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苍山位于云南西北部，大理市西，大地构造位

置恰是扬子陆块与甘孜—理塘构造带及金沙江构造

带的交接部位。岩石变形变质强烈，主体部分为元古

宇基底变质岩系，东西两侧为三叠系浅变质岩。近年

在开展!"#万漾濞县幅区域地质调查中于点苍山西

坡漾濞县脉地乡李子坪村发现一个超镁铁岩群!，岩

性单一，均为变质橄榄岩，围岩是一套含基性火山岩

的中浅变质岩系，这套岩石组合具有蛇绿混杂岩的

特征，应是晚古生代金沙江蛇绿混杂岩带的一部分。

该超镁铁岩原!"$%万永平幅已有记述，但被误为接

触变质的“镁质夕卡岩”"。

! 区域地质概况

李子坪蛇绿混杂岩位于点苍山变质带西部。该

变质带的中深变质岩由两个构造岩片组成。西部岩

片名沟头箐岩群，变质强度达角闪岩相，&’()*全

岩等时线年龄为$ +%,-.；东部岩片为苍山岩群，变

质 强 度 为 高 绿 片 岩 相 ，&’()*模 式 年 龄 为! %%%/
! +0$-.［!/$］。蛇绿混杂岩南部与上三叠统地层呈断

层接触，北部和东部被古元古宇沟头箐岩群逆冲推

覆所盖（图!）。图$是李子坪蛇绿混杂岩剖面，各岩性

段的岩性如下：

!1绿泥绢云片岩

$1二云石英片岩、斜长变粒岩，含少量石榴石、十字石

21斜长角闪岩、角闪斜长变粒岩、角闪黑云片岩，含少量

石榴石

+1绿泥石英片岩、变质橄榄岩、斜长角闪岩及变质钠长花

岗岩

#1绿泥绢云千枚岩、绿泥石英片岩夹少量大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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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漾濞县李子坪蛇绿混杂岩区域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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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第四系；K—L—侏罗系—白垩系；M2!—上三叠统麦

初箐组；M2"—上三叠统三合洞组；M2#—上三叠统歪古

村组；5H$—上古生界；N!$—下泥盆统青山组；

5C!%& —中元古界苍山岩群；5C!’(—古元古界沟头箐

岩群；#—超基性岩；!—正断层；$—逆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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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李子坪蛇绿混杂岩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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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岩性段中第!岩性段变质较深，达低角闪岩

