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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淮阳东段山七岩体地球化学特征、LA—ICP—MS
锆石U—Pb年龄及地质意义

彭 智1，邱军强1’2，杨义忠1’2，蔡 杨1一，董婷婷1～，柳丙全·

(1．安徽省地质调查院，合肥230001；2．安徽省大陆成矿研究中心，合肥230001)

摘要：北淮阳东段山七岩体岩性为石英闪长岩，SiOz、AI：O。含量中等，富碱质，Mg s低，具偏铝质碱性系列岩

石特征。稀土元素含量中等，La“／YbN值和LREE／HREE值均较大，HREE相对于LREE明显亏损，具较弱的Ce

负异常，轻稀土相对富集，分馏较明显，重稀土分馏不明显。岩石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I．ILE)Rb、Ba、K和高场强

元素(HFSE)Zr、Hf、Y，明显亏损Nb、Ta、Ti、P、U。通过LA—ICP—MS锆石u—Pb定年，获得山七岩体。os pb／e3sU年

龄为128．2±3．3Ma，属早白垩世早期。主量元素及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均表明山七岩体岩浆来源于地壳，受地

幔物质混染。

关键词：岩石地球化学；钴石u—Pb定年；岩石成因；山七岩体；北淮阳

中图分类号：P597．3；P618．31；P58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71(2018)0l oO卜10

北淮阳地区位于大别造山带北部[1]，亦称北淮

阳褶皱带[2]，地跨皖豫两省，东起郯庐断裂带，西至

南阳盆地，宽20～50 km，绵延500 km，桐柏桐城

断裂和明港一六安断裂构成南北边界(图1)。北淮

阳地区在中生代岩浆活动强烈∞。4j，形成了大量中、

酸性岩体和火山岩，前人已开展过较多研究∞1引，但

仍不够全面。北淮阳地区重要矿产(光山县千鹅冲

钼矿、商城县汤家坪钼矿、新县大银尖钼矿、罗山县

母山钼矿、肖畈钼矿、金寨县沙坪沟钼矿等)主要与

中生代岩体有关。为探索岩浆活动、深部地质过程

与成矿的关系，详细划分火山 侵入岩的岩石组

合，建立区域构造～岩浆一成矿事件序列，应对侵

入岩进行详细的地球化学研究，并与区域火成岩进

行对比，明确含矿岩体的地球化学标志，以探索在

该区寻找多金属矿床的前景。基于“安徽北淮阳地

区成矿规律与资源潜力调查”项目并收集前人资

料，笔者等对该区部分岩体(包括山七岩体)进行野

外调查及采样分析，重点报道山七岩体岩相学、岩

石地球化学、年代学特征及形成的构造环境等，为

进一步研究该区岩浆活动及地质找矿提供基础

资料。

1 地质背景

北淮阳地区属于武当一桐柏一大别成矿带，由

于构造位置特殊，该带一直被地学界重视。习惯

上，以商城一麻城断裂为界将北淮阳构造带分为东

段(安徽境内)和西段(河南境内)。区内地层主要

为新元古代庐镇关岩群(相当地层为苏家河群、红

安群)、新元古代一早古生代佛子岭岩群(相当地层

为信阳岩群)、晚古生代杨山群、中生代陆相山间盆

地和火山盆地堆积[1⋯。区内构造复杂多样、断层褶

皱发育，形成了多期次、多层次、多型式、多级次的

构造样式¨。圬]。燕山期以来，区内岩浆活动较频

繁，形成以中、酸性为主的火山 侵入岩，早期为钙

*收稿日期：20l 7一03一08 修订日期：2017-06—28 责任编辑：谭桂丽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安徽北淮阳地区成矿规律与资源潜力调查(编号：1212011220547)”项目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彭智，1956年生，男，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矿产地质和岩浆岩研究。

通讯作者简介：邱军强，1957年生，男，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区域地质和岩浆岩研究。

