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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蛇绿岩概念 自上世纪 7O年代提出以来，就成为确定古板块边界的重要证据，具有重 

要大地构造学意义，一直是地质学家研究的热点之一。近年来，随着地球化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深 

海钻探计划和大洋钻探计划的实施，世界各地蛇绿岩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 

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本文主要论述了蛇绿岩研究的最新动态，并对华南蛇绿岩的研究进展进 

行了分析梳理，对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初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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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蛇绿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1 蛇绿岩的概念 

“ophiolite(蛇绿岩)”中“ophi-"在希腊语中是“蛇”的意思，最早是1813年由Brongniart 

提出，用来描述意大利北部绿色斑状结构外貌的岩石。Steinmann于1927年提出蛇绿岩“三 

位一体”的概念：为产出于地槽环境，与深海沉积物如放射虫燧石和粘土紧密共生的超镁铁 

质和镁铁质岩石。1972年Penrose会议重新厘定和阐述了蛇绿岩的基本概念，将蛇绿岩定义 

为一种可与大洋岩石圈对比的特殊镁铁质一超镁铁质岩石组合，被认为是古大洋岩石圈的残 

留，并认为在一个发育完整的蛇绿岩中，从底部向上包括有如下岩石组合：(1)超镁铁质杂 

岩；(2)辉长岩质杂岩；(3)镁铁质席状岩墙杂岩；(4)镁铁质火山杂岩。此外，伴生岩石类型还 

包括：①上覆沉积岩主要为条带状硅质岩、页岩和少量灰岩；②与纯橄岩伴生的豆荚状铬铁 

矿岩；③浅色岩为英云闪长岩到斜长花岗岩的各类中酸性侵入岩和喷出岩。这一概念自提出 

后就被广泛接受并使用。 

周国庆和张旗等将蛇绿岩称作是“产于扩张脊的洋壳+地幔序列的岩石组合”，代表了 

古老洋盆被消减后部分保留在造山带中的大洋岩石圈残片。强调蛇绿岩绝对不是陆壳岩石， 

和陆壳之间无成因联系。如果它们相关，应属构造(断层)接触；并且这套岩石组合以Troo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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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那样的蛇绿岩剖面为典型代表(图1)，但并不是所有蛇绿岩必须具有那样的剖面，蛇绿 

岩具有多样性 引。周国庆进一步认为蛇绿岩是“一套彼此具有成因演化亲缘关系的古大洋 

+大洋地幔岩石的有机组合 ]。 

图1 Troodos蛇绿岩剖面与大洋岩石圈剖面对比图L5 

Fig．1 Comparison of Troodos ophiolite section with oceanic lithosphere section 

1．2 蛇绿岩的分类 

蛇绿岩因其多源区特征、复杂成因环境和不同就位机制，使得它的类型和岩石组合具有 

多样性，因此也有多种分类方案：(1)按蛇绿岩的地幔源区端元矿物如地幔橄榄岩成分差异 

进 行分类，划分为方辉橄榄岩型(HOT)、二辉橄榄岩型(LOT)和方辉一二辉橄榄岩型 

(LHOT)；(2)按蛇绿岩的地球化学特征进行分类，划分为SSZ型和MOR型；(3)按构造侵位 

机制分为特提斯型和科迪勒拉型；(4)根据玄武岩中Ti的含量划分为高Ti型、低Ti型和极 

低Ti型；(5)根据蛇绿岩形成的地质背景、构造环境、侵位机制等特征，将其分为：利古里亚 

型、地中海型、内华达型、智利型、麦克夸利型、加勒比海型，弗朗西斯克型等7种类型；(6)根 

据形成的物理条件分为：高压型和低压型；(7)根据扩张速率将蛇绿岩划分为科迪勒拉型、西 

地中海型和东地中海型(转引自-4 _8j)。 

关于蛇绿岩的分类方案虽然较多，但是从蛇绿岩的构造意义来看，Pearce等提出的 

MOR型和SSZ型蛇绿岩的分类方案E63，在研究大地构造环境方面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因 

