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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群中花岗质正片麻岩的确认及其意义

王 涛 王 晓霞 李伍平 胡能高

(西安地质学院 )

摘要 野外填图及室内分析表明
,

原秦岭群中存在一种花岗质片麻岩
,

表现为眼球状
、

条带状黑云

斜长片麻岩及二长片麻岩
。

本文以产状
、

成分
、

所含包体
、

残留的变余结构及侵入关系为依据
,

论证了它

们是以片麻岩形式存在的古老花岗质深成岩体
。

这一确认对原秦岭群组成的认识及其早期地壳演化的

探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

1 引 言

秦岭群一直被认为是一套副变质岩系及少量变质火山岩系
。

只有个别学者提到过部分长英质

片麻岩和混合片麻岩可能是多期岩浆成因的
〔` 〕〔幻 ,

但人们对其产地
、

规模
、

岩相学特征及与一般片

麻岩的关系等基本情况仍不了解
。

原划属的秦岭群是否也和很多前寒武纪古老中深变质岩系一样
,

存在有古深成岩体变质的正片麻岩系
,

是近年来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

我们在秦岭造山带 1 5/ 万区调

联测中
,

识别并填绘出花岗质片麻岩系
。

经研究
,

它们不是混合交代形成的副片麻岩
,

而是古老花岗

质深成岩体改造成的正片麻岩系
。

本文主要阐述这些片麻岩的基本特征
、

确定为古老深成岩体的依

据及其意义
。

2 产出的地质背景

本文所述这类花岗质片麻岩系主要出露于豫西狮子坪东南牛角山一带 (图 1 )
。

原归属秦岭群第

二
、

三岩性段 ( 1 / 20 万商南幅
,

1 9 8 9) 或宽坪组和陶湾组 (河南地质志
,

1 9 89 )
。

变质程度均达角 闪岩

相
,

局部达高角闪岩相
。

据近期 1 5/ 万区调
,

该区变质岩按构造叠覆序列
,

下部 (南区 ) 主要为弱条带

状黑云 (二云 )斜长片麻岩
、

云母片岩夹多量长英质粒岩及斜长角闪岩
;
中部多为钙质岩石 (钙硅酸

粒岩
、

大理岩
、

斜长角闪岩 ) ;
上部 (北区 ) 以白云石英片岩为主

。

花岗质片麻岩体就位于下部层位
,

其

北侧以二云片麻岩
、

云母片岩为主
,

边界较清楚
;
南侧与弱条带状黑云斜长片麻岩等岩系相邻

,

界线

可辨
。

区内秦岭群经历了多期变质
、

变形
,

特别是晋宁构造岩浆旋 回
,

深刻改造了原岩面貌
,

造就了

中深变质杂岩
,

奠定了主体构造形式
。

其中
,

花岗质片麻岩系具有其独特的地质外貌
。

3 基本地质特征

在平面上
,

该片麻岩体总体呈长条状
,

与区域面理等构造协调一致
,

向西呈三条脉状尖灭
,

向东

汇聚
,

尖灭于瓦窑沟南侧
,

近似手掌形态
,

面积约 1 k5 m
, 。

剖面上
,

常构成背形核部
。

其岩性主要为黑

云二长片麻岩
、

黑云斜长片麻岩
。

在结构构造上
,

以条带状
、

眼球状中细粒为特征
,

边部常有条带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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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粒片麻岩
。

眼球状片麻岩中
,

眼球主要是由钾长石斑晶构成
,

少量为斜长石
。

其形态为长透镜状
,

有些较 自形
。

粒径多为 l x o
.

c4 m
,

个别达 2 x l 。 m
,

变形强者呈条带状
。

眼球含量变化较大
,

5一 15 %
。

基质中
,

长石粒径 。
.

5一 Zm m
,

常与石英一起构成 条带
。

石英多为长透镜状
。

细粒条带状片麻岩 中
,

长石粒径一般 0
.

3一 l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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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豫西狮子坪花岗质片麻岩体 (古岩体 )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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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秦岭群
; 2一 花岗质片麻岩 (古深成岩体 ) ; 3一变基性杂 岩体

; 4一加里东期花岗岩 (西部为灰池子岩体的 一部分 ) ;

5一断裂
; 6一区域性大断裂 (朱夏断裂

1

部分 )

这些片麻岩普遍发育条带状片麻理构造
。

宏观上
,

表现为透镜状浅色条带域与暗色条纹相间平

行排列
。

前者宽一般 3一 s m m
,

主要 由长石
、

石英组成
;后者一般 1 ~ 3 m m

,

富云母
、

石英
。

还常见单矿

物长透镜状条带
,

主要为石英和长石
。

这些条带常绕过眼球状长石斑晶
,

或 中止于较 自形的长石斑

晶
。

说明长石斑晶形成过程中
,

片麻理就已开始发育
。

有些长石斑晶也拉长呈长透镜状
,

又显示了斑

晶形成后的变形效应
。

说明条带状片麻理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育过程
。

显微尺度内
,

片麻理也表现

为矿物相对集 中的条带域
。

条带之间界线渐变
。

云母强烈定向
。

石英多为粒状集合体
,

有些发育动态

重结晶
。

在长石石英富集条带中
,

中间以长石为主
,

多呈等轴粒状
,

无明显动态重结晶
,

粒径变化较

大 ( 0
.

