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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阐述了对早前寒武纪时期绿岩 (变质火 山
一沉积建造 )的岩石大地构造分类

.

结合其它

地质
、

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研究结果
,

通过基底动力边界各项标志的识别
,

新厘定了华北克拉

通基底构造格架
.

基底构造单元由大陆块壳和活动带组成
.

大陆块壳是相对独立演化的地壳构

造单元
,

这时的活动带是内克拉通性质的基底构造带
.

研究表明
,

华北克拉通基底早前寒武纪

时期不同阶段形成的大陆块壳有
:
阴山一冀北联合块壳

、

鲁冀辽联合块壳
、

辽东联合块壳
、

胶北

块壳
、

皖北块壳
、

太华块壳
、

阜平块壳
、

临汾块壳和东胜一桑干联合块壳
.

基底活动带有
:
大青山

活动带
、

燕辽活动带
、

五台山活动带
、

中条山活动带
、

雁翎关活动带
、

夹皮沟活动带等
.

认为绿岩

是基底大地构造分区的重要物质标志
,

基底绿岩可 以划分为伸展台地型绿岩和 裂谷带型绿岩
,

后者发育于活动带前造山 内克拉通裂谷盆地
.

华北克拉通基底地质特征显示
,

早前寒武纪时期

构造动力学体制是内克拉通性质的
.

关键词 绿岩
,

华北克拉通
,

岩石大地构造格架
,

内克拉通硅铝盆地
.

1 引 言

w in dl cy 和 s ut ot
n
将变质的太古宙火 山 一沉积建造 (呈 片麻岩杂岩状 )称为绿岩川

.

完整的绿岩建造具有三位一体结构
,

即下部超基性或超镁铁质岩群
、

中部火山岩群 (拉斑

系 /钙碱系 /双峰系 )和上部沉积岩群 ( BI F
、

隧石
、

石英岩
、

页岩
、

硬砂质 浊积岩和磨拉石

等 )
.

o dn ie[ 幻认为
,

绿岩带主要分布在花岗质和片麻状岩石中
,

呈线状到不规则状的向形

盆地的表壳岩序列
.

绿岩建造与围岩花岗片麻岩系常常构成花岗一绿岩带或花 岗一绿岩区
.

本文将早前寒武纪经受 了不同程度变质的火山一沉积建造统称为绿岩建造
,

将经历了

强烈陆壳再造作用 ( co n it en nt 一 c ur st al er wo kr ign )尤其是重熔分异作用后绿岩建造 的残留

体或包体组合称为残留绿岩
.

考虑到增生地壳 以及早期硅铝壳后期经历一些复杂的相互

关联的地质过程
,

陆壳再造作用涵盖 了变质
、

变形
、

混合
、

交代以及重熔作用等
.

根据作者

研究
,

地壳的演化单元包括增生地壳和硅铝壳
,

两种不同性质的相邻构造单元的陆壳再造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4 9 5 7 3 19 4)
.

本文 199 8年 1 月 16 日收到
,

同年 4 月 30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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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产物是有明显差异的
.

对绿岩建造形成的构造背景
,

不 同学者有不 同理解咚一13]
.

已经提 出的模式包括密度

倒转模式
、

先存硅铝壳的盖层岩系川
、

残留原始扩张洋壳模式川
、

陨石冲击模式 8[]
、

裂谷

模式 (大洋裂谷模式 v[] 和大陆裂谷模式【7 ] )
、

火山岛弧及活动陆缘边缘盆地模式 2[, ` 0]
,

其

中大陆裂谷模式和岛弧及活动陆缘模式被广泛注意
.

大陆裂谷模式得到了绿岩建造地质

证据的支持
,

岛弧及活动陆缘模式主要得到火山岩地球化学资料的支持
.

近年来
,

包括中国华北在内的世界许多克拉通基底地质研究逐渐证实这样的一个事

实
,

即一个地 区绿岩建造的发育是多时代的
.

