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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封群
”

内部的底砾岩和登封

花岗一绿岩地体的构造演化

陈衍景 富士谷 胡受奚 陈泽铭 周顺之 ¹ 。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

提 要 篙山地区
“

登封群
”
内部发现了证据充分的底砾岩

,

底砾岩的特征表明其为正常沉积形成
,

而不是其它地质作用所造成的假底砾岩
。

底砾岩的发现使长期被作为太古宙的
“

登封群
”

解体为
25 0 0M a

前的石牌河杂岩和 25 0 0一220 0Ma 的君召群
。

花岗质的石牌河杂岩被周围的君召群表壳

岩不整合复盖
。

石牌河杂岩内的表壳岩包体是 30 0 oMa 前的青阳沟型绿岩的残留体
,

而不是君召

群的捕虏体
。

关镇词 底砾岩
“

登封群
”
石牌河杂岩 君召群 青阳沟型绿岩 石牌河不整合 登封花岗一

绿岩地体
。

自张伯 声 〔, 〕论述了篙阳运动之后
,

篙 山地区的早前寒武纪变质岩石被分为早元古宙的篙

山群和太古宙的
“

登封群
” , º “

登封群
”

被当作一个地层单位进行研究
。

七十年代末
,

西北大学

地质 系〔2〕率 先从
“

登 封群
”

中识 别出了石牌 河岩体
,

认为岩体侵入 了周围的
“

登封群 ” 。

19 81 ~ 19 8 6 年间
,

我们在进行《东秦岭有色金属贵金属成矿规律研究 》闭 时
,

发现一套环石牌

河岩体发育的底砾岩 (图 1 )
,

故认为岩体被周围的表壳岩不整合复盖
,

而不是岩体侵入周围的

表壳岩
。

综合研究表明
: “

登封群
”

的分布 区是典型的花岗一绿岩区
, “

登封群
”

应解体为

25 0 0M a 前的石牌河杂岩和 25 0 0 一 2 2o 0M a 的君召群绿岩
,

石牌河杂岩 内的表壳岩包体实为

30。。M a 前发育的本区第二次绿岩的残 留体
,

称之青 阳沟型绿岩
。

此成果 已在中国地质报

( 19 8 6 年 5 有 16 日) 和其他文 献氏
‘ , , , ‘, ? 〕中做了报道

,

引起了同行们的关注和支持
,

但有些学

者〔,
· , 〕对底砾岩或不整合的存在持有不同看法

。

因此
,

本文详细介绍底砾岩的特征
,

讨论底砾

岩作为其它岩石处理的可能性
,

并进而阐述我们对登封花岗一绿岩地体构造型式的新认识
。

一
、

底砾岩的基本特征及成因意义

1
.

砾石成分复杂
,

有片麻岩
、

混合岩
、

脉石英
、

斜长角闪岩
、

角闪岩
、

蚀变闪长岩
、

角闪片麻

岩
、

变粒岩
、

云母片麻岩等 (图 2 )
,

岩石类型与石牌河杂岩的主要岩类一致
。

¹ 河南地质科研所的林潜龙
、

符光宏
、

卢欣祥参加部分野外工作
。

º 本文不沿用登封群的概念 ,

故用 ~ 标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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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
,

变闪长岩 ; 2
.

变花岗闪长岩
; 3

.

石英

闪长岩 ; 4
.

花岗岩
; 5

.

伟晶岩脉
: 6

.

角

闪 质岩类
; 了

.

不整 合
: 8

.

地 层分 组界

浅
; 9

.

地质界线
:

10
.

T
、

!T
、

川 为剖面位

片
: ]l

.

石牌河杂岩
;

12
.

君召群
; 1 3

.

刃 欲窑组
;
日

.

金 家门组
: }5

.

青羊 沟

监皿画国息曰必旨画卿虱旨

河南篙 山地体石牌河地区地质图

(据西北大学 一9 8 5 年修改 )

G eo lo glca l m aP for Shi醉ih e ar ea o f

象川罗ha n te r r ain
,

He
n an

。

即Fig.

说明
:

^
.

陈 家门村 东 20 m 一 1
.

混 合

片麻岩
.

片麻岩砾石 (片麻理与

围岩片理不一致 )
; 2

.

蚀变 (或

未 蚀变 ) 的角闪 岩
、

角闪 片麻

岩
。

B
.

进窑 村北 山梁一 1
.

混 合 角

闪岩砾石 (砾石边缘 为混合岩

化 的 长英 脉和 绿 帘石 条带 ) :

2
.

浅色 矿物 较多 的 角闪岩 类

砾石
; 3

.

混合岩化变闪长岩
;

4
.

绿 帘石 化 (斜 长石 ) 石英 岩
:

5
.

错断的砾石
; 6

.

胶结物及片

麻理
。

图 2 底砾岩素描图

F ig
.

2 S k e tc hes for 喻h e b” a 】e
on gl o m er a te

.

2
.

