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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胶北三口探矿深钻中识别出两类新太古代片麻岩，一种是ＴＴＧ片麻岩，数量较多；另一类是石榴黑云斜长片麻
岩，数量相对较少，以夹层状发育于ＴＴＧ片麻岩中。已有年代学资料显示，两种片麻岩原岩均形成于 ～２５Ｇａ。ＴＴＧ片麻岩
ＳｉＯ２含量为５３９５％ ～７５５６％，Ｎａ２Ｏ为 １５１％ ～５９４％，Ｎａ２Ｏ／Ｋ２Ｏ＞１；贫 Ｆｅ２Ｏ３

Ｔ（２２２％ ～９５４％）和 ＭｇＯ（０５３％ ～
４８７％），Ａｌ２Ｏ３多大于１５％（１０４５％～１７６４％），Ａ／ＣＮＫ＝１１８～１７５，说明其属于高铝 ＴＴＧ岩系。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

（如Ｒｂ、Ｂａ、Ｓｒ），亏损高场强元素（如Ｎｂ、Ｔａ、Ｚｒ、Ｈｆ），Ｓｒ含量高（２０４×１０－６～２９０６×１０－６），Ｓｒ／Ｙ比值高（７３０～３５５）。∑ＲＥＥ
含量（４０４×１０－６～５１２×１０－６）相对较高，轻重稀土强烈分异（（Ｌａ／Ｙｂ）Ｎ＝１１５～１２１），Ｅｕ无异常或弱正异常（δＥｕ＝０７９～
１８９）。以上地球化学性质表明，胶北ＴＴＧ片麻岩是含水玄武质岩石高压下部分熔融形成的，残留相主要是石榴石、角闪石和
含Ｔｉ矿物，没有斜长石。全岩Ｎｄ和锆石Ｈｆ同位素数据显示其模式年龄与形成年龄相近，表明岩石源区可能是来源于亏损地
幔的２５７～２６４Ｇａ的初生玄武质地壳。另外，胶北ＴＴＧ片麻岩高的Ｍｇ＃值（４０～６７）和Ｃｒ（１４７×１０－６～３７１×１０－６）、Ｎｉ（６６８
×１０－６～１５６×１０－６）含量，表示与地幔楔发生了反应，结合Ｎｂ、Ｔａ负异常以及源区为初生的玄武质地壳等特征，说明研究区
ＴＴＧ形成于与俯冲有关的岛弧环境，而非加厚的下地壳。ＤＦ值和ＫＡ关系图显示，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原岩是泥质粉砂质
沉积岩。Ｃｒ／Ｚｒ比值（０９０～１９９，平均为１６２）和 Ｔｈ／Ｓｃ比值（平均为０３０）与太古宙沉积岩相应值相近（分别为１４４和
０４），稀土配分型式与太古宙沉积岩类似，表明源区物质以长英质为主。绝大多数样品显示轻稀土富集、重稀土平坦的特征，
总稀土含量平均为１７６×１０－６，（Ｌａ／Ｙｂ）Ｎ比值平均为１４７，ＬＲＥＥ／ＨＲＥＥ平均为３３，Ｅｕ无异常或微弱的负异常（δＥｕ＝０６９
～０９２，平均为０８４），这些特征值表明原岩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为岛弧或主动大陆边缘。ＧｒｔＢｉ地质温度计得到的变质温度
为５４９～６６３℃，其中黑云母化学成分与角闪岩相中黑云母特征相同，共同指示变质程度为角闪岩相，可能代表了～２５Ｇａ麻粒
岩相高角闪岩相变质作用的退变质阶段。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原岩与ＴＴＧ属同一时代（～２５Ｇａ）的产物，形成的构造背景
类似（岛弧或主动大陆边缘），说明当时该区有俯冲过程发生；ＴＴＧ岩浆事件和 ～２５Ｇａ的变质事件大体同时，但变质事件较
岩浆事件稍晚，可以用俯冲后的碰撞来解释。因此，研究区在 ～２５Ｇａ可能发生过一次重要的俯冲碰撞拼合事件：ＴＴＧ和石
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原岩形成于俯冲阶段，后期发生碰撞引发麻粒岩相高角闪岩相的区域变质作用。
关键词　　ＴＴＧ片麻岩；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岩石成因；胶北地体；新太古代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５８８３４５

１　引言

早前寒武纪地壳主要由长英质片麻岩（ＴＴＧ质花岗
质）、变辉长岩斜长岩以及变质表壳岩组成。其中，ＴＴＧ是
英云闪长岩（Ｔｏｎａｌｉｔｅ）奥长花岗岩（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花岗闪长
岩（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的合称（Ｊａｈ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１），它们不仅是太古
宙大陆地壳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后太古宙大陆再造作

用的主要对象（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因此，研究ＴＴＧ岩石的
成因及构造环境可以为认识早期地壳演化的过程及机制提

供重要信息（Ｃｏｎｄｉｅ，２００５）。变质表壳岩是由沉积岩和火山
岩经区域变质作用形成的变质岩的统称。其中，变沉积岩记

录了自前寒武纪以来重要的构造热事件，比如２５Ｇａ导致
华北各微陆块拼贴形成统一克拉通的构造热事件（翟明国
和卞爱国，２０００）。因此，对其岩石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将
为所在古陆块的重大岩浆变质事件序列和大地构造背景提
供制约，对推断地球早期的演化历史以及构造背景等不可

或缺。

胶北地体是华北克拉通前寒武纪岩石典型发育地区之

一，该区前寒武纪结晶基底主要由占基底出露面积６０％以上

的ＴＴＧ片麻岩（徐扬等，２０１１）、高级变质的表壳岩，以及一
些浅变质岩系组成（山东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９１），是研究早期
陆壳形成和演化的理想地区。近年来，对该地区早前寒武纪

结晶基底的研究表明，胶北在早前寒武纪期间经历了多期岩

浆变质热事件，主要表现为～２９Ｇａ，～２７Ｇａ和 ～２５Ｇａ的
三期岩浆事件以及 ～１８６Ｇａ和 ～２５Ｇａ的两期热变质事件
（唐俊等，２００４；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Ｊａｈ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Ｚｈｏ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刘建辉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徐扬等，２０１１；Ｌｉ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其中，～２５Ｇａ的地质事件值得引起注意，该时
期的岩浆事件（主要是 ＴＴＧ岩浆）是该区最强的岩浆事件，
并伴有几乎同时期的区域变质事件，与华北克拉通其他地区

类似。因此，对～２５Ｇａ重大地质事件的研究必定对胶北乃
至华北克拉通的陆壳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胶北地区

～２５Ｇａ的ＴＴＧ岩石的成因，特别是其形成的构造背景尚无
定论，虽然有少数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胶北新太古代末的 ＴＴＧ
形成于岛弧或主动大陆边缘（宋明春，２００８；徐扬等，
２０１１）。胶北～２５Ｇａ的表壳岩记录了 ～２５Ｇａ麻粒岩相高
角闪岩相的区域变质作用（安郁宏，１９９０；宋明春，２００８），
但对它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地层层序方面（陆松年，１９９８；宋
明春等，２００９），对其岩石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较少，对其原

６９２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７）



图１　胶东地区区域地质简图及研究区位置（据周喜文等，２００３修改）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Ｊｉａｏｄｏｎｇ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岩性质、源区特征以及原岩形成的构造背景尚无证据可寻

（Ｊａｈ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因此，对研究区～２５Ｇａ岩浆事件和变
质事件形成的构造背景和过程以及二者具体的因果关系还

不清楚，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山东黄金集团开展了金矿区超深实验深
钻的工程，在胶北三山岛地区打了几口科学深钻，最深的

ＺＫ９６５孔设计深度 ４０００ｍ，被称为“中国岩金勘查第一深
钻”，由此获得一批深部的宝贵样品。对多个钻孔的岩芯观

察显示胶北地区前寒武纪片麻岩位于地下０～１ｋｍ深处，其
下为中生代花岗岩。其中前寒武纪的岩石主要有新太古代

的两种片麻岩和蚀变的辉长岩。一种片麻岩是ＴＴＧ片麻岩，
另一类是沉积岩变质形成的片麻岩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
后者数量相对较少，以夹层状发育于 ＴＴＧ片麻岩中，它们可
以与地表 ～２５Ｇａ的 ＴＴＧ片麻岩和表壳岩在成分和结构上
进行对比。本文旨在通过对钻孔中两类片麻岩进行岩相学、

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研究，初步解析该区ＴＴＧ片麻岩和石榴黑

云斜长片麻岩的岩石成因，对胶北 ～２５Ｇａ岩浆事件和变质
事件发生的构造背景和过程以及二者的具体关系进行限定，

为进一步探讨胶北乃至华北克拉通太古宙地壳的形成和演

化提供依据。

２　区域地质背景和样品

胶北地区的前寒武纪基底在郯庐断裂与胶东半岛五莲
烟台断裂之间广泛出露（图１ａ）。其岩石组合主要是太古宙
条带状ＴＴＧ片麻岩和变质表壳岩，古元古代变质沉积岩系
（包括粉子山群、荆山群）、镁铁超镁铁质岩和少量花岗片
麻岩，以及新元古宙蓬莱群浅变质岩系等（山东省地质矿产

局，１９９１；唐俊等，２００４；Ｊａｈ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Ｚｈｏ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

研究区新太古代岩石称为胶东杂岩，主要是 ＴＴＧ花岗
质片麻岩，高级变质的表壳岩，以及少量的条带状铁矿

７９２２单厚香等：胶北新太古代两类片麻岩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和成因指示



图２　山东金矿 ＺＫ９６３孔岩性简化柱状剖面及采样位
置图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ＺＫ９６３ｄｒｉｌｌｈｏｌｅ
ｏｆＳＤＧＯＬＤ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Ｆ）。太古宙ＴＴＧ片麻岩多呈穹窿状出露，占据基底出露
面积的６０％以上（徐扬等，２０１１），是胶北前寒武纪结晶基底
的主体部分，在栖霞地区最为典型。在许多地方，ＴＴＧ片麻
岩遭受强烈的变质变形和深熔作用改造，形成条带状构造，

显示混合岩的外貌特征。高级变质表壳岩在太古宙岩石露

头中所占比例不足２０％（陆松年，１９９８），变质程度多达到角
闪岩相，局部为麻粒岩相，主要包括变质（超）基性中酸性
火山岩和变沉积岩，岩石类型为黑云斜长片麻岩、黑云长英

麻粒岩，角闪岩和浅色麻粒岩等（Ｊａｈ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广泛出
露于新太古代ＴＴＧ片麻岩中，在莱西栖霞一线主要呈包体
形式断续分布（Ｚｈ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变质（超）基性岩可能是
侵入到ＴＴＧ片麻岩中的岩墙（颉颃强等，２０１３），而变沉积岩
则主要与 ＴＴＧ片麻岩呈夹层产出（山东省地质矿产局，
１９９１）。

