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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昌江 一 邦溪地区中深层次动力变质岩

类型划分及动力变质作用研究

张业 明 付建明 曾波夫

(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

宜昌 4 4 3 0 0 3)

摘 要 运用变质岩石学理论及韧性剪切带和显微构造学的基本方法
,

对研究区韧性剪切带中深

层次动力变质岩的类型 划分和动力变质作用进行了初步研究
。

将动力变质岩划分为糜棱岩和构

造片岩两类及其相应的亚类
。

认为戈枕和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分别经历了绿片岩相或高绿片岩

相和低绿片岩相动力变质作用
,

其形成温度分别为 4 0 0 一 50 0℃和 3 00 一 350 ℃
。

关键词 动力变质 作用 糜棱 岩 构造片岩 昌江 一 邦溪地区 海南

1 区域地质概述

昌江 一 邦溪地处海南岛西部
,

是我国著名的石碌铁矿产地
。

区内出露晚元古代和古生代

变质地层以及大量晚加里东期 一 燕山期花岗质侵入体
。

以昌江 一 琼海 区域深大断裂为界
,

南

部存在戈枕和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
,

各 自大致沿石碌地 区上元古界西
、

东两侧展布
,

并组成印

支期对冲式韧性剪切推覆构造系统 ; 北部发育河叉岭韧性剪切带
,

印支
一
燕 山期 自南西向北东

的逆冲推覆作用
,

使早古生代变质岩系堆叠于晚古生代地层之上
,

并形成
“

飞来峰
”

和
“

构造窗
”

构造组合
。

此外
,

在晚元古代石碌群 内部
,

由于受前加里东期近水平韧性剪切作用
,

在较强能

干层之下的弱能干层中形成了一套具典型韧性剪切带变形构造但不具糜棱岩特征的动力变质

岩石
,

前人厘定的第五层 「’ ]实际上为一顺 层韧性剪切带
。

在上述韧性 剪切带中
,

主要发育反

映中深层次流变特点的动力变质岩石
,

大致可归为糜棱岩和构造片岩两类
,

前者为韧性逆冲推

覆剪切的产物
,

后者主要分布在伸展体制下的顺层韧性剪切带之 中
。

同变形期矿物共生组 合

及共生矿物对等研究
,

为中深层次动 力变质岩变质程度和变形条件的确定提供了依据
。

2 中深层次动力变质岩类型的划分

以目前动力变质岩分类方案 ( R
.

H
.

S i b so
n ,

1 9 7 7
、

陈曼云和刘喜 山
,

19 9 0
、

宋鸿林
,

19 9 1) 为

基础
,

并综合考虑显微变形组构
、

原岩类型和动态重结晶程度等
,

将本区中深层次动力变质岩

总体上划分为糜棱岩和构造片岩两类
。

2
.

1 糜棱岩类

主要沿戈枕和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产出
,

同时在河叉岭韧性剪切带强变形地带也有出露

根据原岩类型首先分成花岗质
、

云母 一 石英质和碳酸盐三个糜棱岩亚类
,

又在每亚类中按碎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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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与基质矿物含量
、

矿物变形及显微变形组构等
,

细分岩石类型
。

2
.

1
.

1 花岗质糜棱岩亚 类

包括糜棱岩化花岗岩
、

花岗质初糜棱岩和花岗质糜棱岩三种常见的岩石类型
,

并依次反映

了韧性变形由弱到强的递进演变过程
。

(l )糜棱岩化花岗岩
:

由乌烈
、

石碌等花岗岩体变形而成
,

空间上分布在戈枕和石碌水库韧

性剪切带边部
。

岩石基本保留原花岗岩的结构
、

构造特征
,

新生基质矿物含量在 10 % 以下
,

仅

石英发育变形纹和波状消光
,

长石类矿物几乎未见变形改造
。

( 2) 花岗质初糜棱岩
:

见于戈枕韧性剪切带边部
,

在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内部也间或出现
。

这种岩石具微弱糜棱面理
,

矿物变形较为明显
。

碎斑含量 60 % 一 80 %
,

以钾长石 (微斜长石 )