万方数据



2 华 东 地 质 2018年

T．华北地块；I 1．华北地块南缘逆冲构造带；11．桐柏一大别山构造带；II。．北淮阳裂陷槽复合褶皱带；Ⅱ：．桐柏一大别裂

解岛基底；Ⅱs．桐柏大别中元古代岛弧海盖层。①．固始一合肥断裂；②．明港一六安断裂；③．桐柏一桐城断裂；④．金

寨～舒城断裂；⑤．郯城一庐江断裂；⑥．商城一麻城断裂；⑦．罗山 大悟断裂；⑧．银沙一泗河断裂。1．地层(岩体)界线；

2．角度不整合界线；3．脉动接触界线；4．平移断层；5．性质不明断层；6．水系；7．铅锌矿点和多金属矿点；8．山峰；9．取样位

置。Qh、厂．全新世丰乐镇组；K”一中下白垩统晓天组；J。K．，n．晚侏罗一早白垩世毛坦厂组；ZDh．震旦纪一泥盆纪黄龙岗

岩组；ZD．ry．震旦纪 泥盆纪祥云寨岩组；Pt。zj．新元古代郑家冲片麻岩；Pt。Tj．新元古代陶家湾片麻岩；Pt。Gt．新元古代

古塘岗片麻岩；Pts x．新元古代小溪河岩组；60Kt．石英闪长岩(山七单元)；76 K，．花岗闪长岩(中岭单元)；"qrK．．二长花岗

岩(徐家湾单元)；∈了K。．正长花岗岩(凤凰山单元)；。Kt．石英正长斑岩(华盖山单元)；tjoTr．石英正长斑岩；8肚．闪长玢岩。

图l舒城县山七地区地质图(据1：250 000六安市幅地质图改编)

Fig．1 Geological map of the Shanqi area in Shucheng County(modified after l：250 000 Luan Sheet geological map)

碱性系列，晚期以碱性系列、钾玄岩系列为主!¨?”j。

2岩相学特征

山七岩体(单元)是北淮阳构造带东段众多的

小岩体之一，位于金寨断裂和磨子潭断裂之间(图

1)，分布于舒城县山七镇、万家湾一带，出露面积约

18．84 km 2，包括一大(岩株)一小(岩瘤)2个侵入

体，侵入于新元古代郑家冲岩组(Pt。乃)、陶家湾岩

组(Pt。巧)、古塘岗岩组(Pt。Gt)片麻岩和新元古代

小溪河岩组(Pt。丁)中。1：25万六安市幅区调将其

划为河棚超单元山七单元o，值得注意的是。在岩体

北部有七宝尖铅锌矿点，在岩体中部有下湾多金属

矿化点。

山七岩体镜下鉴定显示其为细粒石英闪长岩

(图2)，细粒半自形粒状结构、块状构造，矿物粒度

<2 m．m，主要由斜长石(69％)、钾长石(8％)、石英

(5％)、普通角闪石(6％)、普通辉石(5％)、黑云母

(8％)组成；副矿物约占1％，主要为锆石、磷灰石、

榍石和磁铁矿。高含量的斜长石和低含量的暗色

矿物，表明源区发生了以斜长石为主的部分熔融，

推断其源岩可能为斜长角闪岩类。斜长石为半自

形板状，具卡钠复合双晶，部分具环带结构，为中长

石，表面有次生的绢云母和灰色泥状物。钾长石呈

半自形板状一他形粒状，均为条纹长石，表面有褐

色泥状物，晶形比斜长石差。石英为他形粒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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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斜长石；kf．钾长石；Q石英；Hb．普通角闪石；Aug．普通辉石；Bi．黑云母。

图2 山七石英闪长岩手标本照片(a)及薄片显微照片(b)

