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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耳山地区穆册二长岩体地球化学特征、Ｕ⁃Ｐｂ
年龄及构造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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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的构造格局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位于华北克拉通南缘的穆册二长岩体为

该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穆册岩体主体为黑云角闪二长岩，边部见二长斑岩，并被同期二长花岗岩脉侵入。 二长岩

的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定年为 ２１７２±８ Ｍａ（ＭＳＷＤ＝ ０ ５８，ｎ＝ １７）和 ２１８６±７ Ｍａ（ＭＳＷＤ＝ ０ ６０，ｎ＝ １９），二长花岗岩

年龄为 ２１７４±８ Ｍａ（ＭＳＷＤ＝ ０ ４５，ｎ＝ １９），显示该二长岩体形成于古元古代。 穆册二长岩不仅具有造山后地球化学

特征，还具有典型的岛弧岩浆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综合分析，穆册二长岩可能在古元古代经历了岛弧和裂谷两种环

境的共同影响。

关键词：穆册二长岩；古元古代；岛弧岩浆；熊耳山；华北克拉通南缘

　 　 华北克拉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克拉通之一，其
基底通常被分为东部陆块、西部陆块和中部造山带，
具有复杂的多阶段构造演化和强烈的后期改造的特

点。 前人长期研究认为：华北克拉通化的形成过程

是由东部陆块和西部陆块沿着中间造山带拼合而成

（ Ｚｈａｏ Ｇｕｏｃｈｕ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Ｚｈａｉ Ｍｉｎｇｇ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李永峰，２００５； Ｋｕｓｋ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其东部陆块在 ２ ２ ～ ２ １ Ｇａ 形成胶—
辽—吉构造带，而西部陆块由南部鄂尔多斯地块、北
部阴山地块和中间的孔兹岩带（吴昌华等，１９９８）组
成，其南、北地块在 ２ １～ ２ ０ Ｇａ 沿着中部孔兹岩带

发生碰撞造山并形成西部陆块 （ Ｚｈａｏ Ｇｕｏｃｈｕ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之后华北克拉通形成统一的整体，其基

底通常具有复杂的多阶段构造演化和强烈的后期改

造的特点。 其中，中部造山带演化过程是争论的焦

点之一。 因此，研究中部造山带对华北克拉通地质

演化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部造山带为东、西陆块的构造拼合带，其以中

国东部的两条深大断裂为界，呈南北向展布。 但对

于中部造山带的形成时代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

是西部陆块向东部陆块从新太古代末期开始俯冲，
持续到古元古代末期形成的；另一种是东部陆块向

西部陆块在太古代晚期俯冲，新太古代末期拼合，并
在古元古代早期发生陆内伸展阶段（Ｋｕｓｋｙ 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０３； Ｋｕｓｋ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Ｌｉ ａｎｄ Ｋｕｓｋｙ， ２００７； Ｐｏｌａ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根据中部造山带

内沉积岩和古元古代岩浆岩地球化学特征，提出中

部造山带内可能存在 ２ ２ ～ ２ ０ Ｇａ 碰撞造山过程

（Ｌｉｕ Ｓｈｕｗ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Ｆａｕｒ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Ｔｒａｐ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Ｗａｎｇ Ｊｕｎ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Ｗｉｌｄｅ， ２０１０），在后续的研究中，大量的年代学资料

显示，中部造山带内 ２ ２ ～ ２ １ Ｇａ 岩浆活动广泛发

生在不同地区，其中有五台山、吕梁山、太行山、蚌埠

和胶辽吉造山带等地区，这些地区基本上处于中部

造山带和东部陆块位置，其岩浆事件形成于裂谷环

境或岛弧环境（杜利林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杨崇辉

等，２０１１ａ；赵瑞幅等，２０１１；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ａ， ｂ， ２０１７； Ｐｅｎｇ 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ａ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Ｘｉｅ
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Ｚｈｏｕ



Ｙａｎ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杨德彬，２００９；李三忠，
２００１），而对华北克拉通南缘熊耳地区 ２ ２ ～ ２ １ Ｇａ
的侵入体并没有太多的研究，所以研究该地区的岩

体对华北克拉通南缘演化具有重要的地质意义。 １
∶ ５ 万木柴关幅区域地质调查（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０１）在熊耳地区穆册乡一带发现有大型中元古代

侵入体，并命名为穆册片麻状石英闪长岩，由于该岩

体普遍具有较高的碱性长石含量，因此本文建议命

名为穆册二长岩体。

图 １ 熊耳山地区地质构造简图和岩体分布图（ｃ， 据 １ ∶ ２０ 万豫西幅地质图❶修改）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ｐ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 ｒｏｃ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Ｘｉｏｎｇ ’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ｒｅａ

（ｃ，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 ／ ２０００００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Ｙｕｘｉ Ａｒｅａ❶）

１　 地质背景

熊耳山地区位于秦岭造山带东段，华北克拉通

南缘，是研究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碰撞造山的关键

区域（图 １ａ）。 熊耳地体东西两侧为嵩县—栾川和

洛宁—卢氏断陷盆地，盆地中发育白垩纪—第四纪

沉积物；北沿三宝（三门峡—宝丰）断裂推覆在上中

元古界—三叠系地层之上；南界是马超营断裂，为一

条倾向北的 Ａ 型俯冲带（范宏瑞等，１９９３，１９９８；黎
世美等，１９９６；胡受奚等，１９９７；王志光等，１９９７；徐梦

罗等，１９９７；隋颖慧等，２０００；王卫星等，２０１０）。 区域

出露地层主要是太华群变质岩和熊耳群火山岩（陈
衍景等，１９９２；赵太平等，１９９４） （图 １ｂ 和 ｃ）。 太华

群形成于新太古代，是一套深变质岩系，其变质杂岩

是中部造山带南部大规模出露的最古老的岩石，岩
性以片麻岩为主，构成了华北克拉通南缘的结晶基

底（Ｌｉｕ Ｓｈｕｗ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在熊耳山—尧山一带，熊耳群火山岩呈角

度不整合于太古宙和古元古代结晶基底之上（Ｈｅ
Ｙａｎ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李永峰，２００５），是华北克拉通

结晶基底形成后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岩浆活

动产物（Ｚｈａｏ Ｇｕｏｃｈｕ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熊耳山地区太华群自下而上分为：草沟组、石板

沟组、龙潭沟组、龙门店组和段沟组，后来，龙潭沟组

和龙门店组被划分到石板沟组（王西午等，１９８６））。
草沟组主要由黑云斜长片麻岩、角闪斜长片麻岩、角
闪黑云斜长片麻岩组成，其次为角闪斜长岩和斜长

角闪岩；石板沟组主要为角闪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

片麻岩夹斜长角闪岩，其次为黑云斜长片麻岩和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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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熊耳山地区穆册二长岩体剖面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ｉｎ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图 ３ 熊耳山地区穆册二长岩野外照片和显微镜下特征

Ｆｉｇ． ３ Ｆｉｅｌｄ ｐｈｏｔｏ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ｉｎ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穆册二长岩侵位于太华群片麻岩中，又被似斑状花岗岩侵位；（ｂ）二长岩中包体常见并被长英质岩脉切穿；（ｃ）钾长石呈格子双晶和聚

片双晶，正交偏光；（ｄ）斜长石的卡斯巴双晶，正交偏光；Ｋｆｓ—具有格子双晶的钾长石；Ｐｌ—斜长石；Ｈｂｌ—普通角闪石；Ｂｔ—黑云母；Ｑｔｚ—石

英

（ａ）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ｉｎｔｒｕｄｅｄ ｉｎ ｇｎｅｉｓｓ ｏｆ Ｔａｉｈｕａ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ｗａｓ ｉｎｔｒｕｄｅｄ ｂｙ ｍｅｄｉｕｍ—ａｃｉｄｉｃ 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ｔｉｃ ｇｒａｎｉｔｅ； （ ｂ）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ａｎｄ ａｒｅ ｃｕ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ｙ ｆｅｌｓｉｃ ｄｙｋｅｓ； （ｃ）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ｆｅｌｄｓｐａｒ ｓｈｏｗｓ ａ ｌａｔｔｉｃｅ ｔｗｉ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ｔｗｉｎ，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 ｔｈｅ
ｋａｓｂａ ｔｗｉｎ ｏｆ 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Ｋｆｓ—ｍｉｃｒｏｃ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ｌａｔｔｉｃｅ ｔｗｉｎ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Ｐｌ— 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 Ｈｂ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ｏｒｎｂｌｅｎｄｅ； Ｂｔ—
ｂｉｏｔｉｔｅ； Ｑｔｚ — ｑｕａｒｔ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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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斜长变粒岩等，石板沟组与草沟组呈整合接触，与
段沟组呈不整合接触；段沟组主要由含石榴子石或

者夕线石黑云斜长片麻岩，黑云斜长变粒岩和石榴

黑云斜长变粒岩等组成。 草沟组和龙潭沟组以 ＴＴＧ
质岩石为主体，其基本形成于 ２３３６ ～ ２３０５ Ｍａ（Ｄｉｗｕ
Ｃｈｕｎ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ｘ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段沟组岩石以表壳岩为

主，原岩可能是以泥质—碎屑沉积岩为主，局部为火

山岩，表壳岩形成年龄限定在 ２３０５ ～ １９７０ Ｍａ（Ｄｉｗｕ
Ｃｈｕｎ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但在这个时间段内，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等（２０１２）仅发现了 １ 个英云闪长片麻岩和

１ 个钾长花岗片麻岩的年龄分别是 ２１８８ Ｍａ 和 ２０６５
Ｍａ（第五春荣等，２０１８）。

熊耳群火山岩不整合于变质结晶基底之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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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熊耳山地区穆册二长岩（Ｄ０８、Ｄ１５）和二长花岗岩样品（Ｄ１５⁃２）锆石阴极发光电子图像

Ｆｉｇ． ４ Ｃａｔｈｏｄ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Ｄ０８， Ｄ１５）ａｎｄ
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Ｄ１５⁃２）ｚｉｒｃ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中—酸性火山熔岩为主，从下至上分别为：大古石组

陆相碎屑岩；许山组裂隙式喷发形成的玄武安山质、
安山质熔岩；鸡蛋坪组裂隙—中心式喷发形成的英

安流纹质熔岩；马家河组裂隙式间隙型喷发形成的

玄武安山质、安山质熔岩；它们的形成时代介于

１９５０～１６５０ Ｍａ 之间，都属于中元古代（孙大中等，
１９９１；任富根等，１９９１；赵太平等，１９９４， ２００１；Ｚｈａｏ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熊耳群火山岩是华北克拉通

于中元古代（１ ８０ ～ １ ７７ Ｇａ）发生伸展—裂解作用

中形成的，并形成了熊耳—中条拗拉谷（陈衍景等，
１９９２； Ｌｕ Ｓｏｎｇｎ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Ｈｏｕ Ｇｕｉｔ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徐勇航等，２００８）。 区内岩浆作用在燕山期达

到高峰，以中—酸性岩浆侵入为主，由北向南形成了

花山岩体、蒿坪岩体、金山庙岩体和五丈山岩体等一

系列岩体（图 １ｂ）。 熊耳山地区侵入岩主要为花岗

岩，主体形成于中生代，年龄介于 １３０～１８０ Ｍａ。
前人对熊耳山地区古元古代早期 ＴＴＧ 片麻岩、

中元古代火山岩和中生代花岗岩的报道颇多，而对

古元古代晚期即 ２ ２～ ２ １ Ｇａ 侵入体鲜有报道。 本

次在熊耳山地区发现侵位于太华群结晶基底的岩浆

活动—穆册二长岩体，其主要岩性为黑云角闪二长

岩；其次为二长花岗岩和英云闪长片麻岩，二长岩体

被中生代岩浆活动切穿。 本文主要分析了该岩体的

岩石学特征、地球化学特征和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年龄，这将为研究华北克拉通构造演化和秦岭造山

带活动提供新的证据。

２　 样品描述及分析方法

穆册二长岩侵位于太华群片麻岩中，呈平行不

整合接触，又被中酸性似斑状花岗岩呈角度不整合

侵位。 岩体空间上呈近等轴状，不规则状，出露面积

为 ９ ８ ｋｍ２。 穆册二长岩体的主体岩性为黑云角闪

二长岩，侵入边界处为二长斑岩，局部被二长花岗岩

侵入（图 ２，图 ３ａ）。 黑云角闪二长岩体新鲜面呈灰

白色，中粗粒结构，块状构造，且常见包体出现，包体

呈灰黑色，椭球状，比二长岩颜色深，被长英质岩脉

贯穿 （图 ３ｂ）。 二长岩主要矿物包括碱性长石

（３０％～４０％），斜长石（２０％～３０％），角闪石（１０％ ～

７７８第 ４ 期 武甜甜等：熊耳山地区穆册二长岩体地球化学特征、Ｕ⁃Ｐｂ 测年及构造背景



表 １ 熊耳山地区穆册二长岩、二长斑岩和二长花岗岩的主量（％）和微量元素组成（×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ｊｏ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

ａｎｄ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ｉｃ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ｉｎ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点号 ＷＤ０２ Ｄ１６ ＷＤ０７ ＷＤ０８ Ｄ０８ ＷＤ０９⁃２ ＷＤ１０ ＷＤ１１ ＷＤ１３ Ｄ１５ Ｄ１５⁃２

岩性 二长斑岩 黑云角闪二长岩 二长花岗岩

ＳｉＯ２ ５７．７９ ５５．６９ ５６．５４ ５６．０９ ５６．０８ ５５．４７ ５８．２１ ５５．８９ ５７．８２ ５９．７１ ７０．２９
ＴｉＯ２ ０．４６ ０．５６ ０．７５ ０．７４ ０．７４ ０．７６ ０．７６ ０．７８ ０．６９ ０．６３ ０．２２

