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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秦岭地区存在两种不同构造属性的耀岭河群

苏春乾:，!，胡建民;，李 勇:，!，刘继庆:

（:6长安大学 地球科学与国土资源学院，陕西 西安 &:$$"#；!6国土资源部 成矿作用及其动力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陕西 西安 &:$$"#；;6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质力学研究所 北京 :$$$<:）

摘 要：广泛分布于南秦岭构造带的耀岭河群变质火山岩对南秦岭构造带的属性，乃至整个秦岭造山带的演化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湖北两郧、陕西商南、镇安和安康凤凰山等地区耀岭河群变质岩石组合、原岩组合、岩石化

学和稀土、微量元素等方面的研究表明，在不同地区耀岭河群具有不同的岩石组合、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特征，安康

武当地区中部的耀岭河群为板内拉斑玄武岩 偏碱性玄武岩组合，形成于板内拉张 裂谷环境，而商南耀岭河、镇安和

安康凤凰山等地区的耀岭河群则为钙碱性玄武岩 岛弧拉斑玄武岩组合，形成于会聚板块边缘 岛弧构造背景，进一

步证实南秦岭地区在%="!<亿年期间存在两种不同的构造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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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秦 祁 昆中央造山带东段南秦岭地区的耀

岭河群一直是研究秦岭造山带的热点地层单元之

一。自从陕西秦岭区测队!"#!年在陕西商南耀岭

河流域首次建立耀岭河群以来，使用范围不断扩展，

目前已广泛使用于鄂、陕、川交界区域的南秦岭造山

带的青白口—震旦系变质火山岩地层。近年来，对

耀岭河群的研究不断深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认

识和观点各异，尤其表现在一些基础性资料方面，如

对岩石组合就有浅变质基性火山岩!（赵银胜，!""$；

凌文黎等，%&&%’）、以基性火山岩为主、酸性火山岩

次之的变质火山 沉积岩"（张成立等，!"""；凌文黎

等，%&&%(）、双峰式火山岩（钱青等，!"""；徐学义等，

%&&&）和以基性 中基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为主，上

部夹浅变质正常沉积岩（齐文等，%&&%）等多种认识，

因而导致对耀岭河群形成构造背景的认识分歧更

大。目前的主要认识有大陆裂谷玄武岩（夏林圻，

!""#；胡建民等，!"")，%&&&，%&&%；周鼎武等，!"")；

张成立等，!"""；徐学义等，%&&&；张国伟等，%&&!；

凌文 黎 等，%&&%(）、大 陆 拉 斑 玄 武 岩（董 云 鹏 等，

%&&%）、弧后盆地拉斑玄武岩（齐文等，%&&%’）和岛弧

玄武岩（凌文黎等，%&&%’）。鉴于上述研究中出现的

问题，结合作者多年来在该地区的工作成果，认为人

们广泛使用的耀岭河群其实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

岩石组合和构造属性。

! 区域地质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中央造山带的主要组成 之 一

———秦岭造山带是近东西向展布的，但其南部边界

（南秦岭南界）在经过陕西洋县以东的石泉附近时却

突然转向南北向，经陕西镇巴县、四川城口县向东途

经湖北房县和襄樊与大别造山带相接，这就是巴山

巨型弧形构造带（张国伟等，%&&!）。弧形构造带之

南即为扬子板块，而商丹断裂带却仍然呈近东西向

展布，这两条大型构造带之间的地区即为秦岭构造

带东段的南秦岭构造带。此地区的南秦岭构造带平

面形态上呈一个大矩形（图!），有别于造山带的长条

形形态，其核心部分前人称之为武当地块（周鼎武

等，!"")；胡建民等，%&&&，%&&%）。

在安康 武当地区，有两种地质体较为明显，其

一是以武当山群为核心，耀岭河群及震旦 奥陶系为

边缘的穹隆构造，其中最大的穹隆构造为武当山穹

隆，较大的还有平利穹隆、凤凰山穹隆、赵川穹隆等；

其二是以陡岭岩群（有些为太古 早元古界杂岩）为

底，以震旦系为顶的断块、断条状耀岭河群。这两类

耀岭河群的产状暗示了一种自然的区别。

在武当山地区，耀岭河群夹持于武当山岩群与

扬子型碳酸盐岩盖层之间，上、下接触关系均为滑脱

面。在商南和镇安地区，下与陡岭岩群（或太古 元

古界杂岩）为断层接触关系，上与不同地层单元也为

断层接触关系。

在武当穹隆附近、围绕在耀岭河群之外的盖层

地层一般由震旦系 奥陶系组成，而在远离穹隆的地

区，一般由奥陶 志留 石炭系组成。南秦岭北缘地

区的地层主要由泥盆系组成，一般都呈近东西方向

的长条状分布，局部有石炭系出露。而与耀岭河群

伴随的震旦 奥陶系均呈小的断块状分布，断块之间

的地层大多为断层接触关系。

% 剖面及岩石组合

!"*##!"*)年，陕西秦岭区测队在进行!：%&万

商南幅区域地质调查时，将分布于商南县耀岭河流

域的不整合于震旦系灯影组之下的一套变火山岩命

名为耀岭河群，在!"#!年出版的正式报告中将其描

述为“一套变质的喷发岩———绿色片岩系所组成”，

但由于当时未测制地层剖面，并未做地层单元的岩

石化学工作，只是根据路线描述做了上述定义，这就

给后来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带来了影响，使“绿色片

岩”耀岭河群扩大到了整个南秦岭地区，人们认为耀

岭河群就是“绿色片岩”。!""&年，笔者在耀岭河流

域进行!：*万区域地质调查时，在原命名地区实测

了耀岭河群的剖面，并做了系统的岩石化学等工作，

发现耀岭河群并非全是“绿色片岩”。实际上，命名

地的耀岭河群是一套变质的基 中 酸性火山岩和变

质沉积岩（岩石组合见下述）。由于不同研究者所研

究的地区不同，因而对耀岭河群的岩石组合认定有

差异，所以有必要列述一些耀岭河群的典型剖面，讨

论其岩石组合特征，这有利于全面理解南秦岭地区

的耀岭河群。

据笔者多年的研究和众多文献资料!"（夏林圻，

! 湖北省地矿局地调院+!""#+武当山镇等$幅!,*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西安地质学院+!""#+师子坪等*幅!,*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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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南秦岭耀岭河群分布区域地质简图

