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暂时性转换 0 1的动力
,

从而使岩床得以怪位
。

韧性变形岩床冷凝期间后期过渡到脆性状态
·

结果导致了低角度断层的形成 ( s七o tt 和 ` . 傲
, 1 9 9 2 b)

。

八
、

结 论

韧性变形的脉动看来发生在许多核杂岩下部板片的糜棱岩中
,

但只在温度太低不能发生

塑性变形的这一长的时期之后
.

核杂岩的形成可能是具有不可思议的地质构造特征的片麻岩

弯灌之下深成活动的直接产物
.

岩床的彬旅为差异抬升提供了一种机制
,

并且与岩体侵入有

关的热脉动使剪切带与火成岩体的时空关系得到解释
.

许多核杂岩中出现的韧性到脆性的过

渡可能是侵入事件之后岩体上方韧性剪切带冷却的结果
,

而不是与深度有关的过渡
。

向下穿

过糜棱岩前锋出现的由脆性到韧性状态的急剧过渡也可作类似的解释
.

译自《 G e o log y 》 , 1 9 9 3
,

v o l
.

2 1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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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龙清 译 苟 柏 校

新斯科舍省南山岩基东部的淡色花岗岩

D
·

B
.

C la r k e 等

南山岩基内为一过铝花岗质杂岩体
,

成分范围从黑云母花岗闪长岩至白云母
一

黄玉淡色

花岗岩
.

淡色花岗岩 (黑云母一般 < 2片)占岩基的小部分 (一 1
.

5 % )
,

可划分两种类型
:

( l) 伴

生式
,

在细粒淡色二长花岗岩中呈较小的带状产出 ; ( 2) 独立式
,

一般形成较大的侵入体
,

与其

他岩类没有特定的空间关系
.

伴生式和独立式各白的平均化学成分如下
:

Na 刃 ( 3
、

46
,

.3 83 )
、

K : o ( 4
.

4 0
, 4

.

0 9 )
、

p : o 、 ( 0
.

2 5
,

0
.

4 5 ) ( 以上为重量百分比 )
, L以 14 9 ,

2 8 1 )
、

F ( 1 1 9 9
,

2 7 1 2 )
、

R b

( 3 9 3
, 7 2 5 )

、

U ( 7
.

月
,

4
.

峨)
、

Nb ( 12
.

8
,

2 3
.

4 )
、

aT ( 2
.

9 , 7
.

1 )
、

z r
( 5 2

,
3 1 ) (以上为即 m ) ; 它们的稀土

总量 (皿砚 3峨
.

1 和 1 9
,

g p p m ) 及重稀土分馏程度 ( c a N / Y场刁
.

6士 2
.

2 , 2
.

0士 0
.

7 )也明显有别
,

此外
,

伴生式的稀土组成与其周 围的淡色二长花岗岩相似
。

它们的平均 砂 0 值分别为 + 11
·

2

士 1
.

2编
,

+ 11
.

4士 0
.

5编
,

与整个南山岩基的平均值 ( 十 10
.

8士 0.7 )类似
。

两类淡色花岗岩 白云

母的
`

OA r/ ” rA 法年龄均为 3 72 士 3 M : ,

与用其他方法测定的岩基中花岗闪长岩和二长花岗岩

的年龄相当
。

野外关系和地球化学特征表明
:

伴生式淡色花岗岩起像于流体与其围岩淡色二

长花岗岩间在开放体系内的交代作用 ; 面独立式淡色花岗岩为高分馏熔体的不连续侵入体
,

并在封闭体系中经历了岩浆晚期至岩浆期后流体的蚀变作用
。

在矿化方面
,

前者可有云英岩

型或浸染型多金属矿化
,

而后者则有伟晶岩型或浸染型多金属矿化
.

摘译自t j o ut o a一o r P el or xo g y 》
,

1 9 9 3 , v o 一 3月
,

p
.

6 5 3一 6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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