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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篓：渗豇捂葑砉薄蹩一令主要蠢石英二长磐、二长岩缝筑翡孛垒霞裳武砉体。遗过诿强翡簿筹填萋葶鼙麓震堍

球化学研究，发现该岩体具有结构和成分演化序列。依据侵入体之间段其与围岩的接触关系、岩石的矿物成分及

岩石地球化学、结构构造等特征，郦将其划分为犬山、沐尘、下坞等3个岩石单元，归并为梧村越单元。从早期到晚

期，岩浆鼗侵入翼彦爨鬣耱复痔特缓，这秘”反考“瑰象是嚣为存在整装岩浆嘉。三个单元在格鼹上呈裁破武疑心

彬状型式，浇种就位很可能属于刺穿式底辟作tl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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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村岩体地处华南板块与扬予板块结合郝，位

于江山一绍兴断裂带西南段的东南侧，出露于浙江

遂禺县高坪、龙游县梧村与沐尘一带，呈长18 km、

宽3～5 km的NE向撩瞩状岩株产篷，面积约58

kmz。其形成时代为晚侏罗世，属燕山中晚期岩浆活

动的产物。自』：世纪60年代以来，各生产科研单位

陆续开展了橇村岩体及其外垂的地质矿产调查与

勘探工作㈣，普遍认为梧村岩体与龙游溪f=】地区
的黄铁矿床有密切的成因关系【卜31，因而有必要加

深其藜础研究。泼往的王作忽秘了岩石结构糯成分

演化序列的系统研究，对岩浆演化的反序特征与形

成机制，以及岩体的就位方式等缺乏深入分析研

讨。笔者运鼹零元、超单元理论与岩石谱系单位填

图方法，对梧村岩体进行了解剖，并着重阐述了其

野外地质、岩石学、岩石地球化学等方面特征，在此

基磷上对岩浆侵入的“反疼”现象及岩体的就位视

制进行了探讨。

I岩石谱系单元的建立

野外调查表明，梧村岩体北东、北西侧分别与

元矗代龙游岩群变质岩、上侏罗统潜火出岩呈侵入

接触，其斑外接触带普遍具硅化、绢云母化和黄铁

矿化，局部还出现镑、锌、银、铜等矿亿，蚀变带宽达

3～4 km，并形成牛角湾、溪口、灵山大型黄铁矿

床；岩体南东、南蘸侧侵入于上侏罗统高坞组、硬山

头组火m岩及潜火llJ岩。接触面外倾，倾角一般在

50～750。岩体本身又被晚侏罗世上河口序列之

薪镶单元、下河疆擎元、寒家桥单元秘际下单元等

侵入(图I o梧村岩体岩性分带明显，按照岩石谱系

单位划分原则【4进行解体，呵网定出七个侵人体。通

过岩石成分、结构、毽体等特雏的对比，结合其栩巨

之间的接触关系，建立了三个岩石谱系单元，即大

山单元、沐尘单元和下坞单元；将三者归并为梧村

超攀元。
1．1大山单元

由大山、彭山脚等4个侵入体划”鼍而成，出露

面积约35。2 km2，分希在岩体边部，侵入最薪圈者为

西山头组火山岩及潜火山岩。在岩体内部，大山单

元太部分与沫尘单元接触，接触蘑两侧在岩石中斑

晶含量的多寡上发生突变，并有一条比较清楚的接

触界线，表现为脉动型侵入接触。局部又与下坞单

元接触，接触露一测的岩石中含有较多的斑晶，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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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龙游县沐尘一遂昌县高坪一带地质图