ＴＦｅ２Ｏ３ ５．８９ ７．５３ ６．５９ ６．６９ ６．６ ６．９４ ６．５６ ７．４３ ４．５ ４．８５ １．９３
ＭｎＯ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１ ０．１１ ０．１ 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３
ＭｇＯ １．０８ １．８５ ２．７７ ２．８８ ２．８５ ２．９ ２．８ ４．０３ １．１７ １．４８ ０．５
Ｍｇ＃ ２６．８４ ３２．９５ ４５．６８ ４６．２７ ４６．３５ ４５．５３ ４６．０６ ５２．０４ ３４．２２ ３７．９１ ３４．１３
ＣａＯ １．６５ ４．７２ ４．７１ ４．８４ ５．１１ ４．７３ ４．８７ ５．２６ ４．２１ ４．０１ １．９５
Ｎａ２Ｏ ４．６９ ２．９７ ３．３５ ３．３４ ３．６２ ３．７ ３．２８ ３．１９ ４．０５ ３．９３ ２．６９
Ｋ２Ｏ ５．４５ ７．２５ ４．５５ ４．３７ ４．３８ ４．６４ ４．２４ ４．１３ ５．４ ５．３１ ６．１３
Ｐ２Ｏ５ ０．２５ ０．４４ ０．３ ０．３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２９ ０．３５ ０．２３ ０．２５ ０．１
烧失量 ２．５ ０．６ １．４５ ３．０７ １．４ １．６１ ０．９５ ０．８９ ０．５６ ０．５９ ０．４３
总量 ９８．０４ ９８．５３ ９９ ９９．９ ９９ ９８．６８ ９９．４２ ９９．３５ ９８．３６ ９９．３４ ９９．１２
Ｌｉ ８．８ ５．０７ １０．４８ １０．９５ １０．８８ ６．３ １２．８５ ２０．８ ８．５６ １４．４３ ７．６８
Ｂｅ ５．２ ８．４３ ２．０９ ２．２８ ２．３１ ２．８１ ２．６９ ２．２４ ２．１１ ２．８９ １．９６
Ｓｃ ７．６８ １３．７３ １５．３１ １６．１７ １６．３ １６．４ １６．２１ １７．４９ １１．２９ １４．１２ ４．３８
Ｔｉ ２８０９ ３４２８ ４６７２ ４５３３ ４４３８ ４６４４ ４６４２ ４８３０ ４４２０ ３７７６ １２９８
Ｖ １０５ １６７ １０６ ９５ １０１ １０９ ９７ １１６ ４７ ５５ ３２
Ｃｒ １２．４３ ３１ ９７ １０２ ８５ １１６ １０３ １８３ ２５．１ ４９ １１．８４
Ｍｎ １００７ １１９０ ８１４ ９２２ ７３３ １１５１ ９２０ １０２０ ５７４ ４８４ １８０
Ｃｏ ９．３５ １３．０９ １６．５４ １７．２３ １５．９５ １６．３１ １６．２７ ２１．５ ８．０６ ９．８２ ４．０１
Ｎｉ ９．２１ １９．２９ ３９ ４２ ３７ ３９ ４２ ７４ １１．７５ １７．３９ ５．８
Ｃｕ １０．７６ ９．９ ５７ ７３ ６３ ５１ ６２ ４５ １７．４２ ２６．４ １０．５２
Ｚｎ ６０ ９０ ７３ ８１ ６２ ８３ ７１ ８７ ４３ ５２ ２２．４１
Ｇａ ２２．４ ２１ ２５．４ ２６．３ ２５．９ ２６ ２５．３ ２５ ２３．６ ２７．３ １５．３８
Ａｓ ８．２７ ２．６６ ８．２４ ８．９１ ３．１８ ９．８４ １０．２４ １０．４５ ８．５５ ２．５８ １．３１
Ｓｅ ０．９４ ０．８３ ０．７６ ０．８９ ０．８４ １．１５ ０．７３ １．０８ ０．６ １．０７ ０．３２
Ｒｂ １６４ ２７７ １３３ １２７ １４７ １５３ １４９ １５８ １８６ １６９ １７１
Ｓｒ ６４８ １２５４ ８１３ ７５８ ６８０ ７０７ ７１９ ８５９ ７１６ ５５６ ４５２
Ｙ １９．７２ ２１ ２１．５ ２４．９ ２３．５ ２７．１ ２５．８ ２４．６ １５．１４ ２８．４ １１．６
Ｚｒ １９６ １９０ ４０８ ３２７ ４８４ ３０７ ３１７ ２５８ ８８６ ７８１ ２２０
Ｎｂ １２．５９ １２．１３ １２．４ １２．８８ １２．７８ １３．９６ １６．４ １１．３５ １４．９２ １７．７７ ７．２１
Ｍｏ ０．３８ ０．９９ ０．３３ ０．５５ ０．５６ ０．７６ ０．９３ ０．６７ ０．７３ １．０３ １．４４
Ｓｎ １．５６ ２．３５ １．４４ １．５９ １．４８ １．９３ ２．０９ １．８１ ０．８６ １．５ ０．８２
Ｃｓ ３．９７ ３．６８ １．７８ ２．０８ ２．９ １．６７ ３．０４ ３．４１ １．５９ ０．８２ １．０９
Ｂａ ２５７１ ４３３０ １６１２ １６０２ １４２５ １６８０ １７０１ １８３３ １７６５ １３２２ １８８１
Ｈｆ ４．６３ ４．７５ ８．９１ ７．２９ ９．８８ ６．８５ ７．２１ ５．７３ １７．８５ １６．３９ ５．２６
Ｔａ ０．５４ ０．６ ０．６６ ０．６９ ０．７２ ０．８ ０．９７ ０．６６ ０．６７ ０．８４ ０．４
Ｐｂ ５４ ３０ ２０．１ ２０．９ １７．２７ ２９．３ ２３．９ ２０．１ ２１．３ ２４．８ ２４．４４
Ｔｈ １３．１１ １１．５８ ３．５８ ５．７ ４．７９ ８．５９ １７．２５ ６．４８ ２．６９ ３．０５ ２．４６
Ｕ ３．２７ ２．９４ １．０５ １．４２ １．４７ １．９３ ３ １．６３ １．２４ ０．８８ ０．４６

Ｔｈ ／ Ｕ ４．０１ ３．９４ ３．４１ ４．０１ ３．２６ ４．４５ ５．７５ ３．９８ ２．１７ ３．４７ ５．３
Ｌａ ４５ ３８ ４１ ４５ ４６ ４８ ４７ ４６ ３２ ５２ １４．０８
Ｃｅ ７７ ３８ ７９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４ ９２ ５９ １０３ ３１
Ｐｒ ８．９１ ８．０１ ９．２ １０．１５ ９．７４ １１．４５ １０．７９ １０．５７ ６．７５ １１．５６ ３．３１
Ｎｄ ３５ ３１ ３６ ４０ ３７ ４５ ４２ ４１ ２４ ４４ １２．６３
Ｓｍ ５．９９ ６．３ ６．０１ ６．６８ ６．７２ ７．５１ ６．９４ ６．７１ ４．１ ８．１ ２．５３
Ｅｕ １．７８ １．８８ １．６６ １．６７ １．６４ １．８ １．７１ １．６６ １．８４ １．５４ ０．９７
Ｇｄ ４．８６ ５．３２ ４．８６ ５．３４ ５．４ ５．８８ ５．４５ ５．４１ ３．２１ ６．４４ ２．２
Ｔｂ ０．６８ ０．７３ ０．６８ ０．７７ ０．７８ ０．８５ ０．８ ０．７６ ０．４５ ０．９３ ０．３３
Ｄｙ ３．５９ ３．８ ３．７３ ４．２７ ４．２４ ４．６９ ４．４２ ４．２２ ２．５ ５．１９ １．９７

８７８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点号 ＷＤ０２ Ｄ１６ ＷＤ０７ ＷＤ０８ Ｄ０８ ＷＤ０９⁃２ ＷＤ１０ ＷＤ１１ ＷＤ１３ Ｄ１５ Ｄ１５⁃２

岩性 二长斑岩 黑云角闪二长岩 二长花岗岩

Ｈｏ ０．６６ ０．７１ ０．７３ ０．８３ ０．８１ ０．９ ０．８７ ０．８２ ０．５ ０．９８ ０．３９
Ｅｒ １．７９ １．８７ ２．０９ ２．３７ ２．２５ ２．５６ ２．５ ２．３１ １．４９ ２．６９ １．０７
Ｔｍ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３５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３７ ０．３３ ０．２２ ０．４ ０．１６
Ｙｂ １．７ １．６７ １．９４ ２．２１ ２．１２ ２．３９ ２．３７ ２．１６ １．５ ２．４４ ０．９８
Ｌｕ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３ ０．３４ ０．３２ ０．３６ ０．３７ ０．３３ ０．２５ ０．３７ ０．１５

∑ＬＲＥＥ １７４ １２３ １７３ １９２ １９０ ２０４ ２０２ １９８ １２８ ２２０ ６５
∑ＨＲＥＥ １３．８ １４．４ １４．３ １６．１ １５．９ １７．６ １６．８ １６．０ ９．９ １９．１ ２０．１
∑ＲＥＥ １８７ １３８ １８７ ２０８ ２０６ ２２２ ２２０ ２１４ １３８ ２４０ ７２
δＥｕ １．０１ ０．９９ ０．９４ ０．８５ ０．８３ ０．８３ ０．８５ ０．８４ １．５５ ０．６５ １．６５

１５％），黑云母（５％～１０％），石英（５％ ～７％），副矿物

可见磁铁矿和锆石。 黑云角闪二长岩的碱性长石主

要为钾长石和微斜长石，晶形较差，多为他形，具有

格子状双晶，为晚期结晶矿物；斜长石主要以自形为

主，聚片双晶发育；角闪石主要呈半自形到他形，短
柱状；黑云母和石英分别呈半自形和他形结构（图
３ｃ、ｄ）。 二长花岗岩的钾长石和斜长石都呈半自形

到他形，且斜长石有较强的蚀变；石英以半自形为

主。 二长斑岩以含粗大的斜长石和碱性长石斑晶为

特征，大部分斜长石具有较强的蚀变。
锆石分选在廊坊诚信地质有限责任公司完成。

野外采集新鲜样品 １０ ｋｇ，并将其粉碎至 １００ ～ ２００
目，用磁选和重液分选方法选出锆石，最终在双目镜

下进行提纯。 将晶形较好且无明显裂痕和包体的锆

石粘在双面胶上，套上样品靶环灌注环氧树脂，烘干

后将其抛光露出锆石表面，然后对其进行反射光、透
射光和阴极发光（ＣＬ）图像采集。

岩石全岩主微量元素分析在南京聚谱检测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其中进行主量元素分析的仪器

为日本岛津 １８００ 型 Ｘ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微量

元素则采用美国 Ｘ⁃７ 型 ＩＣＰ⁃ＭＳ 进行测定（数据见

表 １）。
锆石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Ｕ⁃Ｐｂ 定年同位素分析在西北

大学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 采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７５００ 型 ＩＣＰ２ＭＳ 和德国 Ｌａｍｂｄａ２Ｐｈｙｓｉｋ 公司

的 ＣｏｍＰｅｘ１０２ ＡｒＦ 准分子激光器以及ＭｉｃｒｏＬａｓ 公司

的 ＧｅｏＬａｓ ２００Ｍ 光学系统联机进行激光束斑直径为

３０ μｍ，激光剥蚀样品的深度为 ２０～４０ μｍ。 实验中

采用 Ｈｅ 作为剥蚀物质的载气。 用美国国家标准技

术研究院研制的人工合成硅酸盐玻璃标准参考物质

ＮＩＳＴ ＳＲＭ６１０ 进行仪器最佳化。 锆石年龄采用国际

标准锆石 ９１５００ 作为外标标准物质，元素含量采用

ＮＩＳＴ ＳＲＭ６１０ 作为外标，２９ Ｓｉ 作为内标。 测试结果

通过 ＧＬＩＴＴＥＲ 软件计算得出，实验获得的数据采用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２）的方法进行同位素比值的校正以扣

除普通 Ｐｂ 的影响，谐和图的绘制采用 Ｉｓｏｐｌｏｔ３ ０ 完

成。 详细的实验分析步骤和数据处理方法见文献

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所给定的同位素比值和年龄的

误差均在 １σ 水平。

３　 分析结果

３．１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测年

本次研究分选出穆册二长岩体锆石颗粒一般为

１００～２００ μｍ，锆石主体呈不规则粒状，少数呈晶形

良好的柱状，部分呈浑圆状，透明度中等。 大部分锆

石呈核—幔结构，即由中心暗色部分和边缘浅色部

分构成，二者接触界线复杂，多呈侵蚀状或港湾状，
韵律环带可见于暗色部分和浅色部分，但连续性和

发育程度差异极大（图 ４），表明锆石具有岩浆成因

但发生了后期改造。 所有锆石样品 Ｔｈ ／ Ｕ 值均≥
０ １，也指示了原始锆石的岩浆成因。 本次研究主要

分析了两个黑云角闪二长岩（Ｄ０８ 和 Ｄ１５）和一个似

斑状二长花岗岩样品（Ｄ１５⁃２）。
样品 Ｄ０８ 部分锆石呈核—幔结构，但其内部年

龄和外部年龄比较接近。 对 Ｄ０８ 样品进行了 １７ 个

锆石点位分析，在 Ｕ⁃Ｐｂ 年龄谐和图上（图 ５ａ），１６
号点具有明显的 Ｐｂ 丢失，但其２０７Ｐｂ ／ ２０６Ｐｂ 年龄与其

他点年龄结果相近，表明其为锆石自然铅丢失引起

的，因而２０７ Ｐｂ ／ ２０６ Ｐｂ 年龄没有明显影响（Ａｍｅ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利用 １７ 个锆石分析点获得的 ２０７Ｐｂ ／
２０６Ｐｂ加权平均年龄为 ２１７２±８ Ｍａ（ＭＳＷＤ＝０ ５８，ｎ ＝
１７）（图 ５ｂ）。 与前人研究的五台花岗岩成岩年龄

