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６　 亚日花岗岩 Ａ / ＣＮＫ－Ａ / ＮＫ 图解

Ｆｉｇ. ６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 / ＣＮＫ－Ａ / ＮＫ ｆｏｒ ＹＲＧ

Ｎｉ 含量暗示幔源岩浆贡献不明显ꎻ一般认为ꎬ杂砂

岩熔融形成的花岗岩 ＣａＯ / Ｎａ２Ｏ>０.３ꎬ反之过铝质花

岗岩由泥质源岩熔融形成ꎬ亚日花岗岩 ＣａＯ / Ｎａ２Ｏ
值平均为 ０.３６ꎬ反映了杂砂岩源岩特征ꎬ而 Ｒｂ / Ｓｒ－
Ｒｂ / Ｂａ 协变关系图显示ꎬ样品点落在富粘土区域

(图 ９－ｂ)ꎮ 综合认为ꎬ亚日花岗岩源岩是由地壳泥

质岩夹杂砂岩部分熔融形成ꎬ并经历一定程度分异

演化形成ꎮ 亚日 Ｓ 型花岗岩 εＨｆ ( ｔ) 值在 －１６ ~
－３１.４６之间ꎬ两阶段模式年龄在 １５１９ ~ ３６４５ Ｍａ 之

间ꎬ明显老于岩石形成年龄(表 ２)ꎮ 在 ｔ－εＨｆ( ｔ)图

解(图 ９－ａ)中ꎬ亚日花岗岩锆石 εＨｆ( ｔ)值明显低于

同时期亏损地幔值ꎬ主要分布在球粒陨石演化线之

下ꎬ进一步表明亚日花岗岩是古老地壳物质部分熔

融的产物ꎮ
４.２　 构造背景及意义

前人对班公湖－怒江洋准确的打开时间存在较

多争议ꎬ但其打开时间应不晚于晚三叠世ꎬ并自晚

侏罗世开始进入闭合阶段 ３４－４０ ꎬ而雅鲁藏布洋的打

开时间至少不晚于晚三叠世ꎬ雅鲁藏布洋板块自中

侏罗世开始向北俯冲于拉萨地块之下  ４１ ꎮ 因此ꎬ拉

图 ７　 亚日花岗岩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分布型式图解(ａ)和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多元素图解(ｂ)
Ｆｉｇ. ７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ｍ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ｍｕｌｔｉｅｌｅ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ｂ) ｆｏｒ ＹＲＧ

图 ８　 亚日花岗岩判别图解

Ｆｉｇ. ８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Ｙ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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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地体南北两侧在晚侏罗世同时受控于新特提斯

