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沪 、 洲 、 洲 、 洲

) 资料介绍 (
o

八八 八八
.

我 国 台 湾 变 质 相 图

由陈肇夏
、

米了效祖 ( 台湾中央地质调查所 )编制
、

由他们和刘忠光 ( J
.

G
.

L ni n .

s at nf or d U n vi e rs i yt ) 、

思斯特 ( W
.

G
.

E r n s t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C a l i f o r n i a
,

L o s A n g e l e s ) 编写说明 的 《 台湾变质相图 》 已于

1 9 8 3年 8月出版
。

该图是为了配合世界变质相图编辑计划而编制的
,

曾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N S F ) 的

资助
。

由台 湾中央地质调查所负责
,

台湾大学地质研究所
、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矿业研究所 等单位地质学

家参加工作
。

鉴于该图具较高学术水平
,

又是我国变质相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

特介绍如下
。

资 料 准 备

在编图过程中还进行了一些地质研究
。
1 :

50 万 《 合湾变质相图 》 是依据近三十年
、

尤其是七十年代以

来的变质地质研究资料而编制的
。

92 篇参考文献中
,

七十年代以来的有了。篇
,

这些文献大体可归纳为以下 10

个方面
:

( 1 ) 基底杂岩的地层
、

岩性
,

基底杂岩之片麻岩
、

角闪 岩
、

大理岩及变质基性和岩超 基性 岩 ,

( 2) 基底杂岩的造岩矿物 , ( 3 ) 变质构造和变形 , ( 4 ) 蓝 片岩和 双 变 质带 , ( 5 ) 变质 岩 年 代学
,

( 6 ) 东台湾蛇绿岩变质作用 , ( 7 ) 地球化学与同位素研究 , ( 8 ) 大南澳片岩矿物化学
, ( 9 ) 变质级 与

台湾变质相图 , ( 1。 )造山运动
、

变质作用与大地构造
。

岩石构造分区

作为亚洲东部环太平洋岛弧链的一环
,

台湾本岛由晚古生代至中生代变质杂岩基底及不整合其上的新

生代地层所组成
。

根据地质地貌特征
,

可将台湾岛划分为五个地质区 ( 图 1 ) :

( 1 ) 海岸山脉 ; ( 2 ) 中央山脉
; ( 3 ) 雪山山脉 , ( 4 ) 西部山麓带 ; ( 5 ) 西部海岸平原

。

其 中
,

第一区 ( I ) 含新第三纪吕宋火山弧与有关沉积物以及吕宋海槽前弧海盆沉积物
,

它是吕宋弧
、

沟
、

盆 向

北的延伸
。

第二区 ( l 十 l ) 则以新生代前之亚洲大陆地壳为主
,

它包括了晚古生代
、

早中生代期间亚洲

东缘冒地槽 ( M io ge os y cn h n al ) 堆积的砂岩
、

页岩
、

石灰岩
、

玄武岩 ( 经过一次重要的动热变质形成 了

大南澳基底杂岩 ) 以及其上所覆的被动大陆边缘堆积与再沉积岩石
。

这些岩石在上新更新世期间
,

海岸山

脉与中国大陆硅铝地壳碰撞时
,

由于大陆斜坡上的新生代地层断裂成叠瓦状
,

向西逆冲
,

导致温压升高
,

使基底及其上覆岩石有熏结晶
。

而第三区 ( 工V ) 与第四区 ( V ) 由叠瓦状新生代沉积层及少量基性火山岩

组成
。

台湾地区 灼造山运功有两次与板块活动有关
,

它导致不同岩石的生成
。

一为晚中生代发生于第三纪基

底 ( 大南澳片岩 ) 内的多阶段南澳运动
,

代表台湾中生代一个陆 ( 山 ) 弧构造系统
。

另一为上新更新世的

蓬 衷运功
,

代表台湾新主代一个陆 ( 山 ) 弧构造系统
。

大致发生于中生代早期至晚期的南澳造山运动是产生

台湾东部欢亚大陆板块
_

仁前第三纪变质杂岩基底的主要地壳运动 , 虽缺乏同位素地质年龄资料但也可细分

为三期不同的运动
:

最早一期是巾生代初期 ( ? ) 灼摺坡
、

断层与角闪岩相变质作用 , 第 二期可能发生于



中生代中期室后期 ( ? )
,

有钙碱火成岩侵人及变形

作用 , 再因热力升高而造成高级角闪岩相 之 变 质 作

用 , 第三期运动又发生再结晶与变形作用
,

可能生成

在中生代末或白至纪晚期
,

产生绿色片岩相变质
。

在

造成前第三纪大南澳片岩的南澳运动似后
,

发育第三
t

纪地槽盆地 ( 地向斜 ) ,

导致第三纪早期 至 中新 世

海侵
,

后经新生代晚期造山运动
,

就形成了中央山脉脊

梁和雪山山脉的板岩系
。

在中新世与渐新世之间
,

板岩

系中的明显化石间断
,

代表了与大南澳基底片岩中产

生晚新生代蓝片岩 /绿片岩变质作用有关的造山运动
。

引发台湾全岛地层变形
、

变质及大部分地区上升

的上新更新 世蓬莱运动
,

则代表更新世时亚州大陆吕

宋岛弧之碰撞的结果
,

台湾岛北部大屯火山弧的出现

正是这一碰撞的记录
。

这一运动最早发生于 台 湾 北

部
,

以后逐渐向南延伸
,

直至菲律宾
。

时代自中新世

开始
,

经上新世
、

更新 世
,

直至现代
。

变质相的划分

图 1 台湾岩石构造分区及变质相

I 一海岸 山脉
;

I + I 一中央 山 脉
,

即甚 底 杂

岩
:

其中 I
a
为太鲁阁带

,

I b 为 玉 里带
,

F一

雪山山脉
;

V一西部山麓带
:

取一西部海岸平原

对于变质相约划分
,

我国台湾的地质学家考虑了

这样的问题
:
不同成分的岩石

,

只要在相同的温度与

压力条件下生成
,

均属于同一变质相
。

在平衡条件下共

生矿物的不同则表明岩石成分不同而已
。

当然
,

单一

矿物组成的者石如隧石
、

石灰岩
、

白云岩等即使在相

同的变质条件下也未必有可确定变质相的特征矿物
;

而且由于变质过程中浓体成分的差别引起了干扰
,

使

变质相的确定产生问题
。

尽管如此
,

他们还是根据茨

瓦待 ( Z w ar k
,

1 9 6 9) 等提出的建议进行了划分
。

即
:

( 一 ) 变质相组 (群
,

F a e
i
e s G r o u p )与变质相泉

根据不同变反温度范围划出的变质相组如图 2 所

示
。

自低温至高温共分浊沸石 + 葡萄石一绿纤石相组
、

绿色片岩相组
、

角闪岩 + 户录帝石一角闪岩相组
、

二辉石相组
。

每一变质相组可分低
、

中
、

高 三 种 压力 范

围
,

由各变质相组的低压部分组合成低压变质相系
,

中压部分组合成中压变质相系
,

高压部分组合成高压

变质相系
,

这也是M iy as hi or ( 1 9 6 1 ) 的低压型
、

中压型和高压型变质相系 ( 图 2 )
。

这 些 变质 相系之差

别是由于地温梯度不同所造成
,

而地温梯度的差异正反映变质结晶的构造环境
。

一般说来
,

高压 变质相系

地温梯度多在 15 一 18
O

C / K m 以下
,

低压变质相 系则大于 4。 “

C / K m
,

中压相系在两者之间
,

`

已们 分别是板

块消减带
、

浅成侵入岩体活劝地热区和海洋分裂中心及有关造山带的待征地热梯度范围
。

( 二 ) 特征矿物
、

违禁矿物与常见矿物

根据 Z甲 ar t等 1 9 67年依各变质相组岩石与变质矿物的关系列出了表 1
。

我国台湾地质学家注意到
,

用

特征矿物和常见矿物推定其变质相时
,

依据矿物组合较单一矿物所得结论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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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矿物及其组合与变质相组的关系 ( Z w ar t , 19 6 7 )

