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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变质时代及产地将中国蓝片岩带划分为 ２０ 个

带， 选取不同时代典型蓝片岩带论述其特征 （分布区域、 大体规模、 原岩特征、
形成时代及矿物组合）， 并对其地质成因进行分析。 中国蓝片岩带生成方式复杂，
但均与俯冲消减作用有关， 且大多属 Ｂ 型俯冲消减； 部分地段叠加了 Ａ 型俯冲的

高压—超高压变质带 （如阿尔金带、 大别⁃苏北带、 南迦巴瓦⁃密支那带等）。 中国

蓝片岩带在时代上可以分为元古代 （晋宁期）、 古生代 （加里东—海西期）、 中生

代 （印支—燕山期） 和新生代 （喜马拉雅期） ４ 个时期， 每个时期蓝片岩带的形

成大多与中国地体增生过程中洋盆的消减俯冲有关， 并在特定地段经历后期的陆内

俯冲 （高压—超高压俯冲） 叠加影响。
关键词： 蓝片岩带； 高压俯冲；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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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蓝片岩是一种含钠质角闪石 （即蓝闪石和青铝闪石） 的片岩， 蓝片岩带 （ ｂｌｕｅ ｓｃｈｉｓｔ
ｂｅｌｔ） 又称蓝闪石片岩带 （ｇｌａｕｃｏｐｈａｎｅ ｓｃｈｉｓｔ ｂｅｌｔ）， 是由含蓝闪石、 硬柱石、 硬玉、 硬绿泥

石等矿物组成的片岩的区域变质岩带。 蓝片岩一般是低温高压条件下的变质产物， 其高压条

件有埋深、 构造深埋 （推覆体叠置引起） 或者超液压 （快速加热产生的液体超压或缓冲高

压釜效应引起）， 压力范围 ０ ５ × １０９ ～ １ ０ × １０９ Ｐａ， 温度范围在 ２５０ ～ ４００ ℃ ［１］； 它在造山

带中呈带状出露， 位于双变质带中近消减带的一侧， 因此它的空间分布和地质时代成为鉴别

古消减带的重要标志。
在造山带变质作用时， 低温高压与超高压变质带常常伴生低压高温变质岩而组成双变质

带。 双变质带 （ｐａｉｒｅｄ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ｂｅｌｔｓ） 指压力类型或变质相系不同、 走向大致平行的 ２
个变质岩带， 最早由日本地质学家都城秋穗［２］ 提出， 认为环太平洋区域和世界许多变质岩

地区常由大陆侧的高温低压带和大洋侧 （有时也可能出现在陆内一侧） 的高压低温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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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变质带， 它们的形成时期相同。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把蓝片岩带当作板块缝合线的主要标志

之一。 随着研究的深入， 地质学家通过对高压变质作用的进一步探讨后认识到， 陆⁃陆碰撞、
岩片的构造叠置与高压变质作用的关系非常明显， 高压变质作用也不再仅仅只是板块俯冲的

单一模式了［３］。
中国的块体增生主要有两大类： 一种是 Ｂ 型俯冲形成的高压变质带， 即洋盆消减俯冲

与板块缝合带相重合； 另一种为 Ｂ ＋ Ａ 型， 先是洋壳俯冲， 后又经陆⁃陆碰撞， 即早期为 Ｂ
型俯冲形成高压变质带， 后期在特定具体条件的地方产生向陆内俯冲的 Ａ 型俯冲形成加厚

乃至双倍地壳， 通常形成高压—超高压变质带， 如阿尔金、 秦岭大别与苏北、 南迦巴瓦等高

压变质带。 中国蓝片岩带大多属 Ｂ 型俯冲消减类型， 有的地区有待进一步证实， 如我国新

疆阿克苏蓝片岩带原认为是 Ａ 型俯冲， 但其真正成因可能是元古代古洋盆的残余， 是由于

南天山洋向北俯冲消减而成。
地球构造演化通常从边缘裂谷开始俯冲， 当板块扩张到一定规模时， 其洋壳开始产生俯

冲消减， 在俯冲消减过程中常常以双变质带的形式表现出来［４］， 即靠近海沟一侧因深俯冲

而形成高压低温变质带， 而靠近岛弧一侧则常常因岛弧火山岩发育而成为低压高温变质带。
本文主要研究高压低温一侧。

关于我国蓝片岩前人已经做过研究［３，５ ～ １３］， 但在不少地区研究程度不够， 尤其是在近年

来基础地质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西南三江 （金沙江， 澜沧江， 怒江） 地区， 关于高压俯冲

