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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喜马拉雅变质岩“夕线石带”的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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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聂拉木高喜马拉雅结晶岩系石榴子石带-十字石带-蓝晶石带-夕线石带倒转变质的研究，认为除夕线

石带以外的其它变质带主要由固相变质反应形成。夕线石的出现并非蓝晶石或十字石带递增变质所致。"倒转变

质"不应包括所谓的夕线石带。实际上，夕线石化与深熔作用之后的溶液（或熔体）活动更为密切。时间顺序上应

是递增变质作用及分带→深熔作用→夕线石化，夕线石的出现不是深熔作用的开始，而是深熔作用的结束。夕线
石的形成主要与变形作用过程中黑云母和／或钾长石的分解及碱（土）金属组分的迁移有关，关键在于溶液（或

熔体）组分沿裂隙迁移过程中发生的组分逐步沉淀，最早沉凝的Al、Si组分形成夕线石和石英，之后陆续有其它
的组分的结晶；细夕线石粗粒化即进一步转化形成柱状夕线石的同时形成蠕英结构和斜长石生长边。夕线石化可
能与深熔花岗（片麻）岩的上升过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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