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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西峡地区含金红石角闪质

片岩成因探讨

张银波
(化

_

L部地质勘探 公司河南地 质勘探大队 )

提 要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分布于秦岭造山带东段南缘
.

西坪向斜南翼
,

是西峡金红石矿的含矿

岩石
。

本文根据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的产出特征
、

矿物组合
、

结构构造
、

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等方面

的研究
,

认为其原岩主要是海底喷发的基性火 山岩类
,

内夹少量沉积岩
。

其 形成环境为陆缘断陷深

海槽
。

后经区域变质作用
,

形成了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

关键词 河南西峡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 基性火山岩 陆缘断陷深海槽 区域变质作用

河南西峡金红石矿区是近年来在秦岭造山带发现的一个重要金红石矿区
。

随着地质勘查

工作的不断深入
,

地质研究程度的不断提高
,

目前 已姆引起人们的关注
。

我队在此进行地质勘

查工作多年
,

积 累大量资料
,

现对有关资料进行整理
,

就含矿岩石
,

即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成因

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
,

供专家和同仁们参考
。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产出地质特征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分布于秦岭造山带东段南缘
,

西坪向斜南翼
,

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 主

缝合带 (商丹断裂带 )南侧
,

扬子陆块北缘古生代陆缘断陷带内(张国伟等川
,

19 8 8 )
。

l
·

l 产出层位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赋存于古生界信阳群龟山组 (P zg )第三段
。

区内龟山组地层从老到新

分为三个岩性段
,

由于断层和火成岩侵入
,

地层出露不全
。

一段 (P zg
’
)

:

主要为灰白色中厚层状大理岩
、

未见底
,

厚50 一 5 60 m
。

二段 (Pz g 之) :

灰黑色绿帘黑云石英片岩
、

钙质二云石英片岩
、

黑云变粒岩
。

顶部夹黑云斜 民

角闪片岩
、

变长石石英砂岩和透镜状大理岩
,

厚5 5。一 2 3 0 om
。

三段 (Pz g 3
)

:

白色
、

灰色大理岩夹含金红石 角闪质片岩
,

是金红石矿 的含矿层
,

厚 1 50 一

6 00 m
。

上覆地层
:

信阳群南湾组 (P zn )黑云石英片岩
、

二 云石英片岩
、

黑云钠长 片岩和石英岩
: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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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伏龟山组地层为断层接触
。

1
.

2 形态
、

规模及分布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呈层状
、

似层状
、

透镜状
、

薄层互层状在含矿层中与大理岩互层产出
。

单层厚度最大 17
·

58 二
,

最小数厘米
。

沿走向长者大于10 00 砰
,

短者数米
。

沿倾向延深 50 一 Zpom
,

最深大于 3 00 m
。

含矿层中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厚度大于lm 者 7一28 层 ;厚度大于 1 0c m 者多达

120 层以上
。

在水平方向上
,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在20 0~ 6 0 0m 宽的含矿层中
,

平行区域构造线

东西绵延3 0余 k m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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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白奎系上统 2
.

信阳群南湾组 3
.

信阳群龟山组 4
.

秦岭群 5
.

陡岭群瓦屋场组 6
.

海西期斜长花岗岩 7
.

加里东

期闪长岩 8
.

晋宁期石英闪长岩 9
.

含金红 石角闪质片岩 10
.

正断层 n
.

逆断层 12
.

性质不明断层 13
.

地质界线 14
.

不整

合面

图 1 河南西峡地区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分布略图

F逗
.

1 S ke tch ma p sh ow in g the di st ri b u tio n 吐 rut 派 h o r n b le n d e sc his玄in X ix ja ar ea H en an Pr ov m c e

L 3 与大理岩接触关系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与大理岩一般为整合接触
,

产状一致
,

其接触方式有四种
。

1
.

3
.

1 突变接触关系 有整合突变关系和不整合突变关系
,

前老反映海底喷发的特征
;
后

者反映次火山岩浅成
、

超浅成侵位的接触特征
。

1
.

3
.

2 过渡关系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与大理岩之间常有一个宽 1一 sc m 的过渡带(有称

蚀变带 )
。

反映了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与大理岩之间曾经发生过交代作用
。

1
.

3
.

3 “

缝合
”

式接触关系
一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与大理岩之间有时可见到一种界面不平

整的铁
、

锰质暗色不透明充填物为其分界
。

1
.

3
.

4 薄层互层式接触关系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和大理岩呈 1一sc m 厚的薄层互层相间

分布
,

各自向对方一侧逐渐减少
,

直到消失
。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与大理岩复杂的接触关系
,

反映了其不同的生成方式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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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物组合及结构构造

2
.