相。第?和第@岩性段变形强烈，发育紧闭褶皱。这套

中浅变质岩系的原岩应是含基性火山岩的复理石沉

积。就其岩石组合、变形变质特征与周边的元古宇苍

山群及上三叠统均难于对比，但与同一构造带北部

的德钦吉义独一带的石炭—二叠系极为相似，故时

代定为<4!。

! 岩相学特征

（#）变质橄榄岩：呈脉状，走向西北，单个岩体宽

?ABCA6，与围岩构造接触，边缘常具碳酸盐化。矿物

成分为橄榄石DAEBFAE，滑石#AEB!AE，蛇纹石#AEB
!AE，少量斜方辉石、单斜辉石、水镁石、透闪石及磁

铁矿。从矿物成分及岩石化学看，其原岩是二辉橄榄

岩和方辉橄榄岩。与世界典型的变质橄榄岩一样，岩

石变形较强，具片理化、糜棱岩化。橄榄石形成碎斑、

滑石、蛇纹石及粒化的橄榄石绕碎斑呈流状构造。橄

榄石粒径一般#66左右，少数达D66。大多压扁拉

长，轴比达#G@。晶内发育波状消光，化学成分见表#，

$AHIIB"#，属贵橄榄石到镁橄榄石。斜方辉石（顽辉

石）呈柱状，粒径#BD 66，晶内具波状消光，常蛇纹

石化和滑石化，化学成分见表#。

（!）斜长角闪岩：分布于剖面第?、@岩性段中，厚

者达百米，薄的仅几厘米夹于绿泥石英片岩中。矿物

成分为普通角闪石CIE，中长石!AE、石英IE、磁铁

矿!E，原岩可能是基性火山岩。

（?）变质钠长花岗岩（绿泥钠长片岩）：出露宽约

CA 6，呈脉状，矿物成分为钠长石D!EBDDE、石英

?AE、绿泥石#DEB#IE，无钾长石。钠长石呈半自形

板状，粒径A’@B#66；石英它形粒状。岩石具糜棱岩

化，石英多塑性变形呈带状，钠长石也被压扁拉长，

故强变形地段常定为绿泥钠长片岩。这一岩石相当

于蛇绿岩中常见的大洋斜长花岗岩。

（@）绿泥石英片岩：分布于第@、D岩性段中，岩石

具薄层条带构造，与硅质岩相似。矿物成分为石英

CAEBI@E、斜长石?EB#AE、绿泥石CEB#AE、绢云母

!EBCE，未见锆石等副矿物。石英呈不规则齿状交生

结构，粒径A’A?BA’# 66。上述特征表明其原岩可能

是硅质岩［?］。

? 岩石化学及地球化学特征

表!是变质橄榄岩、斜长角闪岩及变质钠长花岗

岩的岩石化学、稀土元素及微量元素的分析结果。

（#）变质橄榄岩：从表!可看出，李子坪变质橄榄

注：湖北省地矿局实验研究所分析，仪器J9KL—F??，氧化物含量为重量百分比MEN。

表 ! 橄榄石、斜方辉石成分

!"#$% ! &$’(’)% ")* +,-.+/0,+1%)% 2+3/+4’-’+)4

编 号 矿物名称 "#$% &#$% ’(%$) *+$ ,-$ ,.$ /0$ 10%$ 2%$ /3%$) 合计

456 7 %86! 7 !9 橄 榄 石 :! ; )8 < ; <) < ; <! 6 ; 8< < ; !! 9< ; <9 < ; <! < ; <) < ; << < ; << !<< ; !=
456 7 %8=) 7 > 橄 榄 石 :< ; 9% < ; <! < ; <! !! ; !! < ; %= :> ; 68 < ; <% < ; <! < ; << < ; << == ; 6<
456 7 %86! 7 !: 斜方辉石 96 ; !6 < ; <9 < ; !6 9 ; 68 < ; !) )9 ; <) < ; <: < ; <% < ; << < ; <6 == ; 9:
456 7 %86! 7 !9 斜方辉石 9> ; =! < ; <% < ; !) 8 ; :! < ; !9 ): ; >: < ; <9 < ; << < ; << < ; <) == ; :%
456 7 %8=) 7 > 斜方辉石 9> ; )9 < ; <! < ; !< 8 ; => < ; !: ): ; 99 < ; <8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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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李子坪蛇绿混杂岩稀土元素分布型式

