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8 第九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小秦岭西段拆离
一

变质杂岩核构造

胡正国 钱壮志
(西安地质学院

、

西安 )

提 要 小秦岭属华北古陆核南缘
,

由两个次级构造单元 (太华台拱
、

金堆台凹 )组成
。

太华台拱为

变质杂岩出露区
,

无盖层
,

呈热弯窿
一

短轴复背形
,

南北两侧均有古老区域级糜棱岩带产出
,

后期脆

性正断层将其与邻 区分隔开
。

北侧紧邻渭河断凹
,

堆积巨厚新生代沉积物 ; 南侧的金堆台凹按构造

组合特征划分为三带
,

形成以伸展滑覆为特征的拆离构造组合区
。

展示 出
“

拆离
一

变质杂岩核
”

¹ 构

造的基本势态
。

该构造模型及其动力学背景的研究提供了对小秦岭整体构造型式
,

区域地质及金矿

成矿特征研究的新思路
。

关键词 小秦岭 拆离
一

变质杂岩核构造

小秦岭作 为金及有色金属矿产区早负盛名
,

其区域地质构造特征也早为世人所关注
。

以往

人们多注意于那一带突兀古老变质岩的断块山地
,

而未结合邻区用统一的成 因机理去综合分

析
,

因之难免不惑于片面的迷惘之中
。

华北古陆核南缘之小秦岭
,

南侧与北秦岭造 山带相邻
,

北侧与鄂尔多斯地块相接
。

从地理

位置来看
,

可以人为地分为东 (河南 )西 (陕西 )两段
。

其地质构造特征与古陆核之北缘遥相对

应
,

呈现为前寒武纪高级变质岩组合区
。

就大地构造分区而言二’
、 2二

,

小秦岭在河南与蜻 山
一

鲁 山拱褶断束和卢氏
一

栗川陷褶断束的西

部相当
,

在陕西与太华台拱和金堆台凹对应
。

其北的滑河断凹 (属汾渭断陷带西段 )虽现今与之

差异 明显
,

但新生代以前它们却有着共同发展的历史和相似的地质构造表现
。

因此
,

笔者主张

对小秦岭地质构造演化和构造格局的研究
,

必须要利用渭河断凹的资料
。

区域地质特征

小秦岭西段 由两条区域断裂 (山前断裂和山后断裂 )分隔为三部分
:

中部为角闪
一

麻粒岩相

的太华群变质岩出露 区
,

无盖层发育
,

其南北两侧则为反向倾斜的山后和 山前断裂
;南部为 自

元古宇以来的盖层发育区
,

下伏基底岩系与之不整合接触
;北部为断陷沉降区

,

有巨厚的第四

纪河湖相沉积物堆积
,

地表有大面积风成黄土堆积
,

下伏基底为太华群和 中
、

新生代沉积岩和

丁
“

拆离
一

变质杂岩核
”

构造亦即现今一般称谓的
“

变质核杂岩构造
” 。

笔者认为
,

现 名与变质岩石学概念多有混淆
,

且

只表述 了形态和组成特征
。

在伸展体制下
,

因拆离构造作用而呈现的变质杂岩核体
,

周缘为钮性或脆
一

韧性断裂 围限
.

形成非

挤压
一

褶皱而抬升的山体
,

运用
“

拆离
一

变质杂岩核
”

构造命 名
.

全面地表述了成因
一

组成
一

形态的完整含 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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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
。

这三部分具有古陆核边缘活动带的特征表现 (图 1)

太华台拱为陆核基底岩

系
— 太 华群 (生 成年龄

2 5 0 0 一 2 6 0 0Ma
,

变质 年龄

2 2 6 1
.

9 士 1 1 3
.

9 一 2 3 0 1 士

1 1 0M a ) [
, 〕出露区

。

对其划分

先后提出过八种方案
,

到八

十年代中期以后基本统一为

河南和陕西两种方案
。

随着

研究深入
,

则趋于按岩石成

因组合划分 (表 l)
。

对其时

代 归属
,

目前多数研 究者认

定为晚太古宙
。

在此总体背

景上
,

区内尚产出有不同时

期花 岗岩类
、

混合伟晶岩类
、

基性和碱性岩脉类等
,

使得

太华群的组成及结构特征更

形多样和复杂
。

从现今可以

观察到的地质事实及其时空

1
.

