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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底斯中段早侏罗世辉长岩花岗岩杂岩体成因及其
对新特提斯构造演化的启示：以日喀则东嘎岩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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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冈底斯中段日喀则东嘎出露的早侏罗世辉长岩花岗岩杂岩体为对象，进行了锆石ＵＰｂ年龄和Ｈｆ同位素，以及
全岩元素地球化学组成的系统测定，据此探讨了岩石的成因及其对新特提斯构造演化的启示。该杂岩体中辉长岩主要由角

闪石和钙质斜长石组成，缺乏辉石；花岗岩主要为英云闪长岩、花岗闪长岩等构成的ＴＴＧ岩石组合；花岗岩中普遍发育呈塑变
形态的镁铁质包体。锆石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定年结果显示，英云闪长岩和镁铁质包体的成岩年龄十分接近，且与辉长岩的年龄
基本一致，均为１７７～１８０Ｍａ。化学组成上，辉长岩低硅、富铝、贫碱，富轻稀土和大离子亲石元素，贫高场强元素，相似于高铝
玄武岩。英云闪长岩贫碱、准铝、富钠，属钙碱性 Ｉ型花岗岩。镁铁质包体具有与寄主岩相似的矿物组成和微量元素分布模

１００００５６９／２０１５／０３１（１２）３５６９８０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本文受中国地质调查局工作项目（１２１２０１１４０５７４０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５７２０４１）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邱检生，男，１９６５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岩石学专业，Ｅｍａｉｌ：ｊｓｑｉｕ＠ｎｊｕ．ｅｄｕ．ｃｎ



式，二者均具有显著亏损的锆石Ｈｆ同位素组成，εＨｆ（ｔ）值分别为 ＋１１４～＋１５０和 ＋１４４～＋１８６。综合分析表明，早侏罗
世冈底斯南缘应处于新特提斯洋板片俯冲的构造背景，其中辉长质侵入体为遭受俯冲板片析出流体交代作用的亏损地幔部

分熔融的产物，花岗质岩石起源于初生地壳的部分熔融，镁铁质包体为辉长质岩浆与花岗质岩浆二者经混合作用的产物。结

合对区内其它辉长质侵入体及相关镁铁质包体资料的全面分析，表明在新特提斯洋板片的整个俯冲过程中（＞２０５～４０Ｍａ），
冈底斯南缘应存在多次的基性岩浆底侵及其诱发的壳幔岩浆混合作用。

关键词　　辉长岩花岗岩杂岩体；岩石成因；岩浆混合作用；新特提斯洋俯冲；日喀则东嘎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５８８１２２；Ｐ５８８１２４；Ｐ５９７３

　　汇聚板块边缘是岩浆作用发生的主要场所，也是壳幔相
互作用最强烈的地区，其岩浆作用的产物以大规模的花岗质

岩石为代表，但也常伴随有少量的辉长质岩石。这些辉长岩

与花岗岩形成时间相近，空间上紧密共存，构成辉长岩花岗
岩杂岩体。由于这类杂岩体较之单纯的辉长岩或花岗岩体

蕴含有更丰富的深部壳幔相互作用过程信息，并具有明确的

构造指示意义，因而成为示踪构造岩浆演化的重要研究对
象（Ｓｉｓ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Ｒｅｎ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西藏冈底斯发育一条巨型花岗岩带，它大致夹持于洛巴

堆米拉山断裂以南、印度河雅鲁藏布缝合带以北（图 １ａ，

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是冈底斯带岩浆岩最集中的地区。在该
岩带的南缘断续分布一系列辉长质侵入体，它们与相伴产出

的花岗质岩体形成年龄基本一致，构成辉长岩花岗岩杂岩
体（图１ｂ）。以往的研究认为这些杂岩体主要形成于始新世
（５３～４０Ｍａ），是新特提斯洋板片俯冲过程中由基性岩浆底
侵及其诱发壳幔岩浆混合作用的产物（董国臣等，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而对其他时代（特别是侏罗纪）这类杂岩体的研究较
少，因而制约了对新特提斯洋板片俯冲演化过程的全面理

解。为此，本次研究以日喀则东嘎早侏罗世辉长岩花岗岩
杂岩体为例，通过对辉长岩、花岗岩及其中镁铁质包体年代

学、元素地球化学和锆石Ｈｆ同位素组成的系统研究，阐明了

图１　青藏高原构造格架（ａ，据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冈底斯中段辉长岩分布（ｂ，据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厅，１９９７ａ①，ｂ②；西
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１９９３③编绘）及日喀则东嘎辉长岩花岗岩杂岩体地质略图（ｃ，据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厅，１９９７ａ修改）
ＩＹＺＳＺ：印度河雅鲁藏布缝合带；ＬＭＦ：洛巴堆米拉山断裂；ＳＮＭＺ：狮泉河纳木错蛇绿混杂岩带；ＢＮＳＺ：班公湖怒江缝合带；ＪＳＳＺ：金沙江缝

合带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ａｆｔｅｒ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ｇａｂｂｒｏ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ａｎｇｄｅｓｅｂｅｌｔ（ｂ），ａｎｄｔｈｅＤｏｎｇｇａｇａｂｂｒ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Ｘｉ’ｇａｚｅ（ｃ）
ＩＹＺＳＺ：ＩｎｄｕｓＹａｒｌｕｎｇＺａｎｇｂｏ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ＬＭＦ：ＬｕｏｂａｄｕｉＭｉｌａ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ＮＭＺ：ＳｈｉｑｕａｎＲｉｖｅｒＮａｍＴｓｏＭéｌａｎｇｅＺｏｎｅ；ＢＮＳＺ：Ｂａｎｇｏｎｇ
Ｎｕｊｉａｎｇ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ＪＳＳＺ：Ｊｉｎｓｈａ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

０７５３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５，３１（１２）

①

②

③

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厅．１９９７ａ．谢通门幅１２０万地质图
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厅．１９９７ｂ．南木林幅１２０万地质图
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１９９３．曲水幅１２０万地质图



图２　日喀则东嘎英云闪长岩花岗闪长岩中形态各异的镁铁质包体（ａｃ）及辉长岩（ｄ）、英云闪长岩（ｅ）和其中镁铁质包
体（ｆ）的显微照片（正交偏光下）
Ｆｉｇ．２　Ｍａｆｉｃｅｎｃｌａｖｅ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ｈａｐｅｓｉｎ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ｓ（ａｃ），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ｂｂｒｏ（ｄ），ｔｏｎａｌｉｔｅ
（ｅ）ａｎｄｍａｆｉｃｅｎｃｌａｖｅ（ｆ）ｉｎＤｏｎｇｇａｇａｂｂｒ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Ｘｉ’ｇａｚｅ（ｕｎｄｅｒＣＰＬ）

杂岩体的成因，并探讨了其对新特提斯构造演化的启示。

１　地质概况及岩石学特征

西藏冈底斯复合辉长岩花岗岩杂岩体主要分布于岩带
中段的南缘，以曲水谢通门一线最为发育（图１ｂ）。本次研
究的东嘎辉长岩花岗岩杂岩体位于日喀则市附近雅鲁藏布
江北侧的东嘎乡一带。辉长质岩体多呈小岩株、岩瘤或岩滴

