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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岩浆侵入还是构造侵位？
———湖北两郧随枣镁铁岩带野外调查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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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湖北省武当山—随州—枣阳一线存在一呈北西西走向的镁铁质岩浆岩带，长约３９０ｋｍ，宽４０～１００

ｋｍ。其中超镁铁质岩１４处，超镁铁质、镁铁质杂岩２１处，镁铁质岩２５０处，出露面积６８９ｋｍ２。自上世纪开展１∶２０

万区调工作迄今，已出版的成果资料一致认为，这些岩体是镁铁质岩浆沿深大断裂侵入而成。笔者等于２００５年随机

选择了丹江口和随州境内两条地质调查路线，在实地详细观察了３５个大小不一的岩体，证实该岩浆岩带的岩体都不

是镁铁质岩浆就地侵入形成，而是众多外来的镁铁质岩块与武当山群和随县群浅变质浊积岩共同构成的混杂岩带。

这一论断的具体根据为：邻接岩块的围岩普遍不存在热变质；围岩的纹理、层理及韵律层理均有完好保留；岩块边部

并无冷凝边及结晶变细现象；岩块内部的相带及条带状构造与岩块的外形无关，并可常见造岩矿物之结晶条带被接

触界面斜截；岩块中穿插有不规则状石英脉体及斜长花岗岩脉，但二者从不侵入围岩，这表明，岩块形成时代早于围

岩；一些大、中型岩体都不是单一侵入体，而是许多中、小型岩块的集合体；在岩块内部从来未见到围岩捕虏体。从

岩块的岩石化学分析结果看出，调查区内的镁铁质岩均属拉斑玄武岩系列，相当于蛇绿岩套中的堆积杂岩，是古洋

脊或边缘海盆扩张脊的产物。据此可以断定，此混杂岩带所在的武当山—大悟山地体，具有增生楔的属性。

关键词：构造地层地体；外来岩块；浊积岩；混杂岩；堆积杂岩；增生楔

　　早在３０多年前，就已确定湖北省武当山北侧以

及枣阳、随州、应山、安陆等地有一镁铁质岩浆岩带

（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矿产所，１９７５）。它西起郧西

向东南延伸，止于京广铁路附近，为白垩系覆盖。该

岩带曾被命名为两郧随枣（郧县—郧西—随州—枣

阳）岩区，整体呈ＮＷＷ 走向。据统计，其中有超镁

铁岩体１４个，镁铁—超镁铁杂岩体２１个，镁铁岩体

２５０个，绝大多数为中、小型岩体，出露面积共为６８９

ｋｍ２。岩体分布区的北界为两郧断裂及英店—青山

口断裂，南界为青峰—襄樊—广济断裂，均为向

ＮＮＥ或ＮＥ倾斜的压剪性逆冲断层。在岩带西段，

岩体的围岩为武当山群，在岩带东段为随县群，其时

代均被确定为中元古代。关于这些岩体的成因，从

上世纪５０年代的１∶２０万区域地质调查开始，至今

出版的各种比例尺地质图以及相关的文字资料，均

认为是基性、超基性岩浆就地侵入形成的，尤其强调

深大断裂的作用，即由于深大断裂的引导和控制，使

上地幔的基性—超基性岩浆上侵于武当山群和随县

群，岩浆侵入后就地结晶而成。近年来，一些学者对

这些岩体的时代和地球化学特征等进行了研究，但

是仍然均认为这些岩体是岩浆侵入成因的（张成立

等，１９９９；周鼎武等，１９９９，２０００；胡健民等，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赵国春等，２００３；凌文黎等，２００７）。这一

