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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元古代本洞花岗闪长岩体中发现

左旋 －正滑型韧性剪切带
张桂林，梁金城，刘之葵，冯佐海，陈懋弘，韩喜彬

（桂林工学院 资源与环境工程系，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在桂北元古代本洞花岗闪长岩体中首次发现了韧性剪切带，韧性剪切带总体走向
为近南北向，糜棱岩面理倾向为２４０°～２８０°，倾角为４０°～６３°；代表剪切运动方向的拉伸
线理产状为２１６°～２２６°∠３９°～４６°．韧性剪切带运动学性质为左旋－正滑剪切，滑动方向为
由北东向南西方向．韧性剪切带中发育典型的花岗质糜棱岩类，并具有明显的分带现象，
从剪切带中心往两侧依次发育千糜岩、糜棱岩、初糜岩．本洞岩体中韧性剪切带和糜棱岩
的发现揭示了叠加在元古代本洞岩体之上的一次重要构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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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洞岩体位于广西融水县三防镇东南方向的
本洞—峒马一带 （图１），是广西最老的花岗岩类
侵入体，也是华南最老的花岗岩类侵入体之一，

属中元古代四堡期，其全岩 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为
（１０６３±９５）Ｍａ，　独居石 Ｕ－Ｐｂ同位素年龄为
１０３０～１０６８Ｍａ［１］．李献华用高精度的离子探针
质谱 （ＳＨＲＩＭＰ）和颗粒级锆石 Ｕ－Ｐｂ定年方法
测定本洞岩体的同位素年龄为 （８２０±７）Ｍａ，认
为本洞岩体时代为新元古代［２］．但是， １∶２０万和
１∶５万区调资料及野外地质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观
点，本洞岩体东北和东南两端侵入到四堡群中，

岩体西部被晚元古代三防岩体侵入，而在岩体东

部被丹洲群底部的白竹组沉积覆盖，与丹洲群为

沉积接触，并在岩体顶部发育有厚约５ｍ的古风
化壳，古风化壳内的岩石为特征的 “假花岗岩”，

所以，把本洞岩体的时代确定为四堡期更为合理．
　　本洞岩体的主要岩石类型为中 －细粒黑云母
花岗闪长岩，最早被认为是华南典型的幔源分异

型花岗岩 （Ｍ型）［３］．后来，有些学者认为本洞
岩体是Ｉ型花岗岩［４］，也有人认为本洞岩体是一
种以地壳物质为主，地幔物质为辅的混源型花岗

岩［５］，或兼有 Ｍ型或 Ｉ型花岗岩的双重特征［６］．
最近也有人认为本洞岩体是过铝质的 Ｓ型造山花
岗岩 ［７］．
　　本洞花岗闪长岩体的变形构造很少有人进行
过有研究，作者首次在本洞岩体中发现了韧性剪

切带和糜棱岩，并根据其几何学、运动学及显微

构造的研究，确定本洞韧性剪切带为左旋 －正滑
型韧性剪切带，为桂北前寒武纪花岗岩的变形构

造及地壳演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１　本洞韧性剪切带几何学特征

　　本洞韧性剪切带发育在本洞村东约１ｋｍ处，
由３条近南北向韧性剪切带组成 （图１）．韧性剪
切带宽约３ｍ，单条韧性剪切带宽０２０～１５０ｍ
（图２）．韧性剪切带内发育典型的花岗质糜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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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本洞花岗闪长岩岩体地质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Ｂｅｎｄｏｎｇ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

Ｑ—第四系；Ｐｔ３ｇ—丹洲群拱洞组；Ｐｔ３ｈ—丹洲群合桐组；

Ｐｔ３ｂ—丹洲群白竹组；Ｐｔ２ｙ—四堡群鱼西组；Ｐｔ２ｗ—四堡群

文通组；１—晚元古代三防花岗岩体；２—中元古代本洞花

岗闪长岩体；３—不整合界线；４—逆断层；５—韧性剪切带

图２　本洞岩体中韧性剪切带剖面图
Ｆｉｇ２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ｕｃｔｉｌｅ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ｉｎＢｅｎｄｏｎｇｐｌｕｔｏｎ
１—块状花岗闪长岩；２—初糜棱岩；３—糜棱岩；４—千糜岩

类，糜棱面理发育，与呈块状构造的花岗闪长岩

具有明显的构造差异，是野外识别韧性剪切带的

主要标志．韧性剪切带内糜棱岩具有明显的分带
现象，在剪切带中心部位为强应变作用形成的千

糜岩，往两侧依次发育糜棱岩和初糜岩，并逐渐

过渡为块状构造的花岗闪长岩 （图２）．千糜岩带
为千枚糜棱结构，动力变质分异作用极为强烈，

形成主要由片状矿物构成的绢云母千糜岩和同构

造分异石英脉；糜棱岩带为典型的糜棱结构，片

状构造；初糜岩为初糜棱结构，片状—片麻状构

造，向无应变的块状花岗闪长岩过渡．
　　根据野外实际观测，韧性剪切带内糜棱岩面
理和拉伸线理的产状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糜棱岩

面理的倾向为２４０°～２８０°，倾角为４０°～６３°；代
表剪切运动方向的拉伸线理在糜棱岩面理面上向

近Ｓ方向侧伏，侧伏角６０°～７０°，经赤平投影后
的产状为２１６°～２２６°∠３９°～４６°（图３）．

图３　本洞岩体中韧性剪切带糜棱岩面理

和拉伸线理赤平投影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ｅ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ｙｌｏｎｉｔｉｃ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ｓｔｒｅｔｃｈｉｎｇ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ｕｃｔｉｌｅ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ｉｎＢｅｎｄｏｎｇｐｌｕｔｏｎ

