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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出露于桐柏 山一带的桐柏杂岩
,

其放射成因 P b 同位 素组成介于低放射成因 P b 同位素组

成的大别核部杂岩和相对高放射成因 P b 同位素组成 的大别超 高压 变质杂岩之间
,

侵入于桐柏杂岩

的鸡公 山花 岗岩明显不同于桐柏杂岩的 P b 同位 素组 成
,

而 与大别核部杂岩具有相似 的 P b 同位 素

组成
.

根据 P b 同位素组 成在地壳垂 向剖面上的变化模型及花岗岩的岩浆源区分析
,

指 出在区域地

壳结构上
,

桐柏杂岩是位于大别核部杂岩之 上但位于超 高压 变质杂岩之下 的一个岩系
.

东部大别

地区 由于地壳剥露程度高
,

在大别核部杂岩之 上的桐柏 杂岩基本没有 得到保存
,

而在桐柏地 区
,

地壳剥露相对较浅
,

在桐柏杂岩之下 的深部地壳 中仍有 类似于东部大别核部杂岩的分布
.

因此
,

在造 山带的地壳结构上
,

桐柏地 区和大别地 区的地 壳基底组成是统一 的
,

现今 它们在造 山带中的

分布仅仅反映造 山带地壳不同暴露截面 的差异
.

关键词 bP 同位素 桐柏杂岩 花岗岩 大别核部杂岩 地壳结构

造山带不同区段基底岩块之 间在地壳垂 向剖面

上的结构位置是建立造山带形成与演化模型的关键

所在
.

地壳垂 向剖面上的 P b 同位素化学结构研究

表 明 I `
,

2 ]
,

P b 同位素组成显示从下部地壳相对贫放

射成因 P b 同位素组成到上部地壳相对富放射成因

P b 同位素组成为特征的规律变化
.

因此
,

根据 P b

同位素组成在地壳垂 向剖面上 的这一变化特征
,

可

研究地壳中不同块体的上
、

下层次关系
.

在大别地

区
,

大别核部杂岩 (北大别杂岩 )和超高压变质杂岩

代表造山带的基底岩块
,

根据它 们的 Pb 同位素组

成
,

结合花岗岩对地壳深部物质组成的示踪及构造

学研究
,

已确定了大别核部杂岩位于超高压变质杂

岩之下的地壳结构 3[, 4〕
.

在桐柏 山一带
,

作为基底

岩块的桐柏杂岩与大别基底岩块在地表空间分布上

相互独立
,

先前根据桐柏杂岩与大别基底岩块的岩

石组合和元素地球化学对 比研究 〔5
,

“ 〕
,

认为桐柏杂

岩与大别地区的核部杂岩可进行相互对 比
,

它们属

同一岩 系
,

而明显不 同于大别超高压变质岩系
,

但

这些研究缺乏同位素地球化学研 究的有力支持
.

本

文通过桐柏杂岩及侵入其中花 岗岩的 P b 同位素地

球化学研究
,

结合已发表的大别核部杂岩和超高压

变质杂岩 的 P b 同位素资料 3j[
,

确定桐柏地 区和大

别地 区暴露基底岩块在地壳结构中的位置
,

这对统

一 阐明桐柏地 区和大别地 区是否存在统一的地壳基

底及造山带不 同暴露截面 的相互联 系具有重要 意

义
.

1 地质背景

桐柏地 区位于秦岭
一

桐柏
一

大别造 山带的中段
.

因此
,

从地理位置上
,

桐柏地 区是进行造 山带东
、

西构造关系对比的关键地区
.

该区出露的构造
一

岩石

单元均可与秦岭地区相应的构造
一

岩石单元对比
,

其

中桐柏杂岩归属于南秦岭构造单元 5[ 一 7〕
.

在桐柏山一带
,

以桐柏杂岩为核部
,

以桐柏杂

岩两侧的榴辉岩和退变榴辉岩为两翼 (图 1)
,

构成

区域上 N W w
一

S E E 向延长的短轴背形构造
,

形成于

垂向缩短 及北 西 西
一

南东东方 向近 水平的伸展体

制〔“ 〕
.