产出（图１ｃ），岩性主要为角闪辉长岩，局部发育堆晶辉石岩
及辉长质伟晶岩等。辉长质岩体的围岩主要是以英云闪长

岩、花岗闪长岩为主的ＴＴＧ岩石组合，二者界线不明显，呈过
渡接触。在这些ＴＴＧ花岗质岩石中常含形态各异的镁铁质
包体，其岩性主要为微粒细粒闪长岩或辉长闪长岩。包体
大小不一，多呈椭圆形、纺锤形、透镜状或水滴状的塑变形态

（图２ａｃ），与寄主岩之间的界线一般较清晰，但也有包体边
缘呈锯齿状或港湾状（图２ａ），包体中可见寄主岩中的长石
捕虏晶（图２ｂ）。

角闪辉长岩呈灰黑色，主要由角闪石（４５％～５０％）和基
性斜长石（５０％～５５％）组成（图２ｄ），缺乏辉石类矿物或含
量极少，副矿物有锆石、磷灰石、磁铁矿和榍石等，其中以磁

铁矿为主。角闪石呈半自形粒状，多色性明显，Ｎｇ′＝深黄
绿，Ｎｐ′＝浅黄绿，部分颗粒弱绿泥石化；斜长石呈半自形板
条状，Ａｎ值较高（＝５４～７４），种属主要为拉长石，部分颗粒
为培长石，其中多数颗粒与角闪石互嵌构成辉长结构，另有

少数斜长石颗粒镶嵌（或包裹）在角闪石颗粒内构成基底辉

绿结构。英云闪长岩呈中细粒似斑状花岗结构（图２ｅ），组
成矿物主要为石英（２５％ ～３０％）、斜长石（５５％ ～６０％）、角
闪石（１５％～２０％）、钾长石（５％ ～１０％）和少量黑云母（３％
～５％），副矿物主要为锆石、磁铁矿和榍石等。石英多呈他
形粒状充填在其它矿物之间，可见波状消光和亚颗粒结构，

反映受到应力作用的影响；斜长石呈半自形板条状，聚片双

晶发育，局部可见环带结构；角闪石多呈半自形短柱状，多色

性显著，Ｎｇ′＝深蓝绿，Ｎｐ′＝浅黄绿。英云闪长岩随矿物组
成中角闪石含量的降低和钾长石含量的增多过渡到花岗闪

长岩。镁铁质包体的矿物组合与寄主花岗岩相似（图２ｆ），但
铁镁矿物（主要为角闪石）含量更高，石英含量偏低，粒度明

显偏细。从岩相观察可以看出，辉长岩、花岗岩和镁铁质包

体三者的铁镁矿物均主要为角闪石，且这些角闪石在岩相学

特征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２　年代学

本次对东嘎杂岩体中的辉长岩、花岗岩及其中的镁铁质

包体均采集了典型样品进行锆石分离，但辉长岩中因锆石数

量少且颗粒细小，未能分离出足量的锆石样品，因此，本次仅

对英云闪长岩及其中的镁铁质包体进行了 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
ＵＰｂ年龄测定，表１列出了被测样品的定年结果，图３为年
龄谐和图。

１７５３邱检生等：冈底斯中段早侏罗世辉长岩花岗岩杂岩体成因及其对新特提斯构造演化的启示：以日喀则东嘎岩体为例



表１　日喀则东嘎英云闪长岩及其中镁铁质包体的锆石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定年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Ｚｉｒｃｏｎ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ｄ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ｎｃｌｏｓｅｄｍａｆｉｃｅｎｃｌａｖｅｓｆｒｏｍＤｏｎｇｇａ，Ｘｉ’ｇａｚｅ

测点号 Ｔｈ／Ｕ
同位素比值 年龄（Ｍａ）

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 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比值 ±１σ 比值 ±１σ 比值 ±１σ 年龄 ±１σ 年龄 ±１σ

样品号：ＴＢ１６，岩性：英云闪长岩，采样点经纬度坐标：Ｎ２９°２２′４６８″Ｅ８８°５０′２３２″
１ ０５７ ００５４３０ ０００５３５ ０１９６１６ ００１５５０ ００２８４７ ００００６２ １８２ １３ １８１ ４
２ ０４７ ００４９６９ ０００３６６ ０１９２０７ ００１３５０ ００２８２６ ００００４８ １７８ １２ １８０ ３
３ ０５７ ００４９１２ ０００５７９ ０１８６３４ ００２１６３ ００２７５３ ００００６２ １７４ １９ １７５ ４
４ ０５１ ００５１２９ ０００４４１ ０１９２４０ ００１５９４ ００２７８７ ００００５３ １７９ １４ １７７ ３
５ ０５４ ００５２４８ ０００８５１ ０１９６３８ ００２７５８ ００２８４０ ００００７９ １８２ ２３ １８１ ５
６ ０５５ ００５２５０ ０００４３３ ０１８９９５ ００１３６３ ００２７６９ ００００４８ １７７ １２ １７６ ３
７ ０４５ ００５０５６ ０００６９５ ０１９４７４ ００２０３２ ００２８５０ ００００９７ １８１ １７ １８１ ６
８ ０５７ ００４９６４ ０００３９３ ０１８９６２ ００１４３７ ００２７８９ ００００４５ １７６ １２ １７７ ３
９ ０５０ ００５１８６ ０００８６０ ０１９０９２ ００２６８９ ００２７８１ ００００９４ １７７ ２３ １７７ ６
１０ ０４８ ００５０８８ ０００５０２ ０１９９９４ ００２００８ ００２９０２ ００００７１ １８５ １７ １８４ ４
１１ ０７３ ００５１２１ ０００３７１ ０１９５２７ ００１２７１ ００２８６０ ００００４９ １８１ １１ １８２ ３
１２ ０４７ ００５０６９ ０００６１０ ０１９５４８ ００２２５５ ００２８３１ ００００７３ １８１ １９ １８０ ５
１３ ０５５ ００５２８５ ０００４５５ ０１９７４９ ００１４３９ ００２８７１ ００００６１ １８３ １２ １８２ ４
１４ ０４８ ００５４０７ ０００７２５ ０１９４８０ ００２３２２ ００２８３１ ０００１１５ １８１ ２０ １８０ ７
１５ ０５０ ００５３４２ ０００８０３ ０１９４９０ ００２６６４ ００２８５３ ００００９４ １８１ ２３ １８１ ６
１６ ０５２ ００５１２６ ０００４７１ ０１９３２５ ００１６０５ ００２８２２ ００００４７ １７９ １４ １７９ ３
１７ ０４５ ００５１１１ ０００４６９ ０１９８７５ ００１７４６ ００２８７１ ００００５３ １８４ １５ １８２ ３
１８ ０６６ ００５１１１ ０００３７０ ０１９５１４ ００１３３９ ００２８５６ ００００５１ １８１ １１ １８２ ３
１９ ０６５ ００５１１３ ０００４９０ ０１９１０４ ００１６６３ ００２８２０ ００００６６ １７８ １４ １７９ ４

