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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华北克拉通中部造山带被认为是由东西部陆块碰撞而产生的陆陆碰撞带，而恒山五台阜平地区位于中部造山带
的中部，是该地区最大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基底岩石剖面。总体上，五台杂岩可以分为变质表壳岩和花岗质岩体两大类，前者

又被划分为五台群和滹沱群，而后者可划分为２５６０～２５２０Ｍａ侵位的强烈变形的闪长岩英云闪长岩奥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
系列、２１７６～２０８４Ｍａ侵位的弱变形的斑状正长钾质花岗岩以及约１８１０Ｍａ侵位的未变形的Ａ型花岗岩。在晚太古代花岗岩
中普遍发育有斜长角闪岩包体，它们在露头上不连续分布，呈绿色到黑色，强烈拉伸成扁条状或透镜状，直径一般在几米到十

几米之间。根据地球化学特征恢复它们的原岩为拉斑玄武岩。锆石ＵＰｂ定年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晶时代为２７Ｇａ，变质时代
为１８５Ｇａ。全岩εＮｄ（ｔ）值为－３１～＋３５，亏损地幔模式年龄为２８３～３６５Ｇａ。原始地幔均一化蛛网图解上，斜长角闪岩具
有明显的Ｎｂ、Ｔａ和Ｔｉ的负异常，而在球粒陨石均一化稀土元素配分图解中它们具有轻稀土弱富集［（Ｌａ／Ｙｂ）Ｎ＝１３６～３５２］
以及重稀土平坦［（Ｇｄ／Ｙｂ）Ｎ＝０９４～１３８］的特征。地球化学以及同位素特征表明它们很可能来自于受到俯冲板片流体改
造的轻度富集地幔中尖晶石二辉橄榄岩的部分熔融。更重要地，这些斜长角闪岩包体的锆石 ＵＰｂ年龄与全岩 Ｎｄ亏损地幔
模式年龄相似，都为２７～２８亿年左右，这说明在华北克拉通中部造山带很可能存在过大量的２７亿年左右的新生地壳岩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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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代表了一期重要的地壳生长事件。

关键词　　五台杂岩；斜长角闪岩包体；锆石ＵＰｂ定年；地球化学；华北克拉通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５８８３４；Ｐ５９７３

１　引言

华北克拉通是中国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克拉通之一，是探

索地球早期地质演化历史的重点地区（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ＫｕｓｋｙａｎｄＬｉ，２００３；Ｗｉｌ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ａ，ｂ；
Ｗｉｌｄｅ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５）。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很多
学者对于华北克拉通的构造演化历史以及构造划分提出了

图１　华北克拉通构造划分图（据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修改）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ａｆｔｅｒ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不同的模式。例如，伍家善等（１９９８）将华北克拉通基底划分
为胶辽陆块、迁怀陆块、晋冀陆块、豫皖陆块和蒙陕陆块五个

微陆块，而胶辽陆块与迁怀陆块在２５亿年左右碰撞形成了
一个较大的陆块，该陆块则在１８亿年与其它陆块拼合形成
了统一的基底；ＺｈａｉａｎｄＳａｎｔｏｓｈ（２０１１）则将华北克拉通基底
划分为胶辽陆块、迁怀陆块、鄂尔多斯陆块、集宁陆块、许昌

陆块、徐淮陆块以及阿拉善陆块七个微陆块，而克拉通化则

在２５亿年完成。近年来，对于华北克拉通构造演化研究的
重要进展之一是在其中识别出了一条早元古代的碰撞造山

带，称为中部造山带。两个独立的陆块（东部陆块和西部陆

块）沿着这条造山带碰撞拼合从而最终形成了华北克拉通的

统一基底（图１；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２００５；Ｗｉｌｄｅ，２００２；Ｇｕ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０５；ＫｕｓｋｙａｎｄＬｉ，２００３；Ｗｉｌｄｅ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５；
Ｋｒ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ａ，ｂ，２００６；Ｐｏｌ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Ｌｉ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Ｆａｕ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ＬｉａｎｄＫｕｓｋｙ，２００７；Ｔｒａｐ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然而，对于这两个陆块碰撞拼合的时间以及详细的
构造过程还存在着很多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俯冲的方向

是向西的，而碰撞事件发生在 ２５亿年左右（ＫｕｓｋｙａｎｄＬｉ，
２００３；Ｐｏｌ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ＬｉａｎｄＫｕｓｋｙ，２００７）；相反地，另一
部分学者则认为俯冲方向是向东的，而最终的碰撞事件发生

在１８５亿年左右（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Ｗｉｌ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Ｋｒ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ａ，ｂ，２００６；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Ｆａｕ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和Ｔｒａｐ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提出了第三
种模式，他们认为俯冲方向是向西的，并且在２１亿年和１８５
亿年发生了两次碰撞事件。Ｗａｎｇ（２００９）及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则认为恒山五台阜平弧地体是在２５亿年拼合的，而
它们在２１亿年与西部陆块拼合在一起，华北克拉通最终的
克拉通化则是在１８亿年。

８５８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１０）



图２　恒山五台阜平地区地质简图（据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修改）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ＷｕｔａｉＦｕｐｉｎｇｂｅｌｔ（ａｆｔｅｒ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恒山五台阜平地区是中部造山带中部最具代表性的基
底岩石剖面，因此被认为是解析华北克拉通不同构造模式最

理想的地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一地区两个高级

变质片麻岩地体（阜平杂岩和恒山杂岩）分别位于东南和西

北，而它们中间则被一个低级花岗绿岩带（五台杂岩）所分隔

（图２）。田永清（１９９１）认为恒山杂岩和阜平杂岩曾是一个
陆块，它在晚太古代经历了裂谷作用从而形成了五台绿岩

带，而该裂谷在古元古代闭合。刘树文等（２００２）则认为阜平
杂岩和恒山杂岩在华北克拉通演化早期为同一构造单元，相

当于东部陆块的西部活动陆缘，经历了东西陆块的碰撞作

用。然而，另一种模式则认为恒山五台阜平地区是一个晚
太古代陆弧陆碰撞带，恒山杂岩和阜平杂岩分别代表了两
个不同的太古宙陆块，五台花岗绿岩带则是其中的岛弧（白
瑾，１９８６；李继亮等，１９９０；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Ｐｏｌａｔ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近年来，根据恒山、五台和阜平杂岩中大量发表的同
位素年代学数据整体上的相似性，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提出这
三个杂岩代表了一个晚太代末到早元古代长期发展的岩浆

弧体系，其中五台杂岩可能代表了上地壳岩石组合而恒山杂

９５８２刘超辉等：五台杂岩晚太古代花岗质岩石中斜长角闪岩包体的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研究



岩和阜平杂岩则为下地壳山根带。

恒山五台阜平地区最主要的岩石组合为２５６亿年到
２４８亿年与俯冲作用相关的花岗质岩石（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Ｋｒ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ａ，ｂ）。在这些花岗质
岩石中普遍发育着斜长角闪岩包体，而这些包体是我们研究

这一地区更早期构造演化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前人对于阜

平地区ＴＴＧ片麻岩中的斜长角闪片麻岩包体进行了年代学
和地球化学研究（Ｇｕａｎ，２０００；Ｇ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认为它们
的形成时代为２７Ｇａ。然而，对于五台地区花岗类岩石中的
斜长角闪岩包体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我们仍然不能很好地

回答以下问题：（１）这些斜长角闪岩包体的原岩是什么；（２）
它们是什么时代形成的；（３）它们的源区性质如何。本文试
图通过新获得的五台地区花岗质岩石中斜长角闪岩包体的

锆石ＵＰｂ年龄、全岩地球化学和Ｎｄ同位素数据对以上问题
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２　地质背景

恒山五台阜平地区位于中部造山带中部，呈北东南西
向展布（图１）。位于西北部的恒山杂岩与五台杂岩之间由
桑干河和滹沱河冲积所形成的宽阔河谷所分隔（图２）。位
于东南部的阜平杂岩与五台杂岩之间则为构造接触关系，它

们被龙泉关韧性剪切带所分隔（图 ２；李江海和钱祥麟，
１９９１；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恒山杂岩和阜平杂岩的主体岩
石组合相似，都为晚太古代末到早元古代的灰色英云闪长

