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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花岗岩类地质地球化学对比研究

张德全徐洪林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l00037)

摘要：对长江中下游安徽境内几个分区的花岗岩类进行了地质地球化学研究和对比。结果表明，

江南隆起区花岗岩类的岩浆来源于中地壳下部和下地壳上部，沿江(铜陵、安庆)隆起一凹陷过渡

区和庐枞火山盆地凹陷区中性岩类的岩浆来源于下地壳中、下部，部分具壳一幔混台特征。本区

岩浆活动时代均为中生代，岩体的形成与印支期陆一陆碰撞无直接联系，是印支期褶皱之后沿断

裂侵位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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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花岗岩类分布广泛，都形成于中生代。根据中生代时期本区隆起与凹陷的特点．可

分为江南隆起区花岗岩类、沿江隆起一凹陷过渡区(又分铜陵和安庆两个亚区)花岗岩类、庐枞火山盆地凹

陷区花岗岩类和大别隆起区花岗岩类。本文重点报道江南隆起区花岗岩类的岩性及地球化学特征，在此

基础上进行各区花岗岩类的地质地球化学对比研究。

l江南隆起区花岗岩类地质地球化学

江南隆起区中生代花岗岩类侵人体出露面积约三千多平方公里。以青九复式岩体出露面积最大(860

km2)，由老到新分为四期(或四个阶段)⋯：(1)青阳期：花岗闪长岩(帕；，Rb—sr全岩年龄153 Ma)；(2)九

华期：二长花岗岩(口圬～，Rb—Sr全岩年龄123^缸)；(3)天台期：碱长花岗岩(e砖_。，Rb—Sr全岩年龄
114 Ma)；(4)岩墙期：正长斑岩(钉i。3)或花岗斑岩(M；_3)。这种划分不仅适用于江南隆起区，亦适用于
本文涉及的其他3个地区(图1)。

1．1岩体地质及岩相学特征

青阳期岩体规模大，分布广，出露面积约2 000 km2，岩性稳定，全为花岗闪长岩，常见闪长质包体。矿

物成分以含角闪石(2％～10％)、暗色矿物(14％～20％)、斜长石环带发育及斜长石含量高(40％～51％)、

钾长石含量低(11％～23％)和钠长石条纹不发育为主要特征。同位素年龄137～153 Ma【z1“。

九华期岩体出露面积接近1 000 km2，岩性变化较大，以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为主，次为钾长花岗岩和石

英正长岩，偶见闪长质包体。矿物成分以不含角闪石、暗色矿物少(<10％)、钾长石(28％～50％)和石英

(30％左右)增多、斜长石环带极不发育(或没有)为主要特征。同位素年龄120～129 Ma。

天台期岩体出露面积最少(约200 km2)，岩性稳定，以碱长花岗岩为主，次为钾长花岗岩，以不含或含

微量(<2％)黑云母和钠长石(<5％)、含较多钾长石(<60％)和石英(>34％)以及不含闪长质包体为主

要特征。个别岩体，如天都峰(狮子岭)尚含原生白云母。同位素年龄110～114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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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研究区侵人体分布及侵入期(阶段)

F垃．1 Dis试but油and目nI)kIajnent pedod 0f granitoid in study ar龃

1．夭台期(碱长花岗岩或花岗岩)；2．九华期(二长花岗岩或花岗岩)；3．青阳期(花岗闪长岩)；4．九华期(正长

岩或石英正长岩)；5．侏罗一白垩纪火山岩系；6．年龄值／Ma．7．断层

综上所述，由老到新成分演化特点是石英和钾长石增多，斜长石和暗色矿物急剧减少。锶初始值由

0．707～0．709增至O．714(表1)。

1．2岩石化学

青阳期花岗闪长岩的化学成分十分稳定，siQ多在67．3％～68．3％间，A12q 14．2％～15．7％，

(№03+FeO)3．6％～4．4％，M901．06％～1．87％，Ca02．6％～3．5％，Na202．6％～3．8％．K20 2．9％

～3．9％。总之以贫硅、钾和富铁、镁钙为主要特征。九华期花岗岩和二长花岗岩则以硅、钾高和铁、镁、钙

中等为主要特征，S0。2多为70％～73％，如岩性为钾长花岗岩，Si02可增至76％，K20 4％～5．16％，石英

正长岩K20可高达5．85％。天台期以碱长花岗岩为主，也出现钾长花岗岩，以贫铝、富碱和铁、镁、钙低为

主要特征(表2)。

1．3稀土元素

青阳期岩体稀土总量(不包括Y)稳定(表3)，介于(10l～167)×lO-6间，富轻稀土，∑IREE侄勰EE
5．9～14．8。具极微弱的负铕异常，缸沁0．70～O．90。仅许家桥岩体为正异常。dTb和aTm多数岩体显

