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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温高压变质岩是指高温（热）榴辉岩－高压麻粒岩－石榴角闪岩的变质序列。其形成的大地构造环境为陆－陆碰撞或陆－弧碰撞带，而

不形成于与洋壳有关的汇聚性板块边缘。中国境内有三条典型的高温高压变质带，它们是桑干－承德变质带，大别山－苏鲁变质带和南迦巴瓦

变质带。变质时代分别是２５００Ｍａ，２１０～２４０Ｍａ和１７～１４Ｍａ。大别山－苏鲁变质带是中生代陆－陆碰撞带根部变质杂岩，

代表了华北与扬子两个陆块拼合的界限。年轻的南迦巴瓦变质带是陆－弧碰撞带变质岩系，高压麻粒岩除了在冈第斯岩浆弧的根部以透镜体出

露外，主要代表了被掀斜抬升的印度陆块的基底下地壳岩石。桑干－承德变质带是华北克拉通内的高压麻粒岩－榴辉岩转换相的变质带，表明

在晚太古代已有与显生宙相似的形成高压变质带的大地构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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