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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的花岗岩类岩石分布广泛，出露面积达８６×１０４ｋｍ２，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９％。花岗岩的活动

时代漫长，从太古宙直到新生代呈多幕式展现。其中以中生代花岗岩的出露面积最大，古生代的次之。从太古宙至

晚古生代的花岗岩在昆仑—秦岭一线以北的中国北部最为广布，中生代的花岗岩在大兴安岭—太行山—武陵山一

线以东的中国东部和西南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地区最为发育，新生代花岗岩仅分布于西藏、滇西地区。本文

概略地介绍了中国不同时代花岗岩的时空分布状况，并讨论了中国花岗岩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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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岗岩类岩石是大陆上分布最广泛的岩石之

一，是构成大陆地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出现

蕴含了地壳形成和演化的丰富信息，透过花岗岩的

研究为人们打开了通向地壳深部的一扇窗口。它们

还与多种金属矿产有密切的成因联系。因此，长期

以来花岗岩类一直是地质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

一。

我国的花岗岩类岩石分布广泛，出露面积达８６

×１０４ｋｍ２，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９％。花岗岩的活

动时代漫长，从太古宙直到新生代呈多幕式展现。

其中以中生代花岗岩的出露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

４０％，古生代的次之，为３７％，新生代的占１２％，前

寒武纪的占１１％（张德全等，２００２）。从太古宙至晚

古生代的花岗岩在昆仑—秦岭一线以北的中国北部

最为广布，中生代的花岗岩在大兴安岭—太行山—

武陵山一线以东的中国东部和西南三江（金沙江、澜

沧江、怒江）地区最为发育，新生代花岗岩仅分布于

西藏、滇西地区。这种花岗岩时空分布的宏观特点，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境内地壳开合、洋陆消长的

大趋势。

１　中国不同时代的花岗岩

１．１　太古宙（＞２５００犕犪）花岗岩

主要发育在华北地台的北部，其中始太古代（＞

３６００Ｍａ）—中太古代（３２００～２８００Ｍａ）花岗岩仅出

现在辽宁鞍山地区和冀东迁安地区，新太古代（２８００

～２５００Ｍａ）花岗岩还发育于豫西、小秦岭、阿尔金

山、塔里木盆地东南缘和黑龙江佳木斯地区，但以鞍

山、迁安及鲁西地区最为典型。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年代学研究证实，鞍山地

区的太古宙花岗岩有若干个世代：白家坟花岗岩

３８０４±５Ｍａ，东山花岗岩３８１２±４Ｍａ，陈台沟花岗岩

３３０６±８Ｍａ，立山花岗岩３１４２±７Ｍａ，东、西鞍山花

岗岩３００１±４Ｍａ和２９９４±８Ｍａ，铁架山花岗岩

２９６２±４Ｍａ，齐大山花岗岩２４７３±１３Ｍａ。始太古代

的白家坟奥长花岗岩经受过强烈的剪切作用，已被

改造成花岗质糜棱岩，出露面积仅０．０３５ｋｍ２。始太

古代的东山花岗岩以一个巨大的包裹体的形式出露

在３１４２Ｍａ的立山奥长花岗岩之中，主要由条带状

花岗片麻岩组成。其他较年轻的岩石都是严格意义

上的花岗岩，虽然已片理化，却不曾转变为条带状片

麻岩（伍家善等，１９９８）。

无独有偶的是，冀东迁安地区黄柏峪３５００Ｍａ

的表壳岩中含有大量年龄为３７００～３８００Ｍａ的碎屑

锆石（Ｊａｈ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３，１９８７；Ｌｉ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２），这

