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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杭成矿带西段古龙花岗岩株群岩石学、地球化学及年代学 

许 华，黄炳诚，倪战旭，钟辉运，黄 英，李 乾 

(广西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广西 桂林 541003) 

摘要：古龙花岗岩株群包括大村、古龙、思泰、社山、上木水 、大坡等侵入体，岩性主要为石英 

闪长岩一英云闪长岩一花岗闪长岩一二长花岗岩组合，岩石普遍含角闪石。岩石化学系列属 

于钙碱性系列一高钾钙碱性系列，主量元素具高 CaO低 K 0的特征。稀土总量低，轻稀土富 

集，弱 Eu亏损。微量元素Nb、Ta、Sr、P、Ti强烈亏损，Th、u、Zr、Hf相对富集。对古龙岩体进 

行了高精度的 LA—ICP—MS锆石 u．Pb定年，获得石英闪长岩等时线年龄为 445．9±1．2Ma 

(MSWD=0．035)。研究认为古龙花岗岩株群形成于早志留世，属于加里东期 I型花岗岩，形成 

于华南加里东期造山带俯冲一碰撞挤压构造背景 ，岩浆物质来源主要为俯冲带幔源岩浆并 

混入了部分壳源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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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花岗岩株群位于广西大瑶山东侧古龙 一 

社山一带，由6个出露规模大小不等的花岗岩株组 

成。由于缺少同位素测年资料，该花岗岩株群的形 

成时代一直存在争议。在钦杭成矿带地质矿产调查 

1：25万贵县幅(F49C001002)区调修测工作中，笔 

者对古龙花岗岩株群进行了野外调查，从岩石学、 

地球化学、同位素年代学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研 

究，对其成因和形成构造环境进行了探讨。 

1区域地质背景 

古龙花岗岩株群位于钦杭成矿带西段大瑶山 

隆起东南缘，灵山一藤县断裂北西侧。岩株群大致呈 

E—w 向弧状展布，自西往东出露有大村、古龙、思 

泰、社山、上木水、大坡等 6个规模大小不等的侵人 

体(图 1)，出露面积最大的古龙岩体约 14．6 km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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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为 0．5～6．7 km 。岩体多呈近圆状岩株侵入于寒 

武系小内冲组砂、页岩，外接触带围岩发育宽约250 

1500 1TI的角岩化带，且发育花岗闪长斑岩脉。 

各侵入体岩性特征大同小异，岩性主要为石英 

闪长岩 一英云闪长岩 一花岗闪长岩(或花岗闪长斑 

岩)一二长花岗岩(或花岗斑岩)组合，石英闪长岩、 

英云闪长岩(花岗闪长岩)中富含暗色闪长质包体。 

古龙、大村、大坡等岩体出露主要为中一细粒石英 

闪长岩、英云闪长岩、花岗闪长岩(或花岗闪长斑 

岩)，而社山、思泰、上木水等岩体出露主要为中 一 

细粒花岗闪长岩(或花岗闪长斑岩)、黑云二长花岗 

岩(或花岗斑岩)。其中，社山花岗闪长岩体内部尚 

有晚燕山期花岗斑岩(LA—ICP—MS锆石 u—Pb年龄 

为 91．05 Ma)川侵入。 

2岩石学特征 

各岩体具有明显的岩相分带，一般岩体边缘相 

为石英闪长岩、英云闪长岩或花岗闪长斑岩，中心 

相为花岗闪长岩或二长花岗岩。如古龙岩体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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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为中一细粒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和英云闪长岩，边 