质奥长花岗质花岗闪长质（ＴＴＧ）片麻岩、基性麻粒岩以及
表壳岩（火山岩和沉积岩），变质程度达到了角闪岩相到麻粒

岩相（Ｔｉ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Ｋｒｎ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ａ，ｂ；Ｏ’Ｂｒｉ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五台杂岩主要由晚太古代
到早元古代的花岗岩类岩石以及变质表壳岩组成，后者传统

上被划分为五台群和滹沱群（白瑾，１９８６；李继亮等，１９９０；苗
培森等，１９９９）。花岗岩类侵入体大体上可划分为 ２５６０～
２５２０Ｍａ侵位的强烈变形的闪长岩英云闪长岩奥长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系列（包括车厂北台、大寨口、峨口、石佛、兰芝
山、光明寺岩体以及王家会岩体的灰色相；Ｗｉｌｄ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ａ；Ｗｉｌｄｅ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５），２１７６～２０８４Ｍａ侵位的弱片麻
状块状的正长钾质花岗岩（大洼梁岩体以及王家会岩体的
粉色相，Ｗｉｌｄｅ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５；黄金山花岗斑岩，Ｄ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以及１８１０Ｍａ侵位的未变形的 Ａ型花岗岩（凤凰山和
莲花山岩体；白瑾，１９８６）。

早期研究根据岩石组合以及变质程度的不同将五台群

划分为三个亚群。最下部的石咀亚群由橄榄岩、大洋拉斑玄

武岩、英安岩、条带状铁建造（ＢＩＦ）、斜长角闪岩、砂岩以及少
量石灰岩组成，变质程度达到了角闪岩相。其中的橄榄岩、

大洋拉斑玄武岩以及硅质岩的组合被认为代表了残余的洋

壳，而其它的沉积岩则代表了大陆或者弧后盆地的沉积物

（李继亮等，１９９０；吴昌华和钟长汀，１９９８）。中部的台怀亚群

主体岩石组合为绿片岩相变质的酸性火山岩和拉斑玄武岩，

地球化学特征类似于现代的弧相关火山岩组合（白瑾，

１９８６）。上部的高凡亚群则包含了绿片岩相变质的石英岩、
变质粉砂岩、变质砂岩以及千枚岩（白瑾，１９８６；田永清，
１９９１），它们被认为可能是浊积岩组合（白瑾，１９８６）。前人曾
经认为五台群被晚太古代五台花岗岩所切穿，但是 ＳＨＲＩＭＰ
锆石年代学研究表明五台群不同层位的中酸性火山岩都形

成于２５３０～２５１５Ｍａ，与２５６０～２５１５Ｍａ侵位的晚太古代五台
花岗岩几乎同时或稍晚（Ｗｉｌｄｅ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５）。这些年代
学数据还说明前人所认为的具有上下层位关系的石咀、台怀

和高凡亚群为几乎同时形成的火山沉积岩组合，很可能是
后期构造活动把它们肢解后又沿着北东南西向韧性剪切带
并置在一起的（Ｗｉｌ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ａ；Ｗｉｌｄｅ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５；
Ｋｒ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ａ）。然而，Ｗ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在高凡亚群
中获得了２４７Ｇａ的最年轻碎屑锆石年玲，因此认为高凡亚
群应形成于古元古代，应从五台群中解体出来。

滹沱群不整合覆盖在五台花岗岩、五台群以及阜平杂岩

之上（图２），被认为是恒山五台阜平地区长城系之前最年
轻的岩石地层单元。滹沱群位于五台杂岩的南部，几乎占据

了整个杂岩出露面积的四分之一，自下而上被划分为豆村亚

群、下东冶亚群、上东冶亚群和郭家寨亚群（山西省地质矿产

局，１９８９）。豆村亚群包括四集庄组、南台组和大石岭组，岩
石类型主要为砾岩、石英岩、板岩、千枚岩以及火山碎屑岩，

变质程度为绿片岩相。这些陆源沉积物在垂向上呈现了从

粗粒硅质碎屑岩到细粒硅质碎屑岩的变化，被认为沉积于与

地堑相关的构造背景中（苗培森等，１９９９）。之上的下东冶亚
群包括了青石村组、文山组和河边村组，主体岩石为浊积岩

以及变质火山岩和白云岩夹层。前人对于豆村亚群和下东

冶亚群中变质火山岩的地球化学研究认为它们喷发于裂谷

相关的环境中（杜利林等，２００９）。上东冶亚群包括了建安村
组、北大兴组和天蓬垴组，主体岩石组合为厚层白云岩以及

硅质碎屑岩夹层。最上部的郭家寨亚群主要由磨拉石类沉

积岩组成，从下部西河里组的千枚岩到黑山背组的粗粒长石

石英岩再到上部雕王山组的砾岩（白瑾，１９８６）。这些陆相磨
拉石类沉积物整体上呈楔状，向上变粗的岩石序列，在北北

西处最厚可达 ９００ｍ，向南南东向迅速尖灭（苗培森等，
１９９９）。近年来，对于滹沱群的年代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Ｗｉｌ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ｂ）从滹沱群下部的酸性凝灰岩中获得了
２１８０Ｍａ和２０８７Ｍａ两组年龄。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从四集庄组
底砾岩中的火山岩夹层中获得了２１４０Ｍａ的锆石结晶年龄。
类似的，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和杜利林等（２０１１）分别在豆村亚
群中得到了２１０６Ｍａ和２１３４Ｍａ的最年轻的碎屑锆石年龄。
此外，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还在上东冶亚群中获得了１８７７Ｍａ的
最年轻的碎屑锆石年龄。综合以上数据，前人认为豆村亚群

初始形成时代为２１～２２亿年左右，而郭家寨亚群开始沉积
的时代则在１９～１８亿年左右（杜利林等，２０１１；Ｌｉ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滹沱群碎屑岩的物源则以２５亿年左右的五台花岗

０６８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１０）



图３　斜长角闪岩包体的野外照片
（ａ）为样品１２ＷＴ１０１；（ｂ）为样品１２ＷＴ５４１

Ｆｉｇ．３　Ｆｉｅｌｄ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ａ）ｓａｍｐｌｅ１２ＷＴ１０１；（ｂ）ｓａｍｐｌｅ１２ＷＴ５４１

图４　斜长角闪岩包体的镜下照片
（ａ）为样品１２ＷＴ０４１；（ｂ）为样品１２ＷＴ４９１

Ｆｉｇ．４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ａ）ｓａｍｐｌｅ１２ＷＴ０４１；（ｂ）ｓａｍｐｌｅ１２ＷＴ４９１

岩以及恒山和阜平ＴＴＧ片麻岩为主，以２１亿年左右的早元
古代花岗岩为辅（Ｗ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杜利林等，２０１１；Ｌｉ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五台地区晚太古代花岗质岩石中的斜长角闪岩包体主

要分布在强烈变形的闪长岩英云闪长岩奥长花岗岩花岗
闪长岩中，岩石类型以斜长角闪岩为主，与围岩接触处观察

不到明显的“烘烤边”结构，露头上不连续分布，呈绿色到黑

色，强烈拉伸成扁条状或透镜状，大小一般在几米到十几米

之间，与围岩变形协调（图３）。镜下显示为细粒、粒状变晶
结构，块状到弱片麻状构造。主要矿物组合为角闪石４０％～
６０％，斜长石４０％～６０％，含或不含石英，副矿物有金红石、
磁铁矿、锆石、磷灰石、榍石和褐帘石等，斜长石常出现绢云

母化（图４）。

３　样品采集及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共选取了 ３个斜长角闪岩样品（１２ＷＴ１０１，
１２ＷＴ１８１和１２ＷＴ５４１）进行了锆石 ＵＰｂ定年。锆石的分
选是经过标准的重液及电磁方法后从重矿物中手工挑选出

来。随后锆石被固定在透明胶带上，再通过灌入环氧树脂的

方法使锆石颗粒固定并抛光到二分之一，最后在透射光和反

射光下进行显微照相，从而获得关于锆石表面和内部结构的

初步信息。锆石的阴极发光显微照相（ＣＬ）是通过ＪＳＭ６５１００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以及配套的 Ｇａｔａｎ阴极发光系统完成的。

