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Two granitic plutions in middle Western Kunlun Belt: their ages
and possible sources

Author(s) Yuan, C; Sun, M; Li, JL

Citation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1999, v. 44 n. 5, p. 534-538

Issued Date 1999

URL http://hdl.handle.net/10722/72553

Rights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3.0 Hong Kong License



19 更〕年 3 月第 44 卷 第 5 期 科 考 五 叙

西昆仑中带两个花岗岩体的年龄和可能的源区

袁 超¹ 孙 敏¹ 李继亮º

( ¹ 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
,

香港薄扶林道 ; º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北京 l(X X) 29

摘要 对西 昆仑中带 2 个重要岩体进行了年代学和 同位素示踪方面 的研 究
.

单颗粒错石 u
一

Pb

测年结果表明
,

库地北岩体 (《料 Ma) 形成于加里东末期的一次岩浆活动 ; 而阿卡阿孜山岩体 中

二长花岗岩 21 5 M a
的年龄则表明原被整个划入海西期的岩体实际上至少包括一部分印支期

的岩浆活动
.

5比“Nd 同位素数据表明这 2 个花岗岩的源 区并不均 一
,

有地壳物质的加入且 不

排除壳慢混合成因的可 能性
.

关键词 西昆仑 花岗岩体 年龄 源区

1 研究背景

青藏高原 自昆仑山向南
,

近平行发育着一系列 以蛇绿岩为标志的由老渐新的构造缝合带
.

本文的研究区在构造上即处于第 4 和第 5 缝合线 (库地北构造带 )之间【‘
一 4】

,

属于西 昆仑中带

的范畴闭
.

由于原特提斯和古特提斯的消减
,

使该区发育了大量 的钙碱性花岗岩类
.

本文所

提到的 2个岩体为库地北岩体和阿卡阿孜山岩体
.

其中库地北岩体位于库地以北
,

克沟枕状

熔岩 以南
,

该岩体侵人元古宙库浪那古群 中
,

向东 为哈拉斯坦断裂所截
,

出露面积 约为 135

km Z ,

大致呈一个北西向分布 的狭长岩基
.

该岩体岩性相对单一
,

主要为黑云母二长花 岗岩
.

19 80 年
,

新疆第一区调队曾获得 347 Ma 的黑云母 K- Ar 年龄
,

遂将该岩体划人海西中
、

晚期 的

范围
.

19 87 年新疆第 2 地质大 队用 同样 的方法 测得其年 龄为 科SMa ,

属 于加里东 晚期的产

物[s]
.

之后许荣华和张玉泉等又分别对该岩体进行 了包括黑云母 Rb
一

sr
、

40 A材39Ar 以及多颗粒

错石 u
一

Pb 法在 内的定年工作
,

测年结果分布于 384 和 397 M a
之间

,

认为属于加里东晚期〔
6 一 7〕

.

由于该岩体被认为与原特提斯的俯冲消减有关仁
“一 ”,

川
,

因此准确测定其形成时代就显得尤 为

必要
.

阿卡阿孜山岩体位于库地的西
、

南侧
,

分布于昆仑山脉的主峰地带
,

出露 面积超过 2 8(X)
k ln 2

.

岩体北侧侵人元古界库浪那古群中
,

南侧被麻扎
一

康西 瓦和库浪那古断裂 所截
.

在赛力

亚克达坂以北
,

岩体侵人早二叠世赛力亚克群火 山岩中
.

该岩体的岩性主要为花岗闪长岩和

二长花岗岩
,

其次为石英闪长岩
.

由于该岩体规模巨大
,

岩性又不均一
,

且又地处高山
,

许多地

方更是常年为冰雪所覆盖
,

因此研究程度极低
.

关于该岩体的年龄也有不 同的认识
,

在岩体不

同部位所采的样品的 K-- A :
年龄分布 于 163 一 274 M a

之间 [s]
.

该岩体曾长期被认为是海西

期 [s, 9】
,

但对采于胜利桥附近二长 花岗岩 的黑 云母 40 A r/ 39Ar 法测 年结果却为印支期【
‘0]

.

因

此
,

阿卡阿孜山岩体年龄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

另一方面
,

关于这些花岗岩的源区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

有壳源说
、

俯冲洋壳说和壳慢混

合说等多种假说【
“一 9 , ” 一

川
,

但由于缺乏 同位素证据
,

上述各说均有待验证
.

本文运用单颗粒

错石 U
一

Pb 方法测定了这 2个岩体的年龄
,

获得 了较好的一致年龄
.