"#$%! &’$#()*+$’(+($#,*+-.’/,01*2(34*(+#)$0’56(728#-/6#97/#()*6’*#):(7/0;#)+#)$

!<<=；赵银胜，!<<>；凌文黎等，?@@?*，?@@?9）的介

绍，在武当穹隆及其周边地区的耀岭河群在剖面地

层单元划分、岩石组合方面基本相似，可以郧县白桑

剖面为例。南秦岭北缘的耀岭河群，可以耀岭河群

的创建地商南耀岭河流域的剖面为例。这两个剖面

基本反映了不同地区耀岭河群的剖面结构和岩石组

合特征。

!%" 商南耀岭河流域的剖面及岩石组合

剖面位于陕西省商南县耀岭河乡—三官庙乡一

带。地层呈东西向带状延伸，向西经山阳县中村到

达镇安县石嘴子、东山一带，其间断续出露。经笔者

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将其分为上、中、下A个岩性

段，剖面如下：

“九里坪组”黑云微片岩

BBBB断层BBBB
上段（;)!A）（长蛇沟耀岭河群上段实测剖面：!?CA1）：

!%浅灰色变余长英质糜棱岩、绿泥钠长碎裂岩

夹绿色钠长绿泥片岩 DDED1
?%浅灰色绿色绿泥钠长碎裂岩 A?E<1
A%暗灰绿色绿泥阳起片岩夹浅灰岩，夹!层A
1宽的灰绿色斜长角闪岩（脉） !=CE@1

D%灰黑色钙质千枚岩 <!E=1
C%灰黑、浅灰绿色绿泥绢云石英千枚岩 !<EC1
=%灰黑色碳质绢云千枚岩、绢云绿泥千枚岩 <EF1
>%灰黑色绢云绿泥千枚岩 >E!1
F%灰黑色碳质绢云千枚岩与绢云绿泥千枚岩互层 ?FE!1
<%灰黑色碳质绢云石英千枚岩夹绢云绿泥千枚岩 A?E>1
!@%灰黑色碳质绢云石英千枚岩，绢云绿泥千枚岩 !DEA1
!!%灰黑色碳质绢云千枚岩与灰绿色绢云绿泥

千枚岩互层 >@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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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绿色绢云绿泥千枚岩 !$%&’
!(#灰黑色碳质绢云石英千枚岩 !$%)’
!$#灰黑色碳质绢云石英千枚岩（间隔性夹有石

英脉） &"%*’
!+#灰 灰黑色碳质绢云石英千枚岩 &,%(’
!&#灰 灰绿色糜棱岩化钠长绿泥片岩夹灰黑色

碳质绢云石英千枚岩 &(%$’
!-#灰黑色碳质绢云石英千枚岩 !(-%)’
!*#灰色钙质绢云绿泥石英千枚岩 $,%!’
!,#灰黑色碳质绢云石英千枚岩 (%+’
")#灰黑色碳质绢云石英千枚岩夹灰绿色绢云

绿泥千枚岩 !*"%$’
"!#灰绿色绢云绿泥千枚岩夹灰黑色黑云绿泥

片岩 !$!%&’
中段（./!"）（太白岩 涧水沟剖面）：

!#灰黄 浅灰绿色糜棱岩化云绿泥钠长片岩 ($%-’
"#浅灰黄色绢云绿泥钠长片岩片理纹层发生

强烈褶皱变型 "!)’
(#浅灰绿色绿泥钠长片岩，间夹灰绿色钠长

绿泥片岩 "&(%+’
$#灰白色绢云石英钠长片岩，夹绿泥钠长片岩 !*(%+’
+#浅灰绿色绿泥钠长片岩夹灰绿色钠长绿泥

片岩 !-(%"’
&#浅灰 灰白色绢云钠长石英片岩 -(%-’
-#灰褐 灰白色硅质岩，夹!!"层透镜状锰矿层 ,*%-’
*#浅灰绿 灰白色绢云钠长石英片岩夹灰黑色

碳质千枚岩 $)’
,#灰绿、灰黄色绢云绿泥钠长片岩 !!)’
!)#暗灰绿、灰绿色绢云绿泥片岩夹灰黄色绢

云石英钠长片岩 !"%-’
!!#灰白 灰黄色强片理化绢云石英钠长片岩，

片理薄如纸页 "-’
!"#强片理化灰色碳质千枚岩与灰黄色绢云石

英钠长片岩互层 ((%"’
!(#灰白色薄层状细晶大理岩夹灰绿色绿泥钠

长片岩 "’
!$#浅灰黄 灰绿色绢云绿泥钠长片岩，夹少量

绢云钠长片岩，偶夹灰黑色碳质千枚岩 -+%+’
下段（./!!）（位于耀岭河街以西的太白岩 杨树沟剖面）：

!+#灰色薄层大理岩与钙质片岩互层 -$’
!&#灰 灰绿色绿泥钠长片岩、条纹状角闪斜长片

岩，穿插有灰白色闪长岩脉 !!)’
!-#灰绿色绿泥钠长片岩、钠长绿泥片岩为主穿

插有辉绿岩脉 ())’
!*#灰 灰绿色钠长绿泥片岩，穿插有片理化闪

长岩脉 !))’
0000剪切带0000

下伏地层：陡岭岩群斜长角闪片岩

由以上剖面可以看出，命名地点的耀岭河群分

为(段：上段以灰 灰黑色碳质绢云千枚岩为主，夹

有灰绿色钠长绿泥片岩、绿泥阳起片岩和少量糜棱

岩化大理岩；中段由灰 灰绿色绿帘绿泥片岩、钠长

绿泥片岩!灰绿色绿泥钠长片岩、绿帘绿泥钠长片

岩!浅灰绿色绢云绿泥钠长片岩、绢云石英钠长片

岩组成的岩性韵律层的反复叠置，并夹有多层绢云

石英片岩及大理岩薄层；下段以灰绿色绿泥钠长片

岩、钠长绿泥片岩为主，顶部夹灰白色大理岩薄层。

在中、上段大理岩层及碳质千枚岩中产微古植物化

石："#$%&’()$#)$*)#$*’%&’+,-#*’.%.#-#12/34526、

/&’0*!#$*’%&-1-+,-.0&’##’(+, 12/、2)$*)#$*’%&3
-1-+,78#等，时代为青白口纪。

岩相学研究表明，上段变质岩石的原岩以碳质

泥岩为主，夹少量基性火山岩和白云质灰岩；中段为

玄武岩!玄武安山岩!安山岩!流纹岩组成的韵律

层，夹有泥质粉砂岩和灰岩薄层；下段以玄武岩为

主，顶部为白云质灰岩。

!"! 两郧地区的剖面及岩石组合

分布于武当山 两郧巨型穹隆侧翼的耀岭河群

岩石组合变化不大，以郧县白桑附近的剖面作为其

代表。该剖面上耀岭河群由两个岩段组成，即上部

绿色片岩岩段和下部黑硬绿泥石片岩岩段，剖面描

述如下：

上覆地层：陡山沱组绢云石英片岩

0000断层0000
绿色片岩段（++*#-’）

!#灰绿色薄 中层状细粒绿泥绿帘阳起片岩 +,’
"#灰绿色中 细粒薄层糜棱岩化绿泥绿帘阳起片岩 $%*’
(#灰绿色薄层细粒绿泥绿帘阳起片岩 (%$’
$#灰绿 深灰绿色薄层细粒强片理化绿帘阳起绿

