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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堆城钥矿区两类不同花岗岩的关系

及其成因的研究

孙晓明 刘孝善

(南京人学地质 系 )

提要 本文证实 J’金堆 城钥矿区存在两种不同类型花岗岩
,

上地壳 太华群和熊 耳群的 靛熔形成老 牛

山
、

水仙 台等改造 型花岗岩体
.

而 下地壳 及 上地鳗分熔 形成 金堆 城等与钥矿有关的同熔 型花岗斑 岩
,

两类

花 岗岩 钧 成因上没有直接联系
_

此外还探 讨 了东秦岭八型俯冲 与本区花岗岩成因的联系

关键词 花岗岩 改造型 同熔 型 A 型俯 冲 陕西

一
、

区域地质概述

陕西金堆城斑岩相矿
,

位于华北地台西南缘中元古代褶皱带 区中出露的地 层主 要是 太

古界太华群
{

Ar th ) 及中元古界熊耳群
( Pt

, x l ) 太华群的主要岩性为各种片麻岩
、

混

合岩及大理岩
、

变粒岩等组成 熊耳群岩性为磨 中基性为主的火山熔岩
。

本区出露有一系

歹憔山期的花岗岩从及与钥矿有关的小型花岗斑岩岩株
(见图 1 )

。

现择要概述 如下
:

( 1 ) 老牛山岩体
:

为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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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二

一

万万
_ 一

草 ; 丁

十 + 、一尸 + 十

入几h /
+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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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礴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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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芍石 家湾

鲁家沟

十

�粉

一大型花岗岩基
.

出露面积

达4 4 () K m “ ,

为一复式岩体
,

可分为四期
:

第一期为角闪

二长岩
,

岩株状
.

由更长石
、

微斜长石
、

角闪石及透辉石

组成
,

占总面积的 6 %
;

第

二期为黑云母闪长 花岗岩
,

是该岩体的主体
.

占总面积

的 8 , %
.

可分 为中心相及边

缘相
二

中心相为似斑状结构
, ·

斑晶 主要是自形的钾长石
.

老牛山 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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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金堆城钥矿区中酸性岩体分布图

最大 , . r达到 6
.

3 x 竺 C m Z ,

肉红色
.

凸出于岩体表面
:

边缘相为中粗粒结构
;

第三期 为黑云角闪二长岩及 角闪二长花岗

岩
,

岩株状
,

仅占到总面积的 5 /
. :

第四期为局部可见的二长斑岩脉
_

戈 2 ) 水仙台岩体
:

为老牛山岩体向南突出的部分
.

出露面积是 ]
.

2 k m Z ,

肉红 色
,

中

粗粒似 斑状结构
.

斑配
l
为钾长石和石英

.

钾长石上要是条纹 长石
.

亦出现微斜 长石化
: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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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堆城岩体
:

为‘J金堆城 钥 汀 有 关的

花岗姗幸体
,

出露面积 却 )
.

()6 k l记
.

肉红色
.

钾

化强烈
.

岩体在地 下为北觅南写
子

.

北西延介!,
(

见

图 3 )
_

斑解
1

1 要为钾 长石及了, 英 钾长了, 自形

性极好 局部欠有灰自色黑云 I于花岗岩 边部常

见响细晶岩壳及角砾岩
.

带
(见图 竺 ’

以 ) 石家湾岩体
:

为黑云二 长了创封斑岩
.

出露0
.

()6 k m “
,

斑晶由钾长石及斜 长石组成

黑云母一般为株色
.

, J「达到 5
: 「

( 5 ) 兽家沟岩体
:

为二长了日封斑岩
,

出露

0
.

肠 k m Z ,

圣二要由钾长石
、

石英
、

更长石 及 少

量黑云毋组成

( 6 ) 碌睛沟岩体
:

为碱性长石花岗斑岩
.

图 2 日 8 8 m 平台金堆城岩体与熊耳群

接触关系素描图

图例 区犷{

〔工〕

藕
岩带 口互〕钾 长

石 石英脉

石 英脉

出露 ()
.

()9 6 k l。 ’ ,

泥化强烈
。

主要由钾

长石及石英组成
。

老牛山及水仙台

等花岗岩体与金堆城
、

石家湾鲁 家沟及碌礴

沟等与钥矿有关的小

型花岩斑岩之间的关

系问题
,

一直是本区

长期争论的问题
。

主

要观点有
: ( l )

,

1 4 12 11) 8

图 3 金堆城岩体等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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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都是由硅铝质上也觉物质贡熔作用而形成的
( 唐尚文

.

