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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印支期花岗岩岩石类型主要为一套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厦含黑云母正长花岗 

岩，岩石中暗色闪长质岩包体发育较普遍，富舍角闪石及镁质黑云母，副矿物以榍石、磁铁矿、磷灰石常 

见，AI2O3／(Na20+K2O 4-CaO)<1．1，显示出I型花岗岩特征。利用岩石矿物组合、岩石化学特征判别 

其产于碰撞后构造环境，认为造山后伸展体制是这期花岗岩形成的重要原因。岩石( Sr／ Sr) 及BEu 

值反映其源区为壳幔过渡区，氧同位素(81s0)测定值在5．5‰一10‰之间，具壳幔混源的特点，表明岩石 

来源于下地壳或壳幔过渡部分，与下地壳的部分熔融或壳幔过渡区部分熔融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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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一延寿花岗岩带是一条规模巨大的复式花 

岗岩带，总体呈近sN向延伸，原黑龙江区调第一地质 

大队(1988--1991)多将其划归为晚华力西期侵入岩， 

而随着近几年1：5万和1；25万数字化填图的开展，在 

这～花岗岩浆带中获得了许多详实可靠的岩石学、地 

球化学资料，由此对其成因、构造环境、岩浆活动等方 

面进行了综合研究，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 

1 区域地质概况 

伊春一延寿花岗岩带印支期花岗岩分布最广， 

规模最大，位于佳木斯一兴凯地块及其陆缘造山带 

上⋯，受控于依兰一伊通、牡丹江等区域大断裂带， 

主要沿嘉荫县、伊春市、铁力市一线连续分布(图 

1)，大致呈南北向展布，向南延入吉林省境内。研 

究区内基底由泥盆系黑龙宫组(D．h)、晚石炭世花 

岗岩、二叠系土门岭组(P tb)、上二叠统一下三叠 

统五道岭组[(P： 。)W]构成。上覆地层为上三叠 

系凤山屯组(Tl厂)、下白垩系板子房组(K。 )、宁远 

村组(K。 )，其与晚印支期花岗岩体呈不整合接触。 

早侏罗世碱性花岗岩超动侵入晚三叠世二长、正长 

花岗岩系列。岩石类型为中粗粒似斑状含角闪石黑 

云母二长花岗岩、细粒斑状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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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伊春地区晚印支期花岗岩分布略图 

Kl 一宁远村组；KI 6n～板子房组；T 一凤山屯组；DÎ一黑龙宫 

组；PI一2f6一土门岭组；JI一下侏罗统 ；T3一上三叠统；c3一上石 

炭统；1一流纹质凝灰岩；2一安山岩；3一流纹岩；4一大理岩；5一 

砂质板岩；6一正长花岗岩、二长花岗岩；7一片麻状花岗岩；8一不整 

合界线；9～地质界线；lO一断层；1l一居民点；l2一研究区 

岗岩、中粒含黑云母正长花岗岩。三者接触界线清 

晰，前二者呈脉动侵入接触，后者超动侵入前二者花 

岗岩体。岩体规模不一，与围岩边界清楚，呈锯齿 

状、枝权状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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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岩石学及岩石化学特征 

2．1 岩石学 

岩石类型组合比较简单，为中粗粒似斑状含角 

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呈灰白色、肉褐色，中粗粒 

似斑状结构，钾长石(39％)以条纹长石为主，斜长 

石(27．5％)多为更长石，石英(29％)粒状，具波状 

消光，黑云母(4％)较富镁质，角闪石(0．5％)柱状； 

细粒斑状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斑状结构，斑 

晶与基质成分相同，为石英(32％)，钾长石(38％) 

为条纹长石，斜长石(28％)为更长石，黑云母 

(2．7％)为富镁质黑云母，角闪石(0．3％)为钙质角 

闪石；中粒含黑云母正长花岗岩，中粒结构，矿物成 

分石英(30％)，钾长石(40％)为微斜条纹长石、条 

纹长石，斜长石(29％)为更长石，黑云母(1％)为铁 

质，含量较低，角闪石偶见。副矿物组合为磁铁矿+ 

锆石+磷灰石+楣石等。造岩矿物角闪石、黑云母 

的普遍存在显示了I型花岗岩的特点 J。中粗粒似 

斑状及细粒斑状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发育暗 

色闪长质岩包体、中粒含黑云母正长花岗岩偶见暗 

色闪长质岩包体。暗色闪长质岩包体的出现从一个 

侧面证明了它们属于I型花岗岩 J。 ． 

2．2 主量元素 

岩石高SiO2，富Na2O+K2O(表 1)，Na2O／K2O 

>l，里特幔指数6介于1．49—2．83，仅个别为3．8， 

反映岩石为钙碱性、碱钙性系列，由A／CNK分子数 

比值看出，岩石属过铝、次铝类型。以AI：O ／(Na：O 

+K：O+CaO)=1．1(分子比)为界，研究区花岗岩 

岩石 A／CNK<1．1，属I型花岗岩 J。 

表1 岩石化学分析结果表 ∞ ／％ 

注：样品由黑龙江地调总院齐齐哈尔分院实验室测定，1992--1994。 

在K：O—SiO 岩石类型关系图解上(图2)，各类 

岩石样品投影于澳大利亚科修斯科 I型花岗岩线性 

方程K 0／％=一5．3024+0．1169(SiO2／％)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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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K20一SiO2图解 

