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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秦岭糜署岭岩体是壳幔岩浆混合的产物。从寄主岩石和基性端元暗色微细粒镁铁质包体的

主要元素 、稀土元素岩石地球化学研究入手 ,深入探讨了糜署岭岩体是壳源和幔源两类岩浆混合形成的

混浆花岗岩 ,其岩石地球化学特征介于壳源和幔源两个端元之间并有显著的过渡特征 , 表明二者在岩浆

侵位过程中发生过不同程度地物质成分交换。这对研究西秦岭中生代壳幔混合作用和地壳增生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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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特征

糜署岭岩体位于西秦岭东段甘肃省徽县麻沿

河乡糜署岭—高桥乡一带 ,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

45′～ 106°15′,北纬 33°54′～ 34°07′。岩体侵位于

分割中秦岭与南秦岭的近东西向区域性大断裂带

中[ 1 , 2] ,与围岩呈侵入接触。岩体呈岩基状产出 ,平

面展布呈扁饼状 ,长约50 km ,东窄西宽 ,最宽处达

15 km ,长轴方向与区域构造线基本一致 ,出露面积

约 445 km
2
,沿此断裂带向西还有黄渚关 、挖泉山 、

草关和董河岩体出露(图 1)。研究表明 ,分割南秦

岭与中秦岭的黄渚关大断裂带 ,宽 50 ～ 200 m ,挤

压破碎强烈 ,构造透镜体发育 ,具多期活动的特点 。

其两侧沉积与变形特征具显著差别 ,表明该断裂带

对沉积盆地的形成与区域构造演化具有重要的控

制作用 。在航磁 、区域重力及表壳磁场特征图上 ,

沿该断裂带为一明显的异常梯度带
[ 3]
。

TG -三叠系官亭群;C- 石炭系;DSH -泥盆系舒家坝群;DX -泥盆系西汉水群;

SW -志留系吴家山岩群;ηγ-二长花岗岩;γδ- 花岗闪长岩;δo -石英闪长岩;Vδ-辉

长闪长岩;V - 辉长岩;1- 地质界线;2 -区域性断裂;3 -岩体;4 -镁铁质微粒包体

图 1　糜署岭岩浆带地质略图

Fig. 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Mishuling intrusion zoon