1 矿物组合

随着矿物组合的变化
,

本区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有
一

15 种之多
。

主要矿物组合有五种
。

表 l 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wt % )

Ta b le 1 El e e 甘on ie p r o be a n alys认 of m in e r a 肠(w t % )

矿矿物物 样号号 5 10 222 A 1 20 333 Fe OOO M g OOO C aOOO K 2000 N a 2000 T 10 222

合计计

角角闪石石 111 4 4
.

6 555 6 5 1 111 l」 7 333 1 6
.

5 222 10
.

1 777 0
,

1333 1
.

3 000 0 2777 9 4
.

28 111

2222222 4 4
.

7 222 6
.

5 333 1 4
.

7 333 1 6
.

6 111 1 0
.

1 777 0
.

1 444 2
.

3 555 0
.

2 777 9 5
.

5 222

黑黑云母母 333 4 0
.

5 555 14
.

2 222 2 0
.

1 111 1 5
.

0222 0
.

5 777 3
.

8 999 0
.

8 333 1
.

6 999 9 6
.

4444

金金红石石 4444444 0 4 66666666666 9 9
.

2 444 9 9
.

7 000

5555555 0
.

8 77777 0 6 66666 0 5 8888888 9 7
.

8 555 9 9 9 666

檐檐石石 666 3 5
.

1 333 0 0 111 0
.

2 88888 3 0
.

8 4444444 3 3
.

7 444 10 0
.

0 000

钦钦铁 矿矿 777 0
.

9 55555 3 4
.

8 11111 0
.

18888888 6 4
.

0 555 9 9
.

9 999

钦钦赤铁矿矿 888 5
.

5 88888 (Fe 2 0 3
))))) 1

.

8 3333333 1 0
.

4 444 1 0 0
.

0 000

88888888888 2
.

1555555555555555

注
: 1一 4号样地矿部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分析

; 5一 8号样武汉钢铁学院分析
。

2
.

1
.

1 角闪石一斜长石一黑云母一金红石 这种矿物组合形成金红石黑云斜长角闪片岩
,

是本区最普遍的矿物组合
。

角闪石含量大于50 %
,

黑云母和斜长石互为消长
,

含量分别为12 一

18 %和 12 一 25 写
,

金红石平均为2
.

5 %
。

2
.

1
.

2 角闪石一黑云母 一金红石 这种矿物组合形成金红石黑云角闪片岩
,

角闪石含量大

于 7 0 %
,

黑云母含量 18 %
,

金红石平均含量 2
.

7 %
。

2
.

1
.

3 角闪石 一斜长石一金红石 此种组合见于金红石斜长角闪片岩中
,

角闪石含量大于

60 %
,

斜长石含量 23 %
,

金红石平均含量 2
.

5 %
。

2
.

1
.

4 角闪石一金红石 这种组合形成金红石角闪片岩和金红石角闪岩
,

角闪石含量大于

80 %
,

金红石 2 %
。

2
.

1
.

5 黑云母 一 角闪石 一金红石 这种组合形成金红石角闪黑云片岩
,

黑云母含量大于

50 %
,

角闪石含量 6一 27 %
,

有时出现斜长石和石英
、

绿帘石
、

金红石含量 l一 2 %
。

上述矿物组合反映了贫硅
、

富钦的原岩在前进区域变质作用中绿帘角闪岩相的矿物组合

特征
。

2. 2 矿物特征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矿物成分复杂
,

主要矿物有普通闪石
、

斜长石
、

黑云母
,

次要矿物有透

闪石
、

阳起石
、

绿泥石
、

绿帘石和方解石
,

含钦矿物有金红石
、

檐石
、

钦铁矿
、

钦磁铁矿和钦赤铁

矿
,

其他副矿物有磷灰石
,

磁铁矿
、

黄铁矿
、

电气石
、

错石等
。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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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角闪石为绿色或淡绿色
,

呈针状
、

短柱状和长柱状
,

横切面为假六边形
,

(1 1 0) 和 (l初 )

解理完全
,

有较强的多色性和吸收性
,

比重 3
.

1 4 ,

比磁化系数 25
.

38 X 1 0 一 6C G SM c m
,

/ g
,

晶体内

常见金红石的固溶体和显微包体
,

晶体已部分被蓝闪石和透闪石所交代
。

普通角闪石化学成分

见表 1
。

斜长石为他形和半自形晶
,

粒度 0
.

05 ~
,

已钠长石化
。

黑云母为黑褐色
,

(0 0 1) 解理完全
,

偏光镜下有明显的吸收性
,

比重 3
.