些锆石同花岗岩中锆石的内部结构十分类似。据此

推测，这些碎屑锆石来自３７００～３８００Ｍａ的花岗岩。

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始太古代白家坟和东山花岗岩

的出现就不是孤立的，在华北地台北部同一时代的

花岗岩还可能曾广泛分布，并且大约在３５００Ｍａ前

就已出露地表，经过较强的风化作用，才形成了以冀

东曹庄群为代表的中国最古老的沉积表壳岩系。

迁安地区中太古代羊崖山席状花岗岩锆石 Ｕ

Ｐｂ一致线年龄２９６０±１Ｍａ，羊崖山、曹庄、水厂一带



的新太古代花岗岩锆石 ＵＰｂ一致线年龄２７２８～

２５２６Ｍａ，脑峪门东南花岗闪长岩锆石 ＵＰｂ一致线

年龄２４５４Ｍａ，二长岩锆石ＵＰｂ一致线年龄２４９５±

１Ｍａ（Ｌｉ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０；耿元生，１９９８）。

鲁西地区新太古代花岗质岩石出露广泛，构成

北西向分布的巨型花岗岩带，包括ＴＴＧ花岗岩、二

长花岗岩和钾质花岗岩。ＴＴＧ花岗质岩石的Ｒｂ

Ｓｒ年龄为２５８５～２３４７Ｍａ，二长花岗岩的同位素年

龄一般都小于２５００Ｍａ，四海山钾质花岗岩的ＲｂＳｒ

年龄为２３３１．３６Ｍａ（伍家善等，１９９８）。

１．２　元古宙（２５００～５４２犕犪）花岗岩

分布较太古宙花岗岩更为广泛。古元古代

（２５００～１８００Ｍａ）花岗岩主要出露在华北地台北缘

承德—丰宁—白云鄂博一带。特别是在河北崇礼—

丰宁—隆化一带发育一条规模宏大的花岗岩带，单

颗粒锆石 ＵＰｂ年龄１８２０～２３６１Ｍａ（王惠初等，

２００５）。在华北地台中部吕梁—五台—太行地区（单

颗粒锆石ＵＰｂ年龄２０３１～２１７６Ｍａ）、中条山（单颗

粒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２１９５～２３７５Ｍａ）、胶辽地区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１８５３～２１７０Ｍａ，路孝平