特征矿物及其组合 违禁矿物及其组合 常见矿物及其组合 备 往

浊沸石 + 石英

葡萄石 十 绿纤石
叶腊石

、

石

浊沸石 十葡萄石一绿纤石相组

一绿泥石类
、

皂石
、

白云石
方沸石 十 石英 十片沸一石英 + 铁白云石 十 石英

、

一岭石
、

蒙脱石
、

钠长石
、

钾

石
、

白云母

+ {萄葡石一绿纤石相

晕碧羹茅霭寄矗荐渠

帘石长

绿色片岩相组

十字石
、

红柱石
、

茧青石
、

斜长一绿
石 A ll > 1。 、

浊沸石 + 石英
、

葡
,

钠
萄石 + 绿纤石 J云

石
、

绿泥石
、

硬绿泥石
、

石
、

白云母
、

方解石
、

白
、

阳起石
、

滑石
、

檐石

低压与中压绿色片岩相

蓝晶石
、

角闪石
、

低 锰 铁 铝 榴
石

、

蓝闪石
、

硬玉 + 石英
青铝闪石

,

硬柱石
、

、

霎石

黑云母可能存在 ;

黑硬绿泥石多限于
中压绿色片岩相

高压绿色片岩 (蓝闪石 )相

蓝闪石
、

铁铝榴石
、

硬柱石
、

霍石
、

硬玉
、

石英
}蓝闪石

、

黑硬绿泥石
、

绿纤
{石

冻蓝闪石可能产于
本相最高温部分

角闪岩 + 绿帘石一角闪岩相组

十字石 方辉石 十单斜辉石
、

阳起
长石 十 石英

、

蓝闪石
石 }鱼闪

}黑云
1红石
}石

、

斜长石
、

石榴子石
、

、

白云母
、

钾长石
、

十字石亦产在低压
变质相金 系柱

母石

、

方解石
、

白云石
、

方

红柱石 + 十字石
、

董青石 十

斜方辉石
、

角闪石

低压角闪岩主旦
一

晶石 红柱石
、

荃青石
、

矽线石
、

斜
方闪石

、

镁铁闪石
十字石可能存在

;

镁铁锰铝榴石在最
低压部分极少见

中压及高压角闪岩相

红柱石 矽线石限于中压角
闪岩相

窿陌||
.

|盛||
l

||肚|

蓝晶石 十十字石

二辉石相组

本相较
斜方辉石 十单斜辉石 十字石

、

斜方闪石
、

白云母
绿帘石

、

黝帘石

4紫苏辉石
、

单斜辉石
、

石榴 {
、

}子石
、

董青石
、

斜长石 A叫
卜 1。。 、

钾长石
,

矽线石
、

黑 {
}云母

、

方柱石
、

方解石
、

白 }
}云石

、

金红石 {

蓝晶石产在
高 压部 分 , 低 压
分可能存在角闪部
石

、

方镁石
、

硅灰石

榴辉岩 (用特殊符号 )

铁镁铝榴石 + 钠质单斜辉石 }斜长石 石榴子石 + 钠质单斜辉石 十

金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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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质相的分布

图 2 变质相组和变质相系的划分

( 依据 Z w a r t
,

1 9 6 7 )

台湾主要变质岩区分布在中央山脉
。

山脉东

翼是以前新生代基底为主的大南澳片岩
。

大南澳

片岩分东西两带
:

玉里带和太鲁阁带
。

玉里带由

单一的前新生代混杂体 ( m o n o t o n o u s
m e l a n g e

o f p r e 一 C e n o z o i e ) 组成
,

这些混杂块体是大洋

性的泥质片岩
、

基性及超基性片岩
,

局部含蓝闪

片岩
,

但没有灰岩
、

隧石及花岗岩
。

太鲁岩带由晚

古生代至早中生代泥质片岩
、

石英长石质片麻岩
、

地台型石灰岩 (内夹基性凝灰质变质沉积岩 )
、

绿

色片岩与角闪岩组成
。

中生代
,

该变质带之北部有

花岗岩侵入
。

玉里带和太鲁阁带以寿丰断裂为界
。

中央山脉西翼和雪山山脉之全部
,

由泥板岩
、

板岩和石英岩等较年轻的低变质级岩石组成
,

还夹少量

基性喷出岩
。

上新世期间
,

吕宋火山岛弧与亚洲大陆碰撞时
,

新生代地层与大南澳基底杂岩均发生了重结

晶
。

刘忠光 ( 1 9 8 1 ) 指出
,

自西部山麓带的沸石化与绿泥石化至太鲁阁带的含黑云母片岩与片麻岩
,

其变

质级有向东递进变质的现象
。

在此期间
,

无论其基底还是 上覆地层均同时变形 ( 沙培等
,
1 9 7 6 ; 史丹利

,

19 8 1 )
,

因此变质带未明显间断 ( E r
sn t 未出版 )

。

根 据 刘忠光作出的台湾北部变质相分 布 图 ( 图 3 )
,

其变质相界线约略平行于二相邻岩石构造带之间的界线
,

似可说明再结晶作用推移至变形以后一段时间才

停止
。

并且
,

变形现象涉及上新世甚至更新世岩石
,

说明变质作用发生在上新更新世
。

台湾北部变质相分

布图为编制台湾全区变质相图提供了可靠资料
。

由我国台湾变质相图 ( 图 4 )
,

自东向西 至 少

可划分五个变质相组
:

( 1 ) 基底杂岩的高变质 级

角闪岩相组 ; ( 2 ) 基底杂岩的多次变质绿片岩 相

组 , ( 3 ) 板岩地层的绿色片岩相组 ; ( 4 ) 泥页岩

与板岩 带 的葡萄石一绿纤石相组 , ( 5 ) 西部山麓

带的成岩作用 ( id a ge n e it c ) 和沸石相 ( 包括泥 页

岩带边缘的过渡带 )
。

其中
,

基底岩石 ( 1 ) 和 ( 2 )

变质相组至少发生两次再结晶
,

而第二次结晶可与

( 3 )
、

( 4 )
、

( 5 ) 相组同时 ( 上新更新 世 ) 变

质
。

该晚新生代变质作用也有 自东向西减弱的特征
。

( 一 ) 基底杂岩角闪岩相组

1
.

玉里带的绿帘石角闪岩及蛇纹岩 主要由变

泥质岩
、

基性绿色片岩和蛇绿岩组成
。

变质辉长岩
、

角闪岩
、

蓝片岩局部产出
,

它周围都有剪
一

切破 碎 或

断层
,

与海洋地壳关系密切
,

属于绿色片岩相 玉 里

带混杂体内的构造岩块
。

与蛇绿岩共生的原岩为基

性岩石的含锰铝石榴子石蓝闪石片岩和绿帘角闪片

岩可在瑞穗地区的大构造岩块中见到
。

这说明
,

玉

巨巨二
11111111111111111

皿皿习
22222 户 忆 // . 令令

巨巨国
33333333333333333

田田亚
、、、、、

盯盯互
二二二 JJJ

图 3 台湾北部变质相图

1一未变质
: 2一沸石相

; 3一葡萄石一绿纤石相
;

4一低绿色片岩相
; 5一高绿色片岩相

( 据刘忠光
,

1 0 8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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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士卿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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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我国台湾变质相分布图
l一绿色片岩相及其高压绿色片岩叠加在角闪岩相之上

; 2一绿色片岩相组叠加在绿色片岩相组和角闪岩 相 组 之

上 (古生代沉积岩
、

火成岩 于中生代及上新更新世变质 ) : 3一绿色片岩相组 (始新世及中新世板岩和变质砂 岩 )
;

4一葡萄石
一

绿纤石相组 (始新世 及中新世板岩和变质砂岩 ) ; 5一介于葡萄石
一

绿纤石相组和未变质中新 世砂 页 岩

之间的过渡带 (沸石相 , ) ; 6一中新世至上新世未变质有褶皱之砂页岩
; 7一上新世至现代未变 质沉积岩

; 8一蛇

纹岩 及变质超基性岩
; 9一安山岩

、

玄武岩
、

辉绿岩及火山碎屑岩
; 1。一断层

矿物
a
一角闪石

: g一石榴子石
; 9 1一蓝闪石

;

e一绿布石
, 1P一斜长石

,

卜矽线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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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地区产生高压低温变质时
,

