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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阿尔金地区榴辉岩特征及意义

刘永顺，于海峰，修群业，杨俊泉，李 铨
（中国地质调查局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天津 %##$7#）

摘 要：野外地质调查工作表明，阿尔金地区西起且末河到茫崖长达%##;<范围内的“阿尔金山岩群”中多处出露

榴辉岩透镜体。榴辉岩在产状和岩石学特征上可以分为两种：第$种是中细粒结构，块状构造，退化变质较弱，围岩

多与片麻状花岗岩或花岗闪长岩关系密切；第!种是细粒结构，片麻状构造，具有透入性片麻理，有明显退化变质现

象，围岩多与大理岩、黑云变粒岩、石英片岩等关系密切。在分布上，榴辉岩限于古元古代“阿尔金山岩群”中，含有榴

辉岩的阿尔金构造杂岩带是柴达木盆地北缘碰撞杂岩带的西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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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Q!#d"!e!!%d6=e:KD[KUTIWK4N‘TEK9WK:9BKKAQ<K<̂K:U3<[3DITI3A3JKU43BITKR<3DT4N K̂IAB0BC9AQ
’9C:IUE94<9AQIAKXID9DDIBAKQT3’TN[KKU43BITKIA’34K<9AfDU49DDIJIU9TI3AQI9B:9<R$"6=X](EK3TEK:IDUE9:b
9UTK:I_KQ̂ NJIAKCB:9IAKQTK\TF:KGBAKIDDIUDT:FUTF:KG[KAKT:9TIWKBKIDD3DITNG9AQ3̂WI3FD:KT:3B:KDDIWK<KT9<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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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阿尔金地区榴辉岩特征一览表

"#$%&! ’(#)#*+&),-+,*-./&*%.0,+&-,12%+31#)&#
类型 序号 地名 结构 构造 区域围岩 直接围岩 产状关系 退化变质 构造线 代表样品

第
一
类

第
二
类

!
江尕勒萨

依

中细

粒
块状

花 岗 闪

长 质 片

麻岩

花 岗 闪

长 质 片

麻岩

呈透 镜 体 分 布

于花 岗 闪 长 质

片麻岩中

榴辉岩透镜体外围被石榴斜

长角闪岩包裹
北东 !"!、

!##

$
土库曼塔

什萨依
中粒

块状，无

片麻理

花 岗 闪

长 质 片

麻岩

花 岗 闪

长 质 片

麻岩

呈透 镜 体 分 布

于花 岗 闪 长 质

片麻岩中

斜长石和单斜辉石交生体发

育，退变质强烈
北东 !%#

&
拜什托格

拉克
中粒

块状，无

片麻理

花 岗 闪

长 质 片

麻岩

花 岗 闪

长 质 片

麻岩

呈透 镜 体 分 布

于花 岗 闪 长 质

片麻岩中

退化变质极弱，仅在石榴石和

绿辉石颗粒边部有少量退变

交生体

北东 !’(

)
巴什瓦克

石 棉 矿

*+",-
中粒

弱 片 麻

状

花 岗 闪

长 质 片

麻岩

花 岗 闪

长 质 片

麻岩

呈透 镜 体 分 布

于花 岗 闪 长 质

片麻岩中

有一定退化变质斜长石、角闪

石、绿泥石
北东 !’&

#
皮亚孜达

坂
中粒

块状，无

片麻理

花 岗 闪

长 质 片

麻岩

石 英 片

岩

与石英片岩一起

分布于花岗闪长

质片麻岩中

无明显退化变质 北东 !.)

"
江尕勒萨

依
细粒

片 麻 状

透 入 性

片麻理

眼 球 状

花 岗 闪

长 质 片

麻岩

大理 岩、

黑 云 变

粒岩

呈透镜体、脉状

分布 于 大 理 岩

中

明显具有退化变质斜长石、角

闪石、绿泥石
北东 !#(

%
巴什瓦克

石棉矿东

$,-
细粒

块状，无

片麻理

大理 岩、

黑 云 片

岩

含 石 榴

花 岗 片

麻岩

被含 石 榴 花 岗

片麻岩侵入
榴辉岩体外侧有斜长角闪岩 北东 !’$

’
帕夏拉依

档
细粒

弱 片 麻

状

眼 球 状

花岗岩

大 理 岩、

黑云变粒

岩、白 云

石英片岩

呈透镜体分布于

大理岩中

发育角闪石和斜长石文象交生

体，少量残留绿辉石
北西 !.’

