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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三江古特提斯昌宁孟连带中段弄巴干龙塘蛇绿混杂岩进行了详细的主量、微量元素及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地
球化学研究。结果表明，弄巴玄武岩包括拉斑系列和碱性系列，弄巴拉斑玄武岩具有高ＴｉＯ２和低Ｋ２Ｏ的特征，（Ｌａ／Ｙｂ）Ｎ介于
１８７～２３８之间，岩石的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组成和典型ＭＯＲＢ十分相似，结合岩石较高的Ｔｈ／Ｙｂ和低的Ｚｒ／Ｎｂ值，可以认为弄
巴拉斑玄武岩具有富集型洋脊玄武岩（ＥＭＯＲＢ）的特征，可能起源于富集的地幔源区或是亏损地幔源区和地幔柱发生交代作
用的结果。弄巴碱性玄武岩具有较高的ＴｉＯ２（２３８％）和 Ｋ２Ｏ（２３７％）含量，（Ｌａ／Ｙｂ）Ｎ＝１１１９，富集轻稀土，表现出典型的

碱性ＯＩＢ的特征，可能是大洋板内热点浅部熔融的产物。干龙塘拉斑玄武岩具有高ＴｉＯ２、Ｍｇ
＃，低Ｋ２Ｏ和亏损轻稀土等特征，

表现出ＮＭＯＲＢ的地球化学特征，岩石的ＳｒＮｄＰｂ与ＭＯＲＢ相似，表明岩石起源于亏损的地幔源区。
关键词　　地球化学；蛇绿岩；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昌宁孟连缝合带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５８８１４５

１　引言

古特提斯构造域的构造演化与中国大陆古生代洋陆格

局及中国大陆在晚古生代的拼合机制等重大科学问题具有

密切关系，一直是地质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前人曾对发育在

三江地区的古生代蛇绿混杂岩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厘定

出昌宁孟连、金沙江哀牢山及甘孜理塘三条缝合带，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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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干龙塘弄巴地区地质构造简图（据段向东等，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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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昌宁孟连带的发育时限及构造属性现今还存在很多争
论。目前，对于昌宁孟连构造带的主要认识有：（１）代表古
特提斯多岛洋的主支洋盆，滇西古特提斯是一个具有相当规

模的多岛洋格局，最后封闭发生于晚印支期（刘本培和冯庆

来，２００２；张旗等，１９９６）；（２）代表保山微大陆东缘与临沧岛
弧之间的弧后盆地（张翼飞和段锦荪，２００１）。因此，对产于
昌宁孟连构造带内的蛇绿混杂岩进行详细的地球化学分析
并厘定其源区性质和成因机制对探讨昌宁孟连带的构造属
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研究选择昌宁孟连带中部耿马地区
弄巴干龙塘典型蛇绿岩火山岩剖面为解剖对象，以详细的
岩石地球化学、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资料表明，该
区蛇绿混杂岩主要包括ＮＭＯＲＢ型、ＥＭＯＲＢ型及碱性洋岛
型（ＯＩＢ）型火山岩，说明昌宁孟连带曾存在一个洋盆。

２　区域地质概况

昌宁孟连褶皱带位于保山地块和临沧地块之间，其西
界是柯街南定河断裂，东界是双江断裂。该褶皱带的东西
两侧，分别出露中元古界的澜沧群、大勐龙群、崇山群和西盟

群下部，应属冈瓦纳古陆的变质基地。从岩性组合特征看，

大勐龙群、崇山群和西盟群下部均与高黎贡山群相似，可能

同属一套地层，其原岩皆为优地槽型的复理石建造。澜沧群

亦为一套火山岩和沉积岩组成的复理石建造。晚古生代地

层最为发育，泥盆系为地槽型的硅质复理石建造及笔石页岩

建造，下石炭统为基性火山岩建造，下石炭统上部二叠系基
本为一套碳酸盐建造。此外，在云县铜厂街、双江以西（小墨

江）、孟连以南（曼信）等地有较多量的超镁铁质岩出露（云

南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９０）。
干龙塘弄巴蛇绿构造混杂带内主要出露一套石炭二叠

系火山沉积岩系（图１），火山岩岩石类型主要为玄武岩类，
大多已产生显著的低中级变质作用，呈强烈片理化的玄武
岩、绿泥石片岩、绿泥钠长片岩、绿帘斜长角闪岩、斜长角闪

岩等岩石类型产出。火山岩常以构造岩片的形式夹在石炭
二叠纪沉积地层之中，构成蛇绿混杂岩系。剖面中岩石变形

强烈，片理十分发育，未发现确切的变余火成堆晶层理，但局

部地段可见斜长石碎斑相对集中的条纹条带，不排除属火成

堆晶层理的可能性。部分绿泥片岩中可见变余斑状结构、变

余杏仁状构造，原岩推测属玄武岩类。

３　火山岩岩相学与样品分析方法

研究区内火山岩主要岩石类型包括弱变质致密块状玄武

岩、杏仁状玄武岩以及低级变质的钠长绿泥片岩、绿帘片岩等。

致密块状玄武岩：浅灰绿、灰黑色，具间粒间隐结构，块

状构造。由斜长石（５５％）、普通辉石（２５％）、火山玻璃
（１５％）及钛铁矿（５％）组成。斜长石呈长条状；火山玻璃呈
不规则状，全部脱玻化；钛铁矿呈板状。

杏仁状玄武岩：灰绿色，具间粒结构，杏仁状构造。由斜长

石（５０％）、单斜辉石（４０％）、磁铁矿（２％）和杏仁体（５％～１０％）
组成。斜长石呈长条状，钠黝帘石化；单斜辉石半自形状；杏仁

体呈圆状或不规则状，０１～１ｍｍ，充填绿泥石。
钠长绿泥片岩：岩石强烈风化蚀变为土黄色，但片状构

造明显。由绿泥石（含量８０％）、钠长石（１５％）、钛铁矿（含
量２％）组成。绿泥石呈微细鳞片状定向分布构成岩石片状
构造，部分绿泥石集合体不同程度保留短柱状辉石假象，其

