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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喜马拉雅碰撞造山带中，石榴石是变泥质岩的主要造岩矿物，也是花岗岩或淡色体的重要副矿物，保存了有关
地壳深熔作用的关键信息，是揭示大型碰撞造山带中下地壳物质的物理和化学行为的重要载体。在喜马拉雅造山带内，新生
代花岗质岩石（淡色花岗岩和混合岩中的淡色体）含两类石榴石，大多数为岩浆型石榴石，自形半自形，不含包裹体，但淡色
体中含有港湾状的混合型石榴石。岩浆型石榴石具有以下地球化学特征：（１）从核部到边部，显示了典型的“振荡型”生长环
带；（２）富集ＨＲＥＥ，亏损ＬＲＥＥ，从核部到边部，Ｈｆ、Ｙ和ＨＲＥＥ含量降低；（３）显著的Ｅｕ负异常；（４）相对于源岩中变质石榴
石，Ｍｎ和Ｚｎ的含量显著增高。岩相学和地球化学特征都表明：变泥质岩熔融形成的熔体（淡色体）捕获了源岩的变质石榴
石，熔体与石榴石反应导致大部分元素的特征被改变，只在核部保留了源岩的部分信息。同时，在花岗质熔体结晶过程中，形

成少量的岩浆型石榴石。这些石榴石摄取了熔体中大量的Ｚｎ，浓度显著升高，在斜长石和锆石同步分离结晶作用的共同影响
下，石榴石中Ｅｕ为明显负异常，Ｈｆ、Ｙ和ＨＲＥＥ浓度从核部到边部逐渐降低。上述数据和结果表明，花岗岩中石榴石的矿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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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特征记录了精细的有关花岗岩岩浆演化的重要信息。

关键词　　淡色花岗岩；石榴石；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地壳深熔作用；喜马拉雅造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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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高级变泥质岩中，石榴石是常见的主要造岩矿物，
ＭｎＯ含量的增加是促进石榴石形成和增加其稳定性的主要
因素（ＳｙｍｍｅｓａｎｄＦｅｒｒｙ，１９９２）。在贫ＭｎＯ的变泥质岩系统
中，只有在那些具有高 Ｆｅ／Ｍｇ比的岩石中才出现石榴石
（ＳｙｍｍｅｓａｎｄＦｅｒｒｙ，１９９２）。石榴石也以副矿物的形式出现
在花岗岩或混合岩的淡色体中，通常具有高 ＭｎＯ的特征
（Ｈａｌｌ，１９６５；Ｗａｒｒｅｎ，１９７０；ＣａｗｔｈｏｒｎａｎｄＢｒｏｗｎ，１９７６；
Ｇｒｅｅｎ，１９７６，１９７７；Ａｂｂｏｔｔ，１９８１；ＡｌｌａｎａｎｄＣｌａｒｋｅ，１９８１；
ＭｉｌｌｅｒａｎｄＳｔｏｄｄａｒｄ，１９８１；ＤｕＢｒａｙ，１９８８；Ｓｔｅｖｅｎ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Ｖｉｌｌａｒ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但其成因及蕴含的岩石学和地
球化学意义认识较薄弱，存在许多争议。早期研究认为花岗

岩中出现石榴石是由于这些花岗岩具有较高的 ＭｎＯ（Ｈａｌｌ，
１９６５）。但许多含石榴石花岗岩的ＭｎＯ含量并不高，常常非
常低（～０１％），与许多不含石榴石花岗岩的浓度相当，这显
然与早期认识相悖。虽然对花岗岩中石榴石的矿物化学特

征研究有限，主要依据花岗岩中石榴石的主量元素特征，不

同学者提出了以下模型来解释花岗岩中石榴石的成因：（１）
围岩（尤其是变泥质岩）混染（Ｗａｒｒｅｎ，１９７０；Ａｌｌａｎａｎｄ
Ｃｌａｒｋｅ，１９８１），即在花岗岩岩浆侵位过程中，捕获围岩中的
石榴石；（２）花岗质岩浆在高压条件下（＞７ｋｂａｒ）结晶形成
的斑晶（Ｇｒｅｅｎ，１９７６，１９７７），认为花岗岩的石榴石可指示岩
浆的形成深度；（３）在中低压条件下，从过铝质岩浆中结晶
形成（ＣａｗｔｈｏｒｎａｎｄＢｒｏｗｎ，１９７６；ＡｌｌａｎａｎｄＣｌａｒｋｅ，１９８１）；
（４）在岩浆演化后期，贫 Ｍｎ矿物（如石英和长石）的分离结
晶作用，导致岩浆的 Ｍｎ升高，促使石榴石形成（Ａｂｂｏｔｔ，
１９８１；ＭｉｌｌｅｒａｎｄＳｔｏｄｄａｒｄ，１９８１）；或（５）在变泥质岩部分熔
融过程中，尤其是在黑云母脱水部分熔融作用下，熔体捕获

转熔作用形成的石榴石（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Ｓｔｅｖｅｎ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曾令森等，２００８；Ｖｉｌｌａｒ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从本质上来
说，上述模型可分为三类，混染型、岩浆型和转熔型，各自形

成的石榴石应在矿物化学特征上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异。模

型１（混染型）所形成的石榴石应表现出围岩石榴石（变质作
用形成的石榴石）的特征，与花岗岩本身的关系较弱，但可能

经历一定程度的石榴石熔体的反应。模型２，３和４（岩浆
型）都与花岗岩的结晶作用相关，都应该是岩浆型石榴石，反

映了花岗岩本身所经历的岩浆演化过程，与围岩或源岩中石

榴石相比，该类石榴石具有独特的矿物化学（化学成分环带、

微量和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模型５（转熔型）则预示着
花岗岩中的石榴石具有熔体与源岩的混合特征，该类石榴石

可能影响淡色花岗岩的元素和 Ｎｄ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
（Ｓｔｅｖｅ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已有的研究结果
已揭示了岩浆型石榴石普遍具有高 Ｍｎ和高 Ｚｎ，及 Ｍｎ含量
向边部递减的成分环带等特征。由于多数 Ｓ型花岗岩的源

岩是变泥质岩，淡色花岗岩中的石榴石是否与变泥质岩内的

石榴石存在矿物学或地球化学上的联系是有待深入探讨的

问题。另外，在花岗岩中，石榴石和锆石都是 ＨＲＥＥ和 Ｙ的
重要赋存矿物，同时石榴石还是 Ｓｃ和 Ｚｎ的重要赋存矿物。
因此揭示花岗岩中石榴石的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是探讨

花岗岩中ＨＲＥＥ、Ｙ、Ｓｃ和 Ｚｎ等微量元素地球化学行为的关
键，是理解地壳部分熔融过程中副矿物作用的探针（Ｓｐｅａｒ
ａｎｄＫｏｈｎ，１９９６），是分析相平衡和地壳中深熔作用动力学过
程的有力工具（ＨｉｒｏｉａｎｄＥｌｌｉｓ，１９９４）。

印度板块和欧亚大陆在新生代发生碰撞作用，形成了喜

马拉雅造山带，是世界上碰撞造山带的典例（Ｂｕｒｇｅｔａｌ．，
１９８４；Ｈｏｄｇ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Ｈｏｄｇｅｓ，２０００；Ｂｅａｕｍｏｎｔ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许志琴等，２００５）。在喜马拉雅碰撞造山带的构造演
化过程中，中下地壳岩石普遍经历了多期次的高级变质作
用和部分熔融事件（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Ａｉ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２；高利娥
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变质
岩、花岗岩和混合岩。在众多变质岩中，石榴石是主要造岩

矿物；在淡色花岗岩和淡色体中，石榴石是常见的副矿物，

保存了造山带演化过程的重要信息。通过详细研究花岗岩

中石榴石的地球化学成分特征，可以探讨其在地壳深熔作用

中的矿物响应。我们以喜马拉雅造山带内雅拉香波、珠峰、

定结和亚东地区的新生代花岗岩中的石榴石为研究对象，开

展了详细的、系统的岩相学分析、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测试，

来探讨新生代花岗岩中石榴石的地球化学特征和形成过程，

从而限定石榴石在地壳深熔作用中的意义，刻画在喜马拉雅

造山带中部分熔融作用的演化过程。

１　地质背景及样品描述

喜马拉雅造山带呈ＥＷ向弧形展布（

书书书

图１），长２５００ｋｍ，
宽３００～５００ｋｍ，北侧以雅鲁藏布江缝合带（ＹＴＳ）与拉萨地体
南部的冈底斯活动陆缘增生带为邻，南侧以喜马拉雅主前缘

逆冲断层（ＭＦＴ）与印度克拉通为界（许志琴等，２００８）。喜
马拉雅构造带由印度陆块边缘的前寒武纪变质基底，特提斯

沉积岩以及侵入其中的新生代花岗岩组成。自北向南依次

划分为４个构造单元：北喜马拉雅片麻岩穹窿（ＮＨＧＤ，也称
特提斯喜马拉雅带）、高喜马拉雅结晶岩系（ＨＨＣＳ）、低喜马
拉雅岩系（ＬＨＳ）和次喜马拉雅岩系（ＳＨＳ）。它们之间的界
限分别为藏南拆离系（ＳＴＤＳ）、主中央逆冲断层（ＭＣＴ）、主边
界逆冲断层（ＭＢＴ）（

书书书

图１）。
在喜马拉雅碰撞造山带演化过程中，在演化的不同阶

段，中下地壳岩石发生了不同类型的高级变质和部分熔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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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娥等：喜马拉雅造山带新生代花岗岩中两类石榴石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在地壳深熔作用中的意义

图１　喜马拉雅造山带地质简图
ＹＴＳ雅鲁藏布江缝合带；ＳＴＤＳ藏南拆离系；ＭＣＴ主中央逆冲断层；ＭＢＴ主边界逆冲断层；ＭＦＴ主前缘逆冲断层；ＮＨＧＤ北喜马拉雅片麻岩

穹窿；ＨＨＣＳ高喜马拉雅结晶岩系；ＬＨＳ低喜马拉雅岩系；ＳＨＳ次喜马拉雅岩系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
ＹＴＳＹａｌｕｎｇＴｓａｎｇｐｏｓｕｔｕｒｅ；ＳＴＤ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ＭＣＴＭａ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ｈｒｕｓｔ；ＭＢＴＭａｉ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ｈｒｕｓｔ；ＭＦＴＭａｉｎＦｒｏｎｔａｌ

Ｔｈｒｕｓｔ；ＮＨＧ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ＧｎｅｉｓｓＤｏｍｅ；ＨＨＣＳＨｉｇｈ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ＬＨＳＬｏｗｅｒ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ＳＳｕｂ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用，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高级变质岩、花岗岩和混合岩，主要分

布于近平行的高喜马拉雅结晶岩系（ＨＨＣＳ）和北喜马拉雅穹
隆（ＮＨＧＤ）内（

书书书

图１）。在地质产状、形成时间、地球化学特征
和形成机制等方面，这两条带内的花岗岩显示明显的差异性

（ＬｅＦｏｒｔ，１９８１；Ｄｅｂ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６；Ｓｃｈｒ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６；
Ｄｅｎｉｅｌ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ＬｅＦｏｒｔｅｔａｌ．，
１９８７；ＩｎｇｅｒａｎｄＨａｒｒｉｓ，１９９３；ＧｕｉｌｌｏｔａｎｄＬｅＦｏｒｔ，１９９５；
Ｓｅａｒｌ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ａ，ｂ；Ａｏｙ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ＳｅａｒｌｅａｎｄＳｚｕｌｃ，
２００５；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ａ；Ｋ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北喜马拉雅穹
窿内，沿东西向断续分布着一系列穹窿，不同的穹窿在细节

上稍有差别，但总体上显示了相似的特征，核部由高级变质

岩和侵入其中的花岗岩组成，边部为浅变质或未变质的特提

斯沉积岩系，两者之间被韧性拆离断层分割。康玛穹窿的核

部花岗岩形成于早古生代（５６６～５０７Ｍａ）（Ｓｃｈｒｅｒｅｔａｌ．，
１９８６；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Ｃａｗｏｏ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Ｑｕｉｇｌｅｙ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和普兰纳木那尼穹窿的核部片麻岩为亲低喜马拉雅
岩系（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０７），其余穹窿中的花岗岩的形成时间为新
生代（４４～１０Ｍａ）（Ｓｃｈｒ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６；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ｂ；Ａｏｙ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Ｌｅｅ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７；Ａｉ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Ｋ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Ｚ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ａ），高级片麻岩具有与高喜马拉雅结晶岩相似的矿物组
成和地球化学特征，被认为是高喜马拉雅岩系折返过程中侵

