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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透射电子显微镜（/01）对大别地区英山县含柯石英榴辉岩、石英榴

辉岩及石榴角闪岩中石榴子石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强塑性变形的三类岩石中，石

榴子石的超微构造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在含柯石英榴辉岩中的石榴子石位错密度比

角闪岩中的低。修正石榴子石材料系数!为 ".%*，用石榴子石位错密度估算了相

对差异应力值，并讨论了在超高压榴辉岩形成和退变质过程中各阶段的变质条件。

根据石榴子石位错密度测定的差异应力，结合石榴子石的变形测量，恢复构造三维

主应力及构造附加静水压力值 !2，从柯石英相的转变压力 ! 中减去构造附加静水

压力值 !2 后，利用单纯由重力引起的静水压力值 !( 换算上覆岩石的重力和厚度，

获得大别超高压变质带含柯石英榴辉岩形成深度仅为!&%.") 3 &%.!!45。因此提

出，该含柯石英榴辉岩是在这一地壳深处（或稍深一些）受强烈构造作用形成的新

认识。同位素资料分析表明，大别地区榴辉岩系地壳成因，这对于榴辉岩是壳内产

物的认识提供了进一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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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对地壳岩石形成深度的研究是近 %" 年来固体地球科学的前沿课题之一。自格鲁宾曼和

尼格里设想地壳内温度和压力是深度的正比例函数以来，人们常把地下岩石应力状态设想为

静止流体内的应力状态，即认为地下某处的静水压力值等于上覆岩层的总质量，因此，目前

主要是用所估测的压力（即各向等正应力，泛称静水压力状态）值直接换算。该法是建立在

压力与深度呈线性关系上，实际上是质量 8密度（98 29）的方法。它忽略了构造作用力对

静水压力的影响，所以，测得成岩成矿的深度值会比实际深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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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定向外力作用下固体岩石产生的构造应力场中，实际上只有其中差应力部分才能产

生变形，而其各向等正压（张）应力部分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兰姆赛［!］称之为“构造静水应

力”。他和许多构造地质学家一样，把这部分压力仅作为引起岩石体变的物理量，事实上这

部分应力还影响化学作用，并且也是静水压力的原始概念［" # $］。近些年，已有学者开始注意

构造力的作用，认为它具有平衡岩相的意义。%&’()*+)’［,］把这部分应力称为平均应力，而且

推断褶皱各部位化学成分的不同可能是造成平均应力出现差别的原因；%&’-* 等人［!.］注重褶

皱的研究，并对褶皱不同部位的岩石体积变化、岩浆岩侵位机制等方面的差别给予分析；周

济元等人［!!］用平面平均应力研究矿液驱动问题；西协亲雄［!"］用钻孔实测应力的平均应力值

研究了斑岩铜矿的成岩特征，并认为构造作用力垂直向下的分力能和静水压力联合作用。

在变质岩的石榴子石中发现金刚石、柯石英包体［!/］，引起了人们对超高压变质作用的

极大兴趣。有人依据 01 20 法得出其形成深度，并据此提出一系列高压岩石俯冲3折返模式

假说。然而，这些假说很难自圆其说，也不能被科学家们公认。人们对石榴子石化学成分的

特性、环带构造以及雪球构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相比之下对其自身的显微构造研究则重视

不够，原因之一是石榴子石为等轴晶系，在偏光显微镜下为均质体，人们很难利用光学显微

镜研究石榴子石自身的塑性变形特征，因而，长期以来石榴子石被认为是难于塑性变形的矿

物，但最新的 456 研究成果改变了这一认识。7-89:&* 等人［!;］曾对金伯利岩中的石榴子石

进行研究，认为石榴子石中自由位错密度极高，可达 !.!! 1 <="，在同样的变形条件下石榴子

石的位错密度比橄榄石小一个数量级［!>］。?@ 2:&-<:)*A 等人［!B］在比较了大量前人实验数据

后，提出在温度 ! C D..E时，石榴子石比石英、斜长石难以发生塑性变形；而在 !!,..E
时，石榴子石比石英和斜长石易于发生塑性变形。%:)* ?@*A［!D］实测了大别榴辉岩的塑性变

