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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华北克拉通西缘贺兰坳拉谷南段泾源县石咀子花岗斑岩进行了岩石地球化学和年代学研究结果表明，石咀子
花岗岩体具有高硅（ＳｉＯ２＝７２２８％ ～７６６９％）、富钾特征，Ｎａ２Ｏ＋Ｋ２Ｏ平均值 ７６１％，Ｋ２Ｏ／Ｎａ２Ｏ为 ２１７～７３９，Ａｌ２Ｏ３＝
１０５９％～１１８４％，Ａ／ＣＮＫ为 ０８６～１１１（平均为１０１），低钙镁，岩石为高硅准铝质弱过铝质Ａ型花岗岩；稀土元素总量较
高，为３４０４×１０－６～４６８９×１０－６，轻稀土富集，具有中等的负 Ｅｕ异常，配分曲线呈典型的右倾“海鸥型”；高场强元素 Ｔａ、
Ｎｂ、Ｔｉ具有明显的负异常，大离子亲石元素Ｒｂ、Ｂａ、Ｔｈ等相对富集，花岗岩具有造山后岩石地球化学特征。锆石的ＬＡＩＣＰＭＳ
ＵＰｂ年龄为１８０３±１５Ｍａ，为古元古代晚期，表明贺兰坳拉谷形成于古元古代晚期，其形成与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晚期大陆裂
解过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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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尽管对华北克拉通前寒武纪结晶基底的构造格局划分

及演化有不同认识，但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在古元古晚期中
元古代早期华北克拉通广泛发育拉张裂解事件，该事件是对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超大陆裂解的强烈反映（翟明国和彭澎，２００７；Ｚｈａｏ

图１　古元古代泾源花岗岩分布区地质略图（拗拉谷分布据侯贵廷等，２０１０改编）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ｏｕｔｃｒｏｐ（ａｕｌａｃｏｇｅ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０９；陆松年等，２０１０）。华北克拉通在中元古代形
成了至少５个拗拉谷（或裂谷），包括燕辽太行拗拉谷、白云
鄂博裂谷渣尔泰裂谷、贺兰山拗拉谷、晋陕拗拉谷和熊耳中
条拗拉谷（李江海等，２０００），其中发育有大量不同类型、年龄
峰值为１８～１６Ｇａ的火山岩组合，如华北克拉通南缘熊耳
中条拗拉谷发育了以熊耳群为主的火山岩系（赵太平等，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徐勇航等，２００７），还发育有同期花岗闪长岩和斑
岩（崔敏利等，２０１０）及基性岩墙群（侯贵廷等，２０１０；胡国辉
等，２０１０；胡俊良等，２００７），北部燕辽太行拗拉谷发育大规
模基性岩墙群和碱性侵入岩（彭澎等，２００４；任康绪等，２００６；
阎国翰等，２００７；杨进辉等，２００７；董春艳等，２０１０）。对贺兰
山拗拉谷、晋陕拗拉谷的存在主要依据石油勘探地震资料和

少量露头沉积学证据：一是这两个裂谷地区发育巨厚的中元

古界地层，其中贺兰拗拉谷南段地层厚度可达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ｍ，且其沉积相序和岩性组合与燕辽拗拉谷的具有很强
的相似性（华洪和邱树玉，２００１；高林志等，２０１０）；二是在地
震剖面上可以看到元古界内发育众多的伸展断层，中元古代

地层厚度展布明显受同沉积期断裂控制，这与燕辽拗拉谷形

态类似（王同和，１９９５）。但是关于贺兰拗拉谷发育的确切岩
石学和年代学证据目前还未见报道。我们在泾源县新民乡

石咀子村附近发现了一处元古宙的花岗斑岩，并对其进行了

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 ＵＰｂ定年和地球化学特征分析，从中获得
与古元古代构造热事件相当的年龄值，从而为进一步认识华

北克拉通西部贺兰拗拉谷的成因等地质问题提供了新的

证据。

２　岩体地质概况

研究区处于中宁海原关山宝鸡断裂以东的鄂尔多斯
地块边缘区，为元古宙贺兰坳拉谷的南段。对元古宙贺兰坳

拉谷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古元古代变质岩的

研究，贺兰山北段的孔兹岩系，形成时间是１９～２１Ｇａ（周
喜文等，２０１０；耿元生等，２０１０；校培喜等，２０１１），与鄂尔多斯
地块北缘的集宁岩群和乌拉山岩群十分相似，与吕梁构造运

