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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赣中山庄花岗岩岩体位于钦杭成矿带的南侧，岩性上包括二长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本文对岩体北部的二长花
岗岩开展了年代学、地球化学及同位素研究以约束该岩体的形成时代、岩石成因及成岩构造背景。锆石ＣＬ图像、Ｔｈ／Ｕ比值，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４７２１７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６００４０１）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张建岭，男，１９８５年，博士生，构造地质专业，Ｅｍａｉｌ：８５４１３０３８６＠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许德如，男，１９６６年，研究员，构造地质专业，Ｅｍａｉｌ：ｘｕｄｅｒｕ＠ｇｉｇ．ａｃ．ｃｎ



以及（Ｓｍ／Ｌａ）ＮＬａ和Ｃｅ／Ｃｅ（Ｓｍ／Ｌａ）Ｎ图解均表明，二长花岗岩所有锆石晶体为岩浆成因；其中第一组锆石加权平均年龄为
４２０～４１９Ｍａ，代表了岩浆结晶年龄。该花岗岩ＳｉＯ２含量为７１４８％ ～６６２０％、Ｋ２Ｏ／Ｎａ２Ｏ值为１２４～０９９、Ａ／ＣＮＫ＞１１；结
合白云母和石榴石的出现、ＡＣＦ图解、ＲｂＴｈ、ＲｂＹ的负相关性，山庄二长花岗岩属高钾钙碱性强过铝质Ｓ型花岗岩。同时，该
岩石亏损大离子亲石元素Ｂａ和Ｓｒ以及高场强元素Ｎｂ和Ｔａ，说明系壳源物质部分熔融的产物。ＣａＯ／Ｎａ２Ｏ值（０１４～００７）、

Ｒｂ／Ｓｒ值（８２７～３８３）、Ｒｂ／Ｂａ值（１４８～０８２）、ＦｅＯＴ＋ＭｇＯ＋ＴｉＯ２含量（２４～１８）和二阶段 Ｎｄ模式年龄（ｔ２ＤＭ ＝２０３１～
１９７１Ｍａ）进一步说明二长花岗岩的源岩是古元古代的富粘土的泥质岩。锆石的饱和温度和Ｔｉ温度计计算结果表明二长花岗
岩岩浆形成温度为７２２～７２０℃，黑云母的全铝温度计则反映其形成压力为３２１～２７１ｋｂａｒ。结合花岗岩构造环境判别图以及
华南大地构造演化特征，山庄花岗岩岩体可能是在后碰撞环境下由古元古代富粘土泥质岩于低温低压条件下部分融熔的

结果。

关键词　　山庄花岗岩；锆石ＵＰｂ年龄；地球化学和ＳｒＮｄ同位素；后碰撞；江西中部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５８８１２１；Ｐ５９７３

　　随着研究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期把过去
认为是华南成矿区的钦杭结合带单列为华南一个最重要的

多金属成矿带来研究。目前钦杭结合带已成为华南最重要

的多金属成矿带。前人对华南及钦杭成矿带的构造演化作

了很多工作，包括加里东期的构造热事件，但是对加里东造
山事件的性质仍未有统一认识（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Ｘ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Ｌｉ，１９９８），争论的焦点是：华南加里东造山
带是陆内造山，还是与大洋（古华南洋？）演化事件有关。许

多学者通过沉积学研究，认为扬子和华夏两个独立板块被古

华南洋分隔，在１０００Ｍａ左右的晋宁运动Ⅰ幕时，华南洋向两
板块俯冲，在扬子板块东南缘形成褶皱带和在华夏古陆北缘

形成沟弧盆体系；在８８０～８５０Ｍａ的晋宁运动Ⅱ幕时，两板块
间的古华南洋在扬子陆块东段消失，向西南散开的华南残洋

的中西段在后期的构造运动中不断碰撞关闭，直至加里东
期（陈洪德等，２００６；尹福光等，２００１；殷鸿福等，１９９９）。
何卫红等（２０１４，及文内参考文献）在钦杭结合带中发现
ＴＴＧ岩套及蛇绿岩套，岛弧和洋底性质的火山岩（６６７～
２５４Ｍａ），同时结合扬子与华夏两板块的岩相古地理，共同证
实了华南洋的存在和华夏与扬子两板块在早古生代末发生

碰撞，华南洋消失的事实。不过，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李聪等（２０１０）、舒良树（２００６，２０１２）、舒良树等（２００８）、张芳
荣等（２００９）、Ｆａｕ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王淼
和舒良树（２００７）认为随着 Ｒｏｄｉｎｉａ超大陆的裂解，扬子板块
与华夏板块发生分离，形成陆内裂谷盆地；到加里东时期，扬

子与华夏板块的结合部位发生碰撞造山运动，其时间大致在

４６０～４１５Ｍａ之间（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上述看似矛盾的观点，实际并不矛盾。华南加里东造山

与大洋事件有关的观点探讨了扬子板块和华夏板块在元古

代碰撞的不完全性和不均匀性，导致古华南洋在加里东期的

残存；而华南加里东造山属陆内性质的观点是在没有讨论扬

子板块与华夏板块碰撞的不均一性的基础上认为始终不存

在古华南洋而得出的结论。

花岗岩的成因与大地构造背景关系密切，其地球化学特

征不仅示踪岩浆作用过程，也能广泛用于地球动力学背景

（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１９９８；Ｆｉｎｇ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７）。早古生代时，大量的

花岗岩在华南发育，时代为４６５～４３０Ｍａ，大部分是 Ｓ型或壳
源花岗岩，少部分是 Ｉ型或壳幔混合型花岗岩，这些花岗岩
均是板内或后碰撞环境下形成的（叶鸣等，２０１５；熊松泉等，
２０１５；张乔，２０１５；崔圆圆，２０１４；熊昌利等，２０１２）。

江西中部（简称“赣中”）山庄花岗岩岩体位于钦杭成矿

带的南侧，对其成因和成岩地质背景的研究有助于判定华南

加里东造山事件的性质。近年来对山庄花岗岩的岩石学、地

球化学和同位素年代学方面的研究有了初步进展。江西省

地质矿产局（１９８４）镜下鉴定山庄花岗岩为黑云斜长花岗岩；
舒良树等（２０００）作了山庄花岗岩体的ＮｄＳｒ同位素研究；楼
法生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分别作了山庄花岗岩地球化学、单颗粒
锆石ＵＰｂ定年（ＴＩＭＳ）分析；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作了山庄花
岗岩的锆石ＵＰｂ定年分析（ＬＡ／ＳＩＭＳ）。前人对山庄花岗岩
体的岩性与年龄分析并没有统一，且对山庄花岗岩源岩的地

质特征及其成岩背景研究较薄弱。为解决这些问题、并为阐

明华南加里东造山事件性质提供进一步依据，本文开展了山

庄岩体锆石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定年、元素地球化学和ＳｒＮｄ同
位素的分析。

１　区域地质概况

赣中山庄花岗岩岩体位于华夏地块和扬子地块碰撞缝

合带，即钦杭成矿带南侧的华南加里东褶皱带中段，武功山
北武夷复背斜西段（余志庆等，１９８９）。

区内构造较为发育，山庄花岗岩岩体主要被北部的广

丰萍乡深大断裂及南部的神山大断裂围限，其东部为神山
倒转背斜，西部为穹窿构造（图 １）（江西省地质矿产局，
１９８４）。地层由西部的震旦系和寒武系向东逐渐过渡为中元
古界神山群（Ｐｔ２ｓｓ）和青白口系潭头群（Ｑｂｔ）及南华系杨家桥
群（Ｎｈｙ），上述各地层均遭受了了中浅变质，其中杨家桥群
下坊组是新余铁矿的赋矿层位；围限山庄花岗岩岩体的断裂

外围的地层主要为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多分布在安福和

萍乡盆地（江西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８４）。区内经历了多期次
的构造事件，其岩浆活动也相当发育。形成的岩体主要加里

东期的山庄花岗岩、张家坊和武功山花岗岩，燕山期的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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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山庄花岗岩区域地质图（ａ，据杨明桂等，２００９；ｂ，据楼法生等，２００５修改）
（１）４５７±３Ｍａ（锆石ＵＰｂＬＡ，楼法生等，２００５）；（２）４２４±３Ｍａ（锆石ＵＰｂＬＡ／ＳＩＭＳ，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３）４１１Ｍａ；４６１±２Ｍａ（全岩Ｒｂ