】t)8
‘

4 ) ;

大岩体为地壳 重熔形成
,

itlJ 一系夕lJ了日封斑岩均 为具派生体
( 聂风军

,

(
‘
)

19只2

‘, 6 4 m

困]
断 层

.

认为老牛山等

‘ :弓 )
,

认为

老牛山岩体为上地壳 重熔形成
,

而斑岩体则 为下地壳 某种与地慢有联系的岩 石乡蹄 itl] 成 (卢

欣祥)

二
、

两类岩体的关系及主要证据

笔者经过多i耀予外考察及人最室内测试工作
,

认为本区花岗岩
, ,

f按徐克勤教授的花岗岩

分类而分别划/
、

改造型及同熔 型侧封岩类 老牛山等人型了扫封岩体 为改造型
,

l衍与钥矿有关

的才翻创斑岩则为同熔 型
.

它们在成因上没有直接的联系 我们的 i 要证据是
:

( 1) 二类花岗岩空间上不相连 一部分沂者认为花岗斑岩是老牛山岩从的派生分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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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上应相连
,

但

最近研究否定了此说
。

陕西地质六队五分队

八二年于金堆城岩体

与水仙台岩体之间的

燕门凹断裂」墩明打了

两个深钻
,

孔深都大

于so o tn
,

其中Z K

9 1孔只在浅部4 3
.

7 m

~ 49
.

7 8 m
、

5 4
.

6 7 m

~ 5 5 m
、

7 6
.

6 4 m ~

了7
.

2 3 m 见到三条花

岗斑岩脉
,

其余全部

是熊耳群安山岩
。

32 5
-

一

藏篡翻磐翼
图

线
匣互〕

断层

Z K 92 孔中未见到筑咪爹脉
,

全

部是熊耳群安山岩
。

习彩L均

未见到老牛山岩体
。

且据计算
,

燕门凹断裂最大垂直 断距是

62 m
,

最大水平断距是26
.

2 m
,

因而现有深钻资料完全可以证

明金堆城岩体与老牛山岩体无

空间上的联系 L
。

金维城钥矿

区一系列资料也证明了刽佳城

岩体在北部逐渐翘起
,

由集门

凹断裂附近断失 (见图 4 )
。

另外
,

金堆城铝矿与花岗斑岩
.

紧密共生
,

品位从岩
.

体向目端
逐渐下降

,

在燕门凹断裂附近

此铝矿品位陡然下降
,

亦表明

金堆城岩体在此处断失 (见图
,

5 )
。

其它斑岩体亦未见有与

老牛山岩体空间上的联系
。

压扭断层及编号

) 0
.

1%

M O : O 肠 一0
.

! %

图 5 金堆城钳矿北部品位变

M O : 0
.

03 ⋯ 0
.

06 %

面图

四口厕画黯

《l )
,

陕西地质六队五分队
,

1983
.

7. 陕西省华县金堆 城矿床燕门凹断裂北盘铝矿远景探索及西川铂矿点

i利 r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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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两类花岗岩岩体在副矿物组合特征上有明显区别 ⋯斜佳城岩体中副矿物组合简单
,

主要是萤石
、

黄铁矿
、

辉钥矿
,

副矿物总量甚高
, , :

l达到2 5 7:1 2
.

5 !g T
,

ljJ’见有铬铁矿
。

另

外
,

在金堆城岩体顶部岩枝中人工币砂测得有 6
.

()2 g T 的格尖品石
,

止喘枝宽 5 一 1() , n ,

位

于矿区第 7 纵剖面和第 \横剖面交叉处
。

围岩为黑云钠长角岩 3 表明该岩体与上地慢有一

定成因联系
。

同时因为其来源较深
.

故放射性 兀素及稀 上兀素矿物极少 (见表 l )

老牛山岩体副矿物组成极为熨杂
,

副矿物总量相对较低
,

为16 3 2
.

川 g T 到 1
一

‘3 72
.

12 g T,

远低于金堆城花岗斑岩体
。

副矿物 以磁铁矿
、

朴肖石
、

磷灰石
、

绿帘石为
_

仁
.

