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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勉
、

略一带古板块缝合带存在标志

及与南秦岭板块构造的演化关系

杨 宗 让 胡 永 祥
( 陕 西省地矿局 第二地质 队 )

摘要 本文运用板块钩造的观点
,

从蛇绿岩
、

混杂堆积和双变质带等方面论述了陕西勉 县一略 阳

一带南秦岭褶皱带与摩天岭褶皱带之间的古板块缝合带的存在标志
。

并对缝合带两侧 青石
、

构 造

组合特征
、

古板决构造环境类型及板块俯冲与南秦岭构造的演化关系
、

俯冲方向及蛇绿 岩 套
、

古

缝合带的形成时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

认为板块俯冲方同指北
,

经两次碰撞后最终形成缝 合 带
。

本义还结合板块构造理沦
,

探讨了南秦岭古板构造与矿产分布的关系及矿产分布规律
,

并进 行 了

成矿顶测
。

关键词 勉略一带
,

南秦怜
,

蛇绿岩
,

混杂堆积
,

板块钩造

对板块俯冲碰 撞引起的一系列板间
、

板内地质
、

构造的演化关系
,

特别是混杂堆积
、

蛇

绿岩套
、

蓝闪片岩带及复理石建造
、

磨拉石建造等时空的演化关系
,

简单地用传统的槽台观

点很难解释
。

勉
、

略
、

宁 “
三角

”
地区地处南秦岭褶皱带与扬子古陆间狭窄的

“
三 角

”
构造

区
。

区 内地质构造复杂
,

地层层序混乱
。

前人在该 区工作不少
,

积累 了大量 区域地质构造资

料
。

笔者在此基础上
,

运用板块构造观点
,

重点对勉 ( 县 ) 一略 ( 阳 ) 断裂带古缝合线的存

在标志及与南秦岭板块构造的演化关系进行粗浅的探讨
。

勉
、

略古缝合带存在的主要依据

勉 ( 县 ) 略 ( 阳 ) 断裂带地处
“ 三角 ”

地区北部
,

近东西向展布
,

西延至
一

甘 肃 康 县一

带
,

东与石泉一安康断裂相接
。

前人认为是一条多期活动的区域性大断裂
,

是南秦岭褶皱带

与摩天岭 褶皱带的分界线
。

通过系统研究
,

笔者认为该断裂带可能是勉
、

略
、

宁 “ 三角 ”
微

古板块与南秦岭古板块俯冲
、

碰 撞而形成的一个古缝合带
。

其主要依据如下所述
。

1
.

1 该断裂带控制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巨大构造单元

断裂带北侧
,

属南秦岭褶皱带
,

主要 由一套碎屑岩
、

碳酸盐岩
、

硅质岩呈韵律
`

}生组成的

类复理石建造
,

属 古生代冒地槽沉积产物
。

断裂带南侧
,

属摩天岭褶皱
二

带
,

主要 由元古代碧

日群火山一沉积变质岩系组成
,

属一套海底喷发细碧一角斑岩建造
,

具典 型优地槽特点
。

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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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秦岭及勉
、

略地区构造单元略图

具有截然不同的沉积环境和构造格局
。

在断裂带内
,

主要有早寒武世含磷

碎屑岩一碳酸盐岩复理石建造 ; 三河口

群 ( D
; 一 : 5

11) 及 略 阳 组 ( C
,

1) 灰 岩 ;

其分布范围狭窄
,

明显受该 断 裂带 控

制
。

断裂带内
,

岩性变化大
,

成 分 复

杂 ; 地层褶皱强烈
,

逆冲断层发育
,

并

有大量超基
`

}生岩产 出
,

是一个重要的超

壳型深大断裂带
。

1
.

