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

区 域 地

����年 ������� ��

质

����� 第��辑

秦岭群的构造变形和变质史及其时代问题雏议

安三元 周廷梅 胡能高

�西安地质学院�

一
、
��� 舀

秦岭地处我国南北两大构造单元的结合要地
，
在我国地质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

喻的
。

近年来由于对秦岭群的时代问题颇有争议
，
直接影响着东秦岭地区一系列地质问题

的进一步深人探讨
。

这样一来
，
秦岭群的时代问题 自然就成为目前东秦岭区域地质研究中

的关键问题
，
也是我国地质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

概括地说
，
关于秦岭群的时代向题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

�

一种意见认为秦岭群是前寒

武纪古老变质岩系 �黄汲清
， ����� 张伯声

，
����� 张秋生

，
����� 王鸿 祯

，
�����

，
其

地质时代为元古代或晚太古代
，
虽然具体意见不完全相同

，
但都认为秦岭群的时代不会晚

于宽坪群
。

另一种意见认为秦岭群晚于宽坪群
，
其地质 时代为前 奥陶纪

， “
秦岭地轴

”
实

际上是加里东褶皱带
。

这两种意见争论的焦点
，
似乎是秦岭群早于宽坪群

，

还是晚于宽坪群

的问题
，
即秦岭群与宽坪群的关系问题

。

这就给我们以 启示
，
秦岭 群和 宽坪群 的比较研

究
，
可望成为揭开秦岭群时代问题的钥匙

。

本文不拟涉及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
，
只是从秦岭群与宽坪群的构造变形

、

变质史
，
沉

积建造特征及同位素年龄诸方面的比较分析
，
对秦岭群的时代归属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

我

们的工作是初步的
，
不当之处

，
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

二
、

宽坪群的构造变形特征

在东秦岭的三要一奕川断裂以南
，
商县一五里川断裂以北 �图��

，

分布着一套变质程

度较低 �绿片岩相� 的
、

主要由绢云石英片岩
、

绿泥石英片岩
、

绿泥片岩
、

黑云母石英片

岩
、

钙质白云母石英片岩夹大理岩等组成的火山一沉积岩层
。

这一套前寒纪浅变质岩系称

为宽坪群
。

根据野外实地观察和前人资料
，
宽坪群经历过多期构造变形

，
其中明显可以辨

认的有四期构造变形
，
分述如下

�

第一期构造变形
，
形成宽坪群早期区域性片理

。

在片理内常见有规模不等的
、

转折端

已被压扁的片内无根等斜褶皱
，
其轴面产状与早期区域性片岩产状一致

。

所以
，
早期区域

性片理和片内无根等斜褶皱具有成生联系
，

它们代表一次区域性褶皱 �如图�中的�
�
�

。

区

域性片理为置换的轴面片理
，

片理产状代表区域性褶皱轴面的产状
。

，

第二期构造变形
，
是在第一期变形的区域性片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叠加摺皱

。

第二

期构造变形使第一期构造变形的区域性片理和片内无根等斜褶皱发生再次褶皱 �如图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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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地质构造略图
�一中新生代盆地沉积， �一大理岩， �一片岩或片麻岩， �一绿片岩或斜长角闪岩

