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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甘肃敦煌红柳峡石榴石斜长角闪岩原岩为岛弧拉斑玄武岩，形成于不成熟岛弧。其典型矿物组合为：石榴石
（Ｇｒｔ）角闪石（Ａｍｐ）透辉石（Ｄｉ）斜长石（Ｐｌ），其中较粗大的变斑晶石榴石中通常保存进变质生长环带。根据岩相学和矿物
化学研究得出，该区石榴石斜长角闪岩经历了四个变质演化阶段：早期进变质阶段（Ｍ１）、变质高峰期阶段（Ｍ２）、近等温减压
阶段（Ｍ３）和晚期降温退变质阶段（Ｍ４）。Ｍ１阶段以石榴石核部成分及其核部包体矿物组合石榴石（ＧｒｔⅠ）＋角闪石（Ａｍｐ
Ⅰ）＋斜长石（ＰｌⅠ）＋石英（Ｑｔｚ）为特征，ＰＴ估算结果为Ｔ＝５５０～６００℃，Ｐ＝０３～０５ＧＰａ；Ｍ２阶段以变斑晶石榴石幔部成
分（ＧｒｔⅡ）及基质中的矿物组合角闪石（ＡｍｐⅡ）＋透辉石（Ｄｉ）＋斜长石（＋ＰｌⅡ）＋石英（Ｑｔｚ）为特征，ＰＴ估算结果为 Ｔ＝
６５０～７８０℃，Ｐ＝０８～０９ＧＰａ；Ｍ３阶段的代表性结构为石榴石边缘（ＧｒｔⅢ）形成由绿色角闪石（ＡｍｐⅢ）和斜长石（ＰｌⅢ）组成

１００００５６９／２０１３／０２９（０５）１６８５９７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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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眼圈”，该阶段温度估算结果为６３０～７００℃，压力大幅降低；Ｍ４阶段透辉石（Ｄｉ）开始向角闪石（ＡｍｐⅣ）和斜长石（Ｐｌ
Ⅳ）转化，该阶段压力变化不大，主要是温度的降低。温压估算结果表明，红柳峡石榴石斜长角闪岩完整记录了从早期升温升
压的进变质到后来的近等温减压再到最后的降温退变质的一个顺时针的 ＰＴｔ演化轨迹，反映的构造演化历史为：板块俯冲到
地壳深部遭受高温变质作用，然后该区出现拉张的构造体制，随之地壳减薄，但是原来处于地壳深部的岩石并未出现大幅度

折返和抬升，而是仍然处于原来的深度，慢慢的冷却直至正常的地温梯度。锆石ＵＰｂ定年结果表明，红柳峡石榴石斜长角闪
岩原岩的结晶年龄为１６１１±６Ｍａ，该期年龄代表的构造事件与哥伦比亚超大陆的裂解事件一致，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推
断，塔里木板块可能与哥伦比亚超大陆的裂解有联系，且当时位于塔里木东北缘的敦煌地块还是岛弧的构造环境，后来在中

元古代塔里木运动中有一次板块俯冲碰撞事件，引起了一次高级变质作用（高角闪岩相），使当时的基性火山岩变质形成如今

含有石榴石的斜长角闪岩。

关键词　　石榴石环带；矿物反应；石榴石斜长角闪岩；锆石ＵＰｂ定年；变质演化；塔里木克拉通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５８８３４６；Ｐ５９７３

１　引言

塔里木盆地是中国大陆面积最大的含油气沉积盆地，因

此阐明塔里木克拉通基底性质及构造演化特征对认识塔里

木盆地油气聚集分布规律有重要意义。塔里木盆地克拉通

位于中国西部，它为环形山链所环绕，北缘为天山弧形山链，

南缘为西昆仑阿尔金弧形山链（周勇等和潘裕生，１９９８）。
由于巨厚的沉积盖层及周边复杂的造山带，塔里木克拉通前

寒武纪变质基底仅出露在很少的几个地区：（１）东北缘的库
鲁克塔格地区；（２）东南缘的阿尔金敦煌地区；（３）西南缘的
铁克里克西昆仑地区；（４）西北缘的阿克苏柯评地区（张建
新等，２０１１）。东北缘的库鲁克塔格地区是新疆前寒武系出
露最好的地区，也是中国早前寒武纪地体出露的主要地区之

一，其出露的最老基底岩石主要为灰色片麻岩（ＴＴＧ）和表壳
岩，形成于太古宙古元古代，其中表壳岩中通常伴随有斜长
角闪岩夹层（或捕掳体）（Ｌｅａｋ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Ｓｈ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郭召杰等，２００３；张建新等，２０１１）。此外，该区还
广泛出露古元古代的变沉积岩，它们与下覆基底岩石呈不整

合接触关系（郭召杰等，２００３；高振家等，１９９３）。
东南缘的阿尔金敦煌地区同样广泛出露前寒武纪变质

基底岩石，岩石类型与库鲁克塔格地区相近，可大致分为三

类：第一类为太古代宙的花岗片麻岩；第二类为变质中基性
火山岩，主要包括变质二辉岩和麻粒岩；第三类为一套具有

“孔兹岩系”特征的变沉积岩（梅华林等，１９９７；于海峰等，
１９９８；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表壳岩以火山岩和沉积岩为主，分
别被定义为米兰群和敦煌群（Ｌｅａｋ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张建新等，
２０１１）。过去几十年，地质学家们对阿尔金山的变质基底、构
造格架及演化历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为正确认识塔里木克

拉通的性质及构造演化提供了大量资料（车自成等，１９９５；郭
召杰等，１９９８；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刘永顺等，２００９；唐卓等，
２０１１；张建新等，２０１１）。相对而言，对于敦煌地区敦煌群的
研究要薄弱很多，尽管前人对敦煌三危山、多坝沟、石包城、