同时在 S n订Nd 同位素数

据的基础上对这 2 个花岗岩体的源区进行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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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样品的获得和分析方法

用 于选取错石做 U
一

Pb 定年的 2 个样品分别取 自新藏公路 14 8
.

2 km 处 (库地北岩体 )和不

孜完沟铁矿周 围的花岗岩 (阿卡阿孜山岩体 )
,

所采样品的岩性均为二长花岗岩
.

由于分别采

自修筑公路和采矿时留下的工作面
,

因此样 品新鲜程度较好
.

样品被破碎以后
,

经分级
、

重液

和精淘可使错石富集达 90 % 以上
.

2 个岩体 的错石在形态上 大致相 同
,

都以 四方双锥 晶型为

主
,

未见有明显 的残 留核
,

属于典型的岩浆错石
.

长宽 比由 1 : 1
.

5 至 1 : 3 以上
,

大小由几 十微

米至 200 脚 以上
,

但多数错石都小 于 200 脚
.

除此以外
,

错石 的颜色也不尽相 同
,

主要有无

色
,

黄色和棕色 3 种
.

一般说来
,

颗粒较大的错石
,

颜色也较深
,

而且通常含有连生体
、

包体以

及裂缝等不利于错石 U
一

Pb 分析的因素
.

因而为获取一致线年龄
,

所选的错石均是 150 卿 以

下的颗粒
.

单颗粒错石 U
一

Pb 分析在地矿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进行
,

分析方法遵循李惠民等

人「‘3】的分析
.

用于 S而N d 同位素分析的样 品选用 2 00 目以 下的全岩样 品
.

实验方法 和流程遵循李献

华等人 [‘4〕的方法
.

样品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完成化学分离和质谱测试
.

3 结果和讨论

3
.

1 错石 U
·

Pb 结果

每个岩体分别选取 2 个不同颜色及不 同长宽 比的错石
,

其分析结 果列 于表 1 中
.

由表 1

还可以看出
,

筋Pb 尸38 u 和期Pb / 235 u 及 207 Ph 尸既Pb 3 个表面年龄在实验误差范围内一致
.

在谐

和图上
,

2 个岩体的错石都位于谐和 曲线上 (图 1 )
,

而且同一样 品中不 同颜色和长 宽比的错石

具有相同的年龄
,

但颜色较深的错石 比颜色较浅的错石含有更 多的 U 和 Pb
,

这或许与它们结

晶时的条件有关
.

用 IS OPL0 1汉寸分析数据 的处理结果表 明
,

库地北 岩体的年龄 为 4 04 Ma ,

属

于加里东末期的产物
.

与前人的结果相 比
,

本次获得的库地北岩体的年龄与许荣华及张玉泉

等人的结果 比较相近琳
7〕

,

考虑到错石 的封闭温度较高
,

因而更能反映岩体的成岩年龄
.

本文

这一结果表明库地北岩体是加里东末期一次岩浆活动的产物
,

而阿卡阿孜 山岩体 21 5 Ma 的年

龄与前人的40 A r/ 39 A r
年龄吻合

,

反映出该岩基有 印支期岩浆活动 的事实
.

由于该年龄与前人

的 K
一

A r 法数据均不相同
,

因此或者由于钾 氢数据未能真实地反映该岩体的年龄
,

或者该大岩

基本身就包含了不同时代侵人体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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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地北岩体和阿卡阿孜山岩体错石 U
一

Pb 一致曲线图

(a) 库地北岩体
; (h ) 阿卡阿孜 山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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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5“I/ Nd 同位素结果

包括 3 个阿卡阿孜山岩体样品
、

6 个库地北岩体样 品的 S而N d 同位素分析结果列于表 2

中
.

由表 2 可以看 出
,

2 个岩体的 Sm
,

Nd 含量相差很大
.

阿卡阿孜山岩体的 Sm 含量一般小于

10 x 10
一 “ ,

N d 一般小于 55 x 10
一 “; 相 比之下

,

库地北岩体的 sm 含量在 10 x 10
一 “以上

,

M 含量

更是在 70
x 10

一 “以上
.

二者之间的明显 差异 表明二者可能分别来 自不 同的源区或经历了不

同程度 的演化
.

根据二者年龄计算所得的
。Nd

(t) 值也列于表 2 中
,

均为不 同程度的负值
.

其

中
,

库地北岩体的
。 Nd

(t) 值介于
一 2

.