论断的具体依据为：① 围岩发生了绿片岩相的热变

质；② 岩体边部有冷凝边并片理化；③ 从岩体边部

向中心由细变粗，存在结构上的变化，有时可分出相

带；④ 岩体内部有围岩的捕虏体；⑤ 近年还获得岩

体同位素年龄为６２０Ｍａ，４０２Ｍａ及２７８Ｍａ等。上

世纪７０年代，板块构造理论传入中国后，有人开始

怀疑上述论点。湖北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９０）在《湖北

省区域地质志》中，在坚持岩浆就地侵入说的框架

内，又提出“冷侵入”的可能，但遗憾的是并未列出具

体的证据。

迄今为止，镁铁质超镁铁质岩浆来源于上地幔

这一理念已为中外地学家所认同。然而，世界上任

何一个地域的地球动力学条件及大地构造演化，又

无不与上地幔的活动密切相关。故而可以说，镁铁

质—超镁铁质岩体的形成和产出，则是探索这一领



域的主要窗口。业已证实，各类岩浆岩尤其是镁铁

质岩浆岩均形成于特定的地球动力学条件下，也是

特定大地构造环境的产物。就一个地区而言，深入

而细致的岩石学研究，也必将为区域地球动力学模

式和大地构造演化提供有力的佐证。按过去的调

查，如若两郧随枣基性岩带确受深断裂控制就地侵

入而成，那么，该区的地球动力学条件应属板内的裂

谷环境。相反，如果这些岩体是外来岩块的构造侵

位，那将意味着两郧随枣基性岩浆岩带其实是包含

有大量蛇绿岩块的混杂岩带，并标志该区必有一古

板块消减带存在。这一论断如能成立，显而易见，则

必将影响我国东部大地构造格局整体性的重新认

识。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等在２００５年５月，选择了

两条路线进行野外调查：其一是丹江口—土关垭，代

表岩带的西段，其二是随州市—何店代表岩带的东

段。调查的目的在于查明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与

围岩的接触关系，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确定岩

体产出的机制以及区域地球动力学条件。本文即是

此次实地调查的纪实。

１　野外观察纪实

１．１　区域地质背景简介

据近年研究，两郧随枣镁铁质岩浆岩带所处的

大地构造环境既不属于扬子地台，也不属于秦岭造

山带，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独立的构造地层地体，笔

者等称其为武当山—大悟山地体。该地体北邻桐柏

山—大别山地体，后者向西延伸可达豫西南的大陡

岭一带。该地体的西部和南部与扬子地台北缘的裂

谷及被动陆缘地体相邻。由于这两个相邻地体的阻

隔，致使武当山—大悟山地体并不与扬子地台以及

秦岭造山带直接相临。该区的大地构造格局示于图

１。

武当山—大悟山地体的基底主要由武当山群和

随县群构成，北部边缘尚有南华纪—早震旦世的耀

岭河群，地体的东延部分还包括红安群。武当山群

由浅变质的基性和酸性火山岩互层，以及浊积岩组

成，总厚度在万米以上。随县群不论是原岩组成还

是变质程度，均与武当山群相似，二者完全可以对

比。近年出版的全国１∶２５０万地质图上，将武当山

群和随县群均划为中元古界，它们总体上均呈

ＮＷＷ 向延伸，构成一系列向 ＮＮＥ倾斜的紧密的

同斜褶皱及单斜层（中国地质调查局，２００２）。武当

山—大悟山地体北侧出露的耀岭河群，由高压变质

的蓝闪石片岩、绿片岩、变质火山碎屑岩等组成，变

质较浅的地段，基性熔岩尚保留枕状构造，并有硅质

岩伴生。耀岭河群之上有上震旦统的岔河组和白兆

山组，由陆源碎屑岩、碳酸岩、变质的火山岩及火山

碎屑岩、条带状硅质岩、白云岩等组成。在武当山—

大悟山地体范围内，以角度不整合关系覆于上述基

底地层之上的是白垩纪陆相盆地沉积，古生界、三叠

系及侏罗系全部缺失。湖北北部的两郧随枣地区近

三百个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皆产于武当山群及随

县群中，通常呈岩床状或层状体。现将该区此类岩

体的分布以及此次野外考察的路线示于图２ａ、ｂ。

１．２　丹江口—土关垭路线观察

丹江口—土关垭观察路线位于丹江口市西南，

全长约２０ｋｍ，沿丹江口至十堰公路进行，公路两侧

大小不一的人工露头为地质调查提供了便利。笔者

采用沿途连续观察的办法，分别对八处重点地段作

了详细考察并记录和摄像。在调查路线直接见及和

相关的较大岩体有丹江口岩体和银硐山岩体。前者

是以辉长岩为主的镁铁质岩；后者是以辉石岩为主

的铁质超基性岩，经勘探工作证实其中含有具工业

价值的大型钛磁铁矿床。银硐山岩体的延长部分包

括在调查路线之内。丹江口岩体产于武当山群双台

组中，长７ｋｍ，宽２００～３５００ｍ，出露面积为１７．５

ｋｍ２。银硐山岩体产于武当山群姚坪组中，长５．６

ｋｍ，宽１５０ｍ，向东南膨大宽达２０８０ｍ，出露面积约

７．６ｋｍ２。此外，沿观察路线尚见有约２０个小岩体，

但在原１∶２０万谷城幅地质图上仅只圈定有５处。

根据笔者的野外工作经验，对小型岩体的详细观察

更易于判断岩体产出，是岩浆侵入还是构造侵位的

问题。因为，小型岩体包括其整体轮廓、边界性质以

及围岩特征等，完全可以在同一视域中全部展现出

来。而大、中型岩体的接触部位多为负地形，人们可

以观察到的仅只是局部，因而要获得对岩体相关特

征的认识必然增加难度（王荃和刘雪亚，１９７６；王荃，

１９８６ａ，１９８６ｂ；王荃等，１９９１）。

现按自南而北的顺序，将调查路线中所见到的

地质概况论述如下。

从土关垭沿公路北行约１ｋｍ，首先见到的是武

当山群姚坪组浅变质的浊积岩，其中包括千枚岩和

变质的砂岩、粉砂岩等。二者呈互层产出并具有韵

律层理，岩石的递变层理与千枚理大体一致，其总体

产状为走向Ｎ７０°Ｗ，普遍向 ＮＥ倾斜，倾角６５°（图

版Ⅰ１）。千枚岩呈淡绿色或灰色，组成矿物绝大部

分为显微鳞片状绢云母，千枚理由绢云母的平行排

０３３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０年



图１中国鄂北—豫南地区大地构造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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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ＤＴ—北大巴山被动陆缘地体；ＮＣＰ—华北地台；ＮＱＴ—南秦岭

被动陆缘地体；ＱＬＯ—秦岭造山带；ＴＤＴ—桐柏—大别地体；

ＷＤＴ—武当山—大悟山地体；ＹＺＰ—扬子地台

ＢＤＴ—Ｐａｓｓｉｖ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ｇｉｎｔｅｒｒａｎｅｏｆｎｏｒｔｈＤａｂａｓｈａｎ；

ＮＣＰ—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ＮＱＴ—Ｐａｓｓｉｖ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ｇ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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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ｎｇｂａｉ—Ｄａｂｉｅ ｔｅｒｒａｎｅ； ＷＤＴ—Ｗｕｄａｎｇｓｈａｎ—Ｄａｗｕｓｈａｎ

ｔｅｒｒａｎｅ；ＹＺＰ—Ｙａｎｇｔｚ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列所致。砂岩和粉砂岩的变质主要表现为在动力作

用下碎屑的压碎和拉长，以及绢云母的平行排列。

这套岩石组合是观察路线西南段镁铁质及超镁铁质

岩体的主要围岩。

在土关垭至杜湾之间约２．５ｋｍ的区间内，计

有四方山—油房湾和蔡家湾两个岩体，均是由辉长

岩和辉石岩构成的超镁铁质杂岩体。蔡家湾岩体呈

扁豆状产出，倾向ＮＥ，在其顶面沿公路有一人工露

头，仅此露头处就有５个小型的辉长—辉绿岩岩体，

实际上它们是５个规模不大的岩块（图３）。图版Ⅰ

２及图版Ⅰ３即是图３左侧及右下侧大小不同的两

个岩块。岩块的围岩皆为武当山群的变浊积岩，以

千枚岩为主夹糜棱岩条带，后者实际就是经过动力

变质作用的粉砂岩和砂岩。围岩的变质程度及总体

特点，与远离岩块处（图版Ⅰ１）所见并无差别。与

岩块接触的部位未见到任何热变质现象，千枚岩的

组成矿物仍为绢云母，围岩的韵律层理仍然清晰可

见。从图版Ⅰ２可以清楚地看到，岩块的顶底界面

规则而平直，其上部已被围岩裹挟封闭，下部为坡积

物及草丛掩盖，但在观察者的脚下可以见到顶底板

围岩亦已闭合。岩块以其独特的块状构造而与具千

枚状构造的围岩明显地区分。岩块为辉绿岩，边部

图２（ａ）丹江口市镁铁岩及超镁铁岩的分布；

（ｂ）随州市镁铁岩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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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Ｋｚ—白垩系及新生界；Ｐｚ１—下古生界；Ｚ２—上震旦统；Ｎｈ