中国华北冀东地区绿岩型表壳包体和再造残

留地体就存在多时代特点 〔’ 4】
,

而且
,

在 同一地区不同时代的绿岩建造性质是 随时间变化

的 〔̀ 5, ` 6〕
.

这无疑说明
,

采用现代岛弧或活动陆缘模式还存在一定 的问题
.

另外
,

绿岩建造

的多样性往往使单一的模式置于无法解释的地步
.

因此
,

对于大陆克拉通基底复杂多变的

绿岩建造及其残 留体的演化特征
,

本文倾向于内克拉通增生一再造模式 〔`7 〕;绿岩建造形

成的原始构造环境
,

本文倾向于 内克拉通伸展构造或裂谷模式 8[]
.

部分绿岩型火山岩地

球化学特征以及早期岩石普遍 的钙碱性趋势
,

是不能简单地用现代板缘动力学模式加以

解释的 (另文论述 )
.

2 岩石大地构造分类

表 1 为早前寒武纪大陆克拉通基底绿岩的成因类型
.

衰 1 早前寒武纪大陆克拉通苍底绿岩建造的成因类型

特 征

分布特点

基底特征

受陆壳再造程度

区域演化特点

沉积建造类型

火山岩特征

主要形成时代

伴生岩浆杂岩

伴生特征变质岩

特征区域构造

后增生地质背景

绿岩形成的构造环境

典型实例

类 型

伸 展 台 地 型

面型分布
,

可恢复成绿岩型表壳岩岩区

具早期增生表壳建造或再造陆壳基底
,

较厚
尹

嗽薄 /未出礴

弱 /中
,

呈层状岩系 ;强烈
,

呈包体组合

一个地区可以出现多时代绿岩增生
,

并经历多期再造作用

碎 屑岩型或化学沉积物型

拉斑系
、

钙碱系和双峰系火 山岩都有

整个太古宙都可 以形成

T T G 质
,

可构成花岗一绿岩区或麻粒岩一绿岩区

中
、

低级变质的片岩
、

片麻岩或出现中
、

低压麻粒岩
“

等间距
”

弯盆构造或片麻岩摺皱椭形体构造

晚期 弱或 强再造地壳块体

区型伸展构造台地
,

区域面型火山作用和间晾期亚稳沉积

(内克拉通盆地 )

北美 S U沐ir o r 绿岩 ;津巴布韦 B山 a

wa y a n
绿岩 ; 西澳 R卜

比功 绿岩区 ; 中国冀东迁安残 留绿岩 ;印度 K d ar 残留绿

岩 ;印度克拉通 S 艰以 片岩 ;津巴布韦豁坟众俪an 残留绿岩

裂 谷 带 型

线形分布
,

为岩带

一般具硅铝基底
,

薄或未出露

弱 /中 /强
,

一般呈层状岩系

时代比较单一
、

集中

主要为碎屑岩型

主要为钙碱系和双峰系

一般为新太古代至古元古代

T ll 3质及花岗质
,

可构成花岗
一

绿岩带

可出现中
、

高压麻粒岩

区域线性构造

内克拉通伸展构造带

裂谷带型火 山作用和活动沉积互层

(裂谷盆地 )

冀东遵化一青龙绿岩带 ;五 台山

绿岩带 ;夹皮沟绿岩带 ;南部非洲
L ir n口耳幻绿岩带等

大陆克拉通基底绿岩建造的发育是多期的
,

其形成 的构造动力学背景是不同的
,

受后

增生地壳再造作用的程度也往往存在明显 的差异
.

大陆克拉通基底绿岩建造露头区特征

变化多样
,

主要有以下几种产状
:
1) 区域变质杂岩或 T l

,

G 质岩浆杂岩中广泛分布的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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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体或残 留条带 ; 2) 呈各种弧线形或其它形态的残 留绿岩地体 ; 3) 发生过低程度再造和低

程度变质 的
、

断续相连的
、

大面积发育的绿岩 区 (构造区 ) ; 4) 一定规模的具有 区域走向的

绿岩带 (构造带 )
.

