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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胶东半岛西北部胶东群地层
、

金的

矿源层和金矿床的层控性质

杨 士 望
’

(冶 金部山东地 质勘探公 司第三地质勘探队 ,

胶东半岛金矿资源丰富
,

今已探明的储量
,

仍近全国储量的四分之一
,

金矿床主要集中

分布在半 岛的西北部 (见图 l)
。

从金矿地质研究中笔 者发 现 所 有大小金矿床
,

均赋存在

以晚太古界胶东群上部地层 为交代基体的混合花岗岩和混合岩中
,

而前人对胶东群岩层组合

的厘定
,

各岩组的划分和时序
, 飞
尚存在不少问题

。

该群是一九六一年由长春地质学院区测二

大队
一

首次建立的
,

他们划分 了化、」l和族旗山两个岩组
。

后来山东省地质局 8() 5 区测队在 1 /

2 0万图幅修测中又将胶东半岛西北部的胶东群
,

重新划分为蓬奋
、

民山
、

富阳三个岩组
。

实

际上
,

前述二分法或三分法
,

都不能反映胶东群的全部原岩建造和变质建造及其时代先后关

系
。

笔者根据地层产状
、

岩石组合
、

变质相系和特征变质矿物组 合及原岩恢复结果等
,

将胶

东群分为三个变质相带
、

三个变质建造
,

并提出五分岩组的建议
二

这五个岩组的划分和时序
,

同前人的分组对比见表 1
。

本本 文 分 组组 啄洲 5 区测队分组组 原长春地质学院分组组 建组的标准地层剖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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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地层
、

壳源型花岗岩体和金矿床的研冤
,

结合同位素地质
、

岩石含金丰度分析
,

初步确定了胶东群的成岩时代
、

变质时代以及混合岩化
。

花岗岩化作用和演化时代
,

否定了

半岛西北部基底存在所谓
‘.

栖霞复背斜构造
..

的前人认识
,

揭示了金矿成矿物质来源

—
矿

源层和金矿床的层控性质
。

现将我们的认识论述如下
:

’

一参加本文工作的还 有汪 山
、

程福保
、

贾宝林
、

王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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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二期 论 胶东半岛西北部胶东群地层
、

金的矿源层和金矿床的层控性质

一
、

胶东群变质岩层类型和变质相带分布 (见图 2 )
。

(一 ) 胶东群唐家庄组的主要岩层有辉石斜长角闪岩
、

斜长角闪岩
、

辉石黑云斜长片麻

岩
、

辉石角闪斜长片麻岩
、

角闪黑云二长片麻岩
、

角闪二辉麻粒岩
、

磁铁二辉麻粒岩
、

黑云

角闪紫苏麻粒岩
、

变辉绿岩
、

黑云变粒岩
、

角闪辉石变粒岩
、

绿帘斜长角闪岩
、

斜长辉石角闪岩
、

铁

yyyyy

刀刀刀刀刀刀刀OOO」」巴KKKKKKKKKKKKK

图二胶 东 半 岛 西 北 部 地 区 变 质 图
(据 山东地 质局综合研究队略 加修 改 )

亡
、

胶东群唐家庄组 ( A 甲) 紫苏辉 石带
.