　　岩体北缘围岩是中秦岭泥盆系舒家坝群变钙

质粉砂岩 、板岩及石炭系板岩 、砂岩;西南缘围岩是

南秦岭泥盆系西汉水群碳酸盐岩建造及少量志留

系吴家山群变石英砂岩 、黑云母石英片岩;南缘围

岩是南秦岭三叠系官亭群深水碳酸盐岩 、碎

屑岩[ 1] 。

寄主岩石为似斑状结构 ,基质中细粒半自形粒

状结构 ,块状构造 ,其矿物体积分数分别为:斑晶钾

长石约占 20%,呈板状 ,自形或半自形晶 ,粒径 1 ～

4 cm;基质主要矿物为斜长石 35%～ 45%,呈自形

板状 ,粒径 2 ～ 5 mm;钾长石 ,约 20%,半自形或它

形不规则粒状 ,粒径 2 ～ 5 mm;石英 16%～ 29%,

粒径 1 ～ 3 mm ,呈它形不规则粒状充填与其他矿物

颗粒之间;黑云母<10%,粒径 1 ～ 3 mm 。副矿物

磷灰石 、榍石 、磁铁矿 、锆石等 。

镁铁质微细粒包体(简称 MME)的岩性为二长

辉长岩 正长辉长岩。岩石具有细粒半自形粒状结

构 , 斜长石呈自形 半自形柱状 , 聚片双晶发育。

辉石矿物呈粒状充填其中 , 黑云母呈板状且生长

受到其他矿物的限制 , 边缘成港湾状 。可以见到

早期晶出的长石被角闪石等暗色矿物交代 , 边缘

为不规则状 , 部分长石成为暗色矿物的包裹晶 , 见

针状磷灰石插在其他矿物之间 , 部分边界见冷

凝边[ 4] 。

岩体总体特征是由寄主岩石和镁铁质微细粒

包体组成 ,在镁铁质微细粒包体分布较少区域 ,寄

主岩石岩性以正长花岗岩为主;反之 ,则以石英二

长闪长岩 石英闪长岩 辉长闪长岩为主。由此可

见 ,基性岩浆与酸性岩浆混合比例以及成分交换程

度的强弱 ,决定了寄主岩石的岩性特征和变化 ,并

强烈显示了岩浆混合的信息[ 5 , 10] 。

2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主要岩石类型岩石化学分析结果见表 1。糜署

岭岩体寄主岩石铝饱和度 A l2O3 >(Na2O+K 2O+

CaO)为过铝质岩类 , ANKC 值 0. 69 ～ 1. 01<1. 1

(平均值为 0. 89), 判别为 S 型花岗岩。与之相对

比 , MME 的铝饱和度 (Na2O +K 2O +CaO)<

(Al2O 3 <Na2O +K 2O)为次铝质岩类 , ANKC 值

为0. 50 ～ 0. 72 <1. 1(平均值为0. 60), 也判别为 S

型花岗岩 。但是在 ACF 图解(图 2)中寄主岩体岩

石落于 S 区 , 暗色微细粒包体 MME落于 I区。在

A /MF C /M F 图解(图 3)中 ,寄生岩体岩石主要

落于基性岩部分熔融区 ,少量样品落于变杂砂岩部

分熔融区。只有基本未被幔源岩浆混合的样品(1

号样品)落于变泥质部分融熔区 ,而其他样品均在

基性岩的部分融熔区 ,表明只有真正代表壳源的酸

性端元岩浆是 S型的 ,是由地壳成熟度较高的变泥

质部分融熔岩体产物。而基性端元岩浆是 I 型 ,是

来自幔源的岩浆 。深源基性岩浆的挤入总量以及

与酸性岩浆成分交换的能力影响着寄主岩石的岩

石地球化学 ,从而使 2类岩浆混合的岩类具有过渡

性质。

图 2　糜署岭岩体 A C F图解

Fig. 2　A C F diagram of Mishuling

图 3　A/MF C/MF图解

Fig. 3　A /MF C/MF diagram of Mishuling

与中国代表性地区花岗岩 、石英二长岩对比

(表 1),糜署岭岩体寄主岩石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1)SiO 2 质量分数平均值为 63. 98%,明显低

于中国花岗岩平均值 ,略低于中国石英二长岩 ,高

于中国闪长岩平均值 。

(2)Al2O 3 质量分数平均值为 15. 47%,显著高

于中国花岗岩平均值 ,与中国石英二长岩平均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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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糜署岭岩石类型岩石化学组成对比

