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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原划前寒武纪抱板群混合岩化长英质片麻岩的岩相学、地球化学特征显示为顺层侵位

于抱板群变质地层内的深熔花岗岩. 采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 SHRIMP II 对深熔花岗岩的锆石进

行 U-Pb 定年, 获得 206Pb/238U 年龄为 368±3.5 Ma(信度 95%, MSDW=1.23), 这个年龄与抱板群变

质成因锆石 206Pb/238U年龄(362.9±6.1 Ma, 95%信度, MSDW=2.04)非常一致, 表明泥盆纪晚期海南

岛曾经历过一次强烈的构造热事件, 这也是海南岛第一次发现的确凿的泥盆纪地质记录. 这次热

事件很可能是冈瓦纳大陆在泥盆纪开始的裂解过程受来自深部的热动力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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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构造背景 
海南岛位于欧亚板块、印度-澳大利亚板块和太

平洋板块的交接部位, 其构造归属、构造划分与演化

直接牵扯到对亚洲东部大陆增生、大陆边缘演化及南

海形成等重要问题的认识. 九所-陵水断裂带将海南

岛划分为崖县和琼中南北两个古生代地块(图 1), 古
地磁学及地层、岩石等方面显示它们在白垩纪中期才

聚合、拼贴在一起[1,2]. 北部的琼中地块曾在晚古生代

期间沿昌江-琼海断裂沿线拉开成一条近东西向的裂

谷[3]. 海南岛洋中脊型变基性岩发现后, 人们认为这

个裂谷带后来被持续拉伸成洋盆[4,5], 洋岛型基性岩 

则代表古特提斯东部大洋残片[6]. 早中生代时, 大洋

闭合, 两侧地块碰撞形成石碌构造混杂堆积[7]. 也有

人认为海南岛被北东向的白沙断层划分为两个地  
体[8], 二叠纪之前的海南岛是在泥盆纪晚期与整个华

南地块一起从Gondwana大陆北缘分裂出来, 然后向

北漂移并拼贴到东南亚大陆边缘[8,9]. 因此, 海南岛

曾存在晚古生代洋壳, 即古特提斯洋曾经穿过海南

岛, 相邻陆块在早中生代拼贴, 致使洋壳消失, 也可

能拼贴时代再早一些, 与 250 Ma左右形成的Pangea
超大陆时代一致[10].  

然而, 尽管华南大陆泥盆系分布非常广泛, 桂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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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南岛地质构造略图 
1. 新生界, 2. 白垩系, 3. 石炭-二叠系, 4. 下古生界, 5. 新元古界石碌群, 6. 前寒武纪抱板群, 圈内为深熔花岗岩, 7. 侏罗纪花岗岩, 8. 三叠纪花

岗岩, 9. 二叠纪花岗岩, 10. 韧性剪切带, 11. 走滑断层, 12. 锆石采样位置/基性火山岩露头点, 图中所附赤平投影图为深熔花岗岩中发育的韧性剪 
切变形面理和拉伸线理投影(下半球投影) 

 
地区泥盆系厚度达 5800 m, 钦州一带也达 2000 m以

上[11], 但海南岛却至今没有发现任何泥盆纪沉积记

录、也没有发现泥盆纪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等热事件

的证据[12], 海南岛晚古生代洋盆在石炭纪开始拉开

前处于什么构造状态一直没有解决, 泥盆纪时海南

岛究竟发生了什么? 至今仍然是个迷. 最近作者们

在海南岛 1︰25 万琼海幅地质调查过程中发现, 原划

前武纪抱板群戈枕村组中的混合岩、混合岩化长英质

片麻岩等有一部分实为顺层侵位的深熔花岗岩, 锆
石SHRIMP U-Pb测年表明其形成于泥盆纪晚期, 同
时获得的抱板群黑云母二长片麻岩变质锆石年龄也

显示了泥盆纪晚期海南岛曾发生过一次强烈的热事

件. 这个研究成果对于认识海南岛的构造演化有重

要意义.  