红柳峡等地的敦煌群进行了一些地球化学与年代学研究（梅

华林等，１９９８；于海峰等，１９９８；孟繁聪等，２０１１），但是仅仅把
敦煌地块看做独立的块体进行讨论，并未将其归到塔里木克

拉通的构造演化历史中，本文以红柳峡地区敦煌群中斜长角

闪岩的变质特征及年代学为主结合野外接触关系，试图将敦

煌地块与塔里木克拉通联系到一起，共同探讨其构造演化。

２　地质背景

敦煌地块位于塔里木克拉通东部，北接北山造山带，南

以阿尔金断裂与祁连造山带分开，西北边界为且末星星峡
断裂，整体呈三角状块体（图１）。敦煌地块被划为克拉通的
一部分，不作为造山带，主要是该地体保留了克拉通所特有

的早前寒武纪变质基底的特点，而未受到早古生代造山作用

的强烈叠加（陆松年等，２００６）。该地块中出露的早前寒武纪
岩石主要为敦煌群，《甘肃省区域地质志》（甘肃省地质矿产

局，１９８９）自下而上将其划分为 Ａ、Ｂ、Ｃ、Ｄ四个岩组，研究区
范围内所见相当于 Ａ、Ｂ、Ｃ三个岩组：Ａ岩组主要为条带状
混合岩，其基体为黑云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岩，脉体为肉红

色花岗质岩石，还可见少量大理岩透镜体；Ｂ岩组主要为含
石墨透闪石化白云质大理岩、二云石英片岩、石英岩、黑云斜

长片麻岩夹斜长角闪岩、大理岩；Ｃ岩组主要为条带状混合
岩，以基体含角闪石为特征，脉体以灰白色花岗质为主，因混

合岩化不均匀，还见有二云石英片岩、黑云斜长片麻岩、斜长

角闪岩、大理岩（图２、图３）。前人研究认为红柳峡地区这一
套岩石为中高级变质火山岩沉积岩组合，其变质沉积组合
与孔兹岩系相似（梅华林等，１９９７，１９９８；于海峰等，１９９８）。
本次研究的样品为石榴石斜长角闪岩，此类岩石通常以小规

模岩墙或透镜体的形式出现在黑云斜长片麻岩、石英岩或大

理岩中。

３　样品分析方法

样品的粉碎工作在河北省地质调查局廊坊实验室完成。

主量元素的测定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固体

矿产资源研究室采用Ｘ射线荧光光谱法 （ＸＲＦ）在Ｓｈｉｍａｄｚｕ

６８６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５）



图１　敦煌及其邻区地质构造概图（据葛肖虹和刘俊来，２０００修改）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Ｄｕｎ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ａｆｔｅｒＧｅ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００）

图２　红柳峡地区地质简图（据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地质局，１９７３①修改）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Ｈｏｎｇｌｉｕｘｉａ

ＸＲＦ１７００／１５００上完成。微量、稀土元素的测定由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采用 ＩＣＰ
ＭＳ方法在ＩＣＰＭＳＡｇｉｌｅｎｔ７５００ａ上完成。用作定年的锆石
从大约３ｋｇ的新鲜岩石样品中分离获得，在定年之前首先进
行锆石阴极发光（ＣＬ）内部结构研究，阴极发光是在中国科
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岩石圈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阴极

荧光仪上完成的。锆石的原位 ＵＰｂ、ＬｕＨｆ同位素分析是在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岩石圈国家重点实验室

Ｎｅｐｔｕｎｅ多接收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ＭＣＩＣＰＭＳ和
１９３ｎｍ激光取样系统上进行的。测样束斑直径是 ４０～
６０μｍ，采用高纯 Ａｒ气为载气，用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
研制的人工合成硅酸盐玻璃标准参考物质 ＮＩＳＴ６１０进行仪
器最佳化，采用９１５００标准锆石外部校正法进行锆石原位Ｕ
Ｐｂ分析。详细的测试流程、技术参数和干扰校正参数和校
正方法可参见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和袁洪林
（２００３）的描述。矿物的氧化物含量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质

７８６１王忠梅等：甘肃敦煌红柳峡地区石榴石斜长角闪岩的变质特征、锆石ＵＰｂ年龄及地质意义

①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地质局．１９７３．１２０００００别盖幅地质图



图３　红柳峡剖面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ｍａｐｏｆＨｏｎｇｌｉｕｘｉａ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日本 ＪＥＯＬ
ＪＸＡ８１００型电子探针完成。仪器的工作电压为１５ｋＶ，工作
电流为１０ｎＡ，束斑直径约为 ２μｍ，并利用天然矿物样品和
ＰＡＰ校正处理程序进行仪器标定和数据校正。

４　岩石学、地球化学特征、原岩恢复及大地
构造环境

４１　岩石学特征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夹在片麻岩、石英岩或大理岩中，通

常以透镜体或岩墙的形式出现（图４ａ），岩石整体结构比较
均匀，局部出现片麻理化，逐渐向角闪斜长片麻岩过渡。岩

石具中细粒不等粒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组成矿物

为石榴石（１０％ ～１５％）、斜长石（３０％ ～４０％）和角闪石
（３５％～４０％），此外还有少量透辉石、黑云母、石英等矿物。
石榴石通常以半自形自形的粒状变斑晶的形式出现，粒度
变化于０５～２５ｍｍ之间，且以粗粒为主（粒径多为 １～
２ｍｍ），其边部可见清晰的“白眼圈”结构（图４ｂ，ｃ），该“白眼
圈”是斜长石和角闪石形成的冠状体，可能指示了石榴石的

减压分解过程（Ｈａｒｌｅｙ，１９９８），变斑晶石榴石中通常发育有包
体矿物，且包体多分布于石榴石核部及幔部，边部很少或基

本不见包体（图４ｃ）。包体以黑云母、斜长石和角闪石为主，
少量为石英、磷灰石、榍石等。基质中的他形细粒石榴石基

本不含包体，也不具核幔结构（图４ｄ）。角闪石粒径在１～３
ｍｍ之间，多数 ＜２ｍｍ，根据其颜色的变化可以大致分为两
类：一类为浅棕褐色角闪石，另一类为绿色角闪石，前者主要

以短柱状、粒状出现在基质中，颗粒相对较粗，个别颗粒具有

环带状干涉色，可能是成分差异造成的（图４ｄ），后者则常出
现在石榴石变斑晶中或石榴石冠状体中（图４ｃ）。斜长石多
为中长石拉长石（Ａｎ＝３４８～６００），多以板状形式出现在
基质中，少数与角闪石一起构成变斑晶石榴石的反应边。

４２　地球化学特征、原岩恢复及大地构造环境

研究样品的主量、微量元素含量见表１。

图４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的野外照片（ａ、ｂ）和显微镜下
照片（ｃ、ｄ）
Ｆｉｇ．４　Ｆｉｅｌｄｐｈｏｔｏｓ（ａ，ｂ）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
ｇａｒｎｅ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ｓ（ｃ，ｄ）

