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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盐边地区镁铁质岩墙的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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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对新元古代镁铁质岩墙的研究对于重建

������
�
超大陆的裂解在澳大利亚和华南中的表现

起到至 关重 要 的作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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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地块西缘的康定一石棉一带有丰富的辉绿岩岩

墙产出
，

它们与周围的花岗岩密切共生 ��� �� ��

��
� ，

������
� ����

� ，
�����

。

而且
，

四川盐边地

区产出大量侵人于基底地层 �中元古代盐边群�

中的镁铁质岩墙 �孙传敏
，
����� 王 康明等

，

����� 朱维光等
，
�����

。

然而
，

这种侵人于基底

老地层中的镁铁质岩墙还没有进行详细的年代学和

地球化学研究
。

盐边地区的镁铁质岩墙侵位于盐边群的变质火

山岩和片岩中
，

总体上呈 ����
“

至 �� 向
，

宽度

一般为 �一�� �最宽达 �� ��
，

长度一般为 �一 �

�� �最长达 ����
。

根据该区岩墙的岩石学特征

可以将其分为两类 ����
���和 ��������

� ������

为中一细粒 角 闪辉 长 岩
，

由斜 长 石 ���� �

��� �
、

单斜辉石 ��� 一 ��� �
、

角闪石 ���
�

��� �
、

黑云母 ��� �
、

铁
一

钦氧化物 ���
一 �� �

和少量自形的磷灰石和错石组成 � ���叩 �是中一

细粒辉 长岩和辉绿岩
，

由单斜辉 石 ���� �

��� �
、

斜长石 ����
一
��� �及少量的角闪石

�� �� �
、

黑 云母 �� �� �
、

铁
一

钦氧化物 ��

�� �
、

磷灰石和错石组成
。

错石的 ������ �
一

�� 年龄在北京离子探针中

心测定
，

岩石的主量元素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上测定
，

微量元素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同位素年

代学和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用 ������
一

����� �����

���� ���刃 型 ���
一

��测定
，
��同位素在中国科

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放射性同位素地球化学实

验室用 �������� ������ 型质谱测定
。

本文通过对 ����� �岩墙的错石 ������定年

显示
，

盐边地 区镁铁质岩墙形成年龄为 ���� 土

����
� 。

该区的镁铁质岩墙均显示出高的��
���和

���� 含 量
。
����� �岩 石 的 ���� � ��

�

��� �

��
�

��� �无挥发份�
、

���� � �
�

��� 一 �
�

���
、

�四
二 �

�

��� 一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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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 ��
�

�
。
����� ��岩石的 ����

为 科
�

��� 一 ��
�

���
、
���� 为 �

�

��� 一 �
�

���
、

�四 为 �
�

��� 一 ��
�

���
、

��
��� 为 ��

�

��� �

��
�

���
、
��伪 ��

�

� 一 ��
�

�
。

然而
，

这两类岩墙

的��
��， 、

���和 ���含量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

的趋势
。

而且
，

这两类岩墙的微量元素特征也明显

不同
。
����� �岩墙具有较高的 ���含量 ���� �

��
一� 一 ���� ��

一�
�

，

显示出 ����富集和 ����亏

损的分布模式
。

其微量元素特征与 ���的微量元

素特征非常相似
，

并具有轻微到弱的 ��
一

�� 亏损
。

该类岩石的
��� ���值为 ��

�

�一 ��
�

�
。
�������

岩墙具较低的 ��� 含量 ���
�

� � ��
一 ‘ 一 ��� �

��
一�
�

，

表现出平坦的 ���分布模式
。

根据不同的

地球化学特征
，

其又可以分为两个亚类 ����叩 �
�

�和 �������
一

��
。
�������

一

�的岩石显示出恤 和 ��

相对亏损的平坦型 ���分布模式
，

且高度不相容

元素 �如 ��
、
��

、

��
、

肠 和 �� � 亏 损 的似

����的微量元素分布型式
。
����� �

一

�的岩石中

����和 ����呈更加平坦的分布模式
。
���� �

一

�

和���
���

一

�的主量和微量元素特征上最大的不同

在于
，
����� �

一

�中的岩石具有较高的 ���
�
含量和

���� 比值
，

而 ����� �
一

�的岩石具有较高的�� 和

压 含量
。
����� ��

一

�和 ����� ��
一

�岩石的 ��� ���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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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为 ��
�

�一 ��
�

�
， ��

�

���
�

�
。

�溯��和 ������这两类岩墙表现出两种不

同的岩浆结晶分异的趋势
。

元素和同位素地球化学

特征表明
，

盐边地区的岩墙是在岩浆上升的通道和

侵位过程中遭受了上地壳物质的混染
。
���� �岩

墙中的元素和 ��同位素表现出变化较大的特征是

由于岩浆中加人不同数量的地壳物质造成的
。

主量

和微量元素特征也表明 ������和 �功���这两类

岩石来源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母岩浆
。

勃叩 �岩石

的母岩浆是一种高镁碱性玄武质岩浆
，

为来源于似

��� 的
、

亏损软流圈地慢源区经过低程度部分熔融

产生的产物
。

而 ���叩 �的母岩浆是一种高镁拉斑

玄武质岩浆
，

可能来源于在软流圈地慢中残余的难

熔物质在更高温度下的部分熔融过程
。

这种耐熔物

质是软流圈地慢经过部分熔融产生 ������岩石的

母岩浆之后的产物
。

岩墙中经历了相对较低地壳混

染作用的岩石 ���叩 �和 ������
一

�� 通常显示出

板内玄武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

表明盐边地区的镁铁

质岩墙是在板内的大陆裂谷环境下形成的
。

而遭受

了比较明显地壳混染的岩石则显示出似岛弧玄武岩

的特征
。

因此
，

我们认为盐边地区距今约 ��� �。
的镁

铁质岩墙形成于板 内裂谷环境
，

很 可能是 由

�������超大陆下面的地慢柱活动所引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