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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东秦岭板块构造轮廓与矿产分布初探

林潜龙 石锉曾 符光宏

�河南省地矿局科研所�

秦岭是我国南北地质分野及衔接地带
，

历来为中外地质学家所关注
。

近几十年来所进

行的大量地质工作表明
，

这里是一个重要的金属及非金属成矿带
，
其中铂

、

金
、

银等矿床

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
。

在此区开展构造地质研究
，
进一步澄清成矿和控矿地质条件

，

对进

一步寻找各类有用矿产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

七十年代中期开始
，
国内的一些地质学家先后运用板块构造理论对秦岭地区的区域构

造进行研究
。

但是由于一些重大基础地质问题如地层层序
、

变质作用和时代归属， 各类岩

体的成因系列和期次划分等至今未获解决
，
故对构造演化历史的认识及构造单元的划分尚

有较大分歧
。

笔者等近年来用板块构造的研究方法对河南东秦岭构造带进行了工作
，
在综

合前人资料的基础上
，

提出河南东秦岭板块构造轮廓 �图 ��与矿产分布关系 的 初 步 看

法
，
供讨论

。

本文将东秦岭构造带视为华北陆块和杨子陆块之间的构造缝合地带
。

华北陆块南缘的

黑沟一奕川一维摩寺一确山一固始深断裂带为其构造带之北界， 杨子陆块北缘的襄凡一广

济深断裂为其构造带的南界
。

在东秦岭构造带内部
，
有一个古老的地块—淮 阳 中 间 地

块
。

地块的北侧为前人所称的北秦岭地槽摺皱带
，
它是秦岭古洋板块和华北古陆块构造发

展演化的产物� 地块南侧为前人所称的南秦岭地槽褶皱带
，
则是古杨子陆板块北缘的海盆

发展及演化的产物
。

地块本身在元古代曾一度是邻近杨子板块边缘的岛弧
，
在构造演化中

增生于板块的北缘
。

海西晚期
、

华北
、

杨子两大板块发生碰撞
，
其间的古秦岭海消失

，
而

商南一西峡一桐柏一信阳一商城一线即为二者碰撞的缝合线
。

一
、

河南东秦岭古板块活动的地质记录

通过古板块活动所留下的地质记录
，
去重塑古板块活动的历史

，
是研究古板块构造最

基本的工作方法
。

河南东秦岭古板块活动留下的地质记录有如下几方面
。

�一�深大断裂带裂谷带及缝合线

�
。

黑沟一奕川一维摩寺一确山一固始深断裂带
，

为横贯河南全省的一条巨大断裂带
，

呈北西一南东向 �或北西西一南东东向�
，
西人陕西

，
东进安徽

，
省内 长 近 ��� 公里

，

宽

�一��公里
，
由一系列向北倾斜的断裂组成

，
断裂带北侧为中元古代的陆缘火山岩带 �熊

耳群
，
��一��法全岩等时线年龄值为 ����百万年�， 南侧分布着大致与熊耳群时代相当的

宽平群
。

后者由杂砂岩及变基性火山岩构成
，
其构造特征显示为一俯冲杂岩带

。

黑沟一架

川一维摩寺一确山一固始深断裂带是东秦岭古洋壳向华北古陆块俯冲的消减带
，

也是迄今

东秦岭构造带内所发现之时代最早的俯冲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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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瓦穴子一乔端一明港断裂带
，
位于上述深断裂带以南