动的时限一致，为古元古代华北克拉通成熟陆壳演化阶段的

产物；元古宙的侵入岩报道主要见于贺兰山坳拉谷北段地

区，年龄均大于１８５Ｇａ（耿元生等，２０１０），为古元古代，而南
段未见有元古宙侵入岩报导。宁夏地矿局在进行泾源县幅１
５万填图中，在泾源县新民乡石咀子附近发现了一处花岗
斑岩，未变质，坐标３５°２１′０４５″，１０６°２６′２２″，采样点花岗岩体
目估长约３００ｍ，宽５０ｍ，顶部具有清晰的风化面，上被古近
系的清水营组或第四系马兰黄土不整合覆盖（图１），现场初
步定为喜山期侵入岩。岩石具有斑状结构，基质为细粒结构，

７７６２高山林等：宁夏泾源石咀子古元古代Ａ型花岗岩的形成时代及其地质意义



表１　泾源花岗岩的主量元素（ｗｔ％）和微量元素（×１０－６）
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ｗｔ％ ）ａｎ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１０－６）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ｈｉｚｕｉｚｉ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Ｓａｍｐｌｅｊｙ０１ ｊｙ０２ ｊｙ０３ ｊｙ０４ ｊｙ０６ ｊｙ０７ ｊｙ０８ ｊｙ１２
ＳｉＯ２ ７４４９ ７３４２ ７２８３ ７３８３ ７２７２ ７２２８ ７６６５ ７６６９
ＴｉＯ２ ０４４ ０４４ ０５１ ０４１ ０４８ ０４６ ０３７ ０３５
Ａｌ２Ｏ３ １１２２ １１１５ １１８４ １１２９ １０９６ １０７８ １０５９ １０５９
Ｆｅ２Ｏ３ ４０８ ４６７ ４５４ ４２６ ４７７ ４８４ ３５６ ２５５
ＭｎＯ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ＭｇＯ ０５９ ０５９ ０５７ ０５６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１９ ０１６
ＣａＯ ０５０ １３３ ０９３ ０５６ １７５ １５３ ０１７ ０８４
Ｎａ２Ｏ １８９ １８４ １９０ ２１９ ２３８ １８７ ０９５ １１４
Ｋ２Ｏ ５６８ ５０６ ５９０ ５３８ ５１７ ５７７ ７０２ ６７７
Ｐ２Ｏ５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５
ＬＯＩ １０２ ０８７ ０９２ ０９２ １３７ １４７ ０３８ ０７７
Ｌａ ９５４ ７３３ ９１７ １０３５ ７６３ ７１５ ７９５ ７６３
Ｃｅ １９３０ １３９９ ２０２５ １８２８ １５０３ １３４３ １５１３ １４８２
Ｐｒ ２２３ １６６２ ２０７７ ２２１３ １７６０ １５５２ １７５７ １６９４
Ｎｄ ９０６ ６８６ ８４０ ８９３ ７１４ ６４８ ７０６ ６８６
Ｓｍ １４９４ １２７２ １４６３ １５９６ １２９５ １１７３ １３０７ １２３１
Ｅｕ １９３ １４３ １７８ １８９ １５８ １４８ １２７ １２１
Ｇｄ １４６ １１８１ １３８９ １３９９ １２６８ １１０５ １２３２ １１６８
Ｔｂ ２１４０ １９３ ２０８ ２１３ ２０３ １８２ １８９ １８７
Ｄｙ １３５ １２１４ １３２７ １２３８ １３１０ １１３３ １２１８ １１２３
Ｈｏ ２６６ ２３４ ２５６ ２３５ ２４７ ２１７ ２２５ ２２１
Ｅｒ ７４４ ６７８ ８０３ ６６２ ６９８ ６３５ ６８４ ６２２
Ｔｍ １２６ １１７ １３９ １０９ １２３ １０８ １１６ １０３
Ｙｂ ７６３ ７０７ ８５９ ６５６ ７３０ ６３９ ７１９ ５９６
Ｌｕ １０８ ０９８ １２１ ０９５ １０７ ０９１ ０９３ ０８２
Ｂａ １２９７ １２７２ １４４７ １２９３ １０２３ １０３７ １７４４ １５５８
Ｓｒ ５４３０ １２５４ ７５９９ ５３８７ ９８９６ ９６９６ ５０２６ ６１１３
Ｇａ １７４ １８８８ ２１９９ １９２０ １６４０ １４３８ １６９７ １４９４
Ｐｂ ５６３ ４３４ ５４５ ４１４ ５３７ ４９８ ９１５ １２０５
Ｒｂ １２４０ １１９７ １３２４ １２４９ １００４ ９７６１ １７６５ １６２８
Ｔｈ １５０ １３９ １６３ １３４ １４４ １３３ １５４ １４２
Ｕ ２３１ ２３７ ２６６ ２２１ ２３６ ２３９ １９３ ２０９
Ｚｒ ４６３ ４２０ ４９４０ ４０９ ４２６ ３８０ ４０７ ３８２
Ｎｂ １７６ １６２６ １９５７ １５６６ １７４１ １５４４ １４９８ １４５０
Ｈｆ １２９ １１７９ １３６５ １１５２ １２３３ １１４８ １２４１ １１７８
Ｔａ ０９９ ０９７ １０９ ０９５ ０９９ ０８５ ０９１ ０８６
Ｙ ５９０ ５１７ ５１１ ４９４ ５５１ ４９８ ５４３ ４８９