2 存在较完整的蛇绿岩套

在该 断裂带 内
,

断续出露有超基住岩体及基性岩脉 50 多处
,

主要浪位于早寒武世 台磷

复理石层及三河 口群 ( D
, 一 2

益 ) 中
。

该带超基性岩属 纯掀岩一斜辉辉侬岩类
,

有豆 关 状 铬

铁矿产出
。

伴随超基性岩产出的还有中基性火山岩
。

西北地研所 ( 1 9了凌年 ) 对该 区超墓性岩

普查发现
,

该带超基性岩均与中基性火山岩伴生
,

井发现二者大致层序是超基性岩产在中性

火山岩之下
。

三岔子超垂性岩体与中基性火山岩的这种关系比较明显
,

超基性岩体与中基性

火山岩整合接触
,

二者 同褶皱
。

沿该带向东至马家山
、

大茅台等岩体旁侧都相继发现有 中基

性火山岩存在
。

鞍子山一带超基性岩体之上有钠 长角闪片岩出露
,

从其产出情况分析
,

共原

岩 可能也属中基性火山岩
,

因近花岗岩体而使其发生中级变质
。

在该带中
,

特别是超基性岩
、

中基性火山宕中或旁侧均见有辉
一

长一辉绿岩}冰穿插
,

三岔

子超基性岩体南侧有大面积辉长
、

辉绿岩体产 出
。

硅质岩在三岔子
、

鞍子山超 基性岩体旁侧

均有出露
,

但目前对其与中基性火山岩的关系及是否有放射虫等尚不洁楚
。

西北地研所 ( 1 9 7 4 ) 将该区超基性岩与 阿尔卑斯超 基性岩作了对 比研究
,

认 为 二 者 相

同
,

定为
“
奥菲奥岩系

” 。
1 9 7 8 年该所朱俊亭把该区超基性按 陆缘增生带产物 处 理

〔 ’ 」 。

笔

者认为
,

该带超基性岩具高铬和富镁
、

铁质
,

冷浸位
、

弱分异等特点
,

属典型俯冲碰撞带超

基性岩
。

其超基性岩与中基性火山岩密 切共生
,

构成了该带蛇绿岩套的主体部分
。

尽管目前

还没有见到完整的蛇缘岩套层序剖面
,

这可能与该带 内大量推覆构造 的胶解彼 坏有关
。

1
.

3 有混杂堆积岩存在

在该带超基性岩体中一般都见有围岩的角侧
; 、

团块
,

其大小祝余
。

三岔子超基性宕多呈

砾状蛇纹岩
,

其砾石成分复杂
,

基质成分多 以蛇纹岩为主
,

可能属蛇绿混杂岩
。

在略 阳火车

站北约 1 如 n
处

,

也见有该套堆积体
,

其大小视杂
,

有些岩块直径达 2一 4 m
,

岩块成分 有硅

质岩
、

中基性火山岩团块及蛇坟岩化 白云岩等
。

该套混杂岩基本上与超基性岩带展布一致
。

该带西延至
一

甘肃积石山一布尔汉布达山一带继续有混杂堆积岩及蛇绿岩 带 产 出 〔 2 , 。 J 。

原略

阳幅 ( 1 9 6 1 ) 曾述到略阳灰岩在何家岩一带
,

见有震旦系硅质灰岩与其棍余 产 出 ; 在 小 偏

河
、

略阳一带见宽约 50 一 I Oo m 左 右的强糜梭岩化
、

角砾岩化构造带
,

可能属一大 的韧性 剪

切推覆构造带
。

带内角砾成分复杂
,

有绢云石英片岩
、

中基性火山 公
、

震旦系硅质灰岩及含

珊瑚化石 L “ ,!ol 曲
。 “ 。 ; s p

.

等的略阳组灰岩
;
角砾最大者在 3 m 以上

。

推断属与俯冲碰撞期推

覆构造有关的混杂堆积岩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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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高温低压变质带及蓝闪片岩带