－Ｚ１狔犾—南华系—下震旦统耀岭河群；Ｐｔ２狊狓—中元古界随县

群；Ｐｔ２狑犱—中元古界武当山群；

Ｋ－Ｋｚ—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ａｎｄ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Ｐｚ１—Ｌｏｗｅ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Ｚ２—

ＵｐｐｅｒＳｉｎｉａｎ；Ｎｈ－Ｚ１狔犾—Ｎａｎｈｕａｎ—ＬｏｗｅｒＳｉｎｉａｎＹａｏｌｉｎｇ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Ｐｔ２狊狓—Ｍｅｓ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Ｓｕｉｘｉａｎ Ｇｒｏｕｐ；Ｐｔ２狑犱—

Ｍｅｓ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Ｗｕｄ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ｒｏｕｐ；

已片理化，但宽度一般不超过１０ｃｍ。此岩块的规格

很小，宽１．５ｍ，长４ｍ。图版Ⅰ３所示是一较大岩

块的顶面，它与围岩的接触界面并不与千枚理或岩

石的纹理一致，而是呈低角度斜截关系。这个现象

在图版Ⅰ３的左上角及右上角处显露最为清楚。

岩块与围岩之间既无热变质现象，又不见明显的破

碎。从总体外貌看来，围岩仍然具有包裹岩块的特

征，其千枚理和纹理已揉皱，并随岩块的形态变化或

弯曲起伏。岩块岩石具中细粒结构，块状构造，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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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丹江口市杜湾武当山群变浊积岩中所含之辉长—辉绿岩岩块露头的素描

Ｆｉｇ．３Ｆｉｅｌｄｓｋｅｔｃｈ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ｏｕｔｃｒｏｐｏｆｇａｂｂｒｏａｎｄｄｉａｂａｓｅｂｌｏｃｋｓｉｎｍｅｔａ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

ｏｆｔｈｅＭｅｚ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Ｗｕｄ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ｒｏｕｐｉｎＤｕｗａｎａｒｅａ，Ｄａｎｊｉａｎｇｋｏｕｃｉｔｙ

