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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富蕴县五彩城岩体出露于卡拉麦里断裂以南，呈北西南东向的带状分布，侵位于下石炭统松喀尔苏组，ＬＡ
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年龄显示，该岩体形成于早石炭世（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的加权平均年龄为３４１１±４０Ｍａ和３４０９±５１Ｍａ）。岩石组
合为二长花岗岩＋钾长花岗岩，闪长质包体发育。岩石低 ＳｉＯ２（５９３５％ ～６９５１％），Ｎａ２Ｏ＞Ｋ２Ｏ，Ａ／ＣＮＫ＜１１，ＳｉＯ２与 Ｐ２Ｏ５
具有较好的负相关性，暗色矿物主要为角闪石，显示出Ｉ型花岗岩的特点。岩体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Ｋ、Ｒｂ和Ｂａ），不同程度
的亏损Ｎｂ、Ｔａ、Ｐ和Ｔｉ、ΣＲＥＥ较高（１２６０×１０－６～１７２７×１０－６），δＥｕ不明显（０７５～０９５），与西准噶尔地区早石炭世后碰撞
花岗岩的特点相似。花岗岩具有正的εＮｄ值（＋５４～＋５５）、较低的Ｉｓｒ值（０７０２８９～０７０３３５）及年轻的 Ｎｄ模式年龄（ｔＤＭ１＝
６５０Ｍａ、ｔＤＭ２＝６５０～６８０Ｍａ），表明花岗岩来源于年轻地壳。岩石地球化学显示，该岩体形成于后碰撞环境，与黄羊山、老鸭泉
（卡拉麦里断裂以北）等地的晚石炭世Ａ型花岗岩的构造属性一致。五彩城Ｉ型花岗岩的锆石年龄代表了卡拉麦里地区后碰
撞花岗岩的最老年龄，表明卡拉麦里有限洋盆在早石炭世中期之前（晚泥盆世？）已经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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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新疆北部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哈萨克斯坦板块和中朝板

块的连接处，隶属于中亚造山带。准噶尔盆地位于天山与阿

勒泰造山带之间（图１ａ）。东准噶尔地区发育两条重要的蛇
绿岩带，即阿尔曼太蛇绿岩带和卡拉麦里蛇绿岩带，前人研

究认为，卡拉麦里洋盆在志留系末期泥盆系初形成（李锦轶
等，１９９０，２００９；黄岗等，２０１２），早中泥盆世为俯冲消减阶
段（张海祥等，２００４；张招崇等，２００６），但是对于卡拉麦里
洋盆的闭合时间，却存在不同的认识。王道永和邓江红

（１９９５）认为卡拉麦里洋盆在泥盆系已经闭合，吴润江等
（２００９）、黄岗等（２０１２）和吴琪等（２０１２）认为洋盆在早石炭
中期之前闭合，但并未给出洋盆闭合的具体时限；另一些学

者则认为洋盆在早石炭世中晚期晚石炭世期间闭合（Ｓ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洋盆在晚
石炭世闭合（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１），龙晓平等（２００６）则认为洋
盆在二叠系才真正闭合。所以，卡拉麦里洋盆闭合时间的限

制需要更多可靠的证据。

研究表明，后碰撞构造演化的时限对于造山带的研究具

有重要的限定作用（韩宝福等，２００６；王京彬和徐新，
２００６）。韩宝福等（２００６）认为东准噶尔后碰撞花岗岩的时限
为３３０～２６５Ｍａ之间，且岩浆活动的高峰期为３３０～３１０Ｍａ和
３０５～２８０Ｍａ两个时段。但是大量的花岗岩数据集中在晚石
炭世二叠纪，对于早石炭世的花岗岩报道很少（刘家远和袁
奎荣，１９９６）。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于卡拉麦里断裂以北的
花岗岩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锆石年龄也主要集中在 ２８４～
３１４Ｍａ（苏玉平等，２００６；李月臣等，２００７；林锦富等，２００７；
唐红峰等，２００７；杨高学等，２００８，２００９；李永军等，２００９；
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韩宇捷等，２０１２）。但是对于卡拉麦里断
裂以南的花岗岩却还未曾报道。本文研究的五彩城岩体位

于卡拉麦里断裂以南，岩体的锆石 ＬＡＩＣＰＭＳ年龄为３４１１
±４０Ｍａ～３４０９±５１Ｍａ，是目前在卡拉麦里地区报道的最
老年龄，岩相学、地球化学以及同位素特征显示出后碰撞花

岗岩的性质，较肯定地表明卡拉麦里洋盆在早石炭世中期之

前，很可能是晚泥盆世时已经闭合。

２　岩体地质及岩相学特征

２１　岩体地质特征

五彩城岩体位于卡拉麦里断裂以南的五彩城城景区的

北侧，岩体地理中心坐标约为东经８９°０５′，北纬４５°１０′。区
内出露的地层有早古生代的奥陶系（？）、志留系和下中泥盆

统的一套连续的被动陆缘沉积建造，中泥盆统时的北塔山

组、为一套具活动陆缘特征的火山沉积建造，下石炭统松喀
尔苏组代表了后碰撞阶段的开始，至晚石炭世的巴塔玛依内

山组则完全转变为陆内火山沉积盆地的发育阶段。岩体呈
近长条状展布，走向约１３５°，出露长度约１４ｋｍ，宽度约３ｋｍ
（图１ｂ所示），北缘与下石炭统松喀尔苏组的火山沉积地层
成明显的侵入接触，南部边界被北西向的断层破坏。岩体内

部相带变化明显，边缘相由细粒钾长花岗岩和花岗斑岩组

成，含大量闪长质包体（图２ｃ），包体呈椭圆状、浑圆状，大小
不一，局部可见闪长岩与钾长花岗岩的渐变接触界面（图２ａ，
ｂ）；中心相主要为中粗粒钾长花岗岩构成，并有涌动侵入的
二长花岗岩滴产出。

２２　岩相学特征

据实测矿物含量的ＱＡＰ分类（图３），五彩城岩体的主
体岩石单元为钾长花岗岩和二长花岗岩，包体边缘的浆混岩

带为石英二长闪长岩、石英二长岩或二长花岗岩（图４）：
石英二长闪长岩（图４ａ，ｂ）：细粒结构、斑状结构，斑杂

构造，石英（１０％ ～１５％）、碱性长石（１０％ ～１５％）、斜长石
（４５％～６０％）和角闪石（１０％ ～２０％），矿物呈不均匀分布
（图４ａ），斜长石为长柱状，发育聚片双晶及环带结构，为更
长石中长石，角闪石为半自形自形，部分蚀变为绿泥石，碱
性长石、石英呈他形充填，副矿物为针状磷灰石（图４ｂ）、磁
铁矿、锆石等。