本文根据华北克拉通太古宙基底大地构造格架和绿岩建造的研究
,

综合全球绿岩建

造研究资料
,

并结合 co
n id e[ 5〕和 G or

v e S
等 [7 〕分类方案

,

将太古宙绿岩建造按照时间
、

空

间
、

物质特征
,

即从岩石大地构造学角度提出一个综合分类方案 (表 1 )
.

其基本思想是
: 按

时间
、

空间
、

建造性质和产出构造部位等要素 的统一性
,

分为伸展台地型绿岩和裂谷带型

绿岩 ;按绿岩建造受后增生或增生后陆壳再造程度及残留形态分为强再造绿岩和弱再造

绿岩 ;按区域绿岩形成时间差异
,

分为区域早期绿岩和区域晚期绿岩
.

3 华北克拉通基底绿岩岩石大地构造格架

3
.

1 两类绿岩的空间分布及特征

华北两类绿岩建造的露头分布特点请参见图

100 2 0 0 3 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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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华北克拉通基底两类绿岩建造的露头分布

1
.

麻粒岩相
一
高角 闪岩相裂谷带型绿岩 ; 2

.

角闪岩相裂谷带 型绿岩 ; 3
.

麻粒岩相花岗
一绿岩区 ;

4
,

角闪岩相花岗一绿岩区 ; 5
.

钾质花岗岩区 ; 6
.

麻粒岩相沉积岩区 (孔兹岩区 ) ; 7
.

角闪岩相沉积

岩区 ; 8
.

盖层梭盖 区 ; 9
.

区域边界大断裂
.

华北克拉通基底伸展台地型绿岩大多呈残 留绿岩
,

露头特征多为残留变质地体
、

残留

包体以及残留条带等
.

沉积建造既有变质碎屑岩一泥岩类
,

也有变质化学沉积岩类
.

裂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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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绿岩中的火山岩既有钙碱 系火山岩和拉斑系火山岩
,

也可以构成双峰系火山岩
.

裂谷带

型绿岩的岩石学特征与伸展台地型绿岩没有本质区别
,

但其它地质特征如形成时代
、

构造

环境
、

变形特点等与伸展台地型绿岩有 明显不同
.

线形 构造带特征
、

相对低的变质程度和

后增生陆壳再造程度是区别于伸展台地型绿岩的一般标志
.

华北克拉通基底早前寒武纪绿岩形成的时代参见表 2 和表 3
.

表 2 华北克拉通基底不同大陆块壳火山一沉积建造的时间序列

序序号号 冀东块壳壳 …桑 干块壳壳 阜平块壳壳 冀北块壳壳 鲁西块壳壳 胶北块壳壳 太华块壳壳 辽东块壳壳

11111 3
.

5一 3
,

6 G aaa 3 4一3
.

5 G aaa

((((( B ))) ( R )))

22222 3
.

2一 3
.

3 G aaa

((((( B )))

33333 3
.

0一 3
.

I G aaaaa 2
.

9一 3
.

2 G aaaaa ) 3
.

O aG ( B )))

((((( B ))))) ( B )))))))

4444444 2
.

8一 2
.

g G aaa > 2
.

g G aaaaa 2
.

7一 2
.

S G aaa 2
.

8一2
.

g G aaaaa 2
.

8一3
.

O G aaa

((((((( B ))) ( B ))))) ( B ))) ( B ))))) ( B )))

55555 2
.

6一2
.

7 G aaaaa 2
.

6一 2
,

7 G aaa 2
.

6一2
.

7 G aaa

((((( B ))))) ( B ))) ( B )))

66666 2
.

4一2
.

6 G aaa 2
.

4一2
.

6 G aaaaa 2
.

3一2
.

6 G aaaaa 2
.

4一2
.

6 G aaa

((((((( B ))))) ( A )))))))

7777777 1
.

6一 2
.

4 G aaa 2
.

4一2
.

6 G aaa 2
.

4一2
.

6 G召召

((((((((( B ))) ( B )))

8888888 1
.

6一 1
.

g G aaa 1
.

6一 2
.