等，２００５）、嵩山和鲁西也有古元古代花岗岩分布。

此外，在北秦岭、柴达木盆地北缘、塔里木盆地西南

缘、川西米仓山—龙门山—攀西地区也有少量出露。

中元古代（１８００～１０００Ｍａ）花岗岩活动相对比

较微弱，主要发育在华北地台、南北缘和浙西南龙泉

地区。在华北地台北缘燕辽三叉裂堑系和辽吉拗拉

谷中发育了一条富碱、高钾的正长岩带，ＳＨＲＩＭＰ

锆石ＵＰｂ年龄１８５６～１７１５Ｍａ（任康绪等，２００６）。

北京密云沙厂的更长环斑花岗岩（ｒａｐａｋｉｖｉ）是一个

由岩浆多次脉动形成的侵入杂岩体。第一次侵入的

角闪黑云环斑花岗岩发育典型的ｒａｐａｋｉｖｉ结构，即

钾长石卵球斑晶被白色斜长石外环所环绕，锆石Ｕ

Ｐｂ年龄１７１５．８Ｍａ。第二次侵入的斑状黑云母花岗

岩是岩体的主体，锆石 ＵＰｂ一致性曲线上交点年

龄１６９０．５±２．４Ｍａ。第三次侵入的中细粒黑云母

花岗岩、二云母花岗岩锆石 ＵＰｂ一致性曲线上交

点年龄１６８３．８±２．２Ｍａ，说明沙厂岩体定位的时代

在１７００Ｍａ左右（郁建华等，１９９６），与分布在承德的

大庙斜长岩（ＵＰｂ年龄１７１５±６～１６９３±７Ｍａ，赵

太平等，２００４）构成双峰式岩浆系列，与主要分布在

北半球其他各地的更长环斑花岗岩的形成时代基本

一致，代表着一种典型的非造山花岗岩。类似的更

长环斑花岗岩还见于辽宁宽甸和河北赤城（ＵＰｂ

年龄 １７０２±１０４～１６９６．７±１．８Ｍａ，郁建华等，

１９９６），构成一条东西向的中元古代更长环斑花岗岩

带。

近年来发现的青海鹰峰更长环斑花岗岩出露在

柴达木盆地北缘构造带中，与辉长岩脉共生，构成双

峰式 组 合，锆 石 ＵＰｂ 谐 和 曲 线 上 交 点 年 龄

１７９６Ｍａ，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年龄１７９２±２６Ｍａ（肖

庆辉等，２００３）。

河南东秦岭的龙王撞碱性花岗岩，ＴＩＭＳ锆石

ＵＰｂ年龄１６３７±３３Ｍａ，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

１６１１±１９～１６２５±１６Ｍａ（陆松年等，２００３），可能是

目前中国已知的最古老的碱性花岗岩。

浙西南龙泉地区的淡竹、泉坑、下际、田庄、里

庄、花桥等花岗岩出露面积均不超过１ｋｍ２，岩石普

遍具片麻状构造，并含围岩八都群变质岩包体，单颗

粒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１７５５～１８７５Ｍａ（甘晓春等，

１９９５），代表了华南目前已知的最老一期花岗岩浆活

动。

中元古代末期在华北地台北缘从内蒙古狼山地

区、武川、商都经河北康保至辽宁阜新一带发育了一

条近东西向的花岗岩带，总长逾８００多千米，以变质

黑云母花岗岩和变质二长花岗岩为主，普遍发育片

麻状构造，锆石ＵＰｂ年龄１２８３～１０１１Ｍａ（张臣等，

２００６）。

新元古代（１０００～５４２Ｍａ）花岗岩主要分布于扬

子和塔里木地台的边缘及其周边地区。扬子地台的

新元古代花岗岩，除湖北黄陵花岗岩之外，都断续分

布于扬子地台周边的内侧，形成一条环形花岗岩带。

它们主要形成于两个时代：①花岗岩侵入中元古代

变质基底，被新元古界板溪群及相应地层和南华

系—震旦系不整合覆盖，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

集中在８３０～８２０Ｍａ，包括云南峨山、川西贡才、格

宗、广西本洞、三防、元宝山、黔东南摩天岭、赣西北

九岭、皖南许村、休宁、歙县、陕西汉南和湖北黄陵等

岩体；②花岗岩侵入板溪群及相应地层，部分岩体被

震旦系灯影组—陡山沱组系台地相沉积覆盖，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在７８０～７４５Ｍａ，包括川

西大相岭花岗岩、康定花岗质杂岩、米易—渡口花岗

质杂岩、皖、浙、赣交界的石耳山花岗岩等岩体（李献

华等，２００１）。这些岩体的形成时代虽然相近，各个

岩体的岩性与岩石类型却有较大的差异。湖北黄陵

岩体主要为奥长花岗岩和少量英云闪长岩、花岗闪

长岩、属典型的Ｉ型花岗岩。赣东北九岭岩体和皖

南许村、休宁、歙县岩体均为含堇青石的黑云母花岗

岩，广西北部的三防、元宝山岩体均为含白云母的淡

０１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０７年



色花岗岩，都属典型的Ｓ型花岗岩。而桂北本洞岩

体为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为Ｉ—Ｓ过渡类型花岗岩。

扬子地台北缘秦岭造山带的新元古代花岗岩亦可分

为两期，早期包括北秦岭官山、寨根、德河、牛角山、

西涝峪、黄土坳等岩体，ＳＨＲＩＭＰ和ＴＩＭＳ锆石 Ｕ

Ｐｂ年龄９５５～８４３Ｍａ；晚期包括中秦岭的吐雾山、老

君殿、南秦岭的望江山等岩体，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

年龄７１１～７８５Ｍａ（陆松年等，２００３）。在大别—苏

鲁造山带也发现有同一时期的花岗岩，胶东五莲变

质黑云母正长花岗岩 ＬＡＩＣＰＭ 锆石 ＵＰｂ年龄

７３８～７５８Ｍａ（薛怀民等，２００６）。

塔里木地台及其邻区新元古代花岗岩均已强烈

变形，并呈带状展布。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库地南花

岗岩锆石 ＵＰｂ年龄８１５±５７Ｍａ，不一致曲线上交

点年龄８０３±２３Ｍａ（张传林等，２００３）。柴达木盆地

北缘沙柳河—鱼卡河一带及柴达木盆地南缘香日德

至苦海地区都出露长数百千米断续相连的 ＮＷ 向

新元古代片麻状花岗岩带，ＳＨＲＩＭＰ和ＴＩＭＳ锆石

ＵＰｂ年龄介于１０２０～８４０Ｍａ之间（陆松年等，

２００３；陈能松等，２００６）。

１３　古生代（５４２～３５９犕犪）花岗岩

主要分布在昆仑山—秦岭一线以北的地区，早

古生代花岗岩在华南也较发育。在新疆北部，早古

生代花岗岩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地区，根据ＳＨＲＩＭＰ

锆石 ＵＰｂ 年龄，花岗岩浆活动出现在 ４６２～

４００Ｍａ，峰期在４１５～４００Ｍａ，岩石组合为片麻状二

长花岗岩、白云母二长花岗岩和斜长花岗岩，属同造

山花岗岩。晚古生代花岗岩主要出现在阿尔泰南

缘、东、西准噶尔和天山地区。根据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花岗岩浆活动可以分成２个阶段：①