1一中粒含黑云母正长花岗岩；2一细粒斑状含角闪石黑云母二 

长花岗岩；3一中粗粒似斑状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4一科 

修斯科t型花岗岩 

2．3 稀土及微量元素 

从二长一正长花岗岩，轻重稀土比值呈明显的 

下降趋势，(Sm／Nd) 比值较大，重稀土较富集，同 

时，从二长一正长花岗岩6Eu表现显著亏损特征， 

6Eu值明显下降(表2)。岩石类型配分曲线表现为 

显著的轻稀土富集型(图3)，曲线呈左高右低型，轻 

稀土分馏强烈，重稀土分馏较弱，总体反映了造山带 

中钙碱性花岗岩的普遍特征。从表2看出，Ni、Co、 

V、Ba含量较高，反映 I型花岗岩特点，在微量元素 

蛛网图上(图4)，Th元素富集，sr元素亏损，Nb、rZr 

不同程度地贫化，与澳大利亚东南部拉兰褶皱带内 

的I型花岗岩曲线模式相近似 J，反映该区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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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样品由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测定，1992--1994。 

oo 

LaCe PrNdSmEuGdTbOyHo ErTmYbLu 

图3 稀土元索球粒陨 标准化配分型式 

1一中粒含黑云母正长花岗岩；2一细粒斑状含角闪石黑云母二 

长花岗岩；3一中粗粒似斑状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具 I型花岗岩成岩造山环境及特点。 

2．4 氧同位素(8lsO)特征 

由中国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1996年测定的 9 

个氧同位素样品，其结果分别为+9．54％0、+7．7％。、 

+7．1％o、+8．12％o、+9．9％0、+8．64％。、+8．2‰，为正 

常花岗岩类( 塘O为+6％0 一+10％o) ，符合很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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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微量元素蛛网图 

(图例说明同图3) 

质学家认为的I型花岗岩 引，也与长江中下游I型花 

岗岩的8'8O特征为+7．5％0～+9．9％。 吻合。 

3 岩浆活动的构造背景 

花岗岩体中各侵入体空间形态不规则，接触边 

界清晰，岩体内部无变形，闪长质岩包体多沿岩体边 

界定向分布，与区域构造线多截切，就位机制显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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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就位的形式。对于伊春地区花岗岩带构造背景 

目前有4种不同的观点：①与太平洋板块俯冲有 

关[5 ；②与陆内造山作用有关 ；③与古亚洲洋壳 

消失后的陆内持续俯冲、地壳缩短增厚有关" ；④ 

与古亚洲构造域造山后的伸展作用有关 。由 

于岩浆岩组合和岩石成分与大地构造环境有着密切 

的关系 ’-12]，由表3对比看出(参数详见表1)，该 

区花岗岩相当于富钾钙碱性花岗岩类(KCG) ，属 

后造山花岗岩类(POG) J，在 Maniar等4组图解中 

(图5)，样点多落入后造山花岗岩区。而KCG花岗 

岩既可以产生于将碰撞事件的主峰期分开的张弛阶 

段，也可以产生在从挤压体制转变成拉张体制的过 

程中 ]，这与判别的后造山环境基本吻合。同时也 

与众多地质学者认为的I型花岗岩可以产于造山后 

的伸展环境一致 引̈。这一地区的花岗岩类与西伯 

利亚板块和华北板块碰撞对接后的伸展有关  ̈。 

基于上述特征及前人论证认为，古亚洲构造域造山 

后伸展动力学机制是这期花岗岩形成的直接原因。 

4 时代确定及岩浆成因 

4．1 时代确定 

中粗粒似斑状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细 

粒斑状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侵入下伏最新地 

层上二叠统一下三叠统五道岭组[(P _T。)埘]安山 

岩  ̈，同时被晚三叠世凤山屯期潜火山岩侵入  ̈， 

中粒含黑云母正长花岗岩超动侵入中粗粒似斑状含 

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细粒斑状含角闪石黑云 

妻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O 
SiO2 ％ 

OaO)／％ 

图5 花岗岩构造环境判别图解(据Maniar et al，1989) 

IAG一岛弧花岗岩类；cAG一大陆弧花岗岩类；cec一大陆碰撞 

花岗岩类；POG一后造山花岗岩类；RRG一与裂谷有关的花岗岩 

类；cEuG一与大陆的造陆抬升有关的花岗岩类；oP一大洋斜长 

花岗岩 。 

母二长花岗岩，结合同位素年龄测定成果(地矿部 

宜昌地矿所同位素室，孙玉兰 等，1992，1995)，中粒 

含黑云母正长花岗岩K—Ar全岩年龄(190±1)Ma， 

中粗粒似斑状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全岩Rb 
— sr等时线年龄(199．9±12．9)Ma，细粒斑状含角 

