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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 福 建 地 质 G e o lo g y o f F u jia n

造山带中镁铁
一

超镁铁岩的不同定年方法简评

—
以闽北顺昌岩体为例

¹

任胜利
(中国地质大学地矿系

,

北京
, 10 0 0 8 3)

孙 敏
(香港大学地质系

,

香港 )

李继亮 周新华
(中国科学院地质所

,

北京
, 10 0 0 29 )

摘 要 通过对不同同位素体系测年方法的分析
,

并结合闽北顺昌镁铁
一

超镁铁杂岩的系统同

位素年代测定结果
,

提出造山带中变质镁铁
一

超镁铁岩的年代测定应以颗粒铅石 u 一Pb 法和全岩 S m -

N d 等时线法为主
,

对 R 卜 s r
、 ‘。A r 一3 , A r

和 K 一 A r
同位素测年结果的应用应持慎重态度

。

关键词 同位素年代学 变质镁铁
一

超镁铁岩 闽北顺昌

1 引言

变质镁铁
一

超镁铁岩的年代测定是造山带研究中十分重要但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

长期 以

来
,

对华南地区变质岩中出露零星
、

但分布广泛的镁铁
一

超镁铁岩生成时代的争论是本区不同

构造单元的时代属性研究出现反复的主要原因之一
。

近年来
,

随着 R b
一

sr
、 s m 一N d 、

常规错石

U
一

Pb 及颗粒错石 U
一

Pb 定年方法的发展和应用
,

华南地区的年代学乃至大地构造演化研究取

得了许多重要进展
。

另一方面
,

由于华南不同时代的造 山带因后期构造热事件的改造而普遍

存在一定程度的变质变形作用
,

因此
,

对不同同位素体系的定年方法若不加区别地应用就会

导致年代学研究方面的一些混乱
,

这一点 已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 〔‘拟〕
。

本文试结合闽北顺昌镁

铁
一

超镁铁岩的同位素年代学研究对不同同位素体系测定变质火成岩生成时代的可靠性进行

简要评述
。

2 不同同位素体系测年方法简评

同位素地质年龄系指岩石或矿物冷却至封闭温度 (矿物开始计时的温度 ) 以后所经历的

时间
,

其前提是 自岩石 (矿物 ) 形成后一直保持着同位素体系的封闭
。

实际上
,

由于不同矿

来稿于 19 9 5 年 12 月 25 日收到
。

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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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不同同位素体系的封闭温度不同
,

它们在成岩期后的抗扰动能力也有较大差异
,

从而利

用不同同位素方法测年结果也不尽相同
,

尤其对于变质程度较高的岩石来说
,

这种差异更为

明显
。

已有的经验及理论表 明川
一
[sj

,

在岩体经历过多期次的变质
、

变形及岩浆热事件的影响后
,

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

某些方法获得的年龄数据才有可能代表岩石的真实成岩年龄
。

在多

数情况下
,

特别是高温及有流体参加的变质时
,

会使岩石的同位素体系发生重置 (r es et )
,

故

而不同方法获得的年龄值往往具有不同的地质意义
,

有时甚至不具任何地质意义
。

因此
,

在

进行年代学工作时
,

应结合地质实际及有关测试方法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不能简单地肯

定或否定由某种方法所测定的年代学数据
。

下面试对不同同位素体系的定年方法作一简评
。

2
.