样品号：ＴＢ１４，岩性：镁铁质包体，采样点经纬度坐标：Ｎ２９°２２′４６８″Ｅ８８°５０′２３２″
１ ０７３ ００５０３８ ０００３３０ ０１９１６３ ００１２０８ ００２７８５ ００００５０ １７８ １０ １７７ ３
２ ０７８ ００５１２４ ０００５８９ ０１８７１３ ００１９４８ ００２７４８ ００００６８ １７４ １７ １７５ ４
３ ０４５ ００５２００ ０００５６９ ０１９３３７ ００１８７１ ００２７９６ ００００７３ １８０ １６ １７８ ５
４ ０７０ ００５３５５ ０００９１５ ０１９６９２ ００２９３６ ００２８５８ ００００９４ １８３ ２５ １８２ ６
５ ０４６ ００５０７１ ０００４５２ ０１９０８３ ００１５５４ ００２８０５ ００００５３ １７７ １３ １７８ ３
６ ０５０ ００５１９８ ０００４１０ ０１９２２８ ００１２８５ ００２８０６ ００００６０ １７９ １１ １７８ ４
７ ０８７ ００５０８７ ０００３７４ ０１８６８３ ００１２７９ ００２７３２ ００００５２ １７４ １１ １７４ ３
８ ０５４ ００５６８４ ０００６６２ ０１８９５４ ００１８６０ ００２７９３ ００００７３ １７６ １６ １７８ ５
９ ０４５ ００５２２２ ０００６３９ ０１９０９３ ００１９００ ００２７６９ ００００７４ １７７ １６ １７６ ５
１０ ０６４ ００４９４２ ０００５５７ ０１８９０１ ００１９９０ ００２８１６ ００００６４ １７６ １７ １７９ ４
１１ ０６７ ００５１２２ ０００３９８ ０１９５７０ ００１４２７ ００２８２９ ００００４９ １８１ １２ １８０ ３
１２ ０４８ ００５１１１ ０００４２１ ０１９２０５ ００１４１７ ００２７８３ ００００５１ １７８ １２ １７７ ３
１３ ０４１ ００５０９８ ０００４８６ ０１９６４７ ００１７４３ ００２８３９ ００００６４ １８２ １５ １８０ ４
１４ ０４６ ００５３７６ ０００５００ ０１８９６６ ００１６１６ ００２７４７ ００００５４ １７６ １４ １７５ ３
１５ ０６３ ００５０８５ ０００５２６ ０１９３１６ ００１９４５ ００２８００ ００００７２ １７９ １７ １７８ ４
１６ ０９９ ００４９４１ ０００３９８ ０１９０５０ ００１６３６ ００２７７８ ００００５６ １７７ １４ １７７ ４
１７ ０７６ ００５０３４ ０００５４１ ０１９０２５ ００１８８０ ００２７６１ ００００７４ １７７ １６ １７６ ５
１８ ０４８ ００５０４６ ０００６０８ ０１９０９５ ００１９７５ ００２８１７ ００００７６ １７７ １７ １７９ ５
１９ ０４６ ００５１７８ ０００４９８ ０１９３６７ ００１７９９ ００２８０８ ００００６１ １８０ １５ １７９ ４
２０ ０７７ ００５２０６ ０００７１４ ０１９０４６ ００２３３８ ００２７６０ ００００９３ １７７ ２０ １７６ ６

注：锆石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年龄测定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详细的仪器操作条件和数据处理方法见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英云闪长岩（ＴＢ１６）中被测锆石多为无色淡褐色，透

明半透明，均呈棱柱状自形晶，长径主要变化于 １５０～

２５０μｍ，长宽比介于１５１～３１，阴极发光图像均显示出

清晰的振荡环带结构，且所测锆石的Ｔｈ／Ｕ比值均较高，变化

于０４５～０７３之间（表１），表明它们均为典型的岩浆结晶锆

石（Ｃｏｒ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ＷｕａｎｄＺｈｅｎｇ，２００４），且没有发生显

著的Ｐｂ丢失（Ｃｏｎｎｅｌｌｙ，２００１）。对该样品本次共获得１９个

有效测试点数据，在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谐和图上，这些数

据点均投影在谐和线上（图３ａ），表明被测锆石未遭受明显

的后期热事件的影响。它们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介于 １７５～

２７５３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５，３１（１２）



图３　日喀则东嘎英云闪长岩（ａ）及其中镁铁质包体（ｂ）的锆石ＵＰｂ谐和图
Ｆｉｇ．３　ＵＰｂ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ｓ（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ｎｃｌｏｓｅｄｍａｆｉｃｅｎｃｌａｖｅｓ（ｂ）ｆｒｏｍＤｏｎｇｇａ，Ｘｉ’ｇａｚｅ

１８４Ｍａ之间，经计算获得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统计权重平均值

为１７９７±１７Ｍａ（ＭＳＷＤ＝０５，２σ），结果精确度较高，可以

准确反映岩体的成岩年龄。

镁铁质包体（ＴＢ１４）中被测锆石多无色透明，呈棱柱状

或长柱状自形晶，长径主要变化于１００～３００μｍ，长宽比介于

１１～３１。ＣＬ图像依晶形不同存在一定差别，棱柱状锆

石的ＣＬ图像同样显示出较清晰的岩浆振荡环带结构，但长

柱状锆石的ＣＬ图像多表现出条带状吸收，偶尔也出现不明

显的韵律环带，这些特征与基性岩起源的锆石 ＣＬ图像一致

（Ｃｏｒ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３）。被测锆石的Ｔｈ／Ｕ比值均较高，变化于

０４１～０９９之间（表１），同样指示它们应为岩浆结晶锆石。
本次对该样品共获得 ２０个有效测试点数据，在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谐和图上，这些数据点也均投影在谐和线上（图
３ｂ），２０个测试点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变化于１７４～１８２Ｍａ，经计

算获得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统计权重平均值为１７７４±１７Ｍａ

（ＭＳＷＤ＝０３，２σ），代表镁铁质包体的形成年龄。

从上述定年结果可以看出，镁铁质包体与寄主岩的形成

年龄十分接近，表明它们应同时形成，包体呈塑变形态也印

证了结果的合理性。尽管本次研究我们未获得辉长质侵入

体的年龄，但谭陈诚（２０１２）获得东嘎辉长质侵入体的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１７８９±０６Ｍａ（ＭＳＷＤ＝１０６，２σ），这一年龄

与花岗质侵入体及其中镁铁质包体的年龄在测试误差范围

内基本一致，因而构成典型的辉长岩花岗岩复合杂岩体，三

者年龄的一致性说明它们在成因上存在密切联系。

３　元素地球化学

表２列出了东嘎杂岩体中辉长岩、英云闪长岩及其中镁

铁质包体代表性样品的主量、微量和稀土元素测定结果。

３１　主量元素

主量元素组成上，东嘎辉长岩硅、碱（尤其是钾）含量较

低（ＳｉＯ２ ＝４４５６％ ～４８７３％，Ｋ２Ｏ＋Ｎａ２Ｏ＝１４０％ ～
３０６％，Ｋ２Ｏ＝０２０％～０２３％），在 ＴＡＳ关系图上落在亚碱
性系列范围内（图４ａ），在 ＳｉＯ２Ｋ２Ｏ关系图上落在低钾拉斑