为主
,

另有少量普通角闪石
,

多呈棱角状或透镜状
。

基质矿物主要由云母类和石英组成
,

显示

流动构造现象
。

除石英普遍经历晶质塑性改造外
,

长石类矿物也发育机械双晶
,

局部与基质矿

物组成旋转变形组构
。

( 3) 花岗质糜棱岩
:

广泛出现在戈枕和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中部
。

岩石呈现强烈的流动变

形构造
,

糜棱组构明显
。

碎斑含量 20 % 一 40 %
,

成分为斜长石
、

微斜长石和角闪石等
,

多呈椭

圆形或眼球状
,

有不同程度的旋转变形
,

构成典型的
“

a’’ 型旋转碎斑系
。

基质矿物有石英
、

白云

母
、

黑云母
、

绿泥石
、

细粒化斜长石和钠长石
。

显微变形组构极其发育
,

如石英带状消光
、

核 一

慢构造和拔丝构造等
;云母则以

“

云母鱼
”

出现 ; 长石类矿物碎裂化
、

石香肠化和具强烈机械变

形双晶等
。

此外
,

由流动基质组成的 S 一 C 组构也广泛出现
。

2
.

1
.

2 云母 一 石英质糜棱岩亚类

主要由卷入戈枕韧性剪切带的抱板群片岩系和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中的石碌群经韧性变

质变形改造而成
。

同花岗质岩石相比
,

这类岩石主要含石英和云母等弱能干性矿物
,

故在同一

构造带内表现出更强烈的变形特性
,

岩石类型常为初糜棱岩
、

糜棱岩和超糜棱岩
。

( l) 云母 一 石英质初糜棱岩
:

分布在戈枕和石碌两条韧性剪切带西缘
。

不论在野外露头抑

或显微镜下
,

岩石韧性变形特点较清楚
。

残斑矿物含量在 90 % 一 50 % 之间
,

其成分 主要为石

英
、

云母和绿帘石等
。

手标本上
,

基质呈现假流纹构造
,

绕残斑分布
,

显示韧性流动特点 ; 在微

观域内
,

基质中不仅矿物集合体呈定向分布
,

构成细条带或条纹
,

而且单个矿物也为定向排列
,

尤以片状矿物更为明显
。

( 2) 云母 一 石英质糜棱岩
:

沿戈枕和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强变形部位发育
。

碎斑结构 明

显
,

成分主要为石英
、

云母和少量绿帘石
,

但残斑矿物含量明显减少 ( 50 % 一 10 % )
,

其外形多为

扁豆体状
,

长轴与糜棱面理方向一致
。

镜下不仅可以见到矿物显著拉长
、

S 一 C 组构
、

剪切褶

皱
、

变形变质分异条带等变形组构
,

而且还 见到动态重结晶现象
。

( 3) 云母 一 石英质超糜棱岩
:

仅出露在戈枕和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 中心强烈变形地带
。

岩

石标本呈致密状
,

颜色较暗
,

常 见由不同成分或颜色构成的条痕状构造
。

原岩组构特点几乎消

失殆尽
。

残斑矿物以早期交代成因的微斜长石为主
,

含量在 10 % 以下
,

发育旋转组构
,

且常 见

细颈化和石香肠化现象
。

变形组构主要有石英条带和分异条带等
,

细粒化作用使绝大多数矿

物颗粒粒径减小至 0
.

02 m m 以下
,

且矿物之间界面的可分辨性较差
。

集 合体定向分布
,

而单

个矿物 (粒状 )晶体则无定向或仅具弱定向
。

2
.

1
.

