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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猛洞岩群位于滇东南文山－麻栗坡断裂与红河断裂带之间的老君山－Ｓｏｎｇ　Ｃｈａｙ变质核杂岩核部，由

一套经历过多期变质－变形的杂岩体组成。变质碎屑岩地球化学特征显示，主、微量元素平均组成与大陆上地壳相

似，且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Ｋ２Ｏ／Ｎａ２Ｏ比值显示该套变质沉积岩具有相似的成熟度，但片岩类样品可能遭受过强烈的风化

作用；稀土元素特征与变质岩原岩恢复 图 解 显 示，片 岩 类 原 岩 为 黏 土 岩 及 泥 质 岩，片 麻 岩 类 原 岩 为 砂 岩、杂 砂 岩。

化学蚀变指数（ＣＩＡ）、成分变异指数（ＩＣＶ）、斜长石蚀变指数（ＰＩＡ）反映了片岩类 原 岩 形 成 后 经 历 过 较 强 的 风 化 作

用，但副片麻岩类原岩经历的风化作用较弱，反映了副片麻岩类主要来源于不成熟的物源区，显示出活动构造环境

沉积物的特征。Ｒｂ／Ｓｒ和Ｔｈ／Ｕ比值判别结 果 表 明 该 套 碎 屑 岩 经 历 了 较 复 杂 的 沉 积 演 化 过 程；Ｌａ／Ｔｈ－Ｈｆ图 解 和

砂岩－泥岩套的物源区判别图解表明变质碎屑 岩 样 品 以 石 英 岩 沉 积 物 源 区 为 主，混 合 少 量 中 性 火 成 岩 物 源 区；Ｔｈ－
Ｓｃ－Ｚｒ／１０和Ｌａ－Ｔｈ－Ｓｃ图解表明猛洞岩群可能沉 积 于 大 陆 岛 弧 环 境。综 上 所 述，猛 洞 岩 群 变 质 碎 屑 岩 原 岩 为 一 套

泥质岩－砂岩（杂砂岩），这套碎屑岩经历了较强风化作用及复杂的沉积演化过程，主要沉积于与大陆岛弧环境相关

的盆地，推测猛洞岩群的物质来源与昆阳群有关，可能与扬子地块具有较强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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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东南位于华南陆块西缘、扬子地块及印支地

块的结合部位，是研究华南大陆形成与演化及特提

斯构造域时空演化的关键区域。滇东南老君山地区

是我国重要的锡锌多金属成矿区之一，地理位置跨

中国马关县、麻栗坡县及越南北部区域，国内出露一

套约１０００ｋｍ２的环状变质杂岩体，其核部发育一套

火山－沉 积－变 质 杂 岩 体（Ｌｉｕ　Ｙｕ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Ｇｕｏ　Ｌｉｇｕ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Ｔａｎ　Ｈｏｎｇｑ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１∶５万 区 域 地 质 调 查 将 其 命 名 为 猛 洞 岩

群?。该岩 群 主 要 以 片 岩、片 麻 岩 为 主，斜 长 角 闪

岩、斜长角闪片岩成港湾状分布在其中，并同时经历

后期的变质－变形，表明原岩为玄武岩的基性岩浆岩

形成时 代 晚 于 变 质 沉 积 岩 类。Ｌｉｕ　Ｙｕ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获得猛洞岩群石英角闪斜长片麻岩（原岩为

玄武岩）岩浆锆石ＳＨＲＩＭＰ　Ｕ－Ｐｂ年龄为７６１Ｍａ，
与Ｙ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获 得 正 片 麻 岩 锆 石 年 龄（７９９
Ｍａ）在误差范围内基本一致，证 实 滇 东 南 地 区 存 在

新元古代岩浆活动，填补了桂西—滇南地区的新元

古代基性岩 浆 岩 空 白，并 将 其 与Ｒｏｄｉｎｉａ超 大 陆 聚

合与裂解联系起来。
猛洞岩群的片岩、副片麻岩研究程度较低，其原

岩初步确定为砂岩、杂砂岩及泥质岩等碎屑岩类组

成（Ｌｕ　Ｗｅ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Ｇｕｏ　Ｌｉｇｕ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碎屑岩的矿物组成及地球化学成分变化特征，是有

效判别沉积 岩 的 物 质 源 区 和 沉 积 构 造 背 景 的 依 据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３；Ｂｈａｔｉａ，１９８５ａ，１９８５ｂ；

Ｂｈａｔｉａ　ａｎｄ　Ｃｒｏｏｋ，１９８６；Ｃｕｉ　Ｄ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Ｈｏｕ
Ｍｉｎｇｃ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Ｓｕｎ　Ｊｉａｏ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因此，通过碎屑沉积岩组成的详细化学分析结果，可
以揭示其源区特征和演化过程，反演形成时的构造

环境。本文在猛洞岩群原岩恢复的基础上，通过岩

石地球化学分析，结合野外实际情况，恢复该套变质

碎屑岩的物质组成，在此基础上探讨原岩物源区性

质，分析其形成构造环境，为滇东南地区新元古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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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环境及源区物质的确定提供依据。

１　区域地质背景及样品特征

猛洞岩群位 于 文 山－麻 栗 坡 断 裂、红 河 断 裂、个

旧及南盘江 断 裂 带 所 围 限 的 滇 东 南 老 君 山 地 区 变

形－变质穹隆的内核部位，呈零星或孤立状分布在南

温河花岗质片麻岩中，周边分布大面积老君山花岗

岩体。其中都龙、曼家寨、新保寨及南温河花岗质片

麻岩与 南 捞 片 麻 岩 形 成 时 代 确 定 为４０８～４４０Ｍａ
（Ｙ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Ｘｕ　Ｗｅｉ，２００７；Ｇｕ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Ｔａｎ　Ｈｏｎｇｑ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Ｚｈａｎｇ　Ｂｉｎｈｕ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Ｗａｎｇ　Ｄａｎｄ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Ｘ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与处于越北地区Ｓｏｎｇ　Ｃｈａｙ穹窿

的花岗质片麻岩年龄基本一致（Ｃａｒ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Ｒｏ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反映越北陆块加里东期发生大