示正异常或无异常，据文献资料o，这是壳源岩浆的主要特征。

九华期岩体稀土总量变化大、含量高(121×10“～465x 101)，比青阳期略富含重稀土，孔REE／
班ⅢREE 3．7～12_8，负铕异常中等(6Eu 0．12～0．78)，d1七和8Tm亦为正异常或无异常。

天台期岩体最大特点是负铕异常明显，8EuO．32～O．54，Nd佗e和Nd删飞最低(表3)。

O戴风岩等，稀土元素中某些元素异常值在岩石成因研究中意义．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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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构造运动。多年来不少文献把大别隆起区燕山期花岗岩侵入体看成是前寒武纪侵入体，把本区闪长岩

和花岗闪长岩作为印支期侵人本。十余年来，大量的年龄测试数据表明，在本区未发现印支期的闪长岩和

花岗岩侵入体。近几年流行一种看法，即三叠纪末存在扬子与华北两大板块陆一陆碰撞造山活动，主要是

以兰闪石或榴辉岩Sm—Nd等时线年龄为依据【15l。从沉积和褶皱构造记录来看，印支运动在本区是存在

的，但运动性质有争议““。从早中三叠纪沉积等厚线趋势图可看出在大别地区南部(武汉与合肥之间)可

能仍有海相沉积，T1和T2沉积盆地有由东向西转移的趋势，三叠纪海退是由东向西进行的，即在现今江

苏境内先抬升为陆，加上此时期缺乏中性和酸性岩浆活动的地质记录，因此，华北和扬子两板块在印支期

碰撞是缓慢的逐渐接近。主要导致沉积层褶曲与台升，岩石圈最上部缩短加厚与变薄，地表隆起与凹陷。

侏罗和白垩纪陆相盆地零散分布与此背景有关。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地质现象值得注意，即晚侏罗一早白垩火山盆地围绕江南隆起区周边呈断续环状

分布，岩系底部火山岩成岩年龄比隆起区第一阶段侵入体的定位年龄晚15～20 Ma。由此推论，江南隆起

区在地壳加厚条件下引起部分熔融(减压、增温熔融)，岩浆上侵又加剧了隆升速度和幅度，使隆起区周边

引力不平衡，断裂加深，引发盆地火山爆发。目前，大别和江南隆起区奠霍面深度34～36 km．两沿江区和

庐枞区仅为32～31 km，相应两隆起区具负布格重力异常。这一现反映隆起区上地幔目前具高密度，而在

中生代中期可能为低密度的热地幔。由于它的存在，中下地壳熔融加快，岩浆上侵的反推力作用以及地幔

的散失使该区上地幔的密度变大而下沉，因而隆起区奠霍面较深。

本区燕山期的岩浆活动与印支期陆一陆碰撞并无直接联系。侵入体分布与褶皱构造不协调，是褶皱

之后沿断裂侵位。岩浆上侵具有主动意义，但到地壳浅部又具有被动侵位的某些特征(如岩体具块状构

造，就地围岩捕虏体极少等)。复式岩体早晚阶段岩性差异既有由分异作用形成(如青阳与九华岩体)，亦

有由岩浆源向上转移由源岩成分和熔融度不同造成(如太平与黄山岩体)。

本专题研究工作，得到郭文魁院士指导，谢齐文和邢凤鸣高级工程师给予热情帮助，安徽地矿局324

队提供部分原始资料，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姚王鹏同志，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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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the g洲toids fI伽l Jl|j删e-lower reacb of the Y粕gtze River

ZHANG De-quan，XU Hong．1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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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n吣t：GeDlogic丑l and geoch咖ica】∞mrasti琵study 0f gmito地f姗Anhui胁讲rloe shoWs that mninc
magrm for the Jiangnan(勖uth Yangtze River)uplifted area m瑶rht be derived from the r11iddle_10wer c九lst and

mternlediate magrna for the 7ro嘲i咯Anqing upwlifted．d㈣arping trallsition region and the Lu姗g vol—

canic basin w褐deriVed from the middle-lower part of the Iower cⅢst and panly shaW3 c九】st—mantle magrna．

M89rnatisnl in this ar髓happened during the M黝ic arld skws no direct relationshiDs with the Indosini柚
蚴1tinent。con血ent dlusion but工琶lated t0 post—Ind吲nian riftiT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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