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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地区泰山群地层划分

及其原岩特征

王 世 进

�山东省地犷局区调队�

摘要 据近几年来最新的研究资料
，

重新厘定了鲁西地区泰山群的层序
，

自下而上分为 雁

翎关组
、

山草峪组
、

柳杭组
�

其中雁翎关组以斜长角闪岩为主
，

原岩为基性一超基性溶 岩
，

测

得��
一

��等时线年龄为 ����
�

�士 ���
�

�� “ � 山草峪组以黑云更长变粒岩为主
，

其原岩为含少量

中酸性火山岩成分的泥
、

砂质沉积岩
，

测得错石 �
一
��一致曲线上交点年龄为�����

。 �

柳杭组

下亚组为斜长角闪岩
，

上亚组为变质砾岩
，

其胶结物中错石�
一��一致曲线上交点年 龄 为 ����

� 。 。

此外
，

侵入泰山群的花岗闪长岩
，

其全岩 ��
一

�� 等时线年龄为 ����� � ，

英云闪长岩错石

�
一
��年龄为�����

� �

从上述情况推断
，

泰山群的形成时代大约在��。 。�
�
以前

。

一
、

��� 舀

鲁西地区前寒武纪变质岩广泛分布
，
许多地质学家在这里进行过 研 究 工 作

。
��沼一

����年
，

北京地质学院在该区进行�
�

��万区域地质调查
，
首次将区内变质地层命名为

“
泰

山群
” ，

并 自下而上划分为万山庄组
、

太平顶组
、

雁翎关组
、

山草峪 组
。
����一����年

，

程裕琪教授等人和山东省地质局 ��� 队第二专题组
，
在新泰县雁翎关一带

，
开展详细研究

工作后
，
对泰山群提出 了 新的划 分 方 案

，

由 下 而 上 分 为
�

任 家 庄 组
、

雁 翎 关 组
、

山草峪组
、

付家庄一单家峪角闪质岩带
。

在原岩恢复和变质作用方面
，
也取得一些新的资

料
。

����一����年
，
我队先后开展泰山群 专题研究和�

，
��万泰安幅

、

新泰幅修测工作
。

现

已查明本区墓底变质岩系中
，
泰山群仅占总而积的���

，
其余主要是前寒武纪侵人体

，
其

中晚太古代�
�

�� �质花岗岩约占���
，
变闪

一

民质杂岩体占攫�
，

早元古代二长花岗岩及钾长

花岗岩占�� �左右
。

根据以上的新认识
，
使泰山群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重新厘定的

泰山群
，
自下而上划为

�

雁翎关组
、

山草峪组
、

柳杭组等三个部分
，
与前人划分对比情况

见表�
。

据近年来研究成果认为
�

原
“
万山庄组

”
实为似层状条带混合岩带

，
且均出现在古断

裂带中� 原
“
太平顶组

”
是晚太古代片麻状云英闪长岩侵人体 � 而

“
任家庄组

”
则属于新

甫山片麻状花岗闪长岩体的边缘相岩石
，
它与雁翎关组呈清楚的侵人接触关系

。

因此
，

上

述三个组均已从泰山群中予以剔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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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 寨 山 群 地 层 划 分 沿 革 衰

