离陆地的克拉通大陆架浅海环境，其原 

岩应为一 套浅海相泥砂质复理石建造 ；8Ba= 

0、10～0．93，Nd同位素亏损地幔模式年龄 tDM= 

1 597～2 525 Ma， 、d(0)=一9．90～一l5．8，其源区 

物质主体由古元古代富铝富钾的花岗质岩石和(或) 

碎幅沉积岩构成。华夏地块东部在新太古代 一古元 

古代已经历壳内分异过程，源区经历了较强的化学 

风t匕作用，是元古宙华夏地块克拉通化最重要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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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ta-argillo-arenaceous rocks 

from the metamorphic rock belt in central Jiangxi Province 

and its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HU Gong—ren 1 3 LIU Cong—Qiang ，ZHANG Bang—tong ，TANG Hang—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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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Huaqiao Uni*，ersit、，Quanzhou 3620 1 1，China；3 State Ke?Laboratoo 如r Mirwral Deposits Research，Na tng Universit)， 

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The metamorphic rock belt in central Jiangxi Province， located in the compound terrain among the 

Huaxia terrain，the Yangtze terrain and the Caledonian fold zone of South China，is composed dominantly of meta— 

argillo—arenaceous rocks and small amounts of amphibolites．They underwent amphibolite—facies metamorphism．The 

meta—argillo—arenaceous rocks show large variations in major element compositions，but have similar REE patterns 

and trace element compositions，incompatible element and large—ion—lithophile element enrichments 【high Th／Sc 

(0．57～3．59)，La／Sc(1．46～12．4)and La／Yb(5．84～19．0)]and variable Fh／U ratios。with ∑REE= 

129～296~zg／g，6Eu=0．51～0．86，(La／Yb)、=3．95～12．9．The rocks have a large variation range of Nd 

isotopic mode age t1)M from l 597 to 2 525 Ma and low ￡、d(01 from 一9．9 to 一15．8．The metamorphic rocks belt 

in central Jiangxi Province was likely formed in a tectonic environment of the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 of the 

Huaxia massif．The source region，from which the argillo—arenaceous rocks were derived，was composed dominantly 

of upper crustal sources (A1一and K—rich granitic or／and sedimentary rocks of Early Proterozoic)and experienced 

good so~ing，slow deposition and more intense chemical weathering．According to the whole—rock Sm—Nd isochron 

ages【(1 1 13±49)～(1 199±26)Ma]of plagioclase—amphibole(schist)and Nd isotopic mode age tDM(1 597～ 

2 525 Ma)of meta—argillo—arenaceous rocks，the metamorphic rocks belt was formed in Midproterozoic between 

1】00～】60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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