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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由于缺乏可靠的同位素年代学资料，辽北法库地区的变质岩系一直被看作地台基底型建造，近期研究确认它们属

于原岩为深成侵入体（五龙山杂岩）和火山P沉积岩系、后经韧性剪切作用而形成的变形变质岩系，它们与遭受同期动力变质

作用影响的同构造侵入岩（十间房花岗岩）一道构成了规模巨大的法库构造岩系。精确的 .%MSTU /PUB 测年表明，五龙山杂

岩侵位于约 #98 X : T+，十间房花岗岩侵位于约 #;: X Y T+，指示构成法库构造岩系主体单元的深成侵入体并非形成于元古

代，而是形成于晚古生代海西期。这些同位素年龄记录一方面暗示法库断凸可能并不存在大规模的前寒武纪变质基底，另一

方面为确定华北地台与吉黑造山带（兴蒙造山带东段）在柳河断裂以东的界线提供了重要约束。

关键词" " 锆石；.%MSTU；年代学；法库构造岩系；辽北

中图法分类号" " U87^5 Y

! " 引言

华北地台北缘构造演化及其与北侧兴蒙造山带的关系，

一直是中国区域基础地质研究中的关键问题（O+2G，!776；

邵济安等，!77^；李锦轶，!77;；吴福元等，!777，#66!；崔盛

芹等，#666）。目前一般以西拉木伦断裂和赤峰P开原断裂等

深大断裂带作为划分台带界线的重要依据。而在第四纪覆

盖严重的辽北法库地区，有关台带界线的位置一直存在不同

看法（辽宁省区域地质志，!7;7；崔盛芹等，#666），歧义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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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于辽北法库断凸之上变质岩系的时代归属。

对于分布于辽北“法库断凸”的变质岩系，早期的地质调

查最早将其划分为浪子山组、大石桥组和盖县组（ 辽宁省地

质矿产局，!"#!），并认为相当于辽东的辽河群；辽宁省区域

地质志（!"$"）则将其统归为下元古界。!：% 万区域地质调

查查明（辽宁省地质矿产局，!""&），它们是原岩为深成侵入

体及火山’沉积岩系、后经韧性剪切作用而形成的变形变质

岩系。首次在原大石桥组中发现的海百合茎化石为该套变

质地层划归古生代提供了生物学证据（黄志安等，!""&）；调

查同时揭示，辽宁省区域地质志确定的元古代混合岩实际上

属于遭受同期动力变质作用影响的同构造复式花岗岩体，并

归并为十间房超单元（辽宁省地质矿产局，!""&）。上述变形

变质岩系与同构造侵入岩体一道构成了面积超过 ())*+, 的

法库构造岩系。针对其构造特征的初步研究提出了重新认

识法 库 断 凸 内 涵 的 必 要 性（ 郝 永 利 等，!""&；杨 晓 波 等，

!""&；韩树德，!""#）。但仍有学者坚持法库地区变质岩系

归属元古代的意见（崔盛芹等，,)))）。

显然，这种认识分歧主要归因于高精度年龄资料的缺

乏，而这种分歧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法库断凸之内涵乃

至华北地台北缘构造演化及其与北侧造山带关系的理解和

认识。我们近期进行的系统-)./ 0 ("./ 年代学研究确认，形成

法库构造岩系的变形、变质作用发生在晚二叠世’早三叠世

（张晓晖等，,))-），为了进一步厘定构造岩系主体组成部分

的深成侵入体的形成时代，我们对其进行了 123456 锆石年

代学研究，获得了重新认识法库断凸构造属性与华北地台北

缘边界的同位素年代学证据。

图 !7 法库地区地质构造简图（据杨晓波等（!""&）修改）

!8 第四系；,8 中生界；(8 晚侏罗世石景山单元；-8 中侏罗世红土墙子超单元；%8 三叠纪十间房超单元；&8 五龙山杂岩；

#8 上古生界瓦房岩组；$8 上古生界老陵山岩组；"8 下古生界富拉堡子岩组；!)8 下古生界大孤家子岩组；!!8 断层；

!,8 地质界线；!(8 角度不整合；!-8 地层产状；!%8 糜棱面理产状；!&8 拉伸线理产状；!#8 123456 样品采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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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质背景与岩体地质