05
,

比磁化系数 26
.

9

x l。一吮G
sM

c m
3

/ g
,

晶体中常见金红石显微包体
。

金红石为暗红
、

桔红
、

浅黄色
,

呈针状
、

柱状和他形粒状
、

具膝状双晶
,

粒度 0
.

03 ~

0
.

09 m m
,

金刚光泽
,

反射色为乳白色微带兰
,

内反射棕红色
,

反射率 20 左右
,

比重 4
.

22
,

比磁化

系数为 2
.

2 3 x 1 0 一 6 CGS M e m
3

/ g
,

晶

40 1 体中有时可见到磷灰石和黄铁矿微

眨 粒包体
。

教
少 z 一 ~

30加

. .....

;
.

1名一门
,一招

佘火)

) 钊
.

卜
2 。 。

一
目

一立址一~

说明
: 1

.

钙质泥灰岩 1
.

白云质泥灰岩 班
,

粘土岩 w
.

中酸性凝灰岩 v

角斑岩 Vl
.

细碧岩一玄武岩 妞
.

二长安山质凝灰岩 姻
.

英安质凝灰岩

图 2 (ai 一毗)一C 图解 (据长春地质学院
, 19 75)

Flg
.

2 (ai 一 a lk )一C 侧
a gr am

2. 3 结构构造

2
.

3
.

1 结构 (l )变晶结构
:

根

据岩石主要矿物结晶形 态
,

可以分

为柱状变晶结构
,

纤状变晶结构
、

粒

状变晶结构
、

鳞片变晶结构
。

(2) 变余结构
:

主要为变余斑状

结构
,

变余斑晶为角闪石和斜长石
,

粒径 0
.

5 ~ 2
.

sm m
,

斑晶有被熔蚀的

痕迹
。

基质为小柱状角闪石和细粒

状斜长石
,

粒度 0
.

02 ~ 0
.

1
~

。

此

外
,

还有变余填间结构
、

变余交织结

构
、

变余辉绿结构
,

偶尔也见变余玻

屑晶屑结构和 自碎结构
。

2. 3. 2 构造 (l )片状构造
:

片

状
、

柱状矿物定向排列
,

相 间分布
,

片理发育
,

金红 石多分布片理 间
。

(2 )微条纹状构造
:

细粒暗色矿物定向聚集在一起
,

其间分布着细粒浅色矿物
,

构成色调不同的

微条纹
,

这些微条纹常有波状起伏和层纹状弯曲
。

(3) 块状构造
:

具有变余辉绿结构和变余交织

结构的角闪质岩石
,

矿物定向排列
,

片理不发育
,

岩石呈致密块状
,

金红石分布于粒状矿物之间

或角闪石之内
。

此外
,

还可见到变余流动构造
、

变余气孔构造和 由斜长石聚斑构成的似眼球状构造 (可能

是变余杏仁构造 )
。



第七卷 第三期 张银波
:

河南省西峡地区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成因探讨

3 岩石化学特征及原岩类型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主要岩石类型有金红石黑云斜长角闪片岩
、

金红石黑云角闪片岩
、

金

红石斜长角闪片岩
、

金红石角闪片岩和金红石角闪黑云片岩
。

其次还有金红石黑云阳起片岩
、

金红石黑云绿泥片岩等
。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的化学成分见表2 ,

同中国基性岩平均化学成分 (黎彤等
, 1 9 6 3) 相比

较
,

硅铝及碱质低
,

镁钦高
,

其他组分基本一致
。

在 (a l一al k) 一C 图解 (图2) 中
,

含金红石角闪质

片岩大部分落在细碧岩一玄武岩区内
,

少数落在二长安山质凝灰岩区及其周围
,

个别落入角斑

岩和钙质泥灰岩范围内
。

表2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化学成分及原岩类型 (wt 写)

Ta ble 2 c h e口d a吐 c

。, 刘“的
. ”d Pa 叹n t r

OC七 ot ru 山e h o门ble 口d e 翻么血盆 (W 亡写)

样样号号 岩石名称称 5 10 222 ^ 12 0 333 F eZ O 333 Fe OOO M口OOO M . 000 〔知OOO N . Z OOO K ZOOO n O ZZZ PZ O ‘‘ CO ZZZ 其他他 合计计
羹塞塞

““ QIII 易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 2
。

2 888 1 2
。

8 777 9
.

7 666 3
.

0 444 0
.

0999 7
.

6 444 9 2 333 3
.

1 555 1
.

2 000 4
.

0 777 0
。

7 111 4
.

7 444 l
。

1777 g 氏 9 555 III

HHH QZZZ 黑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 2
。

0 777 1 0
.