砾石磨圆较好
,

以呈椭球状为主 (图 2 ) ;砾石大小不一
,

略显分选特征
,

砾石多分布在底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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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的底部 (图 3 )
,

直径多在 10 一 20 厘米
; 砾石多凸在岩石表面

,

可用手取之
,

砾石剥落后在

之唤 :叹

l

一尸: 万卿哪碘阿
C 少

陈 京门 /

多/

‘了

朋 口
·

翻
:

国
,

四
;

图
阵习

。

足
、

臼
.

曰
,

月
川

巨到
. :

图例说明
: 1

.

变 闪长岩
. 2

.

伟晶岩
. 3

.

片理化变闪长岩
,

4
.

表壳岩残 留体
, 5

.

多砾黑云母片麻岩
, 6

.

少砾黑云母片麻岩
,

7
.

含砾角闪片麻岩
.

8
.

角闪片岩
.

9
.

角闪岩
,

角闪片麻岩
, 1 0

.

阳起磁铁石英岩
,

11
.

黑云片岩
,

变粒岩
。

图 3 底砾岩建造之实测剖面(It 11
、

m )

Fi g
.

3 cr 哪
se ctl姚 fo r the b asa l c o n g 10 m e ra te (I

、

11
、

nD

岩石表面留有凹坑
。

3
.

砾石的片理
、

片麻理与胶结物的片理
、

片麻理 (2 4宁艺70
。

) 不一致
,

有时近直交 (图 2 )
,

表明两者的构造线并不属同一次构造一变质作用的产物
,

砾石比胶结物多经历了一次构造一

变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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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本区角闪石类主要有两种 (经薄片研究)
:

一种结晶粗大
, ‘

晶形好
,

浅灰绿一黄绿色
,

多

色性明显
,

消光角 (N g AC) 大于 1 50 且主要集中在 15 一 1 8
。

和 21 ~ 2 5
。

两个区间 (图 4 )
,

为普通角

闪石
,

出现在中深变质的岩石中
;另一类则结晶细小

,

晶形差
,

多呈针状
、

棒状或集合体
,

深兰绿

一黄绿色者居多
,

多色性明显
,

表现出富水
、

钠
、

铁等成分的特征
,

消光角小于 15a
,

为铁钠闪

石
、

阳起石等
,

主要出现在中浅变质的岩石中(绿片岩相和绿帘角闪岩相 )
。

前一种角闪石主要

出现在石牌河杂岩
、

砾石和部分粗粒胶结物中
,

在底砾岩建造的上部及其以上的岩石中则没有

出现 (表 1 ) ; 后一种角闪石类主要出现于底砾岩建造及其以上的层位
,

在砾石和石牌河杂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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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人

.

砾石 ; B
.

石牌河杂岩 ; c
.

底砾岩胶结物 ; D
.

除底砾岩外的君召群 ;

T
、

n
、

m
、

Iv
、

v 为峰值边 界线
,

纵座标数值为测值数
,

横座标为斜长石类 A n

值(右)和角闪石类消光

角度数(左 )

图 4 登封花岗岩地体之角闪石类消光角频布图(左)和斜长石 An 值频布图 (右 )

Fig
.

4 H lst o g r

am fo r th e
da ta of Ng A C of 别m P比加les (left ) an d th e

da ta of A n of

Pla乡OCl as es (r igh t)
,

块
n g fe n g 肛a n ite

一g r e ens t o n e te r rai n
·

则较少 (表 1)
。

表明石牌河杂岩 比君召群多经历了一次中低级变质作用
,

砾石和粗粒胶结物

在经历中低级变质作用时
,

仍可保留其源岩
—

石牌河杂岩的某些特征
。

砾石和石牌河杂岩的斜长石特征极为一致
,

它们突起较高
、

斜黝帘石化明显
、

A n
值在

2 3 ~ 3 2 之间 ; 底砾岩胶结物 (下部) 的斜长石基本继承了石牌河杂岩的特征
,

只是 A n 值略低

(图 4 ) ;底砾岩建造上部的细碎屑岩中很难见到斜长石类 (表 1 )
,

偶见的斜长石类颗粒较小
、

突

起低
、

表面洁净
、

A n < 1 0
,

属钠长石
,

与石牌河杂岩的蚀变钠长石性质一致 (图 4
,

表 1 )
。

角闪石类和斜长石类的特征表明
:

石牌河杂岩 比君召群至少多经历了一次构造变质作用
,

多经历的变质作用形成了消光角大于 1 50 的普通角闪石和 A n
值大于 23 的斜长石类

,

相当于

特纳对新西兰地 区提 出的斜长石一普通角闪石 带
〔, 。〕 ,

应属角闪岩相
。

君召群变质岩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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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划分的钠长石一阳起石 带叫 和钠长石一普通 角闪石 带叫
,

属绿片岩相和绿帘角闪岩

相
。

君召群底砾岩之砾石和胶结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石牌河杂岩的变质特征
,

证明其源 自石

牌河杂岩
。

表 1 登封花岗岩绿岩地体的斜长石 An 值和角闪石类 Ng A c 值

T a bl e
.