全岩组分显示，石榴石斜长角闪岩以 ＳｉＯ２低（４６１％ ～
４９３％），Ａｌ２Ｏ３稳定（１３９％～１５９％），ＣａＯ＞ＭｇＯ，Ｎａ２Ｏ＞
Ｋ２Ｏ为特征（表１）。ＣＩＰＷ标准矿物计算结果显示，全部的
分析样品都含有标准透辉石以及少量钛铁矿、磁铁矿和磷灰

石，大部分样品含有标准紫苏辉石和橄榄石，只有一个分析

样含有标准石英，说明大部分斜长角闪岩是 ＳｉＯ２不饱和的，
还有一个分析样含有标准霞石（表１），可能是在变质过程中
由Ｋ、Ｎａ的加入引起的（Ｋｎｏｐｅｒ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ｅ，１９９８）。用 ＭｎＯ
ＴｉＯ２判别图对角闪岩的原岩进行判别发现，几乎所有分析点
都落在正斜长角闪岩的区域内（图５ａ）。在ｃ（ａｌａｌｋ）１００ｍｇ
三角图解中，分析点明显沿着岩浆演化的趋势分布 （图５ｂ，
Ｌｅａｋｅ，１９６４），此外，Ｃｒ、Ｎｉ与ｍｇ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可以说
明分析样具有岩浆的性质。对于角闪质岩石来说，主要微量

元素的比值与原岩性质有关，而红柳峡地区石榴石斜长角闪

岩中Ｓｒ／Ｂａ和Ｃｒ／Ｎｉ比值多大于１，进一步表明其原岩为正
变质的基性岩。

红柳峡石榴石斜长角闪岩具有低的ＴｉＯ２含量 （０６５％

８８６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５）



表１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主量（ｗｔ％）和微量元素（×１０－６）特征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ａｊｏｒ（ｗｔ％）ａｎｄｔｒａｃｅ（×１０－６）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ｄａｔａｆｏｒｇａｒｎｅ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

ＳａｍｐｌｅＨＬＸ０８１
ＨＬＸ０８
２

ＨＬＸ０９
１

ＨＬＸ０９
２

ＨＬＸ１１
１

ＨＬＸ１８
２

ＨＬＸ１８
３ ＨＬＸ２０ Ｓａｍｐｌｅ ＨＬＸ０８

１
ＨＬＸ０８
２

ＨＬＸ０９
１

ＨＬＸ０９
２

ＨＬＸ１１
１

ＨＬＸ１８
２

ＨＬＸ１８
３ ＨＬＸ２０

ＳｉＯ２ ４６１３４７４７４７５５４８８２４８６３４９１４４８３３４９３１
ＴｉＯ２ ０６５ １１３ ０９３ ０９２ ０８３ １３６ １４７ １４１
Ａｌ２Ｏ３ １５８７１４８５１４２９１３９７１４２３１４６６１４３１１４５６
Ｆｅ２Ｏ３Ｔ １０７８１４５１１３３４１３３７１２４５１３２３１３８６１３３５
ＭｎＯ ０１ ０２８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ＭｇＯ １０６８ ８０３ ８１４ ８２８ ８０３ ５９８ ６２５ ５７８
ＣａＯ １０９８１０３６１１２４１０１３１１４４１００９１０８２ ９８３
Ｎａ２Ｏ １５３ １５２ ２１３ ２４１ ２４１ ２５７ ２３６ ２９９
Ｋ２Ｏ １１ ０４７ ０５７ ０４５ ０３４ １３３ １０５ １２３
Ｐ２Ｏ５ ０１９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２１ ０２３ ０２２
ＬＯＩ １３４ ０７８ ０９６ ０７８ ０７６ ０６６ ０５４ ０６
ＴＯＴＡＬ ９９３４９９５１９９４１９９４１ ９９４ ９９４２９９４２９９４８
Ｑ ０ ０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Ａｎ ３４２ ３３１１２８４７２６６２２７６５２５１３２５９４ ２３２
Ａｂ １３３ １３１４１８５６２０９４ １０６ ２２２５２０４４２５８８
Ｏｒ ６６９ ２８５ ３４６ ２７３ ３２４ ８０５ ６３５ ７４３
Ｎｅ ０ ０ ０ ０ １７３ ０ ０ ０
Ｄｉ １６６６１５３５２３１８２００２４２２２２０４１２２６８２０８７
Ｈｙ ５４５ ２８２４ ９６６ １６９８ ０ １１３９ １１２ ７０７
Ｏｌ １９１６ ０ １１３ ７４６ ６９４ ６３５ ６３９ ８９２
Ｉｌ １２７ ２２ １８１ １７９ ２８９ ２６４ ２８６ ２７４
Ｍｔ ２８１ ４６４ ３３８ ３３１ ４２８ ３２８ ３５９ ３３７
Ａｐ ０４５ ０２８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４６ ０５ ０５５ ０５２

∑ ９９９８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１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１ １００
Ａ／ＣＮＫ ０６７ ０６８ ０５８ ０６１ ０４１ ０６１ ０５８ ０６０
Ｂｅ ０４２ ０５４ ０３３ ３２９ ０２７ ０６ ０３４ ０５３
Ｓｃ ３９２ ２９８ ４３４ １９０ ４３７ ３９８ ４１ ３９３
Ｖ ２３８ ２１３ ２９７ ８８２ ２８３ ２８１ ３１４ ２８６
Ｃｒ ２８７ ４６１ １２７ ７１６ ２２２ ６６６ ５７ ５９２
Ｃｏ ５４３ ４９８ ５０２ １８４ ４６９ ４５ ３３３ ４１
Ｎｉ １７３ １６９ ９９８ ３６１ １０４ ５３６ ４０６ ４８９
Ｃｕ ３８３ ７２２ ９９２ ３７６ ８１２ ８１５ １９５ ５７

