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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滩沟群、丹凤岩群火山岩对比及
其构造环境分析

王 德耀

(咸阳师范学院地理科学系, 陕西咸阳　712000)

摘　要: 通过北秦岭造山带西段凤县地区 1∶5 万辛家庄、红花铺幅区调填图及前人成

果, 对位于秦岭岩群南北两侧的丹凤岩群和草滩沟群火山岩的岩石类型、岩石化学及地

球化学特征进行对比, 认为二者均属亚碱性岩系之钙性- 钙碱性系列; 前者为中- 基性

岩组合, 显示了岛弧外侧- 边缘海型的构造背景特征;后者为中- 酸性岩组合, 具弧后

盆地拉张裂谷活动背景特征。为探讨北秦岭造山带的地质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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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分布于秦岭岩群南北两侧的早古生代火山-沉积地层, 呈东西向断续延伸达 500 km ,以显

著的构造位置和独特的组合方式而十分引人注目。宋志高通过对天水- 宝鸡间的古生代火山

岩系及其构造关系的研究认为草滩沟群火山岩石类型主要由玄武岩- 安山岩- 英安岩- 流纹

岩组成钙碱系列,并呈双峰岩套特征,显示了岛弧初期与裂谷末期阶段活动背景
[ 1]
; 王润三等

认为二郎坪群蛇绿岩是华北板块向扬子板块之下俯冲过程中形成的混杂体 [ 2] ; 张国伟在《秦岭

杂岩和秦岭造山带》中指出:秦岭岩群南缘以基性火山岩为主的火山-沉积岩系,具有蛇绿岩的

岩石组合和地球化学基本特征, 其主体属岛弧和边缘海型。笔者依据陕西区调队凤县地区 1∶

5万辛家庄、红花铺幅区调资料及前人成果,对位于秦岭岩群两侧的草滩沟群和丹凤岩群火山

岩的岩石类型、岩石化学及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对比,认为二者均属亚碱性岩系之钙性- 钙碱

性系列,前者为中- 酸性岩组合,并具弧后盆地拉张裂谷活动背景特征;后者为中- 基性岩组

合,显示了岛弧外侧- 边缘海型的构造背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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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山岩类型

　　草滩沟群、丹凤岩群火山岩类型划分对比见表 1。从表中可见草滩沟群火山碎屑岩的岩石

类型比丹凤岩群多,且前者的发育程度明显高于后者,反映出草滩沟群火山喷发类型为爆发式

- 喷溢式, 而丹凤岩群则以喷溢式为主; 就正常火山碎屑岩类的成分而言,草滩沟群以中酸性

为主,丹凤岩群以中性为主,这一点与熔岩类相一致。从后期变质变形作用来看,丹凤岩群为浅

变质强变形的片岩、片理化火山碎屑岩, 而草滩沟群则呈浅变质弱变形的变质火山碎屑岩, 这

说明二者所处的构造位置不同。

表 1　草滩沟群、丹凤岩群火山岩类型划分对比

T ab. 1　T he comparison of the volcanic r ock type in Cao tangou Group with that o f Danfeng Group