桐柏杂岩 的主要岩性为花 岗质片麻岩和少量

表壳岩系
,

其中花岗质片麻岩的矿物组成为
:

石英

1 5 % 一 2 6 %
,

斜长石 2 0 % 一 3 0 %
,

钾长石 2 5 % 一

3 5 %
,

黑云母 5 % 一 8 %
,

角闪石 0一 3 %
,

副矿物有

磁铁矿
、

檐石
、

错石和磷灰石等
,

在岩石地球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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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上属于钙碱性 系列 [5]
,

花 岗质片麻 岩的错石

P b
一

P b 年龄为 ( 7 7 6 土 s ) M a [7 ] ; 表壳岩系为斜长角闪

岩
、

斜长角闪质片麻岩和大理岩等
,

它们包裹于花

岗质片麻岩中
.

在背形两翼的榴辉岩和退变榴辉岩

多成尺度不 同的透镜体状分布于 白云钠 长片 (麻 )

岩
、

面理化含榴花岗岩和大理岩中
,

它们的地质特

征和岩石组合是相似 的
,

属于高 压变质岩 系 8[, 9〕
,

至今未发现超高压变质作用的证据
.

桐柏杂岩与高

压变质岩系之间的接触关系为构造糜棱岩带
.

主体

侵入于桐柏杂岩的鸡公山岩体 (面积 1 2 0 0 k m Z )形成

于白奎纪 ( 1 2 5 M a ,

错石 u
一

P b [ `0 〕)
,

主要 岩石类型

为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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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地区地质简图

大别地区的构造学研究表明仁川
,

现今大别造 山

带的构造为超高压岩石折返后在伸展作用体制下形

成的弯窿构造 (图 1)
,

弯窿核部单位为北大别杂岩

(称大别核部杂岩 )
,

围绕该核部单位
,

向外依次展

布有超高压变质带
、

高压变质带和蓝片岩带
,

各构

造单位之间均为构造滑脱带
.

大别核部杂岩主要由

正片麻岩和斜长角闪岩类岩石组成
,

含少量的麻粒

岩和大理岩等
,

这些岩石中不含榴辉岩
,

属高温变

质带
.

在正片麻岩 中
,

已获得的错石 U
一

P b 上交点

年龄主要集中于 7 0 5 一 9 57 M a ,

代表片麻岩原岩形

成年龄 { `2 1
,

但 同时含有 1 2 9 一 1 3 5 M a
错石 u

一

P b 年

龄 [` 3〕 ,

表明大别核部杂岩受到 白翌纪热事件的强烈

影响
.

大别超高压变质杂岩以含柯石英榴辉岩和少

量含金刚石榴辉岩为特征〔`4 ]
,

在该杂岩中
,

除了超

高压榴辉岩
、

硬玉石英岩和大理岩等外
,

主体为超

高压片麻岩类
,

其错石 U
一

P b 上交点年龄多数为 6 70

一 7 7 0 M a[
’ “ ]

.

年代学研究已证明
,

大别超高压变质

作用主要发生在三叠纪
.

以上桐柏地区和大别地区的构造几何学特征表

明
,

它们在构造样式上是相似的
,

其中桐柏杂岩和

大别核部杂岩分别构成桐柏地区背形构造和大别地

区弯窿构造的核部
.

2 样品分析方法

本文研究的样品位置见图 1
.

岩石经薄片鉴定

新鲜
、

无后期蚀变后
,

无污染碎至 2 00 目以下
.

P b

同位素的测定全部采用全岩样 品
.

在 P b 同位素的

样品制备上
,

应用 H CI
一

B r
的阴离子交换柱对 P b 分

离
,

其同位素比值在 中国地质大学同位素实验室用

M A T
一

26 1 质谱仪测定
,

测定 中应用硅胶发射技术
.

整个流程的 P b 空白为 0
.

2 一 0
.

4 n g
,

在分析测定期

间
,

普通 P b 标准 N B s g s l 测 定获得
“ 0 6 P b / 2 04 P b =

1 6
.

9 3 1 士 3 ( 2。 )
,

加 7 P b / 2 04 P b = 1 5
.