$%&’ # ()) *%+,-%./,%01 23,,4-1+ 05 ,64 7%8%2%1&
026%09%,%: ;4931&4

<=#—变质橄榄岩；>—斜长角闪岩；?—钠长花岗岩

注：序号@引自莫宣学等，<AAB；序号C、B引自张旗等，<AA!；稀土元素、微量元素单位为（<"D@），其他的为EF由湖北省地矿局

实验研究所分析。

岩与大洋中脊二辉橄榄岩和世界变质橄榄岩平均

值 相 比 ，富G9!H#、I%H!、J!H，贫K1H、L3H及M3!H，

这种富N%、G9、I%和J的特征与同一构造带中的德钦

吉义独、新平双沟的变质橄榄岩相近［>=?］。

李子坪变质橄榄岩的())较富集 （<’B@O<"D@=
B’B<O<"D@），虽然#件样品的稀土总量差异较大，但分

布图型都十分相似。均为轻稀土富集型，（L4 P Q.）MR
<’>C=?’>!，曲线右倾，)/有较明显的负异常，!)/R
"’?>="’@#（图#）。

微量元素富L-、M%，贫N:，与丁青、德钦、双沟等

地的变质橄榄岩相似。富大离子亲石元素（(.、N-、
S3），与双沟更接近［>］。

（!） 斜 长 角 闪 岩 ： 岩 石 化 学 以 低N%H!、J!H及

T!H?， 中 等 的I%H， 偏 高 的G9!H#， 偏 低 的K&H及

M3!HUJ!H为特征。许多组分都与世界典型的洋脊

玄武岩接近，与德钦吉义独洋脊玄武岩更相近。极

低的J!H是洋脊玄武岩一个较为可靠的标志［@］。

斜 长 角 闪 岩 的())中 等 富 集 ，7())略 富 集 ，

（7()) P V())）MR<’>A，稀土分布曲线右倾，)/明显

正异常（!)/R<’>#）（图#）。

（#）变质钠长花岗岩：岩石化学成分为高氧化

硅、中等的铝、低铁、镁和低钾（表!）。与塞浦路斯特

罗多斯蛇绿岩中的斜长花岗岩相似。标准矿物的正

长石分子为<’">E，也符合(、W科尔曼大洋斜长花岗

岩标准正长石分子通常低于>E的论述［C］。

())总量较高（<@<’#>O<"D@），7())明显富集，

表 ! 变质橄榄岩、斜长角闪岩、变质钠长花岗岩化学全分析和稀土元素、微量元素分析
!"#$% ! &’$( )*%+,)"$ "-"$./,/ "-0 122 "-0 34")% %$%+%-3 "-"$./%/
56 +%3"7%4,053,3%/，"+7*,#5$,3% "-0 +%3"+547*5/%0 "$#,3% 84"-,3%

序号 样品号 岩石名称 "#$! %#$! &’!$( )*!$( )*$ +,$ +-$ ./$ 0/!$ 1!$ 2!$3 "$( 4!$ 5 4!$ 6 灼减 总量

7 89: 6 (3 6 ( 变质橄榄岩 ;( <;= > <!! ! <3; ; <(( 3 <?! > <>3 (= <@; > <@7 > <>> > <>> > <>; > <7> ! <3@ > <(> ; <(= 7>> <7@

! 89: 6 !?@( 6 3 变质橄榄岩 ;( <:= > <:= 7 <:? ! <>= = <7> > <>? (= <=@ 7 <@7 > <7> > <7: > <7? > <(: ! <:> > <(; ( <?? 7>> <>7
( 89: 6 (?:7 6 ; 变质橄榄岩 ;> <(; > <(7 ! <>3 ( <!3 ; <7( > <>? (: <3! > <@@ > <7> > <;: > <>; > <7= : <3; > <:7 @ <?! 7>> <>?
; 89: 6 (; 6 !7 斜长角闪岩 ;3 <:: ! <(( 7: <3; @ <;: ( <3: > <73 ; <>7 77 <!@ 7 <>; > <(= > <7? > <@! 7 <>@ > <!> 7 <;> 7>> <?=
3 89: 6 !?@( 6 7 变质钠长花岗岩 ?: <@; > <;> 7; <:? 7 <7? ! <(7 > <>! 7 <?= ! <7: 3 <;( > <?@ > <7> > <7( 7 <>7 > <!! 7 <@! @@ <:7
? 吉义独 二辉橄榄岩 ;? <73 > <:: ! <@> 3 <@; ! <@@ > <7@ (! <>? : <?; > <73 > <>( > <>(
= 大洋中脊 二辉橄榄岩（?@） ;3 <@@ > <7? ( <;= 3 <7! ( <:7 > <73 (: <?( ! <!? > <(; > <>?
: 世界平均 变质橄榄岩（77>） ;( <?! > <7! ! <!; ? <;? ( <!; > <73 ;7 <=! ! <73 > <!( > <>3 > <>!