Fig．2 Hand specimen(a)and thin section micrograph(b)of the Shanqi quartz diorite

规则状，正常消光。普通角闪石为绿色，半自形柱

状，部分蚀变为绿帘石、绿泥石。普通辉石为半自

形短柱状，较新鲜，部分边部出现普通角闪石。黑

云母为浅黄一暗褐色片状，部分较新鲜，部分蚀变

为绿泥石，岩体具有明显的碱质流体交代现象，出

现钾长石交代斜长石(图2)，辉石边部出现流体交

代成因的角闪石，斜长石中出现少量更长石，亦表

明存在碱质交代。碱质流体交代还可能形成了部

分黑云母，可见黑云母包裹长石和石英(析硅作

用)，以及普遍的钾化现象(图3)。

电子探针(EPMA)分析显示，山七岩体主要矿

物为正长石、更长石、镁普通角闪石、黑云母和石英

(图3)。正长石：(|)r一73．2～76．0，Ab一23．3～

26．2，Anz0．5～o．7；中长石(仅少量属于更长石)：

An一27．】～35．7，Ab一62．4～70．6，Or一1．8～

2．8；镁普通角闪石：A13+为0．79～0．90，Mg／(Mg

+Fe21)约为0．80；黑云母：Al”为1．10～1．12，

Mg／(Mg+Fe2一)约为0．58。分别运用黑云母压力

计[2¨和二长石温度计心2|，计算获得山七岩体岩石

形成时的结晶压力约为0．01～0．03 GPa，结晶温度

约为647℃～671℃。

3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3．1分析方法

在山七岩体采集l组细粒石英闪长岩样品，包

含l件锆石U Pb定年样品和5件主量、微量元素

测试样品，具体采样位置见图1。主量、稀土和微量

元素分析在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国土资源部合

肥矿产资源督检测中心)完成。主量元素分析采用

sa．正长石；()Ig．中长石；Bt．黑云母；Mhb．镁普通角闪石；Qz．石英。

图3 山七石英闪长岩薄片显微照片(a)及BSE图(b)

Fig．3 Thin section micrograph(a)and BSE image(b)of the Shanqi quartz dio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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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吸收法、容量法分析，除SiO：采用碱熔法测定

外，其他氧化物采用酸熔法测定，分析精度优于

2％。稀土元素、微量元素采用美国Thermo X

Series 2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仪(ICP—MS)测

定，分析精度优于1％～3％。主量元素分析结果见

表1，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见表2。

表l 山七石英闪长岩主量元素分析结果(wt．％)及特征参数
Table 1 Major element contents(wt．％)and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the Shanqi quartz diorite

样号 Si()2 TiOz A1203 Fe20 3 FeO MnO MgO CaO Na20 K20 P205 H2()+LOI

h51 58．02 1．02 16．44 2．84 3．46 0．11

h52

h53

h54

h55

58．93

58．67

58．17

58．66

1．04

1．00

1．04

1．04

16．40

16．20

1 6．32

16．42

2．99

2．97

2．85

3．06

3．1 7

3．18

3．45

3．10

o．11

o．11

o．1l

O．10

3．74

3．29

3．36

3．64

3．31

4．79

4．37

4．39

4．73

4．93

4．6j

4．24

4．17

3．32

3．76

3．73

3．31

o．43

o．40

o．40

o．43

o．74

o．52

o．70

O．98

1．33

1．22

1．12

1．25

4．22 4．10 3．50 0．38 o．98 1．51

平均 58．49 1．03 16．36 2．94 3．27 o．11 3．47 4．5 4．42 3．52 o．41 o．78 1．29

样号 ∑ AI。K K20／NazO Di a Mg 8 R1 R2 AR SI A／MF C／MF A／CNK

h51 101．17 8．25 0．67 64．4 4．46 37 1155 1030 2．27 20．46 0．91 0．48 0．81

h52

h53

h54

h55

100．85

loo．06

100．44

100．38

8．41

7．97

7。48

7．6

0．81

o．88

o．79

o．85

66．74 4．37

65．34 3．93

62．46 3．57

64．49 3．56

35

35

37

35

121 7

1366

1452

1476

961

972

1025

959

2．36 18．45 0．99

2．26 19．26 0．96

2．1 20．93 0．92

2．1 7 19．45 0．98

0，48 0．83

0．47 0．85

0，48 0．86

0．46 0．90

平均 100．58 7．94 0．80 64．67 3．98 36 1333 989 2．23 19．71 0．95 0．47 0．85

表2 山七石英闪长岩稀土元素、微量元素分析结果{10“)及特征参数

Table 2 REE and trace element abundances(10—6)and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the Shanqi quartz diorite