一致（２１７６±１２ Ｍａ，王凯怡和 Ｗｉｌｄｅ，２００２；２１７０±１７
Ｍａ，杜利林，２０１８）。

样品 Ｄ１５ 与样品 Ｄ０８ 特征相似，虽然具有核—
幔结构，但暗色部分和浅色部分的年龄较接近。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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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１５ 样品进行了 １９ 个锆石点

位的测定，在锆石 Ｕ⁃Ｐｂ 年龄

谐和图上（图 ５ｃ），１７ 个分析

点的结果都在谐和线附近，
２０７Ｐｂ ／ ２０６Ｐｂ加权平均年龄为

２１８６±７ Ｍａ（ＭＳＷＤ＝ ０ ６０，ｎ ＝
１９） （图 ５ｄ）。 与 Ｄ０８ 样品结

果相近，代表了二长岩的侵位

时代———古元古代。
样品 Ｄ１５⁃２ 锆石中核—幔

结构同样存在，但其年龄相差

不大。 对 Ｄ１５⁃２ 样品做了 ２０
个分析点，在 Ｕ⁃Ｐｂ 年龄谐和

图上（图 ５ｅ），１１ 号点具有明

显的 Ｐｂ 丢失，但其２０７Ｐｂ ／ ２０６Ｐｂ
年龄与其他点年龄结果相近，
表明其为锆石自然铅丢失引

起的，因而２０７ Ｐｂ ／ ２０６ Ｐｂ 年龄没

有明显影响 （ Ａｍｅ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利用 ２０ 个锆石分析

点获得的２０７Ｐｂ ／ ２０６Ｐｂ 加权平均

年龄为 ２１７４ ± ８ Ｍａ（ＭＳＷＤ ＝
０ ４５，ｎ＝ １９）（图 ５ｆ）。 与前人

研究的五台花岗岩成岩年龄

一致同时，也与样品 Ｄ０８ 年龄

一致。
３．２　 主量元素

穆册二长岩体地球化学

测试见表 １。 ＳｉＯ２ 含量介于

５５ ４７％～５９ ７１％之间，平均值

５６ ９８％； Ａｌ２Ｏ３ 含 量 介 于

１７ ２８％～１９ ６６％之间，平均为

１７ ９３％。 铝 饱 和 指 数 （ Ａ ／
ＣＮＫ）介于 ０ ８９ ～ ０ ９７ 之间，
在 Ａ ／ ＣＮＫ—Ａ ／ ＮＫ 关系图上

（图 ６ａ），样品落在准铝质到过

铝质区域。 在 ＳｉＯ２—Ｋ２ Ｏ 关

系图中（图 ６ｂ），部分样品投在

钾玄岩系列，少数投在高钾钙

碱性系列。 Ｋ２ Ｏ ＋Ｎａ２ Ｏ 介于

７ ３２％ ～ ９ ４５％ 之间，在 ＴＡＳ
图中（图 ６ｃ），样品基本都落入

二长岩区域；ＭｇＯ 含量变化较

大，在 １ １７％ ～ ４ ０３％之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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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熊耳山地区穆册二长岩（Ｄ０８、Ｄ１５）和二长花岗岩（Ｄ１５⁃２）锆石 Ｕ⁃Ｐｂ 年龄谐和图和

ｎ（ ２０７Ｐｂ） ／ ｎ（ ２０６Ｐｂ）加权平均年龄图

Ｆｉｇ． ５ Ｕ⁃Ｐｂ ａｇ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ｎ（ ２０７Ｐｂ） ／ ｎ（ ２０６Ｐｂ）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Ｄ０８， Ｄ１５）ａｎｄ 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Ｄ１５⁃２）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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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２ ６１％；Ｍｇ＃值为 ３４ ２２ ～ ５２ ０４，Ｍｇ＃

的计算公式见文献邓晋福等（２０１５），平
均为 ４４ ２６； ＴｉＯ２、 ＴＦｅ２ Ｏ３ 含量分别是

０ ６３％～０ ７８％和 ４ ５％ ～ ７ ４３％，平均值

分别为 ０ ７３％ 和 ６ ２７％； 二长花岗岩

ＳｉＯ２含量较高，其他主量元素含量相对较

低；综上所述，穆册二长岩体为一套高碱

低镁的中性岩体，其主量元素 ＭｇＯ 与

ＴＦｅ２Ｏ３、ＴｉＯ２、ＣａＯ、Ｐ ２Ｏ５都呈正相关关系

（图 ７ａ、ｂ、ｃ、ｄ）。

图 ６ 熊耳山地区穆册二长岩、二长斑岩和二

长花岗岩的 Ａ ／ ＣＮＫ—Ａ ／ ＮＫ 关系图 （ ａ）、
ＳｉＯ２—Ｋ２Ｏ 关系图（ｂ）、ＴＡＳ 分类图（ｃ） （据

Ｃｏｘ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９；Ｉｒｖｉｎ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１）
Ｆｉｇ． ６ Ａ ／ ＣＮＫ—Ａ ／ Ｃ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 ＳｉＯ２—

Ｋ２Ｏ ｄｉａｇｒａｍ （ ｂ）， ＴＡ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 ｃ）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ｉｃ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 ｉｎ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ｆｔｅｒ Ｃｏｘ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９；Ｉｒｖｉｎ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１

３．３　 稀土和微量元素

穆册二长岩稀土元素总量变化较

大，介于 １３８ ３９×１０－６ ～ ２２１ ２×１０－６之间，
轻稀土含量在∑ＬＲＥＥ ＝ １２８ ２７ × １０－６ ～
２２０ ２７×１０－６之间；重稀土含量在∑ＨＲＥＥ
＝ ９ ８８×１０－６ ～ １９ ０８×１０－６之间。 轻稀土

元素明显富集，ＬＲＥＥ ／ ＨＲＥＥ 值为 １１ ５２
～１２ ９８，平均为 １２ ０５，显示轻重稀土强

烈分馏。 δＥｕ＝ ０ ６５～１ ５５，平均为 ０ ９２，
多数为负 Ｅｕ 异常（仅有 ＷＤ１３ 一个样品

表现为弱正异常）。 稀土配分曲线图上

样品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且呈右倾式

（图 ８ａ）；而二长花岗岩在∑ＲＥＥ 含量上

明显低于二长岩和二长斑岩，且二长花

岗岩的 Ｅｕ 为正异常。
岩石具有相似的微量元素含量特征

（图 ８ｂ），穆册二长岩和二长花岗岩表现

出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ＬＩＬＥｓ）Ｂａ、Ｐｂ、Ｕ
等和轻稀土元素（ＬＲＥＥｓ） Ｌａ、Ｃｅ、Ｓｍ 等，
亏损高场强元素（ＨＦＳＥｓ） Ｔｈ、Ｚｒ、Ｔａ、Ｔｉ
等，其在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

图上呈现明显的“Ｖ”型谷，显示存在锆

石、钛铁矿、磷灰石等矿物的分离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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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熊耳地区穆册二长岩、二长斑岩和二长花岗岩主量元素关系图解

Ｆｉｇ． ７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ｉｃ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 ｉｎ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４　 讨论

４．１　 穆册岩体成因时代

熊耳地区穆册岩体黑云角闪二长岩和二长花岗

岩普遍发育具有核—幔结构的锆石，其核—幔年龄

相差不大，其二长岩年龄为 ２１７２ ± ８ Ｍａ（ＭＳＷＤ ＝
０ ５８，ｎ＝ １７）和 ２１８６±７ Ｍａ（ＭＳＷＤ＝ ０ ６０，ｎ ＝ １９），
二长花岗岩的年龄为 ２１７４±８ Ｍａ（ＭＳＷＤ＝ ０ ４５，ｎ ＝
１９）。 对于熊耳地区古元古代岩浆事件，洛宁太华

变质杂岩也保存着 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Ｍａ 记录。 陈鸿旭等

（２０１６）在洛宁东部发现含榴长英质片麻岩的 Ｕ⁃Ｐｂ
年龄为 ２１７７ Ｍａ；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等（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对

洛宁干树沟的钾质片麻岩定年得到 ２０７０ ～ ２２００ Ｍａ
的岩浆年龄，对华山地区灞源 ＴＴＧ 片麻岩的研究计

算出 ２１６０ Ｍａ 的岩浆年龄。 Ｚｈｏｕ Ｙａｎｙａｎ 等（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对同属于太华变质杂岩区的鲁山地区钾质花

岗岩和正长岩定年获得 ２１３０ ～ ２１９０ Ｍａ 的岩浆年

龄。 显然，太华变质杂岩保存着 ２１００ ～ ２２００ Ｍａ 的

岩浆事件。 这与华北中部造山带部分地区记录的

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Ｍａ 岩浆事件一致。 杜利林等（２０１２）在
吕梁杜家沟发现的长石斑岩的 Ｕ⁃Ｐｂ 年龄为 ２１９０
Ｍａ，恶虎滩的闪长质片麻岩年龄为 ２１８２ Ｍａ；在五台

大洼梁发现似斑状花岗岩 Ｕ⁃Ｐｂ 年龄为 ２１７０ Ｍａ（杜
利林等，２０１８）；耿元生等（２０００）在吕梁地区野鸡山

群发现的二云浅粒岩 Ｕ⁃Ｐｂ 年龄为 ２１２４ Ｍａ；白瑾等

（１９９２）利用全岩 Ｓｍ⁃Ｎｄ 技术发现中条斜长角闪岩

年龄为 ２１９１ Ｍａ。 综上所述，穆册岩体也记录着古

元古代（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Ｍａ）岩浆事件，这与华北中部造

山带其他地区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穆册岩体与华

北中部造山带中—北段各杂岩区共同经历了华北克

拉通古元古代（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Ｍａ）的岩浆事件。
４．２　 岩体成因及构造背景

穆册二长岩具有高硅、高钾、富碱和铝，低镁、钛
的特点，Ａ ／ ＣＮＫ 为 １ ０１５，为过铝质岩石，矿物可见

黑云母和角闪石，未见白云母、堇青石等过铝质矿

物，因而与 Ｓ 型花岗岩（强烈富铝、含石榴子石、白
云母等富铝矿物（Ａ ／ ＣＮＫ＞１ １）的特点不符。 岩体

中 Ｐ ２Ｏ５含量普遍较低，一般低于 ０ ２０％（Ｃｈａｐｐ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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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熊耳山地区穆册二长岩、二长斑岩和二长花岗岩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配分图（ａ）和微量元素

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ｂ）（球粒陨石和原始地幔标准值据 Ｓｕｎ ａｎｄ Ｍｃ 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Ｆｉｇ． ８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 ａ）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ｍ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ｓｐｉｄｅｒｇｒａｍｓ （ ｂ）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ｉｃ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 ｉｎ Ｘｉｏｎｇ’ 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ｍａｎｔｌ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ｕｎ
ａｎｄ Ｍｃ Ｄｏｎｏｕｇｈ，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９），亦与 Ｓ 型花岗岩特点不同，因此可排除岩体

属于 Ｓ 型花岗岩的可能。 穆册岩体富集大离子亲石

素 Ｒｂ、Ｂａ、Ｋ 及 ＲＥＥｓ、Ｎｂ、Ｙ 等高场强元素，与典型

Ａ 型花岗岩特征相似（Ｃｏｌｌｉｎ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２； Ｗｈａｌｅ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 Ｅｂｙ， １９９０； Ｐａｔｉñｏ Ｄｏｕｃｅ， １９９７）。 但

已有研究表明，一些高分异的 Ｉ 型花岗岩也具有 Ａ
型花岗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Ｗｈａｌｅ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
Ｊｉａｎｇ Ｎ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 二 长 斑 岩 和 二 长 岩

１００００Ｇａ ／ Ａｌ 值（介于 ２ １９ ～ ２ ７４） ＞２ １，与 Ａ 型花

岗 岩 １００００Ｇａ ／ Ａｌ 接 近。 而 二 长 花 岗 岩 样 品

１００００Ｇａ ／ Ａｌ 值（１ ８９），明显低于世界 Ａ 型花岗岩

１００００Ｇａ ／ Ａｌ 值的下限值 ２ ６ 和平均值 ３ ７５，但却与

Ｉ 型花岗岩 １００００Ｇａ ／ Ａｌ 值接近 ２ １（由于仅有一个

花岗岩样品，其不具有普遍性）。 在图 ９ａ，ｂ，ｃ 中，穆
册岩体多落于 Ａ 型花岗岩或与 Ｉ＆Ｓ 型成因区域边

界处，显示更多 Ａ 型花岗岩特征，与其富碱性质一

致，可能因其低程度部分熔融所致。 高分异的花岗

岩通常具有高 Ｒｂ 低 Ｓｒ 特征，同时高场强元素（Ｚｒ、
Ｎｂ 和 Ｙ 等）含量随着岩浆中锆石等副矿物分离结

晶而显著降低。 因此，高 Ｚｒ＋Ｎｂ＋Ｙ＋Ｃｅ 总量是区分

Ａ 型花岗岩与高分异型花岗岩的又一重要标志。 穆

册二长斑岩 Ｚｒ ＋ Ｎｂ ＋ Ｙ ＋ Ｃｅ 总量较低 （ ２６９ ５４ ×
１０－６），低于 Ａ 型花岗岩下限值（３５０×１０－６，Ｗｈａｌｅ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而二长岩 Ｚｒ ＋ Ｎｂ ＋ Ｙ ＋ Ｃｅ 含量 （介于