，
西端延入陕西境内

，

向东过

卜 明港后被新生界复盖
，
省内出露长达 ��� 余公里

。

该断裂带构成元古代褶皱带和古生代褶

皱带之界限
，
北侧分布着元古代地层� 南侧为一套含放射虫及海绵骨针的蛇绿岩

，
属古生

代洋壳的沉积物
。

沿断裂带发育着较宽的挤压带
，
为一些冲断层所组成

，

并有超基性岩体

侵位
，
显示了俯冲带的特征

。

�
。

朱阳关一大河一信阳断裂带
，
断裂带走向约���度

，
西端的官坡一带与瓦穴子一乔

端一明港断裂带相交� 东端在信阳一带与西官庄一镇平一龟山一梅山断 裂 带 交 汇
，
长约

��� 公 里
。

该断裂带为古生代摺皱带和
“
秦岭地轴

”
岛弧系的分界

。

北侧的二郎坪群蛇绿

岩套是古生代洋壳残体
，
南侧为

“
秦岭地轴

”
岛弧系

，
分布着强烈混合岩化

，
花岗岩化的

争 秦岭群
。

断裂带断面倾角��一��度
，
倾向北东

，
沿断裂分布着不同时代地层及侵入岩所形

成的混杂堆积
，
是古板块消减带的重要标志

。

�
�

西官庄一镇平一龟山一梅山深断裂带
�

断裂带走向北西西
，
西进陕西

，
东人 安 徽

梅山一带
，
省内长近���公里

，
断面以向南西倾斜为主

，
倾角 ��一�� 度之间

，
紧靠断裂带

的秦岭群中
，
展布着洋淇沟一陈阳坪一双山蛇绿岩带

。

在西峡
、

内乡
、

桐柏等地的秦岭群

中
，
广泛发育着一系列轴面北东倾斜向南西倒转的线状褶皱

。

在信阳以东该断 裂 与 朱 阳

关一大河一信阳断裂带交汇后
，
才在其北侧出露了二郎坪群蛇绿岩套

。

断裂带南侧为延长

近千公里的复理石建造
，
称信阳群

，
�陕西称刘岭群

，
安徽称佛子岭组�信阳群出露的部位

即为海西晚期华北陆块与杨子陆块碰撞的缝合地带
。

�
�

木家娅一内乡一桐柏一商城深断裂带
�

长近���公里
。

西段走向 ��� 度左右
，
倾向

北东
，
东段走向近东西

，
向北倾斜

。

倾角��一��度
。

断裂带北侧为信阳群的复理石建造 �

南侧为古淮阳中间地块
，
展布着陡岭群 �西段�和苏家河群�东段�

。

断裂带两侧千余米内

发育着片理化和糜棱岩化
，
沿断裂有辉长岩脉

，
花岗斑岩体分布

，
并形成多金属矿化带

。

� 该断裂与西官庄一镇平一龟山一梅山深断裂带共同控制了信阳群的出露
。

也共同构成了华

北陆块与杨子陆块碰撞的缝合带
。

�
�

浙川一广水深断裂带
，
是淮阳中间地块南缘的一条北西一南东向深断裂

。

该 断 裂

带西人陕西
，

东延人湖北的英山
，
广水一线

，
其北侧是受强烈混合岩化

、

花岗岩化的古淮

阳 地 块 � 南 侧 为绿片岩相的晚元古代火山岩系
，
其中发现蓝闪石

，
硬绿石等高压变质矿

物
，
故此断裂带可能是南秦岭古洋壳的俯冲带

。

�
�

三川一拐河裂谷带
�

为中元古代晚期的裂谷带
，
沿古华北板块的边缘分 布

。

由 于

后期构造破坏
，
使其被挤压成狭长的断陷带

，
呈北西一南东向断续向西延入陕西

，
向东在

确山东部被新生界复盖
。

省内出露长���余公里
。

此裂谷带由一套厚 ����一����米的陆源

碎屑一碳酸盐沉积物组成
，
其间有碱性火山岩�粗安岩

、

粗面岩
、

碱流岩�及辉长岩分布
。

� 碱性火山岩与辉长岩的空间分布一致
，
但后者切穿前者

，
由球粒陨石标准化的稀土元素分

布型式来看
，
二者具相似性

，
显示了裂谷型岩浆活动特征

。

�
。

缝合带
�

东秦岭构造带为古华北板块与古杨子板块的构造缝合地带
。

具体缝 合 部

位在西官庄一镇平一龟山一梅山深断裂带与木家哑一内乡一桐柏一商城深断裂带之间
，
即

整个信阳群出露的部位
。

信阳群为一套复理石建造
，
本身是一个低温高压变质带

。

北侧是
“
秦岭地轴

”
岛弧系

，
南侧为古淮阳中间地块�西段为浙川一内乡古岛弧杂岩系�

。

前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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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说明是加里东期的岛链
，
后者是晚元古代的岛弧带