2  深熔花岗岩的地质与地球化学特征 

2.1  花岗岩围岩及侵位特征 

深熔花岗岩体主要侵位于前寒武纪抱板群戈枕

村组和峨文岭组, 在琼海东北侧出露规模较大[13](图
1). 抱板群上部峨文岭组主要为二云石英片岩、长石

石英岩等组成, 原岩主要为沉积岩, 具低角闪岩相变

质矿物组合: 黑云母+白云母+红柱石(+十字石)+铁
铝榴石+石英±斜长石, 黑云母+白云母+矽线石+石英

±斜长石, 斜长石+角闪石+石英+绿帘石±黑云母; 下
部戈枕村组主要岩性为长英质片麻岩、变粒岩及角闪

斜长片麻岩组成, 原岩以火成岩为主, 普遍经历过强

烈的混合岩化, 具高角闪岩相变质矿物组合: 黑云母

+钙质中长石+钾长石+石英+铁铝榴石±角闪石, 角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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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拉长石+透辉石+石英 [14,15]. 峨文岭组变质温

压环境为: T = 550 ~ 650℃, P = 3×108 ~ 5×108, 戈枕

村组变质温压环境为T = 580 ~ 650℃, P = 5.44×108 ~ 
6.35×108[14]. 

野外地质调查表明, 深熔花岗岩体主体沿戈枕

村组、峨文岭组变质地层的片理、片麻理方向侵入, 
因此, 总体上与戈枕村组和峨文岭组的地层界线平

行分布, 并在后期变形过程中与变质地层发生同步

褶皱(图 2). 岩体普遍发生较强的韧性变形, 长石斑

晶明显定向, 构成一组拉伸线理(图 3(a)). 韧性变形

成长条状的石英与片柱状角闪石、斜长石及黑云母  
等定向分布构成岩石的糜棱岩化片理或片麻理, 并
绕钾长石斑晶形成眼球状构造. 石英组构分析显示

明显的简单剪切特征, 采自深熔花岗岩围岩斜长角

闪岩的角闪石也呈强烈定向(图 3(b), (c)). 因此, 海南

深熔花岗岩很可能是沿着一组低角度韧性剪切带发

育的同构造顺层侵位层状岩体.  
抱板群的时代一般被认为是早元古代, 后来由

于在一些深熔花岗岩及其中暗色包体获得了一些晚

太古宙的Sm-Nd模式年龄数据和锆石上交点年龄数

据, 一些研究者曾建议至少戈枕村组的一部分应为

晚太古宙[16~19]. 由于原文献中均没有发表测试数据, 
作为一套变质岩石组合的年龄依据不太合适. 作者

在海南岛西部二甲一带的一个侵入到抱板群中的片

麻状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图 1 样品HN-17)中获得了

1422±16 Ma(MSDW=1.27)的锆石SHRIMP年龄, 并
在深熔花岗岩的锆石的核获得了 2700 Ma年龄数据, 
所以本文倾向于抱板群时代至少应当是早元古代. 

 

 
 

图 2  海南岛泥盆纪顺层的深熔花岗岩与围岩抱板群变质地层同步褶皱 
据文献[15]修改. 1. 泥质板岩, 2. 石英岩, 3. 云母片岩, 4. 云母石英片岩, 5. 黑云斜长片麻岩, 6. 深熔花岗岩, 7. 长英质糜棱岩, 8. 断层,  

9. 钻孔位置 
 

 
 

图 3  海南岛泥盆纪顺层侵位的深熔花岗岩普遍发生过强烈的韧性变形 
(a) 糜棱岩化巨斑状深熔花岗岩; (b) 深熔花岗岩石英(1120)组构; (c) 围岩斜长角闪片麻岩角闪石(310)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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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花岗岩岩石特征 

深熔花岗岩岩石为灰白色, 条带状构造, 一般具

约 10%~20%的钾长石巨晶 , 粒径大多为 0.6×0.3~ 
1.2×0.8 cm2, 野外所见最大的钾长石巨晶可达 5~6 
cm 长. 主要矿物成分为钾长石(30%~55%)、斜长石

(25%~50%)、石英(25%~35%)、黑云母(2%~5%)、白

云母(2%)等, 有时见含有不到 10%的角闪石及透辉

石残晶. 粒状矿物与片状矿物分别聚集形成明显的

成分条带, 岩石中各种交代结构发育. 岛内类似岩石

都具不同程度的糜棱岩化, 石英及长石都可见动态

重结晶导致的细粒化现象, 并见长石双晶弯曲现象.  

