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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是一个经历了古亚洲洋、蒙古-

鄂霍茨克洋闭合和环太平洋构造体系叠加复合构

造区，以其发育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的陆相火山岩

带和花岗岩带以及有色、贵金属矿床备受国内外地

质学家广泛关注和研究(Wu, et al.，2006；白令安，

2013;Sun J G，2013；Xu，et al.，2013；苟军，2013)。

目前，虽然该区在中生代陆相火山岩的成因、形成

的构造背景已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由于大兴安

岭地区火山作用复杂，自然地理、交通条件较差，

尚有大面积空白区未开展过系统的 1：50000 区域

地质矿产调查和科研工作；近期我们课题组在开展

大兴安岭东坡花岗岩带北部 1：50000 小鄂尔贝尔

汗（M51E012016）和小莫尔可（M51E011016）幅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过程中，将地质矿产调查与科研

相结合，对侵入喷发在花岗岩岩体之间陆相火山岩

进行了岩石地层厘定和岩相学、元素地球化学、年

代学以及 Hf 同位素研究，以期为整体揭示大兴安

岭火山岩的源区性质及其演化规律提供科学依据，

并从成矿元素地球化学角度来约束成矿物质来源，

并结合区域成矿作用探讨区域找矿意义。 

1  地质背景 

工作区位于大兴安岭东坡花岗岩带中北部与 

大杨树火山盆地交结部位，是一个经历多期次地质

演化作用的叠加复合构造区。研究区以发育花岗杂

岩和火山岩建造为特征，早期的 1:20 万区域地质调

查(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产局,1993)将厘定出露大面

积花岗杂岩建造厘定为泥盆纪、侏罗纪形成，火山

岩建造归属为吉祥峰组（J3j）、光华组（K1gn）、甘

河组（K1g）；近期我们在该区地质调查研究过程初

步揭示：区内大面分布的碱长花岗岩就位发生在

348.4Ma、二长花岗岩侵位发生在 300.5~310.9Ma

为主，尚有 170.5Ma 和 138~120Ma 的花岗质岩浆

在深成、浅成就位作用；火山岩地层归属中生代伊

列克得期（K1y）。在工作区范围内,火山岩主要分布

在测区中部，与石炭世花岗岩体呈喷发不整合接

触，其出露面积约为 52km
2；野外路线地质调查、

实测地质剖面以及遥感解译揭示，早阶段火山相分

布在大面积火山岩建造的边部，以喷发不整合与石

炭纪花岗岩岩体接触，岩相由英安质熔结凝灰岩和

含英安质熔岩角砾岩屑晶屑凝灰岩等组成，呈似层

状产出，呈现以爆发相喷发或武耳卡诺式火山爆发

的火山岩相特征，其主要岩石类型的岩相学特征

见；第二阶段的火山岩相分布在研究区大面积火山

岩的中部，推测以喷发不整合与中酸性火山岩和石

炭纪花岗岩体接触，是一套从下部到上部依次为玄

武粗安岩、粗安岩和粗安质熔结凝灰岩的火山岩

相；晚阶段为粗安质熔结碎屑岩和含角砾粗安质岩

屑晶屑凝灰岩组合，分布在第二阶段内部。 

2  分析方法及测试结果 

本文锆石的分选和处理在河北省廊坊区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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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矿产调查研究所完成；锆石的制靶、CL 图像采

集、锆石 LA-ICP-MS U-Pb 年龄测试在北京大学造

山带与地壳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完成，锆石原位

Hf 同位素分析测试在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

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岩石的主量元素、

微量元素分析测试在河北省廊坊区域地质矿产调

查研究所完成，主量元素的测试采用玻璃熔片 X 射

线荧光光谱法（XRF；PW2404）测试，微量元素

测试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测试。 

结果表明，英安质屑晶屑凝灰岩（HSY）和粗

安质熔结凝灰岩(P2121)单颗粒锆石 U-Pb 同位素定

年分别为 124.8±1 Ma、123±1.3Ma，εHf(t)为+1.71～

9.65、TDM=404～705 Ma、TDM
C
=748～1464Ma；各

阶段代表性火山熔岩以及熔结凝灰岩的元素地球

化 学 特 征 揭 示 ：（ 1 ） 它 们 均 为 富 碱

（Na2O+K2O=4.88%～7.12%，Na2O≤K2O）、属高

钾钙碱性系列；（2）具有相似的痕量元素地球化学

分馏特征，即：明显富集 Rb、Ba、K、LRRE 等大

离子亲石元素，亏损 Nb、Ta、Ti、HREE 等高场强

元素；（3）稀土元素分馏程度中等（LREE/ HREE

在 8.4～8.5）、Eu负异常不明显（δEu为 0.91～1.02）；

这些特征表明它们是同源岩浆房结晶分异演化的

产物，岩浆源区性质呈现地幔与壳幔混合过渡类型

的属性，或呈现 E-MORB 性质的源区或交代洋壳性

质的源区(李昌年,1992；白令安，2013；Sun，2013)。 

3  讨论与结论 

地质特征和锆石 U-Pb 定年揭示，研究区中生

代火山岩大致分为:1)英安质火山碎屑岩为主夹英

安岩组合；2)玄武质粗面安山岩、粗面安山岩;3)粗

安质火山碎屑岩组合，整体上呈现中心式火山喷发

特征，主体应相当于区域早白垩世晚期的伊列克得

期火山建造(Wang F,2006)；其岩石组分均为钾质，

属高钾钙碱性系列，并呈现相似的微量元素地球化

学分馏特征；即：以富集 Rb、Ba、K、LRRE 等大

离子亲石元素，亏损 Nb、Ta、Ti、HREE 等高场强

元素以及分馏程度中等、Eu 负异常不明显（δEu 为

0.91～1.02）为特征，揭示它们是同源岩浆房结晶

分异演化的产物，岩浆源区性质呈现地幔与壳幔混

合过渡类型的属性，更显示 E-MORB 性质的源区；

英安质岩屑晶屑凝灰岩（124.8±1 Ma）和粗安质熔

结凝灰岩(123±1.3Ma)单颗粒锆石 U-Pb 定年和 Hf

同位素（εHf(t)  +1.71～9.65，TDM =404～705 Ma、

TDM
C
=748～1464Ma)揭示，研究区的火山作用适值

东北地区大规模岩浆底侵、岩石圈拆沉作用的峰期

（120Ma±）(Wu, 2006; Xu, 2013)；其岩浆作用环境

属中生代古太平洋板块向中国东部大陆俯冲的大

陆边缘岩浆弧；岩浆源于古太平洋板块深俯冲过程

形成的埃达克质岩浆，并在底侵和岩石圈拆沉过程

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地壳物质混染；从成矿元素的

地幔过程与岩浆演化过程的相容性与不相容性角

度分析了成矿元素的地球化学行为，确认该期岩浆

作用具有提供 Mo、Cu 和 Ag 成矿流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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