３８０～３６０Ｍａ，岩石组合为闪长岩—石英闪长岩—英

云闪长岩—花岗闪长岩—花岗岩，岩石多具片麻状

构造，属同碰撞花岗岩；②３０５～２７５Ｍａ，岩石组合为

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碱性花岗岩，属后造山

花岗岩（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在内蒙古中部，早古生代花岗岩主要分布在西

拉木伦河至苏尼特左旗一带。根据ＳＨＲＩＭＰ和

ＴＩＭＳ锆石 ＵＰｂ年龄，花岗岩浆活动可以分成两

个阶段：①４７９～４５９Ｍａ，Ｉ型花岗岩，同洋壳俯冲有

关；②４３７～４２３Ｍａ，Ｓ型花岗岩，同微板块碰撞有

关。晚古生代花岗岩在内蒙古中部广泛出露。沿着

西伯利亚板块和华北板块之间的索伦山—贺根山碰

撞缝合带发育Ｓ型花岗岩和Ｉ型花岗岩成对的同碰

撞花岗岩带，锆石 ＵＰｂ年龄３７５～３６３Ｍａ（石玉若

等，２００４）。在西伯利亚板块南缘的苏尼特左旗北部

地区沿中蒙边界一带发育后造山性质的 Ａ型碱性

花岗岩带，ＲｂＳｒ年龄２８６～２８４Ｍａ，往西延入蒙古

境内，蒙古南戈壁汗博格多碱性花岗岩ＲｂＳｒ年龄

２７７±１１Ｍａ，往东延至小兴安岭的嫩江—黑河地区，

ＵＰｂ年龄２９０～２６０Ｍａ（洪大卫等，１９９４；孙德有

等，２０００）。在华北板块北缘的镶黄旗一带，同一时

代则发育后造山性质的Ｓ型花岗岩，ＴＩＭＳ锆石Ｕ

Ｐｂ年龄２７５～２６２Ｍａ。该类花岗岩浆活动在该区并

一直延续到三叠纪，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２２６

～２０６Ｍａ。

此外，在吉林、黑龙江、祁连山、昆仑山和柴达木

盆地周边地区也有古生代花岗岩发育。

华南的早古生代花岗岩主要分布在粤、湘、赣交

界的诸广山、湘西的白马山和赣闽交界的武夷山地

区。按形成时间和岩石特点可以分为两期：早期，以

原地—半原地花岗岩（混合岩化花岗岩）为主，主要

出露于武夷山—云开大山等大型隆起带及其两侧，

呈ＮＮＥ向至ＮＥ向展布，多被中泥盆统沉积覆盖，

如江西慈竹、乐安、付坊、湖南张坊、福建徐墩、竹洲

等，同位素年龄５４８～４５０Ｍａ。近年获得云开大山

眼球状花岗质杂岩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年龄４６７～

４１３Ｍａ（彭松柏等?）；晚期：主要为侵入花岗岩，规

模较大，主要出露于江南古陆和政和—大浦断裂之

间的广大地区，多被中、上泥盆统沉积所覆盖，如湖

南白马山、彭公庙、万洋山、桂东、广西苗儿山、越城

岭、大宁、江西汤湖、上堡、福建宁化、广东太堡、和

平、龙塘等，同位素年龄４１８～３７５Ｍａ，近年来获得

赣南三标花岗岩 ＴＩＭＳ 锆石 ＵＰｂ年龄 ３９２～

３８６Ｍａ（孙涛等?）。

１．４　中生代（２５１～６５犕犪）花岗岩

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和西南三江地区。沿着华

北地台的北缘从内蒙古阴山至辽东凤城发育一条二

叠纪—三叠纪碱性正长岩带（２５０～２０８Ｍａ），它们是

晚古生代构造岩浆旋回结束的标志（阎国翰等，

２０００）。华北地台南缘秦岭—大别山北麓的碱性正

长岩带（２２６～２０８Ｍａ）则是三叠纪时华北板块与扬

子板块碰撞拼合的标志（邱家骧，１９９３）。华北地区

大规模的花岗岩浆活动出现在侏罗纪—白垩纪，主

要分布在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大多数属于Ｉ型

花岗岩组合。早侏罗世二长岩—花岗岩组合（１９９～

１８０Ｍａ）同南大岭组玄武岩—玄武安山岩的喷发大

致同期，属前造山—始造山阶段产物；中侏罗世辉长

岩—闪长岩—石英二长岩—花岗岩组合（１７５～

１１增刊 洪大卫等：中国花岗岩概述



１６０Ｍａ）同髫髻山组安山岩—安粗岩—橄榄粗安岩