火山岩分类 草　滩　沟　群 丹 凤岩 群

火

山

碎

屑

岩

熔

岩

火山-沉积碎屑岩 凝灰质粉砂岩、凝灰质砂岩 沉凝灰岩、凝灰质砂岩、凝灰质

砾岩

正常火山碎屑岩类 晶屑凝灰岩、岩屑晶屑凝灰岩、火山角砾岩、

熔结角砾岩

晶屑岩屑凝灰岩、含砾凝灰岩

碎屑熔岩类 集块熔岩 集块熔岩

酸性岩类 流纹岩、石英角斑岩

中酸性岩类 英安岩、英安斑岩 英安岩

中性岩类 安山岩、角斑岩石 安山岩

中基性岩类 安山玄武岩、细碧岩 安山玄武岩、玄武岩

　　火山熔岩是凤县地区草滩沟群张家庄组[ 3]和丹凤岩群 b岩组的主要岩石类型, 一般多分

布火山喷发韵律的上部。在岩石系列上,草滩沟群为中酸性安山岩-英安岩-流纹岩组合及细碧

-石英角斑岩系,丹凤岩群呈中基性的玄武岩-安山岩-英安岩组合,反映出二者分异程度的差

异。变形程度上丹凤岩群明显强于草滩沟群,其熔岩多以同成分的片岩、变晶糜棱岩面貌出现,

但多数仍残留有原岩的结构、构造。

3　岩石化学及地球化学特征

3. 1　岩石化学

同源同期火山作用形成的火山岩系,在化学成分上具有一致性特点,同源不同阶段火山作

用的产物,由于岩浆演化的继承性,其化学成分往往显示相关性的特征。因此,根据草滩沟群、

丹凤岩群中火山岩石化学分析结果进行了火山岩常量元素指数计算投影(表 2、3) ,以求从火

山岩岩石化学类型、碱性程度、构造环境、全铁含量、分异程度等方面将二者进行对比,进而揭

示其共性与特征。

3. 1. 1　常量元素指数特征

草滩沟群、丹凤岩群火山岩常量元素指数特征对比见表 4。从里特曼指数值和钙碱指数特

征看,二者岩石化学系列总体呈钙性- 钙碱性岩系, 而草滩沟群火山岩的碱性程度略高于丹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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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群。碱度指数显示出丹凤岩群火山岩数值偏低,变化区间较小,而草滩沟群火山岩数值稍高,

变化区间较大,反映前者为岛弧或活动大陆边缘构造背景,后者则为相对稳定的构造背景。草

滩沟群火山岩的长英指数, 铁镁指数和分异指数特征变化区间均大于丹凤岩群,说明前者分异

程度高,岩石类型多,为基性-中性-酸性火山岩组合, 而丹凤岩群则主要为基性- 中性火山岩

组合。

表 2　草滩沟群火山岩岩化学成分平均含量(w B% )及参数

Tab. 2　T he aver age content and pa rameter o f lit ho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volcanic r ock in Cao tangou G roup

顺序

号

样品

编号

分　析　结　果( 10- 2)