4 8 0 土 4
,

2 08 P b / 20 4 P b = 3 6
.

7 3 1 土 6
.

在 9 5 % 的信度下
,

Pb 同位

素比值的不确定性小于 0
.

1 %
.

u
,

T h 和 P b 含量

在中国地质大学用 I C P
一

M S 方法进行测定
,

精度均

优于 5 %
,

详细的分析方法见文献〔5 」
.

3 结果

桐柏杂岩及侵入其中的鸡公山岩体全岩 P b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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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素组成列于表 1
.

桐柏杂岩中 6个 花岗质片麻岩

样品的
“ 0 6 P b / 2 04 P b 为 17

.

2 4 7 一 17
.

4 0 0
,

加7 P b / Zo 4 P b

为 15
.

3 3 7 一 1 5
.

3 5 0
, 2 08 P b / 2 04 P b 为 3 7

.

4 2 0 一

3 8
.

1 8 8
,

5 个 斜 长 角 闪 岩 样 品 的
20 6 P b / 20 4 P b 为

1 7
.

1 3 0 一 17
.

4 9 9
, 2 07 P b / Z o 4 P b 为 1 5

.

3 3 1一 15
.

3 9 2
,

2 0 8 P b / 2 0 4 P b 为 3 7
.

5 7 2 一 3 5
.

0 7 5
.

由此可见
,

花岗质

片麻岩和斜长角闪岩具有十分相似的 P b 同位素组

成
.

主体侵位于桐柏杂岩的鸡公 山岩体与桐柏杂岩

相比
,

具有明显偏低的放射成因 P b 同位素组成
,

4

个全 岩样 品 的
20 6 P b / 2 04 P b 为 1 6

.

7 0 7 一 17
.

0 5 5
,

Z o 7 P b / Zo 4 P b为 1 5
.

2 3 9 一 1 5
.

3 2 6
,

加 8 P b / 2 04 P b 为

3 7
.

5 8 7 一 3 7
.

8 5 3
.

根据鸡公山岩体的岩浆侵位年龄

( t = 1 28 M a )
、

全岩 Pb 同位素比值及 U
,

hT 和 bP 含

量
,

计算岩 石现今的
“ 38

U/
204 Pb 和 232 T h / Zo 4

bP 比值
,

并据此用来计算岩石的初始 P b 同位素比值 (表 1)
,

其初 始 比值 为
: “ 06 P b / 2 04 P b 为 r 6

.

59 6 一 1 6
.

94 1
,

20 7p b / 2 0 4 P b 为 1 5
.

2 34 一 1 5
.

3 3 7
, 2 0 8 Pb/ 204 P b为 3 7

.

3 0 3

一 3 7
.

6 1 4
.

又鸟公山岩体 3 个样品长石 bP 同位素组成

为
: “ 06 P b/ 20 4

bP 为 16
.

72 9 一 1 6
.

5 4 7
, “ 07 P b/ “ 04 P b为

15
.

32 3 一 1 5
.

39 8
, “ 08

bP / 204

bP 为 3 7
.

6 3 9 一 37
.

8 5 4 [`5 ]
.

这表明计算的岩石初始 P b 同位素组成与长石 P b 同

位素组成非常相近
.

表 1 桐柏杂岩及鸡公山岩体全岩 P b 同位素组成及 u
,

T h
,

P b 含量 a) 《卜9/ 9 )

样 号
Z o6 P b / 20 4 P b Zo 7 P b / 2 04 P b Z o8 P b / Zo 4 P b P b T h u 2 38 u / Z o4 P b 2 32 T h / 2 0 4 P b ( Zo 6 P b / Z o 4 P b )

,

( 2 0 7 P b / Z o4 P b )
,

( Zo 8 P b / Zo 4 P b )
,

桐柏杂岩
:

花岗质片麻岩

T B
一

4 17
.

2 7 7 士 2 1 5
.

3 6 5 士 1 3 7
.

9 1 5 士 5 2 9
.

7 8 1
.

2 7 1
.

1 2
.

2 9 2
.

7 3 17
.

2 3 0 15
.

3 6 3 3 7
.