入到特提斯沉积岩中。在高喜马拉雅带中，含有大量的不同

类型的变质岩，新生代花岗岩（３７～１０Ｍａ）直接侵入到高喜
马拉雅结晶岩系中。

雅拉香波穹窿位于北喜马拉雅穹窿的最东端，自核部向

边部依次由高级变质岩系、中级变质岩系和沉积岩系３个岩
石单元及侵入其中的花岗岩体组成，各岩石单元之间为韧性

或脆韧性拆离断层环绕穹隆分布（张进江等，２００７）。高级
变质岩包括记录了约４７６Ｍａ角闪岩相变质作用的眼球状花
岗片麻岩（高利娥等，２０１１）、含石榴石和夕线石的泥质片麻
岩、４５０Ｍａ的变质作用形成的石榴角闪岩（Ｇ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石榴辉石岩等；中级变质岩由石榴石二云母片岩、石
榴石二云母石英片岩、石榴石石墨片岩等组成。在雅拉香波

穹窿及其周缘地区，广泛发育不同类型的花岗岩，包括形成

于约４３～４４Ｍａ、具有高 Ｓｒ／Ｙ和 Ｎａ／Ｋ比的三个二云母花岗
岩体（Ａｉ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戚学祥等，２００８；Ｚ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ａ），岩脉状侵入到片岩中的 ３５３±１１Ｍａ淡色花岗岩
（曾令森等，２００９），和形成于１７７～２００Ｍａ具有高Ｓｒ／Ｙ比
的花岗斑岩和较大型淡色花岗岩岩体（高利娥，２０１０；Ｚｅ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ｂ）。

珠峰、定结和亚东都位于高喜马拉雅带中。珠峰地区主

要为呈岩席或岩墙状产出的中新世淡色花岗岩侵入到高喜

马拉雅结晶岩系内。淡色花岗岩具有多期次形成的特征，即

２０８±０８Ｍａ、１６７±０４Ｍａ、１５２±０２Ｍａ、１２６±０２Ｍａ
（Ｃｏｔｔ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高喜马拉雅结晶岩系主要由角闪岩
相麻粒岩相的泥质片麻岩、眼球状花岗质片麻岩、钙质硅酸
岩、大理岩及石榴辉石岩组成，珠峰地区的变质岩记录了

３８９～１６１Ｍａ长达约 ２０Ｍａ的变质作用（Ｃｏｔｔｌ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定结地区位于高喜马拉雅中段明显向北突出的构造
部位，两侧分别为定结正断层和日玛那正断层，这两条南北

向正断层切断北侧紧邻的ＳＴＤＳ。主要由角闪岩相麻粒岩相
的变泥质岩、花岗质片麻岩、变基性岩（石榴角闪岩、石榴辉

石岩、榴辉岩），以及大规模淡色花岗岩组成。已有研究表

明，定结地区的变质岩主要经历了４阶段的变质作用：榴辉
岩相早期麻粒岩相晚期麻粒岩相退变质角闪岩相（Ｌｉ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Ｇｒｏｐｐ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Ｃｏｒｒ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退变质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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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２，２８（９）

辉岩中锆石年龄为 １７６±０３Ｍａ（ＬｏｍｂａｒｄｏａｎｄＲｏｌｆｏ，
２０００；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花岗片麻岩中退变质年龄为２２２±
１４Ｍａ（于俊杰等，２０１１）。淡色花岗岩具有２１０±０７Ｍａ和
１５８±０１Ｍａ两期岩浆结晶年龄（于俊杰等，２０１１）。亚东淡
色花岗岩位于藏南拆离系和亚东裂谷的交接部位，围岩主要

是前寒武纪副变质岩，属于高喜马拉雅结晶岩系的一部分。

该地区的花岗岩包括两类，含黑云母和含电气石淡色花岗

岩。

图２　喜马拉雅造山带中不同地区含石榴石淡色花岗岩或淡色体的显微照片
（ａ）样品Ｔ０３９４２０为雅拉香波穹窿的淡色花岗岩，主要由石英、斜长石、钾长石、少量的石榴石和夕线石组成，石榴石为半自形；（ｂ）样品
ＴＺＦ１为珠峰地区的淡色花岗岩，主要由石英、斜长石、钾长石、少量的石榴石和电气石组成，石榴石也为半自形；（ｃ）样品Ｔ０５１２７为亚东地
区的淡色花岗岩，主要由石英、斜长石、白云母、钾长石、少量的石榴石和黑云母组成，石榴石较自形，为近六边形；（ｄ）样品Ｔ０４４８１２Ａ为定
结地区混合岩化泥质片麻岩中的淡色体，主要由石英、斜长石、钾长石、少量的石榴石和夕线石组成，石榴石含有一定量的包裹体，他形，边部

呈港湾状．矿物代号：Ｂｔ黑云母；Ｇｒｔ石榴石；Ｐｌ斜长石；Ｍｕｓ白云母；Ｑｔｚ石英；Ｔｏｕｒ电气石
Ｆｉｇ２　Ｐｈｏｔｏ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ｅｘｔｕｒｅｓｏｆ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ｈｏｓｔｅｄｌｅｕｃｏｓｏｍｅ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ａ）ｓａｍｐｌｅＴ０３９４２０，ａ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ａｒｄｏｉａｒｅａ，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ｗｉｔｈｍｉｎｏｒｓｕｂｅｕｈｅｄｒａｌｇａｒｎｅｔａｎｄｓｉｌｌｉｍａｎｉｔｅ；
（ｂ）ｓａｍｐｌｅＴＺＦ１，ａ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ｖｅｒｅｓｔａｒｅａ，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ｗｉｔｈｍｉｎｏｒｓｕｂｅｕｈｅｄｒａｌｇａｒｎｅｔａｎｄｔｏｕｒｍａｌｉｎｅ；
（ｃ）ｓａｍｐｌｅＴ０５１２７，ａ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ａｄｏｎｇａｒｅａ，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ａｎｄ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ｗｉｔｈｍｉｎｏｒｅｕｈｅｄｒａｌｇａｒｎｅｔａｎｄ
ｂｉｏｔｉｔ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Ｔ０４４８１２Ａ，ａｌｅｕｃｏｓｏｍｅｗｉｔｈｉｎａｍｉｇｍａｔｉｃ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ｉｎｇｇｙｅａｒｅａ，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ｗｉｔｈ
ｍｉｎｏｒｇａｒｎｅｔａｎｄｓｉｌｌｉｍａｎｉｔｅ．Ｂｔｂｉｏｔｉｔｅ；ＧｒｔＧａｒｎｅｔ；Ｐｌ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Ｍｕｓ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Ｑｔｚｑｕａｒｔｚ；Ｔｏｕｒｔｏｕｒｍａｌｉｎｅ

样品Ｔ０３９４２０是淡色花岗岩，采自于雅拉香波穹窿。
样品Ｔ０４４８１２Ａ采自于定结日玛那穹窿，为混合岩化泥质片
麻岩中的淡色体。样品ＴＺＦ１采自于珠峰地区大本营附近，
为侵入到大理岩和泥质片麻岩中的含电气石淡色花岗岩。

样品Ｔ０５１２７采自于亚东，为含黑云母淡色花岗岩，侵入到
泥质片麻岩中（

书书书

图１）。从岩相学特征来看（

书书书

图２），这些淡色
花岗岩具有相似的结构，但在组成矿物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样品Ｔ０３９４２０由石英、斜长石、钾长石和少量的石榴石、夕
线石组成（

书书书

图２ａ）。样品 ＴＺＦ１除了石英、斜长石、钾长石和
白云母外（

书书书

图２ｂ），含有少量的自型且具有明显生长环带的
电气石，粒度达１ｍｍ；而 Ｔ０５１２７中含有少量的黑云母。淡
色体Ｔ０４４８１２Ａ含约１０％的夕线石（

书书书

图２ｄ），可能是白云母
脱水熔融的产物。从石榴石的形态来看，淡色花岗岩中的石

榴石都为自形半自形，六边形或椭圆形，几乎不含包裹体
（

书书书

图２ａｃ），粒度约为２００～６００μｍ；相反地，淡色体中的石榴
石含有一定量的包裹体，他形，边部呈现与溶蚀相关的港湾

状结构（

书书书

图２ｄ），与暗色体中的石榴石相似。

２　分析方法

石榴石主量元素的成分测试在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

学学院造山带与成矿作用重点实验室的 ＪＥＯＬＪＸＡ８８００型
电子探针仪上进行，加速电压为１５ｋＶ；电子束１×１０－８Ａ，电
子束斑１μｍ。石榴石单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见

书书书

表１。
石榴石微区原位微量元素分析在国土资源部国家地质

测试分析研究中心进行。所用仪器为 Ｆｉｎｎｉｇａ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２
ＩＣＰＭＳ。激光剥蚀系统为新浪ＵＰ２１３ｎｍ激光器。分析采用
的激光剥蚀孔径为４４μｍ，激光脉冲为１０Ｈｚ，能量为９０ｍＪ。
详细的分析方法和流程同胡明月等（２００８）。数据处理过程
中选择Ｃａ作为内标元素，国际标准玻璃 ＮＩＳＴ６１０用于外标
校正。绝大部分微量元素分析的准确度优于１０％，Ｂｅ，Ｐ，
Ｎｉ，Ｚｎ，Ｇａ和 Ｙｂ的准确度优于 ２０％。石榴石单矿物 ＬＡ
ＩＣＰＭＳ分析结果见

书书书

表２。

６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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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喜马拉雅造山带中不同地区淡色花岗岩类中石榴石的主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ｗｔ％）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ｒｎｅｔｓｉｎ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ｈｏｓｔｅｄｌｅｕｃｏｓｏｍｅ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ａｌｏｎｇ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ｗｔ％）

位置 雅拉香波 珠峰

岩性 淡色花岗岩 淡色花岗岩

测点号
Ｔ０３９４２０
＿１１

Ｔ０３９４２０
＿１２

Ｔ０３９４２０
＿１３

Ｔ０３９４２０
＿１４

Ｔ０３９４２０
＿１５

Ｔ０３９４２０
＿１６

ＴＺＦ１
＿３１

ＴＺＦ１
＿３２

ＴＺＦ１
＿３３

ＴＺＦ１
＿３４

ＴＺＦ１
＿３５

ＴＺＦ１
＿３６

ＴＺＦ１
＿３７

ＴＺＦ１
＿３８

ＳｉＯ２ ３６４３ ３６２４ ３６３７ ３６３２ ３６３９ ３６２５ ３６５５ ３６２１ ３６４１ ３６３８ ３６３５ ３６４０ ３６３９ ３６３９
ＴｉＯ２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０
Ａｌ２Ｏ３ ２０５４ ２０３６ ２０５２ ２０７６ ２０６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０６ １９９９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 ２０９１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７
ＦｅＯ ３１６０ ３１３０ ３０３１ ３００２ ３１８８ ３２７９ ３６１０ ３６１３ ３６２８ ３５８８ ３６２６ ３４９４ ３６２１ ３５９２
ＭｎＯ ９２３ ９５４ １０５６ １０５２ ９０１ ９１１ ５６５ ５９１ ６０９ ６２０ ６０５ ６００ ６０８ ５９０
ＭｇＯ ０４９ ０５１ ０４９ ０６０ ０５８ ０５８ １０３ １０６ １０８ １０７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０６
ＣａＯ １２４ １３０ １５３ １５４ １３５ １０６ ０６３ ０４３ ０４３ ０４８ ０４４ ０４８ ０４７ ０５７
Ｎａ２Ｏ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
Ｋ２Ｏ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Ｃｒ２Ｏ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ＮｉＯ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总量 ９９６ ９９４ ９９８ ９９８ ９９９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３ ９９９ １００３ １００３ １００４ ９９９ １００３ ９９８
Ｏ．Ｎ．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ＴＳｉ ３００４ ２９９８ ２９９３ ２９８６ ２９９３ ２９８７ ２９９７ ２９８５ ２９９０ ２９８６ ２９８３ ２９８３ ２９８９ ２９９８
ＴＡｌ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Ａｌｖｉ １９９７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５４ １９３８ １９２９ １９４６ １９４２ ２００４ １９２７ １９４１
Ｔｉ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Ｃ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Ｆｅ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０
Ｆｅ２＋ ２１８１ ２１５５ ２０７５ ２０６４ ２１８８ ２２１４ ２４３８ ２４４１ ２４３０ ２４１７ ２４３７ ２４０６ ２４２５ ２４２５
Ｍｎ ０６４５ ０６６８ ０７３６ ０７３３ ０６２８ ０６３６ ０３９２ ０４１３ ０４２４ ０４３１ ０４２０ ０４１６ ０４２３ ０４１２
Ｍｇ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０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１ ０１２６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８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０
Ｃａ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５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６ ０１１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０