I K
一

A r 、 ‘O A r 一 3 9A r 及 R b
一

s r
体系

不同矿物的 K
一

Ar
、 ‘。A r 一 3 9A r 及 R b

一

sr 体系的封闭温度普遍偏低 (多小于 5 0 0
‘

C ) 且母子体

间差别较大 (表 1 及图 1 )
,

此外 K
、

A r 、

R b
、

s r 这 4 个元素在蚀变变质过程中均属于强活动

性元素
,

因此
,

对于变质岩尤其是有流体加入的变质体系来说
,

其 K
一

Ar
、 ‘“

Ar
一 3,

Ar 及 R b
一

Sr 同

位素年龄多为受改造年龄或混合年龄
。

此外
,

角闪石或辉石类的矿物本身可能含有外来 A r (继承 A r 或过剩 A r )
,

因而有时会给

出毫无地质意义的老年龄
,

这也是利用该类矿物进行 K
一

Ar
、 ‘“

Ar
一
39 A r 法定年的不利因素之一

。

2
·

2 S m
一

N d 体系

S m
一

N d 法定年具有以下独特的优点
:

¹ S m
、

N d 同属难熔固体元素
,

有较强抗风化
、

蚀变能力
;

º 二者的结 晶化学性质十分接近
,

从而使得由母体 ( “ 7 S m ) 衰变形成的子体 (川N d) 容

易在原晶格位置一起被保存下来
;

» “ 7S m 的半衰期较长 (l
.

06 x 10 “年 )
,

有利于测定古老岩石的年龄
。

上述 特点使得 S m 一

N d 法成功地测定了许多其它方法无法解决或测定十分 困难的前寒武

纪变质岩及变质的镁铁
一

超镁铁岩年代
。

2
·

3 U
一 p b 体系

由于 U 有两个 同位素 ( ’3 5U
、 ’3 8U ) 可衰变成两个 p b 同位素 ( 2。, P b

、 2 0 6 Pb )
,

因而通过测

定 U
、

p b 的丰度及 p b 同位素的组成
,

可获得三组年龄值 ( 2。, Pb
一 20 6Pb

、 ’。, P卜
235u

、 ’。6Pb
一 , 38 u )

,

利用这些年龄值的差异可判断在岩石形成之后其 u
一

P b 体系受到干扰的程度
。

错石是火成岩中常见的副矿物
,

由于其结晶格架坚 固
,

封闭温度较高 (表 1 )
,

因而是 u
-

P b 法最主要的定年矿物
。

传统的常规错石测定是将错石按粒级
、

磁性
、

颜色等物理性质分组

测试
,

获取不一致与谐和线的上下交点年龄
。

该方法因测定时需用的错石量较大而常混入不

同成因的错石
,

故而构成不一致线的各组错石成因也可能不同
,

因此就有可能得到地质意义

不明确的混合年龄
。

近年来
,

随着错石 U
一

Pb 测定技术的提高
,

可采用颗粒错石蒸发法和颗粒

错石稀释法进行测年工作
,

因而有可能将同一岩体中不 同时代
、

不同成因的错石分开
,

以给

出较为可靠的年龄值
。

就造山带地 区受变质的镁铁
一

超镁铁岩来说
,

其确切的生成时代之所 以难以确定
,

主要原

因可归结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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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
O八曰
nUn”0

nUnU0nU
n曰O八�b42

�口
。

�侧鸭国粼

年龄 ( M
a

图 l 不同矿物封闭温度图 (据 R o lo in s o n ,

1 9 9 3 )

F ig
.

I D 讯gr a m s h o w i n g th e e n c l韶ed t e m pe ra tu r e s o f s o m e m i n e ra ls

表 1 矿物记时的封闭温度 (矿物冷却速率为 1一 10 ℃ / Ma)

T a b le 1 E n e l以蛇d te m pe ra tu res
o f so m e m i n e ra is in th e d i ff e re n t is o to Pi e sy s t e m

体体 系系 矿 物 温 度 ( ℃ ) 粒 度度

KKK 一A rrr 徽斜长石 1 5 0一 2 50 12 5一 2 5000

lllll 黑云母 3 0000

AAA r 一A rrr 白云母 3 5 0一 4 0000

体体 系系 角闪石 4 5 0一 5 00 1 6 000

RRR b 一S rrr 正长石 3 2 0 10 0 000

体体体 黑云母 3 5000

系系系 白云母 4 5 0一 5 0 000

UUU 一Pbbb 磷灰石 3 5 0一 5 5 0 2 0 0一 1 00 000

体体体 金红石 3 8 0一 4 2 0 1 3 0一 4 3 000

系系系 相石 5 0 0一 6 7 0 5 0 0一3 0 0 0 000

独独独居石 6 5 7一 7 4 0 4 0一 2 0 000

石石石榴子石 > 8 00 > 5 0000

错错错 石 > 9 0 000

注
:

转引自陆松年
,

1 9 9 3 ( 据 M e z g e r , 1 9 9 0 )
。

¹ 由于受多期次热事件的强烈改造
,

K
一

Ar
、 ‘

OA r一 39 Ar
、

R b
一

sr 等定年方法 已难以反映它们

的真实成岩年龄
;

º u
一

Pb 法定年的主要对象错石在镁铁
一

超镁铁岩中很难选出
,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该方法的应用
;

» s m 一N d 法测定晚前寒武纪和显生宙的年龄
,

既需要同一岩体的不同样品间有较大的同

位素组成差异
,

又需要实验有很高的精度
,

因此使得该方法的应用也十分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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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顺昌镁铁
一

超镁铁杂岩同位素年代学

该杂岩体位于顺昌县城西 2 k m 处
,

露头沿公路旁侧断崖 良好出露数百米
。

组成该杂岩体

的主要岩性为角闪辉长岩及辉闪石岩
,

此外还有少量的闪长岩
、

斜长岩及厚 20 一 4 0 c m 的辉绿

岩和长英质岩脉 (岩脉产状
: 8 50 艺6 50 )

。

岩石呈规模较大的岩块或相互包裹的团块状产出
,

不

同岩性间界限清楚
,

杂岩体内部不同规模
、

级次的断裂滑动构造十分发育 (滑动面产状
: 4 50 一

6 0
0

乙 3 5
0

一 4 0
0

)
。

岩体侵位于麻源群黑云石英片岩中
,

岩石普遍具绿片相蚀变变质作用
。

组成该杂岩体主

要岩性的岩石学特征描述如下
:

辉长岩
:

细中粒结构
,

辉长结构
。

主要组成矿物为辉石 (4 5 % 士 )
、

斜长石 (5 0 % 士 )
,

此

外尚见少量不透明矿物
。

辉石多呈 0
.

4一 3 m m 的短柱状
、

粒状充填于斜长石格架中
,

多蚀变

为角闪石
,

常沿解理发育绢云母化等进一步的蚀变作用
,

偶见有强退蚀变矿物黑云母出现
,

并

伴有细粒金属矿物析出
;
斜长石呈 0

.

5一 3
.

0 m m 的柱粒状杂乱分布
,

与充填于其格架间的辉

石构成较典型的辉长结构
,

聚片双晶发育
,

并伴有卡
一

钠复合双晶
,

A n 一 58 (卡
一

钠复合双晶法

测定 )
,

由于受轻微蚀变影响晶面不干净
。

辉闪岩
:

具细中粒结构
,

暗色矿物辉石
、

角闪石多具强绿泥石化
、

阳起石化
、

绢云母化

等蚀变
,

并伴有不透明矿物析出
,

偶见解理弯曲变形
。

系统 的主
、

微量元素分析表明
,

该杂岩体具同源岩浆的成岩作用特征
,

且成岩过程中有

一定程度 的分离结晶和部分熔融作用 (将另著文详述 )
。

在主
、

微量元素分析的基础上
,

我们选择其 中部分样品进行系统的同位素年龄测试
,

下

面试对不 同测年方法所得出的不同测定结果进行讨论
。

3
.

I K
一

A r 、 ‘O A r一 3 9 A r
年龄

杂岩体中辉闪石岩的全岩 K
一

A r
年龄测定结果为 1 27

.

9 士 3
.