序号 样品编号 岩石名称 ’/ .* 2A +B "C DE FB %G HI 4J DA %C 8G ’E 8 总量

7 89: 6 (3 6 ( 变质橄榄岩 > <(; > <;> > <>; > <7= > <>; > <>7 > <>: > <>7 > <>: > <>! > <>? > <>7 > <>= > <>7 > <3> 7 <:?

! 89: 6 !?@( 6 3 变质橄榄岩 ! <3( ! <@( > <(( 7 <!7 > <!! > <>; > <!7 > <>; > <7? > <>; > <77 > <>! > <7; > <>( > <@7 : <@7
( 89: 6 (?:7 6 7; 变质橄榄岩 > <:@ 7 <3? > <7@ > <?? > <73 > <>( > <7; > <>! > <7; > <>( > <77 > <>! > <7( > <>( > <:( ; <@(
; 89: 6 (; 6 !7 斜长角闪岩 ? <(; 7( <@3 ! <>7 : <7( ! <!; 7 <7> ! <;3 > <;7 ! <?; > <3> 7 <(( > <!( 7 <(? > <!> 7( <3@ 3? <;:
3 89: 6 !?@( 6 7 变质钠长花岗岩 (7 <(: ?( <7@ = <!! !3 <@3 ; <@> 7 <7> ( <@@ > <3? ( <>= > <3? 7 <3! > <!3 7 <3! > <!( 73 <:@ 7?7 <(;

序号 样品编号 岩石名称 KG "A L/ %M NA %/ 4O .A 0# "P

7 89: 6 (3 6 ( 变质橄榄岩 (= 7> (= ; <! !! <? > <!7 > <@ ;=7@ 7;37 : <=
! 89: 6 !?@( 6 3 变质橄榄岩 3! 7: 3! ? <? 7@ > <;( > <3; (;?3 !7>> = <!
( 89: 6 (?:7 6 7; 变质橄榄岩 @= 7= @= !> <7 !( > <?; > <3= ((:( 7=!: 7> <>
; 89: 6 (; 6 !7 斜长角闪岩 77? ((? 77? 7? <; (: <! > <=3 ( <7 != 7= (( <(
3 89: 6 !?@( 6 7 变质钠长花岗岩 7?( 7;7 7?( 3 <= 7== <= > <3@ ; <= (: 7;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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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分别是特罗多斯斜长花岗

岩 的2倍 和#+倍 ， 分 布 曲 线 右 倾 ，34具 弱 负 异 常

（!34*+,-5）（图2）。

微量元素与特罗多斯斜长花岗岩相比，富相溶

元素（$6、)7），大离子亲石元素（8(、90）及高场强元

素（:6）。皮尔斯微量元素分布图的样式也比较接近

洋脊花岗岩。

5 结 论

（#）点苍山李子坪橄榄岩的野外产状、变形变

质、岩相学、岩石化学及地球化学特征都说明不是接

触变质的“镁质夕卡岩”，而是蛇绿混杂岩中的变质

橄榄岩。

（!）上述变质橄榄岩与斜长角闪岩，变质钠长花

岗岩（绿泥钠长片岩）及绢云石英片岩（变质硅质岩）

共同组成蛇绿混杂岩。该蛇绿混杂岩正是金沙江蛇

绿岩带的一部分。此蛇绿岩带在云南境内从德钦的

白茫雪山、东竹林到吉义独，经点苍山西坡的李子坪

到哀牢山的双沟。

（2）李子坪蛇绿混杂岩的发现，说明点苍山上古

生代曾是古特提斯金沙江洋的一部分，由于后期造

山运动，元古宇基底变质岩系逆冲推覆的改造，大部

分洋壳已消失，仅在局部地段保留一些残片。这些残

片的发现，对研究该地区岩石圈构造演化有着重要

的意义。

参加这一地区野外工作的人员还有侯世云、包

俊跃、金亚昌及邓志祥等，杨红英工程师代绘文中

插图，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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