规模的岩浆侵入活动，且持续时间长；包括都龙矿区

在内的整个老君山地区与周边薄竹山、个旧花岗岩

体成 岩 年 龄 均 为８０～９０Ｍａ（Ｌｉｕ　Ｙｕ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Ｃｈｅｎ　Ｙａｎｂ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Ｆｅｎｇ　Ｊｉａｒｕ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Ｌｉｕ　Ｙａｎｂ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Ｘ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暗示滇东南地区晚白垩世

发生大规模岩浆活动。
猛洞岩群在国内主要划分为南秧田组和洒西岩

组。南秧田组（Ｐｔ１ｎ）主要出露在老卡－阿老、瓦渣、曼
庄等地，面积约８ｋｍ２，岩石组合以二云片岩、二云石

英片岩、石英片岩为主，夹少量斜长角闪岩、斜长片麻

岩及斜长变粒岩等；洒西岩组出露在猛洞乡洒西村北

西一带，出露面积约１ｋｍ２，岩石组合以黑云变粒岩、
条带状变粒岩与石英岩为主，次为浅粒岩、斜长角闪

岩以及少量钙硅酸盐岩。在野外观察的基础上，本次

采集蚀变较弱并具代表性的变质碎屑岩样品进行岩

石地球化学研究，其采集位置见图１、图２。
片岩类具鳞片变晶结构、少数斑状变晶结构，片

状构造。以云母片岩－云母石英片岩为常见（图２ａ～
ｃ），总体呈灰色、深灰色，包括二云片 岩、黑 云 片 岩、
二云石英片岩、黑云石英片岩以及石榴云母片岩、电
气石二云片 岩 等，片 理 较 为 发 育，其 片 理 面 平 整 光

滑，丝绢光泽强，单层厚度变化大，数十厘米到米均

有分布。主要矿物为石英、黑云母、白云母及绿泥石

（部分云母退变质）；次要矿物为石榴子石、电气石、
斜长石等；副矿物为磷灰石、锆石以及部分金属矿物

（磁铁矿、黄铁矿等）。
片麻岩总体颜色为灰色，细粒鳞片粒状变晶结

构、片麻状构造，主要有黑云斜长片麻岩、二云斜长

片麻岩，电气斜长片麻岩等（图２Ｄ～Ｆ）。矿物颗粒

细小，云母呈细片状或断续排列平行分布，构成黑白

相间的片麻状构造。主要矿物组成为斜长石、石英、
黑云母及白云母等；副矿物为磷灰石、锆石、榍石及

金属矿物（黄铁矿、磁铁矿等）。

２　分析方法

主量元素分析在广州澳实矿物实验室完成，将

碎至２００目的样品煅烧后加入Ｌｉ２Ｂ４Ｏ７－ＬｉＢＯ２助熔

物，充 分 混 和 后，放 置 在 自 动 熔 炼 仪 中，使 之 在

１０００°Ｃ左右熔 融；熔 融 物 倒 出，形 成 扁 平 玻 璃 片 后

进行Ｘ荧光光谱仪（Ｐｈｉｌｉｐｓ　Ｐｗ２４０４）分析。微量元

素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矿床地球化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所用仪器为ＥＬＡＮ　ＤＲＣ－ｅ型

等离子质谱仪，分析方法据Ｑ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分析精

度优于５％。本文主微量数据投图参考Ｇｅｏｋｉｔ软件

（Ｌｕ　Ｙｕａｎｆ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３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及原岩恢复

３．１　原岩恢复

众所周知，变质岩原岩恢复应结合野外地质产

状和岩石组合、岩相学、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特征以

及副矿物组合等方面综合确定。因猛洞岩群后期遭

受多次变质—变形改造，原有的沉积组构等鉴别特

征已消失，野外地质观察和室内岩相学特征获得的

信息较为有限，因此需借助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和图

解进行原岩恢复。
猛洞岩群样品化学成分见表１。判断正副变质

岩 最 为 常 用 且 较 为 有 效 的 方 法 有 ＤＦ 判 别 式

（Ｓｈａｗ，１９７２）、Ａ－Ｋ图解（Ｚｈｏｕ　Ｓｈｉｔａｉ，１９８４）及西蒙

南图解（Ｓｉｍｏｎｅｎ，１９５３；转 引 自 王 仁 民 等，１９８７）。
上述ＤＦ判别式及图解显示（图３），本次研究样品全

为副变质岩，原岩以陆源碎屑岩为主，其中片岩类样

品原岩以黏土岩及泥质岩为主，片麻岩类样品原岩

为砂岩、杂砂岩（表２）。

３．２　地球化学特征

部分样品因烧失量所占百分比过高，从而影响

主量元 素 真 实 百 分 含 量，因 此 本 文 对 烧 失 量 大 于

２．５％的样 品，限 定 其 烧 失 量 为２．５％，对 数 据 进 行

重新处理，其 结 果 见 表１。猛 洞 岩 群 样 品 的 主 量 元

素含 量 变 化 较 大，ＳｉＯ２含 量 范 围 为４３．７％～８０％
（平均６６．６％），Ａｌ２Ｏ３含量范围为８．６５％～２３．３０％
（平均１５．６％），ＴｉＯ２含 量 范 围 为０．４６％～１．２２％
（平均０．８０％），ＭｇＯ含 量 范 围 为０．７３％～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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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滇东南老君山地区区域地质略图及采样位置（据云南省地质矿产局??；Ｃｈｅｎ　Ｘｕｅ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修改）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ｏｊｕｎ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Ｘｕｅ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１—第四系；２—新寨岩组；３—南捞片麻岩；４—南秧田组；５—洒西岩组；６—南温河序列；７—都龙超单元；８—斜长角闪岩；９—正断层；１０—逆断

层；１１—平移断层；１２—脆韧性剪切带及主断面；１３—不 整 合 界 线；１４—平 行 不 整 合 界 线；１５—片 理 化 带；１６—劈 理 化 带；１７—构 造 角 砾 岩 带；

