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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太古宙地壳在后寒式纪被 改造的特点
,

可 以将 研究区

—
率新地 区 划分为西部德定 区 和 东部

线性杂岩带
。
而西郁德定区又可依据变质作用强度进一 步划分为西部麻拉 若相 区和 东部角闪若相 区

。

本文

通过西部麻 拉岩相 区和 东部角闪岩相 区 若石 组合特征
、

变质作用演化 的动力学 以及 发育于其 中的韧 性剪切

带运动学
、

动 力学和地球物理 学特征的对比研 究
,

确定麻 拉岩相 区 为 角闪岩相 区 的根部带
,

后 期 构造运动 的

右行拉伸作用
,

使上部的角闪若相 区与下部的麻拉 岩相 区 发生分 离
,

而后一起抬升剥蚀
,

从而 处于平行位呈
。

关镇词 构造关来 变质地区 辽宁享新

第一作者简介 刘建忠 男 1% 8 年出 生 博士后 从事 若石学及地球化学研究

关于太 古宙高级变质岩区和低级 变质岩区

关系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前寒武纪地质构造研究中

引人注 目的热点问题
,

许多学者 [ ’
一 4 ]就全球 各地

早前寒武纪变质地区两类变质岩区的关系作了较

为深入的探讨
,

但 由于其复杂和不确定性使得该

项研究最终未能取得一致的认识
,

目前就这 两类

变质岩区的关系一般有三种认识
: ①高级 区与低

级区是横向等同物 ;②高级区是低级区的基底 ;③

高级区是低级区上隆的根部带
。

本文在详细野外

地质工作的基础上
,

对辽宁阜新地区区域上相邻

的两类变质岩区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

1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辽西锦州一阜新 一带
,

总体上由

太古宙结晶基底和中
、

新元古代沉 积岩组成的隆

起区和中生代断陷盆地组成
。

根据隆起区的物质

组成
、

分布规律及其在显生宙时期 是否遭受过再

次改造
,

以义县一阜新中生代沉积盆地东部边缘

的北北东向断裂为界
,

将研究区分 为两个大的构

造岩相区
,

即旧庙一铁匠各冷一清河门稳定 杂岩

区 (简称西部稳定杂岩区
,

W S T A )和锦州一建设

线性杂岩带 (简称东部线性杂岩带
,

N E C Z )
,

另 外

在 东 部 线 性 杂 岩 带 的 东 侧

,

出 露 少 量 稳 定 区 的 建

造

,

称 作 东 部 稳 定 杂 岩 区 ( E S T A )
。

而 西 部 稳 定

杂 岩 区 与 北 侧 阴 山 一 内 蒙 褶 皱 带 之 间 以 福 兴 地 一

哈 尔 套 东 西 向 线 性 杂 岩 带 ( EW C )Z 为界 (图 1 )
。

西 部 稳 定 杂 岩 区 的 确 定 标 志

,

除 太 古 宙 结 晶 基 底

在 显 生 宙 期 间 未 受 到 剪 切 变 形 变 质 作 用 改 造 外

,

最 重 要 的 标 志 是 中

、

新 元 古 代 沉 积 岩 也 未 遭 受 过

韧 性 剪 切 变 形 变 质 作 用 的 改 造

,

因 而 可 以 认 为 由

太 古 宙 变 质 杂 岩 和 未 变 质 的 中

、

新 晚 元 古 代 沉 积

岩 两 者 组 成 的 西 部 区

,

在 显 生 宙 期 间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属 于 一 种 稳 定 的 地 块
;
相 反