对于法库断凸的大地构造归属，#$%& 年出版的中国大地

构造图将其划入内蒙地轴（ 任纪舜等，#$%&），辽宁省区域地

质志（#$%$）则将其排除在内蒙地轴之外。#：’ 万区域地质

调查揭示（辽宁省地质矿产局，#$$(），该区原辽河群变质岩

系实际上由变质深成岩和变质的安山岩、英安岩、碎屑岩、碳

酸盐岩等变质火山)沉积岩系构成。变质沉积)火山岩系主要

呈大小不一的捕虏体存在于变质深成岩系之中。根据岩石

组合及其岩相学特征、原岩建造及变质作用特征，变质火山)
沉积岩系可分成四个岩组（图 #）：下古生界的大孤家子岩组

和富拉堡子岩组，上古生界的老陵山岩组和瓦房店岩组，其

中，前者经历了早期角闪岩相)高绿片岩相的区域变质作用

和后期叠加其上的绿片岩相变形变质作用；后者则只经历

了绿片岩相的动力变质作用，形成以安山质糜棱岩、碳酸盐

质糜棱岩和糜棱片岩等为主的动力变质岩系。变质深成岩

原属于辽河群的组成部分，#：’ 万区域地质调查确认其为遭

受韧性变形的晚古生代中酸性侵入体，并将其定为五龙山杂

岩。与五龙山杂岩毗邻的、辽宁省区域地质志定为元古代混

合岩的混合花岗岩也属于遭受同期韧性变形作用影响的晚

古生代)早中生代花岗岩，并归并为十间房超单元（ 郝永利

等，#$$(）。上述构造岩系遭受后期红土墙子超单元和石景

山单元花岗岩的侵入，这些后期花岗岩基本未受糜棱岩化作

用的影响。

根据最新的区调成果（ 郝永利等，#$$(；辽宁省地质矿

产局，#$$(），五龙山杂岩主要分布于五龙山、慈恩寺一带，出

露面积约 ’&*+!。主要岩性为花岗闪长岩，局部为二长花岗

岩、闪长岩、石英闪长岩和斜长花岗岩，普遍发育糜棱结构和

片麻状构造。十间房超单元花岗岩主要分布于十间房、城子

山、花匠沟一带，呈不规则椭圆状，出露面积约 !,& *+!。主

要组成岩性为花岗闪长岩和二长花岗岩，因遭受不同程度的

韧性变形作用而形成碎裂岩、糜棱岩，甚或花岗质片麻岩。

, " 分析方法

锆石用常规方法分选，并且在双目镜下挑纯后，与标样

锆石一起制靶。详细的制靶过程参见宋彪等（!&&!）的文章。

样品靶制成后，首先在光学显微镜下对被测样品进行照相

（包括透射光和反射光），然后在电子探针下进行锆石阴极发

光（-.）及背散射电子（/01）图像的综合研究。

锆石 023456 分析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 023456 上完

成。应用 023456 进行 7)89)6: 分析的详细流程和原理参

考 -;+<=>;? 等（#$$!）、@ABBAC+= 等（#$%D）、刘敦一（!&&E）的

文章。一次离子流强度，约 DF ’?G，加速电压约 #& *H，样品

靶上的离子束斑直径约 !’ I ,& !+。质量分辨率约 ’&&&
（#J 峰 高）。应 用 澳 大 利 亚 国 家 地 调 局 标 准 锆 石 815

（E#D5C）进行元素间的分馏校正，6: K 7 校正公式采用 6: K 7
L G（7M K 7）!；应用 3010（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地学院）标准