Ｚｎ ７０８ ６３２ ６５６ ４３４ ７１８ ７５９ ６２１ ７９１
Ｇａ １５３ １４７ １４６ １７７ １４５ １６ １９３ １６４
Ｒｂ ４４２ ６０７ ２２６ ５７９ １１５ ２６９ １０８ １８５
Ｓｒ １６８ １１９ ７７１ １３２ １２５ ３４８ ３７１ ３３４
Ｙ １４６ １３７ １９１ ３６３ １８ ２３１ ２６２ ２４
Ｚｒ ５２９ ３１１ １９６ ４５３ １８４ ３９５ ５３５ ３７
Ｎｂ ３５９ ２５２ ２９１ １１７ ２６３ １３ １５５ １３８
Ｍｏ ０１６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４２ ０６１ ０５４
Ｓｎ ０６６ ０８６ ０４９ １９９ ０５５ ０８６ ０９６ ０８７
Ｃｓ １７６ ２２ ０５６ １３７ ０４４ ０２９ ０１６ ０１５
Ｂａ １４０ ２８１ ８２２ ８７４ ５８５ ４２７ １９７ ３０６
Ｌａ ６７ ５４２ ３４５ ４６５ ３２６ １７３ １８１ １７７
Ｃｅ １４ １１６ ７９５ ８２９ ７３６ ３５６ ３７４ ３５７
Ｐｒ １８９ １６ １２４ １０１ １１３ ４４ ４６９ ４５１
Ｎｄ ８２５ ７０７ ６２ ３８３ ５８４ １８４ １９６ １８５
Ｓｍ ２０５ ２０６ １９９ ７００ １９２ ３９６ ４２４ ３９９
Ｅｕ ０９２ ０７２ ０７１ １９５ ０６５ １３５ １５２ １４３
Ｇｄ ２５４ ２１７ ２７４ ７２５ ２６１ ４０ ４２１ ４０３
Ｔｂ ０４３ ０３９ ０４９ １１２ ０４３ ０６７ ０７４ ０６９
Ｄｙ ２７ ２５４ ３３５ ６６６ ３０８ ４１ ４６２ ４３７
Ｈｏ ０５２ ０４８ ０６７ １２２ ０６６ ０８２ ０９ ０８８
Ｅｒ １４１ １５１ ２１２ ３３４ ２０３ ２３８ ２６５ ２３７
Ｔｍ ０２１ ０１９ ０３ ０４５ ０２９ ０３５ ０４３ ０３６
Ｙｂ １３３ １４ １９５ ２７４ １８４ ２２５ ２７ ２５２
Ｌｕ ０２ ０２ ０３ ０４２ ０２９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３８
Ｈｆ １５３ １０２ ０７７ １２７ ０７２ １３４ １５９ １２８
Ｔａ ０５６ ０１６ ０２１ ０５９ ０２５ ０８４ ０８８ ０８９
Ｔｌ ０１９ ０４７ ０１４ ０２４ 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６８ ０２
Ｐｂ １４９ ３２３ ２８８ ８６２ ２５７ ２１７ １６４ ２８３
Ｔｈ １３４ １１５ ０２６ ６２７ ０２５ １９５ ２０５ １９９
Ｕ ０３ ０２６ ０２１ １３１ ００９７ ０４４ ０５４ ０４５

（Ｃｅ／Ｙｂ）Ｎ １０５９ ８２７ ４０９ ３０２９ ３９９ １５８１１３８７１４１４

～１４７％），低的 Ｚｒ／Ｐ２Ｏ５比值（００２～００５）和 Ｎｂ／Ｙ比值
（０１５～０５９），这些都是拉斑玄武岩的指示性特征

（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ａｎｄＦｌｏｙｄ，１９７６，１９７７），且在 ＡＦＭ图解中（图

５ｃ），分析点全部落在拉斑玄武岩的范围内。

球粒陨石标准化的稀土配分图显示（图６ａ），红柳峡石

榴石斜长角闪岩的稀土配分可以明显的分为两类：第一类

ＬＲＥＥ含量较高，具有中等的 ＲＥＥ分异（（Ｃｅ／Ｙｂ）Ｎ＝３９～
８４，表１）；第二类 ＲＥＥ总含量较低，具有中等的 ＲＥＥ分异
（（Ｃｅ／Ｙｂ）Ｎ＝１１～２９，表１），但是分异程度明显低于第一
类，Ｎｂ含量非常低，具有不成熟岛弧玄武岩的典型特征，这
一结论和 ＭｎＯ×１０Ｐ２Ｏ５×１０ＴｉＯ２判别图及岛弧成熟度判
别图Ｒｂ／ＺｒＮｂ所获得的结果一致（图５ｄ，ｅ），说明它们是由

残余岩石圈的部分熔融形成的（Ｂｒｏｕｘｅｌｅｔａｌ．，１９８９）。原始

地幔标准化蛛网图显示（图６ｂ），岩石富集 ＬＩＬＥ（Ｒｂ、Ｂａ、Ｕ、
Ｐｂ等），亏损ＨＳＦＥ（Ｎｂ、Ｔａ、Ｚｒ、Ｈｆ等），此外，所有分析样品

都具有异常低的Ｃｅ浓度，这些都是典型的镁铁质岛弧火山

岩的特点（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８３；Ｋｎｏｐｅｒ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ｅ，１９８８）。
由于角闪岩在变质过程中ＳｉＯ２、Ｎａ２Ｏ、Ｋ２Ｏ等活泼元素

的含量可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一些惰性元素，如 Ｔｉ、Ｐ、

Ｙ、Ｎｂ、Ｚｒ等则无变化或发生微弱的变化，因此用不活泼元素

的投影图解能更好的反映地质事实（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ａｎｄＦｌｏｙｄ，

１９７６；ＶｏｌｋｏｖａａｎｄＢｕｄａｎｏｖ，１９９９）。用 Ｔａ／ＹｂＴｈ／Ｙｂ图解对
其构造环境进行判别发现，大多数分析点都落在活动大陆边

缘的范围内，并且所有数据整体构成板内玄武岩的演化趋势

（图５ｆ）。综上所述，红柳峡石榴石斜长角闪岩原岩为岛弧拉

斑玄武岩，且其形成于不成熟的岛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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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红柳峡石榴石斜长角闪岩的岩石化学判别图
（ａ）ＴｉＯ２ＭｎＯ判别图（据王仁民等，１９８７）；（ｂ）ｃ（ａｌａｌｋ）１００ｍｇ判别图（据 ＲａｉｔｈａｎｄＭｅｉｓｅｌ，２００１）；（ｃ）ＡＦＭ判别图；（ｄ）ＭｎＯ×１０