1 888 1 0
.

0444 2
.

3777 0
.

0 777 10
.

4 444 1 0 的的 2 3 333 0
。

? 222 4
。

3 999 0
。

6 666 5
。

7444 0
。

8 666 9 9. 9 666 III

HHH O333 黑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3 9
,

7忍忍 1 0
,

4 333 8 ] 444 3 9 000 0
,

0777 12
。

5 111 份
.

7666 1
。

4 555 0
。

1 444 5
.

5 111 0 7 555 6
。

5999 0
。

5 666 9 9
。

5 333 III

HHH O 444 黑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 2
.

5 555 1 0
.

9 444 1 2
。

8 111 1
.

5 000 0 0 777 10 6‘‘ 6 9 888 3
。

0999 0
.

2 000 5
。

1 666 0
,

了111 4
。

4333 0
.

4 888 9 9
。

5 777 III

HHH QSSS 畏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 2
.

3 000 1 2
.

2 333 9
。

3 777 2
.

5777 0
。

0 555 8
.

1888 7 的的 2
.

5 444 0
.

1666 4
。

6 555 0
。

6 999 8
.

6 777 1
。

4 000 9 9
.

9 000 lll

HHH Q 666 黑 云斜 长角闪片岩岩 4 1
.

9 222 8
。

0 555 7
.

0 000 5
.

0 777 0
.

0 555 1 3
.

6 222 7
。

0 999 3
.

6 333 0
。

8 999 5‘1 444 0
.

公444 6
.

2 999 O
。

5 666 1 0 0
.

1555 ,,

““Q 777 黑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 2 0 888 1 1
.

6 000 1 0 2 888 3 0 999 0
.

0 555 1 0 3 888 6
.

2 222 1
。

8 333 0
.

2 333 5
.

4 888 0
。

7 555 8
。

2 999 0
。

3 000 1 0 0
.

5888 ,,

HHH QSSS 黑 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 7
.

8 333 1 4
。

4 555 6
.

4 888 2
.

1 222 0
.

0 555 5
.

8 888 6
.

4 888 6
.

4 444 0
.

8 888 3
。

5 555 0
。

7 555 5
.

盛盛 0 3 777 1 0 0
。

5000 III

HHH Qggg 黑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 3
,

0 777 1 2
.

4 333 9
.

6 222 2
.

7 666 0
.

0444 9
.

8 888 7
。

5 777 2
.

4 777 0
。

5 999 5
.

0 333 0
.

7 222 4
.

5 999 0
.

7 333 , 9
。

5 000 III

HHH Q 1 000 黑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 5 5 222 1 0 5 222 9
,

4 ]]] 2
.

1 111 0
.

0 777 1 4
.

9 777 7 4 111 1
,

4 444 0
.

aooo 4 3 555 0
.

5 444 2
.

6 444 0
。

3 888 9 9
.

6 666 皿皿

HHH Q l lll 黑云角闪片岩岩 3 6
。

2 777 1 3
。

8 666 8
.

2 777 0
。

6 111 0
。

1 111 6
,

7 555 12
.

9 888 0
。

1 888 0
.

8 111 4 7 444 0
.

7 333 1 4
.

3666 0
.

8 222 10 0
。

4 999 WWW

HHH Q 1222 黑云角闪片岩岩 4 0
.

8 777 1 0
.

4 000 7
.

6 111 4
.

8 999 0
。

0 777 1 1
.

9 111 9
。

8777 1
.

5 222 0
。

7 000 5
.

6 777 0 6 555 4
.

6 333 0 7333 匀9 5222 III

nnn Q 1333 黑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3 8
。

3 333 1 1
.

5 555 6
。

3 888 5
.

4 000 0
.

1777 1 1 7 111 1 2
.

3 777 0
。

6了了 2
.

0888 4 1222 0 r lll 6 5 777 0
.

1了了 1 0 0
.

2 333 III

HHH Q1 444 黑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 2
.

6 666 8
.

5 222 8
.

6 999 3
.

6 000 0
.

1888 16
.

0 444 9 5777 1
.

1 888 1
。

0 222 3 2 000 0
.

4 777 2
.

4 000 3
.

0斗斗 9 9
.

6222 lll

的的Q1555 燕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3 9
.

2 444 9
。

3 111 7
.

8 555 4
。

3 888 0
。

2 222 1 2
.

5 333 1 1
,

1 000 l
。

5 111 0
。

日333 4
。

7 000 0
。

6 333 4
。

0 000 3
.

6 555 99
。

0 555 III

日日Ql右右 阳起片岩岩 3 9
。

1 555 9
。

2 999 4
。

8 777 5
。

1999 0
.