8 9 7

T B
一

9 17
.

4 0 0 士 2 1 5
.

3 7 8 士 2 3 8
.

0 4 3 士 5 2 8
.

9 5 4
.

2 8 0
.

7 9 1
.

6 9 9
.

4 7 17
.

3 6 6 1 5
.

3 7 6 3 7 9 8 2

T B
一

10 17
.

3 1 0 士 1 1 5
.

3 7 2 士 1 3 7
.

7 60 生 2 4 3
.

3 4 1
.

8 2 4
.

0 8 5
.

8 1 2
.

6 7 17
.

19 2 1 5
.

3 6 6 37
.

7 4 3

2 0 3 8 17
.

3 3 3 士 1 1 5
.

3 8 0 士 1 3 8
.

1 8 8 士 2 3 3
.

4 0 18
.

0 0 0
.

3 5 0
.

65 3 4
.

6 1 17
.

3 2 0 15
.

3 7 9 3 7
.

9 6 5

20 40 17
.

2 3 6 士 3 15 3 3 7 士 1 3 8
.

0 2 9 士 3 4 8
.

9 0 2 4
.

6 0 1
.

4 3 1
.

8 1 3 2
.

1 8 17
.

19 9 1 5
.

3 3 5 37
.

8 2 1

20 52 17
.

2 4 7 士 2 15
.

3 8 0 士 2 3 7
.

4 20 士 5 15
.

8 0 3
.

5 1 0
.

9 2 3
.

5 8 14
.

1 0 17
.

17 4 1 5
.

3 76 37
.

3 2 9

桐柏杂岩
:

斜长角闪岩

T B
一

5 17
.

3 4 3 士 3 15
.

3 4 4 士 2 3 7
.

7 2 1 士 6 14
.

8 2 1
.

4 1 1
.

4 5 6
.

0 4 6
.

0 7 17
.

2 2 0 1 5
.

3 3 8 3 7
.

6 8 2

T B
一

1 1 1 7
.

2 5 5 士 1 15
.

3 9 2 士 1 3 7
.

5 75 士 3 17
.

15 1
.

2 6 0
.

36 1
.

2 8 4
.

6 7 17
.

2 2 9 1 5
.

3 9 1 3 7
.

5 4 5

T B
一

12 17
.

4 9 9 士 2 15
.

3 7 5 士 2 3 8
.

0 7 5 士 5 19
.

6 4 1
.

8 1 0
.

7 6 2
.

4 0 5
.

9 2 17
.

4 5 0 1 5
.

3 7 3 38
.

0 3 7

20 4 1 1 7
.

1 3 0 士 3 15
.

3 3 1 士 2 3 7
.

5 68 士 6 2 4
.

9 0 2
.

7 9 2
.

0 8 5
.

13 7
.

1 1 17
.

0 2 5 1 5
.

3 26 3 7
.

5 2 2

2 0 56 1 7
.

1 72 士 3 15
.

3 8 5 士 3 3 7
.

98 7 士 7 11
.

9 0 2
.

8 3 0
.

56 2
.

9 1 1 5
.

2 0 1 7
.

1 1 3 1 5
.

3 82 3 7
.

8 8 9

鸡公山岩体
:

二长花岗岩

2 0 16 1 7
.

0 5 1 士 4 15
.

3 1 5 士 3 3 7
.

8 53 士 7 4 0
.

2 0 4 0
.

2 0 3
.

53 5
.

4 1 6 3
.

6 2 16
.

9 4 1 1 5
.

3 10 3 7
.

4 4 2

2 0 17 1 6
.

70 7 士 3 15
.

2 3 9 士 2 3 7
.

58 7 士 6 4 0
.

1 0 2 8
.

00 3
.

59 5
.

4 6 4 4
.

00 1 6
.

5 9 6 1 5
.

2 3 4 3 7
.

3 0 3

2 0 18 1 6
.

8 72 士 2 15
.

3 4 0 士 1 3 7
.

8 17 士 3 3 4
.

6 0 1 9
.

0 0 1
.

5 3 2
.

7 2 3 4
.

8 4 16
.

8 1 7 1 5
.