Ｓｕｍ＿ｃａｔ ７９９８ ８００２ ８００５ ８００６ ８００５ ８０１４ ８００７ ８０１５ ８０１６ ８０１５ ８０１８ ８００５ ８０１６ ８０１０
Ａｌｍ ７２８ ７１７ ６８９ ６８５ ７２７ ７３２ ８０８ ８０４ ７９８ ７９７ ８０２ ８０３ ７９６ ８００
Ａｎｄ ００ ０５ ０６ ００ ０３ ２３ １９ １１ １２ １４ １３ ００ １４ １６
Ｇｒｓ ３６ ３３ ３９ ４５ ３６ ０７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４ ００ ００
Ｐｒｐ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５ ２４ ２４ ４２ ４４ ４５ ４４ ４３ ４３ ４６ ４４
Ｓｐｅ ２１５ ２２３ ２４６ ２４５ ２１０ ２１３ １３１ １３９ １４４ １４５ １４１ １４０ １４４ １３９

位置 亚东 定结

岩性 淡色花岗岩 淡色体

测点号
Ｔ０５１２
７＿３１

Ｔ０５１２
７＿３２

Ｔ０５１２
７＿３３

Ｔ０５１２
７＿３４

Ｔ０５１２
７＿３５

Ｔ０５１２
７＿３６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１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２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３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４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５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６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７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８

ＳｉＯ２ ３７１３ ３６９１ ３７０８ ３７２８ ３７００ ３７０４ ３７６３ ３７３６ ３７３６ ３７３８ ３７５７ ３７４ ３７３５ ３７４６
ＴｉＯ２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１ 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０２
Ａｌ２Ｏ３ ２０８７ ２０９５ ２０９３ ２０８７ ２０５８ ２０９６ ２１５６ ２１２１ ２１３２ ２１７６ ２１６８ ２１９２ ２１４５ ２１６６
ＦｅＯ ３４８４ ３５０３ ３５７６ ３５６１ ３４８８ ３４６９ ２８０６ ２８ ２７７４ ２７６１ ２７３７ ２７３９ ２７９８ ２７５７
ＭｎＯ ６５０ ６２１ ５８８ ５８６ ６２３ ６５６ ６７３ ６５１ ６８４ ６５２ ６９２ ６７８ ６９１ ６４５
ＭｇＯ ０９４ １０１ １１３ １１２ １０５ ０９９ ５０３ ４７６ ４７５ ４４５ ４６６ ４６８ ４６１ ４６９
ＣａＯ ０６９ ０５６ ０４０ ０４３ ０６２ ０５５ ０５７ ０７９ ０９３ １２８ １２３ １２ １１４ １１１
Ｎａ２Ｏ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０２
Ｋ２Ｏ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ｒ２Ｏ３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ＮｉＯ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总量 １０１０ １００９ １０１３ １０１２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９ ９９７ ９８８ ９９０ ９９０ ９９５ ９９４ ９９５ ９９０
Ｏ．Ｎ．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ＴＳｉ ３０１０ ２９９６ ３００２ ３０１４ ３０１７ ３００３ ２９９０ ２９９９ ２９９５ ２９８２ ２９８７ ２９７２ ２９８４ ２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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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２，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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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１
位置 亚东 定结

岩性 淡色花岗岩 淡色体

测点号
Ｔ０５１２
７＿３１

Ｔ０５１２
７＿３２

Ｔ０５１２
７＿３３

Ｔ０５１２
７＿３４

Ｔ０５１２
７＿３５

Ｔ０５１２
７＿３６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１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２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３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４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５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６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７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１８

ＴＡｌ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Ａｌｖｉ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２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０ １９７８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２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３６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２８
Ｔｉ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Ｃ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Ｆｅ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Ｆｅ２＋ ２３６９ ２３９１ ２４２２ ２４１４ ２３７５ ２３６６ １８８６ １９００ １８７６ １８８９ １８５４ １８６３ １８８２ １８８１
Ｍｎ ０４４６ ０４２７ ０４０３ ０４０１ ０４３０ ０４５１ ０４５３ ０４４３ ０４６４ ０４４１ ０４６６ ０４５６ ０４６８ ０４３５
Ｍｇ ０１１４ ０１２２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５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０ ０５９６ ０５７０ ０５６８ ０５２９ ０５５２ ０５５４ ０５４９ ０５５７
Ｃａ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８０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５

Ｓｕｍ＿ｃａｔ７９９４ ７９９８ ７９９９ ７９９２ ７９９２ ７９９６ ８００１ ７９９５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４ ８００２ ８００９ ８００５ ８００１
Ａｌｍ ７９３ ８００ ８０８ ８０８ ７９４ ７９３ ６３２ ６３８ ６２８ ６３６ ６２３ ６２６ ６２７ ６３４
Ａｎｄ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Ｇｒｓ ２０ １４ １１ １２ １７ １６ １６ ２３ ２７ ３７ ３５ ３４ ３３ ３０
Ｐｒｐ ３８ ４１ ４６ ４５ ４３ ４０ ２００ １９１ １９０ １７８ １８６ １８７ １８４ １８８
Ｓｐｅ １４９ １４３ １３５ １３５ １４５ １５１ １５２ １４９ １５５ １４８ １５７ １５４ １５７ １４７

位置 定结

岩性 淡色体

测点号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９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０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１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２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３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４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５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６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７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８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９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２０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２１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２２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２３

ＳｉＯ２ ３７４３ ３７４２ ３７３ ３７４８ ３７４４ ３７３９ ３７４６ ３７２９ ３７３７ ３７４２ ３７７ ３７３２ ３７２５ ３７４２ ３７２
ＴｉＯ２ ０ 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 ０ ００１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０３
Ａｌ２Ｏ３ ２１８８ ２１６９ ２１７１ ２１６８ ２１５３ ２１５２ ２１４８ ２１９２ ２１６２ ２１５３ ２１７９ ２１４６ ２１５７ ２１１３ ２１２２
ＦｅＯ ２７４９ ２７５４ ２７８４ ２７８５ ２８ ２７９９ ２８０５ ２８１９ ２８１６ ２７７７ ２８１６ ２８３４ ２７９６ ２７９５ ２７７６
ＭｎＯ ６７６ ６９２ ６６ ６９４ ６５２ ６８７ ６６２ ６１６ ６６３ ６８７ ６８４ ６８１ ６９ ６８３ ６７７
ＭｇＯ ４５５ ４６９ ４６２ ４８ ４９３ ４８４ ４８３ ４７８ ４５２ ４８７ ４７４ ４８６ ４９１ ４８５ ４７２
ＣａＯ １０６ １０５ １１ ０８ ０６７ ０７２ ０７９ ０７２ ０８８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７３ ０５８ ０８２ ０６４
Ｎａ２Ｏ ００１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０
Ｋ２Ｏ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Ｃｒ２Ｏ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
ＮｉＯ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０３ ０ ０ ０１
总量 ９９２ ９９５ ９９２ ９９６ ９９２ ９９４ ９９３ ９９１ ９９３ ９９３ １００２ ９９６ ９９２ ９９１ ９８４
Ｏ．Ｎ．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ＴＳｉ ２９７８ ２９８０ ２９７７ ２９８１ ２９８８ ２９８４ ２９９１ ２９７０ ２９８４ ２９８５ ２９８４ ２９８１ ２９７８ ３００１ ２９９６
ＴＡｌ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Ａｌｖｉ ２０３９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２０３７ ２０２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４ １９９８ ２０１４
Ｔｉ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Ｃ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Ｆｅ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Ｆｅ２＋ １８８０ １８６３ １８９２ １８７９ １８９６ １８８８ １８９４ １９２７ １９１４ １８７４ １８９３ １８９９ １８９１ １８７９ １８９２
Ｍｎ ０４５６ ０４６７ ０４４６ ０４６８ ０４４１ ０４６４ ０４４８ ０４１６ ０４４８ ０４６４ ０４５９ ０４６１ ０４６７ ０４６４ ０４６２
Ｍｇ ０５４０ ０５５７ ０５５０ ０５６９ ０５８７ ０５７６ ０５７５ ０５６８ ０５３８ ０５７９ ０５５９ ０５７９ ０５８５ ０５８０ ０５６７
Ｃａ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５

Ｓｕｍ＿ｃａｔ８００５ ８００６ ８００７ ８００５ ８００１ ８００４ ８００２ ８００９ ８００４ ８００３ ８００４ ８００８ ８００８ ７９９７ ７９９８
Ａｌｍ ６３４ ６２６ ６３４ ６２９ ６３６ ６３１ ６３５ ６４８ ６４３ ６２７ ６３５ ６３０ ６３０ ６２８ ６３６
Ａｎｄ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Ｇｒｓ ３０ ３０ ３２ ２３ １９ ２１ ２２ ２１ ２５ ２３ ２３ ２１ １６ ２４ １９
Ｐｒｐ １８２ １８７ １８５ １９１ １９７ １９３ １９３ １９１ １８１ １９４ １８８ １９４ １９６ １９４ １９０
Ｓｐｅ １５４ １５７ １５０ １５７ １４８ １５６ １５０ １４０ １５１ １５６ １５４ １５５ １５７ １５５ １５５

注：石榴石端元：铁铝榴石Ａｌｍ；钙铁榴石Ａｎｄ；钙铝石榴石Ｇｒｓ；镁铝石榴石Ｐｒｐ；镁铝石榴石Ｓ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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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娥等：喜马拉雅造山带新生代花岗岩中两类石榴石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在地壳深熔作用中的意义

书书书

表２　喜马拉雅造山带中不同地区淡色花岗岩类中石榴石的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ｒｎｅｔｓｉｎ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ｈｏｓｔｅｄｌｅｕｃｏｓｏｍｅ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ａｌｏｎｇ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１０－６）

位置 雅拉香波 珠峰

岩性 淡色花岗岩 淡色花岗岩

测点号

Ｔ０３９４
２０
＿１１

Ｔ０３９４
２０
＿１２

Ｔ０３９４
２０
＿１３

Ｔ０３９４
２０
＿１４

Ｔ０３９４
２０
＿１５

Ｔ０３９４
２０
＿１６

Ｔ０３９４
２０
＿１７

Ｔ０３９４
２０
＿１８

Ｔ０３９４
２０
＿１９

Ｔ０３９４
２０
＿１１０

ＴＺＦ
０１
＿１１

ＴＺＦ
０１
＿１２

ＴＺＦ
０１
＿１３

ＴＺＦ
０１
＿１４

ＴＺＦ
０１
＿１５

Ｌａ ＜ ００１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Ｃｅ ＜ ０００７ 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５ ＜ ００８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Ｐｒ 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 ＜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

Ｎｄ ＜ ＜ ００６３ ＜ ０１１４ ００３３ ０１７８ ０１６９ ００８３ ＜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３ ０１８３ ０１６８ ００２３

Ｓｍ ２７１２ １４４４ １２５５ ２３２ １８２８ ２８６５ ２９０８ １９５４ ２０８７ １３７６ ０４８６ ０５３９ ０５３７ ０８３５ ０４６３

Ｅｕ ０１１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Ｇｄ ６４１５ ２４５２ ２３６２ ５６９６ ４１０８ ５７３５ ５７０８ ４８３２ ５８５２ ２２５７ ６４３４ ４０９６ ５７７８ ７６３０ ５５３７