Ｓｒ，汤加富等，１９９１；锆石ＵＰｂＬＡ，楼法生等，２００５）；Ｑ第四系冲积层；Ｅ古近系红层；Ｋ２上白垩统红层；Ｔ３Ｊ１上叠统下侏罗统碎屑岩；

Ｔ１Ｃ下三叠统沉积岩石炭系；ＰＣ二叠系石炭系碳酸盐；ＺＰｚ１变质变形的震旦系下古生界岩石；Ｐｔ２中元古界神山群板岩、千枚岩、片

岩；γ５燕山期花岗岩；γ３加里东期花岗岩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ｐｌｕｔｏｎ（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Ｌｏ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
（１）４５７±３Ｍａ（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ＬＡ，ａｆｔｅｒＬ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２）４２４±３Ｍａ（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ＬＡ／ＳＩＭＳ，ａｆｔｅｒ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３）４１１Ｍａ；４６１±
２Ｍａ（ｗｈｏｌｅｒｏｃｋＲｂＳｒ，ａｆｔｅｒ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ＬＡ，ａｆｔｅｒＬ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ｒｅｄｂｅｄ；
Ｋ２Ｕｐｐ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ｒｅｄｂｅｄ；Ｔ３Ｊ１Ｕｐｐ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ｔｏＬｏｗｅ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ｃｌａｓ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Ｔ１ＣＬｏｗ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ｔｏ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ｏｃｋｓ；ＰＣ
Ｐｅｒｍｉａｎｔｏ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ＺＰｚ１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ｅｄＳｉｎｉａｎＬｏｗｅ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ｒｏｃｋｓ；Ｐｔ２Ｓｌａｔｅ，ｐｈｙｌｌｉｔｅａｎｄｓｃｈｉｓｔｏｆＳｈｅｎｓｈａｎ
Ｇｒｏｕｐ，γ５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γ３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

青龙山、明月山、温汤、雅山、山庄和松山花岗岩岩体等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楼法生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５；江西省地质矿
产局，１９８４）（图１）。

２　岩体地质与岩相学特征

山庄花岗岩体总体呈南北向延伸，呈椭圆形和反“σ”形
分布于武功山岩体和新余铁矿之间（图１），面积达１２０ｋｍ２

（江西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８４），与张家坊和武功山岩体一起构

成近东西向的加里东期岩浆岩带。山庄花岗岩体侵入到震

旦系、寒武系地层中，并被上泥盆统覆盖，后又被燕山期花岗

岩侵入。岩体有轻度蚀变，北部岩性为二长花岗岩（系本文

厘定），南部岩性为花岗闪长岩（楼生法等，２００２）。岩体北
南部的岩性接触关系因露头差暂未确定。在岩体南部的边

缘部位，花岗闪长岩内可见大小为５０～１８０ｃｍ闪长岩包体，
主要由斜长石和角闪石等矿物组成（楼法生等，２００２）。

岩体北部岩性呈中粒等粒结构，块状构造，局部见似斑

状结构。成岩矿物主要为石英（２８％ ～２５％）、钾长石（２５％

３４６１张建岭等：赣中山庄二长花岗岩的成因与构造背景：岩石学、地球化学及锆石ＵＰｂ年代学证据



图２　山庄二长花岗岩显微照片
（ａｃ）为正交偏光图；（ｄ）左为单偏光图、右为正交偏光图Ｐｌ斜长石；Ｋｆｓ钾长石；Ｑｔｚ石英；Ｍｕｓ白云母；Ｅｐ绿帘石；Ｇｒｔ石榴石

Ｆｉｇ２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
（ａｃ）ｉｍａｇｅｓｕｎｄｅｒＣＰＬ；（ｄ）ｌｅｆｔｉｍ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ＰＰＬ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ｉｍ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ＣＰＬＰｌ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Ｋｆｓ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Ｑｔｚｑｕａｒｔｚ；Ｍｕｓ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Ｅｐ
ｅｐｉｄｏｔｅ；Ｇｒｔｇａｒｎｅｔ

～２０％）、斜长石（３５％ ～３０％）、白云母（８％ ～６％）、黑云母
（２％ ～１％）；副矿物有锆石、石榴石、帘石、磁铁矿等，含量
＜１％，岩性定名为二长花岗岩（图２）。其中斜长石呈自形
晶半自形晶，板柱状、聚片双晶发育，局部见少量绿泥石化；
钾长石半自形晶他形，见格子双晶，局部粘土化；石英呈他
形，云母呈片状；帘石和石榴石均具中等晶形，但帘石含量少

于石榴石。

岩体南部岩性呈斑状、眼球状结构，造岩矿物主要为中

长石、黑云母、石英和角闪石；副矿物为锆石、金红石、榍石及

磁铁矿等（楼法生等，２００２）。

３　样品采集及测试方法

样品采自山庄花岗岩岩体的中部向北部边界的过渡部

分，岩石整体新鲜。委托澳实分析检测（广州）有限公司对５
个样品进行了主量、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的分析。其中主量

元素使用ＸＲＦ法测试，所用仪器为荷兰 Ｐ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ＡｘｉｏｓＸ
荧光光谱仪，精度 ＜５％；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采用酸蚀法，
所用仪器为美国ＡｇｉｌｅｎｔＶｉｓｔａＩＣＰＭＳ，精度＜５％。

锆石ＵＰｂ定年的样品，先经人工破碎至８０～１２０目后，
再利用电磁选和重选方法富集锆石，然后在双目镜下挑选透

明、晶形完好的锆石颗粒，每个样品的锆石都保证在１００粒
以上。将上述锆石颗粒制成锆石靶，然后对其进行透、反射

照相和阴极发光（ＣＬ）成像，结合这些图像选择最佳锆石以
进行定年分析。

锆石定年测试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

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锆石的测定采用美国

Ｒｅｓｏｎｅｉｉｃｓ公司生产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５０激光剥蚀系统和
Ａｇｉｌｅｎｔ７５００ａ型的ＩＣＰＭＳ联机。激光所用斑束为３１μｍ，频
率为８Ｈｚ，以Ｈｅ作载气。测试中以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
院人工合成硅酸盐玻璃标准参考物质 ＮＩＳＴ６１０进行仪器最
佳化。本次实验采用标准锆石 ＴＥＭＯＲＡ（４１７Ｍａ）作为测年
外标，详细实验步骤见袁洪林等（２００３），数据处理采用
ＩＣＰＭＳＤａｔａＣａｌ８６，锆石年龄图采用 Ｉｓｏｐｌｏｔ３０程序，单个数
据点的误差为 １σ；加权平均的误差为 ２σ，具有 ９５％的可
信度。

本次所采样品的锆石见有少量磷灰石等包体。所测样

品采自岩体的过渡部位，附近有燕山期花岗岩，可能受到岩

浆期后或后期热液的影响，将ＵＰｂ同位素体系破坏，造成铅
丢失，致部分点谐和度比较低。因此，在分析过程中，将谐和

度低于 ９０％的点予以剔除（付王伟等，２０１４）；其中年龄
＜１Ｇａ的，则选用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年龄 ＞１Ｇａ的，则选用
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Ｇｒｉｆｆ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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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山庄二长花岗岩锆石阴极发光（ＣＬ）图像
Ｆｉｇ３　 ＣＬ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 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
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

ＳｒＮｄ同位素测试是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样品首先要用 ＨＦ＋
ＨＮＯ３混合溶液溶解，然后用专用离子交换技术进行分离。
同位素比值的测定是在 ＭｉｃｒｏｍａｓｓＩｓｏｐｒｏｂｅ型多型接收电感
耦合等离子质谱（ＭＣＩＣＰＭＳ）上完成的。８７Ｓｒ／８６Ｓｒ和１４３Ｎｄ／
１４４Ｎｄ比值分别用８６Ｓｒ／８８Ｓｒ＝０１１９４和１４６Ｎｄ／１４４Ｎｄ＝０７２１９
校正，详细的方法见韦刚健等（２００２）和梁细荣等（２００３）。
实验室测定的国际Ｓｒ同位素标准ＮＢＳ９８７的８７Ｓｒ／８６Ｓｒ比值为
０７１０２４３±１４（２σ），日本 Ｎｄ同位素标准 ＳｈｉｎＥｔｓｕ的
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比值为０５１２１２４±１１（２σ）。