缘相为中一细粒石英闪长岩；社山岩体中心相为中 

一 细粒黑云母花岗闪长岩或二长花岗岩，边缘相为 

花岗闪长斑岩。 

石英闪长岩：呈浅灰色，中一细粒花岗结构，块 

状构造 ；主要由斜长石(55％)、石英(16％)、普通角 

闪石(14％)、黑云母 (8％)等矿物组成 ；斜长石 

(An=28～47)呈半自形宽板状，晶体大小为0．2～5mm， 

以0．5 2 mm居多，0．2～0．5 mm次之 ，具明显环 

带 ，内环带主要部分为中长石(An=47)，边部为更 

长石(An=28)，部分斜长石晶粒内有更基性的拉长 

石(An=60)不规则状包块；他形粒状石英分布于斜 

长石之间，大小多在 2 mm左右；黑云母鳞片大小 

不一，小者 0．5 mm左右，大者可达 5 mm，为聚片集 

合体。普通角闪石呈长柱状，柱长一般为 1～2 mm 

间；副矿物有磁铁矿、锆石、磷灰石、榍石等。 

8 

l y K l 9 

因 10 
j s 11 

固 12 

圈 13 

冈 l4 

图1古龙岩株群地质简图 

Fig．1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the Gulong granites 

l一邕宁群；2一罗文组；3-黄洞口组第三段；4一黄洞口组第二段；5-黄洞口组第一段；6一小内冲组；7一培地组；8一正圆岭组；9一花岗斑岩 

1O一石英闪长岩；1l-花岗闪长岩；12一角岩化；13一岩体相变线；14一地质界线． 

英云闪长岩：呈浅灰色，中一细粒花岗结构，块 

状构造；主要由斜长石(36％～50％)、石英(36％ 

40％)、黑云母 (6％～10％)、普通角闪石 (4％～ 

8％)、钾长石(3％～4％)等矿物组成；斜长石半 自形 

板状晶体大小多在0．5～2 inm之间，少数略大于2 mm， 

斜长石环带构造明显，内环多已被斜黝帘石和粘土 

矿物交代；他形石英分布于斜长石问，大小多在 21Tim 

左右 ，少数可达 3 mm；黑云母鳞片大小不一，小者 

0．5 mm左右，大者可达 5 mm，它们往往被绿泥石交 

代 ；普通角闪石呈长柱状，柱长多在 1～2 mm间； 

副矿物有磁铁矿、锆石、磷灰石等。 

花岗闪长岩：呈浅灰白色，中 一细粒花岗结构， 

块状构造；主要由斜长石 (基性斜长石钠长石化， 

An=8)(40％)、石英(42％)、黑云母 (5％)、钾长石 

(9％)等矿物组成。长英矿物大小为 0．2 1．6 mm， 

以0．5—1 mm问居多 ；斜长石被钠长石及少量斜 

黝帘石、绢云母交代 ，黑云母被绿泥石、方解石交 

代 ，但原矿物外形仍保留；副矿物有黄铁矿、锆 

石、磷灰石等。 

二长花岗岩：呈浅灰白色，中 一细粒花岗结构， 

块状构造；主要由斜长石 (基性斜长石钠长石化， 

An=7)(33％)、石英(32％)、钾长石(20％)、黑云母 

(绿泥石化)(5％)等矿物组成。长英质矿物大小为 

0．2-1．2 mm，以0．5～1 mm居多。斜长石被钠长石及 

少量斜黝帘石交代，黑云母被绿泥石交代，但原矿物 

外形仍保留；副矿物有黄铁矿、锆石、磷灰石等。 

同 圈圈曰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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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笔者选取了代表性岩石类型，对古龙花岗岩株 

群进行了岩石地球化学测试。主、微量元素及稀土元 

素分析均由武汉综合岩矿测试中心完成，全岩地球 

化学数据见表 1。文中图件采用 GeoKit软件 0作。 

3．1主量元素特征 

自石英闪长岩 (英云闪长岩)一花岗闪长岩一 

二 长 花 岗岩 ，SiO 含 量 由 62．15％一70．91％一 

71．13％变化，表现为从中性到酸性，由低钾向高钾 

方向演化。总体 SiO 含量偏低，具高钙(CaO：2．1 1％ 
～ 6．72％)低钾(K2O：1．03％～3．83％)的特征。全碱 

(Na2O+K2O)3．69％ ～6．44％，Na20>K2O，碱度率 

(AR)为 1．41—2．23，铝饱和指数(A／CNK)为 0．93～ 

1．22，为准铝质 一过铝质。在 SiO 一(Na O+K O) 

(TAS)图解(图 2)中，全部样品均属亚碱性，分别落 

于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及花岗岩区，与前文矿物和 

结构定名一致；在 SiO 一K：O图解(图3)中，样品多 

落于钙碱性系列，个别已落于低钾系列界线附近， 

少量演化晚期样品落于高钾钙碱性系列，显示为低 

钾系列一钙碱性系列一高钾钙碱性系列演化的火 

山弧花岗岩组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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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古龙岩株群Si0 一K O图解 

Fig．3 SiO2-K2O diagram for the Gulong granites 

3．2稀土元素特征 

稀土元素总量 (∑REE)为 83．81 x 10 169．74 

×10～，轻重稀土(LREE／HREE)比值 5．54～10．74， 

岩石轻重稀土分馏明显。 8 Eu值为0．68～0．85，属 

弱负 Eu异常。总体稀土总量(∑REE)偏低 ，而 Y 

(15．12×10 19．53×10 )含量相对偏高 ，反映了 

火山弧花岗岩的稀土元素含量特征。其稀土配分曲 

线为轻稀土富集型(图 4)，轻稀土区间斜率较陡， 

重稀土区间平缓。各侵入体代表样品的稀土配分曲 

线基本相似，不同岩性样品曲线显示为协调的演化 

性，表明古龙花岗岩株群不同的侵入体均具有相同 

或相似的岩浆源区和成岩环境。 

3．3微量元素特征 

在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图5)中， 

大离子亲石元素 Ba、K、sr及部分高场强元素 Nb、 

Ta、P、Ti亏损 (谷)，部分高场强元素 Th、U、Zr、Hf 

相对富集(峰)，反映了典型的火山弧花岗岩微量元 

素特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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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古龙岩株群TAS图解(底图资料据文献[3]) 