2.3  花岗岩地球化学特征 

表 1 和 2 分别为花岗岩主元素和微量元素、稀  
土元素分析结果. 岩石主要氧化物平均含量为, SiO2: 
72.24%, TiO2: 0.33%, Al2O3: 13.93%, FeO: 1.15%, 
Fe2O3: 1.51%, MnO: 0.04%, MgO: 0.60%, CaO: 0.79%, 
Na2O: 2.36%, K2O: 4.78%, P2O5: 0.08%. ASI = 1.41~ 
2.15, A/NCK = 1.05~1.57 (平均 1.35), A/NK = 1.21~ 
2.62, 铝指数显示岩石为强铝型, 大多数样品点位于

I-S 线的右侧 S 型花岗岩区(图 4). 个别样品的 SiO2 

(如HN-5/1)或Al2O3 (如样品HN-7/5) 较低, 可能与原

岩成分有关, 或者与部分熔融程度有关.  
稀土总量ΣREE=100.49~170.56, 经球粒陨石标

准化处理后的稀土配分型式为 LREE 略微富集型, 具
Eu 异常(图 5(a)), δ Eu = 0.21~0.56, 轻重稀土元素分 

馏不大, LREE/HREE = 3.19~6.84, (La)N/(Lu)N= 2.08 
~6.98. 用原始地幔标准化所做的蛛网图上, 微量元

素富K, Rb, Th和REE等, 相对亏损Ba, U, Ta, Nb, Sr, P
和Ti(图 5(b)), 显示清楚的地壳熔融花岗岩的特   征
[20,21]. 

与上述岩石地球化学研究结果一致, 海南岛抱

板群中顺层侵位的深熔花岗岩的岩石学研究认为 , 
这类花岗岩是比峨文岭组和戈枕村组层位更深的某

种壳源物质部分熔融形成, 戈枕村组黑云斜长片麻

岩类岩石也是花岗岩的源岩[14].  
采用洋脊花岗岩进行标准化所做的蛛网图上 , 

非常类似于碰撞后花岗岩的特征[22]. 在(Nb+Y)-Rb图
上, 几乎所有的点落在板内花岗岩区, 3 个数据点落

在火山弧花岗岩区(图 6). 按最初板内花岗岩与火山 
 

 
 

图 4  海南岛泥盆纪深熔花岗岩 A/ANK-A/NK 图 

 
表 1  海南岛顺层侵位深熔花岗岩主元素组成(%) 

样品 HN5-1 HN6 HN6-1 HN7-5 HN9-1 HN-11 HN16-3 HN17-2 
SiO2 62.43 74.04 70.88 74.98 75.11 71.07 73.52 72.78 
TiO2 0.68 0.31 0.35 0.13 0.11 0.58 0.35 0.37 
Al2O3 17.06 13.06 14.95 12.39 14.55 13.24 13.69 13.23 
Fe2O3 1.74 2.13 2.97 1.02 0.62 1.68 0.62 2.51 
FeO 2.93 0.59 0.31 0.64 0.24 2.76 1.22 1.2 
MnO 0.07 0.05 0.02 0.02 0.01 0.06 0.02 0.04 
MgO 1.59 0.58 0.44 0.11 0.19 0.98 0.64 0.75 
CaO 2.52 0.34 0.17 0.84 0.27 1.64 0.29 0.41 
Na2O 1.19 2.27 2.37 2.96 2.37 2.12 1.9 2.38 
K2O 4.21 4.43 4.93 4.97 4.58 4.54 6.41 3.91 
P2O5 0.12 0.05 0.07 0.02 0.03 0.13 0.12 0.11 
LOI 4.95 1.75 2.84 1.35 1.61 0.82 1.23 1.94 
总计 99.49 99.6 100.31 99.43 99.67 99.62 100.02 99.64 
A/CNK 1.54  1.43  1.57  1.05  1.56  1.16  1.29  1.49  
ASI 2.15  1.86  2.00  1.41  2.02  1.60  1.59  1.97  

 
SCIENCE IN CHINA Ser. D Earth Sciences 



 
 
 
 
 
 
第 10 期 丁式江等: 海南岛抱板群内顺层侵位深熔花岗岩锆石 U-Pb 定年及其构造意义 941 

 

