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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秦岭地区古生代岩浆岩以早志留世基性—

碱性岩浆岩为主，而缺乏奥陶纪及以前的古生代岩

浆记录(Dong Yunpeng et al., 2021)，这严重制约了对

南秦岭早古生代早期构造演化的理解，尤其是对勉

略洋开启时间的认识。镁铁质岩席通常被认为是大

陆岩石圈伸展条件下岩浆作用的产物，是研究区域

构造—岩浆事件性质和意义的重要对象 (Zhao
Junhong et al., 2010)。Nie Hu等(2016)在南秦岭武当

地区报道了侵入于武当群中的早奥陶世（~460 Ma）
镁铁质岩席，并认为其代表了勉略洋的开启。然而，

在桐柏南缘地区迄今尚未有同时期的镁铁质岩席

报道。

笔者等对桐柏南缘随州南部地区出露的一套

侵入于下寒武统庄子沟组地层中的镁铁质岩席开

展了详细的岩石学、锆石 U-Pb 年代学和元素—同

位素地球化学研究。LA—ICP—MS锆石 U-Pb 年代

学研究表明，镁铁质岩席的形成年龄为 475 ± 8 Ma，
是早奥陶世岩浆作用的产物。元素地球化学研究表

明 ， 镁 铁 质 岩 席 样 品 具 有 低 硅 （ SiO2 =
46.31%~54.53%）、高碱（K2O+Na2O = 4.37%~
7.45%）、高 TiO2(2.83%~3.39%)含量，具轻稀土强

烈富集，重稀土亏损的右倾型稀土配分模式，富集

大离子亲石元素和高场强元素，整体上表现出类似

于洋岛玄武岩 OIB 的特征。同时，Nb/Ta 值为

17.4~19.9，Zr/Hf值为 41.3~43.7，Zr/Nb值为 3.8~4.8，
也 与 洋 岛 玄 武 岩 相 近 （ Nb/Ta=17; Zr/Hf=36;
Zr/Nb<10）。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表明，镁铁质岩

席具有正的εNd(t)值(4.0~5.7)，暗示其来自相对亏损

的地幔源区。通过模拟计算，该镁铁质岩席可由石

榴石相橄榄岩经过~3%的部分熔融形成。我们初步

认为该镁铁质岩席来自于软流圈地幔石榴石橄榄

岩的低程度部分熔融。在 Th/Yb—Nb/Yb 图解上，

镁铁质岩席样品全部落于洋岛玄武岩 OIB附近，在

Ti/50—50*Sm—V图解中，镁铁质岩席样品全部落

在洋岛玄武岩 OIB区域内，在 Y/15—La/10—Nb/8
图解中，镁铁质岩席落在大陆玄武岩和陆内裂谷碱

性玄武岩交界处，暗示该早奥陶世镁铁质岩席形成

于大陆裂谷环境。

有研究报道了桐柏南缘随州荞麦冲金矿侵入

于中上寒武统的 477 Ma 正长斑岩脉，具有亏损的

锆石 Hf 同位素组成，被认为形成于大陆裂谷环境

(曹强等，2015)。此外，刘燊等(2023)在南秦岭紫阳

地区发现了早奥陶世 480 Ma的OIB型基性岩墙群，

Nie Hu 等(2016)报道了南秦岭武当地区 460 Ma 的
OIB型基性岩墙，也与本文中镁铁质岩席非常相似，

这些奥陶纪岩浆均形成于大陆裂谷环境，共同指示

扬子北缘在早奥陶世发生过一次拉张事件。事实

上，秦岭—桐柏造山带南缘广泛发育一套基性—碱

性岩浆岩（江拓等，2020），主要出露于陕西紫阳

—岚皋一带、湖北竹山—竹溪和随州—枣阳地区。

这套基性—碱性岩浆岩与庙垭、天宝、土地岭等一

批中—大型的稀有—稀土矿床密切相关，是新一轮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重点，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前人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年代学研究

表 明 这 些 岩 石 年 龄 介 于 488~431 Ma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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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ming et al., 2015; Wang Ruirui et al., 2017)，但对

于其形成的构造背景尚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

认为其形成于被动大陆边缘裂谷，是古特提斯洋分

支勉略洋开启的产物（Wu Yuanbao and Zheng
Yongfei, 2013）；有的学者认为其形成于弧后盆地

（马昌前等，2006；王宗起等，2009）；有的学者

认为与地幔柱有关（张成立等，2002；Xu Cheng et
al., 2008）。地球化学研究表明秦岭—桐柏造山带

南缘早古生代基性岩多表现出类似于洋岛玄武岩

OIB 的特征，碱性岩则多为 A1 型花岗岩，其中还

不乏双峰式岩浆组合。同时，由于南秦岭地区缺乏

早古生代的典型弧岩浆记录，且该地区出露的基性

岩墙群主要呈北西—南东向线状分布，与区域构造

线一致，而明显不同于地幔柱成因的放射状分布形

式，故我们倾向于认为南秦岭早古生代基性—碱性

岩浆岩形成于大陆裂谷环境。

本研究在桐柏南缘随州地区识别出一套早古

生代镁铁质岩席，形成于大陆裂谷环境，是扬子北

缘早奥陶世拉张事件的产物。综合秦岭—桐柏南缘

早古生代基性—碱性岩浆岩的时代及地球化学特

征，我们认为该拉张事件可能代表了勉略洋的开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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