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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了在南岭东段闽西南中元古代桃溪组变质岩中发现的麻粒岩相变质岩。其矿物组合和化学成分显示这些变质岩的原岩是沉积岩。

成岩格子和温压计算限定它们的峰期变质作用发生在750-880℃和1．1GPa的高温高压条件下，表明这些表壳岩由于构造作用曾经成为下地

壳的物质组成，并经历了麻粒岩相变质作用。等温降压的P-T-t轨迹指示它们很可能是在中生代伸展构造背景下快速抬升到浅部。这些麻粒岩

的成分显然与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基性麻粒岩捕虏体的不同，暗示这两地区下地壳的物质组成可能存在差异，也许这就是造成两个地区花岗岩

类型不同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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