Ｐ２Ｏ５×１０ＴｉＯ２判别图（据 Ｅｌｌｅｎ，１９８３）；（ｅ）Ｒｂ／ＺｒＮｂ判别图（据 Ｂｒｏｗ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ｆ）Ｔａ／ＹｂＴｈ／Ｙｂ判别图（据 ＲａｉｔｈａｎｄＭｅｉｓｅｌ，

２００１）

Ｆｉｇ．５　Ｐｌｏｔｓｏｆｇａｒｎｅ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ｓｆｒｏｍＨｏｎｇｌｉｕｘｉａ

５　变质特征

５１　矿物化学
主要矿物化学成分见表２。
石榴石　石榴石化学成分有一定的变化范围，端元组成

为铁铝榴石（４８２％～５３０％），镁铝榴石（７８％～１５３％），
钙铝榴石（２８５％～３３４％），锰铝榴石（３０％～８４％）。从
核部到幔部ＭｇＯ含量明显升高，到边部又有略微降低的趋
势，ＭｇＯ含量和 ＭｇＯ／（ＭｇＯ＋ＦｅＯ）比值的最大值并未出现

在石榴石的最边缘位置；而ＭｎＯ的含量则在核部最高，向外
逐渐降低并在接近边部时达最低值，而后又有微弱的升高

（图７），为典型的增温后又降温石榴石的环带特征（Ｇａｒｃíａ
Ｃａｓｃ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反映变斑晶石榴石是在温度升高的进变
质作用阶段形成的。ＣａＯ的含量变化则比较微弱，但是相对
较复杂，从核部到幔部有微弱的升高，到边部则显示出略微

降低的趋势。

前人对石榴石环带的研究发现，随着岩石形成温度的升

高，石榴石中ＭｇＯ含量升高，ＭｎＯ含量降低；随着岩石形成
压力的升高ＣａＯ含量升高（Ｅｎａｍｉ，１９９８；Ｃａｒｓｗ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０９６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５）



表２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中各种代表性矿物成分的电子探针分析结果（ｗｔ％）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ｉｃｒｏｃｒｏｂ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ｆｏｒｒｅ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ａｒｎｅ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ｗｔ％）

矿物 Ｇｒｔ１Ｃ Ｇｒｔ１Ｒ Ｇｒｔ２Ｃ Ｇｒｔ２Ｒ ＡｍｐⅠ ＡｍｐⅡ Ｄｉ１ Ｄｉ２ Ｐｌ１ Ｐｌ２
ＳｉＯ２ ３７８５ ３８７８ ３７９４ ３８９３ ４８１２ ４４３１ ５２５９ ５１９４ ４５１２ ５４４７
ＴｉＯ２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４ ０５２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２ ０
Ａｌ２Ｏ３ ２１４１ ２１８３ ２１４７ ２２０４ ８０４ １３ ０８１ １０１ ３５１９ ２８４１
Ｃｒ２Ｏ３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 ０ ００１
ＦｅＯ ２３１６ ２４４５ ２３１６ ２３５９ １５９ １６６７ ９０９ １０４８ ００４ ０２２
ＭｎＯ ３５４ １５９ ３７３ １４ ０３９ ０３８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ＭｇＯ ２１３ ３６９ ２０８ ４ １１５１ ９３９ １２４７ １１５３ ０ ０
ＣａＯ １１７３ １０２８ １１９８ １０９９ １１８１ １１６ ２４３８ ２４２５ １８５７ １０５９
Ｎａ２Ｏ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８８ １５１ ０２９ ０２８ １１ ５７８
Ｋ２Ｏ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４ ０ ０ ００３ ００６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 １００６７ １００６ １０１０５ ９７２４ ９７７８ ９９９ ９９７９ １０００７ ９９５５
Ｏ个数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２３ ２３ ６ ６ ８ ８
Ｓｉ ２９９ ３０１ ２９８ ３ ６４４ ６５８ １９８ １９７ ２０８ ２４７
Ｔｉ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０６ ０ ０ ０ ０
Ａｌ １９９ ２ １９９ ２ ２４４ ２２７ ００４ ００５ １９１ １５２
Ｃ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Ｆｅ３＋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９ ０５２ ００４ ０ ０ ０
Ｆｅ２＋ １５２ １５９ １５１ １５２ １６７ １５５ ０２５ ００５ ０ ０
Ｍｎ ０２４ 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２９ ０ ０
Ｍｇ ０２５ ０４３ ０２４ ０４６ １９８ ２０８ ０７ ００１ ０ ０
Ｃａ ０９９ ０８６ １０１ ０９１ １８９ １８５ ０９８ ０６５ ０９２ ０５２
Ｎａ ０ ０ ０ ０ 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 ０５１
Ｋ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９ １５４８ ０ ０ ０ ０
Ｐｙｒ ８３５ １４２６ ８０９ １５３１
Ｓｐｅ ７８９ ３５ ８２４ ３０４
Ｇｒｏ ３２６ ２８５４ ３２６４ ３０２
Ａｌｍ ５０７１ ５３００ ５０１４ ５０６２ 　 　 　 　 　 　

图６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配分图（ａ）和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ｂ）（标准化值据 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
１９８９）
Ｆｉｇ．６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ｐｉｄｅｒｇｒａｍｆｏｒｇａｒｎｅｔ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ｓ（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ＧａｒｃíａＣａｓｃ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２）。红柳峡石榴石斜长角闪岩中石榴
石变斑晶的ＭｇＯ、ＭｎＯ和ＣａＯ含量的变化特征表明，从石榴
石的核部到边部温度在逐渐升高，在靠近最边缘的位置温度

略微降低。压力的变化与温度的变化有明显的差异，从核部

到幔部压力逐渐增加达到最大值，然后又慢慢降低，到石榴

石最边缘时达最小值，所以温度的最高点在时间上要稍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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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中石榴石的成分剖面图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ｇａｒｎｅｔｉｎｇａｒｎｅｔ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

图８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中石榴石的ＸＣａＦｅ／Ｍｇ判别图

Ｆｉｇ．８　ＰｌｏｔｏｆＦｅ／ＭｇａｇａｉｎｓｔＸＣａｆｏｒｇａｒｎｅｔｉｎｇａｒｎｅ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