锆石 0.#,（年龄 ’D! 5C；7 含量 !,%（ #& N( ）标定所测锆石

的 7，89 和 6: 含量。

数据 处 理 和 年 龄 计 算 采 用 .OPQAR 0S74T #F & 及

40M6.M8 程序（ .OPQAR，#$$$，!&&#）。普 通 铅 一 般 根 据 实

测!&E6: 进行校正，并将数据点投入 @U>9UVABB 一致曲线图中。

因年轻锆石中放射成因!&D6: 量较少，分析中容易产生较大的

误差。本文表中所列数据均为同一测点连续 ’ 次分析的平

均值，误差为 #"。样品最终的!&( 6: K !,% 7 年龄的加权平均值

误差为 !"。

E " 样品描述和分析结果

我们对取自十间房超单元和五龙山杂岩中二个代表性

花岗岩类样品（WX’# 和 WX’,）进行了 023456 年龄测定，具

体采样位置示于图 # 中。

EF #" 十间房超单元花岗岩（花岗闪长岩，样品 WX’#）

样品 WX’# 取自法库)铁法公路 ! X+ 处（E!Y,&Z!![，#!,Y
!’Z%$[）的十间房超单元花岗岩之中。岩石具糜棱结构，变余

花岗结构，片麻状构造。岩石定名为花岗闪长质初糜棱岩。

主要 矿 物 组 成 为 斜 长 石（ ’&J）、钾 长 石（ #’J）、石 英

（!’J）、黑云母（EJ）、白云母（!J）、绿泥石（!J）等。变形

特征表现为：斜长石主要呈眼球状残斑，个别仍保留半自形

板状晶形，可见双晶纹弯曲变形现象，边缘出现少量动态重

结晶的新晶粒，部分颗粒发生绢云母)白云母化；钾长石为微

斜长石，它形)半自形状，个别颗粒较大者呈眼球状斑晶出

现，长轴平行片麻理，主要表现为脆性变形；石英呈拉长的

条带状齿形粒状集合体，粒内波状消光、亚颗粒发育；黑云

母主要集中成暗色矿物条带，呈褐黄色多色性。该样品中锆

石多为短柱状，长宽比约为 !：#，个别呈长柱状，阴极发光图

像（-.）显示，锆石普遍发育韵律环带结构（ 图 !C，:），属典

型的岩浆锆石。

对该样品锆石进行的 #( 个分析中，有 #E 个分析给出基

本一致的年龄（表 #），在一致曲线图中集中分布于一致曲线

之上或其附近（图 ,C），加权平均年龄为 !%E \ , 5C（? L
#E，50@T L #F ’）。另二个分析点（ 表 # 中点 WX’#)! 和

WX’#)E）分别给出年轻的近一致年龄 !(, \ ( 5C 和 !E# \ (
5C。这些年龄与同一样品中指示后期构造事件的黑云母
E&GV K ,$GV年 龄（!(! I !,# 5C，张 晓 晖 等，!&&E）基 本 一 致，

因此可能是受该事件影响的结果。

EF ! " 五龙山花岗杂岩（花岗闪长岩，样品 WX’,）

样品 WX’, 取自法库五台子后满屯北山（E!Y!$Z%![，#!,Y
#’ZD’[）的五龙山花岗杂岩之中。岩石具残斑糜棱变形结构；

D,#张晓晖等：辽北法库构造岩系的锆石 023456 年代学研究与华北地台北缘边界



表 !" 十间房花岗岩和五龙山杂岩 #$%&’( 锆石 )*(+ 分析结果

,-+./ !" #$%&’( )*(+ 012345 6-7- 842 79/ #91:1-58-5; ;2-517/ -56 79/ <=.45;>9-5 34?@./A

点号
)

（@@?）

,9

（@@?）
,9 B )

(+

（@@?）

8CDE!

（F ）

CDG (+ B CDE (+ CDE (+ B CHI) CDG (+ B CHJ)
年龄 B ’-

CDE (+ B CHI) CDG (+ B CHJ)

样品 KLJ!