SiO 2 T iO2 Al2O 3 Fe2O 3 FeO MnO MgO CaO K 2O Na2O P2O 5 H2O
+ 灼失量 �

岩石

名称

1 5I4 77. 53 0. 21 10. 91 0. 83 1. 52 0. 026 0. 68 0. 97 2. 52 4. 90 0. 065 0. 5 1. 18 101. 2 A

2 5I5 54. 07 0. 32 10. 35 0. 60 2. 85 0. 57 2. 57 12. 99 2. 22 2. 50 0. 14 1. 93 9. 715 100. 8 B

3 5I24 71. 35 0. 48 12. 87 1. 87 1. 74 0. 13 1. 05 1. 59 3. 29 3. 20 0. 06 1. 28 1. 342 100. 3 C

4 5I25 73. 92 0. 03 13. 79 0. 87 0. 66 0. 08 0. 19 0. 85 3. 57 4. 70 0. 05 0. 38 0. 544 99. 63 D

5 5I54 72. 61 0. 36 12. 42 0. 67 2. 22 0. 10 1. 79 0. 47 2. 13 4. 22 0. 75 1. 23 0. 33 99. 30 A

6 5I55 77. 40 0. 23 11. 24 0. 04 1. 86 0. 02 1. 42 0. 38 0. 50 5. 26 0. 05 0. 93 0. 05 99. 38 E

7 5I65 74. 52 0. 07 13. 92 1. 00 0. 35 0. 17 0. 21 0. 24 3. 31 5. 51 0. 04 0. 62 0. 15 99. 63 D

8 5I66 70. 75 0. 36 14. 63 2. 41 1. 16 0. 04 0. 79 0. 81 3. 10 3. 84 0. 07 1. 31 0. 58 99. 85 G

9 5I67 48. 51 1. 80 13. 90 3. 68 10. 26 0. 12 7. 08 4. 47 0. 27 3. 46 0. 27 4. 20 0. 88 99. 00 H

10 5I68 49. 55 1. 62 14. 61 3. 95 7. 78 0. 07 6. 23 8. 69 0. 40 3. 40 0. 23 2. 70 0. 15 99. 38 H

11 5I70 74. 77 0. 07 13. 95 0. 87 0. 31 0. 02 0. 23 0. 18 3. 98 3. 46 0. 04 1. 31 0. 16 99. 35 D

12 5I62 73. 20 0. 25 13. 40 1. 64 0. 92 0. 01 1. 78 0. 69 2. 30 2. 95 0. 05 2. 02 0. 33 99. 56 A

13 5I75 76. 51 0. 010 13. 00 1. 65 0. 14 0. 02 0. 68 0. 41 2. 63 2. 81 0. 05 1. 35 0. 10 99. 45 A

14 5I76 48. 44 1. 56 15. 40 2. 31 6. 83 0. 07 8. 18 8. 18 0. 70 2. 60 0. 23 3. 62 1. 54 99. 66 H

15 1004/ 2 57. 86 0. 84 15. 04 3. 25 6. 65 0. 13 4. 98 2. 35 0. 42 4. 26 0. 15 3. 29 4. 62 100. 6 F

16 2029/ 1 73. 47 0. 27 11. 95 0. 33 3. 39 0. 05 2. 77 0. 52 1. 34 4. 62 0. 07 1. 33 1. 47 100. 3 I

顺序

号

样品

编号
� AR DI FL FM CAI 备　　注

1 5I4 1. 5945 4. 3274 92. 8892 88. 4386 77. 5579

2 5I5 2. 0075 1. 5070 　 26. 6516 57. 3090

3 5I24 1. 4857 2. 6286 81. 3184 80. 3218 76. 9723

4 5I25 2. 2119 3. 59665 91. 5552 90. 6798 88. 9535

5 5I54 1. 3618 2. 9419 　 93. 1085 61. 7521

6 5I55 0. 9645 2. 9659 　 93. 8111 57. 2289

7 5I65 2. 5812 4. 3103 94. 8933 97. 2973 86. 3385

8 5I66 1. 7356 2. 6329 　 89. 5484 81. 8807

9 5I67 2. 5250 1. 5096 　 45. 4878 66. 3178

10 5I68 2. 2046 1. 3897 32. 1850 30. 4243 65. 3137

11 5I70 1. 7423 2. 9196 　 97. 6378 82. 6879

12 5I62 0. 9196 2. 1950 34. 5802 88. 4228 58. 9862

13 5I75 0. 8831 2. 3651 　 92. 9915 72. 4696

14 5I76 2. 0018 1. 3254 24. 5914 28. 7456 52. 7714

15 1004/ 2 1. 4739 1. 7364 　 66. 5718 66. 5323

16 2029/ 1 1. 1658 2. 8310 　 91. 9753 57. 3190

53. 5～63中值为 58

A. 石英角斑岩; B. 片理化安

山玢岩; C. 石英角斑质角砾

熔岩; D . 石英钠长斑岩; E.

石英角斑霏细岩; F. 蚀变安

山岩; G . 硅化变质石英角斑

岩; H. 细碧岩; I. 英安斑岩。

1～ 14据陕三队资料, 1989;

15～ 16据陕西区调队资料,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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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丹风岩群火山岩岩石化学成分平均含量(w B% )及参数

Tab. 3　T he aver age content and pa rameter o f lit hochemical composition

o f the volcanic ro ck in Danfeng Group

顺序

号

样品

编号

分　析　结　果( 10- 2)