3 碳酸 盐糜棱宕亚类

发育在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和河叉岭主推覆构造面中
,

常 见大理岩初糜棱岩和糜棱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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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两种基本类型
。

大理岩初糜棱岩由方解石构成碎斑
,

含量达 70 % 一 80 %
,

呈不规则透镜状

沿一定方向断续平行排列
,

机械双晶十分发育 ; 基质 为方解石
、

白云石和少量石英
、

黑云母
,

绕

碎斑分布
。

糜棱大理岩在矿物组成上与大理岩初糜棱岩相近
,

但碎斑含量降至 30 % 一 60 %
,

变形也有显著增强
,

除常见方解石机械双晶外
,

还可 见单晶拉长定向现象
,

长
、

短轴之 比可达

5 : 1
,

显示出一定的晶质塑性变形行为
。

2
.

2 构造片岩类

综合动态重结晶程度
、

变质作用强度和面状构造特征等多种因素
,

进而分成劈理化构造片

岩和变晶糜棱片岩两种岩石类型
。

( l) 劈理化构造片岩
:

见于石碌顺层韧性剪切带和河叉岭韧性逆冲剪切带之中
,

这两条剪

切带形成于中部构造层次
,

其中岩石以强变形
、

弱变质为主要特征
。

石碌顺层韧性剪切带
,

构

造上成为上覆厚层白云质大理岩和下伏厚层石英岩的分划面
,

变形现象异彩纷呈
, a 型褶皱

、

S

一 C 组构和拉伸线理等俯拾 皆是
。

但在微观域中
,

除劈理构造极其发育外
,

一般不见亚颗粒和

核 一 慢构造等动态恢复变形组构
。

新生绢云母
、

石英
、

绿泥石等矿物沿劈理面分布
,

由于变质

作用微弱
,

常保留较多的残余层理
。

这种岩石具有糜棱岩常见的变形构造
,

但不发育糜棱岩的

典型矿物变形结构
,

反映出低热流状态下以顺层剪切滑动为变形机制的动力变形变质岩的流

变学特征
。

( 2) 变晶糜棱片岩
:

仅见于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中部
。

岩石外貌同云母 一 石英质糜棱岩有

相似之处
,

由石英和云母两种矿物相对聚集组成的条带构造极为发育
。

但显微变形组构研究

表明
,

这种岩石静态重结晶作用十分强烈
,

石英多已重结晶成粗大晶粒 ( 0
.

1 m m 士 )
,

晶体界线

一般呈现缝合线状或三结点直线状
,

局部 尚残 留糜棱结构痕迹
。

3 动力变质作用

3
.

1 韧性剪切带岩石的矿物组合及其变化

韧性剪切带内发育的糜棱岩系
,

总体上矿物成分并非构成一个稳定共生的双变平衡组合
,

而仅表示处在单变平衡状态下的 一组矿物 〔’ 〕
。

糜棱岩所具有的特殊组构— 碎斑结构
,

本身

就是两种或多种矿物组合相统一的产物
,

其中碎斑矿物组 合大致可以反映韧性剪切变形之前

的变质作用条件
。

与韧性变形相伴形成的变质矿物
,

具有 良好的晶体优选方位
,

并平行糜棱面

理或剪切面理分布
,

围绕残斑矿物生长
。

对于残斑矿物端部压力影内充填的矿物
,

有时虽无明

显的定向性 (特别是粒状矿物 )
,

但也应归属韧性变形变质矿物组 合之列
。

至于其它非定 向分

布
、

无光学异常或虽定向排列但切割糜棱面理和剪切面理的矿物
,

尽管也出现在基质 中
,

一般

被视为变形期后迭加变质矿物
。

依据上述各期矿物划分原则
,

以系统的岩石学鉴定为基础
,

并结合区域变质资料
,

将戈枕

和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内变形变质岩石的组成矿物归并为剪切期前区域变质矿物组合
、

同剪

切期矿物组 合和剪切期后矿物组 合 (表 1 )
。

3
.

2 动力变质程度及变质条件

3
.

2
.

1 动 力变质程度

表 1所列同剪切变形期变质矿物共生组合
,

揭示了戈枕和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动 力变质

程度分属绿片岩相和低绿片岩相
。

显微变形组构研究也 得出同样的结论
。

I
才 .

