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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我国太古宙绿岩带

沈保丰 骆 辉

�地矿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摘要 作者对我国太古宙绿岩带的基本地质特征
，

作了概略的总结
。

在我国太古宙绿 岩带

主要分布于华北陆台区
，

各地出露面积较小
，
一般仅有数十至数百平方公里

，

其地层发育厚度

度为�����
。

绿岩带的层序如下
�

底部为镁铁质火山岩
�

中部为安山质一长英质火山 岩及 火

山碎屑岩
�
上部为沉积岩 �碎屑一泥�

，

并含有条带状含铁建造 �����
。

绿岩带变质程度较高
，

一般为高绿片岩一低角闪岩相
。

它还受到多期构造变形
，

平卧褶皱
，

韧性剪切带和推覆构造均

有广泛发育
�

绿岩中伴生的花岗质岩石
，
主要为���岩系的奥长花岗岩一英云闪长岩一花岗闪

岩系列
。

据现有同位素年龄资料
，

该花岗岩一绿岩地体形成于晚太古代
�

时限大约在 ��。 。一��。 。

��
之间

。

绿岩带中赋存的矿产
，
以金

、

铁为主
。

从绿岩带的原岩建造及地球化学特征
，

推测它

形成于大陆裂谷带或大陆边缘活动带中
�

一
、

太古宙绿岩带的研究概况

太古宙绿岩带是早期地壳演化的产物
，
亦是地壳最古老的岩石之一

，
在太古宙绿岩带

中赋存有较丰富的金
、

铜
、

铅一锌
、

铁
、

镍等一些重要矿产资源
。

因此
，
对它的深人研究

不仅在了解早期地壳的形成特点
，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
而且对指导地质找矿工作

，
也有

很大的实用价值
。

在近��年以来
，
太古宙绿岩带的研究

，
一直是前寒武纪地质学家的研究

热点
。

�
�

康迪认为
，
在太古宙岩石分布区内

，
明显可以划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岩石组合

�

即

花岗岩一绿岩组合
，
高级变质岩组合及克拉通盆地组合

，
其中花岗岩一绿岩组合占有极重

要的位置
。

世界上几乎所有太古宙岩石出露地区
，
都发现有绿岩带的存在

。

它主要分布于

南非卡普瓦尔和津巴布韦克拉通
，
北美的苏必利尔和斯雷夫省

，
西澳的皮尔巴拉和伊尔岗

地块
，
苏联的科拉半岛和乌克兰东部

、

巴西的中东部
、

南印度半岛等
。

太古宙绿岩带是以变镁铁质火山岩为主的变火山一沉积岩系组成
，
呈带状或不规则状

的向形构造
，
分布于花岗岩或片麻岩中

。

绿岩带 自下而上的层序
，
一般可 分 为 三 套 �岩

石�建造
�

下部为超镁铁质和镁铁火山岩
，
以火山熔岩为主， 中部为安山质和长英质火山

岩
，
其中火山碎屑层的数量多于熔岩� 上部则广泛发育着浊积岩及条带状铁建造 �����

、

缝石等
，
由下往上明显构成火山一沉积旋回特征

。

单个绿岩带的层序
，
可以包括一个或多

个火山一沉积旋回
。

太 占宙绿岩带中的超镁铁质火山岩
，
其主要岩石类型是科马提岩

，
它是绿岩带中最具

特征的一种岩石
，
常产出于绿岩带层序的底部

，
以富 五坛�

、

高���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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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组分
，
并具独特的俄刺结构