,

东 部 锦 州
一

建 设 线

性 杂 岩 带 及 北 部 的 福 兴 地

一

哈 尔 套 线 性 杂 岩 带

,

不 仅 太 古 宙 基 底 在 显 生 宙 期 间 遭 受 了 强 烈 的 韧 性

剪 切 变 形 变 质 作 用 的 改 造

,

形 成 了 绿 片 岩 相 级 糜

棱 岩 系 及 沿 线 性 杂 岩 带 产 出 的 花 岗 岩 体

,

而 且 其

突 出 的 标 志 是 产 出 在 线 性 杂 岩 带 中 的 中

、

新 元 古

代 沉 积 岩 无 一 例 外 地 均 因 韧 性 剪 切 变 形 变 质 作 用

改 造 而 形 成 绿 片 岩 相 级 变 质 岩 系

,

如 长 石 石 英 岩

、

绢 云 母 千 枚 岩

、

云 母 片 岩

、

大 理 岩 及 石 英 岩 等

。

这

种 现 象 刘 喜 山 等 ( 19 96 )「5 〕称 之 为 剪 切 变 形 变 质

作 用 的 双 重 效 应 (即同一次剪切变形变质作用
,

使

结 晶 基 底 发 生 退 变 质 作 用

,

而 盖 层 则 发 生 进 变 质

作 用 )
。

根 据 岩 石 组 合 和 变 质 作 用 程 度

,

又 可 把 西 部

稳 定 杂 岩 区 进 一 步 划 分 为 旧 庙 一 清 河 门 石 榴 子 石

麻 粒 岩
一

英 云 闪 长 质 片 麻 岩 亚 区 (以下简称为麻

粒岩相区 )和铁匠各冷 角闪质岩
一
花岗闪长质片

麻岩亚区 (简称为角闪岩相区 )
,

两 区 之 间 以 旧 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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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 河 门 北 北 东 (走 向 0 3
.

) 向韧 性剪切带 为界
。

本 文 重 点 讨 论 该 杂 岩 区 中 两 个 亚 区 的 构 造 关 系

。

2 两 类 变 质 岩 区 的 构 造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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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岩 石组 合特征

