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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强变形带，除个别露头发现二者构造线交 切外，绝大多数地区很难找到二者确切分界。

图1 五台山地质略图

Fig．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Wutaishan Mountain

1．盖层；2．滹沱群；3．阜平岩群结晶杂岩；4．前寒武纪变质花岗岩；5．前寒武纪变质辉长辉绿岩；6．断层；7．甘泉变质

砾岩

1981年，白瑾等发现这层

变质砾岩的外圈(“之”字形构

造的北南东三面)压盖在五台

岩群文溪组含铁岩系之上，在

甘泉村北峨河北岸山坡上，可

追索到砾岩斜切磁铁石英岩

层；同时磁铁石英岩形成倒转

的紧闭褶皱，而砾岩层在该紧

闭褶皱上盘呈同斜褶皱(图2

左上插图)。由于下伏地层比

砾岩多一期褶皱，两者构造不

协调，因此白瑾等认为甘泉变

质砾岩是新于五台群下亚群

(石咀亚群)文溪组的地层，处

理成五台岩群中亚群(台怀亚

群)的底砾岩，并命名为甘泉不

整合D]。但是，1986年1：5万

区调岩头测区于甘泉不整合的

另一侧，发现这一成条带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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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甘泉、宽滩不整合露头素描与区域地质略图

Fig．2 GeOIogical and outcrop sketch for unconformity

at Ganquan and Kuantan Of Wutaishan

1．寒武系一奥陶系盖层；2．变质砾岩；3．变质石英岩；4．柏枝岩组绿泥

片岩；5．鸿门岩组绿泥片岩；6．辛庄岩组或庄旺岩组；7．文溪岩组绿泥

片岩；8．磁铁石英岩；9．斜长花岗岩；10．片麻状花岗岩

“之”字形分布的砾岩层，其内侧对中亚群(台怀

亚群)鸿门岩组地层亦具不整合现象，即宽滩不

整合。其野外现象是：①该变质砾岩压盖在鸿

门岩组的不同层位上，在宽滩村它压盖在含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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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铁石英岩的绿片岩系(实际上属稽棱岩缝)之

上；②变质砾岩截切了下伏沉积(变质)地层的

褶皱构造，因此表现为与下伏地层构造不换调，

这一现象在宽滩村露头上可目击(图2右上插

图)。

根据上述，这一长条状变质砾岩层与“之”