古元古代的岩石主要有花岗片麻岩、麻粒岩相角闪岩
相变质的火山沉积岩，后者镶嵌在太古宙胶东群周边，出露

广泛，南部变质程度高，多为角闪岩相，最高达到麻粒岩相，

称为荆山群；北部变质程度相对较低，以高绿片岩相角闪岩
为主，称为粉子山群，二者通常被视为同期异相的产物（张增

奇，１９９４），主要由高铝黑云片岩、变粒岩、大理岩、石墨片岩

等组成，原岩与沉积岩组合无明显区别。

新元古代蓬莱群主要分布在蓬莱地区和栖霞北部，主要

岩性有结晶灰岩、板岩、石英岩等，仅遭受了绿片岩相浅变质

作用。

本文研究的两类新太古代片麻岩取自胶西北金矿集区

超深部综合地质研究与资源预测项目 ＺＫ９６３、ＺＫ９６５及
ＺＫ９６６三个钻孔。钻孔地点位于胶北的三山岛附近（图
１ｂ），采用超深钻采样，其中图２示ＺＫ９６３孔０～２０００ｍ岩性
简化剖面，共划分为５个岩性段，分别是：ＴＴＧ片麻岩岩性段
（５５～４１５ｍ，４５５～６７６ｍ）、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岩性段（４１５
～４５５ｍ）、二长花岗岩岩性段（６７６～１５００ｍ）、花岗岩岩性段
（１５００～１９２５ｍ）及花岗闪长岩岩性段（１９２５～２０００ｍ）。其
中，ＴＴＧ片麻岩主要分布在５５～４１５ｍ及４５５～６７６ｍ范围内，
并有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的夹层出现，而石榴黑云斜长片麻

岩主要分布在４１５～４５５ｍ之间。本文共采样品４５个，包括
４０个ＴＴＧ片麻岩样品和５个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样品。

３　分析方法

主量元素测试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进

行，采用Ｘ射线荧光光谱法（ＸＲＦ）测试，测试所用仪器型号
为ＳｈｉｍａｄｚｕＸＲＦ１５００。标样为中国国家一级岩石标准样
ＧＳＲ１（黑云母花岗岩）和ＧＳＲ３（橄榄玄武岩），分析结果在
误差范围内优于０２％（质量分数，余同）。烧失量（ＬＯＩ）设
定为粉末样品在１０００℃下灼烧１ｈ后的质量减少。

微量元素分析测试在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大陆动力学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美国 Ｖａｒｉａｎ公司 ８２０ＭＳ型等离子体质谱
仪上进行，使用ＨＮＯ３＋ＨＦ混合酸溶解样品。标样为中国国
家一级岩石标准样ＧＳＲ１（黑云母花岗岩）、ＧＳＲ３（橄榄玄武
岩），分析误差在检出限之上优于５％。分析流程见刘晔等
（２００７）。

电子探针分析测试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电子探针实验室完成，仪器型号为 ＪＸＡ８１００，空间分辨率
７ｎｍ，工作条件为加速电压１５ｋＶ，电子束流２０ｎＡ，束斑１μｍ。

４　岩石学特征

４１　ＴＴＧ片麻岩
ＴＴＧ片麻岩呈灰白色或浅肉红色，中细粒花岗变晶结

构，具有明显的片麻状构造。矿物组合主要是斜长石（４０％
～６０％）、石英（１５％ ～３０％）和黑云母（１０％ ～１５％），偶见
钾长石和角闪石（图３ａ）；副矿物为锆石、榍石、磷灰石及磁
铁矿等。斜长石呈半自形他形板状，粒径约为 ０５～
１５ｍｍ，部分发育简单双晶、聚片双晶和环带结构（图３ｂ），
Ａｎ＝２０～３５，为更中长石，钠黝帘石化蚀变发育。石英颗粒
边界呈锯齿状或港湾状接触，可以看到三连点结构，粒径约

０２～１０ｍｍ。黑云母褐色，片状，较自形，极完全解理发育，

８９２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７）



图３　胶北两类片麻岩镜下显微照片
Ｆｉｇ．３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

颗粒大小为０１～０５ｍｍ，多发生绿泥石化。

４２　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

４２１　岩相学特征

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呈灰色，鳞片粒状变晶结构，片麻

状构造。主要由斜长石（４５％ ～５０％）、石榴石（１５％ ～
２０％）、石英（１０％～１５％）及黑云母（１５％ ～２０％）等矿物组
成；副矿物为磷灰石、锆石、榍石等（图３ｃ）。斜长石呈半自
形板状他形，粒径约为０２５～０５ｍｍ，部分发育简单双晶和
聚片双晶，大部分已发生明显的钠黝帘石化。石榴石多发育

不规则裂纹，粒径约０２５～１２５ｍｍ，部分变斑晶发育筛状结
构，包裹的矿物主要是长石、石英、黑云母等。石英无色，他

形粒状，粒径约０２５～０７５ｍｍ。黑云母褐色，片状，较自形，
具较明显的多色性，颗粒大小为０２５～１０ｍｍ，多与石榴石
共生（图３ｄ）。

４２２　矿物化学及ＧｒｔＢｉ温度计

对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中黑云母和石榴石进行了电子

探针分析，数据及处理结果列于表１、表２、表３中。
黑云母 ＭｇＯ含量较高（７１９％ ～１１０２％，平均为

９３６％）；ＦｅＯ为１５４８％～２２２３％，平均为１９０９％；ＴｉＯ２为
０３８％～１０４％，平均为０６６％（表１）。除 Ｚ２９６３３２外，其
余探针点的微区成分表现较均一，说明在变质过程中黑云母

已经达到了比较充分的均一化。

石榴石无色，ＭｇＯ含量为 ２７０％ ～５４１％（平均为
４３９％），ＭｎＯ为１２１％ ～２２１％（平均为１５６％），ＦｅＯ为
３２１８％ ～３５６２％（平均为 ３３６９％），ＣａＯ为 １４９％ ～
２５７％（平均为２１４％），Ａｌ２Ｏ３为２０８５％ ～２１７７％（平均
为２１１５％），表现出高铁、铝和镁且低锰的特点。对石榴石
电子探针分析数据进行端元组分计算表明（表２），本区石榴
石端元分子主要是铁铝榴石（平均为７１％），其次为镁铝榴
石（平均为１８％），钙铝榴石平均为４％，而锰铝榴石和钙铬
榴石含量仅为３％和０２％。从核部到边部，铁铝榴石略有
增加，镁铝榴石略微减少，没有明显的成分环带。

本文对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中的石榴石与基质中的黑

云母进行测试，配备较适合本区的 ＧｒｔＢｉ地质温度计
（Ｈｏｌｄａｗａｙ，２０００），采用峰期阶段形成的相邻 ＧｒｔＢｉ晶体中
心化学成分，对其变质温度条件进行估算（表３），得到的变
质温度集中于５４９～６６３℃之间，处于低中角闪岩相范围内。

５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ＴＴＧ片麻岩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分别有４０个
和３９个，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各有５个，详见表４和表５。

５１　ＴＴＧ片麻岩

５１１　主量元素

胶北新太古代ＴＴＧ片麻岩ＳｉＯ２含量为５３９５％～７５５６％，

９９２２单厚香等：胶北新太古代两类片麻岩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和成因指示



表１　胶北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中黑云母电子探针分析
（ｗｔ％）及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ｂ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ｂｉｏｔｉｔｅｉｎｇａｒｎｅｔｂｉｏｔｉｔｅ
ｐｌａｇｉｏｇｎｅｉｓ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ｗｔ％）

样品号
Ｚ２９６３
３１

Ｚ２９６３
３１

Ｚ２９６３
３１

Ｚ２９６３
３２

Ｚ２９６３
３２

Ｚ２９６３
５３１

Ｚ２９６３
５３１

Ｚ２９６３
５３２

位置 核部 幔部 边部 核部 边部 核部 边部 核部

ＳｉＯ２ ３６２６ ３６５９ ３６７４ ３６７２ ４９９１ ３７０１ ３１１０３６７９
ＴｉＯ２ ０８９ １０４ １０４ ０５２ ０４１ ０５０ ０４４ ０３８
Ａｌ２Ｏ３ １７９０ １７５１ １７０９ １８００ １３５８ １８２９ １５３９１９３７
Ｃｒ２Ｏ３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３９ 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２１
ＦｅＯ ２２２３ ２１３０ ２１３７ ２０８９ １５４８ １７９２ １６５０１７５４
ＭｎＯ ０１８ ０２０ ０１７ ０２８ ０１７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９
ＭｇＯ ８６２ ８８７ ８８０ ９５８ ７１９ １１０２ １０４８１０８６
ＣａＯ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２
Ｎａ２Ｏ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８
Ｋ２Ｏ ９２７ ９０３ ９０９ ８９１ ６６４ ８８６ ８７３ ９０２
Ｔｏｔａｌ ９６１１ ９５４５ ９５１１ ９５５７ ９４２２ ９４０７ ８３２３９４５８
Ｏ ２２
Ｓｉ ５５６ ５６３ ５６７ ５６１ ７１７ ５６３ ５４６ ５５６
Ｔｉ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４
ＡｌⅣ ２４４ ２３７ ２３３ ２３９ ０８３ ２３７ ２５４ ２４４
ＡｌⅥ ０８０ ０８０ ０７８ ０８５ １４６ ０９１ ０６４ １０１
Ｆｅ２＋ ２８５ ２７４ ２７６ ２６７ １８６ ２２８ ２４２ ２２２
Ｃ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Ｍｎ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Ｍｇ １９７ ２０３ ２０３ ２１８ １５４ ２５０ ２７４ ２４５
Ｃａ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Ｎａ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５
Ｋ １８１ １７７ １７９ １７３ １２２ １７２ １９５ １７４
ＸＭｇ ０４１ ０４３ ０４２ ０４５ ０４５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５２

注：ＸＭｇ＝Ｍｇ／（Ｆｅ２＋＋Ｍｇ）

图４　胶北ＴＴＧ片麻岩ＡｎＡｂＯｒ图解和ＫＮａＣａ图解
Ｆｉｇ．４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ｂＯ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ｎｄＫＮａＣ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ＴＴＧ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

Ａｌ２Ｏ３多大于１５％（１０４５％ ～１７６４％），Ｎａ２Ｏ为 １５１％ ～
５９４％，Ｋ２Ｏ多小于２５％（０５８％ ～３９７％），Ｎａ２Ｏ／Ｋ２Ｏ＞

１。ＭｇＯ（０５３％～４８７％）和 Ｆｅ２Ｏ３
Ｔ（２２２％～９５４％）含量

较低，Ｍｇ＃较高（４０～６７，表４）。在ＡｎＡｂＯｒ三角图中（图４），

表２　胶北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石榴石电子探针分析
（ｗｔ％）及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ｂ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ｇａｒｎｅｔｉｎｇａｒｎｅｔｂｉｏｔｉｔｅ
ｐｌａｇｉｏｇｎｅｉｓ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ｗｔ％）

