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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构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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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老河沟岩体和筛子岩岩体位于碧口地块西南部。岩体的ＳｉＯ２（６９．８９％～７１．６９％）和 Ａｌ２Ｏ３

（１５．０１％～１６．２５％）含量均很高，Ａ／ＣＮＫ在１．０４～１．１２之间，为硅和铝过饱和类型，属典型的强过铝质花岗岩。

稀土元素总量（∑ＲＥＥ）为３３．１３×１０－６～１５０．４２×１０－６，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呈右倾型，具有弱的负铕异常。高场强

元素（Ｔａ、Ｎｂ、Ｔｉ等）具有明显的负异常，大离子亲石元素（Ｒｂ、Ｂａ、Ｓｒ等）具有明显的正异常。岩体可能是以杂砂岩

成分为主的沉积岩部分熔融形成的花岗质岩浆上升侵位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典型的壳源成因类型。老河沟岩体

和筛子岩岩体具有后碰撞岩浆活动的特征，是印支期华北和扬子地块碰撞导致地壳加厚环境下下地壳部分熔融的

产物，形成于同碰撞（挤压环境）向碰撞后（伸展环境）转化阶段，为后造山花岗岩类。

关键词：强过铝质花岗岩；地球化学；构造环境；后碰撞；碧口地块

　　川西北及其邻区处于秦岭造山带、松潘甘孜造

山带和扬子地块汇聚交接地区，是研究中国大陆构

造及其大陆动力学的关键地区，是探索中国大陆壳

幔三维结构、多块体拼合、陆壳增生、消减机制的天

然实验室，具有复杂的构造图像和拼合历史。前人

的研究认为秦岭大别造山带形成于扬子地块和华

北地块在中三叠世末期的碰撞过程中，到三叠纪晚

期扬子地块和华北地块完成拼合（张国伟等，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ａ）。松潘甘孜造山带虽然在新生代时期

受到强烈的改造（ＤｅｗｅｙＪＦｅｔａｌ．，１９８８；许志琴

等，１９９２），但其变形过程主要发生在晚三叠世或印

支期（ＢｕｒｃｈｆｉｅｌＢＣ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ＨｓｕＫｅｔａｌ．，

１９９５；Ｙｉ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０）。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勉略

带以南、勉略带与商丹带之间、商丹带以北均存在印

支期２２３～２０５Ｍａ的花岗岩体，这些岩体的出露呈

面型分布，显示与周围构造带没有明显的空间关系。

同一时期的花岗岩出露在不同的块体或造山带中，

这些岩体在地球化学特征、岩石成因和构造环境上

有什么联系？因此，对这些花岗岩进行详细的地球

化学研究，对进一步讨论其构造环境，块体之间的拼

合关系及探索大陆动力学具有重要的地质意义。

碧口地块现今位于扬子地块的西北缘，分别以

勉略带、青川阳平关断裂、虎崖断裂与西秦岭造山

带、龙门山构造带以及松潘甘孜造山带相接，呈长

三角形块体，向东构造尖灭（张国伟等，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碧口地块的地层由碧口群和上覆的震旦纪以及古生

代沉积岩组成。前人对碧口地块做过大量的研究，

但主要限于碧口群火山岩，提出了碧口群火山岩形

成的各种各样的模式，如岛弧环境说（夏祖春等，

１９８９；张家润，１９９０；卢一伦等，１９９７；闫全人等，

２００４；王宗起等，２００９）、弧内裂谷环境说（董广法等，

１９９８）、大陆裂谷环境说（夏林圻等，１９９６ａ，１９９６ｂ，

２００７；丁振举等，１９９８；匡耀求等，１９９９；徐学义等，

２００１）、洋中脊和（或）大洋板内说（裴先治，１９８９，

２００１；裴先治等，２００２；张二朋等，１９９３；刘国惠等，

１９９３；陶洪祥等，１９９３）和元古宙古陆块说（张国伟

等，２００１）。但是对碧口地块的深部地壳性质及其深

部作用了解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碧口地

块构造演化的深入讨论。花岗岩类是揭示深部地壳

组成和地球动力学过程的有效途径（ＫｅｍｐＡＩ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近年来，部分学者对碧口地块中的花岗

岩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于区内的花岗岩体的成

因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秦江峰等（２００５）认为岩体

的形成与秦岭造山带在主造山期后岩石圈发生拆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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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和幔源岩浆底侵作用存在联系。而张宏飞等

（２００７）认为岩浆起因于增厚之后岩石圈在印支期的

拆沉作用下地壳玄武质岩类的部分熔融。由此可以

看出，对碧口地块中的花岗岩和构造环境有进一步

研究的必要。

因此，本文选择碧口地块西南缘的筛子岩岩体

和老河沟岩体（图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详细的岩

石学、地球化学研究，结合前人对邻近的南一里岩体

和筛子岩岩体的研究成果，综合探讨该区花岗岩体

的成因及构造环境、与邻区同时代岩体之间的关系

以及岩体与碰撞造山之间的关系。

图１　川西北碧口地块及其邻区地质简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Ｂｉｋｏｕｂｌｏｃｋ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Ｓｉｃｈｕａｎ

１—上三叠统—下白垩统；２—石炭系—三叠系；３—志留系—中三叠统；４—志留系—石炭系；５—震旦系—中三叠统；６—南华系—石炭系；

７—南华系—泥盆系；８—新元古界碧口群；９—新元古界；１０—印支期花岗岩类；１１—断裂；１２—地质界线

１—Ｕｐｐ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２—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３—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Ｍｉｄｄｌ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４—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５—ＳｉｎｉａｎＭｉｄｄｌ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６—Ｎａｎｈｕａｎ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７—Ｎａｎｈｕａｎ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８—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Ｂｉｋｏｕ ｇｒｏｕｐ；９—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１０—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

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１１—ｆａｕｌｔ；１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１　地质背景及岩石学特征

