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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北缘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内发育的榴辉岩、

蛇绿岩、麻粒岩及片麻岩等前人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大柴旦地区是柴北缘古生代超高压带的重要组

成部分，与超高压岩石相伴的花岗岩十分发育，查

明该超高压带上花岗质岩浆活动期次及其与超高

压变质作用、造山带构造演化之间的关系，对探讨

中国西部大地构造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吴才

来等，2007）。

1 地质背景

柴达木山花岗岩岩体位于祁连南缘靠近柴北

缘超高压变质带一侧，是组成南部祁连岩浆弧的主

要岩体，总面积约 2000 km2（吴才来等，2004；卢

欣祥等，2007）。该岩体主要由似斑状二长花岗岩

组成，少量花岗斑岩、花岗闪长岩等组成，呈岩基

状，长轴方向为近东西向，与区域构造线北北西向

呈一定的锐夹角。

2 地球化学

2.1 主量元素特征

11 个样品主量元素分析显示柴达木山花岗岩

岩体 SiO2 含量为 67.11%～78.17%，岩体中钾含量

较高，全碱含量为 6.27～8.11，K2O/Na2O 比值为

1.11～4.41，里特曼指数介于 1.31～2.20，反应其为

钙碱性系列,在 K2O-SiO2图解中显示为高钾钙碱性

系列，A/CNK 介于 1.06～1.66，在 A/NK-A/CNK
图解中属过铝质花岗岩。结果显示，柴达木山花岗

岩为高钾钙碱性过铝质岩石，具有 S型花岗岩特征。

2.2 微量和稀土元素特征

柴达木山花岗岩各微量元素含量变化较大，在

原始地幔标准化的微量元素蛛网图中，表现出不同

程度的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 Cs、Pb、K等和轻稀土

元素，相对亏损高场强元素 Y、Yb，具有明显的

Ba、Nb、Sr、Ti负异常，显示出典型的 S型花岗岩

特征。在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元素配分图解中，岩

石表现出 LREE 富集、HREE 亏损且明显 Eu 为负

异常的右倾型配分模式特征。

3 年代学研究

CL 图像显示属于典型的岩浆锆石，花岗斑岩

（D3755-1）206Pb/238U年龄范围为 401.8～451.2 Ma，
其加权平均年龄为 404.6±2.9 Ma（MSWD=0.094）。
花岗斑岩（PM11-1）206Pb/238U 年龄范围为 375～
421.4 Ma ， 其 加 权 平 均 年 龄 为 417.9±3.9 Ma
（MSWD=0.27），柴达木山花岗岩侵入岩形成的地

质时期为早泥盆世。

4 讨论

根据Pearce等（1984）应用图解法来判断花岗

岩形成的构造环境，在Y-Nb图解中样品基本上投入

到板内花岗岩区且两个点落于火山弧+同碰撞区

（图1a）；在（Y+Nb）-Rb图解中样品大多投入了

板内花岗岩区（图1b）。这反映了柴达木山岩体的

形成侵位与板内构造环境有关，属于后碰撞造山伸

展环境下的岩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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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前人对柴北缘—祁连南缘古生代花岗岩

类年龄测定结果（吴才来等，2004，2007；卢欣祥

等，2007；孟繁聪等，2005，2008；Wu et al.，2009，
2014；于胜尧等，2011；周宾等，2013，2014；朱

晓辉等，2016），统计分析年龄段主要为430~470 Ma
和370~410 Ma，分别代表了花岗岩类侵入的两个主

峰期。岩浆侵入早期比早期高压-超高压变质作用

（476～445 Ma）稍晚或近于同期，反应了早奥陶

世南祁连洋板块向北俯冲于祁连陆块之下（约473
Ma），到柴达木陆块的继续俯冲，祁连陆块由北向

南逆冲到柴达木陆块之上形成了陆陆碰撞带（约

446 Ma）（吴才来等，2004），一系列持续的岩浆侵

入活动；岩浆侵入晚期比晚期高压-超高压变质作用

（440～421 Ma）晚10～50 Ma，反应了柴达木陆块

与中南祁连板块碰撞后深俯冲板块拆沉-折返及碰

撞后等一系列岩浆侵入活动。

图 1 柴达木山花岗岩 Nb-Y与 Rb-(Y+Nb)图解

（a） Nb-Y图解；（b） Rb-(Y+Nb)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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