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含有柯石英和金刚石的超高压榴辉岩的

发现，大别山已引起国内外地质学界的广泛关注，

并已成为与陆!陆碰撞相关的大陆深俯冲作用研究

的最佳野外实验室之一。前人在此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取得很多重要成果。

在"#世纪$#年代早、中期，由于榴辉岩露头仅仅

被发现在大别山腹地的高级片麻岩即大别杂岩的

中部（太湖!马庙断裂与水吼!五河断裂之间）地区

（图%），所以一些研究者据此将传统区域地质中一直

被视为一个岩石地层单元的大别杂岩出露区划分

为“北大别地体”、“中间&’(地体”和“宿松地体”)
个不同性质的大地构造单元［%］。其中“北大别地体”

和“宿松地体”由于当时没有发现榴辉岩露头，所以

被视为非榴辉岩相构造单元。例如：主要由高级片

麻岩构成的“北大别地体”被视为“弧根带杂岩”［"］或

“混合岩单元（*+,-./+/0）”［)］；而“宿松地体”由于在

高级片麻岩之上发育一套新元古代“扬子型”中、浅

变质地层宿松群（或红安群）［123］，所以一般被视为俯

冲的扬子板块北缘的一部分，其中的中、浅变质地

层被视为活化的盖层，高级片麻岩被视为活化的大

陆基底［"，4，5］；’.6708等［)］则将其划为一个“角闪岩单

元（9-:;+<=>+/0）”。然而，自$#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研

究的深入，人们在“北大别地体”的高级片麻岩中陆

续发现了榴辉岩［$2%"］，特别是近期，笔者在大别山南

坡“宿松地体”中的高级片麻岩内首次发现了榴辉

岩，证实在“)个构造单元”中均有榴辉岩出露。

本文主要报道了笔者在大别山南坡“宿松地体”

中发现的榴辉岩的区域地质和岩石学的基本特征，

并就由此引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 榴辉岩岩石学的基本特征

“宿松地体”主要是根据分布在安徽宿松二郎—

柳坪一带的经典宿松群一名命名的，系指太湖!马

庙断裂以南，即经典宿松群分布区及其以南，至蕲

春!广济断裂之间的地区（图%）。笔者在经典宿松群

出露区的南侧、西侧和北侧)个地点发现了榴辉岩露

头（图%），其中前"个点位于“宿松地体”之中，后%个

点则位于“宿松地体”与“&’(地体”接触带附近。榴

辉岩出露地质概况和岩石学基本特征如下。

露头%：榴辉岩出露在湖北蕲春向桥镇斌冲?@
方向约% 7-处的一个民间小采石场。

由于该地位于经典宿松群（或红安群）南侧的

“宿松地体”之中，并且距前人!认定中、浅变质地层

宿松群与高级变质的“大别杂岩”之间沉积不整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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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别碰撞造山带东段地质$构造略图

%&’( " )*+,+’&-., ./0 1*-1+/&- 23*1-4 5.6 +7 14*
*.21*8/ 2*’5*/1 +7 14* 9.:&* -+,,&2&+/., +8+’*/&- :*,1
!太湖$马庙断裂；"水吼$五河断裂；"—石炭纪含煤岩系；