根据榴辉岩的结构构造及退变质程度不同可将

其分为两类：一类具中粒、中细粒结构，块状构造，退

化变质较弱，这种榴辉岩透镜体多分布在片麻状或

眼球状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中；另外一类具细粒结

构，片麻状构造，具有透入性片麻理，多退化变质为

石榴角闪岩，呈透镜体状分布在大理岩、黑云变粒

岩、石英片岩等副变质岩石中（表!）。

!/4 典型地区榴辉岩的岩石学特征

!/$/! 江尕勒萨依榴辉岩

位于阿尔金西段江尕勒萨依沟内，沟内发现两

处在产状、围岩、构造变形、岩相学上有明显区别的

榴辉岩露头。

（!）花岗闪长质片麻岩中的榴辉岩

该类榴辉岩呈透镜体分布在花岗闪长质片麻岩

或含石榴花岗质片麻岩中（图$），榴辉岩内部未见明

显片麻理，但围岩中片麻理极为发育，甚至发育紧闭

同斜褶皱。花岗闪长质片麻岩中的石榴斜长角闪岩

透镜体比较多，大小多在!-0（#!!(）-左右。据

观 察这种产状的榴辉岩以细粒结构为主，退变质作

图$ 花岗闪长质片麻岩中的榴辉岩

123/$ +456327892:3;<:6=26;2783:8299

用较弱（图&）。主要矿物成中石榴石含量变化大，一

般$#>!)(>，少量可达#(>以上，局部可见环带；

绿辉石（&(>!#(>），局部见其退变为角闪石；石英

含量不等，从小于#>至!(>以上均可见到；少量斜

长石、白云母、黝帘石、金红石、锆石、磷灰石等，局部

见 单斜辉石。部分岩石内的石榴石外围发育由角闪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图! 花岗闪长质片麻岩中榴辉岩的显微照片