老河沟岩体出露于平武县东北部老河沟一带，

侵位于下震旦统蜈蚣口组浅变质砂岩、页岩中，岩体

边缘接触变质较为明显。岩体呈近椭圆形，分布面

积较大，约为１１ｋｍ２。岩性相对单一均匀，为花岗

岩，岩石呈浅灰色灰色，中粗粒花岗结构，岩体内部

岩石结构较粗，颗粒最大可达０．８ｃｍ，岩体边缘岩石

较细，颗粒大小为０．２～０．５ｃｍ，块状构造，无变质变

形。主要矿物组成为石英，白色，不规则他形粒状，

含量２５％～３０％；斜长石，灰白色，自形柱状，含量

６０％～６５％。暗色矿物以黑云母为主，呈暗褐色，半

自形片状，含量３％～５％。副矿物以榍石和磷灰石

为主，其次为锆石、褐帘石、斜黝帘石、磁铁矿等。

筛子岩岩体出露于平武县木皮乡南侧，侵位于

碧口群浅灰浅灰绿色含黑云母绢云母石英钠长片

岩、灰绿色绿泥绿帘钠长片岩中，围岩绿泥绿帘石化

较为明显。岩体呈近椭圆形，分布面积较小，约为

３．２ｋｍ２。岩性相对单一均匀，为黑云母花岗岩，岩

石呈灰色深灰色，似斑状花岗结构，块状构造，无变

质变形。主要矿物组成为石英，白色，不规则他形粒

状，含量３０％～３５％；斜长石，灰白色，自形柱状，含

量４５％～５０％。暗色矿物以黑云母为主，呈暗褐

色，半自形片状，含量１０％～１５％。斑晶由灰白色

斜长石组成，斑晶自形程度高，斑晶大小约为０．５～

１×０．８～２ｃｍ。副矿物以榍石和磷灰石为主，其次

为锆石、褐帘石、斜黝帘石、磁铁矿等。

２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２．１　主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老河沟岩体和筛子岩岩体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分析结果见表１。主量元素具有如下特征：

（１）岩石的 ＳｉＯ２含量较高且变化范围很窄

（６９．８９％～７１．６９％），显示硅过饱和的特征。在ＴＡＳ

岩石分类图解（图２）上，数据点均落入花岗岩区域内。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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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老河沟花岗岩和筛子岩花岗岩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含量（×１０－６）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犼狅狉犲犾犲犿犲狀狋犱犪狋犪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犪狀犱狋狉犪犮犲犲犾犲犿犲狀狋犪犫狌狀犱犪狀犮犲（×１０
－６）犳狅狉犔犪狅犺犲犵狅狌犵狉犪狀犻狋犲犪狀犱犛犺犪犻狕犻狔犪狀犵狉犪狀犻狋犲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ＺＹ０１ Ｍ ＬＨＧ０２ ＬＨＧ０３ ＬＨＧ０４ ＬＨＧ０５ ＬＨＧ０６

ＳｉＯ２ ７０．１４ ７１．１０ ７１．５６ ６９．８９ ７０．９９ ７０．２５ ６９．９６

ＴｉＯ２ ０．２６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２４ ０．２４

Ａｌ２Ｏ３ １５．２１ １５．３２ １５．２０ １６．２２ １５．８９ １６．２５ １６．１４

ＴＦｅＯ ２．０２ １．８４ １．５８ ２．０８ １．９６ １．６８ １．７７

ＭｎＯ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ＭｇＯ １．６２ １．５０ １．０７ ０．９５ ０．９１ ０．９９ １．２６

ＣａＯ ２．４１ ２．３６ ２．２３ ２．６７ ２．６９ ２．３２ ２．３３

Ｎａ２Ｏ ５．０６ ４．８３ ４．７９ ４．３９ ４．２３ ５．０３ ５．４１

Ｋ２Ｏ １．７３ １．７２ ２．３３ ２．２０ ２．３２ ２．０９ １．８０

Ｐ２Ｏ５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９

ＬＯＩ ０．９８ ０．６８ ０．３６ ０．６６ ０．５６ ０．９２ ０．４６

ＴＯＴＡＬ ９９．５５ ９９．４６ ９９．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９０ ９９．５０