1一。
.

s m m )
。

上述特征表明
,

该条带片麻理不同于一般 的糜棱岩化作用形成 的糜棱面理
、

糜

棱条带
,

而是一种片麻理
,

是变形与变质结晶几乎同时作用下的产物
。

据详细的填图
,

该片麻理走向

北西西
,

与区域面理一致
。

局部地带
,

可见以条带片麻理为变形面的紧闭褶皱及新生条带状片麻理

的置换
。

表明该岩石经历了多期深层次变质变形改造
。

综上所述
,

以上岩石从岩相学角度来说是一种较典型的片麻岩
,

与秦岭群 目前所确认的花岗岩

明显不同
,

是以片麻岩形式存在的古花 岗质深成岩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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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定为正变质片麻岩 (古岩体 )的依据

上述花岗质片麻岩不具备混合岩的特点
,

无新生脉体和基体之分
,

镜下也无广泛的交代现象
,

所产 出的部位也不是混合岩化强烈地带
。

因此
,

它们不会是混合交代作用所形成的副片麻岩系
。

而

以下特征表明
,

它们属正变质片麻岩
,

原岩为花岗岩侵入体
。

4
.

1 岩性均匀

据填图和剖面测制
,

该片麻岩为独立的地质体
,

在出露范围内 (数百米至 kZ m )岩性均匀
,

无其

它岩石夹层
。

而两侧副片麻岩系中均有大量长英质粒岩夹层
。

4
.

2 残留侵人接触关系

大多数情况下
,

该花岗质片麻岩与一般变质岩呈整合协调接触
,

两者界线清楚
。

局部地带可见

残 留的侵入接触关系
,

如眼球状花岗质片麻岩 (古侵入体 )呈多体脉状穿于黑云片麻岩中
。

4
.

3 含有包体

多处见暗色包体
,

岩性主要为富黑云母变粒岩
。

一般呈长透镜状或条带状
,

大者 s x 20
c m

,

小者

Z x sc m
,

边界清晰
。

此外
,

还见暗色条带
,

边界不清
,

已同化混染
,

可能为残渣
。

4
.

4 残留有火成结构

由于变质变形作用在一定尺度 内的不均匀性
,

个别地方仍残留少量的岩浆结构
。

所观察到的结

构有斜长石环带
、

卡钠复合双晶及钾长石包含结构
。

据大量统计研究
,

斜长石卡钠复合双晶和规则

环带一般只出现于古深成侵入体中
,

区域变质作用形成的斜长石绝大部分有简单钠长石双晶
〔3 〕 。

在

火成结构被强烈改造情况下
,

这种双 晶的残留可作为确定古深成侵入体的唯一结构标志
。

钾长石包

含结构中
,

斜长石较自形
,

晶体小
,

长轴多平行主晶边缘
。

这与传统交代观点是不相符的
〔3〕 。

4
.

5 具花岗岩的成分特征

经系统的矿物含量定量统计
,

该片麻岩 主要矿物组成为斜长石 ( A n 一 22 一 28 ) 20 一 40 %
,

碱性

长石 10 一 30 %
,

石英 25 一 45 %
,

黑云母 5%
,

白云母 3 %
。

在 Q F M 图解上位于酸性岩浆岩区
。

副矿物

主要为磷灰石
、

错石
。

除含极少量石榴石外
,

无其它富铝矿物
。

根据岩石化学分析资料所做的原岩恢

复图解上
,

绝大部分落入正变质岩区
,

略靠近界线附近
。

原岩相当于二长花岗岩
,

属于钙碱性岩系
。

4
.