样号La Ce Pr Nd Sm Eu Gd Tb Dy Ho

h51 77．57 148．1 5 1 6．64

h52

h53

h54

72．83

71．39

72．53

137．46

135．34

15．81

15．3l

64．47 9．99

61．07 9．34

59．94 9．28

2．35

2．14

2．12

8．72

8．11

8．12

1．12

1．03

1．03

135．55 15．62 60．90 9．58 2．22 8．31 1．05

5．65 1．03

5．22 0．96

5．18 0．96

5．34 0．95

h55 74．1 6 134．92 15．51 59．27 9．17 2．13 8．08 1．02 5．12 0．94

样号 Er Tm Yb Lu Y ∑REE LREE LREE／HREE LaN／YbN 8Eu

h5l 2．89 0．41 2．59 0．38 27．75 341．96 319．17 14．oO 20．24 0．75

h52 Z．66

h53 2．67

h54 2．68

0．38

0．39

0．38

2．42

2．44

2．38

0．35

0．36

0．35

25．56

25．72

25．80

319．78

314．53

317．84

298．65

293．38

296．40

14．13

13_87

13．82

20．34

19．77

20．59

0．73

0．73

0．74

h55 2．59 O．37 2．37 O．34 24．86 315．99 295．16 14．17 21．14 0．74

样号 3Ce Rb Ba Th U Ta Nb Sr Zr Hf

h51

h52

h53

h54

0．93

0．92

0．92

0．91

80．2 1 761．1

90．1 1 704．9

86．3 1 791．8

79．8 1 860．3

13．7

13．3

13_8

2．19

2．28

2．34

0．92

1．06

1．11

14．78

16．94

18．65

971．9

916．4

919．0

309．7

385．6

296．2

7．28

9．01

8．43

13．4 2．23 1．05 17．87 979．7 264．6 7．61

h55 O．89 84．0 1 75 6．8 14．3 2．39 1．08 18．07 968．8 291．7 8．32

3．2主量元素特征

由表1可知，山七岩体SiO。含量为58．02％～

58．93％，属中性岩；AI。O。平均含量为16．36％，

A／CNK平均为0．85，属偏铝质型；与石英闪长岩平

均化学成分鼢1相比，山七岩体TiO。、MgO、K。O、

Na2 O偏高，Si02、A1 2 O。、CaO、P2 O5偏低，Fe2 O。、

FeO、MnO相近。ALK为7．48～8．41，平均值为

7．94，全碱含量较高，反映其受碱质流体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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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zO／NazO平均为0．80，属Na质系列；分异指数