Ｍｇ＃ ６８．１３ ６３．６２ ６６．５７ ５６．６６ ６４．０５ ７３．９７

Ａ／ＣＨＫ １．０４ １．０９ １．０５ １．１２ １．１１ １．１０ １．０７

Ａｐ ０．１８ ０．２０ ０．２２ ０．２４ ０．２２ ０．２０

Ｏｒ １０．３８ １３．９１ １３．１７ １３．８０ １２．４９ １０．７５

Ａｂ ４３．３９ ４０．８５ ３７．５４ ３５．９５ ４２．９５ ４６．１７

Ａｎ １１．６６ １０．６４ １２．８２ １２．７８ １１．０４ １１．１５

Ｑｚ ２６．４１ ２８．３４ ２９．３７ ３０．２９ ２６．７０ ２５．１０

Ｃ ０．８０ ０．９３ １．９９ １．７６ １．７１ １．２５

ＤＩ ８０．４８ ８３．４０ ７９．６６ ８０．２３ ８２．２３ ８１．７９

Ｓｒ ７４８．９１ ８００．２５ ５８６．９７ ５５５．５２ ５６７．９３ ６５６．５５ ８２５．２３

Ｒｂ ５８．５２ ７０．５０ ７３．８９ ８５．９５ ８９．６２ ７２．７０ ５４．７７

Ｂａ ５８４．８９ ７６４．７５ ６８１．６０ １１８６．８０ １０８５．５０ １０１０．９０ ９５６．２８

Ｔｈ ２．９６ ６．５７ ４．７２ ４．６８ ３．４４ ３．３０ ２．００

Ｔａ ０．２８ ０．６３ ０．４１ ０．５３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２４

Ｎｂ ３．１９ ６．７０ ４．０９ ５．１４ ４．６０ ３．８８ ３．３５

Ｚｒ ７０．７１ １０４．５０ ８６．２９ ９８．７８ ９９．５０ ８７．６５ ８５．２４

Ｈｆ ２．２３ ３．１０ ２．６１ ２．８９ ２．８９ ２．５５ ２．３５

Ｕ ０．９６ １．３５ １．０６ １．４６ １．３７ ０．８１ ０．４３

Ｃｕ ２．３８ ６．１８ ３．３７ ３．９９ ５．７２ ３．４１ ３．５１

Ｐｂ １１．６０ １９．８９ １７．６１ １６．３９ １４．３３ １５．９５ １４．０６

Ｌａ ７．５２ １５．０９ ９．８５ １２．８３ １０．６６ １０．８１ ５．９２

Ｃｅ １５．０１ ２８．８５ ２０．８１ ２２．９９ １９．１０ ２０．７４ １２．６８

Ｐｒ １．７２ ３．３１ ２．４２ ２．６５ ２．２６ ２．３６ １．３９

Ｎｄ ６．９３ １２．７６ ９．１６ １０．３５ ８．６７ ９．５７ ６．１１

Ｓｍ １．５３ ２．５０ ２．２０ ２．１３ １．８１ ２．０８ １．５６

Ｅｕ ０．５２ ０．６９ ０．６０ ０．７０ ０．５５ ０．６３ ０．５３

Ｇｄ １．６７ ２．３４ ２．１８ ２．２０ １．５８ １．９５ １．７３

Ｔｂ ０．２５ ０．３１ ０．３０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２６ ０．２３

Ｄｙ １．４２ １．８８ １．５９ １．２６ １．２４ １．４１ １．２４

Ｈｏ ０．３０ ０．３６ ０．２９ ０．２２ ０．２０ ０．２３ ０．２３

Ｅｒ ０．７２ ０．８６ ０．７６ ０．５６ ０．５１ ０．６６ ０．７０

Ｔｍ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１

Ｙｂ ０．７４ ０．９２ ０．７１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５７ ０．６６

Ｌｕ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１

Ｙ ７．３０ ９．６３ ７．５０ ５．２４ ５．５８ ６．３３ ６．４８

ΣＲＥＥ ３８．５７ ６９．９７ ５１．０８ ５６．８２ ４７．５１ ５１．４８ ３３．１９

δＥｕ ０．９９ ０．９１ ０．８２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４ ０．９８

　注：Ｍ为张宏飞等（２００７）测定的木皮岩体（即筛子岩岩体）４个样品的平均值。

　　（２）Ａｌ２Ｏ３含量较高（１５．０１％～１６．２５％），Ａ／

ＣＮＫ在１．０４～１．１２之间，平均为１．０８；ＦｅＯ／（ＦｅＯ

＋ＭｇＯ）比值较低（０．２９～０．５６）；所有样品中均出

现刚玉（Ｃ），且 Ｃ值大多数都大于１％（０．８４％～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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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老河沟和筛子岩花岗岩体ＴＡＳ图解

（据ＥｆｒｅｍｏｖａａｎｄＳｔａｆｅｅｖ，１９８５）

Ｆｉｇ．２　ＴＡ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ａｆｔｅｒＥｆｒｅｍｏｖａａｎｄ

Ｓｔａｆｅｅｖ，１９８５）ｆｏｒＬａｏｈｅｇｏｕａｎｄＳｈａｉｚｉｙ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

Ａ—石英闪长岩；Ｂ—英云闪长岩；Ｃ—花岗岩，斜长花岗岩；

Ｄ—淡色花岗岩；Ｅ—石英二长花岗岩；Ｆ—石英黑云花岗岩；

Ｇ—亚碱性花岗岩；Ｈ—亚钾性淡色花岗岩；Ｉ—碱性淡色花岗

岩；ＬＨＧ—老河沟岩体；ＳＺＹ—筛子岩岩体；Ｍ—木皮岩体（即筛

子岩岩体，引自张宏飞等，２００７，下同）

Ａ—ｑｕａｒｔｚｄｉｏｒｉｔｅ；Ｂ—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Ｃ—ｇｒａｎｉｔｅ，ｐｌａｇｉ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Ｄ—

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Ｅ—ｑｕａｒｔｚｍｏｎｚ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Ｆ—ｑｕａｒｔｚｓｙｅｎｉｔｅ；Ｇ—

ｓｕｂ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Ｈ—ｓｕｂ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Ｉ—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 ＬＨＧ—Ｌａｏｈｅｇｏｕ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ＳＺＹ—Ｓｈａｉｚｉｙａｎ

ｇｒａｎｉｔｅ；Ｍ—Ｍｕｐｉｇｒａｎｉｔｅ（ＴｈａｔｉｓＳｈａｉｚｉｙａｎ，ｆｒｏｍＺｈａｎｇＨＦ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图３　老河沟和筛子岩花岗岩体Ａ／ＮＫＡ／ＣＮＫ图解

（据 Ｍａｎｉａｒａｎｄｐｉｃｃｏｌｉ，１９８９）

Ｆｉｇ．３　Ａ／ＮＫＡ／ＣＮ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Ｌａｏｈｅｇｏｕ

ａｎｄＳｈａｉｚｉｙ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ａｆｔｅｒＭａｎｉａｒａｎｄＰｉｃｃｏｌｉ，１９８９）

２．０４％ 之间，只有 ＬＨＧ０２ 和 ＳＺＹ０１ 样品小于

１％），显示强过铝质特征，在 Ａ／ＮＫＡ／ＣＮＫ图解

上（图３）数据点均位于过铝质区域内。

（３）全碱（Ａｌｋ）含量较高（６．４３％～７．２１％），

Ｋ２Ｏ普遍小于Ｎａ２Ｏ，Ｋ２Ｏ／Ｎａ２Ｏ比值平均为０．４１，

图４　老河沟和筛子岩花岗岩体Ｋ２ＯＳｉＯ２图解

（据ＲｉｃｋｗｏｏｄＰＣ，１９８９）

Ｆｉｇ．４　Ｋ２ＯｖｓＳｉＯ２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Ｌａｏｈｅｇｏｕａｎｄ

Ｓｈａｉｚｉｙ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ａｆｔｅｒＲｉｃｋｗｏｏｄＰＣ，１９８９）

