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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亚造山系（带）是全球最大的显生宙增生造山带和陆壳生长区，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矿

集区之一，一直是国际地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地区。迄今为止，围绕中亚造山系显生宙的构

造演化和陆壳生长问题，已经实施了7项/.’)对比研究，获得了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大量

研究已经揭示，中亚造山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发育巨量的、具有年轻幔源组分的花岗岩，是研

究增生造山和地壳生长的重要对象。

中国北方造山系属于中亚造山系的南缘，其与整个中亚造山系带一样，发育大量的花岗

岩。前人对这些花岗岩已做了很多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特别是近年来，大量高精度锆石年

龄数据层出不穷，为较系统地总结花岗岩演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矿产资源勘察工作

的加强，花岗岩与矿产资源的关系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目前，“十二五”地质调查和地质科

学研究，特别是境内外地质的对比研究即将展开，该地区的花岗岩研究还将深入。为了集中反

映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为下一步研究奠定基础，本专辑征集了%#篇论文，以期集中展示这方

面新的研究成果，同时提出新的问题，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北方造山系由多个构造单元即造山带组成，其中很多单元跨越国界延伸。因此，以地

质单元为研究对象，开展境内外的对比是做好该地区研究的基础。阿尔泰造山带横跨中、俄、

哈、蒙四国边界，是中亚造山系带的主要组成部分。王涛等的“阿尔泰造山带花岗岩时空演变、

构造环境及地壳生长意义———以中国阿尔泰为例”一文总结了该造山带花岗岩的时空演变、成

因类型和构造环境，并探讨其增生造山和地壳生长的意义。以往认为，该造山带主体花岗岩主

要是晚古生代岩浆活动的产物，但近年来新获得的大量锆石定年结果显示，阿尔泰造山带的花

岗岩主体形成于早中古生代（79$!7$$0:），少量为晚古生代花岗岩，集中形成于!"$!!9$
0:期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阿尔泰还鉴别出早中生代（!!$!!$$0:）花岗岩，伴生稀有

金属矿产，具有板内环境特点，它们是萨彦岭 外贝加尔中生代花岗岩 稀有金属成矿带的组成

部分。该文还通过花岗岩体同位素填图，揭示了阿尔泰地壳结构及陆壳的水平和垂向生长。

该研究提供了系统研究一个造山带花岗岩浆演化并以此探讨造山过程和地壳生长的一个实

例。

晚石炭世 早二叠世岩浆作用在中国北方造山系乃至中亚造山带系普遍发育，其地球动力

学意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童英等初步总结了“北疆及邻区石炭 二叠纪花岗岩时空分布特征

及其构造意义”，总体上将其分为;个期次：早石炭世（;6"!;!$0:）、晚石炭世—早二叠世

（;!$!!9$0:）和晚二叠世（!9$!!6!0:）。不同构造单元石炭 二叠纪花岗岩形成时代峰期

和特征并不一致，但是晚石炭世 早二叠世花岗岩浆具有同步性，并形成大量碱性（&型）花岗

岩，暗示此时已转入造山后伸展背景。

早中生代花岗岩在中国北方造山系乃至中亚造山带系不断被发现，其发育程度远远超出

已有的认识，特别是早中生代岩浆活动往往伴随重要的稀有金属成矿作用，应该引起重视，加

强研究。李舢等的“中亚造山系中南段早中生代花岗岩类时空分布特征及构造环境”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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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造山带系南部的早中生代花岗岩基本特征进行总结。初步研究结果显示，该时期花岗岩大

致可以划分出早中三叠世（!"#!!!$%&）和晚三叠世—早侏罗世（!!’!#("%&）两个阶段。

早期阶段花岗岩具有准铝质 弱过铝质的钙碱性 高钾钙碱性或弱碱性花岗岩的特点，在中亚

造山系西部地区为后造山构造背景，在东部地区可能为同造山晚期阶段；晚期阶段花岗岩具有

准铝质 弱过铝质的高钾钙碱性 碱性花岗岩的特点，且同期的超镁铁质 镁铁质岩较发育，为

后造山或非造山或板内伸展构造背景。

准噶尔造山带发育于准噶尔盆地周边，是北方造山带系花岗岩研究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

北方造山带系中最早通过高")*（!）花岗岩探讨陆壳生长的地区。近年来，关于准噶尔造山带

花岗岩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本专辑“新疆西准噶尔拉巴花岗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年

代学研究”（魏荣珠）一文报道了西准噶尔玛依勒地区拉巴岩体的年龄（!+$,"%&和!(",!
%&）和地球化学特征，是对已有的后碰撞阶段伸展岩浆活动研究的一个补充。

天山造山带在北方造山系中占据突出位置，发育强烈的早古生代同造山花岗岩浆作用。

本专辑-篇文章涉及到西天山和西南天山花岗岩的研究。徐学义等在“西天山那拉提地区古

生代花岗岩的年代学和锆石./同位素研究”一文中报道了新的锆石年代学、地球化学和./同

位素的研究成果。在天山造山带，越来越多的晚古生代花岗岩和基性侵入岩被鉴别出来。黄

河等的“新疆西南天山霍什布拉克碱长花岗岩体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特征：岩石成因及其构造与