2 000 1 8
。

1 777 9 9 000 0
。

8 000 0
.

1 111 5
。

5 111 0
。

4 777 2
。

7 000 5 3 111 g ,
。

6 777 111

””Q1 777 篇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2
,

9 444 7
.

3 666 7
.

0 222 5
.

0999 0
。

1 999 15
.

6 000 1 0
。

2 333 1
.

1 222 0
,

4555 4
.

2 666 0
。

5 555 0
.

9 000 4
。

1 999 9 .
。

9 000 III

日日劝1 999 黑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 5
。

4 666 1 1 7 555 1 0 4 999 2
.

5 222 0
。

2 222 9 3555 4
,

9 333 0
。

4 999 2
.

3 555 5
。

2 0 --- 0
。

6 333 0
。

2 000 民 7 333 9 9
。

8 222 ...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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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

日日0 2 000 界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 8 3 111 1 0
。

5 999 1 0
。

3 777 1
.

5 444 0
.

2999 9 7 999 3 7 333 1
。

4 888 2
.

4 666 4
.

8 666 O
。

6 333 0 2 000 5
。

7000 9 9
.

9 555 III

妞妞Q2 111 黑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 3 2000 1 0
.

日333 8
.

8 333 3 3 777 0 1999 1 0
,

0 333 8
,

0 555 2
.

0 333 0
.

2 888 4 9 666 0
.

6 333 2
。

8 000 5
.

3888 10 0
.

5 888 III

日日Q2 222 界云科长角闪片岩岩 4 2 1吕吕 1 2
。

0 444 1 2
.

2 555 生
.

已888 0
.

1777 8
.

5 222 4 4 555 2
.

3 888 0
.

7 777 e
.

o eee 0
.

6333 0
.

3000 7 9 999 分9 5 111 III

222 0 0 111 黑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3 9
。

0 555 1 1
。

0 999 1 0
.

9 000 3
。

2666 0
.

3 444 9
。

7 555 1 2
,

2 000 1
.

9 555 1 1 222 4
。

4 000 0 7888 4
、

0 000 1
.

1 555

立
。

.

。777 lll

222 0 0 222 黑云角闪片岩岩 4 4
。

1 666 1 3
.

7 777 9
.

4 666 3
.

0000 0
。

2 222 8
.

6 111 5
.

5 777 3
.

5 888 2
.

4 000 4 5 444 0
.

9 444 1 5 000 3
.

8 000 1 0 0
.

5 444 万万

222 0 0 333 黑云拼长角闪片岩岩 3 8 9 111 8
。

8 555 8
。

3555 4
。

4 222 0
。

2 777 1 2
,

1 333 1 1 8 666 1 8 555 0
。

7 333 4
.

5 444 0
.

4 777 4 .5 000 3
。

0 222 9 9 9 000 lll

222 0 0 444 斜长角闪片岩岩 4 4
。

1宫宫 1忍
.

2555 吕 7 333 4
。

9 000 O
。

1 888 7
。

3222 7
。

9 444 4
。

1 555 0
.

3 000 4
.

8 888 0 已333 1
.

5 000 2 6 444 加
.

7 000 III

222 00 555 娜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 3
。

0 000 1 1
.

3 222 7
。

1555 5 4 000 0
.

2 333 1 1
.

口555 1氏 0 444 2
,

2 333 心
。

5 555 4 4 444 0
.

5 555 0
。

7 000 2
一

口999 1 00
.

1555 lll

222 00 666 燕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3 9 8 666 1 4 6 222 7
.

2000 5
.

6 666 0
.

2 999 8
.

7555 1 2 6 222 忍 5 000 0
.

8 333 4
.

8 888 0
。

6 333 0
.

8 000 1
.

6 444 10 0
。

2 888 III

222 00 777 县云斜长角闪片岩岩 4 2
.

0555 1 0 0 000 8
.

2777 3
,

9 000 0
.

2 333 1 0
。

吕555 1 1 1888 1
.

7 111 0
.

4 333 5
.

4 666 0
.

6 333 1
.

0 000 3
.

7222 9 9
.

4 333 III

万万 43 2 444 斜长角闪片岩岩 . 3
.

,9
。。 1 1

。

5 111 5
.

1999 7
。

1 999 0
.

1555 8
.

2 666 1 1
.

1 777 4
。

0 444 0 6 000 5 9 555 0
.

6 333 0
。

1 222 0 8 222 9 9
.

6 111 III

111 3 7 333 角闪片岩岩 4 4
。

1000 8 3666 4
。

5 444 7
.

6 444 0
,

0555 1 3
。

2666 11
.