在西侧的太鲁阁带有与中生代含花岗岩类有关的变质作用进行
。

变质蛇纹岩与富锰的变质沉积岩矿物共生次序如表2
。

根据矿物共生组合
、

角闪石的环带和成分变化
,

岩石结构和野外产出
,

并依有限的年龄数据
,

可认为岩石经历三次重结晶
: ( 1 ) 前新生代绿帘石角 闪 岩

相变质 ; ( 2 ) 新生代蓝片岩 / 绿片岩相变质
; ( 3 ) 上新更新世绿色片岩相变质

。

第一次变质在8 0 0。 万 年

前
,

产生冻蓝闪石和金红石
,

变质温度为 5 0 0
“

C
,

压力 7至 8千巴 , 第二次变质时代约为 8 00 一 1 4 0 0万年前
,

产生蓝闪石 ( 含锰的变质凝灰岩 ) 和铝阳起石
,

变质温度为 35 。一 4 5。 “

C
,

压力 5至 6千巴 , 第三 次 变质 发

生于上更新世
,

产生阳起石和其他绿片岩相矿物
,

变质温度为 3。。一 4 0。 。

C
,

压力 3至 4千巴
,

这一次变质是

吕宋火山岛弧与亚洲大陆碰撞的结果
。

2
.

太鲁阁带的角闪岩与片麻岩体 大部分太鲁阁带曾遭受绿色片岩相变质
。

在本带北部
,

特别 在 苏

澳南澳地区
,

角闪岩
、

石英长石副片麻岩 ( q u a r t z o f e l d s p a t h i e p a r a g n e i s s e s ) 与变质花岗岩均显示更高

之变质级
,

甚至局部出现矽线石
。

南澳苏澳地区前新生代角闪岩和第三纪地层内的变质辉绿岩
、

变质玄武岩
,

矿物共生组合和生成次序

如表 3
。

角闪岩及其邻近蛇纹岩透镜体与大理岩
、

泥质片岩及正副片麻岩共生
、

花岗岩 ( 同位素地质年 龄

为86 士5百万年 ) 导致交换作用和变质级提高
,

局部产生单斜辉石
。

推算出来的条件是
:

前新生代角 闪岩

相矿物组合在 6 00 士 50
“

C的温度和 P液 = P 总今 s k b压力下生成
,

花岗岩侵入带来热力作用
,

温 度 为 70 。士

50
O

C
,

压力 P液为 sk b
。

这样的花岗岩类在第三纪沉积作用前 ( 倒退变质? ) 成正片麻岩 ; 晚新生代 再 结

晶温度为 3 5。一 4 7 5
O

C
,

岩压与上述相似或稍低
。

在花莲与东澳之间的正副片麻岩零星分布的岩体含有矽线石
、

钾长石
、

角闪石
、

普通辉石与硅灰石
,

大部分则含典型高级绿片岩相的矿物组合如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
、

黑云母
、

绿帘石
、

透闪石和格石等
,

这说明该地区泥质岩与花岗岩在早期曾遭受中压角闪岩相变质作用
,

后期则发生绿色片岩相再结晶
。

由此可见
,

南澳苏澳地区可能发生三至四次再结晶
: ( 1 ) 早中生代 ( ? ) 角闪岩相变质作用 , ( 2 )