Fig．1 Geologic map of the Muchen。Longyou county—Gaoping，Suichang county district

1．第四系全新统；2．下白垩统；3．两IIJ头组；4．高坞组；5．龙游岩群变质岩；6．宋家桥单元；7．际下单元；8．毛栗山单元；9．下河口单

元；10．苏庄单元；11．新铺单元；12．下坞单元；13．沐尘单元；14．大山单元；15．石英粗而斑岩潜火山岩体；16．流纹斑岩潜火山岩

体；17．石英霏细斑岩潜火山岩体；18．脉动型、涌动型侵入接触界线；19．超动型侵入接触界线、断裂；20．整合、不整合地质界线

一侧的岩石中斑晶几乎完全绝迹，亦表现为脉动型

侵入接触。岩石类型主要为多斑状中细粒黑云角闪

石英二长岩，具似斑状结构，时见岩石斑品呈定向

或半定向排列，暗色矿物及暗色包体亦大致同方向

排列，构成叶理构造。该单元以陡峻的地貌，含大量

的长石巨(斑)晶和暗色包体为特征。

1．2沐尘单元

包括金鸡庵等2个侵入体，出露面积约11．5

km2，发育在岩体边部的大山单元与岩体中心的下

坞单元之间，与大山单元为脉动型侵人接触，与下

坞单元为涌动型侵入接触。其岩性主要为斑状中细

粒黑云角闪石英二长岩，似斑状结构。有的长石斑

晶及暗色矿物呈定向或半定向排列，暗色包体有时

也略呈同方向分布，构成叶理构造。该单元以发育

比较自形的长石巨(斑)晶，暗色包体比较发育，并

见叶理构造为特征。

1．3下坞单元

由下坞、浙源里等3个侵人体划归而成，面积

约14．3 km2。岩性主要为细中粒黑云角闪二长岩，局

部过渡为细中粒黑云角闪石英二长岩或细巾粒黑

云角闪石英闪长岩。岩石中含有少量暗色岩石包

体，局部见黑云母、角闪石及暗色包体呈定向或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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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排列，构成叶理构造或线理构造。该单元主要

