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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沿长乐一南澳断裂带分布有非蛇绿岩型的镁铁
、

超镁铁质岩块 ;具中
、

新生代裂谷

型岩浆组合
;
断裂两侧具有相似的变质岩基底及对应显著的地慢隆升地带

。

说明该断裂带为一

条正在发育的中
、

新生代裂谷带
。

关键词 长乐 一 南澳断裂带 岩浆岩组合 裂谷带

我国东南大陆滨海的长乐 一南澳断裂带
,

是一条备受国内外地质学家重视的中
、

新生代

构造 一 岩浆活动带
。

其大地构造属性可谓众说纷云
,

莫衷一是
。

曾被认作陆内超壳深断裂
、

燕山期海沟断裂 〔̀ ”
、

中生代碰撞造山形成的地缝合线带 〔2
、

3川等等
。

笔者近几年通过对该断

裂带的考察
,

尤其是对沿带分布的岩石组合的研究
,

认为该断裂是一条正在发育的 中
、

新生

代裂谷带
。

依据有
:

1 沿带分布有非蛇绿岩型的镁铁
、

超镁铁质岩块

沿长乐 一 南澳断裂带
,

有十余处镁铁
、

超镁铁质辉石岩
、

辉长岩岩块出露
。

具代表性 的

有漳州上房辉长岩 ( 123 M a ,

R b 一 S r
等时线法

,

周殉若等
,

19 89 ) ;泉州桃花 山辉石岩
、

辉长岩 ;

泉州东岳蛇纹石化辉石岩
、

辉长岩 ; 蒲 田岱前山层状辉长岩 ( 1 25
.

6M a ,

辉石单矿物 K 一 rA

稀释法 ) ;平潭岛莲花山辉长岩 ;福州官山橄长岩等
。

它们曾被认作蛇绿岩套的一部分而成

为确定长乐 一南澳断裂带是地缝合线带的最有力证据 .2[ 3
、

4 〕
。

然 而
,

这些镁铁
、

超镁铁岩在

空间上无一例外地与闪长岩
、

花 岗闪长岩伴生
,

且仔细的野外观察亦未找到构造冷侵人的明

显证据
。

在桃花山
,

辉长岩与花岗闪长岩间局部存在断裂接触
,

但该断裂两端同时延人辉长

岩和花岗闪长岩体内
,

显然是岩体定位后遭受断裂所致
。

其次
,

在长乐 一 南澳断裂带及其附

近地区
,

研究者 (包括笔者 )至今尚未发现除辉石岩
、

辉长岩外构成蛇绿岩套所必须的其它岩

石类型 (如拉斑玄武岩
、

硅质岩等 )
。

此外
,

在上述镁铁
、

超镁铁质岩中
,

广泛存在钙长石质斜

长石 〔’ ]
。

迄今的研究表明
,

钙长石质斜长石在世界范 围内的产状有如下三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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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变质矿物 产于钙质围岩 的矽卡岩中 ; ② 作为分异 的早期结晶相 形成于高铝玄武岩浆

房〔“气③作为高温高压条件下的变质矿物形成于榴辉岩相 与麻粒岩相转变相带的富钙富铝

质基性岩中 [7]
。

亦 即
,

含钙长石质斜长石的岩石类型与蛇绿岩套无关
。

因此
,

笔者认为沿

长乐 一南澳断裂带分布的镁铁
、

超镁铁质岩块不是蛇绿岩套的组成部分
。

鉴于结晶分异作

用在沿断裂带出露的漳州中生代杂岩体和福州中生代杂岩体成岩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笔者

将另文专述 )
,

以及岱前山层状辉长岩的典型堆晶结构〔5〕
,

笔者赞同周新民教授等将这部分

辉长岩看作高铝玄武岩浆早期结晶产物的认识
。

需要补充的是
:

从嵋州湾两岸花岗闪长岩

中存在的大量鱼群状角闪岩岩石包体4[] (角闪岩的变形形迹与变质程度迥异于寄主岩花岗

闪长岩 )等迹象看
,

长乐 一南澳沿带出露的镁铁
、

超镁铁岩块中
,

不能排除其一部分为深部地

壳岩块的可能
。

2 具中
、

新生代裂谷型岩浆岩组合

除上述含钙长石质斜长石的镁铁
、

超镁铁质岩块外
,

笔者对沿长乐 一 南澳断裂带岩石组

合的研究还确认了如下地质事件
:

( 1) 存在晚中生代钙碱质花岗岩与 A 型花岗岩的共存现象
。

在漳州杂岩体中
,

偶含碱

性角闪石的新村 A 型花 岗岩 ( 97
.