在该带北侧
,

略阳一徽县之间的志留纪地层中
,

有大量花岗岩及岩岗闪长岩侵位
。

其岩

体分布面积大
,

属典 型混合岩化花岗岩 ( S型 )
。

近岩体围岩中常见红柱石
、

石榴石 等 中
、

高温变质矿物
。

李春显在 1 9 7 3 年 《 再谈板块构造 》 一文中也曾提到东秦岭略阳一柞水 之 间

大面积分布的花岗岩可能与秦岭地槽中第二条俯冲带有关 冈
。

原凤县幅 ( 1 9 6 8 ) 说明书中 写

到
,

志留统属一套深变质片麻岩
、

混合岩
,

致使构造层序不清
。

笔者认为该带 可 能 属 勉
、

略
、

宁 “
三角

”
古岛弧褶皱带与南秦岭古陆块间古洋壳 ( 勉

、

略断裂带中的蛇绿岩套就代表

了该古洋壳的残片 ) 向其南俯冲
,

而在南秦岭仰冲陆缘上出现了高温低压变质带
。

另外
,

该区岩浆岩由基性一中性一酸性岩明显呈带状由南向北依次展 布 ( 图 2 ) ; 岩石

中钾含量也有向北增加的趋势
。

侵入时代也依次变新
,

由南侧华力西期辉长一正长岩系到北

部印支期花岗一闪长岩系的侵位
。

由此可以看出
,

该套岩浆岩及变质岩系在时间
、

空间的演

化上明显地与该洋壳向北俯冲有一定的成因联系
。

蓝闪片岩仅见于该带勉县雷公山北王家山

一带 ( 陶洪祥
,

1 9 8 3 )
。

在其断裂带东延洋县八宝台一带
,

西安地矿所 ( 1 9 8 4 ) 报道发现有

绿纤石
。

但目前在略阳一带尚无发现
。

子子乒乒

`̀

丫丫

才才才
。。 、 夕夕

图 2 南秦岭及勉
、

略地区地质构造略图

1一元古界碧 口 鲜火山岩系 ( tP
Z_

油k )
; 2一中酸性火山岩

: 3一蓝闪片岩 : 4一中基性火山熔岩
; 5一超基性岩

: 6一断

层 ; 7一古缝合带边异 及俯冲方同
; 8一地层 不整合按触界线

,
Z一震旦系

;

C 一寒武系含磷复理石建造
:

5
2一 3一中

、

晚志 留

统白水江胃
;

D
一 : : :飞一甲

、

中泥盆统三河 口群 : D : 一 3
一中

、

晚泥盆 统
;

tD b一泥盆系踏波群 (磨拉石建造 )
;

C
l 工一石炭 系

略 阳组
:

C一石 炭系
;

P一二 叠系
;

T一三叠系
: J一侏罗系含煤磨拉石建造

(据陕西省 1 :

50 万 地质 图及西秦岭 1 :

50 万地质 图修编 )

根据上述标志
,

可 以初步确定
,

勉
、

略断裂带是一个由勉
、

略
、

宁
“ 三角

”
微古板块与

庸秦岭古板块碰掀而形成的古缝合带
。



缝合带两侧岩石
、

构造组合特征及

古板块构造环境类型的分析

板块运动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大地构造环境下
,

往往形成特殊的岩石
、

构造组合
,

而后者

则是恢复古板块构造环境类型的重要依据
。

下面就与勉
、

略古缝合带有关的几个重要古板块

构造单元及其岩石
、

构造组合特征分述如下
。

2
.

1 勉
、

略
、

宁
“ 三角

”
晚元古世古岛弧褶皱系

勉
、

略
、

宁
“
三角

”
地区

,

位于勉
、

略古缝合带南侧
,

主要由元古代碧 口群火山一沉积

岩系组成
。

其火山岩岩石类型以细碧岩
、

玄武岩
、

玄武安山岩
、

流纹岩
、

石英角斑岩为主
,

夹少量硅质岩
、

灰岩透镜体 ;

斑岩建造 ( 夏林折
, 1 9 7 6 )

。

M g O一 5 10
2

和 T i o
:

变异图解
,

飞己O %
4 r

常伴生钠质辉绿岩脉 , 局部见枕状构造
,

属较典型的细碧一角

岩系总厚度大于 3 5 o o m
。

对碧 口群部分火山 岩 进 行 ( F e O )/

大部分落在岛弧拉斑玄武岩区 ( 图 3 )
。

该区火山岩微量元素 C o 、

s r
等含 量

尹沪
一 、

/岳
H

味
, . 、

x I TH )

二川
决’ K ^ 人

3

{ F e o ) / M 百0

(A )

3

( F e o )
一

M ` 0

图 3 碧口群火山岩 ( F e O ) / M g o 一 5 10 2 ( A )

( F e O ) / M g o 一 T IO : ( B ) 变异图

C A一钙碱质火山岩
; T H一拉斑玄武岩系

;

IT H一岛弧拉斑

玄武岩
;
O T H一大洋拉斑玄武岩

和 L a
/ Y b

、

T i/ V 值则多与洋 岛 拉 斑 玄

武岩相 当 〔石 J 。 “ 7

S r
尸

“
S r 初 始 值 ( 0

.

7 04

一 0
.

7 2 6 ) 范围变化大
,

介于慢源与 壳 源

之间
。

T i
一
Z卜 Y

、

T i一 Z 卜 S r 、

T i/ V 等岩

浆判别图显示碧 口 群火山岩属过渡型地壳

类型产物 圈
。

所以
,

推测碧 日群火 山 岩

可能代表了洋内岛弧 系喷发产物
。

区内有

三条超基性岩带
,

且均与岛弧火山喷发岩

带平行 ( 陕二队
, 1 9 8 4 )

。

其 中峡 口释一

袁坝子超基性岩带规模较大
,

推断其 可能

代表了洋内岛弧与岛弧碰撞缝合 的部位
,

属岛弧型蛇绿岩套的主体部分
。

这样
,

其 “
三角

”