SiO 2 T iO2 Al2O 3 Fe2O 3 FeO MnO MgO CaO K 2O Na2O P2O 5 H2O
+ 灼失量 �

岩石

名称

1 5I71 53. 90 0. 75 17. 86 5. 2 3. 27 0. 07 3. 37 7. 18 0. 55 3. 20 0. 28 2. 54 1. 39 99. 56 A

2 5I81 54. 84 0. 55 18. 03 5. 41 4. 24 0. 04 4. 08 4. 75 1. 05 2. 95 0. 05 2. 82 0. 36 99. 17 B

3 5I82 55. 08 0. 38 18. 60 4. 92 3. 36 0. 04 3. 50 7. 31 0. 55 3. 15 0. 16 2. 41 0. 45 99. 91 C

4 Zq-153/ 2 49. 47 0. 68 15. 76 1. 86 6. 83 0. 15 3. 76 7. 00 1. 78 3. 94 0. 18 3. 58 7. 93 99. 34 D

5 Zq-153/ 3 75. 13 0. 13 12. 65 1. 55 1. 17 0. 02 0. 59 0. 51 4. 19 3. 22 0. 05 1. 07 1. 01 100. 2 E

6 318/ 4 54. 50 1. 58 16. 43 3. 22 5. 08 0. 13 3. 50 6. 55 0. 32 4. 15 0. 23 　 3. 35 99. 49 F

7 2020/1 48. 44 0. 23 15. 00 3. 58 5. 30 0. 09 8. 57 10. 45 0. 05 0. 37 0. 05 4. 50 8. 10 99. 99 G

8 2001/1 54. 56 0. 45 18. 06 5. 61 3. 78 0. 16 4. 19 6. 08 0. 82 2. 03 0. 20 2. 45 2. 99 98. 93 H

顺序
号

样品
编号

� AR DI FL FM CAI 备　　注

1 5I71 1. 2901 1. 3525 43. 8445 34. 3092 71. 5372

2 5I81 1. 3514 1. 4260 47. 5808 45. 7143 70. 2940

3 5I82 1. 1333 1. 9850 4. 4719 33. 6058 70. 2886

4 Zq-153/ 2 5. 0569 1. 6714 43. 8602 44. 9686 69. 7992

5 Zq-153/ 3 1. 7089 2. 9169 　 93. 5606 82. 1752

6 318/ 4 1. 7375 1. 4830 　 40. 5626 70. 3400

7 2020/1 0. 0238 1. 0336 13. 9067 3. 8745 50. 3188

8 2001/1 0. 7026 1. 2677 　 31. 9149 69. 1458

51. 6～59. 5,中
值为 54

A. 变安山岩; B. 绿片岩; C.
绿泥绢云片岩; D . 蚀变绿泥
钠长片岩; E . 糜棱岩化酸性
火山岩; F. 变凝灰质糜棱岩;

G . 绿帘阳起片岩; H. 英安
岩。
1～ 3据陕三队资料, 1989; 4
～ 5 据秦岭群专题组资料,
1990; 6～8 据陕西区调队资
料, 1991

表 4　草滩沟群、丹凤岩群火山岩常量元素指数特征对比

Tab. 4　T he compar ison o f lithochemical composit ion index element o f the vo lcanic

ro ck in Caotangou Group w ith that o f Danfeng G roup

项　　目 草　滩　沟　群 丹　凤　岩　群

里特曼指数( �)
最高值 2. 5812,最低值 0. 8831,一般 1. 7±,平

均值 1. 6787. 总体为钙性岩系,部分为钙碱性

岩系

最高值 5. 0569, 最低值 0. 0238, 一般 1. 3～

1. 7,平均值 1. 6256. 总体属钙性岩系,个别为

碱钙性岩系

钙碱指数( CAI) 变化区间 53. 5～63,中值 58,为钙碱性岩系
变化区间 51. 6～57. 3,中值 54,为碱钙性岩系

或接近钙碱性岩系

碱度指数(A R)

最高值 4. 3274,最低值 1. 3254,一般 2. 5±,平

均值 2. 5743. 指数特征稍高,变化区间较大,

构造环境相对稳定

最高值 2. 9169,最低值 1. 0336,一般 1. 5±,平

均值 1. 6420. 指数特征偏低,变化区间较小,

构造环境为岛弧或活动大陆边缘

长英指数( FL)

细碧岩为 28,安山岩为 26～66,流纹岩 80～

97,表明喷出从早期到晚期为基性到酸性的先

后顺序

玄武岩为 34～45,安山岩为 31～46,表明喷出

从早期到晚期为基性到中性的先后顺序

铁镁指数( FM)

细碧岩为 52～66,安山岩为 57～66,流纹岩 57

- 88,表明喷出从早期到晚期为基性到酸性的

先后顺序

序玄武岩为 50～69,安山岩为 69～71,表明喷

出从早期到晚期为基性到中性的先后顺序

分异指数( DI)
从 24- 32- 34- 81- 94,表明其分异产物有橄

榄岩、玄武岩、安山岩、流纹岩和碱性流纹岩等

从 13- 43- 47,表明其分异产物有苦橄岩、橄

榄辉石岩、玄武岩、安山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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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火山岩构造环境图解