1 T h e d at a of N g A C of a m p hib o les a o d A n of Pla乡oc l. 剐, of th e 刃地n沙e
ng gr a川 te ~

gr ee 拙to n e te rr ai n

序序号号 样号号 产状状 岩石名称称 角闪石类消光角角 斜长石类 A n 值值

11111 D
。。

砾石石 绿帘石化石英闪长岩岩 2 8
,

2 2 。 1 7
。

1 666 3 0 , 2 7
.

2 555

,,, 1 4 _ :::

砾石石 石英角闪岩岩 1 8
,

1 7
,

1 1
,

1 1 ,

777 2 666

33333 I _ JJJ

砾石石 钠长黝帘石化磷灰石石英角闪岩岩 1 777 5
,

333

44444 1
.

_
;;;

砾石石 浅色石英闪长岩岩 1 9 , 1 777 2 6 , 25 , 2 555

55555 I ___ 砾石石 英云闪长岩岩 2 1 , 1 7 , 1333 2 666

66666 1 ___ 砾石石 角闪石英岩岩 2 4 , 2 3 , 2 0 , 17 , 1 44444

JJJJJ r
,

___ 砾石石 绿帘角闪岩岩 24 , 1 88888

88888 比 ___ 砾石石 角闪绿 帘片麻岩岩 17
,

555 3 1 , 2777

99999 11 _ ,,

砾石石 角闪片麻岩岩 26 , 2 222 2 8 , 2666

lllOOO }I _ JJJ

砾石石 绿帘石化角闪岩岩 2 1 , 1 4 , 1 33333

jjj 111 下}: _ 555

砾石石 纹层状 角闪石英斜长片麻岩岩 2 888 3 lll

lll 222 IIl ___

⋯
砾石石 云母 变粒岩岩岩 2 4

, 2 555

111333 l ___ 杂岩体体 粗晶混合岩化闪长岩岩 2 444 3 222

111 444 1 _ ,,

杂岩体体 磷灰石角闪岩岩 18
。

88888

111555 !
,

_
lll

杂岩体体 磷灰石角闪岩岩 2 8
,

18
,

2 55555

lll666 丁Jls ___ 杂岩体体 粗晶绿帘角闪岩岩 2 7 , 2 2 , 1 6
,

1 3
,

88888

111777 1Tl _ ,,

杂岩体体 纹层状绿帘云母斜长石英片岩岩岩 2555

111888 D
。:::

杂岩体体 混合岩化石英闪长岩岩 2 1 , 17
,

1 111 2 5 , 2 6
, 2 7 , 2 6 , 2 9

,

3 222

111 999 f
。
___ 砾岩胶结物物 角闪变粒岩岩 2 8 , 1 1 , 10 ,

666 2 333

222 000 I, ___ 砾岩胶结物物 云母变粒岩岩岩 24 , 2555

222 111 1。 _ :::

胶结物物 钠长黝帘石化云母变粒岩岩岩 2666

222 222 JI ___ 砾岩顶部部 角闪石英片岩岩 2 4 , 2 44444

222 333 IT〕 _
;;;

胶结物物 云母变粒岩岩岩 2 555

222 444 1TJ _ 。。

砾岩顶顶 云母石英 片岩岩岩 2 555

222 555 1 , _
‘‘

砾岩顶顶 角闪磁铁石英岩 BIFFF 111111

222666 11‘___ 砾 岩上部部 云母斜长石英片岩岩 10
.

555 2 444

222777 11‘_ :::

砾岩上部部 黑云角闪片岩岩 2 99999

222888 D
『『

砾岩顶 BI FFF 角闪磁铁石英岩岩 1 55555

222999 D 。;;;

胶结物物 黑云斜长变粒岩岩岩 2 555

333000 D 」」

君 召群群 变余枕状闪石岩岩 77777

333 lll DDD 君 召群群 角 闪阳起石岩岩 99999

333222 D
l ,,

君 召群群 绿帘角闪片岩岩 l 000 1 000

333 333 D
: ,,

君召 群群 角闪片岩岩 1 5
,

] 4 , 13
,

1 3
, 12 , 8 , 777 才才

5
.

近百件岩石薄片研究表明
:

多数砾石的显微结构具岩浆岩特征
,

常为变余辉长结构
、

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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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结构和交代残留闪长结构
、

花岗结构等
,

仅少数砾石似显付变质岩结构特征
; 底砾岩胶结物

则为特征明显的变余碎屑结构
,

而 BI F (条带状铁建造 ) 的显微沉积韵律则更为清晰
。

表明底

砾岩不可能是火山角砾岩或构造角砾岩
。

表 2 底砾岩之砾石和胶结物的岩石化学成分及原岩恢复结果

Ta bl e
.

2 T he Pe t r o ehe

而ca l e o m po
sitio n an d th e 讲o tul iths of the

服
tr ix an d th e gr a v e ls of the

ba sa l eo n gl om
er a te

NNN ooo 5 1000 T iooo A l: O ,, F e , O JJJ F e OOO M n OOO M g ooo C a ooo N a ,000 K
:

000 P : O ,, L6
s sss S U mmm F e :O , / F e OOO

11111 6 5
.