， �一燕山花岗岩，�一海西花

岗岩， �一加里东混合花岗岩， �一超基性岩，

卜断层

、 � �
，

三三二尹 �

�� �� ��厘 米

图 � 商县板桥韩村周沟口广东坪组绿片

岩中的薄层大理岩夹层中的平卧皱褶上迭

加着倒转褶皱剖面素描 �据张维吉�

的 ��
�

。

第二期褶皱普遍表现为斜歪摺皱 和

倒转褶皱
，
轴面向北倾斜

。

在区域上表现为

波浪状的复式褶皱
，
次口蟒岭地区的板桥一寺

沟背斜
，
上湾分水岭向斜和阎村一娘娘山背

倒
。

第二期褶皱 ��
�
�在区域上具有一个很

重要的特征
，
不论是斜歪褶皱

，
还是倒转褶

皱
，
其轴面总是向北倾斜

。

第三期构造变形
，
形成开阔 的 直 立 褶

皱
，
走向近东西或北西西

，

在一般构造纲要

图上都有显示
，
东秦岭近东西向或北西西向

构造带
，
就是根据这一期褶皱 ��

�
�走向确

定的
。

第四期构造变形
，
主要形成近东西向的

断陷盆地和碎裂作用
，
区域性褶皱不明显

。

所以
，
第四期构造变形主要表现为以断裂作用为主的碎裂期

。

三
、

秦岭群的构造变形特征

秦岭群分布在商县一五里川断裂以南
，
商南一丹凤断裂以北的秦岭主脊地区 �图��

。

岩石组合类型复杂
，
除了具有与宽坪群相同的黑云母石英片岩

、

二云母石英片岩
、

钙质云

母石英片岩等变质程度较低的岩石外
，
主体部分由中级变质作用形成的黑云斜长片麻岩

、

二

云母斜长片麻岩
、

角闪斜长片麻岩及变粒岩等角闪岩相岩石组合组成
，
混合岩化强烈

，
混

合花岗岩和伟晶岩发育
。

在变质程度上与宽坪群有较大的差别
，
但从构造变形 �和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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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来看
，
秦岭群同宽坪群却有很大的相似性或同一性