４５２ ７８×１０－６ ～ ９７５ ０６×１０－６） ＞３５０×１０－６，在（Ｋ２Ｏ＋

Ｎａ２Ｏ） ／ ＣａＯ—（Ｚｒ＋Ｎｂ＋Ｃｅ＋Ｙ）判别图解中（图 ９），
穆册岩体基本落于 Ａ 型花岗岩区域或与 Ｉ＆Ｓ 型成

因区域边界处。 综上分析，穆册岩体应属于 Ａ 型成

因类型。
Ａ 型花岗岩可来源于 ３ 种不同的源区：幔源

（ Ｌｏｉｓｅｌｌｅ ａｎｄ Ｗｏｎｅｓ， １９７９； Ｔｕｒ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
Ｌｉｔｖｉｎｏｖｓｋ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Ｍｕｓｈｋ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壳源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２； Ｗｈｉｔ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ｐｐｅｌｌ， １９８３；
Ｃｌｅｍｅｎ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６； Ｗｈａｌｅ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 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８３； Ｃｒｅａｓ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１；
Ｓｋｊｅｒｌｉｅ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９３； Ｐａｔｉｏ Ｄｏｕｃｅ， １９９７）等不

同的物质源区和形成于壳幔混合作用 （ Ｂéｄａｒｄ，
１９９０； Ｋｅｒｒ ａｎｄ Ｆｒｙｅｒ， １９９３； Ｍｉｎｇｒａｍ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Ｙａｎｇ Ｊｉｎｈｕ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穆册岩体的 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含量与下地壳岩石含量相当，而 Ｋ２Ｏ 和 Ｎａ２Ｏ
含量略高于下地壳，ＭｇＯ 与下地壳相比偏低（Ｔａｙｌｏｒ
＆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 １９８５）；微量元素中，相容性元素 Ｃｒ、
Ｎｉ 低于下地壳值，与一些 ＴＴＧ 质岩石含量相当

（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９４）。 所以，从主微量元素初步分析，穆
册岩体不可能直接由地幔部分熔融而成，可能是下

地壳岩石部分熔融形成的，同时有少量地幔物质加

入。 此外，穆册岩体的 Ｎｂ ／ Ｕ 平均值为 ９ ５４ 接近于

地壳 物 质 值 （ ６ ２ ）， 远 小 于 地 幔 岩 浆 值 （ ４７ ）
（Ｈｏｆｍａｎｎ， １９８８； Ｒｕｄｎｉｃｋ ａｎｄ Ｇａｏ， ２００３；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说明岩浆主要来源于下地壳的部分熔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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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熊耳山地区穆册二长岩、二长斑岩和二长花岗岩的类型图解和 ＳｉＯ２—Ｍｇ＃图解

Ｆｉｇ． 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Ｏ２—Ｍ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ｉｃ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 ｉｎ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ＦＧ—分异的花岗岩； ＯＧＴ—未分异的 Ｍ⁃，Ｉ⁃和 Ｓ⁃型花岗岩

Ｆ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ＯＧＴ— ｕ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Ｍ⁃， Ｉ⁃ ａｎｄ Ｓ⁃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以及幔源物质混入。 暗色微粒岩石包体（ＭＭＥ）的

出现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即发生岩浆混合过程

（马昌前等，１９９２； 刘亮等，２０１１；张建军等，２０１２；
桑学镇， ２０１３；张永明等， ２０１７）；同时在 Ｍｇ＃—ＳｉＯ２

图上（图 ９ｄ），样品大多落在纯地壳部分熔融之内或

边缘，可能是下地壳岩石部分熔融形成的，同时有少

量地幔物质加入。 其与吕梁恶虎滩地区的片麻岩形

成相同———由下地壳岩石部分熔融形成的，同时有

少量地幔物质加入（杜利林等，２０１２）。
Ａ 型花岗岩通常是在伸展的构造背景下侵位

的，但其可以出现于板内裂谷环境，也可以形成于造

山后环境 （ Ｅｂｙ，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 Ｈｏｎｇ Ｄａ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 在 Ｐｅａｒｃｅ 等 （１９８４） 的花岗岩构造环境判

别图中，穆册二长岩主要位于火山弧区域和后碰撞

花岗岩区域（图 １０），这与它们所具有的的 Ａ 型花岗

岩的性质相一致，进一步暗示穆册岩体应形成于伸

展的构造背景。 它们与同时代的吕梁山恶虎滩和五

台山王家会花岗岩的样品一同投影于火山弧区域和

后碰撞花岗岩区域（杜利林等，２０１８，２０１２；王月然

等，２００５；张许平和耿威，２０１６），反映他们之间应形

成于一个相似的构造背景。 吕梁山杜家沟岩体是大

陆边缘裂谷环境形成的火山岩，同时由于陆块边缘

洋壳俯冲作用叠加了部分岛弧岩浆的特征，即在伸

展环境下形成；五台山王家会花岗岩具有后碰撞花

岗岩的特征，形成于拉张（王月然等，２００５）或后造

山环境（许平和耿威，２０１６），也形成于伸展环境。
上述研究进一步暗示，穆册岩体形成于伸展的构造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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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熊耳山地区穆册岩体的构造环境 Ｒｂ—Ｙ＋Ｎｂ（ａ）和 Ｎｂ—Ｙ（ｂ）判别图（据 Ｐｅａｒｃｅ， １９８４）
Ｆｉｇ． １０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Ｒｂ—Ｙ＋Ｎｂ（ａ） ａｎｄ Ｎｂ—Ｙ（ｂ）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ｉｎ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ｂｙ Ｐｅａｒｃｅ， １９８４）
ｓｙｎ⁃ＣＯＬＧ—碰撞同期花岗岩；Ｐｏｓｔ⁃ＣＯＬＧ—碰撞后期花岗岩；ＶＡＧ—火山弧花岗岩；ＷＰＧ—板内花岗岩；ＯＲＧ—洋脊花岗岩

ｓｙｎ⁃ＣＯＬＧ—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ｇｒａｎｉｔｅ；Ｐｏｓｔ⁃ＣＯＬＧ—ｌａｔｅ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ＶＡＧ—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ａｒｃ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ＷＰＧ—ｉｎ⁃ｐｌａｔ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ＯＲＧ—ｏｃｅａｎ ｇｒａｎｉｔｅ

此外，在蚌埠、五台、吕梁、太华和辽吉等地区分

布的同一时代花岗岩和片麻岩均是在伸展的构造体

制下形成的（杨德彬等，２００９；Ｗｉｌｄｅ， ２００５； 王月然，
２００５；张许平， ２０１６；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赵瑞福，２０１１；路孝平，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其可能

与华北克拉通地区 ２ ２ ～ ２ １ Ｇａ 的裂谷活动有关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杜利林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而在中部造山带，吕梁山地区的野鸡

山群和吕梁群的基性火山岩和花岗岩具有岛弧岩浆

岩特征，有人认为是西边陆块向东边陆块俯冲在华

北克拉通内部的中间带形成部分岩浆弧（刘树文，
２００９；Ｚｈａｏ Ｇｕｏｃｈｕ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耿元生等（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认为吕梁群周峪组和野鸡山群白龙山组基性

火山岩具有陆内或大陆边缘裂谷型火山岩特征，于
津海等（１９９８）认为杜家口组酸性火山岩形成双峰

式岩浆组合；Ｄｕ Ｌｉｌｉｎ 等（２０１７）发现五台山地区花

岗岩和富铁玄武岩具有陆内裂谷型环境，以及古元

古代滹沱群的沉积组合也指示其形成于裂谷环境。
杜利林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８）认为吕梁山地区可能

受岛弧和裂谷两种体制制约。 以上研究进一步暗

示，穆册岩体形成于裂谷环境。
根据本文研究，穆册二长岩高 Ｋ 和 Ｎａ、低 Ｍｇ、

准铝质—过铝质和高钾钙碱性系列等特征，还富集

大离子亲石元素（ＬＩＬＥｓ）Ｂａ、Ｓｒ 和 Ｐｂ 和轻稀土元素

（ＬＲＥＥｓ）Ｌａ、Ｃｅ 和 Ｓｍ，亏损高场强元素（ＨＦＳＥｓ）

Ｔｈ、Ｚｒ 和 Ｔｉ，其具有火山岛弧或后碰撞岩浆岩特征。
根据已有的资料，本文也认为，中部造山带 ２ ２～ ２ １
Ｇａ 的岩浆岩与裂谷有关 （杜利林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２０１８；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杨崇辉等，２０１１ｂ；
赵瑞幅等，２０１１；颉颃强等，２０１３）。 Ｚｈａｏ Ｇｕｏｃｈｕｎ
等（２００８）认为古元古代华北克拉通内部以西向东

俯冲古大洋；Ｚ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ａｎｔｏｓｈ（２０１１）指出华北克拉

通在 ２ ３～２ ０ Ｇａ 之间经历了陆内裂谷或陆间残留

小洋盆的进一步扩展。 而穆册岩体可能不同程度的

受到这两种模式的影响，其岩体既具有火山岛弧又

具有后碰撞岩浆岩特征。 综上所述，华北克拉通中

部造山带 ２ ２ ～ ２ １ Ｇａ 处于陆内裂谷伸展阶段，而
熊耳地区可能处于华北克拉通古陆块的南缘，其
２ ２～２ １ Ｇａ 的岩浆岩可能经历了裂谷和岛弧两种

体制的影响。

５　 结论

（１） 穆册二长岩形成的时间是二长岩的 ＬＡ⁃
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定年为 ２１７２ ± ８ Ｍａ （ＭＳＷＤ ＝
０ ５８，ｎ＝ １７）和 ２１８６±７ Ｍａ（ＭＳＷＤ＝ ０ ６０，ｎ ＝ １９），
二长花岗岩年龄为 ２１７４±８ Ｍａ（ＭＳＷＤ ＝ ０ ４５，ｎ ＝
１９），说明穆册二长岩体形成于古元古代。

（２） 穆册二长岩体为一套低镁⁃高碱的 Ａ 型花

岗岩，具有岛弧或后碰撞岩浆特征，其具有这样复杂

的岩浆地球化学特征，可能与其在中部造山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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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有关，中部造山带 ２ ２ ～ ２ １ Ｇａ 处于陆内裂谷

阶段，而熊耳山地区处于中部造山带的南缘，其 ２ ２
～２ １ Ｇａ 的岩浆岩可能经历了裂谷和岛弧两种体制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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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董俊超， 等．２００７．豫西地区区域 １ ∶ ２０００００ 地质图．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黄金第六支队．
❶ Ｄｏｎｇ Ｊｕｎｃ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１ ∶ ２００００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 ６ｔｈ Ｇｏｌｄ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ｒｍｅｄ Ｐｏｌｉｃｅ
Ｆｏｒｃｅ．

参　 考　 文　 献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ｏ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 “＆” 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ｏ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
“＃” 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白瑾， 王汝铮， 郭进京． １９９２． 五台山早前寒武纪重大地质事件及其

年代． 北京： 地质出版社．
陈泓旭， 王浩， 彭涛， 张慧， 吴春明． ２０１６． 华北中部造山带南缘洛

宁东部太华变质杂岩 ＳＩ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地球

科学与环境学报， ３８（６）：８２２～８３４．
陈衍景，强立志．１９９２．评熊耳群和西洋河群形成的构造背景．地质论

评，３８（４）：３２５－３３３．
邓晋福， 刘翠， 冯艳芳， 肖庆辉， 狄永军， 苏尚国， 赵国春， 段培新，

戴蒙． ２０１５． 关于火成岩常用图解的正确使用：讨论与建议． 地

质论评， ６１（４）：７１７～７３４．
第五春荣， 刘祥， 孙勇．２０１８． 华北克拉通南缘太华杂岩组成及演化．

岩石学报，３４（４）：９９９～１０１８．
杜利林， 杨崇辉， 任留东， 宋会侠， 耿元生， 万渝生． ２０１２． 吕梁地区

２．２～２．１ Ｇａ 岩浆事件及其构造意义． 岩石学报， ２８（９）：２７５１ ～
２７６９．

杜利林， 杨崇辉， 任留东， 万渝生， 伍家善． ２００９． 山西五台山区滹

沱群变质玄武岩岩石学、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成因意义． 地质通

报， ２８（７）：８６７～８７６．
杜利林， 杨崇辉， 宋会侠， 赵磊， 路增龙， 李伦， 王涛， 任留东．

２０１８． 华北克拉通五台地区 ２．２～２．１ Ｇａ 花岗岩的成因与构造背

景． 岩石学报， ３４（４）：１１５４～１１７４．
杜利林， 杨崇辉， 王伟， 任留东， 万渝生， 万渝生， 耿元生， 侯可军．

２０１１． 五台地区滹沱群时代与地层划分新认识： 地质学与锆石

年代学证据． 岩石学报， ２７（４）： １０３７～１０５５．
范宏瑞， 谢奕汉， 王英兰． １９９３． 豫西花山花岗岩岩浆热液的性质及

与金成矿的关系． 岩石学报， ９（２）：１３６～１４５．
范宏瑞， 谢奕汉， 王英兰． １９９８． 豫西上宫构造蚀变岩型金矿成矿过

程中的流体—岩石反应． 岩石学报， １４（４）：５２９～５４１．
耿元生， 万渝生， 沈其韩， 李惠民， 张如心． ２０００． 吕梁地区早前寒

武纪主要地质事件的年代格架． 地质学报， ７４（３）：２１６～２２３．
耿元生， 万渝生， 杨崇辉． ２００３． 吕梁地区古元古代的裂陷型火山作

用及其地质意义． 地球学报， ２４（２）：９７～１０４．
胡受奚， 赵懿英， 徐金芳． １９９７． 华北地台金成矿地质． 北京： 科学出

版社， ２２０．
黎世美， 翟伦全， 苏振邦． １９９６． 小秦岭金矿地质和成矿预测． 北京：

地质出版社．
李三忠， 韩宗珠， 刘永江， 杨振申． ２００１ 胶辽地块古元古代前造山

期深部过程的地质与地球化学制约． 地质科学， ３６（２）：１８４ ～
１９４．

李永峰． ２００５． 豫西熊耳山地区中生代花岗岩类时空演化与钼（金）
成矿作用．导师： 毛景文．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

