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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岩石学、矿物成分和峰期变质温压条件的研究表明，南大别变质块体由超高压带、高压／超高压“混合”

带和高压带%个变质单元组成，具有区域上的温压渐变趋势。应用"个.7:;’<=温度计和.7:;’<=;)>?压力计，对榴

辉岩的峰期变质温压条件计算显示，自北向南，可分为@个温压域，温度压力逐渐降低：A$#!9"#B，%5"!@58.)6!
$$#!A"#B，!5A!%58.)6!$@#!AC#B，!5#!!5A.)6!""#!$C#B，85"!!5%.)6，这表明南大别变质块体在俯

冲过程中是一个连续的块体。然而，超高压带和高压带之间的压力差异以及不同变质带内相邻榴辉岩之间的压力

差、无序分布特征及其与围岩的构造接触关系显示，南大别变质块体经历了强烈的缩短过程，现今榴辉岩的分布特

征反映的是折返至地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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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大别变质块体的结构一直有着不同的认

识（!"#$%&’$%(，)*++；’$%(!"#$,，)**-；./$0，

)**1；2$345677!"#$,，)**8），’$%(等（)**-）认为该

块体具有一个区域上的温压渐变趋势，是一个连续

的块体；./$0（)**1）和2$345677等（)**8）则将南大

别分为高压和超高压块体，其间被花凉亭断裂所分

割。有趣的是他们对于断裂位置的划分却各不相同

（图)）：./$0（)**1）的界线位于花凉亭大坝北约1
/9处，2$345677等（)**8）的界线则穿过花凉亭大坝，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大别变质块体构成的复

杂性。!"#$%&’$%(（)*++）根据高压和超高压榴辉

岩相间产出的特征，认为南大别是一个巨大的“混

杂”块体。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是./$0（)**1）和

2$345677等（)**8）的观点。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

他们的观点遇到了新的挑战。在经典的“冷”榴辉岩

带地区，:;7<;等（-===）发现的超高压的白片岩组

合，!"#等（-==)）发现锆石中的柯石英以及!"等

（-==>）在高压榴辉岩带中柯石英的确定都表明，该

变质 块 体 并 不 是 简 单 地 由 高 压（“冷”）和 超 高 压

（“热”）榴辉岩带组成，至少这两者的界线值得商榷。

类似的情形，在挪威 ’64?63%@%6"44:6(";%地区也

存在，A3;(B（)*88）、@3"<<"%（)*+8）和2#?BC63?等

（-===）根据榴辉岩的AD 值、温度和压力的渐变趋

势，认 为 该 地 区 为 一 完 整 的 变 质 块 体，而 ’$"%
（)**8，-===）则将该地区分为两个变质单元：高压变

质省和超高压变质省。为此，本次研究选择大别山

太湖地区花凉亭水库为研究区（图)），通过对榴辉岩

的岩石学、矿物成分和峰期变质温压条件的研究，分

析和探讨了南大别变质块体的结构。

图) 研究区地质图［插图据./$0（)**1）修改］

E"(,) @6;7;("F$79$G;<?B64?#&0$36$，?B6"%463?<"(#36<3;9./$0（)**1）

) 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南大别高压榴辉岩带和超高压榴辉

岩带界线附近，地理位置处于大别山太湖县花凉亭

水库东端，出露面积约)==/9-（图)）。根据岩性组

合特征和变质温压条件的变化，全区自北向南分为>
个带：!带，主要分布于宋家湾—董家湾—周家岭以

北地区，组成岩石为绿帘黑云斜长片麻岩，为一单斜

层，面理倾向南 南南东，线理倾伏向为南东。超高

压榴辉岩多呈透镜体、层状产于该片麻岩中，共生围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H卷

 
 

 
 

 
 

 
 

 
 

 
 

 
 

 
 

 
 

 

 
 

 
 

 

 

  
 

 

 