 
表 2  海南岛顺层侵位深熔花岗岩微量元素、稀土元素组成(×10−6) 

SAMPLE HN5-1 HN6 HN6-1 HN7-5 HN9-1 HN-11 HN16-3 HN17-2 
Rb 203.68 142.48 164.62 167.23 208.78 240.13 208.78 171.02 
Ba 464.45 1072.97 724.51 355.05 227.02 550.57 227.02 457.34 
Th 11.71 15.37 21.33 28.46 8.98 28.19 8.98 17.43 
U 5.67 2.66 4.32 15.42 3.64 8.06 3.64 3.25 
Ta 1.89 1.09 1.11 2.09 1.32 1.69 1.32 1.25 
Nb 16.59 11.27 11.91 13 11.91 16.95 11.91 12.08 
Sr 84.46 93.32 59.37 58.76 68.15 83.85 68.15 74.12 
Zr 212.03 157.35 167.87 84.86 44.58 264.97 44.58 196.94 
Hf 6.23 5.11 6.03 4.32 1.9 8.65 1.9 6.45 
Y 43.6 33.57 32.75 57.27 38.72 62.21 38.72 42.37 
La 26.49 28.12 19.36 23.68 17.03 62.86 17.03 35.76 
Ce 58.76 57.14 42.54 53.25 35.9 124.75 35.9 56.29 
Pr 6.96 7.04 5.12 6.58 4.28 15.82 4.28 9.09 
Nd 30.56 27.71 20.4 26.92 16.06 60.87 16.06 35.37 
Sm 6.82 5.98 4.77 7.31 3.78 12.35 3.78 7.26 
Eu 1.1 0.92 0.79 0.53 0.46 1.33 0.46 0.65 
Gd 7.19 6.12 5.19 8.45 3.76 11.29 3.76 6.41 
Tb 1.28 1.03 0.95 1.55 0.79 1.93 0.79 1.13 
Dy 8.22 6.43 6.23 10.2 6.01 11.74 6.01 7.51 
Ho 1.67 1.35 1.31 2.21 1.37 2.4 1.37 1.54 
Er 4.91 3.76 3.74 6.29 4.35 6.34 4.35 4.37 
Tm 0.69 0.55 0.55 1.01 0.74 0.86 0.74 0.64 
Yb 4.49 3.59 3.51 6.36 5.14 5.32 5.14 3.96 
Lu 0.67 0.49 0.49 1.01 0.82 0.76 0.82 0.58 
ΣREE 159.81 150.23 114.95 155.35 100.49 318.62 100.49 170.56 
LREE 130.69 126.91 92.98 118.27 77.51 277.98 77.51 144.42 
HREE 29.12 23.32 21.97 37.08 22.98 40.64 22.98 26.14 
LREE/HREE 4.49 5.44 4.23 3.19 3.37 6.84 3.37 5.52 
(La/Yb)N 3.95 5.74 3.95 2.34 2.08 8.27 6.98 6.17 
ε Eu 0.48 0.47 0.49 0.21 0.37 0.34 0.56 0.29 

 

 
 

图 5  海南岛泥盆纪深熔花岗岩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配分型式图(a)与微量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数据蛛网图(b) 
 

弧花岗岩的定义, 板内花岗岩的构造环境包括正常

厚度的大陆地壳、强烈减薄的大陆地壳和大洋地壳三

个构造亚类. 本文研究的海南岛顺层侵位花岗岩的

强过铝特征以及其他地球化学特征、岩石学特征已经

表明, 它们与大陆板块地壳物质的部分熔融作用有

密切的关系. 稀土配分曲线与微量元素蛛网图上, 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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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群变质岩与深熔花岗岩的分配曲线非常一致(图 5), 
深熔花岗岩很可能是由抱板群或者类似组成的地壳

物质部分熔融并短距离侵位形成. 