石英二长岩（图４ｃ）：中细粒结构，块状斑杂状构造，石
英（５％ ～１０％）、碱性长石（３０％ ～４０％）、斜长石（２５％ ～
４０％）和角闪石（１０％～１５％），斜长石为长柱状，聚片双晶发
育；碱性长石发育简单双晶，半自形他形，石英呈他形充填，
角闪石多为半自形。副矿物主要为不透明的磁铁矿、锆

石等。

二长花岗岩（图４ｄ）：半自形粒状结构，块状构造，石英
（２０％～２５％）、碱性长石（３５％ ～４５％）、斜长石（１５％ ～
２５％）和角闪石（５％～１０％），斜长石呈半自形板状；碱性长
石以条纹长石为主；角闪石自形程度中等差，副矿物包括磷
灰石、锆石、磁铁矿等。

钾长花岗岩（图４ｅ，ｆ）：半自形粒状结构，块状构造，碱
性长石（４５％ ～５０％）、石英（２０％ ～２５％）、斜长石（１０％ ～
１５％）和角闪石（５％左右），斜长石自形程度较高，聚片双晶
发育，碱性长石呈半自形他形，石英呈他形充填，显微文象
结构发育。

３　分析方法

３１　全岩化学成分

样品的主量元素、微量元素、稀土元素测试由湖北省地

质实验研究所完成，其中主量元素中的氧化物测定采用Ｘ荧
光光谱ａ系数测定法，Ｈ２Ｏ

＋的测定采用重量法，ＣＯ２的测定

采用非水滴定法，分析精度小于１％（Ｈ２Ｏ
＋和 ＣＯ２除外）；微

量元素、稀土元素测试则通过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完成，

分析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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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新疆北部准噶尔地区地质简图（ａ，据ＣｈｅｎａｎｄＪａｈｎ，２００４略修改）和五彩城花岗岩类岩体地质图（ｂ，据樊光明等，
２０１４①修改）
ＪＫ：侏罗系白垩系地层；Ｐ１２ｓ：二叠系胜利沟组；Ｃ２ｂ：上石炭统巴塔玛依内山组；Ｃ１ｔ：下石炭统塔木岗组；Ｃ１ｈｓ：下石炭统黑山头组；Ｃ１ｓ：下

３７４１田健等：东准噶尔卡拉麦里断裂以南早石炭世后碰撞花岗岩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① 樊光明等．２０１４．卡拉麦里１５万区域地质调查研究成果



石炭统松喀尔苏组；Ｄ２ｂ：中泥盆统北塔山组；Ｄ１２ｋ：泥盆系卡拉麦里组；Ｏ？：可能为奥陶系地层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Ｊｕｎｇｇａｒｔｅｒｒａｎ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ＣｈｅｎａｎｄＪａｈｎ，２００４）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Ｗｕ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ｐｌｕｔｏｎ（ｂ）

图２　五彩城花岗岩类岩浆混合及花岗岩中的包体
（ａ、ｂ）闪长岩与钾长花岗岩的接触关系；（ｃ）闪长质包体

Ｆｉｇ．２　ＭａｇｍａｍｉｘｉｎｇｏｆＷｕ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ｏｒｉｔｉｃｅｎｃｌａｖｅｓｏｆ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图４　五彩城花岗岩类的岩相学特征
（ａ）石英二长闪长岩；（ｂ）针状磷灰石；（ｃ）石英二长岩；（ｄ）二长花岗岩；（ｅ）钾长花岗岩；（ｆ）文象结构（红色区域）Ｐｌ斜长石；Ｋｆ碱性长

石；Ｑｚ石英；Ａｍ角闪石

Ｆｉｇ．４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Ｗｕ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

图３　五彩城花岗岩类ＱＡＰ分类图解（据Ｓｔｒｅｃｋｅｉｓｅｎａｎｄ
ＬｅＭａｉｔｒｅ，１９７９）
图６、图７、图１０、图１１的图例同此图

Ｆｉｇ．３　ＱＡＰ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Ｗｕ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ｅｅｋｅｉｓｅｎａｎｄＬｅＭａｉｔｒｅ，１９７９）

３２　锆石测年

样品无污染碎样和锆石的挑选工作是在河北省廊坊区

域地质矿产调查研究所实验室完成的。将挑选出的锆石粘

贴制成环氧树脂样品靶，经过打磨抛光使锆石露出中心后进

行透射光、反射光和阴极发光（ＣＬ）显微照相。阴极发光显
微照相在中国地质大学采用扫描电镜完成，加速电压为

１５ｋＶ。锆石ＵＰｂ同位素定年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
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利用 ＬＡＩＣＰＭＳ分析完成
的。激光剥蚀系统为 ＧｅｏＬａｓ２００５，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
（ＩＣＰＭＳ）为Ａｇｉｌｅｎｔ７５００ａ。激光斑束直径为３２μｍ，载气为
Ｈｅ，气流速度为２７０ｍＬ／ｍｉｎ，工作电压为２７１ｋＶ，激光能量
密度为２９Ｊ／ｃｍ２。实验过程采用 Ｎｉｓｔ６１０、ＧＪ１外标和９１５００
内标控制的方法，每隔５～６个数据点分别用两个９１５００标
样校正。采用软件ＩＣＰＭＳＤａｔａＣａｌ对分析数据进行离线处理，
以２９Ｓｉ作为内标校正锆石微量元素，详细的仪器操作过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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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五彩城花岗岩类全岩主量元素（ｗｔ％）、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１０－６）数据
Ｔａｂｌｅ１　Ｗｈｏｌｅｒｏｃｋ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ｗｔ％）ａｎ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１０－６）ｏｆｔｈｅＷｕ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