Ｔｂ ３０９８ １６４１ １７３３ ２８４８ ２１７９ ３２２９ ２９３ ２５５４ ３０９１ １６０９ ４６９２ ３４８７ ４５９０ ６７６３ ４８３１

Ｄｙ ４０５２ ２５６５ ２６０２ ３８３５ ２８４１ ３９３６ ３７５８ ３４８９ ４１１８ ２６４１ ６８８７ ５２９５ ７６２８ １１３２ ７７８６

Ｈｏ １２０４ ７３９７ ７７２３ １１９８ ７７８２ ９９３２ １０２９ １０５５ １２５ ９４１９ ２２９０ １７３９ ２４４４ ４１７１ ２４３２

Ｅｒ ４３２ ２５４６ ２７５１ ４７１５ ２８１６ ３２９７ ３６０７ ３９９４ ４６３２ ４２０９ １０３０ ８２７７ １１９０ ２２８０ １１２３

Ｔｍ ７４６５ ４２７１ ４６０８ ８６７８ ５１７７ ５４６３ ６４４２ ７４１６ ８２４７ ８３９６ ２２８９ １９９８ ２９９４ ６８５２ ２７０７

Ｙｂ ５１７７ ２８６３ ３０１３ ６１８９ ３７９３ ３６１６ ４４２２ ５４３３ ５８４５ ５９４６ １９９０ １８８２ ２８４８ ７５６５ ２５１４

Ｌｕ ７２８１ ３２８８ ３５４２ ８６１４ ４８１３ ４６４２ ５７８５ ７６３ ８０３８ ８２０４ ３２０２ ３２６６ ４４３５ １３６９ ３６４４

ΣＲＥＥ １７２１ ９８９４ １０３８ １８５５ １１８８ １３７８ １４９４ １６２４ １８３９ １５８０ ４６０４ ４０２１ ５８９９ １３６０ ５４０３

Ｅｕ／Ｅ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Ｇｄ／Ｙｂ）Ｎ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１６ ０１３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Ｖ ５９３８ ２６５４ ２１４９ ５７４６ ４６７１ ２３２２ ５７５２ ７６５４ ７５３１ ２６５７ ０２０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１１

Ｓｃ ９７２３ １２６５ １０３２ ９４７４ ９８３２ ８０４２ ９２４ ９０５８ １０６９ １０４３ １１７７ １３０６ １２３９ １６１６ １１９６

Ｃｏ ０９５８ ０８７３ ０８７３ ０９３２ ０９０８ １０４８ １１１８ ０９２９ ０８６６ ０８２６ １７７１ １８６７ １６９８ １８２４ １７１０

Ｎｉ ＜ ＜ １１０５ ３３４２ ０９０１ １０８７ ＜ １３２５ ＜ ＜ １３０３４ ＜ ４４１４ ＜ ＜

Ｃｕ ０９６３ １６４７ ２５９５ １６０８ １６８９ ＜ ０９１８ ０４８２ ３１３４ １２２３ ０８６１ ＜ ０７６８ ＜ ＜

Ｚｎ ２９０１ ３１６６ ３１９９ ３０１４ ２９８９ ３０１２ ３０６６ ２８６１ ３０５ ３２１８ ２６００ ２６４９ ２５８４ ２５５７ ２４８７

Ｒｂ ０６１４ ０３７３ ０４０１ ０５７５ ０６６１ ０４７４ ０４３７ ０５３５ ０６４６ ０７３９ ＜ ＜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 ＜

Ｓｒ ０３２５ ０１９４ ０５５２ ０２８９ ０２６２ ０１８７ ０１５３ ０２３１ ０２５１ ０５２１ ００４０ ＜ ０１３０ ＜ ＜

Ｙ ３２６４ ２４０３ ２３７５ ３３７０ ２４０９ ２９７７ ３０３２ ２９４７ ３５３２ ２７２３ ５２４５ ４４４３ ７１３１ １２４８ ７１６６

Ｚｒ ４９０１ ０３６７ ０８１２ ３９５７ ２５３６ ５３８５ ２９８６ １３０６ ２２５８ ０８８４ ５２７４ ６０６２ ７８３２ ０４６９ ８３２３

Ｎｂ ０７０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 ０７６ ２０７９ ００６２ ３６２８ ０４１６ ０６０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 １６６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４

Ｃｓ 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５ ０１２２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４ ０１１８ ００１７ ＜ ＜ ＜ ＜

Ｂａ ００３１ ＜ ０６０７ ０２５３ ０６２３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２ ＜ ０２７８ ＜ ０１６４ ００７８ ＜ ０２１５ ００２３

Ｈｆ ０１３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１３７ ０２０６ ０２４４ ０２２６ ００７９ ０１０７ ００１９ ０１１９ ００８９ ０１８２ ００１２ ０１３１

Ｔａ ０４２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 ０２９４ ２０８６ ０３２９ ３５５８ ０３４３ ０２８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４３ ０１６４ ００４５

Ｐｂ ０１６２ ０００３ ０５３２ ００４１ ０１３５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１６２ １１４ ＜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１１０３ ００４０

Ｔｈ ００１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６７２ ０００２

Ｕ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２２９０ ０００８

Ｙ／Ｙｂ ６３０ ８３９ ７８８ ５４５ ６３５ ８２３ ６８６ ５４２ ６０４ ４５８ ２６４ ２３６ ２５０ １６５ ２８５

Ｌｕ／Ｈｆ ５２８ ５４８０ ７０８４ ６２９ ２３４ １９０ ２５６ ９６６ ７５１ ４３１８ ２６９ ３６９ ２４４ １１０３２ ２７９

Ｎｂ／Ｔａ １６５ １４１ ００９ ２５９ １００ ０１９ １０２ １２１ ２１１ １４０ ２１５ １９９８ ０１９ ０２９ ００８

Ｚｒ／Ｈｆ ３５５ ６１２ １６２ ２８９ １２３ ２２１ １３２ １６５ ２１１ ４６５ ４４３ ６８５ ４３１ ３７８ ６３６

Ｓｍ／Ｎｄ １９９ １６０ ８６８ １６３ １１６ ２５１ ５３９ １８９ ２９４ ４９８ ２０１

９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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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表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２
位置 珠峰 亚东

岩性 淡色花岗岩 淡色花岗岩

测点号

ＴＺＦ
０１
＿１６

ＴＺＦ
０１
＿１７

ＴＺＦ
０１
＿１８

ＴＺＦ
０１
＿１９

ＴＺＦ
０１
＿１１０

ＴＺＦ
０１
＿１１１

ＴＺＦ
０１
＿１１２

ＴＺＦ
０１
＿１１３

ＴＺＦ
０１
＿１１４

ＴＺＦ
０１
＿１１５

ＴＺＦ
０１
＿１１６

Ｔ０５１２
０７
＿４１

Ｔ０５１２
０７
＿４２

Ｔ０５１２
０７
＿４３

Ｔ０５１２
０７
＿４４

Ｌａ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 ＜ ＜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５

Ｃｅ ＜ ＜ ＜ ＜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１

Ｐ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４

Ｎｄ ０１１１ ０１８８ ００６９ ０１０２ ０１９３ ０１８９ ００９６ ０１３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１４１ ０１０３

Ｓｍ ０６６３ ０４１６ ０４９９ ０４２６ １１９７ １２９０ １２３２ ０７８５ ０４７７ ０５８８ ０３４９ ０３３２ ２３６３ ３０１３ ０７８２

Ｅｕ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１６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２７

Ｇｄ ５０３５ ６４３０ ５８９７ ６７１０ １０８６７ １２５２３ １１０２３ ６２４０ ８２８４ ８４７３ ５９４４ ３８８５ ３７９２ ３８５７ １７５７

Ｔｂ ４０９３ ４８８０ ４１２４ ４７９０ ７１２４ ７７３１ ７５３８ ４５６６ ５８２１ ５８４５ ３８５９ ２６３１ ２１６７ ２６６２ １６１４

Ｄｙ ５８２２ ７０４４ ６０９２ ７０２３ １０１５ １１０９ １０６３ ６６９３ ８３９４ ８２６１ ６０３８ ４０７２ ２３７９ ３１６６ ２５５９

Ｈｏ １６２２ ２０８０ １６５６ ２１５４ ３０９２ ３２２７ ３１８２ ２１２９ ２５３１ ２４７２ ２００７ １３３７ ５２５３ ６６８１ ７７１８

Ｅｒ ７０３５ ８４３９ ６４３４ ９１７９ １２２２ １２７７ １２４７ ８９１６ １０６３ １００９ ９３５０ ５４２１ １５７０ １９７１ ３１６８

Ｔｍ １５７８ １７６７ １４２５ １９５０ ２４６９ ２６２２ ２５１０ １８９１ ２２０３ ２０８３ ２１００ １０１７ ２４４８ ３０３２ ６６６９

Ｙｂ １３８９ １４９１ １２３３ １６８３ １９３２ ２０５４ １９６１ １５６０ １８６８ １７６０ １９３１ ８５３８ １７３７ ２０８２ ５７５３

Ｌｕ ２０４６ ２１４３ １６０２ ２３８１ ２６３４ ２８５５ ２６７０ ２１６８ ２８８４ ２６０２ ３２７５ １２３０ ２１７０ ２３０２ ８２９４

ΣＲＥＥ ３２９８ ３７５８ ３０６０ ４０７３ ５１８３ ５５２８ ５３０７ ３８５７ ４６７９ ４４６０ ４３１０ ２２３０ ７２９５ ９１０５ １４１０

Ｅｕ／Ｅ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Ｇｄ／Ｙｂ）Ｎ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２２ ０１９ ００３

Ｖ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１１ ０２０ ０１９ ０２０ ０１９ ０２０ ０１９ ０１５ ０２０ ２６９３ ２６６８ ０４４８ ０４６３

Ｓｃ １３３７ １１３２ １１６５ １１９７ ２０５８ ２１５９ ２１４４ １７５７ １３０７ １２４１ １３８４ １６５７ ４８６１ ３４７１ ３７８８

Ｃｏ １９０３ １８２２ １７２４ １９０４ １７８３ １７５４ １５３０ １６４７ １７０６ １４５４ １８２７ ６１９ ７４５６ ７６５３ ７６１１

Ｎｉ ６５７１ ＜ ＜ ２１８９ ２９０７ ０４４５ ０６８１ ７８４６ ２６６７ ＜ ＜ ０ １２０２ ０ ２１５９

Ｃｕ ０１１４ １４０７ １７４９ ＜ ＜ ＜ ０４０６ ＜ ＜ ０２５７ ００８３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３５１

Ｚｎ ２５７６ ２２７３ ２５３４ ２４９９ ２０５１ １９２８ １９０３ ２３２８ ２４３７ ２３８０ ２４２６ １５９３ １５５０ １５２１ １５７２

Ｒｂ ００１７ ＜ ００１９ ＜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６ ＜ ００２４ ＜ ＜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６ ０２３１ ０２８８ ０４６３

Ｓｒ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７ ＜ ＜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 ＜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１ ＜ ００６７ ０３０８ ０３１６ ０４４１

Ｙ ４７５５ ５０８７ ５０９６ ５２５４ ９６１８ １０１０ ９８４９ ６２６５ ５９３９ ５９９８ ４８６８ ３５９０ １９２２ ２５４３ ２６４９

Ｚｒ ４９４０ ７３０４ １４７２ ４２８６ ２２２４ １８６８ １１１３ ２９６１ ７３１６ ８６９５ ３７８２ ２３５２ ２２０５ ５４３３ ７３６８

Ｎｂ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 ＜ ００１ ００５１ ２４７２ ７１０３

Ｃｓ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４１

Ｂａ ＜ ０１０６ ＜ ０００１ ＜ ＜ ＜ ００１８ ＜ ＜ ０１６７ ０ ０６０５ ０７１ ０５６

Ｈｆ ０１４６ ０１６６ ００９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５ ０１４０ ０１５４ ０１８３ ０１０６ ００９１ ０３０１ ０５４３

Ｔａ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２ ＜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１１２ ２４９４ １０９３