暗色矿物和淡色矿物的相对聚集，使岩石略显条带

状。岩块岩石组成矿物以绿泥石为主，在其横切断

面可以看见辉石假像。值得注意的是，该处露头的

详细观察表明，岩块岩石的条带状构造与岩块的形

状无关，其总体方向与围岩的层理也呈低角度斜截。

岩块与围岩岩石原生构造如此的斜截关系可以证实

岩块与围岩既不是沉积接触也不是岩浆侵入接触或

后期的断层接触。蔡家湾岩体顶面的上述特征无可

辩驳地表明，该岩体为一外来岩块，它是古板块俯冲

的构造侵位的产物。岩块侵位时，早已结晶成岩，岩

石具有的条带状构造形成于结晶期，而呈现的块状

构造应是成岩后期的产物，两种原生构造，均与侵位

活动无关。围岩的千枚理构造和糜棱岩化，以及岩

块边部的片理化，显然是构造侵位时遭受到强烈的

剪切变形所致。关于岩块岩石结晶期与构造侵位期

之间的时间间隔有多久？这是有待今后深入研究的

课题，本文不妄加讨论。

通过对上述野外观察点地理位置的核实，可以

断定，前人进行谷城幅１∶２０万地质填图时，已将这

些大小不一的岩块统一归并为蔡家湾超镁铁质杂岩

体之中。

从杜湾沿丹江口—十堰公路继续往东北方向进

行考察，在２ｋｍ范围内出露的地层皆属武当山群

姚坪组，其岩石组合和变质程度以及产状等均未出

现明显变化，岩层总体外貌与图版Ⅰ１拍摄处所见

并无差异。在该地段姚坪组

地层中，依然时常含有小型

的镁铁质岩块。图版Ⅰ４拍

摄的是公路东边废弃的采石

场所见，该人工露头包括三

个扁豆状的辉绿辉长岩岩

块，其产状与围岩一致，皆向

ＮＥ倾斜。照片右侧即岩块

的底板，主要由糜棱岩构成，

岩石纹理清晰并具后期的擦

痕面，靠近岩块的部分则出

现少量千枚岩。照片中部及

左侧产出的三个岩块几乎平

行的叠覆在一起，其间夹有

两层千枚岩将它们分隔开。

从岩块的岩石组成和结构而

论，虽然它们皆呈扁豆状产

出，却并非是在侵位时遭受

动力挤压所造成，而是侵位

之前它们就已经是层状块体了。因为，岩块并未整

体性的片理化，而片理化现象只局限于岩体边部很

窄的范围内。从拍摄图版Ⅰ４的露头向东北方向

约１００ｍ处，在糜棱岩中又见两个小岩块，图版Ⅰ５

则是其中之一的写真，照片左侧及右上角为糜棱岩，

其纹理的产状与前处所见者一致，仍向 ＮＥ陡倾。

照片中部及右侧为一岩块，岩石具中粒结构，属辉长

岩类，略显条带状构造。在此应当指出，以上这５个

岩块也许由于规模太小，故而在１∶２０万谷城幅地

质图上未予画出。

金山岩体位于金山村南瓦房院附近，出露在调

查路线西南段，是规模较大的超镁铁质岩体，宽约

４００ｍ。从公路两侧一系列人工露头所见，岩体由辉

石岩构成。其西南侧边缘普遍铁染，岩石呈黄褐色

土状，非常疏松，但其中等的粒状结构并未改变。岩

体接触面向ＮＥ倾斜，下盘为武当山群姚坪组千枚

岩，即中等粒状结构的辉石岩直接与千枚岩接触，根

本不存在辉石岩结构变细或出现冷凝边等现象，而

武当山群的千枚岩也未因紧邻岩体而有任何热变质

的迹象。岩石铁染范围宽约５０ｍ，越过铁染带即见

新鲜、坚硬的辉石岩露头（图版Ⅰ６），岩石呈暗灰绿

色，组成矿物主要为具有辉石假像的绿泥石，尤其在

其横断面上最为清晰。从露头处可以清楚地看到条

带状构造，岩块整体仍然具有块状构造。从谷城幅

１∶２０万地质图上看，该处岩块大体相当于其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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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硐山岩体，由于未作沿走向追索，故不能确定二