Fig．2 TAS diagram for the Gulong granites 

1一橄榄辉长岩；2a_碱性辉长岩；2b一亚碱性辉长岩；3-辉长闪长 

岩；4一闪长岩；5一花岗闪长岩；6一花岗岩；7一硅英岩；8-二长辉长岩 ； 

9一二长闪长岩；10一二长岩；l1一石英二长岩；12一正长岩；13一副长石 

辉长岩；14一副长石二长闪长岩；l5一副长石二长正长岩；16一副长正 

长岩；17一副长深成岩；18一霓方钠岩，磷霞岩／粗白榴岩；Ir：Irvine分界 

线，上方为碱性，下方为亚碱性． 

4．1样品采集和测试方法 

在古龙岩体中，选取主要岩性进行锆石分选和 

年龄测试。样品(GL一1)采 自古龙镇附近的新鲜基 

岩，岩性为中一细粒黑云角闪石英闪长岩。采用常 

规的重选和磁选，将锆石从全岩中分离 ，最后在双 

目镜下挑纯。 

样品制靶和锆石阴极发光、背散射照像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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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年数据约束，长期以来存在争议，如 1：20万桂平 

幅区域地质测量报告将其归为加里东期侵入体【ll】； 

广西区域性地质志认为属燕山早期第三次侵入形 

成的同熔型中酸性侵人岩 ；1999年及 2006年版 

1：50万广西壮族 自治区数字地质图均认为其形 

成于中侏罗纪 4]。以上划分均据区域地质资料，并 

无实测数据的支持。 

本次工作首次对古龙岩体进行了高精度的 

LA—ICP—MS锆石 U—Pb定年，获得古龙岩体石英闪 

长岩的加权平均年龄为 445．9±1．2Ma。陈懋弘等 

(201 1)对苍梧县社洞钨钼矿床花岗岩类研究 时对 

社山岩体和平头背岩脉进行了 LA—ICP—MS锆石 

U—Pb定年和矿石辉钼矿 Re—Os测年 ，获得社山岩 

体花岗闪长岩年龄为 435．8±1．3Ma，平头背花岗闪 

长斑岩脉 432．0±1．7Ma，石英脉型辉钼矿 Re—Os等 

时线年龄 437．8±3．4Ma。 

上述高精度测年数据表明：古龙花岗岩株群的 

形成年龄为445～432 Ma，属早志留世(加里东期)。 

5．2岩石成因 

古龙花岗岩株群的岩石组合为石英闪长岩 一 

英云闪长岩 一花岗闪长岩 一二长花岗岩，岩石普遍 

含角闪石；岩石化学系列包括了低钾系列 一(中钾) 

钙碱性系列 一高钾钙碱性系列，主量元素具高 CaO 

低 K：O的特征；稀土分馏程度较高，轻稀土富集，弱 

Eu亏损，稀土总量(∑REE)低，Y元素含量相对偏 

高；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显示右倾模式， 

强烈的 Nb、Ta、Sr、P、Ti亏损 ，Th、U、Zr、Hf相对富 

集：这些特征表明古龙花岗岩株群为典型的火山弧 

I型花岗岩，具壳幔混源花岗岩的特点。 

在岩浆岩成因SiO 一Zr判别图(图 8a)中，样品 

均落于 I型花岗岩区。在 Defant的经典岛弧岩石与 

埃达克岩判别图(图 8b)上 ，样品均落于经典岛弧 

岩石区域。在 Pearce的花岗岩构造环境判别图中， 

Y—Nb微量元素判别图(图 8c)落于火山弧 +同碰 

撞花岗岩区，而 Y—Nb微量元素判别图(图 8d)则 

落于火山弧花岗岩区，个别投点靠近同碰撞花岗岩 

过渡区。 

对古龙花岗岩株群的岩石组合、主量元素、稀 

土元素和微量元素的特征分析表明，该岩株群为与 

岛弧或活动大陆边缘有关的 I型花岗岩(科迪勒拉 

图8古龙岩株群岩浆成因判别图及构造环境判别图 

Fig．8 Discrimination plots for the magmafic origin of Gulong granite 

(图8a底图资料据文献【15]；图8b底图资料据文献【16】；图8c、d底图资料据文献【17】) 