样品号
Ｚ２９６３
３１

Ｚ２９６３
３１

Ｚ２９６３
３２

Ｚ２９６３
３２

Ｚ２９６３
３２

Ｚ２９６３
５３１

Ｚ２９６３
５３２

位置 核部 边部 核部 幔部 边部 核部 核部

ＳｉＯ２ ３８２８ ３８９２ ３９２６ ３８０８ ３６９４ ３８２１ ３８１０
ＴｉＯ２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８
Ａｌ２Ｏ３ ２１２６ ２０８９ ２０８５ ２０８８ ２１７７ ２１１９ ２０８５
ＦｅＯ ３２４６ ３２６９ ３２６８ ３２１８ ３２９３ ３５３５ ３５６２
Ｃｒ２Ｏ３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５
ＭｇＯ ５４１ ５３０ ５２０ ５２０ ４５６ ３０５ ２７０
ＭｎＯ １３１ １２３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４２ ２０３ ２２１
ＣａＯ ２４１ ２２９ ２５７ ２４２ ２３９ １６６ １４９
Ｎａ２Ｏ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Ｋ２Ｏ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１１７１０１４０１０１９３１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９１０１６７ １０１１０
Ｏ ２４
Ｓｉ ６００ ６０８ ６１０ ６０４ ５８９ ６０４ ６０７
Ｔｉ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Ａｌ ３９３ ３８５ ３８２ ３９０ ４０９ ３９５ ３９２
Ｆｅ２＋ ４２６ ４２７ ４２５ ４２６ ４３９ ４６８ ４７５
Ｃｒ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Ｍｎ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９ ０２７ ０３０
Ｍｇ １２６ １２３ １２０ １２３ １０８ ０７２ ０６４
Ｃａ ０４０ ０３８ ０４３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２８ ０２５
Ｎａ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１６０３ １５９９ １５９９ １６０１ １６０７ １５９７ １５９５
Ａｌｍ ０７２２ ０７３８ ０７４０ ０７２８ ０７１５ ０７８７ ０８０７
Ｐｙｒ ０２１４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０ ０１７７ ０１２１ ０１０９
Ｓｐｅ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１
Ｇｒｏ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２
Ｕｖａ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注：全铁以ＦｅＯ计算

００３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７）



表３　胶北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ＧｒｔＢｉ温度计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ａｒｎｅｔｂｉｏｔｉｔｅ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ｇａｒｎｅｔｂｉｏｔｉｔｅｐｌａｇｉｏｇｎｅｉｓ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

样品号 Ｚ２９６３３１ Ｚ２９６３３２ Ｚ２９６３５３１ Ｚ２９６３５３２
矿物 Ｇｒｔ Ｂｉ Ｇｒｔ Ｂｉ Ｇｒｔ Ｂｉ Ｇｒｔ Ｂｉ
位置 核部 边部 核部 边部 核部 边部 核部 边部 核部 核部 核部 核部

ＳｉＯ２（ｗｔ％） ３８２８ ３８９２ ３６２６ ３６７４ ３９２６ ３６９４ ３６７２ ４９９１ ３８２１ ３７０１ ３８１０ ３６７９
Ｔ（℃） ６６３ ５７４ ５６６ ５４９

图５　胶北ＴＴＧ片麻岩Ａ／ＮＫＡ／ＣＮＫ图解
Ｆｉｇ．５　Ａ／ＮＫｖｓＡ／ＣＮ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ＴＴＧ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

样品主体落在英云闪长岩和奥长花岗岩区域，少数落在花岗

闪长岩区域。在Ａ／ＮＫＡ／ＣＮＫ图解（图５）中，绝大多数样品
则落入准铝质弱过铝质区域，具有中等铝饱和性质。在主
量元素协变图上（图 ６ａｆ），ＭｇＯ、Ｆｅ２Ｏ３

Ｔ、ＣａＯ、ＴｉＯ２与 ＳｉＯ２
呈明显的负相关性，Ｎａ２Ｏ与 ＳｉＯ２显示较弱的正相关，而
Ａｌ２Ｏ３则不显示任何相关性。
５１２　微量元素

ＴＴＧ片麻岩稀土元素总量较高（４０４×１０－６～５１２×
１０－６）（表５）。在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配分模式图中（图
７），绝大多数样品显示轻重稀土强烈的分馏（（Ｌａ／Ｙｂ）Ｎ ＝
２２９～１２１），轻稀土富集，重稀土明显亏损。其中，重稀土较
平坦。Ｅｕ无异常或表现弱的正异常（δＥｕ＝０７９～１８９）（图
７、表５），与栖霞地区２５Ｇａ的 ＴＴＧ片麻岩具有非常类似的
稀土配分模式（图７）。在Ｓｒ／ＹＹ和（Ｌａ／Ｙｂ）ＮＹｂＮ图解（图
８）中，大多数样品落入太古宙 ＴＴＧ岩区。所有这些主、微量
元素特征均表明胶北ＴＴＧ片麻岩属于太古宙高铝ＴＴＧ片麻
岩（ＢａｒｋｅｒａｎｄＡｒｔｈ，１９７６）。

在原始地幔标准化微量元素分布图（图７）中，ＴＴＧ片麻
岩显示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Ｒｂ、Ｂａ、Ｓｒ）和亏损高场强元素
（Ｎｂ、Ｔａ、Ｚｒ、Ｈｆ）的特征，而栖霞地区的ＴＴＧ片麻岩则显示Ｂａ
的负异常，其他元素特征一致。与太古宙平均 ＴＴＧ（Ｓｒ＞４００
×１０－６，Ｓｒ／Ｙ＞４０，Ｃｒ＜５０×１０－６，Ｎｉ＜３０×１０－６）（Ｍａｒｔ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相比，胶北ＴＴＧ片麻岩Ｓｒ含量高，为２０４×１０－６～

２９０６×１０－６，平均为９１６×１０－６，显示较弱的正异常，Ｓｒ／Ｙ比
值高，平均为１０１，相容元素 Ｃｒ、Ｎｉ含量高，Ｃｒ变化于１４７×
１０－６～３７１×１０－６之间，Ｎｉ为６６８×１０－６～１５６×１０－６，平均
为５５３×１０－６。

５１３　锆石饱和温度计算

花岗岩多数是绝热式上升就位的，岩浆早期结晶温度可

以近似代表岩浆形成时的温度，因此可以通过计算岩浆早期

结晶温度来近似获得岩浆的起源温度（吴福元等，２００７）。锆
石饱和温度计算是当前获得岩浆初始温度的主要方法之一，

锆石在花岗质岩浆体系中一般结晶较早，并且锆石中 Ｚｒ的
分配系数对温度极度敏感，其在岩浆中的含量与温度存在相

关性，而其它因素对其影响较小，所以锆石的饱和温度就可

以近似认为是岩浆的液相线温度（Ｋ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因此
根据Ｗａｔｓｏｎａｎｄ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１９８３）提出的利用 Ｚｒ含量和主量
元素含量计算花岗岩熔体锆石饱和温度的公式来获得岩浆

形成时的温度：

ＴＺｒ＝１２９００／［２９５＋０８５Ｍ＋ｌｎ（４９６０００／Ｚｒｍｅｌｔ）］
式中：Ｔ为绝对温度；Ｍ为全岩的（Ｎａ＋Ｋ＋２Ｃａ）／（Ａｌ×Ｓｉ）
摩尔数（计算中，令Ｓｉ＋Ａｌ＋Ｆｅ＋Ｍｇ＋Ｃａ＋Ｎａ＋Ｋ＋Ｐ＝１（摩
尔分数））；Ｚｒｍｅｌｔ为熔体中Ｚｒ的含量，锆石在花岗质岩石中是
副矿物，可用全岩的Ｚｒ含量近似代表熔体中的Ｚｒ含量。

胶北ＴＴＧ片麻岩岩浆结晶温度计算结果列于表６中，最
低温度和最高温度分别为６５２℃和８１６℃，平均为７５３℃。样
品中含有较多继承性锆石残留核（翟明国和王芳，２０１２①），
说明ＴＴＧ源区 Ｚｒ是饱和的，与 Ｍｉ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提出的
“冷花岗岩”相似，计算结果反映了岩浆结晶的最高温度。

５２　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

５２１　主量元素

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样品的主量元素含量变化较大（表

４）。ＳｉＯ２含量相对较低（５３３４％～６７３２％），可能是受变质
作用或外生作用（如风化、搬运、成岩）等后期作用的影响所

致，Ａｌ２Ｏ３为 １２２１％ ～１５３２％，Ｎａ２Ｏ为 ２０８％ ～３１３％。
Ｋ２Ｏ为 ０６８％ ～３５０％，除样品 Ｚ２９６３４１（Ｎａ２Ｏ／Ｋ２Ｏ＝
０５９）外，其余样品的Ｎａ２Ｏ均大于Ｋ２Ｏ（Ｎａ２Ｏ／Ｋ２Ｏ＝１０５～

４６０）。ＭｇＯ＝１５７％～７３４％，Ｆｅ２Ｏ３
Ｔ＝４３６％～１１７７％，

１０３２单厚香等：胶北新太古代两类片麻岩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和成因指示

① 翟明国，王芳．２０１２．胶北金矿集区超深部综合地质研究与资源
预测项目报告



表４　胶北两类片麻岩主量元素特征（ｗｔ％）

Ｔａｂｌｅ４　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ｗｔ％）

岩性 ＴＴＧ片麻岩

样品号
Ｚ２９６５
０１

Ｚ２９６５
０２

Ｚ２９６５
０５

Ｚ２９６５
０７

Ｚ２９６５
０８

Ｚ２９６５
０９

Ｚ２９６５
１１

Ｚ２９６５
１２

Ｚ２９６５
１３

Ｚ２９６５
１４

Ｚ２９６５
１５

Ｚ２９６５
１６

Ｚ２９６５
２０

Ｚ２９６５
２４

Ｚ２９６５
２６

ＳｉＯ２ ６７３３ ６４７６ ６２５１ ６２３６ ６３６２ ６３５２ ５３９５ ６１０８ ５８１８ ６４３２ ５９７５ ６３２１ ６２０７ ６３４５ ６７２８
ＴｉＯ２ ０５０ ０６２ ０８１ ０７０ ０５９ ０６６ ０８３ ０６７ ０７８ ０７０ ０６０ ０８４ ０４４ ０４０ ０２６
Ａｌ２Ｏ３ １４１４ １４２９ １５９１ １５２６ １５７ １５７７ １６９６ １７６４ １７１５ １６０１ １３２１ １４６９ １５８２ １５８８ １６０３
Ｆｅ２Ｏ３Ｔ ４８８ ６２３ ５８７ ６１７ ５２７ ５３２ ８８０ ５３３ ６９４ ４５６ ６５９ ６６１ ３９２ ３１２ ２２７
ＭｎＯ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４
ＭｇＯ １８１ ３０９ ２２２ ３４１ ２６０ ２３７ ３３４ ２３７ ３７５ １９９ ４８７ ２４６ ２５１ １９ １０９
ＣａＯ ２３３ ３３３ ４１９ ４０５ ４２５ ３３４ ５３２ ４５１ ５０７ ３６３ ５２３ ４５９ ４７５ ２６６ ２６３
Ｎａ２Ｏ ４１８ ３３２ ４０７ ４１０ ４０２ ４０２ ４１７ ４３０ ４２２ ４４９ ３０４ ３９４ ５３２ ４６１ ５９４
Ｋ２Ｏ １９９ ２３４ １５０ １８４ １４８ ２２７ １７５ １６４ １８７ １７２ ２９０ １９５ ２２０ ２６８ ２０８
Ｐ２Ｏ５ ０１５ ０２２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３２ ０３１ ０３５ ０１８ ０２４ ０１９ ０１２
ＬＯＩ ２２２ １３６ ２０４ １１４ １４２ １９６ ３４２ ２０４ １２２ １１４ ２００ １１４ １７２ ４４７ １６８
Ｔｏｔａｌ ９９５９ ９９６４ ９９３４ ９９３１ ９９２ ９９４７ ９８８２ ９９８３ ９９５９ ９８９２ ９８６３ ９９７ ９９０５ ９９４ ９９４２
Ｍｇ＃ ５７ ５０ ５７ ４７ ５０ ５３ ５７ ５３ ４８ ５３ ４０ ５７ ４４ ４５ ５１
ＤＦ １４２ －０２４ ２３２ １２４ １８５ ２０１ ２９８ ３２３ ２２９ ３ －０１１ １９７ ５２６ ３９ ５７６