0 777 0
.

3555 16
.

1 999 4
.

4 222 0 0777 0 0 777 1
.

8 666 4
.

1 666 4
.

1 000 1
.

3 111 0
.

1777 2
.

0 222 9 9
.

7 999 6 3
.

1 444

22222 6 5
.

7 222 0
.

3222 17
.

1 999 3
.

0 999 0
.

6 111 0
.

0 333 1
.

2 222 3
.

9 999 刁 7 111 1
.

2 555 0
.

2444 1 3 000 9 9
.

6 999 5
.

0777

33333 5 9
.

2 888 0
.

5 555 16
.

0 777 3
,

2 555 2
.

5 666 1
.

2333 4
.

2 777 5
.

7 999 4
.

3222 1
.

1222 0
。

6888 0
.

9 666 1 0 0
.

0 888 ]
.

2 777

44444 6 4
.

9 222 0
.

理000 15 4555 3 5 555 1
.

7000 1
.

0777 1 6 000 5
.

9 222 3
.

9333 0
.

4 111 0
.

3888 1
.

0 222 1 0 0
.

3 555 2
,

0 999

55555 6 2
.

2 333 0
.

4 333 1 7
.

5劝劝 3 1 666 1
。

9 000 0
.

5555 1
.

5 888 3
.

8 555 3
.

0777 3
.

0 555 0
.

3000 ]
.

6 666 9 9
.

3 111 1
.

6 777

NNN 000

样号号 岩石名称及产状状 产地地 lll 1}}} 川川 }VVV VVV Vlll 十 / 一一 原 岩岩

11111 D
。。

黑云石英片岩胶结物物 进窑窑 +++++++++ +++ +++ 3 / 333 杂砂岩岩

22222 DDD 黑云斜长片麻岩胶结物物 进窑窑 +++++++++++ +++ 2 / 444 杂砂岩岩

33333 I ___ 变闪长岩砾石石 进窑窑 +++++ +++++ 十十 +++ 4 / 222 闪长岩岩

44444 11: _ :::

弱蚀变表壳岩砾石石 陈家门门 +++ +++++++ +++++ 3 / 222 英安质火山沉积岩岩

55555 D
n ,

_
...

绿 帘斜长云英 片岩砾石石 进窑窑 十十十 +++++ +++ +++ 4 / lll 英安质火山沉积岩岩

I一西蒙南法
; 11一莫依内法

; m 一威尔逊法
; 抖一长春地院 al 一ai k 法

;

、一长春地院 m g一 k 法
; v工一周世泰 k 一A 法

。

样品由南京大学地科系分析
。

“

+
”

一原岩恢复为正变质岩
; “ 一

”

一原岩恢复为负变质岩
。

表上部与下部序号一致
。

6
.

砾石的 ( F e Z
O

3

+ F e o )
、

M g o
、

M n o
、

p
2
0

:

等基性场组分高于胶结物
,

砾石 F e 2
0

3

/ F e o 明

显低于胶结物 (表 2 )
。

表明胶结物与砾石相 比经历了更强的外生作用的改造
。

多种方法的原

岩恢复表明
:

胶结物 ( D
。。 、

D
O ,

)为沉积岩
,

砾石则为岩浆岩 ( I卜
。

) 和火山沉积岩 (I 丁
3 一 2 ,

D0
, 一 1

)

(表 2 )
。

7
.

底砾岩及共生的细碎屑岩和 BI F 一起构成一套完整的底砾岩建造
,

厚达 50 米以上 (图

sb 一
e

层 )
,

层位稳定
,

夹在石牌河杂岩与君召群中下部厚层角闪岩之间
,

凡是有石牌河杂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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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囊一馨
戛一

~

匡羹
丫二1 乙草刁 ~ ~ ~

歹

鬓

. 、创 r 、 . 、

‘尸一 . 、尸 ,
、产、 V 扣

价 .’之丛又

乡
x 货、y\x

-

一翼霎 口
1 3

~ 尹

崖蓦 罗
1 2

一
~

l鑫霎
,

匡当
11

_ ,

{摹事熟 巨曰
川

,

/
‘

】交训 舅
9

}三扮1 匡三到
书

{井拼卜 具
7

l子冬岌1 卿
右

-

一月落乡度卜 卿
“

t今擞}
‘

奥
4

_

/

推次丁 里
3

日云圳
。

匡夔到
2

l
、 ·

t
,

1 全口
,

图例说明
:

L 石牌河杂岩体 ;

2
.

伟晶岩脉
;

3
.

片理化岩石 ;

4
.

角闪质砾岩 ,

5
.

黑云角闪质砾岩
;

6
.

黑云质砾岩 ;

7
.

含砾 片麻岩
,

变粒岩
,

片岩等 ,

8
.

云母变粒岩
,

片麻岩
,

浅粒岩 ;

9
.

云母 片岩 ;

1 0
.