7 M a (表 2 )
。

表 2 顺昌岩体辉闪石岩 K
一

A r
年龄测定结果

T a b le 2 D a

血9 r

esu
lts (b y th e K

一

A r

me th od ) o f pyr ibo les fr o m th e S h u n eh a n g m 毗if

样样号号 KKK ‘o A r (r a d ))) 40 A r (r a d ))) 表面年龄龄

(((((% ))) (克分子 / 克 ))) (写 ))) (M a )))

XXX C 9 2 2 000 0
.

6 555 1
.

4 9 4 又 1 0 一 1000 8 5
.

2 999 1 2 7
.

9士 3
.

777

辉长岩的 Ar
一

Ar 全岩年龄测定结果见表 3 及图 2
。

样品在第一加热阶段 (4 0 0 ℃ ) 时有少

部分 俨Ar 析出量为 0
.

61 % ) 异常高的年龄值 (l 6 28 Ma) 显示
,

可能是蚀变变质中由晶格

内扩散到非晶格位置 的少量 Ai 在低温下容易释放的缘故
。

由表 3 及图 2 可看出
, ‘。

Ar
一 39

Ar 视

年龄的最高值为 3 36
.

4 M a ,

但其视年龄值主要集中在 1 62 一 1 63 M a (
3 9

Ar 析出量为 40
.

33 % )

及 1 79 一 1 82 M a (39 Ar 析出量为 62
.

57 % ) 两个区段
,

此外还有更低的视年龄显示 (81
.

4 Ma 和

96
.

5 M a )
,

反映了岩体受多期次热改造作用的影响
。

3
.

2 颗粒错石 u
一

Pb 年龄

从 x c g 2 0 4 号样品 (辉长岩 ) 中挑选出的颗粒错石年龄测定结果见表 4
。

表 中 1 号点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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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顺昌岩体辉长岩“A r一 ”A r
年龄测定结果

T a b le 3 D a tin g res u lis (b y th e ‘oA r 一 , . A r m e t hod ) o f 醉b b r

昭 fro m th e S h u n e h a n g m 别蹈if

阶阶段 / 温度 (℃ )))
4 0 A r 一 3 9 A r ‘o A r

一
3 9A r 3 7A r 一 39 A r 3 9 A r ( 只 1 0 一

’Z m o l) 3 9 A r (% ) 视年片 (M a )))

111 / 4 0 000 1 6 7 0
.

1 4 0
.

6 6 0
.

0 9 8 0
.

6 1 16 2 8
.

2士 3 3
.

000

222 / 7 0 000 11 0
.

0 2 0
.

1 3 0
.

5 8 9 3
.

67 8 1
,

4 士 2
.

444

333 / 8 5 000 17 0
.

0 4 0
.

2 2 0
.

2 9 3 1
.

8 3 9 6
.

5士 2
.

888

444 / 9 5 000 13 0
.

0 2 0
.

1 0 2
.

5 10 1 5
.

6 5 16 3
.

0士 4
.

777

555 八0 5 000 1 1 0
.

0 1 0
.

1 3 2
.

3 5 5 1 4
.

6 8 16 2
.

1士 4
.

777

666八 15 000 12 0
.

0 1 0
.

1 3 1
.

9 6 3 1 2
.

2 4 18 1
.

8 土 5
.

222

777 八3 0 000 1 3 0
.

0 1 0
.

0 9 8
.

07 5 5 0
.

3 3 1 7 9
.

2 士 5
.

111

888 八5 5 000 1 09 0
.

3 0 0
.

6 2 0
.

16 1 1
.

0 0 3 3 6
.

4士 1 1
.

777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XXXXX C : NP- 3

一
1 00000

000800400600200

�
.
芝�姗窈

3 9
A r ( % )

图 2 顺昌辉长岩4. Ar
一”
Ar 年龄谱图

F i g
.

