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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生碎屑是一种发育于沉积岩中反映动荡沉积环境的典型沉积构造
。

赣东北大背坞地区双桥山群发现

同生碎屑
,

进一步确认了双桥山群属于半深海一深海浊流沉积
,

为古沉积环境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

根据同生碎

屑的变形特征
,

可以分析该区构造变形史 (即经历压扁为主的区域褶皱变形和韧性剪切变形 )
,

厘定大背坞韧性

剪切带
,

并根据同生碎屑的 K xz 值
,

可求得大背坞韧性剪切带剪应变 y ~ 1
.

01 一 2
.

1 3
、

最大剪位移 0
.

6一 。
.

8 k m
,

推算双桥山群地层层内压扁变形压缩率为 23
.

1% ~ 45
.

3 %
。

同生碎屑还作为有别于岩石主体的质点成为同构

造菱铁矿变斑晶的生长基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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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背景

大背坞地区位于赣东北景德镇市浮梁县境内
,

属扬子地块之东段
,

武夷山北段西缘
。

区域构造分区

属戈阳一 玉山台陷区的九岭一高台山台拱与萍乡一

乐平台陷区东段的交界部位
,

障公山东西向复式倒

转背斜的南翼山
。

区内地层为中元古界双桥山群浅

变质岩系
,

主要岩性为变质细砂岩
、

变质粉砂岩
、

粉

砂质板岩和板岩即
,

双桥山群沉积相为深海浊流相
,

具有典型的鲍马序列特征
;
原岩为泥质岩

、

杂砂岩及

碎屑岩互层
;
成因类型为正常泥砂沉积为主

,

局部夹

有长英质火山碎屑
;
其变质相为低绿片岩相

,

变质时

代为晋宁期一加里东期
〔`

,
2 〕 。

燕山期
,

本区东南部为燕山早期鹅湖花岗岩体

( 1 20 一 1 32 M a )侵位
,

在浅变质碎屑岩 中发生 了进

变质韧性剪切变形
〔 3一
水并发育同构造变斑晶

〔
火图

1 )
。

2 同生碎屑的发现和一般特征

同生碎屑是指沉积岩沉积过程中
,

有微弱 固结

的泥质 (粘土质 )或粉砂质的较早沉积物又遭受侵蚀

而成碎屑
,

在就地或就近再沉积
,

被泥质或粘土质胶

结起来
,

构成同生碎屑岩的
。

按同生碎屑的大小可划

厂名
、

源

P饥认

鹅期 吕

图 l 赣东北大背坞地区构造地质及同生碎屑分布图

1
.

中元古界双桥山群
, 2

.

燕山期鹅湖花岗岩体
; 3

.

复式倒转背

斜
; 4

.

压扭性断裂币
.

韧性剪切带
; 6

.

同生碎屑 /茧青石变斑晶
,

7
.

菱铁矿 /黄铁矿变斑晶
; 8

.

金矿床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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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碎屑作为碎屑
,

它有碎屑的特征 (如成分
、

粒度
、

磨圆
,

在岩石中的含量等 )
,

而且与胶结物或岩石整

体中的碎屑特征有明显差异
,

甚至因氧化条件差异
,

同生碎屑与岩石主体在色调上也有区别
;
但它又是

同生的
,

是在相同或相似沉积环境下较早形成的
,

本

身也是碎屑成分
,

具碎屑岩的结构构造
。

江西区调队
、

江西 9 16 地质队区调分队①
、

沈庭

远②
、

马长信即
、

索书 田〔3 , 、

李德威闭 对本区 区域地

质
、

地层
、

岩石和构造等进行了各有侧重的研究工

作
,

并认为斑点构造是大背坞及外围乃至更大区域

上韧性剪切带的重要标志
,

是构造成因的
,

据其厘定

屑与岩石主体接触紧密
,

但界线清楚
。

由于变形变质

作用
,

部分绿泥石成分向同生碎屑 内聚集
、

或菱铁矿

成分向 同生碎屑 内聚集并形成菱铁矿变斑晶的皱

晶
。

3 同生碎屑与同构造变斑晶的差异

同生碎屑 (图版 1
一

1一 3) 与同构造变斑晶 (图版

I
一

4一 6) 虽然在宏观上外貌有相似之处
,

但两者是

有本质区别的
,

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分

布
、

矿物成分
、

结构
、

形态
、

变形特征及所指示的地质

意义 (表 z )
。

表 1 翰东北大背坞地区 同生碎屑与同构造变斑晶特征对比

T a b l e 1 T h e f e a tu r e s o f s y n g e n e t i e f r a g m e n t s a n d s扭 g e n e t i c P o r P h y r o b l a s t s i n D a b e iw u a r e a