"#$%! &#’()*+),)$(-*+)./’0)$#,/1#2$(-2)3#)(#,/$2/#11

石、斜长石、石英组成的放射状、帚状次变边或冠状

体（图4）。早期矿物组合为石榴石5绿辉石5石英，

晚期主要为角闪石（或单斜辉石）5斜长石5石英组

合。

图4 榴辉岩中石榴石的冠状次变边

"#$%4 6()7281+-*/39/0:*+#,#’;)(3/(1).$-(2/,#2/’0)$#,/

（<）大理岩中的榴辉岩（部分已退变为石榴角闪岩）

该类岩石呈构造透镜体状分布于大理岩内，宽

窄不等，最宽可达=>?，窄处已断，在长达=>>?范

围内，总体厚度相对稳定，更大的尺度上仍为透镜

体。其内部发育透入性片麻理，产状与围岩片麻理

基本一致（图@）。由于遭受了明显变质改造，大部分

榴辉岩已退变为石榴角闪岩。

石榴角闪岩为细粒斑状变晶结构，条带状构造。

斑晶为石榴石，含量约=@A!<>A，呈条带状集中分

布，边界不明显，裂隙较发育，绿泥石沿裂隙交代，有

时含磷灰石包裹体。正交偏光下其边缘多具较窄的

亮边，由石英、绿泥石组成。基质为微粒状角闪石

图@ 江尕勒萨依大理岩内的榴辉岩

"#$%@ B’0)$#,/1#2?-(;0/1).C#-2$$-0/1-:#

（!>A!4>A）、绿泥石（=@A!<>A）、石英（=@A!
<>A）、少量斜长石。个别较大颗粒角闪石内残留辉

石，并呈短柱状“辉石”假像。石英呈不规则状充填

于石榴石外围，局部相对集中，与石榴石平行，定向

分布。另外，见少量放射状、束状分布的微粒角闪

石、斜长石，周围分布褐铁矿，显示石榴石假像，外围

亦分布有石英，具有明显的退变质结构（图D）。

图D 大理岩中石榴角闪岩的显微照片

"#$%D &#’()*+),)$(-*+).$-(2/,-?*+#;)0#,/1#2?-(;0/

=%<%< 苏吾什杰地区榴辉岩

苏吾什杰地区榴辉岩包括巴什瓦克石棉矿东

<E@9?和南东D9?两处（图F）、皮亚孜达坂和帕夏

拉依档等地（图G），主要特征见表=。

巴什瓦克石棉矿南东D9?处出露的榴辉岩为

黑色，具中粗粒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条带状构造，岩

石蚀变较强，除石榴石外其他矿物间界线不清楚。

单偏光下薄片不干净，铁质含量较高。岩石内矿物

明 显分为两个粒级。石榴石一般呈较大颗粒的变斑

HD=第<期 刘永顺等：南阿尔金地区榴辉岩特征及意义

 
 

 
 

 
 

 
 

 
 

 
 

 
 

 
 

 
 

 

 

 

 

 

 

 

  

 
 

 