!—佛子岭复理石建造；;—大别高级片麻岩系；<—宿松中、浅

变质地层；=—蓝片岩；>—扬子盖层沉积；?—燕山期花岗岩；

@—榴辉岩露头；A—新发现的榴辉岩露头

线经典剖面即蕲春向桥猪婆寨剖面不远，所以在该

地的高级片麻岩中发现榴辉岩意义十分重大。

榴辉岩岩体呈椭球状（直径约!?5）产出在黑云

母斜长花岗质片麻岩之中。岩体的边部为片理化斜

长角闪岩，其中有花岗质脉体穿入，显示着被围岩

侵入和交代关系；向内过渡为榴闪岩和不十分新鲜

的榴辉岩（#;$#;!;$#"）。样品（#;$#;!;$#"）薄片鉴

定显示，岩石为斑状变晶结构，主要组成矿物有石

榴 子 石（;#BC）、角 闪 石（"=BC）、透 辉 石（!#BC）、

金 红 石（?BC）以 及 少 量 的 绿 辉 石（=BC）、斜 长 石

（=BC）和尖晶石、磁铁矿等。其中，石榴子石为自

形—半自形，粒径!(#D!(= 55，构成变斑晶；绿辉石

呈包裹体（粒径约!# #5）残留在石榴子石之中，从

表"可以看出，其E.!F成分为;(>@BD<(A"B，其中硬

玉的端员组分为!>(<"BD!A(!"B，应属绿辉石。基质

中的绿辉石已全部退变为细小的角闪石和斜长石

构成的后成合晶。岩石的主要矿物化学成分见表"。

露头!：榴辉岩出露在湖北蕲春孙冲镇塔林村东

河道边一个民间小采石场。该地位于经典宿松群出

露区的西侧，仍属于“宿松地体”之中。

榴辉岩岩体呈扁豆体状（长@# 5左右，厚? 5左

右）产出在黑云母片麻岩之中。岩体的边部为细粒不

含石榴子石的具有弱片理构造的斜长角闪岩，片理

产状呈环形围绕着岩体，向外逐渐与围岩片麻理协

调一致；核部为含石榴子石的角闪岩（#;$#;!<$#;）。

岩石样品（#;$#;!<$#;）的原生矿物仅残留有石榴

子石和金红石，绿辉石大都已退变成粗大的蓝绿色

角闪石或角闪石与斜长石构成的后成合晶，其中多

数角闪石又退变为黑云母，但仍保留着角闪石晶形。

残存的绿辉石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见表"，其中E.!F
成分为;(#!B，硬玉端员组分为!>(<"B，属绿辉石。

露头;：榴辉岩出露在湖北英山县城南温泉镇梅

岩村南侧新开通的;"@国道边，岩石露头十分新鲜，

结构、构造清晰，非常适宜野外观察和样品采集。该

地位于经典宿松群出露区的北侧，是“GHI地体”与

“宿松地体”的接触地带。

榴辉岩岩体呈透镜状产于花岗质片麻岩之中，

长轴方向出露长度约;#5，高约=D? 5。由于退变质

和构造作用的改造，岩体的边部为具有弱片理构造

的角闪岩，片理产状呈环状围绕着岩体形态发育，向

外逐渐过渡到与围岩片麻理一致；向内过渡为榴闪

岩和致密块状的榴辉岩（样品#;$#;!>$#=）。作为围

岩的花岗质片麻岩的基本特征与安徽太湖花凉亭水

库大坝含有榴辉岩的花岗质片麻岩十分相似。榴辉

岩为块状构造，斑状变晶结构，岩石整体呈绿黑色，

主要矿物的化学成分见表"。主要矿物有石榴子石

（!#BD!=B）、绿辉石（=BD"#B）、透辉石（"#BD!#B）、

斜方辉石（=B）、角闪石（"#BD"=B）、斜长石（=B）和

少量的金红石、尖晶石、橄榄石、刚玉、屑石、磁铁矿、

钛铁矿等。其中石榴子石作为变斑晶，呈自形、半自

形粒状，粒径!(=D;(# 55，晶内含有大量的矿物包裹

体，如绿辉石、石英、透辉石、金红石、尖晶石、角闪

石等；晶体的边部大都已退变成矿物成分复杂的后

成合晶，主要由斜长石、单斜辉石、斜方辉石、尖晶

石、角闪石以及磁铁矿等构成。新鲜的绿辉石主要

呈包裹体（粒径!=#5左右）保留在石榴子石斑晶之

中 ， 而 基 质 中 的 绿 辉 石 多 呈 自 形 晶 粒 状（ 粒 径

$ 湖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 "J!#万蕲春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A?=K

郝杰等：大别山南坡蕲春等地榴辉岩的发现及相关问题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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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由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电子探针实验室分析；氧化物含量：$

