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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中祁连地班末段元古宙基底湟；5|群原岩建造厦其地球化学特征的研 究，认为：湟簿群 

主要由备种千枚岩、片岩、变粒岩、大理岩、石英岩和斜长角闪岩等组成的中浅变质的表壳岩蛆夸； 

其原岩为一奎由陆；5鼻碎屑岩、不纯碳酸盐岩、中基性大山岩等蛆成的火山岩一沉积岩组合；湟源群中 

变质沉积岩系中沉积韵律、沉积紊带构造的广泛发育以覆浊积层的存在等，指示了其原岩建造具有 

复理石或类复理石建造的特征；其中变质杂砂岩的地球化学特征类似于太陆岛孤或安底斯岛孤型 

杂砂岩的特征f湟；5|群变质中基性戈山岩的地球化学特征类似于岛孤或活动大陆边蝽的钙碱性火 

山岩的特征。经综台分折得出，湟源群沉积构连环境可能为陆蝽弧后盆地且靠近大陆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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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青藏高原北部的祁连造山带是世界著名的 

大陆复合塑造山带之一[1】，也是我国板块构造研究 

的发源地之一口 ]。8O年代以来，祁连山造山带，尤 

其是北祁连山带研究已相当深^，各种构造模式相 

继被提出[6--t2]，但对祁连造山带中元古宙基底研究 

相对滞后，基底块体归属问题争议甚大，或扬子，或 

华北，或西域争论不体。因此，对祁连造山带中基底 

块体自身的物质组成、变形变质历史、形成的大地构 

造环境等的详细研究，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祁连造 

山带基底的性质、演化过程及其与造山带两侧克拉 

通块体的时空亲缘关系，而且也能为探讨研究祁连 

造山带发育的构造背景、造山带性质(陆内或陆问)、 

类型以及造山过程提供重要信息。本文仅就中祁连 

地块东段元古宙基底湟源群沉积大地构造环境作一 

初步分析讨论。 

1 区域地质背景 

中祁连地块是夹持于北祁连加里东褶皱带和南 

祁连加里东褶皱带之间的一个元古宙中间地块，两 

翻为区域性大断裂所围限(图 1)。关于中祁连东段 

元古宙基底，一般认为是由古元古代湟源群、中元古 

代湟中群和花石 山群组成 ，但构造变形分析、变 

质作用研究和岩石组台特征分析表明：湟源群与湟 

中群具有相同的构造样式及变形变质历史和相同的 

沉积环境 ，两者应视为同一构造地层单位，统称湟源 

群(凰 1)[1 。花石山群无论其岩石组合及沉积环境， 

还是构造样式和变形变质历史都与下伏湟源群有着 

完全不同的特征，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变形变质的 

不连续性和沉积环境的不相容性0“。结合新的化石 

资料” 分析，花石山群不应是元古宙基底的组成部 

分，而是震旦纪以来发育的早古生代北祁连有限洋 

盆超覆在中祁连地块之上的滨浅海碳酸盐台地沉 

积，屑于盖层性质。 

南祁连地块北缘 日月一化隆一带出露的化隆群 

(尕让群)和中祁连北缘大通山一大板山东段及互助 

县干禅寺一带出露的大通山变质杂岩和马衔山群曾 

被归并于湟源群 ”。初步观察研究表明：它们是一 

套经过强烈韧性再造的中深度变质的奥长花岗质、 

花 岗闪长质片麻岩(原为深戚岩体)与由斜长角冈 

岩、黑云变粒岩、石英岩、大理岩等组成的表壳岩团 

块构成的无层无序的结晶杂岩，与追源群相比，无论 

收藕 日期 1998-06—16 

基盒项目：国土资源部攻关项 目“中国北方元古宙沉积构造槊及对大型、超大型矿床制约”(9602011)~ B 

作者简介：郭进京(1962-)，男 ·河南新安人，西北大学博士生 ，主要从事前寒武纪地质 构造地质研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西北大学学报(自Il曩科学版) 第 29卷 

岩石组合，还是变形变质特征都迥然不同，不宜作为 

一 个地层单元处理。它们可能代表了中祁连地块中 

下部地壳太古代(?)一古元古代地质体的出露，是湟 

源群沉积的基底。 

据新近获得 917士12 Ma响河尔花岗岩单颗粒 

锆石 u．Pb年龄(岩体结晶年龄)和 910士6．7 Ma湟 

源群中变质火山岩中单颗粒锫石 U—Pbz年龄(成岩 

年龄)，结合岩体侵位发生在湟源群区域变质之后 

分析，湟源群时代上限应在 910 Ma，其下限目前还 

缺乏年代学数据予以限定，哲置于中元古代 一新元 

古代早期。 

圈 1 中祁连地块东段地质略图 

Fig．1 SL,n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the 

ea毗ern Mid一‘： Uan Massif 

I第四系 2 Pzl火山岩 3花石山群 4潼源群(Pfz ) 