锆石的ＵＰｂ同位素测定是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
所通过 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ｎｎｉａｎＮｅｐｔｕｒｅＭＣＩＣＰＭＳ以及配套的
ＮｅｗｗａｖｅＵＰ２１３ｎｍ激光剥蚀系统完成的。实验中采用的束
斑直径为３２μｍ，频率为１０Ｈｚ，采用国际标准锆石 ＧＪ１作为
外标，使用 ＩＣＰＭＳＤａｔａＣａｌ８４（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进行校正。
仪器运行的具体环境和分析过程见侯可军等（２００９）。年龄
计算及谐和图的绘制使用 ＩＳＯＰＬＯ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３０；Ｌｕｄｗｉｇ，
２００３）软件完成。

本次研究我们共采集了１６个斜长角闪岩包体样品进行
全岩主、微量元素测试。在去除受到后期风化以及热液蚀变

影响的部分后，样品新鲜的部分被粉碎到２００目后溶解。常
量元素分析采用了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扫描型波长色散

Ｘ射线荧光光谱仪（ＸＲＦ，Ｒｉｇａｋｕ２１００）。微量元素（包括稀
土元素）的测试也是在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完成的，采用

的方法为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ＩＣＰＭＳ，ＴＪＡＰＱ
Ｅｘｃｅｌ）。全岩地球化学数据的处理使用了 Ｅｘｃｅｌ插件
“ＧｅｏＰｌｏｔ”（ＺｈｏｕａｎｄＬｉ，２００６）。全岩Ｎｄ同位素测定是在中
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固体同位素实验室的Ｔｒｉｔｏｎ
Ｐｌｕｓ型质谱仪上完成的，详细的实验流程和分析方法见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图５　斜长角闪岩包体中锆石的ＣＬ图像
圆圈代表了ＵＰｂ测试的位置，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年龄也在相应位置标

出图中标尺为１００μｍ

Ｆｉｇ．５　ＣＬ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Ｃｉｒｃｌｅｓｓｈｏｗ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ｂ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ｓ，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ａｇｅｓａｒｅ

ａｌｓｏｐｌｏｔｔｅｄ，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ｂａｒｉｓ１００μｍｌｏｎｇ

４　分析结果

４１　锆石ＵＰｂ年龄
斜长角闪岩包体１２ＷＴ１０１的锆石多为短柱状，长宽比

在１～２之间，粒度多在４０～８０μｍ，个别可达１１０～１３０μｍ。
ＣＬ图像显示大部分锆石内部发育环带结构，显示岩浆成因
特征（图５），部分锆石则显示它们经历了强烈的后期重结晶

１６８２刘超辉等：五台杂岩晚太古代花岗质岩石中斜长角闪岩包体的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研究



表１　斜长角闪岩包体的锆石ＵＰｂ同位素数据

Ｔａｂｌｅ１　Ｕ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测点号

同位素比值 年龄（Ｍａ）

Ｔｈ／Ｕ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１σ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１σ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１σ

谐和度

（％）

１２ＷＴ１０１：斜长角闪岩
４ ４２０ ０１８６９０ ０００１５９ ８６８８４６ ０５９１９７ ０３３８８４ ００２４５６ ２７１７ １４ ２３０６ ６２ １８８１ １１８ ６９
５ ２２７ ０１８２７６ ０００１３１ ８４２２０９ ００９１０３ ０３３５７６ ０００５１７ ２６８０ １２ ２２７８ １０ １８６６ ２５ ７０
８ ２５８ ０１８２１４ ００００８０ ９２８７１５ ００５７０２ ０３７０１２ ０００２５６ ２６７３ ７ ２３６７ ６ ２０３０ １２ ７６
１０ ５４２ ０１８３７８ ０００３３８ １０３０５５５ ０３４７８９ ０４１４５０ ００１８０６ ２６８７ ３１ ２４６３ ３１ ２２３５ ８２ ８３
１１ ３１５ ０２２４４３ ００００７９ １２６５０４６ ０１２３９９ ０４０８７８ ０００３６９ ３０１３ ６ ２６５４ ９ ２２０９ １７ ７３
１２ ２０６ ０１６５００ ０００２１５ ６１８１６９ ００８４３６ ０２７１７７ ０００２３８ ２５０９ ２１ ２００２ １２ １５５０ １２ ６２
１４ ２９７ ０１３０８１ ０００１４９ ５２７３７４ ００３８５８ ０２９４２３ ０００４０７ ２１０９ ２０ １８６５ ６ １６６３ ２０ ７９
１５ ６０１ ０１２８９６ ００００４２ ４９４１９５ ００４０７２ ０２７７９１ ０００２０９ ２０８４ １０ １８０９ ７ １５８１ １１ ７６
１８ ４４３ ０１１３５９ ０００１０９ ４３１８７４ ００４８１３ ０２７５７７ ０００２１２ １８５８ １８ １６９７ ９ １５７０ １１ ８５
１９ ０９９ ０１８３５３ ０００１０４ ４９２３０４ ００７７２４ ０１９４９２ ０００３７３ ２６８５ １０ １８０６ １３ １１４８ ２０ ４３
２４ ９１９ ０１１３７３ ００００６９ ３８０２３３ ００５０８２ ０２４２４５ ０００２６７ １８６１ １１ １５９３ １１ １３９９ １４ ７５
２７ ３４９ ０１９１０７ ０００２７０ １１６４６６１ ００８６９２ ０４４２２０ ０００９４６ ２７５２ ２４ ２５７６ ７ ２３６１ ４２ ８６
２８ ２４０ ０１８３４６ ０００１７１ ６９３５７７ ００６９３９ ０２７４４６ ０００３２２ ２６８４ １５ ２１０３ ９ １５６３ １６ ５８
３１ ４８４ ０１１２３０ ００００５１ ２９７４８６ ００１８４２ ０１９２１２ ０００１３９ １８３７ １３ １４０１ ５ １１３３ ８ ６２
１２ＷＴ１８１：斜长角闪岩
５ ４５７ ０１１３５７ ０００１１６ ３０２５９０ ００５５０８ ０１９３３１ ０００１９１ １８５７ １９ １４１４ １４ １１３９ １０ ６１
８ ２２８ ０１２６０８ ００００５８ ４９７８０１ ００３９８０ ０２８６８１ ０００２２５ ２０４４ ９ １８１６ ７ １６２６ １１ ８０
９ ３９７ ０１１４８７ ００００９７ ３４４５９９ ００３８７７ ０２１７７１ ０００１１１ １８８０ １６ １５１５ ９ １２７０ ６ ６８
１１ ３５８ ０１１３２０ ００００５５ ３９３１２９ ００３１１７ ０２５２１６ ０００２７３ １８５２ ９ １６２０ ６ １４５０ １４ ７８
１２ ３４３ ０１２４５６ ００００５９ ６３５７００ ００３７０２ ０３７０３５ ０００１７３ ２０３３ ９ ２０２６ ５ ２０３１ ８ １００
１３ ４５４ ０１１３６８ ００００８８ ３３０７５８ ００３１８４ ０２１１１２ ０００１１６ １８５９ ９ １４８３ ８ １２３５ ６ ６６
１４ ２５５ ０１３１６８ ００００５２ ５９３９４１ ００３２０２ ０３２７３１ ０００１４２ ２１２１ ７ １９６７ ５ １８２５ ７ ８６
１５ １７４ ０１３１５６ ００００５５ ６２３８８３ ００９４９６ ０３４３９８ ０００４５８ ２１２０ ３ ２０１０ １３ １９０６ ２２ ９０
１７ ３２４ ０１１９９７ ００００６１ ５４００８５ ００４３９２ ０３２６６３ ０００１６３ １９６７ ９ １８８５ ７ １８２２ ８ ９３
１９ ２９５ ０１１３７３ ００００５７ ３９１３３１ ００２２９４ ０２４９７７ ０００１２１ １８６１ ９ １６１６ ５ １４３７ ６ ７７
２０ ３４４ ０１１３７８ ００００７３ ３６８４３３ ００１８４７ ０２３５３０ ０００１４５ １８６１ １１ １５６８ ４ １３６２ ８ ７３
２２ １８４ ０１１４７６ ０００１２９ ５２６２９６ ００７７２８ ０３３２８２ ０００６３７ １８７６ ２０ １８６３ １３ １８５２ ３１ ９９
２３ ３１９ ０１３１９６ ０００２０８ ５２２６９２ ００２５４９ ０２８９５４ ０００４９２ ２１２４ ２７ １８５７ ４ １６３９ ２５ ７７
２４ ３８６ ０１１４７１ ００００６２ ４２７５６８ ００３７２７ ０２７０４８ ０００２１０ １８７６ １０ １６８９ ７ １５４３ １１ ８２
２６ ５２０ ０１１２２３ ００００５３ ３５４８３４ ００２０１４ ０２２９３９ ００００９０ １８３６ ８ １５３８ ４ １３３１ ５ ７３
２７ ４０２ ０１１４１０ ００００７０ ４３３５１８ ００２７３９ ０２７５６７ ０００１１３ １８６６ １１ １７００ ５ １５６９ ６ ８４
２８ ４０９ ０１３１４７ ００００９０ ７０２９０１ ００４４８１ ０３８８３８ ０００２８３ ２１１８ １３ ２１１５ ６ ２１１５ １３ １００
３５ ６０３ ０１１２３４ ００００６５ ３００９９３ ００２７５５ ０１９５５０ ０００２３６ １８３９ １０ １４１０ ７ １１５１ １３ ６３
３６ ２８９ ０１２６２７ ００００３９ ６４９７６２ ００５２４９ ０３７３４８ ０００３２１ ２０４７ ６ ２０４６ ７ ２０４６ １５ １００
３８ ３５５ ０１３１２３ ００００９３ ４７５５５７ ００４４８３ ０２６２９６ ０００２５０ ２１１５ １３ １７７７ ８ １５０５ １３ ７１
３９ ３０７ ０１１３０１ ００００７４ ３２１１６１ ００２８８８ ０２０７０２ ０００２７５ １８５０ １２ １４６０ ７ １２１３ １５ ６６
１２ＷＴ５４１：斜长角闪岩
１ ０１６ ０１１３０５ ００００５６ ５１７２８４ ００６７６５ ０３３１８２ ０００４０８ １８５０ ９ １８４８ １１ １８４７ ２０ １００
２ ０１７ ０１１４０６ ００００５５ ５２９４３１ ００４４５２ ０３３６９３ ０００３１６ １８６５ ８ １８６８ ７ １８７２ １５ １００
３ ２３０ ０１３１６３ ００００５８ ７０７２９４ ００５１１７ ０３８９５０ ０００２１０ ２１２０ ３ ２１２１ ６ ２１２０ １０ １００
４ ０５７ ０１１３６３ ００００４６ ４４８２８６ ００３４７２ ０２８６９８ ０００２５４ １８５８ ７ １７２８ ６ １６２６ １３ ８８
５ ０１２ ０１１４８２ ００００４０ ５３５２０１ ００５１２７ ０３３８０４ ０００３０７ １８７７ ６ １８７７ ８ １８７７ １５ １００
６ ０４７ ０１１１６４ ００００４６ ３８９４２８ ００４５７８ ０２５２９８ ０００２８６ １８２８ ７ １６１２ ９ １４５４ １５ ８０
７ ０１６ ０１１２６４ ００００６２ ５１３１３５ ００８３２５ ０３３０３９ ０００５０８ １８４２ １１ １８４１ １４ １８４０ ２５ １００
８ ００２ ０１１１９４ ００００６５ ５０７６３８ ００５９１５ ０３２９１２ ０００４１６ １８３１ １１ １８３２ １０ １８３４ ２０ １００
９ ０１１ ０１１２８０ ００００５５ ５１８７９２ ００３２３２ ０３３３６０ ０００１３９ １８５６ ９ １８５１ ５ １８５６ ７ １００
１０ ３０９ ０１３３５３ ００００５０ ６３７４９６ ００４９７４ ０３４６２８ ０００２６９ ２１４６ ６ ２０２９ ７ １９１７ １３ ８９
１１ ０１９ ０１１５１７ ００００５６ ５２６４８７ ００４７３７ ０３３１５６ ０００２４７ １８８３ ９ １８６３ ８ １８４６ １２ ９８
１２ ００６ ０１１４０２ ０００１７６ ４６５６４６ ００６５１０ ０２９６９７ ０００２９０ １８６５ ２８ １７５９ １２ １６７６ １４ ９０