中不均匀地分布少量微细粒状绢云母化钠长石，其变晶集合

体不同程度地保留原板状斜长石外形。

绿帘片岩：主要为斜长角闪绿帘片岩。岩石呈绿色，变

余斑状结构。变余斑晶由斜长石（５％～２０％）组成。变质重
结晶明显，伴强烈绿帘石化，但仍不同程度地保留原岩浆组

构特征的半自形板状外形，长轴方向沿片理大体呈定向排

列。基质由绿泥石、绿帘石、（钠）更长石组成。矿物分布不

均匀，粒状矿物相对呈不规则斑块状、透镜条纹状产出。

我们沿垂直火山岩走向方向采集一组系统样品，对野外

采集的样品进行详细的岩相学观察后，选择新鲜的没有脉体

贯入的样品进行主量元素、微量元素及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分析。
主量和微量元素在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完成。主量元素采用 ＸＲＦ法、微量元素用 ＩＣＰＭＳ测定。
微量元素样品在高压溶样弹中用ＨＮＯ３和ＨＦ混合酸溶解两
天后，用ＶＧＰｌａｓｍａＱｕａｄＥｘｃｅｌｌＩＣＰＭＳ方法完成测试，对国
际标准参考物质ＢＨＶＯ１（玄武岩）、ＢＣＲ２（玄武岩）和ＡＧＶ
１（安山岩）的同步分析结果表明，微量元素分析的精度和准
确度一般优于 １０％，详细的分析流程见文献（刘晔等，
２００７）。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分析在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完成。Ｓｒ、Ｎｄ同位素分别采用ＡＧ５０ＷＸ８（２００～４００
ｍｅｓｈ），ＨＤＥＨＰ（自制）和ＡＧ１Ｘ８（２００～４００ｍｅｓｈ）离子交换树
脂进行分离；同位素的测试则在该实验室的多接收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仪（ＭＣＩＣＰＭＳ，ＮｕＰｌａｓｍａＨＲ，Ｎｕ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Ｗｒｅｘｈａｍ，ＵＫ）上采用静态模式（Ｓｔａｔｉｃｍｏｄｅ）进行。

４　分析结果

４１　主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火山岩化学的主量及微量元素分析结果列于表 １中。

ＳｉＯ２Ｎｂ／Ｙ图解可以有效地区分变质／蚀变火山岩的系列
（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ａｎｄＦｌｏｙｄ，１９７７）。从图２ａ中可以看到，干龙塘
火山岩均属非碱性系列火山岩类。而弄巴火山岩的６个样
品可区分为亚碱性和碱性两个系列。其中，样品 ＳＨ６９、
ＳＨ７３、ＳＨ７４、ＳＨ７５和ＳＨ８２属于非碱性系列，而样品ＳＨ８５属
于碱性系列。ＳｉＯ２Ｚｒ／ＴｉＯ２图解被认为是划分蚀变、变质火
山岩系列和岩石名称的有效图解（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ａｎｄＦｌｏｙｄ，
１９７７），从图中可以看到（图２ｂ），干龙塘火山岩均为亚碱性
拉斑玄武岩类。而弄巴火山岩包括亚碱性拉斑玄武岩和碱

性玄武岩两种岩石类型。

７９１３赖绍聪等：昌宁孟连缝合带干龙塘－弄巴蛇绿岩地球化学及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组成研究



表１　干龙塘弄巴蛇绿岩剖面玄武岩常量元素 （ｗｔ％）和稀土及微量元素（×１０－６）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ａｊｏｒ（ｗｔ％）ａｎ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１０－６）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ｂａｓａｌｔｓｆｒｏｍＧａｎｌｏｎｇｔａｎｇＮｏｎｇｂａａｒｅａ