(DI)平均为64．67，反映岩浆分异程度较好；里特曼

指数d为3．56～4．46，平均为3．98，属碱性岩；碱度

率(AR)平均为2．23，Mg指数为35～37。在SiO：一

AR变异图中(图4，应用路远发软件心43作图，后

同)，3件样品落在碱性岩区，2件样品位于钙碱性

岩区(但靠近碱性)。可知，岩石具有偏铝质碱性系

列岩石特征、

AR

图4 山七石英闪长岩SiO。一AR图解

Fig．4 Si()2 VS．AR diagram of the Shanqi quartz diorite

3．3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特征

由表2可知，山七岩体的稀土元素含量中等，

∑REE平均为322×10～，LREE／HREE均值为

14，异常高的稀土元素总量和轻、重稀土元素比值，

同样反映岩体受碱质流体交代。HREE相对于

LREE明显亏损，轻重稀土分异明显(La。／Yb。均值

为20．42)，Eu弱负异常(SEu均值为0．74)，具弱的

Ce负异常(SCe均值为0．91)。球粒陨石标准化稀

土元素配分曲线图(图5a)显示，曲线右倾，Eu谷不

明显，轻稀土分馏较明显，重稀土分馏不明显，属轻

稀土富集型，且各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具有较好的一

致性，显示岩浆分异过程具有一致性。原始地幔标

准化微量元素蛛网图(图5b)显示，岩体富集大离子

亲石元素(LILE)Rb、Ba、K等，该岩体Ba、Sr丰度

异常高，属于广义的高Sr—Ba花岗岩类，说明其成因

与俯冲作用有关。高场强元素(HFSE)Zr、Hf明显

富集，Y轻微富集，Nb、Ta、Ti、P、U明显亏损，与造

山带花岗岩微量元素特征一致瞳“，而P、Ti亏损暗

示存在磷灰石和钛铁矿的结晶分离作用。微量元

素原始地幔标准化曲线整体右倾，岩体整体亏损

HFSE，富集I。II。E，高场强元素亏损可能是地壳物

质混染造成的[2 8。2⋯。

4锆石U-Pb年代学

4．1锆石样品处理

用于测年的样品(TWl2)锆石分选工作在河北

省廊坊市地科勘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完成，原块状

岩石样品破碎至自然粒度，经摇床、淘洗、电磁分选

及重液分选后分离出锆石单矿物，在双目镜下挑

纯。将锆石单矿物样品寄送到北京锆年领航科技

有限公司制靶、照相，在双目镜下选择透明、无裂隙

且具有代表性的锆石颗粒制成环氧树脂样品座，磨

至锆石颗粒中心部位后抛光，抛光后的样品进行CI。

照相，挑选合适的测试点位。

图5 山七石英闪长岩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图(a)(标准化值据文献[25])和原始地幔标准化微量元素蛛网图

(b)(标准化值据参考文献[26])

Fig．5 Chondrite—normalized REE distribution pattern(a)and primitive mantle—normalized spider diagram(b)of the

Shanqi quartz dio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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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锆石U-Pb年龄测定

锆石U—Pb定年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

究所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

完成。激光剥蚀斑束直径为25扯m，频率为10 Hz，

能量密度约2．5 J／cm2，以He为载气。信号较小

的2”Pb、2“Pb、204 Pb
204

Hg、202 Hg用离子计数器接

收，2”Pb 232Th、238U信号用法拉第杯接收。均匀锆

石颗粒207 Pb／206 Pb
20fi

Pb／238 U、207 Pb／235 U的测试

精度(2d)均约为2％，锆石标准的定年精度和准确

度约1Y00(2d)。LA—MC—ICP—MS激光剥蚀采样采

用单点剥蚀的方式，分析前用锆石GJ一1调试仪器，

锆石U—Pb定年外标进行校正。测试过程中每测定

5～7个样品前后重复测定2个锆石标准GJl对样

品校正，并测量1个Pleovice锆石标准，观察仪器的

状态以保证测试的精确度。数据处理采用ICPMS

DataCal程序∞0I，测试过程中绝大多数分析点

206Pb／204Pb>1 000，未进行普通铅校正，2。4Pb由离

子计数器检测，2“Pb含量异常高的分析点可能受包

体等普通Pb影响，计算时将204Pb含量异常高的分

析点剔除，锆石年龄谐和图用Isoplot 3．0程序获

得，详细实验测试过程参见文献[31]。

样品分析过程中，Plesovice锆石标准作为未知

样品的分析结果为(336．5±1．5)Ma(斑一3，2a)，与

Plesovice锆石年龄推荐值(337．13±0．37)Ma

(2D)【鸵1在误差范围内一致。样品LA—ICP—MS锆石

U—Pb同位素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山七石英闪长岩样品{TWl2)LA-1CP-MS锆石U—Pb同位素分析结果