图! 巴什瓦克石棉矿地区榴辉岩露头平面示意图

"#$%! &’()*+,#’-.+/01)’.0$#,)2#/3+2(#4+5)+26)2,02
*#/)+7)+

图8 帕夏拉依档榴辉岩平面分布图和剖面图

"#$%8 9#2,7#6:,#0/+/;-701#.)01)’.0$#,)2#/<+=#+.+>#;+/$

晶出现，而基质主要为角闪石、石英、斜长石。石榴

石（?@A!?BA）为等轴粒状，一般C!D**，晶内常

见单斜辉石、石英、金红石等包裹体；角闪石（D@A!
?@A）为半自形柱状，分布于石榴石粒间，解理不清

晰，局部残留半自形 自形短柱状绿辉石（图E+）；角

闪石为绿色 淡褐色、弱多色性，粒度一般小于@FC
**，个别达@%B**；石英（C@A!CBA）主要分布于

石榴石的外围反应边内，也见少量充填于石榴石、辉

石、角闪石粒间以及他形粒状或集中成条带状者，方

向与暗色矿物一致，粒度!@FD**，具明显波状消

光。斜长石（BA左右）：他形粒状 柱状，!@FC**。

位于巴什瓦克石棉矿东G5*处退变质较明显

的榴辉岩中角闪石一般与斜长石、石英相间分布并

垂直石榴石边缘方向生长，一般可见G!D个生长环

（图E6）。沿裂隙具绿泥石化、绢云母化。副矿物主

要有：磁铁矿、磷灰石、锆石、金红石。

上述特征表明，此类榴辉岩早期矿物组合为石

榴石（H,）I绿辉石（J*-）I石英（K），晚期为角闪石

（L6）I斜长石（<.）I石英（K）。这种组合和结构构

造特征与江尕勒萨依等地所见榴辉岩基本一致。

值得重视的是，尽管此类榴辉岩都与区域上的

花岗质片麻岩或眼球状花岗闪长岩相关，但直接围

岩都与大理岩等副变质岩石相关，这一现象与江尕

拉萨依剖面最南端的榴辉岩完全相同。据刘良等

（G@@G）报道，CMGB万苏吾什杰幅区调时在巴什瓦克

石棉矿一带陆续发现了超高压石榴石二辉橄榄岩。

这些超高压变质岩多呈构造透镜体断续分布于前人

划分的阿尔金岩群中，与皮亚孜达坂等地榴辉岩同

处一个构造带，其围岩均为属阿尔金岩群的副变质

岩或花岗质片麻岩，同样是超高压变质作用的产物。

G 榴辉岩的主要矿物和矿物化学特征

研究区内各类榴辉岩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退变

质改造，据目前资料，仅在江尕勒萨依和土库曼塔什

萨依等地的榴辉岩内保留了较明显的榴辉岩相变质

矿物组合。

!%" 石榴石

各类榴辉岩内石榴石的粒度变化较大，除巴什

瓦克石棉矿一带可见G!D**者外，其余均小于G
**，以褐红色为主，晶体内多见石英、金红石、辉石、

锆石等包裹体。石榴石化学成分变化较大，主要表

现在"")J（C8F8GA!D@FB8A）、N/J（一 般 小 于

CA）、N$J（GFD8A !CDFO!A）、P+J（?FOBA !
C@FGOA），而&#JG、Q.GJD等含量变化较小（表G）。在不

同变质相石榴石分类三角图中绝大部分样品落入榴

辉岩和金伯利岩相内（图C@）。石榴石平均端员组分

显示其绝大部分属富镁、钙的铁铝榴石，在科尔曼等

的榴辉岩分类图解中除少量样品落入3类榴辉岩

外，大部分为P类榴辉岩（靳是琴等，CE8?）（图CC）。

局部石榴石显示较明显 的 成 分 环 带 特 征（图

CG），从中心至边缘的成分变化可分为两种情况。一

种石榴石的自形程度较高，呈较完整的六边形，其核

部 较大，边部较窄，核与边间界线清楚，核部见角闪

@!C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GE卷

 
 

 
 

 
 

 
 

 
 

 
 

 
 

 
 

 
 

 

 

 

 

 

 

 

  

 
 

 



图! 具显微变质反应边结构的榴辉岩

"#$%! &#’()*+),)$(-*+..+)/#0$12,-1)(*+#’(2-’,#)0(#1#02’3)$#,2.
-—皮亚孜达坂榴辉岩，4!5；6—巴什瓦克石棉矿榴辉岩，478

-—2’3)$#,2.#09#:-;#<-6-0，4!5；6—2’3)$#,2.#0=-.+#/->2-.62.,).1#02-(2-，478

表! 榴辉岩中石榴石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 ’%&()*+,-.(*+/*+$&#,#%01&1+23#*,&)1.,&(%+3.)&

序号 产地 样号 @#AB C#AB D3BA8 E(BA8 "2A &0A &$A E-A F-BA C),-3

4 江尕拉萨依 4GGHBHB 8I%47 J%J7 B4%85 J%J4 BK%87 J%8K K%KK I%B7 L !!%B!
B
8

土库曼塔什萨依
4IGH8H4 8K%84 J%J4 B4%5K J%J4 B7%B5 J%!7 B%87 !%!I J%JB !!%87
4IGH7 8K%!5 J%J5 B4%GK J%J4 B7%KB J%KK 5%!4 I%J5 J%JG !!%78

5 巴什瓦克石棉矿 478HK 8I%II J%4J BJ%!G J%J5 B8%!5 B%5G 5%45 !%7G J%J8 !!%BI
G 帕夏拉依档 4!7H48 8K%GI J%48 B4%85 J%JB B!%G7 J%B 4%IB !%!B J%J8 !!%G4
K
I
7
!
4J
44
4B
48
45
4G
4K
4I
47
4!
BJ
B4
BB
B8
B5
BG
BK
BI
B7
B!
8J
84