详细 的野 外 地 质和 岩 石 学 的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

旧 庙 一 清 河 门
N N E 向构 造 线 以 东 的 太 古宙 表 壳

岩是一 套遭受 了 角闪岩 相 变质作 用改 造 的变 质岩

组合
,

以 斜 长 角 闪 岩 为 主

,

零 星 出 露 有 角 闪 斜 长 片

麻 岩

、

条 带 状 磁 铁 石 英 岩

、

黑 云 母 斜 长 片 麻 岩 等

,

而 侵 人 于 其 中 的 英 云 闪 长 岩

一

奥 长 花 岗 岩

一

花 岗

闪 长 岩 ( T T G )岩系中的
,

又 以 花 岗 闪 长 岩 占 主 导

地 位

,

表 壳 岩 包 体 规 模 由 几 十 厘 米 至 几 + 米
,

大 小

不 等

,

其 包 体 含 量 亦 相 对 较 高 (占 15 % 一 2 0 % )
,

表 壳 岩 系 与 深 成 杂 岩 具 相 应 的 变 质 作 用

,

大 体 相

当 于 前 人 所 厘 定 的 建 平 群 大 营 子 组
;
而 西 部 的 麻

粒 岩 相 区
,

大 面 积 分 布 的 了 1
,

G 岩 系 以 英 云 闪 长

岩 为 主
,

其 中 的 表 壳 岩 包 体 内

,

麻 粒 岩 相 岩 石 组 合

(如石榴子石辉石麻粒岩 )经常出现
,

表 壳 岩 组 合

在 深 成 岩 中 呈 零 星 散 布

,

规 模 较 小

,

含 量 也 较 低

,

相 当 于 前 人 厘 定 的 小 塔 子 沟 组

。

由 此 可 见

,

花 岗

岩 浆 作 用 是 两 个 亚 区 太 古 宙 陆 壳 生 长 的 主 要 机

制

。

目 前 就 太 古 宙
T T G 岩 系 成 因 的 研 究 基 本 已

达 成 共 识
,

即 其 来 源 于 玄 武 岩 质 岩 石 的 部 分 熔

融 6[]
,

而 保 存 于 其 中 的 玄 武 岩 质 的 表 壳 岩 (斜长

角闪岩和基性麻粒岩 )可能是这 些玄武岩质母岩

的残余体
。

在

口

r T G 系 列 岩 石 中
,

英 云 闪 长 岩 的

演 化 程 度 最 低

,

也 就 是 说

,

其 运 移 的 距 离 最 短

,
即

在 岩 浆 的 上 升 演 化 过 程 中

,

与 花 俐
闪 长 岩 相

比 其

处 于 地 壳 的 较 低 部 位

,

目 前 它 们 共 处 于 一 个 平 面

上 很 可 能 是 后 期 构 造 作 用 的 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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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变 质作用 演化特 征

变 质作 用 演 化 样 式 及 其 PT t轨迹能有效地

反映大地构造环境及各种地质动力学机制
,

它 目

前 已 成 为 早 前 寒 武 纪 构 造 体 制 研 究 的 热 点

。

对 研

究 区 内 麻 拉 岩 相 区 和 角 闪 岩 相 区 中 的 典 型 表 壳 岩

包 体 — 石榴子石二辉麻拉岩和斜长角闪岩详细的岩相学、 矿 物 学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

其 矿 物 变 化 序 列

和 各 种 地 质 温
压 计 数 据 构 筑 的

p tT 轨迹均为逆

时针型式 (图 2) 7[] ①
,

而 逆 时 针
p tT 轨迹通常认

为是与地壳岩浆底侵而垂向增生的地质动力学机

制相关 [ 8 ]
,

这 与 前 文 所 述 的 岩 浆 作 用 是 该 区 太 古

宙 陆 壳 生 长 的 主 要 方 式 是 一 致 的

。

由 此 可 见

,

尽

管 这 两 类 变 质 岩 相 区 的 变 质 程 度 有 差 别

,

但 其 变

质 作 用 的 动 力 学 机 制 是 相 同 的

,

也 就 是 说

、

该 区 的

两 个 亚 区 在 晚 太 古 宙 是 处 于 一 个 相 同 的 大 地 构 造

环 境

,

只 不 过 当 时 所 处 的 埋 藏 深 度 不 同 而 已

。

2
.

3 韧 性 剪 切 变 形 变 质 作 用 特 征

区域 地 质 的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

在 两 个 岩 相 区 内

均 发
育 有 北 东 向 (近 N E60

’

)韧性剪切 带
,

这 些 剪

切 带 的 走 向 均 为 N 6E 0’
,

倾 向 南 东

,

倾 角 65
.

土

,

其

产 状 与 围 岩 的 片 麻 理 基 本 一 致

。

在 麻 粒 岩 相 区 主

要 分 布 于 阜 新 清 河 门 一 带 的 岩 石

,

主 要 由 一 套 石

榴 二 辉 斜 长 变 晶 糜 棱 岩 组 成

,

这 套 糜 棱 岩 与 该 亚

区 出 露 的 石 榴 二 辉 斜 长 麻 粒 岩 的 唯 一 差 异 是 晚 期

的 细 粒 状 角 闪 石 比 麻 粒 岩 发 育

,

也 就 是 说

,

在 晚 期

阶 段 的 变 质 作 用 是 一 个 韧 性 剪 切 退 变 质 过 程

,

在

应 变 较 强 部 位 形 成 变 晶 糜 棱 岩
〔’ ]