A n d er so
n
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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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韧性剪切带内岩石矿物共生组合

T a b le 1 M i n e r a l理沼 e
m b la g se o f t h e

ak t呢 e n小 dyn a m om
e ta m o rP h ie r

倪抽

剪剪切带带 原岩岩 剪切期前矿物组合合 同剪切期矿物组合合 剪切期后矿矿

名名 称称 系列列 (区域变质和热变质 ))))) 物 组 合合

戈戈戈 花花花 黑云母 + 微斜长石 十钠长石 十 石英英英

枕枕枕 岗岗岗 黑云 母 + 钠长石 + 石英英英

韧韧韧 质质质 黑云母 + 绿泥石 + 钠长石 + 石英英英

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剪剪剪 泥泥 白云母 + 黑云母 + 石英英 白云母 十 石英英 石英 十 绿泥石石

切切切 质质 白云母 十 石英 十 黑云母母 黑云母 + 白云母 + 绢云母 + 钠长石石石

带带带带 石英 + 白云母母 + 石英英英
微微微微斜长石 + 斜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母 云母 + 绿泥石 + 石英 十 钠长石 + 石石石

+++++++ 角闪石石 英英英

微微微微斜长石 + 石英英 黑云母 + 绿泥石 十 钠长石 十石英英英
黑黑黑黑黑云母 + 石英 + 黄铁矿矿矿

石石石 花花花 绿泥石 + 石英 士钠长石石石

碌碌碌 岗岗岗 绿泥石 + 绿帘石 十 石英英英
水水水 质质质 绿泥石 + 石英 十 钠长石石石

库库库库库 绿泥石 + 绿帘石 + 绢云母母母

韧韧韧韧韧 白云母 + 石英 + 钠长石 士绿泥石石石

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剪剪剪 泥泥 白云母 + 石英英 白云母 十 绢云母 + 石英英英

切切切 质质 绢云母 + 石英 士绢云母母 绢云母 十 石英英英
带带带带 白云母 + 绢云母 + 石英英 石英 + 绢云母母母

石石石石英 士白云母母 绢云母 + 绿泥石 十石英 + 褐帘石石石

绿绿绿绿绿泥石 十 石英 士绢云母母母

钙钙钙质质 方解石 十 白云石石 方解石 十 白云 石 + 赤铁矿矿矿

为
,

当以显微破裂为主 向位错蠕变转化时
,

是随矿物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

石英相当于绿 片

岩相
,

钾长石相当于绿片岩相 一 低角闪岩相
。

在戈枕韧性剪切带中
,

石英普遍发生韧性流动变

形
,

少量微斜长石因塑性流变而具有一定的晶质塑性变形行为
,

因此
,

该韧性剪切带形成于较

深的构造部位
,

其主期变质程度为绿片岩相或高绿片岩相
。

此外
,

该带中石英广泛发育次底面

I 型变形纹和镶嵌多晶条带
,

并沿菱柱面滑动形成优选定向组构
,

据此推测其形成温度较高
。

而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内具有典型塑性变形行为的矿物仅有石英和云母类
,

长石类矿物无论

在镜下还是露头上都呈碎裂变形结构
,

由此反映的变形环境大致相当于低绿片岩相的温
、

压地

质条件 0
。

与早期区域变质相比
,

动力变质表现出退化变质作用特点
。

宏观上
,

戈枕和石碌水库韧性

剪切带构成了该区两条较为醒 目的退化变质带
。

这种退化变质现象
,

在镜下通过较高温矿物

向低温矿物的转化表现出来
,

主要转化关 系归纳有黑云母~ 绿泥石
、

角闪石一绿泥石
、

白云母

~ 绢云母
、

斜长石~ 绿帘石
、

角闪石~ 绿帘石等
。

退化变质作用不仅造成了原有矿物组合的变

化
,

而且对残斑矿物的化学成分也有一定的改变
。

就残斑斜长石而言
,

aC O 和 iS ()z 含量逐渐

降低 (表 2 )
,

斜长石牌号也逐渐降低
。

.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1 :
5 万 昌江县幅

、

邦溪幅地质报告
.