Ｐｂ ＜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７

Ｔｈ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１１３

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２ ３２２８

Ｙ／Ｙｂ ３４２ ３４１ ４１３ ３１２ ４９８ ４９２ ５０２ ４０２ ３１８ ３４１ ２５２ ４２０ １１０７ １２２１ ４６０

Ｌｕ／Ｈｆ １４０ １２９ １７５ １６１ ５５４ ２７０ １８２９ ３３２ ２０５ １６９ １７９ １１６ ２３９ ７６５ １５３

Ｎｂ／Ｔａ ０２６ ０８１ ００３ ２６１ ００８ １３１ ０７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５０ ０４６ ０９９ ６５０

Ｚｒ／Ｈｆ ３３９ ４４１ １６１ ２９０ ４６８ １７６ ７６２ ４５４ ５２１ ５６４ ２０７ ２２２ ２４２ １８１ １３６

Ｓｍ／Ｎｄ ５９５ ２２１ ７１８ ４１７ ６２１ ６８３ １２８ ５９３ １６４ ６６３ ６１０ ３３２ ３３８ ２１４ ７５９

０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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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２
位置 亚东 定结

岩性 淡色花岗岩 淡色体

测点号

Ｔ０５１２
０７
＿４５

Ｔ０５１２
０７
＿４６

Ｔ０５１２
０７
＿４７

Ｔ０５１２
０７
＿４８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２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３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４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５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６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７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８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９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０

Ｌａ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５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２ ＜ ０００２ ０７１９ ０００６

Ｃｅ ０２２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５ ０１９９ ００５３ ０２１３ ０３３ ＜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９ ２３１４ ００５２

Ｐ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５０２ ００１

Ｎｄ ０１５２ ０１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５ ０６７１ ０２９９ ０３８１ ０３７８ ０４２８ ０３８７ ０３３２ ０５２２ ４７２１ ０５２

Ｓｍ １７７３ ２０１２ ０５５６ ０２５４ ３７２５ ２５８６ ２０７ １８６８ ２ ３１８ ３００５ ３３８３ ７６ ４５６１

Ｅｕ ００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２ ＜ 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４ ＜ ００３７

Ｇｄ ２９７８ ３２０５ ７３９４ ２７４８ １９７ １３７９ ７３８ ８２０３ ９０７ １３８７ １２８５ １５４５ １４７３ ２０５８

Ｔｂ ２４３２ ２００７ ５８６１ ２１５８ ６２９３ ４６９８ ２３３８ ２６８７ ３１１８ ４９０８ ４６２３ ６１２２ ４０５３ ６９５１

Ｄｙ ３２９７ ２３０８ ８７５９ ３４０２ ５２ ４１０１ ２４４５ ２７３７ ２８３４ ３８３７ ３７０６ ４９４５ ２８７４ ５１７２

Ｈｏ ８０４７ ４７８４ ２５７３ １１５３ ９２７４ ８７４７ ５０９４ ５５５８ ４６３３ ５２５９ ４４８５ ５８３５ ４０１８ ６５３１

Ｅｒ ２７７１ １４８６ ９０２１ ４９０２ ２５９２ ２４５３ １７６ １９８６ １４２１ １３４１ １２２８ １２２１ １０５５ １５２８

Ｔｍ ５１０７ ２５１７ １５６ ９５３４ ４４１３ ４４３５ ３３８８ ３２２７ ２８５ ２５７ ２１９９ １７１３ １８９８ ２４５２

Ｙｂ ４１０８ １８８８ １１８１ ７９９４ ３１４７ ３１３９ ２４９２ ２６４４ ２１０７ ２００６ １７８７ １０２８ １５２６ １７２２

Ｌｕ ５５７９ ２３０３ １５０６ １１８８ ４１３３ ４１０４ ３１３１ ３２４１ ２４６４ ２４５２ ２０１７ １０２ １７１１ １７３４

ΣＲＥＥ １２６１ ７１８６ ３６６２ ２０１２ １５７７ １３５９ ９０８３ ９９１９ ８８６４ １０４５２ ９６７８ １０６１ ９６８２ １２７７

Ｅｕ／Ｅ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Ｇｄ／Ｙｂ）Ｎ ００７ ０１７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６３ ０４４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４３ ０６９ ０７２ １５０ ０９７ １２０

Ｖ ０２１４ ０７３ １９８４ ３１２６ １１４７ １６１３ １６２ １６７８ １６９ １３６７ １３３ １２６４ ９２９１ ６８９１

Ｓｃ ３５８４ ４７６５ １１１３ １９２５ ５６２１ ４５６６ ２３７９ ２５０３ ２７２７ ３８３１ ３４４９ ３７１６ ２９３４ ４６３４

Ｃｏ ７６４８ ７７２３ ６９５５ ６３５ ３９９２ ３９６８ ４１３２ ３９６１ ４１２２ ４１１８ ４１０３ ４０４５ ３８６４ ４１１８

Ｎｉ １９９ ３３８８ ５８１６ ０５６６ ＜ ＜ ０７７６ ＜ ０９９３ １４５８ ４７４６ １２９４ １１１３ ７６２８

Ｃｕ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４２４ ＜ ０３９９ ０６３２ ６４１６ ８４６８ ００３９ ＜ ０２２１ ０１０９ ＜

Ｚｎ １６０７ １５４８ １５５７ １６３８ １７３４ ２２９８ ２８５２ ２８０５ ３１１９ ３０８６ ３０８３ ３０７ ３０５７ ３１０８

Ｒｂ ０３６５ ０１７６ ０１８１ ０００２ １３８５ ０６７４ ０６５９ ３９４３ １５８７ ００７３ ＜ ＜ ６７３９ ５３７２

Ｓｒ ０４５５ ０３１１ ０３０４ ０２９９ ０９２５ ０３７１ ０５１５ １４０４ ０３８３ ０１７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８３ ０３９８ ＜

Ｙ ３００２ １９３６ ７１８ ３１５４ ２６１ ２２７８ １５５１ １５９４ １５３２ １８１５ １６４９ ２１８５ １３５６ ２３０２

Ｚｒ ９１６５ ４４４９ １３７７ ２９５７ １０７４ ６５２５ ４８９５ ４９０１ ６０４２ ３６２７ ４０６４ ３５６１ １１７１ ７７１３

Ｎｂ １９４ ７２１６ ００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０１ ＜ ＜ ０００９ １９４９ ００３１

Ｃｓ ００１４ ０３７１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２７ ＜ ＜ ０２２１ ００９７ ＜ ＜ ０ ４８０２ ０５９１

Ｂａ ０５８２ ０５９ ０６４２ ０３１５ ３３３９ １８６２ １８２４ ３６１６ １２０２ ０２３８ ０１４６ ０００１ １０３８ ＜

Ｈｆ ０６６４ ０２９５ ００３５ ０１４５ ０４１４ ０１５８ ０１５５ ０２０６ ０１７９ ０１０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６１ ０４９２ ０１７６

Ｔａ ７９９８ ２４５ ００１３ ０ ＜ ００１１ ＜ ＜ ＜ ０００７ ＜ ００１４ ０５７５ ００４

Ｐｂ ００７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１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６ ０２６６ １２９３ ０６２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８６ ０３６１ ０００７

Ｔｈ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３ ０ ０ ００１８ ０２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１１５ ０３６８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６１２ ００１６

Ｕ ０２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１ ００２７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６ ６０５８ ０１２２

Ｙ／Ｙｂ ７３１ １０３ ６０８ ３９５ ８２９ ７２６ ６２２ ６０３ ７２７ ９０５ ９２３ ２１３ ８８９ １３４

Ｌｕ／Ｈｆ ８４０ ７８１ ４３０ ８１９ ９９８ ２６０ ２０２ １５７ １３８ ２４０ １４１ ６３４ ３４８ ９８５

Ｎｂ／Ｔａ ２４３ ２９５ ０７７ ０３６ ０００ ０６４ ３３９ ０７８

Ｚｒ／Ｈｆ １３８ １５１ ３９３ ２０４ ２５９ ４１３ ３１６ ２３８ ３３８ ３５６ ２８４ ２２１ ２３８ ４３８

Ｓｍ／Ｎｄ １１７ １７５ ４６３ ５６４ ５５５ ８６５ ５４３ ４９４ ４６７ ８２２ ９０５ ６４８ １６１ ８７７

１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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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２
位置 定结

岩性 淡色体

测点号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１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２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３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４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５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６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７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８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１９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２０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２１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２２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２３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
＿１２４

Ｌａ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 ００５ ００３ ＜ ＜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

Ｃｅ ００２８ ＜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９ ＜ ０１５５ ０１３５ ００９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１ ＜ ＜

Ｐｒ ＜ ００１４ ＜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４ ＜ ０ ０

Ｎｄ ０４３８ ０３４８ ０４７ ０１８６ ０３１３ ０３７６ ０３１７ ０４７７ ０３６５ ０７３６ ０３２ ０３２８ ０２９５ ０４６１

Ｓｍ ３５４５ ３４５３ ３６６ ２３８ １５７１ １３９８ １１７ １６７１ ２２８２ ２３４６ １９０９ １６９８ １７９６ ２５３１

Ｅｕ ００１４ ＜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５ ＜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３ ＜ ００２５ ＜ ＜ ００２２

Ｇｄ １７２１ １５６５ １６０３ ７８２７ ６８６９ ６７１６ ７２３２ ７１２ １２４ １１１１ ８２７３ ６８４１ ９６７４ １５０６

Ｔｂ ５５５６ ５２２６ ５０１３ ２４４２ ２３４ ３０４８ ３０２１ ２８９８ ４９９６ ４４６ ３１３７ ２５９５ ３１８６ ４９５８

Ｄｙ ３９９８ ３６２８ ３０５４ １００２ １２２１ ２００５ ２２２７ １９８７ ３９６ ３５５７ ２７６２ ２２１２ ２８８７ ４４３１

Ｈｏ ５４６６ ５１４８ ３５１３ ０６６７ １０７２ １８４２ ２３０４ １８１６ ４６１９ ５１４７ ４２６５ ４２５８ ５９３ ７８５９

Ｅｒ １４３６ １２７１ ７０７５ ０８８６ １６２ ３５４７ ４１９６ ３３５６ ９４５６ １４６ １３０１ １４１２ ２０５５ ２３３５

Ｔｍ ２３６８ ２２５ １１０３ ００７６ ０１７ ０３９５ ０４７８ ０４１６ １８１４ ２７２ ２３９ ２８０１ ３８９２ ３７５２

Ｙｂ １７９８ １６８４ ８２１３ ０３８ １１３９ ２３４７ ２５９９ ２３９ １２３９ ２２６４ １９５５ ２３８９ ２９５ ２７２６

Ｌｕ ２０５８ ２０３７ ０９５１ ００４ ０１１８ ０２４５ ０２５３ ０２１８ １３６７ ３００３ ２２６９ ２７０９ ３５８２ ３５６

ΣＲＥＥ １０９０ ９９９６ ７６６３ ２４９６ ２７４９ ３９９９ ４３８６ ４０４９ ８９５０ １０２５ ８２８０ ８１４０ １０７３ １３３１

Ｅｕ／Ｅ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Ｇｄ／Ｙｂ）Ｎ ０９６ ０９３ １９５ ２０６０ ６０３ ２８６ ２７８ ２９８ １００ ０４９ ０４２ ０２９ ０３３ ０５５

Ｖ ７６１ ６４２７ ４３１５ ０８４２ ０３６８ ００７１ ０１４７ ００１ ＜ ０００７ ２４５５ ７４２７ ８７６１ １１１３

Ｓｃ ３５５７ ３２７８ ２８０１ １５０８ １３０６ １２１９ １１８９ １３１８ ２５８３ ２７８８ ３４３２ ３１９２ ３７３５ ５０８６

Ｃｏ ４０７ ４０９１ ４２６８ ４０９２ ４０２６ ３９３４ ４０２４ ４０３２ ４０８９ ３９２１ ４０２３ ４１３７ ３９９７ ４１１８

Ｎｉ ０７８６ ＜ ＜ ＜ ５１０２ １１１７ ＜ ８８２３ ８４５２ ４８８１ １２１１ １９８５ ４２９６ ０２７５

Ｃｕ ＜ ＜ ０９２５ ＜ ０４１８ ０５１４ ０３７３ ＜ １０１４ ＜ ０３２６ ＜ ＜ ０３２２

Ｚｎ ３０５ ３０７９ ３０４６ ３０９２ ３１４７ ３０４ ３０７ ３１２ ３３８２ ２９８９ ３０７１ ３０５１ ２９９５ ３０３７

Ｒｂ ０４１７ ０３５ ０３７ ００９９ ＜ ＜ ０１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９９ ＜ ＜ ０１２９ ０１８４