岩为斜长角闪片麻岩和大理岩，常具有石榴石和绿

辉石变质分异成分层，其主要分布于金河桥附近。

!带，位于"带以南，梅树岭—茅屋店—水口—大坝

—青山以北地区，主要由花岗片麻岩组成，面理发育

程度不一，产状变化较大，总体南倾，线理则稳定发

育，倾伏向为南东。该带包含高压榴辉岩和超高压

榴辉岩，规模大小不一，大者约!"#$，小者几十厘

米，呈巨块状、条带状或透镜体产出，变形以紧密褶

皱为主。#带，主要由黑云母片麻岩组成，其间夹少

量的花岗片麻岩和云母片岩，分布于梅树岭—茅屋

店—水口—大坝—青山和王家冲—李家岭—张家湾

—范家湾之间，高压榴辉岩多以块状，层状形式产于

该片麻岩之中，共生围岩为斜长角闪片麻岩和片岩，

变形微弱。$带，位于研究区最北端，主要为含石榴

石的白云母片岩和二云母片岩，其间夹少量石榴角

闪岩团块，不含任何类型的榴辉岩，面理倾向南 南

南西，线理倾向南东。

$ 岩相学特征

文中的矿物名称的缩写依据%&’()（!*+,）。由

于本文主要依据峰期变质温压条件讨论榴辉岩的类

型，所以这里主要分析榴辉岩的峰期矿物组合，后期

退变组合暂不讨论。

!-" 超高压榴辉岩

此类榴辉岩的峰期矿物组合主要由石榴石、绿

辉石、多硅白云母、柯石英和金红石组成（图$.和

/）。石榴石呈他形 半自形，粒径约0-1%,##，内

部除含柯石英和金红石外，无其他包体，其中柯石英

高正突起，具放射状裂纹（图$.），石榴石边缘常形成

由2&345/和6(45/组成的“冠状”反应边；绿辉石

呈他形，粒径约!%1##，常被7849/45/组成的

后成合晶所替代；多硅白云母呈他形 半自形，粒径

约0-1%$##，常被6(45/组成的后成合晶所替

图$ 榴辉岩峰期矿物组合显微照片

:83-$ ;8<&=>?=(=@=A>’."#8B’&.C.@@’#/C.3’8B’<C=38(’@
.—超高压榴辉岩石榴石（D&(）中的柯石英（E=’）；/—超高压榴辉岩中石榴石、绿辉石（F#>）和多硅白云母（2?’）平衡结构；<—高压榴辉

岩石榴石中的早期矿物；G—高压榴辉岩中石榴石、绿辉石和多硅白云母平衡结构

.—<=’@8(’8B(?’3.&B’(A&=#H92I’<C=38(’；/—(?’’JK8C8/&8K#(’L(K&’=A3.&B’(，=#>?.<8(’.BG>?’38(’A&=#H92I’<C=38(’；<—(?’’.&CM
#8B’&.C@8B(?’3.&B’(A&=#92I’<C=38(’；G—(?’’JK8C8/&8K#(’L(K&’=A3.&B’(，=#>?.<8(’.BG>?’38(’A&=#92I’<C=38(’

代；金红石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见于石榴石包体中 呈他形，粒径约0-!%0-,##，另一种存在于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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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边缘形成榍石反应边。