系列或钙碱性系列区内（图４ｂ）。富铁（Ｆｅ２Ｏ３
Ｔ＝１０２５％ ～

１１２０％），钙、镁含量较低（ＣａＯ＝１０２３％ ～１３０４％，ＭｇＯ
＝７１４％～１１６１％），Ｍｇ＃指数也较低（＝０５６～０６９），在
ＡＦＭ三角图解上落在拉斑系列区（图略）。辉长岩在化学组
成上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富铝（Ａｌ２Ｏ３＝１７２５％ ～１９０５％），
与岛弧和大陆边缘地区产出的高铝玄武岩化学组成十分相

似，如印尼苏门答腊北部Ｂａｒｒｅｎ现代火山产出的高铝玄武岩
均为低钾拉斑系列，Ａｌ２Ｏ３含量最高可达２２８０％（Ｌｕｈｒａｎｄ
Ｈａｌｄａｒ，２００６）。

与辉长岩富铝的特点不同，英云闪长岩的铝含量低

（Ａｌ２Ｏ３＝１６３９％ ～１６５４％，Ａ／ＮＫＣ＝０８９～０９１）。其硅
含量也较低（ＳｉＯ２＝６２３１％ ～６２７３％），相对贫碱但较富钠
（Ｋ２Ｏ＋Ｎａ２Ｏ＝５２３％ ～５２５％，Ｋ２Ｏ／Ｎａ２Ｏ＝０３４～０３８），
里特曼指数（σ）介于１４０～１４２，属典型的准铝钙碱性 Ｉ型
花岗岩。镁铁质包体贫硅（ＳｉＯ２＝４９２３％ ～５０５５％），按
ＴＡＳ分类，其岩性为二长辉长岩（图４ａ），化学组成较之辉长
岩相对富碱富钾（图４ａ，ｂ），钙、镁、铁含量介于辉长岩与英
云闪长岩之间，且三者主要氧化物与 ＳｉＯ２之间具有明显的
协变关系（图５ａｃ），足见它们在成因上具密切联系。

３２　微量及稀土元素

微量元素组成上，东嘎辉长岩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Ｋ、
Ｓｒ、Ｐｂ），亏损高场强元素（Ｎｂ、Ｔａ、Ｚｒ、Ｈｆ，图６ａ），表现出消减
带岩浆岩的典型特征（Ｋｅｌｅｍ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０），指示岩浆源区

３７５３邱检生等：冈底斯中段早侏罗世辉长岩花岗岩杂岩体成因及其对新特提斯构造演化的启示：以日喀则东嘎岩体为例



图４　日喀则东嘎辉长岩、英云闪长岩及其中镁铁质包体的ＳｉＯ２Ｋ２Ｏ＋Ｎａ２Ｏ（ａ，底图据Ｍｉｄｄｌｅｍｏｓｔ，１９９４）和ＳｉＯ２Ｋ２Ｏ（ｂ，

底图据Ｐｅｃｃｅｒｉｌｌｏ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７６）关系图
Ｆｉｇ．４　ＳｉＯ２Ｋ２Ｏ＋Ｎａ２Ｏ（ａ，ｂａｓｅｍａｐａｆｔｅｒＭｉｄｄｌｅｍｏｓｔ，１９９４）ａｎｄＳｉＯ２Ｋ２Ｏ（ｂ，ｂａｓｅｍａｐａｆｔｅｒＰｅｃｃｅｒｉｌｌｏ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７６）

ｐｌｏｔｓｏｆｇａｂｂｒｏｓ，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ｎｃｌｏｓｅｄｍａｆｉｃｅｎｃｌａｖｅｓｆｒｏｍＤｏｎｇｇａ，Ｘｉ’ｇａｚｅ

图５　日喀则东嘎辉长岩、英云闪长岩及其中镁铁质包体的主量元素协变关系图
图例同图４

Ｆｉｇ．５　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ｌｏｔｓｏｆｇａｂｂｒｏｓ，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ｎｃｌｏｓｅｄｍａｆｉｃｅｎｃｌａｖｅｓｆｒｏｍＤｏｎｇｇａ，Ｘｉ’ｇａｚｅ
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ｈｏｓｅｉｎＦｉｇ４

受到了俯冲相关组分的影响，并与受俯冲板片析出流体（熔

体）交代地幔楔部分熔融形成的辉长质侵入体（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十分相似。英云闪长岩及其中镁铁质包体的微量元素
分布模式与辉长岩相似，但其元素（尤其是大离子亲石元素）

丰度较辉长岩明显偏高（图６ａ）。英云闪长岩的 Ｐｂ、Ｓｒ等大
离子亲石元素含量较镁铁质包体反而偏低（表２、图６ａ），说
明二者并非同源岩浆分异演化的产物。

东嘎辉长质侵入体稀土总量偏低，∑ＲＥＥ＝１１８２×１０－６

４７５３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５，３１（１２）



表２　日喀则东嘎辉长岩、英云闪长岩及其中镁铁质包体的
主量（ｗｔ％）、微量和稀土元素含量（×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ａｊｏｒ（ｗｔ％），ｔｒａｃｅａｎｄ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１０－６） ｏｆｇａｂｂｒｏｓ，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ｎｃｌｏｓｅｄｍａｆｉｃ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ｆｒｏｍＤｏｎｇｇａ，Ｘｉ’ｇａｚｅ
样品号 ＴＢ３ ＴＢ６ ＴＢ８ ＴＢ１６ＴＢ１０１ＴＢ１４ＴＢ１０２
岩性 辉长岩 英云闪长岩 镁铁质包体
ＳｉＯ２ ４４５６ ４８７３ ４６５２ ６２７３ ６２３１ ５０５５ ４９２３
ＴｉＯ２ ０３７ １２３ ０７９ ０５５ ０５７ ０９６ ０８８
Ａｌ２Ｏ３ １７２５ １７７２ １９０５ １６５４ １６３９ １８１４ １８３１
Ｆｅ２Ｏ３Ｔ １０２５ １０４２ １１２０ ５７４ ５８１ １０１２ １０４２
ＭｎＯ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８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２４ ０２５
ＭｇＯ １１６１ ７２２ ７１４ ２５３ ２５１ ４８７ ４５２
ＣａＯ １３０４ １０２３ １１７７ ５８６ ５６７ ８５７ ８７８
Ｎａ２Ｏ １２０ ２８５ ２３４ ３９２ ３７９ ３９５ ４２４
Ｋ２Ｏ ０２０ ０２１ ０２３ １３３ １４４ １８２ ０９８
Ｐ２Ｏ５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２０
烧失 ２１１ １６６ ０９８ ０９７ １３２ １２４ ２０４
总量 １００５０１００３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０ ９９９０ １００４０ ９９７０
ＡＬＫ １４０ ３０６ ２５７ ５２５ ５２３ ５７７ ５２２
Ｋ／Ｎａ ０１７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３４ ０３８ ０４６ ０２３
σ １２６ １６３ １８８ １４０ １４２ ４４１ ４３７