样品号 ０２５１１１ ０２５６４ ０２２２２ ０２２３２ ０２５９１ ０２５６２ ０２５１１ ０２２２４ ０２２１６１ ０２２１１２ ０２５５１０２２７１

岩性 石英二长闪长岩 石英二长岩 二长花岗岩 钾长花岗岩

ＳｉＯ２ ５９３５ ５９９１ ６０７６ ６０６４ ６２０７ ６３２１ ６８９８ ６６１ ６９２２ ６９５１ ６８３２ ６８９７
ＴｉＯ２ １３２ １２７ １１５ ０９１ １０２ ０７８ ０４６ ０６８ ０４７ ０４９ ０５２ ０４９
Ａｌ２Ｏ３ １６３３ １５９ １６１ １６４４ １５７３ １６０４ １４９７ １５６４ １５０２ １４８ １４９６ １４７９
Ｆｅ２Ｏ３ ３１６ ３５４ ２５２ ２９ ３ ２６３ １１５ １９７ １２１ １４２ １９８ １４１
ＦｅＯ ３６２ ２８ ３８８ ３３５ ３７２ ２３５ １８８ ２２２ １８５ １５５ １４５ １６８
ＭｎＯ ０１８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１ ０１３ 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７
ＭｇＯ ２５５ ２４ ２４８ ２５２ ２２５ １６６ ０８６ １３５ ０８９ ０８９ ０９５ ０９４
ＣａＯ ４１３ ３８１ ５２２ ５７９ ４０８ ３７ １５７ ３１１ ２０７ ２２２ １６７ ２４７
Ｎａ２Ｏ ４４９ ５１２ ４０２ ３８８ ３９９ ４６１ ４７７ ４３９ ４２１ ４３３ ４４１ ４２５
Ｋ２Ｏ ２５ ２８８ ２０７ ２１４ １６６ ２７ ３７９ ３２１ ３８４ ３８３ ４０８ ３７１
Ｐ２Ｏ５ ０４８ ０３８ ０３ ０１８ ０２６ ０３６ ０１２ ０１７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１２
Ｈ２Ｏ＋ １６４ １１８ １１１ ０８３ １７ １１３ １０４ ０８４ ０７９ ０５６ ０９３ ０６８
ＣＯ２ ００５ ０４３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２４ ０５２ ０１４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３３ ０２４
ＬＯＩ １２５ １３４ ０７２ ０６１ １７３ １３８ １０２ ０６ ０５８ ０４３ １０８ ０７６
Ｌａ ２１ ２０２ ２０１ １７７ １７１ ２０４ ２３９ １８９ ２２４ ２３４ １９ ２１８
Ｃｅ ４７１ ４２７ ４２１ ３６８ ３４８ ４２３ ４７６ ３８５ ４４１ ４５６ ３８８ ４４９
Ｐｒ ６６４ ６３ ５６３ ４９３ ４８９ ５７５ ５７４ ４８９ ５１３ ５４１８ ４８７ ５２８
Ｎｄ ２９９ ２７８ ２４９ ２１３ ２１９ ２４５ ２２４ ２０６ １９５ ２１６ １９４ ２０７
Ｓｍ ６８８ ６３２ ５６５ ５０１ ５１３ ５４１１ ４３１ ４４ ３８９ ４２４ ４０２ ４２７
Ｅｕ ２０４ １８７ １６１ １２７ １６ １５１ １０５ １３２ ０９９ １０３ ０９９ １０６
Ｇｄ ６８ ６３ ５５２ ４８２ ５１５ ５１ ４３２ ４２８ ３７６ ４０４ ３９６ ４１
Ｔｂ １１２ １０７ ０９６ ０８５ ０９１ ０８７ ０７１ ０７４ ０６４ ０６９ ０６８ ０７１
Ｄｙ ６５３ ６０７ ５５３ ４９８ ５３９ ４９８ ４１７ ４３３ ３８４ ４２１ ４０９ ４２１
Ｈｏ １３３ １２６ １１４ １０３ １１２ １０２ ０８７ ０９１ ０８１ ０９ ０８７ ０８８
Ｅｒ ３７８ ３６５ ３３５ ２９１ ３２４ ２９７ ２６５ ２６４ ２４７ ２７ ２５９ ２６４
Ｔｍ ０５７ ０５６ ０５３ ０４６ ０５１ ０４７ ０４３ ０４４ ０４ ０４４ ０４３ ０４４
Ｙｂ ３６４ ３５７ ３３２ ２８８ ３２２ ３０９ ２９１ ２８８ ２７１ ２９７ ２７９ ２８８
Ｌｕ ０５７ ０５５ ０５４ ０４４ ０５１ ０４９ ０４７ ０４６ ０４３ ０４７ ０４４ ０４６
Ｙ ３４９ ３４２ ３０６ ２７ ３０ ２７７ ２３９ ２４８ ２２ ２４７ ２３１ ２４３
ΣＲＥＥ １７３ １６２ １５１ １３２ １３５ １４６ １４５ １３０ １３３ １４２ １２６ １３９
Ｂｅ １４１ １８５ １５１ １２４ １３８ １８７ １９２ １５４ １７ ２０３ １８１ １８４
Ｎｉ ３８７ ３９ ４９５ ７９３ ２２６ ２２６ ２４８ ４２６ ２５６ ２４ ２６８ ２４１
Ｓｃ １９ １７１ １７３ １７１ １８２ ９１３ ６２２ １０５ ６４２ ６９７ ７０９ ７１７
Ｖ １４７ １２９ １４２ １３６ １２５ ６８４ ３３５ ７２１ ３９３ ４０４ ４３９ ３９９
Ｐｂ ５９３ ９２２ １２６６ ７８３ ３６４ １４５ １７２ ９４ １６９ １６ １０２ １８
Ｃｒ １７２ ２２５ ３０３ ２５１ １８ ２５ ２１９ １５６ １６６ １５２ ２０７ １２５
Ｃｏ １５６ １５３ １４４ １７１ １１７ ９６２ ４７１ ８３８ ５４１１ ５９８ ６１６ ５８
Ｒｂ ６４３ ９６１ ５１８ ４１７ ６１ ８１４ １２３ ７５７ １１４ １２９ １３２ １１１
Ｃｓ ３４２ ２５７ ２３ １８９ １８７ ２４ ２８４ ２３３ ３２５ ２８４ ２６ ２５
Ｔａ ０６８ ０７ ０５８ ０５１ ０４１ ０５６ ０８２ ０５５ ０６３ ０７８ ０７４ ０６７
Ｎｂ ８２ ８３２ ６８３ ７０４ ５２ ６９６ ７１９ ６７３ ７ ８３２ ７４２ ７０９
Ｈｆ ５１５ ６０５ ４７３ ５０５ ５４１５ ５８９ ７５６ ８１１ ７６３ ７８ ８１２ ７８７
Ｚｒ １８８ １９１ １６３ １５９ １８６ １８７ ２３３ ２６１ ２２９ ２３４ ２４４ ２３６
Ｔｈ ４６ ５６７ ６４９ ４７７ ５５４ ５３１ １０１ ７１５ １０３ １１９ １０３ １１６
Ｕ ２０５ １６８ ２０２ １５１ １６７ １８５ ２８ １８５ １９２ ２２７ ２０１ ２２２
Ｂａ ５００ ５９５ ３７５ ５４４ ３３４ ４４７ ６１７ ５６９ ６５２ ５８６ ６９８ ５６０
Ｓｒ ４５３ ５５６ ３７４ ３４２ ４１５ ３３４ ２１３ ２６４ ２１０ １８８ ２０９ ２１８
Ｇａ ２２９ ２６４ ２１３ １９８ ２１６ ２１８ １８４ １８９ １８６ ２０６ １８８ １７９
Ｐ ２０９５ １６５８ １３０９ ７８５５ １１３５ １５７１ ５２３７ ７４１８ ４８００ ４８００ ５２３７ ５２３７
Ｋ ２０７５４ ２３９０８ １７１８４ １７７６５ １３７８０ ２２４１４ ３１４６３ ２６６４８ ３１８７８ ３１７９５ ３３８７０ ３０７９９
Ｔｉ ７９１２ ７６１２ ６８９３ ５４５５ ６１１４ ４６７５ ２７５７ ４０７６ ２８１７ ２９３７ ３１１７ ２９３７