第四系 2
.

中新生界 3
.

古生界 4
.

长城
一

蓟县 系 5
.

陶湾群 6
一

8 太华 群

6
.

碳酸盐岩组合 7
.

钙泥质
一

碎 屑岩组合及碎屑岩组合 8
.

英 云闪长岩和拉斑玄

武岩组合 9
.

燕 山期花岗岩 10
.

古糜棱岩 H
.

正断层 12
.

逆断层 13
.

性质

不明断层 14
.

剖面线 ¹ 山前断裂 º 山后断裂

图 l 小秦岭区域地质略图

Fig
.

1 G e o lo g ica l sk e te h o f X ia o q in l一n g

关系来看
,

太华群成岩后经历了早期粘塑性变形
一

变质阶段
、

中期弹塑性变形
一

变质阶段和晚期

脆性变形
一

变质阶段
三‘二

,

并有相应的区域构造形态表现
。

最为醒 目的是中期形成的非对称式 区

域短轴复背形
,

与之配套形成了以绿片岩相为特征的多组脆
一

韧性剪切带
。

辉绿岩
、

正长斑岩等

呈脉状体沿多组方向展布
。

表 1

T a b le l

太华群划分方案对比表

C la SS if iCa ti o n S o f d i ffe r e n t U n it S

河河南区调队队 陕西省六队队 沈阳地矿所 19 8 999 本 文文

1119 8 222 19 8 222 西安地质学院 19 8 88888

抢抢马峪组组 桃峪组组 秦仓沟组组 表壳岩 系系

观观音堂组组 秦仓沟组组 三关庙组组 碳酸盐岩组合合

}}}司家峪组组 三关庙组组 洞沟组组 钙泥质
一

碎屑岩组合合

焕焕池峪组组 洞沟组组 板石山组组 碎屑岩组合合

蒲蒲峪组组 板石山组组 T T G 杂岩岩 T l ,G 杂岩岩

大大大月坪组组 拉斑玄武岩组合合 拉斑玄武岩组合合

焕焕焕池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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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堆台凹为上下两套地层组成的盖层分布区
。

下部是由元古宙一古生界沉积或火山
一

沉积

地层组成
,

出露蓟县系高山河组以上的中上元古宙和寒武系等
,

部分地区出露有长城系铁铜 沟

组和熊耳群火 山岩系 ;上部则为中
、

新生界陆相沉积地层
。

在洛南地区
,

下部盖层角度不整合覆

于古老糜棱岩带之上
。

下部盖层总体南倾
,

由北向南从单斜逐渐过渡为宽缓的区域线型褶皱及

纵向正
、

逆断层组合
,

直接滑覆在陶湾群 (P t1) 之上
,

构成宽达 3 0k m 的盖层伸展滑脱推挤带 (图

2 )
。

上部盖层则零星分布于该滑脱带的北侧 (后缘 )及前缘南侧
。

区内出露的盖层 内部
,

熊耳群

与上覆蓟县系不整合接触
,

其上各地层则为整合或假整合接触
,

无褶皱运动的反映
,

所以本区

的主体构造形 态并非是加里东期和海西期形成 ¹
,

而是燕 山期受区域伸展
,

而隆升滑脱的产

物
。

~ ~ ~ ~ ~ ~二 . 卜 5

}
.

第四 系 2
.

寒武系 3
.

长城
一

蓟县 系 4
.

陶湾群 5
.

太华群

图 2 小秦岭区域地质构造剖面图

F ig
.