４　测试结果

４１　锆石分析
４１１　锆石阴极发光（ＣＬ）特征

锆石ＣＬ图像不仅能够分辨锆石内部结构和构造，还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部的微量元素变化（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Ｈｏｓｋｉｎ，２００５；吴元保和郑永飞，２００４）。锆石的组构特征也
是分析点和锆石ＵＰｂ年龄解释的重要依据（钱烨等，２０１３；
吴元保和郑永飞，２００４）。根据核幔结构差异及有无振荡环
带，山庄花岗岩锆石ＣＬ图像可以分三组（图３ａ，ｂ）。第一组
为振荡环带清晰，基本没有黑边的锆石（图 ３ａ４，５，８，
２４、ｂ９，１３）；第二组为核部振荡环带清晰，边缘有厚度不等
黑边的锆石（图３ａ１４，１３、ｂ１０）；第三组为核部振荡环带发
育较差或无分带但ＣＬ强度较大，边缘有或无黑边的锆石（图
３ａ１８，１２、ｂ３）。其中前二组锆石为典型的岩浆锆石，第二
组的黑边可能为锆石结晶后遭受岩浆期后热液作用的结果；

第三组锆石其Ｔｈ／Ｕ值（见下文）均 ＞０１，所以其类型也是
岩浆锆石。

４１２　锆石微量元素地球化学
锆石微量元素如同锆石内部结构，也是判定锆石性质的

重要方法（Ｈｏｓｋｉｎ，２００５）。样品 Ｓｚｘ０３和 Ｓｚｘ０５的 Ｔｈ、Ｕ值
变化较大，分别为３９６×１０－６～７７×１０－６、１３０３×１０－６～９７×
１０－６和５４３×１０－６～５８×１０－６、１００８×１０－６～８８×１０－６，Ｔｈ／Ｕ

值分别为０９６～０１６和１７３～０１，平均值为０４３和０５４，
这些中高比值为岩浆锆石的特征。两样品的稀土元素（表

１）总量分别为２７７６×１０－６～７４０×１０－６和２６１４×１０－６～４４３
×１０－６，平均为１３９７×１０－６和１５１９×１０－６，二者近似。其球
粒陨石标准化图解显示两样品基本上为岩浆锆石特征（Ｚｈａｏ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图４ａ），图像显示两样品具有明显的正 Ｃｅ和
负Ｅｕ异常，个别点异常不明显；Ｃｅ低正异常主要受岩浆的
低氧逸度的影响，而Ｅｕ低负异常可能主要受斜长石结晶分
异和岩浆低氧逸度共同影响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样品
Ｓｚｘ０３的δＣｅ和δＥｕ为１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２，平均值为２６２、
０２；样品Ｓｚｘ０５的 δＣｅ和 δＥｕ为５７７～１５、０９～０１，平均
值为５６８、０２；它们接近或等于岩浆锆石 δＣｅ（３２～４９）
（Ｈｏｓｋｉｎ，２００５）和δＥｕ（＜１）（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在（Ｓｍ／Ｌａ）ＮＬａ图解（图４ｂ）中，Ｓｚｘ０３和 Ｓｚｘ０５两样品
点主体落在岩浆锆石范围内，少数落在岩浆锆石和热液锆石

的过渡区，说明少数点可能受到热液氧逸度的影响；在 Ｃｅ／
Ｃｅ（Ｓｍ／Ｌａ）Ｎ图解（图４ｃ）中，Ｓｚｘ０３主体落在岩浆锆石范
围下方，少数偏向热液锆石，而Ｓｚｘ０５主体落在岩浆锆石范围
内或附近，个别偏向热液锆石，Ｃｅ正异常的偏低可能是岩浆
热液氧逸度下降造成的（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Ｈｏｓｋｉｎ，２００５）。
所以，锆石微量元素特征说明Ｓｚｘ０３和Ｓｚｘ０５是岩浆锆石。
４１３　锆石ＵＰｂ年龄

本次分别测试了样品Ｓｚｘ０３、Ｓｚｘ０５的２８和１９个点（表
２），这些点都在谐和线上或附近（图５），表明这些锆石形成
后的ＵＰｂ同位素体系是封闭的。对比分析发现，根据年龄
集中程度，两样品可以分三组。第一组年龄为４３３～４０２Ｍａ
和４３５～３９４Ｍａ，比较集中且误差较小；第二组年龄为４６０～
４４３Ｍａ和４５４～４４０Ｍａ，年龄居中，分散且误差较大；第三组年
龄为１８００～７９５Ｍａ和２４７３～６０８Ｍａ，年龄最老，分散且误差
最大。

在计算锆石ＵＰｂ年龄时，剔除了信号谐和度 ＜９０％的
锆石。由于第二、三组年龄比较分散，没有参与锆石年龄计

算，仅把第一组的锆石 ＵＰｂ年龄作了加权，得出 Ｓｚｘ０３和
Ｓｚｘ０５的年龄分别为４１９±５Ｍａ和４２０±７Ｍａ（图５）。第一组
年龄代表了山庄二长花岗岩的主体结晶年龄，第二组可能代

表了岩体的早期侵入年龄，第三组则代表了在侵位过程中捕

获的围岩、震旦系及中古元古界等地层围岩的年龄。

４２　ＳｒＮｄ同位素

山庄花岗岩ＳｒＮｄ同位素测试结果见表３。山庄二长花
岗岩的（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值（０７０３１３６～０７１０８２４）相近，样品

Ｓｚｘ０３（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值不仅低于 Ｗｇ１３值，还低于球粒陨石值
（０７０４０２），与其Ｎｄ同位素值不协调。经分析，这种结果主
要与样品较高Ｒｂ／Ｓｒ比值和成岩年龄的微量偏差有关，不能
较好反映样品后期的蚀变作用（张芳荣等，２０１０）。Ｓｚｘ０５的
值较稳定，其（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值为 ０７１０８２４，与地壳的相应值
（＞０７１）相似，能够用来示踪花岗岩的物源特征。

５４６１张建岭等：赣中山庄二长花岗岩的成因与构造背景：岩石学、地球化学及锆石ＵＰｂ年代学证据



表１　山庄二长花岗岩锆石稀土元素含量（×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Ｅ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１０－６）