斑晶成分主要为石英、钾长石、酸性斜长石，大小１～１５ｍｍ
不等，石英具有港湾状熔蚀，约占１０％，长石呈板状或柱状，
以钾长石为主，占８％，长石斑晶具有少量的高岭石、绢云母
化现象，基质由细粒的钾长石、酸性斜长石、石英等矿物的集

合体组成，蚀变中等到强，微观定名为花岗斑岩。

３　岩石化学特征

主微量元素分析均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进行，测试流程见陈志广等（２０１０）。从表１可以看出，样

图２　泾源花岗岩Ａ／ＮＫＡ／ＣＮＫ图解
Ｆｉｇ．２　Ａ／ＮＫＡ／ＣＮ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品具有高硅（ＳｉＯ２＝７２２８％ ～７６６９％）特征，相对富铝，
Ａｌ２Ｏ３＝１０５９％ ～１１８４％，岩石的 Ｎａ２Ｏ和 Ｋ２Ｏ含量高，
Ｎａ２Ｏ＋Ｋ２Ｏ平均值７６１％，且 Ｋ２Ｏ／Ｎａ２Ｏ为２１７～７３９，富
钾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在 ＳｉＯ２Ｋ２Ｏ图解中落入钾玄岩
系列，在ＴＡＳ图解中落入亚碱性花岗岩区域；样品的 ＭｇＯ、
ＴｉＯ２和Ｐ２Ｏ５含量相对低 （ＭｇＯ＝０１６％ ～０５９％，ＴｉＯ２＝
０３５％～０５１％，Ｐ２Ｏ５＝００５％ ～００９％）。样品的 ＭｇＯ、
ＴｉＯ２、Ｐ２Ｏ５、Ｓｒ、Ｚｒ等均与 ＳｉＯ２呈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岩浆
演化可能存在斜长石、ＦｅＴｉ氧化物和磷灰石等的分离结晶。
岩石铝饱和指数 Ａ／ＣＮＫ值（０８６～１１１），多数小于１１，岩
石的碱铝指数 ＡＫＩ介于０７６～０８７，在 Ａ／ＣＮＫＡ／ＮＫ关系
图上，样品投点在亚碱性准铝质弱过铝质区（图２），ＣＩＰＷ
标准矿物中多有刚玉（Ｃ）分子出现，属铝质花岗岩；碱度率
指数（ＡＲ）为３４７～６７１，平均４６５，在ＡＲＳｉＯ２碱度关系图

中样品投点全部落在碱性区，但标准矿物中未见霞石（Ｎｅ）、
白榴石（Ｌｃ）、霓石（Ａｃ）等碱性标准矿物，反映出该岩体岩石
的碱质并不过剩，总体显示了富硅钾低钙镁弱碱性花岗岩