江尕拉萨依

巴什瓦克石棉矿

江尕拉萨依

皮亚孜达坂

4GGHBH5H4M(4中 8I%88 J%4B B4%4K L BK%I7 J%87 K%GK K%7! J%44 !!%85
4GGHBH5H4M(B 8I%4! J%J7 B4%BG L BK%I5 J%54 K%78 K%!K J%J4 !!%5I
4GGHBH5H4M(8 8I%8G J%JK B4%B8 L BK%IJ J%55 K%I5 K%!K J%J8 !!%G4
4GGHBH5H4M(5 8I%55 J%J! B4%4J L BK%4I J%54 K%I8 K%!K J%J8 !7%!8
4GGHBH5H4M(G 8I%57 J%J! B4%4B J%JB BI%J4 J%8I K%I4 K%IK J%J5 !!%KJ
4GGHBH5H4M(K 8K%85 J%J7 B4%47 J%J8 BI%55 J%55 K%G8 K%7K J%JK !7%!K
4GGHBH5H4M(I 8K%G8 J%J! B4%JK J%J4 BI%G8 J%5K K%BB K%75 J%JK !7%7J
4GGHBH5H4M(7 8K%!4 J%JI B4%J4 J%JB B7%B4 J%5I G%GJ K%7K J%J8 !!%7J
4GGHBH5H4M(! 8G%K8 J%JI B4%4G J%JB B!%G4 J%G! G%JB K%II J%JB !7%I7
4GGHBH5H4M(4J边 8K%J4 J%J7 B4%74 J%JB 8J%G7 J%I! 8%I8 K%7I J%J5 !!%!8
478HKHM(3;中心 8I%II J%4J BJ%!G J%J5 B8%!5 B%5G 5%45 !%7G J%JI !!%84
478HKHM(B 8I%!! J%4B B4%J8 H B8%5I 4%7I 5%5! 4J%BG J%JK !!%B7
478HKHM(8 8I%5I J%4B BJ%!J J%JB B8%I7 4%!J 5%G5 4J%BK J%JG !!%J5
478HKHM(5 87%8K J%JK B4%J7 J%JB B8%5G B%J8 5%8K !%!5 J%J5 !!%85
478HKHM(G 87%87 J%44 B4%45 J%JB B8%K! 4%IK 5%KK 4J%JJ J%J! !!%7G
478HKHM(K 87%48 J%44 BJ%!B J%J8 B8%KI 4%G7 5%K5 4J%JG J%JG !!%47
478HKHM(I 8I%7B J%J! B4%5B J%J5 B8%I7 J%!7 G%GB !%K! J%JK !!%5J
478HKHM(7 8I%58 J%J5 B4%I! L B8%7J J%K! G%IG !%5I J%J5 !!%J4
478HKHM(! 87%4K J%JB B4%KJ L B8%J7 J%55 K%7J !%JG J%JB !!%4I

478HKHM(4J边缘 87%JK J%JG B4%KJ J%JG B4%!G J%8J 7%I8 7%4I J%J8 !7%!5
4K4H4HI 8I%JK J%4J B4%IJ J%J8 B8%K4 J%8I K%BG 4J%J7 J%J8 !!%B8
4K4H4H7 8I%7B J%J! B4%58 J%JB B5%JI J%55 K%J7 !%I8 J%J5 !!%IB
4K4HBH47 8I%G4 L BB%54 J%JK B5%J8 J%5! K%B4 4J%J4 J%J5 4JJ%IK
4K4HBH4! 8I%IJ J%J4 B4%!I L B8%KB J%57 K%BJ 4J%47 J%JB 4JJ%47
4!5H4 8!%GI J%JG B8%KG J%J8 47%7B J%8J 48%KI 5%KG L 4JJ%I5
4!5H5 8!%GI L B8%JB J%J5 4!%8K J%5G 48%JJ 5%!I J%JB 4JJ%58

测试单位：4!BG号样品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电子探针室，BK!84号样品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电子探针室；L
为检测限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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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变质相石榴石

#$%&!" ’()*+,-.$,/0$11+)+*,2+,(23)4/$51(5$+-
图!! 榴辉岩中的石榴石成分

#$%&!! 63243-$,$3*31%()*+,-$*+573%$,+-

图!8 榴辉岩中石榴石的端员组分分布图

#$%&!8 9$-,)$:;,$3*31+*0<2+2:+)53243*+*,-31%()*+,-$*+573%$,+-

石、石英等细粒矿物包裹体，界线处矿物包裹体较多

且粒度较大，而边缘包裹体极少（图!8(）。电子探针

分析结果显示核部化学成分变化不大，而边缘与核

部明显不同，核部至边#+=、>*=、6(=逐渐降低，

>%=明显升高（表8、图!8:）。>%=升高、>*=降

低的成分变化特征表明石榴石的环带可能是在进变

质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张建新等，8""8(）。另一种石

榴石呈自形 半自形，无明显环带（图!85），晶体内石

英、角闪石、锆石等矿物包裹体含量少且粒度极小，

晶体边缘多被角闪石、斜长石交代，局部残留不规则

状石榴石。从中心至边缘（包括残留的部分）矿物化

学成分中 >*=、6(=无明显变化，而#+=逐渐升

8?!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8@卷

 
 