洋壳向北和班公湖－怒江洋壳向南双向俯冲的观点

是较令人信服的ꎬ晚侏罗世冈底斯地区也已经呈现

复杂多岛弧盆系格局 ４２ ꎬ南北洋壳持续双向俯冲作

用引起冈底斯微陆块与下察隅岩浆弧带发生陆－弧
碰撞 ８ ꎮ Ｙ－Ｎｂ 图解(图 １０－ａ)显示ꎬ样品点全部落

在同碰撞＋火山弧花岗岩区域ꎬ在(Ｙ＋Ｎｂ) －Ｒｂ 图

解(图 １０－ｂ)中ꎬ样品点均落在火山弧－同碰撞花岗

岩区域ꎮ 因此ꎬ笔者认为亚日花岗岩形成过程为:
南北洋壳双向俯冲作用引起弧陆碰撞ꎬ持续的碰撞

作用使岩浆弧(可理解为新生地壳)不断加厚ꎬ并导

致区域重力均衡隆升ꎬ同时被板块俯冲作用卷入新

生地壳的泥质岩夹杂砂岩受热后在抬升减压过程

中发生部分熔融形成亚日 Ｓ 型二长花岗岩ꎮ 区域研

究资料(表 ４)显示ꎬ中拉萨地体中西段于晚侏罗世

除受到俯冲作用影响外ꎬ也有碰撞作用的存在ꎬ研
究区可能主要处于碰撞构造背景ꎮ 因此ꎬ笔者认

为ꎬ亚日花岗岩(１５２.１±１.５ Ｍａ)形成于晚侏罗世构

造背景体制转换时期ꎬ即研究区可能处于由俯冲作

用向碰撞作用过渡的演化过程ꎮ

５　 结　 论

(１)中拉萨地体西段亚日岩体岩性为二长花

岗岩ꎬ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年代学数据显示其

侵位年龄为 １５２.１ ±１.５ Ｍａꎬ为晚侏罗世岩浆活动

产物ꎮ

图 ９　 锆石年龄－εＨｆ( ｔ)图解(ａ)和 Ｒｂ / Ｓｒ－Ｒｂ / Ｂａ 协变关系图(ｂ)

Ｆｉｇ. ９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ｚｉｒｃｏｎ ａｇｅｓ－εＨｆ( ｔ) (ａ) ａｎｄ Ｒｂ / Ｓｒ－Ｒｂ / Ｂａ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ｂ)

图 １０　 亚日二长花岗岩 Ｙ－Ｎｂ(ａ)和(Ｙ＋Ｎｂ)－Ｒｂ(ｂ)构造环境判别图 ４３ 

Ｆｉｇ. １０　 Ｙ－Ｎｂ(ａ) ａｎｄ (Ｙ＋Ｎｂ)－Ｒｂ(ｂ)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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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中拉萨地体中西段晚侏罗世代表性花岗岩体基本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Ｌａｔ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ｍｉｄｄｌ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ｈａｓａ Ｔｅｒｒａｎｅ

岩体名称 岩石类型 测年数据 / Ｍａ 构造亲缘性 资料来源

夏定勒岩体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１５３.１±０.６ 俯冲环境 ①

巴嘎岩体 二云母花岗岩 １４０ 碰撞环境 [４３]

央雄勒岩体 白云母黑云二长花岗岩 １４２ 碰撞环境 [４４]

松木果岩体 黑云二长花岗岩 １６３ 碰撞环境 [４４]

许如错岩体 二长花岗岩 １５５.１±０.７ 俯冲环境 [４５]

差绒—丁欧复式岩体
石英闪长岩(早期)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晚期)
１５５.４±２.７
１５２.０±１.３

早期俯冲环境

晚期碰撞环境
[２１]

　 　 (２) 亚日二长花岗岩 ＳｉＯ２ 含量在 ７３. ５５％ ~
７４.１９％ 之间ꎬＫ２Ｏ / Ｎａ２Ｏ 值为 １.７１ ~ ２.２８ꎬ铝饱和指

数 Ａ / ＣＮＫ 值为 １.０７ ~ １.２３ꎬ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

Ｒｂ、Ｔｈ 和 Ｕꎬ亏损高场强元素 Ｎｂ、Ｔｉꎬ明显富集轻

稀土元素ꎬ具有明显负 Ｅｕ 异常ꎬＨｆ 同位素结果显示

其主要来源于地壳岩石部分熔融ꎬ整体表明其为一

套高钾钙碱性系列强过铝质 Ｓ 型花岗岩ꎮ
(３)在新特提斯洋壳向北和班公湖－怒江洋壳

向南双向俯冲的背景下ꎬ引起冈底斯微陆块与下察

隅岩浆弧带发生陆－弧碰撞ꎬ而持续的弧－陆碰撞作

用使岩浆弧不断加厚ꎬ被板块俯冲作用卷入新生地

壳的泥质岩夹杂砂岩在受热后抬升减压过程中发

生部分熔融ꎬ形成晚侏罗世亚日 Ｓ 型二长花岗岩ꎬ同
时研究区在晚侏罗世可能处于构造背景体制的转

换阶段ꎬ即可能处于由俯冲向碰撞作用过渡的演化

过程ꎮ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ꎬ野外工作

得到了原武警黄金部队十一支队的同事、战士们的

大力支持ꎬ同时还有朱家山工作室师兄弟们野外的

帮助ꎬ分析测试单位包志安老师在测试工作中给予

很大的支持ꎬ在此一并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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