2 R e g io n a l s tr u e t u r a l m a P o f X ia o q i n li n g

渭河断凹具典型的不对称复式地堑 (盆岭 )和掀斜断块的构造特征
,

东西绵延近 4 0 0 k m ,

东

侧与灵宝
、

运城等断陷盆地相接
;南北宽约 6 0k m ,

南邻太华台拱
,

北接鄂 尔多斯地块 (陕甘宁台

拗之陕北台凹 )
。

鄂尔多斯地块作为华北古陆核中一个大型稳定的内陆坳陷盆地
,

在中生代接

受沉积 (T 一 K , )
。

在白奎纪晚期至第三纪早期 (古新世 )隆起遭受剥蚀
,

夷平作用使渭河及其以

北地 区准平原 化
,

于古新世一始新世发生裂陷而成现今面貌
。

渐新世晚期一中新世早期
,

断陷

盆地有过隆起
,

然后再急剧下陷并向北侧和东侧扩展
,

中新世晚期断陷幅度为 1理5 8m 二5二。 到上

新世时沉降最深
,

形成了西安和 固市两个沉降堆积中心
,

其堆积幅度和沉降速度都大大超过了

早期
,

可达五至六倍
。

第四纪时
,

除有河流相沉积外
,

在其周缘 尚有广泛的风成黄土堆积
,

形成

了黄土源
、

台地和河流阶地
。

断凹南侧隆升而北侧下降
,

幅度近 10k m 。

根据深部地球物理 资

料困
,

断陷带内居里 面深度 2 0k m 左右 (比陕北台凹浅 10 一 15k m )
,

莫霍面深度不及 32 km ( 比陕

北台凹高 12k m )
,

莫霍面温度为 9 0 0 C
,

岩石圈厚度 50 一 7 0k m ,

浅层温度梯度为 3一 3
.

7 C / 百

米
,

均令人信服地表 明本 区深部的强烈热
一

动力环境
。

¹ 石炭
一

二叠 系见于渭何断凹及北 山断块
、

熊耳 山北坡一带
,

与上夜三叠系共同假整合于奥陶系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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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华台拱地质特征

太华台拱的发展演化具明显的继承性特征
,

其南
、

北侧边界在太华群发展演化的早一中期

呈现为韧性变形
,

晚期则为脆性变形¹
。

根据区域复背形呈现为北翼宽缓且具次级褶皱
,

南翼

陡窄的非对称形式判断
,

北侧边界活动强度弱于南侧边界
。

它们均形成了具区域规模的角闪岩

相糜棱岩带
。

在山后断裂以南产出的原
“

秦仓 沟组
” ,

东西出露长 17k m ,

南北展布宽 4一 sk m ,

走向西侧

为老牛 山岩体截蚀
,

东侧为小河花岗岩体穿截
,

南侧则为蓟县系所超覆
。

其间尚有花岗岩
、

伟晶

岩及基性岩脉等穿插破坏
,

致使出露局限而零星
。

“

秦仓沟组
”

的岩石类型
,

林宝钦等
仁3」
认为是一套黑云变粒岩

、

浅粒岩
、

斜长角闪岩
、

黑云斜

长片麻岩等
;晃援等

「吕三则描述为薄层细粒黑云斜长片麻岩夹多层角闪黑云斜长片麻岩
,

两者或

为互层
,

局部层位磁铁矿含量较高
,

暗色矿物沿层面富集
。

这都符合于太华群中表壳岩系钙泥

质
一

碎屑岩类组合的特点 (表 1 )
。

经实地观察
,

山后断裂以南的
“

秦仓沟组
”

全为长英质糜棱岩和角闪质糜棱岩
仁, 二。 岩石具典

型的宏观韧性变形特征标志
,

具体 归属初糜棱岩
、

糜棱岩
、

超糜棱岩
、

变晶糜棱岩及千糜岩等
。

结合显微镜下观察
,

有大量规模不等
、

产态各异的碎斑系 (斜长石
,

部分为钾长石 )
、

石英流动条

带 (纹 )
、

s
一

c 组构
、

书册构造
、

A 型褶皱和鞘褶皱
、

亚颗粒
、

核慢结构
、

变形纹扭折
、

微石香肠
、

压

力影
、

波状及带状消光等
,

充分证实其为动力变形构造岩类的真实性 (图 3)
。

在糜棱岩类岩石中
,

糜棱质部分都有强 烈的动态和部分或大部分静态重结晶
,

普遍细粒

化
,

在发生静态重结晶后则均粒化
。

有普遍发育的面理和线理
。

糜棱面理陡倾 ( 12’

一 15 。

/ 6 0 。

~

8 00 )
,

由大量运动学标志的定向组构统计表 明
,

呈左行平移剪切特征
。

通过宏观及镜下的应变测量
,

两类成分不 同的糜棱岩类的应变值分别为
: 1

.

57( 角闪质糜

棱岩 )和 2
.

60 (长英质糜棱岩 )
,

对应的体耗值为 30 %和 60 %左右
。

将所获得的有关应变量进

行三维应变分析
,

富林指数 k、 0
.