蓝片岩带的研究显得零碎而薄弱。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蓝片岩带进行了归纳与总

结， 选取不同时代典型蓝片岩带论述其特征 （分布区域、 大体规模、 原岩特征、 形成时代

及矿物组合）， 并对其地质成因进行分析。

１　 中国蓝闪石片岩带划分

１ １　 蓝闪片岩相划分

Ｍｉｙａｓｈｉｒｏ［２］、 Ｔｕｒｎｅｒ 等［１４］、 Ｆｙｆｅ 等［１５］和 Ｅｒｎｓｔ［１６］ 一致认为蓝闪石片岩的形成温度大致

相当于绿片岩相， 有的可能低于绿片岩相， 其温压条件为 ２５０ ～ ５５０ ℃， ０ ６ ～ １ ２ ＧＰａ。
Ｅｓｋｏｌａ 最早对蓝闪片岩相 （Ｇｌａｕｃｏｐｈａｎｅ ｓｃｈｉｓｔ ｆａｃｉｅｓ） 进行了划分［１３］， 此后 Ｂａｉｌｅｙ［１７］、

Ｔｕｒｎｅｒ［１８］、 Ｗｉｎｋｌｅｒ 等［１９］、 Ｌｉｏｕ Ｊ Ｇ 等［２０］ 也将蓝片岩相划分为不同的相带 （见表 １）。 本文

采用董申保［５ ～ ６］的分类方案， 即将中国的蓝片岩相划分为蓝闪石⁃硬柱石片岩相和蓝闪绿片

岩相 ２ 个不同类型的变质亚相， 该分类方案是其在主编中国第一代 １∶ ４００００００ 变质地质图时

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提出的， 具有科学性及合理性。

表 １　 几种蓝片岩相划分方案对比［３］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ｂｌｕｅｓｃｈｉｓｔ ｆａｃｉｅｓ

Ｂａｉｌｅｙ［１６］ Ｔｕｒｎｅｒ［１８］ Ｗｉｎｋｌｅｒ［１９］ 董申保［５ ～ ６］ Ｌｉｏｕ 等［２０］

蓝片岩相

绿片岩相

Ｌａｗ⁃Ａｂ⁃Ｃｈｌ 相

蓝片岩相

Ｇｌｎ ＋ Ｌａｗ
Ｇｌｎ ＋ Ｏｍｐ

或 Ｇｌｎ ＋ Ｊｄ ＋ Ｑ
绿片岩相

Ｌａｗ 带 （很低级）
Ｌａｗ ＋ Ｇｌｎ 带 （很低级）

Ｊｄ ＋ Ｑ （很低级）

Ｇｌｎ ＋ Ｃｚｏ 带 （低级）

蓝闪

石片

岩相

蓝闪石⁃硬柱石

片岩相

蓝闪绿片岩相

蓝片岩相

Ｌａｗ 带

Ｐｍｐ 带

Ｅｐ 带

　 　 注： 矿物代号见正文后说明

　 　 蓝闪石⁃硬柱石片岩相 （后文也称蓝闪片岩相） 属于亚绿片岩相的高压相， 温度一般为

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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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 ～ ３５０ ℃， 压力大于 ０ ８ ＧＰａ， 常常与浊沸石相、 绿纤石⁃葡萄石相共生， 出现的典型高

压矿物有 Ｊｄ、 Ｌａｗ 等， 高温的 Ｚｏ、 Ｍｕｓ 或 Ａｃｔ 组合则一般不会出现。
而蓝闪绿片岩相属于绿片岩相范畴， 温度一般为 ３５０ ～ ４５０ ℃， 压力 ０ ５ ～ ０ ８ ＧＰａ， 它

常与绿片岩相岩石共生， 其特征与绿片岩相基本一致， 但属于高压相。 常见的稳定矿物组合

有 Ｇｌｎ⁃Ｅｐ⁃Ｃｈｌ⁃Ｍｕｓ， 有的含 Ａｃｔ 和 Ｇｔ。 蓝闪石类则主要是 Ｃｒｏ、 Ｍｒｉ。
１ ２　 蓝片岩带划分

蓝片岩带划分的基本依据有： 变质相和相系、 温度⁃压力梯度、 原岩建造、 大地构造位

置以及其他 （如结晶基底和同期花岗岩存在与否等标志） ［１１］。 本文主要依据蓝片岩的变质

时代及所在地质构造的位置， 以蓝片岩带所处地理位置命名。 按变质时代分为新元古代

（晋宁期）、 古生代 （加里东—海西期）、 中生代 （印支—燕山期）、 新生代 （喜马拉雅期），
在沈其韩等［１１］岩带划分基础上有所修改， 并增加了金沙江⁃哀牢山蓝片岩带和南迦巴瓦榴辉