５７４１田健等：东准噶尔卡拉麦里断裂以南早石炭世后碰撞花岗岩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续表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１

样品号 ０２５１１１ ０２５６４ ０２２２２ ０２２３２ ０２５９１ ０２５６２ ０２５１１ ０２２２４ ０２２１６１ ０２２１１２ ０２５５１０２２７１
岩性 石英二长闪长岩 石英二长岩 二长花岗岩 钾长花岗岩

Ｚｒ＋Ｎｂ＋Ｃｅ＋Ｙ ２７８２ ２７６３ ２４２９ ２２９６ ２５６０ ２６４２ ３１１６ ３３１２ ３０２０ ３１２６ ３１３０ ３１２４
（Ｎａ２Ｏ＋Ｋ２Ｏ）／ＣａＯ １６９ ２１０ １１７ １０４ １３８ １９８ ５４５ ２４４ ３８９ ３６８ ５０８ ３２２

Ａｌ ８６５ ８４２ ８５２ ８７０ ８３３ ８４９ ７９３ ８２８ ７９５ ７８４ ７９２ ７８３
１００００Ｇａ／Ａｌ ２６５ ３１３ ２５０ ２２８ ２５９ ２５６ ２３２ ２２８ ２３４ ２６３ ２３７ ２２９
ＦｅＯＴ ６４６ ５９９ ６１５ ５９６ ６４２ ４７２ ２９１ ３９９ ２９４ ２８３ ３２３ ２９５

ＦｅＯＴ／ＭｇＯ ２５３ ２４９ ２４８ ２３６ ２８５ ２８４ ３３９ ２９６ ３３０ ３１８ ３４０ ３１４
Ｍｇ＃ ４５２８ ４５６８ ４５８３ ４７００ ４２３６ ４２４７ ３８２２ ４１４９ ３８８４ ３９７６ ３８１４ ４００７
ＡＲ ２０４ ２３７ １８０ １７４ １８０ ２１８ ３１５ ２３６ ２７８ ２８４ ３０９ ２７１
Ａ／ＣＮＫ ０９３ ０８６ ０８８ ０８６ １００ ０９３ １０１ ０９６ １０１ ０９７ １０２ ０９５
Ａ／ＮＫ １６２ １３８ １８２ １８９ １８８ １５３ １２５ １４６ １３６ １３１ １２８ １３４
δ ２９９ ３７８ ２０９ ２０５ １６７ ２６４ ２８２ ２５０ ２４７ ２５１ ２８５ ２４４

１０００Ｒ１ １６１８ １３７８ １８１９ １８９０ １８８２ １５２７ １２５３ １４６３ １３５６ １３１４ １２８２ １３４４
１０００Ｒ２ ２９８８ ３７８５ ２０８８ ２０５４ １６７４ ２６４４ ２８２０ ２５００ ２４７１ ２５１２ ２８４７ ２４４０

注：Ｍｇ＃＝１００×Ｍｇ２＋／（Ｍｇ２＋＋ＴＦｅ２＋）；ＡＲ＝（Ａｌ２Ｏ３＋ＣａＯ＋Ｎａ２Ｏ＋Ｋ２Ｏ）／（Ａｌ２Ｏ３＋ＣａＯＮａ２ＯＫ２Ｏ）；Ａ／ＣＮＫ＝摩尔Ａｌ２Ｏ３／（ＣａＯ＋Ｎａ２Ｏ＋
Ｋ２Ｏ）；Ａ／ＮＫ＝摩尔Ａｌ２Ｏ３／（Ｎａ２Ｏ＋Ｋ２Ｏ）；δ＝（Ｎａ２Ｏ＋Ｋ２Ｏ）２／（ＳｉＯ２４３）

表２　五彩城钾长花岗岩锆石ＵＰｂ定年数据
Ｔａｂｌｅ２　Ｚｉｒｃｏｎ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ｄａｔａｆｏｒｔｈｅ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ｏｆＷｕｃａｉｃｈｅｎｇ

测点号
Ｐｂ ２３２Ｔｈ ２３８Ｕ

（×１０－６）
Ｔｈ／Ｕ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Ｒａｔｉｏ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１ｓｉｇｍａ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Ｒａｔｉｏ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１ｓｉｇｍａ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Ｒａｔｉｏ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１ｓｉｇｍａ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Ａｇｅ（Ｍａ）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１ｓｉｇｍａ