I M a ,

Rb 一 s r
等时线法

,

周殉若等 1 9 8 9 ; 7k9 m 2 )侵人于钙

碱性的长泰花岗闪长岩 ( 12 2
.

g M a ,

R b 一 s r
等时线法

,

周殉若等 1 9 8 9 ; 5 00k m 2 )
。

相同的现象

在福州杂岩体中表现 为含霓石
、

碱性角闪石矿物的魁歧 A 型花 岗岩侵人于钙碱性的涧 田花

岗闪长岩中
。

( 2) 分布有晚中生代特征的双峰式火山岩
。

在漳州尖尾山及永泰云 山等地
,

均可见由英

安流纹岩与玄武岩交互成层 出现构成的复合岩流
。

以永泰地区为例
,

据斤润章等 1 9 9 1 年的

实测剖面
,

在 2 1 0 0 m 的总厚度中
,

玄武岩 ( 1 1 3
.

2M a ,

K 一 A r
稀释 法 )层 总厚 2 48 m

,

流纹岩

( 10 4
.

I M a ,

R b 一 S r
等 时线 ) 与英安 流纹岩总厚 1 3 8 3 m

,

火 山碎屑 岩及沉积岩厚度大于

48 Om
,

几乎完全缺失过渡成分的安山岩类
。

( 3 )出现含地慢岩包体的新生代玄武岩
。

在广东普宁的其林村及福建龙海的牛头山
,

新

生代玄武岩角砾岩筒中
,

均含有尖晶石二辉橄榄岩地慢包体 〔“ 〕
。

在以上岩石及岩石组合中
,

结晶出含钙长石辉长岩的高铝玄武岩浆
,

是具地慢隆起区特

征的
、

由地壳成分介人部分融熔形成的一种玄武岩浆 [ 9〕 ; A 型花岗岩对应于拉张性质的地质

构造环境 〔̀ 0

;1 双峰式火山岩是裂谷带标志性的火山岩组合 ; 而含地慢岩包体的玄武岩则直

观地显示了在该断裂带活动过程中地慢的直接作用
。

因此可 以得 出
,

分布于长乐 一 南澳断

裂带的中
、

新生代岩浆岩组合
,

是典型的裂谷带岩石组合〔川
。

3 断裂带两侧具相似的变质岩基底

广泛出露于浙闽一带的陈蔡群
、

麻源群变质岩
,

代表了前寒武系的古老结晶基底 一 华夏

地块
。

而在长 乐 一 南澳断裂带以东 的东海 海域
,

由灵 峰一 井钻取 的黑 云 角 闪 片麻岩

( 1 6 8 0M a ,

hR
一 s :

等时线 )
,

经研究也被认为是该结晶基底的一部分 [ ` 2〕
。

此外
,

该断裂带泉

州段
,

在石英辉长岩中发现 了捕获陆壳岩石残留的滚 圆状错石 ( 1 4 9 8 M a , ’ 07 P b / 20 6 P b 法 )
。

显然
,

在长乐 一 南澳断裂带及其两侧
,

存在着相 同或相似的古老结晶基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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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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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应于显著的地慢隆起带

地球物理资料显示
,

对应于长乐 一南澳断裂带的是一条极为显著的重力梯度带和磁异

常带
。

由重力布格异常反演所得的地壳厚度可知
:

断裂带的莫霍面埋深为 2 8 k m ;而其以西

的闽东南地区及以东的台海一侧
,

莫霍面深度分别为 33 k m 和 32 k m[
` 3〕

,

地慢隆起高度达 4

一 s k m
o

由于 中生代的沉积作用
,

在东南沿海主要发生于政和 一 大浦断裂带以西
,

而长乐 一南澳

断裂带沿线及其附近主要表现为晚白至世火山盆地型火山碎屑沉积
,

不存在与造山作用相
匹配的磨拉石建造

。

同时
,

长乐 一 南澳断裂带至今仍处于活动之中
,

且以正断层为特征 [ `4 ]
。

故以上研究可 以证明
,

与长乐 一 南澳断裂带相对应的是一条正在发育中的中
、

新生代裂谷

带
。

沿带岩浆活 动所提供的 同位素年 龄数据表明
,

该裂 谷带开始发 育 的时间应不晚于

12 5 M a
前 (对应于形成高铝玄武岩浆后的结晶分异作用 ) ;至 1 10 一 10 OM a

前
,

裂谷作用进入

第一个高峰期
,

导致巨厚的酸性火山岩及双峰式火山岩的形成 ; 100 一 90 M a
前

,

裂谷作用减

缓
,

以 A 型花岗岩浆的形成 与上侵为标志 ; 至新生代裂谷作用再一次加剧
,

表现为含地慢岩

岩石包体的玄武岩浆喷发及张性的快速正断层的发生
。

野外考察得到了福建地矿局林东燕工程师
、

南京地矿所谢华光副研究员 以及台湾陈正

宏教授等的帮助与支持 ;写作过程中
,

周新 民教授给予了有益 的指导
。

笔者谨此表示衷心的

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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