者是否相连。

观察路线的中段位于龙河至狮子岩之间，长约

８ｋｍ，沿途所见皆为武当山群姚坪组，地层产状及

岩石组成等均未发现明显的变化。在狮子岩附近，

见有大小不同的两个镁铁质岩体，小者称为新庙河

岩体，大者称狮子岩岩体。岩体长轴与地层走向一

致，均为Ｎ７０°Ｗ，倾向ＮＥ，倾角６０°～７０°。新庙河

岩体宽百余米，现场观察发现，它实际上是几个岩块

的集合体，图版Ⅰ７具体的显示了其中之一的某岩

块与围岩接触界面的细部特点。照片的上半部是武

当山群姚坪组的变质砂岩、粉砂岩与千枚岩的互层，

岩石层理及纹理十分清晰，其韵律层厚３０ｃｍ。照片

下半部为辉绿岩岩块，岩石呈灰绿色，具变余辉绿结

构，块状构造。沿接触界面有宽１０ｃｍ的片理化带，

向内侧即不显。围岩与岩块之间的接触界面平直而

规则，但却并不与围岩的层理及纹理一致，实际是呈

低角度斜交，在岩块外缘，围岩的千枚理却有围绕岩

块发育的趋势。通过对此界面的详细观察证实，岩

块内部及边缘的岩石结构一致，并无粗细之分，更未

见到冷凝边，围岩也不存在任何热变质现象，因此可

以断定，这是很典型的“冷侵位”接触。

狮子岩岩体位于龙家河与姚家河汇合处，呈

Ｎ７０°Ｗ 方向延伸，向 ＮＥ倾斜的岩床状产出，出露

宽度约６００ｍ。这个岩体同样是众多的中、小型外来

岩块的集合体，图版Ⅰ８即是该“岩床”底部一岩块

与围岩接触部位的写真，拍照处位于狮子岩村西南

１．２ｋｍ处公路边的人工露头。照片右侧的镁铁质

岩块由辉长辉绿岩构成，岩石具中—细粒辉绿结构，

块状构造，与新庙河岩体相比，结构明显变粗，矿物

粒径一般为２ｍｍ，边部也未变细。不论是狮子岩岩

体，还是新庙河岩体，岩块之中常有不规则状的石英

脉体，后者侵入辉绿岩内部或边部，但却从未见到其

侵入围岩，在图版Ⅰ８中即可看见这一重要特点，

这是外来岩块形成时代老于围岩的难得的野外证

据。照片左侧为武当山群姚坪组的千枚岩和变质砂

岩，接触界面处既无热变质也无烘烤现象。狮子岩

岩体顶板围岩仍为武当山群，笔者在丹江口—十堰

公路５４ｋｍ里程碑处看见具有韵律层理的浊积岩，

其递变层理十分清楚。从图版Ⅱ１可以明显看出，

这种由深海沉积形成的韵律性层理并不平直，而呈

大角度弯曲的现象，实际上这是在岩块边部地层发

生揉皱变形所造成。

笔者等在观察路线的东北端见到的“丹江口岩

体”，就其产出规模而言，可谓该区最大。经过在实

地仔细的研究后，可以确定这个岩体至少是由三个

较大型岩块构成的集合体。岩块岩石以中粒或中粗

粒辉长岩为主，其中包含有少量辉石岩团块，次为辉

绿辉长岩，具变余中细粒辉绿结构。据一处大型天

然露头和附近人工露头的详细观察，在具有块状构

造的辉长岩中尚可看见条带状构造。丹江大桥桥头

的西北侧，由于汉江向下切割剥蚀而形成一处天然

露头，露头全长约４００ｍ，图版Ⅱ２拍摄的是其一

段。照片图像方向为Ｎ７０°Ｗ，该处可见两组原生节

理，第一组呈ＮＷ—ＳＥ向，与拍照的画面方向大体

平行；第二组呈ＮＥ—ＳＷ 向，与拍照画面方向垂直，

二者交切近直立。第一组节理与岩石的条带状构造

一致；第二组是横切节理，颇为显著而醒目。虽然岩

石之块状构造和条带状构造，以及两组原生节理均

表明，其成因是镁铁质岩浆经过冷却、结晶、固结而

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岩过程发生在丹江口所在地

段，因为“丹江口岩体”的周边，同样不存在由岩浆侵

入而理应形成的热变质现象。“岩体”内部至少被两

条武当山群千枚岩、浅变质粉砂岩和砂岩层所分隔，

这些曾被认为是捕虏体的岩石同样未受热变质。曾

被１５００℃以上高温的镁铁质岩浆侵入或包围的岩

石，居然未发生变质作用影响，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和

信服。由此，不难断定镁铁质岩浆的侵入、结晶、固

结过程，在丹江口现今所在的地域未曾发生，而该处

所发生的却是已经固结岩浆岩的构造侵位。

１３　随州—何店路线观察

观察路线在随州市以南，北起水桥，南至何

店，全长约１５ｋｍ。该沿线之新建公路两侧可以看

见许多人工露头，为此次地质调查提供了方便条件。

在随县幅１∶２０万地质图上，该沿线有两个大型的

镁铁质岩床，自南而北依次被命名为府君山岩体和

东高庙岩体。府君山岩体出露于府君山—刘家湾一

带，长２８ｋｍ，宽１～５ｋｍ，总面积为６９ｋｍ
２；东高庙

岩体出露于李家湾至东高庙一带，长１５ｋｍ，宽１～

２ｋｍ，分布面积为９ｋｍ２。两个岩体均由辉长岩构

成，另有少量橄榄辉长岩及辉绿辉长岩。

此次观察首先从何店东北的谌家岭村府君山岩

体的西南边缘开始，在公路边的采石场，笔者找到了

辉长岩体与随县群垸子湾组的接触带（图版Ⅱ３）。

照片画面的方向为ＳＷ，接触界面下盘即图像右侧

为随县群的千枚岩，夹淡色条带状糜棱岩。后者为

动力变质的砂岩，它与千枚岩共同构成原岩的韵律

层，岩石层理与千枚理大体一致，其走向为Ｎ７０°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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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ＮＥ，倾角７５°。在接触界面上盘，即照片左侧

为辉长岩，呈暗褐色，具中粒辉长结构块状构造，仅

在边部很窄的范围内见有片理化，其方向与围岩的

千枚理一致。从该露头以及所拍照片可以清楚地看

到，由两种岩石构成的接触界面十分规则而且平直，

围岩一侧未见任何热变质现象，“岩体”一侧则以中

粒结构的辉长岩直接与围岩接触，并不存在岩石结

晶变细或冷凝边。笔者等沿着接触界面仔细搜寻，

没有发现任何相互穿插或熔融岩浆贯入的迹象。紧

邻接触界面的随县群地层，其变质程度与百米以外

所见的千枚岩完全一致。在此应当说明的是，笔者

所理解的热变质，通常是指碳酸盐类的矽卡岩化、泥

质岩石的角岩化并常有标型矿物产生，而热变质也

必然导致原岩层理、页理、纹理等原生结构、构造的

消失，以及一系列变晶矿物的形成（吴汉泉，１９８６）。

必须指出，所有这些特征在府君山岩体的围岩中均

未见到。这无疑表明，作为随县群重要组成部分的

千枚岩、变质粉砂岩和砂岩，都是区域变质的产物，

其变质级别很低，仅相当于沸石相，与通常所称之热

变质特征毫无共同之处。

图４随州南“东高庙辉长岩体”与随县群地层接触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４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ｃｏｎｔａｃ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ｏｎｇｇａｏｍｉａｏｇａｂｂｒｏｐｌｕｔ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ｉｘｉａｎＧｒｏｕｐ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ｕｉｚｈｏｕａｒｅａ

沿随州—何店公路继续北行，在随县幅１∶２０

万地质图所圈定的府君山岩体范围内，笔者共发现

七个大小不一的镁铁质岩块，它们皆呈岩床状产出。

事实表明，前人所称的府君山岩体实际上是诸多岩

块的集合体。图版Ⅱ４所展示的公路护坡之上一

个岩块与围岩的接触带。照片画面的方向为

ＮＥ２０°。从人工护坡之上的露头处，可以清晰地分

辨出两种岩石，西南侧为随县群垸子湾组的千枚岩

和糜棱岩互层，岩石呈淡灰色，部分千枚岩则显出粉

红色调，岩层具层理和千枚理构造。东北侧为辉长

岩，靠近接触界面处有宽约５ｍ的片理化带。辉长

岩呈暗褐色，具中粒辉长结构，从边部向中心未见结

构上有粗细之分，岩块整体上显示块状构造。二者

接触界面规则而平直，其倾角低于围岩层理，表现呈

低角度斜截关系，但千枚岩

的千枚理及辉长岩边部的片

理却与接触界面一致。显而

易见，该接触界面具有构造

接触的特点，即早已固结成

岩的辉长岩构造侵位于随县

群地层之中。然而沿此接触

界面既没有破碎带，亦未发

现错断面，所以又排除了后

期断层接触的可能性，由此

可以判断，这是典型的原生构造侵位界面的例证。

穿过“府君山岩体”之后，沿途所见皆为随县群垸子

湾组地层，由浅变质的浊积岩构成，产状稳定，总体

皆向ＮＥ倾斜，倾角６０°左右。

在观察路线的北段，从随州师范新址附近即见

到东高庙岩体，出露宽度约３ｋｍ，笔者在沿线调查

发现，此岩体实际上至少由七个镁铁质岩块构成。

在“岩体”西南侧，有一处长约２００ｍ的大型人工露

头，笔者穿越岩块及其接触带进行详细观察，并作出

了该地段的地质断面示意图（图４）。从图４可以清

楚地看到，并非是单一侵入体与围岩的简单接触，实

际上是随县群垸子湾组变浊积岩中含有三个外来的

镁铁质岩块。为了让读者能够看到这些岩块的实际

景观，现附上图版Ⅱ５和Ⅱ６。图版Ⅱ５是图４左

侧的写真，图版Ⅱ６则是图４中部两个岩块与随县

群地层的接触关系。岩块为辉长岩，岩石呈暗绿色，

风化面呈暗褐色，具中粒辉长结构，块状构造。岩块

边部已片理化，宽度较窄，一般不超过５ｍ，片理方向

与围岩的千枚理一致。岩块的围岩为浅变质的浊积

岩，即千枚岩和砂岩的互层，邻近岩块的部分，砂岩

多变为糜棱岩。由于岩石的颜色和构造上具有明显

差异，故而使岩块与围岩的接触界面十分清晰易见。

从图４所示之露头沿垂直“岩体”的北东方向约

３００ｍ处，所见岩石皆为辉长岩，并具有明显的条带

状构造。经仔细观察发现，这种构造源于长轴矿物

的半定向排列，以及暗色和淡色矿物比率的差异。

众所周知，镁铁质和超镁铁质岩的条带状构造又称

为堆积构造，主要形成于具备相对稳定的地球动力

学环境和足够的空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大型岩浆

房（王荃，１９８６ａ；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７７）。在岩浆房中，岩

浆的结晶、凝固过程与沉积岩的沉积作用存在相似

之处，故而将类似于韵律构造的堆积构造用于对岩

浆岩的研究之中。笔者等在随州—何店以及前述之

丹江口—土关垭的观察路线中所见到的这种条带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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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既存在于较大型的岩块之中，亦见及于中小型

