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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老君山和秦岭梁岩体产于秦岭造山带商丹缝合带北侧，其岩石普遍发育环斑结构，表现为碱性长石巨晶多为卵球状，有些发育斜长石外

壳，有些不发育。这不同于一般花岗岩局部出现的具斜长石外壳自形碱性长石巨晶结构。在地球化学上，该岩石显示I—A型花岗岩过渡特

点。区域背景、构造被动定位特点和地球化学综合分析表明，它们可能定位于后碰撞或后造山环境。这些特征与典型的元古代克拉通非造山环

境中的环斑花岗岩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差异，而与巴西造山带中环斑花岗岩较为相似。本文认为，它们不是一般的斑状花岗岩，而是最近

注意研究的环斑结构花岗岩，有可能是一种造山带型环斑花岗岩，即产于造山带中的非典型环斑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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