特特 征征 同 生 碎 屑屑 同 构 造 变 斑 晶晶

相相
---

分 布布 均分布于双桥山群浅变质岩中中

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特特特 粒 度度 粒度较大
,

与胶结物或岩石主体有显著的差别别

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
变变变 形形 均与岩石同步发生韧性变形形

应应应变测量量 均可作为应变测量标志志

不不
---

分 布布 全区面状分布
、

受地层层位控制制 沿韧性剪切带呈带状分布布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特特
___

矿物成分分 石英粉砂
、

长石粉砂
、

少量泥质胶结物物 黄铁矿
、

菱铁矿矿

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

结结结 构构 砂状结构构 变斑晶晶体
、

变晶结构构

形形形 态态 磨圆好
,

呈圆形或椭圆形形 变斑晶晶体
,

矩形
、

菱形形

变变变形特征征 变形特征复杂
,

与所在构造部位和产状有关
,

面上为压压 受韧性剪切带控制
,

表现为剪切变形 (0
·

5 < K < 4)))
扁扁扁扁变形

,

韧性剪切带内为剪切变形形形

成成成 因因
,

原生
,

同沉积成因因 次生
,

同构造成因因

韧韧韧 性 差差 与岩石主体无韧性差差 与岩石主体有韧性差差

压压压 力 影影 无压力影构造造 有压力影构造造

粒粒粒度变化化 受沉积条件控制制 受韧性剪切带变形强度控制制

颗颗颗粒旋转转 变形过程中旋转不明显显 变形过程中有明显的旋转转

变变变形压溶溶 变形过程中无或极少见压溶溶 变形过程中压溶很明显显

变变变形真实性性 同生碎屑的应变非常接近岩石整体的真实变形形 变斑晶的应变小于岩石整体应变变

相相相互关系系 同生碎屑为变斑晶的成生提供组分聚集区
,

往往在同生生 变斑晶常常以同生碎屑为组分聚集点
,

形成皱品品
碎碎碎碎屑内形成同构造变斑晶的皱晶晶晶

地地地质意义义 反映动荡的沉积环境境 代表进变质韧性剪切变形形

出大范围的韧性剪切带
。

笔者闭通过研究
,

特别是在野外地质产状特征

并结合显微镜下的分析鉴定
,

认为原来被认为斑点

的一部分为同生碎屑 (图版 I
一

1一 3 )
。

本区同生碎屑的主要特点是
:

均有较好的磨圆
,

多呈圆形或变形后呈椭圆形
,

碎屑大小 以 .0 5一 .2 0

m m 占绝大多数
,

即属于同生砂屑
;
同生碎屑 内的碎

屑成分主要为长英质粉砂
,

粒度一般为 .0 1一 。
,

01

m m
,

粉砂之间为泥质成分
。

岩石中同生碎屑的含量

多数为 2 %一 10 %
,

少数可达 10 %一 25 % ;该岩石称

为含同生碎屑泥质岩
。

一般来说
,

同生碎屑内的碎屑

粒度稍粗于胶结物或岩石主体中的碎屑粒度
,

而且

同生碎屑内的碎屑颗粒的磨圆度相对稍差
。

同生碎

4 同生碎屑的变形特征

赣东北大背坞地区同生碎屑在经历 区域褶皱
、

变质变形和韧性剪切变形等过程
,

与岩 石整体一起

发生变形
,

由于所处的构造部位不同
,

其变形特征差

异很大
,

表现为不同形态的椭球体
。

因同生碎屑与岩

石主体岩性差异不大
,

接触紧密
,

同生碎屑与岩石整

体同步变形
,

而且两者之间无韧性差
,

所 以同生碎屑

是本区岩石应变测量极好的标志体
。

告
·

`

罗
究及靶区

江西 916 地质队区调分队
.