!!! 高压榴辉岩

该类榴辉岩在朱家冲一带最为发育，是典型的

高压（“冷”）榴辉岩。其最显著的特征是石榴石具良

好的自形，早期矿物保存完好，并呈明显的环带状分

布（图"#），不含任何超高压变质矿物。峰期矿物主

要为石榴石、绿辉石、多硅白云母、蓝晶石、石英、金

红石和斜黝帘石（细小颗粒）（图"$）。石榴石多呈自

形，粒径约%!&’’，环带构造明显，含有大量的早

期矿物包体（图"#），边缘具()*+,-和./+,-的

反应边；绿辉石粒径约0!1!"’’，呈他形!半自

形，多以碎斑形式存在于基质中；多硅白云母呈他形

半自形，粒径约0!%!%’’，常形成./+,-组成的

后成合晶；蓝晶石具自形 半自形，粒径大小不一

（0!1!"’’），金红石主要存在于石榴石包体和基

质中，前者为早期组合，后者属于峰期组合，多呈他

形，粒径约0!"!0!&’’；斜黝帘石为自形，粒径细

小，约0!%!0!1’’。

1 峰期变质温压条件

本次研究对23块榴辉岩样品进行了电子探针

分析，其中超高压榴辉岩样品为"0个，高压榴辉岩

样品为"3个，并对这两类榴辉岩中的石榴石、绿辉

石和多硅白云母进行了成分剖面分析，矿物分析数

据见表%。矿物测试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电子探针分析实验室完成，仪器型号为

4,564,78&%，工作条件为加速电压%&9:，电子

束流"0;,。矿物结构式的计算是：石榴石以%"个

<、绿辉石以=个<、多硅白云母以%%个<进行计

算，其中石榴石和绿辉石的>?"+调整是采用电价平

衡方法计算的。

"!# 石榴石、绿辉石和多硅白云母成分剖面

从图1@和-可以看出，两类榴辉岩中的石榴石

显示了不同的成分样式。在超高压榴辉岩中的石榴

石（图1@），除100"’处的成分受裂隙影响之外，其

表# 太湖地区榴辉岩峰期矿物中石榴石、绿辉石和多硅白云母代表性成分 !.／A

$%&’(# )(*+(,(-.%./0(123*2,/./2-245%+-(.，23*6%1/.(%-7*6(-5/.(4+23(1’25/.(,/-$%/68%+(%

类型

矿物

样号

#带超高压榴辉岩 $带榴辉岩 %带高压榴辉岩

B)/ <’C (D? B)/ <’C (D? B)/ <’C (D?

EF%0 EF%0 EF%0 G.%= G.%= G.%= HF%% HF%% HF%%

7I<" 1J!"& &=!10 &"!"& 1K!J& &&!=% &2!KK 1K!0% &&!=1 &"!"2
LI<" 0!0& 0!0K 0!1" 0!%% 0!0& 0!"2 0!0J 0!02 0!%J
,M"<1 "%!=1 %%!J& "1!J" ""!"J K!02 "&!=% "%!33 K!J0 "=!K0
4)"<1 0!00 2!J1 0!00 0!%0 J!10 0!0& 0!00 =!2J 0!02
5*< &!33 0!%1 1!K" K!10 0!0K 2!&K =!&3 0!00 2!03
>?< "%!1" 0!0" "!&" "0!=3 0!00 1!"% "2!"% 0!0J "!02
5;< 0!2" 3!"0 0!0J 0!&1 3!1K 0!00 0!2J 3!=" 0!01
4@< %%!3= %%!%& 0!01 3!J& %%!12 0!00 J!=& %"!2& 0!00
N@"< 0!0% 3!31 0!"& 0!0" 3!J2 0!12 0!0" 3!"J 0!13
O"< 0!00 0!00 %0!03 0!00 0!00 K!0& 0!0" 0!0" %0!1%
总量 KK!"% KK!10 K1!"& %00!3% KK!== KJ!03 %00!3K KK!20 K=!%J
<C!P!Q %" = %% %" = %% %" = %%
7I "!K3 "!0% 1!&3 1!00 %!KK 1!&% "!KK "!00 1!22
LI 0!00 0!00 0!0" 0!0% 0!00 0!0% 0!0% 0!00 0!0%
,M %!KJ 0!&0 %!K0 %!KJ 0!1J %!K" %!K= 0!2" "!0J
4) 0!00 0!00 0!00 0!0% 0!00 0!00 0!00 0!00 0!00
>?1+ 0!0K 0!0% 0!00 0!0% 0!%3 0!00 0!0= 0!%0 0!00
5* 0!=3 0!1J 0!20 %!02 0!1K 0!22 0!3& 0!2% 0!20
>?"+ %!10 0!%1 0!%2 %!"K 0!0J 0!%3 %!2K 0!%0 0!%%
5; 0!01 0!00 0!0% 0!01 0!00 0!00 0!01 0!00 0!00
4@ 0!KJ 0!21 0!00 0!=1 0!22 0!00 0!3% 0!2J 0!00
N@ 0!00 0!&2 0!01 0!00 0!&2 0!02 0!00 0!&% 0!0&
O 0!00 0!00 0!J3 0!00 0!00 0!31 0!00 0!00 0!J=