 
 

 
 

 
 

 
 

 
 

 
 

 
 

 
 

 

 

 

 

 

 

 

  

 
 

 



高、!"#逐渐降低（表$、图%$&），这种现象可能是退

变质过程中化学成分交代扩散的结果（张建新等，

$’’$(）。

!)! 绿辉石

研究区内大部分榴辉岩中很难见到榴辉岩相峰

期矿物组合，辉石（绿辉石）几乎完全被角闪石替代，

仅局部见少量绿辉石残留于斜长石、角闪石组成的

后成合晶内以及角闪石、石榴石间，局部见半自形短

柱状晶体，粒度小于’*+,,，具弱绿 淡绿色多色

性。

绿辉石的电子探针分析结果如表-。从表中可

以看 出，不 同 样 品 ./$#-、01#含 量 变 化 较 大，而

2(#、!"#、3($#差别不大，其中3($#为-*’+4!
+*+54，./$#-除样品%6’外，其他样品一般+*++4
!7*+’4。在8& .1 9:0成分三角图中均落入

绿辉石区内（图%-），硬玉分子含量为%+*-74!
$;*574，平均$$*$$4，辉石端员组分特征介于蓝晶

石榴辉岩和片麻岩中榴辉岩间（靳是琴等，%765）。

表" 榴辉岩中辉石电子探针分析 !<／4

#$%&’" (&’)*+,-./)+,0+,%’$-$&12’2,301+,4’-’/-’)&,5/*’2

序号 产地 样号 =>#$ ?>#$ ./$#- 2@$#- 01# !A# !"# 2(# 3># B$# 3($# ?CD(/

%
$
-
5
+
E
;
6
7
%’
%%
%$
%-
%5
%+
%E

皮亚孜达坂

江尕拉萨依

拜什托格拉克

%75F% +5);’ ’)$% +)++ ’)$’ 5)-5 ’)’$ %$)7% %6)6% ’)’- F -)5E %’’)$-
%75F5 ++)’% ’)$’ +)E5 ’)$E 5)-- F %$)E; %7)$% ’)’- F -)-5 %’’)E7
%75F+ +-)55 ’)$5 +);E ’)5’ 5)5; G %$)+7 %6)E6 ’)’- ’)’% -)5; 77)’7
%75FE +-)-6 ’)%7 +)7’ ’)$’ +)+’ G %$)+’ %7)$E ’)’-57 ’)’% -)’+ %’’)’-
%75F; +5)-+ ’)$’ +)E- ’)%6 +)’+ ’)’+ %$)6% %7)%$ G G -)%5 %’’)+-
%E%F5 +-)++ ’)%; 6)5$ ’)’+ E)6+ G 7)%6 %+)6- ’)’$ G +)-% 77)-6
%E%F+ +%)6; ’)-’ 6)%% ’)’% ;)%$ G 7)E+ %;)7% ’)’$ G 5)-5 77)--
%E%FE +$)-6 ’)$+ ;)E5 ’)’; ;)-$ G 7);E %6)+$ ’)’+ G -)6E 77)6+
%E%F6 +$)%7 ’)$% 6)-’ ’)’+ ;)$- ’)’E 7)E6 %;)E+ ’)’- ’)’$ 5)57 77)7%
%E%F7 +-)%7 ’)%E 6)E% ’)’E E)76 G 7)$% %E)%- ’)’5 G +)$$ 77)E’
%E%F%’ +-)’E ’)$% 6)76 ’)’+ E);+ ’)’- 6)77 %+)56 ’)’5 ’)’$ +)+5 77)%+
%E%F%% +$)’% ’)-% ;)7E ’)’+ ;)+- G 7);- %;)67 ’)’E ’)’% -)7; 77)+$
%6’F% +5)+’ ’)’7 5)57 ’)%% %%)7- G 6)5- %+);7 ’)’6 ’)’$ 5)$’ %’’)’’
%6’F’ +5)’+ ’)$- 5);5 ’)’$ %%)+; G 6)-+ %+)E% ’)’E ’)’+ 5)$- 77)$7
%6’F$ +5)$+ ’)$% 5)+$ ’)$6 %$)++ G 6)$’ %+)66 G G -)EE %’’)’’
%6’F（-）- ++)’; ’)$- 5)%E ’)-’ %%)5% G 6)+$ %+)E% G ’)’; 5)5+ 77)6+