样品号 ＳＨ６９ ＳＨ７３ ＳＨ７４ ＳＨ７５ ＳＨ８２ ＳＨ８５ ＳＨ１００ ＳＨ１０５ ＳＨ１０９ ＳＨ１１２
位置 弄巴 干龙塘

ＳｉＯ２ ４６６７ ４９９５ ４８５１ ４６９４ ４８８５ ４６０２ ５０７９ ４９３４ ４９９８ ４９７９
ＴｉＯ２ １２８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３０ １１０ ２３８ １２９ １１９ １２２ １２６
Ａｌ２Ｏ３ １６３２ １６４０ １６２２ １５２７ １５４５ １５３４ １４４６ １４５３ １４５１ １４８５
Ｆｅ２ＯＴ３ １１０３ ９８２ １０２８ １０７０ １０５０ １１３８ １０３５ １０４９ １０５９ １０２９
ＭｎＯ ０６３ ０２９ ０３１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３９ ０２８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ＭｇＯ ８１０ ７４１ ７８４ ８１５ ７０７ ８４８ ８１８ ７８０ ７９５ ７８５
ＣａＯ ６６２ ５７６ ６４７ ９２５ ８９５ ５０３ ９２５ １１６５ １０４４ １０５６
Ｎａ２Ｏ ３２８ ３５２ ３３５ ２９９ ３２４ ２８２ ３４５ ２５２ ３０６ ２９３
Ｋ２Ｏ ０５１ １３６ １２９ ０２８ ０５６ ２３７ ０１９ ００９ ０１３ ０１２
Ｐ２Ｏ５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３７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１０
ＬＯＩ ５００ ３７９ ３９７ ４３３ ３６４ ４９４ １２０ １６３ １３８ １６１
Ｔｏｔａｌ ９９５３ ９９６２ ９９５６ ９９５１ ９９６４ ９９５２ ９９５２ ９９５０ ９９５１ ９９５３
Ｌｉ ４１３ ３７５ ３４０ ３２５ １９０ ８１７ ８１１ ４６３ ５２５ ７１５
Ｓｃ ３１５ ３３２ ３６１ ３５１ ２９６ ２０５ ４３１ ４３４ ４１２ ４２３
Ｖ ２８０ ３０３ ３０３ ２９８ ２７５ ２３７ ２９２ ２８９ ２７１ ２７６
Ｃｒ ３１０ ２８７ ２９４ ２５３ ２６８ ３７９ ２３９ ２４５ ２３６ ２２４
Ｃｏ ５８７ ５５２ ５８３ ５６１ ５７９ ５００ ５６５ ５９１ ６１９ ６２１
Ｎｉ １５８ １３１ １３６ １２１ １７２ ５４６ ７８９ ７８２ ６７７ ７００
Ｃｕ １３０ １３８ １４４ １２５ １２３ １０６ ５２５ ５１０ ８８８ ６６１
Ｚｎ ７０２ ８４８ ８８３ ８３０ ６３６ １０６ １２２ ５４３ ５４０ ５５５
Ｒｂ １４５ ３０７ ２９５ ５９７ ９９４ ３０４ ２５５ ２２３ ２７２ ２４５
Ｓｒ ８６２ １６２ １５９ １４４ ２５２ ４０８ １０１ １１８ １０７ １１０
Ｙ １６４ １８２ １７８ １９３ ２００ ２８２ ３１３ ３０５ ２９７ ３０８
Ｚｒ ６４６ ７１１ ６６４ ７３１ ６３０ １７９ ７９０ ７２８ ７１６ ７５０
Ｎｂ ５０８ ５５３ ５１７ ６６４ ４７８ ４００ １５３ １１５ １１０ １１７
Ｃｓ ２９９ １７０ １９６ １９１ １６６ ４２２ ０１５ ０１８ ０２３ ０２３
Ｂａ １０９ ３４８ ３３０ ６５８ １９４ ８５８ １６２ １５２ １６２ １６１
Ｈｆ １６７ １７９ １７０ １８３ １５６ ４００ ２０４ １８３ １８５ １８９
Ｔａ ０３３ ０３８ ０３５ ０４５ ０３３ ２４４ 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３
Ｐｂ ２０８ １３７ ０９７ １１５ ０９１ ７９５ ４１１ １２１ １０６ １３２
Ｔｈ ０４４ ０５０ ０４５ ０５７ ０４０ ３７５ ０１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７
Ｕ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９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Ｌａ ４９１ ４５６ ４３９ ５９２ ４９６ ２７６ ２３９ ２１２ １９９ ２１６
Ｃｅ １２３ １１９ １１５ １４５ １２１ ５８０ ７９８ ７３７ ７１２ ７５７
Ｐｒ １７７ １７０ １６５ ２０４ １７３ ７１４ １４０ １３３ １２９ １３７
Ｎｄ ８５６ ８２９ ７９７ ９５７ ８３０ ３０３ ７９２ ７５９ ７４７ ７８０
Ｓｍ ２４０ ２３５ ２２９ ２５９ ２４１ ６７９ ２８４ ２７２ ２６６ ２７８
Ｅｕ １０３ ０９８ ０９４ １１４ ０９７ ２３４ １０４ １０１ ０９８ １０６
Ｇｄ ２７９ ２７３ ２６９ ３０４ ２９３ ６７１ ３７９ ３６７ ３６１ ３８０
Ｔｂ ０５４ ０５５ ０５４ ０５９ ０５９ １１２ ０８２ ０７９ ０７７ ０７９
Ｄｙ ３１０ ３３０ ３２１ ３４４ ３４７ ５６２ ５１１ ４８５ ４８６ ５００
Ｈｏ ０６４ ０６９ ０６９ ０７１ ０７４ １０３ １１３ １０８ １０８ １１１
Ｅｒ １６７ １９０ １８８ １９３ ２０２ ２４５ ３２３ ３０７ ３０６ ３１７
Ｔｍ ０２２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２９ ０４４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４２
Ｙｂ １４８ １６７ １６８ １６３ １７２ １７７ ３０１ ２８８ ２９１ ２９６
Ｌｕ ０２１ ０２３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４２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４３
∑ＲＥＥ ５８０２ ５９２９ ５７７２ ６６８８ ６２４４ １７９６ ７２８２ ６９８０ ６８３２ ７１２２
∑ＬＲＥＥ／