测点号 Ｌａ Ｃｅ Ｐｒ Ｎｄ Ｓｍ Ｅｕ Ｇｄ Ｔｂ Ｄｙ Ｈｏ Ｅｒ Ｔｍ Ｙｂ Ｌｕ Ｔｉ

Ｓｚｘ０３０１ ０１０ ５４４ ０１３ １７０ ３７３ ０４０ ２７０ １０４ １４３ ５７０ ２８０ ５７８ ５５９ １０７ ３０７

Ｓｚｘ０３０２ ０１４ ６６３ ０２３ ４０４ ７８４ １１４ ４６６ １６１ １９９ ７４０ ３３６ ６７１ ６３６ １１９ ６８９

Ｓｚｘ０３０３ ４９３ １７９ １７６ １１７ ７０９ ０６７ ３９０ １３５ １６８ ６５４ ３０７ ６２０ ５９２ １１２ １９５

Ｓｚｘ０３０４ ００４ ４００ ００７ １４６ ３０４ ０２８ ２００ ６８３ ８８３ ３４３ １６４ ３３８ ３３３ ６３６ ７９３

Ｓｚｘ０３０５ ００２ ３７３ ００７ １２７ ３４３ ０４１ ２０９ ７７６ ９５８ ３７２ １７０ ３５９ ３５３ ６６３ ７２６

Ｓｚｘ０３０６ ０５３ ５９８ ０６５ １００ ２１３ ８２３ ９９４ ３０６ ３０１ ８９０ ３５１ ６６３ ６１２ １０９ ５７６

Ｓｚｘ０３０７ ００８ ３３１ ０１３ １３５ ３６２ ０５１ ２３３ ８３５ １０８ ４１９ １９５ ４０９ ３９９ ７４９ ４００

Ｓｚｘ０３０８ ００１ ４８３ ０１０ １７３ ４２７ ０３５ ２７６ ９５４ １２１ ４８７ ２３１ ４８４ ４７４ ９０９ ９４４

Ｓｚｘ０３０９ ０１８ ４７１ ０１７ ２３０ ５６０ ０６２ ３７９ １４３ １９４ ７７５ ３７８ ８１７ ８０９ １５４ ６００

Ｓｚｘ０３１０ ０３８ ６２７ ０３５ ３９０ ７１３ １３０ ４６１ １８９ ２５８ １００ ４８６ １０２ １０１０ １８７ ４６０

Ｓｚｘ０３１１ ００４ ５０８ ０１５ ２６６ ６９１ ０９５ ３８７ １４１ １７６ ６６７ ３１４ ６３２ ６０７ １１３ １２０

Ｓｚｘ０３１２ ００１ １４５ ０１５ ２５７ ５３２ ０１０ ３５４ １２７ １５４ ５９６ ２５９ ５１６ ４２８ ８０７ １０４

Ｓｚｘ０３１３ ００２ ３２６ ０１２ ２１３ ４３３ ０４７ ２５９ ８６８ １０３ ３９３ １７２ ３５４ ３１６ ６５４ ８４７

Ｓｚｘ０３１４ ００５ ３３２ ０１５ ３１７ ６１０ ０５８ ３４３ １１３ １３４ ５０５ ２２０ ４４３ ３９８ ８１４ １００

Ｓｚｘ０３１５ ０６９ ８９６ ０５６ ３３５ ４５９ ０６６ ３１６ １３１ １７４ ７０３ ３２６ ６９０ ６２４ １２６ ３８４

Ｓｚｘ０３１６ ０２２ ３６９ ０３４ ３１７ ５４１ ０９５ ３１０ １０５ １２７ ４８０ ２１６ ４５５ ４１９ ８７９ ６８７

Ｓｚｘ０３１７ ０００ ４３７ ０１１ ２１４ ５２９ ０４６ ３１６ １０７ １２８ ５０３ ２２５ ４６８ ４２４ ８８６ ７７８

Ｓｚｘ０３１８ ００４ １９４ ００８ １８７ ４２１ １１７ ２３６ ７７０ ９０６ ３５５ １５９ ３２８ ３０１ ６３０ ６１０

Ｓｚｘ０３１９ ０９８ ７８７ １２６ ９４４ １１７ １６４ ５５０ ２００ ２４０ ８８７ ３９８ ８２７ ７５２ １５３ ５８４

Ｓｚｘ０３２０ ００４ ３７６ ０１０ １６４ ５８５ ０５１ ４６４ ２０１ ２７２ １１０ ５２６ １１４ １０６３ ２１７ ３８１

Ｓｚｘ０３２１ ０１４ ６３５ ０３６ ５８８ １０６ １１６ ６２２ ２０６ ２４７ ９２９ ４１２ ８３３ ７３９ １５１ １０１

Ｓｚｘ０３２２ ０１７ ４０１ ０２２ ３２６ ６９７ ０７７ ３８５ １２５ １５０ ５６１ ２４７ ５１７ ４５８ ９２２ ７３２

Ｓｚｘ０３２３ ０３３ ５８５ ０４４ ７０１ １２２ １３１ ５９４ １８７ ２１３ ７９７ ３４６ ６９９ ６１８ １２５ １２２

Ｓｚｘ０３２４ ００４ １４５ ０１０ ２０９ ４９５ １０３ ３３４ １２２ １５５ ６０２ ２７２ ５６０ ５０７ １０２ ５９７

Ｓｚｘ０３２５ ０８４ ５９２ ０６７ ５４８ ７８３ １０９ ４３１ １５９ ２０１ ８０４ ３７１ ８１４ ７７２ １５９ ５２０

Ｓｚｘ０３２６ ０６２ ７３７ ０８１ ６８２ １０２ １０８ ６２１ ２６４ ３４７ １３７ ６０４ １２９ １２０３ ２４１ ４３９

Ｓｚｘ０３２７ ７５９ １７３ ５８１ ３７０ ４８５ ３４６ １４６ ４４２ ３６６ １０４ ４４３ １００ １０５６ ２４８ ２８８

Ｓｚｘ０３２８ ０１３ １９１ ０２２ ３１１ ６５３ ０９８ ３５１ １２１ １４２ ５２７ ２３１ ４８０ ４３４ ９０３ １７８

Ｓｚｘ０５０１ ００２ ５４５ ０１２ ２６５ ５７０ ０８１ ３３４ １０６ １１７ ３９２ １５３ ２８２ ２４７ ４３２ ９２０

Ｓｚｘ０５０２ ０１４ ４８５ ０１６ ２２０ ５８４ ０５５ ３７５ １５０ ２１１ ８４７ ４０８ ９０９ ８８７ １６８ ５３９

Ｓｚｘ０５０３ ００３ ４２６ ０２２ ３９５ ６８２ ３９４ ２７５ ７７４ ７８２ ２５５ １０３ ２０３ １８７ ３８８ ４５０

Ｓｚｘ０５０４ ００１ １２１ ０１３ ２４２ ３３６ １３５ １７４ ５６９ ６８１ ２７３ １３２ ２９９ ２９７ ６８６ １１８

Ｓｚｘ０５０５ ００９ ９０５ ０２８ ４６１ １０７ ０８０ ６２１ ２１５ ２７０ １０１ ４６０ ９１２ ８２６ １６９ ６７１

Ｓｚｘ０５０６ ０１０ １４０ ０４２ ７３９ １３８ ３３８ ７４５ ２４４ ２９４ １０７ ４７０ ９４０ ８４９ １７４ ８７９

Ｓｚｘ０５０７ ００１ ８４２ ００９ １５５ ４６３ ０７０ ３２１ １４１ ２０５ ８７２ ４３７ ９７２ ９１５ １９２ ９８２

Ｓｚｘ０５０８ ００１ １３８ ００７ １４９ ５４６ ０４５ ３７２ １２０ １２７ ４１２ １８５ ４０７ ３９６ ８３５ ８８６

Ｓｚｘ０５０９ ２３０ １０８ １４２ １２８ １８８ １２５ ８２１ ２８４ ３２８ １１２ ４９４ １０３ ９３６ １９１ ８６７

Ｓｚｘ０５１０ ００９ ５７２ ０１１ １６７ ５２１ ０７５ ３５２ １４１ １９１ ７８２ ３８０ ８３０ ８１８ １５６ ６６０

Ｓｚｘ０５１１ ０３３ ２１５ ０４１ ３０８ ４１３ １１１ １７２ ５５７ ５９３ ２０１ ８８ １７４ １６１ ３４０ １１６

Ｓｚｘ０５１２ ００３ ５０５ ０１０ ２２８ ６５４ ０５７ ４３５ １８１ ２４７ ９９６ ４７８ １０３ ９７１ ２０４ ９７８

Ｓｚｘ０５１３ ００３ ４９０ ０２８ ５３５ １１３ ０８７ ６０５ １９５ ２３７ ８７５ ３８６ ７８６ ７１８ １４９ ６２６

Ｓｚｘ０５１４ ０１５ ５５９ ０１５ １７７ ４１５ ０７０ ２９６ １１５ １５４ ６３７ ２９２ ６２１ ５６７ １１５ ４０５

Ｓｚｘ０５１５ ０１４ ５６５ ０２１ ２６９ ５７５ ０７６ ３７６ １３８ １７７ ７０７ ３２７ ６７５ ６２２ １２７ １２０

Ｓｚｘ０５１６ ００２ ２４０ ０１０ １８３ ５８８ ０４６ ４１２ １５９ ２００ ７８１ ３５６ ７５０ ６９４ １４１ ４１９

Ｓｚｘ０５１７ ００２ ５０９ ００８ １４５ ４３４ ０３０ ２４５ ８８２ １１１ ４４５ ２０６ ４２６ ３９４ ８２７ ５５６

Ｓｚｘ０５１８ ００３ ４４８ ０１４ ３１４ ７８２ ０６９ ５７４ ２３６ ３１２ １２３ ５７１ １２３ １１５５ ２３３ ４３８

Ｓｚｘ０５１９ ０２８ ４８８ ０１１ ２１１ ６０３ ０５６ ５１２ ２３６ ３３７ １４１ ６７８ １４６ １４１６ ２６７ ９１０

６４６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８，３４（６）



图４　山庄二长花岗岩锆石稀土元素图解（标准化值据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Ｆｉｇ４　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ｚｉｒｃｏｎｓ（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ｖａｌｕｅａｆｔｅｒＳｕｎａｎｄ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图５　山庄二长花岗岩锆石ＵＰｂ年龄谐和图
Ｆｉｇ５　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

　　山庄二长花岗岩的 εＮｄ（ｔ）值较低且集中，为 －１１～
－１０，二阶段模式年龄（陈江峰和江博明，１９９９）为 １９７１～
２０３１Ｍａ。在εＮｄ（ｔ）ｔ图（沈渭洲等，１９９９）上，所有点落在华
南元古代地壳演化区内（图６），说明山庄二长花岗岩源岩可