中或晚中生代 ( ? ) 由花岗岩侵入而发生的高级角闪岩相变质作用 , ( 3 ) 晚白坚世冷却变形造成 退 变质

作用 ; ( 4 ) 始新更新世绿色片岩相变质作用
。

前三次变质可能和亚洲大陆边缘火山 / 深成岩弧同时生成
,

第四次变质则可能由于吕宋岛弧与大陆边缘碰撞引起
。

图 4只绘示了第一和第四次变质作用
。

( 二 ) 基底杂岩的多次变质绿色片岩相组

由泥质片岩
、

大理岩为主并夹有薄层至厚层变质砂岩 ( 含石英
、

白云母 )
、

隧石层
、

绿色片岩的基底

杂岩 (约占大南澳片岩的 80 % 以上 )曾经多次再结晶和强烈变形
。

变质泥质岩细至中粒
,

含石英
、

钠长石
、

白云母
、

绿泥石
、

方解石和石墨等绿色片岩相组合
,

并有少量据石
、

绿帘石和黄铁矿
。

其中
,

玉里带以含大

量钠长石
、

石榴子石斑晶为标志 , 太鲁阁带以富含黑云母为特征
。

玉里带变质泥质岩多次变质如表4
。

很明显
,

第一次变质生成石榴子石片岩
,

等二次变质使石榴 子 石

退变为绿泥石
,

生成钠长石片岩
。

基底杂岩中的变质泥质岩
、

大理岩和变质火山岩在共生矿物间的元素分配
、

白云母与含碳物质的结晶

度
、

黑云母和钠长石
、

绿泥石等矿物的化学成分均表明最后一次的绿色片岩相变质作用在其范围内有自西

向东增 强 的超势 , 另外
,

中生代较高变质级矿物出露在太鲁阁带北端
。

在苏澳南澳地区则常含石榴子石

( 泥质岩中 ) ,

在中部同岩性地层中则含黑云母
、

绿泥石 , 南部相同成分岩石仅含绿泥石 ( 无黑云母 ) 及

其他绿色片岩相矿物
。

由此可见
,

晚新生代变质作用的强度有向南减弱的现象
。

( 三 ) 第三纪板岩地层绿色片岩相组

新生代地层是指经变质的泥质板岩
、

细粒千枚岩和变质砂岩
,

其中含经一次绿片岩相变质作用的少量

基性火山岩
,

该变质火山岩含绿色片岩相的阳起石
、

绿泥石
、

绿帘石
、

石英
、

棍石
、

钠长石和方解石
,

而

泥质板岩含再结晶或碎屑性石英
、

绿泥石
、

白云母
、

钠长石
、

方解石
、

碳质物
、

据石和碎屑性黑云母
、

电

气石
、

错石
、

磷灰石
、

绿帘石
。

大约与基底岩石后期变质作用时间相同
,

它们达到绿色片岩相绿泥石带变

7 1



表 2 瑞穗构造岩块的矿物共生次序 ( 据刘忠光等
,

1 9 8 1 )

、

\
\ 才

期

矿 物 \ \ \

白至纪晚期

绿帘石一角闪岩相

新生代晚期

蓝片岩 / 绿色片岩相
\ \ ~ _

变质玄武岩类
:

斜长石

石英

钙角闪石

绿泥石

石榴子石

白云母

钠长石
_

_
_ 纳莽石

1 。 二 _
一

_
_

.

冻蓝闪石 阳起石

钠云母 钠云母

绿帘石一斜黝帘石

金红石

檐石

不透明矿物

富锰变质沉积物
:

斜长石

石英

钙角闪石

钠角闪石

绿泥石

钠长石

冻蓝闪石

青铝闪石

黑硬绿泥石

石榴子石

白云母

绿帘石一斜黝帘石

金红石

檐石

不透明矿物

磷灰石

钠长石

富铝多硅白云母

2 0一 2 2

贫铝多硅白云母

P s 2 7一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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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南澳一苏澳地 区太巷阁基底杂岩矿物共生次序

、 \ \ _

\
\

矿

中生代早期 2

角闪岩相
变质作用

中生代晚期 分

花岗岩侵入

新生代晚期
绿色片岩相
变质作用

角闪岩类
:

斜长石

石英

钙角闪石

绿泥石

黑云母

石榴子石

白云母

单斜辉石

绿帘石一斜黝帘石

方解石

金红石

捅石

钦铁矿

A n 4 0一 5 2 A n 1 6一 5 7 A n 0 0一 07

绿色角闪石 棕色角闪石 阳起石

P s 04一 1 5 P s 0 5一1 4 P s 1 5一 2 7

变质辉绿岩类
:

斜长石

石英

钙角闪石

绿泥石

黑云母

白云母

绿帘石一斜黝帘石

方解石

精石

磁铁矿

黄铁矿

A n 0 1一 1 1

」

_
.