１８—主剥离断层；１９—剥离断层；２０—片麻状花岗岩；２１—燕山期花岗岩；２２—采样位置及编号；２３—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２—Ｘｉｎｚａｉ　Ｇｒｏｕｐ；３—Ｎａｎｌａｏ　ｇｎｅｉｓｓ；４—Ｎａｎｙａｎｇｔｉａｎ　Ｇｒｏｕｐ；５—Ｓａｘｉ　Ｇｒｏｕｐ；６—Ｎａｎｗｅｎ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７—Ｄｕｌｏｎｇ　ｓｕｐｅｒ－ｕｎｉｔ；

８—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９—ｎｏｒｍａｌ　ｆａｕｌｔ；１０—ｔｈｒｕｓｔ　ｆａｕｌｔ；１１—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　ｆａｕｌｔ；１２—ｂｒｉｔｔｌｅ－ｄｕｃｔｉｌｅ　ｓｈｅａｒ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１３—

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ｂｌ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１４—ｄｉｓ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１５—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ｉｔｙ　ｚｏｎｅ；１６—ｃｌｅａｖａｇｅ　ｂｅｌｔ；１７—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ｂｒｅｃｃｉａ　ｂｅｌｔ；１８—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１９—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２０—ｇｎｅｉｓｓｏｓ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２１—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　ｇｒａｎｉｔｅ；２２—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ｕｍｂｅｒ；２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ｓ

（平均２．５１％），Ｎａ２Ｏ含量范围为０．２９％～３．８７％
（平均１．５０％），Ｆｅ２Ｏ３含量范围为２．６３％～１１．５％
（平均５．６４％）和Ｋ２Ｏ含量范围为１．７４％～６．２０％
（平均３．１６％），但这些样品平均组成与大陆上地壳

组 成 极 其 相 似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

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和Ｋ２Ｏ／Ｎａ２Ｏ比 值 常 用 来 反 映 沉 积 岩

的成 熟 度 和 风 化 淋 滤 程 度 （Ｒｏｓｅｒ　ａｎｄ　Ｋｏｒｓｃｈ，

１９８８；Ｗｅｉ　Ｚｈｅｎ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猛 洞 岩 群 副 变

质岩的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比 值 在１．８８～９．０９变 化（平 均

５．１７），绝大多数变化范围在３～８之间，表明这些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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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滇东南猛洞岩群变质碎屑岩显微照片

Ｆｉｇ．２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ｃｌａｓｔ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Ｍｅｎｇｄ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石榴二云片岩，石榴子石（Ｇｒｔ）呈变斑 晶，基 质 黑 云 母（Ｂｔ）、白 云 母（Ｍｓ）和 石 英（Ｑｔｚ），呈 斑 状 粒 状 片 状 变 晶 结 构，片 状 构 造，单 偏 光；

（ｂ）—电气斜长片麻岩，变斑晶电气石（Ｔｕｒ），基质为斜长石、石英、少量云母组成，具斑状片状粒状变晶结构，片麻状构造，单偏光；（ｃ）—电气

黑云片岩，电气石（Ｔｕｒ）呈变斑晶，基质黑云母（Ｂｔ）、长石（Ｐｌ）和石英（Ｑｔｚ），呈斑状粒状片状变晶结构，片状构造，单偏光；（ｄ）—黑云斜长片

麻岩，由黑云母（Ｂｔ）、斜长石（Ｐｌ）和石英组成片状柱状粒状变晶结构，黑云母和长石定向分布形成弱片麻状构造，正 交 偏 光；（ｅ）—电 气 斜 长

片麻岩，主要由电气石（Ｔｕｒ）、斜长石（Ｐｌ）、石英（Ｑｔｚ）和少量云母（Ｍｓ）组成片状粒状变晶结构，白云母具定向分布形成片麻状构造，单偏光；

（ｆ）—二长片麻岩，主要由微斜长石（Ｍｃ）、斜长石（Ｐｌ）、黑云母（Ｂｔ）和石英（Ｑｔｚ）组成片状粒状变晶结构，片麻状构造，正交偏光

（ａ）—Ｇａｒｎｅｔ　ｔｗｏ－ｍｉｃａ　ｓｃｈｉｓｔ，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ｂｌａｓｔ（ｇａｒｎｅｔ）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ｂｉｏｔｉｔｅ，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ｔｚ），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ｔｉｃ－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ｂｌａｓｔｉｃ　ｔｅｘｔｕｒｅ，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ｌａｎ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ｂ）—ｔｏｕｒｍａｌｉｎｅ　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　ｇｎｅｉｓｓ，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ｂｌａｓｔ（ｔｏｕｒｍａ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ｑｕａｒｔｚ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ｔ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ｔｉｃ－ｆｌａｋｅ－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ｂｌａｓｔｉｃ　ｔｅｘｔｕｒｅ，ｇｎｅｉｓｓｏ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ｌａｎ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ｃ）—ｔｏｕｒｍａｌｉｎｅ　ｂｉｏｔｉｔｅ　ｓｃｈｉｓｔ，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ｂｌａｓｔ（ｔｏｕｒｍａｌｉｎｅ）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ｂｉｏｔｉｔｅ，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ｔｚ），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ｔｉｃ－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ｂｌａｓｔｉｃ　ｔｅｘｔｕｒｅ，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ｌａｎ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ｄ）—ｂｉｏｔｉｔｅ　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　ｇｎｅｉｓｓ，ｆｌａｋｅ－ｃｏｌｕｍｎａｒ－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ｂｙ　ｂｉｏｔｉｔｅ，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ｔｚ，ｂｉｏｔｉｔ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ｗｅａｋｌｙ　ｇｎｅｉｓｓ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Ｔｏｕｒｍａｌｉｎｅ　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　ｇｎｅｉｓｓ，ｆｌａｋｅ－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ｂｌａｓｔｉｃ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ｂｙ　ｔｏｕｒｍａｌｉｎｅ，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ｑｕａｒｔｚ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ｇｎｅｉｓｓ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ｌａｎ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ｌｉｇｈｔ；（ｆ）—ｍｏｎｚｏｇｎｅｉｓｓ，ｆｌａｋｅ－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ｂｌａｓｔｉｃ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ｃｌｉｎｅ，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ｂｉｏｔｉｔ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ｔｚ，ｇｎｅｉｓｓ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积岩具有相 似 的 成 熟 度。而 岩 石 中 Ｋ２Ｏ／Ｎａ２Ｏ比