19 9 5
。



30 华 南 地 质 与 矿 产 19 9 7年

表 2 残斑斜长石核部和边部化学成分 (重量 % )

T a b le 2 C h em ie a l e o m P 0 s i t io n s o f po Pr h y r o id P la g ioc las e oc
r
es

a n d s id cs

部部位位 Si ( ) 222 A 12 ( )
333 K z

( ))) C
a

( ))) N aZ (〕 lll M gOOO T 1
0

2

……
一 M l l

( ))) C rZ ( ) 333 F e
( ))) 乏乏

核核部部 6 5
.

9 6 000 2 2
.

8 8 777 0
.

1 8 222 3
.

3 6 444 8
.

1 2 000 0
.

0 7 555 0
.

0 2 222 0
.

0 1 000 0
.

0 1 111 () 4 111 1 0 0
.

6 7 111

边边部部 6 4
.

7 6 111 2 2
.

3 0 888 0
.

1 5 666 3
.

1 3 888 一一 0
.

0 0 222 fff 0
.

0 1 888 0
.

0 1 999 0
,

0 4 555 9 7
.

5 2 888

6666666666666
.

8 9 11111 00000000000

3
.

2
.

2 温
、

压参数估算

为了定量估算韧性剪切带动力变质的温压参数
,

在详细镜下工作基础上
,

根据出现的矿物

种类及矿物共生关系
,

特选白云母 一 绿泥石地质温度计进行温度测算
。

这两种共生矿物电子

探针测定结果见表 3
。

利用共生的白云母 一 绿泥石 lA 分配等温线图 ( oP ot k
,

1 9 7 5 )
,

估算出戈

枕和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动力变质作用的温度分别为 4 0 0 一 5 00 ℃ 和 3 00 一 3 50 ℃
。

另据战 明

国等 ( 1 9 9 2) 研究 [“ ]
, 一

戈枕韧性剪切带形成的是异应力在 1 49 一 2 45 M P a 之 l旬
。

结果 见表 4
。

表 3 韧性剪切带矿物化学成分测定结果

T a b le 3 C h e
m ie a l e o m P 0 s i t i

ons
o f m i n e r a l s i n t h e d u e t i l e s h e a r z o n e s

矿矿物物 样 品编号号
六

.

呻̀
,,

化 学 成 分 ( % ))) 备备

名名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 注注
IIIIIII J也也 5 10

222
A 1

2
O

333 K Z
OOO
一

N a Z
( ))) C

a
( ))) M g ( ))) T i ( )

222 M n ( ))) C rZ ( )
333 F e ( ))) 艺艺艺

斜斜长石石 D l 一 I
`

一 b 444 戈

……
5。

.

、 5

司司呈
6 8 , 333 0

.

1 1333 7
.

0 7 777 咋 竹 气勺勺
0

.

0 3 000 0
.

0 0 222 000 000 0 13 111 10 0
.

3 4 333残残

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 斑斑韧韧韧韧韧韧韧韧韧
, , , ` , 尹尹尹尹尹尹尹尹

矿矿

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物物
角角闪石石 D l 一 I

’

一 b 333 剪剪 4 4
.

7 8 999 7
.

5 2 888 0
.

7 9 444 1
.

555 10
.

0 5 444 9
.

1 6 777 0
.

2 4 111 0
.

4 8 000 0
.

0 7 555 18
.

7 8 999 9 2 9 4 11111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白白云母母 D l 一 工
’

一 b 444 带带 4 6
.

2 9 888 3 4
.

9 1222 10
.

7 9 999 0
.

3 7 666 0
.

0 1 111 0
.

5 9 333 0
,

3 2 777 000 000 1
.

6 1777 9 5
.

0 2 888 基基

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绿绿泥石石 D l 一 I
`

一 b 44444 2 7
.

7 6 111 1 7
.

9 5 555 0
.

1 3 333 0
.

。3·

{{{
0

.

1 5 111 1 3
.

4 6 333 0 17 333 0
.

2 9 999 0
.

0 1000 2 7
.

7 1 222 8 7
.

9 9 555 矿矿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黑黑云母母母母 3 5

.