谐和度

０２２７１ ６９６ ６５４１ ９４１５ ０６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３９ ０４２１９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００９ ３４８７ ５５ ９７％
０２２７２ ９３５ ８０４６ １２８８ ０６２ ００６７２ ０００３９ ０４８５７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００９ ３３１８ ５２ ８０％
０２２７３ １１９６ ９３１６ １７２９７ ０５４ ００５２６ ０００３２ ０３８３２ ００２２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８ ３３３ ４７ ９８％
０２２７４ ８３８ ７４４６ １２３２１ ０６ ００５０５ ０００４２ ０３６８４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０１ ３３６６ ６４ ９４％
０２２７０５ １２７１ １０８９２ １８１３９ ０６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０３１ ０３９０７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５３３ ００００７ ３３４７ ４５ ９９％
０２２７０６ １１０３ ８７１４ １４９４２ ０５８ ００６１６ ０００３６ ０４７４８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００９ ３４８３ ５５ ８７％
０２２７０７ ４８５ ６８３５２ ５９５０１ １１５ ００５７９ ０００１８ ０４４８２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５５８ ００００７ ３５０３ ４１ ９２％
０２２７０８ ６６４ ６２２９ ９８２５ ０６３ ００５６８ ０００３８ ０４３７２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５５８ ００００９ ３４９９ ５８ ９４％
０２２７０９ ５２７ ３７７７ ７４１４ ０５１ ００６７４ ０００８５ ０５２１ ００６７４ ００５３８ ０００１１ ３３８ ６７ ７７％
０２２７１０ １１５２ ８０５５ １３３４６ ０６ ０１２６４ ０００６８ １０１５３ ００５４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１ ３６３３ ５９ ３５％
０２２７１１ １８８２ ７５５８ １３４７３ ０５６ ０２３６７ ００１４３ ２５７５２ ０１６７８ ００７３９ ０００１８ ４５９６ １０５ ４％
０２２７１２ ９４６ ８４１３ １３５９３ ０６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３２ ０４２４８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００９ ３３７４ ５６ ９３％
０２２７１３ １３８２ １１０３５ １８９０５ ０５８ ００８９ ０００６ ０７０１８ ００５２１ ００５５４ ００００９ ３４７５ ５７ ５６％
０２２７１４ ８６７ ６８４ ９９３７ ０６９ ０１６６１ ００４２２ ２９１３４ ０８８１７ ０１１３７ ０００９３ ６９４１ ５３６ ３３％
０２２７１５ ９６８ ９４０５ １２６５２ ０７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７ ０５００４ ００５５４ ００５５３ ０００１ ３４７２ ６２ ８２％
０２２７１６ ８０８ ３９８２ １０３１７ ０３９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０６９ ０４７７６ ００６５３ ００５９７ ０００１１ ３７３７ ６５ ９４％
０２２７１７ ９０９ ７３２４ １１４９３ ０６４ ００８３７ ０００４３ ０６３６７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５５９ ０００１ ３５０９ ６ ６４％
０２２７１８ ７５ ６４１８ １０７６５ ０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３５ ０３９４５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５３８ ０００１ ３３７６ ５８ ９９％
０２２７１９ １３７２ １７５９１ １８８４４ ０９３ ００７１２ ０００４３ ０５２６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５３２ ００００７ ３３４４ ４１ ７５％
０２２７２０ １４１１ １１９６８ １９２９６ ０６２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０２６ ０４３５４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５５７ ００００９ ３４９１ ５３ ９５％
０２２７２１ ７９８ ８８３９ １１０３２ ０８ ００５４９ ０００４３ ０４０４１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５３１ ００００９ ３３３３ ５６ ９６％
０２２７２２ １２８１ １４８４１ １８９２ ０７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５９ ０６１５５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００９ ３０２５ ５３ ５３％
０２２７２３ ７６６７ ３４６１ ８７７６７ ０３９ ０１１１４ ０００５８ ０９４０４ ００５６７ ００５８９ ０００１２ ３６８６ ７２ ４１％
０２２７２４ ８８２ １０２５８ １２４６９ ０８２ ００５９１ ０００２７ ０４３７６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５２６ ００００８ ３３０７ ４９ ８９％
０２５５０１ ７１１ ６０ ９９５ ０６ ００５６９ ０００３６ ０４３６６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５５８ ０００１２ ３４９８ ７４ ９４％
０２５５０２ ９４９ ８７３ １４４ ０６１ ００７６５ ０００４５ ０５２０９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５０１ ０００１ ３１５４ ６ ７０％
０２５５０３ ６７８ ５６２ ９７５ ０５８ ００７３９ ０００５６ ０５４６８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０１６ ３４５７ １０ ７５％
０２５５０４ ７５１ ６５７ １１０ ０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４４ ０３９０９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０１２ ３３６５ ７１ ９９％
０２５５０５ ７０９ ６３１ １０５ ０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４４ ０４１３９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５３３ ０００１２ ３３４７ ７ ９５％
０２５５０６ １０１２ １１０ １５２ ０７２ ００５８６ ０００４５ ０４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３５ ０００１２ ３３６１ ７４ ９２％
０２５５０７ ９４１ ８５７ １４０ ０６１ ００５２６ ０００４ ０３９８３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５４６ ０００１２ ３４２７ ７５ ９９％
０２５５０８ ５７５ ５０６ ８８７ ０５７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０６２ ０４７７２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５２９ ０００１２ ３３２１ ７５ ８２％
０２５５０９ １３８４ １３０ ２０５ ０６３ ００５４４ ０００３５ ０４０１９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０１ ３３７１ ６２ ９８％

６７４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５，３１（５）



续表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２

测点号
Ｐｂ ２３２Ｔｈ ２３８Ｕ

（×１０－６）
Ｔｈ／Ｕ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Ｒａｔｉｏ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１ｓｉｇｍａ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Ｒａｔｉｏ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１ｓｉｇｍａ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Ｒａｔｉｏ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１ｓｉｇｍａ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Ａｇｅ（Ｍａ）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１ｓｉｇｍａ

谐和度

０２５５１０ ８１９ ７１５ １２３ ０５８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０３８ ０４３７６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０１２ ３３７１ ７３ ９１％
０２５５１１ ７３８ ６２５ ９３９ ０６７ ０１１２５ ００１０９ ０９３７２ ００９７３ ００６０４ ０００１６ ３７７８ ９５ ４４％
０２５５１２ ８５４ ７８２ １２７ ０６１ ００６３３ ０００７１ ０４３４６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０１２ ３３６５ ７６ ９１％
０２５５１３ ７３９ ６３６ １００４ ０６３ ００８ ０００７１ ０６３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７６ ０００１４ ３６１３ ８３ ６８％
０２５５１４ ６３６ ５４９ ９０３ ０６１ ００６５３ ０００５４ ０５１９５ ００４５２ ００５６８ ０００１５ ３５６３ ８９ ８２％
０２５５１５ ７７８ ７１３ １１１ ０６４ ００５８４ ０００４２ ０４４０１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１２ ３５１２ ７２ ９４％
０２５５１６ ８９５ ８９２ １３１ ０６８ ００５０６ ０００３１ ０３８０１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５４９ ０００１２ ３４４８ ７１ ９４％
０２５５１７ ７６５ ６３９ １０６ ０６ ０１０８１ ０００９４ ０７６９１ ００６２７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０１３ ３４６ ８ ４９％
０２５５１８ ７９２ ７９５ １１０ ０７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４５ ０４４５４ ００３４１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１４ ３５１ ８３ ９３％
０２５５１９ ９９ ９６９ １１２ ０８６ ０１２０２ ０００６６ ０９１０４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５６６ ０００１２ ３５４７ ７２ ４０％
０２５５２０ ９０３ ８３１ １３１ ０６４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０３６ ０４２８６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５４２ ００００９ ３４０２ ５２ ９３％