总数 J!00 2!00 =!K1 J!00 2!00 =!J" J!00 2!00 =!K&

01%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图! 榴辉岩中主要矿物成分剖面

"#$%! &’()’*#+#’,)-’.#/0*’.(1#,(#,0-1/*#,02/’$#+0*
1、2和0为超高压榴辉岩中石榴石、绿辉石和多硅白云母成分剖面图；3、4和.为高压榴辉岩中石榴石、绿辉石和多硅白云母成分剖面图

1，21,401-0+502’()’*#+#’,1/)-’.#/0*’.$1-,0+，’()512#+01,4)50,$#+0.-’(678902/’$#+0*；3，41,4

.1-0+502’()’*#+#’,1/)-’.#/0*’.$1-,0+，’()512#+01,4)50,$#+0.-’(78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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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分剖面相对平坦，没有成分环

带结构显示，表明其形成温度较高，达到了均一化的

程度。高压榴辉岩中的石榴石则具有明显的进变质

环带成分特征（图)*），分为核、幔和边)个部分，其

中!"#自边部至核部逐渐降低，!&’则呈相反变化，

!$%显示了相对不规则的变化，但总体具有核部至边

部逐渐降低的趋势，!"(则呈现稳定平坦的特征。

相比较而言，两类榴辉岩中绿辉石成分剖面则

具有相同的退变环带特征（图)+和,），略有不同的

是退变程度不一致，其中超高压榴辉岩的绿辉石边

部-.)/和0’/轻微降低，"#1/略微增高（图)+）；高

压榴辉岩的绿辉石边部-.)/和0’/明显降低，"#1/

明显增高（图),）。在多硅白云母成分剖面中（图)%
和2），超高压榴辉岩的多硅白云母（图)%）发育完整

的退变环带，从核部到边部，345/逐渐降低；而高压

榴辉岩的多硅白云母则显示平坦的剖面特征（图

)2），表明后期的改造对其影响不大。

!6" 高压和超高压类榴辉岩的峰期变质温压条件

岩相学研究表明，高压和超高压榴辉岩的峰期

组合均包含石榴石、绿辉石和多硅白云母，这为进行

峰期温压条件的评价奠定了基础。利用789:&;<的

$%:"#交换温度计（=..4>’(,78%%(，?@A@；BCD%..，

?@EF；G8C#H，?@EE；-4，?@@5；G8C#H:I’J(’，1KKK）和

789:&;<:BH%压力计（L’9%8>M"’894(，?@@N）可以计

算得到平衡的温度、压力值（表1）。在计算峰期变质

温压条件时，矿物成分对的正确选择是十分关键的。

从矿物的成分剖面分析可以看出（图)），这些矿物具

有不同型式的环带。因此，在峰期矿物成分选取时，

对于超高压榴辉岩的石榴石成分，选取核部!"#相

对较高的部分，高压榴辉岩中的石榴石，由于具有前

进变质环带的特征，其峰期矿物成分选取边部高

!"#的部分（&’8>D%..!"#$6，?@@A）；而两类榴辉岩的

绿辉石则选取核部高-.)/和0’/的部分，该部分代

表了高O,组分，意味着压力最高（PC..’(,，?@EK）；超

高压榴辉岩的多硅白云母选取核部高345/的部分，

高压榴辉岩的多硅白云母则尽量选取中间高345/的

部分，这 些 部 分 代 表 着 峰 期 变 质 的 成 分（Q%.,%，

?@NA；"’>>C((%!"#$6，?@EA）。为了便于比较，本文

将!带中高压和超高压榴辉岩单独列出并用不同的

符号表示（表1和图5）。

由表1可知，=..4>’(,78%%(（?@A@）和-4（?@@5）

的温度计得到的温度最高，G8C#H（?@EE）的温度计计

算的 温 度 最 低，而 BCD%..（?@EF）和 G8C#H:I’J(’