角 闪二辉麻 粒岩亚 相

2
、

胶东群族旗山组 ( A rJ 矛蓝晶石 硅线石 铁铝 窿 石 带 高角闪岩 相

3
、

胶东群化山组 〔A 「jh ) 民山组 ( A rj m ) 富阳 组 ( A 「扛 ) 红柱 石 铁铝榴 石 角闪石 带 低角

闪岩 相 4
、

粉 子山 群 中
t f眠 角闪岩相加绿片岩相

5
、

蓬莱群 ( z P ) 次绿 片岩相 6
、

元 古代混 合花岗 岩

7
、

混 合岩 8
、

花 岗闪 长斑岩

9 花岗岩 10
、

侏罗白 奎 系地 层

1 1
、

第 三 系玄武岩及煤 系地层 比
、

第四 系玄 武岩

递增变质带 界线及断裂
、

推测 断裂

铝榴石片岩
、

黑云片岩和

辉石镁铁闪

石岩
。

以出

现紫苏辉石
、

透辉石和普

遍出现普通

辉石为特征
,

作东西向分

布于招远南

部腾家南
、

莱西县北部

马连庄至南

墅一带
,

故

我们称之为

紫苏辉石银
据山东地矿

局综合研究

队张成基等

研冤
,

该带

向西随着靠

近沂沐断裂

带
,

则向贷w

转弯
,

延伸至

安丘西南
,

并出现硅线

石
、

十字石
、

兰晶石等矿

物 整个紫

苏辉石带呈
“

厂
”

字形
·

3
·



第一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K , 。

_

尺
E弘入办

9
_

3 冷

M ic
_

一 K

汤 7 . 1

F F

图三唐家庄组 紫苏辉石 带 (角闪二 君品
辉麻粒 岩亚 相) 矿物共生 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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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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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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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a ) 0

K 一 长 0

E p一绿帘石

A u g 一 普通辉石

C u m 一镁铁 闪石

M ic 一 微斜长石

K y
.

5 11

A 万 M iC

一 K

曰\5--6

P
3

C Z 孟

C 毛
。

6 1一 丈面
-

乍 F

图四族旗山组蓝晶石硅线石
、

铁铝榴石带(高角闪石岩相 )矿物共生图解

A = (A 1 F e ) 2 0 3 F = ( F e
、

M g ) O C = ( C a
、

N a ) o

A
‘

一 A 1 2 0 3 一 ( K 2
0 + N a 2

0 ) K = K : 0

价 一 蓝 晶石 s 幻 一 硅线石
_

PL 一 斜 长石

C
: 一 斜黝帘石 c c 一 方解石 D i 一 透辉石

A c t 一 阳 起石 c o r d 一 革青石 Al m 一 铁铭榴石

Ms
一
自式毋

户

Mi
c 一 微斜长石 “ , 一 黑云母

分布
,

显示受沂沐断裂带东盘

向北推移的拖曳影响
。

该带变质矿物平衡共生组

合图解见图 3
,

应属于角闪二

辉麻粒岩亚相
。

图中阿拉伯数

字所代表的岩石为
: 1

.

角闪二

辉麻粒岩
、

磁铁二辉麻粒岩
;

2
.

绿帘辉石斜长角闪岩
、

角闪

辉石变粒岩
: 3

.

斜长辉石角闪

石岩
; 4

.

黑云角闪紫苏麻半鳃爵

5
.

辉石镁铁闪石岩
; 6

.

铁铝榴
.

石片岩
: 7

.

绿帘斜长角闪岩
;

8
.

绿帘透辉角闪石岩
; 9

.

辉石

角闪斜长片麻岩
; 1 0

.

黑云 变

粒岩
。

在变辉绿岩和角闪二辉

麻粒岩中
,

斜长石牌号达 A云

5 4 一 A n 61 (中拉长石 一

培拉长石 )
。

(二 ) 族旗山组岩层

组合主要包括二云片岩
、

二云斜长片麻岩
、

黑云片

岩
、

黑云斜长片麻岩
、

黑

云角闪斜长片麻岩
、

黑云

二长片麻岩
,

并有黑云变

粒岩
、

角闪变粒岩
、

角闪

钾长变粒岩
、

黑云斜长角

闪岩及透镜状斜黝帘石透

辉石岩
、

透辉大理岩的夹

层
。

此组岩层以出现铁铝

榴石
、

硅线石
、

荃青石为

特 征
。

在底部
,

出现少量

兰晶石
,

因此我们划为兰

晶石
、

硅线石
、

铁铝榴石带
、

分布于莱阳北小平
~

一 {张家莹之间
,

作东西向延伸
,

向西延至招

远腾家
,

而厚度变薄
,

该带矿物平衡共生组合图解见图 4
,

当属于高角闪岩相
。

阿拉伯数字

代表的岩石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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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 d