BIF ;

11 薄层状角闪片岩 ;

1 2. 厚层角闪岩 ;

13
.

推测的砾岩层
。

a
.

石牌河杂岩 ;

b
.

砾岩

c
.

含砾片麻岩 ;

d
.

细粒云母石英片岩
;

e .

B IF ;

f
.

上覆厚层角闪岩
;

图 5 底砾岩建造地层柱状图(l
、

H
、

111 同图 l)

F ig
.

5 S tra tigr a Phie eol u

mn
s o f the b asa l e

on gl o

me
ra te su ite

君召群同时出露的地方均有该底砾岩建造发育
,

底砾岩建造环绕了整个石牌河杂岩体分布 (图

l )
。

8
.

底砾岩建造 自下而上的岩性是
:

砾岩~ 含砾片麻岩~ 粗粒片麻岩
、

变粒岩
、

浅粒岩~ 细

粒纹层状片岩~ BI F (图 3
,

5 ) ; 原岩建造序列自下而上为
:

砾岩~ 含砾砂岩~ 泥质岩~ 化学沉

积的硅铁建造 ; 自下而上结构成熟度明显增高
,

构成一个完整的海浸沉积序列
; 其上为海相厚

层角闪岩 (可见枕状构造 )复盖
。

9
.

野外和薄片研究表明
,

底砾岩建造的胶结物或细碎屑岩的矿物成分自下而上变化规律

(图 5) 是
:

角闪石长石质~ 黑云母长石石英质~ 二云母石英质~ BI F
。

表现在
:

(l) 镁铁质矿物

逐渐减少
,

长英质矿物增多
,

(2) 镁铁矿物中角闪石逐渐减少
,

云母 (尤其是白云母 )逐渐增多 ;

(3) 长英质矿物中斜长石逐渐减少
,

石英逐渐增多
。

反映了矿物成熟度的明显增高趋势
。

由矿

物成份所决定的化学成分的变化应是
:

Fe
、

M g
、

ca 等基性组分逐渐减少
,

si
、

K 等酸性组分逐渐

增高
,

即化学成分成熟度逐渐增高
。

由此可见
,

底砾岩建造是拉张海侵背景的陆源碎屑沉积建

造
,

它以 BI F 的发育而结束
。

1 0
,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研究 (图 6
,

表 3) 表明
:

在 艺R E E
、

L R E E / H R E E 和 E u/ E u ’

三项重要

指标上
,

表壳岩砾石 (D0
, 一 、

) 与石牌河杂岩内表壳岩残留体 (I H
S一 2

)一致
,

变闪长岩砾石 ( l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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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J (、
·

刃
, r 、d s m 〔 u G d 朴 n 犷 H o E r T m y b L u

图 6 底砾岩砾石
,

胶结物及底砾岩上下岩

石的稀土元素型式图

Fig
.

6 R E E 皿tte r n s fo r the g r a v e 肠 an d th e m a trix o f

th e
ba

sa l co n gl om
e ra te a n d th e roc k s o v e rl

-

yin g a n d u n d e rlyin g the b as al e o n gl o m era
te

.

与石牌河杂岩的变闪长岩 (I
1 一 ,

) 基本相近 ; 底

砾岩胶结物 (D0
。

)介于变闪长岩和变质表壳岩
‘

之间 ; 砾石
、

胶结物
、

石牌河杂岩的稀土特征与

君召群火山岩 ( D
, ,

) 或君 召群上部沉 积岩 (

D
, 。

) 明显不同
。

反映出底 砾岩源 自石牌河杂

岩
,

而与底砾岩建造以上的岩石无关
。

陈衍景 等
〔, ’〕 通过对邻区舞阳变质地体的

稀土元素研究而指出
:

同一地区早期火山岩较

晚期 同类 型火 山岩 的 : R E E
、

LR E E / H R E E 值

高
,

差值较大时反映两期火山岩间的时间间隔

较长
。

本 区变 闪长 岩 砾石 和 变 闪长岩 体 的

E R E E
、
L R E E / H R E E 明显高于君召群火山岩 (表

3 )
,

指示了君召群火山岩晚于闪长岩形成
,

且二

者间存在间断
。

Ta yl or 等
〔, ’〕 指出太古代沉积物不显示 E u

亏损
,

后太古代沉积物显示 E u

亏损
。

陈衍景

等〔! 3〕〔1 4 〕〔飞5〕 进一步指 出 2 3 0 0M a 前的沉积物 E u

正异常
,
万R E E 低 ; 2 3 0 0M a 以后的沉积物 E u 亏

损
,
艺R E E 高

。

本区表壳岩残留体和表壳岩砾

岩均显示 E u 正异常和 ￡R E E 低 (表 3 )
,

应形成

在太古宙
,

至少形成在 2 3 0 0M a 之前 ; 底砾岩胶

结物也显示 E u

正异常
,
艺R E E 亦较低 (表 3 )

,

应

形成在 2 3 0 0M a 前的还原条件 ; 君召群上部变沉积岩 ( D
2 3

) 之 万R E E 明显高于前两者
,

E u/ E u ’

一 0
.