（1KKK）的温度计得到的温度较为相近，并介于前三

者之 间。结 合 &’8>D%..等（?@@A）和 G8C#H:I’J(’
（1KKK）对于789:&;<的$%:"#温度计的分析比较，

本文将以BCD%..（?@EF）和G8C#H:I’J(’（1KKK）的温

度计计算的结果进行讨论。但是无论应用何种温度

压力计，这些榴辉岩的温压条件均显示了逐渐降低

的趋势。而在温压格子中（图5），这种连续的关系表

现得更为清晰，由超高压榴辉岩至高压榴辉岩，温

度、压力呈现出连续的降低，特别是!带的榴辉岩和

"带的榴辉岩连续性极好。

5 讨论

本文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榴辉岩的峰期变质温压

条件的研究，分析和探讨南大别变质块体的结构。

因此，合理地评价温度、压力的误差是十分重要的。

误差的来源主要有5个方面：#矿物成分对的选择；

$矿物分析误差；%温压计的精度误差；&石榴石、

绿辉石和多硅白云母的$%1/调整的误差，其中绿辉

石的$%1/调整对温度，压力计算影响尤为明显。但

笔者认为这些误差可以被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因

为本次研究的分析数据均在同一实验室完成；对不

同矿物进行了详细的成分剖面分析，合理地选择了

矿物成分对；应用不同的温压计进行比较，并采用了

相同的温度计（G8C#H，1KKK；BCD%..，?@EF）和压力计

（L’9%8>M"’894(，?@@N）进行温压条件评价；同时对

矿物的$%1/的调整均应用电价平衡方法。综合这5
方面的影响因素，根据榴辉岩的峰期的温压值求得

标准偏差，并进行相互比较（表1），确定其误差为

%RSK61K7B’，"RSNKT。

根据榴辉岩的峰期变质温压条件并结合其空间

的分布特征，可以看出自北向南，研究区内的榴辉岩

可分为5个逐渐降低的温压域（表1和图5），其中’
带中超高压榴辉岩为ANK(@FKT、)6F(56?7B’，!
带中超高压榴辉岩为NNK(AFKT、16A()6?7B’，!
带中高压榴辉岩为N5K(AEKT、16K(16A7B’，"带

中高压榴辉岩为FFK(NEKT、?6F(16)7B’。对照

图5和图F’、*可以看出，’带中超高压榴辉岩严格

位于石英／柯石英相变线之上，"带中高压榴辉岩位

于相变线之下，!带中的高压和超高压榴辉岩则分

别位于相变线两侧，并且与"带的高压榴辉岩呈明

显的渐变关系。不同的是!带中的超高压榴辉岩和

’带的超高压榴辉岩显示了一个压力差，但根据它

1)?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1F卷

 
 

 
 

 
 

 
 

 
 

 
 

 
 

 
 

 
 

 

 
 

 
 

 

 

  
 

 

 



表! 太湖地区榴辉岩峰期变质温压条件

"#$%&! ’&#(!"#)*+,-.-*+/*0&)%*1-.&/02*3"#-45#2&#
类型 样品 !!"#／$ "%&#’／()* !)+,／$ "%&#’／()* !-++／$ "%&#’／()* !./#0／$ "%&#’／()* !-12／$ "%&#’／()*

!带超

高压榴

辉岩

345 +’+ 67’5 +0’ 67,# "65 670# #6+ 67’" +2+ 67,’
341 #1’ 67"5 #2’ 67’# "+" 67,# 5210 67+2 ++1 67’"
340 #51 67++ +#1 67+0 """ 67’6 522# 072’ ++1 67+1
34, +65 67’6 +2# 67,+ "2, 676, ++’ 67", "+" 67,6
34’ #5# 0752 +#+ 072, "+5 67"" 521" 076, #5, 072#
34" #2+ 67+# +++ 67+0 ""# 67,’ 5220 0756 #55 67#2
34+ ++6 67,’ +’, 67,6 "’" 676+ #06 67’’ +05 67,2
34# +21 67+" "+2 67+1 ’"6 67," +0# 67#+ "’" 67"#
3452 #,+ 67’" #01 67’, +05 67,5 520’ 67"# #01 67’,
平均值 +#2 67"" +"2 67"6 "’2 67,0 #"2 67#5 +’2 67"1
误 差 0# 275" ,5 275" ,2 2756 ’# 2716 ’1 275#