出现石榴石
、

刚玉

等高铝矿物
,

出现富 r h 及轻稀 七 L Z
、

Ce 等的褐帘 石
、

富轻稀 一 L 。
、

C c 等的独居石
,

出现

富Y及 u 等的黑稀金矿
,

出现钨的独立矿物白钨矿
.

出J赌f卜 及U 的独立矿物针石及锐 钦 铀

矿等 另外
,

富稀土元素及放射性元素T h 和 U 的错石较 金堆城斑岩休 为高
,

比常因其 中放

射性元素含量而出现曲晶石化
,

因而老牛山岩体中曲品石较多

( 3 ) 稀土元素组成特征有一系列差别 百对住城地区花岗岩 }){1 为一系列后期风化蚀变作

用
,

某种程度上使原岩泊勺稀土元素组成发生 了变化
,

表现为c c 出现 J’人小不等的负异常、见

表 2 )
、 、

D
.

H
.

M 奥文德顿等对蚀变花岗岩的研究表明
:

钾化 ! ,
!

’

以引起除E “ 以外的所有稀 上

元素的亏损
,

绢云母化可使岩石 E u
负剔衬明显地加强 泥化

,

别特是高岭 上化 日J’以 万 损轻稀 土 7

蚀变作用使花岗岩之间的对比更加困难
,

但还是
; lf见到下列区别

:

大岩体较花岗斑岩乏 R I二E

稍高
,

乏 c c 乏I 较低
,

己E u
值稍低

,

说明花岗斑岩更富集轻稀土 (见图 6
、

图 7 ) 至 J
屯

刽佳城岩体6 E u 谊偏低
,

笔者认为
,lJ

一

能是强烈的绢云母化导致的
_

( 4 ) 两类岩体在微量元素组成及含量上存在一 系列区别 老牛山等人宕体相对富有Li
、

Be 及 sr 等元素
,

而花岗斑岩则以 C o
、

N ,
、

Cr
、

c u
、

M O 较富
,

分别 与典烈改造型及同熔 型

花岗岩相当 (见表 3 )
,

但亦有一些规律在本区不适用

( 5 ) 两类岩体 在产状及时代上有明显区别
。

老牛山岩体为多期多阶段的址式岩
.

休
,

以

早到晚可分为四期
,

相互穿插
,

各期矿物组成及结构构造有明显的区别 J七j彭象与熊 耳群 1川

岩及太华群往往为混合岩过渡
,

常见有地层的残留体
,

如片麻岩 等 其形成时代较长
,

人部

分年龄值 叙燕山期
,

ffl] 如8 4 m
.

y
.

(本文 K 一人 , 法 ) : 12 8 m
.

y
.

1另8 m
.

v ‘二扫L

部黑云母K 一 Ar 法 ) ; 181
.

1 m
.

y
、

1 99
.

7 m
.

y (西北地研所角闪石K 一Ar 法 )
等

亦有一些属于印支期及海西期的年令
.

例如3 2 4 m
.

y (黄建军 R b 一 s r 法 ) :

即 1 m
.

、
,

(唐尚文 R b es
es

s r 法 )
:

可见从海西期开始
,

老牛山岩体即开始形成
_

而同熔型了日封斑宕
.

一

般岩相较为单一
,

只有后期岩脉穿插
,

与围岩为明显侵 / 、

接触关系
,

形成时代多幼燕山期

( 6 ) 岩体成岩温度上有明显区别
。

H
.

D
.

N
a t han 等 19 7 8年提出 了用喷 发岩 阳离 f

·

含量计算其结晶温度的方法
,

他们认为各种矿物结晶温度为岩浆成分的函数
:

T = ao + a
产1 3“ 、 a

J
: “+ a ,

民
‘ + a ;

Fe
’‘ + a 、

M g
, ‘ + a 。C a Z‘ + a : N a + + a ,

K + + a ,

In ll

+ a ,。

产l (N a + K ) ( e )

其中Al 努 等为阳离子分数 (以阳离子总数为 ! i十) ao 到 日 l。

为常数 日值对石英为 ()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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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98 02 : 水仙台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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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长石是 11 一 汀丙不万二下
护

丙了万又盯了3
;

溯
长石来说 11 一沪r 不丽3下下歹二又

此法亦适用于浅成岩
。

分别计算了同熔型花岗岩结晶温度
,

一般都是 10 0 0 ℃ 以上 (见表 4 )
。

金堆城岩体熔融包裹体测温为9 00 一 1 0 5 0 ℃ (据任海波)
,

斜长石斑晶形成温度为9 00 ℃
,

同熔花岗岩矿物结晶温度表 ( C ) 表 4

一一一

}}} 矿 物物
lllll

金金堆城城 10 5 1
.

