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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南，有一颗璀璨明珠———海南岛，其颇具
特色的热带风景、滨海之丽和人文情怀吸引着来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 如今，海南岛再获得了一个新的
身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先行区域，一片繁
荣景象，居住在此地的人们，世代繁衍，生生不息。
你若去询问当地的人们有关于海南岛的各种奇闻
轶事和风土人情，他们必定可以滔滔不绝，娓娓道
来，但是你若问海南岛有多少年的历史？如何得知？
或许人们会陷入沉思，不知如何解答。 如若宋朝著
名诗人苏轼的诗句“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
面目”。 事实上，人们对海南岛还有许多未知之处，
那么地质学家又是如何去认知这些问题的呢，他们
利用人们眼中普通的石头（岩石），去探索地球演化
和海南岛演变的奥秘，去不断验证着属于它们的不
平凡。 本文以“海南岛最古老的岩石”为主题（但不
限于此）进行简要论述，试图去揭开海南岛神秘的
一角。

１ 年龄和分布

地球如今已经有 ４６ 亿年的历史了，目前地球
上最古老的、有确切年龄的岩石产出于加拿大西北
领地阿卡斯塔河中一个面积不足 ０．５ ｋｍ２ 的小岛
上，年龄 ４０亿岁，典型岩石标本陈列在维也纳自然
历史博物馆中；此外，地质学家在格陵兰岛还发现
了比 ４０ 亿岁稍年轻的岩石—３７～３８ 亿岁的片麻
岩，其出露面积非常大（公里尺度），科学家认为这
些岩石大致保存了 ３６～３８ 亿年前大陆（地壳）的样

貌，因此也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地壳[１]，在这些
古老岩石中发育有条带状铁建造，它的形成可能与
地球早期微生物活动密切相关[２]。 中国鞍山是全球
仅有几个存在 ≥３８ 亿年岩石的地区之一， 它们以
不大的规模存在于白家坟、 东山和深沟寺杂岩中，
由糜棱岩化奥长花岗岩、条带状奥长花岗岩和变质
石英闪长岩组成[３]。 而海南岛最古老的岩石年龄一
直存在争议， 我们结合最新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
倾向于认为其形成时代大致为 １８ ～ １４ 亿年，它们
主要分布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外山和抱板、东方市
大蟹岭、乐东黎族自治县冲卒岭、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上安和琼海市黄竹岭等地（图 １），称之为“抱
板杂岩”。 由于海南岛岩石整体风化强烈， 新鲜的
“抱板杂岩”零星分布，其中昌江黎族自治县戈枕村
附近戈枕水库一带“抱板杂岩”出露最为新鲜（图
１），岩石特征较为明显，当地的人们在水库附近游
玩之时，也许无意中就和海南岛的“寿星佬”来了一
次亲密接触。

２ 岩石组成

近二十年来，区域地质调查及科研成果资料表
明，海南岛的抱板杂岩由表壳岩系及片麻状花岗岩
和斜长角闪岩等组成[８－１０]。 表壳岩系具明显的二元
结构，下部的戈枕村组为片麻岩类、混合岩类（主要
包括黑云斜长片麻岩、眼球状混合岩等），变质程度
为高角闪岩相，原岩总体以中酸性火山岩为主夹杂
砂岩、泥岩等。 其中片麻岩是一种看起来由断续分

海南岛最古老的岩石———平凡却不平凡

胡 军 １，２，王 磊 １，２，徐德明 １，龙文国 １，刘昱恒 １，周 岱 １，王祥东 １

（１．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２０５；２．中国地质调查局花岗岩成岩成矿地质研究中心，武汉 ４３０２０５）

关键词：抱板群；海南岛；演化

中图分类号：Ｐ５８ 文献标识码：Ｅ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３７０１（２０２０）０３－０３０８－０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３７０１．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３

第 3６卷 第 １期
２０２０年 ７月

华 南 地 质 与 矿 产
South C hina G eology

Vol.3６, No.１，１-７
Juｌｙ，20２０

第 3６卷 第 ３期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华 南 地 质
G eology of South C hina

Vol.3６, No.３，３０８-３１１
Ｎｏｖ．，20２０

万方数据



第 ３６卷第 ３期

布、深浅不同颜色矿物的集合体形成的条带状样子
的岩石，这样的岩石常形成于 １０ ｋｍ 以下的地壳之
中，是应力下岩石中不同矿物差异分布形成的。 上
部峨文岭组为片岩类、石英岩类（包括石英二云片
岩及二云石英片岩、斜长云母石英片岩为主夹长石
石英岩、石英岩及石墨片岩等），变质程度为低角闪
岩相，原岩可能为泥岩、砂质泥岩、砂岩，局部夹火
山岩或钙质岩等。其中片麻状花岗岩包括片麻状二
长花岗岩和片麻状花岗闪长岩等，与“抱板杂岩”表
壳岩系呈侵入接触关系。斜长角闪岩为已发生变质
的中基性岩石，呈透镜体、豆荚状以及夹层等多种
形式产出在“抱板杂岩”表壳岩系中。这些岩石中包
含了与人们生活相关联的浅色矿物（石英、斜长石
和白云母等）和暗色矿物（黑云母、角闪岩等），还有
一些特殊的矿物如石榴子石等，这些矿物常常被加
工成饰品、观赏性摆件以及用作建筑材料。