。

两侧的地层构造及成矿作用等方

面均有较大差异
。

但其中均分布着蛇绿岩带
，
在桐柏以东

，
沿缝合带分布一套厚达数千米 �

具变质的石炭纪海陆交互相磨拉石建造
，
其中所含之海相动物化石既非华北型

，
也非华南

型
，
而与祁连山

、

新疆
、

欧洲的古生物面貌相似
，
反映了两个板块缝合之前残留海的沉积

环境
。

�二�蛇绿岩套
，
混杂堆积及古俯冲杂岩带

�
�

东秦岭构造带北缘的古俯冲杂岩带
，
沿黑沟一架川一维摩寺一确山一固始深 断 裂

带南侧分布
，
前人称谓北宽坪群 �或组�

，
出露长约���公里

，
为一套巨厚的绿色片岩 �斜

长角闪片麻岩及角闪片岩�
，
云母石英片岩夹大理岩等所构成的中元古代 早 期 �变质基性

岩脉 �一

�� 年龄最大数值����百万年�的俯冲杂岩带
。

杂岩带内发育着一系列向北倾斜的 �

益瓦状构造
，
其间广布着膝析和共辆褶皱 �箱状褶皱�

，
长英质脉体所形成的肠状褶皱举

目可及
，
岩层的原始层理已被流劈理

，
折劈理所置换

，
显示了高温高压下形成的剪切带的

特征
。

原岩恢复结果表明
，
云母石英片岩为成熟度很低的杂砂岩

，
绿色片岩原岩为基性火

山岩
，
岩石化学成分十分均一

，
�宜��

含量接近���
，
类似于大洋拉斑玄武岩

。

�
�

二郎坪一刘山岩一马贩蛇绿岩带
，
位于瓦穴子一乔端一明港断裂带和朱 阳 关一大

河一信阳断裂带之间
。

呈一个北西西一南东东向延伸的大透镜体
，
长近 ��� 公里

，
该带北

部的鸭河口
、

社旗
、

官庄一线出露和隐伏着大量超基性和基性岩体 �橄榄岩
、

辉石岩
、

辉

长岩
、

辉绿岩等�
，
形成超基性一基性岩带

，
往南在官坡西

，
太坪镇一鸭河 口

、

马 谷 田一

平昌及马贩一线分布着石英闪长岩和闪长岩带
，
并伴生着同期的斜长花岗岩和花岗岩带

，

在这些中酸性岩带的南部
，
与其相平行的分布着基性火山熔岩 �细碧角斑岩系�夹远海深

海沉积物 �由石灰岩变质的大理岩及含放射虫硅质板岩等�
，
顶部为海相复理石沉积

。

上

述一套地层和岩石均受低级区域变质 �绿片岩相�
，
其中的基性火山熔岩是一套富钠的变

细碧角斑岩系
，
由球粒陨石标准化的稀土元素分布型式来看

，
近似于深海拉斑玄武岩中出 �

现的分布特点
。

�
。

洋淇沟一柳树庄一南湾蛇绿岩及混杂堆积带
，
分布在西 官 庄一镇平一龟山一梅山

深断裂带的北侧
，
长达千余公里

，
沿此蛇绿岩带出露了东秦岭最大的橄榄岩体 �松树沟一

徉淇沟岩体�且在桐柏双山
，
柳树庄及信阳卧虎

、

南湾一线均有岩体断续分布
，
组成了超

基性
、

基性岩带
。

紧靠此带南侧出露着富水和桐柏—信阳堆积杂岩带
，
并有低温高压变

质带伴生
，
故应为海西期南

、

北陆块缝合线附近的上冲蛇绿岩带
。

�三�变质带

东秦岭的板块构造活动主要发生在中生代以前
，
由于多期构造运动和岩浆活动

，
使之

发生多期变质作用
。

由于尚缺乏系统的研究
，
就已有资料仅可划出两个低温高压变质带

。

�
�

信阳低温高压变质带 �

����年中科院叶大年等对大别山北麓信阳群
，
苏家河群等进行了研究

，
认为上述地层

中存在低温高压变质带的特征矿物及岩石—��型多硅白云母及 �类榴辉岩
，
从而 命 名

为信阳变质带
。

该变质带位于西官庄一镇平一龟山一梅山深断裂带以南
，
我们将它与断裂

北侧的蛇绿岩带和混杂堆积一并称为信阳古消减杂岩带
。

�
�

浙川一内乡南部低温高压变质带
�

位于浙川一广水深断裂带西侧
。

向西延入陕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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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进入湖北关店
、