����� � ��、 告������������ �� �卜� �����‘����卜�� �����一��

���卜� ����卜�� ����� ‘。 于卜� ������� �卜������

北京地质学咤

����一 ����

鲁 西

程 裕 琪 等

����一 ����

新 太 雁 翎 关

山 东 区 调 队

����一 ����

鲁 西

主 要 岩 性

�上 亚 组
柳 抗 组 卜

��
�

—�下 亚 组

变质砾岩
、

变质中酸性火山岩

�

付家庄一单家峪角闪质岩带

山 草 峪 组 山 草 峪 组 山 草

上 亚 组

雁 翎 关 组 雁 翎 关 组 �下 亚 组 雁 翎 关 组

峪 组

�上 亚 组

� 一 一

�中 亚 组

，
下 亚 组

大 平 顶 组 任 家 庄 组

一
�

万 山 庄 组

斜长角闪岩
、

底部为含砾二云变拉岩

黑云更长变粒岩夹二云变拉岩

二云石英片岩
、

粒级层理发育

斜长角闪岩
，

具变余气孔构造

斜长角闪岩
，

具变余枕状构造

滑石透闪片岩
，

绿泥透闪片岩

黑云斜长片麻岩
，

在太平顶为英云

闪长岩
，

任家庄为花 岗闪长岩

黑云斜长片麻岩夹斜长角闪岩
，

是

古断裂带条带状混合岩中的基体

二
、

泰山群分布及剖面层序描述

泰山群主要分布于鲁西地区中部
，

由北西往南东断续出露在章丘县西营一西麦腰
，
莱

芜市香山
，

泰安市西南峪一新泰市李家庄
、

柳杭
、

山草峪
、

雁翎关及东牛家庄
、

盘车沟一
‘

带
。

此外
，

在泰安市界首
、

沂水县崔家峪
、

韩旺
，

枣庄市桌子山等地也有零星的分布
。

其中以

泰安市西南峪一新泰市李家庄泰山群层序较完整
，
组成李家庄倒转向斜和富山背斜�图��

。

向斜核部为柳杭组
，

背斜核部被晚太 古代奥长花岗岩侵 人
。

向斜东翼地层齐全
，
往东依次

出露柳杭组
、

山草峪组
、

雁翎关组
。

向斜西翼被奥长花岗岩
、

英云闪长岩侵入
，

并受韧性

剪切带破坏
，
致使泰山群残缺不全

。

泰山群主要岩性为斜长角闪岩
，
黑云更长变粒岩

、

云母石英片岩
、

变质砾岩及变质中

敏性火山岩等组成
，
总厚度����� 以上

。

该群曾经受了中等程度区域变质作用
，
属于绿帘

角闪岩相至角闪岩相
。

下面就各组剖面层序特征描进如下
。

�一�雁翎关组 ��
�

���

本组分布在新泰市雁翎关
，
泰安市西长安

、

界首
，
沂水县韩旺

、

崔家峪等地
。

在前寒

武纪侵入岩和古断裂带中
，
不少地方见有雁翎关组地层的残留体

。

本组还可细分为三个亚

组
�

下亚组即位于底部的一套超铁镁质火山岩 �绿泥透闪片岩�� 中
、

上亚组主要为 斜 长

角闪岩及黑云角闪变粒岩
，
它们与程裕琪教授

〔 ‘ ’
所划分的下

、

上亚组相同
。

本组总厚度约

�����
�

在雁翎关一东天井峪一带
，

本组为一向南西倾斜的单斜构造
，
地层 自上而 下 层 序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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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鲁西祖来山一新甫山一带地质略图

���
�

�
�

������ ���������� ��� �� ���������
一

����� ����

�� 贾�，���� ��������
�

�一第四系
，
�一奥陶系

，
�一寒武系

， �一柳杭组
，
�一山草峪组

， �一雁翎关组
，

�一燕山晚期闪长岩
， �一早元古代二长花岗岩

， 。一晚太古代变花岗闪长岩
， �。一晚

太古代变闪长岩
，
��一晚太古代花岗闪长岩

，
任一晚太古代英云闪长岩

， ” 一条带
状混合岩

， ��一糜棱岩化带
，
巧一同位素年龄值及地点

上理地层
�

山草峪组
，

为含铁铝榴石黑云变粒岩上亚组 ��
�

��
�

�

—
整 合

—��
�

斜长角闪岩夹绿泥透闪阳起片岩
，

含铁铝榴石黑云变粒岩
，

角闪变粒岩
，

部分斜

长角闪岩具变余气孔充填构造
�

��
�

黑云变粒岩
，

条带状斜长角闪岩夹角闪变粒岩
�

��
�

暗绿色厚层斜长角闪岩与暗黑色条带状薄层斜长角闪岩互层
，

组成类似
‘
红顶绿

底
�

的熔岩流特征
�

�
�

条带状斜长角闪岩及角闪变粒岩
�

�
�

变质砾岩
，

含砾角闪变粒岩
，

含黑云母角闪变粒岩
，

黑云变粒岩

中亚组 ��
����

�

�
�

角闪变粒岩夹黑云变粒岩
，

透闪变粒岩
，

含十字石铁铝榴石黑云变粒岩
�

�
�

条带状斜长角闪岩
，

含石英斜长角闪岩
，

含角闪变粒岩及黑云变粒岩夹层
�

‘
�

斜长角闪岩夹角闪变粒岩
�

�
�

斜长角闪岩
，

具变余枕状构造
，

夹有三层枕状熔岩
�

�
�

斜长角闪岩为主
，

上部夹黑云变粒岩
，

浅粒岩
，

还夹三层基性熔岩
�

下亚组 ��
��夕�

�

，�

绿泥透闪片岩
、

滑石绿泥阳起透闪片岩
，

夹两层超基性熔岩
�

����

���

���口

���

�����

����

����

���

���功电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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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细粒斜长角闪岩
�

下伏地层
�

新甫山片麻状花岗闪长岩侵入
�

���

���

本组岩石原岩主要为基性熔岩
。 �

上亚组岩石具变余气孔构造
，
稀土元素球粒郧石标准

化分布型式
，
呈平缓起伏的正�

�
异常

。

中亚组中有些岩石具变余枕状构造
，
显示海底基性

火山喷发沉积特点
。

下亚组为超基性熔岩
，

具有科马提岩性质
。

侵入本组的新甫山片麻状花岗闪长岩
，

测定全岩��一��等时线年龄为����� ‘ ” 。

本组
斜长角闪岩测得 ��一��等时线年龄为 ����

�

。 �资刃乙
·

愁�
。 。

因此
，
雁翎关组属于晚太古 代

，

和 人用
� 、
们 讲，

叮 一
��� �

一寸
” �
�丫

口嘴 � 争 “ “ “ � ‘ “ 一 ���
�

�
一

� 一 �

�� ”
，
踌切���

�

�� 目
’ 、 ，

它的形成年龄推测大于�����
� 。

�二� 山草峪组 ������

主要分布于章丘县官营
、

西麦腰
，
莱芜市香山

，
新泰市山草峪

、

盘车沟一带
。

另外
，

在邹县田黄
，

枣庄市桌子山
，
沂水县崔家峪等地也有零星出露

。

其岩性为黑云 更 长 变 粒

岩
，
夹二云变粒岩及微粒黑云石英片岩

。

经恢复原岩应为含少量中酸性火山物质的泥砂质

沉积岩
，

总厚度约�����以上
。

在山草峪一带
，
本组为一单斜构造

，
地层出露较全

，

自上而下分层为
�

上筱地层
�

柳杭组
，

含砾二云更长变粒岩

—
平行不整合一一—�

�

微粒黑云片岩
，

夹角闪黑云斜长变粒岩
，

黑云更长变粒岩
�

�
�

黑云更长变粒岩
，

微粒二云石英片岩夹浅粒岩
，

二云变粒岩

�
�

黑云更长变粒岩
，

夹二云片岩
，

二云石英片岩
�

�
�

黑云更长变粒岩
，

夹绿帘更长变粒岩
，

被雌山二长花岗岩侵人
�

�
�

黑云变拉岩
，

夹二云变粒岩
、

角闪变粒岩
、

透闪变粒岩
，

以含铁铝榴石为特征
�

一
�

一
整 合

一 � �

下伏地层
�

雁翎关组斜长角闪岩

����

����

�����

����

���位

本组岩石具沉积特征的粒级序层理
，
每个韵律层 自下而上表现为

�

石英含 量 由 多 变

少
、

粒度变细
，
黑云母则由少变多� 反映出下部碎屑为主

，
往上部钙泥质增多

。

在上部黑

云片岩中
，
具变余凝灰结构

，
这是含有火山物质的佐证

。

在新泰市盘车沟一带
，

本组上部夹兔闪磁铁石英岩
，
总厚为 ����

。

在章丘县官 营 及

邹县田黄等地
，
由于晚太古一早元古代的云英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及二长花岗岩的侵入
，

地层受混合岩化作用的影响
，
形成了条带状混合质黑云 �更长�变粒岩

。

本组已获得同位素地质年龄计有
�

黑云变粒岩的全岩��一��等时线年龄值为�����
“ �

对邹县田黄条带状混合质黑云变粒岩中的铅石
，
测得�一��一致曲线上交点年龄为�����

“ 。

另外
，

省地矿局地质一队在山草峪一带采样
，
曾获得铅石�

一��等时线年龄值为 ����� “ 、

������，
此错石是在地层沉积过程中带入的成分

，
故它还不能代表地层的形成年龄

。

�三�柳杭组 �����

本组主要岩性为斜长角闪岩
、

斜长角闪片岩
、

变质砾岩
、

绢云 �白云�石英片岩
、

变

质中酸性火山岩等
，
其总厚度大于����

。

在泰安市西南峪及新泰市盘车沟一 带
，
地 层 发

育最齐全
，
其他地区仅残留下部 �章丘县西麦腰

、

火贯村�或上部 �新泰市东牛家庄�
。

下面就本组地层层序及其有关问题
，

作一概略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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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西南峪剖面
。