２６８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１０）



续表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１

测点号

同位素比值 年龄（Ｍａ）

Ｔｈ／Ｕ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１σ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１σ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１σ

谐和度

（％）

１３ ０１１ ０１１２６５ ００００３１ ４７６８６５ ００３２５８ ０３０６７３ ０００１５６ １８４２ ４ １７７９ ６ １７２５ ８ ９４
１４ ００３ ０１１３０６ ００００６４ ４２６９７６ ００２６６５ ０２７４６０ ０００２６０ １８５０ １１ １６８８ ５ １５６４ １３ ８５
１５ １４５ ０１６２３８ ００００５３ ９１８９１３ ００４９２１ ０４１０５５ ０００２０４ ２４８１ ６ ２３５７ ５ ２２１７ ９ ８９
１６ ２７５ ０１１５００ ００００５７ ３５９９８０ ００５８０３ ０２２７１４ ０００３８４ １８８０ ８ １５４９ １３ １３１９ ２０ ７０
１７ ０１９ ０１１１９６ ００００３５ ５０７３７９ ００４２７１ ０３２８６９ ０００２５０ １８３２ ７ １８３２ ７ １８３２ １２ １００
１８ ０１０ ０１１３３２ ００００３６ ４８４４２３ ００３５０７ ０３１００２ ０００１７１ １８５４ ６ １７９３ ６ １７４１ ８ ９４
１９ １５７ ０１６２６４ ００００５６ １０４２６２９ ０１６６９２ ０４６５０７ ０００７９１ ２４８３ １１ ２４７３ １５ ２４６２ ３５ ９９
２０ ０１３ ０１１４６８ ００００４８ ５７４２４４ ００３８１７ ０３６３２２ ０００１９５ １８７６ －２５ １９３８ ６ １９９７ ９ １０６
２１ ００９ ０１１２８６ ００００２４ ５１７９３８ ００２７７２ ０３３２８６ ０００１６９ １８５６ ４ １８４９ ５ １８５２ ８ １００
２２ ００７ ０１１４０９ ００００４１ ４９０８３３ ００２５５６ ０３１２０３ ０００１３４ １８６６ ６ １８０４ ４ １７５１ ７ ９４
２３ １０２ ０１８４０６ ００００３５ １３２０９７１ ００７２１１ ０５２０３８ ０００２５５ ２７００ ４ ２６９５ ５ ２７０１ １１ １００
２４ １４３ ０１６２２８ ００００８５ ６８６５９９ ００３０９０ ０３０７１１ ０００１２８ ２４７９ ８ ２０９４ ４ １７２６ ６ ７０
２５ ００２ ０１１３４６ ００００４４ ３４９７４０ ００１８７３ ０２２３６６ ０００１２２ １８５５ ６ １５２７ ４ １３０１ ６ ７０
２６ ００６ ０１１３１２ ００００３１ ５１８２３２ ００４９０９ ０３３２２７ ０００３０８ １８５０ ０ １８５０ ８ １８４９ １５ １００
２７ ００６ ０１１３８６ ００００３８ ５２５１９０ ００２８５９ ０３３４７７ ０００１８２ １８６２ ３８ １８６１ ５ １８６１ ９ １００
２８ ０１２ ０１１４５９ ００００４０ ５２８５２０ ００２６６４ ０３３４４６ ０００１０４ １８７４ －２７ １８６６ ４ １８６０ ５ ９９
２９ １３５ ０１６０１４ ００００７５ １０２９５２９ ０３３８１８ ０４６６２１ ００１５０６ ２４５７ ８ ２４６２ ３０ ２４６７ ６６ １００
３０ ００６ ０１１３４６ ０００１２７ ４８９１７１ ００６３３９ ０３１２８４ ０００２６６ １８５７ ２０ １８０１ １１ １７５５ １３ ９４
３１ ００８ ０１１３３９ ００００３８ ５１１６６４ ００２５７８ ０３２７２３ ０００１２３ １８５５ ６ １８３９ ４ １８２５ ６ ９８
３２ ０９９ ０１８４４５ ００００３９ ９１２２９９ ００４３２５ ０３５８８０ ０００１７８ ２６９４ ４ ２３５０ ４ １９７６ ８ ７３
３３ ０１３ ０１１４２８ ００００３２ ５２８７０７ ００４４８９ ０３３６１５ ０００３２１ １８６９ ４ １８６７ ７ １８６８ １５ １００
３４ ０１１ ０１１８８０ ００００５９ ５１６２４０ ００３４９４ ０３１５２１ ０００２１８ １９３９ ９ １８４６ ６ １７６６ １１ ９１
３５ ００７ ０１１３２１ ００００３９ ４３１１１２ ００６０７７ ０２７６３９ ０００４１３ １８５２ １ １６９５ １２ １５７３ ２１ ８５
３６ １２０ ０１８７６８ ００００５９ １００９１３８ ００７３０３ ０３８９９５ ０００２８２ ２７２２ ５ ２４４３ ７ ２１２３ １３ ７８
３７ ０１６ ０１１３３３ ００００３９ ４７７７３２ ００３６０１ ０３０５５９ ０００１７０ １８５３ ７ １７８１ ６ １７１９ ８ ９３
３８ １６８ ０１６９２７ ００００５３ １０２７９０７ ０１６１９１ ０４４０２９ ０００６３４ ２５５０ １０ ２４６０ １５ ２３５２ ２８ ９２
３９ ００７ ０１１２８２ ００００４０ ４５２１４６ ００３４８０ ０２９０６２ ０００１８９ １８５６ ６ １７３５ ６ １６４５ ９ ８９
４０ ０４３ ０１１２３１ ００００９３ ４７２８９１ ００５８８４ ０３０５３７ ０００２９３ １８３９ １６ １７７２ １０ １７１８ １４ ９３