。

它广泛发育在南非巴伯顿
，
加拿大阿比提比

，
西澳诺斯曼

一威卢纳等绿岩带中
。

根据岩石类型及组合特点
，
古德温把绿岩带分为三种类型

�

��巴伯

顿型 ���一��亿年�
，
以超镁铁质和镁铁质火山岩

，
少量长英质火山岩及沉积岩 组 成

。

其

中安山岩很不发育， ��苏必利尔型��� � ��亿年�
，
以富安山质的镁铁质一长英质火山岩

，

以及派生的沉积岩组成� ��达瓦尔型 ������亿年�
， ·

以广泛发育的沉积岩组合 为 主
，
其

盖层与基底呈明显的不整合
。

不同类型的绿岩带
，
其成矿作用有较大差异

。
例如

�
巴伯顿型

，
富含 �� 、

��
、
��

和

少量��等矿产 � 苏必利尔型
，
赋存有丰富的�卜��

、
��

、

��
、

��等矿产， 达瓦尔型
、

则广

泛 发 育着��
，

��
，

��
等矿产

。
�

�

�
�

格罗维斯和�
�

�
�

巴特在详细研究西澳绿岩 带 的 基 础

上
，
将绿岩带分为古老绿岩带��� ��� 亿 年�和年轻绿岩带

」

��� ���亿年�两类
。

根 据 它

们形成的构造环境
，
又可细分为地台相和裂谷相二个亚类 ， 其中裂谷相的年轻绿岩带中

，

赋存有大量��
、
��

、
��及��一��等矿产

。

二
、

我国太古宙绿岩带的基本特征

我国是世界上前寒武纪地层广泛发育地区之一
，
它的分布面积 约占我国大陆 面积 的

���
，
其中太宙岩石主要出露于华北陆台

，
以花岗岩一绿岩带为重要组成部分

。
此外

，
在

扬子地台和塔里木地台
、

还可能存在着早元古代绿岩带
。

�
�

太古宙绿岩带的分布
�

近几年来
，
我国对华北陆台的太古宙绿岩带的研究方面

，
取

得了一些进展
。

它主要分布于吉林省和龙
、

夹皮沟
，
辽宁省清源

、

鞍山一本溪
、

辽西
，
内

蒙古乌拉山
，
河北省冀东区

，
山西省五台山

，
�

河南省中部
，
豫陕的小秦岭

、

鄂陕皖交界的

大别山等地
。

绿岩带常呈不规则条带状
，
分布于花岗岩和片麻岩中

，
组成花岗岩一绿岩地

体
。

在以上地区的地层单元
，
主要为夹皮沟群

、

情原群
、

鞍山群
、
五台群

、 �

登封群
、

太华

群
、

胶东群 �需要指出
，
有的群已被解体

，
有了新的含意�等

。

�
�

太古宙绿岩带的层序
�

在绿岩带的底部
，
一般均发育有厚的镁铁质火山岩

，
有时夹少

量超镁铁质岩 � 中部为安山质一长英质火山岩
，
且以火山碎屑岩为主� 上部为沉积岩

，
以

碎屑沉积岩一杂砂岩一泥质岩组合为主
，
还有一定数量的化学沉积岩一条带状带状含铁建

造 ��� ��
。

它常组成一个由下而上镁铁质火山岩逐渐减少
，
安山质一长英质火山岩 逐 渐

增多
，
而沉积岩则由少到全部

，
构成一个较完整的火山一沉积旋回

。

绿岩带可以由一个或

多个火山一沉积旋回组成
。

�
�

太古宙绿岩带的变质作用
�

一般都经受过多期变质作用
，
尤其是高绿片岩相一低角

闪岩相的区域变质
，
并以低角闪岩相为主

。
例如

�
宁辽的清原群

，
其下部为厚层中粒斜长

角闪岩
、

含榴斜长角闪岩
， �

局部夹有角闪斜长变粒岩和黑云斜长变粒岩
� 上部为黑云斜长

变粒
、

黑云角闪变粒岩
、

浅粒岩衬黑云片岩等
、 ‘

组成层理明显的薄层带
，
有时可见磁铁石

英岩层
。

吉林省夹皮沟群
，
下部为厚层斜长角闪岩

，
夹少量黑云变粒岩

，
呈似层状或透镜

状的阳起磁铁石英质角闪岩， 上部为黑云变粒岩
、

斜长角闪岩
、

磁铁石英岩
、

少量黑云石

英片岩
。

在小秦岭地区
，
太华群的

‘ 一

下部以厚层斜长角闪岩为主
，
上部为石英岩

、

大理岩
、

含石墨变粒岩
、

磁铁石英岩和含榴矽线变粒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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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绿岩带的构造变形特征
�

绿岩带中的层状岩系
，
曾遭受到多期强烈的 构 造 变 形

，

褶皱构造多数为向形褶皱
，
在断裂构造中广泛发育着韧性剪切带和推覆构造

。

如在清原绿

岩带中
，
至少经历了三期摺皱变形和一期脆性变形

。

早期以强热的向形褶皱为主
，

中期的

褶皱对早期褶皱进行了改造和叠加
，
并奠定绿岩带的主要构造格架

，晚期为层间塑流变雍
，

形成了一些小的柔皱
。

脆裂变形是区内要重的构造形迹
，
片理化和劈理化十分普遍

。
山西

的五合群
，

也至少经历过三期强热变形
，
最显著的特点是平卧摺皱很发育

，
并伴随有逆冲

推覆构造
。

�
，

绿岩带中的花岗质岩石
�

与绿岩带密切共生的花岗质岩石
，
主要是���岩系的奥长

花岗岩一英云闪长岩一花岗闪长岩
。

一般早期为钠质花岗岩
，
晚期为钾质花岗岩

，
且花岗

岩与绿岩带呈侵入接触关系
。

在清原绿岩带中
，
太古宙花岗质岩石至少可分三 个侵 人 期

次
�

早期为片麻状英云闪长岩一花岗闪长岩
，
构成花岗岩一绿岩地体主体， 中期是狗子沟

岩体
、

摩里红岩体
，
它们呈岩株状侵入于早期花岗岩绿岩带中

，
其岩石成份为英云闪长岩

一花岗闪长岩
� 晚期为向钾质花岗岩演化的红石硷子岩体

。

又譬如山西省五台绿岩带
，
其

中的花岗质岩石也可分为三个侵阶段
�

早期是钠质花岗告
，
包括有花岗闪长岩

、

石英闪长

岩
、

英云闪长岩一斜长花岗岩
， 中期为钾质花岗岩

， 晚期仅为小规模的花岗闪长岩
。

�
�

绿岩带的同位素年龄资料
�
据目前已获得的同位素年龄数据

，
说明华北陆台上的绿

岩带及共生的花岗岩形成于晚太古�七
。

如清原绿岩带下部斜长角内岩的��一��等时 线
‘

年

龄为�����
。 ，
与其共生的花岗岩 �摩里红岩体� 中铅石����年龄为�����

。 � 泰山群 的

同位素为�����
。 �据曹国权等

， ������ 河南登封群的单颗粒铅石�一��年龄为�����
。 �太

华群的单颗粒锈石年龄为�����
�
和�����

� �据�
�

���
��

�

等
， �����

，
而侵人登封群 的 石

牌河闪长岩的错石年龄是�����
。 �据王泽九等�

。

总的来看
，
花岗岩一绿岩地体中绿岩 带

的形成年龄
，
明显大于花岗质岩石年龄

。

因此
，
华北陆台花岗岩一绿岩地体

，
大致形成于

晚太古代����一�����
�
之间

。

�
�

绿岩带中的主要矿产
�

同世界各地绿岩带一样
，
在华北陆台绿岩区内含 有 丰 富 的

金
、

铁
、

块状铜锌等矿产
。

绿岩带是最重要的含金岩系
、

许多金矿床如夹皮沟
、

小秦岭
、

金厂峪
、

焦家
、

玲珑等
，
在成因和空间分布上与绿岩有着密切的关系

，
金矿床可分为原生

金矿和再生金矿两类
。

原生金矿床是花岗岩一绿岩带形成晚期的产物
，
金质来源于绿岩带

，

在空间上受韧性剪切带及断裂的控制
，
后期构造岩浆作用的叠加与改造

，
使金矿品位进一

步富集
。

这类金矿床
，
又可细分为产于长英质火山岩和铁建造的层控金矿床 �如辽宁南部

龙王宙金矿�
，
另一类是产于韧性剪切带中的脉状金矿 �如夹皮沟

、

小秦岭等地�
。

再生金

矿床是指太古宙绿岩带的金矿床或含金岩系
，

在后期地质演化过程中
，
受到内生和外生地

质作用
，
促使含金犷源层或金矿床

，
进一步改造而形成新的富金矿

。

这类金矿 床 又 可 分

为
�

与外生作用有关的砂砾岩型金矿 �如冀东马兰峪金矿�
，
以及受交代重熔岩浆作用

，
而

形成的热液型金矿 �如山东焦家
、

玲珑等�
。

绿岩带中与火山作用有关的条带状铁矿床
，
是我国最重要的一个铁矿类型

，
它相当于

国外的阿尔戈马型
。

根据含铁建造的岩石组合特征
，
可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 ��� 镁铁质

一超镁铁质火山岩一铁建造组合
，
这类矿床产于绿岩带的下部层位

，
其矿层数量多但厚度

较薄
，
一般规模都不大

� ��� 镁铁火山岩含铁建造一长英质火山岩组合
，
它是绿岩带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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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类型
，
分布在绿岩带层序的中部偏上的层位