2 D i a盯a m sh o w i n g th e ‘. A r一 ’. A r da tin g res
u lts o f ga bb r

oes in S h u n e han g ,

N o rt h e rn F u jis n

表 4 顺昌岩体单颗粒结晶错石 U 一

Pb 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

T a b le 4 D a t i n g r es u lts ( by th e U
一

Pb m e thod ) of sin gl e c ys ta】I i n e z ir e o 盯因 fr o m th e S h u n c h a n g m 别铝i f

点点点 浓度 ( pp m ))) u 一Pb 同 位 素 原 子 比 率率 表面年龄值 (Ma)))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UUUUU Pbbb 2 0 6 Pb
--- 2 08 P b

--- 2 0 6P b 一 2 38 UUU 20 7 Pb --- 2 07 P b --- Zo 6 Pb --- 2 07 Pb --- 20 7 Pb
---

2222222 04 P bbb 20 石Pbbbbb 23 5 UUU 20 6 Pbbb 23 吕UUU 2 35 UUU Z o6 Pbbb

lllll 1 1 0 5 1 3 111 1 2 111 0
.

3 5 7 999 0
.

0 6 4 7 777 0 4 7 4 666 0
.

0 5 3 1 444 4 0 4
.

666 3 9 4
.

333 3 3 4
.

777

22222 9 9 1 8 333 3 6 222 0
.

2 4 5 888 ( 2 7 ))) ( 2 1 5 ))) ( 2 2 7 ))) 4 0 3
.

222 4 0 2
.

444 3 9 7
.

666

00000000000
.

0 6 4 5 555 0 4 8 6 333 0
.

0 5 4 6 444444444

((((((((((( 2 8 ))) ( 1 29 ))) ( 13 6 )))))))))

色透 明不规则粒状晶

两颗错石的棱角明显

面年龄介于 3 34 一 4 05

体
,

颗粒重 10 咫
,

2 号点为浅黄色透明不规则粒状晶体
,

颗粒重 20 雌
。

,

表明其形成后受改造的可能性较小
。

测定结果表明
: 1 号点的 U

一

P b 表

Ma (其中
’07 P b

一 ’35 u 和
’07 P b

一’06 Pb 给 出的表面年龄值偏低
,

可能与该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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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小
、

测定误差较大有关 ) ; 2 号点的 u 一

Pb 表面年龄为 3 97 一 40 3 M a 。

一般来说
,

颗粒铅石测年的几组数据中以
2 06 Pb

一

238 U 的表面年龄值较为可靠
,

这是因为由

于测定的错石常带有含杂质的微裂隙
,

因而在进行年龄测定时不可避免地有少量非放射成因

铅杂质的干扰
,

而
2 06 P b

一

238 u 表面年龄对非放射成因铅的变化 (波动 ) 不敏感
,

因而 由其给出

的 表面年 龄值受干 扰较 小
。

表 4 中两颗错 石 的
2 06 Pb

一

238 U 表面年 龄值十分接近
,

分 别为

4 0 4
·

6 M a和 4 0 3
·

2 M a ,

此外
,

两颗错石的
2 0 6 p b

一 2 3 8U 和
Z o 7 p b 一 , 3 5U 表面年龄的统计权平均年龄为

4 03
·

9士 1
·

2 Ma (图 3 )
,

与它们的
’06 P b 一

238 U 表面年龄值十分一致
,

较为精确地反映了杂岩体的

成岩时代
。

3
·

3 R b 一s r 、

S m
一

N d 等时线年龄

杂岩体的全岩 R b 一

Sr 同位素测定结果见表 5
。

由表可见 5 个样品测定结果的相关性不明

显
,

其中样品 X C 9 2 0 6
、

X c 9 2 2 0 的
“7 S r /

8 6 S r 测定值中等
,

但
日7 R b /

8 6s r
值明显偏大

,

表明了该杂

岩体的 R b
一

s r 同位素体系已受到扰动
。

因此
,

由 x e 9 2 0 3
、

x e 9 2 0 4
、

x e 9 2 17 3 个样品的测定结

果求得 3 56 士 25 M a 的 R b / Sr 等时线年龄 (图 4) 代表的可能是一次强烈的热事件年龄
。

0
.