Ａ／ＮＫＣ ０６７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８９ ０９１ ０７５ ０７６
Ｍｇ＃ ０６９ ０５８ ０５６ ０４７ ０４６ ０４９ ０４６
Ｃｓ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１８ ０８８ ３４９ １１５ ２２７
Ｒｂ ２０５ ３６８ １０６ ２５２３ ３１５４ ３３１１ １６０７
Ｓｒ ３９４ ３２５ ４２２ ３６３ ３５８ ３９２ ３８７
Ｂａ ３５９ ６０４ ４９３ ３３４ ３６１ ３２２ ２４９
Ｕ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６９ ０９８ ０８８ ０３８
Ｔｈ ０１６ ０３２ ０１９ ２７０ ２４０ ２２８ １０７
Ｐｂ ０６２ ８２９ ４６６ ３９０ ５３４ ２１５９ １６２５
Ｙ ４８２ ２１１６ １９３７ １５０８ １３２１ ３８４０ ３８２７
Ｇａ １１０７ １６７３ １５１８ １６８３ １７６７ ２７５８ ２４５６
Ｎｂ ０４６ ３３９ １７１ ５１０ ４１９ ７７８ ６５１
Ｔａ ００４ ０２６ ０１１ ０４２ ０２７ ０４８ ０４７
Ｚｒ ７９３ ７０７０ ４３５６ １０６ １３２ ８１３３ １０５
Ｈｆ ０２６ １７１ １３０ ３０３ ３６６ ２２８ ２６６
Ｖ ２０４ １８０ ２９０ １３４ １３６ ２３５ ２２３
Ｃｏ ５６０６ ４２４７ ３８８５ １７７７ １８５３ ２９０４ ２６４０
Ｎｉ １２５ １５９ ２３１６ ８６６ ９１２ １６５２ ９０９
Ｌａ １４２ ４３３ ５９９ １１８８ ８７８ １２０２ １２５１
Ｃｅ ３３０ １１４０ １４９２ ２４１５ １７２７ ３３３１ ３３４４
Ｐｒ ０４９ １７０ ２０７ ３０２ ２２９ ４８８ ４７９
Ｎｄ ２４５ ８６５ ９８１ １１９８ ９５８ ２２５９ ２１８２
Ｓｍ ０７５ ２８８ ２７６ ２６０ ２２２ ５６９ ５５６
Ｅｕ ０３５ １１２ ０９３ ０８９ ０８３ １６７ １６１
Ｇｄ ０８３ ３４２ ３０５ ２６８ ２３１ ５９５ ５９４
Ｔｂ ０１３ ０５７ ０４９ ０４５ ０３９ ０９４ ０９４
Ｄｙ ０８８ ３８０ ３２９ ２６６ ２３６ ６３３ ６３３
Ｈｏ ０１９ ０８２ ０７４ ０５４ ０４８ １４３ １４４
Ｅｒ ０４９ ２１６ ２０４ １６４ １４４ ４０７ ４０３
Ｔｍ ００７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２５ ０２２ ０６１ ０６１
Ｙｂ ０４２ １９２ １９６ １７１ １５０ ４２２ ４１５
Ｌｕ ００６ ０２８ ０３０ ０２８ ０２５ ０６６ ０６４
∑ＲＥＥ １１８２ ４３３４ ４８６４ ６４７２ ４９９２ １０４４ １０３８
（Ｌａ／Ｙｂ）Ｎ ２２６ １５２ ２０６ ４６８ ３９４ １９２ ２０３
δＥｕ １３７ １０９ ０９８ １０３ １１２ ０８８ ０８６

注：ＡＬＫ＝Ｋ２Ｏ＋Ｎａ２Ｏ；Ｋ／Ｎａ＝Ｋ２Ｏ／Ｎａ２Ｏ；Ａ／ＮＫＣ＝Ａｌ２Ｏ３／（Ｎａ２Ｏ＋

Ｋ２Ｏ＋ＣａＯ），分子比；Ｍｇ＃＝ＭｇＯ／（ＭｇＯ＋ＦｅＯＴ），分子比主量元素

在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利用 ＡＲＬ９８００ＸＰ＋型 Ｘ射线荧光光谱仪

测定，分析精度优于５％微量及稀土元素在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

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采用ＦｉｎｎｉｇａｎＥｌｅｍｅｎｔⅡ型ＩＣＰＭＳ测

定，详细分析方法见高剑峰等（２００３）

～４８６４×１０－６，尤其是Ｍｇ＃最高的ＴＢ３样品，其稀土总量最
低（表２）；它们均中等富集轻稀土，（Ｌａ／Ｙｂ）Ｎ＝１５２～２２６，
相对于球粒陨石标准化的稀土配分型式呈缓右倾型（图

６ｂ）；ＴＢ３样品出现一定程度的铕正异常（δＥｕ＝１３７），说明
存在一定的斜长石的堆晶作用，高铝玄武岩也常出现弱的铕

正异常，ＬｕｈｒａｎｄＨａｌｄａｒ（２００６）认为可能是受到橄长质岩石
的混染所致。英云闪长岩和镁铁质包体均富轻稀土，二者均

缺乏明显的Ｅｕ异常，但英云闪长岩轻重稀土的分异程度较
镁铁质包体更显著，其特征与岛弧及大陆边缘地区钙碱性 Ｉ
型花岗质岩石（Ｓｈｉｎｊｏｅ，１９９７）相似。镁铁质包体的稀土总
量较英云闪长岩明显偏高（表２、图６ｂ），同样暗示其不是寄
主岩浆早期结晶分异产物的堆积体，因为 ＲＥＥ为强不相容
元素，倘若镁铁质包体是花岗质岩浆早期结晶分异产物的堆

积体，则其ＲＥＥ含量应该较寄主花岗质岩石低，ＲＥＥ配分曲
线也应当位于寄主花岗质岩石的下方。

４　锆石Ｈｆ同位素组成

本次对前面２件已做ＵＰｂ定年的英云闪长岩和镁铁质
包体样品进行了系统的 Ｈｆ同位素组成测定，表３列出了测
试结果及根据年龄计算的有关参数。由表中数据可看出，英

云闪长岩和镁铁质包体均具有显著亏损的 Ｈｆ同位素组成，
二者的εＨｆ（ｔ）值均为很高的正值（分别为＋１１４～＋１５０和
＋１４４～＋１８６），二阶段模式年龄（ｔＤＭ２）均很年轻（分别为
２６１～４９２Ｍａ和３１～３０２Ｍａ）。这一结果基本落在前人总结
的冈底斯岩基中生代花岗岩锆石 Ｈｆ同位素组成范围内
（εＨｆ（ｔ）＝＋１０２～＋１７６，ｔＤＭ２＝５５～７４６Ｍａ，Ｊ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说明它们的岩浆源区应为与亏损地幔同位素组成相
似的初生地壳。