 

 
 

图 6  海南岛泥盆纪深熔花岗岩(Nb+Y)-Rb 图 
WPG-板内花岗岩, VAG-火山弧花岗岩, Syn-COLG-同碰撞花岗岩, 

ORG-洋中脊花岗岩 

 

3  锆石 SHRIMP 法 U-Pb 定年 

3.1  测试方法 

锆石U-Th-Pb 同位素分析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

SHRIMP II上进行. 采用常规的浮选和电磁选方法进

行锆石分选, 在双目镜下挑选晶形完好的锆石颗粒. 
将待测锆石样品和标准锆石TEM(年龄为 417 Ma)[23]

粘贴在环氧树脂表面, 抛光后制成样靶. 在电子显微

镜下观察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像和背散射图像, 研究

锆石颗粒的类型、结晶生长世代关系, 据此选择锆石

颗粒进行测年及确定一次离子束轰击锆石颗粒的具

体位置, 避免将离子束轰击到年龄不同的锆石区域, 
导致获得的年龄数据意义含混. 然后将样品靶清洗、

镀金后, 在SHRIMP II上进行测定, 实验流程和条件

与文献[24]描述的基本相同. 数据与图形采用Ludwig
博士编写的SQUID 1.03d版和ISOPLOT 2.49S版软件

进行处理. 普通Pb采用实测的 204Pb进行校正, TEM和

待 测 锆 石 的 普 通 铅 均 按 照 207Pb/206Pb =0.864, 
208Pb/206Pb=2.097, 206Pb/204Pb=18.052 进行, 这些普通

铅组成为Stacey等[25]模式在 417 Ma时对应的值. 

3.2  样品 

3.2.1  样品 HN-16/3 

采自海南岛东部定安县中瑞农场, 顺层侵位于

抱板群变质岩中的含钾长石巨斑的深熔花岗岩. 岩
石为灰白色, 条带状构造, 岩石具约 10%~20%的钾

长石巨晶, 采样露头上所见最大的钾长石巨晶可达

5~6 cm 长, 岛内类似岩石都具不同程度的糜棱岩化, 
长石斑晶明显定向, 构成一组拉伸线理. 薄片下观察, 
主要矿物成分为钾长石(25%~30%)、斜长石(30%~ 
35%)、石英(30%~35%)、黑云母(5%)、白云母(5%)
等, 粒状矿物与片状矿物分别聚集形成明显的成分

条带, 岩石中各种交代结构发育, 石英及长石都可见

动态重结晶导致的细粒化现象, 并见长石双晶弯曲

现象.  
锆石颗粒分为短柱状和长柱状两类, 两者具有

相似的结晶结构. 在阴极发光图像和背散射图像中

明显显示具两个生长世代, 具有增生锆石的特征. 核
部多为浑圆状-次棱角状的碎屑颗粒, 未见矿物生长

环带或环带不明显. 碎屑颗粒外包裹新生的发育明

显生长环带的锆石, 与典型的岩浆结晶锆石相似, 推
测是岩浆结晶过程中生长的锆石. 此外, 阴极发光图

像还显示, 两个世代锆石 U 含量差别较大, 核部碎屑

锆石 U 含量低得多(图 7-1~6).  

3.2.2  样品 JD-1 

采自海南岛东部琼海县加定乡抱板群黑云母二

长片麻岩. 岩石为灰白-灰色块状构造、具弱的条带-
片麻状构造, 薄片下观察具明显的成分分异现象, 形
成条带状及片麻状构造, 具鳞片粒柱状变晶结构. 主
要矿物成分为斜长石 (35%~40%)、钾长石 (15%~ 
20%)、石英(30%)、黑云母(10%~15%), 少量绢白云

母、绿泥石等.  
锆石颗粒多为柱状自形晶体, 分短柱状和长柱

状两种, 阴极发光图像和背散射图像显示, 锆石晶体

内部特征基本一致, 具明显的矿物生长环带, 往往在

矿物颗粒的核部有一个浑圆状-次棱角状的核, 其内

往往有黑云母、钾长石、石英及磷灰石等矿物包裹体

(图 7-7~11). 这些矿物包裹体一般呈片状或粒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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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锆石颗粒阴极发光与背散射图像 
1~6. JD-1, 其中 1, 3 和 5 为阴极发光图像, 2, 4 和 6 为背散射图像, 背散射图像中锆石颗粒内部的黑色斑点为钾长石、石英、黑云母及磷灰石等矿

物包体; 7~11. HN-16/3, 其中 7, 8 和 11 为阴极发光图像, 9, 10 为背散射图像, 10 为图像 11 中局部放大 

 
锆石变质增生过程中包裹的原岩矿物碎屑. 核部碎

屑锆石的浑圆状外形应与第二世代锆石生长前变质

成因锆石边缘溶蚀有关. 本样品锆石显示了比较典

型的变质增生锆石的特征(图 7-7~11).  