泥片岩夹斑点状绿泥绿帘钠长片岩 "$%(’
+#灰绿色薄层中粒糜棱岩化黑硬绿泥石绿帘阳

起片岩 !(%+’
&#灰绿色薄层状强片理化细粒绿帘钠长阳起片岩 +(%-’
-#灰绿色薄层状绿帘绿泥阳起片岩夹黑硬绿泥

石绿帘阳起片岩，发育黄绿色富帘石透镜体 ",)%-’
*#灰绿色薄层状绿帘钠长阳起片岩 $*%*’

0000整合0000
黑硬绿泥石片岩段（&!)%+’）

,#深灰绿色薄层状 块状中细粒黑硬绿泥石阳

起绿帘片岩 --%"’
!)#深灰绿色强片理化黑硬绿泥石绿帘阳起片

岩夹灰绿色斑点状、条带状钠长绿帘石阳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起片岩 !"#$%
""&灰绿色薄层状强片理化细粒黑硬绿泥石钠长

绿帘阳起片岩，发育富绿帘石变形透镜体 "’(#"%
")&灰绿色强片理化细粒绿帘钠长阳起片岩，

含有绿帘石变形透镜体。 "*#*%
"(&灰绿 深灰绿色中 厚层状中细粒黑硬绿泥

石绿帘阳起片岩夹灰绿色绿帘钠长阳起片岩 ’+#’%
"’&灰绿色薄层状细粒含黑硬绿泥石绿帘钠长

阳起片岩夹灰绿色绿泥绿帘阳起片岩 ’’#,%
"!&灰绿色厚层状 薄层片理化斑点状绿泥绿帘

阳起片岩 "-#!%
"$&灰绿色薄层状细粒黑硬绿泥石绿帘阳起片岩 )#!%
"+&灰绿色厚层状强片理化斑点状黑硬绿泥石绿

帘阳起片岩，由钠长石绿帘石等组成的浅色

斑点与由黑硬绿泥石组成的深色斑点定向

排列构成拉伸线理 )$#"%
"*&灰绿色薄层状及片状黑硬绿泥石绿帘石粒岩(-#,%
",&灰绿色中厚层状 厚层状中细粒绿泥绿帘阳

起片岩 $#"%
)-&灰绿色薄层状强片理化中细粒含黑硬绿泥

石绿帘阳起绿泥片岩 $#"%
)"&灰绿色中层状 块状中细粒绿帘钠长阳起片

岩，剪切变形透镜体发育 $#"%
))&绿色薄层状细粒含黑硬绿泥石绿帘钠长阳

起片岩，发育剪切透镜体 ),#-%
)(&灰绿 浅灰绿色薄层状中粒糜棱岩化黑硬绿

泥石绿泥绿帘阳起片岩 )!#)%
)’&灰绿色薄层中 细粒黑硬绿泥石钠长阳起片岩

!(#!%
....断层....