Table 1　Contrast of the main oxide contents between the Mishuling wB /%

样 号 岩 性 SiO2 TiO 2 Al2O 3 Fe2O 3 FeO M nO MgO CaO Na2O K 2O P2O 5

1 正长二长花岗岩 73. 58 0. 14 13. 35 0. 05 2. 16 0. 04 0. 34 0. 6 3. 47 4. 98 0. 05

2 黑云二长花岗岩 67. 06 0. 57 14. 49 0. 00 3. 70 0. 04 1. 51 2. 55 3. 80 4. 23 0. 56

3 石英二长岩 61. 68 0. 68 15. 33 2. 04 2. 50 0. 09 2. 49 4. 74 3. 61 4. 61 0. 85

4 石英二长岩 63. 82 0. 75 15. 92 1. 14 3. 63 0. 10 2. 62 3. 93 3. 70 3. 80 0. 20

5 黑云石英二长岩 65. 56 0. 59 15. 38 1. 06 2. 70 0. 11 1. 37 4. 07 3. 83 4. 33 0. 23

6 黑云石英二长岩 64. 28 0. 70 15. 75 1. 60 2. 76 0. 24 1. 50 3. 91 3. 80 4. 12 0. 18

7 黑云石英二长岩 65. 54 0. 67 15. 72 0. 30 3. 62 0. 12 1. 66 3. 69 4. 00 3. 96 0. 16

8 黑云石英二长岩 61. 66 0. 89 16. 56 0. 18 4. 74 0. 06 2. 51 4. 07 4. 02 4. 37 0. 51

9 黑云石英二长岩 60. 64 0. 80 16. 60 1. 51 4. 04 0. 05 2. 51 4. 58 3. 86 4. 22 0. 56

10 黑云石英二长岩 61. 28 0. 86 15. 80 0. 05 4. 91 0. 13 3. 84 4. 45 3. 66 3. 66 0. 20

11 花岗闪长岩 64. 20 0. 64 15. 84 1. 26 4. 02 0. 08 1. 94 3. 21 3. 29 4. 01 0. 18

12 二长花岗闪长岩 66. 88 0. 57 14. 64 0. 73 3. 80 0. 07 1. 71 2. 61 3. 38 4. 06 0. 16

13 石英二长闪长岩 60. 07 0. 84 16. 13 2. 37 3. 78 0. 06 2. 91 4. 85 3. 74 3. 56 0. 14

14 石英二长闪长岩 63. 58 0. 65 16. 23 1. 72 2. 85 0. 10 2. 04 4. 35 4. 37 3. 85 0. 23

15 石英二长闪长岩 63. 28 0. 73 15. 64 0. 66 3. 94 0. 13 1. 89 4. 20 3. 76 3. 94 0. 18

16 石英二长闪长岩 61. 84 0. 50 16. 56 1. 08 4. 46 0. 10 2. 35 4. 30 3. 32 3. 41 0. 16

17 石英二长闪长岩 62. 68 0. 93 13. 14 1. 48 4. 66 0. 12 2. 80 5. 05 3. 65 3. 55 0. 34

18 MM E ,角闪二长岩 56. 34 1. 17 13. 43 0. 96 5. 26 0. 12 2. 86 8. 13 4. 61 3. 95 0. 43

19 MM E ,辉长二长岩 50. 15 0. 96 14. 58 2. 19 5. 19 0. 12 5. 32 8. 94 2. 66 5. 02 0. 26

20 MM E ,辉长闪长岩 55. 86 0. 83 15. 72 1. 80 5. 06 0. 05 4. 23 6. 23 3. 68 4. 03 0. 24

中国辉长岩 47. 62 1. 67 14. 52 4. 09 9. 73 0. 22 6. 47 8. 75 2. 97 1. 18 0. 46

中国闪长岩 57. 39 0. 89 16. 42 3. 10 4. 15 0. 18 3. 77 5. 58 4. 26 2. 57 0. 37

中国石英二长岩 65. 74 0. 75 15. 89 1. 87 2. 52 0. 13 1. 64 3. 27 3. 29 3. 67 0. 20

中国花岗岩 71. 27 0. 25 14. 25 1. 24 1. 62 0. 08 0. 08 1. 62 3. 79 4. 03 0. 16

本一样 ,低于中国闪长岩平均值。

(3)FeO tot及 MgO 质量分数显著高于中国花岗

岩和中国石英二长岩平均值。

(4)CaO质量分数也远远高于中国花岗岩平均

值 ,高于中国石英二长岩平均值 ,低于中国闪长岩

平均值。

(5)K 2O 和 Na2O质量分数略低于中国花岗岩

平均值 ,明显低于中国石英二长岩平均值。

与中国代表性地区辉长岩 、中国闪长岩相对

比 , 糜署岭岩体中的基性端元 MME 具有异常高

SiO 2 , K 2O , 这一特征与寄主岩石完全相同 , 但显

著低 Fe2O 3 , FeO , MgO和 CaO , 其质量分数仅是

中国辉长岩 、中国闪长岩平均值的 1 /2 ～ 1 /4 , 这些

表明基性端元有大量 Fe2O 3 , FeO , MgO 的带出 ,

同时也有大量酸性端元 SiO 2 , K 2O 的带入。上述

特点说明 , 基性端元 MME 与寄主岩之间通过混合

与双扩散对流作用 , 可以造成使二者发生不同程

度的物质 、成分及能量交换。

3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糜署岭寄主岩石稀土总质量分数平均值为

236. 8×10 -6 ,LREE平均值为 200. 66×10 -6 ,轻稀

土相对富集 , 而重稀土亏损。暗色微细粒包体

MME稀土总质量分数平均值为 196. 54 ×10- 6 ,

LREE 平均值为 157. 34×10- 6 ,暗色微细粒包体

MME具轻稀土亏损 ,重稀土富集。从寄主岩石和

暗色微细粒包体 MME 稀土配分模式图中可以看

出 ,二者稀土配分模式图差异不大 ,为右倾式和弱

铕负异常(图 4 ,图 5)。

对于大多数岩浆体系来说 ,斜长石是分离结晶

的矿物相。铕与斜长石分离中钙的晶体化学性质

相似而从熔体中进入斜长石钙的位置 ,所以斜长石

分离而使残余熔浆中铕亏损[ 11] 。因此 ,幔源岩浆不

具铕负异常 ,而壳源岩浆具明显地铕负异常。糜署

岭岩体由于壳 幔岩浆相互作用和物质成分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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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长二长花岗岩;2 - 黑云二长花岗岩;3 , 4 - 石