555 }}} }}}

}}}}}}} 8 9 8
·

555 } 10 6 444

}}}}}}}}}}}
石石家湾湾 94 222 】】 }}}

}}}}}}} 10 2 999 } 10 6 5
.

555

}}}}}}}}}}}

碌 礴沟 } It)4 6 } 10 6 9 } 一0 0 4

而老牛山岩体形成温度只有5 00 C (据聂

凤军 )
。

表现在矿物组合上
,

斑岩体中出

现的钾长石多为正长石及低微长石
,

有序

度及三弓料度均低
,

石英出王则溶蚀结构及高

温六方结构 (见照片 1
、

2
、

3
、

4 )
。

而老牛山岩体钾长石均为惚冻斗长石
,

有序

度及三斜度都很高
。

另外黑云母中 T 10
2

含量随其结晶温度的升高而升高
,

金堆城岩体为2
.

84 %
,

石家湾为2
·

73
。、

,

老牛山中心相及

过渡相分别是 2
.

29 叭
)

和 2
.

14 叭
, ,

亦表明斑岩 形成温度高于大型茬琳i岩体
。

(7) 同位素组成特征存在差别
。

总起来说
,

斑 岩体 ( “

飞
: ,

洲咭: )
。

低于花封岩 基
。

石家湾岩体为0
.

7 u 9 3士 2 (本文用磷灰石测得) ; 金堆圳岸爹体为 0
.

7 075 一 0
.

7 1 3 , 5 少 ;

老牛山

岩体为0
.

70 9 1士 2 (本文用磷灰石测得) 到。
.

71 2 汤毛
。

金堆 城斑岩体 剐
8
0 为十 8

.

55 一 + 1 0
.

28
“。。,

其顶部皱纹岩为十 7
.

49
0 00 ;

石家湾岩体为

+ 1 0
.

6 1 %
。

.

基本属于同熔型花岗岩范围
。

因而
,

笔者认 为本区存在两类不同类型的花岗岩
。

三
、

花岗岩形成过程的稀土元素模拟

笔者分别用老牛山岩体中心相及金炎仁城花岗斑岩作为改造型及同熔 型花岗岩的代表
,

采

用 稀 土 元 素定量模拟了其各自的形成过程
。

微量元素在岩浆中行为的定量模拟是近年发展

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
,

各种模式甚多
,

本文对源岩部乡封溶融采用D
.

M
.

S ha w 给出的平衡

部分熔融模式
,

而结晶作用考虑到花岗岩岩浆粘性较大
,

分离结晶作用不现实
,

故采用平衡

结晶作用模式
。

考虑到篇幅
,

具体计算过程从略
。

对老牛山岩体来说
,

区测资料表明其源岩 由20 %的熊耳群安山岩及80
0
6的太华群地层组

成
。

这些源岩经4() 卜
.

部币洲溶融形成的花岗岩浆
,

再有70 %经过平衡结晶作用所产生的模拟花

岗岩稀土元素组成与老牛山岩体中心相基本吻合 (见表 5 )
。

模拟花岗岩与老牛山岩体中心相稀土元素含量对比表 甲 P m )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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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原始地吸及残留地性中N i比值与地性熔融程度关系
(据 K a y

.

R
.

W
.

19 78 )

对剑佳城花岗斑岩而言
,

J枣中含

有一定量的铬铁矿及铬尖晶石
,

说明

其成因与上地慢有联系
。

据 K : y
.

R
.

w 等的研究
,

地慢物质经过部乡封容融

如果已知原始地慢中的N i 含量 so
,

亦知残留地慢中 N i 的浓度Cs
,

则即

可求得地慢的局部熔融程度 F 〔见图

8 )
。

桐柏大河蛇绿岩套 中纯橄榄岩

N i 含 量是 15 7 8PP m (据邓起
、

19 8 5 )
。

设此纯橄岩是东秦岭上地鳗分熔 残留

物
,

而玄武岩为其分熔产物
,

已知原

始地慢 N i 为1 so oPPm (刘英俊

19 8 4 )
,

则本区地慢乡划溶程度为4
.