为上述各种分类方案中的标准只是MOR型和SSZ型蛇绿岩的特点之一[8]。周国庆进一步以 

物质成分及其演化为纵坐标，运动状态、扩张速率、产出状态和产出环境等为横坐标，将蛇绿 

岩纳入到一个系统中进行综合分类(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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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蛇绿岩分类表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ophiolites 

活动大陆边缘型一环太 
平洋型 被动大陆边缘型一特提斯型 

类 科迪勒拉型 东地中海型一(新)特提斯型 西地中海型一(古)特提斯型 

型 Canyan型／祁连山型 Troodos型／日喀则型 Ligulian型／双沟型 
及 
名 SSZ型 MORB型 

称 
PPG(peridotite+pyroxenite+gabbro) PTG(peridote+troctolite+gab— 

bro)(变质橄榄岩+橄长岩+辉 (变质橄榄岩+辉石岩+辉长岩组合)型 

长岩组合)型 

洋壳厚度 大 大一中 小 

岛弧、弧间盆地，(外来 洋内俯中带之上的弧前、 产出环境 小洋盆
，“渗滤”转换断层小海盆 地体) 弧后

、弧内、弧间盆地 

洋 极低 Ti—IAT
，MORB，常 熔岩 低Ti

—IAT，有玻安岩系 高Ti玄武岩，MORB，无玻安岩 
壳 见玻安岩系 

岩 稀土元素丰度较高，高集sr、K、Rb、Ba、Th等LILE， 稀土元素丰度较低 ，低 Rb、Sr、 

特征 Ba、Pb、Th、U、Zr、Rb／Sr，高 K／ 
特 相对亏损Ta、Nb、Zr、Hf、Ti、Y、Yb等HFSE B

r 

征 岩墙特征 部分发育 发育 不发育 

岩席特征 发育 不发育 不发育 

斜长花 常见闪长岩石英闪长 

岩奥长花 岗岩石英角 斜长花岗岩类较少 斜长花岗岩类较少或无 岗岩类 

斑岩 

单斜辉石型 ． 单斜辉石型或斜方辉石 斜长石型 

中等熔融 15 ～30％ 型高度熔融>30 低度熔融<15％ 
堆 辉石岩+辉长岩组合 橄长岩+辉长岩组合 
晶 

岩 堆 晶超镁铁质岩少而 堆晶超镁铁质岩常见 堆晶超镁铁质岩少，辉长岩可直 
特 薄

，不连续 接盖在变质橄榄岩上 征 

轻稀土亏损程度有多 辉长岩中有 富集型 和亏 
种类型 损型 辉长岩中稀土元素多为平坦型 

变质橄榄岩 方辉橄榄岩型，高Al 方辉橄榄岩型 ，高Al 二辉橄榄岩型，低Al 

地 橄榄岩 镁橄榄石分子Fo中一高 镁橄榄石分子Fo高 镁橄榄石分子Fo低 

些 斜方辉石 富Mg贫Al 贫Al 富Al 
孬 铬尖晶石 Cr／(Cr+AI)大，变化大 Cr／(Cr+AI)较大，变化大 Cr／(Cr+A1)小(<0．6) 
征 富Mg

、Cr、Ni，贫Al、Ca、稀土元素；稀土元素亏损程 贫Mg、Mg／(Mg+Fe)低，Al、Ca 化学特征 

度较高 较高；稀土元素亏损程度较低 

扩张速率 中一快速扩张；岩浆房小 快速扩张 中一慢速扩张 

压力条件 高压，P>I．75 GPa 低压，P=0．75—0 GPa 
运 (fO2> 10一 GPa) 中压 ，P—1．75—0．75 GPa (fO

2≤10 GPa) 

动 榴辉岩石榴尖晶辉长岩组合 辉长岩中有橄榄石 
学 深度 45 km 15 km 15

～0 km 特 

征 板 块俯 冲时作为添加 

地体拼合在大陆边缘， 洋盆封闭时热的大洋岩石圈残片仰冲到被动大陆边缘上，拆 侵位方式 

构成地层地体基底老 离基底面上有时见窄的闪石片岩为主的高级变质带 

岩石；不完全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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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蛇绿岩的构造环境 