6 1 999 15
.

7 9 444 9
.

0 9 000 0
.

0 4 777 0
.

0 1 111 9
.

3 9 000 1
.

9 3 111 0
.

2 1222 0 0 0 555 2 1 5 6 666 9 3
.

6 9 44444

白白云母母 D l 一 工
’
一 b 1 888石碌碌4 8

.

9 6 777 3 5
.

2 7 222 9
.

2 1 666 0
.

0 2 444 0
.

0 1 333 1
.

5 7 999 0
.

1 1888 000 000 0
.

8 8 999 9 6
.

0 7 777 残残
水水水水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

一一

斑斑
韧韧韧韧韧韧韧韧韧韧韧韧韧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矿矿

绿绿泥石石 D ll
一

n
`
一

b 1 999剪切切 2 5 9 1444 2 3
.

1 3 111 0
.

4 4 555 OOO 0
.

0 0 333 1 0
.

7 000 0
.

1 4 999 0
.

5 0 000 000 2 8
.

5 9 777 8 9
.

4 3 999 物物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白白云母母母母 4 9
.

7 1 111 9 4
.

5 6 777 9
.

9 8 444 000 0
.

3 6 555 0
.

5 1222 0
.

0 3 444 0
.

0 0 444 000 1 1 5 111 9 6
.

3 2 888 基基

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
绿绿泥石石 D m 一 m

’
一 b 188888 2 8

.

8 7 555 1 9
.

8 8 666 0
.

3 0 555 0
.

14 333 0
.

1 2 111 1 3
.

5 2 777 0
.

1 0 999 0
.

2 7 111 0
.

0 0 555 2 3
.

7 3 999 8 7
.

0 8 222 矿矿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表 4 韧性剪切带动力变质温
、

压参数

T a b l e 4 T e m ep r a t u r e a n d P r e ss u r e o f d y n a m o m
e t a m o r P h is m i n d u c t i l e s h c a r z o n c

一

暨望11够色{
共生矿物对 分配系数

X l = 0
.

2 4 5

变质作用时间
、

类型

印支期韧性剪切变形

温度 ( ℃ ) 差异应 力( M P a ) [ “ l

戈枕韧性

剪切带 X Z 二 0

X I 二 0

变另鹭建星

—住 3 2 11 晋宁 一 加 里 东其

4 0 0 一 5 0 0 14 9 一 2 4 5

加 里 东期 区 域

石碌水库

韧性剪切带

签型
:

_

塑
_

}
一

卿乳-
_

X , 二 0
.

28 4
{ 印支期 韧性 剪切变 形

x Z二 0
.

5 7 4 」变质

4 2 0
一

5 0 ( )

3 0 0一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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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和讨论

1) (以现有分类方案为基础
,

并综合考虑显微变形组构
、

原岩类型和动态
、

静态重结晶程度

等
,

将昌江 一邦溪地区韧性剪切带内的中深层次动力变质岩划分为糜棱岩类和构造 片岩类及

其相应的亚类和岩石类型
,

其中糜棱岩类是韧性剪切带特有的岩石
,

而劈理化构造片岩也可作

为识别韧性剪切带特别是顺层韧性剪切带的重要标志
。

( 2) 戈枕和石碌水库韧性剪切带动力变质程度分别为绿片岩相或高绿 片岩相和低绿 片岩

相
,

前者形成的温
、

压参数为 4 0 0 一 5 0 0℃ 和 14 9 一 2 4 5 M P a ,

后者形成 的温度为 30 0 一 3 50℃
。

绿片岩相是金矿形成的理想条件
,

海南岛西部地区产于戈枕韧性剪切带中的金矿床
,

一定程度

上同绿片岩相韧性剪切变形变质作用有着内在联系
。

本文是在 1 : 5 万昌江县幅和邦溪幅区调报告基础上整理而成
。

参加本项工作的还有赵子

杰研究员
、

吴桂捷副研究员
、

徐安武副研究员等
。

工作中得到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和海南地质

矿产勘查开发局领导
、

专家的关心和指导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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