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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澜沧江缝合带白济汛堆晶岩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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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澜沧江缝合带白济汛堆晶岩由吉岔镁铁 & 超镁铁岩和俄咱辉长岩组成。吉岔镁铁 &

超镁铁岩由蛇纹岩 & 辉长岩 & 斜长花岗岩以构造岩片的形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于澜沧江洋盆

扩张期，是澜沧江洋的洋壳残片，属蛇绿岩的组成单元。俄咱辉长岩则不属于澜沧江蛇绿岩带

的组成单元，岩体具就地分异现象，边缘相中见辉长岩 & 闪长岩 & 斜长花岗岩堆晶系列，是澜

沧江洋盆闭合、陆 & 陆碰撞后（燕山晚期），在板内拉张环境下侵位的基性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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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造山带年代学研究方面，确定洋盆扩张的时

间最为重要，而蛇绿岩是洋盆扩张期所形成的洋壳

的残片，因此，蛇绿岩的形成年龄直接代表了洋盆

扩张的时间。目前，蛇绿岩混杂岩中的辉长岩、闪

长岩、斜长岩、斜长花岗岩和埃达克岩等，因能挑出

足量的锆石用于 28-9*6 精确定年，而成为蛇绿岩

定年主要测年对象。但如果不分清他们是否为蛇

绿岩套的组成单元；是形成于洋盆扩张、俯冲消减

期；还是碰撞对接后的拉张伸展阶段，而均将其同

位素年龄做为洋盆扩张的时间，其结论必然是错误

的。现将蛇绿岩年代学研究中的测试对象及其所

对应的造山带演化阶段归纳如下：

（’）蛇绿岩套中变质橄榄岩单元和基性堆晶岩

单元中的辉长岩、闪长岩、斜长岩、斜长花岗岩，其

形成年龄对应洋盆扩张期；

（"）蛇绿岩套中的埃达克质酸性岩类（ 多呈脉

状），是洋壳板片在俯冲消减过和中部分熔融的产

物，其形成年龄对应洋壳俯冲消减期；

（%）洋壳俯冲闭合、陆 & 陆碰撞对接后，在局部

拉张、地壳伸展环境下侵入的辉长、辉绿岩墙（体），

有些也可以形成辉长岩 & 闪长岩 & 斜长花岗岩堆

晶系列，但他们不属于蛇绿岩的组成单元，其形成

年龄对应洋盆闭合、陆 & 陆对接后的一次地壳拉张

伸展事件。

“三江”造山带由 % 条主要的缝合带组成，其中

金沙江缝合带中蛇绿岩的年代学研究成果较多，已

获得一批蛇绿岩套中辉长岩、斜长岩和斜长花岗岩

的年龄数据〔’，"〕。澜沧江缝合带中蛇绿岩的年代学

研究相对滞后，缺少同位素年龄数据，选择澜沧江

缝合带中最大的白济汛镁铁 & 超镁铁岩，对其堆晶

岩系中辉长岩、斜长花岗岩的精确测年，能够为澜

沧江缝合带时空演化提供依据，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首先依据地质特征，准确区分白济汛镁铁 & 超

镁铁质堆晶岩中，哪些是形成于洋盆扩张阶段的蛇

绿岩的组成单元；哪些是属于俯冲碰撞后侵入的岩

体，是下一步测定其同位素年龄的重要前提。

’! 地质概况

白济汛镁铁 & 超镁铁岩位于北澜沧江缝合带

南端，出露于维西县白济汛乡老厂 & 新化一带，沿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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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两岸呈带状 !!" 向延伸（图 %）。岩带长约

&# #$，宽约 % ### ’ " (## $，是澜沧江蛇绿岩带乃

至整个三江蛇绿岩带中最大的镁铁 ) 超镁铁岩体。

由于该岩体的局部发育辉长岩 ) 闪长岩 ) 斜长岩

) 斜长花岗岩堆晶系列，本文称之为白济汛堆晶

岩。% % "# 万维西幅、中甸幅（%*+,）将该岩带划分

图 %! 北澜沧江缝合带白济汛堆晶岩地质简图

（据 % % "( 万中甸县幅，"###）

&’() %! *+,-,(’./- 0#+1.2 $/3 ,4 12+ 5/’6’789 .8$8-/1+
’9 12+ 9,:12 ;/9./9(6’/9( <,9+