2士 (图 4 )
。

由此看 出
,

区内动力变形具三轴剪切
一

压扁的特

征
。

根据野外观察
,

自北而南宽约 sk m 的地带 内
,

糜棱岩类发育以山后断裂为界
,

并有逐渐 向

南增强的明显趋势
,

直至高 山河组不整合面以下变形强度尚无降低显示
。

阎军 ( 199 0 ) º 曾对

该 面里糜棱岩带的中南侧糜棱岩带内长石碎斑作了 x y 面上长短轴的野外测量
,

作出了该 处

的平面应变值分析图 (图 5 )
,

获得应变强度走向为 N E E一S w w
,

应变值 由北向南从 < 1
.

7 变至

> 2
.

0 的结论
。

该糜棱岩带延至高山河组地层不整合面以下仍末消失和减弱
,

表明其形成时间

当为阜平运动一五台运动期
。

因此
,

原定之
“

秦仓沟组
”

实为一条古韧性剪切带的变形
一

变质作用产物
.

作为台拱区的南

依据宏观地质判据
,

其具体时限
,

早期为 Ar 3一Pt : ,

中期为 Pt
:

一 M : : ,

晚期为 M z :
一K z

阎军
.

陕西洛南葫芦沟金矿动 力成矿作用初步研究
.

西安地质学院硕士论文
.

19 9 0

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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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边界
。

与之对应
,

在台拱区北缘亦出

露有宽度为 Ik m 左右的古老 角闪岩

相的糜棱岩带
,

由于后期 脆性边界断

裂 (山前 断裂 )破坏而零星断续出露

(武家 山
、

石姆峪
、

小摇峪等处 )
,

其产

状和运动学特征均与南缘古韧性剪切

带相似 (拟 另文介绍 )
。 一

~ 一、、口‘户, 卜一~

3 “

拆离
一

变质杂岩核
”

构造

的形成及其特征

很润沟

厂短唤
1

公
、

二
.

肴鬓瓦赫熬奢
.

碑d

产
O夕公

一/

在区域脆性变形
一

变质期形成 的

山前和 山后断裂
,

对于小秦岭区构造

格局和地 貌表现都 占有极重要 的地

位
。

山前断裂
,

又称太要
一

故县 断裂
、

华山山前断裂
、

黄河断裂
、

小秦岭北缘

断裂等
,

它东起灵宝武家山
、

西止兰 田

流峪
,

总长 1 0 0 k m
。

追踪多组先成断裂

而 显 拐 折 状 延 展
,

北 倾 为 主
,

倾 角

, 一~ ~ ~ 一

刘家 沟
, . 。舀二一 -

~~ 、一~

一 礴
, 乙

图示长英质糜棱 面理弯曲揉皱 倒向
,

长石碎斑旋转
,

以及长 英质

雁 列脉体的 S 型弯曲

图 3 康棱岩中的运动学标志

F 19
.

3 D yn am ie s m a r k s o f m ylo n ite

K 值
: 0

.

0 9

7
.

0
.

1 6 7

2
.

0
.

0 3 0 3
.

0
.

16 3 4
.

0
.

2 5 6 5
.

0
.

1 4 1 6
.

0
.

15 3

图 遵 糜棱岩应变特征的改进 Fl irm 图解

F29
.

4 M Od
zfie d F lin n Plo t fo r s rr a l n fe a tu r e o f m ylo n ire

6 50 一 8 00
。

其北 (上 )盘下降
,

呈多级断

带和断阶
,

以兼具左行走滑而呈斜向

逐级下落
。

上盘下落后在地貌上形成

2 50 ~ 35 0m 高的断层三角面
。

上盘下

降幅度 > 1 2 0 0 m
,

垂直差 异运动 幅度

在第四纪时达 2 0 0 0 m 左右
。

出露的断

带 内见有十余米宽的破碎带
,

带 内褶

坡轴面外倾
,

发育有绿帘石化的断层

角砾岩
,

其中之长石
、

石英和云母等矿

物显 动力变形 特征 (砂钟 构造
、

压力

影
、

波状消光
、

亚颗粒
、

扭折等)
,

在其

中或北侧 尚见有断层泥或角砾带
,

呈

现非下次 活动 的特 点
。

在 华 山一带见有第三 纪形 成 的古 夷 平 面
,

高 出渭河平原 2 0 0 0 一

3 0 0 Om 二5二。

经钻孔及地震探测都证实新生代河湖相堆积厚达 6 0 0 0m 以上
,

断层面往深部变缓
,

为铲型断层
, 二,

其下切深度为 20 一 2 5k m
。

山后断裂
,

又称巡马道 断裂
、

朱家沟断裂
、

小河
一

朱阳断裂
、

小秦岭南缘断裂等
。

它西起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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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泣
、