３ 如何获知岩石年龄

讲到这里，也许人们心中会发出疑惑，难道只
通过这些岩石的特征就能判断他们有多老吗？地质

学家是如何获知这些石头的年龄呢？
目前地质学家常用的方法是利用岩石中的一

种副矿物—锆石进行 Ｕ－Ｐｂ 定年，所谓副矿物指的
是分布广泛但含量很少（一般＜１％）的矿物，一般不
参与岩石命名，肉眼不可见，通过显微镜可以观察
其特征。 地质学家通过野外地质工作采集上述岩
石，经过粉碎样品、磁选及重液分选等处理之后，在
双目镜下手工挑选出锆石颗粒， 用环氧树脂制靶，
并抛光至锆石内部结构充分暴露，然后对样品靶的
锆石进行显微镜下透射光和反射光的观察照相以
及阴极发光（ＣＬ）图像分析，之后用带有激光溶蚀装
置的 ＩＣＰ－ＭＳ 分析仪在锆石上进行分析测试工作，
激光剥蚀束斑直径和溶蚀深度仅几十微米，在通过
校正和地质学软件分析处理，获得精确的锆石形成
年龄。 如学者们通过对抱板杂岩中的斜长角闪岩、
片麻状花岗岩和石英云母片岩开展锆石 Ｕ－Ｐｂ 定
年， 在岩浆岩中获得了～１４ 亿年的岩浆结晶年龄，
在片岩中获得了～１８ 亿年、～１６ 亿年和～１４ 亿年三
个主要的碎屑锆石峰值[５－８]。本文作者在片麻状花岗
岩闪长岩和二长花岗岩获得了～１４ 亿年的岩石形
成年龄，在石英云母片岩中获得了～３０ 亿年、～２５ 亿

图１ 海南岛“抱板杂岩”分布示意图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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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海南岛“抱板杂岩”野外岩石露头

（ａ）戈枕水库新鲜露头 （ｂ）黑云斜长片麻岩（ｃ）眼球状混合岩 （ｄ）石英云母片岩 （ｅ）片麻状二长花岗岩 （ｆ）斜长角闪岩

年、～１８ 亿年的碎屑锆石峰值，此外，最年轻的锆石
年龄为 ～１４ 亿年（图 ３），上述结果反映了～１４ 亿年
是抱板杂岩的最小形成年龄。

４ 有何意义？

地质学家者通过对“抱板杂岩”野外地质特征、
岩石学、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的研究，探讨了岩石成
因、与成矿的关系以及大地构造演化的意义。 本文
重点简述以下两点：

（１）金可能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与社会的
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海南岛金矿
资源丰富，除著名的抱伦金矿之外，已知矿产地主
要集中分布在戈枕断裂西侧，自北东向南西依次产
出土外山、抱板、北牛、二甲、不磨和那都等一系列
金矿床（点），为海南岛最主要的金矿成矿带，这些
矿床主要赋存于“抱板杂岩”中。 在海南岛早期俯
冲—碰撞的构造演化过程，可能发生了金元素的初

始富集，导致了“抱板杂岩”中的金的背景值远高于
克拉克值，其可能为海南岛西部地区金矿的形成提
供了物质来源。

（２）沧海桑田、洋陆转换在地球演化过程中是
真实发生的，地球上的大洋和大陆并非是一成不变
的。 在不同的地质历史时期，地球上的格局也是随
之变化的，而其中洋陆的演变主要是通过超大陆的
聚合和裂解来完成的。所谓超大陆是指地球演化到
某一阶段， 几乎所有大陆板块聚合而形成一个大
陆， 目前比较认可的是～１８ 亿年的哥伦比亚超大
陆，～１０ 亿年的罗迪尼亚超大陆，～２．５ 亿年的潘基
亚超大陆，每隔 ７－８ 亿年，全球各个大陆就汇聚在
一起形成一个超大陆，超级大陆聚合和裂解对地球
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等具有极其重要影响，如海平
面的升降、气候的变冷和变暖以及生物的爆发和灭
绝 [１１]。 地质学家通过将“抱板杂岩”锆石年龄、岩
浆—构造事件进行全球对比，提出海南岛在古—中
元古代时期的地质演化与哥伦比亚超大陆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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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海南“抱板杂岩”锆石ＣＬ图像和Ｕ－Ｐｂ协和图 （ｂ）年龄谱图

如一些学者认为“抱板杂岩”中的斜长角闪岩形成
于哥伦比亚超大陆裂解环境下， 且在～１４．３ 亿年的
时候，海南岛可能和澳大利亚毗邻，并非现在大洋
相隔的格局[５－８]。

因此“抱板杂岩”在海南岛西部地区金矿富集
和超大陆演化研究中起着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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