特征。

４　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特征

花岗岩样品稀土元素总量（∑ＲＥＥ）较高（表 １），为
３４０４×１０－６～４６８９×１０－６，远高于 Ｉ型和 Ｓ型的稀土总量
１１４７×１０－６和１７３１×１０－６（吴锁平等，２００７），轻重稀土元
素比值（ＬＲＥＥ／ＨＲＥＥ）为７０４～９０２，（Ｌａ／Ｙｂ）Ｎ为７４４～
１１３２，相对富集轻稀土。δＥｕ为０１１～０５１，Ｅｕ亏损显著；
Ｃｅ含量较高，均值达 １６３×１０－６。（Ｌａ／Ｓｍ）Ｎ和（Ｇｄ／Ｙｂ）Ｎ
值分别为３７２～４１９和１３４～１６２，轻重稀土元素分馏明
显，所有样品均表现出轻稀土比重稀土分馏更显著，稀土元

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分布型式呈典型的Ａ型花岗岩“海鸥型”
样式（图３）。

８７６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８）



图３　泾源花岗岩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和微量元素配蛛网图（标准化值据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Ｆｉｇ．３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ｓｐｉｄｅｒｇｒａｍｓｏｆ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微量元素中大离子亲石元素 Ｒｂ（９７６×１０－６～１７６５×
１０－６）、Ｂａ（１０２２×１０－６～１７４３×１０－６）、Ｔｈ（１３３２×１０－６～
１６３３×１０－６）、Ｕ（１９３×１０－６～２６６×１０－６）等含量高（表
１），明显富集Ｒｂ、Ｂａ、Ｔｈ、Ｋ等大离子亲石元素（ＬＩＬＥ），在原
始地幔的标准化蛛网图中（图３）亏损高场强元素，Ｎｂ、Ｔａ、Ｔｉ
（ＨＦＳＥ）、Ｐ、Ｓｒ、Ｅｕ十分明显负异常，相对富集 Ｚｒ、Ｈｆ，Ｚｒ达
３８０×１０－６以上，这些特征与扬子地块北缘华山观元古代环
斑花岗岩（张丽娟等，２０１１）、吕梁地区晚元古代晚期造山后
花岗岩（耿元生等，２００４）、柴北缘元古界环斑花岗岩（胡能高
等，２００７）的特征接近。Ｓｒ、Ｅｕ强烈负异常表明岩浆发生了
明显的长石分离结晶，Ｐ和Ｔｉ亏损说明岩浆经历了磷灰石以
及钛铁矿等矿物的分离结晶作用，Ｎｂ、Ｔａ的亏损可能与岩浆
源区岩石中陆壳组分的参与有关（Ｋａｌｓｂｅｅｋａｔａｌ，２００１）。
（Ｒｂ／Ｎｂ）Ｎ比值为６５～１３２，明显高于大陆壳的（Ｒｂ／Ｎｂ）Ｎ
比值（２２～４７），暗示着陆壳物质的贡献较大，导致Ｒｂ的含
量相对增大。相容组分Ｃｒ、Ｃｏ、Ｎｉ含量较低，分别为 ２９７×
１０－６～１４６９×１０－６、１７８×１０－６～３６６×１０－６、２５４×１０－６

～４０６×１０－６，Ｍｇ＃相对也低（９６４～２２４４，平均 １６７２），这
显示出岩浆地壳来源而非地幔源的特征。

５　锆石ＵＰｂ同位素年龄

锆石原位ＵＰｂ同位素年龄分析在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ＬＡＩＣＰＭＳ仪器上用标准测定程序进行，
详细的实验原理和流程及仪器参数见袁洪林等（２００３）。岩
石锆石ＵＰｂ年龄测试结果见（表２），用ＬＡＭＩＣＰＭＳＣｏｍｍｏｎ
Ｌｅａ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ｖｅｒ３１５）对其进行了普通铅校正，年龄计算
及谐和图采用Ｉｓｏｐｌｏｔ（ｖｅｒ３０）完成。