KLJ!*C

KLJ!*H

KLJ!*M

KLJ!*J

KLJ!*E

KLJ!*G

KLJ!*I

KLJ!*N

KLJ!*!D

KLJ!*!!

KLJ!*!C

KLJ!*!H

KLJ!*!M

KLJ!*!J

KLJ!*!E

KLJ!*!I

JJH

GDG

G!C

ECD

GGD

NCD

EM!

!!IC

INE

NDD

ENI

N!G

NIE

!!!G

CMN

IEH

CIM

M!I

MND

HJC

MCG

MGJ

HEI

EHM

JNC

EC!

JJG

JJE

EEG

I!M

!EI

EID

DO JH

DO E!

DO G!

DO JN

DO JG

DO JH

DO JN

DO JJ

DO EI

DO G!

DO IC

DO EH

DO GD

DO GJ

DO EN

DO I!

!NO N

CEO M

CHO M

CHO H

H!O D

HJO D

CMO N

MEO H

HMO M

HJO J

CGO N

HJO J

MDO C

MMO C

NO J

HCO E

DO IG

DO MM

DO MM

DO ED

DO DE

DO IE

DO MC

DO !M

DO JJ

DO JM

DO MG

DO HH

DO EN

CO EC

DO M!

DO DJDC P CN

DO DJ!J P CM

DO DJCD P CM

DO DMNE P CE

DO DJHH P CE

DO DJ!C P CG

DO DMNE P CG

DO DJCG P !I

DO DMNM P CC

DO DJJC P !N

DO DMGG P CG

DO DJCH P CG

DO DJ!G P C!

DO DJDJ P CD

DO DMEI P GN

DO DMNC P CH

DO DM!E P CC

DO DMHH P CM

DO DHI! P CC

DO DMHJ P CC

DO DMEN P C!

DO DMMD P CC

DO DMJ! P CC

DO DMJJ P C!

DO DMMJ P C!

DO DMJN P C!

DO DMEC P CC

DO DMMN P CC

DO DMGH P C!

DO DMJI P C!

DO DMHM P CJ

DO DMHN P C!

DO CII P M

DO HDG P H

DO CGH P H

DO CNG P H

DO HMM P H

DO H!D P M

DO HDN P H

DO HH! P H

DO HDH P H

DO HJD P H

DO HDM P M

DO HCH P M

DO HHG P H

DO H!N P H

DO CID P I

DO CNG P H

CEH P E

CGH P G

CM! P E

CGJ P G

CNJ P G

CGG P E

CIM P G

CIG P E

CI! P G

CIN P G

CN! P G

CIH P G

CNI P G

CIN P G

CGM P I

CGE P G

CJG P H

CGC P H

CMJ P H

CEM P H

HDD P H

CGM P H

CGM P C

CND P H

CEN P C

HDJ P C

CGD P C

CIM P H

CNJ P H

CIN P G

CJ! P E

CEM P H

样品 KLJH

KLJH*!

KLJH*C

KLJH*H

KLJH*M

KLJH*J

KLJH*E

KLJH*G

KLJH*I

KLJH*N

KLJH*!D

KLJH*!!

KLJH*!C

KLJH*!H

KLJH*!M

J!I

CEI

CGG

NHC

!JG

CGI

CDM

CEC

HGI

HCH

CEI

MMM

CE!

CJI

CEI

!C!

NE

!!!G

JJ

!CH

GM

!!N

CDN

!DM

!!E

CJM

!DC

!D!

DO JH

DO MG

DO HE

!O CM

DO HE

DO ME

DO HG

DO MG

DO JG

DO HH

DO MJ

DO JN

DO MD

DO M!

CDO G

NO H

!DO H

HMO !

JO G

!DO !

GO H

NO G

!HO I

!CO J

!DO D

!GO C

NO G

NO H

!O !D

!O HC

CO CJ

DO HE

CO GM

CO NC

CO HG

!O HC

!O M!