O G aaa

注 :
表中数值为同位素年龄 (主要据文献【15] 的汇编资料 )

.

( A )
,

( B )分别代表伸展台地型绿岩中弱再造和强再造

绿岩 ;未注明类型 的增生期次为含少量火山岩的富铝碎屑建造 (孔兹岩系 )或其它建造类型
.

表 3 华北克拉通基底不同活动带 l 类绿岩建造的形成时间

序号 } 遵化一青龙 } 雁翎关 ! 祟礼 } 夹皮沟 } 密云 } 金厂 沟 1 五台山

3
.

0一 2
.

7 G a

2
.

8一 2
.

7 G a l 2
.

8一2
,

7 G a

2
.

7一 2
.

6 G a
l 2

.

7一 2
.

6 G a
l 2

.

7一 2
.

6 G a

5 6一 2
.

5 2 G a

”
{

. _

一一一一上竺二兰匕
* 指作为叠加盆地建造的

“

津沱群
”
火 山一沉积建造

.

3
.

2 华北克拉通基底构造格架

用于确定大陆克拉通基底基底活动带的主要标志 (另文论述 )有 :
( 1) 区域晚期裂谷带

型绿岩带
,

( 2) 含高压麻粒岩的麻粒岩相杂岩带
,

( 3) 区域 晚期 (下 r G 质 )岩浆 岩带
,

( 4) 具

区域延伸的构造片岩带 (大 型韧性剪切带或 强应变带 )
,

( 5) 基底高温混杂岩带 (另文论

述 )
,

( 6) 区域大型基底断裂带或岩相 区分界
,

( 7) 具 区域延伸的与两侧基底岩系中线理呈

高角度关系的对称的片理化构造带
,

( 8) 两侧地质特征与演化历史迥异的地质转变带
,

( 9)

区域地球化学场特征差异巨大的转折带
,

( 10 )地球物理场梯级带
.

如图 2 所示
,

作者利用华北克拉通基底上述区域构造
、

岩石
、

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场

方面 的标志
,

将华北克拉通基底按照两种构造单元即大陆块壳 (。 nt ien nt al c ur s ot bl oc k)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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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带 (硼b ileb et l)
,

厘定出一个全新的构造格架
.

所谓大陆块壳是指早前寒武纪时期由基底活动带分割的
、

长期演化 (发生多期增生一

再造作用 )的
、

与相邻大陆块壳演化历史有异
、

地壳性质不同乃至存在明显区域化学不均

一性的地壳构造单元
,

作者认为早前寒武纪时期的构造活动层 圈不是具有现代特征的岩

石圈 (地壳和壳下岩石圈地慢 )
,

而是地壳 〔̀ ” 〕
.

书书
, 国 ’

架~ 垫卜书妙叫茹咖咖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图图图图图图图 例例

蜜蜜蜜蜜 {00 10 0 2 0 0 3 0 0 k mmm
ttttttttttttt 1 1 111

姗姗姗
1

.
2

困
333

婴婴婴
4

图
5

回
666

.....
7

昌
8

图
,,

图 2 华北克拉通太古宙基底构造格架与两类绿岩分布

1
.

麻粒岩相裂谷带 型绿岩 ; 2
,

角闪岩相裂谷带 型绿岩 ; 3
.

T T G 质岩浆岩带 ; 4
.

强应变构造带 ; 5
.

隐

伏的基底构造带 ; 6
.

大陆块壳边缘抬升的麻粒岩相绿岩基底 ; 7
.

古元古代早期裂谷带型绿岩 ; 8
.

沉

积型表壳岩区 ; 9
.

基底构造单元边界线
.

图中黑方块为高压变质岩出露位置
.