与沐尘单元接触，它们之间找不到清楚的接触界

面，但两者之间出现岩石结构和色率上的快速变

化，暗色包体的有无与多寡亦出现快速变化。据此

推断两者为涌动型(隐蔽式)侵人接触。下坞单元以

主要发育在岩体中部的负地形和等粒结构为特征。

2岩相学特征

2．1造岩矿物

三个单元的主要造岩矿物基本相同，都是由钾

长石、斜长石、石英、角闪石和黑云母等组成，但它

们的含量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即从早期的大山单元

到晚期的下坞单元，石英、钾长石不断减少，而斜长

石、角闪石和黑云母的含量出现逐渐增多的趋势

(表1)。

其中钾长石为微斜微纹长石，具格子状双晶和

卡氏双晶，多呈他形粒状，部分呈板状巨斑出现，时

见环带构造。斜长石呈半自形的板状及板柱状，发

育钠长石律聚片双晶和卡一钠复合律双晶，环带构

造比较发育，一般为3～5环，环带中心为中长石，

外环的牌号较低，为更长石。角闪石属于镁普通角

闪石，黑云母富镁贫铁而属镁质黑云母；角闪石呈

暗绿色，粒径一般在0．6～3．5 mm之间，半白形，常

有磁铁矿、磷灰石、榍石等包裹体；黑云母为片状，

具绿泥石化及绿帘石化。石英呈不规则粒状镶嵌在

其他矿物之间，与长石等构成二长结构，有时与碱

性长石构成微文象结构。

2．2副矿物组合与锆石特征

总体而言，梧村岩体三个单元副矿物总量均较

高，副矿物组合类型相似，其中大山单元为锆石一

榍石一磷灰石型，沐尘单元为锆石一褐帘石一磷灰

石型，下坞单元为锆石一磷灰石型。锆石在各单元

中广泛分布，颜色主要呈无色、浅黄色，透明至半透

明，伸长系数为1：l～3．5：l，锆石形态相近。统

计结果表明，大山单元多斑状中细粒石英二长岩的

锆石计有s、P、J、D四个群型，共10个亚型；沐尘单

元斑状中细粒石英二长岩的锆石计有S、P、J三个群

型，共17个亚型；下坞单元细中粒(石英)二长岩的

锆石计有S，P二个群型，共17个亚型。由此可见，

梧村岩体从早单期元到晚期单元锆石群型不断减

少，而亚型则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2．3岩石包体特征

梧村超单元中岩石包体广泛发育，但分布不均

匀。总的看来，从中心至边缘，即随着岩石中斑品含

量的增高，包体亦有增多增大之趋势。大部分岩石

包体分散存在，但局部以包体群的形式出现。

包体大小不等，长轴一般在5～15 ca，大者可

达35 cm，小的仅1～2 cm。形态多样，以椭球形、卵

圆形多见，也有的呈舌状、水滴状、撕裂状、扭曲状、

火焰状等塑变形态，但整个岩体未见刚性的次棱角

状包体。由此说明，包体与寄主岩曾以流体状态共

存过，这些包体不是早期岩体的结晶相或边缘相的

岩石碎块，而属同源包体。

包体岩石为二长闪长岩一二长岩组合，暗色矿

物主要为普通角闪石及黑云母，时有少量透辉石；

浅色矿物主要为斜长石及钾长石，偶见石英，但各

个包体暗色矿物与浅色矿物的比例不尽一致。与寄

主岩相比，它们的矿物组成相仿，但岩石包体粒度

细、色率大、铁镁矿物含量较高。包体与寄主岩之间

的界线一般比较清晰，呈突变关系，但有的包体边

缘呈锯齿状或港湾状，甚至被熔蚀成孤岛状，有的

包体与寄主岩之间呈弥散状，甚至几乎已合二为

一。包体一般为微细粒结构，大部分包体中心结晶

较粗，往边缘变细。少量包体还发育冷凝边，即包体

表1梧村超单元矿物成分及含量表

Table 1 Mineral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in the Wucun Super-unit

矿物成分及含量(％)
单元 主体岩性 副矿物

石英 钾长石 斜长石 黑云母 角闪石

多斑状中细粒黑云 磁铁矿、锆石、磷灰石、黄铁
大山 6～15 10—20 12一15 3-4 2—3

角闪石英二长岩 矿、榍石

斑状中细粒黑云角
●

沐尘 5～8 18～20 24—28 <2 12—15
磁铁矿、赤铁矿、锆石、磷灰

闪石英j■长岩 石、黄铁矿、榍石、褐帘石

细中粒黑云角闪二 磁铁矿、锆石、磷灰石、绿帘
下坞 ≤5 35—40 40～45 2 15

长岩 石、榍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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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粒度更细、颜色更深；在冷凝边外侧的寄主岩

部分出现富钾长石、贫铁镁矿物的肉红色镶边构

造。冷凝边秘肉荭色镶边梅造表骥，包体岩浆霞的

边缘部分曾在寄主岩浆中发生了淬冷结晶作用及

局部地段的岩浆分异作用，在成因类型上可能属淬

冷包体潮。

3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3。{岩石{艺学

梧村超单元三个单元岩石化学成分及主要特

征参数列于表2。岩石化学成分总的是以贫硅富全

碱，且特别富钾隽显著特点。莱特碱度率(A．嚣)鸯

2．14—3．93，属弱碱性岩系。从早期形成的大山单元

到晚期形成的下坞单元，SiO：、K20+Na20含嫩递减，

焉表120。、CaO、MgO含量递增，总体岩石成分由中酸

性向中性演化，显示较特征的反序现象；分界指数

(D1)由81．52—72．13—64。26；ANKC为0．89-+

O．95—∞．97；AI’值从—40一一20_一14；Na／K自

1．21_1．15_1．13。以Si02含虽为横坐标的Harker

图解(隰2)中，Xp呈正檑关，Al◇3、CaO、MgO、

FeO：Ic(=0．9×Fe203+Fee)、Tie2均呈负相关，且线性

关系清楚。以上特征说明组成梧村超单元的三个岩

石单元属同源岩浆演化的产物，类似予华南幔壳混

合源成因花岗岩类161。

3．2稀土元素

三个岩石单元的稀土元素分析数据及主要参

数见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稀土总量较高，变化范

围为∑REE=260×10-6～354X 10-6；轻重稀土比值

(臻E酬REE)为lO。2一10．4，SEu分于O．47—
0．80，Eu／Sm为0．14—0．23。反映轻稀土明显富集，

重稀土亏损，具弱至中等铕受异常。梧村超单元三

个单元稀土元素配分型式基本一致(圈3)，总体表

现为向右倾斜的”V”字形模式，表明它们具共同的

岩浆物履来源。

1．

1．

苎0．
N

宝0。
_

0．

0．

圈2梧村超单既Harker豳解

Fig．2 Harker diagram of the Wucun Super-unit

La Co Pr Nd Sm￡u Gd Tb Dy Ho Er T-Yb Lu

鬻3捂孝雩趣革元穗主配分鳖式图

Fig．3 Rare earIh distribution pattem

of the Wucun Super-unit

圈4捂孝重超单元徽鬃元素臻弱潮

Fig．4 Trace element spider diagram

of the Wucun Super-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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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梧村翘单元常量觉素和微量冠素化学成分

Table 2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major elements and microelements in the Wucun Super-unit