图５　五彩城钾长花岗岩锆石ＣＬ图像（ａ）和锆石ＵＰｂ年龄谐和图（ｂ、ｃ）
虚线框表示计算时排除的数据
Ｆｉｇ．５　Ｃ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ａ）ａｎｄＵＰｂａｇｅ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ｐｌｏｔｓ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ｂ，ｃ）ｆｒｏｍＷｕ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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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年数据处理方法见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ａ，ｂ）。锆石 Ｕ
Ｐｂ年龄谐和图的绘制和 ＭＳＷＤ的计算均采用 Ｉｓｏｐｌｏｔ／Ｅｘ＿
ｖｅｒ３（Ｌｕｄｗｉｇ，２００３）。

３３　Ｓｒ、Ｎｄ同位素

原始样品经风干后细碎过２０目筛，再用玛瑙研钵磨至
２００目以下，供同位素分析测试。全岩 ＳｒＮｄ同位素分析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

采用ＭＡＴ２６１热电离同位素质谱仪进行测量，仪器的准确度
通过标样ＮＢＳ９８７和ＬａＪｏｌｌａ国际标样进行监测，Ｓｒ同位素的
质量分馏用８８Ｓｒ／８６Ｓｒ＝８３７５２０９校正，Ｎｄ同位素质量分馏
用１４６Ｎｄ／１４４Ｎｄ＝０７２１９００校正，详细流程见 Ｇ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

４　分析结果

４１　锆石结果分析

本文对五彩城岩体２个钾长花岗岩（０２２７１、０２５５１）
进行了锆石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定年，测试结果见表２。样品的
锆石多为无色长柱状晶形（长５０～２００μｍ），长宽比为１１
～３１，锆石振荡环带清晰（图５ａ），Ｔｈ含量３７７７×１０－６～
６８３５×１０－６，Ｕ含量 ７４１４×１０－６～８７７７×１０－６，Ｔｈ／Ｕ在
０３９～１１５（表 ２），显示出岩浆锆石的特点（Ｈｏｓｋｉｎ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２０００；吴元保和郑永飞，２００４）。由于岩体的锆石年
龄小于１０００Ｍａ，所以采用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２２７１样品共测
试２４个锆石点（表２），其中１３个测点位于谐和线上及谐和
线附近（图 ５ｂ），１２个测试点在误差范围内给出了一致的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加权平均年龄，为３４０９±５１Ｍａ（ＭＳＷＤ＝２４），
另１个测试点（２２７１６）环带清晰，谐和度较高（９４％），其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为３７３７±６５Ｍａ，代表了早期的岩浆活动；其
余１１个测点谐和度较低（４％ ～８２％），偏离协和线，可能发
生了２０４Ｐｂ的丢失，所以未参与锆石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加权平均年
龄计算。２５５１样品共２０个测试点（表２），但由于８个测点
偏离谐和线（谐和度４０％ ～８２％），所以仅对其余１２个测点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１２个测点全部位于谐和线上（图５ｃ），数
据质量较高，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加权平均年龄为 ３４１１±４０Ｍａ
（ＭＳＷＤ＝０７２）。
２个钾长花岗岩锆石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加权平均年龄在误差

范围内基本一致，代表了五彩城岩体花岗质岩浆的结晶时

代，所以五彩城岩体形成于早石炭世，年龄约为 ３４０９±
５１Ｍａ～３４１１±４０Ｍａ。

４２　岩石地球化学

全岩ＳｉＯ２含量变化在 ５９３５％ ～６９５１％之间，Ｎａ２Ｏ＋

Ｋ２Ｏ值为５６５％～８５６％，Ｎａ２Ｏ／Ｋ２Ｏ从１０８变化到２４０，
平均为１５４。里特曼指数（δ）除０２５６４以外均小于３３，显

图６　五彩城花岗岩类 Ｋ２ＯＳｉＯ２图解（底图据 Ｐｅｃｃｅｒｉｌｌｏ

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７６）
Ｆｉｇ．６　Ｋ２ＯＳｉＯ２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Ｗｕ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

（ａｆｔｅｒＰｅｃｃｅｒｉｌｌｏ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７６）

示出钙碱性的特点，在ＳｉＯ２Ｋ２Ｏ图中（图６），岩石总体表现
为中高钾钙碱性系列。铝饱和指数（Ａ／ＣＮＫ）为 ０８６～
１０２，小于１１，多数为准铝质，少数为弱过铝质，主量元素特
征上与Ｉ型花岗岩相似。

全岩哈克图解中（图７），各岩石单元的ＳｉＯ２与其它氧化
物之间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应与岩体中含大量暗色包体和

岩相学特征反应出来的岩浆混合现象有关系，反应了在岩浆

演化过程中，岩浆混合作用的重要性（Ｋｗ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Ｒｏ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微量元素蛛网图中（图８），所有样品均具相似的分布型
式，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 Ｒｂ、Ｋ、Ｐｂ，不同程度的亏损高场强
元素Ｎｂ、Ｔａ、Ｐ、Ｔｉ。

样品的ΣＲＥＥ＝１２６０×１０－６～１７２７×１０－６，变化范围
窄。不同样品的稀土元素配分型式也十分一致（图 ９），具
ＬＲＥＥ富集的右倾配分型式，（Ｌａ／Ｙｂ）Ｎ ＝３８１～５９２，轻重
稀土分馏程度中等，具有弱的负Ｅｕ异常，δＥｕ＝０７５～０９５，
说明斜长石的分离结晶作用不明显。（Ｇｄ／Ｙｂ）Ｎ ＝１１３～
１５４，重稀土平缓，Ｄｙ、Ｈｏ含量相对亏损，Ｙ／Ｙｂ＝８１２～
８６２，接近１０，暗示角闪石可能为源区的残留相（葛小月等，
２００２）。