值变化为０．７６～１７．９（平均５．１８），其中片岩类变化

相对较大（２．８～１７．９，平均１０．２），表明片岩类部分

样品可能遭受 过 强 烈 风 化 作 用，同 时 也 表 明 Ｎａ比

Ｋ元素更容易淋滤丢失。
一般认为，在中高级变质或交代作用过程中稀

土元素是很稳定的，原含量的大部分仍滞留于原岩

中，因 而 变 质 岩 中 稀 土 元 素 具 有 重 要 指 示 意 义

（Ｚｈａｏ　Ｚｈｅｎｈｕ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片 岩 类 的 稀 土 总 量

变化 较 大（ΣＲＥＥ＝６２．９×１０－６～２９０×１０－６），

ＬＲＥＥ／ＨＲＥＥ比 值 为３．２６～１２．６（平 均７．０２），
（Ｌａ／Ｙｂ）Ｎ范围 为２．５２～１９．１（平 均８．５２），表 明 轻

重稀土分馏明显，轻稀土较为富集；而轻稀土分馏程

度（Ｌａ／Ｓｍ）Ｎ在２．６８～４．０３，重 稀 土 分 馏 程 度（Ｇｄ／

Ｙｂ）Ｎ在０．９４～３．０６（集中在１～２之间），表明轻稀

土分馏程度大于重稀土；除样品ＤＮ４１１７外，δＥｕ范

围在０．５８～０．９１之间，这是由于变质碎屑岩由沉积

作用和变质作用共同作用引起，但本区变质作用对

稀土元素影响较小，Ｅｕ异常主要为继承源区异常和

风化作用形成引起，Ｅｕ可在化学风化过程中优先带

出，因此沉积旋回中易形成Ｅｕ正异常；δＣｅ范围在

０．２４～１．１１；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配分模式总

体向右倾斜（图４ａ），Ｅｕ中等亏损；除阿老样品具Ｃｅ
亏损外，其他样品稀土元素的分布形式与大陆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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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７年

表２　滇东南猛洞岩群变质岩原岩恢复相关系数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ｔｏｌｉｔｈ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ｎｇｄ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样品编号 ＤＦ　 ａｌ　 ｆｍ　 ｃ　 ａｌｋ　 ｓｉ　 ａｌ＋ｆｍ－（ｃ＋ａｌｋ） Ａ　 Ｋ 原岩

Ｍｄ０９０１ －３．５７　 ３９　 ３８　 ６　 １７　 ３１５　 ５４　 ７１　 ６９ 砂质岩

Ｍｄ０９０２ －２．７０　 ４５　 ２３　 ８　 ２４　 ５３０　 ３５　 ６９　 ４４ 砂质岩

Ｍｄ０９０３ －８．００　 ２４　 ５９　 ７　 １１　 ９６　 ６４　 ６６　 ８４ 泥质岩

Ｍｄ０９０４ －２．１４　 ３９　 ２８　 １４　 １９　 ３７８　 ３４　 ６７　 ５３ 泥质岩

Ｍｄ０９０５ －４．０２　 ４９　 ３８　 ０　 １２　 ２６５　 ７５　 ８２　 ９２ 砂质岩

Ｍｄ０９０７ －２．２３　 ５６　 ３２　 ０　 １２　 ２４１　 ７６　 ８４　 ９３ 砂质岩

Ｍｄ０９０８ －３．７４　 ３８　 ４１　 ７　 １４　 ２３７　 ５８　 ７３　 ７４ 泥质岩

Ｍｄ０９１１ －３．９９　 ３９　 ２７　 １５　 １９　 ６０８　 ３２　 ６６　 ６４ 砂质岩

Ｍｄ０９１２ －１．１９　 ３４　 ３３　 １５　 １８　 ２９０　 ３３　 ６４　 ４６ 泥质岩

Ｍｄ０９１４ －２．５３　 ４０　 ３３　 ９　 １８　 ３５１　 ４４　 ７０　 ４８ 泥质岩

Ｍｄ０９１５ －３．７５　 ３７　 ３８　 ９　 １６　 ３４０　 ４９　 ７１　 ４２ 砂质岩

Ｍｄ０９１６ －１．５０　 ４２　 ３５　 ７　 １７　 ２４５　 ５４　 ７４　 ５３ 泥质岩

Ｍｄ０９１７ －０．４４　 ４０　 ３３　 ８　 １８　 ２４６　 ４７　 ７１　 ４３ 泥质岩

Ｍｄ０９１９ －３．２３　 ５８　 ２７　 ０　 １５　 ３６５　 ６９　 ８１　 ９３ 砂质岩

Ｍｄ０９２０ －２．７３　 ５６　 ２７　 ２　 １４　 ３３３　 ６７　 ８２　 ８９ 砂质岩

ＤＮ４１１６ －４．０４　 ４７　 ３７　 ３　 １３　 ２７６　 ６７　 ７９　 ８７ 砂质岩

ＤＮ４１１７ －６．３１　 ４７　 ３３　 ２　 １８　 ６４８　 ６０　 ７４　 ８８ 砂质岩

注：ｓｉ、ａｌ、ｆｍ、ｃ、ａｌｋ及ＤＦ计算方法参见游振东等（１９８８），王仁民等（１９８７）、Ｓｈａｗ（１９７２）。Ａ＝Ａｌ２Ｏ３／（Ａｌ２Ｏ３＋ＣａＯ＋Ｎａ２Ｏ＋Ｋ２Ｏ）×１００，Ｋ＝

Ｋ２Ｏ／（Ｎａ２Ｏ＋Ｋ２Ｏ）×１００。

图３　滇东南猛洞岩群西蒙尼图解和Ａ－Ｋ图解（据Ｓｉｍｏｎｅｎ，１９５３；Ｚｈｏｕ　Ｓｈｉｔａｉ，１９８４）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ｏｎｅｎ　ａｎｄ　Ａ－Ｋ　ｐｌｏｔ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ｃｋｓ　ｏｆ　Ｍｅｎｇｄ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ｆｔｅｒ　Ｓｉｍｏｎｅｎ，１９５３；Ｚｈｏｕ　Ｓｈｉｔａｉ，１９８４）