%"!&’(!"!&左右），大都已退变为透辉石。从表(
可以看出，)*!+成分为#,-%$.#,/0$，其中硬玉的端

员组分为!/,!($.#1,0!$，应属绿辉石。

! 问题讨论

!,( 大别杂岩是否为一个具有成因联系的构造2
岩石单元

大别杂岩是由肖楠森在!"世纪0"年代首次命名

的，系指出露在大别山腹地的一套高级片麻岩。在

%"—-"年代进行的(3!"万区域地质调查中，大别杂

岩被划为“群”一级的岩石地层单元，称为大别群，

并进一步划分出几个“组”。这一时期，由于人们对

高级变质岩的地质特征尚不十分了解，因此将主体

由变形、变质侵入岩形成的高级片麻岩视为一套由

沉积地层变质而成的正常岩石地层单元，并误将构

造面理（片麻理或片理）作为原始层理进行地层划

分与对比。另外，在地层时代的判断上，由于缺少同

位素年代学手段，主要根据地层的叠覆关系和岩石

的变形、变质程度进行对比。鉴于大别群在空间上

被元古宙中、浅变质的宿松群（或红安群）叠覆，而

且变形、变质程度也明显高于该地区出露的其他地

层，所以大别群一直被视为大别山地区最古老的结

晶基底，地层时代划归为古元古代—新太古代［(#.(0］。

这一认识至今对大别山区域地质和大地构造研究仍

产生着重大的影响。4"年代以来，在《(30万区域地质填

图方法指南》［(%］的指导下，新开展的(30万区域地质调

查将原被划为岩石地层单元的“大别群”改为非正常

地层单元“大别杂岩”，并将其解体为两大填图单元：

一是由强变形、深变质的侵入体为主构成的高级片麻

岩套［(-］，约占大别杂岩的/0$.4"$；二是保存在变形、

变质侵入体之中的各类残留体，包括榴辉岩、榴辉岩

相变质表壳岩和超镁铁岩等。目前大多数图幅，如安

徽省和河南省的几幅(30万地质图"根据围岩片麻岩

中锆石的同位素年龄（/"".-0"5*）将该片麻岩套划

归为新元古代中期，而将被包裹在其中的各类变质

表壳岩残留体划归为古元古代，甚至新太古代。

虽然目前关于大别杂岩的区域地质特征尚有不

同的认识，但是从(3!"万和(30万区域地质调查结果

可以看出，没有任何明显和可靠的区域地质证据可

以将这套高级片麻岩分成几个部分或分属到不同性

质的大地构造单元之中。近年来，人们在前人划分的

“#个构造单元”的高级片麻岩中均发现了榴辉岩的

事实清楚地表明，前人仅仅依据榴辉岩的出露将其

划分为#个不同性质的大地构造单元的认识可能是

不妥的。因此，笔者赞同(30万区域地质的研究结果，

即从构造地层学角度将出露在大别山腹地的高级片

表 ! 大别山英山—蕲春地区榴辉岩代表性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 &%’($)’ *+ ,-. "/"$0’1’ *+ 2%32%’%/)")14% 51/%2"$’ *+ %6$*71)%’
1/ )8% 91/7’8"/ " :168(/ "2%" *+ )8% ;"#1% -*(/)"1/’

样品编号 #$ " #$%& " #’ #$ " #$%$ " #! #$ " #$%( " #$

分析矿物 )* +,- .,- /-0 +,- )* )* .,-
分析点位 核心 核心 核心 核心 核心 核心 核心 核心 核心 边部 核心 边部 核心

矿物产状 斑晶 基质 包裹体 合晶 合晶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斑晶 斑晶 斑晶 斑晶 合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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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地质矿产局, 小池、源潭铺、水吼岭等幅(30万地质图6 (44%；河南省地质矿产厅, 新县、两路口等幅(30万地质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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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万主薄源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麻岩系划归为一个在成因上应该具有一定联系的