测试单位：%!%$号样品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电子探针室，%-!%E样品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电子探针室；G为检

测限以下。

图%- 绿辉石在8& .1 9:0成分三角图解上的位置

0>")%- HCI>D>CACJC,KL(M>D1>A8& .1 9:0D@>(A"N/(@
&>("@(,

- 榴辉岩的地质构造意义

据现有资料，阿尔金地区的榴辉岩仅发现于阿

尔金构造杂岩带内，呈透镜状或布丁状产于花岗质

片麻岩或大理岩等副片麻岩中，其内片麻理产状与

围岩一致。榴辉岩的围岩———花岗质片麻岩?O!=
和=PQO!H法的结晶年龄为（7-’R5$）!（E6ER
$’）!(，形成于新元古代晚期的同碰撞构造环境，同

时得到花岗片麻岩变质年龄为（+$+R-%）!（5-5R
$7）!(（陆松年等，$’’E）。张安达等（$’’5）、王超等

（$’’E）、刘良等（$’’;）报道了花岗质片麻岩形成年

龄为6’7R%7!(与66+R$%!(，其变质作用时代

（56;R%’!(）与榴辉岩的变质时代（+’-)7R+*-）

!(（张建新等，%777）相近。另外，“阿尔金山岩群”

-;%第$期 刘永顺等：南阿尔金地区榴辉岩特征及意义

 
 

 
 

 
 

 
 

 
 

 
 

 
 

 
 

 
 

 

 

 

 

 

 

 

  

 
 

 



中含蓝晶石石榴黑云片麻岩中获得的变质锆石上交

点年龄为!"#$%&$’(（代表变质年龄）的结果也提

供了新元古代早期高压变质作用信息（陆松年等，

$""#）。因此，不能排除榴辉岩也遭受过新元古代早

期高压变质改造的可能。

从区域对比方面分析，本地区榴辉岩无论从其

围岩特征还是榴辉岩特征方面与柴北缘地区（孟繁

聪等，$"")）相比，二者间存在较明显的可比性，具有

相似的成因，而且榴辉岩围岩的成岩时代及变质时

代也基本相同，表明它们可能属于同一构造带，均是

新元古代前的地壳物质在早古生代发生深俯冲作用

的产物，现在的分布位置和走向是阿尔金南缘走滑

断裂左行平移的结果。

!"#"$"%&"’

*+,-.+/+,(,01+23,45.(36!7896:,;<30=5;+3,3>?@,@;+5’+,@<(A34B
［’］6C.(,45.=,：*+A+,D,+E@<F+;BG<@FF（+,C.+,@F@）6

1+=1+(,4，C.@H+5.@,4，1=3*+,.(+，!"#$6!77#6I@534,+;+3,(,0+JK

LA+5(;+3,3>@5A34+;@+,;.@M@F;@<,NA;=,’3=,;(+,F，O+,P+(,4［*］6

C.+,@F@-5+@,5@Q=AA@;+,，9!（!#）：!98R!!988（+,C.+,@F@）6

1+=1+(,4，-=,S3,4，O+(3G@+T+，!"#$6$""$6U+F53E@<B3>=A;<(.+4.