大致同时，属同造山侵入体，晚侏罗世末—白垩纪初

辉长岩—闪长岩—石英二长岩—花岗岩组合（１４８～

１３６Ｍａ）同张家口组流纹岩—安山岩—粗面岩大致

同时，火山岩中出现高压粗面岩类和较大量的流纹

岩，侵入岩中出现高压正长岩类，代表了造山运动的

峰期；早白垩世早期辉长岩—闪长岩—二长岩—碱

性花岗岩—花岗岩组合（１３３～１２７Ｍａ）同义县组中

基性火山岩、局部夹中酸性—酸性、碱性火山岩大致

同期，侵入岩中出现过碱性石英正长岩、晶洞碱长花

岗岩，代表了晚造山阶段；早白垩世晚期碱性花岗

岩—花岗岩组合（１２０～１１４Ｍａ）同南口双峰式岩墙

群（１２０～１１４Ｍａ）、变质核杂岩（１１９～１１４Ｍａ）同期，

代表了大规模的伸展作用，属于后造山阶段（邓晋福

等?）。

从三叠纪到白垩纪初（１４１～１４２Ｍａ），华北地区

火成岩的展布和构造变形的走向均为 ＮＥＥ向，到

早白垩世（１３８～１３６Ｍａ）火成岩展布与构造变形走

向突然变为ＮＥ向，说明华北地区构造体制的转折

发生在１４２～１３６Ｍａ之间。在１３３～１２４Ｍａ，火成岩

展布与构造变形走向又突然变为 ＮＷ 向。到早白

垩世末期（１２０～１１４Ｍａ），火成岩常呈似等轴状，变

形走向似不固定。

华南的中生代花岗岩从内陆到沿海有时代逐渐

变新的趋势。三叠纪花岗岩主要发育于桂东南的大

容山—十万大山、海南岛琼中一带及西部的雪峰隆

起带和东部的武夷隆起带。大容山—十万大山花岗

岩为典型的堇青石—紫苏辉石—石榴子石花岗岩，

呈 ＮＥ 向展布，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２３６～

２３０Ｍａ（邓希光等，２００４），属同碰撞的Ｓ型花岗岩，

与同期的酸性—中酸性火山岩密切共生。琼中地区

同碰 撞 的 Ｓ 型 二 云 母 花 岗 岩—二 长 花 岗 岩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２７５～２５０Ｍａ，后碰撞 Ａ

型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

年龄２４３～２３９Ｍａ（谢才富等?）。中—晚侏罗世花

岗岩（１８０～１５１Ｍａ）主要分布在南岭北部都庞岭—

九嶷山—骑田岭—诸广山—古田一带和花山—姑婆

山—大东山—贵东—武平一带，在南岭南部有零星

出露，明显呈ＥＷ 向展布，属陆内挤压碰撞Ｓ型花

岗岩，同期火山岩分布零星；晚侏罗世—早白垩世花

岗岩（１５１～１４０Ｍａ）主要分布在南岭南部连阳—佛

岗—白石岗—河田—大浦一带，亦明显成ＥＷ 向展

布，属陆内挤压碰撞Ｓ型花岗岩，同期的中酸性火山

岩发育；早白垩世花岗岩（１４０～１２３Ｍａ）主要分布在

福建、广东、浙江沿海地区，与海岸线平行、总体上呈

ＮＥ向展布，主要为Ｉ型花岗岩，同期的火山活动达

到鼎盛时期。晚白垩世辉长岩—闪长岩—二长花岗

岩—碱性花岗岩组合（１２３～７５Ｍａ），构成Ｉ—Ａ型花

岗岩组合，主要分布在浙闽沿海地区，形成于大规模

拉张的环境，同期的高钾钙碱性中—酸性火山岩亦

仅局限于浙闽沿海地区。总之，从花岗岩的展布可

见，大致从早白垩世（１４０Ｍａ±）开始，南岭地区发生

了由ＥＷ 向向ＮＥ向的构造转换，构造环境亦大体

上从挤压转向拉张。

在西南三江地区三叠纪是最重要的花岗岩浆活

动期。在甘孜—理塘结合带西侧发育措交玛（ＫＡｒ

年龄２１６Ｍａ，ＲｂＳｒ年龄２０６Ｍａ）和冬措（ＲｂＳｒ年

龄２０８Ｍａ，ＵＰｂ年龄２００Ｍａ）两大岩基，由二长花

岗岩、花岗闪长岩组成，呈 ＮＮＷ—ＳＳＥ向展布，与

义敦岛弧带中酸性火山岩伴生（吕伯西等，１９９３）。

沿澜沧江结合带则形成大规模的同碰撞Ｓ型花岗

岩，呈ＳＮ向展布，如藏东东达山花岗岩（ＲｂＳｒ年

龄２１９Ｍａ；吕伯西等，１９９３）、滇西临沧二长花岗岩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２２９～２３０Ｍａ，彭头平