5 %
,

即东秦岭地区原始地慢是 4
.

5 % 的玄

武岩及95
.

5 %的纯橄岩组成
,

据此可

得到原始地慢的岩石化学及稀土元素

含量 (见表 6 )
。

下地壳组成岩石采用陕西渔关东桐峪出露在太华群上部的角闪二辉麻粒岩
。

下地壳经过30 %部呀刊溶融产生的岩浆与上地慢 3 %乡封溶所产生的岩浆混合
,

经过90 %的平衡

东秦岭上地怪岩石化学及稀土元素含 t (%和 PP m ) 表6

555 10 ::: A l
,
0

,,
T 10

222
C 盆OOO M g ooo F e 2

0
333

F e OOO N 盔 2
000 K

2
000 M n OOO P

2
0

555

444 1
.

3 111 l
。

2 444 0
.

0 777 0
。

444 4 3
.

2 999 1
.

6 444 5
。

5333 0
。

777 0
.

1444 !!! 0
.

0 555
000000000000000000000

。

166666

CCC 亡亡 N ddd S mmm E uuu G ddd D yyy E uuu Y bbb L uuu

666
.

2666 3
。

7 777 0
。

8 222 0
。

222 0
.

6 333 0
.

6 222 0
.

333 ()
。

3 444 0
。

555

结晶所产生的模拟花岗岩与金堆城岩体稀土元素实测值基本吻合
,

惟模拟花岗岩 E u
值较高

(见表 7 ) ,

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余卜长石在部分熔融时
,

钠长石与钙长石发生分解
,

钙随地壳

模拟花岗岩及金堆城岩体稀土元素含t 对比表 《PPm ) 表 7

卜卜
弓

~
,,

C eee N ddd

⋯
s mmm E uuu G ddd D yyy E rrr Y bbb L UUU

资料来源源

体体~ ~
.

~~~~~~~~~~~~~
】】】】】】

金金堆城岩体体 3 8
。

6 888 15
。

7 888 3
,

3 333 0
.

5 111 2
。

7333 2
。

5 555 l
。

5 444 l
。

8 111 0
,

2 777 本文及 〔4
.

〕〕

模模拟花岗岩岩 3 4
.

5 888 17
.

2 555 3
.

6 8 111 1
。

8 111 2
。

7 888 2
。

6 111 l
。

2 888 l
。

3 555 0
.

1 11111

基性岩化而残留下来
,

钠长石则向熔体中迁移
,

N : ‘

及Ca
2+

麟斗长石中的配分系数分别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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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8
,

其离子半径分别是1
.

1诚和 1
.

2叭
,

E u Z·

在八次配位日寸离子荆圣为1
.

3 3入
,

与 c : ,
·

离子半径相近
,

配位数相同
,

电价相同
,

因而 E u Z‘ 亦 与 c : “舟 一起残留下来
,

事实上下断笼

中 Eu 为正异常
,

但在计算中
,

却认为钙长石与钠长石一起分熔
,

以至模拟花岗岩中钙长石

增加
,

引起 E u 2+ 升高
。

另外
,

金雄城岩体强烈的蚀变
,

尤其是绢云母化
,

可引起 E u 的亏损
。

因而
,

老牛山岩体主要是上地壳经过重熔形成的
,

而金堆城岩
.

体则是由下地壳及上地慢

经过分熔形成的
,

它们分别属于改造型及同熔型花岗岩
。

本区其它岩体均可分别以此二种方

式形成
,

惟其分熔程度或结晶程度有所区别
。

四
、

本区花岗岩成因的讨论

长期以来
,

人们都将斑岩体及一系列斑岩矿床的形成与板块俯 冲
,

主要是B 型俯冲联系

起来
,

此种联系对于解释 一系列环太平洋带的斑岩铜矿等斑岩
.

矿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但是

人们越来越发现
,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
,

斑岩体与斑岩 矿床的形成很难与B 型俯冲联系起来
,

例如北美地台西缘一些大型斑岩
.

钥矿
,

如宾根姆
、

克莱梅克斯等
,

其形成区距太平洋板块 超

过 10 0 0 k m
;

东秦岭铂矿带距太平洋板块大于 1 5 00 k m
,

且其走向为东西向
,

同时华北地台

与西南地台之间的古秦岭海早在海西扣沫即已封闭