广水
。

据陕西与湖北的资料反映
，
此带内晚元古代富钠的变基性火山

岩中
，
见有蓝闪石类矿物 �主要为镁钠闪石

、

纤维钠闪石�及硬绿石等分布
，
构成了低沮

高压变质带
。

�四�岛弧及陆缘火山弧

�
。

熊耳群陆缘火山岩带
，
分布于黑沟一奕川一维摩寺一确山一固始断裂以北

，
位于古

俯冲带上盘
，
发育在大陆壳上

。

西部在陕西洛南以西被新生界复盖或花岗岩吞蚀
，
东端在确山一带被新生界复盖

。

整

个火山岩带呈弧形展布于华北古陆块南缘
，
在河南境内绵延 ���余公里

。

此火山岩带直接

履盖于太古界及下元古界基底之上
，
用 ��一��法测定的全岩等时线 年 龄 值 为 ����百万

年
，
为中元古代早期的产物

。

火山岩系除部分基性和酸性者外多为安山岩类
。

岩石类型属

��� �
，
其 中以钙碱性岩系占主导地位 �占����

，
且以低钦为特征

，
多数岩石氧化系数

高
，
应为大陆边缘成熟的岛弧类型火山岩系

。

熊耳群火 山岩及其南侧以宽坪群为代表的古俯冲杂岩带
，
代表中元古代早期的弧沟体

系
。

�
� “
秦岭地轴

”
岛弧系

，
位于朱阳关一大河一信阳断裂带与西官庄一镇平一龟山一梅

山深断裂带之间
，
呈西宽东窄的楔状展布

，
在信阳以东由于两条断裂交汇而被切割

。

此区

分布着秦岭群
，
下部为经受强烈变质及混合岩化的变基性火山岩及碎屑岩

，
上部为一套碳

酸盐建造
，
笔者认为此岩系属加里东期岛弧

，
其依据有

，
���大量花岗岩类及变质岩的酸

�一

七年龄数值为 �一�亿年
，

显示其强烈的酸性岩浆活动及变质作用的时代为早古生代
，

���地层中大量伟晶岩的出现
，
显示其形成时地壳厚度较大

，

而其两侧之二郎坪群及信阳

群则为海盆沉积
，
故早古生代时

“
地轴

”
可能为一隆起区

，
��� “

地轴
”
内受强烈混合岩化

花岗岩化的岩石
，
可能是由于构造上升及剥蚀后新露出的弧地体深部深熔作用的物质

。

由

于这些花岗岩具有较低的���
，
����

“
比值

，
说明这些深熔的花岗岩来源于下部地壳的基性火

山岩
，
即岛弧可能是从洋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此岛弧系与其南侧的信阳古消减杂岩带显示了加里东期的一对弧沟体系
。

北侧的二郎

坪群则相当于弧后边缘海
。

�
�

浙川一内乡古岛弧杂岩系
�

分布于浙川陡岭一内乡县城一带
，
省内出露长���余公

里
。

该岛弧为双层结构
，
下部为深熔作用的产物

，
即为陡岭群的混合岩和片麻岩

，
上部则

由毛堂群浅变质的基性一中酸性火山熔岩及火山碎屑岩组成
。

石英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
、

花岗岩和斜长花岗岩呈岩基
、

岩株和岩枝等穿擂其上
、

下地层中
，
其上被震旦系上统不整

合复盖
。

中酸性侵人岩属典型的钙碱性岛弧火山岩系
，
所测定的最大�

一

�� 年龄值为 �
�

��

亿年
，
显示此古隆起区为晚元古代早期形成的岛弧

。

由于陡岭群中分布着一些超镁铁质岩

体 �蛇纹岩�
，
显示其岛弧可能形成在更古老的消减带上

。

此岛弧向西与陕西山阳
、

榨水古隆起共同组成岛链
，
向东延至桐柏一大别隆起区

，
我

们将其统称为古淮阳中间地块
。

但整个古淮阳中间地块的发生
、

发展与演化至 今 尚 未 澄

清
，
仅 认 为 浙 川一内乡一般是晚元古代末期邻近杨子陆块边缘的一个岛弧

，
它与前述浙

川一内乡南部低温高压变质带共同代表了晚元古代末期杨子陆块边缘的一个弧沟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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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河南东秦岭板块构造分区及演化 �图 幻

