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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地块中元古代基性岩体群成因及其成矿作用

——以四川会理竹箐基性岩体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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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钒钛磁铁矿主要产在约 260 Ma 的

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内（Zhou et al., 2005），竹箐岩

体群虽然位于扬子地台西缘的 ELIP 的内带范围

内，但与晚古生代形成 ELIP 的岩浆活动无关。

有人提出扬子地台很可能参与了 Columbia 超大

陆的聚合过程（Zhang et al., 2006；Sun et al., 

2008；Wu et al., 2008；Zhao et al., 2010），然而，

关于扬子地块与 Columbia 超大陆之间关系的研

究仍然很少，扬子地块与 Columbia 在中元古代的

裂解过程有关的研究更薄弱。因此，对竹箐基性

岩体群的研究不仅能明确竹箐岩体群的成因及

Fe-Ti-V 氧化物矿床的形成机制，还能揭示扬子

地块西缘在古–中元古代岩石圈演化过程，并确

定其与 Columbia 超大陆的裂解是否有联系。 

1 岩体群的地质特征 

竹箐岩体群位于四川省南部的会理通安地

区，构造上位于扬子地块西缘康滇地轴中段。通

安地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中元古界会理群浅变质

岩系，零星分布有中生界白垩系地层。竹箐岩体

群主要由辉长岩组成，多呈岩墙或小岩体侵入到

中元古界会理群黑山组板岩以及白云岩中。这些

岩体受到了轻微的蚀变影响，主要组成矿物为单

斜辉石、斜长石、Fe-Ti 氧化物（磁铁矿和钛铁矿）、

以及少量的角闪石、黑云母和硫化物（黄铜矿和

黄铁矿）一些岩体的底部蕴藏 Fe-Ti-V 氧化物矿

床。这些岩体均呈北西向展布，出露长大于 4 km，

宽 114～465 m，厚 91.44～371.36 m，平均厚约

169.53 m，走向 303°～349°，倾向 213°～259°，

倾角 45°～65°。 

2 岩体群的结晶年龄 

通过 SIMS 锆石 U-Pb 同位素分析，锆石的

U-Pb 年龄为 1494±6 Ma，斜锆石的 U-Pb 年龄为

1486±3 Ma 和 1490±4 Ma。这些锆石和斜锆石

U-Pb 年龄在误差范围内一致，表明竹箐岩体群形

成于~1.5 Ga。而且，这个年龄也稍年轻于下昆阳

群鹅头厂组（与竹箐岩体群所侵入的地层层位相

当）凝灰岩中的锆石 U-Pb 年龄（1503±17 Ma）

（孙志明等, 2009）。 

3 岩石和 Fe-Ti-V 氧化物矿床成因 

主、微量以及矿物成分在剖面上的规律变化

说明竹箐岩体群各个旋回内的岩石成分主要是

受 Fe-Ti 氧化物的分离结晶控制，而旋回界面上

成分的突然变化可能与多期岩浆补给有关。而竹

箐 Fe-Ti-V 氧化物矿床就可能形成于分离结晶作

用以及多期岩浆补给。此外，竹箐辉长岩没有明

显 Nb-Ta 亏损，Sm–Nd 同位素组成变化不大，说

明没有发生明显的地壳混染。但是，εNd(t)值与

Ta/La 及 Th/La 比值具有很好的线性相关性，说

明可能有少量的地壳物质的加入导致 La 轻微的

富集和 Th、Ta 轻微的亏损。竹箐辉长岩较低的

Mg#值和 Cr、Ni 含量，较大的 Pd/Ir 和 Cu/Ni 比

值，LREE 富集的特征以及单斜辉石具有较低的

Mg#值都说明竹箐岩体群的母岩浆经历了强烈的

演化。此外，所有岩石都很富集 Fe 和 Ti 表明其

母岩浆还具有富集 Fe-Ti 的特征。Cr、Ni 相对 Cu

的亏损以及 IPGE 相对 PPGE 的亏损说明橄榄石

和铬铁矿在深部分离结晶导致竹箐辉长岩的母

岩浆经历了强烈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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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箐岩石样品右倾的 REE 配分曲线以及负

的 εNd(t)值都指示轻微富集的地幔源区。而富 Ti

的特征和没有明显的 Nb-Ta 亏损说明这些岩石的

微量元素和 Nd 同位素特征不是来自 SCLM。而

竹箐岩石具有 HREE 分异特征和较大的 La/Yb 比

值指示部分熔融过程中有石榴子石残留，说明形

成竹箐岩石的原始岩浆来自深部软流圈地幔部

分熔融。此外，竹箐岩石高的(Sm/Yb)PM 比值，

富集不兼容元素的特征，以及亏损的铂族元素特

征都说明其原始岩浆是源于源区地幔较低程度

的部分熔融。 

4 构造意义 

形成于约 1.5 Ga的竹箐岩体群指示扬子地块

西缘的岩浆活动可以和前寒武纪全球大部分克

拉通内部广泛分布的 1.6～1.2 Ga 造山后和非造

山岩浆活动进行对比，而这些岩浆活动被认为与

Columbia 超大陆裂解有关。本文提出竹箐岩体群

的形成很可能与导致 Columbia 超大陆裂解的地

幔柱活动产生的全球性岩浆事件有联系。因此，

扬子地块就很可能是古元古代–中元古代的

Columbia 超大陆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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