∑ＨＲＥＥ
１１４ １０１ ０９９ １１５ ０９５ ２７９ ０４８ ０４６ ０４６ ０４７

δＥｕ １２１ １１８ １１６ １２４ １１１ １０５ ０９７ ０９８ ０９７ １００
（Ｌａ／Ｙｂ）Ｎ ２３８ １９６ １８７ ２６１ ２０７ １１１９ ０５７ ０５３ ０４９ ０５２
（Ｃｅ／Ｙｂ）Ｎ ２３１ １９８ １９０ ２４７ １９５ ９１０ ０７４ ０７１ ０６８ ０７１

８９１３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０，２６（１１）



图２　火山岩ＳｉＯ２Ｎｂ／Ｙ图解（ａ）和ＳｉＯ２Ｚｒ／ＴｉＯ２图解（ｂ）（据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ａｎｄＦｌｏｙｄ，１９７７）
１干龙塘拉斑玄武岩；２弄巴拉斑玄武岩；３弄巴碱性玄武岩

Ｆｉｇ２　ＳｉＯ２Ｎｂ／Ｙ（ａ）ａｎｄＳｉＯ２Ｚｒ／ＴｉＯ２（ｂ）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ａｆｔｅｒ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ａｎｄＦｌｏｙｄ，１９７７）

干龙塘拉斑玄武岩的ＴｉＯ２含量在１１９％～１２９％之间，
平均为１２４％，与大洋拉斑玄武岩（１５％）平均值接近，而
高于活动陆缘和岛弧拉斑玄武岩（０８３％）（Ｐｅａｒｃｅａｎｄ
Ｎｏｒｒｙ，１９７９）；Ｋ２Ｏ低，且变化范围很小，介于 ００９％ ～
０１９％之间，平均为 ０１３％，这与典型的洋脊拉斑玄武岩
（ＭＯＲＢ）所具有的低钾特征完全一致。岩石 ＳｉＯ２含量低
（４９３４％～５０７９％），平均为 ４９９８％；Ａｌ２Ｏ３含量高，且稳
定，大多在１４４６％ ～１４８５％之间。其另一显著特点是铁、
镁含量高，ＭｇＯ＞７８０％，Ｆｅ２Ｏ３

Ｔ在１０２９％ ～１０５９％之间

变化，平均为１０４３％，Ｍｇ＃（＝Ｍｇ／（Ｍｇ＋Ｆｅｔｏｔ）×１００）值为
６３～６５，与原生玄武质岩浆接近。与现代大洋洋脊拉斑玄武
岩比较，ＣａＯ轻微偏低（９２５％～１１６５％，平均１０４８％），而
Ｎａ２Ｏ则与现代大洋洋脊拉斑玄武岩十分接近（２５２％ ～
３４５％，平均为２９９％），这与岩石经受的轻微细碧岩化作用
有关。干龙塘拉斑玄武岩（Ｌａ／Ｙｂ）Ｎ介于０４９～０５７之间，
平均为０５３；（Ｃｅ／Ｙｂ）Ｎ介于０６８～０７４之间，平均为０７１；
Ｌａ／Ｓｍ介于０７５～０８４之间，平均为０７９；δＥｕ十分稳定，变
化不大，介于０９７～１００之间，平均为０９８，表明岩石基本
无Ｅｕ的异常。在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配分图上（图３ａ），显
示为轻稀土亏损型配分型式，具典型的Ｎ型ＭＯＲＢ稀土地球
化学特征。干龙塘拉斑玄武岩不相容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

谱系图（图３ｄ）显示为明显的左倾负斜率大离子亲石元素亏
损型配分型式，除Ｃｓ元素呈中强富集外，其它元素大多为低
程度富集。具有明显的 Ｔｈ、Ｕ谷和很轻微的 Ｔｉ谷。曲线由
强不相容元素部分的左倾型式随着元素不相容性的降低逐

渐趋于平缓，自Ｎｂ→Ｙ曲线明显具有上翘现象，即Ｎｂ→Ｙ曲
线呈左倾正斜率，说明 Ｚｒ、Ｓｍ、Ｔｂ等不相容性较弱的元素相
对于Ｌａ、Ｃｅ、Ｎｄ等不相容性稍强的元素呈富集状态，这种现
象完全符合于亏损源区起源的玄武岩浆特征。

弄巴拉斑玄武岩具有高 ＴｉＯ２和相对低 Ｋ２Ｏ含量的特

点。其ＴｉＯ２含量在 １１０％ ～１３０％之间，平均为 １２３％；
Ｋ２Ｏ含量相对较低，但变化范围较宽，介于０２８％ ～１３６％
之间，平均为０８０％；岩石ＳｉＯ２含量低（４６６７％～４９９５％），
平均为４８１８％；Ａｌ２Ｏ３含量大多在１５％～１６４０％之间；岩石