相对富钠，里特曼指数σ在１．５３～１．９３之间，在

ＳｉＯ２Ｋ２Ｏ图解中（图４）数据点均落入钙碱性系列

范围。

（４）分异指数（ＤＩ）为７９．６６～８３．４０，平均为

８１．４６，分异指数具有较高的值和相同的分异趋势，

表明原始岩浆的结晶分异强烈。

（５）在Ｈａｒｋｅｒ图解（图５）中，老河沟岩体和筛子

岩岩体的Ｆｅ２Ｏ３Ｔ、ＭｇＯ、ＣａＯ、Ｋ２Ｏ、Ｐ２Ｏ５含量与ＳｉＯ２

含量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Ｎａ２Ｏ与ＳｉＯ２、Ｎａ２Ｏ／ＣａＯ

ＳｉＯ２／ＣａＯ、ＳｉＯ２／ＭｇＯＡｌ２ Ｏ３／ＭｇＯ、Ｎａ２ Ｏ／ＣａＯ

Ａｌ２Ｏ３／ＣａＯ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 Ａｌ２Ｏ３、ＣａＯ／

Ｎａ２Ｏ与ＳｉＯ２图解中老河沟岩体呈负相关关系，筛子

岩岩体呈正相关关系；在ＣａＯ／Ｋ２ＯＭｇＯ／Ｋ２Ｏ图解

中老河沟岩体呈正相关关系，筛子岩岩体呈负相关关

系；这些线性关系反映老河沟岩体和筛子岩岩体的原

始岩浆可能来源于不同的岩浆源。

（６）老河沟岩体和筛子岩岩体周围无中性和基

性侵入岩的参与，亦无对应的同期火山岩产出，这说

明在花岗岩形成过程中没有地幔的卷入，是陆壳岩

石部分熔融的结果，岩浆的温度常常不能达到使它

喷出至地表的程度，结合其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特征，

认为这两个岩体具有Ｓ型花岗岩特征。

２．２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老河沟岩体和筛子岩岩体的 ∑ＲＥＥ 较低

（３３．１３×１０－６～１５０．４２×１０
－６，平均为５５．９１×

１０－６）；ＬＲＥＥ相对富集，ＨＲＥＥ相对亏损，轻、重稀

土元素之间分馏较明显（∑ＬＲＥＥ／∑ＨＲＥＥ在５．６４

～１０．５３之间，平均为８．１９）。ＬＲＥＥ内部分异较为

明显，（Ｌａ／Ｓｍ）Ｎ为２．４５～４．２９，平均为３．４４。重稀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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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老河沟和筛子岩花岗岩体的 Ｈａｒｋｅｒ图解

Ｆｉｇ．５　Ｈａｒｋ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ａｏｈｅｇｏｕａｎｄＳｈａｉｚｉｙ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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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老河沟和筛子岩花岗岩体的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

准化曲线（球粒陨石标准化数据据ＳｕｎＳ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Ｆｉｇ．６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ｏｒ

ＬａｏｈｅｇｏｕａｎｄＳｈａｉｚｉｙ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ｂｏｄｙ（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ｄａｔａ

ｆｏｒ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ｅｎｆｒｏｍＳｕｎＳ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土明显亏损可能是残留体中含较大数量的极富重稀

土的石榴子石和角闪石造成的（ＰａｔｉｎｏＤｏｕｃｅＡＥ

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Ｌａ／Ｙｂ为８．９５～２４．５２，平均为

１５．５８，（Ｌａ／Ｙｂ）Ｎ为６．４２～１７．５９，平均为１１．１８，表

明它是在陆壳底部大压力下源区岩石脱水熔融形成

的（王中刚等，１９８９）。δＥｕ在０．７７～１．１３之间，平

均为０．９４，Ｅｕ大多数具有弱的负异常，区别于幔源

型花岗岩，Ｅｕ的负异常可能是斜长石、钾长石的分

图８　老河沟和筛子岩花岗岩体（Ｌａ／Ｙｂ）Ｎ和（Ｔｂ／Ｙｂ）Ｎ与（Ｅｕ／Ｅｕ）Ｎ图解

Ｆｉｇ．８　（Ｌａ／Ｙｂ）Ｎ，（Ｔｂ／Ｙｂ）Ｎｖｓ（Ｅｕ／Ｅｕ）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ＬａｏｈｅｇｏｕａｎｄＳｈａｉｚｉｙ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ｂｏｄｙ

离引起（王中刚等，１９８９）。稀土元素配分图（图６）

为大倾角右倾曲线，没有四组分效应，为“斜倾式”。

在（Ｌａ／Ｙｂ）Ｎ和（Ｔｂ／Ｙｂ）Ｎ与（Ｅｕ／Ｅｕ
）Ｎ图解（图８）

中，老河沟岩体与筛子岩岩体显示出不同的演化趋

势，表明这两个岩体有着不同的岩浆来源，它们不是

由同一种岩浆分离结晶而产生的。在 Ｈａｒｋｅｒ图解

（图５）中，老河沟岩体和筛子岩岩体的Ｌａ、Ｐｒ、Ｎｄ、

图７　老河沟和筛子岩花岗岩体的微量元素蛛网图

（原始地幔标准化数据据ＳｕｎＳ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Ｆｉｇ．７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ｐｉｄ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Ｌａｏｈｅｇｏｕａｎｄ

Ｓｈａｉｚｉｙ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ｂｏｄｙ（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ｔｌｅｄａｔａｆｏ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ｅｎｆｒｏｍＳｕｎＳ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Ｓｍ、Ｅｕ、Ｇｄ、Ｅｒ、Ｔｍ含量与ＳｉＯ２含量呈现出不同的