_ _ 一四鱼祝~

一一
. 侧. . . . . .

~
. . . . . . 口 .

川
` . . . . . 曰

P s 2 0一2 6

( 据刘忠光等
. 10 5 1 ;

思斯特
, 19尽1 )



表 4 中央山脉地区原地泥质岩矿物共生次序

石榴子石

新生代以前

钠 长 石

上新一更新世

石英

钠长石

石榴子石

绿泥石

白云母

绿帘石

相石

石墨

铁氧化物

黄铁矿

碳酸盐

一
_

_
_ 。 r

攀龚组羹最
_ _ _

—
一

质条件 , 只在最东北端上覆地层内
,

新生成的黑云母显示高绿色片岩相变质条件
。

在这一点上目前则还有分歧
:

一部分地质学家认为
,

自板岩向东至千枚岩再越过接触带之片岩其变质

作用具同时渐变性质
,

因此在台湾变质相图内未显示基底杂岩和板岩地层的任何变质间断 , 然而另一些研

究者认为
,

岩石学和构造学证据说明板岩地层只经历一次绿片岩相再结晶
,

而基底杂岩则经历了两次
,

因

此在变质相图上它们之间应有一构造界线把二者分隔开
。

( 四 ) 留山山脉泥质顶岩与板岩带的有萄石一绿纤石相组

雪山山脉和中央山脉西翼呈南北向延伸有一由暗灰泥绿质沉积物及碳质砂岩构成的带 (最宽 30 公里 )
,

西界为屈尺断层
,

东界与前述之板岩层绿色片岩相组接连
。

它含大量石英砂岩和少量石英 岩
、

石 墨 质煤

( gr “ p五iit “ “ ” a1 )
、

火山岩流及火山碎屑岩
。

由于 C O : 的较高活动性
,

没有生成葡萄石一绿纤石相的 含

水C a 、

A l硅酸盐特征矿物 , 泥质页岩及砂岩中含绿泥石一伊利石
、

石英
、

钠长石
、

碳质和方解石
,

它们是

最低绿色片岩相可相容的矿物组合
。

西部山麓带成岩作用一沸石相区至中央山脉的有关温压数据为
:

西部

山麓带为 1 5 0
0

C
、

i一 Z k b ; 雪 ILJ 山脉为2 6 0士 40
0

C
、

2一 3k b ; 中央 ILJ 脉板岩区为3 0 0士 s o
O

C
、

4 k b
。

由于板岩地区 ( 低绿片岩相 ) 缺乏指示矿物
,

但普遍含白云母
,

因此可依该矿物结晶程度来推定台湾

中北部的变质相所属及界线
。

依据是
:

绿色片岩相岩石内的钾云母 ( 002 ) 面衍射峰半高处宽小 于 。 .

20 一

0
.

2 3
0

2 0 C u K a ,

而 ( 1 5 1 ) 面衍射 ( 位于 3 4
.

5
“

2 0 C u K a ) 与 ( 2 0玄 ) 面衍 射 峰 ( 位于 3 5
0

2 0 C u

K a ) 二者明显分离 ; 另外绿泥石为一独立相
,

它的 ( 004 ) 面衍 射 峰 ( 位:于25
.

2
“
2 0 C u K a ) 与钾 云

母 ( 1顶 ) 面衍射峰 ( 位于 25
.