3.3  测试结果 

3.3.1  样品 HN-16/3 

SHRIMP 测试分析了 15 粒精选出来的锆石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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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据点, 测试结果列于表 3. 其中 14 个年轻锆石的

测定点给出的 206Pb/238U 加权平均年龄为 370.0±4.4 
Ma(95%置信度误差), MSDW=2.02(图 8: HN-16/3). 
较老的 6 个测定点位于锆石颗粒核部, 其中 3 个测定

点较年轻, 其 207Pb/206Pb 年龄分别为 902±35Ma, 912± 
23 Ma, 968±26 Ma; 另外 2 个测定点较老, 其 207Pb/ 
206Pb 年龄分别为 2752±25 Ma, 2856±15 Ma. 根据核

部形态明显不同于边部的特点, 判断核部应为早期

碎屑锆石(图 7-1~6). 核部碎屑锆石的平均 Th/U = 
0.36~0.66, 平均 0.51, 环带状结晶部位数据点的 Th/U = 
0.08~0.54, 平均 0.22. 

3.3.2  样品 JD-1 

共分析了 13 个锆石颗粒 13 个点, 测试结果列于

表 4. 其中 9.1 点与其他点相比较, 其年龄明显不同, 
疑为样品分选时混入的. 其余 12 个点的 206Pb/238U 年

龄加权平均值为 362.9±7.0 Ma(95%置信度误差 ), 
MSDW=4.64(图 8: JD-1). 所有数据点的Th/U = 0.15 ~ 
0.93, 平均 0.54.  

4  讨论及构造意义 

海南岛顺层侵位的含钾长石巨斑深熔花岗岩的

锆石 SHRIMP U-Pb 测年获得的 370.0±4.4 Ma 的
206Pb/238U 年龄, 是迄今为止第一次在岛内获得的泥

盆纪晚期花岗岩同位素年龄, 其地球化学特征及前

人所做的岩石学研究成果均显示其为 S-型花岗岩. 
深熔花岗岩的围岩抱板群黑云母二长片麻岩中变质增

生锆石所获得的 SHRIMP U-Pb 年龄为 362.9±7.0 Ma.  

深熔花岗岩岩浆作用与围岩变质作用非常一致

的年龄, 揭示出在泥盆纪晚期海南岛曾经历过一次

强烈的热事件. 这次热事件和可能与整个华南造山

带晚加里东期构造热事件有关. 这次热事件很可能

影响的地区一直向北延伸到云开山、武夷山地区. 广
东西部云开地区发育大体相同时代的类似的含钾长

石巨斑花岗质岩说明, 不过云开山地区含钾长石巨

斑花岗质岩的时代稍早, 其钾长石的 40Ar/39Ar年龄为

410~430 Ma, 属志留纪末到泥盆纪初期[26], 武夷山

中段混合岩黑云母 40Ar/39Ar为 401 Ma[27], 而武夷山

南麓韧性剪切带动力变质岩中白云母的 40Ar/39Ar年
龄测试也证明曾存在泥盆纪初构造热事件(坪年龄

391±3 Ma, 等时线年龄 385±5 Ma), 研究认为至少

有一期的强烈韧性剪切变形和糜棱岩化作用是该构

造事件所导致[28].  
近年来, 大规模的韧性剪切带和脆性断层与地

壳物质发生深熔作用、变质作用及花岗岩浆侵位关系

已经引起普遍的关注[29]. 岛内这期花岗岩普遍发生

的韧性剪切变形表明, 这次变形具有面状展布的特

点, 很可能存在一个水平产状的大型韧性剪切带. 剪
切带的发育与热事件之间的诱发关系及先后顺序仍

需进一步研究. 另外, 流体的参与、地壳物质成分的

差异也对地壳部分熔融有非常大的影响, 尤其地幔

玄武岩浆带来的热对地壳物质部分熔融会有更加明

显的效果[30]. 海南岛泥盆纪晚期热事件的发生, 很可

能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 
根据寒武纪特殊三叶虫、古生界地层及古地磁等

资料, 海南岛属亲东冈瓦纳的裂解块体[1,7,31], 但什么 
 

 
 

图 8  海南岛顺层侵位深熔花岗岩(HN-16/3)与抱板群长英质片麻岩(JD-1)锆石 SHRIMP II 法 U-Pb 年龄谐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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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of the acritarchs from the Meitan Formation, Honghuayuan section, Tongzi, Guizhoua) 

Relative abundance of acritar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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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usculidium filamentosum         r      

Arkonia tenutata              

Athabascaella playfordii?              