Table 3 LA一1CP-MS zircon U—Pb dating data of the Shanqi quartz diorite(TWl2)

4．3 U-Pb年龄测定结果

所测锆石无色透明，以自形短柱状为主，少量

长柱状，长宽比变化不大，从近等轴状到4：1不等；

粒径40～160肚m。锆石阴极发光图像(图6)显示，

绝大多数锆石结晶良好，具有明显的韵律环带，表

明其为岩浆锆石[3⋯。锆石的Th／U值可指示锆石

的成因，岩浆锆石的Th／U值一般>0．1，变质锆石

的Th／U值一般<0．1[3“，山七岩体锆石Th／U值

均远>o．1，为典型的岩浆成因的锆石，说明锆石的

结晶年龄可代表石英闪长岩的成岩年龄。

对样品TWl2中20颗锆石上20个点进行U-Pb

定年分选，其中10个测点数据有效和10个测点数据

异常。表3为10个有效点的测年数据，锆石

206Pb／238U年龄为124．4±3．0 Ma--136．6±7．6 Ma，获

得206Pb／238U加权平均年龄为128．2±3．3 Ma(MSWD

--0．48)(图7)，代表山七石英闪长岩侵位年龄。

4．4 Hf同位素特征

山七岩体共分析20个样品点的锆石Hf同位素

组成。锆石”6 Hf／”7 Hf为o．281 955～0．282 111，对

应初始值(176 I-If／”7 Hf)．为0．281 953～0．282 111。

锆石￡Hf(f)为一26．16～一20．28，峰值为一24～一23

(图8a)，平均值为--23．07；计算获得的两阶段模式年

龄TDM。为2．47～2．81Ga，峰值为2．60～2．65Ga(图

8b)，平均值为2。63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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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样品(Twl 2)巾锆百阴极发光及测试0

Fig．6 Cathodohlminescence images and test points of zi rcons for sample TW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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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山七石英闪长岩锆石￡}{。(f)值、T¨M‘频数分布直方图

Fig．8￡Hf(t)and T1)M‘frequenc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zircons from the Shanqi quartz diorite

5 讨 论

5．1 形成时代

本次获得山七岩体I。A—ICP—MS锆石U—Pb年

龄为128．2±3．3 Ma，表明该岩体形成于燕山晚期，

北淮阳地区的中生代侵入岩部分形成于早白垩世

早期，为深入研究该地区区域岩浆活动提供了新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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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岩石成因