形石榴子石位错，依次恢复了主要退变期的差应力值。这给重新考虑大别超高压变质岩的形

成深度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

本研究在固体力学基础上，基于“构造作用力影响静水压力”的理论进展［!$ # ".］，建立

“成岩成矿深度的构造校正研究测算方法”［!,，"! # ";］，用塑性变形石榴子石相对差异应力的公

式和相应系数［"; # "B］，恢复大别超高压变质带含柯石英榴辉岩的成岩三维主应力，得出该阶

段岩石形成于构造强烈挤压的壳内环境的新认识，进而实际估算岩石的形成深度，以期对超

高压变形变质的构造物理化学状态［"D］和深部构造过程阐述新的见解。

! 建立新的成岩和成矿深度测算方法

在估测成岩成矿深度时，应该研究并建立新的成岩成矿深度测算方法，或者称之为“形

成深度的构造校正测算”方法［""，"$，",］。该方法认为应该从测算的压力（用流体包裹体、矿

物对等方法）数据中减去构造附加静水压力值之后再去换算深度。

关于成矿深度，我们曾做过比较成功的研究［!,，"/，";］。前人根据 $. # !;.6F& 的压力测算

数据，按照“质量 1密度”的方法测得胶东玲珑金矿田、焦家金矿田形成深度是 ; # B9=，属

中深成矿床。因此，剥蚀深度就应很大，深部资源远景很不乐观；而用构造校正测算方法得

出新的成岩成矿深度，这些数据对于矿床形成深度、矿床剥蚀程度、隐伏矿床预测提出了新

的判断依据，得出该区矿床大多数为"/9= 的浅成矿，剥蚀少，保存程度好，该区还应存在

深部富集带的认识，后来的钻探工程使该认识得以证实［";，/.］。

关于变质岩带成岩深度。目前广为采用的方法也是用测算压力值直接经岩石密度换算所

得。大家知道，皖苏鲁高压变质带由于有大量的与陆3陆碰撞造山过程有关的榴辉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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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辉岩中发现有柯石英和金刚石包裹体而引起广泛重视［!"］。这些工作对认识榴辉岩的成因

及变质历史和陆#陆碰撞造山过程等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然而通过这些矿物所反映的俯冲#
抬升深度、变动的研究思路和测算方法以及大陆深俯冲#折返机理却很难被人理解和接

受［"!，"$］，这也是大别造山带演化历史至今未被充分解析的原因之一。

金刚石和柯石英等矿物的形成，在 %&&’时大致要 $(% ) "(*+,-，这已被很多理论和实

验所证实，但是根据这些压力值却不宜直接判断变质岩就形成于 .&/0、!$&/0 或更深，因

为这些压力不一定完全来自于上覆岩石的质量。我们认为，在剧烈碰撞的造山环境中，应该

考虑构造附加静水压力的存在，明确提出“苏鲁超高压变质带中的金刚石、柯石英可能是壳

内作用的产物”［""］。任纪舜［"1］指出：我们说大别山、东秦岭中生代高压#超高压变质作用并

不是板块插到 !&& ) !$&/0 的产物，而是地壳深层的剪切滑动作用的结果。在计算高压、超

高压矿物形成的温压条件时，决不能用静水压力计算其形成的深度，而应充分考虑在强烈挤

压条件下的构造动力所产生的挤压#剪切作用。大别地区高压#超高压变质带榴辉岩同位素研

究［"!，"$］发现，岩石中共存矿物之间的同位素分馏接近或达到平衡，榴辉岩全岩! !%2 为 " )
*，或 3 $(4 ) 5 &(6，显然说明成岩过程有大气降水的参与。那种快速折返滞留时间非常短

暂（ 7 $&8-），因而物质交换有限或退变质作用没有显著破坏这种平衡的解释，显然缺乏逻

辑的力量，也不符合同位素学原理。根据现有地球物理资料和壳#幔密度及强度差等事实，

王方正［"*］对大别高压#超高压带的俯冲折返机制提出质疑。他认为该类变质岩形成的深度并

不大，而是存在一个地幔向上的增压作用的条件下在莫霍面附近形成。

$ 榴辉岩中石榴子石塑性变形与差应力值估算

!"# 榴辉岩的区域地质及岩石学特征

样品 采 用 湖 北 省 英 山 县 东 北 侧 "/0 处，位 于 大 别 山 超 高 压 变 质 混 杂 岩 带 内（图

!）［!6，$*，$4］。该区主要发育正片麻岩夹少量榴辉岩及其退变的石榴角闪岩，榴辉岩呈大小不

等的透镜体或薄层状产出，一般长为几十厘米到几十米，宽为几厘米到几米。榴辉岩与角闪

岩间无明显界线，经野外观察和变质岩石学研究证明，该类角闪岩为榴辉岩退变而成（图版

!#!，$，"）。

为了较深入地研究榴辉岩退变为角闪岩过程中石榴石的塑性变形特性，我们分别选取了

含柯石英榴辉岩（19）、石英榴辉岩（":）和石榴角闪岩（";）标本。它们的矿物组合及石

榴子石的端员组分见表 !。

表 # 英山地区石榴子石的端员组分

<-=>? ! ;@0A@BCDC@E @F G-HE?DB CE DI? JCEBI-E -H?- K
石榴子石端员组分 含柯石英榴辉岩（19） 石英榴辉岩（":） 角闪岩（";）