�一�板块构造分区

�
�

华北陆块南缘边缘带
，
自北向南包括两个构造组成部分

。
���火山弧后盆地

。

以

汝阳群
、

洛峪群和官道口群为代表
。
���陆缘火山弧

，
以熊耳群火山岩系为代表

。

�
�

北秦岭陆缘增生带
�

即前人所称的北秦岭地槽褶皱带
，
是中元古代至华力西 期 古

�
�玩 古代早期阶段 �第一次俯冲�

东秦岭海洋枚块 ���

华北陆块
���

� 杨子期阶段 �第二次俯冲�

� 加里东早期阶段

� 秦岭地轴
�，
岛弧

礴 加里东沐期阶段 �第三次俯冲�
创

用用用

� 华力西晚期助段 〔两个陆块碰扭 东秦岭古海缝合
「

�

卞卞廿士十州汁十廿十
���

鹭淤琴

夯丫

图 � 河南省东秦岭板块构造演化模式图

�一华北陆块南缘边缘带， ��一火山弧后盆地
， �，

一陆缘火山弧， ��一北秦岭陆缘增生带
， �

�
一元 古 代 增

生带， ��，
一中元古代晚期裂谷带， �

�
一加里东增生带， ��一华力西增生带

，

卜
淮阳中 间 地 块

， 找一场子

陆块北缘增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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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陆块向南的增生带
，
自北而南包括四个构造组成部分

。
���元古代增生带

。

以北宽坪

群俯冲杂岩为代表
。
���中元古代晚期裂谷带

。

以奕川群陆源碎屑一碳酸盐岩
、

含 煤 建

造及碱性火山岩
、

辉长岩等为代表
。
���加里东增生带

。

此带北部是以二郎坪群蛇绿岩套

及蚀积岩为代表的边缘海沉积 ， 南部是以秦岭群为代表的岛弧系
。
���华力西增生带

。

以

信阳群褶皱带为代表
。

�
。

淮阳中间地块
，
由浙川一内乡一桐柏一大别古隆起构成

，
以陡岭群

、

毛 堂 群
、

苏

家河群
、

红安群
、

大别群为代表
。

位于木家娅一内乡一桐柏一商城深断裂带与浙川一广水

深断裂带之间
。

在晚元古代早期是靠近古杨子陆块北缘的岛链
。

�
�

杨子陆块北缘增生带
，
由杨子陆块北缘的边缘海演化而来

，
由于分布在 邻 省

，
在

此不予讨论
。

�二�板块构造演化

中元古代早期
，
东秦岭海洋板块向北部的华北陆块俯冲

，
在华北陆块的南缘 �黑沟一

奕川一维摩寺一确山一固始深断裂带以北�形成了安底斯型大陆边缘火山弧 �中基性火山

喷发称熊耳群�
。

同时东秦岭古海又接受了中
、

晚元古代的沉积
。

而华北陆块内
，
约 在 中

元古代中期发生了海侵
，

使尚未夷平的火山弧后
，
形成了新安一确山盆地和官道口盆地

。

前者沉积了妆阳群和洛峪群
，
后者沉积了官道 口群

。

中元古代晚期
，
在陆缘火山弧的前缘

产生了拉张
，
形成三川一拐河裂谷带

，

沉积了奕川群
。

元古代末的杨子期
，
东秦岭海洋板块又一次向华北

、

陆块俯冲
，
使其中

、

晚元古代的

沉积褶皱回返
，
并增生于华北陆块南缘 �瓦穴子一乔端一明港深断裂带以北的宽坪群俯冲

杂岩带�
。

也使裂谷带内的沉积褶皱隆起
，
形成造山带

。

与此同时
，
在古秦岭海的 南 面

，

另一个大陆板块一杨子板块已经形成
。

加里东早期
，
在靠近华北陆块南缘的东秦岭海洋内形成

“
秦岭地轴

”
岛弧系

，
并在岛

弧与华北陆块之间的边缘海中形成二郎坪群蛇绿岩套和浊积岩
。

加里东期末
，
东秦岭海洋

板块再次向华北陆块俯冲
，
使其边缘海内的二郎坪群和组成

“
秦岭地轴

”
岛弧系的秦岭群

依次发生仰冲和褶皱
，
合并并增生于华北陆块的南缘

，

使华北陆块进一步向南扩大
。

此时

华北陆块与杨子陆块之间
，
只剩一个狭长的海域

，
接受着上古生代的沉积

。

华力西晚期
，
由于海洋板块不断向华北陆块和杨子陆块下的消减作用

，
促使两个陆块

最终发生碰撞
，
海水退出

，

使两个陆块最后缝合
。

同时
，
浙川一内乡岛弧后的盆地沉积也

一起褶皱隆起
，
形成了统一的中国大陆

，
进人一个新的地质发展历史时期

。

三
、

板块构造与矿产分布简述

矿产是一定地质发展历史中的产物
，
成矿作用是在一定大地构造背景 上 展 开 的

，
因

此
，
正确的大地构造分析是认识区域成矿规律的前提

。

从板块构造的角度来看
，
与成矿有

关的沉积岩浆
、

变质
、

构造变形等各种地质作用都取决于板块相互运动的状况
，
则矿床的

生成也必然与此相关
。

我们从矿床形成的构造环境出发
，

初步讨论东秦岭的矿产分布
。

�一�古裂谷带的多金属成矿带

裂谷带形成的构造特征
，
极有利于各种岩浆矿床

、

火山矿床
、

层控和层状金属矿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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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