蛇绿岩的构造环境主要有两大类：洋中脊(MOR)和俯冲带之上(SSZ，Supra—Subduc— 

tion Zone的缩写)的岛弧、弧前和弧后盆地等[8]。上世纪7O年代，地质学家根据板块构造理 

论，认为蛇绿岩代表了古大洋岩石圈，因而均形成于洋中脊环境。但是随着地球化学技术的 

发展以及深海钻探计划和大洋钻探计划的实施，证明大部分蛇绿岩的上部熔岩与现代大洋 

俯冲带之上的火山岩相似，只有极少数与洋中脊一致。越来越多的资料也表明，保存在造山 

带中的大多数蛇绿岩形成于SSZ构造环境[6 ]。史仁灯认为这两种类型蛇绿岩的形成机制 

为：SSZ型蛇绿岩为洋一陆俯冲在弧后盆地中、或者洋内俯冲在弧前盆地中形成的新大洋岩 

石圈；而MOR型蛇绿岩的成因则比较简单，为大洋岩石圈发生仰冲而保留在大陆造山带的 

残余部分E引。 

1．4 蛇绿岩中的浅色岩石 

蛇绿岩中浅色岩类包括层状辉长岩、斜长岩、斜长花岗岩及埃达克岩。其中层状辉长岩 

和斜长岩形成于海底扩张脊，是蛇绿岩岩浆房中的岩浆分离结晶堆积形成的，为蛇绿岩的堆 

晶岩[11]。Colman和Peterman把与蛇绿岩相伴生的斜长花岗岩概称为大洋斜长花岗岩，并认 

为大洋斜长花岗岩是由大洋玄武质岩浆结晶分异形成的花岗质岩石，其主要岩石类型包括 

钠长花岗岩、石英闪长岩、奥长花岗岩、英云闪长岩、角斑岩和钠长岩E ]。近年来研究表明， 

蛇绿岩从大洋中脊分离、运移、俯冲到仰冲就位的不同阶段都有可能形成花岗质岩石，其与 

蛇绿岩的形成和演化在成因上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E13-143。与蛇绿岩有关的花岗质岩石可以 

是蛇绿岩形成时由洋脊玄武岩直接结晶分异形成，也可以是由于洋壳运动过程中，其内部发 

育的高温剪切带中岩石部分熔融形成，还可以是俯冲的洋壳本身及所携带的大洋沉积物部 

分熔融形成，亦或是当洋壳仰冲到大陆壳上时，位于下部的边缘盆地沉积物发生部分熔融而 

产生，然后侵到洋壳层位中与蛇绿岩相伴生。根据上述不同成因，李武显等将蛇绿岩中的花 

岗质岩石总结为4种成因类型，即结晶分异型花岗岩、剪切型花岗岩、俯冲型花岗岩和仰冲 

型花岗岩u 。这些与蛇绿岩相关的不同成因的花岗质岩石，由于源区物质、形成机制以及环 

境条件的不同，它们的地球化学特征有着明显的差异(表2)。因此，通过它们的岩石成因研 

究，结合精确的同位素地质测年，有可能建立起蛇绿岩从大洋扩张、大洋俯冲到仰冲就位的 

演化时间表[1。 引，这对探讨大洋演化历史、恢复古洋陆构造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表2 蛇绿岩中不同类型花岗岩岩石化学特征(据文献1-143) 

Table 2 Pet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granites in ophio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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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蛇绿岩的年代学 

蛇绿岩年代学研究是当前国内外造山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也是蛇绿岩研究中的一个 

难点。传统的蛇绿岩定年方法有：化石年代学方法和同位素年代学方法。 

化石年代学方法主要是通过蛇绿岩上覆深海沉积岩系(如放射虫硅质岩)中的古生物化 

石年代的判定，对蛇绿岩形成时代的上限进行约束。但是，在蛇绿岩带中有时出现两套放射 

虫硅质岩，一套属于外来移置体，与洋壳无关，另一套位于枕状玄武岩上，真正代表洋壳的残 

余[1引，故此种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传统的蛇绿岩同位素测年方法一般为Sm—Nd、Rb—Sr等时线法、单颗粒锆石U—Pb法和 