镁铝榴石（,LH） "4("4 ) ".(&! $4(.. ) $!(&" $6(6! ) $%($6

铁铝榴石（9>0） "6(." ) "1(&4 *$(1* ) *4(** *&(!. ) *&($4

锰铝榴石（MA?） &(.1 ) &(4$ !("1 ) !(&" !(%1 ) $($&

钙铝榴石（+HB） $1(64 ) $4(46 !.("" ) $!("% !%(*$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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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大别山地区构造纲要图

"#$%! &#’()#*#+, -./01.0/2) -3+.14 ’2( 5*
.4+ 627#+-428 2/+2，94#82

! % 北部岛弧杂岩；" % 南大别碰撞杂岩；# % 宿松变质盖层

岩石学研究［!:，;<，;=］可将该区榴辉

岩相变质作用划分 > 个变质阶段：柯石

英榴辉岩阶段、石英榴辉岩阶段和退变

石榴角闪岩阶段。柯石英榴辉岩阶段以

石榴子石 ? 绿辉石 ? 柯石英组合为代

表，其中压力!;%@AB2、温度 @<CD E
<CD的峰期变质 !"# 条件是利用 A.F9(G
地质温度计［>=］和 HI J 95+ 共存的压力

条件［>:］获得的。石英榴辉岩阶段以石

英 ? 石榴子石 ? 绿辉石组合为代表，利

用 A.F9(G 地质温度计，对其相邻共生

的绿辉石和石榴子石计算，形成温度大

约为 :<CD E <CD。根据绿辉石中硬玉

分子含量为 K!L M >@L，推算其最低

压力为大于 !%K M !%<AB2［>@］。退变角闪

岩阶段广泛发育有角闪石 ? 斜长石 ? 石

榴子石组合。根据共生的 N’(FB! 的地

质温压计［>O，KC］估算其温压范围为 <>CD
和 C%OAB2 左右。总的来说，英山榴辉

岩存在顺时针的 !"# 轨迹，曾经历了一个超高压—高压—中低压的动力学演化过程。

!"! 石榴子石位错构造

（!）含柯石英榴辉岩（KN）。在石榴子石晶体中发育少量位错网，自由位错密度较高，

平均为 ! P !C@ Q 1’;。

（;）石英榴辉岩（>"）。在石英榴辉岩中，石榴子石的微构造是以发育自由位错、倾斜

的位错排、位错网和亚晶为特征。亚晶是由倾斜的位错排和位错网构成的，自由位错密度相

对较低（=%; P !C: Q 1’;）。位错排和位错网是通过位错的滑移和攀移实现的。

（>）石榴角闪岩（>9）。石榴子石发育有位错缠结，自由位错密度高于柯石英榴辉岩和

石英榴辉岩（;%; P !C@ Q 1’;），没有发现反映恢复阶段的位错排、位错网及亚晶粒。上述 > 种

岩石的石榴子石位错密度列于表 ;。

表 ! 石榴子石的位错密度

R27)+ ; "/++ ,#-)512.#58 ,+8-#.S #8 $2/8+. 1’T ;

含柯石英榴辉岩（KN） 石英榴辉岩（>"） 石榴角闪岩（>9）

@%O= P !C: K P !C: >%K< P !C@

!%!@ P !C@ ;%< P !C: !%:; P !C@

;%=> P !C@ ;%K< P !C: !%:; P !C@

!%<< P !C@ ; P !C: ;%K P !C@

O%: P !C: !%:; P !C@ !%>= P !C@

@%< P !C: !%; P !C@

:%@ P !C: =%! P !C:

< P !C: >%<> P !C:

!"# 材料系数（!）的修正及差

异应力计算

在大多数金属和矿物中的位

错密度与所施加的外应力有如下

关系：

"$ ;# %!（$&
;）! $ ’ （!）

其中，!J ;%< 为材料系数， ’ J
; 是常数，"是差异应力，# J
O;%C@AB2 是石榴石的剪切模量，

$是位错密度， & J !%!<;=$’ J
!%!<;= P !CT :1’ 是柏氏矢量［K!］。

U/+--+/［K;］认为，在计算橄榄石、石英和方解石差异应力时，采用的 ( J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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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的数值最适宜。-./"［01］在计算石榴子石的差异应力时，沿用了上述

参数值。在石榴橄榄岩同一样品中，他们分别用石榴子石和橄榄石的位错密度计算，获得了

两组不同的差异应力值，很显然，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式中材料系数!会因矿物而异。陈

晶对石榴子石的材料系数值作了修正［$1，$2］，认为取!% $*1 时，所获得的差异应力值与由橄

榄石计算获得的差异应力值基本接近。

根据公式（0），使用修正后的材料系数值，我们分别测定了含柯石英榴辉岩、石英榴辉

岩和石榴角闪岩的差异应力（表 +）。

表 ! 由石榴子石的位错密度计算获得的差异应力值

3’4!5 + -657’#5 8755 /9:!";’<9". /5.:9<= 9. #’7.5< ’./ /988575.<9’! :<75::5:
含柯石英榴辉岩（>-） 石英榴辉岩（+?） 角闪岩（+&）

平均位错密度"@ ;AB $ 0 C 0)D 2*$ C 0), $*$ C 0)D

差异应力#@ EF’ )*1+ )*>$ )*,,

图 $ 湖北英山含柯石英榴辉岩的

FG3GH 轨迹及差异应力示意图

?9#*$ FG3 ;"./9<9".: ’./ ’II’75.< FG3GH I’<J:
8"7 5;!"#9<5: 87"A <J5 K9.#:J’. ’75’

! * 柯石英榴辉岩相阶段；" * 石英榴辉岩相阶段；# * 退变角闪岩相阶段

+ 含柯石英榴辉岩形成深度的构造校正

本区榴辉岩可划分为：柯石英榴辉岩、石英榴辉岩和石榴角闪岩 + 个变质阶段［0,，$1，$2］。

含柯石英榴辉岩（>-）、石英榴辉岩（+?）和石榴角闪岩（+&）中石榴子石的超微构造特

征，分别代表了上述 + 个不同变质阶段的石榴子石塑性流变特征。由这 + 种岩石的石榴子石

的超微构造特征的变化趋势反映的温压条件（图 $），与岩石学研究所获得的 FG3GH 轨迹如此

吻合，表明石榴子石中位错的构

造特征反映了每一期变质最后阶

段的变形（H）条件［$1，$2，>0］。

在含 柯 石 英 榴 辉 岩 （>-）

中，石 榴 子 石 的 位 错 密 度 较 高

（0 C 0)D @ ;A$），由其计算获得的

差异应力值（)*1+EF’）也较大。

一般认为，超高压变质岩是上地

壳物质被迅速带至地下 L)MA 或

更深处形成的，而本文的研究表

明，在这一过程中原上地壳岩石

不仅经历了由深度加大引起温度

压力的迅速增加（, N DO @ MA），

同时也遭受了因构造挤压所产生

的很大的差应力和构造附加静水

压力作用，因而它们的形成和变

动深度应在除去构造附加静水压

力之后求取，显然比用质量 @密
度方法测估的数据要浅得多。

!"# 含柯石英榴辉岩的测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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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温压条件

测算样品仍用测算石榴子石塑性变形和差异应力值的岩样［!"，#$］，以石榴子石 % 绿辉石

% 柯石英矿物组合为特征。石榴子石的塑性变形发育（图版!&!），石榴子石和单斜辉石塑

性变形呈定向构造（图版!&#）。石榴子石塑性变形被拉长，内部保存单斜辉石，组成明显

的进变边结构（图版!&’）。在塑性变形的石榴子石中发育有胀裂结构和柯石英（图版!&
(）。该期变质 )&*&+ 条件为 !!#,-.)/，" 0 -$12 3 $12。

为了使数据确切，挑选 # 组样品对测定矿物进行电子探针检测。

!"# 含柯石英榴辉岩矿物变形比测量

在石榴子石应变轴 # 4 $ 4 % 的情况下，设它们的变形比依次是!! 0 $ & %，!# 0 # & $，!’

0 # & %。选择含主变形轴的 #% 面和 $% 面，在这两个相互垂直面上切制薄片（图版!&$，!&
5），在显微镜下测量石榴子石的变形比。为了下一步测算的需要，还要测量!’ 0 # & %，所得

的石榴子石变形比列于表 (：

表 $ 石榴子石变形轴比值

*/678 ( 9/:;< =/7>8? <@ :8@<AB/C;<D /E8? <@ F/AD8C
样号 # % !’ $ % !!