等，２００６）、花岗闪长岩、维西—绿春花岗闪长岩、二

长花岗岩（ＵＰｂ和ＫＡｒ年龄２１２～２２０Ｍａ）。位于

澜沧江和怒江结合带之间的保山地块东部边缘还发

育了木厂碱性花岗岩（ＲｂＳｒ年龄１９０Ｍａ，ＵＰｂ年

龄２１７～２３５Ｍａ）、沿金沙江两侧在江达—德钦一带

出现江达肯座辉石正长岩（ＲｂＳｒ年龄２１１Ｍａ）、巴

塘贝拉正长岩（ＡｒＡｒ年龄２１８Ｍａ），说明在印支运

动末期有后造山性质的碱性岩浆侵入活动，指示了

三江地区印支运动的结束（吕伯西等，１９９３）。中侏

罗世藏东郭清Ｓ型二长花岗岩（ＫＡｒ年龄１７１Ｍａ）

发育于丁青—怒江结合带，沿该带向西还有安多、聂

荣花岗岩，向南有滇西潞西蚌渺花岗闪长岩（ＫＡｒ

年龄１６４Ｍａ，吕伯西等，１９９３）。白垩纪花岗岩发育

于怒江结合带和雅鲁藏布江—那加山结合带之间的

藏东察隅—滇西腾冲一带（１２８～７２Ｍａ，刘朝基等，

１９９６）和义敦古岛孤带中的措莫隆、格聂一带（Ａｒ

Ａｒ年龄８４～１５Ｍａ，吕伯西等，１９９３）。察隅—腾冲

花岗岩带呈弧形展布，自北向南、自东向西时代逐渐

变新。沿金沙江—红河走滑断裂系还发育了勐平碱

性花岗岩（ＲｂＳｒ年龄１００．７Ｍａ）、白云山霞石正长

岩（ＲｂＳｒ年龄９４Ｍａ）等碱性侵入岩，成ＳＮ 向展

布，总长达１８００ｋｍ，往南延入越南北部番西番带

（同位素年龄８０Ｍａ，吕伯西等，１９９３）。

此外，在昆仑—秦岭—大别造山带也有中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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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发育，尤其是在豫西小秦岭地区还发育成群