!O JI

!O IC

!O DI

CO !G

CO !J

DO DJ!G P HD

DO DJJD P EH

DO DMMH P JD

DO DJHN P CJ

DO DMNJ P I!

DO DJJ! P MC

DO DMIC P MI

DO DJDC P J!

DO DJDC P JI

DO DMIG P HE

DO DJ!J P EI

DO DMED P CC

DO DHNI P CE

DO DMCH P CM

DO DMCM P C!

DO DMDN P CE

DO DM!! P CM

DO DMDE P CJ

DO DMCE P CM

DO DM!I P CM

DO DMMM P CM

DO DMCI P CH

DO DMMJ P CE

DO DMC! P CH

DO DMDN P CM

DO HCI P M

DO HDC P G

DO CJI P E

DO H!J P H

DO CGN P N

DO HCM P J

DO CGI P J

DO HDG P E

DO CNE P E

DO CNN P M

DO CNN P G

CND P G

CJC P G

CEG P G

CEI P G

CJI P G

CED P G

CJG P G

CEN P G

CEM P G

CID P G

CGD P G

CI! P I

CEE P G

CJI P G

CII P H

CEI P J

CHH P J

CGI P C

CJD P G

CIJ P M

CMN P E

CGC P J

CEH P J

CEE P H

CEE P J

" " ! CDE Q @/23/57-;/ 48 34??45 CDE (+ 15 79/ 747-. ?/->=2/6 CDE (+；误差所有为 !!，所列为最末几位数字

矿物 组 成 主 要 有 斜 长 石（ MJF ）、钾 长 石（ !CF ）、石 英

（CJF ）、角闪石（JF ）、黑云母（IF ）、绿帘石（!F ）、绿泥石

（!F ）等。岩石定名为花岗闪长质糜棱岩。变形特征表现

为：斜长石多以碎斑形式存在，粒径 DO H R C ??，少数颗粒

发育核幔结构、膝折等机械变形现象，但仍保留半自形板状

晶形，部分颗粒发生较强的绢云母和绿帘石化；钾长石为微

斜长石，绝大多数表现为脆性变形，与斜长石一样呈眼球状

残斑，部分颗粒较小者为微斜*条纹长石，内见波状消光和亚

颗粒；石英颗粒大部分呈拉长的透镜状、条带状齿形粒状集

合体，粒内波状消光、亚颗粒发育；角闪石呈透镜状残斑，深

绿*浅黄绿色柱状，脆性变形为主；黑云母呈细小鳞片状和较

大的片状，具定向性，部分绿泥石化；绿帘石呈粒状或针柱

状。此样品中锆石为短柱状晶体，多数发育韵律环带结构

（图 C3，6），说明它们是岩浆成因的锆石。

对该样品 !M 颗锆石进行的 !M 个分析（ 表 !）中，三个分

析点（KLJH*E，KLJH*G 和 KLJH*!M）由于CDG (+ 基数太低未能

得到CDG(+ B CHJ) 数据，而在 !M 个分析给出的CDE (+ B CHI ) 中，除

分析点（KLJH*!）为统计离群点未参加计算外，其余 !H 个分

IH! !"#$ %&#’()(*+"$ ,+-+"$" 岩石学报 CDDJ，C!（!）



图 !" 法库构造岩系中锆石特征及 #$%&’( 测点位置

（)）（*）十间房花岗岩（样品 +,-.）锆石 /0 图像；（1）（2）五龙山杂岩（样品 +,-3）锆石 /0 图像

+456 ! " 789 /0 4:)59; <= >9?>9;9@A)A4B9 C4>1<@; =><: A89 #84D4)@=)@5 5>)@4A9（ ;):?E9 +,-.，（ )） )@2（ *）） )@2 A89
FGE<@5;8)@ 1<:?E9H（;):?E9 +,-3，（1）)@2（2））6 %<G@292 14>1E9; 4@241)A9 A89 ;?<A; <= #$%&’( )@)EI;4;，J4A8 )59; )@2
;?<A @G:*9>; *94@5 E)*9E92 @9)>*I