二城二
一
一 )

_ 尹 二 一 一 /

声
尹一

尹
‘
创户

一一二一

、 ,

, ‘二 一 一

一 一一 一 ~

一 一 2 0 一

二二二二二一蔽
‘ 一 二二 _ ,

. ’

、补界丁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_

礼卜~ 一 ~ 一r ; ,
~

= 飞

恨之
予

2 1 9 高 山河组 M L 古糜棱岩带

图 5 高山河地区糜棱岩带应变等值线图

Fig
.

5 C o n ro u r Plo t o f m y ] o n lte str a ln be lt
,

G a o sh a n h e

崇凝镇
,

东止灵宝朱阳镇以东
,

总长 7 5k m
。

断层面

南倾
,

倾角 5 5
。

一 8 00
。

在陕西境内它 由若干次级断

裂平行斜列呈东西展布
,

垂 向上显示阶梯状逐级

下落
,

在其展布 的 3 一 sk m 范围 内
,

大约呈 3 一 5

条断带和断阶
。

断带一般宽数米至数十米
。

其内

岩石均强 烈破 碎
、

揉皱及劈理 化
,

间夹透镜状岩

块
。

而在断阶内则只出现程度不等的碎裂化
,

仍保

持原岩构造之宏观形态
,

但 已失去原有之固结完

整性
。

根据对断阶内岩石破碎块度观测统计
,

自北

而南 各断阶的破裂度逐个下降
,

从而显示出 自太

华台拱边界处往南
,

变形强度减弱
。

根据深部地球

物理探测资料 工
,

主断裂带 向深部逐渐变缓
,

下延

深度 5一 10k m
,

上部在地表平行产出的次级断裂向下逐渐交汇其上
,

形成复合的铲型断裂系
。

下降幅度在第四纪期间可达 7 00 一 I0 0 0m
,

在下降盘一侧仅有数十米厚局部堆积的洪积扇和河

床堆积
,

表现出与北缘渭河断凹的明显差异
,

不具
“

裂谷槽
”

的特点
,

而显示单剪拉张的实质
,

其

新构造运动的表现 (地震
、

地热
、

地裂缝及阶地等 )都弱于北缘
。

山后断裂从区域上分开了古老变质岩区与火山
一

沉积岩盖层区
,

二者在构造表现上是各具

特色的
。

太华台拱是以热育窿而呈现的中心型构造实体
二g

一 。

大量顺层置换的面理
、

平 卧褶曲
、

粘滞

型石香肠等 (图 6 )
,

都显示早期深层流变特点
;
中期 由于南北边缘的区域韧性剪切带走滑挤压

而隆升
,

形成区域短轴复背形
,

在上升进而挤压应力松驰的情况下
,

出现多层滑脱 (表壳岩系与

块状 T T G 杂岩间
、

表壳岩系内部 )
,

从而在复背形两翼产生次级的弯滑褶皱
,

以及部分上层碳

酸盐岩组合呈岩片而滑覆堆挤
。

金堆台凹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重要时期
,

在中元古宙熊耳期出现大陆裂谷的中基
一

中酸性火

山喷发
,

在中生代 (燕山期 )有大量重熔
一

同熔型花岗岩浆的侵位
,

紧随而 发生强烈的构造隆升
。

沿洛南县境内南北向剖面观察
,

金堆台凹从构造形态组合上可划分为北
、

中
、

南三带
。

北带

以 在古老糜棱岩带 (
“

秦仓沟组
”
)上产出的正断层系 (山后断裂 )为特征

,

并有新生代断陷盆地

沉积分布
,

其形成时间在中带和南带之后
;
中带为高山河组地层超覆区

,

发生层间多级拆离
,

其

产状与地层产状( 17 00 / 3 5
。

)一致
。

其下伏的古老糜棱岩 由于构造强制作用的平行化效应而破

裂 为似层状
。

并有正长斑岩
、

辉绿扮岩等呈岩床沿层间或破裂带产出
。

根据下伏糜棱岩面理的

褶皱倒向
、

高山河组地层中的劈理
、

节理
、

岩层弯曲 (图 7) 以及搓板状地貌等
,

均指示顺层差 异

滑动为向下的指向
。

在数平方公里范围内
,

不整合面上高山河组岩性不尽相同
,

底部的砾岩或

含砾砂岩层只在局部点上见到 ; 而在一些点上
,

不整合面下还见到一层厚度为数十
.