G! ## H ’( !# H #1 !,"- !1 H #! $ H !$ !,$-

G# 5 H ’1 ( H !- !,5I $,$ H ’# (,$ H #! !,51

注：#， $， % 为视域 !#,$ J #,$ 中格数值

!"! 变形石榴子石差异应力测算

在电子显微镜下，对石榴子石中的自由位错密度 ’ 加以统计，并依据公式（!），计算

差应力 ( 值（#% 面）和 ) 值（$% 面）（表 $）。

表 % 变形石榴子石差应力估算结果

*/678 $ +;@@8A8DC;/7 ?CA8?? =/7>8? B8/?>A8: /D: K/7K>7/C;8: @A<B :8@<AB8: F/AD8C
样号 ’/K "/K ( ’6K "6K )

G! ",’ 1,- 1,("($ ",I 1,-5" 1,(I(

G# 5,!- 1,5"" 1,(’5$ 5,-’ 1,"(- 1,($-I

注：’ 为平均每平方厘米位错条数；"单位为 J !1- L KB#；(、) 单位为 .)/

!"$ 塑性变形石榴子石的残余主应力和构造附加静水压力的估算

设#!、##、#’ 为三个主应力未知量，取该岩石的泊松比$0 1,#$。根据上述!’、( 和 )
值，在%! 0%8!

%%M!
，%’ 0%8’

%%M’
，且%M!%8 时，假定%! &%’ 0%M!

L%M’
，也就是%M!

L%! 0%M’
L

%’ 时，可以利用以下方程组来求算 ’ 个主应力值，所得的值大体代表了残余主应力，即塑

性变形时的主应力值［!I，#(，#"，’’，(’］。

#! *$（## +#’）

#’ *$（#! +##）
,!’

#! *#’ , (

## *#’ ,










)

（#）

构造附加静水压力值 !N 相当于第一不变量［((］，所以，该值的大小与切片是否为主应变

面关系不大。计算结果列于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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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石榴子石变形主应力及构造附加静水压力值

!"#$% & ’()*+),"$ -.(%--%- "*/ "//).)0*"$ .%+.0*01)*/2+%/
34/(0-.".)+ ,(%--2(% +"2-)*5 5"(*%. /%60(7".)0* 8 9:; ’"

样号 !9 !< != !>

?9 <@AB;CAA <@BB:C<A <=<ABCAA <=<ABC9

?< <@&A;C< <DDD9C< <:<B<C< <=<A&CDA

"#$ 含柯石英榴辉岩形成深度的构造校正计算

根据变形石榴子石含有柯石英等特征估算压力值 !!<CDE’"。本研究选定地壳的岩石平

均密度为 <CA5 F +7=（<&C@AD 8 9:;’"）。根据特扎基假设［@=，@@］和科拉超深钻孔［@;］的实际情况，

研究指出［9B，<<］重力 " 仅一部分转换为各向等正压应力值，并称之为重力附加静水压力 !E，

!E G
9C9 H"
=C9 I"

"［<@，==］。如果"G :C<;，可知每 9::7 岩柱的重力产生的附加静水压力 !EJ仅为

9@CA99 8 9:;’"。因此，首先要从总压力值 ! 中消除构造附加静水压力值 !> 之后，如果把剩

余的值 !E 看作是重力引起成岩的静水压力值时，就应该用 !EJ去除 !E 换算上覆岩石的厚

度，即成岩深度值 # G !E F !EJ。这些参数及测算结果列于表 A。

表 % 含柯石英榴辉岩形成深度的构造校正测算值

!"#$% A K"$+2$".)0* 06 .3% -.(2+.2(%1+0((%+.%/ 60(7".)0* /%,.3
06 +0%-).%1#%"()*5 %+$05).% 8 9:;’"