下伏地层：武当山岩群双台组条纹状绢云石英钠长片岩

该剖面两个岩性段的岩石组合分别为：上段为

深灰绿色绿帘绿泥钠长阳起片岩、绿帘钠长绢云片

岩，常见绿帘石岩透镜体；下段为黑硬绿泥石绿帘阳

起片岩、钠长绿帘黑硬绿泥石片岩、绿帘钠长阳起片

岩，黑云阳起绿帘片岩，局部有蓝闪片岩。经岩相学

工作和成分投影证实，其原岩组合以玄武岩和玄武

安山岩为主，夹有苦橄玄武岩和粗面玄武岩。

该剖面耀岭河群上与陡山沱组为滑脱面接触，

下与武当山岩群呈断层接触关系，区域上岩性表现

均匀，变化很小，原岩以基性火山岩为特征。

( 不同地区耀岭河群的对比

!"# 岩石组合对比

安康凤凰山地区的耀岭河群分为上下两段：下

段以变玄武岩、浅灰绿色含砾玄武质 安山质熔岩、

变玄武岩 玄武安山岩（绿帘绿泥阳起钠长片岩、绿

泥绢云片岩）、变安山岩 变流纹岩（绢云绿泥石英钠

长片岩、绢云石英片岩）为主，上段以灰色变质含砾

凝灰熔岩夹变质沉凝灰岩、凝灰质砂岩、变火山 沉

积岩（云母钠长片岩、绿泥绢云片岩、绢云石英片岩）

为主，局部夹少量大理岩、变砂岩、含碳绢云石英片

岩（齐文等，)--)）。此岩石组合与商南耀岭河流域

的岩石组合基本一致。

镇安地区的耀岭河群岩石组合变化较大，底部

为变基性火山岩夹变中酸性火山岩，中上部为变沉

积岩、片岩和大理岩组合（凌文黎等，)--)/），亦与商

南耀岭河流域的岩石组合基本一致。

武当山穹隆边部的耀岭河群则以变玄武岩、玄

武安山岩（深灰绿色绿帘绿泥钠长阳起片岩、绿帘钠

长绢云片岩、黑硬绿泥石绿帘阳起片岩、钠长绿帘黑

硬绿泥石片岩、绿帘钠长阳起片岩）为特征，没有出

现变质的中酸性火山岩和变质沉积岩（千枚岩、碳质

千枚岩和大理岩），是名副其实的“绿色片岩系”。这

就是武当山耀岭河群与其他地区耀岭河群的岩石组

合的根本差别。

!"$ 变质火山岩的岩石化学特征对比

不同成分的火山岩是对不同大地构造背景的响

应，与变沉积岩相比，它们对大地构造的反应更灵敏

一些。因此笔者在进行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对比时

采用了耀岭河群中的变火山岩进行对比。不同地区

耀岭河群变质火山岩的岩石化学成分列于表"。!
从012)的含量看，商南地区耀岭河群为’!#!$3"
+$#"!3，镇安地区为’$#",3"$’#!’3，安康凤凰

山地区为’*#)"3"+)#)(3，012)含量变化范围大；

而两郧地区大部分集中在’!3"’,3（4-#!3）之

间，只有"个样品为’-#$’3，显然主体部分属基性

岩范畴。# 从562789:2的含量看，商南耀岭河地

区 为 )#*,3 ""*#")3，镇 安 地 区 为 $#*)3 "
)+#$(3，安康凤凰山地区为(#-!3""+#,"3，两郧

地区为"(#’"3")!#+,3，反映两郧地区的含量范

围较窄，平均含量要高得多。$ 从;<)28=)2的含

量看，商南耀岭河地区为(#*"3"+#)3，镇安地区

为’#,(3",#(’3，安 康 凤 凰 山 地 区 为)#’""
$#+’3，两郧地区为"#(’"!#!3，反映两郧地区的

平均含量要低得多。

不同地区耀岭河群火山岩的>?0分类图（图)）

也显示出两郧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明显差别。两郧地

",)第’期 苏春乾等：南秦岭地区存在两种不同构造属性的耀岭河群

 
 

 
 

 
 

 
 

 
 

 
 

 
 

 
 

 
 

 

 
 

 
 

 

 

  
 

 

 



表! 不同地区耀岭河群变质火山岩岩石化学成分表 !!／"
"#$%&! ’(&)*+#%+,)-,.*/*,0,1)&/#),2-(*+3,%+#0*+2,+4.,15#,%*06(&72,8-*09*11&2&0/#2&#.

地区 样品号 #$%& ’$%& ()&%* +,&%* +,% -.% -/% 01% 21&% 3&% 4&%5 6&%7 8%9 !

南
秦
岭
凤
凰
山
地
区

: ;:<=> :<>> :=<?@ :<;; 5<&; ><>@ &<>@ ><@> &<>> *<5> ><:: *<>A A@<=;
& ;5<>: ><@= :?<&& :<5@ ?<@@ ><:: :<?? &<?> ?<A> ><?> ><:* &<@; A@<@
* ;5<@> ><@> :*<=A &<?? *<:: ><>@ &<>: &<:> *<A> &<@> ><:& &<?A AA<??
? ;5<&> ><=& :5<:> &<;A *<&: ><>@ :<A? :<;> *<*5 *<:5 ><:* &<5: AA<;@
5 ;5<A; ><@> :*<@: :<=* *<@? ><:& *<>5 ><@5 &<=? &<*5 ><:& ><*? *<=: AA<?&
; ;;<A? ><;@ :*<@5 &<5& &<A5 ><:> &<5? :<:= &<=; &<?> ><:: ><*& *<>@ AA<?&
= ?@<&: ><A@ :5<=? ?<*A 5<=> ><:: @<&= ><;@ &<&> ><&: ><&& &<&> *<@: A&<=&
@ =&<&* ><*; :&<@> :<*? :<>? ><:? ><@: :<5@ ?<?* &<*: ><>@ ><:A &<&A AA<;
A 5*<*@ :<>> :;<=& ?<*@ *<?@ ><:; ?<@A @<;5 &<A& ><:? ><:A ><:@ *<?? AA<5*
:> 5;<;@ ><@: :&<A> &<=: *<?; ><&? *<=A ;<;@ ><&@ &<=? ><:* ><&: A<&& AA<@5
:: ?A<@@ :<;@ :=<*; &<:= =<5A ><:@ 5<;@ 5<*> ?<=@ ><>@ ><*> ><&A *<5@ A@<@=
:& =?<@* ><&* :&<A> :<?A ><A@ ><:* ><A> ><*5 ?<&: &<>5 ><>? ><:@ :<55 AA<@?

南
秦
岭
镇
安
地
区

#BC>: ?A<*> :<?5 &:<;? A<5@ :<?> ><>& &<&? :<&A ><&@ A<>; ><55 ?<:: AA<5&
#BC>& ?A<?= :<@& :?<=? A<;; ;<&@ ><:5 =<>> 5<&; *<5@ :<5; ><*? =<>A :>><;=
#BC>* ?A<?; &<>: :;<>; :><@& ;<A5 ><:* ;<=? *<A@ &<:: *<>: ><*; 5<A? :>><;&
#BC>? ?@<;; &<:& :5<:> ::<&= 5<?& ><:? 5<*5 5<=: *<;A :<;> ><*? ;<=> :>><;@
#BC>5 ;?<*& ><*@ :;<A? ?<;: :<;5 ><>? &<:* ><@5 *<>= ?<=A ><&& &<;& AA<A=
#BC>; 5:<>5 &<&? :5<:? ::<;= ;<@@ ><:? ;<;@ ?<?? *<;= &<>5 ><*5 *<>? :>><?=
#BC>= 5><@= &<:5 :5<*@ :&<>& ;<?> ><:& 5<AA ?<:& *<?@ &<*> ><*5 *<A> :>><;@
#BC>@ 5&<5; &<>= :?<*@ :><>* ;<?@ ><:5 5<@& 5<@: ?<*= :<*; ><*& *<=@ :>><;5
#BC>A ?A<*A &<:= :?<@@ :&<:5 @<=5 ><:= =<A; *<A* *<A? :<*& ><** *<@A :>><:*
#BC:> 5><?: :<;@ :5<A* :><?: ;<A> ><:? ;<5? ?<A@ &<*: *<=@ ><&; *<A> :>><*?
#BC:: 5@<?: :<:? :;<&& =<*; ?<>5 ><>A *<?> *<>A &<@& ?<:& ><&> *<>@ AA<A*
#BC:& 5?<=; :<?: :5<*? @<;* ;<:@ ><:* 5<*; ?<A* *<A: &<>@ ><&: *<A: :>><;=
#BC:* 5><?: :<?> :5<@* ::<>= =<*@ ><:; =<;: 5<*: &<=* *<&: ><:A &<== :>><;A
#BC:? ?A<@* :<?= :=<?@ :><=; =<*5 ><:5 ;<@; *<A& *<>@ *<&: ><&& *<5* :>><5:
#BC:; 5;<:* :<=; :;<?A A<5= ;<A5 ><:* *<=5 &<;5 *<=& &<;> ><5: *<*= :>><;@
#BC:= ?A<=A &<>> :5<A= ::<&A =<=& ><:@ ;<&; 5<*: *<>= *<:& ><?> *<>@ :>><?=
#BC:@ ?;<:A :<@> :5<5? :&<A> :><; ><&: @<>; ?<*@ &<;* &<*> ><*& ;<*? :>><;=
#BC:A ?A<?@ :<;: :5<55 A<?& =<>@ ><:? ;<@; ;<>@ *<;? &<5A ><*: ?<A: :>><5A
#BC&> ;:<;> ><&; &><?5 ?<>= &<?@ ><>5 :<=& ><5@ ;<>? &<@= ><:& :<=; AA<5&
#BC&: ;*<;> ><@= :?<&& ;<&A ?<*@ ><>@ &<;? *<>> ?<>> :<=: ><&A *<5? :>><&?
#BC&& ;?<5? ><&? :=<5> ?<;> :<:> ><>: :<5@ ><?: ><:* =<&: ><&: *<>= AA<5>