大陆块壳及变质地体
:

Y S一 N H 表示 阴山一
冀北联合块壳 ; 1万 es 3 二表示东胜

一桑 干联合块壳 ; FP 表示阜平块壳 ; S 一H 一 L 表

示鲁冀辽联合变质地体
: E H 表示冀东变质地体 ; WS 表示鲁西变质地 体 ; W L 表示辽 西变质地体 ;

E L 表示 辽东联合变质地体
: N L 表示 辽北变质地体 ; L G 表 示龙岗变质地体 ; S L 表示 辽南变质地

体 ; N E S 表示胶北联合变质地体 ; N A 表示皖北块壳 ; T H 表示太华块壳 ; L F 表示临汾块壳
.

活动带
:

D Q S 表示大青山活动带 (绿岩带
、

裂谷 带与大型韧性剪切带复合构造带 )乃飞 表示燕辽 活动带 (花

岗一绿岩带 ) ;J 1飞} 表示 夹皮沟活动带 (花岗
一绿岩带 ) ; Vr 1S 表示五 台山绿岩带 ; H S 表示恒山 丁T〔;

岩浆岩带
、

L你3 表示龙泉关强应 变带 ( 大 型韧性剪 切带 ) ; L LS 表示 吕梁 山裂谷带 ; SS 表示 辣水

T l
,

G 岩浆岩带 ; ZTS 表示中条山岩浆岩带 ; LS 表示鲁山活动带 (花岗
一绿岩带 ) ; Y L ( ; 表示雁翎关活

动带 (花岗一绿岩带 ) ; Q L H 表示青龙 河裂谷带
.

4 两类绿岩建造形成的动力学背景讨论

本文认为
,

绿岩建造的形成环境是各种内克拉通伸展盆地
.

伸展台地型绿岩建造尤其

是伴生台型沉积的绿岩建造如 iP lb ar
a 绿岩区不可能形成于现代岛弧一类 的挤压构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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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

如果是洋盆环境
,

则基底的弯盆构造特点表 明至少没有经 历如 W i lso n 旋回式 的构造

演化
.

以研究得比较详细的 s叩er io r
绿岩区为例 〔’ 5, `“ 〕

,

该区 明显存在至少两个时期的绿岩

建造
.

较老的一种是分布在 eB er sn 一 aS hc igo 地 区大于 2
.

8 G a 的绿岩 建造
,

伴生典型的台

型沉积建造
,

以含成熟度高的石英杂砂岩
、

砾岩透镜体交互层
,

上覆碳酸盐岩和铁建造为

特征
.

火山岩为玄武岩一流纹岩双峰火 山岩系
,

沉积在年龄大于 3
.

O G a 硅铝壳之上的浅水

裂谷环境
.

世界上类似的绿岩建造如南部非洲 K aa p va al 克拉通 M以 X l ies 群
,

印度 D ha w ar

克拉通 aB b a b u d a n 群
,

以及西澳 P i lb a r a 克拉通绿岩建造
.

在 S u p e r i o : 克拉通 w
a b i g oo

n 地

区
,

类似于这种火山一沉积建造的是 I
矛 u m b y 群和 S t ee p

ocr k 群
,

但年龄似乎要小一些
.

这一

期绿岩建造受后增生陆壳再造程 度相对要 高
,

形成弯盆构造区
.

第二期绿岩建造 发育 于

uS eP ir or 绿岩区 的中部和东部地区
,

年龄在 2
.

8一2
.

7 G a ,

火山岩主要为 比较典型的钙碱性

火山岩系
,

在 A ib t i ib 地区 的 iT m isk

~
in g 群出现粗面质碱性火山岩

,

伴生典型的
“

槽型
”

沉积建造
.

5叩er io r 绿岩 区内部岩相近平行分带现象
,

可 以简单地归结为后增生褶皱 区剥

蚀导致的不同深位建造的露头特点
.

从西北 向东南方向时代似乎有渐新趋势 汇̀9丁
,

这应该

和整个 S叩er ior 绿岩 区的区域地质演化相联系
,

因为如此大规模的区域火 山作用
,

不可能

具有绝对的同时性
,

不同时代构造背景的差异与克拉通基底特征的横向变化及 区域火山

作用 中心的迁移
,

可能是导致西北 eB er sn 一豁hc igo 地体 的特征与东南部 A ib t iib 地区
“

绿

岩带
”
差异的主要原因

.