A 岁

P l

E P
、

C z 又

些多

C
蕊

A e t F F

图玉化山组
、

民山组
、

富阳组
C U m

红柱 石
、

铁铝榴石
、

角闪

带(低角 闪岩相 ) 矿物共生 图解
A二 ^ 一2石飞

一
F = ( M g 、 F e ) o e 一 (e a

、

N a ) u

^
’

之 A 1 2

q 一 ( K
, o + N a Z

伪 K ~ 乓o

A n d 二 红柱石 Pl 一斜长石 E p 一 绿帘石

c : 一 斜黝帘石 c 份方解石 M s 一 白云母

M ic 一 微斜长石 Bi 一 黑云母 A ct 一 阳起石

l̂ m 一 铁铝榴石 H b 一普通角闪石 A 。 g 一 普通辉石

C u m 一 镁铁闪石

1
.

硅线石榴黑云斜长片麻

M 、。 岩
; 2

.

石榴革青黑云斜长片麻

产 岩
: 3

.

兰晶石榴革青黑云片麻

岩
: 4

.

兰晶石榴黑云斜长片麻

岩
: 5

.

阳起斜黝帘石斜长片麻

岩
: 6

.

石榴黑云变粒岩
: 7

.

透

辉大理岩
: 8

.

斜黝帘石透辉石

岩
; 9

.

浅粒岩
、

黑云变粒岩
、

二云片岩
。

‘三 》化山组
、

民山组和

富阳组的岩层组合是黑云斜长

片麻岩
、

斜长角闪岩
、

辉石斜

长角闪岩
、

绿帘斜长角闪岩
、

角闪斜长片麻岩
、

绿帘 角闪斜

长片麻岩
、

黑云变粒岩
、

绿帘

黑云斜长片麻岩
、

黑云二长片

麻岩
、

角闪二长片麻岩
、

石英二

云片岩
、

黑云片岩夹阳起片岩

和镁质大理岩
。

该组岩层的斜

长角闪岩
、

片麻岩中
,

出现兰绿色普遍角闪石
、

单斜辉石
、

铁铝榴石和绿帘石
。

其中民山组

和富旧组的镁铁质斜长角闪岩
、

片麻岩内
,

还出现棕色闪石和少量变余镁铝榴石
、

橄榄石
、

电斜浑石 (表明民山组
、

富阳组的原火山岩组合基性程度较化山组为高 )
。

泥质原岩 ‘黑云

母片岩类) 则出现红柱石
、

铁铝榴石
,

因此划为红柱石
、

铁铝榴石
、

角闪石带
。

该带分布范

围)一
,

北自金果山一徐家集一黄山馆
,

南至塔山一腾家北一掖县县城
,

亦呈东西向延伸
,

其

矿物子衡共生组合图解见图 5
,

属于低角闪岩相
。

图中阿拉伯数字代表的岩石为
; 1

.

石榴辉

石斜长角闪片麻岩
、

石榴变辉长岩
、

石榴辉石角闪变粒岩
: 2

.

辉石斜长角闪岩
; 3

.

黑云角闪

斜长片麻岩
: 刁

.

绿帘斜长角闪岩
: 5

.

红柱石英二云片岩
: 6

.

红柱二云斜长片麻岩
; 7

.

黑云变

粒岩
、

浅粒岩
。

在幼山村一北小平剖面上
,

自北面化 山组 (低角闪岩相 )
,

至南面族旗山组 (高角闪岩

相
,

.

斜长石号码逐渐增高
。

由开始的 A n 22 (中更长石 ) 至族旗山组底部的 A n 62 (培拉

长石 , 。

铁上述变质相带的分布可以看出
,

胶东半岛西北部的基底变质岩层
,

具递增变质现象
,

由金袅山以北的绿片岩相向西南渐次递增为低角闪岩相
、

高角闪岩相和角闪二辉麻粒岩亚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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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了一

二
1

1 2 一 卜 二
! 8 一 t

0 4
.

1 5 一 1

园+川z

闪岩 相和绿 帘石 角闪岩相
、 、

0
.

2

阿
岩

入
1 .

_

二
_

0
·

2 0
.

3 0 4 0
.