南
秦
岭
商
南
耀
岭
河

5A&5／BDC&5=<&& :<>; :?<=> *<=? *<55 ><>@ ?<*: ;<&5 *<=* :<A@ ><&? &<&? AA<&*
5A&?／BDC;;A<5* ><&? :?<=5 :<&5 ><A; ><>? ><@; &<&5 ?<>A *<:: ><>@ ><5A AA<*
5A??／BDC=;*<?& ><A: :;<?5 &<&* ?<:; ><>5 &<?@ ><5> &<;> *<=5 ><:A :<@5 AA<&:
5A&5／:BD =*<?@ ><*; :&<A? :<@; ><;@ ><>& ><;@ :<A5 *<=* &<?? ><>= ><*& AA<?=
5A&5／*BD ?5<5; :<;? :*<A: ?<>& =<:@ ><:= =<** :><A :<@: &<>> ><:* &<*@ A@<?*
5A&5／BDC?=;<:5 ><&* :&<@> :<;? ><;= ><>& ><=5 ><@5 ><A* *<@@ ><>* :<>; AA<?5
&?>5／5BDC;&<?: :<:> :?<*> :<== ;<*@ ><:* *<:> &<?& &<=? :<A; ><:> 5<:& :>:<5*
&?>;／:=BD5A<*> :<:> :*<;> ?<== *<@: ><:& *<?A 5<5; *<?> :<;& ><&> *<5> :>><?=

湖
北
两
郧
地
区

@*5@／;C& ?;<=A &<5& :?<:@ ;<;> @<&@ ><>; ;<A? ;<5* *<&; ><@@ ><&; AA<@;
@*5@／@C: ?=<=@ &<A> ::<@& ;<?; ;<?= ><>@ 5<?@ :?<5 :<5@ ><:& ><*= AA<*@
@*5@／AC: ?;<* *<5; :><?; :*<&& *<>& ><>@ ?<;? =<?* ?<;& ><@@ ><** AA<*&
**;>／:?C& ?A<*? &<?@ :&<?& ;<@> =<5: ><>@ 5<*= @<=* &<&= :<=? ><*> AA<*
**;>／:AC: ??<?5 &<@@ :5<** =<&& @<@A ><>A @<:? A<?@ &<=@ ><:* ><*& :>><?A
@>?>／?&C& ?=<*A &<?? :?<*5 &<;* ::<5 ><:A ;<@* ;<=> *<*? ><@; ><*> AA<@:
@>?>／?&C? ?><;? &<=> :;<>= :<@* :?<? ><*& A<A> ?<>> *<>5 ><>? ><** AA<A?
@>?:／?=C: ?;<=? :<5? :=<>> ;<:* ?<5& ><:A *<*@ :=<; :<&> ><:? ><&: AA<;;
@>?*／;=C: ?;<?; &<:& :5<;= @<A& ?<&; ><:A ;<:: @<=> &<@> :<*& ><&A AA<;?
@>?*／;=C& ??<:5 &<&; :5<5* ?<5; A<?? ><:@ @<&5 =<:5 &<>& :<=: ><*: AA<;?
@>?*／;@C: ?=<>& &<>& :5<>; &<5@ :><& ><:A ;<A> A<@> &<&? ><;> ><:= AA<@?
@>??／=AC* ?=<*A &<;> :*<@= *<5? A<== ><:A ?<=? :&<; &<*? ><:> ><&A :>><&A
@>?5／@:C: ?=<:: &<*= :*<@@ ?<:= A<>= ><:; 5<;: :><& &<:@ :<;* ><*: AA<@=
@>?;／@;C5 ?@<?5 :<@@ :*<:* ;<@& 5<>= ><&& 5<:> :?<A &<5= ><:: ><&: AA<;?
A5?*／:C: ?5<:= &<A& :?<:> ?<:= ::<; ><:A 5<A= ;<A> *<>? ><A> ><?> AA<*A

南秦岭商南耀岭河地区和湖北两郧地区的样品均由地矿部西安综合岩矿测试中心采用化学分析法（湿法）分析，除个别样品外，数据总量误

差在:"以内（少量样品的个别分析项目表中未列出）；南秦岭凤凰山地区的岩石化学数据选自齐文等（&>>&）；南秦岭镇安地区的岩石化学

数据选自凌文黎等（&>>&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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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玄武岩为主，并有苦橄玄武岩、玄武安山岩和粗

面安山岩，其他!个地区均不仅有玄武岩，也有玄武

安山岩、安山岩和流纹岩。在变质火山岩硅 碱图中

（图!）中，商南地区、安康凤凰山地区的耀岭河群变

图" 不同地区耀岭河群变质火山岩的#$%分类图

（据&’()*+,’等，-./.）

0*12" #$%34)55*6*3)+*78769’+)97,:;*3<743)8*3,73=5
76>)74*81;’?,7@:*8A*66’,’8+),’)5（)6+’,&’()*+,’

!"#$B，-./.）

图! 不同地区耀岭河群变质火山岩硅 碱图

0*12! %*4*378C)4=)4*A*)1,)9769’+)97,:;*3<743)8*3
,73=576>)74*81;’?,7@:*8A*66’,’8+),’)5

质火山岩均基本落入亚碱性系列范畴，镇安地区的样

品分布于分界线两侧，但从分布趋势看，随着%*D"升

高样品点则全落入亚碱性系列，所以主要还应是亚碱

性系列。在变质火山岩0’D!／(1与%*D"、0’D!图

（图E）中，商南地区、安康凤凰山地区的耀岭河群变质

火山岩属钙碱性系列（F），而镇安地区属拉斑玄武岩

系列（#）。两郧地区的样品在图!上则全部位于亚碱

性与碱性的分界线两侧，挤成一堆，差异不明显。这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大陆溢流玄武岩区经常出现的