Ｓｒ ０ ００８ ＜ ００４ ＜ ００９２ ＜ ００３２ ０１４１ ０１１１ ＜ ００２６ ＜ ０１５８

Ｙ １８８３ １７０６ １２６６ ３１８９ ４４８５ ８２ ９４６６ ８１６５ １７３５ １７９４ １６０ １４６５ １８６４ ２４６６

Ｚｒ ６２５ ５６８４ ５２９９ ６８６５ ８２７５ ７７３２ ７６８６ ７７２４ ４９４９ ４１１９ ５４２７ ４５７７ ５３０４ １０３８

Ｎｂ ００２ ０００８ ＜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４ ０１４５ ０１２ ０２１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６ ＜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１

Ｃｓ ＜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７ ＜ ＜ ＜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７ ＜ ００６６ ＜ ００２９ ＜ ００２４

Ｂａ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２ ０３２３ ００５９ ０２８ ０２３７ ＜ ＜ ０２６３ ０１１３ ＜ ００２９ ００３ ＜

Ｈｆ ０１２５ ０１２ ００８８ ０４５ ０３３１ ０５０９ ０５５５ ０３４３ ０１４６ ０１３８ ０１８３ ０１５４ ０１３６ ０３３２

Ｔａ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 ＜ ００９１ ０３５９ ０５０２ ０５１６ ０９７９ ０１４３ ００３１ ＜ ０００７ ＜ ＜

Ｐｂ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７ ＜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８ ＜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７ ０１０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５

Ｔｈ 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 ０ ＜ ０ ００５３ ０１１８ ０００５ ０ ０ ０ ０００８

Ｕ ００７６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６

Ｙ／Ｙｂ １０５ １０１ １５４ ８３９ ３９４ ３４９ ３６４ ３４２ １４０ ７９２ ８１８ ６１３ ６３２ ９０５

Ｌｕ／Ｈｆ １６５ １７０ １０８ ００９ ０３６ ０４８ ０４６ ０６４ ９３６ ２１８ １２４ １７６ ２６３ １０７

Ｎｂ／Ｔａ １５４ １００ ０１６ ０２３ ０２９ ０２３ ０２２ ０１８ １１３

Ｚｒ／Ｈｆ ５００ ４７４ ６０２ １５３ ２５０ １５２ １３９ ２２５ ３３９ ２９９ ２９７ ２９７ ３９０ ３１３

Ｓｍ／Ｎｄ ８０９ ９９２ ７７９ １２８ ５０２ ３７２ ３６９ ３５０ ６２５ ３１９ ５９７ ５１８ ６０９ ５４９

２７９２



高利娥等：喜马拉雅造山带新生代花岗岩中两类石榴石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在地壳深熔作用中的意义

３　地球化学特征

为了限定这些石榴石的化学成分变化特征，分别从淡色

花岗岩 Ｔ０３９４２０、ＴＺＦ１、Ｔ０５１２７和淡色体 Ｔ０４４８１２Ａ中选
择了３～４颗粒度较大、具有代表性石榴石为研究对象，确定
它们的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组成。测试结果表明，

在同一件样品中，不同石榴石表现出相似的地球化学特征。

在下述讨论中，限于篇幅和为了讨论的简洁，在每一件样品

中选择１颗石榴石，阐述它们的矿物化学组成，厘定它们之
间的共性和差异性，探讨蕴含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意义。主

要结果见

书书书

表１、

书书书

表２。

３１　石榴石的地球化学特征
３１１　主量元素特征

　　从测试结果来看，来自淡色花岗岩的３颗石榴石具有一
致的主量元素组成特征，淡色体中的石榴石具有明显不同的

成分特征（

书书书

图３）。与淡色花岗岩中的石榴石相比，淡色体中
的石榴石明显贫 Ｆｅ，但富 Ｍｇ。在淡色花岗岩中，石榴石的
ＦｅＯ较高，但ＭｇＯ较低，分别为３００％ ～３６３％和 ＜１５％；
在淡色体中，石榴石的 ＦｅＯ明显降低（＜２９０％）但 ＭｇＯ显
著升高（４４％～５８％）。但在所有石榴石中，Ｍｎ和Ｃａ浓度
相差不大，分别为５７％ ～１０６％和０４％ ～１５％。在淡色
花岗岩和淡色体中，石榴石的端元组成分别为 Ａｌｍ６９－８１
Ｇｒｓ０－５Ｐｒｐ２－５Ｓｐｅ１３－２５和Ａｌｍ６２－６５Ｇｒｓ２－４Ｐｒｐ１８－２０Ｓｐｅ１４－１６。

图３　喜马拉雅造山带内淡色花岗岩和淡色体中石榴石的端元组分图解
变基性岩和变泥质岩中石榴石范围据作者未发表数据

Ｆｉｇ３　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ｇａｒｎｅｔｓｉｎ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ｈｏｓｔｅｄｌｅｕｃｏｓｏｍ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Ｆｉｅｌｄｓｆｏｒｇａｒｎｅｔｓｉｎｍｅｔａｂａｓｉｔｅ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ａ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ｕｒ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ｄａｔａ

从端元成分剖面图来看（

书书书

图４），淡色花岗岩中的石榴石
显示了明显的成分环带，而淡色体中的石榴石无环带。在雅

拉香波淡色花岗岩 Ｔ０３９４２０中，从核部到边部，石榴石的铁
铝榴石组分（Ａｌｍ）升高，锰铝榴石组分（Ｓｐｅ）降低，两者之间
呈镜像关系，镁铝榴石组分（Ｐｒｐ）略升高，显示了典型的生长
环带的特征（

书书书

图４ａ）。在珠峰淡色花岗岩 ＴＺＦ１中，从核部
到边部，石榴石的Ａｌｍ先升高后降低，Ｓｐｅ先降低后略升高，

Ｐｒｐ变化不明显。石榴石中的 Ａｌｍ和 Ｓｐｅ组分也呈镜像关
系。但与样品 Ｔ０３９４２０中的石榴石相比，该样品中的石榴
石粒度普遍较大，记录了更加丰富的“振荡型”生长过程的信

息（

书书书

图４ｂ）。在亚东淡色花岗岩 Ｔ０５１２７中，石榴石粒度较
小，从核部到边部，Ｓｐｅ和Ｇｒｓ升高，Ａｌｍ和Ｐｒｐ降低（

书书书

图４ｃ），
记录了与前两件样品不一样的岩浆演化过程。有趣的是，在

定结地区淡色体Ｔ０４４８１２Ａ中，从核部到边部，Ａｌｍ和Ｐｒｐ呈
锯齿状变化，但两者之间呈镜像关系，而Ｇｒｓ和Ｓｐｅ变化幅度
较小且无规律（

书书书

图４ｄ），与许多变泥质岩中的石榴石成分环
带类似，为淡色体在熔体分离中携带的源岩变质成因的石榴

石。

３１２　微量元素特征

为了查明这两类石榴石微量元素特征的差异，使用 ＬＡ
ＩＣＰＭＳ对典型石榴石进行了微量元素成分剖面的原位测试
（

书书书

表２）。虽然通过显微照片和 ＢＳＥ图像等观察，在测试中，
尽量地避开含包裹体区域，进行原位 ＬＡＩＣＰＭＳ测试，但个
别点还是可能包含微米级包裹体，因此，首先对数据进行了

细致的分析，鉴别出明显影响石榴石的 ＲＥＥ、Ｚｒ、Ｈｆ、Ｙ等元
素的包裹体，再分析石榴石的有效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测试结果表明：与主量元素一样，这两类石榴石的微量元素

特征显著不同。

这两类石榴石都富集ＨＲＥＥ、Ｙ、Ｚｎ和Ｓｃ，而亏损ＬＲＥＥ，
Ｖ，Ｚｒ和Ｈｆ（

书书书

表２）。与淡色花岗岩中石榴石的 Ｙ（３５９×１０－６

～３５３２×１０－６），Ｚｎ（１５２×１０－６～３２１×１０－６）和Ｓｃ（３５×１０－６

～２１６×１０－６）的浓度相比，淡色体中石榴石的 Ｙ（＜２６１×
１０－６）和 Ｓｃ（＜５６×１０－６）含量明显降低，而 Ｚｎ（＞２８０×
１０－６）含量增加（

书书书

图５）。在３件淡色花岗岩中，与主量元素
一样，石榴石的微量元素也具有一定的差别。Ｔ０３９４２０含有
最高的 Ｙ（＞２３７５×１０－６）和 Ｓｃ（＞２８６×１０－６），ＴＺＦ１中 Ｙ
（＜１２４８×１０－６）最低，在Ｔ０５１２７中，从核部到边部，石榴石
的Ｙ含量逐渐从３００２×１０－６降低到３１５×１０－６，Ｓｃ从３６×
１０－６升高到１９３×１０－６，Ｚｎ最低（＜１６４×１０－６）。淡色花岗

３７９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２，２８（９）

图４　喜马拉雅造山带内不同地区淡色花岗岩中石榴石的端元成分剖面图
（ａ）样品Ｔ０３９４２０为雅拉香波淡色花岗岩，从核部到边部，Ａｌｍ升高，Ｓｐｅ降低，Ｐｒｐ略升高，显示了生长环带的特征；（ｂ）样品ＴＺＦ１为珠峰

淡色花岗岩，从核部到边部，Ａｌｍ先升高后降低，Ｓｐｅ先降低后略升高，Ｐｒｐ变化不明显，表明此石榴石显示了典型的“振荡型”生长环带的特

征；（ｃ）样品Ｔ０５１２７为亚东淡色花岗岩，从核部到边部，Ｓｐｅ和Ｇｒｓ升高，Ａｌｍ和Ｐｒｐ降低，显示了不一样的岩浆演化过程；（ｄ）样品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为定结地区混合岩中的淡色体，从核部到边部，Ａｌｍ呈锯齿状，Ｇｒｓ、Ｐｒｐ和Ｓｐｅ变化幅度较小且无规律，与变泥质岩中石榴石的环带特征

相似．矿物代号：Ａｌｍ铁铝榴石；Ｇｒｓ钙铝榴石；Ｐｒｐ镁铝榴石；Ｓｐｅ锰铝榴石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ｆｏｒｇａｒｎｅｔｓｉｎ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ｈｏｓｔｅｄｌｅｕｃｏｓｏｍｅ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ａ）ｓａｍｐｌｅＴ０３９４２０ｉｓａ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ｆｒｏｍＹａｒｄｏｉａｒｅａ．Ｇａｒｎｅｔｓｈｏｗｒｉｍｗａｒ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ａｌｍａｎｄｉｎｅ（Ａｌｍ）ａｎｄｐｙｒｏｐｅ（Ｐｒｐ）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ｂｕ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ｓｐｅｓｓａｒｔｉｎｅ（Ｓｐ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ｇｒｏｗｔｈｚｏｎｉｎｇ；（ｂ）ｓａｍｐｌｅＴＺＦ１ｉｓａ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ｆｒｏｍＥｖｅｒｅｓｔａｒｅａ．Ｇａｒｎｅｔｓｓｈｏｗ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ｙｇｒｏｗｔｈ

ｚｏｎｉｎｇ；（ｃ）ｓａｍｐｌｅＴ０５１２７ｉｓａ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ｆｒｏｍＹａｄｏｎｇａｒｅａ．Ｇａｒｎｅｔｓｓｈｏｗｒｉｍｗａｒ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ＳｐｅａｎｄＧｒｏｓｓｕｌａｒ（Ｇｒ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ｂｕ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ＡｌｍａｎｄＰｒｐ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ｚｏ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ａｍｐｌｅｓ；（ｄ）ｓａｍｐｌｅＴ０４４８１４Ａｉｓａｌｅｕｃｏｓｏｍｅｏｆａｍｉｇｍａｔｉｔｉｃ