铁、镁含量高（ＭｇＯ＝７０７％ ～８１５％，Ｆｅ２Ｏ３
Ｔ＝９８２％ ～

１１０％），Ｍｇ＃介于６１到６４之间，与原生玄武质岩浆接近；与
现代大洋洋脊拉斑玄武岩比较，ＣａＯ明显偏低（５７６％ ～
９２５％，平均 ７４１％），而 Ｎａ２Ｏ则略为偏高（２９９％ ～
３５２％，平均为３２８％），这可能与海水蚀变和岩石发生绿片
岩相变质作用有关。弄巴地区５个大洋拉斑玄武岩样品稀
土总量较低，在 ５７×１０－６ ～６７×１０－６之间变化，平均为
６０８７×１０－６；（Ｌａ／Ｙｂ）Ｎ介于１８７～２３８之间，平均为２１８；
（Ｃｅ／Ｙｂ）Ｎ介于１９０～２４７之间，平均为 ２１２；δＥｕ十分稳
定，变化不大，介于１０５～１２４之间，平均为１１８，表明岩石
具有弱的正Ｅｕ异常。在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配分图上（图
３ｂ），显示为轻稀土微弱富集的平坦型配分型式。

而本区碱性玄武岩具有极高的 ＴｉＯ２含量，ＴｉＯ２为
２３８％。该组玄武岩 Ｋ２Ｏ含量同样很高，为 ２３７％，就其
ＴｉＯ２和Ｋ２Ｏ含量而言，与典型的板内火山岩完全一致。由于
该组碱性玄武岩与本区具有大洋拉斑玄武岩特征的一套海

相火山岩密切共（伴）生，因此初步判断其应为大洋板内洋岛

火山作用的产物。其 ＳｉＯ２含量略低于本区大洋拉斑玄武岩
ＳｉＯ２含量，为４６０２％ ；Ａｌ２Ｏ３含量为１５３４％；其ＭｇＯ含量略
高于本区大洋拉斑玄武岩，为８４８％；而 Ｆｅ２Ｏ３含量与本区
拉斑系列火山岩接近，差异不大。弄巴洋岛碱性玄武岩稀土

总量明显高于本区洋脊拉斑玄武岩，为 １７９６０×１０－６；其
（Ｌａ／Ｙｂ）Ｎ比值（１１１９）及（Ｃｅ／Ｙｂ）Ｎ比值（９１０）相对较高，
说明岩石轻重稀土分异强烈，轻稀土富集度高。δＥｕ（１０５）
接近为１，岩石基本没有明显的Ｅｕ异常。稀土元素配分图解
（图３ｃ）可以看出，配分曲线为右倾正斜率，轻稀土强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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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弄巴干龙塘地区古生代火山岩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模式图及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标准化数据引
自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ａ，ｄ）弄巴拉斑玄武岩；（ｂ，ｅ）弄巴碱性玄武岩；（ｃ，ｆ）干龙塘拉斑玄武岩

Ｆｉｇ３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ｐｉｄ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
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ｂａｓａ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ｎｇｂａＧａｎｌｏｎｇｔａｎｇａｒｅａ（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ａｆｔｅｒ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集，配分曲线轻稀土部分较陡，负斜率大；而最重稀土部分曲

线较为平直，在Ｅｕ处曲线平滑。弄巴拉斑玄武岩不相容元
素地幔平均成分标准化谱系图（图３ｄ）较为特殊，曲线密集
重迭，除Ｃｓ、Ｒｂ、Ｂａ和Ｋ等大离子亲石元素呈较明显的中强
富集外，其它元素大多为低程度富集，与原始地幔的比值大

体在４～７之间，且曲线十分平缓。具有较弱的 Ｔｈ谷和很轻
微的Ｔｉ谷，Ｋ和Ｓｒ变化大。曲线由强不相容元素部分向弱
不相容元素部分演化，曲线呈轻微的右倾型式，随着元素不

相容性的降低逐渐趋于平缓。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符合

于亏损源区起源的玄武岩浆特征。而弄巴碱性玄武岩不相

容元素谱系图（图３ｅ）明显不同于本区拉斑玄武岩类，曲线
总体呈较明显的右倾富集型式，有微弱的Ｔｈ、Ｕ谷，Ｔｉ谷也较
为明显，说明岩浆结晶过程中可能存在 ＴｉＦｅ氧化物的分离

结晶作用，Ｔｉ的相对亏损与岩浆分异过程有关。

４２　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

本文共选择三个样品（ＳＨ７３，ＳＨ７４，ＳＨ１００）进行了 Ｓｒ
ＮｄＰｂ同位素分析（表２），其中ＳＨ７３和 ＳＨ７４为采自弄巴的
玄武岩，ＳＨ１００为采自干龙塘的玄武岩。弄巴玄武岩两个样
品的８７Ｒｂ／８７Ｓｒ＝０５３６～０５４８，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０７０７２０８～
０７０７３５５；（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０７０４９２６～０７０５０１４；１４７Ｓｍ／１４４Ｎｄ＝
０１７１７～０１７３４；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０５１２８４９～０５１２８５０；εＮｄ（ｔ）

＝４８８～４９１。而干龙塘ＭＯＲＢ型玄武岩样品的８７Ｓｒ／８６Ｓｒ＝
０７０３９２５；（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０７０３４２９；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０５１３０４７；

εＮｄ（ｔ）＝＋７３。在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图４）图解上，弄巴

玄武岩的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值较ＭＯＲＢ偏ＭＯＲＢ相近，表明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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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干龙塘弄巴地区玄武岩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组成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ｒＮｄ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ｔｉｎ
ＧａｎｌｏｎｇｔａｎｇＮｏｎｇｂａａｒｅａｓ

样品号 ＳＨ７３ ＳＨ７４ ＳＨ１００

岩性 玄武岩

Ｐｂ １３７ ０９７ ４１１

Ｔｈ ０５０ ０４５ ０１３

Ｕ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０７
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２０２４７０５ １９８６４４１１ １７４９７８９８