岩蓝片岩带， 最终划分为 ２０ 个岩带 （见图 １， 表 ２）。

１—扬子缝合带； ２—兴凯 （泛非） 缝合带； ３—加里东缝合带； ４—华力西缝合带； ５—印支缝合带； ６—燕山缝合带；
７—喜马拉雅缝合带； ８—断裂； ９—主要地质界线； １０—榴辉岩； １１—地体及编号： ＱＬ—祁连地体； ＱＤＭ—柴达木地体；
ＱＴ—羌塘地体； ＨＬ—喜马拉雅地体； ＷＱ—西秦岭造山带； １２—蓝片岩带及其编号： （１） 新疆唐巴勒⁃艾比湖蓝片岩带；
（２） 新疆西南天山蓝片岩与超高压榴辉岩带的复合带； （３） 新疆南天山库米什蓝片岩带； （４） 新疆阿克苏蓝片岩带；
（５） 内蒙古温都尔庙蓝片岩带； （６） 贺根山⁃苏尼特左旗蓝片岩带； （７） 北阿尔金蓝片岩带； （８） 祁连山蓝片岩带；

（９） 西秦岭蓝片岩带； （１０） 东秦岭⁃桐柏⁃大别蓝片岩带； （１１） 苏北蓝片岩带； （１２） 黑龙江牡丹江⁃依兰⁃萝北蓝片岩带；
（１３） 甘孜⁃理塘结合带； （１４） 金沙江⁃哀牢山蓝片岩带； （１５） 西藏羌塘龙木措⁃双湖蓝片岩带； （１６） 滇西南澜沧江南段蓝片岩带；

（１７） 西藏雅鲁藏布江蓝片岩带； （１８） 南迦巴瓦榴辉岩蓝片岩带； （１９） 赣东北德兴⁃弋阳蓝片岩带； （２０） 台湾玉里蓝片岩带

图 １　 中国蓝片岩带分布简图 （据 Ｌｉｏｕ 等［１２］ ； 沈其韩等［１１］ ； 李才等［２１］ ； 魏永峰等［２２］ ， 重新修编）

Ｆｉｇ 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ｍａｐ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ｂｌｕｅｓｃｈｉｓｔ ｚｏ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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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国蓝片岩时空分布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ｕｅｓｃｈｉ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高压变质带 蓝片岩带位置及编号
原岩