厘米至数米

的角砾岩或微角砾岩
,

显微镜下石英等呈碎粒状
,

具波状消光
,

有绿泥石化表现
。

揭示出拆离作

用的主滑面在不整合面附近
,

并处于浅部构造层次
;南带为龙家园组以上地层 (包括寒武系 )分

周国藩
.

陈超
.

秦巴地 区地壳深部构造的几个问题
.

l9 8 9( 未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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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峪 金矿区太华解之 平臣旧被及栩用傲

图 7 高山河组拆离方向的指示标志

F ig
.

7 D ir e e tio n m a r k o f d e ta e hm en t o f G a o s ha n h e F o r -

图示 片麻岩中长英质条带肠状弯褶
,

部分呈圈闭状的鞘形 ; m at fo n

角闪石呈石香肠被片麻理嵌入包裹 布 区
,

以弯滑褶皱作用为主
,

形成区域上东西走

图 6 太华群构造特征素描 向的宽缓 向斜夹一倒转背斜 (图 2)
,

及与之配

F ig
·

6 sk e ‘c h O f “‘r u c , u r e s “ f T a ih u a G r o u p 套产出的纵 向断层
。

锐夹角近南北的两组区域

节理 系控制了水系的近南北向拐折延展
。

往南
,

该弯滑褶皱
一

断裂系统直接叠覆在强烈变形
,

变

质达绿片岩相的陶湾群之上
,

有的研究者称之谓
“

滑脱推覆构造
’, 〔‘。〕

。

全面分析
,

特别是结合其

形成机制
,

以上三带均为伸展体制下的产物
:

后缘拉伸陡倾滑落带 (北带 )
、

中部缓倾顺层拆离

带 (中带 )和前缘褶
一

断推挤带 (南带 )
。

显示 出隆升断块边缘的动力学转化特征
。

北侧遥相对应的渭河断凹
,

经钻探发现
,

在靠近太华台拱的断阶上仍为燕山期花岗岩或太

华群
,

尚有含金石英脉产出
,

结合由白要系和第三系构成基底 的事实
,

断 凹发育是始于新生代

早期
。

自第三纪以来
,

该区的水平拉张量为 6 4 3 2 m
,

下降量为 9 2 4 0m 纽‘’口。

后期巨厚的河湖相沉

积和黄土堆积
,

强烈的新构造活动性表现
,

都显示出深切陆槽的典型特点
。

综上所述
,

小秦岭区的区域构造特征
、

组合及演化
,

都揭示了深部热
一

动力作用
,

转化为上

部非均衡抬升
,

盖层拆离滑脱
,

基底出露的全新造山模式
,

而别 于挤压
一

褶皱隆升的造山模式

(图 8 )

月 令十 ; 丘
1 二目 少口

小秦岭地 区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地质构造演化
,

根据其变形
一

变质作用所铸就的历史陈迹
,

可将其演化的历程归属于不同的动力学体制
:

热弯窿伸展体制
、

走滑
一

隆升
一

滑脱体制和伸展拆

离
一

隆升体制
。

现今区域构造型式则是晚期脆性变形
一

变质作用的产物
,

表现 出伸展体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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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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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4七 , ,

. ”
1 二

拆 离

堆 台 四

带 }
断 暇 俐 被 系

图 8 小秦岭
“

拆离
一

变质杂岩核
”

构造模式图

Fig
.