因而
,

作者认为不需要借助现代板块构造理论 中的俯冲带模式解

释该区地壳演化特征
.

对于绝大多数伸展台地型绿岩建造形成的具体构造环境
,

采用堑沟

式盆岭构造 (伸展构造 )模型可以比较贴切地说明绿岩区内部的多样性
.

裂谷带型绿岩带的成因机制同样不需用挤压俯冲模型解释
,

关键证据是两侧邻近大

陆块壳内部或周缘一般绝少同期盆地相火山沉积建造
.

另外
,

多数变质程度较低的裂谷带

型绿岩建造内部
,

沉积建造内部往往发育特征的互层结构
,

即火山岩与碎屑岩互层
,

或同

时在建造底部发育富硅铝的碎屑岩层 以及砾岩层
,

或者保留了与邻侧大陆块壳 的不整合

接触
.

以华北五台山裂谷带型绿岩带为例
,

该绿岩带显示出具硅铝基底的内克拉通伸展盆

地建造的典型特征
.

传统划分的
“

五台群
”

最下部是板峪 口组
,

从下至上 以一套含砾石英岩
、

长石石英岩一

黑云变粒岩
、

黑云石英片岩
、

透闪大理岩
、

金云大理岩
、

透闪变粒岩一细粒石英岩为特征
,

不

整合于
“

龙泉关群
”

片麻岩 (可能属 于五台绿岩盆地以 前形成 的强应变剪切构造带 )之上

(
“

铁堡不整合
”

)
.

五台群其它组段 出现了比较 多的典型斜长角闪岩 以及黑云变粒岩等相

当于基性
、

酸性火山岩 的变质岩
,

火山岩与沉积岩形成互层特点
,

表 明五台群绿岩建造不

可能是大洋盆地 的沉积建造
,

而是典型的内克拉通硅铝盆地建造
.

与火山岩互层 的伴生沉

积建造有硅铁 (石英岩及 BI )F 建造
、

碎屑岩建造 (硬砂质复理石建造 ? )
、

碳酸盐岩建造
.

沉

积建造富碳
,

形成石墨
.

从区域关系上
,

五台山绿岩带在吕梁山地区 向西南延伸
,

可能分割

了东胜一桑干联合块壳与临汾块壳
,

古元古代时期的吕梁山一云中山活动带叠加并切过这

一绿岩带
.

五台山绿岩带向东北延伸到云蒙山一带
,

切过燕辽活动带 (从绿岩带演化而来

的基底复合构造带 )
.

这种构造带之 间的交切关系以及时空演化特征
,

可以确定 五台山绿

岩带 中五台群绿岩建造形成于 比较狭窄的
“

槽型
”

内克拉通硅铝盆地中
,

而不是 宽阔的大

洋盆地
,

绿岩带不具有蛇绿岩相 同的构造和动力学涵义
,

后者所代表的是前造山期洋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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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造 山过程的岩石圈板块碰撞
’)

.

到 目前为止
,

在早前寒武纪时期还没有发现代表岩石

圈意义 的物质标志
,

所 以
,

作者认为早前寒武纪可能不存在现代意义 的岩石圈
,

早期 的活

动构造层圈是地壳
,

而不是岩石圈
.

早前寒武纪时期 内克拉通构造动力学体制 以及缺乏存

在岩石圈物质标志的特征
,

是作者将被基底活动带分割 的基底地块 不称为板块而称为大

陆块壳的重要理由
.

时代相对更老
、

变质或受陆壳再造程度更高的裂谷带型 绿岩带
,

如遵 化一青龙绿岩带
、

鲁西雁翎关绿岩带等
,

情况要复杂 些
.

遵化一青龙绿岩带内部暗示可能存在相对年轻的麻

粒岩 (这种年轻化的成因还需要讨论
,

但已经在世界许多地区 发现 )
.

雁翎关绿岩带 内部 发现

有一些砾岩夹层
.

这些都表明裂补带型绿岩建造不大可能是岛弧或洋盆构造环境
.