情况，即玄武岩的岩石化学组成表现为碱性系列与亚

碱性系列之间的过渡类型（>)81!"#$B，-../）。两郧

地区的样品在图E中落入了拉斑玄武岩区。在$4"D!
F)D (1D和0’D+ G)"DHI"D (1D图解（图J）

上，两郧地区显示出由(1D"F)D和由(1D"0’D的

演化趋势，但没有由富0’D+、(1D向富G)"DHI"D的

演化趋势。而其他!个地区的演化趋势却反映了钙

碱性火山岩的典型演化序列。

图E 不同地区耀岭河群变质火山岩0’D!／(1D
与%*D"、0’D!图

0*12E 0’D!／(1D)8A%*D"，0’D!A*)1,)95769’+)97,:;*3
<743)8*3,73=576>)74*81;’?,7@:*8A*66’,’8+),’)5

图J 不同地区耀岭河群变质火山岩的$4"D! F)D (1D
和0’D+ G)"DHI"D (1D图解

0*1BJ $4"D! F)D (1D)8A0’D+ G)"DHI"D
(1DA*)1,)95769’+)97,:;*3<743)8*3,73=576

>)74*81;’?,7@:*8A*66’,’8+),’)

!"! 变质火山岩的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对比

商南耀岭河流域和两郧地区的耀岭河群稀土元

素分析结果列于表"。安康凤凰山地区和镇安地区

稀土 元 素 分 析 数 据 引 自 齐 文 等（"KK"）和 凌 文 黎

等（"KK")）。从数据特征看，商南、安康、镇安、两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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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两郧地区和商南耀岭河流域耀岭河群变质火山岩稀土元素含量表 !!／"
"#$%&! ’#(&&#()*&%&+&,)-.,)&,)/.0+&)#+.(1*2-3.%-#,2-(.-4/.05#.%2,6*&7(.812,9*#,6%#,#,:);.58,#(&#/

地区 编号 #$ %& ’( )* +, -. /* 01 23 45 -( 0, 61 #. 6

耀
岭
河
流
域

789:／6;<=> 98?@ 77?> 7?7: 9A?B B?7A =?87 9?=C =?BC A?8: =?BC =?8@ =?A7 =?89 =?A: 8
7897／A6; 79?> 8@?8 A=?@ BC C?> A?9> :?>A =?@ :?B7 =?@C 9?B@ =?B> 9?A8 =?B: A@?A
7897／B6; :A?: C9?B 8?99 B:?7 7?@7 A?C B?9> =?7> 9?9 =?:9 =?8C =?A7 =?8A =?AB 8?:@
7897／6;<: 7C?7 AA= AB?A 7=?: A=?> A?7> C?7C A?BB C?@8 A?>8 :?8B =?CC :?>B =?C7 :=
9:=7／76; 9A?B9 :B?A7 :?@ A@ :?=7 A?9A B?=: =?79 B?BA =?CB 9?B> =?9C A?@: =?9A AC?B
9:=>／AC6; 9C?98 >A?@C 7?AB A@?@> :?BA A?:C B?7> =?78 B?B> =?CC 9?7: =?9C 9?9@ =?99 A8?C

两
郧
地
区

@B7@<8<A BA?C >B?A @?9B B@?> @?>B 9?B> @?>@ A?B@ @?>A A?>7 :?: =?7> B?9> =?7 B9?C
BB>=／A8<A 9@?: 7C?7 C?A8 B>?: C?@ 9?>A C?7C A?9> @?A8 A?7C :?9@ =?7@ B?:@ =?7B B7?A
@=:=／:9<9 9B?7 :>?@ 7?C: 9C?@ 7?7> A?7C :?9: =?>> 9?C7 =?:C =?8> =?A: =?@: =?AB @?7
@=:B／>C<A AB?A 9>?A B?>@ A8?B :?98 A?7C B?87 =?C B?8C =?C> A?@7 =?9C A?>C =?9> A7
@=:7／@A<A 97?@ 7= 7?@B 9C?@ 7?8@ A?@8 7?9@ =?87 7?8A A?AC B?A: =?:7 9?C =?:B 9C?7
@=:>／@><7 AB?B 9C?7 B?7B A@ :?9> A?B> :?A: =?C7 7?AA A?=7 9?@: =?B@ 9?BC =?B> 99?8
87:B<A<A 9>?A 77?> >?@7 B7?9 C?:C 9?BC C?A> A?97 C?>> A?79 :?=7 =?7A B?=> =?:@ BA?7
C88A／A6; A@?7 := :?8> 9:?8 7?:C A?@9 7?:8 =?@7 :?>7 A?=B 9?B@ =?BC 9?BA =?B7

样品由国土资源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测试中心用等离子光谱（D%’<E-+）法测试，误差小于A=F>。

!G--、（#$／61）)分别为A99HABIA=F>!BA9HC9I
A=F>、CH>B!98H8C，A>AH9>IA=F>!A@BHBBIA=F>、

7H7B!A=H9B，>:H99IA=F>!B=CH@8IA=F>、9H89
!AAHAA，8>H:CIA=F>!9A:HB>IA=F>、BHC!
A@H:B，数据范围都有重叠，但总体显示出不同地区

的稀土元素均有一定程度的分馏。（#$／+,）) 和

（/*／61）)数据区别明显，前B个地区平均值分别为

:H=A、AHCA，BH@=、AH7B，9H9@、AHB9，（#$／+,）) 值均

显著高于（/*／61）)，且（/*／61）)值接近于A，体现

了板 块 会 聚 边 缘 火 山 岩 的 特 征。而 两 郧 地 区 的

（#$／+,）)和（/*／61）) 分别是9H9和9H=C，数据几

乎相等，显示了板内火山岩的特征。不同地区耀岭

河群的稀土元素球粒陨石配分曲线示于图>中。从

图>可知，:个地区火山岩的轻、重稀土元素都有不

同程度的分馏，但两郧地区的配分曲线具有相同的

斜率，而安康、商南和镇安B个地区的分馏作用明显

要比两郧地区强一些，轻稀土元素配分曲线的斜率

较大，重稀土元素配分曲线相对平坦。前者具板内

图> 不同地区耀岭河群变质火山岩的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配分曲线（球粒陨石值据!53JK5J，A8@:）

LMN?> %O5J*(MK&<J5(,$PMQ&*G--R$KK&(JS5T,&K$,5(ROMUV5PU$JMU(5UWS5T6$5PMJNO&/(5.RMJ*MTT&(&JK$(&$S
（UO5J*(MK&V$P.&S$TK&(!53J5J，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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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拉斑玄武岩的特点，后者具会聚板块边缘（岛弧