9 222 1
.

6石石 0
.

3 999 4
,

5 000 0
,

5 88888 2 9 000 9 9
.

8口口 lll

且且3 7 111 绿帘角肉摄云片岩岩 52
。

6 999 1 7
。

9 999 2 4 888 5 4 444 0
.

0 777 6
.

1 444 4
.

4 333 2
.

3 888 4
。

4 333 0
。

8 888 0
.

2 33333 2
。

2 666 99
.

4222 III

平平均均 42
.

5 888 1 1
。

2 666 8
.

3 222 3 8 000 0
.

1555 10
.

6 666 8
.

8 444 2 1 999 0
。

9 444 4 6 111 0
.

6 444 3 5 888 2
,

3 999 9 9
.

9 66666

中中国签性岩平均值值 48
。

2 555 1 4
。

9 000 4
。

l ??? 7
甲

6111 O
。

2 111 6
.

9 333 8
。

2777 3
.

3 000 l
。

7 000 2
,

0888 0
,

5 666 0
.

5 33333 9吕 5 11111

I 一细珍岩 玄武岩门 一二长安山质凝灰岩
, I 一角斑岩

: w 一泥灰岩

利用表2中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氧化物含量平均值和表 3中微量元素含量值
,

根据 D
.

M
.

sha w 和 A
.

M
.

K u do 的 x 函数判别式 (王仁民等阁
,

1 9 8 7) 判别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的原岩
:

X ,

= 一 2
·

6 9 1g C r 一3
·

1 81g y 一 1
.

2 5lg N i十 1 0
.

5 7lgC o + 7
.

7 3 1g s c 十 7
.

5△lgs r一 1
.

9 51g Ba 一

1
.

9 9 1gZ
r一 1 9

.

5名

一 1
.

8 9 (1 )

X :
= 3

.

8 91gC o + 3
.

9 9 lgs
e一 8

.

6 3

~ 3
.

3 6 (2 )

X 3
一 7

.

0 71g T 10 2

+ 1
.

9 llg A 12O 3 一3
.

2 9】g Fe 2 0 3

+ 8
.

4 8lg Fe o + 2
.

9 7 lg M n O + 4
.

8 11目竹9 0 +

7
.

8 0lg C叼+ 3
.

9 2 1口
2 0 。

+ 0
.

15 lg C 0 2
一 15

.

08

= 2
.

7 1 (3 )

x , 、

x Z 、

x 3

均为正值
,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应为正变质岩
。

上述情况表明
,

本区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的原岩主要是基性火山岩类
,

少量为沉积岩
。

原岩为基性火山岩类的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
,

呈不稳定的层状
、

透镜状
、

沿走向厚度变化

大
,

岩石中有变余晶屑玻屑
、

变余斑晶和眼球状斜长石聚斑 (可能是杏仁构造残余 )
,

偶尔见到

变余流动构造和变余气孔构造
。

主要造岩矿物含量变化不大
。

局部可见经过变质作用后界线不
清的镁铁岩和斜闪煌岩

。

副矿物种类多
,

含量较稳定
。

/

原岩为基性火 山岩类的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 (表 l中除去 H Q
I ,

号样 )N a Zo > K 2 0 , N a Zo +

K Zo = 3
.

2 0 , K Zo / N
a Zo = 0

.

4 3
,

皮科克指数为4 7
.

5
。

在 (N a Zo + K : o )一5 10 2

图解(图3 )中
,

含金红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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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角闪质 片岩落入强碱 区和碱质区内
。

所以
,

其原岩应属碱性玄武岩类
。

原岩为沉积岩的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
,

一

般黑云母
,

石英和方解石增多
,

斜长石减少
,

副

矿物种类减少且含量变化大
。

岩石主要为片状
、

微条纹状构造
,

岩石成层性好
,

厚度比较稳定
,

层间构造比较协调
。

与本区变质基性火山岩相

比
,

硅和 碱质低 (5 10 2 3 6
.

2 7%
,

K Zo + N a Zo =

0. 99 % )
、

富钙 (Ca o [2
.

98 % )
、

二氧化碳含量高

(C O ::
14

·

36 % )
,

在图 2上落入钙质泥灰岩范围
。

4 地球化学特征

丁、 (节 写 }(贡

说明
: 了一 线碱 质区 舀 一碱质卜 拼 一 弱碱质区 川 一 贫碱

质区

图 3 又N a :O + K , o )一 5 10 :

图解

F 19
,

3 (N a :
O + K :O )一 5 10 : D iag r a m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的元素含量如表 3
。

和

一般基性岩 (A
.