能来自于下伏元古代地层。

４３　地球化学特征

花岗岩岩石化学测试结果见表４。山庄二长花岗岩ＳｉＯ２
为７１４８％ ～６６２０％、Ａｌ２Ｏ３为 １８３６％ ～１５７１％、Ｋ２Ｏ为
４９９％～４４０％、Ｎａ２Ｏ为４６４％～３６３％和Ｐ２Ｏ５为０４２％
～０２０％。上述各值均偏高，在 ＱＡＰ图解中，样品均落在二

长花岗岩区内，与薄片鉴定结果一致（图７ａ）。样品全碱含

量Ｋ２Ｏ＋Ｎａ２Ｏ为 ９５４％ ～８１４％，Ｋ２Ｏ／Ｎａ２Ｏ值为 １２４～
０９９，说明该二长花岗岩表现为高钾钙碱性特征（图７ｂ）；同
时铝饱和指数Ａ／ＣＮＫ为１３１～１２３，为铝过饱和系列。这
说明山庄二长花岗岩为高钾钙碱性强过铝质花岗岩。

在微量元素方面，样品微量元素的原始地幔标准化显示

高场强元素 Ｚｒ、Ｈｆ富集不明显（图８），Ｎｂ、Ｔａ、Ｔｉ亏损明显，
大离子亲石元素Ｋ、Ｒｂ富集，Ｂａ、Ｓｒ亏损。Ｎｂ、Ｔａ、Ｂａ、Ｓｒ亏损
的花岗岩是壳源物质低度部分熔融的产物（Ｈａｒｒｉｓａｎｄ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２）。Ｒｂ的相对富集进一步说明岩石具有过铝质侵入体
的特征（Ｈａｒｒ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６）。

山庄二长花岗岩体的Ｒｂ／Ｓｒ值分别为３８４～８２１，Ｒｂ／Ｎｂ
值为１７９～２２９，它们分别高于中国东部的０３１和６８（高山
等，１９９９）和全球上地壳的０３２和４５０（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

７４６１张建岭等：赣中山庄二长花岗岩的成因与构造背景：岩石学、地球化学及锆石ＵＰｂ年代学证据



表２　山庄二长花岗岩锆石ＵＰｂ年龄测试数据

Ｔａｂｌｅ２　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

测点号

（×１０－６）

Ｔｈ Ｕ

同位素比值 年龄（Ｍａ）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１σ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１σ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１σ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１σ
谐和度

Ｓｚｘ０３１ １９０ ６８２ ００５６７７ ０００２１７ ０５１４８９ ００１８９４ ００６４４８ ００００７９ ４８３ ８５ ４２２ １３ ４０３ ５ ９５％
Ｓｚｘ０３２ ２１３ ４７６ ００５６４７ ０００１８６ ０５８４４５ ００２００８ ００７３８２ ０００１０６ ４７２ ７４ ４６７ １３ ４５９ ６ ９８％
Ｓｚｘ０３３ １９１ ４１９ ００５７２５ ０００２１８ ０５５２４７ ００２０５７ ００６９４６ ００００９６ ５０２ ８３ ４４７ １３ ４３３ ６ ９６％
Ｓｚｘ０３４ １１０ ２６７ ００５５３０ ０００２２７ ０５２３５２ ００２１５１ ００６８２９ ００００９６ ４３３ ９５ ４２７ １４ ４２６ ６ ９９％
Ｓｚｘ０３５ １０３ ２９８ ００５８０２ ０００２１９ ０５４２７１ ００２１４６ ００６７１９ ０００１０６ ５３２ ７９ ４４０ １４ ４１９ ６ ９５％
Ｓｚｘ０３６ ２２４ ４５７ ００５６５３ ０００２１０ ０５３４０４ ００１９４２ ００６８４５ ００００８５ ４７２ ８１ ４３４ １３ ４２７ ５ ９８％
Ｓｚｘ０３７ ９７ ３２４ ００５６７６ ０００２５７ ０５６００７ ００２５０１ ００７１５８ ０００１０６ ４８３ １００ ４５２ １６ ４４６ ６ ９８％
Ｓｚｘ０３８ １２９ ３３３ ００５４３８ ０００２８５ ０４８２７２ ００２６１１ ００６４３８ ０００１２０ ３８７ １１９ ４００ １８ ４０２ ７ ９９％
Ｓｚｘ０３９ １５０ ８７９ ００５５２１ ０００１７６ ０５２１０６ ００１７３１ ００６７５６ ０００１０２ ４２０ ７７ ４２６ １２ ４２１ ６ ９８％
Ｓｚｘ０３１０ １８５ １１０４ ００５５７０ ０００１７９ ０５１４７９ ００１６３２ ００６６０３ ００００９１ ４３９ ７０ ４２２ １１ ４１２ ５ ９７％
Ｓｚｘ０３１１ １９１ ４４５ ００５４９３ ０００２２１ ０５３０１２ ００２０３０ ００６８６９ ００００９９ ４０９ ９１ ４３２ １３ ４２８ ６ ９９％
Ｓｚｘ０３１２ ７７ ９７ ０１０６１４ ０００３０２ ４２５８１７ ０１６６２８ ０２９２０２ ０００７５９ １８００ ５３ １６８５ ３２ １６５２ ３８ ９７％
Ｓｚｘ０３１３８６６ １９１ ００６０４０ ０００１９９ ０６１３８０ ００２５２９ ００７４００ ０００１８１ ６１７ ７０ ４８６ １６ ４６０ １１ ９４％
Ｓｚｘ０３１４ １３０ ２１３ ００５６９７ ０００１７０ ０５５５２４ ００１８９５ ００７１０７ ０００１３１ ５００ ６０ ４４８ １２ ４４３ ８ ９８％
Ｓｚｘ０３１５ ３９６ １２０６ ００５６６５ ００００８１ ０５３６１６ ００１１２１ ００６８７４ ０００１００ ４８０ ２７ ４３６ ７ ４２９ ６ ９８％
Ｓｚｘ０３１６ ９８ ２６４ ００５７２９ ０００１２９ ０５４０１２ ００１５１１ ００６８６３ ０００１３１ ５０２ ４８ ４３９ １０ ４２８ ８ ９７％
Ｓｚｘ０３１７ １３５ ３０１ ００５８５５ ０００１２０ ０５５４１６ ００１３３３ ００６８８９ ０００１０４ ５５０ ４４ ４４８ ９ ４２９ ６ ９５％
Ｓｚｘ０３１８ １２０ １２５ ００６７１７ ０００１６１ １２１０７７ ００３２４２ ０１３１３２ ０００２１６ ８４３ ５０ ８０６ １５ ７９５ １２ ９８％
Ｓｚｘ０３１９ １７０ ７０４ ００６０７６ ０００１２１ ０５６３０３ ００１６２８ ００６７２５ ０００１３５ ６３２ ４３ ４５３ １１ ４２０ ８ ９２％
Ｓｚｘ０３２０ １５７ １０１０ ００５５５６ ００００８６ ０５２５６８ ００１０４０ ００６８７７ ０００１１０ ４３５ ６ ４２９ ７ ４２９ ７ ９９％
Ｓｚｘ０３２１ ３０６ ４７１ ００５７４４ ０００１１１ ０５２２５４ ００１２６６ ００６５９４ ０００１１５ ５０９ ４３ ４２７ ８ ４１２ ７ ９６％
Ｓｚｘ０３２２ １５９ ２７８ ００５８８４ ０００１３５ ０５４１１５ ００１３８２ ００６６７６ ０００１０５ ５６１ ５０ ４３９ ９ ４１７ ６ ９４％
Ｓｚｘ０３２３ ２１０ ２８３ ００５６９９ ０００１９１ ０５１４７５ ００１８８３ ００６５７３ ０００１３８ ５００ ７４ ４２２ １３ ４１０ ８ ９７％
Ｓｚｘ０３２４ ３０９ ４９３ ００５６２０ ０００１２８ ０５１６３０ ００１２３１ ００６６７９ ０００１０１ ４６１ ５０ ４２３ ８ ４１７ ６ ９８％
Ｓｚｘ０３２５ １５１ ７８０ ００５９２８ ０００１０８ ０５３２６２ ００１１８１ ００６５１７ ０００１０４ ５７６ ３９ ４３４ ８ ４０７ ６ ９３％
Ｓｚｘ０３２６ ２６３ １３０３ ００５９３８ ０００１１１ ０５２８５６ ００１３８２ ００６４５２ ０００１１４ ５８９ ４１ ４３１ ９ ４０３ ７ ９３％
Ｓｚｘ０３２７２６１０ １６８１ ００６４２９ ０００１２３ ０６６４８９ ００２０１７ ００７４９８ ０００１９４ ７５０ ４１ ５１８ １２ ４６６ １１ ８９％
Ｓｚｘ０３２８ １４２ ３０４ ００７０９５ ０００１８５ １０１４５７ ００４５３５ ０１０３３２ ０００１０９ ９６７ ５４ ７１１ ２３ ６３４ ２２ ８８％
Ｓｚｘ０５１ ２１４ ５２５ ００５１８７ ０００１６１ ０４７５７７ ００１８６７ ００６５９７ ０００１８７ ２８０ ７２ ３９５ １３ ４１２ ７ ９５％
Ｓｚｘ０５２ １４９ ９７７ ００５２２０ ０００２５０ ０４８４００ ００２１７５ ００６５６０ ０００３６８ ２９５ １３９ ４０１ １５ ４１０ ７ ９７％
Ｓｚｘ０５３ ５９ ８８ ０１６１６０ ０００３８５ １０２３１８７ ０３１３１７ ０４６００１ ００１１１０ ２４７３ ４５ ２４５６ ２８ ２４４０ ４９ ９９％
Ｓｚｘ０５４ ８５ １２８ ００６６８１ ０００１６５ １２１１１６ ００３５６６ ０１３１３７ ０００２２３ ８３１ ４７ ８０６ １６ ７９６ １３ ９８％
Ｓｚｘ０５５ ３３１ ７５８ ００５７０７ ００００９０ ０５４８８０ ００１０４４ ００６９７７ ００００８６ ４９４ ３５ ４４４ ７ ４３５ ５ ９７％
Ｓｚｘ０５６ ３１２ ４６０ ００５５０７ ００００９７ ０４７７６７ ０００９５２ ００６３０４ ００００８７ ４１７ ３９ ３９６ ７ ３９４ ５ ９９％
Ｓｚｘ０５７ ４７３ ４７６ ００６２８２ ０００１１７ ０８７４６９ ００１９８８ ０１０１０２ ０００１４４ ７０２ ４１ ６３８ １１ ６２０ ８ ９７％
Ｓｚｘ０５８ ５８ ５７０ ００５４７６ ０００１２２ ０５０３１６ ００１３７７ ００６６６７ ０００１１２ ４６７ ５０ ４１４ ９ ４１６ ７ ９９％
Ｓｚｘ０５９ ２４３ １００８ ００６０７２ ０００１２３ ０５５８２０ ００１４８８ ００６６７６ ０００１２０ ６２８ ４４ ４５０ １０ ４１７ ７ ９２％
Ｓｚｘ０５１０ １５９ ３７２ ００５３３５ ０００２６６ ０５７２２４ ００１５２１ ００７２９８ ０００１２８ ３４３ １１３ ４５９ １０ ４５４ ８ ９８％
Ｓｚｘ０５１１ １４４ ２０９ ０１２５２８ ０００２００ ５５６６１８ ０１５０６８ ０３２２３３ ０００７０９ ２０３３ ２８ １９１１ ２３ １８０１ ３５ ９４％
Ｓｚｘ０５１２ １６０ ７５７ ００５５３５ ００００８７ ０５３２９０ ００２４９８ ００７０６１ ０００１１２ ４２８ ３５ ４３４ １７ ４４０ ８ ９８％
Ｓｚｘ０５１３ ２６８ ５２７ ００５４３０ ０００１１０ ０５１３４８ ００１１７２ ００６８８１ ０００１０２ ３８３ ４２ ４２１ ８ ４２９ ６ ９８％
Ｓｚｘ０５１４ ６９ １９２ ００５５３０ ０００１７０ ０５２１０７ ００１８２０ ００６８５５ ０００１３９ ４３３ ７３ ４２６ １２ ４２７ ８ ９９％
Ｓｚｘ０５１５ ２００ ４６２ ００５９０９ ０００１４３ ０５４７１３ ００１５７０ ００６７２５ ０００１１６ ５６９ ５２ ４４３ １０ ４２０ ７ ９４％
Ｓｚｘ０５１６ １３１ ５７７ ００５６０３ ０００１２４ ０５０３３７ ００１３０８ ００６５０７ ００００８７ ４５４ １８ ４１４ ９ ４０６ ５ ９８％
Ｓｚｘ０５１７ １５０ ３１４ ００５８６８ ０００１５２ ０５３８１３ ００１５８６ ００６６４９ ０００１０６ ５５４ ５６ ４３７ １０ ４１５ ６ ９４％
Ｓｚｘ０５１８ ２２２ １４１３ ００５８００ ００００９９ ０５４９４６ ００１３０４ ００６８５９ ０００１２９ ５３２ ３２ ４４５ ９ ４２８ ８ ９６％
Ｓｚｘ０５１９ ２１１ １５９２ ００４９５７ ０００２２４ ０４３３６２ ００２２８０ ００６５８８ ０００１６９ １７６ １０６ ３６６ １６ ４１１ １０ ８８％