线性关系，亦表明这两个岩体有着不同的岩浆来源。

２．３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由表１和图７可知，老河沟岩体和筛子岩岩体

微量元素具有如下特征：低Ｒｂ、高Ｓｒ、高Ｂａ和较低

的Ｒｂ／Ｓｒ（０．０５～０．２３）、Ｒｂ／Ｂａ（０．０６～０．１７）、Ｋ／

Ｒｂ（８４．７４～１３６．３９）比值。较低的Ｋ／Ｒｂ值和高的

分异指数（ＤＩ）反映了原始岩浆已经历充分的结晶

分异作用（赵振华，１９９７）。在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

图上，显示高场强元素 Ｎｂ、Ｔａ、Ｐ、Ｔｉ明显亏损，而

Ｒｂ、Ｂａ、Ｕ、Ｓｒ等大离子亲石元素具有明显的正异

常，Ｓｒ的正异常和Ｔｈ的负异常显示与岛弧型花岗

岩有较明显的区别。Ｎｂ、Ｐ的亏损说明斜长石作为

熔融残留相或结晶分离相存在，即在熔融过程中斜

长石没有耗尽（ＰａｔｉｎｏＤｏｕｃｅＡ 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１，

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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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Ｚｒ的富集和Ｎｂ、Ｔａ、Ｔｉ的亏损表明岩浆源

区岩石中以陆壳组分为主（Ｇｒｅｅｎ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８７；

ＧｒｅｅｎＴＨ，１９９５；ＢａｒｔｈＭ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Ｂａ的亏

损与结晶晚期碱性长石的分离关系密切。Ｔｉ的亏

损可能同钛铁矿的分离结晶作用有关。Ｎｂ亏损同

时还伴随着 Ｎｂ／Ｔａ比值下降，Ｎｂ／Ｔａ比值较低

（９．１３～１５．６０，平均为１１．１８），这表明Ｎｂ／Ｔａ这一

对互代元素已开始分馏，是一种典型的壳源的成因

类型，反映岩浆作用过程中Ｎｂ和Ｔａ曾发生较明显

的分馏，Ｎｂ趋向亏损而 Ｔａ相对富集。在 Ｈａｒｋｅｒ

图解（图５）中，老河沟岩体和筛子岩岩体的Ｃｒ、Ｓｒ、

Ｚｒ、Ｔｈ、Ｈｆ、Ｎｂ、Ｎｉ、Ｂａ、Ｕ含量与ＳｉＯ２含量、Ｒｂ／Ｓｒ

比值ＳｉＯ２含量、ＭｇＯ／Ｋ２ＯＴｈ／Ｎｄ、ＢａＲｂ，均呈现

出不同的线性关系，亦表明这两个岩体有着不同的

岩浆来源。

３　岩浆起源及构造环境

３．１　岩浆源区判断

在平武地区出露有约１４个花岗岩岩体，根据岩

体规模选取最大的岩体南一里岩体，中等规模的老

河沟岩体和小规模的筛子岩岩体，讨论这些花岗岩

类的源岩特征和形成环境。张宏飞等（２００７）对南一

里岩体和筛子岩岩体的同位素研究表明所有样品具

有较低的εＮｄ（狋）值（－４．７～－８．４）和较高的ＴＤＭ值

（１．２７～１．８３Ｇａ），但它们具有较低的ＩＳｒ值（０．７０５３９

～０．７０７５２）的特征，显示主要来自于陆壳物质，各岩

体之间呈现的Ｓｒ和 Ｎｄ同位素组成的有限差异指

示他们岩浆源区组成上的不均一性。此外，在Ｓ型

花岗岩中存在时代较老的继承性锆石十分常见

（Ｓｉｅｂｅｌｅｔ ａ１．，２００３；Ｐｒｏｐａｅｈ ｅｔ ａ１．，２０００；

Ｓｃｈａｌｔｅｇｇ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９），但在Ｉ型花岗岩中通常比

较少见（Ｓｉｅｂｅｌｅｔａ１．，２００３），对南一里岩体定年样

品锆石中含有年龄较大的继承锆石（李佐臣等，

２００７；张宏飞等，２００７），表明其应为Ｓ型花岗岩，老

河沟岩体和筛子岩岩体也为Ｓ型花岗岩，它们的

Ｌａ／Ｎｂ远远大于 １．０，区别于地幔来源的岩浆

（ＤｅＰａｏｌｏａｎｄＤａｌｅｙ，２０００），进一步表明该区的花岗

岩类可能均来源于陆壳。在 ＺｎＳｉＯ２图解中（图

９ａ），所有数据点均落入Ｉ、Ｍ 和Ｓ型长英质火成岩

区内，属于分异结晶花岗岩类，随着ＳｉＯ２增加，而Ｚｎ

减少，与长英质火成岩的趋势一致（Ｌｅｎｔｚ，１９９８）。

运用高场强元素Ｔｈ／ＹｂＴａ／Ｙｂ比值图解判断岩浆

岩的成因（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８２；Ｐｅａｒｃ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０）也是一

种较为有效的方法，在图解中这些数据点均落入平

均上地壳附近，并且具有分离结晶的演化趋势 （图

９ｂ）。在另外的高场强元素Ｒｂ／ＹＮｂ／Ｙ比值图解

上，所有数据点均落入总地壳和上地壳范围之内，均

显示出板内富集和俯冲带富集或地壳混染的趋势

（图９ｃ）。在Ｔｈ／ＹＮｂ／Ｙ图解中（图９ｄ），所有数据

点均落入大陆上地壳的上方区域内，反映它们起源

于上地壳。可以看出南一里岩体、老河沟岩体和筛

子岩岩体的源岩均来自于陆壳物质。

３．２　源区岩石类型的判断

与碰撞有关的强过铝质花岗岩，其源区虽具有

多样性，但变质沉积岩（如泥质岩、砂屑岩或杂砂岩）

是一个主要的源区（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ＰＪ，１９９８）。实验岩

石学研究也表明地壳中基性岩类（玄武质成分）的部

分熔融形成化学成分偏基性的准铝质的花岗岩类

（ＷｏｌｆＭ Ｂｅｔａｌ．，１９８９；ＢｅａｒｄＪ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１；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Ｗ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ＳｉｓｓｏｎＴＷ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而地壳中碎屑沉积岩类部分熔融形成偏酸性的过铝