４３　Ｓｒ、Ｎｄ同位素分析结果

同位素数据表明（表３），钾长花岗岩、二长花岗岩具有
正的 εＮｄ值（＋５４～＋５５）、较低的 Ｉｓｒ值（０７０２８９～
０７０３３５）及年轻的模式年龄（６５０Ｍａ），用单阶段与两阶段法
计算得到的Ｎｄ模式年龄十分相近，表明花岗岩来源于年轻
地壳。石英二长闪长岩的 εＮｄ为正值（＋５２），但 Ｉｓｒ值更低
（０７０１４４），反映了其源区可能具有幔源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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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五彩城花岗岩类Ｓｒ、Ｎｄ同位素数据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ｒＮｄ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ｕ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ｔ＝３４１Ｍａ）

样品号
Ｒｂ

（×１０－６）
Ｓｒ

（×１０－６）

８７Ｒｂ
８６Ｓｒ

８７Ｓｒ
８６Ｓｒ

８７Ｓｒ
８６( )Ｓｒｉ

Ｓｍ
（×１０－６）

Ｎｄ
（×１０－６）

１４７Ｓｍ
１４４Ｎｄ

１４３Ｎｄ
１４４Ｎｄ

εＮｄ（ｔ）ｔＮｄＤＭ１（Ｇａ）ｔＮｄＤＭ２（Ｇａ）

０２２７３ １１１ ２１８ １４８０４２２７ ０７１０５３１ ０７０３３５ ４２７ ２０６９ ０１２５１４３ ０５１２７５８ ５４１６ ０６８ ０６５
０２２５１ １２３ ２１３ １６７５４３９１ ０７１１０１８ ０７０２８９ ４３１ ２２３７ ０１１６８２９４ ０５１２７３７ ５４１１ ０６５ ０６５
０２５６４ ９６１ ５５６ ０５００２２２６ ０７０３８６５ ０７０１４４ ６３２ ２７８１ ０１３７８０１ ０５１２７７３ ５２ ０７６ ０６７

注：３个样品分别为钾长花岗岩、二长花岗岩、石英二长闪长岩同位素校正公式：（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８７Ｓｒ／８６Ｓｒ）样品 ＋８７Ｒｂ／８６Ｓｒ（ｅλｔ－１）；λ＝１４２
×１０－１１·ａ－１；εＮｄ（ｔ）＝［（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样品／（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ＣＨＵＲ（ｔ）－１］×１０４；（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ＣＨＵＲ（ｔ）＝０５１２６３８－０１９６７×（ｅλｔ－１）λＳｍＮｄ
＝６５４×１０－１２·ａ－１；单阶段Ｎｄ模式年龄（ｔＤＭ１）与两阶段Ｎｄ模式年龄（ｔＤＭ２）的计算公式见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图７　五彩城花岗岩类主量元素哈克图解
Ｆｉｇ．７　Ｈａｒｋｅｒｄｉｇｒａｍ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Ｗｕ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

５　讨论

韩宝福（２００７）指出后碰撞花岗岩类最突出的特点是岩
石类型的多样性，多数造山带的后碰撞花岗岩类以中高钾
钙碱性Ｉ型花岗岩为主。五彩城岩体中岩石的暗色矿物以
角闪石为主，ＳｉＯ２含量小于７０％，Ｎａ２Ｏ／Ｋ２Ｏ大于１，且 Ｎａ２Ｏ

含量大于３２％，准铝质弱过铝质，Ｐ２Ｏ５ＳｉＯ２显示出较好的
负相关性（图１０ａ，ｂ），显示出 Ｉ型花岗岩的特点（Ｃｈａｐｐｅｌｌ
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１９７４；Ｃｈａｐｐｅｌｌ，１９９９）。Ｋ２ＯＳｉＯ２图解中，岩体投

影点落在中高钾钙碱性系列之内，ＦｅＯＴ／ＭｇＯ１００００Ｇａ／Ａｌ
和（Ｎａ２Ｏ＋Ｋ２Ｏ）／ＣａＯＺｒ＋Ｎｂ＋Ｃｅ＋Ｙ判别图解显示（图
１０ｃ，ｄ），岩体分布于Ｉ、Ｓ型花岗岩与Ａ型花岗岩的接触边界
附近，均与后碰撞Ｉ型花岗岩的特点一致。

９７４１田健等：东准噶尔卡拉麦里断裂以南早石炭世后碰撞花岗岩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图８　五彩城花岗岩类微量元素蛛网图（标准化值据Ｓｕｎ
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Ｆｉｇ．８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ｍ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ｐｉｄｅｒ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Ｗｕ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
ｄａｔａａｆｔｅｒ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图１０　五彩城花岗岩类岩石成因判别
（ａ）Ａ／ＮＫＡ／ＣＮＫ图解（底图据Ｓｈａｎｄ，１９２７）；（ｂ）Ｐ２Ｏ５ＳｉＯ２图解；（ｃ）ＦｅＯＴ／ＭｇＯ１００００Ｇａ／Ａｌ（底图据Ｗｈａｌ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ｄ）（Ｎａ２Ｏ

＋Ｋ２Ｏ）／ＣａＯＺｒ＋Ｎｂ＋Ｃｅ＋Ｙ（底图据Ｗｈａｌ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ｏｆＷｕｃａｉｃｈｅｎｇ

　　原始地幔标准化的蛛网图解上，岩体富集大离子亲石元
素（Ｋ、Ｒｂ和Ｂａ），不同程度的亏损 Ｎｂ、Ｔａ、Ｐ和 Ｔｉ（图７），稀
土元素配分曲线显示岩体ＲＥＥ含量（１２６０×１０－６～１７２７×
１０－６）较高，δＥｕ（０７５～０９５）不明显（图８）。这些特征与西
准噶尔地区早石炭世后碰撞花岗岩的特点相似（袁峰等，

２００６；范裕等，２００７；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图９　五彩城花岗岩类稀土元素配分曲线（标准化值据
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Ｆｉｇ．９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ｔｈｅ
Ｗｕ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ｄａｔａａｆｔｅｒＳｕｎａｎｄ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在花岗岩类形成环境的 ＲｂＹ＋Ｎｂ判别图（图１１ａ）中，
五彩城岩体投点在火山弧与板内的分界线附近的火山弧一

侧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９６）补充圈定的后碰撞花岗岩叠加区域内；Ｒ１
Ｒ２判别图解（图１１ｂ）中，花岗岩类投点（除部分石英二长闪
长岩、石英闪长岩以外）则落入碰撞后隆起（３区）和造山晚
期（４区）的界限附近；在ＦＭＣ图解中（图１１ｃ），五彩城花岗