英二长岩;5～ 10 - 黑云石英二长岩;11 - 花岗闪长

岩;12 -二长花岗闪长岩;13～ 17 -石英二长闪长岩

图 4　糜署岭岩体寄主岩石稀土元素分布型式

Fig. 4　REE distribution patterns in

the host rocks of Mishuling granite

18 - MM E ,角闪二长岩;19 - MM E ,

辉长二长岩;20- MME ,辉长闪长岩

图 5　糜署岭岩体 MME稀土元素分布型式

Fig. 5　REE distribution patterns

in the MME of Mishuling granite

换 ,使得寄主岩石和暗色微细粒包体 MME都具较

弱的铕负异常 ,这可从斜长石的异常环带 、长石斑

晶嵌入MME和它们的长石排号相同等特征得以

证实[ 4] 。

4　构造意义

在 lg τ lg σ构造环境图解(图6)中 ,寄主岩石

样点全部落在造山带区 ,而暗色微细粒包体 MME

全部落在派生区;而在R 1 R 2构造环境图解(图7)

中 ,寄主岩体岩石基本全部落在碰撞后抬升区 ,而

暗色微细粒包体 MME 全部落在造山带区之外。

图 6 ,图 7说明 ,寄主岩石和暗色微细粒包体 MME

非同源。如果是同源岩浆 ,它们在图中应落于同一

区域内 ,但事实相反 。暗色微细粒包体 MME是幔

源岩浆 ,由于发生混化混染作用 ,有壳源成分的加

入 ,因而它既不落在地幔分离区 ,也不落在壳源区 。

其同位素年龄也佐证了糜署岭岩体的寄主岩石和

暗色微细粒包体 MME是同时形成的[ 4] ,且幔源岩

浆与壳源岩浆也是同时产生的
[ 3 , 4 , 12]

,这是 2 类岩

浆混合的重要证据。

综上所述 ,糜署岭岩体是与黄渚关深大断裂密

切相关的壳幔岩浆混合形成的混浆花岗岩 。幔源

基性岩浆和壳源酸性岩浆在成岩与结晶分异过程

中 ,酸性端元中有大量基性端元成分加入 ,而基性

端元又有酸性端元特征组分带入的信息 。糜署岭

岩体记录了这一地质时期壳幔岩浆动力作用和地

壳增生的重要信息 ,该岩体的地球化学信息表明了

黄渚关大断裂带是通达地幔的深大断裂 。成岩过

程中的拉张型构造环境和强力就位的动力学机制 ,

也反映了黄渚关断裂带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特性和

重要表现。

图 6　lgτ lg δ构造环境图解

Fig. 6　lg τ lg δtectonic environments

dircrimination diagram of Mishuling

图 7　R1 R2 构造环境图解

Fig. 7　R1 R2 tectonic environments

dircrimination diagram of Mish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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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features of Mishuling hybrid magma granite

and its tectonic significance in Western Qinling

LI Zhu-cang1 , 2 , LI Yong-jun1 , ZENG Jun-jie2 , FENG Bei-zhan2 , BI Ming-bo1 , YANG Jun-quan1

(1. S choo l o f Ear th S ciences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 Chang’ anUniver sity , X i’ an 710054 , China;

2. Gansu Bureau o f Geolog y and Mineral E x p lorat ion , Lanzhou 730000 , China)

Abstract:The M ishuling g ranite o f w este rn Q inling o riginates f rom the mixture of crust and mantle magmas. This pape r fur-

ther clarifies the geochemistry o f the majo r elements and the REEs in the g ranite and the muhc microenclave s , w hich is typ-

ied of obv ious fr ansitional cha racteristics betw een crust and mantle-de riv ed magmas , indica ting their exchange o f com posi-

tions in variable ex tent as the magmas intruded and the hg rid origin of the g ranite. This has impo r tant significance for stud-

y ing the Mesozoic crust-mantle mixing and the crustal accretion the re.

Key words:magmatic r ock;magma tic hybridization;geochemistr y;tec tonic significance;Mishuling;Weste rn Qinling;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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