ＫＡ图判别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岩性 ＴＴＧ片麻岩

样品号
Ｚ２９６５
２７

Ｚ２９６５
２８

Ｚ２９６５
２９

Ｚ２９６５
３０

Ｚ２９６５
３１

Ｚ２９６５
３２

Ｚ２９６５
３３

Ｚ２９６５
３４

Ｚ２９６５
３５

Ｚ２９６５
５５

Ｚ２９６６
０２

Ｚ２９６６
０７

Ｚ２９６６
０８

Ｚ２９６６
１５

Ｚ２９６６
２０

ＳｉＯ２ ６６９０ ６６００ ６６５３ ６６２５ ６７２３ ６７４７ ６５１６ ６５７９ ６５５６ ６５９０ ６４４６ ６４３９ ６４９５ ６５７６ ６２２３
ＴｉＯ２ ０３１ ０３２ ０３０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３１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３５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３８ ０３６ ０６１
Ａｌ２Ｏ３ １５７８ １５７５ １６０５ １５９ １５５９ １５５６ １６０７ １５８３ １５６１ １５４４ １６４３ １６１５ １６４７ １６１９ １５９３
Ｆｅ２Ｏ３Ｔ ２２２ ２７６ ２６５ ２３９ ２４２ ２２９ ２９０ ２７２ ２６１ ２８５ ３７１ ３２６ ３１１ ３０３ ５９７
ＭｎＯ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７
ＭｇＯ １０６ １４７ １４３ １３５ １２０ １１４ １６７ １６３ １３８ １５２ １８２ １８７ １８２ １６９ ３１１
ＣａＯ ２４３ ３２７ ３１６ ３２５ ２５２ ３１２ ３３３ ３２０ ２９９ ３６０ ３８０ ３９０ ３５４ ３４０ ４０７
Ｎａ２Ｏ ５０２ ５０７ ５２１ ５１７ ５２７ ５３２ ５２９ ４８６ ５１２ ５１５ ５１５ ５０７ ５４３ ５１９ ３６１
Ｋ２Ｏ ３０５ ２７３ ２５５ ２７２ ２５１ １９１ ２４６ ３０６ ３２６ ２４５ ２４０ ２６４ ２５３ ２６１ ２１２
Ｐ２Ｏ５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７ ０２
ＬＯＩ ２５２ ０９６ ０９０ １００ １９０ １５２ ０７６ １２４ １６６ １５０ ０８４ １４０ ０８６ ０７８ １４６
Ｔｏｔａｌ ９９４５ ９８５４ ９８９７ ９８５５ ９９１１ ９８７９ ９８１８ ９８８７ ９８７２ ９８９６ ９９２８ ９９３３ ９９３２ ９９２２ ９９３８
Ｍｇ＃ ５１ ４８ ４８ ４７ ５０ ５０ ４６ ４５ ４９ ４８ ５０ ４７ ４６ ４７ ４９
ＤＦ ４９５ ４９３ ４９４ ５２４ ４８１ ４９４ ５０８ ４６６ ５３６ ５０２ ４８４ ５０２ ５２６ ４８６ １０７

ＫＡ图判别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岩性 ＴＴＧ片麻岩 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

样品号
Ｚ２９６６
２４

Ｚ２９６６
３２

Ｚ２９６６
３７

Ｚ２９６６
４４

Ｚ２９６６
５２

Ｚ２９６６
５３

Ｚ２９６３
２９

Ｚ２９６３
３２

Ｚ２９６３
３８

Ｚ２９６３
５１

Ｚ２９６３
０３

Ｚ２９６３
０８

Ｚ２９６３
１１

Ｚ２９６３
１１Ｐ

Ｚ２９６３
２１

Ｚ２９６３
４１

ＳｉＯ２ ６３８８ ６３１１ ５９３６ ６７６２ ５７９３ ７１２１ ６０６５ ５７８６ ６８７７ ７５５６ ６６２８ ６７３２ ５３３４ ５３４１ ５８４６ ５６６３
ＴｉＯ２ ０５８ ０５４ ０８７ ０３６ １００ ０５２ ０７１ １２０ ０６２ ０４６ ０５１ ０４７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８９ １１５
Ａｌ２Ｏ３ １５５５ １５０７ １７５８ １５５ １３０１ １４２２ １５９２ １４８９ １３６７ １０４５ １４７３ １３９５ １５２６ １５３２ １４７４ １２２１
Ｆｅ２Ｏ３Ｔ ５２３ ３８６ ５９８ ３５８ ７９８ ３１６ ６４６ ９５４ ５２５ ４６３ ４３６ ６９４ １１７７ １１６９ ９４６ ５８７
ＭｎＯ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１５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０８
ＭｇＯ ２４２ ２５１ ３０２ １１６ ４２６ １００ ３６１ ２７１ １２８ １８８ １５７ ２６２ ５８１ ５７９ ３６７ ７３４
ＣａＯ ４３２ ４０２ ４５８ ３５９ ５５４ ３５９ ３９０ ７６９ ２９５ ２９６ １３９ ２３７ ３６４ ３６０ ２４８ ６１０
Ｎａ２Ｏ ３６０ ３８３ １５１ ４４１ ２９８ ４２３ ２９２ ２６１ ３９４ ３００ ２９７ ３１３ ２６１ ２６０ ２６９ ２０８
Ｋ２Ｏ １８０ ３６６ ３９７ １１５ ２４２ ０８２ ２３９ ０７８ １１５ ０５８ ２８３ ０６８ ２０９ ２０８ １８４ ３５０
Ｐ２Ｏ５ ０１５ ０２４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０５ ０２８ ０６６ ０１８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６１
ＬＯＩ １９０ ２３２ ２３８ ２４４ ４２４ １００ ２６６ １４６ １９０ ０４２ ４９２ ２５２ ３７２ ３７０ ５７０ ３２０
Ｔｏｔａｌ ９９４９ ９９２２ ９９５ ９９９６ ９９６５ ９９８４ ９９５６ ９９５５ ９９８１ １００１ ９９７２１００２１９９５８ ９９５４１００３１ ９８７７
Ｍｇ＃ ５２ ４３ ５０ ６１ ４８ ６１ ４７ ６４ ６７ ５５ — — — — — —

ＤＦ １５８ ３２７ －００３ ２９９ ０２５ ２０９ －０２０ １０４ １０６ １３３ ０２２ －２２５－３２８－３２９－２１８ －２２４
ＫＡ图判别 正 正 负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负 负 负 负 负 负

注：Ｍｇ＃＝１００×［Ｍｇ２＋／（Ｍｇ２＋＋Ｆｅ２＋）］

２０３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７）



表５　胶北两类片麻岩微量元素及稀土元素特征（×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ｒａｃｅａｎｄ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１０－６）

岩性 ＴＴＧ片麻岩

样品号
Ｚ２９６５
１

Ｚ２９６５
２

Ｚ２９６５
５

Ｚ２９６５
７

Ｚ２９６５
８

Ｚ２９６５
９

Ｚ２９６５
１１

Ｚ２９６５
１２

Ｚ２９６５
１３

Ｚ２９６５
１４

Ｚ２９６５
１５

Ｚ２９６５
１６

Ｚ２９６５
２０

Ｚ２９６５
２４

Ｚ２９６５
２６

Ｚ２９６５
２７

Ｓｃ ８９６ １３５ １１６ １５７ １３０ １１５ １７９ １３６ １４２ ７８９ １４６ １１１ ８４４ ６２７ ３３３ ４２０
Ｖ ５９３ １１２ ８８９ １１２ １０４ １１２ １４２ １１１ １２４ ７２３ １０９ ９４０ ６８９ ５５６ ３２８ ３６８
Ｃｒ １６２ ２８５ ２６７ ２５９ ２６１ ２５６ ２４４ ２１８ ２０４ １６５ ３７１ ２２９ １９５ １５３ ２７４ １９０
Ｃｏ １６０ ２０４ ２００ ２５２ １９１ ２０２ ２８３ １９０ ２６５ １７３ ２７４ １７９ １８０ １１０ ７７１ ７２４
Ｎｉ ２９０ ３５８ ６６３ ７４５ ５４６ ６３６ ８４１ ５２３ ７５８ ３８５ １５６ ４７６ ５８５ ４３９ ２８４ ２５１
Ｇａ １６７ １８９ ２０６ １９４ １９９ １９７ ２０４ ２１９ ２２４ ２１５ １８８ １９７ ２０８ ２０７ １９０ ２００
Ｒｂ ５５９ ７３４ ４４９ ５２２ ４４７ ８６４ ３７９ ５１４ ６０７ ６４４ １０２ ６６４ ６９２ ６６５ ７９４ ５８９
Ｓｒ ４０６ ６４８ ７８３ ６２０ ６９８ ６４１ ５０４ ７１４ ６７６ ７９２ ６９１ ９２３ １１２５ ７６９ １２９５ １０２０
Ｙ １３０ １７５ １０５ １４２ ８８１ ６０７ ９７２ ８０７ １５４ １４２ ２００ １２７ １０９ ９８５ ７８７ ７５１
Ｚｒ １９２ １４９ １１７ １５４ １１７ １２０ １３１ １４７ １４２ １８３ １３２ ９８０ １６２ １７７ １２８ １１４
Ｎｂ ５０７ ８６ ５８９ ４９１ ４６６ ４８４ ４７８ ５６ ５２６ ６０１ ６５ ６４６ ４１３ ４５８ ２８４ ３３５
Ｂａ ５４２ ４６２ ５３７ ５３５ ５１７ ６１４ ４７２ ５４４ ６０６ ６８３ ９２７ ４８７ １０１４ １４３２ １２３５ １４８７
Ｌａ １７９ ３０１ １３８ １９０ ２３１ ２１６ １６９ ２２８ ３１５ ５９４ ５８６ １７７ ５４９ ５１４ ３４４ ３５４
Ｃｅ ３７９ ６６６ ２９６ ４２２ ４６３ ４２１ ３３０ ４５５ ６９８ １２７ １２６ ４０８ １１１ １０５ ６７６ ７３２
Ｎｄ １８４ ３３１ １６２ ２２３ ２０９ １９１ １５４ ２０１ ３６４ ５６７ ５９７ ２３３ ４９４ ４５５ ２８４ ３２５
Ｓｍ ３６９ ６０２ ３４４ ４３０ ３３９ ３０７ ２７５ ３３２ ６６２ ８８３ ９８６ ４７２ ７７５ ７０５ ４３３ ５２２
Ｅｕ １０８ １６６ １１６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１６ １２５ １３４ １６０ ２１５ ２３２ １４３ ２０６ １９０ １２７ １４３
Ｇｄ ３２６ ４６１ ２８７ ３５４ ２４９ ２０９ ２２５ ２４４ ４７５ ５３９ ６４１ ３６９ ４６４ ４２０ ２６５ ３１２
Ｔｂ ０４６ ０６０ ０３９ ０４８ ０３２ ０２６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６０ ０６３ ０７７ ０４９ ０５３ ０４８ ０３１ ０３６
Ｄｙ ２４８ ３２２ ２０４ ２６２ １６５ １２５ １７０ １５７ ３０７ ２９０ ３７８ ２４９ ２３７ ２１３ １４６ １５８
Ｈｏ ０４５ ０５９ ０３７ ０４９ ０３０ ０２１ ０３３ ０２８ ０５２ ０４５ ０６５ ０４３ ０３６ ０３２ ０２４ ０２４
Ｅｒ １１５ １６４ ０９７ １３４ ０８３ ０５７ ０９４ ０７８ １４０ １２１ １８２ １１３ ０９２ ０８４ ０６８ ０６２
Ｔｍ ０１５ ０２４ ０１３ ０１９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１８ ０１５ ０２６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８
Ｙｂ ０９１ １５６ ０８１ １１８ ０７５ ０４６ ０８９ ０７０ １１５ ０９６ １６６ ０９２ ０７０ ０６６ ０６１ ０５０
Ｌｕ ０１４ ０２３ ０１２ ０１７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１３ ０２４ ０１３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７
Ｈｆ ４４３ ３５３ ２７２ ３４５ ２６２ ２７５ ２９７ ３３８ ３１８ ４０９ ２９５ ２２８ ３５９ ３９６ ２９５ ２７３
Ｔａ ０１３ ０４７ ０２６ ０１９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２０ ０２６ ０１８ ０３１ ０４１ ０１７ ００９ ０１２ ００４ ００７
Ｐｂ ６１４ ７２５ ７３８ ６６６ ６６０ １５７６ ７２９ ８５０ ６８４ ８２４ ６９５ １００ ９１３ １１３ １３９ １３６
Ｔｈ ２２３ ３７３ ０２９ ０２２ ０３０ ０５６ ０４１ ０６４ ０３８ ５９７ ９２２ ０２４ ３５０ ２０７ ０８３ ０２６
Ｕ ０３０ ０６９ ０１３ ０２１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２８ ０１５ ０５１ ０７９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１６ ０１２