构造)岩石单元，并认为其出露区亦应属于同一个

大地构造单元。

!$! 大别杂岩成因的初步讨论

在传统的区域地质研究中，大别杂岩一直被视

为扬子板块北缘的大陆基底一部分的认识，主要是

基于出露在大别山南坡“宿松地体”中的中、浅变质

的宿松群与高级变质的大别杂岩之间 “沉积不整

合”接触关系的认定，其中最为重要的剖面之一就

位于湖北蕲春向桥的猪婆寨一带，即本文榴辉岩露

头"的附近（图"）。虽然目前人们对“宿松地体”中、浅

变质地层宿松群（或红安群）与大别高级片麻岩之

间“沉积不整合”接触关系已有不同的认识［*］，但是

对它们在空间上呈上下叠覆关系还是广泛接受的。

因此，在该地的高级片麻岩中发现了榴辉岩必然会

引出下列几个问题，即含有榴辉岩的高级片麻岩与

上覆中、浅变质地层是什么接触关系，其是否属于

扬子板块大陆基底的一部分，其在区域地质和大地

构造中的意义是什么？

在!#世纪’#年代后期，随着汤加富等［"+］在“,-.
地体”中碧溪岭榴辉岩体附近的菖蒲镇港河村一带发

现了新元古代绿片岩相—绿帘角闪岩相变质地层，人

们在“北大别地体”中的桐城县胡湾、源潭铺、黄镇［/］，

舒城县黄河乡［’］、卢镇关镇蓼叶湾)东西溪!，岳西县

沈桥［"’］和“,-.地体”中潜山县野人寨［/］，太湖县花凉

亭水库北岸的寺前［!#］、花凉亭水库大坝南侧的寸腰［!"］

等地都发现了零散出露的绿片岩相—绿帘角闪岩

相变质地层（图"）。目前关于这套中、浅变质地层

的产状尚有不同认识，如不整合沉积在大别杂岩

之上的“残留沉积盖层”［!!］或构造压覆在混杂岩片

之下的 “构造窗”［!0］ 和构造挤入到混杂岩之中的

“外来构造岩片”［!/，!&］等。但是，根据经典宿松群与含

有榴辉岩的高级片麻岩在空间上的上下叠覆关系，笔

者认为，零星散露在“北大别地体”和“,-.地体”中的

中、浅变质地层的产状可能与经典宿松群一致，即它

们在空间上叠覆在含有榴辉岩的高级片麻岩之上，而

不大可能是压覆在其下的“构造窗”或者是混杂在其

中的“外来构造岩片”。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传统

的大别杂岩之上可能曾广泛发育着一套类似于宿

松群的中、浅变质地层，也就是说，在空间上含有榴

辉岩的高级片麻岩应该位于扬子板块北缘新元古代

（至古生代）中、浅变质的大陆边缘沉积之下。显然，

如果按照传统区域地质的认识，即认为两者之间为

沉积不整合接触关系，那么必然会得出榴辉岩及其

高级片麻岩围岩形成在前新元古代（1"### 23），属

于扬子板块北缘大陆基底一部分的结论。然而，这一

认识与目前已经获得的大量榴辉 岩 形 成 时 代 的 同

位素年龄（!/#4!!# 23）是相悖的，因此两者之间的

“沉积不整合”接触关系需要重新进行审视。

近 年 来 ，汤 加 富 等［!*］通 过 对 经 典 宿 松 群 出 露

区，特别是对前人认定宿松群与大别群沉积不整

合 关 系 的 标 准 剖 面 即 猪 婆 寨 剖 面 的 研 究 提 出 ，宿

松群与由变形、变质侵入体构成的大别杂岩之间

是一种侵入关系。笔者赞同这一认识，并在宿松的

二 郎)柳 坪 剖 面 中 发 现 了 由 热 接 触 交 代 作 用 形 成

的 混 合 岩 带 和 普 通 角 闪 石 角 岩 相 热 接 触 变 质 带 ，

前者发育在宿松群与大别高级片麻岩之间，混合

岩中包含着宿松群的残余体；后者叠加在宿松群

绿帘角闪岩相石英云母片岩之上（详见另文）。加

之 ，笔 者 发 现 的 榴 辉 岩 露 头"就 位 于 附 近 ，所 以 可

以确定含有榴辉岩的高级片麻岩（变形、变质侵入

体）是侵入在中、浅变质的宿松群之下的。由此笔

者对大别杂岩的成因提出如下一些新认识："大

别杂岩的主体是由一套经过韧塑性变形和高级变

质的同造山作用形成的深成岩构成的，榴辉岩仅

仅是作为残留体保存在其中；#含有榴辉岩残留

体的深成岩底辟在以宿松群为代表的扬子板块北

缘新元古代中、浅变质地层之下，吞噬和包裹了原

有的中、下地壳，因此大别杂岩是一套成分复杂的

构造)岩石单元，其中不仅包含着由岩浆携带来的

各类残留体，如由深俯冲到地幔中的大陆地壳形

成的各种榴辉岩相变质岩和一些来自地幔岩榴辉

岩相超镁铁岩，而且还包裹着一些扬子板块北缘

中、下地壳的残余体；$大别杂岩不是扬子板块大

陆 基 底 的 一 部 分 ，也 不 是 一 个 独 立 的“,-.地 体 ”

或“,-.变质带”，而是一个复杂的深成岩底辟体，

并在同造山过程中经历了中、下地壳构造位的变

形和变质作用，形成了一套构造面理十分发育的

高级片麻岩套。至侏罗纪，构造抬升作用使底辟体

出露地表，其顶部的围岩大部已被构造卸载或风

郝杰等：大别山南坡蕲春等地榴辉岩的发现及相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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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剥蚀掉，只有一些顶垂体被残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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