２σ ０００８４８ ０００６９８ ００００８５６
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 １５６５６２５７ １５６８１３７ １５４３６７０２

２σ ０００６８２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０９２４
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 ４０６１１８９６ ４０２４５１１７ ３７３７８８０４

２σ ００１７１６ ００１４２２ ０００２４

Ｓｒ（×１０－６） １６２ １５９ １０１

Ｒｂ（×１０－６） ３０７ ２９５ ２６
８７Ｒｂ／８６Ｓｒ ０５４８７９ ０５３６９４４ ００７３３６９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 ０７０７３５５ ０７０７２０８ ０７０３７４７

２σ ０００００１１５４ ０００００１１６２ ０００００１５３２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 ０７０５０１４ ０７０４９１６ ０７０３４２９
１４７Ｓｍ／１４４Ｎｄ ０１７１６６ ０１７３４５６ ０２１６５５５
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 ０５１２８４９ ０５１２８５ ０５１３０４７

２σ ０００００１０８４ ００００００８３２ ００００００８１６

Ｎｄ（×１０－６） ８２９ ７９７ ７９２

Ｓｍ（×１０－６） ２３５ ２２９ ２８４

εＮｄ（ｔ） ４９１ ４８８ ７３４

图４　弄巴干龙塘玄武岩８７Ｓｒ／８６ＳｒεＮｄ（ｔ）相关图
ＭＯＲＢ洋中脊玄武岩，ＯＩＢ洋岛玄武岩数据引自 Ｚ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和 ＢａｒｒｙａｎｄＫｅｎｔ（１９９８）；ＤＭ、ＨＩＭＵ、ＥＭＩ和 ＥＭⅡ地幔端元引自 Ｚｉｎｄｌｅｒ

ａｎｄＨａｒｋ（１９８６），铜厂街和金沙江玄武岩数据引自魏启荣等（２００３）

Ｆｉｇ４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εＮｄ（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ｔｓｆｒｏｍＮｏｎｇｂａａｎｄＧａｎｌｏｎｇｔａｎｇａｒｅａ

起源于亏损的地幔源区。而干龙塘玄武岩 ＳＨ１００落于
ＭＯＲＢ范围之内。

Ｕ、Ｔｈ和Ｐｂ含量采用 ＩＣＰＭＳ法测定，Ｓｍ、Ｎｄ、Ｒｂ、Ｓｒ含
量和同位素比值采用同位素稀释法测定；εＮｄ＝［（

１４３Ｎｄ／
１４４Ｎｄ）Ｓ／（

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ＣＨＵＲ１］×１０
４，（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ＣＨＵＲ ＝

０５１２６３８，ｔＤＭ＝１／λ×ｌｎ（１＋（（（
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Ｓ－０５１３１５）／

（（１４７Ｓｍ／１４４Ｎｄ）Ｓ!０２１３７））），ｓ＝样品，Ｒｂ衰变常数 λ＝

１４２×１０－１１ａ－１；Ｓｍ衰变常数λ＝６５４×１０－１２ａ－１

弄巴玄武岩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９８６４４～２０２４７０，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
＝１５６５６３～１５６８１３，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 ＝４０２４５１～４０６１１８。
在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和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图解上
（图５ａ，ｂ），均位于 Ｔｈ／Ｕ＝４０的北半球参考线（ＮＨＲＬ）之
上，靠近ＤＭ和 ＭＯＲＢ的范围，表明岩石起源于亏损地幔。
相比弄巴玄武岩，干龙塘玄武岩 Ｐｂ同位素明显偏高，其
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７４９７８，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４３６７，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
３７３７８８。在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和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图解上（图５ａ，ｂ），干龙塘玄武岩靠近上地壳或 ＨＩＭＵ型富
集地幔，结合其主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可以认为该套岩

石起源于亏损地幔，但岩石可能受到流体作用，导致其Ｐｂ含
量升高，Ｐｂ同位素比值发生变化。

５　讨论

５１　玄武岩的成因类型及源区性质
Ｔａ／Ｙｂ主要与地幔部分熔融及幔源性质有关，对于鉴别

火山岩的源区特征有重要意义（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８３）。干龙塘拉斑
玄武岩在 Ｔｈ／ＹｂＴａ／Ｙｂ图解（图 ６ａ）中均位于亏损地幔

１０２３赖绍聪等：昌宁孟连缝合带干龙塘－弄巴蛇绿岩地球化学及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组成研究



图５　弄巴干龙塘玄武岩铅同位素组成图解（据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３）
１弄巴玄武岩；２干龙塘玄武岩

Ｆｉｇ５　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ｅＰｅｒｍｉａｎｂａｓａｌｔｓｉｎＮｏｎｇｂａＧａｎｌｏｎｇｔａｎｇａｒｅａ（ａｆｔｅｒ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３）