刘亮，邱检生，李真．２０１１．浙江沐尘石英二长岩及其镁铁质包体的锆

石 Ｕ－Ｐｂ 年龄和 Ｈｆ 同位素组成———对岩浆混合作用的示踪． 地

质论评，５７（３）：３２７～３３６．
刘树文， 李秋根， 张立飞． ２００９． 吕梁山前寒武纪野鸡山群火山岩的

地质学、地球化学及其构造意义． 岩石学报， ２５（３）： ５４７～５６０．
路孝平， 吴福元， 林景仟， 张德有， 张艳斌， 郭春丽． ２００４ｂ． 辽东半

岛南部早前寒武纪花岗质岩浆作用的年代学格架． 地质科学，
３９（１）：１２３～１３８．

路孝平， 吴福元， 张艳斌， 赵成弼， 郭春丽． ２００４ａ． 吉林南部通化地

区古元古代辽吉花岗岩的侵位年代与形成构造背景． 岩石学

报， ２０（３）：３８１～３９２．
马昌前，王人镜． １９９２．花岗质岩浆起源和多次岩浆混合的标志：包

体———以北京周口店岩体为例．地质论评，３８（２）：１０９－１１９．
任富根， 李惠民， 殷艳杰， 李双保， 丁士应， 陈志宏． ２０００． 熊耳群火

山岩系的上限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前寒武纪研究进展， ２３（３）：
１４０～１４６．

桑学镇． ２０１３． 西藏羌塘冈塘错岩体中暗色微粒包体的成因及其地

质意义． 导师： 王根厚． 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 １～９０．
隋颖慧， 王海华， 高秀丽， 陈华勇， 李震． ２０００． 河南铁炉坪银矿成

矿流体研究及其对碰撞造山成岩成矿与流体作用模式例证． 中

国科学（Ｄ 辑： 地球科学）， （Ｓ１）：８２～９０．
孙大中， 李惠民， 林源贤， 周慧芳， 赵凤清， 唐敏． １９９１． 中条山前寒

武纪年代学、年代构造格架和年代地壳结构模式的研究． 地质

学报， （０３）：２１６～２３１
王凯怡， Ｗｉｌｄｅ Ｓ． ２００２． 山西五台地区大洼梁花岗岩的 ＳＨＲＩＭＰ 锆

石 Ｕ⁃Ｐｂ 精确年龄． 岩石矿物学杂志， ２１（４）：４０７～４１１， ４２０．
王卫星， 邓军， 龚庆杰，韩志伟， 吴发富， 张改侠． ２０１０． 豫西熊耳山

五丈山、花山、合峪花岗岩体与金成矿关系． 黄金地质， ４（３１）：
１２～１７．

王西午，王灿文，王建宇． １９８６． 洛宁南部太华群地层特征及其时代

归属． 豫西地质， ２：３２～４４．
王月然， 刘树文， 李秋根， 党青宁， 刘超辉， 杨斌， 古丽冰， 赵风三．

２００５． 五台山古元古代晚期的动力学背景： 王家会花岗岩地球

化学的制约．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４１（６）：８４０～８５０
王志光， 崔毫， 徐孟罗． １９９７． 华北地块南缘地质构造演化与成矿．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１～３１０．
吴昌华，李惠民．１９９８．内蒙古黄土窑孔兹岩系的锆石与金红石年龄

研究． 地质论评，４４（６）：６１８～６２６．
颉颃强， 刘敦一， 殷小艳， 周红英， 杨崇辉， 杜利林， 万渝生． ２０１３．

甘陶河群形成时代和构造环境：地质、地球化学和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
定年． 科学通报，５８（０１）：７５～８５．

徐孟罗， 李红超， 王志光， 郭保健， 程光国， 王玉玲． １９９７． 豫西金银

多金属矿床成矿系列及其共生组合规律． 矿产与地质， １１（４）：
７３～７８．

徐勇航，赵太平，张玉修，陈伟．２００８．华北克拉通南部古元古界熊耳

群大古石组碎屑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地质论评，
５４（３）：３１６－３２６．

杨崇辉， 杜利林， 任留东， 宋会侠， 万渝生， 颉颃强， 刘増校． ２０１１ａ．
赞皇杂岩中太古宙末期菅等钾质花岗岩的成因及动力学背景．
地学前缘， １８（２）：６２～７８．

杨崇辉， 杜利林， 任留东， 宋会侠， 万渝生， 颉颃强， 刘増校． ２０１１ｂ．
河北赞皇地区许亭花岗岩的时代及成因： 对华北克拉通中部构

造带演化的制约． 岩石学报， ２７（４） ： １００３～１０１６．
杨德彬， 许文良， 裴福萍， 王清海． ２００９． 蚌埠隆起区古元古代钾长

花岗岩的成因： 岩石地球化学、锆石 Ｕ⁃Ｐｂ 年代学与 Ｈｆ 同位素

的制约．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３４（１）：１４８～１６４．

８８８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于津海， 王德滋， 耿建华． １９９８． 一个古元古代 Ａ 型流纹岩． 地球化

学， ２７（６）：５４９～５５８．
张建军，王涛，张招崇，童英，张磊，史兴俊，郭磊，李舢，曾涛．２０１２．华

北地块北缘西段巴音诺尔公—狼山地区牙马图岩体的岩浆混合

成因． 地质论评，５８（１）：５３～６６．
张许平， 耿威． ２０１６． 山西五台山区王家会岩体的地质特征及构造意

义．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４７（６）： ７７９～７８５．
张永明， 裴先治， 李佐臣， 李瑞保， 刘成军， 裴磊， 陈有炘， 陈国超，

王盟． ２０１７． 青海南山构造带西段黑马河花岗杂岩体锆石 Ｕ⁃Ｐｂ
年代学、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地质论评， ６３（４）：１０７９～
１１０１．

赵瑞幅， 郭敬辉， 彭澎， 刘富． ２０１１． 恒山地区古元古代 ２．１ Ｇａ 地壳

重熔事件： 钾质花岗岩锆石 Ｕ⁃Ｐｂ 定年及 Ｈｆ⁃Ｎｄ 同位素研究．
岩石学报， ２７（６）： １６０７～１６２３．

赵太平，屠森．１９９４．华北板块南缘熊耳群火山岩研究的若干问题． 地

质论评，４０（５）：４４６－４５５．
赵太平， 周美夫， 金成伟， 关鸿， 李惠民． ２００１． 华北陆块南缘熊耳

群形成时代讨论． 地质科学， ３６（３）：３２６～３３４．
Ａｍｅｌｉｎ Ｙ， Ｌｅｅ Ｄ Ｃ ａｎｄ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Ａ Ｎ． ２０００． Ｅａｒｌｙ—Ｍｉｄｄｌｅ Ａｒｃｈａｅａｎ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ｕ⁃Ｈｆ ａｎｄ Ｕ⁃Ｐｂ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ｚｉｒｃｏｎ ｇｒａｉｎｓ．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６４： ４２０５～
４２２５．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Ｔ． ２００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ｅａｄ ｉｎ Ｕ⁃Ｐｂ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ｏ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４ Ｐｂ．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９２：５９～７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Ｌ． １９８３． 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ｐｌｕｔｏｎｉｓｍ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ｅｍｏｉｒ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６１（ １２）：
１３３～１５４．

Ｂａｉ Ｊｉｎ，Ｗａｎｇ Ｒｕｓｈｅｎｇ， Ｇｕｏ Ｊｉｎｊｉｎｇ． １９９２＃．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ｇｅ Ｄ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Ｗｕｔａ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Ｂｅｊ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Ｂéｄａｒｄ Ｊ． １９９０．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Ｍéｇ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Ｗｈｉｔ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ａｇｍ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Ｃｌｕｅｓ ｔｏ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ｍａｇｍａ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Ｇｅｏｐｈｙ． Ｒｅｓ．， ９５：１７７９７～１７８１９．

Ｃｈａｐｐｅｌｌ Ｂ Ｗ． １９９９．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 ａｎｄ Ｓ⁃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ｅｄ ｈａｐｌｏ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Ｌｉｔｈｏｓ， ４６（３）：
５３５～５５１．

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ｘｕ， Ｗａｎｇ Ｈａｏ， Ｐｅｎｇ Ｔａｏ，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 Ｗｕ Ｃｈｕｎｍｉｎｇ．
２０１６＆． ＳＩＭＳ Ｕ⁃Ｐｂ ａｇｅｓ ｏｆ ｚｉｒｃ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ａｉｈｕａ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Ｌｕ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ｏｎａ Ｏｒｏｇ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８（６）：８２２～８３４．

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ｘｕ， Ｗａｎｇ Ｊ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Ｈａｏ，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ｄｏｎｇ， Ｐｅｎｇ Ｔａｏ， Ｓｈｉ
Ｙｏｎｇｈ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ｕ Ｃｈｕｎｍ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ｏｎｉｎｇ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ｔｅｒｒａｎ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ａ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ｏｇｅ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６４：１５６～１７８．

Ｃｈｅｎ Ｙａｎｊｉｎｇ， Ｑｉａｎｇ Ｌｉｚｈｉ． １９９２＆． 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ｅ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ｎｇ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Ｘｉｙａｎｇ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３８（４）：３２５～３３３．

Ｃｌｅｍｅｎｓ Ｊ Ｄ，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 Ｊ Ｒ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Ａ Ｊ Ｒ． １９８６．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ａｎ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ｓｔ， ７１：３１７～
３２４．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Ｗ Ｊ， Ｂｅａｍｓ Ｓ Ｄ， Ｗｈｉｔｅ Ａ Ｊ 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ｐｐｅｌｌ Ｂ Ｗ． １９８２．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８０（２）：１８９～
２００．

Ｃｏｘ Ｋ Ｇ， Ｂｅｌｌ Ｊ Ｄ， Ｐａｎｋｈｕｒｓｔ Ｒ Ｊ． １９７９．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ｇｎｅｏｕｓ
ｒｏｃｋ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ｒ Ｒ Ａ， Ｐｒｉｃｅ Ｒ Ｃ
ａｎｄ Ｗｏｒｍａｌｄ Ｒ Ｊ． １９９１．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９：１６３～１６６．
Ｃｒｅａｓｅｒ Ｒ Ａ， Ｐｒｉｃｅ Ｒ Ｃ ａｎｄ Ｗｏｒｍａｌｄ Ｒ Ｊ． １９９１．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９（２）：
１６３～１６６．

Ｄｅｎｇ Ｊｉｎｆｕ， Ｌｉｕ Ｃｕｉ， Ｆｅｎｇ Ｙａｎｆａｎｇ， Ｘｉａｏ Ｑｉｎｇｈｕｉ， Ｄｉ Ｙｏｎｇｊｕｎ， Ｓｕ
Ｓｈａｎｇｇｕｏ， Ｚｈａｏ Ｇｕｏｃｈｕｎ， Ｄｕａｎ Ｐｅｉｘｉｎ， Ｄａｉ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５＆．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ｇｎｅｏｕｓ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６１（４）：７１７～７３４．

Ｄｉｗｕ Ｃｈｕｎｒｏｎｇ， 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ｎ Ｙｏｎｇ．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ｈｕ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３４（４）： ９９９～１０１８．

Ｄｉｗｕ Ｃｈｕｎｒｏｎｇ， Ｓｕｎ Ｙｏｎｇ， Ｚｈａｏ Ｙ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ｉ Ｓｈａｏｃｏｎｇ． ２０１４． Ｅａｒｌｙ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２． ４５ ～ ２． ２０ Ｇａ ）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５５：６２７～６４０．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Ｇｕｏ Ｊｉｎｇｈｕｉ， Ｗａｎｇ Ｗｅｉ， Ｒｅｎ Ｌｉｕｄｏｎｇ， Ｗａｎ
Ｙｕ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ｎｇ 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Ｈｕｔｕｏ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ｒｅａ，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ＳＨＲＩＭＰ ｚｉｒｃｏｎ Ｕ⁃Ｐｂ ｄ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ｂａｓａｌｔｉｃ ａｎｄｅｓｉ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５５：１７８２～１７８９．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Ｎｕｔｍａｎ Ａ Ｐ， Ｌｕ Ｚｅｎｇｌｏｎｇ， Ｚｈａｏ Ｌｅｉ， Ｗａｎｇ
Ｗｅｉ，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ｘｉａ， Ｗａｎ Ｙｕｓｈｅｎｇ， Ｒｅｎ Ｌｉｕ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ｎｇ
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２０１５．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ｒｉｃｈ ｔｈｏｌｅｉｉｔｉｃ ｂａｓａ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ｔｕｏ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Ｗｕ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ｏｇｅｎ．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７１：２２５
～２４２．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Ｒｅｎ Ｌｉｕｄｏｎｇ，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ｘｉａ， Ｇｅｎｇ
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Ｗａｎ Ｙｕｓｈｅｎｇ．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２． ２ ～ ２． １ Ｇａ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üｌｉ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８（９）：２７５１～２７６９．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Ｒｅｎ Ｌｉｕｄｏｎｇ， ＷａｎＹｕｓｈｅｎｇ ， Ｗｕ Ｊｉａｓｈａｎ．
２００９＆．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ａｓａ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ｔｕｏ Ｇｒｏｕｐ， Ｗｕ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８（７）：８６７～８７６．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Ｘｉａ， Ｚｈａｏ Ｌｅｉ， Ｌｕ ＺｅｎｇＬｏｎｇ， Ｌｉ
Ｌｕｎ， Ｗａｎｇ Ｔａｏ ａｎｄ Ｒｅｎ ＬｉｕＤｏｎｇ． ２０１８＆．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２．２～２．１ Ｇａ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ｉｎ Ｗｕｔａｉ ａｒｅａ，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３４（４）：１１５４～１１７４．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Ｗａｎｇ Ｗｅｉ， Ｒｅｎ Ｌｉｕｄｏｎｇ ， Ｗａｎ Ｙｕｓｈｅｎｇ，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ｘｉａ， Ｇｅｎｇ 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Ｈｏｕ Ｋｅｊｕｎ．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ｔｕｏ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ｒｅａ，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ｚｉｒｃｏｎ Ｕ⁃Ｐｂ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７（４）：１０３７～１０５５．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Ｗａｎｇ Ｗｅｉ， Ｒｅｎ Ｌｉｕｄｏｎｇ， Ｗａｎ Ｙｕｓｈｅｎｇ，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ｘｉａ， Ｇａｏ Ｌｉｎｚｈｉ， Ｇｅｎｇ 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Ｈｏｕ Ｋｅｊｕｎ． ２０１２．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Ｈｕｔｕｏ Ｇｒｏｕｐ ｂａｓａｌ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ａｒｃｈｅａｎ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ｔｚｉｔｅ ｐｅｂｂｌｅ ｚｉｒｃｏｎ Ｕ⁃Ｐｂ 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Ｈｆ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５（１１）：１７９６～
１８１４．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Ｗａｎｇ Ｗｅｉ， Ｒｅｎ Ｌｉｕｄｏｎｇ， Ｗａｎ Ｙｕｓｈｅｎｇ， Ｗｕ
Ｊｉａｓｈａｎ， Ｚｈａｏ Ｌｅｉ，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ｘｉａ， Ｇｅｎｇ 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Ｈｏｕ Ｋｅｊｕｎ．
２０１３．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ｒｉｆ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ｚｉｒｃｏｎ Ｈｆ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１３７ Ｍａ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ｓｈａｎ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ｔａｉ ａｒｅ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７２：１９０～２０２．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Ｗｙｍａｎ Ｄ Ａ， Ｎｕｔｍａｎ Ａ Ｐ， Ｌｕ Ｚｅｎｇｌｏｎｇ，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ｘｉａ， Ｘｉｅ 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ｇ， Ｗａｎ Ｙｕｓｈｅｎｇ， Ｚｈａｏ Ｌｅｉ， Ｇｅｎｇ