类型

典型高压

变质矿物

蓝片岩相平衡

矿物共生组合
变质相 年代 ／ Ｍａ 资料来源

元古代

天山褶皱带 新疆阿克苏 （４） １ Ｃｒｏ、 Ｂａｒ Ⅲ Ｂ １１００ Ｌｉｏｕ 等［２３］

江南隆起

西缘

江西德兴

（赣东北德兴⁃弋阳） （１９）
３ Ｃｒｏ、 Ｊｄ Ⅰ Ａ

８６４ ５ ± １９
８６７ ５ ± １３ ５ 苏良树等［２４］

路台北缘

高压变质带

古生代 （加里东—海西期）
新疆南天山库米什 （３） １ Ｇｌｎ、 Ｃｒｏ Ⅱ， Ⅲ Ａ ３５０ 高俊等［２５］

新疆西天山特克斯 （２） １ Ｇｌｎ、 Ｃｒｏ、 Ｌａｗ Ⅰ， Ⅲ， Ⅳ
早： Ａ
晚： Ｂ

４０８
３４５ 高俊等［２６］

北阿尔金 （７） ３ Ｇｌｎ、 Ｌａｗ、 Ｐｈｅ、 Ⅰ Ｂ ４９０ ～ ５１５ 张建新等［２７］

内蒙古温都尔庙 （５） ２ Ｇｌｎ、 Ｌａｗ、 Ａｒａｇ Ⅰ， Ⅲ， Ⅴ Ａ ４２６ ± １５ 王秉方［２８］

贺根山⁃苏尼特左旗 （６） １ Ｇｌｎ、 Ｃｒｏ Ⅱ， Ⅲ Ｂ ４００ 包志伟等［２９］

新疆唐巴勒⁃艾比湖 （１） ２ Ｇｌｎ、 Ｃｒｏ Ⅱ， Ⅲ Ｂ ４５０ ～ ４７５ 张立飞［３０］

华中高压

变质带

祁连山 （８） １
Ｇｌｎ、 Ｃｒｏ、
Ｊｄ、 Ａｒａｇ

Ⅰ， Ⅱ，
Ⅲ， Ⅴ

早： Ｂ
中： Ａ
晚： Ｂ

４０６ ～ ４５４
４２０ ～ ４９０
４１５ ± ７

吴汉泉［３１］ ；
宋述光［３２］ ；
林宜慧等［３３］

中生代 （印支—燕山期）

西秦岭 （９） ２ Ｇｌｎ、 Ｃｒｏ、 Ｐｉｅ Ⅱ， Ⅳ， Ⅴ
早： Ａ
晚： Ｂ

东秦岭⁃桐柏⁃大别 （１０） ３ Ｃｒｏ、 Ｐｉｅ、 Ｎａ⁃Ａｕｇ Ⅱ， Ⅳ， Ⅴ Ｂ ２２０ 葛宁洁等［３４］

黑龙江牡丹江⁃依兰⁃
萝北 （１２）

１ Ｇｌｎ Ⅱ Ａ ２１０ ～ ２５０ Ｚｈｏｕ 等［３５］

苏北 （江苏北部） （１１） １ Ｃｒｏ、 Ｊｄ、 Ｐｉｅ ⅢⅣⅤ Ａ ２５８ 许志琴［３６］

印度⁃喜马

拉雅高压带

甘孜⁃理塘 （１３）
金沙江⁃哀牢山

（墨江） （１４）
２ Ｃｒｏ、 Ｍｒｉ、 Ｇｌｎ Ⅲ Ａ ２４０ ～ ２１０

Ｌｉｏｕ 等［２３］ ；
莫宣学等［３７］

顾徳林等［３８］ ；
沙绍礼［３９］

班公湖 （西藏羌塘） （１５）
怒江、 滇西澜沧江⁃昌宁⁃

孟连 （１６）
３

Ｇｌｎ、 Ｃｒｏ、
Ｎａ⁃Ａｕｇ、 Ｌａｗ

Ⅰ， Ⅱ， Ⅲ
４０９ ～ ５１９
１９３ ～ ２６０

周维全等［４０］ ；
彭兴阶［４１］ ；

罗万林等［４２］ ；
瞿明国［４３］ ；
赵靖等［４４］

新生代 （喜马拉雅期）

雅鲁藏布江 （１７） ２
Ｇｌｎ、 Ｊｄ、 Ｌａｗ、

Ａｒａｇ
Ⅰ， Ⅱ Ｂ ５９ 李才等［２１］

南迦巴瓦 （１８） ２ Ｇｔ Ｂ ５０ 张泽明等［４５］

环太平洋

高压带
台湾玉理 （２０） ２ Ｇｌｎ、 Ｃｒｏ Ⅱ， Ⅳ Ｂ ９ ～ １４ Ｌｉｏｕ 等［２３］

　 　 原岩类型： １—基性火山岩、 硅质岩； ２—基性火山岩、 硅质岩伴超基性岩； ３—细碧角斑岩 （中基性火山岩、 碎屑岩）
矿物共生组合： Ⅰ—Ｇｌｎ ＋ Ｌａｗ ＋ Ｃｈｌ ＋ Ｊｄ ＋ Ｅｐ ± Ａｒａｇ； Ⅱ—Ｇｌｎ ＋ Ｅｐ ＋ Ｃｈｌ ＋ Ａｂ ＋ Ｑ； Ⅲ—Ｃｒｏ ＋ Ｅｐ ＋ Ｃｈｌ ＋ Ｑ ± Ａｃｔ；

Ⅳ—Ｃｒｏ ＋ Ｅｐ ＋ Ｃｈｌ ＋ Ｑ ＋ Ｇｔ ± Ｐｉｅ； Ⅴ—Ｏｍｐ ＋ Ｇｔ ＋ Ｇｌｎ；
变质相： Ａ—蓝闪⁃硬柱石片岩相； Ｂ—蓝闪绿片岩相

　 　 新元古代 （晋宁期） 蓝片岩带主要有新疆阿克苏蓝片岩带， 江西德兴蓝片岩带 （即赣

东北德兴⁃弋阳蓝片岩带）。
古生代 （加里东—海西期） 蓝片岩带主要有北阿尔金蓝片岩带， 祁连山蓝片岩带， 内

蒙古温都尔庙蓝片岩带， 新疆西南天山蓝片岩与超高压变质岩复合带， 新疆唐巴勒⁃艾比湖

蓝片岩带， 新疆西南天山库采什蓝片岩带， 贺根山⁃苏尼特左旗蓝片岩带。

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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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代 （印支—燕山期） 蓝片岩带主要有东秦岭⁃桐柏⁃大别蓝片岩带， 西秦岭蓝片岩

带， 苏北蓝片岩带 （不包括张八岭蓝片岩）， 西藏羌塘⁃龙木措⁃双湖蓝片岩带， 黑龙江牡丹

江依兰⁃萝北 （嘉荫） 蓝片岩带， 甘孜⁃理塘⁃墨江蓝片岩带， 滇西南澜沧江南段蓝片岩带。
新生代 （喜马拉雅期） 蓝片岩带主要有西藏雅鲁藏布江蓝片岩带， 喜马拉雅东构造结

南迦巴瓦榴辉岩蓝片岩带， 以及台湾东部瑞穗⁃玉里蓝片岩带。

２　 中国蓝片岩带基本特征

图 １ 和表 ２ 总结了中国蓝片岩的分布、 产状、 特征高压矿物及原岩类型， 从中可以看

出， 中国的蓝片岩带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分布都相当广泛， 且有规律地沿着不同地