于压力的最高点。研究样品中石榴石的 ＸＣａ和 Ｆｅ／Ｍｇ比值
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图８），也可以说明石榴石压力的最大
值（ｍａｘＸＣａ）和温度的最大值（ｍｉｎＦｅ／Ｍｇ）不是同时到达的
（Ｃａｒｓｗ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角闪石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中产出两类角闪石，一类是
浅棕褐色角闪石，含量占角闪石总数的８０％以上，主要产出
在基质中，在角闪石分类图解中落在钙镁角闪石的区域内；

另一类为绿色角闪石，产出于石榴石变斑晶、后成合晶和基

质中，在角闪石分类图解中主要落在镁角闪石的区域内（图

９ａ）。少数颗粒较粗大的角闪石，从中心到边缘颜色由浅褐
色逐渐过渡到黄绿色，可能是成分差异造成的。在角闪石的

ＴｉＡｌⅣ和ＴｉＮａ＋Ｋ与变质相关系图解中，绿色角闪石主要落
在低角闪岩相区域，而浅棕褐色角闪石则主要落在高角闪岩

相区和高角闪岩相与麻粒岩相过渡的区域，且后者的形成压

力在５ｋｂａｒ以上（图９ｂｄ）。
辉石类矿物　主要产出于基质中，颗粒较小，半自形他

形柱状，具有典型的辉石式解理，据其矿物特征及成分判断，

它们主要为透辉石（表２）。
长石类矿物　与角闪石一起构成石榴石冠状体的长石

为中长石拉长石（Ａｎ＝３９１～６００，表２），基质中的长石为
中长石（Ａｎ＝３３２～４２３，表２）。

５２　变质演化及其ＰＴ条件

根据石榴石、角闪石、斜长石等矿物的成分特征及代表

性矿物之间的反应关系，可以把红柳峡石榴石斜长角闪岩的

变质演化划分为明显的四个阶段，各阶段的特征如下：

Ⅰ早期进变质阶段（Ｍ１）：以石榴石的核部成分及核部
的包体矿物为特征，包体矿物集中在石榴石核部，分布非常

密集且颗粒细小，主要为角闪石、斜长石和石英，它们在继续

升温的过程中，由于峰期石榴石的包裹，限制它们的生长而

保存在石榴石中，所以该阶段代表性的矿物组合为：Ｇｒｔ＋
ＡｍｐⅠ＋ＰｌⅠ±Ｑｔｚ，该矿物组合为典型的基性岩中低角闪岩
相的矿物组合，相应的变质温压条件为：Ｔ＝５５０～６００℃，Ｐ＝
０３～０５Ｇｐａ（王仁民等，１９８９）。利用 ＧｒｔＡｍｐ温度计
（ＰｅｒｃｈｕｋａｎｄＬａｖｒｅｎｔｙｅｖａ，１９９０）进行计算得出，该阶段的变
质温度为：５９０～６６０℃（表 ３）。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
是，石榴石和角闪石在高角闪岩相的变质作用过程中发生再

平衡的结果。

Ⅱ变质高峰期阶段（Ｍ２）：以变斑晶石榴石幔部成分及
基质中的矿物为特征，基质中出现透辉石，主要矿物组合为：

Ｇｒｔ＋ＡｍｐⅡ＋Ｄｉ＋ＰｌⅡ＋Ｑｔｚ，该矿物组合的出现说明已进入
角闪麻粒岩相（卢良兆等，１９９６），与角闪石矿物成分投影结
果相呼应。从石榴石的成分剖面也可以看出已达到峰期阶

段（图７）。Ｇｒｔ＋Ｃｐｘ＋Ｐｌ组合的出现表明变质的压力较高，
用角闪石中Ａｌ含量压力计（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９９２）计算得出变质峰
期压力为０８～０９Ｇｐａ。ＧｒｔＡｍｐ温度计得出变质峰期的温
度条件为６５０～７８０℃（表３）。

Ⅲ近等温减压变质阶段（Ｍ３）：代表性结构为石榴石边
缘形成由绿色角闪石和斜长石组成的“白眼圈”，它代表了以

近等温减压为主的变质作用过程中矿物间的转化关系，该结

构是石榴石在降压过程中水化形成的，发生的反应为：Ｇｒｔ＋
Ｑｔｚ＋Ｈ２Ｏ→ＡｍｐⅢ＋ＰｌⅢ，且“白眼圈”中新生成的斜长石钙
含量明显高于峰期阶段形成的斜长石（表２）。利用 ＰｌＡｍｐ
温度计（ＨｏｌｌａｎｄａｎｄＢｌｕｎｄｙ，１９９４；Ｄａ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得出变质
温度为：６３０～７００℃（表３）。有些石榴石只残留很小的一部
分，基本被角闪石和斜长石替代，但是仍保留石榴石假象。

Ⅳ晚期降温退变质阶段（Ｍ４）：此阶段发生降温水化反
应，单斜辉石开始向细粒他形的角闪石（ＡｍｐⅣ）和斜长石
（ＰｌⅣ）转化，该阶段形成的角闪石明显不同于前三个阶段形
成的角闪石，Ｋ２Ｏ、ＡＬ２Ｏ３的含量明显较高。由于没有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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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中角闪石的成分特征
（ａ）角闪石分类图（Ｌｅａｋ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ｂ）角闪石的ＴｉＡｌⅣ与变质相关系图（据靳是琴，１９９１）；（ｃ）角闪石的 ＴｉＮａ＋Ｋ与变质相关系图

（据靳是琴，１９９１）；（ｄ）角闪石的ＡｌⅥ与Ｓｉ关系图（据Ｒａａｓｅ，１９７４）Ⅰ麻粒岩相；Ⅱ高角闪岩相；Ⅲ低角闪岩相；Ⅳ绿片岩相；◇绿色角

闪石；◆棕褐色角闪石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ｅｓｆｒｏｍｇａｒｎｅ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

表３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的温压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ｍ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ｙｏｆｇａｒｎｅ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

阶段 温度计 温度（℃） 压力计 压力（ＧＰａ）
Ｍ１
Ｍ２
Ｍ３

ＧｒｔＡｍｐ（Ｐｅｒｃｈｕ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０）
ＧｒｔＡｍｐ（Ｐｅｒｃｈｕ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０）
ＰｌＡｍｐ（ＨｏｌｌａｎｄａｎｄＢｌｕｎｄｙ，１９９４）