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ｆｒｏｍＤｉｎｇｇｙｅａｒｅａ．Ｇａｒｎｅｔｓｓｈｏｗ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ｏｓｅｆｒｏｍ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ｓ

岩中石榴石的Ｌｕ／Ｈｆ比值（７７～７０８４）高度变化，大大高于淡
色体中相应的值（＜２６）。在两类石榴石中，Ｚｒ／Ｈｆ比值（１２
～７６）无明显区别。
３１３　稀土元素特征

从稀土元素特征来看（

书书书

表２、

书书书

图６），这两类石榴石也表现
出不一致的特征，都亏损轻稀土（ＬＲＥＥ），Ｅｕ为明显的负异
常（Ｅｕ／Ｅｕ ＜００２），但淡色花岗岩中的石榴石富集重稀土
（ＨＲＥＥ），稀土元素总量为２０１×１０－６～１８５４×１０－６，而淡色
体中的石榴石略亏损ＨＲＥＥ，稀土元素总量小于１５８×１０－６。
在Ｔ０５１２７中，从核部到边部，和 Ｙ的特征一样，石榴石的
ΣＲＥＥ逐渐从１４１０×１０－６降低到２０１×１０－６。在淡色花岗岩
中，从核部到边部，石榴石的ＨＲＥＥ含量降低（

书书书

图６ｂ，ｃ）。而
淡色体中的石榴石表现出相反的特征（

书书书

图６ｄ），重稀土元素
配分曲线从下滑转到平坦。在（Ｇｄ／Ｙｂ）ＮＹ／Ｙｂ图解上
（

书书书

图７），所有石榴石都显示（Ｇｄ／Ｙｂ）Ｎ与 Ｙ／Ｙｂ为正相关关
系，但淡色花岗岩（趋势Ａ）和淡色体（趋势Ｂ）中的石榴石具
有不同的相关关系。

３２　花岗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这四件淡色花岗岩在主量元素组成上变化较小（

书书书

表３），

ＳｉＯ２和Ａｌ２Ｏ３含量较高，ＳｉＯ２含量在 ６７７％ ～７５４％之间，
Ａｌ２Ｏ３大于１４０％，样品中 Ａ／ＣＮＫ比值都大于１０，显示过
铝质的特征；ＴｉＯ２、ＦｅＯ、ＭｇＯ、ＭｎＯ和ＣａＯ含量较低，ＭｎＯ含
量小于０１％。

在微量元素组成上，富 Ｒｂ、Ｂａ、Ｓｒ和 Ｚｒ，含有少量的 Ｚｎ
（５×１０－６～１０５×１０－６）、Ｓｃ（０３×１０－６～１９×１０－６）和 Ｙ
（３３×１０－６～５１３×１０－６）。Ｎｂ／Ｔａ和 Ｚｒ／Ｈｆ比值分别为
３３～７６和 １５４～３０４，明显小于球粒陨石的相应比值
（Ｎａ／Ｔａ＝１９９和Ｚｒ／Ｈｆ＝３５～４０）。在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
准化图上（

书书书

图８），这些花岗岩显示了不一致的特征。Ｔ０３９４
２０、Ｔ０５１２７和ＴＺＦ１稍富轻稀土，Ｅｕ为负异常（Ｅｕ／Ｅｕ ＜
０４），重稀土接近平坦（ＴＺＦ１略富集重稀土）。Ｔ０４４８１２Ａ
富集轻稀土，亏损重稀土，Ｅｕ无异常。

４　讨论

上述数据已揭示出不同淡色花岗岩中，石榴石在岩相学

形态和元素地球化学特征上的共性和差异。在淡色花岗岩

中，石榴石具有相似的形态，即石榴石为半自形到自形（

书书书

图２

４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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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喜马拉雅造山带中不同地区淡色花岗岩类和变泥质
岩中石榴石的ＺｎΣＨＲＥＥ（ａ）、ＺｎＹ（ｂ）和ＳｃＹ（ｃ）协变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ＺｎΣＨＲＥＥ（ａ），ＺｎＹ（ｂ）ａｎｄ
ＳｃＹ（ｃ）ｆｏｒｇａｒｎｅｔｓｉｎ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ｈｏｓｔｅｄ
ｌｅｕｃｏｓｏｍ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ａｃ），六边形或椭圆形，几乎不含有包裹体；但日玛那穹窿泥
质混合岩中淡色体Ｔ０４４８１２Ａ的石榴石为他形，边部被溶蚀
成港湾状，含有一定量的包裹体（

书书书

图２ｄ）。从地球化学特征
来看，来自不同地区的淡色花岗岩中石榴石具有一致的主量

元素成分，富 Ｆｅ和 Ｍｎ，而淡色体中的石榴石相对明显贫 Ｆｅ
而富Ｍｇ（

书书书

图３）。在主量元素成分剖面中，淡色花岗岩中大
部分石榴石都具有类似“振荡型”生长环带的特征（

书书书

图４ａ，
ｂ），反应了复杂的岩浆演化过程。而淡色体中石榴石的主量
元素呈锯齿状变化（

书书书

图４ｄ），与许多变泥质岩中的石榴石成
分环带类似，为淡色体在熔体分离中携带的源岩变质成因的

石榴石。从微量元素特征来看，这两类石榴石都富集

ＨＲＥＥ、Ｙ、Ｚｎ和Ｓｃ，而亏损 ＬＲＥＥ，Ｖ，Ｚｒ和 Ｈｆ，但含量稍有区
别。与淡色体相比，淡色花岗岩中石榴石更富 Ｙ和 Ｓｃ，而贫
Ｚｎ（

书书书

图５）。在稀土元素配分图上（

书书书

图６），Ｅｕ都显示明显的负

异常，从核部到边部，淡色花岗岩中石榴石 ＨＲＥＥ含量降低
（

书书书

图６ｂ，ｃ），而淡色体中石榴石 ＨＲＥＥ含量升高（

书书书

图６ｄ）。在
（Ｇｄ／Ｙｂ）ＮＹ／Ｙｂ图解上（

书书书

图７），淡色花岗岩和淡色体中的
石榴石也显示了不一致的相关性。从以上这些特征可以把

喜马拉雅造山带内新生代花岗岩中的石榴石分为两类。

在地壳条件下，变泥质岩的脱水部分熔融是形成花岗质

岩浆的重要机制（Ｂｒｏｗｎ，２００７）。所形成花岗质岩浆的尺度
包括从混合岩中的亚厘米级到花岗岩岩基的公里级（Ｓｔｅｖｅｎｓ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跨越近６个数量级。石榴石作为变泥质岩的
主要造岩矿物，难熔且易于保留复杂的化学成分环带（主量

元素和微量元素）和不同类型的流体或矿物包裹体，记录了

控制石榴石结晶的变质反应的关键信息（Ｃｈｅｒｎｏｆｆａｎｄ
Ｃａｒｌｓｏｎ，１９９９），是反演变质反应 ＰＴ条件的重要指示矿物
（Ｇａｎｇｕｌ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Ｋｏｈｎ，２００３；Ｐａｎｄｅｙ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易被熔体携带且发生反应，称为混染型石榴
石；在一定条件下，石榴石可以从部分熔融产生的花岗质熔

体中结晶，形成岩浆型石榴石，以副矿物的形式赋存在花岗

岩中，记录了部分熔融演化过程中元素地球化学行为的重要

信息 （ＣａｗｔｈｏｒｎａｎｄＢｒｏｗｎ，１９７６；Ｇｒｅｅｎ，１９７６，１９７７；
Ａｂｂｏｔｔ，１９８１；ＡｌｌａｎａｎｄＣｌａｒｋｅ，１９８１；ＭｉｌｌｅｒａｎｄＳｔｏｄｄａｒｄ，
１９８１；ＤｕＢｒａｙ，１９８８；ＳｐｅａｒａｎｄＫｏｈｎ，１９９６；Ｓｔｅｖｅｎ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Ｖｉｌｌａｒ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在喜马拉雅造山带的演化过程
中，中新世俯冲板片快速折返，引起了变泥质岩的减压脱水

熔融作用，形成了分布面积广泛的淡色花岗岩和混合岩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Ｂｒｅｔｏｎａｎ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８８；Ｈａｒｒｉｓ
ａｎｄＭａｓｓｅｙ，１９９４；ＧｕｉｌｌｏｔａｎｄＬｅＦｏｒｔ，１９９５；Ｈａｒｒｉｓｅｔａｌ．，
１９９５；Ａｙｒ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ＰａｔｉｏＤｏｕｃｅａｎｄＨａｒｒｉｓ，１９９８；
Ｋｎｅｓｅｌ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２００２；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ａ）。在熔体的迁移过程中，可能会捕获源岩中的部分难
熔矿物，如变质石榴石，同时生成的熔体在冷却过程中可以

结晶形成新的岩浆型石榴石，这两类石榴石具有不同的形态

和地球化学特征，鉴定它们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反演部分熔融

动力学过程的重要探针。岩浆型石榴石直接从熔体中结晶

生成，具有较好的晶形，同时，由于稀土元素是不相容元素，

在部分熔融过程中倾向于进入熔体，则岩浆型石榴石富集重

稀土元素，由于斜长石同时结晶，会使石榴石高度亏损Ｅｕ元
素。混染型石榴石是熔体从源岩中携带进入，石榴石容易受

到熔体的交代溶蚀作用，形态和元素地球化学特征会发生改

变。通过研究对比，认为这三颗淡色花岗岩中的石榴石属于

岩浆型石榴石，而淡色体中的石榴石属于混染型石榴石。在

书书书

图３中，总结了喜马拉雅造山带内泥质片麻岩和基性岩中石
榴石的端元成分。在三元图解 ＡｌｍＧｒｓＳｐｅ和 ＡｌｍＧｒｓＰｒｐ
中，淡色体中的石榴石落入变泥质岩区域内。进一步确定淡

色体中的石榴石是从源岩泥质片麻岩中捕获的。

当与周围矿物组合平衡时，影响石榴石的微量元素地球

化学特征的因素有：（１）母岩的有效总体成分，和（２）石榴石
与基质矿物之间的元素总体配分系数。在石榴石微量元素

５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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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喜马拉雅造山带中不同地区淡色花岗岩类中石榴石的稀土元素配分图（标准化值据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Ｆｉｇ６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ｌｉｚｅｄＲＥ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ｏｒｇａｒｎｅｔｓｉｎ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ｈｏｓｔｅｄｌｅｕｃｏｓｏｍｅ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图７　喜马拉雅造山带中不同地区淡色花岗岩类中石榴石
的（Ｇｄ／Ｙｂ）ＮＹ／Ｙｂ图解

Ｆｉｇ．７　（Ｇｄ／Ｙｂ）ＮＹ／Ｙｂ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ｇａｒｎｅｔｓｉｎ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ｈｏｓｔｅｄｌｅｕｃｏｓｏｍｅ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剖面中，平滑变化的元素可能代表着封闭系统下的平衡配分

行为。大量研究都表明流体／熔体的交代作用是引起众多地
质样品的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异常的主要因素之一，如富含微

量元素的矿物的分解／结晶、外来富含微量元素的特殊流体
的作用，都可能是引起石榴石中微量元素突然变化的关键因

素。在淡色花岗岩 ＴＺＦ１和 Ｔ０５１２７中，从核部到边部，
ＨＲＥＥ和Ｙ浓度降低（

书书书

图６ｂ，ｃ），表明体系在薄片尺度下不
再处于封闭状态，富含 ＨＲＥＥ和 Ｙ的矿物开始结晶（如锆
石），体系中稀土元素浓度急剧降低，石榴石结晶所得到的

ＨＲＥＥ减少。同时，在花岗岩 Ｔ０５１２７中随着 ＨＲＥＥ和 Ｙ浓

图８　喜马拉雅造山带中不同地区淡色花岗岩类的稀土元
素配分图（标准化值据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Ｆｉｇ８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ｌｉｚｅｄ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ｏｒ
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ｈｏｓｔｅｄｌｅｕｃｏｓｏｍｅ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ａｆｔｅｒ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度的急剧降低，Ｈｆ浓度也同步下降，进一步证明锆石开始结
晶，并且导致Ｌｕ／Ｈｆ比值高度变化（