５　讨论

５１　岩石成因

尽管本次未获得东嘎辉长质侵入体的 Ｈｆ同位素组成，
但已报道的拉萨地块南部晚白垩世角闪辉长岩的 εＨｆ（ｔ）值
（＝＋１１８～＋１７２，管琪等，２０１１）与花岗质岩石十分接
近。前人的研究也表明，冈底斯岩基中段南缘花岗质岩石中

的镁铁质包体和寄主花岗岩、基性和酸性岩脉与被穿截的花

岗岩都具有相近的年龄和 Ｈｆ同位素特征，同时期发育的不
同岩性的岩石（如辉长岩和花岗岩等）Ｈｆ同位素特征都比较
相似（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说明东嘎辉长岩也应起源于高度亏损
的地幔。但正如前述，这些辉长质侵入体同时具有富轻稀土

和大离子亲石元素、亏损高场强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岩石

的Ｌａ／Ｎｂ、Ｂａ／Ｎｂ比值（分别为１２８～３５０和１７８～７８０）
远高于亏损地幔起源的洋脊玄武岩（分别为１０７和４３０，
Ｗｅａｖｅｒ，１９９１），Ｃｅ／Ｐｂ比值（＝１３８～５３２）与全球平均大洋

５７５３邱检生等：冈底斯中段早侏罗世辉长岩花岗岩杂岩体成因及其对新特提斯构造演化的启示：以日喀则东嘎岩体为例



表３　日喀则东嘎英云闪长岩及其中镁铁质包体的锆石Ｈｆ同位素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ＺｉｒｃｏｎＨｆ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ｎｃｌｏｓｅｄｍａｆｉｃｅｎｃｌａｖｅｓｆｒｏｍＤｏｎｇｇａ，Ｘｉ’ｇａｚｅ

测点号 １７６Ｙｂ／１７７Ｈｆ １７６Ｌｕ／１７７Ｈｆ １７６Ｈｆ／１７７Ｈｆ ２σ εＨｆ（ｔ） ２σ ｔＤＭ１（Ｍａ） ｔＤＭ２（Ｍａ） ｆＬｕ／Ｈｆ
样品号：ＴＢ１６，岩性：英云闪长岩，ｔ＝１７９７±１７Ｍａ
ＴＢ１６１ ００２８２１１ ０００１０５５ ０２８２９９１ ０００００２７ １１６ ０９ ３７０ ４８３ －０９７
ＴＢ１６２ ００６９９５６ ０００２５３８ ０２８２９９２ ０００００２６ １１４ ０９ ３８３ ４９２ －０９３
ＴＢ１６３ ００３５６８９ ０００１３１６ ０２８３０５５ ０００００２５ １３８ ０９ ２８０ ３３９ －０９７
ＴＢ１６４ ００４８６１８ ０００１６４９ ０２８３０６６ ０００００２３ １４２ ０８ ２６８ ３１８ －０９６
ＴＢ１６５ ００３８２１６ ０００１３２６ ０２８３０２５ ０００００２４ １２８ ０８ ３２３ ４０８ －０９７
ＴＢ１６６ ００３２７５６ ０００１１６５ ０２８３０７４ ０００００２６ １４５ ０９ ２５３ ２９６ －０９７
ＴＢ１６７ ００３５２８０ ０００１２５５ ０２８３０８３ ０００００２２ １４８ ０８ ２４１ ２７７ －０９７
ＴＢ１６８ ００２９００６ ０００１０９２ ０２８３０８９ ０００００２８ １５０ １０ ２３１ ２６１ －０９７
ＴＢ１６９ ００３６０６５ ０００１３２７ ０２８３０１２ ０００００３０ １２３ １１ ３４３ ４３９ －０９７
ＴＢ１６１０ ００２６２２６ ００００９３２ ０２８３０１５ ０００００３０ １２５ １１ ３３４ ４２７ －０９８
ＴＢ１６１１ ００３９８８０ ０００１２８５ ０２８３０３７ ０００００２４ １３２ ０９ ３０７ ３８１ －０９７
ＴＢ１６１２ ００２９０１４ ０００１０３７ ０２８３０１０ ０００００２６ １２３ ０９ ３４２ ４４０ －０９７
ＴＢ１６１３ ００１８８８４ ００００６７５ ０２８３０１８ ０００００２５ １２６ ０９ ３２８ ４１９ －０９８
ＴＢ１６１５ ００４０７７９ ０００１１７０ ０２８３０２１ ０００００１９ １２６ ０７ ３２８ ４１６ －０９７
ＴＢ１６１６ ００３９６７３ ０００１２０２ ０２８３０１２ ０００００２０ １２３ ０７ ３４２ ４３７ －０９７
ＴＢ１６１７ ００４７３７９ ０００１５１２ ０２８３０７９ ０００００２４ １４６ ０９ ２４８ ２８７ －０９６
ＴＢ１６１８ ００３３６４３ ０００１０９８ ０２８２９９８ ０００００２１ １１８ ０８ ３６１ ４６９ －０９７
ＴＢ１６１９ ００３４２８７ ０００１０７８ ０２８３０５５ ０００００２３ １３８ ０８ ２７９ ３３８ －０９７
ＴＢ１６２０ ００２６５５６ ００００９０４ ０２８３０６５ ０００００２１ １４２ ０７ ２６４ ３１５ －０９８
样品号：ＴＢ１４，岩性：镁铁质包体，ｔ＝１７７４±１７Ｍａ
ＴＢ１４１ ００３４８７３ ００００９８４ ０２８３１２２ ０００００３３ １６２ １２ １８４ １８７ －０９７
ＴＢ１４２ ００３６３４８ ０００１０６７ ０２８３１５９ ０００００３５ １７５ １３ １３１ １０３ －０９７
ＴＢ１４３ ００３４８９９ ０００１０７４ ０２８３１５９ ０００００３７ １７５ １３ １３０ １０２ －０９７
ＴＢ１４４ ００４３５４６ ０００１１７３ ０２８３１３０ ０００００３９ １６４ １４ １７３ １７０ －０９７
ＴＢ１４５ ００３９９１４ ０００１２００ ０２８３１５０ ０００００３８ １７１ １３ １４４ １２５ －０９７
ＴＢ１４６ ００３０５５０ ００００９２８ ０２８３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３２ １５４ １１ ２１４ ２３６ －０９８
ＴＢ１４７ ００６１９２９ ０００１７６４ ０２８３１２２ ０００００３７ １６１ １３ １８６ １９１ －０９５
ＴＢ１４８ ００４２０４３ ０００１３０１ ０２８３１１２ ０００００３１ １５８ １１ １９８ ２１１ －０９７
ＴＢ１４９ ００４７９７３ ０００１４６７ ０２８３１１７ ０００００３２ １５９ １２ １９３ ２０１ －０９６
ＴＢ１４１０ ００２５６６３ ００００８６７ ０２８３０９０ ０００００３４ １５１ １２ ２２７ ２５７ －０９８
ＴＢ１４１２ ００４５５５３ ０００１４６１ ０２８３０７３ ０００００３４ １４４ １２ ２５６ ３０２ －０９６
ＴＢ１４１３ ００２７７２４ ００００８２４ ０２８３１６９ ０００００３３ １７８ １２ １１５ ７８ －０９８
ＴＢ１４１５ ００３１０１１ ０００１００３ ０２８３１１１ ０００００２９ １５８ １０ １９８ ２１１ －０９７
ＴＢ１４１６ ００４８４２５ ０００１４６３ ０２８３０８３ ０００００３８ １４７ １３ ２４２ ２７９ －０９６
ＴＢ１４１７ ００４３９１２ ０００１２２３ ０２８３１９１ ０００００４０ １８６ １４ ８５ ３１ －０９７
ＴＢ１４１８ ００３４３３３ ０００１０１４ ０２８３１４６ ０００００３４ １７０ １２ １４８ １３１ －０９７
ＴＢ１４１９ ００３１９９９ ００００９４５ ０２８３０８５ ０００００３４ １４９ １２ ２３５ ２７０ －０９８
ＴＢ１４２０ ００４０５４６ ０００１２３４ ０２８３１８１ ０００００３７ １８２ １３ １００ ５４ －０９７