５９０～６６０
６５０～７８０
６３０～７００

角闪石中Ａｌ含量
（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９９２） ０８～０９

温压计，不能得出具体的变质温度、压力。

根据不同变质阶段估算的 ＰＴ结果，得出敦煌红柳峡地
区石榴石斜长角闪岩的ＰＴｔ演化轨迹如图１０所示。

６　锆石ＵＰｂ年代学和ＬｕＨｆ同位素研究

锆石ＵＰｂ年代学和ＬｕＨｆ同位素数据见表４、表５。
红柳峡石榴石斜长角闪岩中挑出的锆石透明，无色或淡

黄色，具不规则形态。ＣＬ图像显示有两种类型的锆石。第

一类锆石发育岩浆锆石特征的韵律环带，具有较窄的高亮蚀

变边。第二类锆石结构较复杂，具有界限模糊的高亮部分和

暗色部分，且高亮蚀变部分和暗色部分呈不规则的接触状态

（图１１）。对１１颗第一类型锆石核部的１２个点进行了 ＬＡ
ＩＣＰＭＳ锆石 ＵＰｂ定年分析，测试结果见表４。所有分析点
都集中分布在协和线上，加权平均年龄为１６１１±６Ｍａ，代表
岩石的结晶年龄（图１２）。所测锆石的Ｔｈ／Ｕ比值介于０５～
１０之间。由于高亮蚀变边太窄未对其进行测试。第二类锆
石粒径较小，且结构复杂，未对其进行年龄测试。从两类锆

３９６１王忠梅等：甘肃敦煌红柳峡地区石榴石斜长角闪岩的变质特征、锆石ＵＰｂ年龄及地质意义



表４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锆石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同位素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　ＬＡＩＣＰＭＳ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ｏｆｇａｒｎｅ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

测点

号

Ｔｈ Ｕ

（×１０－６）
Ｔｈ／Ｕ

同位素比值 同位素年龄（Ｍａ）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１σ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１σ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１σ
协和

度

１ １９０ ２０２ ０９４ ００９８９ ０００３７ ３８８８１ ０１３９５ ０２８５２ ０００５９ １６０３ ６９ １６１１ ２９ １６１８ ３０ ９９５
２ ４２８ ４０９ １０５ ００９８６ ０００４３ ３８７８４ ０１６１６ ０２８５３ ０００６７ １５９８ ７９ １６０９ ３４ １６１８ ３３ ９９３
３ １８７ ３２８ ０５７ ００９９１ ０００１９ ３８８４０ ００７２１ ０２８４３ ０００３８ １６０７ ３６ １６１０ １５ １６１３ １９ ９９８
４ １５６ １７２ ０９１ ０１０００ ０００３６ ３９１４６ ０１３３６ ０２８３９ ０００５７ １６２４ ６５ １６１７ ２８ １６１１ ２８ １００４
５ １８８ ２０７ ０９１ ００９９３ ０００２６ ３８９９１ ００９５４ ０２８４８ ０００４５ １６１１ ４７ １６１４ ２０ １６１６ ２２ ９９８
６ １５８ ３６１ ０４４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２９ ３８３７５ ０１０６４ ０２８４０ ０００４８ １５８６ ５３ １６０１ ２２ １６１２ ２４ ９９１
７ ６１ ９５ ０６４ ００９９６ ０００３６ ３９００３ ０１３５５ ０２８３９ ０００５７ １６１８ ６６ １６１４ ２８ １６１１ ２９ １００２
８ １８６ ２４４ ０７６ ０１０００ ０００３３ ３９０１７ ０１２２５ ０２８３１ ０００５３ １６２３ ６０ １６１４ ２５ １６０７ ２７ １００６
９ ３６２ ３５２ １０３ ００９９５ ０００２０ ３８９８７ ００７４４ ０２８４１ ０００３９ １６１５ ３７ １６１３ １５ １６１２ １９ １００１
１０ ２０２ ３８８ ０５２ ００９８８ ０００２７ ３８６１０ ００９８７ ０２８３５ ０００４６ １６０１ ４９ １６０６ ２１ １６０９ ２３ ９９７
１１ ３８０ ４２９ ０８８ ００９８９ ０００２４ ３８８１０ ００８７９ ０２８４６ ０００４３ １６０４ ４４ １６１０ １８ １６１４ ２１ ９９６
１２ １４７ １７８ ０８３ ００９９３ ０００２７ ３８８８１ ０１０１９ ０２８３９ ０００４７ １６１１ ５０ １６１１ ２１ １６１１ ２３ １０００

表５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锆石ＬＡＩＣＰＭＳＬｕＨｆ同位素组成
Ｔａｂｌｅ５　ＬＡＩＣＰＭＳＬｕＨｆ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ｄａｔａ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ｏｆｇａｒｎｅ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