质时期形成的几条板块拼合的造山带分布。
空间上， 我国目前发现的蓝片岩大多集中分布于几条与板块构造格局关系密切的主要造

山带， 且位于不同克拉通边缘造山带缝合带， 呈不连续狭长带状展布 （见图 １）。 当然也不

完全如此， 如新疆阿克苏、 东秦岭⁃桐柏⁃大别、 西秦岭和苏北蓝片岩带就属例外， 它们通常

受后期陆内俯冲影响， 叠加而形成超高压变质带。 蓝片岩的这种空间分布特征大体勾绘出了

我国各时代板块的综合轮廓［１３］。
时代上， 中国蓝片岩的形成时代相对比较齐全。 目前发现的最老蓝片岩带为新元古代的

新疆阿克苏和江西德兴 （图 １ 中赣东北德兴⁃弋阳） 蓝片岩带， 此后从加里东期、 海西期、
印支期、 燕山期直到喜马拉雅期均有分布。 古生代加里东—海西期蓝片岩带数量仅次于中生

代， 这在国外很多地方都很少见。 蓝片岩的这种时代演化特征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大陆的增长

模式，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板块构造演化的基本历程［１３］。
下面将按时间顺序以不同时期典型蓝片岩带为例论述其特征 （分布区域、 大体规模、

原岩特征、 形成时代及矿物组合）， 并结合前人资料对蓝闪石片岩带的地质成因进行分析。
２ １　 元古代蓝片岩带———以新疆阿克苏蓝片岩带 （高压变质带） 为例

该蓝闪石片岩带分布于塔里木克拉通北缘的阿克苏群， 是世界上已被确定的元古代高压

变质带中的一个。 阿克苏群上部被未变质的震旦系紫色粗砂岩地层不整合覆盖， 蓝片岩年龄

至少为 ８００ Ｍａ； Ｌｉｏｕ 等［２３］报道的蓝片岩 Ｓｍ⁃Ｎｄ 年龄为 １１００ Ｍａ， 由此可确定该蓝片岩形成

于晚元古代， 并经历后期的陆⁃陆俯冲影响。
新疆阿克苏蓝片岩带 （４） 主要高压变质矿物为 Ｃｒｏ、 Ｗｉｎ、 Ｐｈｅ 等， 主要矿物共生组合

有 Ｃｒｏ ＋ Ｅｐ ＋ Ｃｈｌ ＋ Ａｃｔ ＋ Ａｂ ＋ Ｑ ＋ Ｐｈｅ ＋ Ｓｔｉｐ 和 Ｃｒｏ ／ Ｗｉｎ ＋ Ｅｐ ＋ Ｐｈｅ ＋ Ａｂ ＋ Ｑ。
早期地球不具备对流循环的板块构造基质， 因而不会形成缝合带和高压变质带， 直到距

今 ２５００ Ｍａ 之后， 才有初步的俯冲和陆壳的形成［４６ ～ ４７］。 元古代形成的蓝片岩带也多数因为

地壳再循环或构造抬升剥蚀而难以观察到。 中国新疆阿克苏蓝片岩带是保留较好的元古代蓝

片岩带之一。 沈其韩等［１１］认为该带为典型的 Ａ 型俯冲带。 但笔者认为， 陆内局部俯冲形成

Ａ 型俯冲蓝片岩的动力学机制难以实现， 它可能是晚元古代狭带纪 （Ｓｔｅｎｉａｎ） 时期 （距今

１１００ Ｍａ） ［２３］南天山洋向北俯冲消减的结果， 并经历了后期陆⁃陆俯冲的叠加影响。 阿克苏蓝

片岩带的形成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２ ２　 古生代蓝片岩带

古生代蓝片岩带主要分布于天山⁃蒙古造山带内的古亚洲缝合带， 如新疆西天山特克斯

（２）、 新疆南天山库米什 （３）、 北阿尔金 （７）、 祁连山 （８）、 内蒙古温都尔庙 （５）、 贺根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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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苏尼特左旗 （６）、 黑龙江牡丹江 （１２） 等， 形成年龄多在 ５００ ～ ３５０ Ｍａ 之间， 可能均与

古亚洲洋向北的俯冲消减有关。 以华北地台南部的祁连山蓝片岩带和华北地台北部的温都尔

庙蓝片岩带为例简述如下。
２ ２ １　 祁连山蓝片岩带 （８）

该蓝片岩带西起甘肃南部石居里， 东至青海景阳岭， 长超过 ２００ ｋｍ， 宽 ２ ｋｍ 左右， 处

于阿拉善地块和中祁连地块之间、 秦⁃祁⁃昆褶皱系中段北部， 带中的蓝片岩主要产自中寒武

统变质火山岩， 上部是未变质的中泥盆统盖层 （雪山群）， 形成年龄在 ４９０ ～ ４０６ Ｍａ 之间，
可能是早古生代祁连洋盆向华北地台增生消减的结果［２７ ，３１ ～ ３３］。