火山岩的形成环境对其成分有着直接影响,通过对草滩沟群、丹凤岩群火山岩形成环境的

分析对比,将有助于揭示秦岭地区的地质演化历史。

( 1)在 Lg -Lg�判别图上(图 1) , 除草滩沟群个别样品落入板内稳定环境外, 其余均落入

闭合边缘的岛弧、活动陆缘、造山带环境区内,这一点与碱度指数显示的构造环境相同。

( 2)在( FeO) -M gO-Al2O 3图解上(图 2) , 所选用的草滩沟群和丹凤岩群火山岩中 SiO 2含

量为 51%～56%的玄武岩- 玄武安山岩分析结果,全部投入活动造山带区。

上述图解结果较为一致地反映出草滩沟群和丹凤岩群火山岩形成于岛弧活动陆缘造山带

的构造背景, 而草滩沟群相对稳定些。

3. 2　微量元素、副矿物特征

草滩沟群火山岩中的 Sn、Be、Li、Zr、Nb、V、Sc等多数微量元素含量略高于丹凤岩群, 而

丹凤岩群Ba、Sr、K 含量明显高于草滩沟群,尤以 K 含量相差悬殊(表 5)。与地壳平均值相比,

南北火山岩微量元素总体偏低。从草滩沟群和丹凤岩群火山岩锆石晶形对比看,二者特征基本

相同,锆石晶体完整,晶面、晶棱清晰平直, 无次生加大,仅属一个世代(岩浆作用)的产物,其它

主要副矿物组合也大体一致。

3. 3　稀土元素特征

草滩沟群和丹凤岩群火山岩稀土元素分析结果及分布形式见表6、图 3。第一, �Ce/ �Y 与
( Ce/ Yb) N值均大于 1,分布曲线右倾, 反映属于轻稀土富集型; 第二, �Eu、�Ce 值均小于 1, 分

布曲线上Eu、Ce呈谷型,说明 Eu、Ce 具负异常,为亏损型;第三,曲线分布形态基本相似,草滩

沟群稀土总量略高于丹凤岩群, 反映二者可能为同源分异产物,而前者形成时代稍晚。

表 5　草滩沟群、丹凤岩群火山岩微量元素含量 (×10- 6 )

T ab. 5　T he cont ent of micr oelements REE of t he volcanic ro ck in Cao tangou Group, Danfeng Group

地层
样品

编号

岩石

名称

分析项目及含量 ( 10- 6)

Sn Be Cr Ba Li Ni Co S r Zr Nb V Sc K

草

滩

沟

群

329/ 1

329/ 6

329/ 8

329/ 9

329/ 11

中基性

熔岩

安山岩

平均 值

1. 3 0. 42 115 < 30 < 10 10 44 294 86 9. 8 200 38 829. 8

0. 74 < 0. 30 220 < 30 < 10110 340 81 302 43 30 120 38 829. 8

1. 3 0. 42 5. 4 96 < 10 7. 0 17 188 115 811 130 31 6060

1. 8 0. 42 < 3. 0 62 < 10 3. 4 24 148 98 8. 1 125 26 5311

1. 6 0. 42 < 3. 0 30 11 4. 1 15 114 88 5. 2 150 24 829. 8

1. 35 0. 4 69. 28 55. 6 10. 2 90. 9 38. 2 209. 2 86 6. 84 145. 0 31. 4 2772. 1

丹

凤

岩

群

318/ 2

318/ 3

318/ 4

319/ 1

片理化

安山岩

平均 值

地壳平均值

(泰勒, 1964)

0. 96 0. 36 19 280 < 10 23 20 801 93 7. 0 160 23 11451

1. 2 0. 90 22 430 11 17 17 437 100 11 130 18 19251

1. 4 0. 31 27 79 < 10 19 19 649 103 11 235 18 4564

1. 6 0. 89 48 230 < 10 18 21 327 103 12 235 22 17841

1. 29 0. 61 29 254. 75 10. 25 19. 25 19. 25 553. 5 99. 75 10. 25 190 20. 25 13277