８４６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８，３４（６）



表３　山庄花岗岩ＳｒＮｄ同位素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ｒＮｄ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

样品号 Ａｇｅ（Ｍａ） ８７Ｒｂ／８６Ｓｒ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 １４７Ｓｍ／１４４Ｎｄ 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 εＮｄ（ｔ） ｔＤＭ２（Ｍａ） 资料来源

Ｓｚｘ０３ ４１９ １５５６ ０７９６０１８ ０７０３１３６ ０１７７４８４ ０５１２０３４ －１１ ２０３１ 本文

Ｓｚｘ０５ ４２０ １０５３ ０７７３７９８ ０７１０８２４ ０１７９６６５ ０５１２０７８ －１０ １９７１ 本文

Ｗｇ１３ ４１１ １１５３ ０７７４０９０ ０７０６６０５ ０１２５３００ ０５１１８３０ －１２ ２１２８ 舒良树等，２０００

表４　山庄花岗岩地球化学测试数据（主量元素：ｗｔ％；微量和稀土元素：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４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ｗｔ％；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１０－６）

样品号 Ｓｚｘ０１ Ｓｚｘ０２ Ｓｚｘ０３ Ｓｚｘ０４ Ｓｚｘ０５ ＷＧ１３ ＷＧ１４ ＷＧ１５ ＷＧ１９
岩性 二长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 闪长岩包体

ＳｉＯ２ ６８２３ ７１４８ ７０１４ ７０８８ ６６２０ ６７１０ ６６４５ ６９５６ ５５８８
Ａｌ２Ｏ３ １７８１ １５７１ １６５６ １６３１ １８３６ １５２４ １５７６ １４３９ １６５８
Ｆｅ２Ｏ３ １５０ １７４ １６２ １４７ １８２ １１３ ０８９ １１０ ２９３
ＦｅＯ ３５２ ４００ ２６６ ５８７
ＭｇＯ ０２２ ０２０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３３ １３７ １０７ ０９８ ３７９
ＣａＯ ０５６ ０２７ ０５３ ０５５ ０６７ ２３６ ３２６ １６８ ４２５
Ｎａ２Ｏ ４６４ ３６３ ４０３ ４０９ ４５５ ４３４ ３８９ ４８０ ３３４
Ｋ２Ｏ ４６１ ４５１ ４７７ ４４０ ４９９ ３１０ ２９３ ３２５ ２２４
ＭｎＯ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１８
ＴｉＯ２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１６ ０５５ ０５０ ０４３ １０７
Ｐ２Ｏ５ ０３２ ０２０ ０２７ ０２４ ０４２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２９
ＬＯＩ １３２ １２５ １１５ １１１ １５３ ０８４ ０６８ ０８７ ２８５
Ｔｏｔａｌ ９９３５ ９９１５ ９９４５ ９９４２ ９９０７ ９９７９ ９９６２ ９９９２ ９９２７
Ａ／ＣＮＫ １２４ １３１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４ １０３ １０２ １００ １０６
Ａ／ＮＫ １３３ １３７ １３３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４５ １６５ １２６ ２０９