"带超

高压榴

辉岩

891 "66 17+1 "52 17+5 ’5" 17"+ "6# 17+1 ’’# 17+2
89# "01 17"" "5# 17"" ’11 17"’ ",2 17"" ’+6 17""
8951 "02 17+2 "5" 17"’ ’1# 17’1 "0" 17+5 ’#+ 17"6
8956 +2+ 17"" "+’ 17"’ ’+5 17"’ +6" 17"" "0" 17"’
895’ "+0 17"# "’1 17"" ’’1 17"2 +2’ 17+2 "5’ 17"0
891, "’1 6720 "02 6721 ’,2 17#, ""+ 672, ’++ 17#+
891’ "#+ 672+ ""+ 672" ’#2 6722 +11 6752 "06 6720
891+ """ 6720 ",, 6720 ’,5 6721 +21 6720 "5" 6726
8962 "+2 672# "," 672’ ’,’ 17#1 +2+ 6756 "06 6720
8965 "’5 17"# "6# 17"" ’0# 17"5 ""0 17+2 "20 17",
8961 "#0 17+1 ""6 17+1 ’+2 17+1 +5’ 17+1 "52 17+1

平均值 ""5 17+# "0# 17++ ’,6 17+1 "+# 17#2 "55 17+’
误 差 1, 2750 1’ 2750 10 2756 66 275, 1’ 2756

"带高

压榴辉

岩

896 "16 17’2 ’## 17’5 ,#1 17’1 "16 17’2 ’05 17’5
890 +5, 17,2 "#5 17,5 ’6, 17,5 +02 17,2 "1+ 17,5
89, "#0 1720 ""1 1720 ’,1 1726 +21 1720 "1" 1726
89’ +56 172# "#6 1752 "22 175’ +1" 172+ "6+ 1756
89" ",5 17,# "1’ 17,0 ,#+ 171" "’5 17’5 ’#" 170+
89+ +’" 17"6 +0, 17"5 "2, 17," #16 17"+ +6+ 17"2
8952 "’# 175, "0" 1750 ’’0 1751 ""2 175, "20 1756
8955 "’+ 17,1 "0" 17,5 ’’2 1700 ""+ 17,6 ’#+ 170"
895" +20 17’" "+6 17’" ’+0 17’" +1# 17’" "0+ 17’"
895+ "0# 17,5 "1" 17,5 ’0, 17,5 ",5 17,5 ’’, 17,5
895# +1" 17,6 +2, 17,6 ’#2 17,2 +,# 17,0 """ 17,1
8912 "6, 17’+ "56 17’’ ’65 17’2 "6’ 17’+ ’"" 17’0
8911 +1# 17,1 +2" 17,5 ’"1 170, +’1 17,0 ""0 17,2
8966 +2’ 176+ "+0 176# ’’# 1702 +1" 176+ "02 176#
8960 "6# 170’ "5, 1700 ’5# 176" "02 170’ ’’" 1702
896, "52 176# ’+’ 176# ,"# 176’ "26 176# ’05 176"

平均值 "+5 170’ ",# 170, ’,2 1705 "#’ 170" "5’ 1700
误 差 0, 2715 0, 2712 6+ 275# ’2 2715 ,0 2712

