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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昆仑造山带花岗岩存在!个大的侵入旋回和"个侵入期，分别形成于洋脊环境、火

山弧环境、碰撞后隆起环境和造山晚期相对拉张环境。前#种环境形成的花岗岩记录了洋盆形

成"洋壳俯冲"陆$陆碰撞过程，而后两者则历史地反映了碰撞期后岩石圈构造演化的深部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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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构造与花岗岩时空分布

西昆仑造山带包括西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部分地区，是青藏高原有机组成

部分。它位于古亚洲构造域与特提斯构造域结合部位，大地构造位置特殊，研究意义重要。

区内存在&条缝合带［%］，自北而南分别为乌依塔克$库地缝合带、麻扎$康西瓦缝合带、塔

阿西$红山湖缝合带和班公湖$怒江缝合带。构造单元自北而南分别为西昆仑地体、塔什

库尔干$甜水海地体、喀喇昆仑地体。区内岩浆活动强烈，花岗岩出露面积约占全区%／’，

存在!个大侵入旋回（晚元古、加里东、海西、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旋回）、"个侵入期（晚元

古期，加里东早期、中期、晚期，海西晚期，印支晚期，燕山早期、晚期，喜马拉雅期）!。它们

总体上呈()$*+向带状分布，与区内&条缝合带平行。其中，晚元古晚期$加里东期花

岗岩分布于乌依塔克$库地缝合带南侧的西昆仑地体北部，海西晚期$印支晚期花岗岩分

布于麻扎$康西瓦缝合带北侧的西昆仑地体南部，燕山早期花岗岩主要分布于塔阿西$红

山湖缝合带北侧的塔什库尔干$甜水海地体内，燕山晚期$喜马拉雅期花岗岩则主要分布

于班公湖$怒江缝合带北侧的喀喇昆仑地体内。空间上由北而南时代变新。

, 花岗岩形成的构造环境

花岗岩地质、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区内花岗岩分别形成于洋脊环境、火山弧环境、同碰撞

环境、碰撞后隆起环境和造山期相对拉张环境。

晚元古晚期花岗岩（乌依塔克岩体）形成于洋脊环境"，它位于乌依塔克蛇绿岩套中，与

其中的基性熔岩呈侵入接触。岩石类型为斜长花岗岩，岩石系列为低钾拉斑玄武岩系列，

!／"#$#%；稀土总量较低，并且属轻稀土亏损型，除-和*.外，其他微量元素含量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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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同位素组成显示出幔源特征，在!&’!(阳离子图解［(］上位于地幔分异区，在

)*’（#*+,）图解［-］上位于塞普鲁斯特罗多斯洋脊花岗岩分布范围内。

加里东早期、海西晚期、燕山早期以及燕山晚期早白垩世花岗岩形成于火山弧环境。它

们的共同特征是，岩石组合为石英二长闪长岩’石英二长岩’花岗闪长岩或石英二长闪长

岩’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并且有同期钙碱性火山岩伴生，岩石系列为钙碱性系列或高

钾钙碱性系列，"／#$%!&；稀土总量中等，属轻稀土富集型，铕亏损不明显，)*、!"、./等

0102有选择地得到富集，,、#*、3"等45!2则相对亏损，!"、#$、%同位素组成具有幔壳混

源或下地壳成分特点。在!&’!(图解［(］和)*’（,+#*）［-］图解中均位于火山弧区。

燕山晚期晚白垩世花岗岩形成于同碰撞环境。岩石组合为二云母二长花岗岩’二云母

花岗岩，岩石系列为高钾钙碱性系列，但"／#$%"&6&；稀土总量较低，轻稀土富集程度也

没有上述火山弧花岗岩高，铕亏损明显，微量元素以)*得到显著富集为特征，)*／3"比值

大，此外，挥发份5含量也较高。在!&’!(图解［(］和)*’（,+#*）图解［-］中均位于同碰

撞区。

加里东中期（相当于中奥陶世）花岗岩形成于碰撞后隆起环境［7］。在!&’!(图解［-］中

位于碰撞后隆起区，区域地质资料也表明，西昆仑山从中奥陶世开始隆升作用明显（中奥陶

统仅局限于两个盆地范围内，志留系基本缺失）。该类花岗岩岩石组合为（石英）二长闪长岩

’（石英）二长岩’石英正长岩，岩石系列为钾玄岩系列［8］；稀土总量中等，属轻稀土富集

型，铕亏损不明显，)*、!"、./、9:、;等0102得到显著富集，,、#*、3"等45!2相对亏损，

!"、#$、%同位素组成具有幔源特征。

加里东晚期、印支晚期和喜马拉雅期花岗岩形成于造山晚期相对拉张环境。该类花岗

岩在!&’!(图解［(］中均位于造山晚期区。岩石系列为钾玄岩系列或碱性系列。碱性系列

花岗岩（<型）在<&’<(型判别图解［=］中位于<(区，岩石组合为石英二长岩’二长花岗岩

’花岗岩；稀土总量中等，属轻稀土富集型，过渡元素和!"、./亏损，而,、#*、3"等45!2
相对富集。初步研究表明!，花岗岩是在岩石圈拆沉过程中侵位的。钾玄岩系列花岗岩岩

石组合为二长花岗岩’花岗岩或透辉石正长岩’透辉石花岗岩’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稀

土总量高，)*、!"、./、9:、;和0)22得到显著富集，,、#*、3"相对亏损，此外，挥发份5含

量高。初步研究表明，花岗岩是在板片脱落过程中［>］或岩石圈减薄过程中" 形成的。

- 结论及意义

综上所述，区内花岗岩分别是在洋壳扩张期、洋壳俯冲期、陆’陆碰撞期和碰撞期后形

成的。它们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截然不同。前三者花岗岩记录了洋盆形成#洋壳俯冲#
陆’陆碰撞过程，而后者则历史地反映了碰撞期后岩石圈构造演化的深部机制。正因为此，

它们就成为研究西昆仑造山带构造演化的“探针”与“窗口”。对其深入研究，对于阐明岩浆

作用、造山作用、地壳隆升以及成矿作用等岩石圈演化主要要素间的耦合关系，提高青藏高

原整体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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