3 37 3 7
.

5 9 2

2 0 2 0 1 7
.

0 55 士 3 1 5
,

32 6 士 2 3 7
.

8 0 0 士 4 3 6
.

60 16
.

6 0 4
.

9 7 8
.

36 2 8
.

8 4 16
.

8 8 5 15
.

3 1 8 3 7
.

6 14

a ) P b 同位素测定给出的误差为 2。
值

.

( “ 0 6 P b/ 2 0 4P b )
, ,

( Z o 7 P b / Zo 4 P b )
`
和 ( Z o 6 P b / 20 4 P b )

`

为在 t = 12 5 M a

时的 P b 同位素比值
,

由测定的全岩 P b

同位素 比值和 u
,

T h
,

P b 含量计算的
23 8 U / Zo 4 P b值和

2 32 T h / Zo 4 P b 值获得

4 桐柏杂岩在造山带基底岩块垂向结构中的

位置

在大别地 区
,

已获得的基底岩块的 P b 同位素

资料表明〔3
,

4 〕
,

大别核部杂岩与大别超高压变质杂

岩相比
,

前者无论是正片麻岩还是斜长角闪岩均具

有 相 对 较 低 的 放 射 成 因 P b 同 位 素 组 成

( “ 06 P b /
2 04 P b为 1 5

.

8 4 5 一 1 7
.

3 0 5
, Z o 7 P b / 2 04 P b 为

15
.

1 5 5 一 1 5
.

4 6 0
, 2 08 P b / 204 P b 为 3 6

.

7 7 5一 3 7
.

9 6 8 )
,

而后者无论是超高压片麻岩还是超高压榴辉岩均具

有相 对 较 高 的 放 射 成 因 P b 同 位 素 组 成

( Z o 6 P b / 2 04 P b为 1 7
.

2 3 7 一 19
.

8 7 2
, “ 0 7 P b / 2 04 P b 为

17
.

2 3 7 一 1 7
.

8 3 0
, “ 08 P b / “ o 4 P b 为 3 7

.

5 5 2 一 4 2
.

5 3 3 )
,

从而得出在大别地 区地壳结构位置上超高压变质杂

岩位于大别核部杂岩之上的认识
,

这与根据大别地

区白垄纪花 岗岩 P b
一

rS
一

N d 同位素对地壳深部物质组

成的示 踪 「̀“
,

` 7 〕
、

区域 构造分析「川 及 地震波速结

构 〔̀ “ 〕得出的地壳结构模型是一致的
,

说明 P b 同位

素对研究块体在地壳结构中的上
、

下位置关系具有

明显的有效性
.

与大别基底岩块的 P b 同位素组成

比较
,

桐柏杂岩的 P b 同位素组成介于大别核部杂岩

和超高压变质杂岩之 间 (图 2)
.

根据 P b 同位素组成

在地壳垂向剖面上的变化规律 〔̀
,

“ ]
,

桐柏杂岩应位于

在大别杂岩之上但位于超高压变质之下的一个岩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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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 b同位素组成图

( a ) 2 06 P b / 20 4P b一 “ 0 7 P b/ 2 04 P b图 ; ( b ) 2 0 6 P b / Zo 4 P b一 Z o8 P b/ Z o 4P b图
.

大别核部杂岩和大别超高压变质的 P b同位素资料据文献 [ 3 ]

桐 柏杂岩与大别核部杂岩 具有相似 的岩 石组

合
,

均以花岗质片麻岩为主
,

含少量斜长角闪岩
、

大理 岩等表 壳岩系
.

在元素地 球 化学 特征 上
,

z ha gn 等指出 5[]
,

桐柏杂岩花岗质片麻岩类在主量

元素组成上与大别核部花 岗质片麻岩同属于钙碱性

岩类
,

而不同于超高压片麻岩类具有奥长花岗岩的

演化 趋 势 ; 桐 柏 杂 岩 花 岗质 片麻 岩 类 在 iT 0 2 ,

A 12 0 3 ,

F e O
,

M g O
,

K Z O
,

R b
,

S r ,

B a ,

N b
,

T a ,

Z r ,

H f
,

T h 和 u 等元素含量及 K Z o / N a
q 比值上

均与大别核部花岗质片麻岩类相近
,

而与超高压片

麻岩存在较大的差异 ; 稀土元素组成特征反映桐柏

花岗质片麻岩类具较强 的轻
、

重稀 土元素的分异

[ ( L a/ Y b) N
为 8

.