地区实质上是属元古代洋内岛弧碰撞
、

合并而形成的一个复杂褶皱山系
。

该褶皱山系大约在 6 00 M
a
前因碰撞褶皱抬升而成古陆岛

。

陶洪祥 ( 1 9 8 3 ) 认为
:

碧 口群

与其东侧的扬子克拉通基底岩系西乡群可对 比
,

所以
,

该褶皱山系应属扬子地台基底部分
。

但由于晚期 ( 大约 6 00 M a
)

,

勉 ( 县 )
、

阳 ( 平关 ) 右行平移大断裂的活动
,

使其向北东方向

发生大规模的平移滑推
,

从而造成其本身一直处于隆起剥蚀状态
,

仅北侧边缘有
“
被动陆缘

型 ” ( 2
2

一 任
;
) 含磷沉积 , 而 扬子古陆西北缘则下沉接受 ( Z

。

一 J ) 的稳定盖层沉积
,

使 后

者具有典型地台结构特点
。

晚古生代勉
、

略
、

宁古陆岛与南秦岭古陆发生碰撞
, ,

口戈仅在勉

( 县 )
、

略 ( 阳 )一带有明显的蛇绿岩套侵位
,

而其东延洋县一带缝合带标志的特点则不够明

显
。

笔者认为可把该褶皱带从扬子古陆分离出来
,

暂称为勉
、

略
、

宁 “
三角

” 微古陆块
。

因

为其很可能是单独与南秦岭古陆发生碰撞的
。

该微古陆块基底岩系为碧 日群 ; 盖层为断头崖

群 ( 2
2

一 〔 , )
,

仅分布在边缘或局部残留盆地中
。

但 111 前己在其北部近 占缝 合 带 南侧 鱼

洞子一带发现有太古代古陆核残留体存在 ( 秦克令
, 1 9 8 3 )

,

说明该摺皱造山带中
,

可脂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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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古老的岩块存在
。

2
.

2 火山弧一深成岩带及高温低压变质带

在古缝合带北侧徐家坪一白水江之间
,

出露 中
、

下志留统 白水江群 ( S
。 一 :

)
,

主要 由千

枚岩
、

砂质板岩
、

炭质板岩组成
。

在白水江群底部第一岩性段下岩层
,

木瓜园到置 口一带
,

断续夹片理化流纹岩
、

安山扮岩
、

凝灰岩等中酸性火 山岩
。

其岩层厚 ZO 0 m
。

置日一带见 有

中酸性火山角砾岩出露
。

该带西延甘肃武都地 区与之相 当层位的白龙江群上亚群中见有粉砂

质板岩
,

局部夹 中酸性火山碎屑岩
;
东延宁陕

、

安康
、

竹溪一带早奥陶一中晚志留统中也有

该套火山碎屑岩 ( 杨森楠
, 1 9 8 5 )

。

这套火山岩分布在南秦岭古陆南侧
,

展布与勉略古缝合

带一致
,

形成时代大 约在早奥陶一中
、

晚志留世
。

而 当时
“ 三角 ” 区内岛弧火山活动早已停

止
,

显然属晚期南秦岭陆缘火山活动的产物
。

在该套地层中有大量辉长一正长岩体
、

花岗一

闪长岩体产出
,

并且岩体呈现出由南向北 由辉 长一正长岩系向中酸性花岗一闪长岩系演化的

规律
,

显示了古生代晚期南秦岭古陆陆缘具安第斯丝大陆活功边缘火 山弧一深成岩活动的特

点
。

另外
,

由于大 量深成岩的侵位
,

该带地层普遍遭受高温低压变质
,

局部达片麻岩
、

混合

岩程度
,

故该带
一

也属高温低压变质带
。

2
,

3 山后盆地及逆掩断裂带

在缝合带北侧 白水江至虞关之间的大河店组 ( S
: _ 。

d )
,

中泥盆统及微县一凤县 之 问 的

十里墩组 ( P
: _ :

hs ) 和留风关群 ( T
;
f1 )

,

均属于一套 由砂岩
、

灰岩
、

页岩互 层 产 出 的 复

理石和类复理石建造
,

其古构造环境相当于造山期后 山后盆地复理石沉积环 境
。

大 河 店 组

( 5
2 _ 。

d ) 主要由砂质板岩
、

灰岩
、

硅质岩夹炭质板岩组成
,

明显构成多个旋回 沉 积 层
,

总

厚达 3 0 0 O m 以上
。

其上与中泥盆统之间有一明显的角度不整合面
,

反映其间有一次大的造山

运动
,

而中泥盆世一早三叠世之间的复理石建造就属于该次造山运动期后 山后残留盆地沉积

的产物
。

另外
,

在 自水江一虞关一 带大河店组 ( S
: _ :

d ) 及中泥盆统中倒转一叠瓦式构造发
一

育 ;