5 Ar-Pt1结晶杂岩 6加里东期花岗岩 7晋宁期花岗岩 8断层 

2 湟源群原岩建造恢复 

湟源群是一套由各种千枚岩、片岩、变粒岩、大 

理岩、石英岩组成的中浅变质岩系。根据其变质程度 

差异和岩石组合特征，可以将其分为两个组合 6个 

系列(见表1)。在对每个岩石系列的地质产状、变余 

沉积构造、特征变质矿物和地球化学特征观察研究 

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原岩类型恢复和沉积环境分 

析(见表 1，图 2)。 

原岩建造恢复表明，湟源群原岩组合是由陆源 

碎屑岩、不纯碳酸盐岩、中基性火山岩组成的火山岩 
一 沉积岩组合。沉积岩以富 A1 O 、含炭、含黄铁矿为 

特征。发育的沉积韵律、沉积条带构造以及浊积层的 

存在表明，其原岩建造具有复理石、类复理石的特 

征。 

图2 (al+fm)一(c+d雎)一Si圈解 

Fig．2 (al+fm)一(c+口m)ver3us Si diagram 

1斜长角闪岩、绿泥钠长片麻岩 2云母片岩、云母石英片岩 

3 湟源群地球化学特征与构造环境 

判别 

湟源群中云母片岩、云母石英片岩的原岩主要 

为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或杂砂岩．其地球化学特 

征为：富 Al：O。(最高达 18．65 )，高 KzO(平均为 

3．6 )，低 Na O(平均为 0．85 )，K zO／Na >1 

(平均为 3．4)，低 TiO：(平均为 0．64 )，FeO + 

MgO含量中等(平均为 6．21 )。这套变质泥砂质 

岩石主要元素含量及相关参数总体与大陆岛弧或活 

动大陆边缘杂砂岩相似m]。其稀土元素以高的稀土 

总量(∑ REE=108．3—0．50～0．62 轻重稀土强 

烈分异(LREE／HREE一7．78～10．28)、显著的Eu 

负异常(Eu／Eu 一0．5～0．6Z)为特征，稀土图谱(图 

3)类似于安第斯型缘杂砂岩的稀土图谱 。虽然 7 

臣 
辑 
莆 

图 3 湟源群云母片岩或云母石英片岩稀土图谱 

Fig．3 REE patterns of Meta-greywackes Jrom 

the Huangyuan Group 

个样品的 ∑ REE，LREE／HREE，Eu／Eu ，(La／ 
Yb)N(8．10×10 ～l2．40×10 )，La／Yb(12．66～ 

18．71)，La(23．0×10一 ～ 58．74×l0— )，Ce(42．33 

×10 ～88．71×10 )等稀土元素特征值变化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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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主要与安第斯陆缘(5个样品)和大陆岛弧杂 

砂岩(2个样品)相近。 

在湟源群中，角闪变粒岩、黑云角闪变牧岩的原 

岩 为 中性 火 山岩 ，其 特 征 为：高 K。O(2．3 ～ 

3．O )，低 Na2O(1．6 ～1．8 )．K2O／Na O>1 

(1．28～ 1-88)，FeO 为 5．70 ～6．66 ，FeO ／ 

MgO~l(1．54～1．86)．与高钾钙碱性或钙碱性安 

山岩相似 。稀土元素以高稀土总量(∑ REE= 

152．96×10 ～161．4O×10 )、轻重稀土强烈分异 

(LREE／HREE=7．01～8．62)、显著的 Eu负异常 

(Eu／Eu’=0．57～0．61)为特征。稀土匿谱(图4)与 

高钾钙碱性安山岩相似0。J，只是 Eu出现了显著的 

负异常，可能反映存在陆壳污染作用。一般认为这种 

高钾钙碱性安山岩产于下伏有巨厚岩石圈的大陆边 

缘岛弧系，如安第斯岛弧00。 

裹 1 潼源群变质岩原岩恢复一览裹 

Tab·1 Protolyte associations of the Huanyua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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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源群中斜长角闪岩、绿泥钠长片岩的原岩为 