79
,

明显亏损
,

表现出 2 3 0 0M a 后的沉积物特征
,

据此有力地证明着石牌河杂岩~ 底砾岩

~ 底砾岩以上君召群的增新关系
,

底砾岩不可能是由石牌河杂岩和底砾岩建造以上层位岩石

复合成的构造角砾岩
、

断层角砾岩等
。

二 肯定底砾岩与否定假底砾岩的讨论

目前
,

关于这套底砾岩的认识尚未取得统一
,

谷敬尧 等阁 认为是古风化壳
,

付文 宝川 认

为是构造一变质作用的假砾岩
,

石毅等¹ 认为是火山角砾岩
,

也有人怀疑是断层角吸岩
。

下面

我们将讨论这些观点
。

1
.

古风化壳的可能性讨论

¹ 河南第一地质调查队石毅等 ,

豫西成矿地质条件和成矿规律分析
,

19 8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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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风化壳的特征是
:

成分上继承基岩
;下部与基岩呈过渡关系

,

无明显的界线 ; 风化剖面

自下而上 A1
、

Fe 、

c a 等增高
,

si
、

M g
、

N a
等降低

; 岩块无磨园特征
,

无分选性
,

底部岩块与基岩可

连在一起 ;无层理
、

纹理
、

韵律构造
; 层位不稳定 ; 风化壳之上不直接沉积细碎屑岩

,

更不可能是

BIF 等化学沉积物
。

显然
,

前述底砾岩的特征
一

(尤其是特征 2
、

6
、

7
、

8
、

9) 与古风化壳的

观点〔幻 相悖
。

故本区底砾岩不可能是古风化壳的假底砾岩
。

T . b le
.

3

表 3 底砾岩之砾石
、

胶结物及底砾岩上下岩石的稀土元素参数表

R E E p . r

帅
e te r s fo r the gr av els a

血 th e m 曲玩
o f the ba . 1 c o n gl o m era te an d the

r
oc ks u n

de rl y加 9 a n d o
ve rl 对n g 出e 加Sa l c o n g lo 日n er a

te.

NNN 000

样号号 岩 石名称及地质产状状 名R E EEE L R E E / H R E EEE (La / Y b )刃刃 (G d / Y b )刃刃 E u / E u 釜釜

lllll D JJJ

角闪岩
,

君 召群变玄武 岩岩 2 9
、

2 111 2
.

2 666 1
.

2 888 1
.

0 777 1
.

0 333

22222 D 〕〕

绢英片岩
,

君召群变沉积岩岩 1 3 1 1 111 6
.

2 222 4
.

8 666 1
.

0 555 0
.

7 999

33333 D 。。

黑云石英 片岩
.

变底砾岩胶结物物 9 5
.

3 777 16
.

2 888 15
.

8 000 1
.

9888 1
.

0 777

寸寸寸 1 ___ 变闪长岩
,

石牌河杂岩岩 6 9 7
.

3 888 2 1
.

5 333 5 7
.

1 111 9
.

0999 0
.

8 111

55555 l; _
,,

变闪长岩
,

底砾岩之砾石石 2 8 1
.

1 111 15
.

0 999 19
.

3 999 3
,

8 000 0
.

7888

66666 川
,
_ 及及

石牌河 杂岩之纹层状上壳岩岩 68
.

5 555 12
‘

3 111 1 3
.

3 888 2
.

3 777 1
.

1 111

77777 D
。
___ 云英 片岩

.

纹层状上壳岩砾石石 62
,

1 777 14
,

5 888 1 9
.

0 111 3
.

0 333 ]
.

2 222

需要说明
,

石牌河杂岩形成后与君召群底砾岩形成前本区存在着沉积间断
,

石牌河杂岩作

为陆核必然受到风化
,

一般风化壳形成在挤压背景的海退后
,

风化壳剖面上部为含岩块的残积

物
,

下部为基岩
。

在拉张海侵时
,

风化壳因首先受到河流冲刷作用和浪蚀作用而被破坏
,

至少

其上部结构疏松的残积物被破坏掉
,

此后才开始沉积滨海的或河 口相的粗碎屑物质 (底砾岩)

并继之沉积细碎屑岩和化学沉积岩
。

所以
,

海侵序列沉积建造之下至多能保存基岩风化带
,

而

极难有风化残积物
。

因此
,

本区 BI F 层和细碎屑岩之下的底砾岩不可能是古风化壳物质
。

2
.