书书书

表２）。在淡色体 Ｔ０４４８
１２Ａ中，从核部到边部，ＨＲＥＥ从亏损变为平直（

书书书

图６ｄ）。是
由于石榴石核部为继承的源岩中变质石榴石，而边部是继承

性石榴石与熔体反应的结果，显现了熔体的特征。与变泥质

岩中典型的变质石榴石相比（

书书书

图５），花岗岩中的岩浆型石榴
石明显富Ｚｎ（

书书书

图５ａ）和 Ｍｎ（

书书书

图３），稍微富 ＨＲＥＥ和 Ｙ（

书书书

图５
ａ，ｂ），Ｓｃ变化不大（

书书书

图５ｃ）。
Ｚｎ的地球化学研究表明：在角闪岩相的变泥质岩中 Ｚｎ

强烈富集于十字石中（Ａｌｂｅｅ，１９７２；ＧｒｉｆｆｅｎａｎｄＲｉｂｂｅ，

６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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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３　喜马拉雅造山带中不同地区淡色花岗岩类的地球化
学特征（主量元素：ｗｔ％；稀土和微量元素：×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３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ｅｕｃ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ａｎｄ
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ｅｈｏｓｔｅｄ ｌｅｕｃｏｓ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ａｌｏｎｇ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ｗｔ％；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１０－６）
样品号 Ｔ０３９４２０ ＴＺＦ１ Ｔ０５１２７ Ｔ０４４８１２Ａ

ＳｉＯ２ ６７６６ ７４１４ ７３３８ ７５３６
ＴｉＯ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５
Ａｌ２Ｏ３ １８２０ １５０７ １４９５ １５６８
ＦｅＯ ０４４ １０８ ０５７ ０５６
Ｆｅ２Ｏ３ ０４２ １０４ ０２２ ００８
ＭｎＯ ００７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０８
ＭｇＯ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２１
ＣａＯ ０７９ ０５７ １１７ ０４７
Ｎａ２Ｏ ５７３ ４４８ ４９ ３１１
Ｋ２Ｏ ６３８ ２１８ ３４７ ４８７
Ｐ２Ｏ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９
ＬＯＩ ０５９ ０４３ ０３９ ００３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４０ ９９３３ ９９３６ １００５９
Ｓｃ １０８ １９２ １８７ ０３４
Ｖ ０９７ ０５４ ２０６ ７４９
Ｚｎ ５１２ １０５ ２２ ７４２
Ｒｂ ４２８ １３２ １３５ ２１２
Ｓｒ ２１９ １５１ ５８ ４５
Ｙ ２６１ １１２ ５１３ ３２６
Ｚｒ ５２１ ２９９ ４４７ ７３
Ｎｂ ３７７ ０３９ ７８７ ０９１
Ｃｓ ６５８ ９３４ ７０９ ３４５
Ｂａ ４６５ １９４ ３３７ ３６５
Ｈｆ ３３８ １９４ ２２９ ０２４
Ｔａ １０３ ０１２ １８２ ０１２
Ｐｂ ９６２ １２３ ２８０ ４１４
Ｔｈ １１３６ １１５ ２３６ ２１６
Ｕ ３７０ ４１５ １１７ ０８９
Ｌａ ６６０ ３５７ ２４４ ５１１
Ｃｅ １５２５ ６３８ ４８２ ８２５
Ｐｒ １９１ ０７９ ５２４ １１５
Ｎｄ ７５８ ２５２ １９３ ４２８
Ｓｍ ３２３ ０８１ ４５１ １０９
Ｅｕ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６４ ０２４
Ｇｄ ３８２ ０９ ５５８ ０７４
Ｔｂ ０６８ ０２４ １１４ ０１３
Ｄｙ ４０８ １８８ ７９９ ０６
Ｈｏ ０８６ ０４５ １７４ ０１
Ｅｒ ２６１ １６６ ５１８ ０３２
Ｔｍ ０４５ ０３５ ０８ ００６
Ｙｂ ３０８ ３０６ ５２２ ０４８
Ｌｕ ０４５ ０４３ ０７３ ００７

Ａ／ＣＮＫ １０２ １４０ １０７ １３９
Ｎｂ／Ｔａ ３６７ ３２５ ４３２ ７５８
Ｚｒ／Ｈｆ １５４１ １５４１ １９５２ ３０４２
Ｓｃ／Ｖ １１１ ３５６ ０９１ ００５
Ｅｕ／Ｅｕ ００８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８３
（Ｌａ／Ｙｂ）Ｎ １５１ ０８２ ３２９ ７４９
（Ｌａ／Ｇｄ）Ｎ １４６ ３３４ ３６９ ５８２
（Ｇｄ／Ｙｂ）Ｎ １０３ ０２５ ０８９ １２９

１９７２），在变质反应过程中 Ｚｎ是惰性元素，不易活动（Ｔｕｉｓｋｕ
ｅｔａｌ．，１９８７）；在沉积岩中，Ｚｎ富集于绿泥石中，在结晶岩中
（如：花岗岩、片岩、片麻岩等）Ｚｎ富集于电气石和黑云母中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０）。喜马拉雅岩浆型石榴石是从变泥
质岩脱水熔融形成的熔体中结晶而成。在源岩变泥质岩中，

Ｚｎ主要富集于十字石和云母中，变质石榴石中 Ｚｎ含量较
低，约为９８×１０－６～６５３×１０－６（

书书书

图５）。在花岗岩中，全岩
中的Ｚｎ浓度也较低，小于１００×１０－６，但在岩浆型石榴石中，
含量大于１５２×１０－６（

书书书

图５）。这是由于云母发生部分熔融形
成花岗质熔体，熔体结晶主要形成石英、长石、石榴石和少量

的云母、电气石，熔体中的 Ｚｎ大部分进入石榴石中。样品
Ｔ０５１２７含有少量的黑云母和白云母（

书书书

图２ｃ），云母“争夺”了
部分全岩中的Ｚｎ元素，导致石榴石中的Ｚｎ含量最低。样品
ＴＺＦ１的全岩中Ｚｎ含量最高，但石榴石中Ｚｎ含量较低，原因
在于电气石的生长摄取了大量的 Ｚｎ，石榴石与电气石的平
衡配分导致石榴石的Ｚｎ含量降低。

岩浆型石榴石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较高的Ｍｎ浓度，即
５７％～１０６％，而变泥质岩中变质石榴石的 ＭｎＯ含量小于
３５％。有的学者认为岩浆型石榴石高浓度的 Ｍｎ元素来自
于花岗岩，但是喜马拉雅淡色花岗岩中Ｍｎ含量小于０１％，
全岩的Ｍｎ含量不可能是控制岩浆型石榴石富集Ｍｎ元素的
主要因素。在淡色花岗岩中，岩浆型石榴石的 Ｍｎ含量的增
高反映了在花岗质岩浆结晶过程中，贫 Ｍｎ矿物的分离结晶
作用促使残留岩浆的Ｍｎ升高。

分析对比母岩中的变质石榴石、淡色体中的混染型石榴

石和花岗岩中的岩浆型石榴石的地球化学成分，表明：与源

岩的变质石榴石相比，岩浆型石榴石自形，几乎不含包裹体，

具有较高的Ｍｎ、Ｚｎ、Ｙ和 ＨＲＥＥ。淡色体中捕获的混染型石
榴石，被熔体交代，边部呈现港湾状结构，大部分元素的浓度

被完全改变，如：主量元素（

书书书

图３、

书书书

图４ｄ）和 Ｚｎ（

书书书

图５ａ，ｂ），而
核部的Ｓｃ（

书书书

图５ｃ）、Ｈｆ、Ｙ（

书书书

图５ｂ）和ＨＲＥＥ（

书书书

图５ａ、

书书书

图６ｄ）元素
还保留有源岩的信息。本研究揭示了喜马拉雅新生代花岗

岩中石榴石的来源至少有两种：从源岩中捕获的混染型石榴

石和从熔体中结晶形成的岩浆型石榴石，混染型石榴石与熔

体发生反应，大部分信息被“篡改”，岩浆型石榴石的具有明

显高浓度的Ｍｎ和Ｚｎ元素。

５　对壳源花岗岩形成过程的指示意义

在喜马拉雅碰撞造山带演化过程中，俯冲板片在中新世

进行折返，中下地壳中的变泥质岩发生脱水熔融反应，产生

了具有低 Ｓｒ／Ｙ比和高 Ｒｂ／Ｓｒ比的淡色花岗岩（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
ａｌ．，１９８７；Ｂｒｅｔｏｎａｎ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８８；ＨａｒｒｉｓａｎｄＭａｓｓｅｙ，
１９９４；ＧｕｉｌｌｏｔａｎｄＬｅＦｏｒｔ，１９９５；Ｈａｒｒ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Ａｙｒｅｓ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ＰａｔｉｏＤｏｕｃｅａｎｄＨａｒｒｉｓ，１９９８；Ｋｎｅｓｅｌ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２００２；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ａ）。在
变泥质岩减压部分熔融过程中，云母脱水熔融产生熔体，同

７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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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捕获了源岩中的变质石榴石，由于石榴石较难熔，混染型

石榴石核部仍保留有源岩的部分信息，边部与熔体反应，形

成了港湾状结构。在熔体中结晶出新的岩浆型石榴石，此类

石榴石记录了部分熔融的动力学过程。岩浆型石榴石具有

典型的“震荡型”生长环带，较高的 Ｍｎ和 Ｚｎ浓度，高浓度的
Ｚｎ来源于云母；同时，斜长石和锆石的分离结晶作用，导致
岩浆型石榴石Ｅｕ为明显的负异常，ＨＲＥＥ和 Ｈｆ浓度从核部
到边部显著减少，Ｌｕ／Ｈｆ比值高度变化。地壳物质的部分熔
融作用是形成壳源花岗岩的主要机制，是碰撞造山带构造演

化过程的重要作用。在淡色花岗岩或淡色体中，石榴石及其

他副矿物（磷灰石、独居石等）记录了丰富的有关地壳深熔作

用及所形成岩浆的演化过程的重要信息。详细地解析这些

矿物的地球化学特征，了解部分熔融的化学动力学过程，将

是反演大型碰撞造山带中下地壳物质的物理和化学行为的

重要探针。

６　结论

喜马拉雅造山带，是世界上碰撞造山带的典例，经历了

多期次的构造活动、岩浆作用和变质事件，可以细致地记录

大型碰撞造山带中下地壳物质的物理和化学行为。中新世

俯冲板片进行折返，变泥质岩发生了减压部分熔融，形成了

分布范围很广的新生代花岗岩。花岗岩中含有两类石榴石：

大多数石榴石是从岩浆中结晶形成的岩浆型石榴石，表现为

自形半自形，几乎不含包裹体；淡色体中含有从源岩中捕获
的混染型石榴石，石榴石具有港湾状结构。电子探针和 ＬＡ
ＩＣＰＭＳ矿物化学分析表明，岩浆型石榴石的地球化学特征
为：（１）从核部到边部，显示了典型的“振荡型”生长环带；
（２）富集ＨＲＥＥ，亏损 ＬＲＥＥ，从核部到边部，Ｈｆ、Ｙ和 ＨＲＥＥ
含量降低；（３）显著的Ｅｕ负异常（Ｅｕ／Ｅｕ ＜００２）：（４）相对
于变质石榴石，具有浓度较高的Ｍｎ和Ｚｎ元素。岩相学形态
和地球化学特征都表明：变泥质岩在快速折返过程中云母减

压部分熔融，形成的熔体携带了源岩中的变质石榴石，这些

石榴石与熔体发生反应，边部被溶蚀，大部分元素的地球化

学特征被完全改变，核部保留有源岩的部分微量元素信息；

熔体在后期结晶过程中生成岩浆型石榴石，石榴石具有“振

荡型”生长环带的特征，由于斜长石和锆石的同步结晶，导致

岩浆型石榴石显示明显的 Ｅｕ负异常和 Ｈｆ、Ｙ和 ＨＲＥＥ浓度
从核部到边部显著降低，同时石榴石提取了熔体中的大部分

Ｚｎ元素，浓度显著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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