壳平均组成及澳大利亚页岩（ＰＡＡＳ）的稀土元素配分

模式相似；黏土类矿物含量越高，吸附稀土的能力越

强（Ｗ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ｇ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因此猛洞岩群片岩

类稀土含量高是由于原岩含泥质成分高所引起。

副片麻岩类稀土总量变化范围为ΣＲＥＥ＝５１×
１０－６～３０４×１０－６，ＬＲＥＥ／ＨＲＥＥ 比 值 为３．３４～
９．６６（平 均６．７４），（Ｌａ／Ｙｂ）Ｎ为２．９２～１０．２（平 均

７．８４），表明轻重稀土分馏明显，轻稀土较为富集；而
轻稀土 分 馏 程 度（Ｌａ／Ｓｍ）Ｎ在２．１２～４．０４，重 稀 土

分馏程度（Ｇｄ／Ｙｂ）Ｎ在１．０２～１．９５，表 明 重 稀 土 分

馏程度略大于轻稀土；除样品 ｍｄ０９１１外，δＥｕ范围

在０．５０～０．７５之间，引起Ｅｕ正异常的原因与上述

片岩类 相 同；δＣｅ范 围 在０．８６～１．０４；稀 土 元 素 球

粒陨石标准 化 配 分 模 式 总 体 向 右 倾 斜（图４ｂ），Ｅｕ
中等亏损；除南秧田样品的轻稀土元素配分模式与

大陆下地壳平均组成相似外，其余样品稀土元素的

配分模式与大陆上地壳平均组成的稀土元素配分模

式平行；占绝大部分的片麻岩与砂岩、杂砂岩的稀土

配分模式相似，表明副片麻岩原岩可能是砂岩、杂砂

岩类（Ｗ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ｇ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以 大 陆 上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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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滇东南猛洞岩群片岩（ａ）和片麻岩（ｂ）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配分图解（球粒陨石标准值引自Ｓｕｎ　ａｎｄ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ｉｓｔ（ａ）ａｎｄ　ｇｅｎｅｓｉｓ（ｂ）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ｅｎｇｄ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ｎ　ａｎｄ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壳物质为主。
由于微量元素中大离子亲石元素地球化学活动

性强，在后期变质－变形过程容易丢失或加入而出现

亏损或富集。而Ｔａ型元素（Ｈｆ、Ｐｔ、Ｔａ、Ｔｉ、Ｚｒ、Ｂａ）
在整个成岩－变 质 阶 段 保 持 稳 定，Ｆ型 元 素（Ｔｈ、Ｕ、

Ｚｎ、Ｃｄ等）除 麻 粒 岩 相 外 也 是 一 组 不 活 动 元 素

（Ｚｈａｏ　Ｚｈｅｎｈｕ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因而这些不活动元素

是标定猛洞岩群原岩地球化学的标志。猛洞岩群副

变质岩中不 活 动 元 素Ｚｎ、Ｚｒ、Ｂａ、Ｈｆ、Ｔａ、Ｔｈ、Ｕ 的

平 均 含 量 分 别 为 ２０８．９×１０－６、１９６．９×１０－６、

１７９５．３×１０－６、５．１×１０－６、１．５×１０－６、１３．６×１０－６、

１０．３×１０－６，与 上 地 壳 平 均 组 分 相 当（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表明猛洞岩群副变质岩的原岩物

源以上地壳物质为主。

４　讨论

４．１　源区风化沉积特征

沉积岩经历中级变质作用改造后已完全丧失原

有的组构特征，因此对变质碎屑岩的源区风化沉积、
物质组成及构造环境的判别需借助地球化学特征讨

论。前人研究表明，碎屑沉积岩的地球化学研究可

用来解释源区的岩石组成及其风化特征等（Ｎｅｓｂｉｔｔ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１９８２；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Ｆｅｄ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Ｂｈａｔ　ａｎｄ
Ｇｈｏｓｈ，２００１；Ｊｏ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其 中 化 学 蚀 变 指 数

（ＣＩＡ）、斜 长 石 蚀 变 指 数（ＰＩＡ）、成 分 变 异 指 数

（ＩＣＶ）（Ｆｅｎｇ　Ｌｉａｎｊｕ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Ｌｏ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及Ｔｈ／Ｕ、Ｒｂ／Ｓｒ等微量 元 素 比 值 可 以 示

踪碎屑沉积 物 的 源 区 物 质 和 成 因。在 计 算ＣＩＡ和

ＰＩＡ指数时，所用ＣａＯ的含量仅指硅酸盐中的ＣａＯ
含量，本 次 样 品 中 化 学 ＣａＯ 的 含 量 除 ｍｄ０９１２为

２．２１％，其余 均 低 于２％，且 无 明 显 的 碳 酸 盐 化，因

此，本次样品的ＣａＯ含量全部近似作为硅酸盐中的

ＣａＯ，并对其 中ＣａＯ＜０．０１％的 样 品，以０．０１％参

与计算，结果见表１。
化学蚀变指数（ＣＩＡ）可以指示碎屑沉积岩源区

物 质 所 遭 受 的 风 化 作 用 的 强 弱 （Ｎｅｓｂｉｔｔ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１９８２；Ｆｅｄ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猛洞岩群片岩类

ＣＩＡ指数为６６．８～８２．４０，代表温暖、湿润条件下中

等化学风化环境（图５）；片麻岩类ＣＩＡ指数为５４．２
～６６．３，反映经历寒冷、干燥的气候条件下低等化学

风化环境，或者是源区相对缺少化学风化作用所形

成的富铝矿物（图５）。风化趋势显示（图６），这套变

质沉积岩的物质源区可能来源于与英云闪长岩或花

岗闪长岩成分相当并经历了中等化学风化作用。
斜长石蚀变指数（ＰＩＡ）常用来单独指示斜长石

的风化状况（Ｆｅｄ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新鲜岩石ＰＩＡ指数

为５０，而黏 土 矿 物，如 高 岭 石、伊 利 石 及 蒙 脱 石 的

ＰＩＡ指数则接近１００（Ｆｅｄ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猛洞岩群

片岩 类 的 斜 长 石 主 要 为 拉 长 石、中 长 石、奥 长 石，

ＰＩＡ指数为７４．６～９７．２，反映源区内物质中黏土矿

物含量高，经历了强风化作用（图７）；片麻岩类斜长

石主要 为 拉 长 石、中 长 石 类，ＰＩＡ 指 数 为５５．３～
７２．０，反映源区内黏土矿物含量稍低，经历的风化作

用稍弱于片岩类（图７）。
成分变异指数（ＩＣＶ）是用于判断碎屑沉积岩序

３２４１



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７年

图５　滇东南猛洞岩群副变质岩ＣＩＡ－ＩＣＶ指数图解

（据Ｎｅｓｂｉｔｔ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１９８２）

Ｆｉｇ．５　ＣＩＡ－ＩＣＶ　ｐｌｏｔ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ｃｋｓ　ｏｆ　Ｍｅｎｇｄ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ｆｔｅｒ　Ｎｅｓｂｉｔｔ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１９８２）