根据上述讨论
,

认为早前寒武纪绿岩建造产出的时空特点及构造环境有四种情形 (图

3 )
.

第一种为横向变化不明显的伸展台地构造环境
,

绿岩建造发育以若干伸展中心作面型

图 3 早前寒武纪绿岩建造形成的构造环境
( a) 伸展 台地型绿岩

,

双峰火 山岩系和稳定沉积
,

横向变化不明显
,

演化时 间长
,

图 中记 为 工a ; ( b ) 伸 展台

地型绿 岩
,

双峰至钙碱性火山岩
,

伴 生沉积可 以从 相对稳定 沉积 ( 工a) 至相对 活动沉 积 ( 工b )
,

横 向变化 明

显
,

演化时间较长 ; ( 。 ) 伸展 台地型绿岩建造
,

钙碱性至双峰火山岩系
,

伴生相对活动沉积
,

存在横向变化
,

演化时 间短 ; ( d) 裂谷带型绿 岩建造
,

钙碱性或双峰火山岩系
,

伴生活动沉积
,

内部可 以分带
,

时代 比较单

一
,

演化时间或长或短
,

裂谷带型绿岩带两侧是其前盆地阶段形成 的
、

相对稳定的大陆块壳
.

展布
,

伴生典型 的台相沉 积
,

出现碳酸盐岩
、

大面 积延伸 的铁 建造等化 学沉积
,

如西 澳

l) 蛇绿岩中所包含的特征镁质超镁铁 岩 (
, n

叮> 6
.

5
,

这是由于地慢中作为易熔组分的单斜辉石选择性熔 融形成

拉斑玄武岩浆以后
,

残留地慢将因富含斜方辉石和橄榄石 而具有高的镁 /铁 比值 )
,

在构造特征 上具有变形特 征
,

显示

构造侵位 ;在地球化学上显示 了玄武岩浆大量抽提 以后 亏损特征 ;在动力学特征上
,

显示发生 碰撞 的构造层 圈为岩石

圈 (岩石圈地慢参与了碰撞过程 )
.

绿岩中的超镁铁岩一般不具有 上述特征
,

属 于铁质超镁铁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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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lb a r a的 w
a r r a

oow
n a 群

、

Y i lg a r n 的 N o r s e n l a n 一 W i lu n a 层序之 下 的地层 单元 和加 拿大

uS pe ir or 省 U ch i 绿岩建造
,

火山岩 系主要为双峰 系或拉斑系
.

第二种为复合环境
,

绿岩建

造横 向变化明显
,

从典型的台地相直到向地槽相过渡的火山沉积都有
,

这一环境既有同时

性的
“

相变
” ,

也有时代存在差异的构造环境的演变
,

如 S uP er ior 克拉通从西北 向东南就存

在明显的横向变化
,

津巴布韦克拉通 以及西澳 iY lg ar
n 克拉通 也应存在这种变化

,

这与区

域火 山作用发育的不均匀性有关
,

火山岩系既有双峰 系也有钙碱系
.

第三种是典型 的
“

槽

相
”

环境
,

沉积建造以 比较厚的碎屑岩为主
,

碳酸盐岩较少
,

这种绿岩建造出露区一般见不

到前增 生基 底
,

推 测前增 生硅 铝基 底 比较 薄
,

陆 壳伸 展幅 度较 大所致
,

如 S u p er ior 的

bA iit ib 绿岩区
,

火山岩系以钙碱系为主
,

甚至出现碱性火山 岩
.

卜述三种环境 为
“

面型
”

伸

展构造背景 即所谓伸展台地环境
,

主要增生伸展台地型绿岩建造
.

第四种环境为
“

带型
”

伸

展构造环境
,

区域上 比较易于分辨
,

以出现在晚太古代的线形构造带为特点
,

发育裂 谷带

型绿岩建造
,

沉积建造为碎屑建造为主
,

火山岩系以 双峰 系 /钙碱系或过渡型火山岩 为特

征
.

对于两类绿岩型火山岩系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

将另文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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