火山岩）的特征（!"#$%"!"#$&，’()*，’()+；,"-."$/
01-，’(23）。最明显的区别是安康、商南和镇安*个

地区均有明显45负异常，而两郧地区则无45异常

出现。

!"# 变质火山岩的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对比

商南耀岭河流域和两郧地区的耀岭河群微量元

素分析结果列于表*，镇安地区的数据引自凌文黎等

（6776#）。不同地区耀岭河群变质火山岩微量元素

的原始地幔标准化蜘网图示于图)。图中显示几个

地区图型大致相似，但商南、镇安地区耀岭河群变质

火山岩强烈富集8、9:、;#等大离子亲石元素，相对

大离子亲石元素来说，<#、=:、!、>$、,?、<@等元素的

富集程度较弱。而两郧地区从A$到<@均有适度富

集，但富集程度显著不及商南和镇安地区，差别接近

’个数量级，说明商南和镇安地区的耀岭河群为火山

弧的可能性要大。

!&$ 构造背景属性的差异

对于耀岭河群构造背景的研究前人已经发表了

不少文献（夏林圻等，’((B；张成立等，’(((；董云鹏

等，6776；凌文黎等，6776#；齐文等，6776），但大多

都以某一地区的研究成果来概论不同地区的耀岭河

群，也有部分研究者发现某个地区的耀岭河群与两

郧 地区有差异（凌文黎等，6776:）。在前人研究的

表! 商南地区和两郧地区耀岭河群变质火山岩微量元素分析结果 %;／C
%&’()! %*&+))(),)-.+/-.)-.0/1,).&,/*234+5/(+&-4+*/+60/17&/(4-83)9*/:24-;3&-8(&-&-<.=/7:-&*)&0

地区 岩石类型 A$ 9: ;# <D <# =: >$ ,? A% E$ F =@ E1 E0 G H#

商
南
耀
岭
河

两
郧
地
区

+(6+／IJK6 BB* B’ B)( * 7&(2 ’’ 673 3 6( ’3+ ’’( B* ’( 7&B( 67
+(63／IJKB *** (2 ’*(6 ) ’&’ ’7 ’++ B B&3 +B 37 3 3 ’&B2 ’B
+(33／IJK) +( ’6( 2+B 2 7&( ’B 66’ 3 66&+ (’ (( *( ’2 ’&2( ’(
+(6+／’IJ ’() )) ’3B’ ’6 ’&’B ’( 6*( B B&B 3+ 3+ + + 6&B2 ’+
+(6+／*IJ *23 BB 667 * 7&23 2 ’72 * 26 632 66’ )3 *) 7&+* ’*
2*+2KBK6 ’+7 ’2 ’)+ B 7&2* ’) ’2) * ’63 6*7 (B 3’ B 7&B3 ’*&+
2*+2K2K’ 6+7 2 2B 3 ’&6 6’ 67) + +) *+* ’3 ** + ’&73 ’+
2*+2K(K’ 27 *7 33) * 7&B ’+ ’(2 3 2B 6)3 3* *) + 3&(+ ’6
**B7／’3K6 +2’ ) )+ * 7&22 ’) ’(( * ’6) 6(3 2’ 33 + 7&2B ’B
**B7／’(K’ 6** 67 *3( + 7&33 ’) ’27 6 ’77 6** (6 *B B ’&73 ’B
2737／36K6 26+ ( +2 + 7&33 ’* ’+’ 3 B’ 67B B( *B B ’&73 ’’
2737／36K3 3B7 *B +BB + 7&33 ’* ’6( 3 ’’( 6++ )3 *B B ’&73 ’’
273’／3)K’ 3B* 32 63’+ B 7&B ’B ’3) * ’’( 62+ )( *2 B ’&’) ’*&+
273*／B)K’ 6)B ’B )B B ’&2B ’6 ’*’ ’ ’6( 6*B ’6( 3* B ’ ’*
273*／B)K6 6B3 ) B* B 7&+3 ’B ’23 3 ’B6 6B2 3* *3 + ’ ’2
273*／B2K’ *2B ** 337 + 7&*B ’* ’BB 3 ’++ 6** 2’ *3 B ’&73 ’2
2733／)(K* 3)+ B 2B B 7&** ’’ ’*( * ’’) 6*6 (7 ** B 7&2B ’+&+
273+／2’K’ 6B6 6’ ’’) B 7&B 67 ’() * ’’3 62* 2) 3* + 7&2B 63
)((’／’IJ (* *( *6B * 6&+ ’3 ’)* 6 *’ ’B+ 66B

样品由地矿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测试中心用等离子光谱（LE!KM4A）法测试。误差小于’7NB。

图) 不同地区耀岭河群变质火山岩的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原始地幔值据O%P1-15QD等，’(2+）

R@Q&) !$@S@T@U"S#-TV"K-1$S#V@W".T$#%""V"S"-T.@#Q$#S?1$S"T#S1$XD@%U1V%#-@%$1%Y01?I#1V@-QD"H$15X@-.@??"$"-T#$"#0
（X$@S@T@U"S#-TV"U#V5"0#?T"$O%P1-15Q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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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笔者又做了部分研究工作。将收集到的常