Aureotesta clathrata var. simplex         p r     

Baltisphaeridium longispinosum              

Baltisphaeridium granosum      p c c r r a   r     

Baltisphaeridium sp.1         r c   p  

Baltisphaeridium sp.2 p r a c p p r  p a c c     a a a a

Baltisphaeridium sp.3           

Coryphidium bohemicum         p   p  

Coryphidium elegans             

Cristallinium dentatum              

Cymatiogalea cuvillieri        r      

Cymatiogalea granulata p p  p     p a a c c c  a a c  

Cymatiogalea sp.         c r    

Cymatiosphaera sp1         c   c  

Cymatiosphaera sp2             

Dactylofusa velifera             

Dicrodiacrodium normale              

Dictyotidium sp.         r     

(To be continued on the next page)

 



 
 
 
 

 
(Continued)

Relative abundance of acritar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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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phosphaeridium rarum          r   c 
Micrhystridium accuminosum p         a   a 
Micrhystridium henry             
Micrhystridium sp.          c   c 
Multiplicisphaeridium sp.         p r    
Multiplicisphaeridium irregulare r             
Pachysphaeridiumrhabdocladium          p   
Petaloferidium florigerum             
Peteinosphaeridium dissimile         p     
Peteinosphaeridium intermedium              
Peteinosphaeridium trifurcatum p r p    r  c c a r c   c
Pirea sinensis         p     
Polygonium gracile c c r r r r c r p a a a a c  c a a
Polygonium sp. p    p p   c r     r r a  
Rhopaliophora palmata  r p p p  c  a c c r c r c a a c r r     r  
Stelliferidium striatulum         a a     
Striatotheca monorugu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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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sphaeridium cf. gotlandicum         r     
Tectitheca additionalis              
Tongzia meitana              
Veryhachium lairdii              

Veryhachium trispinosum  p ?    p p a a c c r p   c  

      a) Ua, U. austrodentatus Zone; Ui, U. intersitus Zone. a, >50; c, 20－50; r, 5－20;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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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从冈瓦纳大陆裂解出来、又何时拼贴到华南地块

边缘存在不同的认识[8,32,33]. 一般认为冈瓦纳大陆在

泥盆纪发生分裂[7], 其北部边缘在石炭-二叠纪拉开

并分裂向北拼贴到劳亚大陆上[34]. 海南岛作为曾经

是冈瓦纳大陆的一部分, 泥盆纪期间的地质变动很

可能记录的正是冈瓦纳大陆裂解的信息. 
大规模顺层侵位岩浆岩体一般都被认为与大的

顺层拆离或顺层推覆构造面的发育有关, 海南岛泥

盆纪顺层侵位深熔花岗岩普遍发育糜棱岩化, 不但

石英已经发生拉丝状韧性变形, 长石也发育双晶弯

曲等明显韧性变形构造, 表现出角闪岩相变质温度

条件下的构造变形特征 [35,36], 这与抱板群角闪岩相

变质作用环境是一致的[13]. 海南岛及邻近的华南造

山带武夷山、云开山地区泥盆纪深熔花岗岩以及其他

构造热事件, 很可能是冈瓦纳大陆裂解过程中地壳

深处顺层拆离发生的同构造岩浆活动, 这有点类似

Rodinian超大陆裂解时华南地块的情况, 因地幔柱上

涌导致Rodinian超大陆裂解, 而上升的地幔柱同时也

造成了华南地块深部产生了大量的深熔花岗岩浆侵

位[37]. 因此, 海南岛泥盆纪顺层侵位深熔花岗岩的发

现 , 对解释冈瓦纳大陆裂解过程和时代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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