6 具岩体变形特点

如上所述
,

这类片麻岩中
,

石英发育动态重结 晶
,

有些实为糜棱岩化
。

这种特点是相邻副片麻岩

所不具备的
,

也未顺片麻理走向延入副片麻岩中
,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条糜棱岩化带的产物
。

而这种

结构特点与本 区花岗岩体 (如灰池子岩体
〔` 〕 )

、

岩脉的结构非常相似
,

是本区花 岗质岩石 固有的特

点
。

实际上
,

这些都是岩浆侵位过程中固态流动变形的特点
。

在变形相上
,

该片麻岩与一般变质岩也

有差异
,

具有岩性均一的高温面型流变相特点
〔 6 , 。

由上可见
,

该片麻岩是古老花岗质深成侵入体经变质变形改造形成 的正片麻岩
。

其产状
、

包体

及残 留火成结构是其原岩恢复的最有力证据
。

5 研究意义

众所周知
,

很多高级变质地体 中都存在以片麻岩形式出现的中酸性古侵入体
。

它们时代老
、

分

布广
、

与早期重大地质事件有关
,

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

成为世界前寒武纪地质研究中普遍关注 的问

题
。

在秦岭群深变质片麻岩系中
,

确认 出以片麻岩形式产出的古老花岗质深成侵入体尚属首次
,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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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
。

以下进行一些有关问题的讨论
。

5
.

1 关于原秦岭群组成

秦岭群一般都认为是由副变质岩及少量变质火山岩组成
。

下部以片麻岩为主
,

夹少量斜长角闪

岩
、

大理岩
,

为陆源碎屑岩夹火山喷出岩建造
。

中部多为钙硅酸盐岩
、

大理岩
、

片麻岩
,

为半粘土质
、

泥灰岩及碳酸盐岩建造
。

上部为大理岩
。

本次区调工作揭示
,

秦岭群中下部层位中还发育有古老花

岗岩侵入体改造成的正片麻岩系
。

在今后的工作中
,

特别是 1 5/ 万区域地质调查中应注意识别
,

并从

变质地层中解体出来
,

按有关变质侵入体的区调新方法进行填图和深入研究
。

这类片麻岩在其它一

些地区也有发育
,

如本区西北侧一带
,

说明在秦岭群中发育较为普遍
。

陕西一些地区以前曾描述的

条带状混合片麻岩
、

眼球状片麻岩可能有一部分就属于这类正片麻岩
,

很值得进行认真的研究
。

还应注意的是
,

现在都倾向于把以往的眼球状片麻岩冠 以糜棱岩
,

作为韧性剪切带的依据
,

忽

视了其原岩的研究
。

另外
,

据本区研究结果
,

眼球状片麻岩具有糜棱岩化的特征
,

但这可以是侵入体

侵位过程 中固态变形的固有结构特点
,

不一定具有一般糜棱岩的构造意义
。

5
.

2 关于秦岭群早期岩浆热事件

过去
,

秦岭群 中的花 岗岩大都归属 加里东期
。

近年来
,

游 振东等首次确认 了以德河岩体

( 7 9 3M a )为代表的晋宁期花 岗岩
〔 , , ,

为论述晋宁期构造运动和变质作用提供 了依据
,

从而推进了秦

岭群花岗岩及构造热事件的研究
。

该岩体侵位于秦岭群中部 ( 已有人将其从秦岭群中解体出来建立

了峡河群 )
,

呈小岩株状
。

据我们观察
,

除北部边界一带发育有强烈的片麻理及糜棱岩化外
,

岩体中

部和南部均具有较完好的花岗岩结构构造特征
。

而本次研究确认的古花岗岩体
,

无论是形态
,

还是

结构构造
,

都显示出经历了强烈的变形变质改造
,

表现为片麻岩
。

这种改造并非是较晚的韧性剪切

带的变形结果
,

而是区域变质变形作用的表现
。

从地质背景分析
,

应是晋宁期主期变质变形的结果
。

因此
,

有理 由推测
,

这类古岩体比德河岩体还要早
,

有可能是秦岭群中最早的花岗岩
。

至于是晋宁早

期
,

还是前晋宁期
,

有待于年代学 的研究
。

这一工作将具体确定秦岭群花岗岩浆活动时代的下限
,

也

为秦岭群时代的确定提供新依据
。

对该古岩体成因和形成环境的研究还可为揭示该区早期地壳演

化特点
、

构造环境提供宝贵信息
。

综上所述
,

原秦岭群中存在花岗质正片麻岩系
,

它们是古老花岗岩侵入体经改造所形成的
。

该

类古岩体可能是秦岭群中最早的构造岩浆热事件的产物
,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

在今后 区调工作中

应注意识别和研究
。

在区调工作中得到张维吉
、

王全庆
、

陈克强
、

高振家
、

杨森楠
、

杨志华等专家的指

导和鼓励
,

在此致谢 !