（ＤＭ）附近；弄巴拉斑玄武岩具有低的Ｙｂ含量，在图６ａ中位
于ＭＯＲＢ区附近，它们均显示了来自亏损源区的总体特征。
而弄巴碱性玄武岩则位于ＯＩＢ趋势线上。Ｚｒ和 Ｙ是蚀变及
变质过程中十分稳定的痕量元素，而火山岩中 Ｔｉ丰度与火
山岩源区物质组成及火山岩的形成环境有密切关系（Ｐｅａｒｃｅ，
１９８３）。该组玄武岩 Ｔｉ／Ｖ为２０～４３平均３１；Ｔｈ／Ｔａ为０７２
～１７２平均为 １０７；Ｔｈ／Ｙ为 ０００９～００３，平均为 ００１４；
Ｔａ／Ｙｂ十分稳定，在００７～０３６之间，平均为０１３；它们与
来自亏损的软流圈地慢的 ＭＯＲＢ型玄武岩具有完全一致的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８３）。根据 Ｔｉ／Ｚｒ、Ｔｉ／Ｙ比
值特征及Ｔｉ／Ｚｒ、Ｔｉ／Ｙ图解（图６ｃ）可以看到，区内干龙塘和
弄巴拉斑玄武岩类均位于ＭＯＲＢ型源区之内或其附近，说明
它们的确为典型的亏损地幔源成因，应为典型洋壳蛇绿岩的

组成部分。在 Ｎｂ／ＹｂＴｈ／Ｙｂ和 Ｎｂ／ＹｂＴｉＯ２／Ｙｂ（Ｐｅａｒｃｅ，
２００８）（图６ａ，ｂ）上，弄巴拉斑玄武岩落于 ＥＭＯＲＢ区域，表
明岩石源区有可能曾和地幔柱发生过相互作用或是起源于

较富集的地幔的低程度部分熔融作用；弄巴碱性玄武岩落于

ＯＩＢ区域，而干龙塘拉斑玄武岩则落于 ＮＭＯＲＢ区域，表明

岩石起源于亏损的地幔源区。

高场强元素Ｚｒ、Ｈｆ、Ｎｂ、Ｔａ在蚀变和变质作用过程中具
有良好稳定性，是岩石成因和源区性质的良好示踪剂。弄巴

拉斑玄武岩具有高的 Ｎｂ／Ｕ（３９～４４，平均为４０５）和 Ｃｅ／Ｐｂ
比值（５９１～１３３０，平均为１０４７），这与原始地幔接近（Ｎｂ／
Ｕ＝３０，Ｃｅ／Ｐｂ＝９）（Ｈｏｆｆ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６），而明显高于地壳
（Ｎｂ／Ｕ＝９，Ｃｅ／Ｐｂ＝３）（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这表明
岩石没有受到明显的地壳物质的混染。此外，弄巴拉斑玄武

岩的Ｚｒ／Ｎｂ比值介于１１到１３之间，远低于 ＮＭＯＲＢ（Ｚｒ／Ｎｂ
＞３０）而与 ＥＭＯＲＢ玄武岩（Ｚｒ／Ｎｂ＝１０，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９）比较
接近。弄巴碱性玄武岩具有较高的 Ｎｂ／Ｕ（４３）和较低的 Ｃｅ／
Ｐｂ（７３０），其 Ｎｂ／Ｌａ比值为 １４５，明显高于典型 ＭＯＲＢ
（＜１０）（Ｃｏｎｄｉｅ，１９８９），具有富集地幔源区起源的洋岛玄武
岩的特征。弄巴拉斑玄武岩 Ｚｒ／Ｎｂ比值介于５１～６４之间，
与亏损型ＮＭＯＲＢ相近（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９），表明岩石起源于亏
损的地幔源区，同时其 Ｎｂ／Ｕ比值表现出极大地变化范围，
其中ＳＨ１００的Ｎｂ／Ｕ比值为２３，其它三个样品的Ｎｂ／Ｕ比值
介于４７～６１之间，岩石的 Ｃｅ／Ｐｂ比值（１９４～６７２）明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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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弄巴干龙塘地区玄武岩Ｎｂ／ＹｂＴｈ／Ｙｂ（ａ），Ｎｂ／ＹｂＴｉＯ２／Ｙｂ（ｂ）和Ｔｉ／ＺｒＴｉ／Ｙ（ｃ）图解（据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８３；Ｈｅｒｇｔ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Ｐｅａｒｃｅ，２００８）
ＳＨＯ钾玄岩系列；ＣＡＢ钙碱系列；ＴＨ拉斑系列；ＤＭ亏损地幔；ＭＯＲＢ洋中脊玄武岩；ＯＩＢ洋岛玄武岩；１干龙塘拉斑玄武岩；２弄巴拉斑玄

武岩；３弄巴碱性玄武岩

Ｆｉｇ６　Ｎｂ／ＹｂＴｈ／Ｙｂ（ａ），Ｎｂ／ＹｂＴｉＯ２／Ｙｂ（ｂ）ａｎｄＴｉ／ＺｒＴｉ／Ｙ（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ｔｓｆｒｏｍＮｏｎｇｂａＧａｎｌｏｎｇｔａｎｇａｒｅａ

（ａｆｔｅｒ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８３；Ｈｅｒｇ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Ｐｅａｒｃｅ，２００８）

于ＮＭＯＲＢ（Ｈｏｆｆ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６），表明岩石可能受到流体
的交代作用，导致其Ｐｂ含量升高，Ｃｅ／Ｐｂ比值降低。