再向北中泥盆统一早三叠统 ( D
:

一 T
,

)中逆冲断层发育 ( 图 选 )
。

在剑面上
,

逆冲断层及倒 转背

斜轴面一般均向南倾
,

与勉
、

略俯冲带配套
,

相当于板块俯冲在仰冲板块上形成的逆掩断层带
。

;}
自水江聂家湾

泣习
`

反习
艺

妥鑫」
3

蕊奎国
“

睡到
:

医弓
:

:廷理
了

经另
“

{二习
沐

巨习
功

口 4 略阳一 白水江一聂家恋地质构造剖面示意图

l一地层代号
; 2一花岗岩或闪长岩

; 3一正 长岩或蛇纹告
: 4一 称岩

; 5一砂岩
;
。一板岩

;了一片岩
: 8一灰 岩

,

白云右
; 9一过冲

断层 ;
10 一性反不 明断层

(据 1 :

20 万凤县幅修改 )

几



2
.

4 前复理石建造和前陆盆地磨拉石建造
·

i

在古缝合带呼
, ,

千
·

震旦一下寒武统 ( 几一 。
:
) 主要为由磷块岩

、

含锰灰岩
、

石英岩
、

白
.

)
云岩等沉积岩组成的成熟型复理石建造

,

具有大西洋型被动陆缘沉积特点
。

金家河一茶店一

天台山一带的磷块岩就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
。

该套岩系在勉
、

略
、

宁古陆边缘也出露有断头

崖群 ( Z
:

一 任
;
)

,

反映二者当时可能是处于相 同的古沉积构造背景
,

该套岩系形成时代 比

缝合带北侧 白水江群 ( 5
2 _ 。

) 火山岩早
,

它可能代表了南秦岭古陆在俯冲之前陆缘沉积 建造

的特点
。

缝合带中的蛇绿岩
、

混杂堆积体及蓝闪片岩大部分都产在该岩系中
。

据前所述
,

白

水江群底部火山岩代表了晚古生代南秦岭古陆南侧陆缘活动大陆边缘火山沉积的特点
,

原南

秦岭被动陆缘必然有一个因俯冲而转变为安第斯型活动陆缘的过程
。

在此过程中
,

有许多古

洋壳残片冷侵位于下寒武统中
,

一起构成了俯冲增生杂岩带
。

缝合带中的三河 口群 ( D
, _ : s h ) 和略阳组 ( C

;