构造变质假砾岩的可能性讨论

中深变质区强烈的构造作用和变质分异作用可形成一些石香肠
、

勾褶皱
、

暗色聚集体
、

浅

色长英质脉体
、

构造透镜体等
,

它们有时被误认为砾岩
,

即假砾岩
。

但这些假砾石常一维伸长

或二维延展 ; 石香肠
、

勾褶皱
、

暗色或浅色聚集体常呈明显的塑性变形特征
,

其成分与围岩一致

或过渡
,

而且常常较单一 ; 当假砾石为构造透镜体时
,

同一成分的
“

砾石
”

沿一定方向成群雁行

排列或尖灭再现
; 假砾石与

“

胶结物
”

在空间分布
、

数量比例
、

粒径配分等方面均不具砾岩的特

征 ; 假砾石与
“

胶结物
”

及围岩经历的构造一变质作用相同
,

变质程度也应相同
,

表现在矿物性

质 (斜长石牌号
、

角闪石消光角等 )上应一致
。

然而
,

石牌河地区的底砾岩并没有这些特征
,

而

底砾岩本身的特征 (尤其是前述的 1
、

2
、

4
、

6
、

8
、

9
、

10) 又根本无法用构造一变质作用加以解

释
。

所以
,

本区底砾岩不可能是构造一变质作用形成的假砾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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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火山角砾岩的可能性讨论

石毅等认为本区底砾岩是火山角砾岩
。

但底砾岩建造内发育的泥质岩和 BI F 的纹层
、

韵

律构造
,

以及砾石与胶结物的成分差异等似乎很难 由火山作用较好地解释
。

砾石与胶结物变

质程度的差异
,

以及石牌河杂岩与君召群的变质程度差异更与火山角砾岩的观点相矛盾
。

与

火山角砾岩观点尤其矛盾的是胶结物的沉积碎屑结构
、

砾石的磨圆分选特征
,

以及其层位的稳

定性和垂 向规律变化
。

此外
,

胶结物的 E u 正异常和原岩恢复结果也表明其不可能是火山作

用的产物
,

因为理论上不可能出现火山岩尤其是 中酸性火山岩 (按火山角砾岩观点 D0
。

应为英

安岩)的 E u 正异常
,

事实上亦无此类例子报道
。

所以
,

本区底砾岩不可能是火山角砾岩
。

4
.

断层角砾岩的可能性讨论

断层角砾岩是 由断层两盘的岩石破碎形成
,

其角砾无磨圆特征
,

无分选性
; 成分上继承两

盘岩石的特征
; 无固定层位

,

可穿切不同层位的岩石
; 无沉积岩的结构构造 (如韵律构造 )等特

征
。

本区底砾岩之环石牌河杂岩分布
、

成分上单向继承石牌河杂岩
、

纹层和韵律构造的完好保

存
、

BI F 的发育及砾石一定程度的磨圆和分选等特征表明其不可能是断层角砾岩
。

三 登封花岗岩一绿岩地体的构造演化

1
.

登封花岗绿岩地体的构造演化型式
“

登封群
”

的分布区实为典型的花 岗绿岩 区〔‘
, , , ‘, ‘, ’‘〕 。

底砾岩的发现表明君召群绿 岩 〔叼 不

整合在花岗质的石牌河杂岩之上
,

是在石牌河杂岩作为底板的垫托下形成的不含科鸟提岩或

超基性火山岩的第二次绿 岩
〔‘〕 (s

e e o n d a ry g re e n s to n e〔1 7 〕 )
。

石牌河杂岩内不连续地分布着一些岩石包体
,

主要是显示辉石假象的角闪岩类
,

次为纹层

明显的灰色角闪片麻岩
,

黑云片麻岩
、

片岩
、

变粒岩等
。

包体约占杂岩体的 10 %
,

其混合岩化

较强
。

这些包体被部分学者当作君召群的捕虏体
。

底砾岩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它们是形成在

石牌河杂岩之前的更老一期绿岩的残留 体
〔“ ,

与印度的 Sa
rg ar 型〔‘幻 和罗德西亚的 se bak w ian

型〔‘, , 等绿岩带相似
,

属第一次绿 岩
〔‘〕 (p r im a ry g r e e n s to n e 〔, ’)

,

称之为青阳沟型绿 岩 〔‘〕 。

我们

曾在理论上推测青阳沟型绿岩应含较多的科马提岩或超基性火山 岩
〔‘

, ‘〕 。

最近的测试工作证

实了我们的认识和推论
。

测试结果表明
:

青阳沟型绿岩的玄武岩之 M g o
、

c a o
、

M n o
、

Fe
:
0

3

明

显高于君召型绿岩的玄武岩 (表 4 )
,

K
Z

o
、

N a刀
、

Ti o
Z 、

A1
2
o

3

明显低于君召型绿岩的玄武岩 (表

4 ) ;
青阳沟型绿岩之玄武岩的岩石化学成分与 Br oo k s 和 H ar t 提出的基性科马提岩的成分指标

( 5 10
2

= 4 6 一 5 3 %
,

M g o > 9 %
,

C a o / A 1
2
0

3

> 1
,

K
Z

o < 0
.

9 %或 0
.

5 %
,

T io
Z

< 0
.

9 % )完全

一致 (表 4 )
。

所以
,

青阳沟型绿岩是与君召型绿岩明显不同的更老一期的绿岩带
。

综上所述
,

登封花岗绿岩地体的构造演化型式为
:

青阳沟型绿岩~ 石牌河杂岩~ 君召型绿

岩
。

属 C 型 (Pr o to e o n tin e n ta l ty p e ,

始陆型 )〔
‘〕花岗绿岩地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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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青阳沟型绿岩和君召型绿岩的玄武岩化学成分对比

Ta b le
.