岩块内。应当指出的是，中小型岩块显而易见并不

具备此种构造赖以形成的足够空间，即大型的岩浆

房。所以，正确而可信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该区

的镁铁质及超镁铁质岩，不论岩块之大小，皆来自同

一的大型岩浆源体。

调查路线北段的吴家湾以北地区，在中粗粒辉

长岩中见有酸性脉岩贯入，笔者在公路旁的人工露

头处拍下实景（图版Ⅱ７）。照片画面方向近于南

北，南半部为两条细粒斜长花岗岩脉，一条宽３．５ｍ，

照片右侧边部还有一条，宽约１ｍ。岩脉斜切辉长岩

之线理呈明显的侵入关系。斜长花岗岩呈白色，略

显粉红色调，组成矿物以酸性斜长石为主，岩石微现

片理化，其方向与附近地层的千枚理大体一致。笔

者在随州—何店观察路线的北段，发现辉长岩中含

有斜长花岗岩的景像共有三处。这一迹像引起了笔

者注意，于是在岩块附近的围岩中仔细搜寻，结果是

未见到相关的随县群地层中有类似的岩脉侵入。由

此，自然使人联想到，作为蛇绿岩套组成部分的大洋

斜长花岗岩，通常与镁铁质堆积杂岩关系密切，但从

不独立地侵入周围地层（王荃，１９８６ａ）。因而，在调

查路线所见到的这种并非个别的现象，可以作为外

来岩块成岩时代老于围岩的证据之一。

２　讨论和结论

在阐述比次野外调查所见的结论之前，首先应

该说明的是，两条观察路线的选择绝非有目标的挑

选，而是随机定位的，因此，对于两郧随枣地域内镁

铁质岩浆岩带整体而言，无论是在围岩地层的时代、

建造性质、变质程度，以及岩体的产状、岩石组成、接

触界面的性质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为此，

根据两条调查路线实地所见，对该区镁铁质岩带的

地质特征及其成因，提出如下几点基本认识。

２．１　接触带不存在热变质

笔者等在此次调查中重点观察了３５个大小不

一的岩体，在其外接触带并未发现热变质现象。前

人在相关的文献中只提到“热变质不明显”，可是据

详细观察，完全可以肯定热变质根本不存在。野外

地质调查要求真实、客观，最忌讳带有任何的“学术

框框”或“先入为主”的论点，以及模棱两可的态度。

不论在丹江口地区还是在随州地区，镁铁质岩的直

接围岩均为千枚岩和糜棱岩，并保留有清晰可见的

纹理、递变层理以及韵律层理等构造。岩石变质程

度明显低于葡萄石—绿纤石相，不言而喻，这是很低

级的区域变质的产物，与通常所称之热变质可谓是

风马牛不相及。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笔者在三十多

个岩体的边部从未见到过角岩带，更未发现相关的

标型矿物。

２．２　岩体边部无冷凝边及相变带

众所周知，高温的液态岩浆上侵后，经迅速冷却

则必然在其边部形成细粒的甚至隐晶质的冷凝边，

这是判断侵入接触的重要标志之一。前人的区调成

果曾确认该区镁铁质岩体边部存在冷凝边，并片理

化。这个结论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冷凝边

属于变余的结构构造，而片理化则是变晶后的构造，

所以，能见到冷凝边就不可能再见到片理化。反之

亦然，既存在片理化又怎能再存在冷凝边？就笔者

对三十几个岩体的仔细观察，直接与围岩邻接的镁

铁质岩一般具有中—细粒或中—粗粒结构，从未看

见细晶甚至隐晶质的冷凝边。岩体边部的片理化倒

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片现化的宽度通常很窄。从

岩体边缘向内部搜寻，则见岩石的矿物组成及其结

构都很稳定，并无明显的岩石组分及其粒度的变化。

不少岩体岩石具有条带状构造，显然这是相变的产

物，但就几个小型岩体的详细观察发现，条带状构造

及其方向性与该岩体的形状无关。在野外看见岩体

与围岩的接触界面斜截了镁铁质岩的条带状构造

（图版Ⅰ３），这一特征有力的证明，岩体是在侵位之

前形成的，应系被构造活动所卷入的外来岩块。既

然如此，也就比较圆满地解释了两郧随枣地域内镁

铁质岩浆岩带，为何普遍不存在冷凝边的问题了。

２．３　是单一岩体还是外来岩块的集合体？

在两条野外调查路线内，直接见到或与其相关

的较大型岩体有四个，即银硐山、丹江口、府君山及

东高庙等岩体。通过实地观察，现在完全可以确认，

这四个岩体都不是单一的岩浆侵入体，而是由许多

外来岩块构成的集合体。经粗略统计，这两条调查

路线中共见到大小岩体不下３５个，确切地说，实际

是见到３５个外来岩块。这些岩块分布并不均匀，其

疏密程度随地而异。过去地质填图时，是根据比例

尺要求而决定地质路线和观测点的密度，凡是相邻

点、线所见到的相同岩石，一般情况皆划归为单一的

地质体，所以常将岩块密集区归并为大型岩体，而将

岩块稀疏处划为小岩体，有时为了避免图面过于繁

杂，则干脆予以剔除。

两郧随枣镁铁质岩浆岩带中，以随州市南的府

君山辉长岩体规模最大，其出露面积达６９ｋｍ２。笔

者野外观察路线恰好从该岩体的西段穿过，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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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见岩体宽度为１．６ｋｍ，其区间内共发现七个大小