注：Ｈｆ同位素组成在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测定，详细分析方法见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表中锆石Ｈｆ同位素特征

值计算所用的参数为：１７６Ｌｕ衰变常数 λ＝１８６７×１０－１１ａ－１（Ｓｃｈｅｒ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球粒陨石（ＣＨＵＲ）的１７６Ｌｕ／１７７Ｈｆ＝００３３２，１７６Ｈｆ／１７７Ｈｆ＝

０２８２７７２（ＢｌｉｃｈｅｒｔＴｏｆｔａｎｄＡｌｂａｒèｄｅ，１９９７），亏损地幔（ＤＭ）的１７６Ｌｕ／１７７Ｈｆ＝００３８４，１７６Ｈｆ／１７７Ｈｆ＝０２８３２５（ＶｅｒｖｏｏｒｔａｎｄＢｌｉｃｈｅｒｔＴｏｆｔ，１９９９）；大

陆平均地壳（ＣＣ）的１７６Ｌｕ／１７７Ｈｆ＝００１５（Ｇｒｉｆｆ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沉积物（Ｃｅ／Ｐｂ＝２９，Ｐｌａｎｋａｎ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１９９８）接近，Ｎｂ／
Ｕ、Ｔａ／Ｕ比值（分别为３２９～３０８２和０２９～２３６）明显偏
低，与遭受俯冲板片析出流体交代作用地幔楔部分熔融派生

岩浆的特点相似（Ａｙｅｒｓ，１９９８），上述元素和同位素组成的解
耦现象被认为是源区亏损地幔在部分熔融形成岩浆之前遭

受过近期交代作用所致，因为交代作用发生的时间距今较

近，使得放射成因同位素的积累有限，因而保留了亏损地幔

的同位素印记（支霞臣，１９９０），因此，东嘎辉长质侵入体最
可能为近期遭受俯冲板片析出流体交代作用的亏损地幔部

分熔融的产物。

东嘎地区花岗质岩石以英云闪长岩、花岗闪长岩为主，

具有岛弧和被动大陆边缘地区的ＴＴＧ岩石组合特征，成因类
型属钙碱性的Ｉ型花岗岩类，同位素组成指示其源区与辉长
质基性侵入体相似，均具有显著亏损的特征。由于地幔的部

６７５３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５，３１（１２）



图６　日喀则东嘎辉长岩、英云闪长岩及其中镁铁质包体的原始地幔标准化微量元素蛛网图（ａ，标准化值据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
ａｎｄＳｕｎ，１９９５）和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元素配分曲线（ｂ，标准化值据Ｂｏｙｎｔｏｎ，１９８４）
Ｆｉｇ．６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ｐｉｄｅｒｇｒａｍｓ（ａ，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ａｆｔｅｒ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ａｎｄＳｕｎ，１９９５）ａｎｄ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ａｆｔｅｒＢｏｙｎｔｏｎ，１９８４）ｏｆｇａｂｂｒｏｓ，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ｎｃｌｏｓｅｄ
ｍａｆｉｃｅｎｃｌａｖｅｓｆｒｏｍＤｏｎｇｇａ，Ｘｉ’ｇａｚｅ

分熔融不可能获得显著数量的花岗质或奥长花岗质岩浆

（Ｌｅａｋｅ，１９９０），因此，对于这类花岗岩的成因目前普遍认为
经历了二阶段的成岩过程，即由幔源岩浆首先底侵至地壳底

部形成初生地壳，然后在后期热事件的影响下，这种初生地

壳发生再次熔融形成（Ｐｉｔ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５）。前人的研究也
表明，冈底斯岩基中生代花岗岩中不存在反映古老基底的同

位素信息，也很少发现古生代以前的继承锆石（Ｊ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Ｓｒ、Ｎｄ、Ｈｆ同位素组成一致显示冈底斯岩基中生代花
岗岩源区具有新生地壳特征（Ｃ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Ｊ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因此，东嘎花岗质岩石应为初生地壳部分熔融的
产物。

东嘎花岗质岩石中的镁铁质包体具有典型的火成结构，

成岩年龄与寄主岩基本一致，组成矿物的种类与寄主岩相

似，但粒度偏细，暗色矿物含量偏高。包体多呈塑变形态（图

２ａｃ），可见反向脉（图 ２ａ）及寄主岩中的长石捕虏晶（图
２ｂ），镁铁质包体中的斜长石发育复杂的核边环带结构（图
２ｆ），上述特征说明镁铁质包体最可能为镁铁质岩浆与其诱
发地壳物质熔融形成的长英质岩浆混合的产物。在主量元

素协变关系图解上，辉长岩、镁铁质包体及寄主花岗岩三者

的ＳｉＯ２与ＦｅＯ
Ｔ、ＭｇＯ、ＣａＯ具显著的负消长线性演化关系

（图５ａｃ）；在同分母的氧化物比值相关图上（如 Ａｌ２Ｏ３／ＣａＯ
Ｎａ２Ｏ／ＣａＯ、ＳｉＯ２／ＣａＯＮａ２Ｏ／ＣａＯ和Ａｌ２Ｏ３／ＭｇＯＳｉＯ２／ＭｇＯ，图
５ｄｆ）也构成良好的线性相关，上述协变关系说明镁铁质包体
应为辉长质岩浆与花岗质岩浆二者经混合作用的产物，因为

在分离结晶作用过程中，由于受固溶体矿物晶出的影响，其

演化线多为曲线，而不是直线（周繤若，１９９４）。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初步构想东嘎辉长岩、英云闪

长岩及其中镁铁质包体的成岩过程（图７）：即在侏罗纪时
期，由于新特提斯板片俯冲消减析出流体交代亏损的上覆地

图７　日喀则东嘎辉长岩花岗岩杂岩体成岩模式略图
（１）俯冲大洋板片脱水交代上覆亏损地幔楔，并诱发其熔融产生

镁铁质岩浆；（２）镁铁质岩浆底侵至地壳底部形成初生地壳；

（３）持续的底侵导致初生地壳熔融产生壳源岩浆；（４）壳源岩浆

经进一步分异演化结晶形成英云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同时镁铁

质岩浆注入部分结晶的英云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岩浆中经不均

匀机械混合形成镁铁质包体；（５）少量镁铁质岩浆沿通道直接上

升至地壳浅部结晶形成辉长质侵入体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ｍ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ａｂｂｒ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Ｄｏｎｇｇａ，Ｘｉ’
ｇａｚｅ