泾源花岗岩体中锆石为无色透明或浅黄色，结晶较好，

呈典型的长柱状晶形。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像均具有清晰的

震荡环带结构，显示岩浆成因锆石特征。锆石的 Ｔｈ／Ｕ比值

图４　泾源花岗岩的锆石ＵＰｂ谐和图
Ｆｉｇ．４　ＵＰｂ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

变化范围在０２６～０９６之间，均大于０１，也指示其岩浆成
因。锆石的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定年结果见表２。在２４次分析
结果中，有１８个测点构成条不一致曲线，与谐和线的上交点
为１８０４±２６Ｍａ，其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加权平均年龄为１８０３±１５Ｍａ
（２σ，ＭＳＷＤ＝１２）（图４），两个年龄在误差范围内一致，以
加权平均年龄１８０３±１５Ｍａ代表泾源花岗岩体的结晶年龄，
为古元古代晚期岩浆活动之产物。

６　岩石成因与构造环境探讨

６１　岩石成因
岩石的Ｇａ含量较高，平均 １７５×１０－６，１００００×Ｇａ／Ａｌ

值为２５２～３５１，除一个数据外其余均大于Ａ型花岗岩的下
限值２６，明显高于Ｉ型和Ｓ型花岗岩的平均值（分别为２１
和２２８）（Ｗｈａｌ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在１００００Ｇａ／ＡｌＣｅ和１００００Ｇａ／

９７６２高山林等：宁夏泾源石咀子古元古代Ａ型花岗岩的形成时代及其地质意义



表２　泾源花岗岩锆石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定年数据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ＬＡＩＣＰＭＳ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Ｓｈｉｚｕｉｚｉｇｒａｎｉｔｅ

测点号

元素含量（×１０－６）

Ｕ Ｔｈ
Ｕ／Ｔｈ

同位素比值 视年龄（Ｍａ）
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
±１σ

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
±１σ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１σ

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
±１σ

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
±１σ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１σ

０１ ５３８ ４０６ １３２ ０１１６１±０００２４ ４５８３６±００８８２ ０２８６４±０００２７ １８９７±３７ １７４６±１６ １６２３±１４
０２ ６１６ ５３８ １１５ ０１０７７±０００２２ ４６３４３±００８７４ ０３１２２±０００２９ １７６０±３７ １７５６±１６ １７５１±１４
０４ １４５６ １２５１ １１６ ０１１４６±０００２５ ４８１７７±００９７７ ０３０５０±０００３１ １８７３±３９ １７８８±１７ １７１６±１６
０５ ５８８ ４５６ １２９ ０１２４６±０００３２ ４８４５７±０１１９９ ０２８２１±０００３５ ２０２３±４５ １７９３±２１ １６０２±１７
０６ ７０９ ５９３ １２０ ０１１１３±０００２３ ４８５２３±００９３１ ０３１６３±０００３１ １８２０±３７ １７９４±１６ １７７２±１５
０７ ２０３０ １８３８ １１０ ０１１３６±０００１３ ４９０２４±００３６９ ０３１３０±０００１６ １８５８±２１ １８０３±６ １７５５±８
０８ ９１２ ８５６ １０７ ０１１１４±０００１８ ４３６７７±００５９９ ０２８４２±０００２１ １８２３±２９ １７０６±１１ １６１３±１０
０９ ７５７ ６２１ １２２ ０１１４１±０００２１ ４３８７９±００７１７ ０２７８８±０００２３ １８６６±３３ １７１０±１４ １５８５±１２
１０ ３９８７ ３７１４ １０７ ０１０８７±０００１４ ４１５４１±００３５７ ０２７７２±０００１５ １７７８±２３ １６６５±７ １５７７±８
１１ １３１２ １１７９ １１１ ０１０９８±０００１５ ４６６７４±００４８０ ０３０８４±０００１９ １７９５±２５ １７６１±９ １７３３±９
１２ ２２７２ ２１８１ １０４ ０１１０６±０００１４ ４６５４８±００４１４ ０３０５３±０００１７ １８０９±２３ １７５９±７ １７１８±９
１３ ４２０ ２４５ １７１ ０１１１６±０００２９ ４４８９８±０１１０３ ０２９１８±０００３４ １８２６±４６ １７２９±２０ １６５１±１７
１４ ５７５ ４２４ １３６ ０１１１６±０００２６ ４４７９０±００９６４ ０２９１０±０００３０ １８２６±４１ １７２７±１８ １６４７±１５
１５ ７８７ ５８０ １３６ ０１１０６±０００１９ ４７０９１±００７０６ ０３０８９±０００２４ １８０９±３１ １７６９±１３ １７３５±１２
１６ １２８８ １０７１ １２０ ０１０８３±０００１４ ４８３７４±００４４３ ０３２３９±０００１８ １７７２±２３ １７９１±８ １８０９±９
１７ １５４４ １４２７ １０８ ０１０８２±０００１７ ４１２９４±００５３３ ０２７６７±０００１９ １７７０±２８ １６６０±１１ １５７５±１０
１８ ８８０ ７０６ １２５ ０１０９９±０００１７ ４７６９１±００６００ ０３１４７±０００２２ １７９８±２８ １７８０±１１ １７６４±１１
１９ ３４５２ ８９０ ３８８ ０１２１４±０００１５ ５２２９７±００４５９ ０３１２５±０００１８ １９７７±２２ １８５８±７ １７５３±９
２０ ４５３０ １６２８ ２７８ ０１２１８±０００１６ ５６４０６±００５６８ ０３３６０±０００２１ １９８２±２４ １９２２±９ １８６７±１０
２１ １９４７ １７８６ １０９ ０１０９６±０００１４ ４７１７８±００４５０ ０３１２３±０００１８ １７９２±２４ １７７０±８ １７５２±９
２２ ７３６ ５９６ １２３ ０１２０７±０００３５ ４０８５４±０１１３１ ０２４５５±０００３２ １９６７±５１ １６５１±２３ １４１５±１７
２３ １３１３ １０６９ １２３ ０１０８２±０００１８ ４３４１８±００６０９ ０２９１０±０００２２ １７７０±３０ １７０１±１２ １６４６±１１
２４ １２２５ ９１３ １３４ 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１４ ４６９３２±００４５７ ０３１２３±０００１９ １７８３±２４ １７６６±８ １７５２±９
２５ １１７７ １０８３ １０９ ０１１１６±０００１９ ４３３６８±００６２５ ０２８１８±０００２１ １８２６±３０ １７００±１２ １６００±１１