注：谐和度＝１００×（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ａｇｅ／（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ａｇｅ

作用（图５）。本次测试共选取了１４颗锆石进行了 ＬＡＩＣＰ
ＭＳ分析，由于锆石普遍较小，因此每颗锆石仅选取了具有代
表性且满足激光束斑大小要求的一个点进行了分析。岩浆

锆石共１１个数据点，均显示了不同程度的铅丢失（图６ａ），其
中７个点的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年龄较为集中，它们组成的不一致线
的上交点年龄为２７０９±６８Ｍａ，其它４个点的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年龄
则分散在３０１３Ｍａ、２５０９Ｍａ、２１０９Ｍａ和２０８４Ｍａ（表１）。此外
还有３个点的数据采集自经历了强烈重结晶作用的锆石，它
们也具有不同程度的铅丢失，这３个点构成的不一致线与谐
和线的上交点年龄为１８７０±２８Ｍａ，可能代表了斜长角闪岩
经历后期高级变质作用的时间。

斜长角闪岩包体１２ＷＴ１８１的锆石多为短柱状到浑圆
状，长宽比在１～２之间，粒度多在５０～９０μｍ。锆石内部结
构较为复杂，在一些颗粒较大的锆石中还可见到保留的振荡

环带（图５），较小的锆石则显示受到后期重结晶作用的完全
改造（图５），此外绝大部分的锆石具有较亮的变质边，但是

由于宽度都小于１０μｍ，因此无法进行测试。对该样品的２１
颗锆石进行了２１个点的分析。从谐和图中可以看出，除一
个点具有较老年龄（１９６７Ｍａ）以外，其它被完全改造锆石的
分析点构成了一条不一致线，其中１个点落在谐和线上，上
交点年龄为１８７６±１６Ｍａ，应代表后期变质作用的时间（表
１）。８个改造不完全还部分保留振荡环带的锆石的分析点
也构成了一条不一致线，其中有３个点落在谐和线上，上交
点年龄为２０８０±５２Ｍａ（图６ｂ）。

斜长角闪岩包体１２ＷＴ５４１中的锆石多为浑圆状到短柱
状，长宽比 １～２，粒度在 ４０～６０μｍ，个别锆石可以达到
１００μｍ。ＣＬ图像表明大部分锆石（边）具有扇区结构，为典
型变质锆石（边），而少部分锆石还保留了环带结构（图５）。
与样品１２ＷＴ１８１类似，除一个较老的分析点（１９３９Ｍａ）以
外，本样品中其它的２９个变质锆石（边）的分析点构成了一
条不一致线，上交点的年龄为１８５７±６Ｍａ，应代表了后期变
质作用的时间（表１）。１０个位于保留了振荡环带的锆石之

３６８２刘超辉等：五台杂岩晚太古代花岗质岩石中斜长角闪岩包体的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研究



图６　斜长角闪岩包体的锆石ＵＰｂ年龄谐和图
（ａ）为样品 １２ＷＴ１０１；（ｂ）为样品 １２ＷＴ１８１；（ｃ）为样品

１２ＷＴ５４１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ｐｌｏｔｓ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
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ａ）ｓａｍｐｌｅ１２ＷＴ１０１；（ｂ）ｓａｍｐｌｅ１２ＷＴ１８１；（ｃ）ｓａｍｐｌｅ

１２ＷＴ５４１

上的点又可分为三组，它们的年龄分别为 ～２７Ｇａ、～２５Ｇａ
和～２１Ｇａ（图６ｃ）。

图７　斜长角闪岩包体的（ａｌ＋ｆｍ）（ｃ＋ａｌｋ）对 Ｓｉ图解
（据Ｓｉｍｏｎｅｎ，１９５３）
Ｆｉｇ．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ａｌ＋ｆｍ）（ｃ＋ａｌｋ）ｖｓＳｉｆｏｒ
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ｅｎｃｌａｖｅｓ（ａｆｔｅｒＳｉｍｏｎｅｎ，１９５３）

４２　主量元素特征

主微量元素数据详见表２。五台地区斜长角闪岩包体
ＳｉＯ２含量比较均一，为 ４８４３％ ～５０７７％，较富 Ｆｅ２Ｏ３

Ｔ

（１２８％ ～１６８５％）、Ａｌ２Ｏ３（１２６４％ ～１３８３％）和 ＭｇＯ

（４９２％～７２６％），低 ＴｉＯ２（０７９％ ～１８６％）和 Ｍｇ
＃（２３～

３６）。在ｓｉ对（ａｌ＋ｆｍ）（ｃ＋ａｌｋ）原岩恢复图解中，斜长角闪
岩样品均落入了火成岩区域（图７），说明它们属于正变质岩
（Ｓｉｍｏｎｅｎ，１９５３）。

更进一步地，斜长角闪岩包体的主量元素特征显示它们

属于亚碱性玄武岩系列，具有拉斑玄武岩特征（表２）。考虑
到可能的后期元素迁移，我们再利用高场强元素图解如 Ｚｒ
对Ｙ进行了投图，本次研究的样品依然显示了拉斑玄武岩特
征（图８）。类似的，在 Ｎｂ／Ｙ对 Ｚｒ／ＴｉＯ２×００００１图解中，所
有的斜长角闪岩也都落入了玄武安山岩以及亚碱性玄武岩

区域（图８）。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五台地区晚太古代花岗类
岩石中的斜长角闪岩包体为正变质岩，原岩很可能为拉斑玄

武岩。

４３　微量元素特征

斜长角闪岩样品的稀土元素显示较宽的总稀土变化范

围（４０４３×１０－６～１１８０×１０－６），Ｍｇ＃与总稀土含量呈现负
相关关系。在球粒陨石标准化的稀土图谱上，这些斜长角闪

岩样品表现了一致的稀土配分模式（图９ａ）：轻重稀土弱分
异［（Ｌａ／Ｙｂ）Ｎ＝１３６～３５２］，Ｅｕ异常不明显（Ｅｕ

＃＝０８５～
１０１），重稀土平坦［（Ｇｄ／Ｙｂ）Ｎ＝０９４～１３８］。在原始地幔
均一化蛛网图中，所有的斜长角闪岩样品都表现了右倾型配

分模式，具有明显的大离子亲石元素（ＬＩＬＥ）富集以及 Ｎｂ、
Ｔａ、Ｐ和Ｔｉ的亏损（图９ｂ）。

４４　Ｎｄ同位素特征

本次研究样品的Ｎｄ同位素分析结果见表３。４件斜长

４６８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１０）



表２　斜长角闪岩包体的主量（ｗｔ％）、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１０－６）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ａｊｏｒ（ｗｔ％），ｔｒａｃｅａｎｄ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１０－６）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样品号