不一的镁铁质岩块，不同规模的岩块之间均为随县

群垸子湾组浅变质的浊积岩所分隔。东高庙辉长岩

体位于府君山岩体之北约１０ｋｍ 处，是一大型岩

床。调查路线从其中段穿过，在路线上岩体宽约

２．５ｋｍ，经仔细观察发现在此区间内计有七个镁铁

质岩块。各岩块周边被随县群垸子湾组或柳林组地

层所包裹。两郧随枣岩带西段的丹江口辉长岩体，

前已述及同样至少由三个较大的外来岩块构成，岩

块间被两条武当山群的浅变质浊积岩层所分隔。据

野外观察，同一岩块的岩性比较单一，而不同岩块经

常出现岩性的差异，因此，前人描述大型岩体岩相的

变化，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其见到不同的岩块所致。

表１　湖北省两郧随枣地区镁铁质—超镁铁质岩浆岩的化学成分

犜犪犫犾犲１　犌犲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犿犪犳犻犮犪狀犱狌犾狋狉犪犿犪犳犻犮犿犪犵犿犪狋犻犮狉狅犮犽狊犻狀犢狌狀狓犻犪狀，犢狌狀狓犻，犛狌犻狕犺狅狌

犪狀犱犣犪狅狔犪狀犵犪狉犲犪，犎狌犫犲犻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岩体名称 岩石类型 样品数
氧化物含量（％）

ＳｉＯ２ Ｔ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Ｆｅ２Ｏ３ ＦｅＯ ＭｎＯ ＭｇＯ ＣａＯ Ｎａ２Ｏ Ｋ２Ｏ Ｐ２Ｏ５ Ｈ２Ｏ＋ 烧失量 合计

府君山

陈家湾

高庙坡

包集

孙家湾

高枧

云彩山

银硐山

辉绿辉长岩 １ ４２．７７ ２．６９ １２．３７ ５．９７ １１．６８ ０．２０ ６．５０ １１．５２ １．７４ ０．１４ ０．９９ ０．２９ ９６．８６

辉长岩 ２ ４５．６２ ０．９６ １７．５６ ２．４５ ７．１０ ０．１４ ９．１５ ９．１７ ２．３６ ０．６１ ０．１２ ４．４５ ０．１０ ９９．７５

橄长岩 ２ ４３．４６ ０．２９ １８．７８ １．９４ ６．３１ ０．１１ １４．１５ ９．４５ １．５６ ０．２０ ０．０５ ３．７２ ０．４３ １００．４２

橄榄辉绿岩 １ ４６．１２ ０．３６ ２２．２４ １．２３ ５．３３ ０．１３ ９．５１ １０．７３ ２．０８ ０．２８ ０．０７ ２．０８ ０．０４ １００．２０

暗色辉绿岩 １ ４３．６１ ２．１３ １３．５２ ２．６７ ８．１３ ０．１４ １０．３９ ９．７７ ２．１３ ０．２６ ０．１５ ４．７９ １００．６９

细粒辉长岩 １ ４１．６５ ３．４５ １６．６４ ７．２５ ５．９１ ０．１９ ５．６１ １２．９９ １．４５ ０．６７ ０．０５ ３．１２ ９８．９８

橄榄辉绿岩 ２ ４６．５０ ０．６０ １９．４０ １．６０ ７．２０ ０．０８ １０．２０１０．７０ ２．１４ ０．３０ ０．０６ １００．４８

单辉橄榄岩 ３ ３３．７５ ５．０２ ３．５８ １０．９５ ９．１５ ０．２３ ２４．１９ ４．２１ ０．２０ ０．０５ ０．１４ ７．０８ ０．１５ ９９．４２

二辉橄榄岩 １ ３２．９２ ２．５９ ３．７２ ２０．３９ ０．１９ ２６．９３ ３．５９ ０．０７ ０．１７ ０．２５ ８．５６ ０．３４ ９９．７２

橄榄辉石岩 １ ３５．９３ ３．３２ ６．５６ ９．３０ ７．７１ ０．２２ ２３．１３ ４．９８ ０．１６ ０．０４ ０．４７ ８．１９ ０．２３ １００．２４

辉石岩 １ ３７．２７ ３．３１ ９．３３ ３．１４ ４．６３ ０．１０ ２４．０８ ９．１７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２６ ８．１９ ０．２３ ９９．８１

辉石角闪石岩 ２ ３６．７９ ３．８６ ４．９６ １１．９４ ７．２４ ０．２４ ２１．６３ ５．４５ 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１９ ６．６９ ０．３３ ９９．５５

蛇纹石化橄榄岩 ３ ３９．３６ ０．７０ ７．４４ ５．４５ ７．１４ ０．１９ ２５．２０ ４．２８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６ ８９．９７

辉石岩 ５ ４１．４６ ０．９５ １１．０６ ２．３３ ９．５１ ０．２０ １９．５７ ７．０３ ０．５８ ０．０５ ０．０９ ９２．８４

辉长辉绿岩 ２ ４３．６８ １．１５ １４．２４ ６．４６ ５．２６ ０．１９ １２．１６ ８．８３ １．９４ ０．０９ ０．１１ ９４．１１

辉绿岩 ２ ４９．３２ １．３１ １４．６０ ３．２６ ６．５３ ０．１６ ８．３８ ９．３０ ３．５５ ０．０８ ０．１３ ９６．６２

辉石岩 ２ ４３．７１ ３．７３ ７．８６ ７．７７ ７．３７ ０．２３ １０．０５１３．１２ １．６０ １．１７ ０．４２ １．４５ １．１０ ９９．５７

磁铁辉石岩 ３ ３７．５４ ４．９５ ３．５７ １１．４１ ９．４２ ０．２１ １１．４５１６．６４ ０．７０ ０．２２ ０．０４ １．６７ ２．０１ ９９．８２

异剥辉石岩 １ ３９．４４ ５．１５ ４．８８ １０．４９ ８．２０ ０．１８ １３．１４１５．２３ ０．６４ ０．０３ ０．０７ ２．３９ ９９．８４

单辉辉石岩 ２ ３７．４９ ４．１７ ３．７６ １１．１３ ８．８５ ０．２２ １４．１２１４．６１ ０．３０ ０．０９ ０．０３ ２．９４ １．４１ ９９．６４

　　　注：资料引自湖北省１∶２０万随县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及《湖北省区域地质志》（湖北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９０）。