8 D e ta re hm e n t一m eta m o rPh ie e o m Plet eo re ,

X ia o gi n lin g

“

拆离
一

变质杂岩核
”

构造的特征组成
。

小秦岭拆离
一

变质杂岩核构造具有下列引人注 目的特点
:

(1) 经历不同构造层次发展演化而成
,

呈中心型的变质杂岩核断块
,

其上无任何盖层保留
;

(2) 该构造由四围的裂陷/拆离区 ¹ 和中央的变质杂岩核断块组成
,

边缘和中心的各构造

单元均具多层拆离的构造特点
,

但构造单元间和单元 内部
,

其构造形态均不具对称性
;

( 3) 拆离作用均沿层面
、

不整合面等构造薄弱部位发生
,

呈缓倾斜特征
,

依其形成时的深度

条件而区别为变晶糜棱岩带 (表壳岩系与 TT G 杂岩间)
、

绿泥石化微角砾岩带 (高山河组不整

合面附近 )和碎裂岩带 (高山河组内 )等不同的物质表现
;

( 4) 拆离带按构造形态产出特征可以划分出若干次级构造带
,

从形成演化过程分析
,

拆离

牛用起始于中部拆离带
,

而终止于后缘拉伸带
。

小秦岭地区的隆升
一

拆离作用发生的时间至少

不晚于燕 山期
,

其准确时限尚待进一步研究
。

就有关陆块的区域地质资料来看
,

大凡呈区域规模级别产出的古老基底变质岩系
,

总是由

于推覆构造
,

挤压褶皱作用
、

走滑挤压作用等抬升作用的结果
。

但是
,

对非造 山带的地 区而言
,

创只可能是受伸展隆升而拆离剥露来实现
。

这种因深部热
一

动力作用而抬升的基底变质岩系
,

就小秦岭的实例而言
,

呈现为非线型的近等轴状地块
,

周缘并有新生代的断陷盆地 围限
,

而古

老变质岩系顶部则无盖层保留
。

“

拆离
一

变质杂岩核
”

构造揭示了垂直隆升与水平滑落之间的辩证转化
,

同时也提示人们注

音宋平方向上的拆离滑脱必然在其前锋部位受阻而推挤
。

小秦岭金堆台凹南带
,

因推挤作用向

前锋加强
,

褶皱由直立而倾斜
,

再倒转
,

其轴面则随之 向南倒伏
,

应变强度从北 (洛南麻坪 )往南

(洛南上楼及北沟 )增大二‘2二等
,

都说明 自北而南的推挤
,

才造成今 日新地层 ( 任 )直接构造位移

到老地层 (P t约之上的滑覆表现
。

小秦岭西段
“

拆离
一

变质杂岩核
”

构造认识的提 出
,

为研究该区的整体构造型式和区域地质

¹ 本文未述及小秦岭西端和 东端
,

它 们都终止于中新生代的裂陷盆地
,

西端止 于陕西兰田一带
,

东端止于河南灵宝武

家山一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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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形成演化的动力学体制提供了新思路
,

从而为区域金矿的系列性
、

序列性
,

及其形成 的地

质背景研究奠定了基础
,

为金矿找矿工作指出了新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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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 T a ih u a A n te k lise is th e m e ta
-

m o r Ph ie c o m 户le x 一
o u te r o Pe d a re a (w ith o u t e o v e r ro e k )a s th e rm a l d o m e d s h o rt a x is a n tie lin o r iu m n e ig h

-

b o u r in g a e ie n t r e g io n a l m ylo n ite o n th e n o r th a n d s o u t h a n d b o rd e r w e ih e fa u lt d ePr e ss io n (w ith C e n o -

Z o ie s e d im e n d s
) in th e n o r th a n d Jin d u ira i s y n k lise in th e so u th b y n o rm a l fa u lts

.

T h e s y n k lis e 15 s u b d i
-

v id e d in to 3 s tr u c tu r a l a s so e ia tio n be lts e h a ia c te r iz e d by 〔]e ta tc h m e n t a ss o e ia tio n a r e a s W ith e x te n s io n

5 liPin g o v e rla P
.

T h e d is tr ib u tio n s h o w s a d e ta teh m e n 一
tm e ta m o rPh ie e o m Ple x e o re s tr u e tu r a l e o n fig u ra

-

tio n
.

S tu d y o f th e st r u e tu ra l m o d e l a n d th e dy n a m ie ba e k g ro u n d w ill s h e d a n ew lig h t to th e in te g ra l t e e
-

to n ie sty le o f X ia o q in lin g M t re g io n a l g e o lo g y a s w e ll a s A u 一 m e ta ] lo g e n y in th e a r e 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