。

根据明显可以辨认的特征
，
秦岭群

也可以分为四期构造变形
�

第一期构造变形特征同宽坪群第一期构造变形特征基本相同
，
表现为早期区域性轴面

片理和片内无根等斜褶皱
，
如图�中的�

�

所示
，
代表一次区域性褶皱变形

。

第二期构造变形因地而异
。

根据我们的路线观 察和前人 资料
，
秦岭 群分布 的核心地

带
，
即涌峪一桃坪一龙泉坪一带

，
主要为成群分布的短轴状背向斜或片麻岩弯隆

。

这里的

岩石变质程度较深
，
混合岩化强烈

，
小褶皱发育

，
岩层产状多变

，

但经过标志层�如大理岩

夹层�的追索
，
不难发现大大小小的

、

成群分布的短轴背向斜或片麻岩弯隆的存在
。

而在

其外围则主要为紧密线状的斜歪和等斜倒转褶皱
，
轴面产状呈有规律的变化

，
在南翼轴面

向南倾斜
，
在北翼则向北倾斜

，
即轴面向外围倾斜

，
成为紧密线状的围斜褶皱带

。

第三期构造变形
，
为开阔的直立背向斜

，
走向近东西或北西西

，
如纵贯秦岭群分布区

中部的龙泉坪一陈阳坪复式向斜等
，
在一般构造纲要图上都有所表示

。

第四期构造变形
，
主要表现为翘起和断裂作用的碎裂期

，
如商南一丹凤断裂北侧

，
从

资峪至富水间的碎裂带
，
其宽度在��公里以上

。

根据野外和镜下观察
，
碎裂作用主要发育

在花岗岩类和长英质脉体中
，
形成花岗质碎裂岩

，
在片理发育的岩石中则不易辨认

。

四
、

秦岭群与宽坪群的构造变形和变质史

秦岭群与宽坪群不仅有相同的构造变形期次
，
下面我们还将看到

，
它们之间的构造变

形和变质史是完全一致的
。

�一�第一期—元古代时期的构造变形和变质作用
。

秦岭群与宽坪群的这一期构造

变形特征基本一致
，
均表现为区域性轴面片理和片内无根等斜褶皱

，
代表一次统一的褶皱

变形 ��
�
�

。

变质程度一般较低
，
主要表现为绿片岩相

。

根据野外和镜下观察在秦岭群中

某些地段可能已达到角闪岩相
。

根据宽坪群中测得同位素年龄为��亿年左右
。

�二�第二期—早古生代时期的构造变形和变质作用
。

秦岭群与宽坪群第二期构造

变形和变质作用的统一性更为明显
，
在分析在东秦岭地区构造变形和变质史中的意义也更

为重大
。

因为在这一期构造变形和变质作用时期
，
秦岭群和宽坪群整个分布地区

，
表现为

一个统一的
、

保存相当完美的大型片麻岩弯隆或大型片麻岩褶皱 卵形隆起 ������
，
����，

�����
。
这个大型片麻岩弯隆规模很大

，
几乎囊括了商县以东秦岭 群和宽坪群分 布的整个

地区
，
核部在秦岭群分布区内的涌峪一桃坪一龙泉坪一带

，

构造变形特征表现为一系列成

群分布的短轴状的次级片麻岩弯隆
，
混合岩化强烈

。

混合岩化明显受褶皱构造控制
，
其中

长石为灰白色
，
所以混合岩也呈灰白色

。

混合花岗岩和伟晶岩广泛发育
，
混合花岗的主要

特征是岩体由密集的花岗岩脉群集合而成
，
在大型片麻岩弯隆由围绕着桃坪一黑龙湾一带

强烈混合岩化中心呈环带状分布
，
如图 �所示

。
这些环带状分布的花岗岩体具有典型的混

合花岗岩特征
，
而作为大型片麻岩弯隆中心岩体的桃坪岩体 ���� 百万年�则具有同构造

整合侵人岩体特征
，
与围岩的接触界线清楚或因混合岩化而模糊不清

，
岩体形成的温压条

件与围岩形成的温压条件完全相同�王崇礼
， �����

。

混合花岗岩
、

混合岩及伟晶岩紧密共

生
，
混合岩中片麻岩残体及浅色长英质脉体的形态常具有明显的高塑性变形特征

，

而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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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混合片麻岩和混合花岗岩中钾长石化及交代现象却不明显
。
根据这些特征我们认为混