H 维诺格 罗多夫
,

19 6 2) 比较
,

硅铝低
‘

镁铁高
、

钦
、

错
、

轻稀土元素富集
,

其他

元素基本一致
。

与页岩
、

粘土或粘土与碳酸盐岩

混 合物 (A
.

11
.

维诺格罗多夫
,

19 6 2 )相 比较
,

元

素绝对丰度差别很大
。

十分明显
,

含金红石角闪

质片岩具有基性火成岩的元素组合特征
。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地球化学型式 (图4)

表现出不相容元素富集
,

其富集程度由 sr 到 Ba

遂渐增强
,

由 B a 到 Ti 逐渐减弱
。

由于 c e 的波

动
,

分布曲线呈
“

双隆起
”

式
。

这同亚速 尔碱性玄

武岩的地球化学型式相似
,

属板 内碱性玄武岩

的地球化学型式
。

表3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元素含量 (pp m )

T a b le 3 C o n ten ts of ele m e n ts in r u til e h or n b le n d e sc his t (Pp m )

元元素素 S iii A lll Feee M ggg Caaa N aaa KKK M nnn T jjj VVV C ttt N iii C 000

含含量量 19 9 0 6 222 5 9 5 8 888 8 77 2 777 6 4 29 000 6 3 17 111 16 2 1888 7 8 0 333 13 5 222
‘

2 7 6 3 222 2 0 000 2 1222 9 222 3 777

元元素素 S rrr

Baaa Z rrr C UUU P bbb Z nnn S nnn M OOO L 111 Beee BBB G aaa N bbb

含含量量 4 1 333 10 777 3 3 777 1 1666 1111 6999 5 222 1
.

666 7 666 1666 l 000 1666 4 777

元元素素 S eee YYY L aaa C eee Prrr N ddd S mmm E uuu G ddd D yyy H ooo E rrr Y bbb

含含量量 3000 2 8
.

3 555 1 1777 2 5 000 2 333 1 1888 19 222 4
.

9 222 1 5 3 555 8
.

1777 1
.

5 777 3
.

555 2
.

8 333

注
:

表中常量元素含量由本文表 2中氧化物 含量平均值换算
,

稀土元素含量是 2 个定量分析结果的平均值
,

其他微量元

素含量是 67 个光谱半定量分析结果平均值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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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亚速尔碱性玄武 宕

—
含金红 石 角闪质片岩

z ~ ~ ~ 一一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过渡金属元素

Sc
、

T i
、

v
、

M n 、

F e 不 同程度的富集
,

。
、

C 。
、

Ni 亏损
,

分配型式表现为陡倾斜的

倒
“

w
”

型 (图5 )
,

与秦岭造山带元古代和

早古生代的变质基性火山岩的过渡金属

元素分配型式一致 (徐贵忠等阁
,

19 8 8 ;

王艺芬等闭
, 1 99 1 )

,

反映了含金红石角

闪质片岩的原岩形成于动荡不定的环境

之中
,

具有区域地球化学继承性的特征
。

含金红石的三种角闪质片岩过渡金属元

素分布曲线紧密靠拢
,

尤如一条曲线
,

说

明三者为同源产物
。

含金红石 角闪质片岩 R E E 绝对丰

度高
,

艺R E E = 5 9 2
.

2 3 p pm
,

是 地壳丰度

00尸、,一,,工-

山已O芝
�

淬琳

5 r K R b B J T h T a N b C e P Z r !lf s n 1 T 万 Y Y b S ‘ 〔

图 4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地球化学型式

F ig
.

4 G e OC h e n 五时 脚tt e r n of r u t ile h o r n b le n d e s
ch ist

14 9
·

6 8 pPm (Ta ylo r
·

19 6 4 ) 的近 四倍
,

L R E E 富

集
, H R E E 亏损

,

LR E E / H R E E 一 1 7 , ( e e / Y b )
。n

=

1 9
.

3 1一 2 8
.

0 9 ,

犯
u 0

.

8 5 , E u / S m = 0
.

2 6 ,

负 E u

异常
。

R EE 的分配型式与陆壳碱性玄武岩 (P
.