‘。Ar／。。Ar法。近年来，随着对蛇绿岩的地幔源区：蛇绿岩岩浆的形成演化、蛇绿岩的侵位等 

方面的认识不断深入，人们意识到蛇绿岩的地幔源区可能具有的不均一性，蛇绿岩岩浆上升 

演化过程中受外来物质混染、侵位过程中多期次的构造一岩浆作用等，都可能使蛇绿岩Sm— 

Nd、Rb—Sr同位素体系被改造或重建，所采集的蛇绿岩样品很难满足样品的“同源性”和“同 

时性”要求，这使得运用Sm—Nd、Rb—Sr等时线法进行蛇绿岩年代学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因 

此，这种方法目前已很少再被用来进行蛇绿岩的定年。蛇绿岩的镁铁一超镁铁质岩中辉长岩 

及浅色岩锆石含量较少、颗度较小，常规U—Pb法测年相当困难。 。Ar／。。Ar法更多给出的是 

蛇绿岩后期变质事件的年龄。Re—Os元素具有较强的亲铁耐熔性，Re富集于原始地幔部分 

熔融形成的熔体相中，在残留相中表现为亏损，而0s则保留于残留相中。蛇绿岩中地幔橄榄 

岩最大Re亏损年龄反映的是部分熔融事件发生的时间，即蛇绿岩的下限年代Ⅱ引。尽管Re— 

Os测年方法对精确界定蛇绿岩中地幔橄榄岩的年龄具有独特的作用，但是Re—Os测年方法 

由于其对实验条件要求过高，现在还未广泛应用。 

近年来，高精度、高分辩率、可以进行各种微区、微量分析的离子探针质谱(SHRIMP)和 

激光剥蚀等离子质谱(LA—ICP—MS)技术在单颗粒锆石测年中的应用，使得锫石地质年代学 

研究发生了革命性进展，目前在国际及国内己得到广泛应用。借助阴极发光图像，能够对单 

颗粒锆石晶体上的不同部位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地避开变质增生边、包裹体等，进行微区分 

析，准确地获得蛇绿岩堆晶岩(辉长岩及相关浅色岩类)和上部熔岩中岩浆锆石的结晶年龄。 

另外，目前对蛇绿岩测年结果的解释也存在一些问题。马中平归纳指出：与蛇绿岩相关 

的时代一般包括蛇绿岩的形成时代、侵位时代和变质时代。因此，在对蛇绿岩进行同位素测 

年前，应明确预期所测年龄的地质意义，这样的年龄数据才可合理地用于解释大地构造特 

征 1 7_。 

2 华南蛇绿岩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华南蛇绿岩的分布及研究现状 

根据现有的研究资料，华南蛇绿岩可能主要分布于赣东北、皖南、桂北等地，另外湖南及 

海南也见有存在蛇绿岩的报道。 

赣东北蛇绿岩 赣东北蛇绿混杂岩带自从周国庆1981年首次发现和报道后，被认为几 

乎是中国大陆东南部唯一确定的蛇绿岩带[3 引。赣东北蛇绿岩南起弋阳樟树墩，北至德兴茅 

桥，全长约100 km，往NNE方向延伸与皖南歙县蛇绿岩衔接。它们由一系列超基性岩块组 

成，包括樟树墩、西湾、饶二和茅桥等超基性岩块，构造侵位在溪 口岩群浅变质火山一沉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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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成赣东北蛇绿岩的主要岩石类型是变质橄榄岩、堆积橄榄岩、辉石岩、辉长岩、闪长岩、 