。

这些现象迫使我们去寻求其它的解释
。

胡受奚教授曾多次明确指出
:

大陆内删勺碰撞及由此产生的A 型俯冲
,

可以较完满地解释这

些现象
。

东秦岭一系列地质现象表明A 型俯冲是客观存在的
。

例如
: ( l ) 东秦岭地亩毛厚度特别

大
,

一般大于40 k m
,

铝矿产出区则多数达到45 k m
,

其原因可能是大陆内部俯冲引起地层

缩短及重迭
。

( 2 ) 存在一系列大型深层
、

迭瓦式逆冲断裂带
,

一般由南部向北部逆 冲
,

老

地层常逆冲到新地层上 (据贾承造等
,

19 85
、

9 )
。

一系列古生物学
、

地层学
、

古地磁及矿床学方面的证据都表明
:

西南地台及华北地台分

别属于南方岗瓦纳大陆及北方劳亚大陆
,

它们在中元古代以前间隔很远
,

且中间为古大洋所

隔 (胡受奚
,

1 9 8 6 )
。

中元古代
,

海洋阪块 向华北地刽府冲
,

形成了华北地台南缘古老结晶

基底刀享达 3 k m 到 7 k m 的安山岩系一蕉耳群
。

一系列证据都表明熊耳群安山岩与北美

安第斯安山岩相似 (贾承造
,

198 4 )
。

此日
;

娜于冲带可能位于黑沟
—

栗川断裂一带
。

海洋板

块进一步俯冲形成了商丹断裂及栗川断裂之间的加里东褶皱带
。

据邓起等研究
:

本区加里东

早期为拉张环境
,

而晚期则为挤压环境
。

东秦岭地区在海西末期古秦岭 海消失
,

西 南 地 台

与华北地台相接
,

从而在二地台间形成对称分布的不同时代褶皱带 (见图 g )
。

但是板块俯

冲 并未停 止
,

只是由 B 型俯 冲演变 为A 型俯 冲
。

印度板块 对西藏板块的 由南 向 北偏东的

推动力可使得西南地台断续向华北地台俯 冲
。

海西期末开始
,

西南地台与华北地台之间的秦

岭地槽沉积物由于强匆姗压而缩短
、

褶皱进一步发展而发育一系列逆冲断层及推覆体构造
,

同时地壳物质可沿华北地台内部的软弱层面
,

例如康氏面等产生陆内A 型俯冲
.

由于物理化

学条件的改变逝毛物质发生重熔
,

其中K
、

Si
、

A 。
等组分 1升

,

对上地壳交代形成了本区改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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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东秦岭 不同时代褶皱带分布图
‘据邓起 、马8 5 -

花岗岩
,

例如老牛山岩体等
,

而残留部分发生从性岩

化
、

榴辉岩化
.

其比重升高
,

有利 于八型隋冲的进一

步发展
。

陕西华县到河南信阳一条深人犁状断裂系中

20 k m 处存在 3 k m 厚的低速层
,

即为证据之一
。

老牛

山岩体出现海西期年龄
,

说明本区A 型俯 冲在海西期

以前即发生
。

A 型俯冲的进一步发展
,

使得莫氏面之

间亦可发生入型俯冲
,

引起下地壳及上地慢分熔
,

形

成了本区同熔 型了扫句斑岩如金创鑫城等岩体
.

此种作用

以燕 山期最为强烈
。

因为没有水分加入
.

俯 冲在较干

的条件下进行一故乡洲溶程度较小
,

所以同熔型了日刘岩

没有同源火山岩
。

本区上地壳地层例如熊耳群及太华

群中
,

有大量中基性火山岩
,

因而由它们所形成的改造型花岗岩接近同熔型
,

又 由于本区地

壳厚度较大
,

故同熔型花岗岩浆 仁升过程中
,

有大量地贡笔物质加入
,

故接近于改造型了日简岩
。

因而本区两类花岗岩有时区别不太明显
,

且与华南典型改造型及同熔型花岗岩在某些方面有

一些区别
。

五
、

结 论

(
l)’ 一系列证据表明本区存在改造型及同熔 型两类衍封岩

。

太华群及熊耳群等 L地壳

地层重熔形成改造型花岗岩
,

而下地壳及上地慢的乡洲溶形成同熔型衍封斑岩
。

( 2 ) 大型花岗岩基与小型街封斑岩体之间没有直接的成因联系
.

二者不是同源产物
。

( 3 ) 本区海西末期开始的华北地台与西南地台之间的A 型俯冲产生了一系列燕山期花

冈石
。

本文成文过程中
,

得到了胡受奚教授的指点
,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主要参考文献

l ) 张 E 铭
,

19 83
、

l艺
、

陕西小秦岭 中酸性岩体地球化学和矿化特征探讨
.

《陕西地质》
,

! , 昭
,

v ol !
,

第
_

几期

t Z ) 陕西地矿局
.

1 , 8 3
,

《陕 西花岗岩》
,

陕西科技出版社

L 3 ) 薛祖雷
,

I马8 4
.

陕西金堆城地区含铂刁扫简岩类成因及成矿的讨论