L<@FF=<@J(4,@F+;@VW@(<+,44(<,@;A.@<X3A+;@（!)Y8?G(）+,;.@NAK

;B,Z(4.，[3<;.M@F;C.+,(［*］6C.+,@F@-5+@,5@Q=AA@;+,，9&（7）：

#R&!##$（+,C.+,@F@）6

1+=1+(,4，H.(,4N,0(，C.@,U(,A+,4，!"#$6$""#6:,F+;=H+<53,1NV
:CGV’-DVGW0(;+,43>@5A34+;@F(,0+;F@,5A3F+,4<35\F+,*+(,44(A@K

F(B+，NA;B,Z(4.(,0+;F4@3A34+5(AF+4,+>+5(,5@［*］6](<;.-5+@,5@

<̂3,;+@<F，!9（!）：78!!"&（+,C.+,@F@）6

1=-3,4,+(,，S=2(+>@,4，1+2=(+\=,，!"#$6$""#6G<@5(JW<+(,-+4K
,+>+5(,;?@3A34+5(A]E@,;F(,0Z@5;3,+5]E3AE@J@,;+,_@F;@<,3>

C.+,(［’］6Q@+P+,4：?@3A34+5(AG=WA+F.+,423=F@（+,C.+,@F@）6

’@,4 (̂,53,4，H.(,4*+(,T+,，S(,4*+,F=+，!"#$6$"")6?@35.@J+5(A
5.(<(5;@<+F;+5F3>@5A34+;@F+,O+;+@F.(,，[3<;.‘(+0(J3>,3<;.M@F;K

@<,C.+,(［*］6N5;(G@;<3A34+5(-+,+5(，!7（)）：9)R!99$（+,C.+K

,@F@）6

_(,4C.(3，1+=1+(,4，C.@H+5.@,4，!"#$6$""#6N4@3>4<(,+;+5

4,@+FF><3J@5A34+;@F;<+L3>F3=;.@<,NA;B,Z(4.(,0+;F;@5;3,+5@,K

E+<3,J@,;［*］6?@3A34+5(A*3=<,(A3>C.+,(D,+E@<F+;+@F，!$（!）：&9

!8$（+,C.+,@F@）6

H.(,4N,0(，1+=1+(,4，-=,S3,4，!"#$6$""96H+<53,-2I:’GDV
GW0(;+,43>F=L@<=A;<(.+4.L<@FF=<@4<(,+;+54,@+FF+,NA;B,Z(4.

(,0+;F4@3A34+5(AF+4,+>+5(,5@［*］6C.+,@F@-5+@,5@Q=AA@;+,，97（$$）：

$))R!$)9!（+,C.+,@F@）6

H.(,4*+(,T+,，’@,4 (̂,53,4(,0‘+O=@T+(,46$""$(6C3JL(<+F3,3>

4(<,@;X3,+,4W@;M@@,@5A34+;@F+,U(‘(+0(J(,0O+;+@F.(,3,;.@

,3<;.@<,J(<4+,3>;.@‘(+0(JW(F+,［*］6?@3A34+5(AQ=AA@;+,3>C.+K

,(，$!（)）：!$)!!$7（+,C.+,@F@）6

H.(,4*+(,T+,，S(,4*+,4F=+，O=H.+/+,，!"#$6$""$W6]E+0@,5@>3<
D2GJ@;(J3<L.+FJ3>@5A34+;@><3J;.@NA;=,’3=,;(+,F［*］6C.+K

,@F@-5+@,5@Q=AA@;+,，9&（)）：$)!!$)9（+,C.+,@F@）6

H.(,4*+(,T+,，H.(,4H@J+,4，O=H.+/+,，!"#$6!7776-JV[0(,0DV
GW+F3;3L@(4@3>@5A34+;@+,;.@M@F;@<,NA;=,’3=,;(+,F—@E+0@,5@

>3<;.@L<@F@,;3>C(A@03,+(,<33;+,NA;=,’3=,;(+,F［*］6C.+,@F@

-5+@,5@Q=AA@;+,，99（!"）：!!"7!!!!$（+,C.+,@F@）6

H.(,4H@J+,4，S(,4S3,4(,0H.(,4*+(,T+,6!7776C+<5A@(,0+;F0BK

,(J+5F+4,+>+5(,5@3>4(<,@;><3J@5A34+;@+,;.@M@F;@<,NA;=,’3=,K

;(+,F［*］6C.+,@F@-5+@,5@Q=AA@;+,，99（!#）：!&#7!!&&)（+,C.+K

,@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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