质花岗岩类（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Ｗ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ＰａｔｉｎｏＤｏｕｃｅ

Ａ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ａ，１９９８ｂ），大量的过铝质花岗岩也

不可能由基性源岩部分熔融产生（ＣｈａｐｐｅｌｌＢＷｅｔ

ａｌ．，１９７４），只有泥砂质沉积岩类部分熔融才可能形

成强过铝质花岗岩（Ｖｉｅｌｚｅｕｆ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Ｐａｔｉｎｏ

ＤｏｕｃｅＡ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ａ；ＭｏｎｔｅｌＪ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ＣａｓｔｒｏＡｅｔａ１．，１９９９），其岩浆起源过程中没有明

显地幔的参与（ＦｅｒｒａｒａＧｅｔａ１．，１９９１；ＨａｒｒｉｓＮＢ

Ｗｅｔａ１．，１９９２；ＣａｓｔｒｏＡｅｔａ１．，１９９９；Ｐａｔｉｎｏ

ＤｏｕｃｅＡＥ，１９９９）。南一里岩体、老河沟岩体和筛子

岩岩体的地球化学特征和岩石学特征表明其属于强

过铝质花岗岩，主要应由以碎屑沉积岩为主的地壳

部分熔融形成。在 Ａ／ＭＦＣ／ＭＦ图解（图１０ａ）中，

数据点大部分落入变质杂砂岩区，显示岩浆源岩是

变质杂砂岩。

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ＰＪ（１９９８）认为ＳｉＯ２含量在６７％～

７７％之间的强过铝质花岗岩，其ＣａＯ／Ｎａ２Ｏ比值反

映其源区成分特征。由砂岩 （或正变质岩）部分熔

融形成的花岗质熔体的ＣａＯ／Ｎａ２Ｏ比值高于由泥

岩部分熔融形成的熔体。泥岩生成的过铝质花岗岩

所含的ＣａＯ／Ｎａ２Ｏ比一般小于０．３，而砂屑岩生成

的过铝质花岗岩所含的 ＣａＯ／Ｎａ２Ｏ 比一般大于

０．３。强过铝质花岗岩的 Ａ１２Ｏ３／ＴｉＯ２比值反映岩

浆形成温度，Ａ１２Ｏ３／ＴｉＯ２比值大于１００为低温（＜

８７５℃），Ａ１２Ｏ３／ＴｉＯ２ 比值小于 １００ 为高温 （＞

８７５℃）（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ＰＪ，１９９８）。平武地区花岗岩类

ＣａＯ／Ｎａ２Ｏ比值（０．４３～０．７５）均大于０．３，Ａ１２Ｏ３／

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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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平武地区花岗岩类的物质来源判别图（（ａ）据 ＹａｎｇＸ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修改自Ｌｅｎｔｚ，１９９８；（ｂ）据ＪａｈｎＢＭ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ｃ）据ＰｅａｒｃｅＪ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０；（ｄ）据Ｄｕｒｍｕｓ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ｂ，ｃ，ｄ，ＭＯＲＢ，ＯＩＢ，ＵＣＣ（上地壳）和总地壳组成数据来

自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ｂ，板内富集数据来自ＰｅａｒｃｅＪ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０），Ｎ南一里岩体（数据引自张宏飞等，２００７）

Ｆｉｇ．９　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ｍａｔｔ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ｉｎＰｉｎｇｗｕａｒｅａ（（ａ）ａｆｔｅｒＹａｎｇＸ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Ｌｅｎｔｚ，１９９８；（ｂ）ａｆｔｅｒＪａｈｎＢ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ｃ）ａｆｔｅｒＰｅａｒｃｅＪ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０；（ｄ）ａｆｔｅｒＤｕｒｍｕｓ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ｉｎ（ｂ，

ｃａｎｄ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ＲＢ（ｍｉｄｏｃｅａｎｒｉｄｇｅｂａｓａｌｔ），ＯＩＢ（ｏｃｅａｎｉｓｌａｎｄｂａｓａｌｔ），ｌｏｗｅｒ，ｂｕｌｋ，ａｎｄｕｐｐｅｒ

ｃｒｕｓｔｓａｒｅａｆｔｅｒ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ｔｈｅｖｅ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ｗｉｔｈｉｎｐｌａｔｅ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ａ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Ｐｅａｒｃｅｅｔａｌ．

（１９９０）ｉｎ（ｂ））（ＮＮａｎｙｉｌｉｇｒａｎｉｔｅｂｏｄｙ，ＴｈａｔｉｓＮａｎｙｉｌｉ，ｆｒｏｍＺｈａｎｇＨＦ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ＴｉＯ２比值在３２．９８～７７．５０，均小于１００，反映其岩