序母 l 2 3 4 5 6 7 8 9 10

si02 66．2 62．92 59．89 64．9 59．18 56．96 54．84 54．37 51．53 50．92

Ti02 0．37 0．46 0．68 O，56 O．76 O，88 O．88 0．84 1．22 l-22

A1203 15，39 {5。96 16，73 15。98 16+54 17，77 17．77 17．93 17毒3 17．36

Fe203 2．23 2．57 2怎6 2．63 3．44 1．53 2．18 2．46 4。9 3．94

Feo 2．08 2．54 3．16 1．68 2．92 4．57 5．53 5．6 4．76 5．95

MnO 0．06 0．09 0．08 O．06 0．14 0．09 0．052 O．09 O．08 O．08

MgO 0．79 |，25 2。13 1．8l 2。14 2。59 2。84 2．88 4 4．13

CaO 2．15 2．87 4．18 。 2．6 4．18 3．69 5．34 5．14 7．34 5．95

Na20 4．58 4．16 3．78 3．47 3．67 3．32 4．68 4．68 4．08 3．78

K20 5．84 5．28 4．88 4．74 4．81 4．48 4．32 3．44 2。72 2．8

P20s O．15 0，26 013l O。16 O．26 O．42 O．53 0，48 0。45 O．53

H20 O．5 O。66 O。98 2．46 O．7 O．9 0．94 2．28

烧失 0．46 0．91 1．36 1．09 1．54 2．2l 0．82 0．83 O．66 2．3

总晕= loo．53 99．55 loo．59 99．68 99。58 100．02 loo．04 99．55 99。7 99．6l

A·R 3．93 3。0l 2。41 2。58 2。39 2。14 2．2S 2．09 l。76 l。79

K20+Na20 10．42 9．44 8．66 8．2l 8．48 7．8 9 8．12 6．8 6．58

DI 85．62 77．42 68．59 75．66 66．79 61．72 63．44 59．93 50．6 48．54

ANKC O．68 O。9 O．88 1．03 O。88 1．04 O．8 O。86 O．76 O．86

N彰K l。18 1．|9 l。17 1．1 l，16 l，12 l，63 2．游 2．26 2。既

Ar -46 —34 —44 9 -43 16 ．83 -55 ，llO ．53

La 67．4 57．6 53．2 63．1

Ce 96。6 88．9 83 92．9

Pr 12．6 ll。2 le。8 12。7

Nd 50．8 49．7 49．6 51．5

Sm 8．49 8．27 8．02 8．85

Eu l，19 1．67 l，88 1．37

镒 6．47 6，43 5。97 6．77

Tb O．8l 0．94 0．9l 1．06

Dy 6．29 5．67 5．48 6．08

Y 28．4 24。5 21．7 92．9

∑REE 260．62 238．66 226．65 353．5l

LREE／HREE 10．4 10．2 lO．2 9．98

6 Eu 0．47 0．68 O．68 O．52

Eu／Sm O。14 O．19 O．23 O．15

Rb 230 l簖 154 42∞ 132

Ba 760 670 840 660 365

n 25．1 18．5 16．2

U 1．98 2+42 l。98

№ 24。6 15。l 17．6

Sr 550 800 lIoo 660 860

Zr 210 170 210 290 128

}lf 7。6 5-9 4．9

Sm 8．49 8．27 8．02

“ 16．2 11．6 12_3

Cs 2．7 2．8 2．7

Cf l 2 5

Co 7．8 14。5 17．3 lO．5 26．2

Ni 6 4 3

V 38 10l 122 52 210

强 l。6 |12 1．2

Sc 4．3 11．5 15 6．2 24

表中序号1、2为大山单元多斑状巾细粒黑云角闪石英二长崧；3、4为沐出单元斑状巾细粒黑云角闪石英二长岩；5、6为下坞

单元细中粒黑云角闪-二长岩；7～lO为岩石包体；ANKC=A120J(Na#)+K20+CaO)(分子数)；Na／K为原子数；岩石化学单位为

Wt％，由瀣注键地震漏矗院实验室溺试；稀主与定麓光谱萃位必10"，毒塞鏊缝凄矿产磷究所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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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微量元素