斜长花岗岩、玄武岩和硅质岩。 

对于赣东北蛇绿岩的形成时代，一直众说纷纭，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其形成于 

中一新元古代；另一种认为其形成于古生代。 

根据同位素年代学研究，赣东北蛇绿岩的Sm—Nd等时年龄为930 Ma[1 。周国庆等给出 

的赣东北全岩Sm—Nd同位素年龄为1 154 Ma[2 。邢凤鸣等对赣东北樟树墩辉长岩Sm—Nd 

同位素年龄为1 034 Ma[2̈。李献华等对西湾大洋斜长花岗岩的SHRIMP锆石U—Pb年龄为 

968 Ma，并对周国庆等测的Sm—Nd数据重新评估计算，获得955 Ma的年龄[2 。上述约1 000 

Ma的年龄被解释为赣东北蛇绿岩的形成年龄。但是李武显等认为李献华等[2幻所测的西湾 

钠长花岗岩的968 Ma应为洋壳俯冲的年龄，而不是过去认为的蛇绿岩形成年龄，而在樟树 

墩辉长岩中获得的更老的1 034 Ma的Sm—Nd矿物内部等时线年龄更可能代表了蛇绿岩的 

形成年龄[2引。而后，Li Wuxian等根据在西湾中获得的浅色花岗岩SHRIMP锆石U—Pb年龄 

为880 Ma，认为该年龄为蛇绿岩的侵位年龄[2 。 

认为赣东北蛇绿岩形成于古生代的证据，主要是蛇绿岩的硅质岩中发现的放射虫化石。 

自从赵崇贺等 5]首次报道在赣东北蛇绿岩与变质岩所夹硅质岩中发现古生代放射虫以来， 

杨晓松等[2引、赵崇贺、何科昭等E2~-3o]连续报道在赣东北蛇绿岩中多处发现硅质岩含放射虫 

和放射虫动物群，认为该区赣东北蛇绿岩形成时代为晚古生代。吴浩若也证实在赣东北樟树 

墩蛇绿混杂岩中和登山村剖面登山群中采集的硅质岩夹层都富含放射虫化石，虽然经强烈 

重结晶而化石已模糊，但仔细观察仍能分辨出来[31]。但是，李献华、王博、吴新华等分别对这 

些含晚古生代放射虫硅质岩进行地球化学分析，认为它们形成于与大陆地壳物质密切相关 

的大陆边缘环境，而与大洋盆地、洋中脊环境无关[3 ≈ 。因此，这些晚古生代硅质岩不属于赣 

东北蛇绿岩套的一部分。王玉净等通过对赵崇贺、何科昭等发现的蛇绿岩中硅质岩和板岩的 

微体古生物进行验证，发现其中含有中一新元古代的疑源类化石，却未能找到古生代放射虫 

化石，从而认为蛇绿岩时代应属于中一新元古代[3引。 

对于赣东北蛇绿岩的形成环境，主要通过对其基性火山岩的地球化学特征来判别。它们 

的主量元素具有岛弧型低钾拉斑玄武岩特征口 。 ，TiO。和P。O 含量较低，与岛弧火山岩类 

似L3 ；明显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Sr、K、Rb、Th和LREE，而明显亏损高场强元素Nb、Ta、Zr、 

Hf和Ti，同样具有岛弧火山岩的特征；Nd同位素具有高的eNd(t)(+5．5±1．2)值，显示其 

来源于亏损地幔，没有受到地壳物质的混染[2 。川。以上地球化学特征说明其形成于俯冲带 

之上的环境 。 

皖南伏川蛇绿岩 皖南的蛇绿岩出露在琅源、理大望庙、伏川、塘川、方村等地，总体呈 

NE向延长4O余km，构造侵位于溪口岩群牛屋岩组复理石建造中，在伏川地区出露最完整。 

该岩石由蛇纹岩化纯橄榄岩、方辉橄榄岩、堆晶辉石岩、辉长岩、石英闪长岩、细碧岩和角斑 

岩等组成。 

关于皖南蛇绿岩形成的构造背景存在多种观点。白文吉等认为皖南蛇绿岩形成于初始 

的弧后盆地E38j。周新民等推测皖南伏川蛇绿岩形成于陆壳上的具有弧后盆地或陆内裂谷性 

质的小洋盆[3 。邢凤鸣等认为伏川蛇绿岩形成的大地构造环境可能为古岛弧环境[4 。叶德 

隆等对伏川蛇绿岩上部火山岩的研究后认为伏川蛇绿岩形成于类似岛弧环境的陆间小洋 

盆[4 。杨建明根据基性熔岩的微量和稀土元素特征，指出伏川蛇绿岩是形成于弧后盆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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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4引。邹海波等从野外地质和岩石地球化学特征的分析对比认为，伏川蛇绿岩形成于具有 

陆壳性质的大陆边缘区的弧后盆地环境[4引。赵建新等对伏川蛇绿岩火山岩的主量元素和微 

量元素研究表明，火山岩具有岛弧系列岩石的特征，并结合元素和Nd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 