析给出基本一致的年龄，在一致曲线图中集中分布于一致曲

线上或其附近（图 3*），加权平均年龄为 !K- L M ’)（@ N
.3，’#FO N .6 -）。

- " 讨论

-6 ." 年龄解释

综合所测锆石的形态、指示岩浆成因的高 78 P Q 比值

（R)B>) !" #$6 ，.SSK，.SSS）和 /0 图像特征，平均权重年龄

!TM L 3 ’) 和 !K- L M ’) 分别代表十间房超单元和五龙山

花岗杂岩样品中岩浆锆石的结晶年龄。此外，由于以十间房

超单元花岗岩和五龙山花岗杂岩为代表的深成侵入岩体构

成法库构造岩系的主体，正如所测样品的岩相学特征所指

示，十间房超单元花岗岩和五龙山花岗杂岩普遍遭受形成法

库构造岩系的变形作用的影响。但从测年样品中的新生矿

物组合、石英的塑性变形和长石的脆U弹性变形特征出发，同

时结合法库构造岩系形成于低绿片岩相的温压条件来看（ 郝

永利等，.SSK；杨晓波等，.SSK；郭洪方，.SSV；辽宁省地质矿

产局，.SSK），可以认为，变形作用并未达到使锆石发生 QP (*

同位素体系重新平衡的程度，因此，!TM L 3 ’) 和!K- L M ’)
应分别代表十间房花岗岩和五龙山花岗杂岩的侵位时代。

-6 !" 地质意义

由于缺乏可靠的同位素年龄资料，法库地区的变质岩系

一直被看作地台基底型建造（辽宁省地质矿产局，.STS；崔盛

芹，!WWW），并统归为下元古界。.：- 万区域地质调查将其肢

解为古生界地层和二叠纪至三叠纪的变形花岗岩，室内外研

究确认这些变质岩系大部分是韧性推覆或滑脱剪切变质作

S3.张晓晖等：辽北法库构造岩系的锆石 #$%&’( 年代学研究与华北地台北缘边界



图 !" 十间房花岗岩（#）和五龙山杂岩（$）%&’()* 锆石

+,*$ 分析结果

-./0 ! " +,*$ 1231245.# 5.#/4#6 27 8.41239 7426 :;<
%;.=.#37#3/ /4#3.:<（#）#35 :;< >?@23/9;#3 126A@<B（$）

用的产物，属于构造动力变质杂岩，但所依靠的年龄是一些

误差较大或没有提供任何数据细节的 C,D4 年龄和全岩 ’$,
%4 等时线年龄。近期进行的系统EF D4 G !H D4 年代学研究确认

形成法库构造岩系的变形、变质作用发生在晚二叠世,早三叠

世（张晓晖等，IFFE），本文报道的 %&’()* 锆石 +,*$ 年龄则

为构成法库构造岩系主体的深成侵入体的侵位时代提供了

直接依据。这些高精度的锆石 +,*$ 和近期报道的不同矿物

的EFD4 G !HD4 年龄为厘定该这套构造岩系所代表的岩浆构造

事件提供了重要的年代学约束。

晚古生代,中生代初，华北北部及邻区正处于古亚洲域与

太平洋域构造叠加的重要时期（ 邵济安等，JHHK）。二叠纪,
早三叠世（？）蒙古带与华北地台沿索伦—林西缝合带拼合

（>#3/ #35 )2，JHHL；M#N.9 !" #$0 ，IFFJ；O?1;#3 !" #$0 ，

IFFI；P.#2 !" #$0 ，IFF!），蒙古带向华北陆块和东北拼贴陆块

的俯冲形成沿华北北缘和东北地区广泛分布的海西,印支,早
燕山期花岗岩（Q?. #35 >?，JHHK；吴福元等，JHHH；孙德有

等，IFFF；刘红涛等，IFFI；>? !" #0 ，IFFI，IFF!；毛德宝

等，IFF!），东北拼贴陆块与华北陆块在此阶段完成拼合（ 谢

鸣谦，IFFF）；蒙古弧与华北陆块北缘安第斯型大陆岛弧之间

