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南部花岗岩类位于贺根山 ! 苏尼特左旗

缝合带以北 " 由于其特殊的大地构造位置，受到了地学界的广

泛关注 # $ % $& ’ " 然而对该地区花岗岩石类形成时代等问题的认识

还有很大分歧 #( % $& ’"
作者采用单颗粒锆石 ) ! *+ 法，获得内蒙古中部昌特敖包

花岗闪长岩年龄 ,-& . / 01，说明该地区确实存在晚古生代中

期花岗岩，据此年龄和前人资料可将该地区形成于晚古生代中

期的花岗岩类划分为南北两个岩带 "

$ 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苏尼特左旗 ! 贺根山蛇绿混杂岩带的北侧西部

（图 $）" 苏尼特左旗蛇绿岩中超基性岩 23 ! 45 全岩同位素等

时年龄为 /67 . $, 01#( ’ " 该蛇绿岩被上泥盆统不整合覆盖!，可

见其侵位时代应在早、中泥盆世时限范围内 " 贺根山蛇绿岩中

超基性岩的 23 ! 45 全岩同位素等时年龄为 /6, . &8 01#$, ’，其

侵位时代为早石炭世早期 #$/ ’ " 两者在侵位时代上的差异，应该

是该地区洋盆呈剪刀式收缩、闭合的结果 " 这也与古亚洲洋总

体演化趋势 # ,，-，8 ’相符 "
研究区存在大量古生代花岗岩类，其中早古生代花岗岩类

形成于岛弧环境，而晚古生代花岗岩则形成于碰撞环境 # ( ’ "
昌特敖包花岗闪长岩的锆石 ) ! *+ 年龄样品（9:& ! , ! $）

约 $6 ;<" 采样位置标于图 $ 中，其地理坐标为北纬 /,=/,>,(?，
东经 $$,=//>/@?"

& 岩石特征

岩石为灰白色，具有块状构造和连斑结构 " 主要矿物为斜

长石、钾长石、石英及少量黑云母 " 其中石英为他形粒状，含量

约 ,6A ；斜长石为半自形，含量约为 /@A ；钾长石呈半自形，含

量约 &6A ；黑云母含量约为 @A " 该样品岩石化学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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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苏尼特左旗南部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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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昌特敖包花岗闪长岩体位于内蒙古中部苏尼特左旗南部，该岩体高精度的单颗粒锆石 ) ! *+ 年龄为 ,-& . /01
（029a d 6" 66@），这说明该地区确实存在晚古生代中期花岗岩，据此年龄和前人资料可将苏尼特左旗南部形成于晚古生代中

期的花岗岩类划分为南北两个花岗岩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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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实验室分析 6 ’

7 实验方法

采用微量锆石定年技术对锆石样品进行年代测定，8 9 3:
同位素分析方法参见 1;<"=（2>(7），使用 -&/3: 9 -748 混合稀释剂 ’
质 谱 分 析 在 ?@74* 上 完 成 ’ 3: 和 8 的 全 流 程 本 底 分 别 为

3: A &’ &4 $"，8 A &’ &&- $"’ 详细的分析方法见李惠民等 B24 C ’

* 分析结果

分选出的锆石皆为自形晶，为（22&）、（2&&）和（222）、（2&2）

之聚形，主要为短柱状和长柱状（图 -），且以短柱状为主，长柱

状锆石一般（22&）晶面较为发育 ’ 它们为纯净透明颗粒，无色或

接近无色，金刚光泽，具岩浆锆石特征 ’ 分选出的锆石个别具熔

蚀现象 ’ 短柱状锆石一般较大，而长柱状锆石较小 ’
对样品中的 / 粒锆石进行了 8 9 3: 同位素测定，结果见表

2，其谐和图示于图 7’ 2 D / 号点均在同一条不一致线上，表明其

有成因联系 ’ 其中 / 号点 -&.3: ! -7/8、-&(3: ! -748、-&(3: ! -&.3: 表面

年龄比较一致，相差仅 7’ 4 #,) 说明 / 号锆石自形成以来对放

射性成因 3: 保持了封闭；而 2 D ( 号锆石已发生放射性成因铅

丢失 ’ / 号点 -&.3: ! -7/8 表面年龄值为 7.- E * #,（#FGH A &’ &&
4），该 年 龄 与 下 交 点 年 龄 在 误 差 范 围 内 是 一 致 的 ，因 此 ，

7.- E * #, 应代表花岗闪长岩的形成时代 ’ 图 - 锆石形态

IJ"’ - #<;K=<L<"M <N OJ;P<$Q

注：-&.3: ! -&*3: 已对实验空白（3: A &’ &4& $") 8 A &’ &&- $"）及稀释剂作了校正，其他比率中的铅同位素均为放射成因铅同位素；括号内的数字为 -" 绝

对误差，例如：&’ &(&>-（27）表示 &’ &(&>- E &’ &&&27（-"）’ 由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实验室袁桂邦分析 ’

锆石特征

同 位 素 原 子 比 率 表 面 年 龄 ! #,
点号

表 2 昌特敖包花岗闪长岩锆 8 9 3: 同位素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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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昌特敖包细粒花岗岩锆石 ! " #$ 谐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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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讨论与结论

徐备等 9 : ; 曾经获得苏尼特左旗白音宝力道苏木东南花岗闪

长岩锆石 ! " #$ 年龄 &<& =1，采用的是蒸发法 * 本文采用单颗

粒锆石 ! " #$ 法所获得的年龄 &<> ? @ =1 与之相近，这不但证

实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南部存在晚古生代中期花岗岩，而且依据

该年龄和徐备等 9 : ; 所获年龄可将该地区晚古生代中期花岗岩类

初步划分为南、北两个带 * 北带分布于昌特敖包一带，呈 AAB
向展布，南带分布于白音宝力道一带，呈近 B " C 向展布，其间

则形成于早古生代的花岗岩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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