,

《陕西地质》
,

第二卷
.

第二期

‘ 1 ) 南人地质 系
、

山 8 1
.

《华南不同时代花岗岩类及其与成矿 关系》
,

科学出版社

《 5 ) 沈福农
,

! 9 85
.

金堆 城钥矿成因兼 论深源热液成矿机制
,

地质与勘探
,

第六期

( 6 ) 周玉泉
,

l, 84
.

板块 构造的一种新型俯冲作用—
A 型俯冲作用

,

地质科技 动态
.

第六期

( 7 ) p
.

H e n d e rs o n
,

19 8 4
,

R a re e a r r h e lc m e n r s g e o e h e m 一s t ry
、

oc
v e lo p m e n t s 一n g e o eh e m 一s t r y 芝

·

4 3



第二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 8 ) Z e l 1
.

E
_

P亡re r m a n a n d O r l

th e 一r

:E 比d g e ,

b e a r in g

1 9 67
( 8 7S r 8 6 S r

r Z t 宜0 5 I n 50 1】】e e u g c o s y n c l一n a l

父d 一m e n 仁a r y

b e lt s
.

E a r rh

ro c k s a n d O n

a n d Pla n e r a r萝 s c ie n c e
le rr e rs

t h e o r 一g 一n o f g r a n lr 一c m a g m a , n o ro g e n lc

2 (19 6 7 ) PP 4 3 3 一 43 9
.

STU D Y

份

O N TH E RE L几TIO N SHIP

G R A N IT日 A N D THB R

BET W EEN

G B 门曰15

TW O D IFFER曰IT TYPES

IN

M O LY BD例UM M IN IN G A REA
,

SHA N X I

JlN D U . Clf N G

PR O V IN CE

S u n

石
a o m in 了 LI’u 爪

a o sha n

( D e Pa rt 沉邵 t o f G e o lo g y
,

N a 件 ji雌了 U 摊i . e r , i ty )

A bs tr a c t

Ir 15 su g g e s te d in rh拐

syn tcx ” 一 tyPe g r a n 此 c m

PaPc r t恤t r址re

r hC fa n , 。u s Jin

se d on t址 st u d y o f a ccc sso
ry

R E E q u a n r it at iv e a n afo g
.

T hC

m in e r als

are .
n sfo r

ma
r io n

4 yPc g ra n ite a n d

d u i血
n g 助ly bd e n u m m in in g a re a b a -

, sr a bk isot
o p e s ,

R E E d is r r ib u r沁n a n d

t ra n sfo r

ma
r
ion

一 t yPe g r a n it es

re

吠k in g

犷 15 一t yPe

T a ihu a a n d X IO n 旷r g ro u Ps in t址

g r a n it es are fo r

衅d by

d ir ect

Pa rt ia l me k in g

u PPc r

of t址

CrU S t

Zre f o r

mc d by

,

b u r t址 syn te-of

u PPe r

fo 、v e r

o lit h

c r u sr
.

劝℃re ar e
n 0 ge

n e t ic re la r io n s bc t
忧

c n la rg e

m a n tlC

gr 句 lte

a n d

一a t卜

a n d s

ma ll Po rp hyr y s roc k s
.

G r a n ir e s o f rhis a r e a

are asc r ib ed to

a n d N b rt h一 C hi n a

A 一ryPe su bd u c t io n
妞目 V e n 】心n t

Y a n sha n ia n Pe r沁d in

bet 、v e e n t址 阮
u th

一

场忱‘ p lat fo r m

Pla r
fo

r m
.

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