结果，表明皖南蛇绿岩可能形成于大陆边缘盆地[3 。 

关于皖南蛇绿岩的形成时代，周新民等测得皖南蛇绿岩上部辉长岩的全岩+矿物Sm— 

Nd等时线年龄为1024 Ma[3 。Chen等测得其上部辉长岩的全岩矿物Sm—Nd等时线年龄为 

934 MaL4 。Li X H等认为皖南、赣东北和桂北蛇绿岩形成于新元古代早期(约900 1000 

Ma)，并且在元素地球化学上都具有相似的岛弧特征，提出了华夏板块与扬子板块之间晋宁 

期陆一弧一陆碰撞模式_3 。吴荣新等获得皖南蛇绿岩上部辉长岩的锆石SHRIMP U—Pb年龄 

有3组，分别为891 Ma、826 Ma和764 Ma，认为891 Ma代表蛇绿岩构造侵位时间，与Rodini— 

a超大陆拼合有关；后两组年龄代表后期岩浆和热液蚀变事件，与Rodinia超大陆裂解有 

关[4引。丁炳华等根据Re一0s同位素地球化学分析，认为伏川蛇绿岩为SSZ型，其中方辉橄 

榄岩中的辉长岩脉锆石年龄为848 Ma，深层堆晶岩异剥橄榄岩锆石年龄为826 Ma，代表着 

伏川蛇绿岩的形成年龄，因此伏川蛇绿岩不是Rodinia超大陆裂解的产物L4引。 

湖南蛇绿岩 湘东北地区位于扬子陆块与华夏陆块的结合部位，属雪峰山造山带的东 

段。关于湖南是否存在蛇绿岩存在着争论。金鹤生等认为湖南存在不少蛇绿岩带[4 。周新 

华等认为有些不是，例如湘西黔阳一怀化地区隘口基性超基性岩地球化学分析表明来自略亏 

损地幔源区，并非典型的反映大洋成因的蛇绿岩，而是晚元古宙江南碰撞造山带中段的一个 

组成部分，如弧后盆地初始扩张产物，并测得全岩Sm—Nd年龄为890 Ma[4引。贺安生等根据 

益阳市郊出露的海底火山喷发岩系与典型洋壳剖面对比认为其应为蛇绿岩套，并与邻区广 

西、江西和安徽等地蛇绿岩分布在同一带上[4 ，刘钟伟赞同其为蛇绿岩残片[s。。，肖禧砥认为 

形成于弧间拉张盆地[5 ，王孝磊等则认为是局部地幔柱一弧相互作用的产物[5引。 

桂北龙胜蛇绿岩 龙胜蛇绿岩主要出露在广西北部龙胜地区，沿NNE向断裂带分布于 

长约50 km、宽约30 km的范围内。蛇绿岩大致顺层构造侵位于丹洲群台桐组。蛇绿岩的原 

始层序已被构造肢解，岩石组合主要包括顺层贯入的基性超基性岩席和具枕状构造的细碧 

角斑岩系。基性超基性岩席包括辉橄岩、辉长岩和辉绿岩等。 

钟自云等根据岩石地球化学判别方法，认为龙胜蛇绿岩形成于古岛弧构造环境[s引。夏 

斌同样运用岩石地球化学判别方法，却发现龙胜蛇绿岩投点既落于大洋拉斑玄武岩区，又落 

于岛弧拉斑玄武岩区，故认为龙胜存在两种蛇绿岩，岩浆侵位的岛弧型蛇绿岩与构造侵位的 

洋壳型蛇绿岩共存[5 。张桂林等通过对龙胜蛇绿岩的地质特征、变形构造和岩石地球化学 

的综合研究，发现龙胜蛇绿岩并不是构造侵位所形成的洋壳碎片，而是早期岩浆侵位的基性 

超基性岩席在原地变形分解的产物[5引。李献华根据对龙胜蛇绿岩的元素和Nd同位素地球 

化学研究，认为很可能形成于大陆弧靠大陆一侧的弧后盆地扩张阶段，或在大陆弧伸展一减 

薄过程中形成-5引。 

但是，葛文春等通过对龙胜地区丹洲群的地质、岩石组合、同位素年代学以及细碧岩和 

镁铁质岩石的地球化学特征等分析，对蛇绿岩提出质疑，认为龙胜丹洲群火山岩和镁铁一超 

镁铁质岩石并不属于蛇绿岩，而是新元古代大陆裂谷进一步发展的产物i-卯 引。 

海南蛇绿岩 李献华等在海南岛昌江一琼海断裂带北侧的屯昌晨星农场和昌江邦溪农 

场两个地区，发现有大量的变质基性岩呈透镜状的断片产于古生界地层中[59j。这些变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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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岩在化学成分上与亏损的洋中脊玄武岩类似，随后李献华等进一步定义为“邦溪一晨星蛇 