成带的浅成花岗斑岩小岩体，它们是许多超大型金

属矿床的成矿岩体。

１．５　新生代（＜６５犕犪）花岗岩

主要分布在西藏和云南西部。西藏的花岗岩成

明显的ＥＷ向带状展布，主要分布在班公湖—怒江

缝合带和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之间的冈底斯岩带和雅

鲁藏布江缝合带以南的喜马拉雅岩带。冈底斯岩带

延长近２０００ｋｍ，并伴有同时代大规模的中酸性火

山岩，向东绕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至藏东察隅转

成近ＳＮ向，然后向南延入滇西腾冲地区，构成前述

的察隅—腾冲岩带，进一步向南进入缅甸北部。冈

底斯带向西与印度、巴基斯坦的拉达克、科希斯坦相

连。该带的岩石类型复杂，包括辉长岩、闪长岩、石

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石英二长岩、正长花岗岩及

二云母花岗岩等，但以闪长岩和花岗闪长岩为主。

一般岩体规模巨大，多为复式岩基，岩体时代从１７０

～４０Ｍａ以后（中侏罗世—始新世），但以６０～４０Ｍａ

（古新世—始新世）为高峰期，且从北往南有年龄逐

渐变新的趋势。在一个复式岩基内早期岩石多属Ｉ

型花岗岩，晚期转变为Ｓ型花岗岩。近年来在该带

内还发现了一些印支期花岗岩，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

Ｐｂ年龄２１７Ｍａ（王立全等，２００４）、ＲｂＳｒ年龄１９５～

２２７Ｍａ（郑来林等，２００４），可能记录了古冈底斯岛弧

造山作用的重要信息。察隅—腾冲岩带的新生代花

岗岩（６５～３０Ｍａ，刘朝基等，１９９６）以石英二长岩、二

长花岗岩为主，无同时代的火山岩伴生，普遍具有定

向叶理构造，与高黎贡山群变质岩系围岩多呈和谐

过渡的接触关系。沿金沙江—红河走滑断裂系还发

育了玉龙（ＫＡｒ、ＲｂＳｒ年龄３９～６３Ｍａ）、多霞松多

（ＲｂＳｒ、ＵＰｂ年龄４～５２Ｍａ）、马拉松多（ＫＡｒ年

龄３６～６４Ｍａ）等花岗斑岩和马牧普（ＲｂＳｒ年龄

３７Ｍａ）、老君山、铜厂（ＲｂＳｒ年龄３４～３６Ｍａ）正长

斑岩等偏碱性侵入体，由北向南成群成带分布，比该

带前述的白垩纪碱性岩浆活动规模更大、分布更广，

活动更强烈（吕伯西等，１９９３）。

喜马拉雅岩带的花岗岩断续延长约７００ｋｍ，无

同时代的火山岩伴生。主要岩石类型为二云母花岗

岩和电气石花岗岩，均为典型的Ｓ型花岗岩，岩体时

代集中在３４～４．２Ｍａ（渐新世—中新世），由北往南

逐渐变新，在最南部的高喜马拉雅带，电气石花岗岩

的年龄集中在２０～４．２Ｍａ（上新世—中新世），近年

来在该带的片麻状花岗岩中获得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

～Ｐｂ年龄４６１～５５３Ｍａ（郑来林等，２００４；刘文灿等，

２００４），透露了泛非期岩浆活动的信息，为冈瓦纳大

陆提供了新证据。

２　中国花岗岩的主要特点

（１）大致以贺兰山—龙门山一线为界，中国东、

西部花岗岩的空间展布具有明显差异。中国西部的

花岗岩多沿刚性地块之间的结合带出露，呈明显的

带状分布，多受板块俯冲、碰撞作用的控制；而中国

东部大面积出露中生代花岗岩以面状分布为主，多

发育于板内构造体制下，伸展构造起了重要作用。

（２）如上所述，中国花岗岩浆活动的时代漫长，

从太古宙３８００Ｍａ直到新生代４Ｍａ呈多幕式出现，

每个花岗岩带都由多时代的花岗岩组成，具有多旋

回演化的特点。例如横亘在我国北方的天山—内蒙

古—大兴安岭花岗岩带，从元古宙起开始活动，经过

早古生代到晚古生代达到高潮，至白垩纪尚有微弱

活动。而位于我国南方的南岭花岗岩带，从元古宙

起开始活动，历经早古生代、三叠纪，到侏罗纪达到

高潮，至白垩纪在广东、福建一带仍有强烈活动。这

种多旋回演化的特点甚至在一个大型的岩基内也可

以反映出来，例如南岭花岗岩带中位于赣、湘、粤三

省交界处的万洋山—诸广山花岗岩基，就从早古生

代断续活动到白垩纪，它们实际上是一种群居的岩

基。因此，花岗岩浆多旋回活动所形成的多时代复

式岩体就是中国花岗岩的一个重要特点。

（３）根据程裕淇主编（１９９４）的《中国区域地质概

论》对面积大于１００ｋｍ２的６７０个花岗岩体、３８４３件

样品面积加权统计（４２４页，表７４），中国花岗岩类

岩石的成分从太古宙到新生代由偏基性向偏酸性、

偏碱性的方向演化，ＳｉＯ２、Ｋ２Ｏ含量有增高的趋势，

Ａｌ２Ｏ３、ＣａＯ、ＭｇＯ、ＦｅＯ、Ｆｅ２Ｏ３含量有降低的趋势，

同地壳由硅镁质逐渐向硅铝质转化和地壳成熟度不

断提高的趋势一致。

（４）不同的造山带常常有不同性质的花岗岩类

岩石组合。例如喜马拉雅带为白云母花岗岩—电气

石花岗岩组合，冈底斯带为花岗闪长岩—花岗岩组

合，华北地台的中生代花岗岩为闪长岩—石英闪长

岩—石英二长岩—花岗闪长岩—花岗岩组合，而南

岭中生代花岗岩为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二云

母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组合，等等。正因为不同造

山带有不同的花岗岩类岩石组合，从而决定了它们

的岩石化学、地球化学性质也有显著差异（史长义

等，２００７）。即使同一种花岗岩类岩石类型，在不同

造山带之间地球化学性质也有不同，例如天山—内

３１增刊 洪大卫等：中国花岗岩概述



蒙古—大兴安岭造山带的碱性花岗岩εＮｄ均为正值，

而中国东南部的碱性花岗岩，εＮｄ均为负值。之所以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花岗岩岩石组合受源岩