（１２ＷＴ） ０２１ ０３１ ０４１ ０５１ ０６１ １０１ １８１ ３７１ ４８１ ４９１ ５２１ ５４１ ５９１ ６４１ ６５１ ８０１

ＳｉＯ２ ４８６６ ４９７５ ４９２９ ４９０６ ５０２４ ４８４３ ４９０６ ５０７７ ５００５ ４９５５ ４９６２ ４９８３ ５００８ ４９８０ ５０２３ ５０１２
Ａｌ２Ｏ３ １３５６ １２８３ １２７３ １２６５ １３４０ １２６４ １３０７ １２８９ １２９６ １３２２ １３３５ １３８３ １３５２ １３６３ １３５８ １３３２
ＣａＯ ９３９ ８２３ ８８９ ９４０ ９３２ ９２５ ８３４ ７８８ ９５４ １０１５ １００４ １０６８ ９７０ １０９２ １００９ ９７７
Ｆｅ２Ｏ３Ｔ １６３１ １５３０ １６８１ １６８０ １４９８ １６８５ １６４６ １４２９ １５３４ １４４９ １３９５ １４０３ １２８０ １３３７ １２９３ １３７３
Ｋ２Ｏ ０７９ １１３ ０８９ ０６７ １１０ ０４１ １０２ ２３０ ０９２ ０６７ ０７２ ０３６ １２４ ０３７ １５２ ０６４
ＭｇＯ ４９２ ４９４ ５３１ ５４３ ５７５ ５７７ ５９３ ５９７ ６０５ ６５５ ７０１ ７０５ ７０６ ７１４ ７２３ ７２６
ＭｎＯ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Ｎａ２Ｏ ２２８ ２４３ ２３４ ２０６ ２０８ １９２ ２２０ ２０２ １８９ ２２６ １８２ １５６ ２４６ ２００ １７７ ２３８
Ｐ２Ｏ５ ０２４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２２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２３ ０１３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１０
ＴｉＯ２ １８０ １４８ １８４ １８６ １２２ １８４ １６４ １６３ １２０ ０９５ ０９１ ０９１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７９ ０８４
ＬＯＩ ０７９ ３７７ ０４３ ２２９ ０８３ １３８ １３５ １４６ １０６ ０７２ １６５ ０８５ １４０ ０７８ ０８５ １５５
Ｔｏｔａｌ ９８９８ １００３１ ９９００ １００６６ ９９３０ ９８９１ ９９４７ ９９６６ ９９３６ ９８８７ ９９３８ ９９４０ ９９３５ ９９１１ ９９２７ ９９９１
Ｍｇ＃ ２３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８ ２５ ２６ ２９ ２８ ３１ ３３ ３３ ３５ ３５ ３６ ３４
ＦｅＯＴ １４６８ １３７７ １５１３ １５１２ １３４８ １５１７ １４８１ １２８６ １３８１ １３０４ １２５６ １２６３ １１５２ １２０３ １１６４ １２３６
Ｓｃ ４９４ ４０２ ５２３ ５２１ ５２６ ５４４ ５７１ ５１１ ５２８ ５３５ ５３２ ４８１ ５１７ ５３４ ５３８ ４９８
Ｃｒ ８４５ ５００ ８８３ ７２３ ９４０ ９９７ １０５０ ７６４ ７３８ ８８２ １３５０ １２６０ １５４０ １２６０ １５７０ １６２０
Ｃｏ ４７３ ４８１ ５１４ ５１５ ５０７ ５６３ ５８４ ５３７ ４６６ ５６６ ６０１ ５３０ ５６７ ５８７ ５１２ ５２４
Ｎｉ ３７４ ３９７ ３８５ ３５６ ４０４ ５７３ ４９６ ３８４ ３４４ ４７３ ６４７ ６４４ ５７６ ５９８ ７０９ ６７４
Ｒｂ １３１ ３４４ ３１１ １６１ ４７０ ４８ ５９５ ８６１ ３７５ ２２２ ４４５ ５６ ８３１ ９０ ９３１ １８１
Ｓｒ ２０７ １６２ １４１ ２１９ １３６ １０３ １６０ １６７ １２９ １２３ １５６ １３９ １４７ １５６ ２０８ １８０
Ｂａ ２９７ ２９５ １３１ ２９７ １５４ ７７ ３８３ ５２６ １２０ ９９ １５０ ６６ ２８９ １２２ ２７０ ７０
Ｐｂ ２３９ １４３０ １４３ ２０１ ４７７ ６３６ ３３０ ６０２ ２９７ ６６０ ２６１ １５４ ２４８ ２０４ １３５０ ２００
Ｔｈ １３７ ４０２ １４４ ２１７ １５７ ２５２ １５４ １４５ １４４ ０４４ ０７１ ０４２ ０６４ ０３５ ０８０ ０４９
Ｕ ０３５ １１２ ０４１ ０４６ ０４１ ０５５ ０６０ ０９３ ０３６ ０２０ ０２４ ０１８ ０７２ ０１２ ０２４ ０１５
Ｎｂ ６６４ ６３７ ６８７ ８６３ ４２０ ６９７ ６０６ ６３８ ４０４ ２５７ ２６２ ２２８ ３１１ ２２８ ２３１ ２１７
Ｈｆ ４０１ ４２８ ４３２ ３８９ ２７０ ４４７ ３６３ ３８４ ２７９ １８１ ２０２ １４７ １５６ １４７ １５４ １６２
Ｔａ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５３ ０２８ ０４４ ０３５ ０３６ ０２６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３１ ０３２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３５
Ｚｒ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４２ １２２ ８４ １３９ １２１ １２６ ８６ ５４ ６４ ４４ ４６ ４４ ４８ ４８
Ｖ ４０６ ３４３ ３７７ ４０６ ３３４ ４２１ ４１５ ３７９ ３２５ ２９５ ２９８ ２６２ ２６９ ２８２ ２７２ ２６４
Ｔｉ １０７８８ ８８７０ １１０２８ １１１４８ ７３１２ １１０２８ ９８２９ ９７６９ ７１９２ ５６９４ ５４５４ ５４５４ ４８５５ ４８５５ ４７３５ ５０３４
Ｐ １０４８ ８７３ １０９２ ９６１ ５６８ ７８６ ８３０ １００４ ５６８ ４３７ ３９３ ４３７ ３４９ ３９３ ３４９ ４３７
Ｌａ １６６ １８３ １５５ １３６ １０２ １２７ １３２ １７８ １０４ ５５ ６３ ５２ ５６ ４４ ６２ ６４
Ｃｅ ３６９ ３８３ ３７３ ３３９ ２４６ ３０３ ３１３ ４１５ ２４４ １３３ １５１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０９ １４０ １３８
Ｐｒ ５０ ４７ ４８ ４５ ３１ ３９ ３９ ５１ ３１ １９ ２０ １９ １７ １５ １８ ２１
Ｎｄ ２１５ ２０４ ２１８ ２０７ １３８ １７７ １７５ ２２６ １３８ ９１ ９５ ８９ ８２ ７７ ８７ ９５
Ｓｍ ５９ ５２ ５６ ５６ ３８ ５１ ４９ ５８ ３８ ２７ ２９ ２７ ２５ ２３ ２５ ２７
Ｅｕ １９ １６ １８ １７ １３ １７ １５ １６ １３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８ ０９ ０９
Ｇｄ ６７ ５４ ６０ ６６ ４７ ６６ ５６ ５６ ４５ ３１ ３１ ３０ ２８ ２８ ２９ ３０
Ｔｂ １３ １０ １２ １３ ０８ １２ １０ １１ ０８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５ ０５ ０６
Ｄｙ ７２ ６４ ７２ ７６ ５４ ７７ ６３ ６４ ５１ ４３ ４０ ３９ ３７ ３６ ３１ ３８
Ｈｏ １４ １３ １５ １６ １１ １５ １３ １３ １１ ０９ ０９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７ ０８
Ｅｒ ４５ ３８ ４５ ４６ ３３ ４８ ４１ ４１ ３３ ２８ ２５ ２５ ２４ ２２ ２１ ２３
Ｔｍ ０６ ０５ ０６ ０６ ０５ ０７ ０６ ０６ ０５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３
Ｙｂ ４０ ３５ ４１ ４５ ３１ ４４ ３６ ３９ ２９ ２６ ２４ ２３ ２３ ２２ １９ ２２
Ｌｕ ０６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４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５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３
Ｙ ４０７ ３３５ ４２２ ４３４ ２８７ ４４１ ３８５ ３６６ ２８７ ２６８ ２５３ ２０９ ２１０ ２２１ １９７ １９４
Ｃｅ＃ ０９８ １００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３ １００ １０４ ０９２ ０９３ １０３ １００ ０９２

