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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造山带是华北陆块和扬子陆块及其间的

微陆块经历了多期拼合而形成的，具有复杂的构造

演化史，前人已对其形成与演化过程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工作，但在许多方面的研究仍未获得统一的认

识（张国伟等，1988；张本仁等 2002）。秦岭岩群

是北秦岭造山带的主体，保存了复杂的变质变形记

录，准确有效地获取和判断其基底岩石的形成和变

质时代是探讨秦岭岩群乃至整个秦岭造山带形成

与演化的关键。本文对秦岭岩群中的 3个斜长角闪

岩样品进行了 LA-ICP-MS锆石 U-Pb年龄分析和全

岩主、微量元素分析，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讨论

了秦岭岩群的形成时代、构造环境以及构造归属等

问题，可为进一步探讨北秦岭地体的构造演化和归

属提供有效制约。

秦岭岩群出露于北秦岭造山带的核部，是组成

北秦岭造山带的重要岩石单元（图 1），主要呈几个

巨大的透镜状岩片断续分布，其中以南阳盆地与商

县之间的巨大透镜岩片最具代表性（张国伟等，

1988）。秦岭岩群是一个杂岩体，应至少解体为两

部分，一部分为新于 960 Ma 的岩性单元，另一部

分为老于 960 Ma 的岩石单元，与 Shi等（2018）的

观点相似。本次研究，样品 QL1412 的碎屑锆石的

年龄主要集中于新元古代早期，最大沉积年龄为

971 Ma，对应于 Shi 等（2018）中秦岭岩群上部单

元的中段，样品 QL1413 的最大沉积年龄为 1222
Ma，对应于 Shi 等（2018）中秦岭岩群上部单元的

下段。样品 QL1441中的碎屑锆石年龄主要集中在

新元古代早期，最大沉积年龄为 840 Ma，属于较新

的岩性单元，对应于 Shi 等（2018）所列出的秦岭

岩群上部单元的上段。本次研究的数据显示了中元

古代—新元古代早期的锆石年龄峰，明显不同于华

北陆块~1850 Ma 和~2500 Ma 的锆石年龄峰值，也

不同于扬子陆块~810~750 Ma 的锆石年龄峰（Shi et
al., 2018），我们认为秦岭岩群具有不同于扬子陆块

和华北陆块的构造演化史，在中元古代—新元古代

早期是独立发展的微陆块。

本文的样品中，样品 QL1441的沉积时代与碎

屑锆石主年龄峰有一定的差异（分别为~840 Ma 和
~916 Ma），其主要的沉积物来源于新元古代早期物

质，而其他两个斜长角闪岩样品中含有大量中元古

代的碎屑锆石，其主要的沉积物来源于中元古代及

新元古代早期物质，其沉积时代与碎屑锆石年龄峰

差异更大，因此利用其微量元素对沉积盆地的构造

背景进行判别是不准确的。Shi 等（2018）中的变

质沉积岩样品的沉积时代与碎屑锆石年龄峰非常

接近（仅相差几个百万年），其判定结果为秦岭岩

群变质沉积岩沉积于聚敛板块边界的弧相关的构

造环境，本文斜长角闪岩的沉积时代及样品所处位

置与 Shi等（2018）相近，因此，本文支持在中元

古代-新元古代期间，秦岭岩群中变质沉积岩沉积于

弧相关的构造环境。

综上，锆石定年结果显示了 971 Ma、1222 Ma
和 840 Ma 三个最大沉积年龄，秦岭岩群是一个杂

岩体，秦岭岩群中至少存在中元古代（较老组成部

分）和新元古代早期（较新组成部分）的岩性单元。

结合秦岭岩群的年代学特征及前人的研究结果，秦

岭岩群中的变质沉积岩沉积于弧相关的构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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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岩群中的斜长角闪岩的碎屑锆石年龄峰不同

于扬子陆块和华北陆块，秦岭岩群在中元古代—新

元古代早期为独立发展的微陆块。

图 1 北秦岭地区地质简图及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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