，
如鞍本地区的歪头山铁矿���� 长英 质 火

山岩一沉积岩一铁建造组合
，
它是最重的铁矿类型

。

其铁建造与长英质火 山岩关系密切
，

铁矿床产出于绿岩带的高层位处
，
如冀东司家营铁矿

。

目前
，
在华北陆台绿岩带中的块状

硫化物矿床
，
仅见于清原绿岩带中上部

，
它与英安质一长英质火山岩有关

，
如红透山式块

状铜锌矿床
。

根据绿岩带中原岩建造的岩石组合
、

地球化学特征等
，
推测华北绿岩带形成的构造环

境
，
属于大陆裂谷带或大陆边缘活动带

。

少数几个地区镁铁质火山岩的
。 ��

���值在 � �
�

��

一�
�

��之间
，
说明绿岩带形成在亏损地慢

，
故推测在�����

�
以前

，
华北陆台就已存 在 硅

铝质古地壳
。

�
�

与国外太古宙绿岩带的对比
�

华北陆台的太古宙绿岩带
，
其地质特征与国外基本相

似
，
但也有它独 自的特点

，
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

��据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
，
在华北绿岩带层序的底部

，
尚未发现厚大的 超镁 铁 质 熔

岩
，
即所谓的科马提岩

。

��构成绿岩带的地层层厚度
、

与国外相对比均较薄
。

例如加拿大的阿比提比绿岩带地层

厚度为����
，
南非巴伯顿绿岩带厚度为����

，
澳大利亚库尔加迪—库 拉 旺 绿 岩 带 厚

��
�

���
。

而我国吉林夹皮沟绿岩带厚度 为 �
�

���
，
河南小秦岭绿岩带为���

，
辽宁清原绿

岩带厚度尚不足��� ，
山西五台绿岩带接近���

。

��我国绿岩带的分布面都不大
，
一般仅有数十至数百平方公里

。

国外个别可达数千到上

万平方公里
，
如加拿大阿比提比绿岩带面积达��。 。��� ’ ，

澳大利亚库尔加迪一诺 斯 曼 绿

岩带
，
总面积达��������

’ 。

��我国绿岩带的变质程较高
，
一般为高绿片岩相一低角闪岩相

，
并且以低角闪岩相为

主
。

而国外的绿岩带变质作用
，
主要为绿片岩相

，
仅在与花岗岩接能的地方

，

变质作用才

能达到角闪岩相
。

��我国太古宙绿岩带中赋存的矿产
，
以金

、

铁二种矿产为主
，
而块状铜锌 硫 化 物 矿

床
，
仅在辽宁清原绿岩带发现一处

。

此外
，
与超镁铁质火山岩有关的镍矿

，
在我国尚未发

现
。

��我国绿岩带形成的构造环境
，
与国外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别

。

我国绿岩带中镁铁质火

山岩的类型
，
以钙碱性玄武岩和大陆拉斑玄武岩为主

，
据此推测它形成于大陆裂谷带或大

陆边缘活动带的构造环境
。

而国外太古宙绿岩带中
，
其镁铁质火山岩多以�� �

型�即 ��� ，

亏损型拉斑玄武岩�为主
，
在典型剖面占�� 一���

，
所含���

型 �即���
，
富集型 拉 斑 玄

武岩�较少
，
且仅产出于绿岩带的较高层位

。

��我国太古宙绿岩带形成以后
，
还曾遭受到多次构造岩浆活动的改造

，
尤其是中生代

的燕山运动的影响
，
从而使早期的花岗岩一绿岩带

，
发生强烈的变形

、

变质及重熔作用
。

综上所述
，
我国太古宙绿岩带与国外典型地区进行对比

，
确有其独 自的地 质 构 造 特

征
，
它可能是世界公认的三种绿岩带类以外的一种新类类型

。

因此
，
对我国太古宙绿岩带的

地质构造特征及成矿作用等
，

还需要更进一步深入研究
，

这不仅有利于详细了解我早期地

壳演化历史
，
并能更好的指导金

、

铜锌和铁矿床的找矿工作
，
也为丰富世界太古宙绿岩带

的研究成果
，
作出一定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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