９８８第 ４ 期 武甜甜等：熊耳山地区穆册二长岩体地球化学特征、Ｕ⁃Ｐｂ 测年及构造背景



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ｎ Ｌｉｕｄｏｎｇ． ２０１６ａ． ２０９０ ～ ２０７０ Ｍａ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 ｉｎ Ｚａｎｈｕａ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ａ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ｒｉｆ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ｏｇｅｎ． Ｌｉｔｈｏｓ， ２５４～２５５：１８～３５．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Ｗｙｍａｎ Ｄ Ａ， Ｎｕｔｍａｎ Ａ Ｐ， Ｌｕ Ｚｅｎｇｌｏｎｇ，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ｘｉａ， Ｚｈａｏ Ｌｅｉ， Ｇｅｎｇ 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ｎ Ｌｉｕｄｏｎｇ． ２０１６ｂ．
Ａ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Ｇａｎｔａｏ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Ｚａｎｈｕａ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ｚｉｒｃｏｎ Ｕ⁃Ｐｂ 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Ｈｆ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ｏｆ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ｃｉｔｅ．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８６：５９～
１００．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Ｗｙｍａｎ Ｄ Ａ， Ｎｕｔｍａｎ Ａ Ｐ， Ｚｈａｏ Ｌｅｉ， Ｌｕ
Ｚｅｎｇｌｏｎｇ，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ｘｉａ， Ｇｅｎｇ 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ｎ Ｌｉｕｄｏｎｇ． ２０１７．
Ｚｉｒｃｏｎ Ｕ⁃Ｐｂ 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ｕ⁃Ｈｆ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ｔｕｏ Ｇｒｏｕｐ：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ｏｇｅｎ．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０３：２９１～３１４．

Ｅｂｙ Ｇ Ｎ． １９９０． Ｔｈｅ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Ｌｉｔｈｏｓ， ２６：１１５～１３４．

Ｅｂｙ Ｇ Ｎ． １９９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６４１ ～６４４

ＦａｎＨｏｎｇｒｕｉ ， Ｘｉｅ Ｙｉｈａｎ ，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ｌａｎ． １９９８＆． Ｆｌｕｉｄ—ｒｏｃｋ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ｇｏ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４（４）：５２９～５４１

Ｆａｎ Ｈｏｎｇｒｕｉ， Ｘｉｅ Ｙｉｈａｎ，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ｌａｎ． 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ｏｆ Ｈｕａｓｈａｎ ｇｒａｎｉｔｉｃ ｂａｔｈｏｌｉｔｈ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ｇｏｌ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９（２）：１３６～１４５．

Ｆａｕｒｅ Ｍ， Ｔｒａｐ Ｐ， Ｌｉｎ Ｗ， Ｍｏｎｉé Ｐ ａｎｄ Ｂｒｕｇｕｉｅｒ Ｏ． ２００７． Ｐｏｌｙ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ｌｔ———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ü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Ｈｅｎｇｓｈａｎ、 Ｗｕｔａｉ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Ｆｕｐｉｎｇ
ｍａｓｓｉｆｓ．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３０：９６～１０７．

Ｇｅｎｇ 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Ｗａｎ Ｙｕｓｈｅｎｇ， Ｓｈｅｎ Ｑｉｈａｎ， Ｌｉ Ｈｕｉｍ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ｘｉｎ．
２０００＆．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üｌ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７４（３）：２１６～２２３．

Ｇｅｎｇ 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Ｗａｎ Ｙｕｓｈｅｎｇ，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ｒｉｆｔ⁃ｔｙｐｅ ｖｏｌｃ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Ｌü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４（２）： ９７～１０４．

Ｈｅ Ｙａｎｈｏｎｇ， Ｚｈａｏ Ｇｕｏｃｈｕｎ， Ｓｕｎ Ｍｉｎ ａｎｄ Ｘｉａ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２００９． ＳＨＲＩＭＰ
ａｎｄ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ｚｉｒｃｏｎ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ｏｎｇ ’ ｅｒ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 Ｍｅｓ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６８：２１３～２２２．

Ｈｏｆｍａｎｎ Ａ Ｗ． １９８８．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ｔｌ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ｃｒｕｓｔ．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９０（３）：２９７～３１４．

Ｈｏｎｇ Ｄａｗｅｉ，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ｇｕａｎｇ， Ｈａｎ Ｂａｏｆｕ ａｎｄ Ｊｉｎ Ｍａｎｙｕａｎ． １９９６． Ｐｏｓｔ⁃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３：１３～２７．

Ｈｏｕ Ｇｕｉｔｉｎｇ， Ｌｉ Ｊｉａｎｇｈａｉ， Ｌｉｕ Ｙｕｌｉ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Ｘｉａｎｇｌｉｎ． ２００６，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 ａｕｌａｃｏｇｅｎ ｓａｎｄｙ ｋｅｓ ｗａ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６（２）：２０１～２０８．

Ｈｕ Ｓｈｏｕｘｉ， Ｚｈａｏ Ｙｉｙｉｎｇ， Ｘｕ Ｊｉｎｆａｎｇ． １９９７ ＃．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Ｇｏｌ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２０．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Ｎｉｕ Ｙａｏｌｉｎｇ， Ｘｕ Ｙｉｇ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Ｑｉｊｕｎ， Ｚｈｏｎｇ Ｊｕｎｗｅｉ．
２０１０．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ＴＧ ａｎｄ ＴＴＧ⁃ｌｉｋｅ ｇｎｅｉｓ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ｕｓｈａｎ—

Ｔａｉｈｕ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ａｔｅ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８２（１～ ２）：
４３～５６．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Ｗｉｌｄｅ Ｓ Ａ ａｎｄ Ｚｈｏｎｇ Ｊｕｎｗｅｉ． ２０１３． Ｅｐｉｓｏｄｉｃ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ｏｇｅ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ｅａｎ—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３３：３３７～３５７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Ｗｉｌｄｅ Ｓ Ａ， Ｙａｎｇ Ｑｉｊｕｎ ａｎｄ Ｚｈｏｎｇ Ｊｕｎｗｅｉ． ２０１２．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ｇｒａｙ ｇｎｅｉｓ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ａｉｈｕ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ｔ Ｘｉｏｎｇ’ 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ｏｇｅ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Ｌｉｔｈｏｓ， １３４～１３５：２３６～２５２

Ｉｒｖｉｎｅ Ｔ Ｎ， Ｂａｒａｇａｒ Ｗ Ｒ Ａ． １９７１．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Ｃａｎ． Ｊ．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 ８：５２３～
５４８．

Ｊｉａｎｇ Ｎ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ｑｕａｎ， Ｚｈｏｕ Ｗｅｎ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ｕ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２００９．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ａ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ｗｉｔｈ Ａ⁃ｔｙｐ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ｉ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ｔｙｐｅ ｍａｇｍ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１５８：１１３～１３０．

Ｋｅｒｒ Ａ ａｎｄ Ｆｒｙｅｒ Ｂ Ｊ． １９９３． 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ｒｕｓｔ—ｍａｎｔｌ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 ｓｕｉｔｅｓ ｉｎ Ｌａｂｒａｄｏｒ，
Ｃａｎａｄａ． Ｃｈｅｍ． Ｇｅｏｌ．， １０４：３９～６０．

Ｋｉｎｇ Ｐ Ｌ， Ｗｈｉｔｅ Ａ Ｊ Ｒ， Ｃｈａｐｐｅｌｌ Ｂ Ｗ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ｎ Ｃ Ｍ． １９９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ａｌｕｍｉｎｏｕｓ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ｃｈｌａｎ Ｆｏｌｄ Ｂｅｌ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３８：
３７１～３９１

ＫｕｓｋｙＴ Ｍ ａｎｄ Ｌｉ Ｊ Ｈ． ２００３．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２：３８３ ～
３９７．

Ｋｕｓｋｙ Ｔ Ｍ， Ｌｉ Ｊ Ｈ ａｎｄ Ｓａｎｔｏｓｈ Ｍ．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Ｎｏｒｔｈ
Ｈｅｂｅｉ Ｏｒｏｇｅ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ｓ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 ｓｕ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２（１～２）：４～２８．

Ｌｉ Ｊｉａｎｇｈａｉａｎｄ Ｋｕｓｋｙ Ｔ Ｍ． ２００７．Ａ Ｌａｔｅ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ｆｏｒｅｌａｎｄ ｆｏ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ｒｕｓｔ
ｂｅ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２：４７～６６

Ｌｉ Ｓａｎｚｈｏｎｇ， Ｈａｎ Ｚｏｎｇｚｈｕ， Ｌｉｕ Ｙ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Ｚｈｅｎｓｈｅｎｇ． ２００１＆．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ｎ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ｐｒｅ⁃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ｄｅｅ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ｏｌｉａｏ Ｍａｓｓｉ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６（２）： １８４～１９４．

Ｌｉ Ｓｈｉｍｅｉ， Ｚｈａｉ Ｌｕｎｑｕａｎ， Ｓｕ Ｚｈｅｎｂａｎｇ． １９９６ ＃．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ａｏｑｉｎｌｉｎｇ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Ｌｉ Ｙｏｎｇｆｅｎｇ．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ｉｔ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ｏｎｇ’ ｅｒ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ｏ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Ｇｏｌ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ｕｔｏｒ： Ｍａｏ Ｊｉｎｇｗｅ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１３５

Ｌｉｔｖｉｎｏｖｓｋｙ Ｂ Ａ， Ｊａｈｎ Ｂ Ｍ， Ｚａｎｖｉｌｅｖｉｃｈ Ａ Ｎ，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Ａ， Ｐｏｕｌａｉｎ Ｓ，
Ｋｕｚｍｉｎ Ｄ Ｖ，Ｒｅｉｃｈｏｗ Ｍ Ｋ ａｎｄ Ｔｉｔｏｖ Ａ Ｖ． ２００２．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ｙｅｎｉｔｅ—ｇｒａｎｉｔｅ ｓｕ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ｒｙａｎｓｋ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ｒａｎｓｂａｉｋａｌｉａ，
Ｒｕｓｓｉａ） ：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 ｍａｇｍａ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８９（１～２）：１０５～１３３．

Ｌｉｕ Ｓｈｕｗｅｎ， Ｌｉ Ｑｉｕｇ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ｆｅｉ． ２００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 ｓｕｉｔｅ ｉｎ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Ｙｅｊｉｓｈ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Ｌüｌｉ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５（３）： ５４７～５６０．

Ｌｉｕ Ｓｈｕｗｅｎ， Ｌｉ Ｑｉｕｇｅｎ， Ｌｉｕ Ｃｈａｏｈｕｉ， Ｌü Ｙｕａｎｊｉｅ， Ｚｈａｎｇ Ｆａｎ． ２００９．
Ｇｕａｎｄｉｓｈａｎ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Ｌüｌｉａｎｇ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ｏｇｅｎ： ＳＨＲＩＭＰ ｚｉｒｃｏｎ ａｇｅｓ，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８３（３）：５８０～６０２．

０９８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Ｌｉｕ Ｓｈｕｗｅｎ， Ｐａｎ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Ｘｉｅ Ｑｉａｎｌｉ，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Ｌｉ Ｑｉｕｇｅ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Ｂｉｎ． ２００５．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Ｎａｎｙｉｎｇ
ｇｒａｎｉｔｉｃ ｇｎｅｉ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ｐ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Ｚｏｎ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４（５）：６４３～６５８．

Ｌｉｕ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ｕ Ｊｉａｎｓｈｅｎｇ， Ｌｉ Ｚｈｅｎ． ２０１１＆． Ｚｉｒｃｏｎ Ｕ－Ｐｂ 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ｆ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ａｎｄ ｅｎｃｌｏｓｅｄ ｍａｆｉｃ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ｉｎ Ｍｕｃｈｅｎ Ｐｌｕｔｏ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ｍａｇｍａ
ｍｉｘ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５７（３）：３２７～３３６．