图６　滇东南猛洞岩群变质沉积岩ＡＣＮＫ图解

（据Ｎｅｓｂｉｔｔ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１９８２；Ｆｅｄ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

Ｆｉｇ．６　ＡＣＮＫ　ｐｌｏｔｓ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ｎｇｄ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ｆｔｅｒ　Ｎｅｓｂｉｔｔ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１９８２；Ｆｅｄ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

列代表 第 一 次 沉 积 还 是 再 循 环 的 沉 积 产 物（Ｃｏｘ，

１９９５）。猛洞岩群片岩类成分变异指数ＩＣＶ值小于

１，表明其是来自成熟的并含有大量黏土矿物的沉积

源区，指示被 动 构 造 环 境 下 沉 积 物 的 再 循 环（Ｃｏｘ，

１９９５）。片麻岩类ＩＣＶ值大于１，说明这些变质碎屑

沉积岩来源于不成熟的物质源区，是活动构造带的

首次沉积，往往形成于活动大陆边缘的构造环境，属
构造活动时期的初始沉积（Ｃｏｘ，１９９５），反映近源沉

积的特征（图５）。上述ＣＩＡ指数、ＰＩＡ指数及ＩＣＶ

图７　滇东南猛洞岩群变质沉积岩ＡＫＣＮ图解

（据Ｎｅｓｂｉｔｔ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１９８２；Ｆｅｄ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

Ｆｉｇ．７　ＡＫＣＮ　ｐｌｏｔｓ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ｎｇｄ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Ｎｅｓｂｉｔｔ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１９８２；Ｆｅｄ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

值，一方面表明猛洞岩群片岩类可能经历了强烈的

风化作用，且原岩为泥质岩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

物源特征和构造环境的判别应依靠副片麻岩类。
在氧化条件下，Ｕ＋４可被氧化为易溶的Ｕ＋６被流

体带出体系，而Ｔｈ在此过程中则保持其稳定性，因

此沉积循环将导致Ｔｈ和 Ｕ的分馏（ＭｃＬ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０）。持续的风化循环及再沉积作用，将使

碎屑沉积岩的Ｔｈ／Ｕ比值增加，因此可以通过Ｔｈ／Ｕ
比值的增加 来 示 踪 风 化 及 沉 积 过 程（ＭｃＬ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０）。猛洞岩群大多数碎屑沉积物样品 的

Ｔｈ／Ｕ跨度较大（０．１４～７．８０），平均值（３．４５）略低于

上地壳的平均值（３．８），其中大丫口、猛洞、滑石板等

地区的副片麻岩可能含高Ｕ岩石致Ｔｈ／Ｕ＜１，接近

上地 幔 的 岩 石 地 球 化 学 特 征（Ｌｉｕ　Ｙｉｎｇ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４），其他样品的风化趋势较明显，表明该套碎屑岩

岩石源区经历了较复杂的沉积演化过程（图８）。
风化和成岩作用可以导致碎屑沉积岩的Ｒｂ／Ｓｒ

比值明显升 高，高 的Ｒｂ／Ｓｒ比 值（＞０．５）也 可 以 用

来示踪 风 化 及 沉 积 作 用 循 环（ＭｃＬｅ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３）；猛 洞 岩 群 碎 屑 沉 积 岩 的 Ｒｂ／Ｓｒ为０．４９～
１６．５３（平均３．３７）；低 Ｒｂ／Ｓｒ比 值 的 样 品 与 Ｔｈ／Ｕ
＜１基本一致，反映岩石源区经历了较简单的沉 积

过程；高Ｒｂ／Ｓｒ反映了源区可能有云母的富集。上

述判别显示该套碎屑岩经历了较复杂的沉积演化过

程，与Ｔｈ／Ｕ判别结果基本一致。

４．２　源区物质组成及来源

在岩石风化的早中期，碱金属以及碱性元素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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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滇东南猛洞岩群副变质岩Ｔｈ－Ｔｈ／Ｕ图解

（据 ＭｃＬｅｒ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０）

Ｆｉｇ．８　Ｔｈ－Ｔｈ／Ｕ　ｐｌｏｔ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ｃｋｓ　ｏｆ　Ｍｅｎｇｄ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ｆｔｅｒ　ＭｃＬｅｒ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０）

有较强的 溶 解 性，易 发 生 丢 失，但 Ａ１、Ｇａ、Ｔｉ、Ｚｒ、

Ｈｆ、Ｓｃ、Ｙ、Ｎｂ、Ｔｈ和ＲＥＥ等 元 素 则 相 对 稳 定 不 易

丢失（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５）。因 此，ＲＥＥ、Ｓｃ、Ｔｈ和 高 场 强

元素是描述沉积岩源区性质最为理想的元素。
在Ｌａ／Ｔｈ－Ｈｆ图 解 中（图９），猛 洞 岩 群 多 数 碎

屑沉积岩落入酸性岛弧源区及少量古老的沉积物物

质源区。砂岩－泥 岩 套 的 物 源 区 指 纹 的 判 别 图 解 可

有效判 别 碎 屑 岩 的 物 质 源 区（Ｒｏｓｅｒ　ａｎｄ　Ｋｏｒｓｃｈ，

１９８８），碎屑岩样品主要落入石英岩沉积物源区及中

性火成岩的物源区（图１０）。因此，猛洞岩群的源区

物质以石英岩沉积物源区为主，混合少量中性火成

岩物 源 区。结 合 区 域 地 质 情 况，Ｌｉｕ　Ｙｕ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获得该区斜长角闪片麻岩另两期继承锆石为