因此可以认为，弄巴拉斑玄武岩具有富集型洋脊玄武岩

（ＥＭＯＲＢ）的特征，其可能起源于富集的地幔源区或是亏损
地幔源区和地幔柱发生交代作用的结果。弄巴碱性玄武岩

具有典型的碱性ＯＩＢ的特征。可能是大洋板内热点前部熔
融的产物，干龙塘拉斑玄武岩起源于亏损的地幔源区。

５２　蛇绿岩的形成时代及构造环境

三江特提斯构造带昌宁孟连洋的构造属性及发育时限
一直存在很大争论（莫宣学等，１９９１，１９９３，２００１；张翼飞和
段锦荪，２００１；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在弄巴剖面中含丰富的紫
红色、灰色含放射虫硅质岩及含放射虫泥晶灰岩，其中已获

得可靠的早石炭世和二叠纪的牙形石、放射虫。其岩石组

合、沉积、喷发环境、地质时代等特征皆与周围地层明显不同

（张翼飞和段锦荪，２００１），除大勐龙附近曾有紫红色放射虫

硅质岩报道（钱祥贵和吕伯西，２０００）外，在区域上也无相似
者。特别是大洋盆地所特有的紫红色薄层状放射虫硅质岩

与基性火山岩组成的喷发沉积序列，指示了弄巴剖面火山
岩为蛇绿岩的组成部分，应形成于石炭二叠纪时期的有限
洋盆环境。张翼飞和段锦荪（２００１）在干龙塘地区同样构造
属性的斜长角闪片岩（变质玄武岩）中获得的锆石ＵＰｂ年龄
为：３３０６９Ｍａ，３３４１５Ｍａ和３４９０５Ｍａ，从而提出昌宁孟连洋
盆的形成时期可能应该在 ３３０～３５０Ｍａ左右。Ｊｉ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对昌宁孟连带蛇绿岩进行的岩石地球化学和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代学研究认为，昌宁孟连带蛇绿岩的形成
时代为晚二叠纪（２７０～２６４Ｍａ）洋壳俯冲环境，代表了古特
提斯洋主洋开始发生闭合的阶段。从出露部位和岩石大地

构造组合特征看，干龙塘弄巴蛇绿岩组合应为区域上其北
部的云县铜厂街蛇绿混杂岩与其南部孟连县蛇绿岩的中间

地带，三者构成一大致呈北北东或近南北向带状展布的较大

规模的蛇绿构造混杂带。

Ｔｈ、Ｎｂ、Ｌａ都是强不相容元素，可最有效地指示源区特

３０２３赖绍聪等：昌宁孟连缝合带干龙塘－弄巴蛇绿岩地球化学及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组成研究



图７　火山岩Ｎｂ／ＴｈＮｂ和Ｌａ／ＮｂＬａ图解（据李曙光，１９９３）
ＭＯＲＢ洋中脊玄武岩；ＯＩＢ洋岛玄武岩；ＩＡＢ岛弧玄武岩；１干龙塘拉斑玄武岩；２弄巴拉斑玄武岩；３弄巴碱性玄武岩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Ｎｂ／ＴｈＮｂａｎｄＬａ／ＮｂＬ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ａｆｔｅｒＬｉ，１９９３）

征（李曙光，１９９３）。Ｎｂ、Ｌａ、Ｔｈ在海水蚀变及变质过程中是
稳定或比较稳定的元素，所以利用Ｌａ／ＮｂＬａ和Ｎｂ／ＴｈＮｂ图
解可以区分洋脊、岛弧和洋岛玄武岩（李曙光，１９９３）。从图
７可以看出，干龙塘和弄巴拉斑玄武岩类总体均处在典型的
洋中脊（ＭＯＲＢ）火山岩范围内。而弄巴碱性玄武岩则显示
为典型的洋岛碱性玄武岩（ＯＩＢ）特征。根据我们前面讨论
的岩石源区性质的结果来看，弄巴和干龙塘ＭＯＲＢ型玄武岩
可能形成于洋脊环境。因此我们认为，昌宁孟连洋应该为
主洋盆，在古生代时期这里确实存在洋壳。

６　结论

通过对弄巴干龙塘蛇绿混杂岩中玄武岩的详细研究，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弄巴拉斑玄武岩高ＴｉＯ２和低Ｋ２Ｏ含量，轻稀土稍显
富集，（Ｌａ／Ｙｂ）Ｎ介于１８７～２３８之间，岩石的 ＳｒＮｄＰｂ同
位素组成和典型 ＭＯＲＢ十分相似，结合岩石较高的 Ｔｈ／Ｙｂ
和低的Ｚｒ／Ｎｂ比值，可以认为弄巴拉斑玄武岩具有富集型洋
脊玄武岩（ＥＭＯＲＢ）的特征，可能起源于富集的地幔源区或
是亏损地幔源区和地幔柱发生交代作用的结果。弄巴碱性

玄武岩具有极高的 ＴｉＯ２（２３８％）和 Ｋ２Ｏ（２３７％）含量，
（Ｌａ／Ｙｂ）Ｎ＝１１１９，富集轻稀土，弄巴碱性玄武岩具有典型
的碱性ＯＩＢ的特征，可能形成于是大洋板内热点地区。

（２）干龙塘拉斑玄武岩具有高 ＴｉＯ２、Ｍｇ
＃，低 Ｋ２Ｏ、亏损

轻稀土等特征，表现出ＮＭＯＲＢ的地球化学特征，岩石的Ｓｒ
ＮｄＰｂ与ＭＯＲＢ相似，表明干龙塘拉斑玄武岩起源于亏损的
地幔源区。岩石在后期变质过程中可能受到流体的交代作

用，导致其Ｐｂ含量升高，Ｃｅ／Ｐｂ比值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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