1 5/ 万鹅湖幅
、

峙滩幅区调报

沈庭远等
.

江西景德镇市大背坞一瑶里一带金成矿条件研
优洗

.

1 9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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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背坞地区同生碎屑应变测贵结果

T a b l e 2 T h e s t r a i n m e a s 往 r e m e n t s o f th e s y n g e n e t i e f r a g m e n t s in D ab e i w u a r e a

一
口 。

…丁
_
… acg

·

_ _

畔
_

_
_ }

个卜口口 万 { 四
.

」昌
.

}
_ _

{ !
_

{ ;

} {标志体数 { 天 x y
,

标志体数 { 尺 x y
-

一
下

一

十一
一

一
只

— 一士
-

— 十一一寸F l l 一 ` { 小背玛 …
8 1 ` 3

·

2。
!

` 10 {
`

·

3 5 一

傅林系数

K

应变强度 …剪应变 压缩量

尸 / %
备 注

圈回匕一阴加
F 2 9一 2

C M 7一 3

F 6 6一 4

大背坞

大背坞

大背坞南

枫树庄

枫树庄

小源北

小源北

赖 家

赖 家

赖 家

赖 家

小舟南

小舟南

小舟南

3 1

1 7

F 7 4一 1

F 7 4一 2

3 7

3 9

F 7 6一 1

F 7 6一 3

F 8 8一 1

4 8

5 9

F 8 8一 2

F 8 9 一 1

卜8 9 一 6

F 9 1一 1

3 4

2 5

理书

1 5

3
.

5 6

1
.

5 8

F 9 7一 1

F 9 7一 3

1 7 } 1
,

6 7

3 2 1 1
。

今0

F 101 一`
} 小舟北 } “ ”

.

1
·

9住 {

{{{
3

·

” `̀ 2
·

7 2

………
`

·

2333 3 8
.

6000

lllll 4
.

0 777 2
.

1333 5 9
。

8 333

……
`

’

` 888 3
.

0 222 1
.

4 000 4 4
.

2 777

222
.

8 999 1
。

7 444 0
.

6444 3 0 0 000

000
.

2 333 1
.

6 333 0
.

6 555 2 7
。

3 000

000
.

1 555 2
.

3 222 0
。

7 888 4 3
.

2 000

000
.

1 444 1
.

7 444 0
.

6 111 2 7
。

7 444

000
.

8 111 1
.

7 555 0
.

7 888 2 6
.

2 777

111
.

3 444 1
。

9 666 1
.

3 666 2 8
.

4 666

222
.

5 666 1
.

7 555 } 一一 2 1
.

9 777

444
.

0 000 1
.

9 666 }}} 2 8
.

6 444

{{{ 2
.

4 333

…
2

·

8 `̀̀ 4 4
。

4 666

{{{{{ } 1
·

5 33333 2 3
.

1 000

……
:

·

。 333 }}}}} 2 3
,

5 000

,,

C
。

3 666 { 1
·

8 55555 3 3
.

3 000

……
。

,

7 333 }}}}} …
3 2

·

5””

))) 0 1 111 }}}}}}}
{{{ 0

.

2 666666666
「「「「「「

对采 自本区的 16 块含同生碎屑粉砂质板岩样

品
,

分别切制 ac 片和 bc 片
,

并在显微镜下运用长短

轴法
〔”
进行应变测量

,

其结果见表 2
。

依据傅林系数 K 值的大小
,

本区同生碎屑的变

形可分为三种类型 (表 2 )
:

( l) 应变椭球为傅林系数 K 值大于 2
.

0 的长椭

球
,

反映拉伸变形
;

( 2) 应变椭球为傅林系数 K 值介 于 0
.

5一 2
.

0

的三轴椭球
,

反映剪切变形 ;

( 3) 应变椭球为傅林系数 K 值小于 0
.