Ｋ２Ｏ＋Ｎａ２Ｏ ９２５ ８１４ ８８０ ８４９ ９５４ ７４４ ６８２ ８０５ ５５８
Ｋ２Ｏ／Ｎａ２Ｏ ０９９ １２４ １１８ １０８ １１０ ０７１ ０７５ ０６８ ０６７
Ｒｂ ２６１ ２４８ ２３７ ２１５ ２６３ １７６ １４４ １８５ １３４
Ｓｒ ４６５ ３０２ ３９９ ４２４ ６８６ １４１ ２６０ １４９ １４５
Ｙ １５８ １１５ １１２ １６１ １４１ ３６６ ３６４ ３９４ ４１７
Ｎｂ １１４ １４５ １１４ １０３ １４５ １８６ １６０ １３０ １５０
Ｂａ ２２０ １９０ １６０ １７０ ３２０ ４６７ ９６３ ６５８ ５６５
Ｔａ １８８ ２７１ １８８ １５７ ２４０
Ｐｂ ３５２ ２９５ ３８２ ３３８ ２８７
Ｔｈ ３５５ ３７３ ２６４ ３６２ ２０９ ８００ １３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Ｕ ５０８ ４８８ ４３２ ４０１ ５７８
Ｚｒ ５８１ ５６１ ５１２ ６３９ ６１６ ２１１ ２７４ ２３０ １８９
Ｈｆ １８３ １４８ １６２ １８９ １３３
Ｌａ ９６６ １３４ ５８４ ８８８ ８３２ ５４１ ３８５ ４７３ ３６７
Ｃｅ １９５ ２２８ １３７ １８７ １７０ ９８３ ８７３ ９５２ ７１２
Ｐｒ ２２４ ３０２ １４２ ２０８ ２０２
Ｎｄ ７５４ １０１ ４６６ ７２３ ７２０ ４１４ ３２４ ３４７ ３８１
Ｓｍ ２１６ ２６１ １３８ ２１０ ２１４ ６８１ ６８４ ６０６ ８４５
Ｅｕ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３０ ０３５ ０５９ １４７ １４１ １６３ １９０
Ｇｄ ２２２ ２７３ １６２ ２１５ ２３９ ８７２ ６８１ ８２６ ９６１
Ｔｂ ０４７ ０４６ ０３２ ０４８ ０４６ １０１ ０９３ １１１ １４１
Ｄｙ ３０４ ２６０ ２０６ ２８９ ２６７ ４５６ ４６４ ５０４ ７１３
Ｈｏ ０５４ ０４５ ０３７ ０５７ ０４５ ０９９ １０８ ０９９ １４３
Ｅｒ １４９ １２０ １１７ １６０ １０９ ２３１ ２８６ ２２７ ３２４

９４６１张建岭等：赣中山庄二长花岗岩的成因与构造背景：岩石学、地球化学及锆石ＵＰｂ年代学证据



续表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４

样品号 Ｓｚｘ０１ Ｓｚｘ０２ Ｓｚｘ０３ Ｓｚｘ０４ Ｓｚｘ０５ ＷＧ１３ ＷＧ１４ ＷＧ１５ ＷＧ１９
岩性 二长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 闪长岩包体

Ｔｍ ０２１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２３ ０１４ ０３６ ０４４ ０３８ ０５６
Ｙｂ １３４ １０９ １１２ １６４ ０８４ ２１２ ３１２ １７８ ３５６
Ｌｕ ０１８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２３ ０１０ ０３４ ０４８ ０６６ ０６３
Ｒｂ／Ｂａ １１８ １３１ １４８ １２６ ０８２ ０３８ ０１５ ０２８ ０２４
Ｒｂ／Ｓｒ ５６１ ８２１ ５９４ ５０７ ３８４ １２５ ０５５ １２４ ０９２
ＬＲＥＥ ４１５ ５２４ ２７３ ３９３ ３７３ ２０２ １６６ １８５ １５６
ＨＲＥＥ ９４９ ８８３ ６９７ ９７９ ８１４ ２０４ ２０４ ２０５ ２７６

∑ＲＥＥ ５１０ ６１２ ３４３ ４９１ ４５５ ２２３ １８７ ２０５ １８４

注：样品ＷＧ引自楼法生等，２００２

图６　山庄花岗岩εＮｄ（ｔ）ｔ图（据沈渭洲等，１９９９）

Ｆｉｇ６　εＮｄ（ｔ）ｖｓ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

（ａｆｔｅｒＳ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１９８５）；岩体 Ｎｂ／Ｔａ值为６２～５２，Ｚｒ／Ｈｆ值为４７７～３１９，
前者明显低于正常花岗岩的１１，后者近似于花岗岩的４０～
３３（Ｄｏｓｔａｌａｎｄ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２０００；Ｇｒｅｅｎ，１９９５），但高于指示流
体作用的２５（Ｉｒｂｅｒ，１９９９）。四分组效应ＴＥ１，３的计算结果为
０９５～１１３，其中三个略大于１１，２个小于１１；说明花岗岩
后期虽存在流体的作用，但流体作用相对较弱；流体作用体

现在锆石发育有不等量的黑边、锆石稀土元素有低 Ｃｅ正异
常和Ｅｕ负异常等方面。

在稀土元素方面（图８），山庄花岗岩的稀土总量偏低且
变化集中（６１２×１０－６～３４３×１０－６）。它们的ＬＲＥＥ／ＨＲＥＥ
值为５９２～３９１、（Ｌａ／Ｙｂ）Ｎ值为８３～３７，二者近似。δＥｕ
为０８０～０４８，显示显著至弱的Ｅｕ负异常，反映在岩浆结晶
过程中斜长石分离结晶程度较为明显。花岗岩的Ｌａ与（Ｌａ／
Ｓｍ）呈正相关反映岩体在岩浆过程中受部分熔融作用的
控制。

５　讨论

在上文测试分析的基础上，下面主要对山庄二长花岗岩

的成岩时代、形成条件、成因类型及构造环境进行讨论。

５１　岩石成因

５１１　锆石类型及形成时代
山庄花岗岩体产于华南加里东褶皱带上，被认为是扬子

块体和华夏块体于加里东期碰撞造山的产物。关于华夏块

体与扬子块体碰撞的时间或华南洋消失的时间，还没有得到

很好的解决。

结合锆石的ＣＬ图像、稀土元素及 ＵＰｂ定年等方面，发
现锆石的ＣＬ图像的分组和 ＵＰｂ定年数据的分组有极好的
拟合度，与稀土元素的相关性不明显。第一组锆石振荡环带

发育，具典型的岩浆锆石特征；第二、三组锆石有核幔结构，

反映其受到了后期构造热事件的影响；锆石稀土元素没有
明显的分组，其ＬＲＥＥ明显富集的特征指示上述三组锆石均
为岩浆锆石，但个别可能受到了岩浆期后热液或其它热液的

影响而表现为弱Ｃｅ正异常和Ｅｕ负异常。这些特征表明，第
一组代表山庄二长花岗岩的结晶年龄，其加权年龄分别为

４２０±７Ｍａ～４１９±５Ｍａ，时代为中晚志留纪；第二组与第一组
一样，振荡环带发育，但多了黑边，其可能代表了山庄二长花

岗岩在华南造山运动同期的最初侵入年龄；第三组不同于前

二组，可能代表了岩浆在形成过程中捕获的围岩或先前地层

的年龄，其实为一种继承锆石。

山庄花岗岩体的结晶年龄，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证

实。如通过全岩 ＲｂＳｒ等时线得到山庄花岗岩年龄４１１Ｍａ
（汤加富等，１９９１）和通过ＬＡＩＣＰＭＳ法得到结晶年龄４２４±
３Ｍａ（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山庄花岗岩体南部有没有遭受变
质作用（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有待进一步研究。
５１２　源区分析

一般认为形成造山带强过铝花岗岩的源岩有两种，一种

是泥质的、另一种是砂质的（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１９９８）。ＳｉＯ２为７７％
～６７％的强过铝花岗岩的源岩的判别标志主要有三个：ＣａＯ／
Ｎａ２Ｏ值、Ｒｂ／Ｓｒ值、Ｒｂ／Ｂａ值和 ＦｅＯ

Ｔ ＋ＭｇＯ＋ＴｉＯ２含量
（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１９９８）。山庄花岗岩体北部样品的 ＣａＯ／Ｎａ２Ｏ值
为０１４～００７，＜０３，落在富粘土、贫长石的泥质岩石源岩
区（图９ａ）；岩体的 Ｒｂ／Ｓｒ值为８３～３８、Ｒｂ／Ｂａ为 １４８～

０５６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８，３４（６）



图７　山庄花岗岩判别图解（ａ，据Ｓｔｒｅｃｋｅｉｓｅｎ，１９７６；ｂ，据Ｒｉｃｋｗｏｏｄ，１９８９）
图ａ中３ｂ二长花岗岩；４花岗闪长岩；９石英二长闪长岩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ａ，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ｅｃｋｅｉｓｅｎ，１９７６；ｂ，ａｆｔｅｒＲｉｃｋｗｏｏｄ，１９８９）
ＩｎＦｉｇ７ａ：３ｂ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４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９ｑｕａｒｔｚｍｏｎｚｏｄｉｏｒｉｔｅ