梧村超单元微量元素分析数据见表2，经原始

地幔标准化所作的微量元素蛛网图(图4)表明，三

个单元微量元素分布型式较为一致，其共同特点为

大离子亲石元素明显富集，特别是Rb、Th和K富集

明显，而所有样品显示有Ba的负异常，表现出同源

岩浆演化的特点网。

从微量元素分析数据计算的部分元素对比值

(表3)可见，梧村超单元的K／Rb、K／Cs、Rb／Cs、

Rb／ltLi x 103／Mg、Rb／Sr等比值与华南同熔型花岗

名权为一致，而与华南改造型花岗岩具明显的差

异，结合其舯Sr／S％r同位素初始值(I=0．705 0)①，可

以认为梧村岩体具有同熔型花岗岩的特征181。从表3

可见，各单元微量元素演化特征明屁，从早期大山

单元到晚期下坞单元，Rb元素含量及Rb／Sr比值递

减，K／Rb值有增大趋势，这同样反映了岩浆演化的

反序特征。

4就位机制分析

花岗岩类深成岩体的就位机制通常分强力就

位和被动就位两种类191。梧村岩体就位方式具下

列特点：

(1)在平面上呈长椭网状(由于岩体剥蚀较浅，

并且地表高差较大，地质平面图上长椭网形轮廓不

完整，但卫片上显清晰的长椭网形)，同嗣岩有比较

规则而清楚的接触界线。梧村岩体长轴与高坪一庙

下北北东向构造带走向一致，还与旁侧西山头组地

层走向基本趋于一致。

(2)由钾长石巨(斑)晶、角闪石、黑云母等矿物

和暗色包体定向或半定向排列构成的叶理比较发

育，并自岩体边缘向中心减弱，以致消失。叶理走向

基本上围绕岩体变化，平行于岩体与围岩的接触

带。

(3)岩石包体十分发育，但分布不均匀。总的来

看，从岩体的中心到边缘，随着岩石中斑晶含量的

增多，包体亦有增多增大之趋势。包体普遍发生塑

性变形，长轴方向与叶理、线理方向大体一致。岩体

由边缘向中心，包体的变形强度逐渐减弱，具有一

定的规律性变化。

梧村超单元的三个岩石单元在空间分布上相

伴而生，它们群集在一起构成一个“群居”岩体。早

形成的大山单元位于岩体边部，沐尘单元位于边部

的大山单元与内部的下坞单元之间，晚形成的下坞

单元主要位于岩体内部，局部侵人到岩体边部，但

是同心带状的岩石类型分带仍然明碌。从内部单元

到边缘单元出现岩石中斑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有

规律的岩石结构阶梯式连续变化。三个岩石单元空

间组合型式是同心分带的侵入序列，在格局上呈刺

破式同心带状型式。

上述种种特征表明梧村超单元在就位过程中

岩浆自中心不断上升，同时又向四周不断地向外扩

张，产生塑性变形，并且应变经常向边缘增强，形成

一个近于椭圆形的应力场。由于岩体边部受压最

大，其叶理及包体塑性变形现象最明艟，而岩体中

心受压较小，其叶理及包体塑性变形现象逐渐减

弱，在格局上呈刺破式同心带状型式。这种就位很

可能属于生成于地壳上部中等深度的刺穿式底辟

作用，是比重较闱岩低的中酸性岩浆沿构造薄弱部

位强力推开围岩主动挤入而就位的【lol。

5讨论与结论

(1)梧村岩体岩性分带明显，根据岩石成分与

表3梧村超单元与不同成因类型花岗岩中部分元素对比值

Table 3 Contrastive values of some elements int he Wucun super—-unit and those in granite with different origins

I剐熔型仡岗岩 。改造型花岗岩
元素比值 大山单元 沐尘单元 下坞单元

(据刘英俊等[8]) (据刘英俊等【8])

K，Rb 211．00 242．00 241．00 240．00 67．00

K／CS 17953 14466 13 772 8 64l 122．50

Rb，Cs 85．00 60．00 57．00 34．40 22．20

Rb几i 14．20 14．40 12．50 15．50 8．80

LiX 103／Mg 1．48 0．90 0．79 7．60 276．10

Rb／Sr 0．30 0．25 0．18 0．40 11．70

缸浙江省地质矿产研究所．浙江省矿成矿地质条件与找矿方向研究报告．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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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差异，由老至新划分为大山单元、沐尘单元