∑ＲＥＥ ８７９ １５０ ７２０ ９９０ １０２ ９２０ ７６０ ９９３ １５８ ２６６ ２７２ ９７４ ２３５ ２２０ １４２ １５４
Ｓｒ／Ｙ ３１３ ３７０ ７４５ ４３７ ７９３ １０５ ５１９ ８８４ ４３９ ５５９ ３４６ ７２９ １０３ ７８０ １６５ １３６

（Ｌａ／Ｙｂ）Ｎ １４１ １３８ １２２ １１５ ２２１ ３３９ １３６ ２３３ １９６ ４４２ ２５３ １３９ ５６０ ５５６ ４０８ ５１２
δＥｕ ０９５ ０９７ １１３ ０９７ １１３ １４０ １５４ １４４ ０８７ ０９５ ０８９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７ １１４ １０８
岩性 ＴＴＧ片麻岩

样品号
Ｚ２９６５
２８

Ｚ２９６５
２９

Ｚ２９６５
３０

Ｚ２９６５
３０Ｐ

Ｚ２９６５
３１

Ｚ２９６５
３２

Ｚ２９６５
３３

Ｚ２９６５
３４

Ｚ２９６５
３５

Ｚ２９６５
５５

Ｚ２９６６
２

Ｚ２９６６
７

Ｚ２９６６
８

Ｚ２９６６
１５

Ｚ２９６６
２０

Ｚ２９６６
２４

Ｓｃ ４５９ ４４８ ４２５ ４２７ ２２６ ２４６ ５０２ ５５８ ４０９ ４７８ ４９３ ３６７ ４６３ ４０８ １２０４ ９５１
Ｖ ４１７ ３８７ ３９０ ３９５ ３３０ ３２５ ４４０ ４３９ ３７６ ４０７ ５３８ ４９３ ４６１ ４６７ ９９６ ９６７
Ｃｒ １７０ ２２９ ２１２ ２１０ １６８ １６９ １９８ １７５ １９９ １５８ ２１２ １４７ １８７ １８５ ３１８ ２２３
Ｃｏ １０１ ９９１ ８３１ ８０３ ９９２ ７６６ ９５５ ９４ ８０３ ８６７ １０６ ８７２ ８８１ ８７１ １９６ １５２
Ｎｉ ２８１ ３２８ ３３１ ３２９ ２２３ ２３１ ３１７ ３５０ ２５２ ２２２ ５５５ ２７６ ２８２ ３０２ ５０ ４０５
Ｇａ ２０３ ２０７ １９６ １９５ １８８ ２１０ ２０６ ２１０ ２０６ １９９ １９６ １９２ １９１ １９５ １８２ １８１
Ｒｂ ６３９ ７４３ ７４５ ７４０ ７３３ ７９４ ６５１ ７５２ ９８８ ５８６ ５３２ ４２６ ２９６ ３３０ ６９５ ５０７
Ｓｒ １２３３ １４１２ ２９０６ ２８７９ １０２７ １３０４ １３３９ １２４８ １３４０ １４３１ １０５９ ５４１ ９４９ ９６５ ５７９ ６０４
Ｙ ８２１ ８２ ８１８ ８１７ ３７９ ４２９ ８８４ １１４８ ７３６ ７３６ ８８５ ８５３ ８０６ ８２２ １０３ ６７４
Ｚｒ ７８６ １４５ ８８３ １１７ １７２ １３４ １１６ １１２ １６１ １３７ １１９ １１２ １０７ ９３０ １２４ １２６
Ｎｂ ３８９ ５０１ ３９４ ３８８ ４３９ ４７７ ４００ ５８３ ５７４ ５５５ ２３１ ５２８ ２８１ ３３６ ４３９ ４１５
Ｂａ １３６９ １１８４ １４６８ １４６９５ １２３８ ８７４ １２０１ １３８７ １７８８ １２８５ １３１８ １０２２ １０９４ １２１０ ６１９ ５４６
Ｌａ ３８３ ３３８ ４２０ ４３０ ３３９ ４８６ ４２３ ４７３ ３８２ ４３５ ４６６ ３４５ ３９５ ３４７ ２７４ １８２
Ｃｅ ７９５ ７１９ ８３４ ８５４ ５９５ ８６０ ８７３ １０３ ７５０ ８５４ ９２７ ７３３ ８３３ ７２０ ５５１ ３５４
Ｎｄ ３４６ ３３４ ３５８ ３６８ ２０５ ２８５ ３９４ ４８０ ３１９ ３４２ ４５６ ３６１ ３９０ ３５６ ２６０ １６３
Ｓｍ ５５１ ５３９ ５７６ ５８８ ２７８ ３４２ ６２８ ８０３ ４８８ ５２２ ７８６ ６１５ ６７３ ６６４ ４９ ３１２
Ｅｕ １４６ １４７ １７５ １７６ １２９ １２０ １６３ １７１ １５５ １６０ １８４ １３６ １３９ 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１２

３０３２单厚香等：胶北新太古代两类片麻岩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和成因指示



续表５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５

岩性 ＴＴＧ片麻岩

样品号
Ｚ２９６５

２８

Ｚ２９６５

２９

Ｚ２９６５

３０

Ｚ２９６５

３０Ｐ

Ｚ２９６５

３１

Ｚ２９６５

３２

Ｚ２９６５

３３

Ｚ２９６５

３４

Ｚ２９６５

３５

Ｚ２９６５

５５

Ｚ２９６６

２

Ｚ２９６６

７

Ｚ２９６６

８

Ｚ２９６６

１５

Ｚ２９６６

２０

Ｚ２９６６

２４
Ｇｄ ３２８ ３２２ ３４４ ３４９ １５７ １８９ ３７５ ４８７ ２９０ ３０９ ４７７ ３９３ ４０６ ３９７ ３３７ ２１９
Ｔｂ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４０ ０４１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４４ ０５７ ０３４ ０３６ ０５１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４４ ０４５ ０３１
Ｄｙ １７０ １６６ １７４ １７４ ０７８ ０８９ １９０ ２５４ １５０ １５７ ２０３ １８６ １８５ １８４ ２１８ １５０
Ｈｏ 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２８ ０３８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４１ ０２８
Ｅｒ ０６７ ０６６ ０６５ ０６４ ０３２ ０３６ ０７３ ０９８ ０５９ ０６２ ０７９ ０７８ ０７３ ０７５ １１４ ０７４
Ｔｍ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１３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７ ０１１
Ｙｂ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５６ ０７４ ０４８ ０５０ ０６２ ０６６ ０５９ ０６１ １１９ ０７２
Ｌｕ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９ ０１３
Ｈｆ １９５ ３５９ ２１６ ２７９ ４１８ ３１８ ２７３ ２９１ ３８１ ３３６ ２９２ ２９３ ２６７ ２４ ３１４ ３２０
Ｔａ ００８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２２ ０１８ ０１２ ０２４ ０１９ ０２３ ００９ ０３０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２７ ０２３
Ｐｂ １７２ １８６ １５４ １５５ １４６ １５３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６ １４４ １４３ １０９ １１６ １７２ ６９２ ６８６
Ｔｈ ３７５ ０３２ ０６５ ０６５ １３７ １０６ ０４４ ３４３ ０５１ ４１４ ３６３ ０６３ ０５９ ０６１ ３０１ ０９７
Ｕ ０９７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１１ ０２０ ０２４ ０３９ ０１６ ０３６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３９ ０２９

∑ＲＥＥ １６６ １５３ １７６ １８０ １２１ １７２ １８５ ２１９ １５８ １７７ ２３０ １８１ ２０１ １８０ １５３ １０１
Ｓｒ／Ｙ １５０ １７２ ３５５ ３５３ ２７１ ３０４ １５２ １０９ １８２ １９４ １２０ ６３４ １１８ １１７ ５６ ８９６

（Ｌａ／Ｙｂ）Ｎ ５２９ ４５８ ６２８ ６３０ ８８６ １２１ ５４１ ４５６ ５７０ ６２９ ５３５ ３７２ ４８０ ４１１ １６６ １８３
δＥｕ １０５ １０８ １２０ １１８ １８９ １４４ １０３ ０８４ １２６ １２２ ０９２ ０８４ ０８１ ０７９ １００ １３０
岩性 ＴＴＧ片麻岩 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