山七石英闪长岩的成因较复杂，存在2种可能

性。一是起源于新太古代一古元古代斜长角闪岩，

并在成岩过程中受碱质流体交代，这对Au成矿有

利，应关注该岩体的矿化蚀变现象，建议进一步分

析其Au、Ag、Cu等金属元素含量，查明是否存在

Au矿化现象；二是起源于富集型上地幔楔，地幔源

区明显受俯冲板片释放的流体交代。

根据锆石Hf同位素模式年龄及区域前寒武纪

变质基底展布特征，推断山七石英闪长岩的源区为

新太古代斜长角闪岩，进一步反映北淮阳地区深部

可能存在相当于霍邱岩群(Ar。Pt。H)的变质基底。

根据l：25万六安幅区调资料o，大别山岩群

(Ar。Pt。DB，相当于霍邱岩群，为一套古老的中深变

质火山 沉积岩系，含有斜长角闪岩等)构成北淮

阳东段下构造层，主要分布于桐柏一桐城断裂以

南，在北淮阳较少出露，仅在金寨斑竹园一带零星

露头。

在A／MF—C／MF岩石成因判别图(图9)上，山

七岩体样品均落在基性岩部分熔融区，表明其源区

以玄武岩为主，说明源区可能为斜长角闪岩，而

Nb、Ta亏损指示其成岩岩浆具有壳源特征，也可解

释为俯冲流体交代的结果。Rapp等。361认为由下地

壳岩石部分熔融形成的熔体Mg=<50，而地幔橄榄

岩部分熔融的熔体具有较高的Mg。。山七岩体

Mg。为35～37，指示岩浆以壳源为主。稀土元素球

粒陨石标准化配分曲线为轻稀土富集的右倾型，

I．REE／HREE值、La、／Yb、均较大，Eu异常不明

显，Ce异常也较弱，均与典型的壳源岩浆明显不同，

显示了原始岩浆中有幔源岩浆混入。从微量元素

特征看，山七岩体富集Ba、Th，表明石英闪长岩的

形成与地壳具有密切联系，不相容元素地球化学特

征表明有地幔物质加入，说明岩浆侵位过程中发生

了壳幔混熔作用。主量、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均

表明山七岩体源于下地壳物质部分熔融，同时受地

幔物质混染。

6 结 论

(1)山七岩体为石英闪长岩，碱质含量高，具偏

铝质碱性系列岩石特征。稀土元素含量中等，轻稀

土分馏较明显，重稀土较平坦，属轻稀土富集型。

岩体整体亏损高场强元素(HFSE)，富集大离子亲

f／、】1

A．变质泥岩部分熔融；B．变质砂岩部分熔融；C．基性岩

的部分熔融。

图9 山七岩体C／MF—A／MF岩石成因判别图(底图据

文献[35])

Fig．9 C／MF VS．A，／MF discrimination diagram of the

Shanqi quartz diorite

石元素(I。II。E)。

(2)通过LA—ICP—MS锆石U—Pb定年，获得山

七岩体2“Pb／2船U年龄为128．2±3．3 Ma，相当于

燕山晚期，是早白垩世早期岩浆活动的产物。

(3)主量及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均表明岩浆

来源于地壳，并受地幔物质的混染。

注释

0安徽省地质调查院．1：25万六安市幅区域地质调查报

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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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A—ICP_MS zircon

u—Pb geochronologY of the Shanqi intrusion in eastern North Huaiyang

and their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PENG Zhil，QIU Jun-qiangl,2,YANG Yi—zh。n91,2,CAI Yan91,2，DONG Ting—tin91,2，LIU Bing—quanl

(1．Geof。g删Sur口gy。厂Anh仪i Province，Hg扣i 230001，Chi”口；

2．Continentaz Mi72Prnfiz捌。”Research Cen把r。f A行h雠i Provi行fg，Hefei 230001，国i彻)

Abstract：The Shanqi quartz diorite in eastern North Huaiyang is characterized by medlum
content，s，oi

si02and A12 03'and enrichment in alkali and low Mg8，Suggesring that“belon95 tO

metam?竺：引：：
1ine‘series．It has high LaN／YbNand LREE／HREE rati。s，and is depleted in HREE rela‘iVe‘。LREE'w1‘h

a．weak

ce

neg!tiVe
an。maly·RelatiVe enrichment in LREE sh。ws

high‘rac‘i。na’ion—bu，t⋯HR，⋯EE has，no，dis-，

‘：nct∽fra—ctio。na。tion．It
is also enriched

in—LIL—E

such as

Rb_Pb,Ba,datK iannd HieFldSsEa s206Puchba／23s 8Zur’aHgte’。Yf,1b2u8t．c2te±pte3te．G3
significantly in Nb，Ta，Ti，P and U．LA—ICP—MS zircon U—Pb danng y坨Ⅲ蛐‘m7㈣舻⋯j“：)一1“：。
忑h the shanqi intrusiOn，implying that itis early Early Cretaceou“nage．卟egeochemicahh阳n盯1i—
tics。f the mam and trace elements indicate that the Shanqi intrusi。n de姗d from the。。u8‘but。。n‘aml。

Kev words：geochemistry；zircon
U—Pb dating；petrogenesis；Shanqi

intrusion；N。rth Hual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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