它是柳杭组的建组代表
，

自上而下分为二个亚 组
，
其 层 序 如

�

上亚组 ��
�����

到
�

残斑白云更长变粒岩
，

角闪黑云更长变粒岩
。

���

加
�

变质砾岩
，

含砾黑云变粒岩
�

砾石成分为奥长花 岗岩
，

少 量 石 英 斑岩
、

霏细

岩
�

胶结物为黑云变粒岩 �鉴定为英安质凝灰岩�
�

���

��
�

残斑白云更长变粒岩
�

���

��
�

含砾黑云变粒岩
，

变质砾岩 �鉴定为变质条带状中酸性熔岩�
�

砾石成分有奥 长

花岗岩
、

霏细岩
、

脉石英
，

呈浑圆状
、

压扁椭圆状及长条状
�

���

��
�

变质火山凝灰角砾岩
，

含斜长角闪岩砾石
�

� � 、

�‘

��
�

黑云母变粒岩
�

��瓜

丫亚组 ��
�����

”
�

中细粒斜长角闪岩
，

夹细粒斜长角闪岩
，

顶部具变余杏仁状构造
，

其原岩为 基

性熔岩
�

弱�

一

��
�

细粒斜长角闪岩
，

具有侵人产状的蛇纹滑石片岩
。

���

��
�

中细粒斜长角闪岩
，

夹细粒斜长角闪岩
�

���

���
�

中细粒斜长角闪岩与细粒斜长角闪岩互层
�

���

��
�

细粒斜长角闪岩
。

���

盈。
�

中细粒斜长角闪岩
，

夹角闪变粒岩
�

�”

，
�

含角闪黑云变粒岩
，

局部有条带状构造
�

����

习
�

黑云更长变粒岩
�

���
�

�
�

含石英阳起石片岩
。

��

喝
�

含角闪黑云片岩
�

�� �

巧 角闪黑云片岩 ���

�
�

黑云母片岩 ���

� 斜长角闪岩 ���

�
�

碳酸岩化绿泥片岩 �� �

皿
�

含砾黑云更长变粒岩及黑云更长变粒岩
，

其中砾石主要为奥长花岗岩
�

议�

—
不整合

—
、

下伏地层
�
山草峪组黑云更长变粒岩

。

且
、

新泰市盘车沟剖面
�

它是鲁西蒙山地区柳杭组的代表性剖面
，
自上而下层序为

�

上亚组 ��
�����

��
�

含石英碎屑的白云石英片岩
�

���

�
�

二云石英片岩夹白云母片岩
。

���

�
�

含砾二云石英片岩夹白云石英片岩
，

砾石成分有奥长花岗岩
、

霏细岩
�

���

下亚组 ��
�����

、

了
�

角闪变粒岩
�

���

�
�

黑云变粒岩夹少量角闪变粒岩
。

���

�
�

薄层状斜长角闪片岩
。

���

�
�

黑云石英片岩夹斜长角闪岩
�

��

�

�
�

细粒斜长角闪岩及斜长角闪片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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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云角闪变粒岩夹富石英角闪片岩
�

��。

�
�

含砾二云变粒岩及二云变粒岩
，

砾石为奥长花岚岩
�

����

—
平行不整合

—
一

下伏地层
�

山草峪组
，

二云石英片岩
�

柳杭组仅出露在鲁西地区中部的火贯一西南峪一东牛家庄一盘车沟一线
，
组成复式向

斜之核部
。

本组底部含砾黑云更长变粒岩
，
与下伏山草峪组不同岩性接触

�

如在西南峪为

微粒黑云石英片岩
� 在李家庄为黑云更长变粒岩 ， 在新泰市以南白塔则为微粒二云片岩

。

由此说明二者应为平行不整合关系
。

本组下亚组中
，

底部含砾黑云更长变粒岩内
，
砾石成分以奥长花岗岩为主

，
还有少量

细晶质
、

长英质及脉石英等
。

砾石含量约�� �
，
多呈扁平

、

椭圆或卵圆形
，
最 大 直 径 为

��
��

。

重矿物错石呈玫瑰色及黄褐色
，
其粒度大小不一

，
晶体因遭受磨 蚀 棱 角亦不清

。

岩石具变余砂状结构
，

其原岩为含砾砂岩
，
明显属于底砾岩性质 � 一

�部为斜长角闪岩与黑

云变粒岩
、

黑云石英片岩组成韵律层
，
它反映了中基性火山沉 积 岩 特 征

。

岩 石 样 品 在

��� 和 �一�一� 图解中
，
大部分落 入碱性 �或钙碱性� 玄武岩区

。

含错石少量
，
呈浅玫

瑰色及浅褐黄色
，

为浑圆一半浑圆状
，
具明显的熔蚀现象� 顶部有变余气孔充填构造斜长

角闪岩
，
可能有一部分是基性岩变质而成

。

本组上亚组中
，
变质砾岩有两层

，

砾石含量约占��写以上
，
砾石成份与下亚组基本相

同
。

另外
，
还 见有大量酸性火山熔岩

，
呈透镜状及长条状排列

，
一般为 �� ���� ，

最 大者

达����
。

岩石中沉积韵律层发育
，

并具变余凝灰角砾状及变余凝灰结构
。

在西蒙 南 ����

���一 �� 十 “ ������ 图解中
，

样品落人火山岩及沉积岩区
，

推断其原岩应为变质中酸性火山

岩及火山沉积岩
。

所含错石颜色多样
，

大部分晶体呈半浑圆状
，
粒径一般小于 �

�

����
，

部分为�
�

��一 �
�

���
。

本组已获得同位素地质年龄值如下
�

上亚组变质砾岩缪结物中的错石 �一��一 致曲线

�交点年龄为 ����� � ，
该地岩石因受到韧性剪切作用

，
故其年龄有偏低趋势 � 在新 泰 市

东牛庄侵入于上亚组绢云石英片岩的英云闪长岩
，
其五个错石样品的 �一��一致曲线 的上

交点年龄是����
�

�� � ，
��一��等时线年龄为�����

� ，
全岩 ��一�‘

等时线年龄为 ������ 。

因此
，

推断本组的形成时代大约在 ����� “
以前的晚太古代

。

综 上所述
，
泰山群三个组的沉积建造其有明显差异性

。

其中雁翎关组是以基性一超基

性熔岩为主
�
山草峪组以含少量中酸性火山岩的泥砂质沉积岩为主

� 而柳杭组则是以下部

属碎屑一中基性火山岩沉积
，
上部属中酸性火山岩沉积为特征

。

三
、

泰山群时代及区域对比

从泰山群的岩石组合
、

沉积建造特征及同位素地质年龄等资料来看
，
它与世界上太古

代绿岩带的中上部层位基本相当
。

在国内与山西省石咀群对比如下
�

泰山群的雁翎关与金

刚库组均为角闪质岩石 � 山草峪组与庄旺组均为黑云母变粒岩
� 柳杭组下亚组与文溪组均

是角闪质岩石
，
而其上亚组的变质砾岩则与台怀群柏枝岩组下部的变质砾岩大致相当

。

此

外
，
侵人石咀群的石佛花岗岩之错石 �一��等时线年龄为�����

‘ ，
以上说明它们均形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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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

再与河南省登封群作一比较
�
二者下部均以斜长角闪岩 �铁镁质岩类� 为主

，
登封群

斜长角闪岩侧得��一��等时线年龄为 ��的
�

�士��
�

�����
， � 在中部均发育有条带状含 铁 建

造和浊积层序 � 在上部则均有变质中酸性火山沉积岩
。

已知侵人登封群下部水磨湾组的变

闪长岩
，
其错石�一��一致曲线年龄为 ��。 。�广月 。

综上所述
，
登封群与泰山群的形成时代

比较相近
。

目前泰山群已获得较多同位素地质年龄数据
，

其中主要有
�

采自雁翎关组的斜长角闪

岩
，

测 得 ��一��等时线年龄为 ����
�

。 �然乙号�
�� 侵人该组的新甫山片麻状花岗闪长 岩

�
“ 、 召 ” 刁 ’ � � �

一
‘ 目 、 � 沙 一

一
‘ ’

� 一 ���
�

�
， ’
人

， 、
��

’一，咨 “ ， ， � ’ 月

一
产 ’ ����

一
’
曰� ” � 曰

的全岩��一��等时线年龄为 ��������
’ 。

柳杭组上亚组变质砾岩腰结物中的错石
，

获 �一��一

致曲线上交点年龄为�����
�� 而侵入该组的英云闪长岩的错石

，
其 �一��一致曲线上交点

年龄为����
�

��� ， ��中�等时线年龄为 ������ 。

根据以上同位素年龄数据推测
，
泰山群大

约形成在����一�����
�
之间的晚太古代时期

。

近年来
，
在泰山群中发现了绿岩带型金矿

。

因此
，
进一步加强对泰山群的研究

，
对于基础地质研究和找矿工作

，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

本文是在泰山群专题研究及����万泰安幅
、

新泰幅修测中所取得的一些新认识
。

工作

中曾得到省地矿局曹国权总工程师及程裕琪教授的热情指导
，
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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