绿岩片”，并测得其Sm—Nd年龄为333 Ma，为其形成年龄，代表了东古特提斯洋的残片L6。。。 

2．2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讨论 

钦杭结合带处于扬子陆块与华夏陆块的会聚部位，其形成的构造背景和形成时代对于 

研究华南板块的大地构造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华南蛇绿岩主要位于钦杭结合带内，代表了古 

大洋岩石圈的碎片，是研究大地构造的重要对象，因此华南蛇绿岩的研究对了解华南大地构 

造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皖南歙县和赣东北蛇绿岩，研究程度比较高。对皖南蛇绿岩形成的构造环境有岛弧环 

境、弧后盆地环境或岛弧向弧后盆地转换环境等多种认识，均认为不是形成于大洋中脊环境 

的，即不是MOR型的，而是属于SSZ型的。以往人们根据皖南和赣东北蛇绿岩年龄集中在 

约1．0 Ga，作为扬子与华夏陆块碰撞的重要证据。但是最先张旗[3]根据皖南蛇绿岩上部火山 

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特征对其是否为蛇绿岩提出了疑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精度锆石年 

龄 也显示皖南蛇绿岩在 820 Ma左右[4 46J，并且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其受到地壳物质混 

染[3 寸 “。’ 引，按照目前华南流行的前寒武纪三大演化模式之一的地幔柱一裂解模式，其可能 

与超级地幔柱引发的Rodinia超大陆裂解有关，即皖南蛇绿岩可能不属于蛇绿岩。但伏川蛇 

绿岩还需进一步开展全面研究，包括区域地质、岩石类型与组合、时代、构造属性等，新元古 

代也可能出现蛇绿岩，同样地幔柱是否存在也还是存疑的。 

赣东北蛇绿岩一直被认为不像皖南蛇绿岩那样具完整剖面，但是最近笔者随东华理工 

大学余达淦和林子瑜教授考察赣东北樟树墩蛇绿岩，发现存在有完整的蛇绿岩各组成单元， 

包括变质橄榄岩、堆晶辉石岩、枕状玄武岩及含硅质条带泥质岩。根据周国庆[4 总结的蛇绿 

岩分类特点，赣东北樟树墩蛇绿岩属于SSZ型无疑，这与前人根据地球化学分析得出的结论 

相同，但是具体的是属于弧后、弧前、弧间盆地还是岛弧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对于赣东北 

蛇绿岩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精细锆石U—Pb年龄证明其形成于中新元古代[22,24,61]，这一点应 

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对于赣东北和皖南具体的蛇绿岩时代，哪个是形成时代、哪个是侵位 