7 1 5 0 r es 一一

一
一一- 钾- - - - - - -

A = 0
.

7 0 6 5 7 4 土 0
.

0 0 0 3 4 3

T = 3 5 6
.

2 士 2 5
.

IM
a

R = 0
.

9 9 7 8

X C 9 2 4
x e 9 2 3

.

/

0 8 0 0

7 1 3 0

0710

�明:\
�

环
,

0 7 0 0

X C 9 1 7
门6(0

八曰

�岁
。

\全寒
。

0
.

0 5 0 0

0
.

3 5 0

图 3

0
.

4 5 0 0
.

5 5 0 0
.

6 5 0

2 0 7 P b /
2 3 5 U

辉长岩中颗粒错石的谐和图

F ig C o n e o rd a n e y d i a gr a m o f s in gl e z i r e o n s

f r o m th e ga bbr o in th e S h u n e h a n g m ass if

0
.

7 0 9 0 1_ / 月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

0 0
.

5 1
.

0

5 7R b /
““S r

图 4 顺昌镁铁
一

超镁铁杂岩 R b 一

sr 等时线

Fi g
.

4 D i a gr a m s h o w i n g th e R b 一S r is o c h r

on
e u r v es o f m a f i e 一 u ltra m a f i C n 〕C如 i n

S h u n e h a n g ,

N o rt h e r n Fu ji a n

T a ble

表 5

A n a ly si s res u lts o f th e

顺昌杂岩 R b 一

sr 同位素分析结果

R b一S r 妇。 t0 I林活 fr o m th e e o m Ple x in S h u n c h a n g ,

N o rth e rn Fu ji a n

口��一了0自5.五‘
-

]一‘d50乙只�一o一月了Q�, .
-,d

幻一勺曰六jJ.1,尸0样 号 R b ( X 10 一 6 ) Sr ( X 1 0 一 6 )

X C 9 2 0 3 6 7
.

8 6 1 6 4
.

吕7 R b / 86 S r

1
.

0 6 4 3 6

8 7sr / 8 6 s r Za

0
.

7 1 4 1 6 0 2 0

一h�匕」1
幽‘.1X C9 2 0 4 2 1 1

.

4 2 5 1 4
. .

14 3 4 1
.

7 1 4 2 6 4

X C 9 20 6 35
.

6 4 69
.

12 9 5 9
.

7 1 2 29 5

X C 9 2 1 7 6 6
.

2 2 5 2 2
. .

3 4 6 3 4

X C 9 2 2 0 4 3
.

5 1 7 8 4 15 1 0

.

7 1 0 3 1 2 1 2

.

7 1 1 7 3 7 1 2

( 8 7 S r / 86 S r ) t

0
.

7 0 8 1 0

0
.

7 0 7 7 5

0
.

7 0 5 8 6

0
.

7 0 8 3 4

0 4 7 0 6 3 8

注
: x c 9 2 0 3

、

x c 9 2 0 6
、

x c 9 2 2 0 为辉闪石岩
, x c 9 2 04

、

x e 9 2 17 为辉长岩
,

初始值以 t ~ 4 0 4 M a 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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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 山带中镁铁
一

超镁铁岩的不同定年方法简评

岩体的全岩 sm
一

N d 同位素测定结果见表 6
,

由于 5 个样品的川sm
一“ ‘N d 及 “ 3 一N d “ ‘N d 测定

值十分接近 (“
7 S m / “

‘N d 相差 3
.

2 %
, “3N d / 川N d 相差 0

.

0 7 %
。
)

,

因此
,

由它们计算的 sm
一

N d

等时线年龄值 (42 1士 88 M a ,

图 5) 误差较大
,

但该年龄值可为杂岩体的形成时代提供佐证
。

表 6 顺昌杂岩 sm 一N d 同位素分析结果

T a b le 6 A n a ly sis r
es u lts o f th e S m

一

N d iso to Pe s fro m th e e o m Ple x in S h u n e h a n g
,

N o rt h e rn Fu jia n

样样号号 s m N d ’月7 s m / , 4 4 N d ’‘3 N d / , 4 弓N d Z a (, 月3 N d / , 刁月N d )t E N d o E N d ‘‘

XXX C 9 2 0333 4
.

