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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科技
·

大别— 苏. 造山带石榴石橄榄岩

— 地核过渡带的信使
’

杨 建 军

近来
,

在人们对造山带含柯石英或金刚石榴辉岩

如何能从) 9k0 m 的深度抬升至地壳浅部进行研究
,

还

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时候
,

又有证据显示
,

这些
“

超高压
”

岩石的形成压力实际上还不止 2
.

7 ~ 4
.

OG aP ( 90 ~

1 20km )
。

杨建军等 (Y an g et al
,

199 3) 曾运用地质温度压力

计得到苏北石榴石橄榄岩再平衡条件为 6
.

。~ 6
.

SGaP

和 1 000 一 125 0℃
。

作者最近对大别一苏鲁石榴石橄榄

岩的研究发现
,

岩石所含橄榄岩中出溶物
,

已能初步识

别的有有类似钦铁矿结构和尖晶石结构的两种晶体

(图 l )
。

其化学组成分别为 (F e , + 、

F e , + 、

A I
、

C r ) ( T i
、

F e 3 + 、

AI
、

C: ) 0
:

和 F e Z+ ( F e 3+ 、

C r 、

T i )
2
0

; 。

OD
-

b r z h i n e t s k a y a 等 ( 19 9 6)在瑞士的 A lp e A r a m i 已发现

了这种现象
,

认为它们指示有关的岩石曾在 巧
.

oGaP

和 1 320℃条件下达到平衡(相当于上地慢和下地慢的

过渡带深度
,

> 4Ok0 m )
。

其理由是( l) 高价阳离子不能

占据八面体位置溶解于
a一橄榄石结构

,

却很容易地溶

人具有空位的夕一橄榄石结构
。

上述高价阳离子氧化

物出溶晶体曾溶于主晶橄榄石
,

指示该橄榄石曾具有

夕一相的结构
; (2 )这些橄榄石的晶格优选方位不是卜

橄榄石特征的方位(【010〕近垂直片理和〔10。」近平行

线理 )
,

而是一种前所未知的优选方位
,

即[ 10 0〕垂直于

片理
,

指示它变形时可能不具有~ 橄榄石结构
; (3 )橄

榄石中所析出针状晶体的结构并不一致
,

是一系列从

钙钦矿向钦铁矿过渡的结构
。

以往实验表明
,

在温度为

13 20℃时
,

夕一橄榄石护
a一橄榄石相转变压力为 13

.

0

~ 14
.

OG P a ,

F a T IO 3 (钙钦矿结构)砂 F e T IO
3
(钦铁矿结

构)相转变压力为 1。: 吟aP
。

这些压力均远远高于目前

大部分人根据柯石英和金刚石稳定压力下限估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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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成果

4 8

“

超高压
”

变质岩的峰变质压力(2
.

7~ 4
.

OG aP )
。

作者的工作表明
,

大别一苏鲁石榴石橄榄岩中橄

榄石出溶晶体在成份上与 lA pe A ar im 有相当的差别
,

但是在结构上却相同或相似(详细资料另文发表)
。

不

仅如此
,

作者还观察到单斜辉石被包裹于石榴石内或

在其边缘交代石榴石生长(图 2
,

又见 Y a n g e t a l ( 199 3)

的描述 )
,

指示它们是石榴石出溶的产物
。

高压实验表

明
,

石榴石在 10
.

0~ 13
.

OG P a
的压力下向辉石转变

。

单

斜辉石出溶物作为包体或沿石榴石边缘生长而不是呈

出溶片晶的形式析出
,

与当时岩石的过冷度或冷却速

率有关
。

在岩石抬升早期冷却较缓慢过冷度不大时
,

上

述相变容易沿矿物边界发生 (不均匀出溶)
。

石榴石内

没有继续大规模析出辉石片晶(均匀出溶)可能是随后

冷却速率剧增
,

过冷度太大以致石榴石固溶体以亚稳

定状态保留下来
,

没有再发生出溶
。

看来以上观察和分析足以说明
,

大别一苏鲁造山

带石榴石橄榄岩曾经在) 10
.

00 ~ 13
.

OG P a
的压力下

平衡
。

这一压力可对应于上地慢和下地慢过渡带的顶

界一 400km 处的地震波速不连续面
。

详细研究这些橄

榄岩将为这一地球内部重要界面的成因解释提供直接

的
、

更真实具体的依据
。

近年来人们业已认识到
,

深源

地震 ( > 3 ook m )不是由岩石的脆性破裂引起
,

而是由

地慢矿物相变引起的
。

例如
,

~ 橄榄石向月一橄榄石转

变
,

密度增加 8铸
,

势必导致岩石体系内能的改变
。

因

此
,

研究这种石榴石橄榄岩能够对理解它们在深部的

物理化学性状提供线索
,
对揭示深源地震发生机理有

重要意义
。

既然造山带石榴石橄榄岩曾具有如此大的平衡压

力
,

区域上与它们伴生的
“

超高压
”

榴辉岩及片麻岩是

否也曾在这样的压力条件下达到过平衡? 这是岩石学

工作者面临的一项挑战性工作
。

最后
,

正如当初发现柯

石英和金刚石之后
,

人们感到必须重新认识变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