5 0 6
T i

A 1 V J

I

图六

0 5

图七 胶东群变质岩 中角 闪石 在 (N
a 十 K )

一 T i 变异图上 的投影
(据 3 a K R Y T K M H

,

2 9 6 5 ,

并增加高角闪岩相

洲川1
1一

胶东群变质岩 中角 闪石在 A l lV

一 A IVI 变异图上 的投影
2

.

0

一 ]

(据 介K P Y T K 域H ,

井增加高角闪岩相 )

.⋯|
|
一

!
芝.之

〕 5

盯
千 巴

千巴

干 巴

一
.

一
~
~

~

j s 一

一
~

一~

R曲0.怪八‘
氏小仆今

一>�碱

2 0 一 1
.

2 3
一

2 ] 一
二 18 一 1 花一 }

6
.

0 6
t

s

誉
7 5 8

t

o

一- - . . . . . . . . . . .

图
, 、 胶 东群变质岩中角闪石在A lyl

对 5 1 变 异图上的投影

(据R a a s e 1 9 7 4 )

0 0
.

5 1
.

0 1
.

5

A I 份

图九 胶 东群 变质岩 中角 闪石在 N a
M

4
对 A llV

变异 图上 的投影

( 据 B r o * 。 、

1 9 7 7 )

二
、

变质矿物的地质温压测量

我们试图
:

1
.

从普遍角闪石的 A1
份 、

Al
明 、

si
、

Ti ( N 。 + K )的离子系数及 m ;

位置上的N 况

的离子系数同寄生变质岩石的 P 一 T 关系
,

来检验上述变质相划分的可能性
,

并大致了解其

压力范围
。

2
.

用共生矿物对之间元素分配地质温度计的方法
,

来了解寄生岩石的变质作用温度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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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的矿源层和 金矿床的层控性质

胶东群各岩组的变质相和普通角闪石内一些元素的离子系数

编 号 】 采样位置 变质岩组 1 变质相 { 月
“
} 川

协
I N 、

从 1 5 ,

IN
。 + K { T ,

�赢一�一�一�一�一()l,z洲书兴击
T K t 一 I { 西尼牛庄 角闪二辉麻 } 1

.

7 3 { 。
.

朋 ! 。
.

铭

表 2

一
一幕生

岩石

{
辉石斜长角闪岩

{
唐家庄组

T K Z 一 l } 西泥牛庄 粒岩亚相 」1 朋 } 0
.

!川 。
.

19

T K 13 一 l { 腾家村 4 2 ! 0
.

3 4

族旗山组 }高角闪岩相
T K 2 3 一 1 . 凝 河桥南 石5 」0

.

月2

T K 7 一 1 」 塔山南

T 耳一2 一 x ! 茹山牛翻有

0
.

52

0
.

71

化山组

T K 飞乌一 l { 西霞坞北

( )几15

(飞,

2 8

f)
.

07

〔)
.

12

f)

细粒含石英斜长角闪岩

含石 英斜长角闪岩

含石 英辉石斜长 户勺岩

角闪斜长片麻岩
·

辉石斜长角闪岩

T K }5 一 1 4 孙家院南 3几 { 0
.

2 92 {变辉绿岩

低角闪岩相

T K 18 一 1 1 门家庄东北

民山组

T K 19 一 1 1何家村北河沟

( } 汽6

O 别)

0
.

弓6

0
.

6 8

然
。

.

:37 6 ! 角闪斜长片麻岩

T K Zn 一 l { 富阳李家 0
.

19 { 6
.

6 1 」 0
,

60

含石英石榴斜长角闪岩

含石 英绿帘斜长角闪岩

�一�

富阳组

T K Z I 一 1 1 金果山南 26 1 1)
.

6 7 1 0
.

16 { {;
.

7 4 J 0
.

6 1 } 0
.

