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早前寒武纪地层分布区进行各种中、小比例

尺地质填图，如何进行太古宙地层的划分和对比，是

一项十分关键的基础性工作，它直接影响到区域地

质调查的质量和对区域地质背景的正确认识。因此，

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十分重要。

太古宙地层的层序、岩性组合和变质作用等特

征及产出状态与显生宙各纪地层有很大的不同，因

而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别。太古宙地层（表

壳岩）除少数单独分布外，大多数与大量的!!"岩

系和各种变质的花岗质岩石相伴生，经常叠加有不

同类型的混合岩化作用，有的还伴有不同程度的深

熔作用。原岩已普遍遭受区域变质作用，变质程度大

都高达角闪岩相至麻粒岩相，有的还遭受退变质作

用，岩性变化大。由于各种褶皱构造、多期变形和各

种韧性剪切作用的叠加，地层中构造也十分复杂。地

层本身大多数显示成层无序、透镜状、条带状残体，

顶、底界线和层与层之间的关系往往不很清楚。有的

地层虽然成层有序，层与层之间往往显示构造接触。

此外，岩石中完全缺乏化石证据，地层时代只能依靠

同位素定年加以判定。凡此种种，都说明太古宙地层

研究的复杂性，具有很大的难度。

太古宙地层划分，难以采用地层叠置律来进行，

在学术上必须采用岩石—地层—构造三位一体和多

种地质事件互相制约的新思路# 辅以多种新技术新

方法特别是同位素定年作为依托，才能取得较好的

结果。在太古宙地层研究中，注意判别以下$个问题，

是取得较好结果的关键。

% 力争弄清“单斜”地层中是否存在

复杂的同斜褶皱

太古宙地层除少数特例外，大都经受过强烈褶

皱。由于经受长期的抬升和近地表的剥蚀，褶皱转折

端常被剥蚀殆尽，所以野外所见的垂直地层剖面中，

往往呈现地层产状单一、倾斜较陡的单斜地层假象。

&’世纪(’年代至)’年代初，许多地质工作者大都将

区域片麻理作为单斜地层的层理处理，因此出现太

古宙一个地层单元往往厚达) ’’’*+ ’’’ ,甚至几万

米。这样就歪曲了实际的构造轮廓，大大夸大了地层

厚度。近年来经过新一轮%-(万区域地质调查，弄清

了区域片麻理在有的地层中并不代表地层产状，而

是对原始地层构造置换的结果。上述现象在不少地

区得到了纠正，有些“单斜”地层实际上是同斜紧密

褶皱两翼造成的错觉，这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上都

是很大的进步。

太古宙地层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沈其韩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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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产状错判问题的正确解决，在学术思路上