Syn-COLG一同碰撞花岗岩；VAG一火山弧花岗岩；wPG一板内花岗岩；0RG一洋中脊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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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形成于俯冲一碰撞挤压构造背景，岩浆物质来 

源主要为俯冲带幔源岩浆和部分混入的壳源物质。 

5．2构造意义 

华南加里东期的大地构造属性长期存在争议， 

如加里东海沟 一岛弧系 、古生代多岛海_l9_、陆内褶 

皱造山带[20-2 。 

舒 良树(2008) 】将加里东晚阶段花岗(闪长 ) 

岩细分为两期：早期属 I型花岗岩，形成时代 430～ 

460 Ma，以含角闪石、数量少 、规模小为特征；晚期 

属 s型花岗岩，形成时代 400 430 Ma，规模大、数 

量多；认为花岗岩是陆内造山作用的产物。彭松柏 

(2006)E 在两广云开隆起区识别出有加里东期基 

性侵入岩，并认为其形成于俯冲一碰撞大陆边缘的 

火山弧构造背景，可作为华南地区存在加里东期扬 

子板块向华夏板块的俯冲 一碰撞和华南新元古 

代 一早古生代洋盆的存在、闭合的证据。刘宝瑶等 

(1993)闭认为华南加里东期盆地消亡过程中，虽然 

发生过有限俯冲作用，但没有形成典型的岛弧型或 

科迪勒拉型或地体拼贴型造山带，也不同于拗拉槽 

造山作用形成的陆内造山带，而是华夏板块向NW 

漂移导致华南盆地脉动式发育形成的一种独特的 

“南华型”造山带。 

在钦杭结合带西段，特别是大瑶山隆起及其东 

缘地区，类似于古龙、社山的英云闪长岩或花岗闪 

长(斑 )岩体仍很多。如周边地区的大宁、桂岭、永 

和、古袍 一桃花等花岗闪长(斑)岩体，属于I型或 I 

型和 S型之问的过渡类型，具有壳幔混合特征，且 

与 Au、Cu、Mo等成矿关系密切 ~27-31]。因此，古龙 一 

社山一带具活动陆缘性质的加里东期 I型(科迪勒 

拉型)花岗岩株群的厘定 ，对于深入研究华南地区 

加里东期构造一岩浆演化及其成矿作用具有重要 

的意义。 

6结论 

(1)古龙花岗岩株群形成于早志留世 (445～ 

432 Ma)。 

(2)古龙花岗岩株群属于加里东期 I型花岗 

岩，形成于华南加里东期造山带俯冲一碰撞挤压构 

造背景，岩浆物质来源主要为俯冲带幔源岩浆和部 

分混入的壳源物质。 

(3)古龙加里东期具活动陆缘性质的 I型(科 

迪勒拉型)花岗岩株群的厘定，对于深入研究华南 

地区加里东期构造 一岩浆演化及其成矿作用具有 

重要的意义。 

感谢武汉地质调查中心赵小明博士和龙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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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ography，Geochemistry and Chronology of Gulong Granite Stock 

Group in West Segment of Qinzhou-Hangcheng Metallogenic Belt 

xu Hua，HUANG Bing-Cheng，NI Zhan-Xu，ZHONG Hui-Yun，HUANG Ying，LI Qian 

r Guangxi Institute of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Guilin 541003，Guangxi，China) 

Abstract：Gulong granite stock group is composed of the intrusive bodies in Dacun，Gulong，Sitail， 

Shangmushui，Dapo，etm．，and is mainly assembly of quartz diorite— tonalite— granodiorite— admellite，and 

commonly contain hornblende．Those rocks are belong to calm—alkaline series and high—K malm alkaline series， 

with higer CaO content．The rocks are characterized by low REE contents，consistently show LREE-riched 

patterns，weakly Eu depletion，depletion of Nh，Ta，Sr，P，Ti，and relatively rich in Th，U，Zr，Hf． Zircon 

LA-ICP-MS U-Pb dating of quartz diorite yielded the isochron age of 445．9±1．2 Ma(MSWD=0．035)in Gulong 

granites，and indicated that Gulong granites stock group were formed in Early Silurian，and is part of Caledonian 

I-type granites which were formed in Caledonian orogenic belt of South China subduction——collision squeezing 

tectonic setting．The source for Gulong granite mainly are the mantle—derived magma from subduction zones， 

partly mixed with the crustal material when magma intrusion． 

Key words：petrogeochemistry；zircon LA-ICP-MS U-Pb daing；Gulong granite stock group；West segment 

of Qinzhou-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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