,

而 在 角 闪 岩 相

区 中 同 样 发 育 有
N E 向 的 剪 切 带

,

主 要 分 布 于 阜

新 北 部 的 同 乃 地 区

,

其 体 现 是 一 套 角 闪 斜 长 变 晶

糜 棱 岩

。

众 所 周 知

,

韧 性 剪 切 变 质 岩 是 韧 性 剪 切 变 形

变 质 带 内 原 岩 遭 受 强 烈 流 动 变 形 和 重 结 晶 (或变

质结晶 )作用的产物
,

因 而 它 包 含 着 各 种 复 杂 型 式

的 构 造 组 合

,

其 中 叶 理

、

线 理

、

褶 皱 及 各 种 微 构 造

型 式 是 这 种 流 变 带 演 化 历 史 的 最 好 证 据

。

韧 性 剪 切 变 质 岩 的 显 微 构 造 表 明

,

两 者 均 显

示 为 左 行 挤 压 的 动 力 学 特 征 (图 3 )
,

可 见 尽 管 目

前 两 条 剪 切 带 是 分 布 于 不 同 的 空 间 位 置

,

但 其 应

力 方 位 和 运 动 及 动 力 学 特 征 均 非 常 相 似

,

即 该 两

剪 切 带 均 形 成 于 相 同 的 构 造 应 力 环 境 中

,

之 所 以

产 生 不 同 的 韧 性 剪 切 变 质 岩 系

,

是 由 于 变 质 过 程

中 温 度

、

压 力 的 差 异 造 成 的

,

也 就 是 说

,

在 剪 切 变

形 变 质 过 程 中 它 们 处 于 地 壳 的 不 同 深 度 部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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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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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s- C 组构 ③ H b的剪切阶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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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 刘 建 忠 等
:

辽 宁 阜 新 两 类 变 质 地 区 的 构 造 关 系

3 构 造 区 间 韧 性 剪 切 带 特 征

在两个构造区间发育的北北东 (走向 3 0’ ;
倾

向 南 东

,

倾 角 为
2 5’ 一 3 5

.

)向旧庙一清河门韧性剪

切带
,

明 显 被 北 部 哈 尔 套 东 西 向 剪 切 带 所 切 割

,

说

明 该 剪 切 带 是 在 该 东 西 向 剪 切 带 形 成 之 前 形 成

的

,

由 于 缺 乏 同 位 素 年 代 学 的 数 据

,

目 前 还 不 能 确

定 其 具 体 的 形 成 时 代

。

该 构 造 区 间 剪 切 带 由 一 套

黑 云 角 闪 斜 长 糜 棱 岩 组 成

,

发 育 有 很 好 的 剪 切 变

形 组 构 (图 4)
,

这 些 变 形 组 构 包 含 了 丰 富 的 运 动

学 和 动 力 学 信 息

,

其 变 形 组 构 显 示 该 剪 切 带 具 有

右 行 拉 伸 的 动 力 学 特 征

。

4 构 造 演 化 模 式

在晚太古宙期间
,

西 部 麻 粒 岩 相 区 与 东 部 角

闪 岩 相 区 共 同 处 于 同 一 个 构 造 环 境 中

,

只 是 所 处

的 深 度 不 同

,

在 右 行 挤 压 的 构 造 环 境 中 形 成 了

N E 向 的 高 温 剪 切 带
。

后 期 由 于 应 力 方 向 的 改

变

,

形 成 了 N N E 向 的 剪 切 带
,

并 沿 该 N N E 向 的

剪 切 带 发 生 了 大 规 模 的 拉 伸
,

使 西 北 部 的 构 造 岩

片 与 东 南 部 岩 片 分 离

;
随 着 地 壳 的 褶 皱 回 返 抬 升

和 剥 蚀

,

最 终 导 致 西 北 部 岩 片 根 部 的 麻 粒 岩 相 变

质 岩 与 东 南 部 的 角 闪 岩 相 变 质 岩 平 行 出 露 (图

5)
。

阜 新 地 区 地 球 物 理 资 料 显 示

,

沿 旧 庙 一 带 布

格 重 力 异 常 呈 东 南 高

、

往 西 北 逐 渐 降 低 的 趋 势

,

反

映 了 结 晶 基 底 呈 往 西 北 厚 而 往 东 南 变 薄

,

这 与 对

构 造 的 解 译 相 吻 合

,

说 明 西 部 麻 粒 岩 相 区 应 该 为

东 部 角 闪 岩 相 区 的 根 部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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