三川一拐河裂谷带内
，
根据其地质背景

，
具备寻找下列矿产的条件

。

�
。

与基性岩
、

碱性火山岩有关的稀土
、

磷灰石和多金属 矿 产
。

如锡一妮一钨矿， 钒

钦磁铁矿， 锭一稀土矿�独居石
、

氟碳钵矿�以及铜
、

铅
、

锌汞
、

锑
、

金
、

萤石
、

重晶石
、

金刚石等矿产
。

�
�

沉积建造中的层状和层控矿床
。

如裂谷火山一沉积铁锰矿 ， 层状 铜 矿 �非洲
、

澳

大利亚和北美已知的元古代铜矿床都形成于中
、

晚元古代陆内裂谷带和大陆边缘的坳拉谷

中�， 层控铅
、

锌矿 �主要成矿时代是中一晚元古代
，
含矿岩系主要是很厚的裂谷碎 屑 沉

积或碳酸盐沉积�等
。

已知拐河
、

维摩寺一带分布着大量铅
、

锌和 萤 石 矿 点
，
进一步寻找工业矿床甚有希

望
。

�二�古边缘海盆层控含铜黄铁矿及贵金属矿带

东秦岭板块构造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边缘海内
，
形成了蛇绿岩套和复理石建造 �蚀积

岩�
，
它是形成岩浆型铬矿

，
铜 镍 硫化物矿床

、

黄铁矿型铜矿及金
、

银
、

铅
、

锌
、

铁
、

锰等贵

金属和多金属矿床的有利环境
。

除已知矿区外
，
根据已有的线索在二郎坪群内寻找上述这

些矿产
，
应当是很有希望的

。

�三�古岛弧岩浆型多金属矿床及岛弧边缘沉积成因的钒
、

磷
、

重晶石矿床

在古华北陆块和古杨子陆块缝合带两侧
，
存在着

“
秦岭地轴

”
岛弧带和浙川一内乡岛

弧带
，
其中广布着钙碱性中酸性岩浆岩

，
包括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等
，
与其

有关的内生矿产有接触交代型铁
、

铜矿
、

斑岩型铜
、

金矿 �铜铂及铜金组合�和部分铜
、

铅锌矿
、

金矿等
。

两个岛弧带内已分别评价了两个斑岩铜矿和斑岩铜金矿床
，
所以此带中

具备进一步寻找上述类型多金属矿床的地质条件
。

另
“
秦岭地轴

”
古岛弧带内较密集的分

布着伟晶花岗岩
，
是形成被

、

锉
、

妮
、

担矿的有利地段
。

古岛弧边缘是沉积钒磷重晶石矿

床的有利部位
，
应注意寻找

。

�四�在东秦岭古海洋板块向华北古陆块三次俯冲的俯冲带及杨子古陆块与华北古陆

块碰撞的缝合线上
，
分布着构造侵位的蛇绿岩体�基性

、

超基性岩�
。

如洋淇沟
、

柳树庄
、

老坟扒等岩体
，
是铬

、

镍
、

钻
、

铂等成矿的良好地带
。

�五�河南东秦岭构造带及华北陆块南缘
，
分布着大量中生代两种成因系 列 的 花 岗

岩
、

花岗斑岩等
，
有利于形成斑岩型多金属矿产及与陆壳改造型花岗岩有关的贵重金属矿

产
。

给在此区的地质找矿工作指出了方向
。

四
、

结 语

我们依据河南东秦岭古板块活动的地质记录
，
初步建立了东秦岭区域构造格架

，
划分

出四个构造带
，
粗略的重塑了古板块演化历史

，
浅谈了不同构造部位对找矿有利的因素

。

由于此区的一些重大基础地质问题至今尚无定论
，
且我们运用板块构造理论对此区的

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
，
上述的一些看法难免会有错误

，
现提出讨论

，
请予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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