样品号
Ｚ２９６６

３２

Ｚ２９６６

４４

Ｚ２９６６

５２

Ｚ２９６６

５３

Ｚ２９６３

２９

Ｚ２９６３

３２

Ｚ２９６３

３８

Ｚ２９６３

５１

Ｚ２９６３

３

Ｚ２９６３

８

Ｚ２９６３

１１

Ｚ２９６３

１１Ｐ

Ｚ２９６３

２１

Ｚ２９６３

４１
Ｓｃ ６７５ ３９８ ２３１ ２４１ １１４ １５１ １１２ ６５４ １００ １３８ ２１１ ２２８ ２７５ １３５
Ｖ ６６５ ５２７ ２２６ ５６８ １１７ １３３ １７０ ６４７ ９６２ ９１６ １８６ １８６ １４８ １２９
Ｃｒ １９９ ２０１ １５６ ３００ ２０９ ２５３ ２７６ ２８４ ２４０ ３４１ ２４５ ２４６ ２７９ ３６２
Ｃｏ １０５ ９５１ ２８３ １００ １８８ ２２６ ８６８ １４９ １３８ ２３６ ３３７ ３３２ ３２１ ２６４
Ｎｉ ３７１ ２５５ ４０１ １７０ ４０１ ４４５ ６６８ ４７０ ３１９ ７２１ １１０ １０３ １０５ ２２０
Ｇａ ２１３ １８４ ２００ １５７ ２３４ ２１６ １７９ ２０４ ２０３ １５１ ２１１ ２１１ １８１ ２０６
Ｒｂ ６１４ ３８４ ２４６ ３９６ ７２７ ２９６ ３１４ ４８８ ７１８ ２３ ６６５ ６７３ ７４２ ７０７
Ｓｒ １７７３ ４２４ ３３４ ３６５ ６３２ ６８５ ２０４ ４５３ ２３３ ２５０ ３７２ ３７６ ３４７ １８５４
Ｙ １５３ ８１２ １４８ ３７２ １２４ １８４ ２８０ ３８３ １２９ ２５５ ２１０ ２１５ ３３３ １７０
Ｚｒ ２５７ １０８ ７２６ ４４１ １４０ ２３７ ２５７ １１３ １５０ １７１ １３７ １４０ １６８ ４０１
Ｎｂ ８６９ ２５６ ４７９ ９７１ ６５４ １３９ ８８５ ５０５ ５２５ ５００ ８２９ ８３０ ７４８ １３６
Ｂａ ３９４０ ３２４ １６８ １３９ ７９０ ３６６ ３１８ ４４４ ６１６ １８２ ５６１ ５７４ ２９８ ５１０４
Ｌａ １２５ １０１ ６４８ ９１４ ３６２ ３９３ ２３１ １１８ ２６６ １６９ １３６ １３９ ２１９ １０６
Ｃｅ ２２５ ２２７ １６４ １５７ ７６２ ９３２ ５２９ ２２５ ４７５ ３７２ ３１９ ３２２ ４８１ ２００
Ｎｄ ８４４ １２５ ９４４ ４４１ ３７１ ４８７ ２４０ ８５９ ２６３ １４４ １７２ １７７ ２３６ ８４２
Ｓｍ １２８ ２７９ ２４５ ０７１ ６８９ ９１９ ５４０ １４７ ４８３ ２９７ ４１６ ４１３ ５２４ １３７
Ｅｕ ２５８ ０８０ ０７１ ０６１ １６９ ２１５ １４８ ０７６ １１４ ０９２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９ ３０７
Ｇｄ ７８４ ２２９ ２３５ ０６０ ４８３ ６７３ ５０８ １１８ ３５３ ３１７ ３８６ ３９８ ５４１ ９２３
Ｔｂ ０８２ ０３６ ０４２ ０１０ ０５７ ０８５ ０８１ ０１５ ０４７ ０６１ ０６６ ０６８ ０９７ ０９３
Ｄｙ ３４８ １８７ ２７３ ０５５ ２５２ ３９６ ５０１ ０６８ ２３９ ４１６ ３９８ ３９８ ６１４ ４０９
Ｈｏ ０６１ ０３３ ０６１ ０１２ ０４５ ０７２ １０５ ０１３ ０４５ ０９１ ０８１ ０８２ １３１ ０６８
Ｅｒ １５５ ０７６ １８１ ０３６ １１５ １７４ ２９１ ０３４ １２９ ２６２ ２２９ ２３１ ３５０ １７１
Ｔｍ ０２１ ０１０ ０３０ ００６ ０１７ ０２５ ０４４ ００６ ０１９ ０３９ ０３６ ０３５ ０５１ ０２３
Ｙｂ １２８ ０５９ ２０３ ０４６ １０８ １５２ ２７７ ０３８ １２７ ２５９ ２２７ ２３７ ３１９ １３７
Ｌｕ ０２０ ００９ ０３４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２３ ０４３ ００６ ０２０ ０３９ ０３６ ０３６ ０４９ ０２
Ｈｆ ６６２ ２７９ １８４ １０９ ３５５ ５２２ ６５９ ２９３ ３３９ ４１９ ３２８ ３３５ ４０３ １０７
Ｔａ ０５２ ０１３ ０３２ ０７２ ０３９ ０６２ ０４７ ０２６ ０２３ ０２６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３０ ０６４
Ｐｂ ３１４ ５０１ ３１６ ４７１ ８７５ ４５５ １２６ ７０４ １４４ ９７５ １２０ １２３ １３６ ２５１
Ｔｈ ２３３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９５ ５５４ ０４７ ２０８ ０４６ ５０９ ２７３ ０６１ ０６５ ２１３ １２４
Ｕ ３４６ ００８ ０２２ ０８７ １３４ ００８ ０３３ ０２０ ０５８ ０３８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２９ ２１５

∑ＲＥＥ ５１２ ７０３ ８６１ ４０４ ２０２ ２５５ １７１ ６０９ １３９ １２６ １２５ １２８ １８２ ４５５
Ｓｒ／Ｙ １１６ ５２３ ２２６ ９８０ ５１２ ３７２ ７３０ １１８ １８１ ９８２ １７８ １７５ １０４ １０９

（Ｌａ／Ｙｂ）Ｎ ７０１ １２３ ２２９ １４４ ４４２ ５９９ ５５３ ２２６ １５０ ４６７ ４３１ ４２１ ４９４ ５５９
δＥｕ ０７９ ０９６ ０９１ ２８３ ０４５ ０８７ ０８４ １７５ ０８４ ０９２ ０８７ ０６９ ０８９ ０８３

注：δＥｕ＝ＥｕＮ／（ＳｍＮ×ＧｄＮ）１／２

４０３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７）



表６　胶北ＴＴＧ片麻岩锆石饱和温度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６　Ｚｉｒｃｏｎｉｕｍ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ＴＧ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

样品号
ＳｉＯ２
（ｗｔ％）

Ａｌ２Ｏ３
（ｗｔ％）

Ｆｅ２Ｏ３Ｔ

（ｗｔ％）
ＭｇＯ
（ｗｔ％）

ＣａＯ
（ｗｔ％）

Ｎａ２Ｏ
（ｗｔ％）

Ｋ２Ｏ
（ｗｔ％）

Ｐ２Ｏ５
（ｗｔ％）

Ｚｒ
（×１０－６）

Ｔ（℃）

Ｚ２９６５０１ ６７３３ １４１４ ４８８ １８１ ２３３ ４１８ １９９ ０１５ １７６ ７９１
Ｚ２９６５０２ ６４７６ １４２９ ６２３ ３０９ ３３３ ３３２ ２３４ ０２２ １４８ ７６６
Ｚ２９６５０５ ６２５１ １５９１ ５８７ ２２２ ４１９ ４０７ １５ ０１５ １１９ ７４３
Ｚ２９６５０７ ６２３６ １５２６ ６１７ ３４１ ４０５ ４１０ １８４ ０１９ １２１ ７３７
Ｚ２９６５０８ ６３６２ １５７０ ５２７ ２６０ ４２５ ４０２ １４８ ０１８ １２４ ７４６
Ｚ２９６５０９ ６３５２ １５７７ ５３２ ２３７ ３３４ ４０２ ２２７ ０１９ １２２ ７５１
Ｚ２９６５１４ ６４３２ １６０１ ４５６ １９９ ３６３ ４４９ １７２ ０３１ １７１ ７７７
Ｚ２９６５１６ ６３２１ １４６９ ６６１ ２４６ ４５９ ３９４ １９５ ０１８ １１１ ７２１
Ｚ２９６５２０ ６２０７ １５８２ ３９２ ２５１ ４７５ ５３２ ２２０ ０２４ １２８ ７１８
Ｚ２９６５２４ ６３４５ １５８８ ３１２ １９０ ２６６ ４６１ ２６８ ０１９ １２０ ７５０
Ｚ２９６５２６ ６７２８ １６０３ ２２７ １０９ ２６３ ５９４ ２０８ ０１２ １１９ ７４３
Ｚ２９６５２７ ６６９０ １５７８ ２２２ １０６ ２４３ ５０２ ３０５ ０１３ １０４ ７３７
Ｚ２９６５２８ ６６００ １５７５ ２７６ １４７ ３２７ ５０７ ２７３ ０１５ １１２ ７３２
Ｚ２９６５２９ ６６５３ １６０５ ２６５ １４３ ３１６ ５２１ ２５５ ０１４ １１０ ７３４
Ｚ２９６５３０ ６６２５ １５９０ ２３９ １３５ ３２５ ５１７ ２７２ ０１５ １３８ ７４９
Ｚ２９６５３１ ６７２３ １５５９ ２４２ １２０ ２５２ ５２７ ２５１ ０１１ １８２ ７８２
Ｚ２９６５３２ ６７４７ １５５６ ２２９ １１４ ３１２ ５３２ １９１ ０１０ １４９ ７６２
Ｚ２９６５３３ ６５１６ １６０７ ２９ １６７ ３３３ ５２９ ２４６ ０１６ １３４ ７４６
Ｚ２９６５３４ ６５７９ １５８３ ２７２ １６３ ３２０ ４８６ ３０６ ０１６ １３３ ７４７
Ｚ２９６５３５ ６５５６ １５６１ ２６１ １３８ ２９９ ５１２ ３２６ ０１４ １３７ ７４５
Ｚ２９６５５５ ６５９０ １５４４ ２８５ １５２ ３６ ５１５ ２４５ ０１５ １６５ ７５８
Ｚ２９６６０２ ６４４６ １６４３ ３７１ １８２ ３８１ ５１５ ２４２ ０２２ １３３ ７４２
Ｚ２９６６０７ ６４３９ １６１５ ３２６ １８７ ３９２ ５０７ ２６４ ０２１ １３７ ７４０
Ｚ２９６６０８ ６４９５ １６４７ ３１１ １８２ ３５４ ５４３ ２５３ ０１８ １２５ ７３７
Ｚ２９６６１５ ６５７６ １６１９ ３０３ １６９ ３４３ ５１９ ２６１ ０１７ １２６ ７４１
Ｚ２９６６２０ ６２２３ １５９３ ５９７ ３１１ ４０７ ３６１ ２１２ ０２３ １３４ ７５４
Ｚ２９６６２４ ６３８８ １５５５ ５２３ ２４２ ４３２ ３６４ １８ ０１５ １２３ ７４７
Ｚ２９６６３２ ６３１１ １５０７ ３８６ ２５１ ４０２ ３８３ ３６６ ０２４ ２８７ ７９８
Ｚ２９６６３７ ５９３６ １７５８ ５９８ ３０２ ４５８ １５１ ３９７ ０１４ ２１９ ８０８
Ｚ２９６６４４ ６７６２ １５５ ３５８ １１６ ３５９ ４４１ １１５ ０１２ １０９ ７４７
Ｚ２９６６５２ ５７９３ １３０１ ７９８ ４２６ ５５４ ２９８ ２４２ ０１４ ６１５ ６５２
Ｚ２９６３２９ ６０６５ １５９２ ６４６ ３６１ ３９０ ２９２ ２３９ ０２８ １４９ ７７０
Ｚ２９６３３３ ５７８６ １４８９ ９５４ ２７１ ７６９ ２６１ ０７８ ０６６ ２２５ ７５４
Ｚ２９６３３８ ６８７７ １３６７ ５２５ １２８ ２９５ ３９４ １１５ ０１８ ２２５ ８１４
Ｚ２９６３３８Ｐ ６９６５ １３８６ ５３１ １２８ ２９８ ３９７ １１６ ０１８ ２２９ ８１６
Ｚ２９６３５１ ６７２７ １５２４ ４６３ １８８ ３９７ ３６８ １４５ ０１１ １２１ ７５４