２　糜棱岩矿物学和显微构造特征

　　本洞岩体韧性剪切带内发育的糜棱岩为典型
的花岗质糜棱岩类，其原岩为花岗闪长岩，花岗

闪长岩的主要矿物成分为中长石 （４０％ ～５０％），
石英 （２５％ ～３０％）；微斜条纹长石 （１０％ ～
２０％），次要矿物为黑云母 （５％～１０％）．由于韧
性剪切过程中的应力分解作用，糜棱岩带中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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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显著减少，仅残留５％～１０％的长石残斑；片
状矿物含量显著增加，一般达３０％以上，主要为
绢云母或白云母，其次为绿泥石；石英含量也显

著增加，达５０％以上；黑云母基本已经退变质转
变为绢云母或绿泥石．在韧性剪切带中心部位的
千糜岩带中，由于极为强烈的剪切作用和变质分

异作用，长石基本已全部消失，石英分异形成同

构造石英脉，岩石基本由片状绢云母、白云母及

少量绿泥石组成．本洞糜棱岩的矿物组合主要为
绢云母＋白云母 ＋石英 ＋绿泥石，是一套典型的
低绿片岩相矿物组合，反映韧性剪切作用是一种

低绿片岩相变形变质作用．
　　在显微镜下观察，本洞糜棱岩发育极为典型
的糜棱结构，原岩块状花岗闪长岩中的长石在剪

切过程中发生脆性破碎，形成残斑；石英则以塑

性变形为主，形成不对称状眼球体，并表现出强

烈的拉伸现象 （照片１）．反映石英塑性变形的晶
内显微构造还有波状消光、亚晶化、动态重结晶

等现象．千糜岩的显微构造主要表现为绢云母的
强烈定向排列，白云母片构成云母鱼 （照片 ２）
等现象．

３　本洞韧性剪切带运动学特征

　　根据野外测量数据投影 （图３），本洞韧性剪
切带糜棱岩面理倾向为 ＳＷＷ—ＮＷＷ，倾角４０°～
６３°，代表剪切运动方向的拉伸线理在糜棱面理面
上向近Ｓ方向侧伏，侧伏角６０°～７０°，说明剪切
运动以倾滑分量为主，走滑分量为辅．在沿拉伸
线理并垂直糜棱岩面理的切面 （ＸＺ面）上，发现
了大量剪切指向判别标志，例如：（１）野外呈雁
列状排列的透镜状花岗闪长岩残留体，同时也是

照片１　糜棱岩的显微构造

（正交偏光，４×１０）
Ｐｈｏｔｏ１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ｙｌｏｎｉｔｅ

照片２　千糜岩的显微构造

（正交偏光，４×１０）
Ｐｈｏｔｏ２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ｈｙｌｌｏｎｉｔｅ

图４　本洞韧性剪切带剪切指向判别标志
Ｆｉｇ４　Ｓｈｅａｒｓｅｎｓ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Ｂｅｎｄｏｎｇｄｕｃｔｉｌｅ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

Ａ—雁列状排列的透镜体；Ｂ—不对称剪切褶皱；Ｃ—不对称石英眼球；Ｄ—白云母书斜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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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型透镜状变形分解构造，透镜

体长轴与剪切带边界的锐夹角方向指示正滑剪切

（图４Ａ）；（２）野外和显微镜下都可见绢云母千糜
岩中糜棱片理的剪切褶皱，其轴面与糜棱片理一

致，两翼的不对称性指示正滑剪切 （图４Ｂ）；（３）
显微镜下糜棱岩中的不对称石英眼球体，其两端

拖尾的方向及眼球体长轴与剪切带边界的锐夹角

方向均指示正滑剪切 （图４Ｃ）；（４）显微镜下千
糜岩中的白云母书斜构造，书斜状白云母倒伏的

方向指示正滑剪切 （图４Ｄ）．以上多种剪切指向
判别标志均指示本洞岩体韧性剪切带的倾滑方向

分量运动学性质为正滑剪切，根据糜棱面理倾向

为ＳＷＷ—ＮＷＷ的特点，走滑方向运动学性质应
该为左旋剪切，所以，本洞韧性剪切带的总体运

动学性质为左旋 －正滑剪切，结合拉伸线理的产
状判断，其滑动方向应该是由北东向南西方向．

４　构造意义和存在问题

　　长期以来，对本洞岩体的大量研究多集中于
岩石学、岩石化学及成因等方面的探讨［１－７］，在

华南最古老的本洞岩体中发现韧性剪切带和糜棱

岩对本洞岩体的变形构造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这

一发现不仅揭示了叠加在本洞岩体之上的一次重

要构造事件，而且对桂北地区早期地壳演化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桂北加里东期越城岭
岩体中发现了与后造山伸展作用有关的滑脱型韧

性剪切带［８］，根据我们最近的野外工作，在新元

古代元宝山花岗岩体中也发现了大量与后造山伸

展作用有关的韧性剪切带．中元古代本洞花岗闪
长岩中正滑型韧性剪切带的发现，可能说明后造

山伸展作用已经向西扩展到了九万大山一带．但
是，本洞岩体韧性剪切带形成的时代仍需进一步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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