２．４　未见真正意义上的捕虏体

通过两条地质路线的实地观察，虽经仔细地寻

找，但始终未发现镁铁质、超镁铁质岩块中存在有围

岩捕虏体。而前人认为辉长岩体含有围岩捕虏体的

论述，却让笔者在实地复查后确认，实际均属分隔不

同岩块的浅变质浊积岩。人所共知，混杂岩的出现

是鉴别古板块俯冲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它通常由

外来岩块混杂于柔性的细粒及泥质为主的基质之

中。综览全球各地质时期造山带中的混杂岩，其沉

积物的主体绝大部分是由具复理石特点的浊积岩组

成，并普遍遭受强烈的剪切和变形。两郧随枣镁铁

质岩浆岩带所在地域的武当山群姚坪组和杨坪组，

以及随县群垸子湾组，都明显的具有形成混杂岩的

泥质岩沉积的特点。而介于不同岩块之间的此类岩

石，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围岩捕虏体，否则，为什

么这些“捕虏体”从未发生过热变质？

２．５　外来岩块形成时代早于围岩

假若调查区内之镁铁质岩浆岩是就地侵入而

成，则岩体时代应晚于围岩，反之，若是构造侵位的

产物，岩块的成岩时代则应早于围岩。目前，笔者谨

提供野外所见的三项证据：其一，丹江口市以南的新

庙河和狮子岩二岩块中，常见有不规则状的石英脉

体侵入辉绿岩，但从未见到其侵入围岩（图版Ⅰ８）。

其二，在随州以南的东高庙岩块群中，见辉长岩被斜

长花岗岩脉侵入，而围岩随县群中则并未发现此类

岩脉的存在。其三，部分镁铁质岩块具有条带状构

造，多数岩块并具有块状构造，而这些原生构造时有

被侵位界面斜截的现象（图版Ⅰ３）。上述事实表

明，镁铁质岩块成岩时代早于围岩，继后才出现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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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位。笔者等注意到近年曾有该区镁铁质岩石的同

位素年龄为６２０～２７８Ｍａ的报道（胡健民等，２００３；

凌文黎等，２００７），但采样点不在本调查路线之内，对

其可信性也不拟评估。

２．６　两郧随枣镁铁质岩的属性

前人在区域地质调查中，曾对该地域内的镁铁

质岩浆岩进行过大量的岩石化学研究，其成果是十

分可贵的。笔者现将所收集的岩石化学分析资料列

于表１，目的在于以现有的３８个样品的分析结果作

为依据，重新判别该镁铁质岩浆岩的属性。

早在２０世纪初，岩石学家就曾依据化学成分的

差异，将岩浆岩划分为拉斑玄武岩、钙碱性和碱性三

种系列。上世纪６０年代，随着板块构造理论的提

出，人们发现三种岩浆岩系列分别形成于不同的板

块边界，是岩石圈中不同的地球动力学环境的产物。

由此将岩浆岩的成因与其所处的大地构造条件，紧

密地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王荃和刘雪亚，１９７６；刘雪

亚和王荃，１９９３）。从表１所列的数据不难看出，其

中的镁铁质岩皆属拉斑玄武岩系列。ＳｉＯ２含量多限

定在４２％至４９％之间，略低于世界各地同类岩石

ＳｉＯ２（４８％～５２％）的含量。Ｋ２Ｏ含量介于０．０８％

至０．６７％之间，其中少数样品在０．２％以下，属于低

钾拉斑玄武岩类，多数则属拉斑玄武岩质辉长岩类。

Ｎａ２Ｏ含量多介于１．４５％至２．３６％之间，并明显高

于Ｋ２Ｏ的含量。碱组分总量为１．５３％至３．０３％，

整个岩浆岩带内未见有碱性系列的岩石存在。两郧

随枣地域内之超镁铁质岩，按其 ｍ／ｆ比值，全部属

铁质超基性岩类。综观该区的地质特征以及岩体的

化学成分，可以确认，两郧随枣地域内的镁铁质—超

镁铁质岩应属蛇绿岩套中的堆积杂岩（Ｃｏｌｅｍａｎ，

１９７７；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６）。如果将这套岩石与当今

全球岩石圈的构成进行对比，无疑应属于其层３，即

大洋层（Ｏｃｅａｎｉｃｌａｙｅｒ）。对照中、新生代全球同类

岩石的分布可以看出，拉斑玄武岩质堆积杂岩均产

于大洋中脊或边缘海盆的扩张脊处，这即是通常所

说的岩浆岩组合与地球动力学条件之间的隶属关

系。

２．７　将岩体正名为岩块，其意义何在？

以上的论述尽管足以确认，两郧随枣镁铁质岩

浆岩带是古洋脊留存的残片堆积，但却并不意味着

该地段就是古洋脊的具体所在。正如笔者等的野外

观察证实，组成该岩浆岩带的“岩体”都是外来岩块，

两条地质调查路线所见的没有一处是就地原生的，

而是遭受剪切和变形并被大量裹挟而来的。目前限

于研究工作不足，对这套堆积杂岩的形成地点与现

今所处的位置之间的距离，尚无法断定，也无从确定

其形成时限，以及与后期构造侵位时限之间的时间

间隔。这些重大问题虽然尚待深入研究加以解决，

但笔者等仍然可以确定，由大量外来镁铁质岩块与

随县群和武当山群的浊积岩所构成的混杂岩带的存

在，这是确切无疑的事实。这个事实标志着两郧随

枣地区有一相同走向的古板块俯冲带，其极性方向

是ＮＥ（张勤文，１９８６）。由此可见，武当山—大悟山

地体并非扬子地台向北增生的产物，而是桐柏—大

别地体向南增生的结果。所以，将“岩体”正名为外

来岩块，对正确识别武当山—大悟山地体的性质，复

原其地球动力学条件以及大地构造的演化历程，均

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理论意义（李锦轶，

２００４）。

致谢：此次野外调查中，曾参考并引用了湖北省

地质矿产局相关的区调资料，并就调查的成果与李

锦轶研究员进行过有益的讨论，本文中的插图清绘

和文字录入由王励嘉女士完成，在此一并表示衷心

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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