（Ｌａ／Ｙｂ）Ｎ ２８３ ３５２ ２５８ ２０３ ２２５ １９６ ２４８ ３１１ ２４６ １４２ １７５ １５２ １６６ １３６ ２２５ １９９
（Ｇｄ／Ｙｂ）Ｎ １３８ １２４ １２０ １１７ １２３ １２１ １２６ １１６ １２６ ０９４ １０４ １０７ １０１ １０５ １２６ １１２
Ｅｕ＃ ０９２ ０９０ ０９２ ０８５ ０９４ ０８９ ０８５ ０８５ ０９４ ０９６ ０９６ １０１ ０９８ １００ １０１ ０９８
∑ＲＥＥ １１４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０７ ７６ ９９ ９５ １１８ ７５ ４８ ５１ ４５ ４４ ４０ ４６ ４９
Ｔｈ／Ｕ ３９１ ３５９ ３５１ ４７２ ３８３ ４５８ ２５７ １５６ ４００ ２２０ ２９６ ２３３ ０８９ ２９２ ３３３ ３２７
Ｚｒ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７４ ０６３ ０４３ ０７２ ０６３ ０６５ ０４５ ０２８ ０３３ ０２３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２５ ０２５
Ｈｆ ０７６ ０８１ ０８２ ０７３ ０５１ ０８４ ０６８ ０７２ ０５３ ０３４ ０３８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３１

注：Ｍｇ＃＝ＭｇＯ／４０３／（ＭｇＯ／４０３＋Ｆｅ２Ｏ３Ｔ／７９８４５×２）×１００；Ｚｒ ＝Ｚｒ／１９３；Ｈｆ ＝Ｈｆ／５３

５６８２刘超辉等：五台杂岩晚太古代花岗质岩石中斜长角闪岩包体的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研究



表３　斜长角闪岩包体的Ｎｄ同位素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Ｎｄ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样品号 Ｓｍ（×１０－６） Ｎｄ（×１０－６） １４７Ｓｍ／１４４Ｎｄ 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 ２σ ｔＤＭ（Ｇａ） εＮｄ（ｔ） ｆＳｍ／Ｎｄ
１２ＷＴ０２１ ５８７ ２１５０ ０１６５１６８ ０５１１９８０ ８ ３６５ －１８９ －０１６
１２ＷＴ０５１ ５５８ ２０７０ ０１６３０７６ ０５１２０９０ ７ ３１８ １０１ －０１７
１２ＷＴ１８１ ４８６ １７５０ ０１６８００６ ０５１１９６９ ７ ３９１ －３１０ －０１５
１２ＷＴ６５１ ２５０ ８６７ ０１７４４４１ ０５１２４２０ ７ ２８３ ３５１ －０１１

注：λ＝６５４×１０－１２，ｔ＝２７Ｇａ，（１４７Ｓｍ／１４４Ｎｄ）ＣＨＵＲ＝０１９６７，（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ＣＨＵＲ＝０５１２６３８

图８　斜长角闪岩包体的高场强元素地球化学分类图
（据 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ａｎｄＦｌｏｙｄ，１９７７；ＢａｒｒｅｔｔａｎｄＭａｃＬｅａｎ，
１９９４）
Ｆｉｇ．８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ＨＦＳＥｓ（ａｆｔｅｒ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ａｎｄＦｌｏｙｄ，１９７７；
ＢａｒｒｅｔｔａｎｄＭａｃＬｅａｎ，１９９４）

角闪岩包体样品１２ＷＴ０２１、１２ＷＴ０５１、１２ＷＴ１８１和１２ＷＴ６５１
中，前２个样品采自五台杂岩和阜平杂岩交界处的龙泉关眼
球状花岗质片麻岩中，第３个采自峨口岩体中，最后１个样品
采自五台杂岩和恒山杂岩交界处的ＴＴＧ片麻岩中。它们的１４３

Ｎｄ／１４４Ｎｄ比 值 分 别 为 ０５１１９８０、０５１２０９０、０５１１９６９和
０５１２４２０，１４７Ｓｍ／１４４Ｎｄ比值分别为 ０１６５２、０１６３１、０１６８０和
０１７４４，ｆＳｍ／Ｎｄ值分别为－０１６、－０１７、－０１５和－０１１。根据
锆石定年得到的斜长角闪岩结晶年龄２７Ｇａ计算，得到 εＮｄ
（ｔ）为－３１～＋３５，ｔＤＭ为２８３～３９１Ｇａ。

图９　斜长角闪岩包体的球粒陨石均一化稀土元素配分图
（ａ）和原始地幔均一化微量元素蛛网图（ｂ）（均一化值，Ｎ
ＭＯＲＢ值和ＥＭＯＲＢ值据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Ｆｉｇ．９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ａｎｄ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ｍ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ｓｐｉｄ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ｂ）ｆｏｒｔｈｅ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ＮＭＯＲＢ，ＥＭＯＲＢａｆｔｅｒＳｕｎ
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５　讨论

５１　形成时代
前人对于五台杂岩，以及邻近的恒山和阜平杂岩的ＴＴＧ

片麻岩以及花岗类岩石已经做了大量的年代学工作（Ｇｕ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Ｗｉｌｄｅ，２００２；Ｗｉｌ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ａ；Ｗｉｌｄｅａｎｄ
Ｚｈａｏ，２００５；Ｋｒ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ｂ），然而对于其中普遍发育
的斜长角闪岩包体的工作则相对较少。Ｇ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６６８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１０）



在阜平杂岩东部黑云片麻岩中的斜长角闪片麻岩包体获得

了２７０８Ｍａ和２５２０Ｍａ两组年龄，并将前者解释为斜长角闪片
麻岩原岩的结晶时代，而后者代表了锆石受到２５Ｇａ围岩侵
位时的再生长。此外，Ｇｕａｎ（２０００）和Ｓ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２）还对
阜平地区的斜长角闪岩以及基性麻粒岩包体进行了 ＳｍＮｄ
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最年轻的 ｔＤＭ集中在 ２６～２７Ｇａ左
右，这也为斜长角闪岩的原岩形成于晚太古代并老于其围岩

提供了佐证。此外，前人对于华北克拉通中部造山带南部登

封杂岩ＴＴＧ片岩中的斜长角闪岩包体也进行了相关的年代
学研究。其中，周艳艳等（２００９）利用 ＳｍＮｄ同位素方法得
到了２５７～２７２Ｇａ的ｔ２ＤＭ值，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则在石牌
河片麻岩的两个斜长角闪岩包体中分别得到了２５０２Ｍａ和
２５０６Ｍａ的年龄，并将它们解释为原岩的结晶年龄，这与他们
同时得到的其围岩的结晶年龄２５０４～２５０６Ｍａ基本一致，此
外他们还在其中一个斜长角闪岩样品中得到了２６３９Ｍａ的较
老锆石年龄。

本次研究我们共对五台地区 ＴＴＧ片麻岩中的３个斜长
角闪岩样品进行了ＵＰｂ锆石定年，结合ＣＬ图像特征我们认
为：（１）２７Ｇａ的锆石普遍较大且保存了较好的显示岩浆锆
石特征的振荡环带结构，地球化学数据显示斜长角闪岩的原

岩经历的地壳混染很少，因此我们将２７Ｇａ左右的锆石解释
为斜长角闪岩的原岩在结晶时形成的岩浆锆石，而不是捕掳

锆石；（２）１８５Ｇａ的锆石颗粒较小且显示了强烈的后期重结
晶特征或者扇区结构，这很可能与五台地区同时期的变质作

用有关（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个１９５Ｇａ的变质锆石年龄则与
五台群的变质锆石年龄一致（Ｑ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３）部分保
留振荡环带结构的锆石记录了 ～２５Ｇａ和 ～２１Ｇａ两组年
龄，这两组年龄很可能是由于五台地区两期重要的晚太古代

到早元古代的岩浆作用导致的锆石再生长或者重结晶作用，

～２５Ｇａ这组年龄也与斜长角闪岩围岩的年龄一致（Ｇｕ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Ｗｉｌｄｅ，２００２；Ｗｉｌ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ａ；Ｗｉｌｄｅａｎｄ
Ｚｈａｏ，２００５；Ｋｒ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ｂ）。

５２　后期改造及地壳混染

总体来说，五台杂岩晚太古代花岗质岩石中的斜长角闪

岩包体随着围岩一起经历了１９５～１８５亿年左右的区域变
质作用（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Ｑ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因此，我们在
利用斜长角闪岩的地球化学数据探讨它们的岩石成因之前

