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学报简介 | 编委会 | 投稿指南 | 订阅指南 | 文件下载 | 期刊浏览 | 关键词检索 | 高级检索 | 联系我们   

钱青,钟孙霖. 2002. 八达岭基性岩和高Ba—Sr花岗岩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探讨：华北和大别—苏鲁造山带中生代岩浆岩的对比. 岩石学报, 
18(3): 275-292

八达岭基性岩和高Ba—Sr花岗岩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探讨：华北和大别—苏鲁造山带中生代岩浆岩的对比

钱青  钟孙霖

[1]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矿产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29 [2]台湾大学地球科学系，台北106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 ( G19990 75 5 0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4 0 0 0 2 0 0 6)资助

摘要：

      八达岭杂岩侵位于华北北部，由辉长闪长岩岩、石英闪长岩、石英二长岩、二长闪长岩、二长花岗岩、碱长花岗岩和石英正长岩等组成，

主要属高钾钙碱性系列。除了含V-Ti磁铁矿的堆晶辉长闪长岩，整套岩石的主量元素变化范围较大，SiO2=46.5%-75.3%,MgO=5.6%-
0.2%，中酸性岩石的K2O/NaO为0.59-1.09。碱长花岗岩和少数石英二长岩Ba和Sr含量较低，且具有明显（Eu）负异常。大多数中酸性

岩石（高Ba-Sr花岗岩）具有如下显著的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Ba,Sr和轻稀土（LREE）富集，Y和重稀土（HREE）亏损，LREE/HREE
强烈分离，Sr/Y和La/Yb比值较高；在原始地幔标准化的蛛网图中具有显著的Nb,Ta和Ti亏损，不具明显的Sr和Eu亏损。在Harker图解中，

基性岩石和高Ba-Sr花岗岩的主量元素相关性明显，两者还具有相似的微量元素和稀土（REE）分配特征，并且，REE,Y,Sr,P和Ti含量从基性

到酸性逐渐降低。辉长闪长岩和高Ba-Sr花岗岩的Sr-Nd同位素初始值呈EMI特征（Isr=0.7051-0.7068,εNdi=-8.2-20.2），大致呈负相

关。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基性岩浆为富集的大陆岩石圈地幔部分熔融形成，而高Ba-Sr花岗岩则为基性岩浆通过陆壳混染和结晶分离形成；富P
和Ti的副矿物（如磷灰石和的榍石）的分离结晶导致了REE,P和Ti丰度的逐渐降低。另外，华北板块内部和大别-苏鲁造山带基性岩和高Ba-Sr
花岗岩分别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学特征，这表明，上述地区燕山期大规模岩浆活动具有相似的地球动力学机制，大别-苏鲁造山带岩浆岩的地球

化学特征并不反映其地幔源区一定受到过来自深俯冲的扬子板块的流体的富集作用。岩石圈的拆沉和减簿作用可能导致了华北板块和大别-苏
鲁造山带下古老岩石圈地幔的部分熔融，岩石圈地幔的富集作用可能主要性发生于元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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