０８４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５，３１（５）



图１１　五彩城花岗岩类构造判别图
（ａ）ＲｂＹ＋Ｎｂ判别图（Ｐｅａｒｃ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ＯＲＧ大洋脊花岗岩；ＷＰＧ板内花岗岩；ＶＡＧ火山弧花岗岩；ＳｙｎＣＯＬＧ同碰撞花岗岩；ｐｏｓｔ

ＣＯＬＧ后碰撞花岗岩；（ｂ）Ｒ１Ｒ２判别图（ＢａｔｃｈｅｌｏｒａｎｄＢｏｗｄｅｎ，１９８５），１幔源花岗岩；２板块碰撞前消减地区花岗岩；３板块碰撞后隆起花

岗岩；４晚造山期花岗岩；５非造山花岗岩；６地壳熔融的花岗岩（同碰撞）；７造山后期花岗岩；（ｃ）ＦＭＣ图解（ＭａｎｉａｒａｎｄＰｉｃｃｏｌｉ，１９８９）；

（ｄ）ＦＭ图解（ＭａｎｉａｒａｎｄＰｉｃｃｏｌｉ，１９８９），ＩＡＧ岛弧花岗岩类；ＣＡＧ大陆弧花岗岩类；ＣＣＧ大陆碰撞花岗岩类；ＰＯＧ后造山花岗岩类；ＲＲＧ

与裂谷有关的花岗岩类；ＣＥＵＧ与大陆的造陆抬升有关的花岗岩类

Ｆｉｇ．１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Ｗｕ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

岩类均落入了后造山花岗岩类的区域内；ＦＭ图解中（图
１１ｄ），二长花岗岩、钾长花岗岩落入了后造山的区域内，中性
的石英二长闪长岩、石英闪长岩则落在圈定的后造山花岗岩

类边界附近。

在卡拉麦里断裂以北的黄羊山、老鸭泉等地，后碰撞或

碰撞后的Ａ型花岗岩有大量的报道（韩宝福等，２００６；苏玉
平等，２００８；杨高学等，２００９；杨宝凯等，２０１１；韩宇捷等，
２０１２），年龄集中在２９２～３１１Ｍａ，形成于晚石炭世二叠纪。
本研究获得的３４１Ｍａ左右的后碰撞花岗岩年龄，是目前在卡
拉麦里地区发现的最老的后碰撞花岗岩年龄，其后碰撞的构

造属性为卡拉麦里造山带后碰撞阶段的时间下限提供了可

靠的证据，表明卡拉麦里洋盆在早石炭世中期之前已经

闭合。

这一结论得到了本项目在该区获得的地质证据的支持，

本研究中的五彩城花岗岩侵入的围岩为松喀尔苏组，其下部

以一套巨厚的大砾岩明显地角度不整合在下中泥盆统的卡
拉麦里组海相地层之上，我们在砾岩层中发现了晚泥盆世

早石炭世的植物化石Ｐｒｅｌｅｐｉｄｏｎｄｒｏｎｓｐ（先鳞木）；中部为一
套含煤线的砂粉砂岩，具陆相沉积的特征；上部为一套中基
性的火山岩，火山岩的锆石年龄为 ３４６８±３３Ｍａ（另文发
表），表明不整合面上的松喀尔苏组应属早石炭世，在这之前

卡拉麦里已造山隆起。吴润江等（２００９）在卡拉麦里地区也
发现了一套具磨拉石建造特征的地层，将其归入山梁砾石

组，在其上的中基性火山岩中获得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
为３５０Ｍａ±６Ｍａ，认为洋盆闭合于早石炭世早期之前。类似
的研究成果还有许多，如：黄岗等（２０１２）对不整合于卡拉麦
里蛇绿岩之上地层中的凝灰岩进行锆石定年，获得 ＬＡＩＣＰ
ＭＳ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３４３０±５０Ｍａ，认为其代表了卡拉麦
里蛇绿岩侵位年龄的上限；吴琪等（２０１２）依据截切卡拉麦里
蛇绿岩带的花岗质糜棱岩中的锆石 ＳＩＭＳＵＰｂ年龄（３４３５
±２６Ｍａ），认为以卡拉麦里蛇绿岩带为代表的准噶尔洋在
３４３Ｍａ前已关闭；杨高学等（２０１１）在研究卡拉麦里地区下石
炭统黑山头组火山岩（全岩ＲｂＳｒ等时年龄为３３９±４Ｍａ）时
指出，卡拉麦里地区早石炭世岩浆活动形成于后碰撞的伸展

１８４１田健等：东准噶尔卡拉麦里断裂以南早石炭世后碰撞花岗岩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背景；汪帮耀等（２０１１）获得卡拉麦里断裂以北姜巴斯套组双
峰式火山岩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年龄为３１９８±２Ｍａ，表明
自早石炭世中期到早石炭世末期本区已完成了碰撞后陆内
裂谷的转化。

从区域上看，东准噶尔的卡拉麦里地区与西准噶尔地区

的情况非常相似，西准噶尔地区早石炭世后碰撞岩浆活动也

十分发育，早石炭世后碰撞花岗岩以 Ｉ型花岗岩为主，年龄
集中在３２４～３３８Ｍａ（袁峰等，２００６；韩宝福等，２００６；范裕
等，２００７），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则发育大量的 Ａ型花岗岩
（韩宝福等，２００６；苏玉平等，２００６；周涛发等，２００６；陈家
富等，２０１０），显示了由早石炭世到晚石炭世花岗岩类型转
化的特点。

６　结论

（１）五彩城岩体低 ＳｉＯ２（５９３５％ ～６９５１％），Ｎａ２Ｏ＞

Ｋ２Ｏ，Ａ／ＣＮＫ＜１１，ＳｉＯ２与 Ｐ２Ｏ５较好的负相关性，暗色矿物
以角闪石为主，显示出Ｉ型花岗岩的特点。

（２）五彩城岩体钾长花岗岩的锆石加权平均年龄为
３４０９±５１Ｍａ～３４１１±４０Ｍａ，岩石地球化学显示其具有后
碰撞花岗岩的构造属性，表明卡拉麦里洋盆在早石炭世之前

已经闭合。

（３）准噶尔地区后碰撞岩浆活动具有一致性，早石炭世
与晚石炭世二叠系花岗岩类型的差异可能反映了碰撞后陆
内裂谷的转变过程。

致谢　　文章撰写得到了吴元保教授的指导与帮助；锆石Ｕ
Ｐｂ年龄及Ｒｂ、Ｓｒ同位素分析得到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刘
勇胜和周炼等老师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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