1) 灰岩则属晚期山前盆地沉积
,

并 直 接

覆盖在该增生杂岩带之上
。

磨拉石建造
,

主要分布在古缝合带南侧踏波寺一 带
。

原 略 阳幅

( 1 9 6 8 ) 划分的踏波群 ( D 比 ) 是一套砾岩
、

砂岩
、

杂色砾状灰岩沉积建造
,

其直接不整合

覆于勉
、

略
、

宁 “
三 角

” 古岛弧褶皱系 ( 碧 口 群 ) 之上
,

分布范围较小
,

明显受山前断陷盆地

控制
,

属造山后期前陆盆地磨拉石堆积
。

另外
,

在勉县北部有侏罗纪砂砾岩含煤建造
,

其砾

石成分复杂
,

有花岗岩
、

石英片岩等
; 角砾棱角明显

,

分选性差
;
其分布受山前断裂控制

,

属前陆盆地含煤磨拉石建造
,

代表了该缝合带的最终缝合时代
。

俯冲方向及蛇绿岩套
、

古缝合带的形成时代间题讨论

俯冲方向的判断实质上就是俯冲板块和仰冲板块的确定问题
。

根据南秦岭板块上高温低

压变质带及火山弧一深成岩带的存在
,

应属仰冲板块无疑
。

而俯冲板块则不能简单地就确定

为 “ 三角
”
微古陆块

。

根据古缝合带中有较完整的蛇绿岩套及 蛇绿混杂岩等
,

推断南秦岭古

陆块与
“
三角

” 微古陆块在碰撞缝合之前其间有一较宽 阔的古洋盆存在
。

缝合带中的蛇绿岩

套就代表了该古洋壳在俯冲增生带中的残片
,

现暂把该洋盆称之为
“ 勉

、

略
、

古洋盆
” ,

显然

它就是俯 冲板块了
,

而勉
、

略
、

宁
“ 三角

” 微古陆块则是作为该古缝合带南侧碰撞单元的
。

关于蛇绿岩套的时代问题
,

应考虑其原生时代和侵位时代两种情况
。

原生时代也就是勉
、

略古洋盆的形成 时代
,

根据蛇绿岩套浸位的最老地层为晚震旦世
,

结合洋盆南侧
“
三角

”
古

岛弧褶皱带的形成时代大约在 6 00 M a 前
,

推断该洋盆属大约在前震旦纪以前就 已存在的 残

留边缘古洋盆
。

蛇绿岩套的侵位时代
,

主要依据其侵位地层时代和南秦岭陆缘火山活动时代

来确定
。

该套蛇绿岩大部分侵位于上震旦统及下寒武统之中
,

反映是在早寒武世 以 后 侵 位

的
。

南秦岭陆缘大约在早寒武到中
、

晚志留世之间 ( 任
,

一 S
: 一 。

)
,

使原被动陆缘转变成活动

陆缘时期
,

所以
,

该蛇绿岩套的主要侵位时代大致 可确定在早寒武世 到 中 晚 志 留 世 之 间

( 任
;

一 5
2 _ 。

)
。

古缝合带的形成时代
,

实质上包括从俯冲开始到最终碰撞封闭这一段时间
,

俯冲时代大

致应与蛇绿岩套早期侵位时代 ( 〔 ;

一 S
: 一 。

) 相当
。

而缝合带的最终封闭时代
,

主要依据磨拉

石建造 的形成时代米确定
。

j达
一

县北山一带的侏罗纪含煤磨拉石建造就代表了该古缝合带最终



封闭造山的产物
。

南秦岭板块上山后盆地沉积层大约在早三叠世沉积后褶皱
、

抬升
、

造 山
,

所以可确定其缝合带的最终形成时代在早三叠世到早侏罗世之间 ( T
,

一 J
,

)
。

这个时代相当

于印支运动晚期
。

值得注意的是
,

该缝合带形成过程中在大河店组 ( S : _ 。
d ) 与中泥盆统之间有一次大的

碰撞造山事件
,

造成二者之间明显的角度不整合接触
,

并在缝合带南侧踏波寺一带形成山前

盆地磨拉石堆积 ( 踏波群D bt )
。

但这次造山运动并未使勉
、

略古缝合带完全缝合
,

在其勉
、

略碰撞带 中及南秦岭古陆上还有 D
Z

一 T
,

的抗积
。

实质上
,

这次造山运动很可能是南秦岭古陆

与
“

三角
”
微古陆块早期碰撞缝合引起的

,

该不整合面也反映了南秦岭华力西运动的痕迹
。

板块俯冲与南秦岭构造的演化关系

通过上述讨论
,

可以清楚地看出
,

南秦岭板块的演化与
“

勉
、

略古洋壳
”
向其俯冲及勉

、

略
、

宁
“
三角

” i故古陆块与其碰撞有密 切的关系
。

初步认为
,

大约在震旦纪前
,

勉
、

略
、

宁

“ 三角
” 微古陆块与南秦岭古陆块间被广 阔的勉

、

略古洋盆相隔
。

在晚震旦世到早寒武世之

问 ( Z
:

一 任
,
)

,

南秦岭古陆南缘及
“
三角

”
古陆北缘均属大西洋型稳定沉积环境

,

接受 了含

磷碎屑岩一碳酸盐者复理石沉积 ( 图 S A )
。

大约在早寒武到中一晚志留世之间 ( 任
;

一 5
2一 。

)
,

可能 由于勉
、

略
、

宁 “
三角

”

微古陆块向北运动加快
,

使其间勉
、

略古洋壳向南秦岭陆缘俯

冲
,

从而使原被动陆缘转变为安第斯型活动陆源环境
,

在略阳一白水江之间接受火山弧喷发

及白水江一带的中
、

晚志留统弧后盆地沉积 ( 图 S B )
。

直到大河店组 ( 5
2 _ 3

d ) 沉 积 以 后
,

该区因碰撞而发生第一次大规 模 造 山 运

动
,

使 白水江群褶皱抬升
,

形成 白水江古

绷岛
,

并在陆缘伴随有大量华力西期辉长

一正长岩仅位
。

这次造 山运动
,

造成南秦

韧板块上 自水江一聂家湾问 S
: _ 。 d 与 D :

间

明显的角度不整合
,

并最终在南侧
“

三角
”

古岛弧褶皱带上有踏波群磨拉石 堆积
。

当

时古洋盆可能 己基本消失了
。

大约在中泥

盆纪以后
,

由习
“ “
三 角

” 微古陆块继续北

移
,

使其俯冲作 f]J 在陆内继续加深
,

从而

在自水江一李家河 lbj 又形成中生代山后盆

地
,

并按交中泥盆世到 早 三 叠 世 ( D
:

一

T :
) 复理石沉积

;
在碰撞带中则有山前盆

地三河口群 ( D
, _ : s h ) 及略 阳组 ( C

,

1) 灰

岩的沉积 ( 图 S C )
。

大约在早三叠世 到

早侏罗 世间 ( 1rj 一 J
,
) 发生了第二次碰撞

造山运动
,

使整个碰撞带最终封改
,

形成

勉
、

略古缝合带
,

使南秦岭板块上的中泥

;

匕》 猛赢碱药
白水江 木瓜园 鱼喊子

。

盯踌娜肠一
,

.

一
一` 之~ 二

; 穿
。 。个江 D

’ 一

T
’

喊。 , 体寺

·

睦丝孽斌宜习

图 5 勉
、

略古缝合带及南秦玲古板块构造演叱示意图

l一大陆壳
; 2一岛 弧褶皱带

; 3一洋壳及蛇绿岩 套
; 4一

深戊岩体 ; 5一膺拉石建造
, 6一复理石定造

; 7一逆冲断层

·

1 9
·



盆一早三叠统间 (D
:

一T :
) 沉积 层 普 遍遭受一系列逆 冲断裂作用

,

形成逆掩断层带
。

同睁

伴有大量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的侵位
。

早侏罗世在勉县一带古缝合带上山前凹陷盆地中沉权

了含煤磨拉石堆积
,

代表了这次造山运动的最终产物
。

经过 以上板块构造的演化
,

最终形成

了整个南秦岭的构造格局 ( 图 S D )
。

南秦岭古板块构造与矿产分布的关系

研究古板块构造
,

有助于寻找和查明与其有关的矿产类型及分布规律
。

现就与南秦岭古

板块构造有关的矿产分布规律简要叙述如下
。

5
.

1 早古生代被动陆缘磷块岩成矿带

该带主要分布在缝合带中金家河一茶店一天台山一带
,

是陕西重要的磷矿带之一
。

带内

已发现大小矿床 ( 点 ) 约 30 多处
。

含矿岩 系 以下寒武统含磷碎屑岩一碳酸盐岩复理石为特

点
,

属早古生代南秦岭南缘被动陆缘环境下的产物
。

目前已在 白水江
、

虞关一带的早
、

中寒

武世含磷岩系中发现有小壳化石 ( 陕二队 1 9 8 5 年小壳化石研究成果
,

所以把略 阳一白水江之

间的白水江群底部可作为今后进一步寻找磷块岩矿床有利地段
。

5
.

2 缝合带中与蛇绿岩套超基性岩有关的豆英状铬铁矿

该带主要与缝合带中阿尔卑斯型超基性岩有关
。

目前己发现矿床 ( 点 ) 25 处
,

其 中以三
.

盆子
、

大茅台
、

鞍子山
、

舒坪岩体含矿性较好
,

矿体规模较大
,

是陕西重要的铬铁矿带
。

该 l

矿带与磷矿带展布基本一致
,

属前者叠加于后者之中造成的
。

该矿带属俯冲增生杂岩带中与 }

蛇绿岩套超基性岩有关的特殊矿产
。

」
5

.

3 与岩浆弧中
、

酸性侵入岩有关的斑岩型铜
、

铂矿化带

在缝合带北侧岩浆弧西淮坝一张家河一带
,

华力西一印支期花岗闪长岩普遍富铜
、

钥
、

钨等元素
;
迷坝岩体含 (% ) C u 0

.

31 一 2
.

93
,

M
o 0

.

1一 。
.

2
,

W 0
.

1一 0
.

1 8 8 ; 岩体一般 富磁

铁矿
、

惰石等副矿物
,

属磁铁矿系列花岗岩 ( 石原舜三 )
。

该类花岗岩一般与俯冲洋壳重熔

侵位有关
,

是斑岩铜
、

钥矿成矿的主要岩系
。

该带西延武都
,

东延洋县一带均有 铜 矿 化 现

象
,

且多分布在石英脉和花岗闪
一

沃岩体附近
。

是重要的斑岩型铜
、

铂矿化带
。

5
.