浆源区岩石成分可能为砂屑岩，其部分熔融温度为

高温（大于８７５℃），本区强过铝花岗岩属高温类型，

这与平武地区花岗岩类源岩是杂砂岩熔融所需的高

温条件相一致。在ＣａＯ／Ｎａ２ＯＡｌ２Ｏ３／ＴｉＯ２图解中

（图１０ｂ），随着Ａｌ２Ｏ３／ＴｉＯ２比值的减小熔融温度随

之增加，随着ＣａＯ／Ｎａ２Ｏ比值的减少越靠近粘土岩

派生，所有数据点都在粘土岩派生岩浆为一端员与

玄武岩浆为另一端元的混合曲线上，以砂屑岩派生

的区域内，岩浆温度在９００℃和１０％熔融附近。据

此可判断这些岩体的源岩是从砂屑岩或杂砂岩派生

的，其形成温度大于８７５℃。

综上所述，平武地区的花岗岩类岩浆源区岩石

成分可能为以砂屑岩成分为主的沉积岩。其岩浆形

成温度较高。源区岩石以砂屑岩为主，表明它是成

熟度较低的陆壳部分熔融作用的结果（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Ｐ

Ｊ，１９９８）。

３．３　构造环境

一些学者认为强过铝质花岗岩是陆陆碰撞过

程中同碰撞早期挤压环境下地壳加厚而发生部分熔

融的产物（ＰｉｔｃｈｅｒＷ Ｓ，１９８３；ＰｅａｒｃｅＪＡｅｔａｌ．，

１９８４；ＨａｒｒｉｓＮＢＷｅｔａｌ．，１９８６）。然而最近研究

发现，大量原来认为是同碰撞的强过铝质花岗岩是

后碰撞期的产物（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ＰＪ，１９９８），形成于碰撞

高峰期后的岩石圈伸展背景（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ＢＪ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ＦｏｒｓｔｅｒＨＪ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ＫａｌｓｂｅｅｋＦ，

２００１），在碰撞后阶段的前期，造山带及其邻区可能

仍处于挤压应力状态，持续的陆内俯冲会使区域地

壳继续加厚并导致区域重力均衡隆升，被构造卷入

深部地壳的泥砂质沉积岩在加热后抬升减压过程中

发生脱水部分熔融，形成强过铝质花岗岩（杨坤光

等，１９９７；ＴｕｒｎｅｒＳＰｅｔａ１．，１９９９）。在ｌｏｇ［ＣａＯ／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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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平武地区花岗岩类源岩成分判别图（据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ＰＪ，１９９８）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ｆｏｒ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ｉｎＰｉｎｇｗｕａｒｅａ（ａｆｔｅｒ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ＰＪ，１９９８）

ＨＬ—喜马拉雅强过铝质花岗岩；ＨＲ—海西强过铝质花岗岩；ＬＦＢ—拉克兰河褶皱带强过铝质花岗岩

ＨＬ—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ｐｅｒａｌｕｍｉｏｕｓ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ＨＲ—Ｈｅｒｃｙｎｉａｎ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ｐｅｒａｌｕｍｉｏｕｓ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

ＬＦＢ—ＬａｃｈｌａｎＦｏｌｄｂｅｌｔ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ｐｅｒａｌｕｍｉｏｕｓ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

（Ｋ２Ｏ＋Ｎａ２Ｏ）］ＳｉＯ２图解中（图１１），南一里岩体、

老河沟岩体和筛子岩岩体数据点均落入挤压型与伸

展型重叠区界线上，暗示岩浆形成于挤压环境向伸

展环境转变的后造山期，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处于降

压和升温的构造环境，降压和升温可能是岩石发生

熔融的主要因素（吴福元等，２００７），平武地区的花岗

岩类其形成温度大于８７５℃，也表明其不可能处于

升压降温的挤压环境。从宏观上看，平武地区的花

岗岩类无变形变质的特征，也指示其形成侵位发生

在主碰撞造山变质作用峰期之后。平武地区的花岗

岩类是在地壳强烈挤压后伸展减压熔融为主导的机

制下，由砂屑岩部分熔融岩浆快速高侵位冷凝形成。

在Ｒｂ（Ｙｂ＋Ｔａ）和ＴａＹｂＲｂ（Ｙ＋Ｎｂ）图解

（图１２ａ，１２ｂ）上，数据点落入火山弧花岗岩（ＶＡＧ）

和同碰撞花岗岩（ＳｙｎＣＯＬＧ）界线附近。在Ｒｂ（Ｙ

＋Ｎｂ）图解（图１２ｃ）上，数据点大多数落入火山弧花

岗岩（ＶＡＧ）区域内，在靠近后碰撞花岗岩（Ｐｏｓｔ

ＣＯＬＧ）区域一侧，显示平武地区的花岗岩类形成于

后碰撞环境。在Ｒｂ／ＺｒＳｉＯ２图解（图１２ｄ）中数据点

较集中地落入火山弧和晚或后碰撞花岗岩区域内。

可以看出平武地区的花岗岩类是后造山花岗岩形成

的构造环境应为同碰撞和碰撞后转化阶段。

４　大地构造意义

近年来对碧口地块、秦岭造山带、松潘甘孜造

山带以及祁连造山带中的印支期岩体的研究表明其

形成时间在２２０～２０５Ｍａ（卢欣祥等，１９９９；张宗清

等，１９９９；孙卫东等，２０００；王晓霞等，２００３；李淼等，

２００４；张成立等，２００５；晏云翔等，２００５；秦江锋等，

图１１　平武地区花岗岩类ｌｏｇ［ＣａＯ／（Ｋ２Ｏ＋Ｎａ２Ｏ）］

ＳｉＯ２图解（据ＢｒｏｗｎＧＣ，１９８２）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ｌｏｇ［ＣａＯ／（Ｋ２Ｏ＋Ｎａ２Ｏ）］ＳｉＯ２ｆｏｒ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ｉｎＰｉｎｇｗｕａｒｅａ（ａｆｔｅｒＢｒｏｗｎＧＣ，１９８２）

２００５；胡健民等，２００５；ＺｈａｎｇＨ Ｆ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ａ，

２００６ｂ），并未受到各构造单元边界的限制，显然这

些岩体形成晚于构造单元之间的相对运动时间。岩

体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张宗清等，１９９９；王晓霞等，

２００３；张成立等，２００５；胡健民等，２００５；ＺｈａｎｇＨＦ

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ａ，２００６ｂ；丁仨平等，２００８），这些花岗岩

类多为高钾过铝质准铝质岩石，其主量元素和微量

元素具有后碰撞花岗岩的特征，显示它们是在地壳

明显增厚背景下由幔源的基性岩浆诱使地壳熔融形

成的，是造山晚期或后造山期增厚基性下地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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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平武地区花岗岩类微量元素构造环境判别图解