字形构造外侧的所谓下避群呈沉积不整合，又

与内侧所谓中姬群呈不熬合。因此，这套所谓

五台爨群中、下泛群分券酶苗泉变质砾岩标志

层，应是卷入五台岩群地层之中，叠置于五台岩

群不阔层位之上，比中亚群(台怀娅群)更新的

漉积地诿单元构成的紧闭离斜。通过速域对院

和追索，在宽滩村东这套砾岩之上有确凿的滹

沱群豆村亚群离台组寿阳山段(石英岩、长石石

英岩)的连续沉积，因此，将它视为滹沱群疯砾

岩是合适的。

3甘泉变质砾岩特征

甘泉变质砾岩为强烈韧性变形的底砾岩，

呈层状或布丁他透镜状断续出露予五台岩群分

布区，其岩性秘厚度变化较大，砾石成分复杂，

且不同地段有很大差异。砾岩胶结物普遍糜棱

岩化与构造片豢化。磨圆度好或较好的砾石被

剪切压扁墨饼状、透镜状、长条棒状、马鞍状、钩

状等不规则的扭曲形态，砾石断面大小一般为1

×2 cm～10×30 c撒，偶觅(5～30)×130

cm，砾石含量一般5％～20％，少数达40％

左右，属于极不饱和型砾岩。

黧3宽滩孝重东熔岩胶绩激变形的甘裘砾岩露头

Fi晷3 S妇tch sho轷i璃lhe挺Fo獭礤Ganq珏an
conglomerate cem嘲ted by the Iava，taken

from the e鼬t of Kuant肌Vi¨age

3。童变质砾褰豹砾磊成矜

砾石大小混杂，分选性差，不同地段的砾石

含爨、平均大小及成分皆有较大的变化。根据

野外观察的不同她点不溺岩性的30件砾石，经

镜下鉴定可分为陆源型沉积砾石和构造、热液

成因的假砾石。

3．1．1 陆源型沉积砾石

(1)钙质石英岩：灰白一深灰色，少数粉灰

色蠹野外常被误认为花岗岩砾石，镜下整细粒

花岗变晶镶嵌结构至微晶他形粒状结构，由石

英(70％～95％)、含铁碳酸盐矿物(5％～15

％)及少量绿泥石、缀云母、电气石、磷获石、金

属矿物组成，碳酸盐矿物和点尘状金属矿物常

构成细条纹或斑状集合体。

(2)条纹状石荚糟：呈福纽与灰自、深灰与

紫褐色相间的条纹或韵律层状，细粒花岗变晶

结构与微晶他形粒状结构，由石英(75％～90

％)、含铁碳酸盐矿物(5％～10％)、磁铁矿、

黄铁矿等组成。细条纹构造发育，条纹多数与

胶结物片理斜交，少数一致。

上述两种石英岩砾石中觅新生绢云琢、绿

泥石等矿物，变质级别达低绿片岩相，镜下观察

未发现变余砂状结构，丽且含铁碳酸盐矿物、磁

铁矿、硫化物等常戒条纹构造。有的石英岩砾

石的方解石含量较多，是原为钙质石英岩还是

钙质胶结的石英砂质隧块变质产物，有待今后

研究。

(3)磁铁石英岩：不同形态的砾石体本身均

呈条纹一条带状构造，细艘花岚变晶镶嵌结构，

条纹常弯曲粱皱。矿物粒径<0．05～o．3 mm，

不同粒度的石英常分别构成条带或团块。矿物

共生组合为：石英+磁铁矿+方惩矗±绿泥石

±绢云母±磷灰石，变质程度为低绿片岩相，较

高变质级的闪石型磁铁石英岩、含榴磁铁石英

者等均未发现，据此，推测磁铁石英岩砾石来塞

五台群的中皿群(台怀亚群)的铁矿层。

(4)变质斜(钠)长花岗岩：浅灰、粉红色，细

一皆缨粒状，变余半蠢形粒状结构或板获斜长

石构成交织结构。斜长石为钠长石(50％～

70％)，方解丽大量出现(15％～30％)，石英含

量约5％～{s％。岩石类馁侵入予五台岩群

顶部的浅成中酸性侵入体，为何含较多的方解

石?原因不详。

(s)变质危斑岩、缨碧岩：灰是、浅粉一深灰

色，细粒状，镜下为典型的变余交织结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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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主要成分为板条状斜长石(70％～80

％)及绿泥石、绢云母、石英、方解石、磁铁矿、磷

灰石等。岩石不同程度的糜棱岩化、碳酸盐化，

岩性与鸿门岩组中的角斑岩、细碧岩相类似。

3．1．2 构造、热液型成因的假砾石

(1)脉石英砾石：白色、灰白色，呈顺片理的

曲折脉体、串珠状布丁体及旋转透镜体，为单成

分乳白色石英组成。脉石英类砾石含量高者可

达砾石总量的70％以上，甚至全部。它可能是

侵入的石英脉构造布丁化的结果。

(2)电气石岩：由纯电气石组成，为黑色柱

状集合体，含于变质基性熔岩(绿泥钠长片岩)

的胶结物中，其成因可能与构造面的热液活动

有关，见于羊蹄滩一带。

(3)条带状岩石：为胶结物中不同成分的条

带，如碳酸盐条带，绿泥片岩条带，长英质条带

构成揉皱状的似砾石。

3．2变质砾岩胶结物特征

甘泉变质砾岩层位于强变形带，砾岩胶结

物为强烈糜棱岩化与构造片岩化的绿泥(钠长)