８２９Ｍａ、１８３１Ｍａ，反映该区存在多期的岩浆活动，
并且暗示滇东南地区存在古元古代的结晶基底，也

在一定程度 上 将 猛 洞 岩 群 形 成 沉 积 时 代 上 限 定 为

７６１～８２９Ｍａ。特别是副片麻岩类原岩来源于不成

熟的物源区，显示出活动构造环境沉积物的特征，为
近源沉积的产物。因此，该套变质沉积岩可能经历

了复杂的演化过程，中性岩火成物源区物质可能与

这两期岩浆岩风化剥蚀具配套性。另外，石英岩沉

积物源区反映了搬运距离较远，分选较好，可能为古

老沉 积 物 质 再 循 环，与 Ｌａ／Ｔｈ－Ｈｆ图 解 判 别 基 本

一致。

４．３　构造背景的分析

碎屑沉积岩的地球化学特征与物质组成密切相

图９　滇东南猛洞岩群副变质岩Ｌａ／Ｔｈ－Ｈｆ图解

（据Ｆｌｏｙｄ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７）

Ｆｉｇ．９　Ｌａ／Ｔｈ－Ｈｆ　ｐｌｏｔ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ｃｋｓ　ｏｆ　Ｍｅｎｇｄ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Ｆｌｏｙｄ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７）

图１０　滇东南猛洞岩群沉积物源区判别图

（据Ｒｏｓｅｒ和Ｋｏｒｓｃｈ，１９８８）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Ｍｅｎｇｄ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ｆｔｅｒ　Ｒｏｓｅｒ　ａｎｄ　Ｋｏｒｓｃｈ，１９８８）

关，而物质组成与其物源和大地构造环境有关，因此

碎屑沉积岩地球化学特征可以用来反演构造背景，
并利用地球化学特征划分出大洋岛弧、大陆岛弧、活
动大陆边缘 及 被 动 大 陆 边 缘 等 四 种 典 型 构 造 环 境

（Ｂｈａｔｉａ　ａｎｄ　Ｃｒｏｏｋ，１９８６；ＭｃＬｅ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１）。
基于澳大利亚东部古生代浊积岩系列的研究，

Ｂｈａｔｉａ（１９８３）认为碎屑沉积岩中的砂岩的主量元素

可以反映其成因及构造背景，从大洋岛弧到被动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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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的 砂 岩，其Ｆｅ２Ｏ３＋ＭｇＯ、ＴｉＯ２和 Ａｌ２Ｏ３比 值 降

低，而Ｋ２Ｏ／Ｎａ２Ｏ和 Ａｌ２Ｏ３／（ＣａＯ＋Ｎａ２Ｏ）比 值 增

加，其数据可 参 见 表３。猛 洞 岩 群 的 副 片 麻 岩 原 岩

恢复为 砂 岩、杂 砂 岩，符 合 上 述 要 求，其 Ｆｅ２Ｏ３＋
ＭｇＯ 为 ３．５１％ ～２３．５％ （平 均 ８．３９％），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为０．１１～０．４９（平 均０．２２），Ｋ２Ｏ／Ｎａ２Ｏ 为

０．７４～５．２１（平 均１．５５），Ａｌ２Ｏ３／（ＣａＯ＋Ｎａ２Ｏ）为

２．６４～５．９２（平 均４．１３），上 述 参 数 不 同 于 大 洋 岛

弧、活动大陆边缘，而兼具被动大陆边缘与大陆岛弧

的特 点（Ｂｈａｔｉａ，１９８３）。ＳｉＯ２－Ｋ２Ｏ／Ｎａ２Ｏ图 解（图

１１ａ）显示片岩类样品落于活动大陆边缘，片麻岩类

样品主 要 落 于 被 动 大 陆 边 缘（Ｒｏｓｅｒ　ａｎｄ　Ｋｏｒｓｃｈ，

１９８８），由于样品 遭 受 过 强 风 化 作 用，Ｋ和 Ｎａ元 素

均有丢失，且Ｋ比Ｎａ元素丢失更严重，因此该图解

判别不准确。

稀土和微量元素的特征可用来反映构造背景和

源区类型，不同构造环境碎屑沉积物物质源区不同

（表３）。本 文 中 副 片 麻 岩 Ｌａ、Ｃｅ、ΣＲＥＥ、Ｌａ／Ｙｂ、
（Ｌａ／Ｙｂ）Ｎ、ＬＲＥＥ／ＨＲＥＥ、Ｅｕ／Ｅｕ＊ 等 微 量 和 稀 土

地球化学特征不同于大洋岛弧、活动大陆边缘碎屑

沉积物特征，而与大陆岛弧碎屑沉积物特征极为相

近（表３）。为进一步区分这套变质沉积岩的构造环

境，使用不活泼元素Ｔｈ－Ｓｃ－Ｚｒ／１０和Ｌａ－Ｔｈ－Ｓｃ两个

图解（图１１ｂ和图１１ｃ）（Ｂｈａｔｉａ　ａｎｄ　Ｃｒｏｏｋ，１９８６），结
果大多数样品均落入大陆岛弧区，表明猛洞岩群的

变质碎屑岩 可 能 沉 积 于 与 大 陆 岛 弧 相 关 的 沉 积 盆

地，这种环境下形成的碎屑沉积物，主要来自长英质

岩浆岩或火山岩。区内发现较强烈火山沉积产物，
也不支持其构造环境为被动大陆边缘的观点。

表３　滇东南猛洞岩群砂岩地球化学参数与构造背景（据Ｂｈａｔｉ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３修改）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Ｍｅｎｇｄ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ｈａｔｉ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３）

构造环境 源区类型

（％） （×１０－６）
Ｆｅ２Ｏ３

＋ＭｇＯ

Ａｌ２Ｏ３
／ＳｉＯ２

Ｋ２Ｏ

／Ｎａ２Ｏ

Ａｌ２Ｏ３
／（ＣａＯ＋Ｎａ２Ｏ）

Ｌａ　 Ｃｅ ΣＲＥＥ　 Ｌａ／Ｙｂ （Ｌａ／Ｙｂ）Ｎ
ＬＲＥＥ
／ＨＲＥＥ

Ｅｕ／Ｅｕ＊

大洋岛弧
未切割的

岩浆弧
１１．７３　 ０．２９　 ０．３９　 １．７２　 ８±１．７　１９±３．７　５８±１０　４．２±１．３　２．８±０．９　３．８±０．９　１．０４±０．１１