ＣａＯ含量较高，除样品Ｚ２９６３３外，均大于２％。
在主量元素协变图解中（图６ａｆ），Ｆｅ２Ｏ３

Ｔ、ＭｇＯ、ＣａＯ和
ＴｉＯ２与ＳｉＯ２呈现较好的负相关，Ｎａ２Ｏ与 ＳｉＯ２呈正相关，而
Ａｌ２Ｏ３与ＳｉＯ２的相关性不明显。
５２２　微量元素

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稀土元素总量为１２５×１０－６～４５５
×１０－６，与太古宙沉积岩稀土总量（１０２×１０－６）（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相比，总量较高。轻稀土富集，重稀土亏
损，（Ｌａ／Ｙｂ）Ｎ值较高（４２１～５５９，平均为１４７），略高于太
古宙沉积岩（９～１４）。在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配分模式图

（图７）中，绝大多数样品显示轻稀土富集，重稀土平坦的右
倾模式，轻、重稀土分馏程度较太古宙沉积岩强，Ｅｕ无异常
或较弱的负异常（δＥｕ＝０６９～０９２）（图７、表５），与太古宙
沉积岩相似。

与太古宙沉积岩平均成分（Ｔｈ＝５６×１０－６～７８×
１０－６，Ｕ＝０４×１０－６～１０×１０－６，Ｒｂ＝５０×１０－６，Ｒｂ／Ｓｒ＝
０２１）相比（图７），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的 Ｔｈ含量较低（平
均为３９４×１０－６），Ｕ含量相近（平均为０６３×１０－６），Ｒｂ含
量高（平均为 ６２３×１０－６），Ｒｂ／Ｓｒ比值略低（Ｒｂ／Ｓｒ＝
０１７）。Ｃｒ／Ｚｒ比值（０９０～１９９，平均为１６２）与Ｔｈ／Ｓｃ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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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胶北两类片麻岩主量元素与ＳｉＯ２协变图

Ｆｉｇ．６　Ｈａｒｋ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

（平均为０３０）均可以与太古宙上地壳的值（分别为１４４和
０４，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相比较。

６　讨论

６１　ＴＴＧ片麻岩的岩石成因
对于ＴＴＧ的成因，目前比较接受的观点是含水玄武质岩

石的部分熔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ＴＴＧ形成于
洋壳俯冲过程中，由消减板片在石榴角闪岩相发生部分熔融

形成 （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８６；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ａｎｄＤｅｆａｎｔ，１９９０；Ｆｏｌｅｙ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另一种观点认为ＴＴＧ是在大陆地壳或加厚洋壳
底部，由底侵的含水玄武质岩石在榴辉岩相条件下部分熔融

形成（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２００２；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２０００；Ｒａｐｐ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６１１　残留相

胶北ＴＴＧ片麻岩具有富 Ｎａ贫 Ｋ，负的 Ｎｂ、Ｔａ异常，轻、
重稀土强烈分馏，低的ＹｂＮ丰度，高的Ｓｒ／Ｙ比值和低的Ｙ丰

度，Ｅｕ无异常或弱的正异常等特征。根据实验岩石学研究，
这些地球化学特征都指示了含水玄武质岩石在高压下的部

分熔融，角闪石或石榴石作为残留相（ＢｅａｒｄａｎｄＬｏｆｇｒｅｎ，
１９９１；Ｒａｐｐ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２００３；Ｆｏ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ＭｏｙｅｎａｎｄＳｔｅｖｅｎｓ，２００６）。由于石榴石强烈富集重稀土，而
角闪石强烈富集中稀土（Ｇｒｅ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４）。因此，当石榴
石为主要残留相时，熔体表现为 ＨＲＥＥ的强烈亏损，当石榴
石和角闪石为主要残留相时，ＨＲＥＥ相对仅有石榴石为残留
相时要平坦。斜长石是 ＴＴＧ片麻岩中控制 Ｓｒ含量和 Ｅｕ异
常的主要矿物相（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８７），因此，如果在高压下部分熔
融过程中斜长石分解了，那么形成的 ＴＴＧ岩浆会有高的 Ｓｒ
含量且无负Ｅｕ异常。胶北 ＴＴＧ片麻岩 ＨＲＥＥ分布较平坦，
并且Ｓｒ／Ｙ比值和（Ｌａ／Ｙｂ）Ｎ值变化较大（图９），说明残留相
为角闪石与石榴石，并且二者的相对含量在不同样品中有变

化。Ｓｒ含量高且无明显的负Ｅｕ异常，说明没有斜长石残留。
Ｎｂ、Ｔａ负异常说明ＴＴＧ源区亏损 ＨＦＳＥ元素（图７），这很大
程度上与含 Ｔｉ矿物（金红石、榍石等）残留有关（Ｘｉｏ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Ｘｉｏｎｇ，２００６）。以上特征说明，胶北ＴＴ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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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胶北片麻岩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和球粒陨石标准化ＲＥＥ配分模式图（标准化值据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太古宙平均ＴＴＧ据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４；栖霞ＴＴＧ片麻岩（２５Ｇａ）据Ｊａｈ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太古宙沉积岩据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

Ｆｉｇ．７　ＰＭ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ｓｐｉｄｅｒｇｒａｍａｎｄ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Ａｒｃｈｅ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ＴＧａｆｔ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４；ＱｉｘｉａＴＴＧ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２５Ｇａ）ａｆｔｅｒＪａｈ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Ａｒｃｈｅａ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ｏｃｋｓａｆｔｅｒ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

图８　胶北ＴＴＧ片麻岩Ｓｒ／ＹＹ和（Ｌａ／Ｙｂ）ＮＹｂＮ图解

Ｆｉｇ．８　Ｓｒ／ＹｖｓＹａｎｄ（Ｌａ／Ｙｂ）ＮｖｓＹｂ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ＴＴＧ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

麻岩是含水玄武质岩石高压下部分熔融形成的，残留相主要

是石榴石、角闪石（图９）和含Ｔｉ矿物。石榴石稳定说明压力
不低于０８Ｇｐａ（ＷｙｌｌｉｅａｎｄＷｏｌｆ，１９９３）。

６１２　构造环境

俯冲环境下含水玄武质洋壳部分熔融或者是含水的加

厚镁铁质地壳部分熔融都可形成ＴＴＧ岩浆。但是，以下岩石

学和地球化学特征表明，胶北ＴＴＧ质岩石更可能是俯冲环境
下形成的：（１）Ｎｂ、Ｔａ负异常以及较低的 Ｆｅ２Ｏ３

Ｔ、ＭｇＯ、ＣａＯ

含量和Ｆｅ２Ｏ３
Ｔ／（ＭｇＯ＋Ｆｅ２Ｏ３

Ｔ）比值，与形成于岛弧或俯冲

环境的岩石成分特征类似（ＭａｎｉａｒａｎｄＰｉｃｃｏｌｉ，１９８９）。（２）
实验岩石学资料表明，一般情况下（包括加厚下地壳），含水

玄武质岩石部分熔融形成的熔体，其Ｍｇ＃值不高（Ｒａｐｐｅｔａｌ．，

７０３２单厚香等：胶北新太古代两类片麻岩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和成因指示



图９　胶北ＴＴＧ片麻岩Ｓｒ／ＹＹ和（Ｌａ／Ｙｂ）ＮＹｂＮ关系图解（熔融曲线据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ａｎｄＤｅｆａｎｔ，１９９０；田伟等，２００５）

Ｆｉｇ．９　Ｓｒ／ＹＹａｎｄ（Ｌａ／Ｙｂ）ＮＹｂ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ＴＴＧ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ｍｅｌ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ａｆｔｅｒ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ａｎｄ

Ｄｅｆａｎｔ，１９９０；Ｔ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１９９９；ＲａｐｐａｎｄＷａｔｓｏｎ，１９９５），Ｃｒ、Ｎｉ含量较低。胶北 ＴＴＧ
片麻岩表现高的Ｍｇ＃值（４０～６７，表２）和 Ｃｒ、Ｎｉ含量（表３），
表明在上升过程中与地幔楔发生反应，与加厚下地壳部分熔

融形成的岩石有明显区别；而且加厚地壳部分熔融形成的岩

浆应该富钾（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８７），但胶北 ＴＴＧ明显富钠低钾（表
２）。虽然拆沉的下地壳部分熔融产生的熔体同样也可与橄
榄岩地幔相互作用形成 ＴＴＧ（ＺｅｇｅｒｓａｎｄｖａｎＫｅｋｅｎ，２００１；
Ｂéｄａｒｄ，２００６），但是这样的机制除形成 ＴＴＧ外，还会形成大
量同时代的基性岩浆，这在胶北地区并未发现。（３）一般未
蚀变洋壳具有典型的地幔氧同位素组成，由此部分熔融产生

的ＴＴＧ质花岗岩能够保持地幔的氧同位素组成特征。胶北
新太古代ＴＴＧ片麻岩中的原岩岩浆锆石δ１８Ｏ值在５１１‰～
５５５‰左右（唐俊，２００５），位于地幔锆石值（５３±０３）‰范
围内，这表明ＴＴＧ片麻岩很可能是未蚀变的新生洋壳熔融形
成的。（４）Ｎｄ、Ｈｆ同位素特征和模式年龄计算结果（翟明国
和王芳，２０１２）表明，岩石源区可能是来源于亏损地幔的
２５７～２６４Ｇａ的初生玄武质地壳。（５）由锆石饱和温度计
得出的胶北ＴＴＧ片麻岩原岩岩浆结晶温度都低于８００℃，平
均为７５３℃，显生宙的地温梯度大约在７～１６℃／ｋｍ之间，太
古宙地温梯度约为其３倍，通常取２５℃／ｋｍ，则７５３℃对应的
深度大约为３０ｋｍ，这个深度即太古宙地壳的平均厚度（张旗
和翟明国，２０１２），因此，胶北ＴＴＧ并非来源于加厚的下地壳。
（６）近来，李洪奎等（２０１２）研究表明，鲁东新太古代 ＴＴＧ是
洋壳俯冲环境下形成的。