幔楔，并诱发其熔融产生镁铁质岩浆，这一镁铁质岩浆底侵

至地壳底部形成初生地壳；随后在持续的岩浆底侵事件影响

下，导致初生地壳发生熔融形成壳源岩浆，壳源岩浆经进一

步的分异演化，形成英云闪长质岩石的母岩浆。当基性的镁

铁质岩浆注入已部分结晶的英云闪长质岩浆中时，由于二种

共存岩浆之间存在较大的粘度差，使得彼此之间不能发生完

７７５３邱检生等：冈底斯中段早侏罗世辉长岩花岗岩杂岩体成因及其对新特提斯构造演化的启示：以日喀则东嘎岩体为例



全的化学混合形成均一的岩浆，而主要表现为机械混合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ａｎｄＢａｒｂａｒｉｎ，１９９１），这时未完全均匀混合的囊
状或液粒状基性岩浆即形成镁铁质微粒包体，少量的镁铁质

岩浆沿岩浆通道上侵到地壳内部直接结晶即形成辉长质侵

入体，这一模式能较好地解释目前所观测到的杂岩体的各类

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５２　对新特提斯构造演化的启示

新特提斯洋的开合是青藏高原地质研究中备受关注的

重要科学问题，沿冈底斯带发育的岩浆岩记录着这一构造演

化过程的丰富信息。通过３０余年来的研究，目前已普遍认
识到，新特提斯洋板片的俯冲经历了长期的演化历程，尽管

对其持续时间尚存在分歧，但主流观点认为应发生在 ＞２０５
～４０Ｍａ，期间经历了复杂的动力学过程，如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认
为晚三叠世白垩纪新特提斯洋板片为稳定的斜向俯冲，并
引发了冈底斯岩基的连续岩浆活动；从早白垩世中后期

（～１１０Ｍａ）开始由于板片俯冲角度逐渐增加，使岩浆活动持
续南移，并逐渐增强；进入新生代，由于板片俯冲角度变陡，

岩浆活动主要集中在拉萨地块南缘；此后随着印度欧亚板
块碰撞而在５０Ｍａ左右发生断离。但对中生代早期（晚三叠
早侏罗）岩浆作用的动力学背景尚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

可能形成于班公湖怒江洋板片南向俯冲诱发的弧后伸展背
景，如朱弟成等（２００９）认为在２３０～１４０Ｍａ期间，拉萨微陆块
南缘仍为被动大陆边缘，直至侏罗纪晚期白垩纪早期
（～１４０Ｍａ），因冈底斯羌塘碰撞才触发了雅鲁藏布新特提斯
洋壳岩石圈的北向俯冲。

本次研究的东嘎辉长岩花岗岩复合杂岩体位于冈底斯
南缘，形成于早侏罗世晚期（～１７８Ｍａ），其辉长岩中铁镁矿
物主要为角闪石，斜长石主要为牌号高的钙质斜长石。研究

表明，在大洋板块俯冲过程中，俯冲带物质的再循环可以使

来自地幔楔部分熔融产生的原生玄武岩浆含相当量的水，在

这种环境下形成的基性侵入体其铁镁矿物主要为角闪石而

贫辉石（Ｂｅａｒｄ，１９８６；Ｓｉｓ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同时由于有足够
的水加入，ＰＨ２Ｏ的增高，降低了 ＡｎＡｂ二元系的液相线及固
相线温度，导致在给定的温度下，水含量高的岩浆结晶出 Ａｎ
值高的斜长石（ＳｉｓｓｏｎａｎｄＧｒｏｖｅ，１９９３）。因此，东嘎辉长质
侵入体所具有的特殊矿物组合指示其形成应与新特提斯洋

板片的俯冲密切相关。辉长质侵入体属拉斑系列，微量元素

组成与受俯冲板片析出流体（熔体）交代地幔楔部分熔融所

形成的岩浆相似，共生的花岗质岩石具有弧型岩浆岩组合特

点及相应的地球化学组成，这些岩石学与地球化学特征均表

明侏罗纪时期冈底斯南缘应处于新特提斯洋板片俯冲的构

造背景。

另一方面，以往认为区内辉长质侵入体主要形成于５３～
４０Ｍａ（董国臣等，２００８），指示冈底斯南缘在始新世期间存在
着强烈的岩浆底侵和岩浆混合作用。本次对东嘎杂岩体的

研究表明，冈底斯南缘在侏罗纪时期也存在岩浆底侵及相关

的壳幔岩浆混合作用，此外，近年来在冈底斯带东段的朗县

至米林一带先后报道有９８～８８Ｍａ的角闪辉长岩（管琪等，
２０１１）和约９３Ｍａ的苏长岩与角闪石岩（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这
些镁铁质岩石均被认为是相应时段新特提斯洋板片俯冲诱

发幔源基性岩浆上侵的产物，结合冈底斯岩带在始新世之前

的花岗质岩石中均不同程度地含有镁铁质包体，我们有理由

认为，在新特提斯洋板片的整个俯冲过程中（＞２０５～４０Ｍａ，
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冈底斯南缘应存在多次的基性岩浆底侵及
其诱发的壳幔岩浆混合作用。

６　结论

（１）东嘎英云闪长岩和镁铁质包体的成岩年龄十分接
近，且与辉长岩的年龄基本一致，均为１７７～１８０Ｍａ，构成典
型的辉长岩花岗岩复合杂岩体。

（２）东嘎辉长质侵入体组成矿物主要为角闪石和基性斜
长石，缺乏辉石，化学组成上贫碱、富铝、富轻稀土和大离子

亲石元素、贫高场强元素，为遭受俯冲板片析出流体交代作

用的亏损地幔部分熔融的产物。

（３）东嘎花岗质侵入体主要为以英云闪长岩、花岗闪长
岩为主体的ＴＴＧ岩石组合，化学成分上贫碱、准铝、富钠，具
有显著亏损的锆石 Ｈｆ同位素组成（εＨｆ（ｔ）＝＋１１４～
＋１５０），为初生地壳部分熔融的产物。
（４）东嘎花岗质岩石中的镁铁质包体呈塑变形态，具有

与寄主岩相似的矿物组成和微量元素分布模式及锆石 Ｈｆ同
位素组成（εＨｆ（ｔ）＝＋１４４～＋１８６），为辉长质岩浆与花岗
质岩浆二者经混合作用的产物。

（５）冈底斯南缘在早侏罗世时期应处于新特提斯洋板片
俯冲的构造背景，在新特提斯洋板片的整个俯冲过程中

（＞２０５～４０Ｍａ），冈底斯南缘应存在多次的基性岩浆底侵及
其诱发的壳幔岩浆混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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