Ｌｉｕ Ｓｈｕｗｅｎ， Ｌｉ Ｑｉｕｇ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ｆｅｉ． ２００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 ｓｕｉｔｅ ｉｎ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Ｙｅｊｉｓｈ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Ｌüｌｉ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５（３）： ５４７～５６０．

Ｌｏｉｓｅｌｌｅ Ｍ Ｃ ａｎｄ Ｗｏｎｅｓ Ｄ Ｒ． １９７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１１（７）：４６８．

Ｌｕ Ｓｏｎｇｎｉａｎ， Ｙａｎｇ Ｃｈｕｎｌｉａｎｇ， Ｌｉ Ｈｕａｉｋｕｎ ａｎｄ Ｌｉ Ｈｕｍｉｎ． ２００２．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ｒｉｆｔ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５：１２３～１３１．

Ｌｕ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 Ｗｕ Ｆｕｙｕａｎ， Ｌｉｎ Ｊｉｎｇｑ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Ｄｅｙｏｕ，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ｂｉｎ，
Ｇｕｏ Ｃｈｕｎｌｉ． ２００４ｂ＆．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ｇｒａｎｉｔｉｃ 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Ｌｉａｏｄｏｎｇ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ｏｎ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９（１）：１２３～１３８．

Ｌｕ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Ｗｕ Ｆｕｙ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ｂｉｎ， Ｚｈａｏ Ｃｈｅｎｇｂｉ， Ｇｕｏ Ｃｈｕｎｌｉ．
２００４ａ＆． Ｅｍ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Ｌｉａｏｊｉ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ｏｎｇｈｕａ ａｒｅａ，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３）：３８１～３９２

Ｍａ Ｃｈａｎｇｑｉａｎ， Ｗａｎｇ Ｒｅｎｊｉｎｇ． １９９２＆．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 ｍａｇｍａ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ｒ ｍａｇｍａ ｍｉｎｇｌ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Ｚｈｏｕｋｏｕｄｉａｎ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８
（２）：１０９～１１９．

Ｍａｒｔｉｎ Ｈ． １９８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ｅｅｐｅｒ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ｏｎ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ｍａｇｍ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４： ７５３～７５６．

Ｍｉｎｇｒａｍ Ｂ， Ｔｒｕｍｂｕｌｌ Ｒ Ｂ， Ｌｉｔｔｍａｎ Ｓ ａｎｄ 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Ｈ． ２０００． Ａ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ｆｅｌｓｉｃ 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Ｐａｒｅｓｉｓ 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ａｍｉｂｉａ：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ｉｘｉｎｇ ｏｆ ｃ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ｔｌｅ⁃ｄｅｒｉｖ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Ｌｉｔｈｏｓ， ５４：１～２２．

Ｍｕｓｈｋｉｎ Ａ， Ｎａｖｏｎ Ｏ， Ｈａｌｉｃｚ Ｌ，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Ｇ 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 Ｍ．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Ａ⁃ｔｙｐｅ ｍａｇｍａ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ｍｒａｍ Ｍａｓｓｉ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４４（５）：８１５～８３２．

Ｐａｔｉñｏ ＤｏｕｎｃｅＡ Ｅ． １９９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ｕｍｉｎｏｕｓ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ｂｙ
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ｌｃ⁃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５：７４３ ～
７４６．

Ｐｅａｒｃｅ Ｊ Ａ， Ｈａｒｒｉｓ Ｎ Ｂ Ｗ， Ｔｉｎｄｌｅ Ａ Ｇ． １９８４．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ｎｉ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２５： ９５６～９８３．

Ｐｅｎｇ Ｐｅｎｇ， Ｇｕｏ Ｊｉｎｇｈｕｉ， Ｚｈａｉ Ｍｉｎｇｇｕｏ， Ｗｉｎｄｌｅｙ Ｂ Ｆ， Ｌｉ Ｔｉｅ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ｕ Ｆｕ． ２０１２．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ｎｇｌｉｎｇ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ｂｅ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Ｌｉｔｈｏｓ，
１４８：２７～４４

Ｐｅｎｇ Ｐｅｎｇ， Ｙａｎｇ Ｓｈｕｙａｎ， Ｓｕ 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 ２０１７．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９０ Ｍａ Ｚａｎｈｕａｎｇ 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 ｂｉｍｏｄａｌ 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０３：１５３～１７０．

Ｐｏｌａｔ Ａ， Ｋｕｓｋｙ Ｔ， Ｌｉ Ｊｉａｎｇｈａｉ， Ｆｒｙｅｒ Ｂ， Ｋｅｒｒｉｃｈ Ｒ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Ｋ． ２００５．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Ｎｅｏａｒｃｈｅａｎ （ ｃａ． ２． ５５ ～ ２． ５０ Ｇａ）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ｔａｉｓｈａｎ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ＧＳ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１７：１３８７～１３９９．

Ｒｅｎ Ｆｕｇｅｎ， Ｌｉ Ｈｕｉｍｉｎ， Ｙｉｎ Ｙａｎｊｉｅ， Ｌｉ 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ｏ， Ｄｉｎｇ Ｓｈｉｙ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ｈｏｎｇ．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ｓ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３（３）：１４０～１４６．

Ｒｕｄｎｉｃｋ Ｒ Ｌ， Ｇａｏ Ｓ． ２００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ｒｕｓｔ． Ｉｎ：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Ｈ Ｄ， Ｔｕｒｅｋｉａｎ Ｋ Ｋ． ｅｄｓ．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ｅｒｇａｍｏｎ： １～６４．

Ｓａｎｇ Ｘｕｅｚｈｅｎ． ２０１３＆．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ａｒｋ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Ｇａｎｇｔａ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Ｒｏｃｋ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Ｔｕｔｏｒ： Ｗａｎｇ Ｇｅｎｈｏ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
９０．

Ｓｋｊｅｒｌｉｅ Ｋ Ｐ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Ａ Ｄ． １９９３． Ｖａｐｏｒ⁃ａｂｓｅｎｔ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ａｔ １０ ｋｂａｒ ｏｆ
ａ ｂｉｏｔｉｔｅ⁃ ａｎｄ 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ｔｏｎａｌｉｔｉｃ ｇｎｅｉｓ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６３～２６６．

Ｓｕｉ Ｙｉｎｇｈｕｉ， Ｗａｎｇ Ｈａｉｈｕａ， Ｇａｏ Ｘｉｕｌｉ， Ｃｈｅｎ Ｈｕａｙｏｎｇ， Ｌｉ Ｚｈｅｎ．
２００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ｓ ｏｆ Ｔｉｅｌｕｐｉｎｇ ｓｉｌｖｅ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ｏｒｏｇｅｎｙ， 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ｕｉ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Ｄ：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ｕｐｐ． １）：８２～９０．

Ｓｕｎ Ｄａｚｈｏｎｇ， Ｌｉ Ｈｕｉｍｉｎ， Ｌｉｎ Ｙｕｎｘｉａｎ， Ｚｈｏｕ Ｈｕｉｆａｎｇ， Ｚｈａｏ Ｆｅｎｇｑ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Ｍｉｎ． １９９１＆．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ｒｏｎ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ｈｒａ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ｏｃｒｕｓ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ｏｎｇｔｉ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ｇ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３）：２１６～２３１．

Ｓｕｎ Ｓ Ｓ ａｎｄ Ｍｃ Ｄｏｎｏｕｇｈ Ｗ Ｆ． １９８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ｂａｓａｌ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ｔｌ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Ａ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ｙ ＭＪ （ ｅｄ） ． 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２：３１３～３５４．

Ｔａｙｌｏｒ Ｓ Ｒ，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 Ｓ Ｍ． １９８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ｒｕｓｔ：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３１２．

Ｔｒａｐ Ｐ， Ｆａｕｒｅ Ｍ， Ｌｉｎ Ｗ， Ｂｒｕｇｕｉｅｒ Ｏ ａｎｄ Ｍｏｎｉé Ｐ． ２００８．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ｔｙ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 ～ ２． １ Ｇａ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ｐｉｎｇ Ｍａｓｓｉ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０：１１０９～１１２５．

Ｔｒａｐ Ｐ， Ｆａｕｒｅ Ｍ， Ｌｉｎ Ｗ， Ｌｅ Ｂｒｅｔｏｎ Ｎ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ｅ Ｐ． ２０１２．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ｏｇｅ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２２ ～ ２２３：
１９１～２１１．

Ｔｒａｐ Ｐ， Ｆａｕｒｅ Ｍ， Ｌｉｎ Ｗ， Ｍｏｎｉé Ｐ， Ｍｅｆｆｒｅ Ｓ ａｎｄ Ｍｅｌｌｅｔｏｎ Ｊ．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Ｚａｎｈｕａｎｇ Ｍａｓｓｉ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ｕｔｕｒ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ｏｇｅｎ．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７２：８０～９８．

Ｔｕｒｎｅｒ Ｓ Ｐ， Ｆｏｄｅｎ Ｊ Ｄ ａｎｄ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Ｒ Ｓ． １９９２．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Ａ⁃
ｔｙｐｅ ｍａｇｍａｓ ｂｙ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ａｌｔｉｃ ｍａｇｍａ：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ｄｔｈａｗａｙ Ｒｉｄｇ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Ｌｉｔｈｏｓ， ２８（２）：１５１～１７９．

Ｗａｎｇ Ｊｕｎｐｅｎｇ， Ｋｕｓｋｙ Ｔ， Ｐｏｌａｔ Ａ， Ｗａｎｇ Ｌｕ， Ｄｅｎｇ Ｈａｏ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Ｓｏｎｇｊｉｅ． ２０１３． Ａ ｌａｔｅ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ｍéｌ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６０８： ９２９ ～
９４６．

Ｗａｎｇ Ｋａｉｙｉ， ａｎｄ Ｗｉｌｄｅ Ｓ． ２００２＆．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ＳＨＲＩＭＰ Ｕ ⁃Ｐｂ 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ａｗａｌｉａｎｇ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ｉｎ Ｗｕｔａｉ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ｏｒｌｏｇｉｃａ ｅ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 ２１（４）：４０７～４１１， ４２０．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ｘｉｎｇ， Ｄｅｎｇ Ｊｕｎ， Ｇｏｎｇ Ｑｉｎｇｊｉｅ， Ｈａｎ Ｚｈｉｗｅｉ， Ｗｕ Ｆａｆｕ， Ｚｈａｎｇ
Ｇａｉｘｉａ． ２０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Ｗｕｚｈａｎｇｓｈａｎ， Ｈｕａ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ｙｕ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ｒｏｃｋｍａｓｓ ｗｉｔｈ ｇｏｌ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ｏｎｇ’ ｅｒ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ｏｌｄ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４（３１）：１２～１７

Ｗａｎｇ Ｘｉ， Ｚｈｕ Ｗｅｎｂｉｎ， Ｇｅ Ｒｏｎｇｆｅｎｇ， Ｌｕｏ Ｍｅｎｇ， Ｚｈｕ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ｌ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ｓｈｕ ａｎｄ Ｒｅｎ Ｘｉｎｇｍｉｎ． ２０１４． Ｔｗｏ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ｅｄ ｍａｆｉｃ ｄｙｋ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ｕ̈ｌｉａ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ｏｇｅｎ．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４３：１３３～１４８．

１９８第 ４ 期 武甜甜等：熊耳山地区穆册二长岩体地球化学特征、Ｕ⁃Ｐｂ 测年及构造背景



Ｗａｎｇ Ｘｉｗｕ， Ｗａｎｇ Ｃａｎｗｅ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ｕ． １９８６＃．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ｈｕａ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Ｌｕｏｎ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ｎａｎ， ２：３２～４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 Ｙｕｅｒａｎ， Ｌｉｕ Ｓｈｕｗｅｎ， Ｌｉ Ｑｉｕｇｅｎ， Ｄａｎｇ Ｑｉｎｇｎｉｎｇ， Ｌｉｕ Ｃｈａｏｈｕｉ，
Ｙａｎｇ Ｂｉｎ， Ｇｕ Ｌｉ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Ｆｅｎｇｓａｎ． ２００５＆． Ｌａｔ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Ｗｕ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ｎｇｊｉａｈｕｉ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 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ｒｕ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４１（６）：８４０～８５０．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ｇｕａｎｇ， Ｃｕｉ Ｈａｏ， Ｘｕ Ｍｅｎｇｌｕｏ． １９９７＃．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Ｂｌｏｃｋ．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３１０．

Ｗｈａｌｅｎ Ｊ Ｂ， Ｃｕｒｒｉｅ Ｋ Ｌ ａｎｄ Ｃｈａｐｐｅｌｌ Ｂ Ｗ． １９８７．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 ９５：４０７～４１９．

Ｗｈｉｔｅ Ａ Ｊ 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ｐｐｅｌｌ Ｂ Ｗ． １９８３．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ｃｈｌａｎ Ｆｏｌｄ Ｂｅｌ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ｅｍｏｉｒ， １５９：１１７～１４８．

Ｗｉｌｄｅ Ｓ Ａ， Ｃａｗｏｏｄ Ｐ Ａ， Ｗａｎｇ Ｋ Ｙ ａｎｄ Ｎｅｍｃｈｉｍ Ａ Ａ． ２００５．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Ｗｕｔａｉ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４：５９７～６１３

Ｗｉｌｄｅ Ｓ Ａ． ２０１０．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２． ３ ～ ２． １ Ｇａ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ｏｇｅｎ：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ａｎｍｅｎｇｕａｎ ｍａｆｉｃｕｌｔｒａｍａｆｉｃ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ｎｇｓｈａｎ—
Ｗｕｔａｉ—Ｆｕ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７８（１～４）：２７～４２．

Ｗｕ Ｃｈａｎｇｈｕａ， Ｌｉ Ｈｕｉｍｉｎ． １９９８＆． Ｔｈｅ ａｇｅｓ ｏｆ ｚｉｒｃ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ｔｉｌｅ
（ ｃｏｏｌｉｎｇ ） ｆｒｏｍ ｋｈｏｎｄａｌｉｔｅ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ｔｕｙａｏ，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４４（６）：６１８～６２６．