2 2. 8 100 425 20 75 25 375 165 20 135 22 20900

　　分析单位: 陕西区调队,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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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草滩沟群- 丹凤岩群 Log -Log�图解
(据里特曼, 1973)

Fig. 1　Th e diag ram of Log -Log� in Caotangou

Group, Dangfen g Group

·草滩沟群; � 丹凤岩群

A. 为板内稳定环境; B. 为闭合边缘的岛弧、

活动陆缘、造山带环境; C . 为板内或造山

带火山岩演化的碱性火山岩

图 2　 ( FeO-MgO-Al2O3) 图解

(据 pearce, 1977)

Fig . 2　The diag ram o f FeO-M gO-A l2O3

� 草滩沟群; ·丹凤岩群

1. 洋中脊及大洋底部; 2. 大洋岛屿; 3. 造山带;

4. 大陆板块内部; 5. 扩张中心岛屿

　

　

表 6　草滩沟群、丹凤岩群火山岩稀土元素含量 (×10- 6) 及参数

Tab. 6　The cont ent and paramet er o f REE of the volcanic ro ck in Cao tangou Group, Danfeng G roup( 10- 6) )

样

品
实

测
值

地层

草

滩
沟

群

丹
凤

岩
群

样品编号 La Ce Pr Nd Sm Eu Gd T b Dy Ho Er T m Yb Lu Y

1004/ 2 19. 50 28. 50 5. 60 17. 00 4. 50 1. 30 5. 00 0. 82 4. 00 0. 83 2. 65 0. 60 2. 15 0. 20 28. 50

2028/ 1 8. 20 14. 90 4. 20 10. 50 3. 10 1. 00 6. 40 1. 30 3. 80 0. 83 1. 60 0. 27 1. 98 0. 98 20. 50

2029/ 1 32. 00 68. 00 8. 90 41. 00 8. 00 1. 63 7. 90 1. 00 7. 00 1. 20 3. 80 0. 68 3. 30 0. 44 38. 00

318/ 4 29. 50 42. 00 6. 50 23. 00 3. 60 1. 03 3. 20 0. 60 2. 90 0. 77 1. 60 0. 56 2. 20 0. 56 23. 56

2001/ 1 14. 90 20. 00 4. 20 11. 10 3. 20 0. 85 2. 80 0. 68 2. 60 0. 55 1. 42 0. 37 1. 90 0. 23 15. 00

2020/ 1 4. 80 7. 20 2. 30 5. 80 1. 70 0. 27 1. 30 0. 60 0. 90 0. 32 0. 89 0. 29 1. 26 0. 20 6. 40

参

数

草

滩
沟

群

丹

凤
岩

群

样品编号 岩性 �REE �Ce/ �Y �Eu ( Ce/ Yb ) N ( Lu/ Yb) N Eu /Sm �Ce ( Lu/ Sm ) N ( Gd/ Yb) N

1004/ 2 蚀变安山岩 121. 15 1. 7073 0. 2106 2. 9838 5. 2680 0. 2889 0. 1585 2. 6407 1. 6434

2028/ 1 变英安山岩 79. 56 1. 1126 0. 1695 1. 6941 2. 4057 0. 3226 0. 1465 1. 6118 2. 2637

2029/ 1 变英安斑岩 222. 95 2. 5194 0. 1564 4. 6389 5. 6345 0. 2038 0. 2337 2. 4380 1. 6916

318/ 4 片理化安山岩141. 52 2. 9432 0. 2293 4. 2978 7. 7912 0. 2861 0. 1720 4. 9946 1. 0283

2001/ 1 变安山岩 79. 00 2. 1233 0. 2142 2. 3699 4. 5568 0. 2656 0. 1467 2. 8374 1. 0414

2020/ 1 阳起片岩 34. 17 1. 8240 0. 1348 1. 3506 2. 3231 0. 1588 0. 1257 1. 7220 0. 7652

　　测试单位: 陕西地矿局实验室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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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草滩沟群、丹凤岩群火山岩稀土元素分布型式

