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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造山带蛇绿岩带硅质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形成环境 

张成立(1,2);高山(1,3);张国伟(1);郭安林(1);袁洪林(1);柳小明(1);王建其(1) 

(1)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地质学系 ,西安 710069 ,中国;(2)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

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93 ,中国;(3)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球化学系 ,武汉 430074 ,中国 

摘要： 

秦岭造山带勉略蛇绿岩带和二郎坪蛇绿岩带中的古生代硅质岩具低Si/Al比值(勉略硅质岩为52.14~683.52, 二郎坪
硅质岩为12.29~58.62)、低Fe2O3含量(分别为0.01~0.35和0.02~1.24)和高的Al2O3/(Al2O3+Fe2O3)比值(分
别为0.82~0.99和0.83~0.99), 所有硅质岩的SiO2与Al2O3均呈现负相关关系, 表明陆缘泥质物对它们的形成影响

很大. 二郎坪硅质岩Lan/Cen=0.9~1.15, Ce/Ce*=0.95~1.15, V, Ni和Cu略低, 与大陆边缘环境硅质岩的特征值

相一致. 但勉略硅质岩的Lan/Cen=0.88~1.43, Ce/Ce*=0.71~1.18, V, Ni和Cu的含量则相对较高, 与洋中脊或远
洋盆地硅质岩的相关值较为相近. 结合蛇绿岩带与硅质岩相伴生的基性熔岩特征分析, 古生代期间, 由二郎坪蛇绿岩

代表的弧后洋盆于中奥陶世后盆地开始收缩规模逐渐变小的同时, 南秦岭区还处于伸展拉张状态, 并于早石炭世在

勉略一线形成一个相对较开阔的洋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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