合片麻岩
、

混合花岗岩 �及伟晶岩�具有共同的成因
，
它们是在大型片麻岩弯隆核部较高

变质相 �矽线石带�中温度较高
，
接近或稍微超过体系局部熔融温度的高塑性变形条件下

局部熔融的产物
。

其外围绕紧密线状围斜褶皱带
，
表现压力较高的条件 �蓝晶石

、

十字石

带�
。

而宽坪群中轴面向北倾斜的第二期褶皱
，
只是大型片 麻岩弯隆 外围的围斜褶皱带的

组成部分
，
因离大型片麻岩弯隆的混合岩化中心的距离较远

，
而变质程度较低

。

所以
，
秦岭群与宽坪群的第二期构造变形和变质作用是统一的

。

不论从构造形态及其

空间变化规律
，
还是从片麻岩

、

混合岩及混合花岗岩产状和分布特征
，
或从变质相带分布

特征来看
，
都表明这一期构造变形和变质作用在秦岭群和宽坪群分布区

，
形成了一个统一

的保存较为完美的大型片麻岩弯隆
，
时代为加里东期

，
可以称为东秦岭加里东期大型片麻

岩弯隆
。

�三�第三期—晚古生代构造变形和变质作用
。

第三期构造变形是叠加在加里东期

大型片麻岩弯隆上的
，
走向近东西或北西西向的开阔直立褶皱

，
这一期褶皱较易于识别

，

所以在一般构造纲要图上都有所表现
，
如龙泉坪一陈阳 坪复向 斜等

，
表示 的就 是这一期

�玩�叠加褶皱
。

从����年以来
，
我们在商南松树沟地区进行野外工作时

，
曾对曹营

“
向

斜
”
作过重点观察

。

曹营
“
向斜

”
是上述龙泉坪一陈阳坪复向斜南翼的次级向斜

，

走向北

西西
，
如图 �所示

，
本区第一

、

二
、

三期褶皱 �万
，、

马
、
��
�的基本特征在这里都有所显

示
。

第一期褶皱 ��
�
�表现为早期区域性片理和片内无根等斜褶皱 � 第二期褶皱 ��

��为围

斜褶皱
，
因被第三期褶皱叠加改造

，
已成为勾状转折端， 第三期褶皱 �玩�

，
即所 谓 曹营

“
向斜

” ，
为走向北西西的开阔直立 褶 皱

。

图 � 松树沟秦岭群多期皱褶示意图
��一区域性片理和片内无根等斜褶曲

��一围斜皱褶
��一开宽直立褶皱 �曹营

“
向斜

”
�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期构造变形
，
除褶皱变形

外
，

断裂作用明显
，

并伴有强烈的断裂混合

岩化
，
从桃花铺经武关至富水以北一线都有

明显表现
。

这一期混合岩化与加里东期构造

变形伴生的区域混合岩化有显著区别
。

本期

混合岩化的钾长石为红色
，
常以粗大的交代

斑晶的形式产出
，
明显地受断裂带控制

，
并

叠加在早期区域混合岩化之上
。

镜下观察交

代现象明显
。

同位素年龄 为 ���一��� 百 万

年
，
时代为海西期

，

并伴有花岗岩 �如灰池

子岩体等�侵入
。

�四�第四期—中新生代时期构造变

形和变质作用
。

主要表现为翘起
、

断陷及强烈

的碎裂作用
，
形成晚三叠一侏罗纪及第三纪断陷盆地

。

伴有强烈的中酸性岩浆活动
，
北部

主要表现为燕山期花岗岩
，
如蟒岭岩体 ����百万年�， 南部秦岭群中有超浅成的

，
具有玻

基结构的中酸性岩墙出露
，

通过秦岭群与宽坪群的构造变形和变质史的分析
，
不难看出

，
它们具有相同的构造变

形和变质史
，
秦岭群与宽坪群显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

其地质时代大体上是同时的
�

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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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结论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

