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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龙泉关韧性剪切带位于山西、河北两省分水岭两侧的狭长地区内，全长约100 km，宽2～14 km，总体呈

北北东向带状展布。据其变形特征在横、纵向上的明显变化，可分北、中、南三段：北段由眼球状片麻岩、长英质

糜棱岩及构造透镜体组成，片麻岩中发育各类旋转碎斑构造，指示上盘(西盘)左旋剪切；中段由强直片麻岩组

成，发育平直的片麻理及矿物拉伸线理，为s—L构造岩；南段由一系列线状强变形带及所挟持包绕的弱应变域

所组成，变形岩石发育条带状、杆状构造。该剪切带内含有不同时期的变质岩系，主体为中太古代阜平期变质岩

系，其构造形迹为一多期多相叠加的韧性剪切带；五台早期表现为伸展型近水平韧性剪切变形，是五台海盆早期

扩张或裂解阶段的直观反映；吕梁期韧性剪切变形表现为逆冲推覆型。其形成及构造演化是区内早前寒武纪地

质演化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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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关韧性剪切带位于晋、冀两省分水岭

两侧的狭长地带，北起神堂堡，经长城岭、湾子、

活川口，南至盂县上社一带，全长约100 km，宽

2～14 km，总体呈NNE向带状展布，往Nw缓

倾(图1)。其东与阜平片麻岩穹窿区呈构造渐

变过渡，其西与五台花岗绿岩带呈构造接触或

被滹沱群不整合覆盖。

龙泉关剪切带作为五台绿岩与阜平片麻岩

的重要界线，一直受到地学研究的重视。早年

(1936)称它为“眼球状片麻岩”、“龙泉关层”，认

为是挤压变形的产物。1967年的1：20万平型

关幅地质图将它视为地层，将其命名为“龙泉关

群”，毗邻的盂县幅将它划为榆林坪组。直到上

世纪80年代，龙泉关的构造属性才开始注意。

例如，马杏垣等[1]推测它为巨型剪切带；伍家善

等[2]认为是阜平片麻岩穹窿顶部向西滑脱的产

物；李继亮等[3]认为是恒山与阜平古陆在早元

古代末的碰撞，于前陆地区形成的NNW—SSE

推覆的大型韧性剪切带；李江海等[4]认为龙泉

关群是部分阜乎群韧性变形的产物，带中的不

同岩石类型是不同变形程度的体现等。此外，

许荣华[5]的同位素年代学还认为，眼球状片麻

岩锆石U—Pb年龄(2 506±20)Ma代表原岩形

成年龄，超糜棱岩中黑云母Ar—Ar和K—Ar

年龄1 952～1 914 Ma代表剪切带的变形年

龄；最近的1：5万区调则认为，龙泉关剪切带是

在五台期和吕梁期逆冲推覆作用下形成，是五

台期角闪岩相韧剪带和吕梁期绿片岩相剪切带

叠加复合的结果①。

作者1996～1999年在开展陈家庄测区

1：5万区调时曾对龙泉关剪切带南段(砂崖～

上社)进行过专题研究，2000～2002年开展忻

州市幅1：25万区调时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

该构造带进行了详细工作。研究表明，龙泉关

韧性剪切带在纵、横向上的变形都有明显的变

化，并可分为北、中、南三段。带内汇聚的是三

个时期的变质岩系：中太古代阜平期的变质岩

系是其主体，构造形迹为一多期多相叠加韧性

剪切带；五台早期表现为伸展型近水平韧性剪

切变形，并伴有深熔作用及阜平片麻岩穹窿的

形成，是五台海盆早期扩张或裂解阶段的反映；

吕梁期的韧性剪切变形为逆冲推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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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花岗一绿岩区位于龙泉关剪切带的北