5 4 一 4 8
.

3 4 〕
,

这与大别核 部花 岗

质片麻岩类相似 [ ( L a/ Y b) N 为 7
.

02 一 1 50 〕
,

而不

同于超高压片麻岩类 [ ( L a/ Y b ) N 为 2
.

68 一 13
.

46 〕
.

以上这些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反映桐柏杂岩与大

别核部杂岩具有一定的亲缘性
,

而与超高压变质岩

存在明显的差别
,

结合桐柏杂岩与大别核部杂岩和

大别超高压变质杂岩的 P b 同位素组成对 比
,

因此
,

将桐柏杂岩置于大别核部杂岩的上部岩系
.

上述关系的确定意味着在暴露的桐柏杂岩之下

的深部地壳中仍分布有类似于东部大别核部杂岩这一

结构层
,

对侵入于桐柏杂岩之中的鸡公山岩体的岩浆

源区研 究可佐证上述推论
.

鸡公 山花 岗岩 is q 为

7 0
.

0 3 % 一 7 2
.

3 5 %
,

凡 O/ N为 O 为 0
.

8 7 一 1
.

13
,

习 cN K 为 1
.

01 一 1
.

04
,

( I刁 bY ) N 为 7
.

0 一 43
.

4,

uE
’

/ E u
为 0

.

80 一 1
.

06
,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与大别山

白奎纪花岗岩类相似 [川
.

将表 1 计算得到的鸡公山

岩体的岩石初始 P b 同位素比值及已发表的该岩体长

石 P b 同位素资料 15[ 〕
,

与桐柏杂岩
、

大别核部杂岩及

超高压变质杂岩在鸡公山岩体形成时的 bP 同位素比

值作于图 3
.

由图可见
,

鸡公山岩体的岩石初始 bP

同位素比值位于大别核部杂岩的 bP 同位素比值范围

内
,

而明显不同于桐柏杂岩和超高压块体 Pb 同位素

组成
.

这说明桐柏杂岩不可能作为鸡公山岩体的岩浆

源区
,

而现今东部出露的大别核部杂岩可作为鸡公山

岩体的岩浆源区
,

反映类似东部大别核部杂岩存在于

桐柏杂岩之下的深部地壳中
,

构成桐柏地区未出露的

基底
.

大别核部杂岩作为鸡公山岩体的岩浆源区还可

得到鸡公 山岩体与大别山白奎纪花岗岩体的 P -b N d

同位素对比的进一步支持
.

鸡公山岩体的 bP 同位素

组成类似 于大别 山白至纪 花 岗岩的 bP 同位素组

成 3[, ’ 5 ]
,

两者均以低放射成因 Pb 的同位素组成为特

征 ; 在 S n l ~

N d 同位素组成上
,

本文获得 的鸡公 山花

岗岩 5 个样品的
。* ( )t 为 一 16 一 一 20

,

亦与大别山白

垄纪花岗岩的 eNd ( t) 值 ( 一 13 一 一 2 5) 相重叠 [` 7 〕
,

而

后者 已通过 P b
一

rS
一

N d 同位素的示踪确认其岩浆源区

来自大别核部杂岩的部分熔融 〔̀ 7 ]
.

因此
,

鸡公山岩

体岩浆源区对地壳深部物质组成的指示结果与基底

块体的 P b 同位素对 比研究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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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P b 同位素组成图

( a ) ( 2 06 P b / Zo 4 P b )
` 一 ( 20 7 P b / 2 0 4 P b )

` ; ( b ) ( 2 06 P b / 20 4 P b )
, 一 ( “ 0 8 P b / Z o 4 P b )

,

图
.

