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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郭城地区脉岩锆石LA-ICP-MS U-Pb定年及斑晶EPMA研究: 对岩石圈演化的启示 

谭俊, 魏俊浩, 郭玲利, 张可清, 姚春亮, 陆建培, 李红梅 

中国地质大学资源学院, 武汉 430074 

摘要： 

胶东郭城地区盆地边缘砾岩型金矿区高密度侵位闪长玢岩-二长斑岩-煌斑岩. 为了从微区角度限定脉岩成因及形成

时代, 对斑晶矿物和锆石分别进行了电子探针分析(EPMA)和LA-ICP-MS U-Pb定年研究. 岩相学研究见角闪石斑晶

包裹黑云母及出现长针状磷灰石现象, 矿物化学结果显示辉石及角闪石斑晶幔部均出现了MgO(Mg#), Cr2O3含量
急剧升高的组成特点, 斜长石斑晶具有反环带, 揭示脉岩为壳幔混合作用的产物. 锆石阴极发光图像显示其具有典型

岩浆生长振荡环带, 测年结果表明二长斑岩(GS1)和闪长玢岩(GS2)分别形成于(114±2)和(116±1) Ma, 出现了部

分胶北地体早期岩浆事件的继承或捕获锆石. 两类脉岩锆石REE组成类似, Nb/Ta比值接近, 暗示一致的岩浆源区. 
锆石HREE富集及明显的负Eu异常, 反映源区未有石榴石出现.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 显示胶东矿集区不同类型金矿区

内脉岩侵位及金矿化具有相同的时代和构造背景. 同时也暗示了胶东地区强烈的壳幔作用及岩石圈底侵减薄发生在

早白垩世, 与中生代早期的拆沉作用代表了岩石圈巨厚减薄的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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