4 后弧岩浆逆掩带中的钨
、

锡矿化带

矿带主要分布在离俯冲带较远的留坝一佛坪一带
,

与印支期壳源
“ S ”

型花岗岩有关
。

目

前在该带 已发现锡化探异常 3 6 个
,

重砂异 常 4 个
。

岩体及围岩中锡 含量普遍较高
,

一 般 15

一 3 0 p p m ; 个别达 1 。。 0 p p 皿
,

已接近原生锡矿的边界品位
〔的

。

岩体富 S n 、

W
、

F b
、

Z n 、

C u 、
H g

、

bS 等元素
,

副矿物以钦铁矿 ( 含量 n 4
.

72 一 1 6 43
.

16 9 t/ )
、

独居石为主 , F e ” /

F +e
“
< 。

.

2 ,

属认铁矿系列花岗岩 ( 据 日本石原舜三 )
。

是锡
、

钨的成矿专属岩 体
。

目 前
,

在该带还没有发现成型矿床
,

但从其产 出的板块构造环境等分析
,

无疑是锡 的成矿有利地带
.

通过上述归纳
,

笔者认为在南秦岭寻找斑岩型铜
、

钥矿及与认铁矿系列花岗 岩 有 关 的

锡
、

钨
、

禾
,

锑矿有很大的前晕
。

加紧开展有利地段该类矿产的找矿工作是有很大意义的
。



夕士 宁玉 {

奋卜I 卜曰

1
.

勉
、

略断裂带是一条由勉
、

略
、

宁
“
三 角

”
元古代古岛弧褶皱系与南秦岭古陆块碰撞而

形成的一个古缝合带
。

其主要依据是存在较完整的蛇绿岩套
、

混杂堆积及双变质带等
。

其碰

撞时代
,

在晚志留世与中泥盆世之间 ( 5
3

一 D
:

) 发生第一次碰撞缝合
,

形成了该缝合带的主

体部分
,

最终缝合大约在早三叠到早侏罗世 之间 ( T
:

一 J
,
)

。

2
.

根据火山岩组合特征及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等分析
,

笔者认为碧 口群属元古代岛弧

火山喷发沉积岩系
。

勉
、

略
、

宁
“ 三角

” 褶皱带属一主要由碧口群火山岩系构成的古岛弧褶

褶山系
,

其在勉略古缝合带形成 之前 ( 俯冲之前 ) 就已褶皱抬升成陆
。

加里东期由于勉
、

阳

( 平关 ) 右行平移断裂活动使其北移而与南秦岭
一

占陆块在中生代发生了碰撞
。

3
.

勉
、

略古缝合带中的蛇绿岩套
,

可能代表了
“
三角

”
古岛弧褶皱系与南秦岭古陆块间残

留古 洋盆的残片
。

该 洋盆形成时代可能与
“
三角

”
古岛弧系形成时代相当或更早

,

大约 在 6

亿年 前
,

该洋盆 向东可能存在于扬子古陆与南秦岭古陆块之间
。

所以
,

把南秦岭褶皱带看 作

扬子古陆陆缘褶皱带的看法是有问题的
。

4
.

南秦岭陆缘在早古生代
,

沉积了一套 含磷成熟型复理石建造
,

推测可能代表了当时南

秦岭陆缘具有大西洋型被动陆缘环境的特点
。

大约在中
、

晚古生代
,

由于残留洋 盆 向 北 俯

冲
,

而使其转变成安第斯型活动陆缘环境
,

造成在略 阳木瓜园一宜 口一带按受了大陆边缘火

山弧 流纹岩
、

安山纷岩等中
、

酸性火山岩的喷发
、

沉积
,

并在徐家坪一自水江之间出现了大

量深成辉长一正长岩
、

花岗一闪长岩的侵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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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尸、

八
。

〔科技消息 )
、 尹 , 2 、 创 、 . 洲 新疆都善找金前景良好

行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在都善地区进行金矿善查时
,

二受现了 8 个全 户 {匕点和异 常
l

从
,

找 金前 景 良

好
。

此金矿带具有明显的硅化
、

黄铁矿
一

化
、

铅锌矿
一

化和绢 云母化
,

地表 全矿 {川冷民约 8。。 m
,

金 品 位一般

1一 5 9 / t
,

个别高达 70 9 / t
。

其中 6 号金矿体已控制长度 切。 m
,

斜深 s o m
。

施工 5个钻孔 均 见 矿
。

8 号

金矿体的地质条件与 6 号金矿体相同
,

现已控制矿化浊变带 长 600 m ,

施下两孔也已见矿
。

另外
,

2 号金矿

异常的产出地质条件类似
,

围岩蚀变强烈
,

有金矿化显示
,

痕金快速分析最高可达 1 9 0 p p b
,

所作极 电 刘

面反映良好
,

有进一步工作价值
。

( 本刊 引自《 中国地质报 》 1 9 9 0年 5月 2 8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