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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及相互间的切割关系，可以区分出辉长苏长

岩(P舯)、石英闪长岩(P，80)和二长花岗岩

(p，11)三种不同成分的岩体(图1)，其岩体的先

后侵入次序，依次随其基性程度变化。

1．1辉长苏长岩(P舯)

辉长苏长岩侵人体分布于元恒永一带，是上述

三种岩体中侵人时间最早的一种。该岩体北西一南

东向展布，面积约8 km2，主体岩性为含黑云的辉长

苏长岩，并见有含黑云苏长岩、含磁铁辉长苏长岩

和含黑云闪长辉长岩等岩石类型。岩石呈灰黑色或

棕黑色，中粒一中粗粒结构，弱片麻状构造或块状

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斜长石(An驰一舛)50％一70

％、紫苏辉石10％～15％、透辉石3％～5％、黑云

母5％和磁铁矿2％～3％，部分样品中含石英2％；

副矿物为钛磁铁矿一磷灰石一锆石型组合。

辉长苏长岩中发育弱片麻理，表现为长石晶体

定向，产状30。二800。在前格尔兔，可见辉长苏长

岩侵人于新太古代村空山片麻岩的现象，前者因边

缘粒度变细还可变为中细粒的辉长苏长岩。

1．2石英闪长岩(P，80)

石英闪长岩产于辉长苏长岩体的南北两侧，主

要有三个侵人体，面积分别为17 km2、2．5 km2和l

kmz。主要岩性为灰色中细粒的黑云石英闪长岩，与

辉长苏长岩接触附近多为深灰色中细粒黑云辉长

闪长岩。主要矿物成分有斜长石(An％一∞)50％．

65％、普通角闪石10％一25％、黑云母10％一

15％、石英5％～15％，少量微斜长石、条纹长石、绿

帘石、榍石和磁铁矿；局部透辉石含量可达5％左

右。副矿物为钛磁铁矿一锆石型组合。

该岩石片麻理较发育，由自形板状斜长石晶体

和黑云母集合体定向分布构成，走向Nw，向NE或

sw陡倾。黑云母集合体内部出现微褶皱或膝折现

象，说明先期结晶的黑云母集合体在结晶过程中遭

受较强的变形。岩体中较多的灰黑色细粒闪长质包

体呈扁平透镜状产出，规模一般为数厘米至数十厘

米，主平面平行于片麻理，并在片麻理附近暗色矿

物较多。

岩体侵入于新太古代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和辉

长苏长岩之中。石英闪长岩与辉长苏长岩接触带内

岩性是过渡变化的，自辉长苏长岩至石英闪长岩，

辉石减少，角闪石含量增多，接触面不规则，接触带

宽数厘米、数米、甚至数十米。这种现象可能是石英

闪长岩在辉长苏长岩未完全固结的情况下侵位造

成的。

1．3二长花岗岩(P，11)

二长花岗岩岩体呈不规则椭圆形侵位于石英

闪长岩，主体岩性为浅肉红色中粒似斑状含角闪黑

云二长花岗岩和中细粒一中粒含角闪黑云二长花

岗岩，局部为花岗闪长岩。主要矿物成分有微斜长

石25％～35％、斜长石(An：。珈)25％一40％、石英

15％～25％、黑云母7％。10％、角闪石3％一5％，

磁铁矿少量；斑晶为微斜长石，含量可达10％。副矿

物为钛磁铁矿一锆石型组合。岩石发育弱片麻状构

造，产状2000二700～750。岩石中可见灰黑色

细粒一中细粒黑云闪长岩包体，包体扁饼状、透镜

状，小者0．15 m×0．02 m，大者可达1 m×3 m，扁平

面产状与片麻理一致(2200。2300二70。～

85。 )。

二长花岗岩与石英闪长岩接触带宽数十厘米

至数十米，前者片麻理较弱，后者以板状斜长石构

成的片麻理较强，但二者片麻理相互平行，局部可

见二长花岗岩脉体顺片麻理穿插到石英闪长岩中。

2岩石化学、地球化学特征

元恒永岩浆岩套中三种代表性岩石的常量元

素、微量元素、稀土元素的分析结果，及其特征参数

显示的成因联系和成分演化特征参见表1、图2和

图3。

辉长苏长岩中，si0：含量为54．37％，K：0含量

2．16％，Na20 3．64％，Ca0 7．94％，A1203 20．2％。碱指

数为0．41，仃=2．60，DI=46．57；SI=16．05，为结晶

分异中等、固结程度较差的高钾钙碱性基性岩。稀

土元素总量中等，∑REE为172．56；轻重稀土分馏

程度良好，∑ce／∑Y为9．54，(La／Yb)。为13．47，

(La／Sm)。为5．94，8 Eu为0．99，无铕异常。

石英闪长岩中，si0：含量56．08％，K：0 2．5％，

Na20 3．33％，Ca0 6．38％，A1203 17．08％。碱指数为

o．48，盯=2．61，DI=50．11；sI=19．91，为结晶分异程

度中等、固结程度不好的高钾钙碱性中性岩。稀土

元素总量中等，∑REE为180．25；轻稀土较富集，

∑Ce／∑Y为10．25，(La／Yh)。为13．03，(La／Sm)。

为3．79，8 Eu为0．88，略显铕负异常。

二长花岗岩中，si0：含量为67．84％，K20 3．77

％，Na20 3．3％，Ca0 2．92％，A120314．82％。碱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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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元恒永岩套R1一R2图解(据Batchelor et aJ．1985)
R1

Fig．7 R1一R2 dIagram 0f granitOid in

YuanhengyOng magmatic suite

图例说明同图2

Rb(×1d6)

00

Yb+NbI×1 0-6】

图8元恒永花岗岩类Rb一(Yb+Nb)图解

Fig．8 Rb一(Yb+Nb)diagram of the granitoid for

YuanhengyOng magmatic suite

ORG．洋脊花岗岩；wPG．板内花岗岩；vAG．火山弧花岗

岩；c0LG．同碰撞花岗岩图；例说明同图2

测是古亚洲洋往华北板块下俯冲，洋壳物质脱水使

地幔楔和下地壳部分熔融和上侵形成的。本文初步

认为，元恒永岩套属于华北板块北缘的晚古生代的

岩浆增生活动带，是华北板块对古亚洲洋俯冲作用

的响应。岩体就位时的片麻理，记录的是华北板块

与西伯利亚板块汇聚的主应力对该期花岗岩侵位

过程的影响。综合其岩浆演化、分布特征，可以认为

华北板块北缘在早二叠纪时具有安第斯型大陆岩

浆弧的构造背景。

Iog叮

图9 元恒永花岗岩类loga—logT图解

Fig．9 1090—IOgT diagram 0f the granitOid fOr

YuanhengyOng magmatic suite

A．非造山带火山岩；B．造山带火山岩；C．A、B区

派生的碱性、偏碱性火山岩；图例说明同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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