的控制，而源岩的性质又同不同的地质构造环境有

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同的造

山带有不同的花岗岩。

（５）另一方面，由于同一地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

同的构造环境，常常造成不同成因类型花岗岩的重

叠、交错和转化的现象。例如滇西三江花岗岩带东

侧的临沧花岗岩是一个南北向延伸的巨大岩基，形

成过程十分复杂。晚二叠世—早三叠世时古特提斯

洋壳沿澜沧江俯冲带向西俯冲，陆壳板块仰冲形成

临沧花岗岩基的雏形，它是当时整个火山—深成岩

岛弧的组成部分。晚三叠世时由于板块俯冲带东移

并发生了东侧洋壳前缘陆块与岛弧的碰撞，导致早

期形成的岛弧花岗岩带被碰撞作用所改造而形成现

时所见的临沧花岗岩。因此后者具有Ｉ型和Ｓ型花

岗岩的双重特征。主体是在碰撞环境下由陆壳重熔

而成的Ｓ型花岗岩（陈吉琛，１９８９）。又如中国东南

沿海地区，白垩纪时由于太平洋板块的俯冲，形成

浙、闽沿海一带的Ｉ型花岗岩。尔后由于挤压之后

的松驰，从挤压转化为拉张环境，形成浙、闽沿海一

带的Ａ型碱性花岗岩，两种花岗岩在空间上紧密共

生在一起。类似地，在黑龙江西部黑河地区，早二叠

世的Ｉ型花岗岩和 Ａ型花岗岩在空间上紧密叠置

在一起（孙德有等，２０００）。

（６）由于各时代板块构造的多次俯冲、碰撞和拼

合，使大陆板块不断横向增生和垂向增厚，花岗岩类

的形成时代亦相应地向增生方向渐次变新。例如滇

西西侧的腾冲—梁河地区存在三条呈南北向分布并

平行排列的花岗岩带，它们的形成时代从东向西依

次为早白垩世（１３２～９９Ｍａ），晚白垩世（８５～７０Ｍａ）

和古新世—始新世（６５～４０Ｍａ），正好与缅甸北部新

特提斯洋向东的俯冲作用依次向西迁移的时限一

致。因此该地区的花岗岩带从东向西渐次变新，并

由Ｉ型花岗岩转化为Ｓ型花岗岩（吕伯西等，１９９３）。

（７）如上所述，中国有不少花岗岩的形成是同板

块的俯冲、碰撞作用有关，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花岗

岩是形成于板块俯冲、碰撞之后的板内环境。例如

天山—内蒙古—大兴安岭造山带随着西伯利亚板块

同中朝—塔里木板块在晚泥盆—早石炭世的碰撞拼

合而结束了造山运动的历史，却在后造山条件下从

新疆北部经蒙古到内蒙古中部和黑龙江黑河地区形

成一条巨大的晚石炭世—早二叠世碱性花岗岩带。

板内岩浆活动极其发育，或许是中国花岗岩的又一

大特色。

（８）不同时代的花岗岩都可以同金属矿产有密

切的成因联系，但是成矿作用主要集中在中生代，而

且不同的花岗岩带各具特色。例如南岭花岗岩带的

钨、锡、铍、铌、钽、铀、稀土；秦岭花岗岩带的钼、金；

长江中下游花岗岩带的铁、铜；阿尔泰花岗岩带的

锂、铍、铌、钽；华北花岗岩的铁、铅、锌；三江花岗岩

带的锡、多金属等。

３　结束语

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经过几代学人持

续不懈的努力，中国花岗岩时空分布的基本框架已

经建立，为中国大地构造和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高精度同位素测年技术的

迅速发展，更为检验和完善这一框架提供了有力的

支撑和保证。与此同时，业已积累的有关花岗岩地

质产状、变形特点、岩石类型、岩石组合、地球化学性

质和同位素成分特点的丰富资料，极大地拓宽了人

们的视野，得以从壳幔相互作用和大陆动力学的角

度研究地壳生长和演化，探讨花岗岩浆活动同构造

演化的关系。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花岗岩分布

广泛，不同地区间研究程度极不平衡。特别是某些

边远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人迹罕至，更是一片尚待

开垦的处女地。我们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要走的路仍很长，路就在

我们脚下。中国的花岗岩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

广度上，都将迈上一个更高的平台，任重而道远，让

我们继续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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