（图ａ、ｂ据ＰｅａｒｃｅＪＡｅｔａｌ．，１９８４；图ｃ据ＰｅａｒｃｅＪＡ，１９９６；图ｄ据 ＨａｒｒｉｓＮＢＷｅｔａｌ．，１９８６）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ｉｎＰｉｎｇｗｕａｒｅａ

（ｆｉｇａ＆ｂａｆｔｅｒＰｅａｒｃｅＪＡ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ｆｉｇｃａｆｔｅｒＰｅａｒｃｅＪＡ，１９９６；ｆｉｇｄａｆｔｅｒＨａｒｒｉｓＮＢＷｅｔａｌ．，１９８６）

ＶＡＧ—火山弧花岗岩；ＳｙｎＣＯＬＧ—同碰撞花岗岩；ＷＰＧ—板内花岗岩；ＯＲＧ—洋脊花岗岩；

ＰｏｓｔＣＯＬＧ—后碰撞花岗岩；ＭＯＲＢ—洋中脊玄武岩；ＯＩＢ—洋岛玄武岩

ＶＡＧ—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ａｒｃ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ＳｙｎＣＯＬＧ—ｓｙｎ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ＷＰＧ—ｗｉｔｈｉｎｐｌａｔ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ＯＲＧ—ｏｃｅａｎｒｉｄｇ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ＰｏｓｔＣＯＬＧ—ｐｏｓｔ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ＭＯＲＢ—ｍｉｄｏｃｅａｎｒｉｄｇｅｂａｓａｌｔ；ＯＩＢ—ｏｃｅａｎｉｃｉｓｌａｎｄｂａｓａｌｔｓ

拆沉作用的产物。

前人对于碧口地块的基底性质存在不同的认

识，任纪舜等（１９８０）认为其基底是一个古老的硬块；

ＳｅｎｇｏｒＡＭＣ（１９８４）认为碧口地块可能缺失大陆

基底；Ｙｉ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０）认为碧口地块（松潘地块）

是坐落于华南陆盆基底之上的残留洋盆；更多的学

者则认为碧口地块具有扬子地块的属性，其基底是

陆壳 成 分 （许 志 琴 等，１９９２；杨 逢 清 等，１９９４；

Ｂｕ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ＢＣｅｔａ１．，１９９５；姜春发等，２０００；张国

伟等，２００１；张季生等，２００７；张宏飞等，２００７；李佐臣

等，２００７，赵永久等，２００７）。平武地区的花岗岩类物

质来源于地壳，进一步证实碧口地块具有扬子型大

陆基底的特征，表明碧口群火山岩形成于与大陆有

关的构造环境。赵永久等（２００７）认为基底岩石可能

是黑云母片麻岩，其母岩主要是变质的杂砂岩或中

性火成岩。因此，结合本次研究认为碧口地块基底

岩石的源岩是以杂砂岩成分为主的沉积岩。

目前的研究认为秦岭造山带沿南秦岭勉略带

大别山的碰撞主要发生在中生代早期，形成南秦岭

造山带，并最终完成扬子与华北地块的全面碰撞（李

曙光等，１９９６；张国伟等，２００１，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

赖绍聪等，２００３）。最近几年对碧口地块、秦岭造山

带、松潘甘孜造山带以及祁连造山带中的印支期岩

体的地球化学和年代学研究表明（朱茂旭等，１９９８；

张宗清等，１９９９；孙卫东等，２０００；张成立等，２００５；王

晓霞等，２００３；李淼等，２００４；胡健民等，２００５；金维浚

等，２００５；秦江锋等，２００５；晏云翔等，２００５；张宏飞

等，１９９７，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Ｚｈａｎｇ Ｈ Ｆ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ａ，

２００６ｂ；李佐臣等，２００７，２００９），这些花岗岩类形成

时间在２２３～２０５Ｍａ，多为高钾过铝质准铝质岩石，

其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具有后碰撞花岗岩的特征。

表明在华北与扬子地块的主碰撞期后，碧口地块、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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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造山带、松潘甘孜造山带以及祁连造山带发生了

面型的岩浆侵入活动，这些岩体形成于地壳明显增

厚背景下的后碰撞环境。这些岩体的侵位时代比较

集中，并未受到各构造单元边界的限制，显然这些岩

体形成晚于构造单元之间的相对运动时间。韩宝福

（２００７）认为后碰撞花岗岩类具有在时间上，形成一

定晚于碰撞事件；在空间分布上，可以跨构造单元产

出，而不是受到某一个构造单元的严格控制的特征。

因此可以看出，这些岩体应为后碰撞花岗岩类。在

印支期该区域发生了两期岩浆侵入活动，早期为同

碰撞花岗岩，晚期为后碰撞花岗岩。从侵位时代和

形成环境来看，这些岩体应为晚期的后碰撞花岗岩。

表明在２２３～２０５Ｍａ这些区域应为碰撞造山后挤压

环境向伸展环境转化阶段的后造山期。

５　结论

通过对老河沟岩体和筛子岩岩体地质和地球化

学特征及其构造环境的详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１）老河沟岩体和筛子岩岩体均为Ｓ型花岗岩，

具有铝和硅过饱和、强过铝质特征。原始岩浆已经

历充分的结晶分异作用，岩浆来源为壳源。

（２）老河沟岩体和筛子岩岩体是在陆壳底部大

压力下源区岩石脱水熔融形成的，其物源是以砂屑

岩成分为主的沉积岩部分熔融形成的，是花岗质岩

浆上升侵位的产物。碧口地块具有扬子型大陆基底

的特征，表明碧口群火山岩形成于与大陆有关的构

造环境，同时认为碧口地块基底岩石是以杂砂岩成

分为主的沉积岩。

（３）老河沟岩体和筛子岩岩体具有后碰撞岩浆

活动的特征，是印支期华北地块和扬子地块碰撞使

地壳增厚，导致下地壳部分熔融，为同碰撞（挤压环

境）向碰撞后（伸展环境）转化阶段的后造山花岗岩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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