6 参考文献

〔 1〕张 国伟等
,

1 9 8 8
,

秦岭造山带的形成及其演化
。

西北大学出版社
。

〔 2 〕周鼎武
、

张 国伟
, 19 91

, “

秦岭群
”
的再解体和秦岭造 山带中的晋宁运动

.

秦岭造 山带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
,

西

北大学出版社
。

〔 3〕林强等
,

1 9 92
,

华北地台东部太古宙花岗岩
。

科学出版社
。

〔 4〕胡能高等
,

1 9 9 3
,

东秦岭灰 池 子岩体的岩石结构特征及变形演化
.

西安地质学院学报
,

第巧卷
.

增刊
。

〔 5〕 P at er so n ,

S
·

R
·

等著
,

王涛译
,

花岗质岩石 中岩浆面理与构造面理 鉴别标准的评述
.

世界地质
,

1 99 。年
,

第 4期
。

〔 6〕王涛
、

杨家喜
,

1 9 9 3
,

豫西狮子坪秦岭群流变吧式及流变相探讨
.

西安地院学报
,

第 15 卷
,

增刊
。

〔 7〕游振东
、

索书 田等
, 1 9 9 1

,

造 山带核 部杂岩变质过程及构造解析
.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

(下转第 2 0 4页 )



2 0 4 中 国 区 域 地 质 1 9 9 4年

T E M P O R A L 一
S P A T I A L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A N D T E C T O N I C T Y P E S O F

O P H I O L I T E S I N O R O G E N I C B E L T S O F C H I N A

W
a n g X ib in a n d H a o Z i g u o

A b s t r a c t

O p h io l it e s in o r o g e n ie b e l t s o f C h in a a n d u l t r a m a f ie r o e k s r e s u l t in g f r o m t h e i r d i s in t e g r a t io n

a r e m o s t l y e x p o s e d a l o n g s u t u r e z o n e s a n d d e e p f a u l t s ,

f o r m i n g 2 r o e k b e l t s o f d i f f e r i n g a g e s a n d

5 iz e s
.

In t e r m s o f t im e , a n e i e n t o p h io i t e s p r e d o m i n a t e
,

M e s o 一

C e n o z o i c o n e s e o m e n e x t a n d P r o t e r o -

z o i e o n e s a r e r a r e
.

S o m e m a jo r o P h i o l i t e b e l t s a r e u s u a l l y e o m p o s i t e r o c k b e l t s e o m p o s e d o f t w o o r

m o r e o p h io l i t e b l o e k s o f d if f e r e n t a g e s a n d t e e t o n i e t y p e s
.

W it h t h e s o u t h e r n m a r g i n o f t h e T a r im
-

S i n o 一

K o r e a n p l a t f o r m a s t h e b o u n d a r y
, o p h i o l i t e s i n o r o g e n ie b e l t s o f w e s t e r n C h i n a h a v e a t e n -

d e n c y t o b e e o m e y o u n g f r o m n o r t h t o s o u t h
,

w h ic h m ig h t im p l y t h a t t h e r e 15 a n e v o l u t io n m e e h a -

n i s m o f s u e e e s s i v e s o u t h
一

d i r e e t e d a e e r e t i o n i n t h e w e s t e r n a n d s o u t h w e s t e r n P a r t s o f t h e C h i n e s e

m a i n l a n d
.

A e e o r d i n g t o t h e s e e t io n t y p e s o f o p h i o li t e s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s t a g e s o f o e e a n ie b a s ie s ,

o p h i o l i t e s o f C h in a m a y b e d iv id e d i n t o f o u r t e e t o n i e t y p e s : i n it i a l o c e a n i e b a s i n t y p e ,

m a t u r e o -

e e a n i e b a s i n t y p e ,

is l a n d a r e t y p e a n d r e l i e t o e e a n i e b a s i n ( n o n 一 o p h i o l i t e ) t y p e o f m a f i e
一 u l t r a m a f i e

r o e k s ,

w i t h t h e f i r s t t y p e p r d o m i n a t i n g a n d t h e o t h e r s b e i n g l e s s im p o r t a n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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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n z o n i t ie g n e i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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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i r o e e u r r e n e e , e o m p o s i t i o n , e n e l a v e s ,

p a l im p s e s t s t r u e t u r e a n d i n t r u s i v e e o n -

t a e t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p r o v e t h a t t h e y a r e a n e ie n t g r a n i t i e p l u t o n s w h ie h n o w o e e u r i n t h e f o r m o f

g n e i s s s
.

T h i s e o n f i r a m t io n h a s s i g n i f ie a n e e f o r t h e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o f t h e e o m p o s i t io n o f t h e o r i g i
-

n a l Q i n l i n g G r o u p a n d s t u d y o f t h e e a r l y e v o l u t i o n o f t h e e r u s 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