4
一

9
.

6 之间
,

而阿卡阿孜 山岩体的
。N d

(t) 值介于
一 3

.

2

和 一 1 1
.

9 之间
.

二者
。N d

(t) 的变化范围均较大
,

表 明二者的源 区可能是不均一的
,

有地壳物

质的加人且不排除壳慢混合的可能性
.

最近的研究表明
,

由于太古代之后全球热流值显著下

降等原因
,

洋壳在消减过程 中主要发生脱水而不是部分熔融 [ ’5〕
.

Pe ac oc k 等人曾就岛弧岩浆

来 自消减洋壳的可能性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

指出在大多数消减带
,

消减洋壳 的熔融需要非常高

的剪切压力 ( > 100 MPa ) ;而在缺少高剪切压的消减带
,

只有非常年轻的洋壳 (< SMa) 才有可能

发生部分熔融 〔’6〕
.

考虑到本 区缺乏 高剪切压存在 的证据【
‘7 ]

,

以及蛇绿岩和花岗岩之间的年

龄差距仁
2 一 3 , 5〕

,

作者初步认为本区花岗岩来 自消减洋壳的可能性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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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0 :
体系的亚固相相关系

李建平 ¹ J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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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t e º

( ¹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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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1
.

O G Pa 和 1 200 ℃条件下
,

利用活塞 圆筒高压装置实验确定 了 M扣
一Z n O

一

Si 姚 体系的

亚固相相关系
.

结果显示该体系具有不 同于其他类似的三 元体系的相组合特征
,

无法形 成

M乡Si 氏
一

znz si 仇 橄榄石和 M臣S吐氏
一

z nZ s吐氏 辉石连续固溶体
.

这种相组合特征是由Znz
+

具有

(Ar )3dl ”外层电子结构
,

不
.

同于其他过渡金属离子
,

如 Fez
+ ,

Ni “+

和 C矛
+

的性质所制约
.

关键词 高压 M梦) Z n仆Si q 体系 亚固相 相关系

锌在 自然界 中主要呈 Z矛
十

存在
,

并常与硫结合形成硫化物 ( Zn S)
.

在硫逸度较低
,

并有其

他亲硫元素存在时
, z矛

+

亦可进人氧化物和硅酸盐矿物 中
.

如在地 慢条件下
,

Z矛
十

可以替代

M g 进人石榴石
、

尖晶石
、

橄榄石和辉石 中〔
’

,

2〕
.

但实验研究 已表明
, z矛

+

无法完全替代 M g 形

成 znz si 仇 橄榄石和 z nZ Si Z
氏 斜方辉石端员 矿物〔

3 一 ’〕
,

这意味着 Zn o 的加入可改变 M夕
一

Si 姚

体系的相关系
,

而不是对 M四 的简单替代
.

可是
,

已有 的实验研究主要着重于单纯合成简单

的 (M g , Zn) ZSi 仇 和 (Mg ,

zn )251 2氏 硅酸盐而研究其晶体结构
.

为此
,

本文试图系统求得地 慢条

件 ( 1
.

O G p a ,

1 200 ℃ )下 M夕
一

zn o
一

51 0 :
体系的亚固相相关系

.

1 实验方法

1
.

1 实验起始成分
、

仪器和技术

实验 的起始成分由高纯度的 M四
,

zn o 和 Si 姚 氧化物混合而成
.

在混合前将 M夕 和 Si 仇

置于 l 仪旧℃ 的炉内加热 12 h
,

使其中的 姚。 和 CO :
等挥发份完全去除 ; 由于常温下 zn o 不易

与 C仇 结合形成 zn C几
,

而且高温下于空气中加热 Zn O 有可能使其氧化
,

只有在 12 0 ℃温度下

将其干燥
.

将混合物用玛瑙研钵在丙酮 中进行 1 一 Z h 研磨 达到均匀
,

然后置于温度 为 12 0℃

的炉内加热直至第 2 天实验装样
,

从而保证了实验的无水条件
.

实验的样品盛器材料为金属铂
.

实验在直径为 19
.

05 ~ 的活塞 圆筒中完成 ;使用 NaC I
-

巧re x
玻璃

一

石墨
一

M夕作为炉内高压组合 ;采用
“

逐渐加压法
”

(Pi sto n 一 in) 技术加压
.

压力在实验

过程 中控制在 士 0
.

04 G Pa 范围内变化
.

温度用 W R e s
一

W R e 26 热电偶测定
,

且控制在 土 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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