1 1 {斜长角闪岩

上第一项各普通角闪石试样的有关元素的离子 系数见表 2
。

箕在图 6 和图 7 上投影 (此

二图的座标均为以 2 3个氧原子为基础的角闪石分子式中的阳离子数 )
,

完全落在它所代表的

变质相内
,

证明我们根据矿物平衡共生组合所划分的相带是客观的
,

毋庸置疑的
。

图 8 和

图 9 的投影结果
,

压力大体上在 4 一 7 千巴之间
,

处于中压变质环境
。

在共生矿物对之间元素分配地质温度测量方面
,

我们计算了 12 个角闪石一斜长石对的

C a

C a + N a + K
于 几

·

月
·

fl e p 。}
,
K ( 19 6 6 )

的 x

全井
x

二: 等温线图上投影
,

得变质温

度值
:

影在

也计算了 2 个样的黑云母 ( Bi 一石榴石 ( G r ) 对的
M g

M g 十 F e 十 M n
投

日 e p 。 , 二 ( 19 70 ) 的 (
下呀不瓦六不而均

M g M g

M g + F e + M n
。 等温线

图上

p q yK

;

计算 2 个样的石榴石 ( G r ) 一角闪石 ‘ A m ) 对的
M g

M g + F e + M n

,

投影在日 “

( 19 6 7 ) 的

—~
—

勺
M g

M g + F e + M n
卜一

一翌旦一一
~

M g + F e + M n
标 等温线图上

,

各得

变质温度值
。
‘全部单矿物试样采选于西泥牛庄一招远城东剖面和北小平一金果山剖面 )

。

投

影结果各变质相的温度数据系统偏低
,

而且稍有参差不齐
,

这是由于其寄生的变质岩均遭程

度不同的 自变质作用
.

使当初变质作用平衡矿物对的元素分配系数发生变化
。

然而大体上相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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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说
,

仍有规律性
,

如西泥牛庄试样 T K
“代表角闪二辉麻粒岩亚相 )为 6 2 0o C

,

而北面的

腾家村试样 T K , 3 (代表高角闪岩相 ) 为5 6 0℃
,

再至北面的西霞坞 T K I ;

试样 (代表低角闪

岩相 )
,

则为5 4 0o C
,

渐次降低
。

在莱阳北小平至蓬莱金果山长剖面上
,

族旗山组的黄花 沟

试样 T K 6 (高角闪岩相) 为 6 0 0
o

C
,

至化山组的笛山村试样 T K 12 (低角闪岩相 )为 58 0
O

C
,

再至富阳组 (低角闪岩相) 顶部的 T K 20
、

T K 21
,

更降低为 5 10 ⋯ 5 3 0o C
,

也是 由南而 北

变质温度逐渐降低
,

与变质相的变化是一致的
。

另外
,

关于云母多型变体方面
,

在金果山一北小平地层剖面上采选的五个云母单矿物
,

四个黑云母均为 l m 型 ; 白云母为 Z m
,

型
,

白云母晶格常数 b 。
值为 9

.

ol8 A ,

按 Sas si 和

sc da ri ‘19 7 4) 资料
,

也属于中压变质作用类型
。

三
、

胶东群的原岩建造和变质建造

对上述胶东群五个岩组
,

通过地质调查
、

岩石矿物鉴定
、

岩石化学图解和部分微量元素

对的投图分析
,

来查明原岩和原岩建造
。

现将我们认识的原岩残留标志
、

化 学成份特征 和

恢复原岩的方法
,

说明如下
:

(一 ) 野外地质观察
:

一些中基性次火山岩变来的斜长角闪岩和片麻岩
,

其产状和周围岩层斜切不一致
,

抑或

5 iq (% )

4 2 5

民 X

口
l

图十

、

斜长角闪岩

口
2

口
3

胶东群变质火 山岩 ( 玄武岩 类 )

< F e (刘M阂 对 51 0 :
变异图

、

变粒岩 3
、

变基性侵入岩

5

沙
e o ) / M g o

口
4

片麻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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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的矿源层和金矿床的层控性质

明显作脉状
、

平行多条脉状侵入
,

并且有残留的块状节理
.

常作球状风化
。

一些 由火山碎屑

变来的 变粒岩
、

片麻岩
、

片岩
.