亨德森[51
, 1 9 8 9) 相似

。

反映了形成本区含金红

石角闪质片岩原岩的岩浆演化不明显
,

岩浆在

上升和 喷发过程中未 受明显的同化和混染作

用
,

主要是沿断裂快速上升喷发
。

—
黑云斜长角闪 片岩

一一
一 角闪黑云片岩 /

·
-

·
·

·

⋯ ⋯ 黑云斜长片岩

一 一 一 大别一桐柏地区

信阳群变质 基性火山 岩

-一
· ·

一 二 西峡地 区二郎坪群

变质基性火山岩

浅、飞
户

000唆滩理赞�阵扣

5 结论与推论

(l)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的原岩主要为海

底喷发的碱性系列基性火山岩类
,

少量为沉积

岩
。

经海西一印支期区域变质作用
,

形成中浅变

质程度
,

属绿帘角闪岩相的含金红石角闪质片

岩
。

( 2)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的时代是个长期

争论的问题
。

19 81 年《1
:

50 万河南省地质图》将

其划入信阳群龟山组
,

时代定为中元古代
。

陕西

0
.

0 5

( )
.

0 2

( ) 0 1

0
.

0 0 5

S e T i V C r M 们 F e C o N -

图 5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过渡金属元素分配

型式
F ig

.

5 T r a n sl
tio

n m e ta l di s trlb ptio
n p a tt e r

ns of r u -

tile h o t n bl e n d e sCh i st

省地质工作者将这套信阳群西延部分划为泥盆系
,

称刘岭群
,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划入泥盆系

中统牛耳川组下段 ( D
Z
nl )

。

近年来
,

河南地区不少地质工作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将其作为古生代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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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红石黑云斜长角闪片岩 . 号样

闪片岩 2 号样

含量范 l祠

】()0

5 0

硕脚巨赞

、、、

、、

L a C e P r N d S m E u G d T b D y H o E r T n l Y b L u

图 6 金红石黑云斜长角闪片岩稀土元素分配型式

F is
.

6 D ist ribu tio n
Pa tte r n o f R 五E in r u tile h o r n b le n

de
s ch is t

地层处理
。

我队商庆芳等人在龟山组第三

段黑云透闪大理岩中发现生物碎屑

堆积
,

其中有清晰可辨的海百合茎

碎片化石及海绵骨针
、

腕足类碎片
、

粗枝藻等化石 (商庆芳等
.

困 1 9 9 2 )
。

在陕西省山阳县东北部牛耳川组

(D
Z

n) 也发现泥盆纪的生物遗迹化

石和双壳类实体化石 (何建社闭
,

1 98 9 )
。

所以
,

笔者认为含金红石角

闪质片岩原岩生成时代应为古生

代
,

目前作为晚古生代泥盆纪 比较

适宜
。

(3) 本区信阳群龟山组为一套

碳酸盐岩一泥砂质岩一碳酸盐岩夹

基性火山岩的类复理石建造
,

厚度

大于 4 0 0 0 m
,

缺少完整的宏体生物

化石
,

但见经过搬运不远
,

快速堆积

的生物碎屑堆积层
。

反映当时本区处于海水深

度大
、

海底坡度陡
、

动荡不定的沉积环境
。

本区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具有板内陆壳碱

性玄武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

岩石化学方面
,

在
T -

a 图解¹ ( 图7) 中
,

51 0 2

含量大于 43 %的含金红

石角闪质片岩样品落入板 内构造区火成岩及其

派生碱性岩范围内
。

据张国伟教授等人 ( 19 8 8) 研究
,

晚太古宙

时
,

华北地块和扬子地块为统一的克拉通地块
。

早元古宙时
,

统一的克拉通地块发生分裂
,

形成

以初始裂谷形式存在的古秦岭构造带
。

加里东

期
,

因扩张分裂而形成的古秦岭海域洋壳已开

始向北俯冲
,

北秦岭转入活动大陆边缘
,

相应南

秦岭也发生非造山性质的
,

以拉张断裂为主的

地壳升降活动
,

使大陆边缘形成地垒和地堑隆

0 10 萝

说明
: A 区

:

板内构造区火成岩 B 区
:

造山带火成岩 C

区 ;A 、 B 区派生碱性岩

图 7

~ 图解(据 A
.

R it tr 扭甘Ln , 1 9 73)

F地
.

7 T一 一a D la g r a rn

凹相间的陆缘构造
。

到晚古生代
,

本区因受继承性的近东西向断裂的分割
,

形成了线状展布的

¹ 。 ~ (K Z+ N a Zo ) 2 / ( 5 10 2一 43)

丫= (A 120 3一N妞20 ) ZT j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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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缘断陷深海槽
,

接受了数千米厚的一套类复理石建造的沉积物
。

同时
,

地壳深部 (或上地慢)

的碱性玄武岩浆
,

沿近东西向深断裂快速上升
,

频繁地喷发
,

在龟山组的上部形成了数量很多

的基性火山岩夹层
。

显然
,

含金红石角闪质片岩的原岩形成于陆缘断陷深海槽的构造一沉积环境之中
。

河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卢欣样高级工程师给予本文热情帮助
,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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