5 的扁椭

球
,

反映压扁为主的变形
;

从地质分布上看
,

三种变形的同生碎屑具有明

显的规律
:

第一种仅发育于大背坞金矿区和赖家金

矿点
;
第二种类型分布于大背坞

、

赖家
、

李家
、

小源北

一线 ;第三种则比较广泛
,

受地层层位控制
。

其中第

一种和第二种的分布范围正是本地区韧性剪切带的

展布范围
。

如果假设为平面应变朗
,

根据同生碎屑的 K X z

值
,

可求得大背坞韧性剪切带剪应变 了~ 1
.

侃 一

2
·

1 3 ,

最大剪位移 0
.

6一 0
.

8 k m
。

同时
,

根据同生碎屑的压扁变形特征
,

可求得双

桥山群地层的层内压缩率为 2 3
.

1 %一 45
.

3 %
。

5 同生碎屑作为同构造变斑晶的生长

基点

首先
,

同生碎屑作为有别于岩石主体的质点使

得岩石在变形过程中一些物质发生分异后有了聚集

的场所
。

在泥质岩石中有粉砂质同生碎屑存在时
,

泥

质成分孔隙度较小
,

渗透性较差
,

而其中的粉砂质同

生碎屑孔隙相对较多
,

渗透性好
。

变形过程中
,

黄铁

矿
、

菱铁矿组分从泥质岩石中分异出来后
,

必然在有

一定孔隙空间的同生碎屑内聚集结晶
,

因此
,

目前比

较大的菱铁矿变斑晶中常常可以见到粉砂质的
“

核
”

(图版 卜 4 )
,

或者菱铁矿变斑晶内所包含的石英粉

砂往往比基质的砂粒要稍粗 ( 图版 I
一

5 ) ;
第二

,

在本

区韧性剪切带中可直接见到在同生碎屑内菱铁矿变

斑晶由小到大
、

从占据同生碎屑的 10 % ~ 30 %逐渐

变化到占据整个同生碎屑的现象 (图版 卜 6 ) ;
第三

,

从变斑晶矿物的形态来看
,

当菱铁矿变斑晶晶体较

小或位于同生碎屑内尚未占满整个同生碎屑时呈菱

面体 (图版 卜 6 )
;
而当变斑晶逐渐长大

、

占满整个同

生碎屑时
,

其形态常常迁就同生碎屑的形态
,

呈椭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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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图版 I
一 5 ) 〔8 , 。

6 同生碎屑的地质构造意义

同生碎屑是动荡沉积环境的标志
,

赣东北大背

坞地区双桥山群浅变质岩中同生碎屑的发现为进一

步确定双桥山群地层属深海浊流相沉积提供了又一

极为重要的依据
。

同生碎屑与围岩岩性接近
,

变形同时同步发生
,

不存在韧性差
,

是构造变形分析中应变测量很好的

标志体
〔 , , 。

通过岩石应变测量
,

并参考不同应变椭球的同

生碎屑的分布规律
,

可以确认本区岩石主要经历两

期变形
。

第一
,

具压扁变形 (应变椭球 K 值 < 0
.

5) 的

同生碎屑呈面状分布
,

反映区域性的挤压褶皱 (压

扁 )变形
,

这与区域内广泛分布宏观面理构造
、

但
a

线理不发育的特征相一致
;
第二

,

具剪切或剪切偏拉

伸变形的同生碎屑主要沿大背坞
、

小背坞
、

赖家
、

小

源北一线呈带状分布
,

反映的是叠加在区域性褶皱

变形之上的韧性剪切变形
,

与该韧性剪切带不仅面

理构造发育
、

而且
a
线理也十分明显的宏观特征相

一致
,

也与该韧性剪切带内变斑晶特征
、

变斑晶旋

转
、

压力影构造等反映的变形性质吻合
。

同生碎屑作为有别于岩石主体的质点
,

成为同

构造变斑晶的生长基点
,

这也正是本区浅变质碎屑

岩中进变质韧性剪切带内同构造变斑晶很发育的重

要原因之一困
。

根据同生碎屑的 K xz 值
,

可求得大背坞韧性剪

切带剪应变 了一 1
.

01 一 2
.

13
,

最 大剪位移 。
.

6一

。
.

s k m ;
双桥山群地层的层 内压扁变形压缩率为

23
.

1 %一 45
.

3写
。

这对区域构造演化研究具有重要

参考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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