具有变余细砾状结构 一些由杏仁状玄武岩变来的斜长角

闪岩
.

具有变余杏仁状构造
, ”

杏仁体
”

变质再结晶成石榴石
,

形成眼球状构造
。

还有一些

变辉长岩中
,

角闪石在一些部位聚集
.

外形不规则
,

乃 {月J豪来的岩浆析离体
。

(二 ) 岩相学特征
:

变辉长岩体具变余辉长结构
,

残留微策易变辉石
、

紫苏辉石
,

或具变余嵌晶含长结构
。

一些由玄武岩类岩石变来的斜长角闪岩
. ‘

常具变余粗玄结构 一些由火山碎屑岩变来的黑云

变粒岩
,

常具变余碎屑胶结结构 一些长石砂岩变来的浅粒岩
,

虽然呈均粒状花 岗 变 晶结

构
,

但在微斜长石
、

石英变晶之间隙中
, ‘

常分布有浅色云母
.

状似变余胶结结构
,

有的还含

圆砾
:

在反映原岩类别的标型矿物方面
.

发现从胶东群族旗山组至富阳组
,

普遍含石榴石
、

而

T 一 / 1 0 0

‘

万厂
岛弧 拉斑玄 武岩 、

- - - - -二- - - - - - - , 一- 1

一
气

1 0 0 1 00 0

C r P P m

z r
’

_
.

_ . 、

⋯
’

S r/ 2

l一门 、 , 胶 东群 中原岩 为 玄 武岩的
_

日了一 变质岩 z r 一 T i/l 。
。sr /2 三角 图解

图寸“ 胶 东群中原岩为 玄武岩的 变质岩
一。 g 丁 i一 o g e r

变异图

A 一 岛弧拉斑玄武岩
B 一 钙碱质玄武岩

C 大洋底拉斑玄武岩

C a O

长O + N a : 0

2 0个( % 、

10

}
一乍介义

‘

于黔
5 0 5 5 6 0 6 5 7 0

。

— 长 0 千 N a : O 长

一 一 C a o

图十三 胶 东群 变质火山岩钙碱系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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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主要为铁铝榴石
。

但在民山组和富阳组中
,

由玄武岩
、

玄武安山岩和辉长岩变来的变质岩

内
,

也含少量镁铝榴石
。

与其共生的变余矿 物还有单斜辉石和一种棕褐色单斜角闪石
。

民山

组内见超基性小侵入体一橄榄辉岩
,

其橄榄石全部变为蛇纹石
,

辉石全部变为透闪石
,

富含

钦铁矿
,

因此变余后为含钦铁矿的蛇纹透闪石岩
。

还有由玄武岩变来的斜长角闪岩
,

含钦特

别高 (最高可达 3
.

82 ⋯ 4
.

68 % )
,

它 以富含不规则形檐石和钦铁矿为特征
,

而钦铁矿 均分

布 在檐石的中心部位
,

一些火山碎屑岩变来的角闪黑云片麻岩
,

尚保留高温 口一石英
,

呈具

短柱面的六方双锥体
,

被包在更长 石变晶内
。

还有一些变质岩石
,

根据各种岩石化学图解
,

确定为凝灰岩的矿物成份中
,

出现钙铝榴石
,

而整个变质建造岩石中的石榴石皆为铁铝榴石
,

20

{
l , 2 1

{俄贷公
少

l 产
、_

萝 /

〔 1 4
.

4 了
.

1 6 卜 1 6 3

人5 屯 1 5 6

}6 4 1 6 9 ,

I
、

玄 武岩一 玄武安山岩 区

H
、

安山岩 区

m
、

石 英安山岩 一 英安岩 区

份
、

钠长 流纹英安岩 区

V
、

超基性侵 入岩 区

VI
、

细碧岩 一 角斑岩 区

珊
、

粉砂质 粘土岩一 砂岩 区

A 细碧岩 B 角斑岩 C 安山岩 D 玄武岩
E 流纹岩 F 粗面岩 G 石英安山岩 M 贞岩

J 二长安山岩 I 粗面安山 岩H 石 英角斑岩L 粘 土岩

K 石 英二长安山 岩

、
、、

.