图中全岩样品 p b 同位素比值为 t = 12 5 M a

时的校正值
,

阴影区为鸡公山岩体初始 P b 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
,

其中` 为本文测定的鸡公山岩体全岩样品
, . 为

鸡公山岩体长石样品 〔15 」,

其他符号同图 2
,

大别核部杂岩和大别超高压变质的 P b 同位素资料据文献 [ 3]

5 地质意义

桐柏地 区和大别地区在地壳结构上具有统一的

地壳基底
,

即大别核部杂岩
,

桐柏杂岩可作为大别

核部杂岩的上部岩 系
,

在桐柏杂岩之 上为超高压 /

高压变质杂岩
.

现今暴露的桐柏地区和大别地 区的

构造截面具有统一 的构造样式
,

是超高压 /高压变

质岩折返后构造伸展作用的结果
,

并受到了不 同程

度的剥露
.

大别地区原先属于大别核部杂岩上部岩

系的桐柏杂岩
,

由于地壳抬升程度高
,

受到强烈剥

露
,

并受到构造折离作用的影响而基本没有得到保

存
.

而桐柏地区
,

由于地壳相对抬升低
,

只出露桐

柏杂岩
,

深部类似于东部大别核部杂岩仍位于桐柏

杂岩之下
,

但在桐柏杂岩之上未出露类似大别地区

的超高压变质岩系
,

其原因可能是受构造折离作用

影响或类似大别超高压变质岩的原岩在桐柏地 区尖

灭的结果
.

以上可见
,

桐柏地 区和大别地 区在造山

带形成与演化上是统一的
,

现今基底岩块分布反映

了造山带不同区段地壳暴露截面的差异
.

鉴于桐柏

地区具有清楚的构造格局
,

桐柏杂岩的块体属性归

属于秦岭地区的南秦岭构造单元
,

因此
,

大别地 区

的基底岩块 的构造属性也应相 当于 南秦岭构 造单

元
,

这对确定大别地区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的俯冲
-

碰撞缝合线位置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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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球物理问题研讨会在京召开

2 0 0 2 年 6 月 27 日
,

中国青藏高原地球物理问题讨论会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召开
.

本次会议旨

在加强研究青藏高原问题的地球物理学者 间的相互交流
,

充分地发挥我国地球物理研究人员在青藏高原中

的作用
.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曾融生
、

滕吉文
、

姚振兴
、

石耀霖院士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

地震物理研究所
、

地质研究所
、

分析预报中心
,

中国地 质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
,

北京大学
,

中国科技大学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

成都理工大学和武汉地震研究所等单位的 20 余名国内学者和部分海外学者
,

他们均

是近年来致力于青藏高原地球物理研究的专家
.

会议由滕吉文院士及王椿铺研究员主持
.

本次会议主要议题是
:

( 1) 青藏高原地 区的地壳和上地慢构造 ; 通过面波
、

体波层析成像 P n
波速度及接收函数等方法研究青

藏高原地区的地壳
、

上地慢构造及 M ho
。 界面起伏等 ;

( 2) 对 G P S 观测结果解释 ; 通过对 G P S 观测结果的分析研究青藏高原地区水平形变情况 ;

( 3) 通过地震波研究青藏高原地 区上地慢介质各向异性及地壳物质流动等问题 ;

( 4 ) 印度
一

欧亚板块的碰撞过程及其影响 ; 通过收集前人的 nI d叩ht 资料
,

分析板块碰撞的模型及用深震

反射剖面揭示青藏高原的陆陆碰撞情况 ;

( 5) 青藏高原地区的数字模拟等
.

与会学者不仅介绍了各自在其研究领域对青藏高原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

还就上述问题展开 了充分的

讨论
,

对今后青藏高原地球物理问题研究的方式及方法阐述了各 自的见解
.

此次会议展示了我国青藏高原地 区地球物理 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
,

加强了国内外青藏高原研究学者间

的相互了解和沟通
.

不同专业的学者间获得了相互启发
,

同一专业的学者间展开 了深入探讨
.

与会者一致

认为会议开得很成功
,

并希望以后要加强联系
,

定期或不定期地 召开这类讨论会
,

以将我 国青藏高原地球

物理问题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

(供稿
:

于炭 于贵华 单新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