和下坞单元(可归并为梧村超单元)，岩性分别为多

斑状中细粒黑云角闪石英二长岩一斑状中细粒黑

云角闪石英二长岩_+细中粒黑云角闪二长岩，彼此

间多呈脉动型侵入接触关系。三个岩石单元在空间

格局上呈刺破式同心带状型式，这种就位方式很可

能属于刺穿式底辟。

(2)从早期的大山单元、过渡期的沐尘单元到

晚期的下坞单元，岩石结构与矿物成分呈现阶梯式

连续变化规律；岩石化学成分具贫硅、准铝质特征，

稀土元素表现为重稀土亏损、弱至中等铕负异常，

部分微量元素对比值与华南同熔型花岗岩比较一

致；稀土元素、微鼍元素分布型式具有较好的相似

性与一致性，反映了同源岩浆演化的特征。

(3)梧村超单元三个单元由早到晚Rb、SiO：及

K20+Na20递减，而A1203、CaO、MgO等含量则递增，

总体化学成分具有从中酸性(英安质)向中性(安山

质)演化的趋势，这是一种岩浆演化的反序现象。众

多的研究实例证明，中国东南部中生代的中酸性、

中性火山岩和侵入岩较广泛地存在着此类反序现

象[1l“41。这种与一般规律不同的反序现象近年来已

得到普遍认同，实质上这是岩浆房中成分分带的反

映，即岩浆在喷发或侵人之前因岩浆房中发生双扩

散对流作用，导致在其浅部岩浆房中从下到上存在

着物理和化学梯度的分带(带状岩浆房效应)191，随

后在喷发和侵入过程中被自上而下地逐层抽取，因

此现在所见产物保留了与岩浆房中成分变化梯度

相反的层序。

本文中研究的梧村岩体是带状岩浆房效应的

又一个实例。前已述及，梧村岩体为一套中酸陛、中
性岩石，并以中酸性为主。生成该岩体的岩浆在侵

人之前，由于岩浆房中的双扩散对流作用，导致了

密度较小的岩浆位于岩浆房的中上部，而密度相对

较大的岩浆位于岩浆房的底部，形成了一个以英安

质岩浆为主、底部有少量(粗面)安山质岩浆的带状

岩浆房，因而岩浆侵位就出现从早到晚逐渐由中酸

性向中性(或中基性)方向演化的“反序”现象。具体

来说，其侵入序次大致为石英二长岩_+二长岩叶石

英闪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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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Features in Dongming

Geothermal Field，Shandong Province

WANG Kui—feng

(ShandongInstituteandLaboratoryofGeological Sciences，Jinan 250013，China)

Abstract：Geothermal resource is very rich in Dongming geothermal field of Shandong Province．Based on the

geological data re嘏nt years，the author synthetically analyses geological background，heat reservior characteristic，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and thinks that Dongming geothermal field is a stratabound low

temperature geothermal field．The hot reservoir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e lower part of Minghuazhen Formation and

Guantao Formation in Neogene period and Dongying Formation in Paleogene period．The geothermal gradient in this

area is controlled mainly by the structure．The structure heat conduct is a key factor of this geotemperature field

formation．The horizontal chemical component diversification in the geothermal water is tiny．But it is very obvious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Geothermal water mainly originates from permeation lixiviation water．

Key words：Dongrning；geothermal field；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feature；hot reservoir；geothermal gradient

Main Ge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Wucun Super-unit in Zhej iang
Prq tvince and Discussion on its E[placementMechanismroVlnceand a Lt|scuSSlon 0n its mplacement NIPCIlanism

GU Ming—guang，GONG Ri—xiang

(Zhejiang Institute ofGeological Survey，Hangzhou 31 1203，China)

Abstract：The Wucun complex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a Mesozoic complex，which is mainly composed of quartz

monzonite and monzonite．Detiled field geological mapping and geological-geochemical study show that this complex

displays a textural and compositional evolution sequence．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relation between the intrusive

bodies and their wall-rocks，the intrusive rock’s mineral and geochemical characters，the rock’8 textureand structure，

the Wucun complex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rock units(Dashan，Muehen and Xiawu unit)，which are in corporated

into a Wucun super-unit．From early to late，the magmatic intrusion shows obvious reversed order，this’reverse’

phenomenon is explained as the result of a zonal magma chamkr．The three units take the shape．of punctured

concentric striatus in their layout，and this kind of emplacement may probably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punctured

diapir．

Key words：Wucun super-unit；geological features；evolutionary series；zonal magma chamber；,emplacement

mechanism；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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