该蓝片岩带的主要高压矿物： Ｇｌｎ、 Ｃｒｏ、 Ｐｈｅ、 Ｊｄ、 Ａｒａｇ 等； 主要岩石类型： 蓝闪绿帘

绿泥片岩、 蓝闪多硅白云石英片岩、 含石榴多硅白云蓝闪片岩、 含硬玉青铝闪石岩、 黑硬绿

泥石蓝闪片岩、 含文石大理岩和 Ｃ 类榴辉岩等［３８］； 高压变质矿物组合： Ｃｒｏ ＋ Ｐｈｅ ＋ Ａｂ ＋ Ｑ ＋
Ｇｔ、 Ｇｌｎ ／ Ｃｒｏ ＋ Ｃｈｌ ＋ Ｐｈｅ ＋ Ｑ ± Ｅｐ ± Ｌａｗ、 Ｃｒｏ ＋ Ｇｔ ＋ Ｅｐ ＋ Ｐｈｅ ＋ Ｑ ± Ｓｔｉｐ ± Ｚｏ、 Ｇｌｎ ＋ Ｇｔ ＋ Ｎａ ＋
Ａｕｇ ± Ｅｐ ± Ｐｈｅ 以及 Ｃｒｏ ＋ Ｊｄ ＋ Ｐｈｅ ＋ Ａｂ ＋ Ｑ （ ±表示矿物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祁连山蓝片岩形成于早古生代， 相当于加里东期变质作用产物， 与高压带相伴生的有蛇

绿岩套及混杂堆积， 这是典型的板块缝合线特征， 早古生代洋壳蛇绿岩套发育完整， 使之成

为除青藏高原之外研究古洋壳的一个极好地区， 高压变质作用也使这里成为中国翡翠的远景

区之一［３８］。
２ ２ ２　 内蒙古温都尔庙蓝片岩带 （５）

内蒙古温都尔庙蓝片岩带位于华北克拉通北缘温都尔庙东变质带北部， 沿锡林浩特—苏

尼特右旗呈东西向线状展布。 该带中的蓝片岩产于震旦系及寒武系， 属早加里东期绿片岩相

变质作用［６］。 蓝片岩主要赋存于古生代温都尔庙群桑达来音组及哈尔哈达组细碧角斑岩建

造和硅铁建造之中， 与蛇纹岩化纯橄榄岩、 辉橄岩和斜长岩组成的蛇绿岩套紧密伴生。 岩带

在温都尔庙地区出露可达 ５８ ｋｍ［１０］。
温都尔庙蓝片岩带属蓝闪石绿片岩相系， 由蓝闪石绿片岩相和绿片岩相 （绿泥石级）

组成。 钠质角闪石为青铝闪石⁃镁钠闪石， 并与硬柱石、 黑硬绿泥石、 红帘石、 多硅白云母

及钙质角闪石共生。
主要变质矿物组合有： Ｃｒｏ ＋ Ｅｐ ＋ Ｃｈｌ ＋ Ａｂ ＋ Ｓｔｉｐ、 Ｌａｗ ＋ Ｅｐ ＋ Ｃｈｌ ＋ Ａｂ、 Ｃｒｏ ＋ Ｓｔｉｐ ＋ Ｐｈｅ ＋

Ａｂ ＋ Ｑ 以及 Ｇｌｎ ＋ Ｃｃ ＋ Ａｒａｇ。
王秉方［２８］测得蓝片岩中蓝闪石的同位素年龄为 ４２６ ± １５ Ｍａ， Ｙａｎ 等［４７］测得蓝片岩中蓝

闪石的４０Ａｒ ／ ３９ Ａｒ 年龄为 ４４５ ５ ± １５ Ｍａ。 高长林等［４８］ 测得温都尔庙蓝片岩的变质年龄为

４８９ ～４３５ ± ６１ Ｍａ， 同时该蓝片岩带南侧白乃庙一带发育的高温低压变质岩中角闪石的 Ｋ⁃Ａｒ
年龄为 ４５８ １ ～ ４３４ Ｍａ， 因此推测这二者是奥陶纪—志留纪古蒙古洋板块向华北板块俯冲消

减所形成的蓝片岩带， 对此推论还需作进一步研究论证。
２ ３　 中生代蓝片岩带

中生代蓝片岩带主要分布于扬子地台北缘的东秦岭⁃桐柏⁃大别带、 被郯庐断裂带错切的

苏北带、 扬子地台西缘的甘孜⁃理塘带和金沙江⁃哀牢山 （墨江） 带、 班公湖⁃怒江⁃澜沧江

带， 是扬子北缘的秦岭洋 （古特提斯洋的北支）、 甘孜⁃理塘洋—金沙江洋 （古特提斯洋的

中支）、 班公湖⁃怒江洋—昌宁孟连洋 （古特提斯洋的南支） 等 “西南三江” 多岛洋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ｉｃ ｏｃｅａｎ） 向北增生过程中， 各个洋盆向南或向北俯冲闭合的结果。 本文以滇藏高