Ｘｉｅ 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Ｄｕｎｙｉ， Ｙｉｎ Ｘｉａｏｙａｎ， Ｚｈｏｕ Ｈｏｎｇｙ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 Ｙｕｓｈｅｎｇ． ２０１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ｎｔａｏ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ＳＨＲＩＭＰ ｚｉｒｃｏｎ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ｆ⁃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５７ （ ３６）： ４７３５ ～
４７４５．

Ｘｕ Ｍｅｎｇｌｕｏ， Ｌｉ Ｈｏｎｇｃｈａｏ，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ｇｕａｎｇ， Ｇｕｏ Ｂａｏｊｉａｎ， Ｃｈ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
ｇｕｏ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Ｙｕｌｉｎｇ． １９９７＆．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ｇｏｌｄ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ｎａ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１（４）：７３～７８．

Ｘｕ Ｙｏｎｇ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ｘｉｕ， Ｃｈｅｎ Ｗｅｉ． ２００８＆．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ｇｕｓｈ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ｉｌｉｃｉ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５４（３）：３１６～３２６．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Ｒｅｎ Ｌｉｕｄｏｎｇ，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ｘｉａ， Ｗａｎ Ｙｕｓｈｅｎｇ，
Ｘｉｅ 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Ｚｅｎｇ ｘｉａｏ． ２０１１ａ＆．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Ｊｉａｎｄｅｎｇ ｐｏｔａｓｓｉｃ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ｏａｒｃｈｅａｎ ｉｎ Ｚａｎｈｕａ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１８（２）： ６２～７８

Ｙ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ｈｕｉ ， Ｄｕ Ｌｉｌｉｎ， Ｒｅｎ Ｌｉｕｄｏｎｇ，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ｘｉａ， Ｗａｎ Ｙｕｓｈｅｎｇ，
Ｘｉｅ 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Ｚｅｎｇ ｘｉａｏ． ２０１１ｂ＆． Ｔｈｅ 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Ｘｕｔｉｎｇ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Ｚａｎｈｕａ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ｏｇｅ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７ （ ４） ：
１００３～１０１６．

Ｙａｎｇ Ｄｅｂｉｎ， Ｘｕ Ｗｅｎｉａｎｇ， Ｐｅｉ Ｆｕｐ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Ｑｉ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９＆．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ｉｎ Ｂｅｎｇｂｕ
Ｕｐｌｉｆ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ｅｔｒ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ｚｉｒｃｏｎ Ｕ⁃Ｐｂ 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ｆ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４（１）：１４８～１６４．

Ｙａｎｇ Ｊｉｎｈｕｉ， Ｗｕ Ｆｕｙｕａｎ， Ｃｈｕｎｇ Ｓｕｎｌｉｎ， Ｗｉｌｄｅ Ｓ Ａ ａｎｄ Ｃｈｕ Ｍｅｉｆｅｉ．
２００６．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ｓｈａｎ 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ｒ—Ｎｄ—Ｈｆ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Ｌｉｔｈｏｓ， ８９：

８９～１０６．
Ｙｕ Ｊｉｎｈａｉ， Ｗａｎｇ Ｄｅｚｉ， Ｇｅｎｇ Ｊｉａｎｈｕａ． １９９８＆． Ａ 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Ａ⁃ｔｙｐｅ

ｒｈｙｏｌｉｔ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７（６）：５４９～５５８．
Ｙｕａｎ Ｈｏｎｇｌｉｎ，Ｇａｏ Ｓｈａｎ，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Ｌｉ Ｈｕｉｍｉｎｇ， Ｇüｎｔｈｅｒ Ｄ ａｎｄ

Ｗｕ Ｆｕｙｕａｎ． ２００４．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Ｕ⁃Ｐｂ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ｚｉｒｃｏｎ ｂｙ ｌａｓ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Ｇｅ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２８：３５３～３７０．

Ｚｈａｉ Ｍｉｎｇｇｕｏ ａｎｄ Ｓａｎｔｏｓｈ Ｍ．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ｏｄｙｓｓ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Ａ ｓｙｎｏｐｔｉｃ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２５．

Ｚｈａｉ Ｍｉｎｇｇｕｏ， Ｇｕｏ Ｊｉｎｇｈｕｉ， Ｌｉｕ Ｗｅｎｊｕｎ． ２００５． Ｎｅｏａｒｃｈｅａｎ ｔｏ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４：
５４７～５６１．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ａｆｅｎｇ， Ｚｈａｉ Ｍｉｎｇｇｕｏ， Ｓａｎｔｏｓｈ Ｍ， Ｄｉｗｕ Ｃｈｕｎ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Ｌｉ
Ｓｈｅｎｇｒｏｎｇ． ２０１１．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ｏａｒｃｈｅａｎ
ｐｏｔａｓｓｉｃ ｍｅｔａ⁃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ｕａｉ’ ａ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
８２～１０５．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ｊｕｎ， Ｗａｎｇ Ｔａｏ，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ｃｈｏｎｇ， Ｔｏｎｇ Ｙ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
Ｓｈｉ Ｘｉｎｇｊｕｎ， Ｇｕｏ Ｌｅｉ， Ｌｉ Ｓｈａｎ， Ｚｅｎｇ Ｔａｏ． ２０１２＆． Ｍａｇｍａ Ｍｉｘ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Ｙａｍａｔｕ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ｉｎ Ｎｕｏｅｒｇｏｎｇ—Ｌａｎｇ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５８（１）：５３～６６．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ｎｇ Ｗｅｉ．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ｎｇｊｉａｈｕｉ ｒｏｃｋ ｉｎ Ｗｕ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Ｓｈａｎｘ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７（６）：７７９ ～
７８５．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ｍｉｎｇ， Ｐｅｉ Ｘｉａｎｚｈｉ， Ｌｉ Ｚｕｏｃｈｅｎ， Ｌｉ Ｒｕｉｂａｏ，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ｇｊｕｎ，
Ｐｅｉ Ｌｅｉ， Ｃｈｅｎ Ｙｏｕｘｉｎ， Ｃｈｅｎ Ｇｕｏｃｈａｏ， Ｗａｎｇ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７＆． ＬＡ⁃
ＩＣＰ⁃ＭＳ ｚｉｒｃｏｎ Ｕ⁃Ｐｂ ｄａｔｉｎｇ，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ｉｍａｈｅ ｇｒａｎｉｔｉｃ ｐｌｕｔ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ｎａｎｓｈａｎ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ｂｅｌ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３ （ ４）：
１０７９～１１０１．

Ｚｈａｏ Ｇｕｏｃｈｕｎ， Ｃａｗｏｏｄ Ｐ Ａ， Ｗｉｌｄｅ Ｓ Ａ ａｎｄ Ｓｕｎ Ｍｉｎ． ２００２．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２． １ ～ １． ８ Ｇａ ｏｒｏｇｅｎ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ｐｒｅ⁃Ｒｏｄｉｎｉａ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５９（１～４）：１２５～１６２．

Ｚｈａｏ Ｇｕｏｃｈｕｎ， Ｓｕｎ Ｍｉｎ， Ｗｉｌｄｅ Ｓ Ａ ａｎｄ Ｌｉ Ｓａｎｚｈｏｎｇ． ２００５． Ｌａｔｅ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ｔｏ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３６（２）：１７７～２０２．

Ｚｈａｏ Ｇｕｏｃｈｕｎ， Ｗｉｌｄｅ Ｓ Ａ， Ｃａｗｏｃｄ Ｐ Ａ ａｎｄ Ｓｕｎ Ｍｉｎ． ２００１．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ｂｌ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Ｔ ｐａｔｈ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０７（１～２）：４５～７３．

Ｚｈａｏ Ｇｕｏｃｈｕｎ， Ｗｉｌｄｅ Ｓ Ａ， Ｃａｗｏｏｄ Ｐ Ａ ａｎｄ Ｌ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ｏ． ２０００．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ｐｉｎｇ ｍａｆｉｃ 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８（４）： ３７５～３９１．

Ｚｈａｏ Ｇｕｏｃｈｕｎ， Ｗｉｌｄｅ Ｓ Ａ， Ｃａｗｏｏｄ Ｐ Ａ． １９９８．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ｒｏｃｋ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０（８）：７０６～７２１．

Ｚｈａｏ Ｇｕｏｃｈｕｎ， Ｗｉｌｄｅ Ｓ Ａ， Ｓｕｎ Ｍｉｎ， Ｌｉ Ｓａｎｚｈｏｎｇ， Ｌｉ Ｘｕ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 ２００８． ＳＨＲＩＭＰ Ｕ⁃Ｐｂ ｚｉｒｃｏｎ ａｇ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Ｌüｌｉａ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ｏｇｅｎ．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６０： ２１３～２２６．

Ｚｈａｏ Ｒｅｎｆｕ， Ｇｕｏ Ｊｉｎｇｈｕｉ， Ｐｅｎｇ Ｐｅ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ｕ Ｆｕ． ２０１１＆． ２．１ Ｇａ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ｒｅｍｅｌｔ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 ｉｎ Ｈｅｎｇｓｈａ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ｚｉｒｃｏｎ Ｕ⁃Ｐｂ
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ｆ⁃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ｏｔａｓｓｉｃ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７（６）：１６０７～１６２３．

２９８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Ｚｈａｏ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Ｔｕ ｓｅｎ． １９９４＆．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ｔ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４０（５）：４４６～４５５．

Ｚｈａｏ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Ｚｈａｉ Ｍｉｎｇｇｕｏ， Ｘｉａ Ｂｉｎ， ２００４． Ｚｉｒｃｏｎ Ｕ⁃Ｐｂ ＳＨＲＩＭＰ
ｄ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４９（２３）：２４９５～２５０２．

Ｚｈａｏ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Ｍｅｉｆｕ， Ｊｉｎ Ｃｈｅｎｇｗｅｉ， Ｇｕａｎ Ｈｏｎｇ， Ｌｉ Ｈｕｉｍｉｎ．
２００１＆．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６（３）：３２６ ～
３３４．

Ｚｈｏｕ Ｙａｎｙａｎ， Ｚｈａｉ Ｍｉｎｇｇｕｏ， Ｚｈａｏ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Ｌａｎ Ｚｈｏｎｇｗｕ ａｎｄ Ｓｕｎ
Ｑｉａｎｙｉｎｇ． ２０１４．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ｐｏｔａｓｓｉｃ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ｕ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９４：１９０～２０４

Ｚｈｏｕ Ｙａｎｙａｎ， Ｚｈａｏ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Ｚｈａｉ Ｍｉｎｇｇｇｕｏ， Ｇａｏ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Ｌａｎ
Ｚｈｏｎｇｗｕ ａｎｄ Ｓｕｎ Ｑｉａｎｙ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２． １ Ｇａ
Ｌｕｓｈａｎ ｇａｒｎｅｔ⁃ｂｅａｒｉｎｇ ｑｕａｒｔｚ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５６：２４１～２５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Ｕ⁃Ｐｂ 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ｉｎ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ＷＵ Ｔｉａｎｔｉａｎ１），ＬＥＩ Ｗａｎｓｈａｎ１，２），ＪＩＡＯ Ｊｉａｎｇａｎｇ１，２），ＺＨＡＯ Ｔａｉｐｉｎｇ３）， ＧＡＯ Ｘｉｎｙｕ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ａｎｇ’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５４；
２）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５４；

３）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６４０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ｉｎ Ｘｉｏｎｇ’ 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ｉ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ｚｉｒｃｏｎ Ｕ－Ｐｂ ａｇｅ， ｗｅ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ｗｏｒ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ｒｏｃｋ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ＬＡ－ＩＰＣ－ＭＳ Ｕ－Ｐｂ ｚｉｒｃｏｎ ｄ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ｉｃ ｆｅｌｄｓｐａｒ ａｎｄ 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ａｔ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ｔｙｐｅ Ａ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ｆ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ｉｓ ｒｉｃｈｅｄ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ｉｏｎ ｌｉｔｈｏｐｈｉｌ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ＬＩＬＥｓ） Ｒｂ， Ｂａ， Ｓｒ， Ｐｂ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ＬＲＥ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ｉｓ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ｇｈ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ＨＦＳＥｓ） Ｔｈ， Ｎｂ， Ｚｒ，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 ａｎｄ Ｔａ，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ｒｃ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Ｕ－Ｐｂ ｚｉｒｃｏｎ ｄ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ｙ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ａｇｅｓ ｏｆ ２１７２
±８ Ｍａ （ＭＳＷＤ＝０．５８， ｎ＝ １７） ａｎｄ ２１８６±７ Ｍａ（ＭＳＷＤ＝０．６０， ｎ＝ １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ｌｙ， 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ｇｅｔｓ
ａ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Ｕ－Ｐｂ ｚｉｒｃｏｎ ａｇｅ ｏｆ ２１７４±８ Ｍａ（ＭＳＷＤ＝０．４５， ｎ＝ １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ｉｆ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ｒ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ｕｃｅ 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ａｒｃ ｍａｇｍａ； Ｘｉｏｎｇ’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Ｎｏ．

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６００１０６），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４１６０２０６４），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ｓ． ３００１０２２７８２０３ ａｎｄ ３１０８２７１５１０５７）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ｅｒ： ＷＵ Ｔｉａｎｔｉａ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９３，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ａ ｍａｓｔｅｒ’ 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ｅｎｓｕ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ｍａｉｌ： ７７４９３４４２５＠ ｑｑ．ｃｏｍ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ＥＩ Ｗａｎｓｈａｎ， 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８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ｍａｉｌ： ４７３０４３１＠ ｑｑ．ｃｏｍ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８⁃１１⁃２９；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９⁃０６⁃１１；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ｘｕ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７

３９８第 ４ 期 武甜甜等：熊耳山地区穆册二长岩体地球化学特征、Ｕ⁃Ｐｂ 测年及构造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