时代、哪个是变质时代，还存在着争议。综合前人的年龄资料分析，笔者推断，大量1154"---955 

Ma约1．0 Ga[1 拢 1]的年龄代表了赣东北蛇绿岩的形成年龄。西湾蛇绿岩中获得的浅色花 

岗岩880 Ma的SHRIMP锆石U—Pb年龄[2 ，为蛇绿岩的侵位年龄。西湾高压变质蓝片岩的 

年龄为866 MaC ，代表了碰撞期的变质年龄。 

从金鹤生等提出湖南存在不少蛇绿岩带lL51]以来，一直存在较多争论。湘西黔阳一怀化地 

区隘口基性超基性岩前人已经证明并非蛇绿岩 ，但仍然有一些蛇绿岩存在疑问，如益阳 

古火山岩。肖禧砥根据在益阳古火山岩中发现单斜辉石具有鬣刺结构，从而提出是科马提 

岩[5 。但是王孝磊等未发现其鬣刺结构残余，并根据其地球化学特征，判断是科马提质玄武 

岩[s 。地球化学上既有岛弧火山岩的特征又显示与地幔柱来源的科马提质岩浆有关。火山 

岩中发育枕状熔岩，表明其具有典型的水下喷发特点。笔者赞同王孝磊等益阳火山岩是局部 

地幔柱一弧相互作用的产物的观点[5引。但是对于该套火山岩的时代，还迫切有待于精细锆石 

年龄的证据。 

桂北龙胜地区基性超基性岩，从前人的研究来看，不是构造侵位作用形成的洋壳蛇绿岩 

碎片，不具蛇绿岩构造侵位特征[5引。根据地球化学特征，推测其很可能形成于大陆弧靠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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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侧的弧后盆地扩张阶段，或在大陆弧伸展一减薄过程中[5引。葛文春等则认为是新元古代大 

陆裂谷进一步发展的产物[5 引。蛇绿岩代表产于多种构造背景下的“洋盆扩张脊的洋壳+洋 

下地幔岩石组合，绝对不是陆壳岩石，蛇绿岩和陆壳之间无成因联系”[4]。上述构造环境实际 

均表明龙胜基性超基性岩为陆壳环境，属陆弧岩浆杂岩，不是蛇绿岩。 

李献华根据海南邦溪、晨星等地仅出现的变质基性岩地球化学特征与亏损的洋中脊玄 

武岩类似，形成于大洋环境，从而认为其为蛇绿岩[59-60]。张旗等也指出存在两种不同类型剖 

面的蛇绿岩，认为蛇绿岩剖面可以不完整[6。 ，并且以双沟蛇绿岩仅由玄武岩和辉长一辉绿 

岩两个单元组成为代表[6引，但前提是这些基性岩直接覆于地幔橄榄岩之上，并指出此类蛇 

绿岩的判别需要寻找未受构造变动的剖面，受到强烈构造混杂作用的蛇绿岩很难找到原始 

的接触关系，从而无法鉴定。邦溪、晨星等地的变质基性岩可能为类似双沟蛇绿岩的类型，但 

是这些变质岩呈透镜体的断片产于不同时代的古生代岩系中，形成构造混杂岩带，构造剖面 

完全破坏，因此判断其为蛇绿岩是不可靠的。 

3 小结 

蛇绿岩从提出到现在，其概念和定义相比刚提出时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得益于 

科学技术的提升特别是地球化学学科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对蛇绿岩的认识不断深入和提 

高。笔者今年4月在南京有幸得到张旗研究员的当面指导，他认为对蛇绿岩的研究，现在的 
一 般做法都是借助地球化学判别其形成环境，再配以高精度年代测试判断其时代，但是做这 

些工作之前绝对不能忽视了野外的第一手资料，对野外的地质现象的观测仍然是重中之重。 

皖南、赣东北、湖南益阳及桂北龙胜等地出现的蛇绿岩，对研究钦杭结合带的构造乃至 

整个华南的构造演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综合前人研究，笔者认为赣东北蛇绿岩可能是华 

南仅能确定的唯一蛇绿岩，约1．0 Ga形成于俯冲带之上的构造环境，在 880 Ma构造侵位， 

并在866 Ma碰撞变质。皖南蛇绿岩和桂北龙胜蛇绿岩可能均为Rodinia超大陆裂解的产物。 

湖南益阳科马提质玄武岩为地幔柱一弧相互作用的产物，对其形成时代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限于笔者水平，有些认识难免肤浅和不足，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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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es on ophiolites and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ophiolites in south China 

WANG Cun—zhi，JIANG Yang，XING Guang—fu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Na ng，210016，China) 

Abstract 

Ophiolite is an important evidence to determine the palaeo—plate boundaries and shows 

an important geotectonic significance since 1970s，thus when the concept of ophiolite was 

proposed，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 of study for geologist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eochemical techniques and implement of deep sea drilling program 

(DSDP)and ocean drilling program (ODP)，further studies on ophiolites have been made 

and a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acquired in recent years，however many new problems have 

been raised at the same time．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on ophiolites and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es on ophiolites in south 

China．In addition，some existed problems have been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Key words：leucocratic rocks；ophiolite；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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