要求有岩石—地层—构造一体的新概念。在实际地

层剖面研究中，当出现巨厚的“单斜”地层时，不能被

表面现象所迷惑，首先要以构造的眼光来判别这些

“单斜”地层中的片麻理是否代表了层理？层理和片麻

理是否有一定交角？代表地层的产状是否存在规律的

还是无序的变化？岩层或岩层组合是否有重复现象？

在垂直剖面上地层产状似为等斜、但是在平面上是否

有收敛的迹象？有否可作为标志层的特定层位？等等。

观察地层一定要从三维方向全面考虑，有条件时最好

测制小范围的大比例尺地质图。这样，褶皱形态就会

被较好地勾画出来。近年来在区调工作中，已有不少

地质工作者总结出许多经验可以参考［#$%，##］。

! 正确判定某些岩石类型及其属性

在不少条带状地体中，常常见到呈区域性分布

的片麻岩，其片麻理在较大范围内基本一致，产状变

化不大。岩性基本上以长英质为主，其中常有些由铁

镁质矿物（或组合）组成的暗色条带，断续分布。在这

种地区如何正确区分变质表壳岩 （包括变质火山

岩）、各种混合岩和变质深成岩体（包括&&’）是一个

十分艰巨的问题。此外，在深变质岩区，有些基性脉

岩受到构造平行化后，也很难与基性火山岩相区别。

正确掌握和合理应用这些岩类的基本特征［($#"］

和野外、室内区分标志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实际操

作中，有时仍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不断积累经验。

在!"世纪)"$%"年代，不少中、深变质岩区的#*+
万和#*!"万区调工作，将变质花岗质岩划归混合岩

与混合花岗岩，大大地扩大了混合岩的范围，并且将

它们作为地层处理。近年来由于&&’岩系的识别方

法的引进［($,］，对变质花岗岩的认识有了提高，把应

属变质花岗岩的岩石从地层中划分了出来；但是有

的又矫枉过正，又把&&’和其他变质花岗岩的范围

扩大化，基本上否认了混合岩的存在，从一个极端走

向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确实还存在一些混合岩，

需要认真加以鉴别。

混合岩与变质深成岩的区别，一般有以下几点：

（#）宏观上，变质表壳岩经混合岩化后，表壳岩、

混合岩、混合花岗岩有较清楚的渐变过渡关系，如在

混合岩化表壳岩中最初显示与变质表壳岩片理平行

或斜切的脉体（花岗质或长英质），逐步过渡到条带

状、渗透状、雾迷状等各种形态的混合岩，最后达到

较均匀的混合花岗岩；（!）在混合岩中必须有与之相

关的变质表壳岩的残留体存在，它们之间应显示渐

变过渡的痕迹；（-）在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成分上，

钾、钠、硅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其他元素组合特征更

加接近变质表壳岩；（.）在显微镜下，可以见到原变

质表壳岩的部分组成矿物有被交代或重组的迹象；

（+）副矿物锆石如果具有碎屑锆石的晶形特征，也有

助于确定混合岩来自变质表壳岩。

变质深成岩体往往具有区域性片麻理，产状与

变质表壳岩基本上一致，组成一个巨大的层状体，与

变质表壳岩之间一般不具有接触变质带，但偶尔也

出现很窄的边缘混合岩带。只要仔细观察，有时也隐

约见到不协调的隐蔽侵入接触；岩石的结构构造特

征有一定的差距，岩体中可见有多种变质表壳岩俘

虏体，它不具残留体特征，其片理方向往往与片麻理

不一致；有的俘虏体边部有受岩体影响而产生的退

变质反应；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特点往往具有一般

岩体的特征［#"］，有些岩体的/01和!23值均能显示幔

源或幔源与地壳混染的特征，在显微镜下保留有半

自形的花岗结构等等。

有的学者把变质深成岩统统称为&&’或灰色

片麻岩，这是不严谨的。的确有一些变质深成岩中出

现&&’岩系，也有不少并不属于&&’岩系。所以应

该按照火成岩国际命名方案命名［,］。灰色片麻岩没

有确切含义，建议在正式文章中避免使用。

有些细粒长英质片麻岩，原岩是酸性火山岩还

是深成酸性岩体，具体划分有较大难度。在实际工作

中，应该多注意这些岩系的区域分布、整体岩系的组

合类型、岩石化学、地球化学特征、显微镜下结构构

造特征，对这些特征进行综合对比研究，才能得出较

正确的结论。

- 多期变形叠加以及与变质作用相

联系的问题

深变质岩区构造十分复杂。除大的区域性褶皱

外，岩石还可能遭受过多期变形。多期变形叠加是一

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现有变质岩区已经开展了较多

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问题在于，究竟该

怎样将每一期变形与变质联系起来，两者是否都能

联系？有人将每一次变质作用都与一次变形作用对

应起来，即有几次变质就有几次变形，这是理想化的

处理，在概念上比较混乱，很容易将研究引入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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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指的变质，应该是区域变质作用。一次区

域变质作用，代表一个大的期次，由初始变质至终期

变质可能经过很漫长的时间，其间可以分出不同的

变质阶段。例如初始变质阶段、峰期变质阶段、终期

变质阶段等。在区域变质作用期间，可能曾发生多次

变形，早期变形可能与初始或主期变质作用同步或

配套，有的则与峰期变质相配套。但是这些变形可能

都发生在一次大的区域变质作用范围内，谈不上多

期变形产生多期变质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

些局部性的变形并未产生区域变质或产生局部的退

化变质，与区域变质作用可能无成因上的联系。因

此，在具体研究中，要力争弄清楚变形与变质之间的

关系，分清主次，合理配套，不能想当然地搭配。

# 地层定年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由于太古宙地层普遍已遭受中、深程度的变质

和复杂的构造变形，不具备完整的地层层序，有的呈

岩片分布，又缺乏化石依据，因此应用同位素方法定

年是确定其时代的重要手段。现有不少同位素定年

手段，各有其特定的优点和缺点。合理选择测年方法

和精确测定，是正确确定地层时代的关键。

!$世纪%$&’$年代，比较多地采用()*+法。由于

地层岩石变质较深，效果一般不好。后来多用全岩

,-).+法，测得的大都是变质年龄。以后较多地采用

全岩./)01等时线法测年，这是测定古老变质岩石

时代的一种较好的方法。但是，深度变质岩石中的稀

土元素有时也有迁移、活动，岩石中的矿物组分往往

也有多期次的改造和转变，因此测定的年龄也会有

年轻化的现象。目前应用单颗粒锆石定年比较普遍，

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且方法多样，例如锆石

2)3-等 时 线 法 、 化 学 法 、 蒸 发 法 、 离 子 探 针 法

（.4,563）等等。锆石蒸发法方法简单，费用便宜，

但数据有时不一定可靠，需与其他测定方法进行比

较，国外有人认为不宜使用。根据本人的实践，作为

普查性的测定，仍然有其可取之处。锆石2)3-等时

线法，是以往应用最广的一种方法。上述两种方法适

用于成分单一的不具有环带的锆石的定年，效果较

好。离子探针法可用于锆石微区定年，更适合于具有

环带和复杂结构构造锆石的精细定年，精度和准确

性最高，其应用愈来愈广。最近的研究，认识到变质

岩中锆石有可能经历了铅的扩散丢失作用，晶格损

伤导致的退晶化作用，深熔和混合岩化作用以及重

结晶作用。这些作用，对锆石计时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7!］。因此应用锆石定年之前，