图８　山庄花岗岩微量元素蛛网图及其与江西省Ｓ型花岗岩的对比（标准化值据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部分山庄花岗岩数据来源楼法生等，２００２；江西省Ｓ型花岗岩数据据张芳荣等，２０１０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ｐｉｄ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Ｓｔｙｐｅｇｒａｎｉｔｉｏｄｓｉ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０８２，落在富粘土岩石源岩区（图９ｂ）；岩体的ＦｅＯＴ＋ＭｇＯ＋
ＴｉＯ２值为２３７～１８１，也表明其源岩为泥质岩石；其中一样
品因ＳｉＯ２含量偏低（６６２％）被排除，可能是由于含闪长岩
包体等偏基性的成分（楼法生等，２００２）。上述判别标志分
析结果表明山庄花岗岩北部的源岩为富粘土的泥质岩石。

而南部同源的花岗闪长岩及闪长岩包体落在碎屑岩区，靠近

玄武岩区（图９），可能来源于含有玄武岩浆底侵物质的的陆
壳成分（楼法生等，２００２）。

山庄花岗岩体的ＳｒＮｄ同位素表明，其源岩是元古代变
质沉积岩或其相似的岩石，岩体北南部相近的 Ｎｄ同位素、
ＲＥＥ特征共同表明它们是同源的；Ｎｄ同位素二阶段模式年
龄可以判定其源岩时代大致为古元古代。

５１３　温压条件
根据花岗岩形成条件把强过铝花岗岩分为高温型和高

压型两大类，不同类型的花岗岩反映了不同的动力学背景

（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１９９８）。

１５６１张建岭等：赣中山庄二长花岗岩的成因与构造背景：岩石学、地球化学及锆石ＵＰｂ年代学证据



图９　山庄花岗岩源岩判别图解（据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１９９８）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ｐｒｏｌｉｔｈｓｔｏｔｈｅ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ａｆｔｅｒ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１９９８）

强过铝花岗岩的 Ａｌ２Ｏ３／ＴｉＯ２值主要依赖于温度。山庄
花岗岩体北部样品的 Ａｌ２Ｏ３／ＴｉＯ２值为２２３～１１５，＞１００，反
映其为低温。岩体北部样品 Ｓｚｘ０３、Ｓｚｘ０５锆石的 Ｔｉ温度计
（ＦｅｒｒｙａｎｄＷａｔｓｏｎ，２００７）计算结果分别为９４２～６４６℃、８１４
～６７０℃，平均值为 ７２１℃、７２２℃；锆石饱和温度计（Ｗａｔｓｏｎ
ａｎｄ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１９８３，２００５）计算结果分别为７２８～７１０℃、平均
值为７２０℃（北部）和８２２～７７６℃、平均值为８０２℃（南部）。
锆石的Ｔｉ温度计和饱和温度计计算结果表明，该岩体北部
形成温度为７２２～７２０℃、为低温，南部形成温度为８０２℃、为
高温。

根据花岗岩标准矿物 ＱＡｂＯｒＨ２Ｏ图解（姜德厚等，
１９８７），通过内插法获得花岗岩形成平均压力值约为３ｋｂａｒ，
平均温度值为 ７２０℃。黑云母的全铝压力计（公式为 Ｐ
（ｋｂａｒ）＝３０３×Ａｌ６５３（±０３３））计算表明其压力为３２１
～２７１ｋｂａｒ、平均２９１ｋｂａｒ；与前者相近。其对应深度（Ｐ＝
ρｇｈ，ρ＝２７００ｋｇ／ｍ３，ｇ＝９８ｍ／ｓ２）为 １２１５～１０２５ｋｍ、平
均１１００ｋｍ。
５１４　成因类型

通过岩相观察，发现有白云母、石榴石等传统意义上作

为Ｓ型花岗岩判别标志的富铝矿物（钟长汀等，２００７；
Ｃｏｎｄｉｅ，１９８９）。另外，本花岗岩的 Ａ／ＣＮＫ为 １３１～１２３，
＞１１；Ｋ２Ｏ／Ｎａ２Ｏ为１２４～０９９，＞１；ＲｂＹ、ＲｂＴｈ相关性系
数分别－０１０、－０３７，也是Ｓ型花岗岩的典型特征（李献华
等，２００７；于津海等，２００４）。在判别图ＡＣＦ中，山庄花岗岩
体北部样品全部落在Ｓ型花岗岩区内，南部样品则落在 Ｉ型
与Ｓ型的过渡区内（图１０）。山庄花岗岩体南部样品的微量
元素表现为与江西省早古生代晚期的 Ｓ型花岗岩微量蛛网
图曲线一致的特征（张芳荣等，２０１０），而北部样品在高场强
元素Ｔａ、Ｚｒ、Ｈｆ等相对亏损 （图８）。考虑到山庄花岗岩南部
形成温度较高（８０２℃），与后碰撞高温型花岗岩相似（张芳

图１０　山庄花岗岩成因判别图解（据徐克勤和涂光炽，
１９８６）
Ｍｕｓ白云母；Ｃｒｄ堇青石；Ｂｔ黑云母；Ｈｂｌ角闪石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
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ＸｕａｎｄＴｕ，１９８６）
Ｍｕｓ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Ｃｒｄｃｏｒｄｉｅｒｉｔｅ；Ｂｔｂｉｏｔｉｔｅ；Ｈｂｌｈｏｒｎｂｌｅｎｄｅ

荣等，２０１０），同时其稀土元素四分组效应不明显，这与其靠
近Ｉ型花岗岩的特征一致；岩体北部高强场元素相对亏损，
与较低的形成温度 （７２２～７２０℃）一致。所以山庄花岗岩是
由南部的高温Ｓ型（偏Ｉ型）花岗岩向北部的低温 Ｓ型花岗
岩转变的岩体。

５２　成岩构造环境

山庄花岗岩所在地区及整个华南在加里东期发生了强

烈的加里东造山运动，并在加里东晚期发育了大量 Ｓ型和 Ｉ
型花岗岩（叶鸣等，２０１５；熊松泉等，２０１５；张乔，２０１５；崔
圆圆，２０１４；熊昌利等，２０１２；舒良树，２００６，２０１２；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舒良树等，２００８；江西省地质矿

２５６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８，３４（６）



图１１　山庄花岗岩构造环境判别图解（据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９６）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Ｓ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ａｆｔｅｒ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９６）

产局，１９８４）。其中，加里东造山运动晚期为４４０～４２０Ｍａ（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但是，山庄花岗岩的成岩构造环境还没有得
到统一认识（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楼法生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为了判定山庄花岗岩体的构造环境，本文采用了Ｒｂ（Ｙ
＋Ｎｂ）图解（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９６）。在 ＲｂＹ＋Ｎｂ图解中（图１１），
岩体北部样品落在同碰撞与后碰撞的过渡区，岩体南部样品

则落在火山弧与后碰撞的过渡区。通过对比发现，山庄花岗

岩北部与南部具有相似的 ＳｒＮｄ同位素、稀土元素特征和相
近构造运动期次，说明它们形成于相似的构造环境后碰撞
环境。这也在与山庄花岗岩体具有相似的 ＳｒＮｄ同位素、微
量和稀土元素特征的武功山花岗岩体得到证实（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同时也得到区域上处于同期构造事件和岩浆事
件的证实（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形成于后碰撞的伸展环境，而非
大陆边缘岩浆弧（楼法生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６　结论

（１）锆石的ＣＬ图像和稀土元素特征表明山庄二长花岗
岩锆石为岩浆锆石；与 ＣＬ图像匹配的 ＵＰｂ定年数据表明，
第一组代表了二长花岗岩体的结晶年龄（４２０～４１９Ｍａ），时
代为中晚志留纪；第二组年龄代表了岩体的初始侵入年龄；

第三组则代表了岩体捕获的围岩或地层的年龄。

（２）岩体的岩相学、岩石地球化学、ＳｒＮｄ同位素及锆石
温度计共同表明，山庄二长花岗岩为高钾钙碱性过铝质花
岗岩，是由古元古代富粘土的泥质源岩在压力 ３２～
２７ｋｂａｒ、低温条件７２２～７２０℃条件下形成的Ｓ型花岗岩。

（３）结合华南早古生大地构造演化特征，山庄二长花岗
岩体为后碰撞环境下形成的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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