分析

点

年龄

（Ｍａ）
１７６Ｙｂ
１７７Ｈｆ

２σ
１７６Ｌｕ
１７７Ｈｆ

２σ
１７６Ｈｆ
１７７Ｈｆ

２σ
１７６Ｈｆ
１７７Ｈｆｉ

εＨｆ（ｔ） ｔＤＭ１（Ｍａ） ｔＤＭ２（Ｍａ） ｆＬｕ／Ｈｆ

１ １６０３ ００３７５７２ ００００３６４ ０００１０６７ ０００００１２ ０２８１８５０ ０００００１６ ０２８２０８０ ２０ １９７６ ２１９５ －０９７
２ １５９８ ００３１２９５ ００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９０２ 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２８１８８６ ０００００１７ ０２８２０７８ ３５ １９１９ ２１０３ －０９７
３ １６０７ ００５２５４４ ００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１４４７ ００００００５ ０２８１８７９ ０００００１５ ０２８２０８５ ２４ １９５７ ２１６２ －０９６
４ １６２４ ００２５６５６ ００００１４１ ００００７２９ ００００００４ ０２８１８４１ ０００００１６ ０２８２０７９ ２０ １９７２ ２１９３ －０９８
５ １６１１ ００２９６６１ ００００７８５ ００００８４１ ０００００２３ ０２８１８４１ ０００００１６ ０２８２０７９ １９ １９７８ ２１９９ －０９７
６ １５８６ ００５６９４２ ００００３０３ ０００１５７１ ００００００７ ０２８１８８１ ０００００１８ ０２８２０８９ ２３ １９５９ ２１６７ －０９５
７ １６１８ ００４０５１６ ００００８４１ ０００１１８７ ０００００２４ ０２８１８５４ ０００００１６ ０２８２０８２ １９ １９７７ ２１９５ －０９６
８ １６２３ ００４３１４８ ００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１１８７ ００００００７ ０２８１８８６ ０００００１５ ０２８２０８６ ２９ １９３３ ２１２９ －０９６
９ １６１５ ００５２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５６ ０００１４２６ ０００００１５ ０２８１８２６ ０００００１６ ０２８２０７９ ０７ ２０２９ ２２７２ －０９６
１０ １６０１ ００３２１３０ ００００６０８ ００００８８７ ０００００１７ ０２８１８４８ ０００００１７ ０２８２０７４ ２２ １９７１ ２１８４ －０９７
１１ １６０４ ００５１３４８ ００００２３６ ０００１４４６ ００００００８ ０２８１８４７ ０００００１６ ０２８２０８４ １３ ２０００ ２２３０ －０９６
１２ １６１１ ００４３９０７ ００００５４４ ０００１３５８ ０００００３３ ０２８１８３４ ０００００１８ ０２８２０７９ １１ ２０１４ ２２４９ －０９６

图１０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的ＰＴ演化轨迹
Ｆｉｇ．１０　ＰＴｐａｔｈｏｆｇａｒｎｅ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ｓ

图１１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中锆石ＣＬ图像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ＣＬ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ｇａｒｎｅ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

石的结构形态推测，该区应该存在一期熔体参与的热事件。

１２个测试点的εＨｆ（ｔ）均为正值（图１３），位于０７～３５
之间，两阶段模式年龄位于２１０～２２７Ｇａ之间，远大于其形
成年龄（大约１６１Ｇａ），表明锆石来自古元古代地壳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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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的锆石ＵＰｂ年龄协和图
Ｆｉｇ．１２　ＵＰｂ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ｚｉｒｃ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ｒｎｅ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

图１３　石榴石斜长角闪岩εＨｆ与年龄相关图

Ｆｉｇ．１３　ＰｌｏｔｏｆεＨｆｖａｌｕｅｓｖｕｓｅｒｓＵＰｂａｇｅｓ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

ｇａｒｎｅ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

再造。

７　讨论和结论

塔里木克拉通是指由“塔里木造山运动”所形成的一个

统一的大陆块体，该地体前寒武纪地质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３６００Ｍａ以前，新太古代为地壳再造和初始地壳增生阶段，古
元古代早期（２５００～２３００Ｍａ）经历陆内裂解，晚期（１９００Ｍａ）
则存在一次重要的热构造运动，中新元古代为古塔里木板
块的形成阶段，即塔里木运动，该构造事件使塔里木完成了

从相对活动到相对稳定状态的转变（陆松年等，２００６；吴国
干，２００２）。

前人在研究塔里木盆地前寒武纪基底与超大陆的关系

时发现，在塔北、塔东及其邻近地区广泛存在１４００～１６００Ｍａ
的年龄数据（陆松年和袁桂邦，２００３；邬光辉等，２０１０），此期

年龄代表的构造事件与哥伦比亚超大陆的裂解时间一致

（ＲｏｇｅｒｓａｎｄＳａｎｔｏｓｈ，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可能预示着塔北古地体与
哥伦比亚超大陆有一定的联系，塔北局部地体可能为哥伦比

亚超大陆的裂解产物（邬光辉等，２０１０）。
敦煌地块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东北缘，广泛出露一套早前

寒武纪岩石，为塔里木盆地的基底岩石，该地块主要由敦煌

群组成，红柳峡地区出露的敦煌群主要为一套变质的表壳

岩，其中出露有含有石榴石的斜长角闪岩，该类岩石的原岩

为岛弧拉斑玄武岩，形成于不成熟的岛弧环境，且在其后的

构造演化中经历了高角闪岩相的变质作用。本文得出该岩

石中锆石结晶年龄为１６１１±６Ｍａ，故推断在中元古代早期该
区有一次岩浆热事件。研究中我们得出，红柳峡石榴石斜
长角闪岩的 ＳｉＯ２含量位于 ４５１％ ～４９３％之间，Ａｌ２Ｏ３在
１２９％～１５９％之间，全铁总含量在１０８％ ～１４５％之间变
化，Ｆｅ／Ｍｇ比值变化于０８～１８之间，且Ｃｒ、Ｎｉ含量较低，以
上元素含量特点说明岩石经历了显著的结晶分异作用，对于

岛弧拉斑玄武岩而言，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由地幔楔脱水

熔融形成，随后经历了强烈的结晶分异作用（Ｔａｒｎｅｙｅｔａｌ．，
１９８１），而通过变质作用研究我们得出，红柳峡石榴石斜长角
闪岩完整记录了从早期升温升压的进变质到后来的近等温

减压再到最后的降压退变质的一个顺时针的 ＰＴｔ演化轨
迹，所以我们的研究结果反映的构造演化历史为：板块俯冲

到地壳深部遭受高温变质作用，然后该区出现拉张的构造体

制，随之地壳减薄，但是原来处于地壳深部的岩石并未出现

大幅度折返和抬升，而是仍然处于原来的深度，慢慢的冷却

直至正常的地温梯度。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推断塔里

木板块可能与哥伦比亚超大陆的裂解有联系，且当时位于塔

里木东北缘的敦煌地块还是岛弧的构造环境，后来在中元古

代塔里木运动中有一次板块俯冲碰撞事件，引起了一次高级

变质作用（高角闪岩相），使当时的基性火山岩变质形成如今

含有石榴石的斜长角闪岩。

致谢　　在样品处理和测试分析过程中，得到了河北区域地
质调查大队李林庆老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李献华老师、杨进辉老师、杨岳衡老师、李禾老师、王红月老

师等的大力帮助；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了俞良军老师的指导

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谨以此文纪念从柏林先生逝世十周年！另，本文完稿时惊闻

叶凯老师猝然去世，我们感到十分悲痛，深感失去了一个良

师益友，仅以此文寄托我们的哀思和怀念之情，愿他一路

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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