综上所述，胶北ＴＴＧ片麻岩更可能是俯冲环境下新生的
玄武质洋壳部分熔融形成，而不是来源于加厚玄武质地壳的

部分熔融，残留相主要是石榴石、角闪石和一些含Ｔｉ矿物。

６２　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的岩石成因

６２１　原岩性质

“ＤＦ＝１０４４－０２１ＳｉＯ２ －０３２Ｆｅ２Ｏ３
Ｔ －０９８ＭｇＯ＋

０５５ＣａＯ＋１４６Ｎａ２Ｏ＋０５４Ｋ２Ｏ”，是一个可成功判别前寒武
纪高级变质岩原岩正副属性的函数（Ｓｈａｗ，１９７２）。胶北石
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的 ＤＦ值多为负值，变化范围为 －３２９～
０２２（表４），显示原岩为沉积岩。另外，根据岩石化学成分
计算得到了两种片麻岩的Ｋ值和Ａ值（Ａ＝Ａｌ２Ｏ３／（Ａｌ２Ｏ３＋
ＣａＯ＋Ｎａ２Ｏ＋Ｋ２Ｏ），Ｋ＝Ｋ２Ｏ／（Ｎａ２Ｏ＋Ｋ２Ｏ））。在ＫＡ关系
图中（图１０），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样品落入泥质粉砂质沉
积岩区，说明其原岩主要为泥质粉砂质沉积岩。

图１０　胶北两类片麻岩ＫＡ关系图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Ｋ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

碎屑锆石ＵＰｂ年代学显示，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原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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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胶北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稀土元素构造环境判别参数
Ｔａｂｌｅ７　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ａｒｎｅｔｂｉｏｔｉｔｅｐｌａｇｉｏｇｎｅｉｓ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ｂｅｉｔｅｒｒａｎｅ

构造背景
Ｌａ

（×１０－６）
Ｃｅ

（×１０－６）
∑ＲＥＥ
（×１０－６）

Ｌａ／Ｙｂ （Ｌａ／Ｙｂ）Ｎ
ＬＲＥＥ／
ＨＲＥＥ δＥｕ

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 ３３１ ６６１ １９３ ２０６ １４７ ３３ ０８４
大洋岛弧 ８±１７ １９±３７ ５８±１０ ４２±１３ ２８±０９ ３８±０９ １０４±０１１
大陆岛弧 ２７±４５ ５９±８２ １４６±２０ １１０±３６ ７５±２５ ７７±１７ ０７９±０１３

活动大陆边缘 ３７ ７８ １８６ １２５ ８５ ９１ ０６０
被动大陆边缘 ３９ ８５ ２１０ １５９ １０８ ８５ ０５６

注：不同构造背景沉积岩数据来自ＢｈａｔｉａａｎｄＣｒｏｏｋ（１９８６）

年龄为～２５Ｇａ（翟明国，未发表数据），与本文中的 ＴＴＧ片
麻岩大致属于同一时代。

６２２　源区特征及构造环境

虽然在变质作用过程中，大离子亲石元素（如 Ｓｒ、Ｋ、Ｒｂ
和Ｂａ等）和主量元素属于活动性元素，其含量会出现明显
变化（Ｂｅｃｋ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但是重稀土元素、高场强元素
（如Ｚｒ、Ｔｉ、Ｈｆ、Ｙ和 Ｎｂ）和过渡族元素（如 Ｃｒ、Ｎｉ、Ｖ）的性质
较稳定，在变质过程中含量基本不变，能较好地反映原岩的

性质和源区特征（王中刚等，１９８９；Ｐｏｌ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Ｚｈｅ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因此，本文重点运用这些稳定元素而不是主
量元素和其他微量元素以尽可能避免后期作用的影响，试图

反映胶北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的源区特征，进而对其原岩形

成的构造背景进行制约。

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的稀土配分型式（包括（Ｌａ／Ｙｂ）Ｎ
及Ｅｕ／Ｅｕ）与太古宙沉积岩（上地壳）十分相似（图７），反映
源区平均组分为花岗质岩石。因为Ｃｒ和Ｚｒ元素主要反映铬
铁矿和锆石的含量，所以其比值可以反映镁铁质与长英质物

质对沉积物的相对贡献（Ｗｒｏ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ｅ，１９８９）。石
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的Ｃｒ／Ｚｒ比值（０９０～１９９，平均为１６２）
与太古宙Ｃｒ／Ｚｒ比值相近（１４４），说明源区物质以长英质为
主。另外，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研究表明 Ｔｈ／Ｓｃ比值
最适合于用来判别物源区性质。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样品

的Ｔｈ／Ｓｃ比值呈现大的变化（００３～０９２），但平均值（０３０）
与晚太古代上地壳Ｔｈ／Ｓｃ比值相当 （平均为０４，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同样表明源区物质以长英质为主。

胶北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的总稀土含量平均为１７６×
１０－６，（Ｌａ／Ｙｂ）Ｎ 比值平均为 １４７，ＬＲＥＥ／ＨＲＥＥ平均为
３３，δＥｕ平均为０８４，这些特征值都与岛弧或主动大陆边缘
沉积特点相符，而与被动大陆边缘有所区别（表 ７，Ｂｈａｔｉａ
ａｎｄＣｒｏｏｋ，１９８６）。另外，有学者对胶北变沉积岩的研究表
明，其原岩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为岛弧或主动大陆边缘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宋明春，２００８）。
综上所述，胶北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的源区物质以长英

质为主，原岩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为岛弧或主动大陆边缘。

６２３　变质过程

如前所述，胶北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中的石榴石与基质

中的黑云母平衡共生，ＧｒｔＢｉ地质温度计所估算的变质温度

集中于５４９～６６３℃之间，处于低中角闪岩相范围。
据翟淳（１９８９）对我国桐柏地区不同变质相中黑云母成

分的研究，麻粒岩相中黑云母含 ＴｉＯ２达５％ ～７％，ＭｇＯ达
１３％～１６％，ＦｅＯ仅１１％ ～１６％；角闪岩相中者平均含 ＴｉＯ２
为２１６％，ＭｇＯ为９５７％，ＦｅＯ为１７１３％；而绿片岩相中黑
云母的 ＴｉＯ２、ＭｇＯ和 ＦｅＯ含量分别为 １４５％、８３８％和
１６６５％左右。本区黑云母与角闪岩相中黑云母成分类似，
表明其变质条件与角闪岩相相当。

胶北变沉积岩（即本文的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普遍遭

受了～２５Ｇａ麻粒岩相高角闪岩相的区域变质作用（安郁
宏，１９９０；宋明春，２００８），靳是琴等（１９８７）根据 ＨｂＰｌ温度
计得知，之后其又经历了不均匀的角闪岩相退变质作用，与

本文由ＧｒｔＢｉ地质温度计和黑云母电子探针分析所得的变
质温度基本吻合。因此，胶北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的变质矿

物组合可能记录了 ～２５Ｇａ区域变质作用退变质阶段的变
质历史。

６３　地质意义

翟明国和王芳（２０１２）研究表明，胶北 ＴＴＧ片麻岩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 ～２５Ｇａ，εＨｆ（ｔ）为正值，锆石 Ｈｆ同位素模式年
龄主要分布于２６～２８Ｇａ之间；绝大多数样品的 εＮｄ（ｔ）为
正值，在２６～３３之间，ｔＤＭ１为２５７～２６４Ｇａ，与锆石 ＵＰｂ
年龄相近。因此，Ｈｆ和Ｎｄ同位素以及地球化学特征共同指
示，虽伴有少量的地壳重熔与再造，胶北地区２５Ｇａ的 ＴＴＧ
岩浆作用总体表现为一次重要的陆壳水平生长。综合前人

对华北克拉通不同构造部位、同时代 ＴＴＧ片麻岩的地球化
学、锆石ＵＰｂ年龄以及同位素研究结果（杨崇辉等，２００４；
陈斌等，２００６；周艳艳等，２００９；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Ｄｉｗ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可知，这一时期华北克拉通与俯冲有关的 ＴＴＧ岩
浆作用广泛而强烈，指示～２５Ｇａ有一期陆壳水平增生事件
在华北克拉通广泛存在。

一方面，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原岩与 ＴＴＧ属同一时代
（～２５Ｇａ）的产物，形成的构造背景类似（岛弧或主动大陆
边缘），推测该区当时可能有俯冲过程发生。另一方面，年代

学研究显示，胶北晚太古代末变质事件与ＴＴＧ岩浆事件分别
集中于２５０４～２５１３Ｍａ和２５４４～２５６４Ｍａ（刘建辉等，２０１１）。
这表明，该区 ＴＴＧ岩浆事件和变质事件大体同时，但变质事

９０３２单厚香等：胶北新太古代两类片麻岩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和成因指示



件较岩浆事件晚约４０～５０Ｍｙｒ，即麻粒岩相高角闪岩相的区
域变质作用是在ＴＴＧ岩浆侵位后不久发生的，很可能与俯冲
后的碰撞有关。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定模型：研究区在 ～２５Ｇａ可能
发生过一次重要的俯冲碰撞拼合事件：ＴＴＧ和石榴黑云斜
长片麻岩原岩形成于俯冲阶段，后期发生碰撞引发麻粒岩

相高角闪岩相的区域变质作用，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的变
质矿物组合记录了该区域变质作用退变质阶段的变质历史。

７　结论

本文选择胶北金矿深钻中的两类片麻岩为研究对象，进

行了系统的岩相学、矿物学、全岩主、微量元素测试，着重分

析了其岩石成因及地质意义，主要获得以下４点结论：
（１）两类片麻岩主要由 ＴＴＧ质片麻岩和石榴黑云斜长

片麻岩组成。其中，ＴＴＧ片麻岩是一套高铝的ＴＴＧ质片麻岩
套，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为变沉积岩。

（２）胶北ＴＴＧ片麻岩是新生的玄武质洋壳部分熔融形
成，残留相主要是石榴石、角闪石和含 Ｔｉ矿物。高的 Ｍｇ＃值
和Ｃｒ、Ｎｉ含量，代表其与地幔楔发生了反应，结合 Ｎｂ、Ｔａ负
异常以及源区为初生的玄武质地壳等特征，说明研究区 ＴＴＧ
可能形成于与俯冲有关的岛弧环境，而非加厚的下地壳。

（３）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原岩是泥质粉砂质沉积岩，形
成的大地构造背景为岛弧环境或主动大陆边缘；源区物质以

长英质为主；ＧｒｔＢｉ地质温度计得到的变质温度（５４９～
６６３℃）及其中黑云母成分均与角闪岩相特征类似。

（４）研究区在 ～２５Ｇａ可能发生过一次重要的俯冲碰
撞拼合事件。ＴＴＧ和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原岩形成于俯冲
阶段，后期发生碰撞引发麻粒岩相高角闪岩相的区域变质
作用，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的变质矿物组合记录了该区域变

质作用退变质阶段的变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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