一定要先对锆石采用阴极发光仪和 8 或电子探针背

反射图象等测定，弄清其内部结构特征。有的锆石具

有岩浆成因的生长环带，有的环带是经历了复杂的

生长历史造成，可能形成于不同阶段或时代。有的锆

石核心呈碎屑状，代表早期的继承性锆石，中间环带

和外部环带可能形成于不同的变质时期。有的锆石

的不同环带中赋存有不同的变质矿物组合，一般要

进行激光拉曼光谱研究。例如苏鲁—大别地区与榴

辉岩伴生的片麻状花岗岩的部分锆石环带中出现高

压超高压矿物组合，对判别片麻状花岗岩曾经历过

高压超高压变质作用有特殊的意义，对高压超高压

变质作用的形成时代，也有重要价值。总之，对锆石

进行详细的成因矿物学和内部结构特征的研究之

后，再做定年是个重要的步骤，不能忽视。

太古宙地层和古元古代地层中还有一些规模较

大的碳酸盐岩地层，用上述方法测年一般难以奏效。

有的地质学家曾尝试用,-).+法和3-)3-法测定其年

龄。采用3-)3-法要求碳酸盐岩不能太纯，不纯碳酸

盐岩样品效果较好。目前应用此法成功率较低。其

原因在于既有碳酸盐岩样品均一化程度的问题，也

有方法上的问题，尚有待于改进。

在定年样品的采取方面，不能仅仅限于地层岩

石本身，还要注意同时采取侵入地层中的不同期次

的各种基性至酸性侵入岩体或岩脉，以及与深变质

作用有关的深熔花岗质及 8 或长英质脉体，或者被变

质地层所不整合覆盖的花岗质脉体。这样获取的不

同地质体年龄数据，可以用来制约地层的上、下限。

大量的同位素年代数据取得后，还有一个合理

应用的问题：（7）要弄清楚每种年龄数据的含义及其

精确度，注意多种方法所得数据的相互比较，其中精

确可信的年龄数据是第一位的；（!）要剖析地层的赋

存地质背景；（9）同位素年龄数据和地质背景密切结

合，综合研究，这样才能得出合理的地层年龄数据或

者其上、下限范围。

此外，也有人采用*+)*+方法用于地层岩石定年

研究，不过往往难以成功。*+)*+方法目前较多地应

用于冷却速率和抬升速率的研究，效果较好。利用

,-).+法作为变质地层岩石的变质作用时限的研究，

只要岩层未经历过多次变质变形，也未蚀变，岩石新

鲜，有时仍有一定的效果。

沈其韩：太古宙地层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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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岩石单位的定名问题

在有的深变质岩分布区，有时可见到一种大面

积分布的片麻状岩石，由薄层的变质表壳岩（亦具

片麻状）和花岗质片麻岩组成层状的岩石体，延长

可达数千米至十余千米甚至更长，也有一定厚度，

可在$%#万地质图上画出。但单层厚度往往很小，不

足于在地质图上画出。

两种岩石之间未见有混合交代现象，而更像是

花岗质脉岩的侵入岩带，笼统地称为混合岩，依据又

不足，作为一个地层的岩石单位，最好称之为&&杂

岩，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层单元处理，比较合理。

’ 正确区分变质火山(沉积地层层序

和构造接触问题

如前所述，条带状地层部分显示层状有序，大部

分则呈层状无序。在层状有序的地层中，要特别注意

其层状序列。太古宙地层大部分由火山(沉积地层经

变质而成，也有部分属于完全的沉积地层。它们虽然

已经经受不同程度的变质，岩石名称和岩石的矿物组

合已有很大改变，不过只要仔细观察其面貌，仍能恢

复其火山(沉积时的基本特征，进而研究其火山(沉

积环境，推断其形成时的大地构造环境。关于原岩恢

复的标志方法问题，已有不少专著进行了论述，可以

参考，这里不再赘述。至于层状无序的岩石地层，要恢

复原来地层层序，有许多实际困难，只能尽力而为。

关于变质地层中的构造接触问题，以往被忽视，

实际上在变质地层的层间以及上下顶底之间，十分

发育。只要仔细判别，会有发现。特定的层与层之间

或每一个单元之间常见有逆冲断层，或平移断层，或

者出现宽度不一的糜棱岩化带。这些情况的出现对

该岩层是否属于正常层序，都会有助于给予合理的

解释和判断。因此对变质地层中出现的构造问题一

定要十分重视并研究解决，这对地层层序的正确建

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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