7 1 28
.

4 6 0
.

1 0 0 0 2 0
.

5 1 2 1 0 1 3 5 0
.

5 1 18 4 一 10
.

5 一 5
.

555

XXX C 9 2 0 444 3
.

4 4 16 7 5 0 1 2 4 2 6 0
.

5 1 2 1 6 5 1 7 0
.

5 1 18 4 一 9
.

2 一 5
.

555

XXX C 9 2 0 666 1
.

9 7 9
.

0 4 0
.

1 2 6 5 0 0
.

5 1 19 0 0 4 1 0
.

5 1 15 7 一 1 4
.

4 一 10
.

888

XXX C 9 2 1777 5
.

2 4 2 9
.

8 2 0
.

1 0 89 1 0
.

5 1 2 1 1 6 1 4 0
.

5 1 1 8 3 一 10
.

2 一 石
,

666

XXX C 9 2 2 000 5 4 7 3 4
.

2 4 0
.

1 3 19 1 0
.

5 1 2 0 3 3 2 7 0 5 1 16 9 一 1 1
.

8 一 8
.

444

注
:

初始值 以 t一 40 ) M a 计算
。

0
.

5 12 4

0
.

5 1 2 3

A = 0
.

5 1 1 8 1 6 士 0
.

0 0 0 0 6 4

T = 4 2 1 土 8 7
.

7 M a

E N d 色= 一5
.

4 9 士 1
.

2 5

R = 0
.

9 9 2 4

0
.

5 1 2 2

0
.

5 12 1

X 〔
’

9 2 0 4

。 。2。

一一顽葫

七N**�/PN卜

()
.

5 1 2 0

0
.

5 1 1 9 L

一
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么一一一司

0
.

0 7 0 0 0 8 0 0
.

0 9 0 0
.

1 0 0 0
.

1 10 ()
.

12 0 0
.

13 0

‘弓7
S m / ] 月弓N d

图 5 顺昌镁铁
一

超镁铁杂岩 S m
一

N d 等时线图

F ig
.

5 D i a g r a m s h o w i n g th e S m
一

N d i soc h ro n e u r v es o f m a fi e
一 u ltr a m a f i e r

oc ks i n S h u n e h a n g ,

N o r th e r n F u jia n

综合顺 昌镁铁
一

超镁铁杂岩的系统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
,

本文认为颗粒错石 u
一P b 和全岩

S m
一

N d 同位素年龄可反映其确切的成岩时代 ( 4 0 4 M a 士 )
,

由于成岩后的热事件改造
,

该岩体

的 R b一Sr
、 ‘。A r一 ”A r 、

K
一

A r 同位素年龄 已不具备成岩年代意义
,

但可提供成岩后的热改造信息
。

根据上述研究
,

我们认为对造山带地区变质镁铁
一

超镁铁岩的年代测定应以颗粒错石 U
-

P b 法和全岩 S m
一

N d 等时线法为主
,

对 R b
一

sr
、 ‘。A 卜 3g A r 和 K

一

A r 同位素测年结果的解释应持慎

重态度
。

野外工作 中得到 中 国科学院地质所郝杰 副研究 员和福 建地科所陈存榕工程师的协作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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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素浏试的选样工作得到 南京大学周新民教授和 中国科 学院地质所胡世玲副研 究 员的帮助
;

sm
一

N d
、

R b
一

sr
、 ‘

OA
r 一 39

Ar 同位素年龄 为中国科学院地质所浏定
; K

一

Ar 同位素年龄为国家地震

局地质所浏定 ; 领拉错石 u
一

Pb 同位素年龄为地矿部天津地矿所浏定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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