F ig . 3　The REE part tern o f Caotangou Group,

Danfeng G roup

4　草滩沟群和丹凤岩群火

山岩对比

　　从上述可以看出, 草滩沟群和丹

凤岩群火山岩在诸多方面显示出共同

特征, 同时也存在着一定差异, 归纳

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点。

( 1) 火山岩类型: 草滩沟群呈以

安山岩-英山岩-流纹岩为主及细碧岩

- 石英角斑岩系的中-酸性岩组合, 丹

凤岩群则为玄武岩-安山岩-英安岩的

中- 基性岩组合。

( 2) 岩石化学系列: 二者均为亚

碱性岩系之钙性-钙碱性系列, 而草滩

沟群的碱性程度略高于丹凤岩群。

( 3) 微量元素含量基本相同, 与地壳平均值比较, 总体偏低。

( 4) 稀土元素特征: 均为轻稀土富集型, 铕、铈具钠异常, 为亏损型, 二者显示为同源

分异产物, 但草滩沟群火山岩稀土元素总量略高于丹凤岩群, 反映草滩沟群形成时代稍晚。

( 5) 具有相同的副矿物特征。

5　构造环境分析

　　作为时代上大致相同, 特征上基本一致, 分布上均呈东西向断续展布于秦岭岩群南北两

侧的丹凤岩群和草滩沟岩群火山岩, 其构造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

碱度指数计算结果, Lg -Lg�和 ( FeO) -M gO-Al 2O 3图解均显示出草滩沟群、丹凤岩群

火山岩形成于岛弧、活动大陆边缘- 造山带的构造背景, 而草滩沟群相对要稳定些。区域上

有以下特征。

( 1) 西邻的草滩沟群和葫芦河群火山岩具双峰岩套特征, 显示了岛弧初期与裂谷末期阶

段的活动背景。

( 2) 东部与草滩沟群大体可以对比的二郎坪群, 为张裂弧后盆地构造环境, 并具蛇绿岩

组合特征。

( 3) 商丹地区丹凤岩群具蛇绿岩的岩石组合和地球化学基本特征, 其主体属岛弧和边缘

海型 (张国伟, 秦岭杂岩和秦岭造山带)。

( 4) 区域构造研究表明, 华北、扬子两大板块在加里东期有一次对接过程, 其形式是扬

子板块由南向北俯冲, 丹凤岩群分布区基本代表了两大板块的缝合带。

基于上述成果资料, 初步分析认为: 加里东期扬子板块由南向北俯冲与华北板块对接, 沿

缝合线形成了以丹凤岩群为代表的岛弧外侧-边缘海 (东部包含有洋壳残片) 中基性火山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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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建造。随着华北板块自北向南俯冲,后期在以秦岭群为地障形成的岛内侧出现拉张裂谷,

并发育了葫芦河群、草滩沟群、斜峪关群、云架山群和二郎坪群为代表的张裂弧后盆地中酸

性火山喷发-沉积建造, 在东部地区其张裂深度达上地幔, 而使二郎坪群中出现了蛇绿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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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volcanic rock of the Caotangou Group

with that of the Danfeng Group and its analysis

on structural circumstance

WANG De-yao
( Department of Geograp hy of X ianyang Teacher 's Col lege ,

X ianyang 712000,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 f geolog ical sur vey of the scale of 1∶50000 in Xinjiazhuang and

Honghuapu sheet in Fengx ian area in the w est sect of the nor th Q inling o rogenic belt and o f

achiev ement of fo rmer r eser cher s, and o f comparison of the ro ck type , pet ro chem ist ry ,

geochemistr y o f the Danfeng Group, Caotangou Gr oup, author thinks that they belong to

calc-alkali series, Danfeng Group is the combinat ion of intermediate ro ck-basic rock, show ing

the backg round of island arc-marginal sea; Caotangou Group is the combinat ion o f

intermediate rock-acid rock , showing the background of move of rif t valley o f basin after

island arc. It prov ided the new information fo r discussion the geo logical evo lut ion of the nor th

Qinl ing oro genic belt .

Key words: Fengx ian; Cao tangou Gr oup; Danfeng Group; v olcanic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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