因为大家知道
，
构造变形和变质作用是在沉积一火山岩层形成

以后发生的
，
有相同的构造变形和变质史

，
还不足以说明沉积作用是同时的

。

这样一来
，

我们就不得不对秦岭群与宽坪群的沉积建造特征作一比较分析了
。

五
、

秦岭群与宽坪群的沉积建造特征

根据秦岭区测大队����万地质图及其说明书
，
秦岭群分为上下两部分

�

下部为浅灰色

厚层状石墨大理岩夹钙质黑云母石英片岩
，
主要分布在北部庚家河

、

官坡以南
、

五里川以

西及东部的蛇尾一带� 上部为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

二云母斜长片麻岩夹角闪斜长片麻岩
，

伴有强烈混合岩化
，
主要分布在商丹断裂以北的峦庄一陈阳坪一带

。

即秦岭群下部为厚层

状大理岩
，
上部为片麻岩及混合岩

。

根据我们野外观察结果来看
，
秦岭群的层序可能摆反了

。

真正的层序应该是片麻岩及

混合岩在下
，
厚层状大理岩在上

。

因为在野外观察过程中发现
，
小构造和粒序层都可以用

来作为确定秦岭群中厚层大理岩和片麻岩的相对新老关系的依据
，
其中又以粒序层的指示

作用更为直接
。

如在峦庄至桃坪的简易公路通过的秦岭群剖面上
，
就可以看到

�

下部为变

粒岩 �原岩为砂岩�
，
向上变为黑云母片岩或变粒岩 �原岩为泥岩或粉砂岩�

，
斜长角闪片

岩 �原岩为泥灰岩�
，
再向上则变为大理岩

，
构成完整的粒序层

。

这样的粒序层不止一个
，

而是多个粒序层 �每个粒序层总厚度一般��一��米�在同一剖面上叠置连续出现
，
说明其

层序是正常的
。

又如在秦岭群分布区的北缘
，
从庚家河往北走

，
可以看到秦岭群具有同样

的粒序层
�
从下部的变质砂岩

，
向上过渡为云母片岩

、

斜长角闪片岩
，
到上部的大理岩

，

构成比较完整的粒序层
。

指明地层的相对新老关系为南老北新
，
即片麻岩弯隆核部的片麻

岩和混合岩相对时代较老
，
为秦岭群下部层位

，
而北部外围的厚层状大理岩相对时代较新

，

为秦岭群的上部层位
。

也就是说秦岭群下部为片麻岩及混合岩
，
上部为厚层状大理岩

。

秦岭群上部的厚层状大理岩
，
主要出露在大型片 麻岩弯 隆的 西北

、

北及东 部外围地

区
。

因北部为商县一五里川断裂所切
，
故官坡一五里川一带厚层状大理岩出露较窄

，
且不

甚连续
，
而 在 西 部 蔡凹和东部蛇尾一带则广为出露

，
如图 �所示

。

所以
，
商县一五里川

断裂应属加里东期大型片麻岩弯隆形成以后的叠加断裂
。

断裂带以 北广泛 出露 各种片岩

�宽坪群�
，

更北又分布着层状大理岩 �陶湾群�
。

地层的这种区域性分布特征
，
似乎应是

商县一五里川断裂滑动所造成的大范围地层不对称重复 �见图��
。

因为
，
商县一五里川断

裂 �古生代断陷�是后期叠加断裂
，
所以

，
不能作为划分秦岭群早于宽坪群或秦岭群晚于

宽坪群的地层划分依据
。

秦岭群分布区的南部
，
商县一丹凤断裂北侧

，
出露一套变质基性火山岩一超基性岩

，

在商南县城至富水镇以北的松树沟地区出露较全
。

其中有斜长角闪片岩
、

榴闪岩
、

变辉长

岩 �富水杂岩�和超基性岩 �松树沟岩体�等
，
其岩石组合特征象一个蛇绿岩套

。

有的作

者卿认为它是比秦岭群晚的蛇绿岩组合
。

根据我们����年以来的观察和研究结果 �安三元

等
，
�����表明

，
这些基性火山岩一基性岩一超基性岩

，
同样经历了上述四期构造变形和

变质作用
，
其地质时代应与秦岭群的时代相当

，
属秦岭群的组成部分

。

从区域分布�图��

来看
，
应属秦岭群下部的基性火山岩一超基性岩建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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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
，
秦岭群的沉积建造特征是

�

下部为基性火山岩和超基性岩� 中部为碎屑沉

积岩及中酸性火山岩， 上部为厚层状碳酸盐岩
。

秦岭群的沉积建造特征完全可以同北部变

质程度较低的二郎坪群
，
宽坪群和陶湾群 �金守文

， ����� 进行对比
。

下部基性火山岩相

当于二郎坪 �亚�群� 中部碎屑沉积岩及中酸性火山岩相当于宽坪 �亚�群 � 上部厚层状

碳酸盐岩相当于陶湾 �亚�群 � 其地质时代相当
。

六
、

同位素年龄

过去
，
曾在秦岭群测得几百个同位素年龄值 �大多数是 �一

�� 法�
，
几乎全部为���一

��� 百万年
，
虽然测定的时间

、

地点
、

方法和精度 各不相同
，
但总体上很好地反映了加里

东期构造变形和变质事件的重要性
，
是很有意义的

。

在大量数据中
，
只有一个 ��� 百万年

�早于加里东期�的数据
，
不少人认为该数据的精度有问题

，
不足为凭

。

但是
，
现在看来

这个数据是十分重要的
，
它意味着秦岭群确实存在着前寒武纪的构造变形和变质事件

。

最

近
，
陕西省地质局在秦岭群中作了几组 ��

一��法同位素定年
，
得到了��亿年的数据

，
与以

前在宽坪群中取得的同位素年龄大致相当
。

因此
，
在秦岭群与宽坪群比较分析中起着重要

作用
。

七
、

结 语

根据秦岭群与宽坪群的构造变形
、

变质史
，
沉积建造特征及同位素年龄的比较研究

，

表明秦岭群下部基性火山岩可与二郎坪 �亚�群对比， 中部碎屑沉积岩和中极性火山岩可

与宽坪 �亚�群对比， 上部厚层状碳酸盐岩可与陶湾 �亚�群对比
。

其地质时代应为元古

代
，
更可能是中元古代的产物

。

沉积以后
，
又经 历了多期 的

、

统一的构造 变 形和变质作

用
。

秦岭群与北部的二郎 �亚�群
，
宽坪 �亚�群及陶湾 �亚�群变质程度上的差异

，
是

后期
、

特别是加里东期的构造变形和变质作用叠加改造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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