J
r
廿

..

\v
!

/一片
4

口
1

口
2

口
3

口
4

口
5

困
6

口
图 十)夕 胶 东群 变质岩

“ l

斜长角闪岩 2
、

变粒岩

片麻岩 6
、

片岩

10
·

al K 图解
。长春地质学院

.

1 9了2 )

3
、

变 超基性侵入岩 4
、

变基性侵入 岩

7
、

石英岩

说明前者为钙泥质变来

的
,

代表凝灰岩中的陆

源碎屑成份
。

付矿物中错石
,

在

不同原岩的变质岩中也

有区别
。

由玄武岩类岩

石变来的斜长角闪岩内
,

错石作正方柱双锥体

{ 1 0 0 } { 1 1 1 }聚形者
,

呈无色
、

淡黄色
、

褐黄

色
;

作复正方柱双锥体

{ 1 0 0 } 弋1 1 0 } { 1 1 1 }

者
,

呈紫红色
,

而且溶

蚀程度高
,

比较浑圆
,

暗色矿物包体较多
;
安

山质岩石变来的变质岩

中
,

复正方柱双锥体的

错石
,

除发育 { 10 0 }

弋1 1 0 } 弋1 1 1 }外
,

还

发育 { 31 1 }
,

颜色为橙

和橙褐色
。

泥质岩石变

来的付变质岩中的错石
,

杂质成份比较复杂
,

颜

色多样
,

一般滚圆度高
,

说明为陆源搬动沉积物
。

与其伴生的磷灰石
,

杂

质成份也较多
,

因而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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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也较复杂
,

除无色
、

乳白色磷灰石外
,

还出现烟灰色磷灰石
。

(三 ) 岩石化学方面
: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
,

我们依区域变质作用是原岩在等化学条件下的变化为论据
,

对胶东

群四条剖面中 78 个试样的岩石化学全分析结果进行了各种岩石化学图解的投影分析
,

先是在

尼格里四面体图解
、

周世泰的 K 一 A 图解
、

西蒙南的 ( al + fm )一
‘

(C 十 al K ) 与 Si 关系

图解
、

余绍贵的 51 0
:
一 A 一 P 火山岩分类图解

,

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的 ( al 一 al K ) ; C 图

解
、

莫依纳等的 ( A I + Fe + T i ) : ( C a + M g ) 图解
、

周世泰的 A I 30
2
一 ( M gO +

C aO ) 一 Si q 三角图解上投图
,

结合上述变质岩产状和岩相学特征
,

确定原岩类型和名机

进而将胶东群中变质玄武者类岩石在张雯华的变异图 (图
.

1 0) 及图 n
、

12
、

上投点
,

知道组

成胶东群的太古界的玄武岩浆
,

属于岛弧及边缘海洋底的拉斑玄武岩系列
,

其钙碱系数为 59
.

5

‘图 13)
。

最后再投点于长春地质学院的 al 一 al k : C 图解和利克的 M g : C 图解以及图

!
一

}
、

15
,

其结果都显示各类岩石投影点群分区明显
,

恢复原岩可靠
,

而且反映构成胶东群中

火山沉积的太古代母体岩浆一拉斑玄武岩浆
,

分异作用明显
,

它是由超基性
,

基性的橄榄辉

T H 一 拉斑玄武岩 系列

C A 一 钙碱性玄武岩 系列

乞2 丫
少

乙

口 口
2

口 口
4

图 十五 胶 东群变质火山岩 F A M 图解 (麦克唐纳 19 68 )

l
、

斜长角闪岩 2
、

变粒岩 3
、

变基性侵入岩 4 片麻岩

¹
、

玄武岩 一 玄武安 山岩 区 º
、

安山 岩 一 石 英安山岩 区 »
、

英安岩 一 钠长流纹英安岩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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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

粗玄岩
、 ,

辉绿岩 (伴随辉长岩的侵入) ,

经过玄武安山岩
、

安山岩
、

石英安山岩
、

英安岩
,

岩
,

最后演变为钠长流纹英安岩
。

通过上述胶东群变质岩层的原岩恢复研究
,

得到如下认识
:

1
.