必须要剔除后期改造及变质作用的影响（Ｐｏｌ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Ｍａｎｉｋｙａｍｂ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烧失量（ＬＯＩ）通常被用来评估在
后期改造中元素活动性的大小（Ｐｏｌ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Ｆａｒａｈａｔ，
２０１０）。本次研究中除了２个样品（１２ＷＴ０３１和１２ＷＴ０５１）
具有较大的烧失量以外（３７７％和２２９％），其他样品的烧
失量均小于２％，说明在后期改造中元素的活动是十分有限
的。此外，Ｃｅ异常的缺失（０９２～１０６）以及几乎平行的球
粒陨石均一化稀土配分图解以及原始地幔均一化的蛛网图

解也说明了后期改造对于岩石成分的影响是很小的，特别是

对于稀土元素以及高场强元素来说（图９）。然而，如果利用
在后期改造中最不活动的元素 Ｚｒ相对于 Ｎａ２Ｏ、Ｋ２Ｏ、Ｒｂ、Ｓｒ
以及Ｂａ作图就可以发现，这些大离子亲石元素都显示了不
同程度的元素迁移。因此，以下对于岩石成因的讨论将主要

基于稀土元素以及高场强元素，因为它们几乎不受后期改造

以及变质事件的影响。

斜长角闪岩样品在原始地幔均一化的蛛网图解中都显

示了比较明显的Ｎｂ和Ｔａ的负异常（图９），这一特征有可能
反映了源区的特征也可能是岩浆在上升过程中受到了地壳

混染所造成的（Ｐｏｌ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然而，太古宙上地壳的
平均组分几乎不具有 Ｚｒ和 Ｈｆ的异常（０９８和１０９，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９５），这与本次研究中斜长角闪岩普遍具有
Ｚｒ和Ｈｆ的负异常不符（０２３～０７４和０２８～０８４）。此外，
这些斜长角闪岩的Ｔｈ／Ｕ比值在１５６～４７２之间，普遍低于
地壳岩石的５０（Ｒｕｄｎｉｃｋａｎｄ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１９９５），而与大洋中
脊玄武岩（ＭＯＲＢ）的３０以及洋岛玄武岩（ＯＩＢ）的３４比较
接近。以上这些数据都说明在这些斜长角闪岩的形成过程

中受到的地壳混染是很小的。

５３　源区性质

来自五台杂岩不同地区晚太古代花岗质岩石中的斜长

角闪岩包体的地球化学数据表明它们没有受到强烈的地壳

混染，而且球粒陨石均一化稀土元素图解以及原始地幔均一

化的蛛网图解也基本平行，这说明他们很可能来自性质类似

的地幔源区。Ｚｒ／Ｎｂ比值由于不受到后期结晶分异的影响
因此常被用来指示岩浆岩源区的性质。本次研究样品的Ｚｒ／
Ｎｂ比值在１４到２４之间，平均值为２０，略小于典型 ＮＭＯＲＢ
的３０（Ｗｅａｖｅｒ，１９９１），这说明地幔源区相比于ＮＭＯＲＢ有一
定程度的富集。位于当时亏损地幔以及球粒陨石均一储库

之间的εＮｄ（ｔ）也说明地幔源区性质为轻度富集的，再考虑到
明显的Ｎｂ、Ｔａ和Ｔｉ的负异常（图９），我们认为斜长角闪岩的
地幔源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俯冲来源的流体改造。此外，轻

微的轻稀土富集［（Ｌａ／Ｙｂ）Ｎ＝１３６～３５２］以及重稀土平坦
［（Ｇｄ／Ｙｂ）Ｎ＝０９４～１３８］的特征说明轻重稀土分异的原因
不是源区残留了石榴石而很可能是在深度小于９０ｋｍ的情况
下产生了尖晶石二辉橄榄岩的熔体（图１０）。综上所述，我
们认为五台地区晚太古代花岗类岩石中的斜长角闪岩包体

很可能来自于受到俯冲板片流体或熔体改造的轻度富集地

幔中尖晶石二辉橄榄岩的分熔。

５４　华北克拉通～２７亿年地壳生长事件

本次研究取得的数据对于我们理解华北克拉通地壳生

长及其改造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近几年在东部陆块发现

了大量２７亿年左右的上地壳岩石，并且他们的锆石Ｈｆ亏损
地幔模式年龄也为２７亿年左右，说明这一期构造热事件代
表了华北克拉通的一期重要的地壳生长事件（杜利林等，

２０１０；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Ｗ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在中部造山带

７６８２刘超辉等：五台杂岩晚太古代花岗质岩石中斜长角闪岩包体的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研究



图１０　斜长角闪岩包体的（Ｌａ／Ｓｍ）Ｎ（Ｓｍ／Ｙｂ）Ｎ图解

（据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Ｆｉｇ．１０　 Ｐｌｏｔｓｏｆ（Ｌａ／Ｓｍ）Ｎ ｖｓ（Ｓｍ／Ｙｂ）Ｎ ｆｏｒｔｈｅ

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ｅｎｃｌａｖｅｓ（ａｆｔｅｒ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中，虽然前人的工作已经证实存在着２５亿年左右的基性到
超基性岩石，并认为这一时期为华北克拉通的地壳生长时期

（Ｐｏｌ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Ｗａｎｇ，２００９）。然而，占据了中部造山带
前寒武纪基底岩石出露面积８０％左右的都为２５亿年左右的
花岗质岩石（包括 ＴＴＧ片麻岩；Ｇ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Ｗｉｌｄｅ，
２００２；Ｗｉｌ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ａ；Ｗｉｌｄｅ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５；Ｋｒｎ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ｂ），这些花岗质岩石可能来自２７亿年玄武岩的部
分熔融（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这说明２５亿的地质事件为地壳再
造。此外，在恒山五台阜平地区发现的少量的２７亿年左右
的ＴＴＧ片麻岩（Ｋｒ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ｂ；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及继
承锆石（Ｗｉｌ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ｂ）、赞皇地区发现的锆石结晶年
龄为２６９２Ｍａ、全岩Ｎｄ亏损地幔模式年龄为２７Ｇａ的ＴＴＧ片
麻岩（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以及中条地区发现的锆石结晶年龄
以及Ｈｆ模式年龄都为２７Ｇａ左右的ＴＴＧ片麻岩（Ｚｈ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都说明在这一地区很可能存在过 ２７亿年的地壳
岩石。

此次研究中我们在五台地区晚太古代花岗质岩石中发

现的斜长角闪岩包体锆石结晶年龄为 ～２７Ｇａ，与它们的最
年轻的全岩Ｎｄ亏损地幔模式年龄２８３Ｇａ相差不大。此外，
前人在邻近的阜平杂岩中也曾报道了英云闪长质片麻岩中

角闪片麻岩包体的锆石结晶年龄为 ２７０８Ｍａ（Ｇｕ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以及高度集中在２７～２８Ｇａ的全岩Ｎｄ亏损地幔模式
年龄（Ｇｕａｎ，２０００），以上这些证据都说明在华北克拉通中部
造山带很可能曾经存在过２７亿年左右的岩石，它们为一期
重要的地壳生长事件的产物。

６　结论

（１）五台杂岩晚太古代花岗质岩石中的斜长角闪岩包体
镜下显示为细粒、粒状变晶结构，块状到弱片麻状构造，主要

矿物组合为角闪石和斜长石。根据地球化学特征恢复它们

的原岩为拉斑玄武岩。锆石ＵＰｂ定年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晶
时代为２７Ｇａ，并且受到了后期２５Ｇａ、２１Ｇａ岩浆事件以及
１８５Ｇａ变质事件的改造。它们的全岩 εＮｄ（ｔ）值为 －３１～
＋３５，亏损地幔模式年龄为２７５～３２９Ｇａ。
（２）斜长角闪岩的地球化学特征说明它们的稀土元素以

及高场强元素几乎没有受到后期改造以及变质事件的影响

而且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地壳混染的影响很小。再结合同位

素数据判断，这些斜长角闪岩包体很可能来自于受到俯冲板

片流体或熔体改造的轻度富集地幔中尖晶石二辉橄榄岩的

部分熔融。

（３）五台地区晚太古代花岗质岩石中斜长角闪岩包体的
锆石结晶年龄以及全岩Ｎｄ亏损地幔模式年龄相似，都为２７
亿年左右，这说明在华北克拉通中部造山带很可能存在过２７
亿年左右的岩石，它们代表了一期重要的地壳生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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