5
0

2 0 C u K a) 也明显分离
。

沸石相中的钾云母
、

绿 泥 石 分 别 与 蒙脱 石

( S m e e t i t e ) 成互层相 ( i n t e r s t r a t i f i e d p h a s e s ) ; 伊利石 / 蒙脱石互层相内的伊利石在沸石相 变质 作

用中其含量与温度成正比
,

依此可研究粘土矿物的转变温度
。

( 五 ) 西部山蔽带未变质岩石与葡萄石一绿纤石相组间的过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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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

在合湾附近的东南一西北方向上每年缩短七厘米 ( 百万年为70 公里 ) , 然而台湾北部 的东方 和 东北

方
,

菲律宾海板块潜没于琉球岛弧之下
,

台湾南部外海
,

菲律宾海板块沿马尼拉海沟骑覆于亚 洲 板 块之

上
。

所以台湾处在两个运动方向相反的潜没系统之间
。

由于台湾北部较南部底流 ( u n d e fr lo w ) 早 30 0一

4 00 万年
,

造成北部较南部有较大的缩短
,

自上新世起北部台湾被动边缘上的变形已在水平方向上 缩 短 了

1 60 至20 。县里
,

许多叠瓦状岩块的产出就是其特征
。

在缩短的范围内
,

由于板块聚合形成地层负荷增 加
。

共生矿物组合反映了这一递进变质现象
,

向北和向西依次是绿色片岩相
,

葡萄石一绿纤石相及沸石 相 ; 变

质级向西减弱
,

反映亚洲大陆边缘向东潜没于吕宋岛弧之下
,

大陆基底西部及上覆地层向西逆冲形成叠 瓦

构造则提高太鲁阁带及其上新世楔形地块内的温度和压力
。

因此可认为我国台湾的渐进变质作用是大陆 与

岛弧碰撞的直接结果
。

由于碰撞 自北开始再逐渐南移
,

所以南部台湾的变质级较低
,

变质带也不太明显
。

台湾变质相图和图 3
,

反映了新第三纪大陆和岛弧的碰撞事件
,

它掩盖或抹去了早期的岩石 记 录
。

而

太鲁阁带北部较高变质级的基底杂岩正是新第三纪碰撞期间深埋的结果
。

目前这个地区以 5公里 / 百 万 年

的速率上升 ; 可以想见
,

我国台湾的北部地区将会看到更深的前新生代基底
。

本文主要依据 1 9 8 3年台湾变质相图的资料写出
, 1 98 4年以后的资料未予归纳

。

台湾变质相图的有关资料由美国斯坦福大学 ( S at 盯 or d U in ve r is yt ) 刘忠光 ( J
.

G
.

L io n ) 教授馈

赠
,

顺表谢忱
。

( 吴汉泉介 绍 )

0

)
o八息)(消à(技à八科)o

(
o

西秦岭碌曲迭部间泥盆纪地层及古生物

研究成果达到国内同学科的先进水平

中国地质科学院 《 中国泥盆系标准剖面研究 》 项目之一的 《 西秦岭碌曲迭部间泥盆纪地层及古 生物 》

研究课题
,

由地质矿产部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等五个单位的二十多 位

科技人员完成
,

最近经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同行专家评审
,

一致认为达到了国内同学科的先进水平
。

西秦岭碌曲
、

迭部一带
,

山峦叠嶂
,

地势险峻
,

是当年红军长征路经之地
,

交通闭塞
,

地质研 究 程度

较低
。

19 8 1年
,

他们在过去零散研究的基础上
,

克服各种困难
,

系统地测制剖面
,

采集各种标 本
,

又 于室

内进了大量的实验鉴定工作
,

获得了丰富的地层化石和岩石资料
。

运用多重地层戈J分的理论方法
,

进行多学

科
、

多门类综合性的专题研究
,

划分出泥盆系三个统
、

九个组 , 结合发现的一些化石的新属
、

种
,

研究 了

古生物的分布演化规律
,

建立了各类化石的组合带 ; 首次把该区岩石地层
、

生物地层的研究与沉积相的 研

究结合起来
,

将泥盆系剖面的25 1个 自然层归纳为 46 个主要岩石类型
、

45 个相段
,

建立了相序
。

这一研究成果共八十多万字
,

附图版 18 5幅
,

自成体系
,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

不仅填补了中国

西部泥盆系的空白
,

为全国泥盆系对比
,

阐明古地理环境
、

古生物分区提供了宝贵资料 , 而且对当 前 正在

进行的秦巴地区第二轮区域地质调查和找矿工作将起到促进作用
。

( 胡振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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