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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西南缘川滇地区广泛发育一系列新元古

代岩浆岩，对进一步理解扬子西南缘的构造演化及

其与 Rodinia超大陆的关联具有重要意义(尹福光等,
2012; 耿元生等, 2017)。但是区内新元古岩浆岩成

因及构造背景却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对侵入盐边

群的变质辉长岩进行 SHRIMP 锆石 U-Pb 年代学

及地球化学研究。辉长岩 SHRIMP 锆石 U-Pb 加权

平均年龄为 910.6±4.7 Ma。球粒陨石标准化蛛网图

中，辉长岩具有平缓右倾的稀土配分模式，

[(La/Yb)N=1.46~4.72] ， Eu 具 有 轻 微 的 异 常

(δEu=0.81～1.31)；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中具有明

显的 Nb、Ta和 Ti 负异常，Nb 含量和 Nb/La 值

较低，富集 LILE 和 LREE，亏损 HFSE，与典型的

岛弧玄武岩一致，说明辉长岩来源于俯冲带之上富

水的岩石圈地幔楔，并且遭受到来自俯冲板片的流

体/熔体的交代作用。本文认为侵入盐边群的辉长岩

为俯冲背景下的岛弧岩浆岩，910 Ma 时期扬子西南

缘发育持续的洋-陆俯冲作用，华南地区不存在格林

维尔造山运动。

1 样品特征

变质辉长岩样品采自四川省盐边县。辉长岩呈

岩脉侵入盐边群，岩石由斜长石、角闪石、辉石、

黑云母组成。斜长石呈他形粒状，具绢云母化。角

闪石显蓝绿色，柱粒状，定向分布。副矿物主要为

不透明矿物、磷灰石等。对辉长岩分别进行 SHRIMP
锆石 U-Pb定年和地球化学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锆石 U-Pb年代学

锆石 CL 图像几乎都显示出典型的岩浆生长振

荡环带与韵律结构。锆石晶型完好，颜色较浅，呈

透明或半透明钝圆形或者不规则状，锆石粒度变化

范围为 50~150 μm。对 16颗锆石进行 U-Pb 定年，

获得 16组数据和对应的锆石年龄，锆石的 Th/U值

均大于 0.4，显示岩浆锆石成因特点。测点 6.1打到

了锆石增生边上，导致年龄偏小。剔除测点 6.1，
其余 15 数据点均位于谐和线上或附近，且年龄值

比较集中 (图 1)， 206Pb/238U 年龄加权平均值为

(910.6±4.7) Ma，MSWD＝0.91。该年龄代表辉长岩

的形成时代。

2.2 地球化学

辉长岩无明显 Zr–Hf异常，排除地壳物质混染

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大陆地壳亏损 Nb、Ta元素，

富集 Zr、Hf 等元素。在微量元素 Ta/La–La/Sm 和

Th/Ta–Nb/La 图解中，辉长岩表现出分离结晶(FC)
作用趋势，而不是分离结晶混染作用(AFC)。辉长

岩MgO、Ni和 Cr含量较低，说明存在橄榄石和辉

石的分离结晶。Eu 负异常不明显，说明斜长石的分

离结晶作用较弱。原始地幔微量元素蛛网图中，辉

长岩具有明显的 Nb、Ta及 Ti负异常，与岛弧玄武

岩微量元素配分模式相一致(图 2)。另外，辉长岩具

有高Ba/Th (165~1326), U/Th (0.27~0.54)以及Ba/Nb
(111~456)值，富集 LILE 和 LREE，亏损 HFSE，进

一步说明辉长岩来源于俯冲带之上富水的岩石圈

地幔楔，并遭受到来自俯冲板片的流体/熔体的交代

变质。在 Hf/3–Th–Ta和 Nb*2–Zr/4–Y判别图解中，

辉长岩样品全部落入岛弧玄武岩范围。综上，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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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侵入盐边群的辉长岩是与板块俯冲相关的岛

弧岩浆岩。

3 地质意义

扬子陆块新元古代早期岩浆岩的成因及构造

背景长期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新元古代

(860~740 Ma)岩浆活动与地幔柱活动有关，代表了

Rodinia 超大陆的裂解(Zhu Weiguang et al., 2016)。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上述岩浆岩具有岛弧岩浆活动

特征，形成于洋-陆俯冲背景，扬子西南缘存在一

个长期活动的岛弧带，代表了板块的持续俯冲作用

(Zhou Meifu et al., 2006)。根据本文获得的年代学

及地球化学结果，同时结合前人成果，笔者认为扬

子陆块西南缘新元古代时期(1000~740 Ma)存在持

续的板块俯冲作用，并非前人所认为的地幔柱活

动。

图 1辉长岩锆石 U–Pb谐和图及代表性锆石 CL图

图 2辉长岩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图和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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