压变质带中的甘孜⁃理塘蓝片岩带 （１４） 为例进行分析。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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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理塘缝合带地理位置特殊， 位于川西青藏高原东部松潘⁃甘孜造山带与义敦岛弧相

交处， 是古特提斯洋东北支的甘孜⁃理塘洋向西俯冲消减导致扬子陆块与中咱陆块⁃义敦岛弧

带拼接的碰撞缝合带。
甘孜⁃理塘高压变质带主要出露于理塘的尔拉寺后山、 木里县的依吉、 大理周城—太和

一带， 蓝闪石年龄为 ２４０ Ｍａ［３８］， 其高压岩石类型为蓝闪钠长绿泥片岩、 蓝闪阳起绿泥片

岩、 多硅白云母片岩等。 依吉以南， 沿冲江河河谷， 经忠义—白汉场一带的金沙江河谷沿

岸， 再向南至洱源县城西、 大理周城—太和一带， 断续有流纹岩与玄武岩构成的双峰式火山

岩组合， 是甘孜⁃理塘洋盆早期开启的标志。 大理周城、 太和一带参与的基性岩中发现有镁

钠闪石。
该蓝片岩带的矿物组合为 Ｃｒｏ ＋ Ｅｐ ＋ Ｃｈｌ ＋ Ａｂ ＋ Ｇｌｎ ＋ Ｑ、 Ｍｒｉ ＋ Ｐｈｅ ＋ Ａｂ ＋ Ｑ、 Ｍｒｉ ＋ Ｐｈｅ ＋

Ｂｔ ＋ Ｑ。
甘孜⁃理塘缝合带西侧的造山带燕山晚期后进入陆内汇聚阶段， 地壳进一步压缩加厚导

致陆壳重熔， 在岛弧背景上引起中酸性岩浆侵入形成了大规模的雀儿山花岗岩带［４９］。
新生代喜马拉雅期之后， 在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互相碰撞引发强烈的陆内构造作用下，

南部的三江口以南出现强烈逆冲推覆， 形成规模较大的逆冲推覆体。 逆冲推覆后的走滑⁃伸
展可形成一系列的拉分盆地， 包括洱源盆地、 洱海盆地等， 伸展的东部边界洱海⁃红河断裂

向北与丽江⁃木里断裂相连， 可能代表了甘孜⁃理塘缝合带未推覆前的大致东部边界。
２ ４　 新生代蓝片岩带

２ ４ １　 雅鲁藏布江蓝片岩带 （１８）
雅鲁藏布江蓝片岩带位于雅鲁藏布江沿岸， 长约 １６００ ｋｍ， 呈近东西向不连续带状展

布。 主要变质岩石为蓝闪片岩、 含蓝闪绿泥多硅白云片岩、 含硬柱石变辉长岩、 含文石大理

岩等； 原岩为中基性火山岩、 枕状熔岩、 泥质岩、 硅质岩并伴有超基性岩， 高压变质作用的

温度为 ３５０ ～ ５００ ℃， 压力为 ０ ７ ～ ０ ９ ＧＰａ［３８］。 变质地层是一套晚侏罗世—白垩纪杂色硅质

岩， 夹火山岩系及少量晚三叠世类复理石沉积。 主要高压变质矿物有 Ｇｌｎ、 Ｃｒｏ、 Ｂａｒ、 Ｌａｗ、
Ｊｄ、 Ａｒａｇ 等［１１］； 主要矿物共生组合： Ｓｔｉｐ ＋ Ｃｈｌ ＋ Ｅｐ ± Ａｒａｇ， Ｇｌｎ ＋ Ｓｔｉｐ ＋ Ｃｈｌ ＋ Ｓｒｔ ＋ Ｑ， Ｇｌｎ ＋
Ｃｈｌ ＋ Ａｒｔ ± Ａｂ。

雅鲁藏布江蓝片岩带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俯冲碰撞而形成的， 从变质相空间分布上

看， 北带为蓝闪质岩带， 南带为黑硬绿泥石带， 疑似具有从南往北温度降低、 压力升高的趋

势， 这种变质作用的极性提示了印度板块向北的俯冲作用以及古俯冲带的大致位置［１１］。
Ｌｉｏｕ 等［１２］沿印度缝合带曾获得 ８０ ± ５ Ｍａ 的年龄， 李才等［２１］ 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南侧卡堆

蓝片岩中的蓝闪石 （青铝闪石） 获得了 ５９ ２９ ± ０ ８３ Ｍａ 的 Ａｒ⁃Ａｒ 加权平均年龄， 该年龄与

利用海相最高沉积层位、 地层古生物、 古地磁等研究方法获得的结论吻合， 可见印度河⁃雅
鲁藏布江缝合带闭合时间应在距今 ５９ Ｍａ 左右， 也是洋壳消亡和印度与亚洲板块碰撞的时间