%) 燕山晚期花岗闪长岩；") 燕山晚期辉长岩中心相；&) 燕山晚

期辉长岩过渡过相；,) 燕山晚期辉长岩边缘相；() 海西晚期斜

长花岗岩；$) 海西晚期基性岩；-) 海西晚期超基性岩；+) 花开左

组；*) 沙木组；%#) 吉东龙组；%%) 片理化带；%") 岩相界线

为 " 期：印支期辉长岩构成岩带的主体，喜山期超

镁铁岩呈小岩株、岩脉状，于岩带的北端侵入主岩

体之中。

经过野外调查，初步将白济汛镁铁 ) 超镁铁岩

带重新解体为新的 " 期：第 % 期为海西末期，大多

集中于老厂 ) 吉岔 ) 黑日多一带，少量分布在新化

一带，主要由镁铁 ) 超镁铁构造岩片组成，称为吉

岔镁铁 ) 超镁铁岩体；第 & 期为燕山晚期，出露于

俄咱一带，基本由辉长岩组成，称为俄咱辉长岩体。

"! 吉岔镁铁 ) 超镁铁岩

!) "# 地质产状

分布在吉岔断裂西侧，呈 !!" 向带状延伸，主

要由超镁铁岩（$,& ）、辉长岩（ !,& ）、斜长花岗岩

（",,&）呈构造岩片的形式组合在一起。超镁铁岩、

辉长岩岩片长 " ’ ( #$、宽 "## ’ $## $，主要集中

分布在岩带中间；斜长花岗岩岩片长约 " ### $、宽

约 "## $，分布在岩带两端的老厂和新化两地。不

仅岩片组合体与围岩呈断层接触，岩片之间亦为断

层接触。岩片及其围岩的片理化均极为发育，部分

达糜棱岩化。

!) !# 岩石特征

岩片与围岩呈断层接触，未见明显热变质现

象。镁铁 ) 超镁铁岩片中常见斜辉橄榄岩呈脉状

穿入橄榄单辉岩中，含斜长角闪石岩呈脉状穿入辉

长岩中，反映岩浆深部分异作用明显。另外局部见

辉长岩与闪长岩呈层状交替产出，显示韵律变化，

构成堆晶系列。

橄榄岩类：包括纯橄岩、单辉橄榄岩及斜辉橄

榄岩。岩石具补堆晶结构、片理化构造。主要由橄

榄石、单斜辉石组成，含少量角闪石、黑云母、磁铁

矿，橄榄石蛇纹石化强烈。

辉长岩：中细粒结构（#) ( ’ & $$）、微片理化

构造。辉石 &# ’ ,#=、斜长石 ,# ’ $(=、角闪石 &
’ "#=、少量黑云母、磁铁矿。辉长岩动力变质现

象明显，斜长石具细粒化、黝帘石化、绢云母化现

象；辉石、角闪石具压扁拉长现象，呈透镜状依长轴

定向排布，并发生透闪石化、绿泥石化现象。

闪长岩：细粒结构（#) ( ’ %) ( $$）、局部呈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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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结构，块状构造。由半自形板条状斜长石（#$ %
#&!）杂乱分布构成骨架，其间被绿泥石化的黑云