样号 ! !> !E !EJ # F L7

?9 !<D::: <=<ABC9 @A<:CB 9@CA99 =<C:B

?< !<D::: <=<A&CDA @A<=C9= 9@CA99 =<C9:&

@ 含柯石英榴辉岩壳源成因的同位素证据

为了确定形成深度，对于大别超高压带含柯石英榴辉岩进行了岩石学、地球化学与同位

素研究，特别是同位素研究，对大别超高压带含柯石英榴辉岩的形成深度提供了重要证据。

&#’ ()*+, 和 +-*./ 同位素特征

文献［@&］对大别超高压带进行了 M#1>( 和 >71N/ 同位素研究，发现大别超高压带榴辉岩

#>(变化于 9D O @< 之间，#N#介于 I &C9 O I 9A，表明岩石来自于大陆地壳物质，没有发现有

地幔物质加入的证据［@A］。

&#0 氧同位素特征

大别超高压带榴辉岩的岩石和矿物氧同位素研究结果是［@& O ;9］，其中英山县和碧溪岭榴

辉岩$9DP 大约为 =［@］，双河榴辉岩约为 I =，青龙山含柯石英榴辉岩$9DP 低达 I D O I 9:［@A］。

这一结果指出，超高压变质岩原岩是地壳成因并在变质作用之前已经过与天水的氧同位素交

换，而且，在超高压变质岩中迄今尚未发现与地幔物质有氧同位素交换的证据。

&#" 12 同位素特征

大别超高压变质带含柯石英榴辉岩的 Q% 同位素研究结果发现［;<］，除了碧溪岭一个样品

之外，大 别 超 高 压 变 质 带 的 所 有 榴 辉 岩 样 品 均 显 示 =Q% F @Q% 值 从 :CAB 8 9:I A 到 :C=;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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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明变质原岩是大陆地壳成因，并且在这些岩石中也没有发现地幔源 &’ 加入的痕

迹。

上述同位素资料与该区超高压变质岩形成深度!!""()，甚至深达 *""() 的地幔的观点

截然相反。为了解释这一问题，一些研究者提出一系列的假说，主要有：!岩石俯冲和抬升

速度非常快；"岩石非常干并缺乏流体；#变质岩非常厚且与地幔物质隔绝。据称，在这些

条件下，大别超高压变质岩可以保持它们原岩的同位素特征。然而，这些假说缺乏足够的支

持。首先，超高压变质作用过程，业已确定，至少经历 !+,-，变质温度!$"".。如果超高

压变质原岩曾与大气降水发生过氧同位素交换，那么，它应该含有水和含水矿物。它们会在

超高压变质过程中产生流体，而实际上，在大别榴辉岩中也已经发现流体包裹体。其次，许

多榴辉岩被包在大理岩之中，在高温高压变质作用期间，这些碳酸盐岩会产生 /01，成为变

质流体的主要组分。第三，大别地区出露的榴辉岩是从几十厘米的小碎片到 !2")1 的大岩

块，不象是在超高压变质作用期间从外部带来而形成的。因此，我们不相信超高压变质作用

在地幔停留长达 !+,- 之后仍可以保持壳源原岩的同位素标记而不被幔源同位素“污染”的

说法。相反，该区含柯石英榴辉岩形成于!*13"4 5 *13!!() 深处的研究结果是合理的，所有

上述问题都可以解释。由于它们形成于地壳环境，自然观察不到地幔物质加入的痕迹。

+ 结论

（!）构造不仅使受力岩石产生变形，而且使其产生体变。该体变的应力即为构造附加的

各向等正压（张）应力张量，这里称之为构造附加静水压（张）力 !6。在地壳同一深度，

不同性质的构造变形部位 !6 值不同。

（1）地壳中某点的静水压力 ! 是由重力引起的静水压力 !7 和构造附加静水压力 !6 的

复合，因此，要估算上覆岩石的厚度（深度）必先从 ! 中除去 !6 之后，再用剩余的 !7 去

估算。此法称之为“成岩（成矿）深度的构造校正测算”。

（*）大别超高压变质带除了埋藏较深之外，还遭受到构造挤压产生的很大的构造附加静

水压力和差异应力作用。作者通过英山县榴辉岩中的石榴子石的位错密度恢复其主要退变质

阶段的差应力值。

（%）通过石榴子石塑性变形测量和差应力值的恢复，能够计算三维主应力值和构造附加

静水压力值，经构造校正测算获得该处含柯石英榴辉岩的形成深度是 *13"4 5 *13!!()。

（+）同位素研究结果否定了大别含柯石英榴辉岩是在地幔环境中形成的假说。相反，本

项研究认为该含柯石英榴辉岩形成于 *13"4 5 *13!!() 的深度是有足够的地质依据的。

作者对已故郭文魁先生、张炳熹先生以及宋叔和、李廷栋、马宗晋、欧阳自远、叶大

年、任继舜和沈其韩等先生的长期以来的帮助，对邵立勤、马宏剑和叶玉江先生对本研究的

多年支持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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