西侧，为NEE向展布的线状构造带。其中呈长

轴状展布的花岗一片麻岩穹隆占该区总面积的

一半，主要由花岗片麻岩和灰色片麻岩(TTG岩

套)组成。五台岩群的绿岩地体，以镁铁质火山

岩和长英质火山岩为主，含少量沉积岩和条带

状铁建造(BIF)。绿岩带和花岗一片麻岩之间

的接触关系为构造改造的不整合，古元古代滹

沱群沉积岩不整合或构造不整合在绿岩地体和

阜平高级地体之上。

2卷入剪切带的岩石单位及特征

卷入剪切带中的有阜平期、五台期、吕梁期

的变质岩，以前者为主。阜平期的变质岩主要

包括榆林坪岩组、坊里片麻岩等。榆林坪岩组

为一套板状中细粒黑云斜长片麻岩、黑云角闪

斜长片麻岩、角闪变粒岩组合，岩石变形强烈，

定向性极好，属强直片麻岩。坊里片麻岩主要

为条带状黑云斜长片麻岩，以发育各类重熔长

英质条带为特征。五台期龙泉关片麻岩主体岩

性为一套眼球状角闪斜长片麻岩、眼球状含黑

云角闪斜长糜棱片麻岩、黑云斜长糜棱片麻岩。

吕梁期卷入的是五台岩群金岗库岩组变粒岩及

滹沱群谷泉山组石英岩。

3韧性剪切带的变形特征

3．1五台早期伸展型韧性剪切带

该带主要涉及阜平期岩石单位的分布范

围，也涉及到五岩群金岗库岩组底部层位。带

中主要发育各类糜棱岩、糜棱片麻岩、眼球状片

麻岩等构造岩。

3．1．1 变形特征

五台早期的伸展型韧剪带，总体上由一系

列近于平行的次级小型强变形带组成，空间上

形成强变形带和透镜状弱应变域相间的网络状

构造格局。带内强变形岩石为花岗质片麻岩，

发育长英质条带、眼球状构造、以及各种剪切标

志，前人说的龙泉关剪切带通常指的就是龙泉

关一带的眼球状片麻岩。本次工作发现，龙泉

关韧剪带的变形在纵、横向上都有明显的变化

(图2)，据其变形特征可分北、中、南三段。

(1)北段在长城岭一龙泉关一带，变形岩石

主要为眼球状黑云角闪二长片麻岩、条带及条

纹状斜长片麻岩、片理化斜长角闪岩，横向上由

眼球状片麻岩、长英质糜棱岩及构造透镜体组

成[4|。“眼球”均为长英质集合体，强烈的水平

剪切作用使其形成e型、①型、a型碎斑系统。

浅色条带和条纹平行于剪切面理，与镁铁质暗

色条纹密集相间，与围岩界线渐变过渡。眼球

状花岗质片麻岩中的构造透镜体有斜长焦闪

岩、片麻岩、伟晶岩，周围面理围绕发生旋转，多

呈不对称状。透镜体或孤立或连续产出，大小

数厘米至数米不等，边缘多发生强烈的韧性变

形和糜棱岩化。随着变形作用增强，透镜体内

部还可发生次级透镜体化或眼球化，眼球状角

闪斜长片麻岩中的长石碎斑呈“多米诺”骨牌式

斜列(图2A—A，)，角闪石发育拉伸线理，线理方

向NW。至于片麻岩中的等斜褶皱和不对称褶

皱，多属于a型褶皱，主要由长英质、石英质、斜

长角闪质脉体以及长英质糜棱条带构成，横向

构造置换特征明显。

(2)中部楼子坪一夏留石一带出露的是一

套宽2～3 km的强直片麻岩，其长英质条带和

眼球含量较低而片麻理平直，属于S—L构造

岩。岩石粒度较细，粒级均匀，条带细而平直，

矿物拉伸线理发育，面理、线理产状均向w和

NW缓倾。剪切带内发育各类旋转应变标志

俸，主要有矿物拉伸线理、伸展型的小型剪切

带，秋林坪一带的榆林坪岩组中发育有长英质

条带构成的不对称“z”型褶皱，楼子坪村附近还

可见到鞘褶皱。这类褶皱在垂直于矿物拉伸线

理及剪切面理的YZ面上，呈现复杂的封闭眼球

状或“Q”型构造(图2B—B)，褶皱两侧枢纽沿X

方向延伸并在前端封闭形成舌状，拉伸线理与

舌尖方向一致，倾向西，横向置换特征明显。变

形带内自中心向两侧为条纹状、密集条带状片

麻岩，镁铁质脉体(包体)明显被剪切拉断呈透

镜状或串珠状斜列，这些构造形迹共同构成一

个近水平伸展型剪切系统。

(3)南部御枣口一带，主剪切带由一系列线

状强变形带和所挟持包绕的弱应变域所组成。

强变形带内岩石片麻理及条带状构造发育，条

带及脉体褶皱形态复杂(图3a)，剪切面理产状

250～280。么15～35。，矿物拉伸线理、杆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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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图3b)产状多向西、南西倾斜，倾角多小于 100 m宽的强烈片理化的绢云石英片岩带，构造

20。。上松川一活川口一带剪切带内的构造岩， 岩大多属于变晶糜棱岩。上盘金岗库岩组石英

总体上由东向西从“L”构造岩渐变为“S—L”构 岩被压扁拉长呈细长带状、饼状、透镜状、扁平

造岩及“S”构造岩。王城一君才一洋马山一带 棒状，少数因剪切褶皱而呈钩状，石英岩普遍被

主剪切带发生在五台岩群金岗库岩组与阜平岩 剪切拉断变薄呈布丁体、剑鞘状(图3b)。金岗

群榆林坪岩组之接触面上，接触带可见50～ 库岩组之下普遍发育细粒强直片麻岩，多为“S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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