4 Con t ras tS in Pe t
roc h e

而ca l co m p o ‘应舫。拙 fo r 比 e ba朋l妞 of th e 侧 n g ya n 及, u 滚y钾 . n d .h e J u 山ha o 二y碑

gr een ‘to n e be lts
.

样样品产状及样数数数 5 10 逮逮 T io ::: A l :0 333 F e , O JJJ F e OOO M n OOO Msooo C aOOO N a , 000 K , OOO 已众众

青青阳沟型 (1))) IIT, ___ 5 3
.

1888 0
.

2 666 7
.

8 555 5
.

4777 3
.

7 888 3
。

1 222 9
.

9 777 1 3
。

7 444 0
。

2 111 0
.

1 000 0
.

3 222

君君召型 (1 8 ))) 平均均 4 9
.

3999 1
.

1 333 1 4 7 555 3
.

5 222 8
.

2 111 0
.

2 222 6
.

7 777 9
.

9 666 2
.

3222 0
。

7 222 0
.

1 333

最最最大大 5 1
。

8666 1
.

4 000 1 5
.

8 666 5
.

0 111 12
。

3888 0
.

2 888 8
.

5 222 1 2
.

4 666 2
.

9 666 1
.

2 444 0
.

3 333

最最最小小 4 7
.

4555 0
.

6 555 13
.

6 000 2
,

0 222 7
.

0000 0
.

0 222 4
.

6 333 8
.

0 444 1
.

5 444 0
.

2888 0
.

0 777

2
.

登封花岗绿岩地体的形成时间

君召型绿岩下部拉斑玄武岩的 S m 一N d 等时线年龄为 2峨8 6 M砂
’〕 ,

代表君召群形成的下

限年龄 ; 君召群产有 2 1 9 2 M a 的白云母 K一Ar 变质年 龄叫
,

该值代表君召群上限年龄
。

故君

召群形成于 2 5 0 0一 2 2 o 0M a ,

按国际前寒武纪地层分会推荐的分期 标准
〔川

,

应属早元古代
。

K ro ne r
等

〔2 2 , 在君召群上部测得了 20 余组单颗粒错石 u 一Pb 年龄
, ’07 P b /枷 Pb 年龄数据在

2 4 8 7 ~ 2 9 4 5M a 之间
,

多数集中在 2 5 0 OM a 左右
,

一致线年龄为 2 5 1 2 士 12 M a 。

我们认为这些年

龄数据不能代表君召群的形成时间
,

所测样品可能源 自更老的岩石或受更老的岩石的污染
。

Kr 6ne r 等推断具 2 9 4 5M a 的年龄的错石颗粒源 自华熊地块的结晶基底
。

但华熊地块获得的最

大年龄 为 2 8 41 M犷
2 , ,

小于 Z g 4 5M
a ; 而且胡受奚 等〔川 认为早前寒武纪时华熊地块与篙箕地

块根本就不在一起
,

而是两个独立演化的块体
。

所以
,

Kr o ne r
等的认识并不令人信服

。

我们认

为 K ro n er 等测试的错石可能源 自石牌河杂岩或受石牌河杂岩的污染
,

因为石牌河杂岩的全岩

R b一S r 等时年龄 2 9 9 7 (3 0 6 0 ) M a 〔,
, ‘, ‘〕 、

2 8 4 1 M a 〔, ‘〕以及错石一致年龄 2 5 2 0 碗
〔, ‘,等与 K r如

e :

等测得的年龄数据一致
。

由此可见
,

无论是君召群内获得的年龄数据还是石牌河杂岩本身的

年龄数据都表明石牌河杂岩形成在 3 0 0 0一 2 5 0 0M a 间〔‘
· , ·

幻 ,

属太古宙
。

由于石牌河杂岩形成在 3 0 0 0 ~ 2 5 0 0M a ,

在石牌河杂岩形成之前即已发育的青阳沟型绿岩

的年龄至少大于 3 o 0 OM a ,

与世界各地的第一次绿岩时代相当
。

四 结 论

1
、

详细的讨论表 明
:

篙山地区
“

登封群
”

内部底砾岩建造的特征证明其非沉积底砾岩莫属
。

2
、

底砾岩的发现标志着石牌河不整合即沉积间断的存在
,

不整合以下为太古宙的石牌河

杂岩
,

不整合以上为早元古宙早期的君召群
。

3
、

登封花岗岩一绿岩地体的构造型式为
:

青阳沟型绿岩~ 石牌河杂岩~ 君召型绿岩
。

4
、

青阳沟型绿岩形成在 3 0 OOM a 之前
,

石牌河杂岩形成在 3 0 0 0Ma ~ 2 5 0 0M a ,

君召型绿岩

则发育在 2 5 0 oM a一 2 2 0 0M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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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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