基性火山岩，其地球化学特征(见表 2)为：低 Al：O。 

(12．3 )，高 FeO (14．67 ～13．62 )．高 Na2O 

(1．7O ～1．78 )，低 K O(0．4 ～0．6 )，低 

K2O／Na2O(0．24～0．34)，高 MgO(6．42 ～ 

7．44 )，与钙碱性或低钾拉斑玄武岩地球化学特征 

相似。 

在 Zr／Y— Zr判 别 图解 (图 5)和 Ni—FeO ／ 

MgO判别图解(图 6)中，湟源群中的变质基性火山 

岩分别落人岛弧、岛弧或活动太陆边缘玄武岩区。湟 

源群中变质基性火山岩的稀土特征为：∑ REE= 

61．4O×1O一 ～78．75×10一 ，LREE／HREE=2．49 

～ 2．84，Eu／Eu。=0．82～O．86，稀土图谱(图 7)与 

典型的钙碱性玄武岩相同 ]。 

匿 
铆 
赞 

抛 

L4 Cen Nd Sm Eu Gdl"b DyHo Er TmYb Lu 

图4 渲源群角内变粒岩稀土图谱 

Fig．4 REE patterns of meta—andesite from 

the Huangyuan Group 

10 

图5 zr／Y—zr玄武岩构造环境判别图解 】 

Fig．5 Zr／Y—Zr tectonic discriminant diagram for baslts 

由于中祁连地块是夹持于祁连造山带中的一个 

小型中间地块，其来龙去脉尚不清楚。本文仅是从岩 

石建造及其地球化学特征分析人手．对中祁连地块 

东段出露的基底湟源群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了湟 

源群可能是弧后盆地堆积的认识。这一认识的延伸， 

必然会遇到诸如当时的火山弧在什么地方?弧前盆 

地和俯冲带在什么地方?当时的陆在什么地方?等 

等重大问题。由于造山带中的基底多为残存基底，记 

录保存不完整，并且这些基底块可能经历了复杂的 

空间位移和变形变质的改造，如何去寻找那些丢失 

的基底构造演化的地质记录，恢复重建元古代基底 

构造格局，是造山带基底研究中面『晦的一个挑战性 

问题。显然，这已超出本文论及的范围。从这一角度 

看本文的初步认识倒显得次要，重要的是提出了造 

山带基底研究的时空观问题。欢迎同行批评指正，切 

磋探讨。 

2 

1 

耋 
三 
x 

莹 

FeO’ 

图 6 N；一Fe0 ／MgO玄武岩构造环境判别图解 

Fig．6 Ni--FeOt／MgO tectonic diserlminant 

diagram for baslts 

基 
餐 
抛 

h ce Pr Nd s∞Ell Gd TbDy Ho．Er TmYbI．u 

图 7 渲源群变质基性火山岩稀土图谱 

Fig．7 REE patterns of meta-basahs from 

the Huangyuan Group 

4 结 论 

通过对中祁连东段元古宙基底湟源群原岩建造 

及其地球化学特征研究，取得以下初步认识。 

(1)湟源群原岩组合为由陆源碎屑岩、不纯碳酸 

盐岩、中基性火山岩组成的火山岩一沉积岩组合。发 

育的沉积韵律、沉积条带构造以及浊积层的存在，指 

示了湟源群原岩建造具有复理石、类复理石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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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2)湟源群中变质杂砂岩具有大陆岛弧或安第 

斯陆缘杂砂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变质火山岩具有岛 

弧或话动陆缘的钙碱性火山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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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for sedimentary-tectonic setting of the Huangyuan Group 

in the estern Mid—Qilian Massif，Qilian 0rogenic Belt 

GUO Jin—jing ，ZHANG Guo—wei ，LU Song—nian ，ZHAO Feng—qing。， 

LI Huai—kun2。ZHENG Jian—kang 
(1．Department ofGeology，Northwest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nl2．TianjinInstitute of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CAGS，Tiauiin 300170，China‘8．Qinghm Regional Survey and Comprehensive Geo[ogicaI 

Team，Xining 810000，China) 

Abstract：The Huangyuan Group exposed in the eastern Mid—Qilian massif is a lowermiddle metamorphosed 

supracrustal assemblages which are mainly composed of various phyllites，schists。granulitites。plagio— 

clase—amphibolites。marbles and quartzites．Its protolith rock assemblages is a suite of volcanic—sedimenta 

ry rocks which are made up of terrigenous clastic rocks，impure carbonate rocks and basic—intermediate 

volcanicrocks．The meta—sedimentary rocks of the Huangyuan Group are characterized by well—developed 

sedimentary rhythms，banded structures and turbidite。which indicate that these sedimentary rocks pos 

ses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ysh or flyshoid suite．The geochemical features of the meta—graywacke in the 

sedimentary rocks are similar with that of the graywacke suite occured in the continental island arc or An 

des arc．The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olcanic rocks in the Huangyuan Group are similar with 

that of island arc or active contiental margin calc—alkaline volcanic rocks．Based on above it is suggest that 

the Huangyuan Group probably formed in the continental margin backa~ basin，adjacent to continent． 

Key words：eastern Mjd—Qilian Massif；Huanyuan Group；sedimentary—tectonic setting{active continental 

margin I backarc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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