约束［１１］。
２ ４ ２　 南迦巴瓦榴辉岩蓝片岩带 （１９）

张泽明等［４５］在东喜马拉雅构造结即南迦巴瓦岩群中发现了呈透镜状产于麻粒岩相变质

的泥质片岩和长英质片麻岩中的石榴辉石岩， 主要由富铁铝榴石的石榴石和透辉石组成， 含

少量的石英、 榍石和金红石， 不含角闪石和斜长石。 石榴辉石岩是榴辉岩相高压变质作用的

产物， 原岩相当于基性—超基性层状侵入体中的辉长岩， 在快速抬升过程中叠加了麻粒岩相

和角闪岩相退变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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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林等［５０］根据南迦巴瓦峰高压麻粒岩岩相学特征识别该地区有 ３ 期变质矿物组合： Ｍｕｓ ＋
Ｂｔ ＋ Ｐｌ ＋ Ｑ、 Ｇｔ ＋ Ｋｙ ＋ Ｐｅｒ ＋ Ａｎｔｉ⁃Ｐｅｒ ＋ Ｒｔ ＋ Ｑ 及 Ｇｔ ＋ Ｓｉｌ ＋ Ｃｒｄ ＋ Ｓｐｌ ＋ Ｉｌｍ ± Ｏｐｘ。 而石榴辉石岩

峰期变质作用的温度和压力条件分别为 ８００ ～ ９００ ℃和 ２ ６ ～ ２ ８ ＧＰａ， 变质时代可能为距今

５０ Ｍａ［４６］。 具有 Ａ 型俯冲 ＋ Ｂ 型俯冲叠加的特点， 与大别⁃苏鲁高压—超高压变质带类似。

３　 结论

我国蓝片岩带按变质时代和蓝闪石产地可初步划分为 ４ 个时期 ２０ 个岩带， 每个时期的

蓝片岩带均与中国地体增生过程中洋盆的消减俯冲有关， 并在特定地段受后期的超高压俯冲

叠加影响。 元古代的德兴⁃弋阳带是华南洋盆向扬子板块下俯冲消减的产物； 古生代华北地

台南缘和北缘的蓝片岩带则分别是祁连洋和古亚洲洋闭合俯冲的产物； 中生代古特提斯洋盆

北、 中、 南支的消减俯冲， 分别形成了北支东秦岭⁃大别⁃苏北 （叠加过后期的超高压俯冲、
折返）、 中支金沙江⁃哀牢山 （含甘孜⁃理塘带分支）、 南支班公湖⁃怒江—昌宁⁃孟连三大蓝片

岩带； 新生代的雅鲁藏布江带则是印度板块向欧亚大陆下俯冲消减的产物 （南迦巴瓦⁃密支

那带叠加了超高压俯冲）。
我国蓝片岩生成方式复杂， 但大体均与俯冲消减作用有关， 且大多属 Ｂ 型俯冲消减；

部分地段叠加了 Ａ 型俯冲的高压—超高压变质带 （如阿尔金带、 大别⁃苏北带、 南迦巴瓦⁃密
支那带等）。 新疆阿克苏蓝片岩带可能以 Ａ 型俯冲为主， 有待深入研究。

本文中用到的矿物代号：
Ａｂ—钠长石； Ａｃｔ—阳起石； Ａｒａｇ—文石； Ａｎｔｉ⁃Ｐｅｒ—反纹长石； Ｂａｒ—冻蓝闪石； Ｂｔ—黑云母； Ｃｃ—方

解石； Ｃｈｌ—绿泥石； Ｃｒｏ—青铝闪石； Ｃｒｄ—堇青石； Ｃｚｏ—黑黝帘石； Ｅｐ—绿帘石； Ｇｔ—石榴石； Ｇｌｎ—蓝

闪石； Ｉｌｍ—黑金红石； Ｊｄ—硬玉； Ｋｙ—蓝晶石； Ｌａｗ—硬柱石； Ｍｒｉ—镁钠闪石； Ｍｕｓ—白云母； Ｎａ⁃Ａｕｇ—
钠质辉石； Ｏｍｐ—绿辉石； Ｏｐｘ—斜方辉石； Ｐｅｒ—条纹长石； Ｐｉｅ—红帘石； Ｐｈｅ—多硅白云母； Ｐｌ—斜长

石； Ｐｍｐ—绿纤石； Ｑ—石英； Ｒｔ—金红石； Ｓｉｌ—矽线石； Ｓｔｉｐ—黒硬绿泥石； Ｓｒｔ—绢云母； Ｓｐｌ—尖晶石；
Ｗｉｎ—透蓝闪石； Ｚｅ—沸石； Ｚｏ—黝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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