量元素投到!"#$%"（&’()）的*& *+ *,图解（图-）

上，两郧地区的投点基本落入 .!/范围内，而商南

耀岭河流域和镇安地区的投点则基本落入了012
区。在13 45 4#和13 45 67图解（图’）上，

两郧地区的投点主体落入了8型 92:/区（/区）

内，少量落入了6型92:/（;区）内，而商南耀岭河

流域和镇安地区的投点则基本落入岛弧拉斑玄武岩

和会聚板块边缘玄武岩区（<区）内。这与前人在各

自地 区 的 研 究 结 果（夏 林 圻 等，&’’)；张 成 立 等，

&’’’；董云鹏等，+==+；凌文黎等，+==+#，+==+7；齐文

等，+==+）完全一致。因此，武当山穹隆及其周边地

区的耀岭河群形成于板内拉张构造环境或裂谷盆地

环境，而南秦岭构造带北缘及安康凤凰山地区的耀

岭河群形成于岛弧构造环境。

图- 不同地区耀岭河群变质火山岩的*& *+ *,图解

（据!"#$%"，&’()）

*>?@- *& *+ *,A>#?$#B3C$B"D#BC$E5>%FCG%#H>%$C%IJ
C3K#CG>H?5"L$CME>HA>33"$"HD#$"#J（#3D"$!"#$%"，&’()）

图’ 不同地区耀岭河群变质火山岩的13 45 4#
和13 45 67图解（据.CCA，&’(’）

*>?@’ 13 45 4##HA13 45 67A>#?$#BJ3C$
B"D#BC$E5>%FCG%#H>%$C%IJC3K#CG>H?5"L$CME>HA>33"$"HD

#$"#J（#3D"$.CCA，&’(’）

N 地质意义讨论

!"# 对耀岭河群研究的启示

武当山穹隆及其周边地区的耀岭河群与南秦岭

构造带北缘（商南、山阳和镇安地区）及巴山弧形构

造带西部地区（安康牛山O凤凰山地区）的耀岭河群

在剖面结构、岩石组合和岩石地球化学特征上有明

显差异。在研究耀岭河群时，必须注意不同地区耀

岭河群的差别，不要以某一地区耀岭河群的研究结

果来对整个耀岭河群定性。目前文献中大多还是把

耀岭河群看作是大陆裂谷的产物（程裕淇，&’’N；夏

林圻等，&’’)；周鼎武等，&’’-；张国伟等，+==&），这

样可能会对南秦岭构造带的构造属性做出不适宜的

结论。

另一方面，在研究某一地区的耀岭河群时，需要

仔细研究其岩石组合和地层单元的划分，注意其属

于哪一类型的耀岭河群。笔者在近期的一篇文献

（唐将等，+==+）中就看到，有研究者把原定名的耀岭

河群改用其他名称。改名的两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

耀岭河群应当是“变质的绿色片岩相，与本区岩性差

异极大，两者属同时异相的产物”，可见“绿色片岩”

影响之深远，这也就是全面理解“耀岭河群”的意义

之所在。

!"$ 对南秦岭构造带演化研究的意义

南秦岭地区是中央造山带的重要组成单元之

一，它的形成和演化历史的研究对中央造山带的研

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来，许多研究者提出耀

岭河群与:CA>H>#超大陆的裂解有关（张成立，&’’’；

凌文黎等，+==+#，+==+7；齐文等，+==+）。武当山穹

隆及其周边地区的耀岭河群所反映的构造背景确与

这一裂解的大构造事件相对应。但同时也应该注

意，在南秦岭构造带北缘和巴山弧形构造带西部的

耀岭河群却反映了岛弧体制下的挤压构造背景，也

就是说，在南秦岭地区的)PQ!-亿年期间存在两种

构造体制：武当山地区的拉张 裂解体制和其周缘地

区（商南耀岭河流域、镇安地区、安康凤凰山及城口

镇坪地区）的挤压 岛弧增生体制。这两种体制的并

存说明南秦岭构造带的安康 武当地区具有自身的

演化规律。它在:CA>H>#超大陆会聚时期（&&!&=
亿年）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地块了，在:CA>H>#超大

陆裂解时期，地块内部的拉斑质基性火山活动就与

这一裂解事件相关。而在地块周缘地区，却发生了

分别与北秦岭地块和扬子板块的碰撞拼合事件，产

生了钙碱性岛弧火山岩。很明显，这些事实表达了

两层含义：首先表明了武当地块在这一时期不属于

扬子板块（岛弧火山岩的存在说明正在拼合）；其次

表明了裂解事件也不是武当地块从扬子板块上裂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Q卷

 
 

 
 

 
 

 
 

 
 

 
 

 
 

 
 

 
 

 

 
 

 
 

 

 

  
 

 

 



出，而是该地块本身的裂解。换言之，这一时期不仅

在南秦岭构造带与北秦岭构造带之间存在洋盆，而

且在南秦岭构造带与扬子板块之间也曾经存在洋

盆。更扩展地讲，西秦岭地区的碧口地块也属其列，

进一步说明了南秦岭构造带在这一时期存在过多陆

块 洋盆构造体制。

! 结论

（"）在南秦岭广泛分布的耀岭河群并不是一个

到处都均匀的地质体，它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地

层单元、岩石组合和地球化学特征，但却具有大体相

当的形成时代：上覆地层均为震旦系（各地均与震旦

系相伴生），下伏地层有武当山岩群（#$%）、陡岭岩群

（&’—#$"）。同位素年龄值大多为：变质基性岩()*
+,全岩等时年龄为（-.!/-0%1/!）23、1!.!-..
23，火山岩的锆石 4*56*#7和#7*#7年龄分别为

8%.23和89123（程裕淇，"99:；赵银胜，"998）。

因此笔者认为，耀岭河群的形成时代大致为1!.!
-..23。

（;）武当山穹隆及其周缘地区的耀岭河群以变

质基性火山岩为特征，代表了人们常说的耀岭河群

（绿色片岩）。而南秦岭构造带北缘（商南耀岭河流

域命名地的）和巴山弧形构造带西部（安康凤凰山地

区）的耀岭河群却以变质基 中 酸性火山岩和变质

沉积岩组合为特征。近期也有文献（唐将等，;..;）

证明巴山弧形构造带城口 镇坪段存在同期的安山

质火山碎屑岩。

（%）岩石化学、稀土元素研究显示两郧地区为

陆内拉斑玄武岩 偏碱性玄武岩组合，而商南、镇安

和安康地区为岛弧或会聚板块边缘钙碱性玄武岩和

岛弧拉斑玄武岩组合。

（:）武当地块上的耀岭河群形成于陆内（板内）

拉张 陆内裂谷环境；而南秦岭构造带北缘地区（商

南、镇安）、巴山弧形构造带（安康凤凰山和城口 镇

坪地区）的耀岭河群形成于挤压增生 岛弧环境。

（!）在1/!!-亿年期间，南秦岭构造带存在两

种构造体制：陆（板）内拉张体制和板块边缘挤压体

制，进一步显示了南秦岭地区在这一时期存在多陆

块 夹洋盆的构造特征。

（1）近来已有研究者（凌文黎等，;..;7）提出镇

安地区的耀岭河群与武当山地区的耀岭河群有明显

的差异，这无疑进一步促进了耀岭河群的研究，但据

此将镇安地区的耀岭河群取消，并将其与西乡群对

比，显然是忽略了商南层型剖面处的耀岭河群的特

征和属性。因为耀岭河流域的耀岭河群不仅与镇安

的耀岭河群是相似的，而且与安康凤凰山地区的耀

岭河群也是一致的。它们都与武当山地区的耀岭河

群有明显差异，所以，就是要取消耀岭河群的名称，

也不应该是商南和镇安地区的耀岭河群，在研究耀

岭河群地层对比时应区别对待。

致谢：在本文的成文过程中得到了长安大学姜

常义教授的指导和帮助，编辑部和审稿人对稿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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