#带高

压榴辉

岩

:45 ’60 57,2 ’55 57,2 ,6’ 57,5 ,#5 57,2 ,,# 57,5
:46 ’’’ 57+2 ’06 57+2 ,,6 57+5 ’6, 57+5 ,+0 57+5
:4’ ’5+ 57’0 ,#, 57’, ,1, 57"2 ,"’ 57’" ,6, 57"2
:4+ ’6+ 1722 ’5" 1725 ,,2 1720 ’26 1721 ,,, 1720
:4# "05 57"# "5# 57"# ’52 57"# "1" 57"# ’’1 57"#
:452 ’6" 175" ’5" 175’ ,0+ 1750 ’25 175’ ,," 1750
:455 "5+ 1750 ’#" 1750 ’15 1756 "2, 1750 ’0+ 1756
:451 "56 171# ’#2 171+ ,## 1710 "26 171# ’0’ 171’
3456 ",2 175’ "1" 175, ’1# 1752 "0+ 175, ’"6 1751
:450 ’’6 57#, ’02 57#, ,,# 57#6 ’6, 57#, ,#+ 57#0
:45, ’"2 57#’ ’0, 57#’ ,06 57#" ’01 57#’ ,++ 57#’
平均值 ’"" 57#0 ’,, 57#0 ,"2 57#0 ’,5 57#, ’22 57#0
误 差 0’ 2710 0’ 2710 6" 2711 ’2 2710 0# 2716

!"#：!;;/<*=>(?@@=（5#"#）的(?ABCDE温度计；)+,：)FG@;;（5#+,）的(?ABCDE温度计；-++：-?FHI（5#++）的(?ABCDE温度计；./#0：./（5##0）的

(?ABCDE温度计；-12：-?FHIBJ*K=*（1222）的(?ABCDE温度计；%&#’：%*A@?<L&*?A/=（5##’）的(?ABCDEB)I@压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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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太湖地区榴辉岩峰期变质温压条件图

"#$%! !"#&’()*(+),-./(01.(/-).#2.-*3’)*+(.-2’($#)-*#451#,31.-1

们均含有柯石英的特征，可以确定两者都经历了超

高压变质作用，应属于同一块体。同时依据这些榴

辉岩的平均温压值，可以确定出!个温度压力点，并

拟合出一条近于67／8/的“地温梯度”线（图61和

0的虚线），据此构建了榴辉岩板片初始的俯冲状态。

由图62可知，其最初相当于一个完整的连续板片，

其中9:;带等同于!带，位于榴辉岩板片的最前

端，俯冲最深；:;带等同于"带，位于榴辉岩板片的

最后端，俯冲最浅；:;／9:;带则对应于#带，可能

相当于高压和超高压榴辉岩组成的“混合”带，俯冲

深度介于前两者之间。<3),0-.)等（=>>>）曾经在挪

威?-*)-.4@4-#**A-$#(4地区确定该“混合”带的存

在，并认为其可能相当于高压至超高压的“相变带”。

尽管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其是一个“相变带”，

但是从温压条件、高压和超高压榴辉岩的空间分布

特征看，其至少应当是高压块体和超高压块体的界

限带，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断层。由于俯冲深度的不

同，该带的高压榴辉岩的温压条件高于"带的高压

榴辉岩，而超高压榴辉岩温压条件低于!带的超高

压榴辉岩。

实际上，如果不考虑#带榴辉岩的存在，B81C
（DEEF）和<1.*G-’’等（DEEH）的观点是合理的。但由

于研究程度和区域的差异，他们缺乏#带榴辉岩的

样品详细研究资料，并没有意识到温压渐变的趋势。

对比我们目前的研究结果，南大别变质块体具有区

域上的温压渐变特征，其应当是一个连续的块体，并

不是简单地由高压和超高压块体组成的单元。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各变质带中榴辉岩的压力

差的存在。从榴辉岩的平均压力值来看（表=），!带

超高压榴辉岩的平均压力为F%H=@;1，"带高压榴

辉岩的平均压力为D%E!@;1，而在研究区（图D），两

者的最大平面距离最多I$D>8/，扣除温压误差的

因素（J>%=>@;1，JK>7），两者压力差可达D%=
@;1，大约F>$!>8/地壳的厚度的丢失。即使是相

邻榴辉岩之间的压力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例如，

LMF6和LMD=、LMK和LM=、LM6和LMI之间，压力

差分别为>%F@;1、>%H@;1和>%I@;1。因此，单纯

从连续的观点（?14$$%&’%，DEE=）是无法解释目前

榴辉岩的分布状态。通过野外地质填图和观测，可

以 发现研究区内的榴辉岩多是以块状、层状或透镜

!FD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6卷

 
 