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K—Ar全岩年龄(207．1± 

1)Ma，故将该岩体确定为晚三叠世一早侏罗世。 

4．2 岩浆成因 

表3 花岗岩类矿物组合、岩石化学特征构造环境判别对比表 ／％ 

2皱熊壁建崮蚩耋( 2 ： 研究区 富鲤煎熊丝蕉崮蚩 f 》 研究区 唇造 垄崮蚩耋I￡ 璺2 研究区 
矿物成分 含量 含量 化学特征 古晕及参数 古量及参数 矿物、岩石化学 参数特征 参数特征 

注：研究区样品测试单位、时间同表 1。 

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特征表现出I型花岗岩的若 

干特点。I型花岗岩的形成多少有幔源物质的贡 

献 。二长花岗岩与正长花岗岩系列中斜长石有 

序度结构撇 为0．62、0．78、0．59、0，58、0，76、0．84， 

钾长石有序度结构指数为0．26、0．51、0．19、0．22、 

0．33、0．86，表明岩石形成于中低温环境 。6Eu 

多介于0．6-0．3之间，反映岩石是经由地壳不同程 

度的部分熔融形成 o 87Sr／ Sr初始值为0．7073、 

0．70846，显示了壳幔过渡源区特点，岩石初始值在 

0．706～0．719之间的花岗岩，其岩浆来源主要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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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物质，但受到幔源物质的混染_2 J，6is0测定值均 

介于5。5％o一10‰之间，显示其具幔壳混源型特征。 

暗色闪长质岩包体呈细粒结构，形态椭圆状、球状、 

长条状及不规则状，与寄主岩皇过渡接触，副矿物磷 

灰石呈针状，其特征显示为岩浆混合成因  ̈。伊 

春一张广才岭花岗岩带闪长质岩包体是中基性岩浆 

与酸性岩浆发生混合作用的结果_l 。包体的产出 

意味着花岗岩体形成时有另一个源区存在，这个源 

区可能是位于花岗质源区下方的幔源物质，加之暗 

色闪长质岩包体出现的比较普遍，显然在岩浆形成与 

演化过程中，幔源物质的参与是比较大的，一定程度上 

为下地壳的部分熔融提供了热源。因此，有理由认为， 

伊春地区晚印支期花岗岩类可能是幔源基性岩浆以底 

侵形式就位于下地壳底部，既而改变了下部地壳的热 

状态和力学性质，在古亚洲构造域造山闭合转入伸展 

体制下，岩石圈发生“剥离”拆沉作用，热软流圈上涌导 

致大量地幔物质注入到地壳区，与地壳物质在广阔的 

空间范围内相互作用，迫使下地壳发生部分熔融，伴随 

着牡丹江区域大断裂、依兰～伊通区域大断裂等的拉 

张活动，形成该区大面积的I型花岗岩。 

5 结 论 

1)伊春一延寿印支期二长花岗岩(中粗粒似斑 

状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细粒斑状含角闪石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一正长花岗岩(中粒含黑云母 

二长花岗岩)系列为I型花岗岩类，是下地壳部分熔 

融或壳幔过渡区部分熔融的产物，时代属三叠世一 

早侏罗世花岗岩。 

2)伊春一延寿印支期二长一正长花岗岩系列 

形成于碰撞后构造环境，与古亚洲构造域造山后伸 

展作用有着直接关系，是中生代晚印支期花岗岩形 

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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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 ICS AND TECToNIC SETTING oF LATE INDOSINIAN I—TYPE 

GRANITE ZONE IN THE YICHUN AREA 

LIU Bao—shan -0一
。
REN Feng—he’· 

， LI Yang—chun ．-。ZHAO Huan—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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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ey Laboratory ofLithosphere Tectonics and Lithoprobing Technology ofMinistry of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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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in types of the late Indosinian granites in the Yichun area are amphibole—biotite—beating adamellite

，
biotite—bearing syenogranite． 

The melanocratie diorite enclaves are development in granites．Granites are rich in amphibole and magnesian biotite
．
aceessoly minerals are titanite．mag． 

netlte and apatite．AI203／(Na2O+K20+CaO)values are less than I．1．These show that the granites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l—type granite．The min— 

eral association and petrochemistry indicate that the granite was generated in the post—collision
， and the post—orogeny extensional system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of its generation．The high( St／拍Sr)i values and 8Eu values show that the SoUse日rea is the transitional parts ofthe crust and mantle．8‘ 0 va1． 

1ies range from 5．5‰ to 10％o，showing that the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ust and mantle mixing origin
． The source of rocks w&q the lower crust or the 

transitional parts of the frost and mantle，and might get in touch with partial melting of the lower crust or the transitional parts of the foist and mantle
． 

Key words：I—type granite，late Indnsinian，Yichun al'~a 

78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