片岩、钙质绢云绿泥片岩及绿泥绢云长英片岩，

大都无法辨认原岩结构、构造。经显微镜下观

察，部分胶结物中重结晶粒化的长石集合体，显

示板条状轮廓及具隐约的变余间隐结构、变余

间粒结构，少数绿泥钠长片岩类型胶结物具典

型的变余含长交织结构。露头尺度及手标本观

察，部分胶结物具碎屑岩特征，镜下见碎斑状及

棱角状斜长石。根据现在能观察到的变余组

构，说明胶结物原岩为中基性火山熔岩及凝灰

岩。据三个砾岩胶结物(绿片岩)化学分析结

果①是SiO：=50．19％～53．60％，A1：03=

12．43％～13．47％，Na20=1．70％～

2．8％，K，()=0．06％～1．95％，单样Na：O

>K：()。尼格里参数al—alk介于13．12～

16．81，平均14．44，C介于5．9～18．67，平均

12．25，显示正变质岩的特征。在恢复原岩的尼

格里四面体图解(1954)中落于火成岩区，沃克

等(1960)的Mgo—CaO—Fe0图解中落于I区

(正斜长角闪岩区)内及其右侧，均显示岩浆岩

属性。

3．3 变质砾岩砾石塑性变形特征

砾石胶结物强片理化，糜棱岩化，多已成为

糜棱岩及构造片岩，并常见云母鱼和拔丝构造

等剪切变形特征。砾石具各种不同形状，如呈

透镜状、饼状、长条状、马鞍状、钩状、鱼尾状及

不规则的扭曲形态。砾石XY面与岩层片理基

本一致，呈椭圆形与饼状。X轴与褶皱枢纽斜

交或近于垂直。根据康家沟、甘泉二处百余个

砾石测量，前者X：Y：Z平均为6：5：2，后者

平均为7：5：2。经有限应变测量，运用Rf一①

图解法，获得相应的应变轴率，康家沟一带砾石

主轴比为：X／Y=1．2，Y／Z=2．5，X／Z=3，

求得富林指数K=0．13，应变程度r=2．7，应

变轴率X=55％，Y=28％，Z=一48％；甘

泉一带砾石主轴比为：X／Y=1．4，Y／Z=2．5，

X／Z=3．5，求得富林指数K=o．27，应变程度

r=2．9，应变轴率X=55％，Y=12％，Z=

一43％。上述应变测量，说明砾石变形属压扁

机制，而砾石胶结物具典型的云母鱼和拔丝构

造、多米诺构造等韧性剪切特征。上述不同性

质的变形机制，一方面反映变质砾岩在变形时

砾石与胶结物能干性的差异；另一方面表明在

递进变形过程中，早期为纯剪的压扁机制，使砾

石呈透镜状、饼状和长条状，而胶结物主要形成

强面理。随着变形过程的发展，由压扁机制转

为剪切机制，胶结物形成典型的剪切构造，而已

变形砾石进一步发生弯曲与扭折。上述变质砾

岩中砾石的强烈塑性变形，必需是砾石处于较

高温度。该区变质砾岩层已达绿片岩相的变质

条件，并有中基性火山熔岩加入，沿砾石层的构

造活动面具有发育的热液石英脉侵入。砾岩层

的高温介质条件和区域推覆构造的韧性剪切机

制，足以使已固结的砾岩层的不同形态的砾石

拉长、压扁、弯曲呈不同的韧性变形形态。

4甘泉变质砾岩的成因讨论和层

位归属

根据变质砾岩砾石的滚圆度好及较好，且

为复杂成分的陆源型、分选差的砾石，可以认为

①山西省地质矿产局区调队．1：5万岩头、豆村测区区域地质调查报告，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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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岩相，中亚群为绿片岩相。经研究，实际上甘

泉一带变质砾岩的两侧同属绿帘角闪岩相，康

家沟、土岭村、马家岔一线变质砾岩两侧同属绿

片岩相，五台岩群不同变质程度的变质岩石为

连续的变质相变[9]，并非变质砾岩两侧变质作

用不连续。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甘泉变质砾岩

是滹沱群四集庄组砾岩的一部分，不具备划分

五台岩群中、下亚群的意义，应从五台岩群中剔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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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and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Ganquan

Metamorphic Conglomerate in Wutaishan Greenstone Belt

DANG Hon分min，ZHANG Jian—zhong，LIU Chen分ru

(S^n挖zi I咒s￡i￡H￡P o，G已oZogif口Z S“r可ey，．ri行z^o行g Br口行c，l；Y么ci，030600)

Abstract：In the Archaean Wutaishan greenstone belt，a famous metamorphic conglomerate layer near

Ganquan viUage was considered by some Chinese geologists as an important mark to subdiVide the

greenstone belt into lower and middle parts．This conglomerate layer in a form of puddings intermit-

tently extends along the synclinal trough，appearing regionally a strong stress structure belt with ex-

tension like a letter‘‘Z"．The cement of the con910merate is intermediate_basic volcanic laVa，which

underwent strongly mylonization and schistose structure． The pebbles of the conglomerate include

well—rounded，poorly sorted， polymictic terrigenous rocks，and some pseudo—graVel with structural

and hydrothermal genesis as weU． It has been confirmed by investigation that there is an unconformi—

tV on two sides of the Ganquan metamorphic conglomerate，i．e．the metamorphic conglomerate layer

cuts the lower and middle parts of the Wutaishan greenstone belt．Therefore，the Ganquan metamo卜

phic conglomerate is not the mark that divide the Archaean Wuatishan greenstone into two parts，but

a stratigraphic unit corresponding to the bottom of the Palaeoproterozoic Hutuo Group．

Key words：Archaean Wutaishan greenstone belt；Ganquan metamorphic conglomerate；Palaeoprot_

erozoic Hutuo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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