图５　Ａ型花岗岩判别图解（据Ｗｈａｌ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ｔｙｐｅ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ａｆｔｅｒＷｈａｌ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

ＡｌＺｒ等图解上，都位于Ａ型花岗岩区域（图５）。ＨＦＳＥ元素
含量高，元素组合Ｚｒ＋Ｎｂ＋Ｃｅ＋Ｙ＝５８０×１０－６～７６７×１０－６

高于Ａ型花岗岩下限值（３５０×１０－６）花岗岩。泾源花岗岩的
Ｙ／Ｎｂ比值为２６１～３６２，大于１２，具Ａ２型花岗岩特征（贾
小辉等，２００９），ＹＮｂＣｅ和 ＹＮｂ３Ｇａ花岗岩类型判别图解

上（图６），都表现为Ａ２型花岗岩的特征。泾源花岗岩Ｒｂ／Ｓｒ
比值范围在０９５～２６６，平均为１９４，远高于原始地幔平均
值（００３），说明岩浆的演化程度高。Ｌａ／Ｎｂ为４３８～６６１，
远远大于１，与地幔来源的岩浆差异明显（ＤｅＰａｏｌｏａｎｄＤａｌｅｙ，
２０００），Ｔｈ／Ｕ比值（６５６～７９５）平均 ６３７，接近下地壳值

０８６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８）



图６　Ａ１和Ａ２型花岗岩亚类的三角形判别图解（据Ｅｂｙ，１９９２）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Ａｔｙｐｅ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ａｆｔｅｒＥｂｙ，１９９２）

（≈６）（ＲｕｄｎｉｃｋａｎｄＧａｏ，２００３），在 Ｎｂ／ＹＲｂ／Ｙ图解中样品
点集中于下地壳平均线附近，Ｌａ／ＳｍＬａ图解显示泾源花岗
岩由原岩的部分熔融形成，没有经历明显的分离结晶作用，

暗示着该花岗岩可能主要由陆壳的部分熔融所形成。由于

还缺乏详细的ＳｒＮｄ同位素资料，我们目前还不能对泾源花
岗岩体的源区以及成因模式进行进一步的限定。

６２　构造动力学背景及其对贺兰坳拉谷的制约

目前为止学者对Ａ型花岗岩的成因的观点还不很一致，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Ａ型花岗岩形成于造山后或非造山的岩
石圈伸展构造环境（Ｅｂｙ，１９９２；Ｗｈａｌ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Ｆｏｒｓｔ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ＫｕｓｋｙａｎｄＬｉ，２００３；ＫａｌｓｂｅｅｋＦ，２００１；靳松等，
２０１０；杨崇辉等，２０１１），Ａ型花岗岩的形成与地壳的拉张作
用有关，岩浆可能起源于经历了陆陆碰撞或岛弧岩浆作用
的陆壳或板下地壳，为造山作用结束后不久即开始的拉张。