母、角闪石充填，石英少见。

斜长花岗岩：中细粒结构（’" ( % "" $ ##）、局

部呈碎裂结构，块状构造。岩石的矿物成分及含量

为：石 英 $) % "’!、斜 长 石（$% * $( + "’）#’ %
&’!、黑云母 , % (!、钾长石 $ % )!。

!" "# 成岩及侵位时代

岩带北段的镁铁 + 超镁铁岩片侵入早二叠世

吉东龙组（&, ’），与晚二叠世沙木组（&$ (#）受同一

片理化作用的影响，片理化方向一致，说明其形成

于早二叠世之后，而侵位于晚二叠世；岩带南端新

化一带的斜长花岗岩岩片被中侏罗统花开左组（ )$
*）所超覆，说明成岩及侵位时期早于中侏罗世；区

内在晚三叠世至中侏罗世期间未发生过较明显的

构造运动，则进一步证实该岩带形成及侵位的时间

早于晚三叠世。综上所述，吉岔镁铁 + 超镁铁岩形

成于海西末期，并于海西末期经洋壳的俯冲消减作

用，仰冲到缝合带中。

!" $# 成因机制

白济汛堆晶岩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蛇绿岩中堆

晶岩之特征，说明该堆晶岩是蛇绿岩的一部分，这

些堆晶岩、蛇纹岩同营盘洋脊型玄武岩一起当成被

肢解的北澜沧江蛇绿岩的一些组成单元，可当成澜

沧江洋壳的零星残片看待〔"〕。吉岔蛇纹岩 + 辉长

岩 + 斜长花岗岩呈构造岩片的形式组合在一起，与

金沙江缝合带中蛇绿岩套的岩石组合〔-〕相似。从

而说明吉岔镁铁 + 超镁铁岩形成于澜沧江洋盆扩

张期（海西末期），后经消减闭合仰冲于缝合带上，

是蛇绿岩的组成单元，是真正意义上的澜沧江洋的

洋壳残片。

"! 俄咱辉长岩体

"" %# 地质产状

出露于吉岔断裂西侧，沿澜沧江呈 ++, 向延

伸，从西往东由咱利岩墙（-’’ . - (’’ #）、俄咱岩

体（$ . ,# -#）和施根登岩株（&)’ . ")’ #）组成，

分别侵入早二叠世吉东龙组（&, ’）、晚二叠世沙木

组（&$(#）和中侏罗统花开左组（)$*）。

由于俄咱辉长岩体与吉岔镁铁 + 超镁铁岩带

同位于澜沧江缝合带，且空间上重合，致使前人将

他们视为同期同成因的产物!，即认为俄咱辉长岩

也是北澜沧江蛇绿岩带的组成单元。新的大调查

资料"及此次野外工作发现，俄咱辉长岩体是后期

侵入的。原因在于：其一，俄咱辉长岩岩石新鲜，基

本未发生蚀变，与吉岔镁铁 + 超镁铁岩明显不同；

其二，俄咱辉长岩没有发生片理化现象，不仅顶散

了前期的吉岔蛇绿岩岩片群，并将其组成的片理化

岩带从中截断，两者在空间上呈交截关系。因此，

俄咱辉长岩体是后期侵入的，不属于北澜沧江蛇绿

岩带的组成单元。

! ! !云南省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大队，维西、中甸幅
,/ $’ 万区调报告，,0(-"

"云南省地矿局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大队，中甸县幅 , / $)
万区调报告，$’’’"

"" !# 岩石特征

俄咱辉长岩体具就地分异现象，可划分出中心

相（#".) ）、过渡过相（#"/) 次）、及边缘相（ #"0) ）三个岩

相带，中心相中见有超基性岩包体，边缘相中见辉

长岩 + 闪长岩 + 斜长花岗岩堆晶系列。咱利岩墙

和施根登岩株中岩相分带不发育。岩石类型以更

长辉长岩为主，钠长辉长岩、钠长岩、石英钠长岩及

斜长花岗岩较少。

"" "# 成岩及侵位时代

辉长岩体侵入的最新地层为中侏罗统花开左

组（)$*），说明成岩时期晚于中侏罗世。其全岩 1/
+ 23 法同位素测年值为 ,#’ 1 , 4.（, 5 $) 万中甸

幅，$’’’），说明其成岩时间为白垩世。

"" $# 成因机制

俄咱辉长岩的地质特征、形成时代，与代表澜

沧江洋壳残片的吉岔蛇绿岩有着明显不同，不能将

其划入澜沧江蛇绿岩带的组成单元。而应是澜沧

江洋盆闭合、陆 + 陆对接碰撞后，在板内拉张环境

下沿澜沧江深大断裂侵位的基性岩体（墙），是陆内

地壳伸展事件的产物。此外，澜沧江洋盆闭合后的

拉张事件还存在如下证据：在其北部竹卡一带产生

少量大陆裂谷属性的大陆拉斑玄武岩，在其南部云

县一带则形成晚三叠世晚期的高钾双峰式火山岩

组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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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吉岔镁铁 ’ 超镁铁岩由蛇纹岩 ’ 辉长岩 ’
斜长花岗岩呈构造岩片的形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于

澜沧江洋盆扩张期（海西末期），后经消减闭合仰冲

于缝合带上，是蛇绿岩的组成单元，是真正意义上

的澜沧江洋的洋壳残片。

（"）俄咱辉长岩体具就地分异现象，边缘相中

见辉长岩 ’ 闪长岩 ’ 斜长花岗岩堆晶系列，是澜沧

江洋盆闭合、陆 ’ 陆对接碰撞后（ 燕山晚期），在板

内拉张环境下沿澜沧江深大断裂侵位的基性岩体

（墙），是陆内地壳伸展事件的产物。与代表澜沧江

洋壳残片的吉岔镁铁 ’ 超镁铁岩明显不同，不属于

澜沧江蛇绿岩带的组成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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