 
 

 
 

 
 

 
 

 
 

 
 

 
 

 
 

 

 
 

 
 

 

 

  
 

 

 



图! 榴辉岩峰期变质温压条件渐变图（"、#）（虚线是一条近于!$／%&的“地温梯度”线）、榴辉岩板片俯冲状态

示意图（’）和榴辉岩板片折返状态及压力 地理位置变化示意图（(）

)*+,! -./0123425+6"(7"1!"#+6"(*/835263./0/"%!"#’28(*3*28425/’12+*3/4（""8(#，3./("4.1*8/*4"6/5/6/8’/‘+/23./6&’

25!$／%&），3./4*&01*5*/((*"+6"&526/’12+*3*’41"#(76*8+47#(7’3*28（’）"8(3./4*&01*5*/((*"+6"&526/’12+*3*’41"#
(76*8+/9.7&"3*28"8(!:;01234（(）

体产出，变形强烈，与围岩呈构造接触，并且!带中

高压和超高压榴辉岩呈混乱分布，如<=>?和<=>>
高压榴辉岩位于超高压榴辉岩北部（<=>?），而<=@
和<=>A超高压榴辉岩则位于南部。这些现象表明

榴辉岩板块在折返的过程中经历了强烈的缩短，导

致了压力差的存在。如图!(所示，由于构造缩短作

用，自北向南超高压带、高压／超高压“混合”带和高

压带被挤压缩短成一个块体，其中高压／超高压“混

合”带由于处于中间地带，致使高压和超高压榴辉岩

无序“混合”产出，反映在压力 地理位置图中（图

!(），压力变化总体上显示北高南低的渐变特征，但

因缩短作用，各变质带之间和局部块体之间表出明

显的压力差特征。这种温压的区域变化的特征向西

可以延伸到红安地区，B*7等（A??C）根据榴辉岩的峰

期变质温压条件，建立了数条变质带，认为这些变质

带具有区域上渐变特征，并在折返过程中经历了强

烈缩短和叠置。尽管对于造成这种缩短的运动学的

精细 过 程 并 不 是 十 分 清 楚，但 是 无 论 是)"76/等

（>@@@、A??D）的不同板片下插堆叠模式，还是E"’%/6
等（A???）整体的俯冲和折返模式，都具有强烈缩短

!D>第A期 石永红等：南大别太湖地区榴辉岩峰期变质温压条件及所揭示的构造含义

 
 

 
 

 
 

 
 

 
 

 
 

 
 

 
 

 
 

 

 
 

 
 

 

 

  
 

 

 



的过程。因此，现今榴辉岩的空间分布特征反映的

是后期折返至地表的状态。

! 结论

（"）根据研究区榴辉岩峰期变质温压条件及其

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表明，南大别变质块体是由超

高压带、高压／超高压“混合”带和高压带构成的。自

北向南，其温度压力逐渐降低，显示了一种连续的特

征，但这种连续性反映的是板片俯冲时状态。其中

高压／超高压“混合”带是本次研究确定的，其形成环

境相当于高压至超高压过渡的变质条件，由高压和

超高压榴辉岩构成。

（#）超高压带和高压带之间的压力差，不同变

质带中榴辉岩之间的压力差，以及这些榴辉岩的无

序分布特征，与围岩呈构造接触的关系表明，南大别

变质块体经历了强烈的缩短，现今榴辉岩的分布特

征反映的是折返至地表的状态。

!"#"$"%&"

$%&’"(()’$*+,%-%./.012+34*/+1567%/.89*.:+/+;+#<5=3+:>
624/3+3+.12+*?.?+1+*［@］’A./1*%BC1%./1. =%/+*47.39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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