在ＳｉＯ２与Ａｌ２Ｏ３构造环境判别图上投点到 ＲＲＧ＋ＣＥＵＧ范
围内，表明与伸展有关的环境；在 ＲｂＹ和 ＮｂＹ环境判别图
上，样品点都落入板内或后碰撞范围内，在 Ｒ１Ｒ２构造环境
图解上上投点全部位于造山后区域（图略），这个与河北赞皇

地区许亭元古代型花岗岩（杨崇辉等，２０１１）、嵩山古元古代
Ａ型花岗岩（Ｚｈａｏ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０９）、宜昌圈椅

!

古元古代 Ａ
型花岗岩（熊庆等，２００８）以及吕梁云中山古元古代花岗岩
（耿元生等，２００４）特征非常相似，总体表现了造山期后花岗
岩特点。

在华北克拉通的北缘以麻粒岩相、孔兹岩系及造山型花

岗岩为标志的造山带也形成近于同一时期（郭敬辉等，２００２，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赵国春等，２００９；钟长汀等，２００７），华北南
部同样也发育该时期的造山事件，北秦岭西段陇山杂岩、胡

店和太白山片麻状花岗岩（何艳红等，２００５；王洪亮等，２００７；
何世平等，２００７；第五春荣等，２０１０；时毓等，２０１１）等 １９～
１８Ｇａ的透入性变质事件同样指示了古元古代晚期的造山

事件；华北克拉通西部贺兰山、阿拉善地区广泛发育的孔兹

岩系与伴生花岗岩（耿元生等，２００９；周喜文等，２０１０；校培喜
等，２０１１），指示了鄂尔多斯地块与阴山地块、阿拉善地块古
元古代经历了强烈的造山过程，充分表明了华北克拉通周缘

古元古代造山事件具有大面积区域性特征（翟明国等，

２００７）。对于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晚期造山后伸展事件与坳
拉谷的形成前人已有大量的论述，华北克拉通北缘的斜长岩

环斑花岗岩非造山岩浆组合（杨进辉等，２００５）、京晋冀辽地
区古元古代晚期花岗岩组合（耿元生等，２００４；杨进辉等，
２００７）、华北克拉通中部镁铁质岩墙群（胡俊良等，２００７）、华
北克拉通南缘偏碱性的熊耳群火山岩系以及碱性花岗岩组

合（王团华等，２００８；包志伟等，２００９；崔敏利等，２０１０）都表明
古元古代晚期地球动力学背景为区域性伸展环境，形成了华

北克拉通的多个坳拉谷，并认为是与哥伦比亚超大陆裂解有

关的全球构造在中国的集中体现。目前华北克拉通该期事

件的岩石学证据与论述多集中于中部与南北两侧，但贺兰坳

拉谷前人没有提出相应的岩石学证据。前已论述，贺兰坳拉

谷发育区无论南北均已发现古元古代造山之岩石证据，在古

元古代晚期在整个克拉通地壳岩石圈减薄及软流圈地慢上
涌有关的背景下，贺兰六盘山地区也难以独善其身，应该发
育有伸展构造背景下可以区域性对比的沉积序列和相应的

岩浆岩组合，泾源地区古元古代晚期Ａ型花岗岩的发现为贺
兰坳拉谷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岩石学和年代学证据。

７　结论

（１）精确的锆石 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年龄表明华北克拉通
西缘贺兰坳拉谷南段泾源花岗岩体年龄为１８０３±１５Ｍａ，属
古元古代而非喜山期。

（２）地球化学特征研究表明泾源花岗岩为Ａ２型花岗岩，
为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区域性伸展背景下地壳部分熔融之

１８６２高山林等：宁夏泾源石咀子古元古代Ａ型花岗岩的形成时代及其地质意义



产物，为元古宙贺兰坳拉谷的成因提供了充分的岩石学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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