唐家庄组的辉石斜长角闪岩
、

辉石角闪石岩
、

绿帘斜长角闪岩
、

角闪二辉麻岩等
,

原

岩昏为拉斑玄武岩 (大部分为边缘海洋底型和岛弧型 )
。

黑云变粒岩的原岩为石英安山质的

凝灰熔岩
。

一些基性次火山岩如辉绿岩
、

粗玄岩以及基性侵入体一辉长岩
,

均尚保留原岩结

构和少量原岩矿物残留
,

并保存侵天接触关系
。

其黑云斜长片麻岩类 (包括石墨 片麻岩
, 夹

层
,

则由泥质岩石变来
,

大理岩夹层较少
。

石墨片麻岩中的石墨
,

经长春地院兰心俨等所作

的 3吟样碳同位素的研究
,

‘c ‘“ = 一 16
.

1一 25
.

9%
,

与无机成因的碳差别较大
,

而同各种古

代和现代有机成因的碳相似
,

说明晚太古代海盆和岛弧带己有足够数量的生物繁殖
。

因此唐

家庄组的原岩建造应为非稳定型浅海盆基性一中酸性火山沉积建造
。

2
.

族旗山组的厚层硅线石榴斜长二云片岩
、

硅线石榴二云片岩
、

二 云汽岩和片麻岩
,

其

原岩为泥质岩石
。

部分变粒岩的原岩为粉砂质一砂质或凝灰质杂砂岩
。

部分黑云角闪变粒岩

的原岩为安山岩
。

少量斜长角闪岩夹层的原岩为岛弧型玄武岩类岩石
。

止时卜也夹有少量透辉

大理岩
,

它是由白云质灰岩变来
。

因此根据主要的原岩组合
, ·

应属于次稳定型浅海岛弧杭积

的泥质一粉砂质建造
。

3北山组的变质岩以斜长角闪岩类
、

变粒岩类和斜长片麻岩类岩石为主
,

斜长角闪岩的

原岩皆为岛弧和大洋玄武岩
、

粗玄岩
,

个别为辉长岩
。

黑云变粒岩的原岩一般由安山质
、

石

英安山质凝灰熔岩或熔岩变来
。

浅粒岩由钠长流纹英安岩变来
,

代表岩浆演变最终产物
。

斜

长片麻岩类岩石一般也由安山质
、

石英安山质甚至英安质熔岩变来
。

变质岩中的夹层二云石

英岩的原岩为砂岩
,

白云石英片岩的原岩为粉砂质泥岩
。

底部的黑云片的原岩也为泥岩
。

习
一

匕外

还夹有极少量的镁质大理岩
,

它是由白云质灰岩变来
。

因此根据主要原岩组合
,

该组也属
二

犷非

稳定型岛弧中基性火山岩建造
。

民山组和富阳组的原岩建造同化山组相似
,

但从基性岩的变余矿物组合来看
,

基性程度

较化山组尤高
。

由此
,

将胶东群地层划分为上述三个原岩建造
:

底部的唐家庄组非稳定型浅海盆基性一

中酸性火山沉积夹泥质沉积建造和上部化山组
、

民山组
、

富阳组的非稳定型岛弧浅海中升胜

火山岩建造
,

是处在古地壳岛海沉积环境
:

而中部族旗山组的次稳定型浅海岛弧泥质粉砂质

沉积建造则是处于雏型古地槽沉积环境
。

三个原岩建造遭受区域变质作用
,

特别是埋深变质作

用
,

形成变质程度不同的变质建造
。

唐家庄组属于高温中压相系的角闪二辉麻粒岩相型建造
,

族

旗山组应属于中温中压相系的高角闪岩相型变质泥质一粉砂质建造
; 而化山组

、

民山组
、

富阳

组则相对地属于下低温中压相系的低角闪岩相型变质中基性火山岩建造
。

这三个变质建造作

东西向分布
,

由南而北变质程度渐次降低
。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