大陆岛弧
切割的

岩浆弧
６．７９　 ０．２　 ０．６１　 ２．４２　 ２７±４．５　５９±８．２　１４６±２０　１１±３．６　７．５±２．５　７．７±１．７　０．７９±０．１３

活动大陆边缘 基底隆起 ４．６３　 ０．１８　 ０．９９　 ２．５６　 ３７　 ７８　 １８６　 １２．５　 ８．５　 ９．１　 ０．６

被动大陆边缘
克拉通内

构造高地
２．８９　 ０．１　 １．６　 ４．１５　 ３９　 ８５　 ２１０　 １５．９　 １０．８　 ８．５　 ０．５６

猛洞岩群

片麻岩
？ ８．３９　 ０．２２　 １．５５　 ４．１３　 ３４．５４　 ６３．６７　 ３２７．３　 １０．１６　 ７．２９　 ６．７４　 ０．６６

４．４　猛洞岩群变质沉积岩的亲缘性

大多学者认为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的拼合为华

南地块，其时代限制在８７０～８２０Ｍａ（Ｚｈｏｕ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Ｓｈｕ　Ｌｉａｎｇｓｈ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属 于 全 球

Ｒｏｄｉｎｉａ超大陆的一部分；南华裂谷与康滇裂谷盆地

沉积 超 覆 的 开 启 时 间 约 为８２０Ｍａ（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２００９；Ｚｈｕｏ
Ｊｉｅｗ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且康滇裂谷盆地属于典型的半地堑盆地，物

源主要来自昆阳群（Ｚｈｕｏ　Ｊｉｅｗ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昆

阳群为一套浅变质的陆源碎屑岩、碳酸盐岩及少量

火山 岩，厚 度 达 万 米，形 成 时 代 限 定 为 中 元 古 代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Ｗｕ　Ｍａｏｄ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Ｓｕｎ　Ｚｈｉ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Ｌｉ　Ｈｕａｉｋｕ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Ｌｉ　Ｈｕａｉｋｕ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根 据 昆 阳 群 碎 屑

锆石年龄以及 Ｈｆ同 位 素 特 征，认 为 昆 阳 群 的 碎 屑

物质主要来自华夏地块。

新元古代时期，滇东南老君山地区及其所在的

越北地块，可能位于南华裂谷之西延与康滇裂谷之

南延的交汇部位。猛洞岩群变质碎屑岩物质来源较

为复杂，一部分可能来自于近源的岩浆风化沉积产

物，与Ｌｉｕ　Ｙｕ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报道的残留岩浆 锆

石年龄相匹配；另一部分可能形成于华夏板块向扬

子地块俯冲过程中，为南华裂谷盆地与康滇裂谷盆

地峰期阶段沉积的 产 物（Ｌｉ　Ｘｉａｎｈｕ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可能为古老沉积物质再循环，此时具地理优势的昆

阳群为滇东南地区及越北地块提供物源基础。

综上所述，猛洞岩群变质碎屑岩可能沉积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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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滇东南猛洞岩群变质沉积岩ＳｉＯ２－Ｋ２Ｏ／Ｎａ２Ｏ２，Ｌａ－Ｔｈ－Ｓｃ及Ｔｈ－Ｓｃ－Ｚｒ／１０
构造环境判别图解（据Ｂｈａｔｉａ　ａｎｄ　Ｃｒｏｏｋ，１９８６）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ＳｉＯ２－Ｋ２Ｏ／Ｎａ２Ｏ２，Ｌａ－Ｔｈ－Ｓｃ　ａｎｄ　Ｔｈ－Ｓｃ－Ｚｒ／１０ｏｆ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ｃｋ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ｎｇｄ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ｆｔｅｒ　Ｂｈａｔｉａ　ａｎｄ　Ｃｒｏｏｋ，１９８６）

大陆岛弧环境相关的裂谷盆地，推测物质来源于昆

阳群和原地岩浆风化沉积产物，其原岩形成与扬子

地块有较强的亲缘关系。

５　结论

（１）猛洞岩群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地球化学判别

图解及稀土元素配分模式表明，片岩类原岩以泥质

岩和黏土岩为主，含少量岩屑砂岩及粉砂岩，副片麻

岩类原岩为长石砂岩、石英长石杂砂岩等，原岩物源

以上地壳物质为主。
（２）化 学 蚀 变 指 数（ＣＩＡ）、斜 长 石 蚀 变 指 数

（ＰＩＡ）、成分 变 异 指 数（ＩＣＶ）及 相 关 微 量 元 素 比 值

表明了片岩类原岩形成后经历强风化作用，可能与

其含泥质成分高有关；副片麻岩类原岩来源于不成

熟的物源区，显示出活动构造环境沉积物的特征，推
测为近源沉积的特点。Ｔｈ／Ｕ与Ｒｂ／Ｓｒ比值反映部

分碎屑岩源区经历了较复杂的沉积演化过程。
（３）猛洞岩群的源区物质以石英岩沉积物源区

为主，混合少量中性火成岩物源区。石英岩沉积物

源区可能反映了搬运距离较远，分选较好，可能为古

老沉积物质再循环；中性火成岩物源区可能来自于

原地早元古代基底的风化剥蚀产物，与滇东南地区

早期岩浆活动风化产物有关。
（４）猛洞岩群变质岩原岩可能沉积于大陆岛弧

相关的沉积盆地环境，其作用于华夏与扬子板块拼

贴之前，物源以昆阳群和原地风化沉积产物为主，推
测与扬子地块具有较强亲缘性。

致谢：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胡静和包广萍老师完成微量

元素测试，主量元素由广州奥实测试公司完成，对上

述提供帮助的单位和老师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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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矿局第二区 域 测 量 大 队．１９７６．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区 域 地

质报告（１∶２０万）马关幅．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１９９９．中华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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