（M#N.9 !" #$0 ，IFFJ；P.#2 !" #$0 ，IFF!）、以及多个微陆块之间

的碰撞引起波及区发生广泛的构造变形（ 李述靖等，JHHR；

P.#2 !" #$0 ，IFF!）。从时间联系上看，法库构造岩系应该是

这种多块体持久汇聚碰撞背景下形成的岩浆构造事件记录。

法库构造岩系位于华北地台北缘与吉黑造山带的结合

部位，其时代归属对于重新评价法库断凸的内涵、进而研究

华北地台与北侧地块间的拼合历史至关重要。本文的测试

结果表明，构成法库构造岩系主体的深成侵入体实属受早三

叠世韧性变形作用影响的晚古生代海西期花岗岩，虽然其物

质来源尚有待可以反映较大范围内地壳深部岩石状况的岩

石 %4,S5 同位素示踪工作的确认，但结合最新的区域地质调

查所揭示的本区变质地层实际上属于造山带型的古生代地

层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法库断凸可能不具备大规模的前

寒武纪结晶基底，这与最近松辽盆地（>? !" #$0 ，IFFJ）、佳木

斯地 块（ 宋 彪 等，JHHK；>.@5< !" #$0 ，JHHK；吴 福 元 等，

IFFJ）、小兴安岭地区（ 苗来成等，IFF!）、和龙地块（ 张艳斌

等，IFFE）等邻区基底研究取得的认识基本一致，暗示法库断

凸与松辽地块的亲缘性，这种亲缘性也体现在岩石圈结构方

面，辽北地区与松辽地区在岩石圈结构方面基本一致，而与

辽西地区存在显著差别（P? !" #$0 ，IFFJ）。

上述认识为厘定华北地台与吉黑造山带（ 兴蒙造山带东

段）在柳河断裂以东的界线提供了重要约束。传统上国内学

术界一般以赤峰,开原断裂作为华北地台与北侧兴蒙造山带

的分界。但赤峰,开原断裂东延至库仑旗、法库一带，因受中

新生代沉积覆盖而延伸情况不清，有关台带界线的位置一直

存在不同看法（辽宁省区域地质志，JHRH；崔盛芹等，IFFF）：

一是根据法库北部下元古界与吉黑造山带的石炭系呈断层

接触以及航磁异常将其大致定在大洼,方家屯,胡家屯,开原

一线；第二种意见根据磁场特征及重力资料认为其位置大致

在彰武北 ! T LU6 至法库南 JFU6 一线；第三种意见则以法

库地区的下元古界实属造山带地层为基础，认为赤峰,开原断

裂被柳河断裂切断并南移，沿大致位于法库以南的新民,铁岭

一带延伸。我们的研究结论支持第三种意见。

V " 结论

（J）法库构造岩系主要由变质火山,沉积岩系（ 大孤家

子岩组、富拉堡子岩组、老陵山岩组和瓦房店岩组）和变质深

成岩（五龙山杂岩和十间房花岗岩）组成，其中以后者为主

体。五龙山花岗杂岩和十间房花岗岩的锆石 %&’()* +,*$
测年显示，其侵位年龄分别为 IVL W E )# 和 IRE W ! )#，说

明它们并非以前认为的形成于元古代，而是形成于晚古生代

海西期。

（I）构成法库构造岩系主体单元的深成侵入体的晚古

生代侵位年龄的厘定，一方面指示法库断凸可能并不存在大

规模的前寒武纪变质基底，另一方面为确定华北地台与吉黑

造山带（兴蒙造山带东段）在柳河断裂以东的界线提供了重

要约束。

FEJ %&"# ’!"()$)*+&# ,+-+&#" 岩石学报 IFFL，I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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