成矿意义”进一步提供了二叠纪0型花岗岩研究实例，认为西南天山地区的霍什布拉克碱长

花岗岩体是典型的0#型花岗岩，是基性下地壳在高温低压的环境下重熔的产物，属于板内阶

段的岩浆作用，在大地构造上受到塔里木板块内部裂谷体系的影响，与西南天山地区大多数后

碰撞花岗岩有着不同的特点；此外，还提出该岩体对研究区霍什布拉克大型铅锌矿成矿贡献有

限，但具有形成锡矿床的潜力。基性岩的研究对于查明花岗岩浆的成因和构造环境具有重要

意义。朱志敏等的“西天山特克斯晚古生代辉长岩岩石地球化学”一文研究了西天山出露规模

最大的层状基性 超基性侵入岩体（哈拉达拉岩体）。岩体具有拉斑玄武岩系列的岩浆特征，结

合区域构造演化，提出西天山在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大地构造格架演化发生了转变，即由俯冲

碰撞阶段向碰撞后伸展环境转换。

北山造山系花岗岩的研究相对较弱。近年来，较为系统的研究揭示，北山造山系带中花岗

岩主要形成于早古生代、晚古生代、早中生代。张文等的“甘肃北山西涧泉子富碱高钾花岗岩

体的锆石1023452%6定年及其构造意义”研究了二叠纪花岗岩的的一个代表岩体，其时代略

微年轻（锆石年龄!’’7#,!7!%&），具有富碱高钾的特征，为后碰撞环境裂谷作用阶段的产

物。

内蒙古地区及华北北缘花岗岩的研究较为详细。该地区发育早古生代、晚古生代和早中

生代花岗岩。李建锋等的“内蒙古达茂旗北部闪长岩锆石6.83%5925:、角闪石;<0=／-(0=年

代学及其地质意义”一文也报道了内蒙古达茂旗北部早古生代闪长岩的年代学研究结果。两

件闪长岩样品分别获得6.83%5锆石9>5:年龄为;"-,-%&和;;’,"7-%&，角闪石

;<0=／-(0=坪年龄为;"(7!,!7;%&和;;!7(,;7!%&，表明该岩浆侵位后，经历了结晶并快速

冷却的过程，可能揭示了本区岛弧带和华北板块碰撞的构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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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石炭世—早二叠世花岗岩的发育是该区岩浆作用的一个特点。韩宝福等的工作表明，

在靠近中蒙边界的内蒙古西部呼伦陶勒盖地区，在中元古界和石炭系中出露数个花岗岩体。

以前的资料显示它们为晚古生代 中生代岩体。!"#$%&锆石’(&)定年结果为*+*,-%.、

/00,/%.、/01,2%.和+*3,/%.，是该地区首次报道的锆石年龄资料。晚石炭世花岗岩

具有$(4过渡型的元素地球化学特征，而早二叠世花岗岩具有4型花岗岩的特征，属于铝质4
型花岗岩。晚古生代花岗岩的共同特征是均以正的!56（!）值（3783"*72*）为特征，具有新生

地壳的性质，是内蒙古西部地区陆壳生长的标志。

郝百武等的“内蒙古镶黄旗哈达庙金矿杂岩体年代学、地球化学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表

明，中亚造山系带东段华北地台北缘原被认为是燕山期的哈达庙石英闪长岩的锆石年龄为

/0*,/%.，从石英闪长岩到含金花岗斑岩，具有从板块碰撞前到同碰撞的特征。本文还为在

中亚造山系东段华北地台北缘寻找与古亚洲洋俯冲增生碰撞有关的金矿提供了线索。

近年来，大兴安岭地区花岗岩研究获得了很大进展。在本专辑中，薛怀民等报道了大兴安

岭西南坡位于内蒙古东南部二连浩特 贺根山缝合带与索伦山 西拉木伦缝合带之间的维拉斯

托石英闪长岩和闪长岩、拜仁达坝花岗闪长岩以及道伦达坝英安质晶屑凝灰岩的!"#$%&锆

石’(&)年龄，它们分别为*+3,/%.、*++,/%.、*+8,*%.和*33,-%.，并认为西伯利亚

板块与华北板块之间主缝合带的闭合时间应在晚石炭世前，主缝合带的位置应在二连浩特 贺

根山一线。

王彦斌等的“内蒙赤峰楼子店拆离断层带下盘变形花岗质岩石的时代、成因及地质意义：

锆石’(&)年龄和"9同位素证据”一文，将该区古生代至中生代花岗质岩浆作用划分为2个

时期：早石炭世（*/0%.）、二叠纪（/-/"/1-%.）、中三叠世—早侏罗世（/2+"+12%.）、中侏

罗世—早白垩世（+:*"+/-%.）。早石炭世花岗岩可能对应于古亚洲洋古生代向南俯冲于华

北板块的时期，二叠纪花岗岩是古亚洲洋最后闭合、蒙古弧与华北陆块北缘拼合与伸展有关的

岩浆活动的产物，该区大面积的中三叠世 早侏罗世花岗岩是西伯利亚与华北陆块碰撞后地壳

伸展的记录，中侏罗世 早白垩世岩浆活动则发育在伸展构造背景中，与岩石圈减薄存在着密

切的成因联系。这些新年龄资料将为华北陆块北缘古生代—中生代地质构造演化提供重要的

年代学制约。

值得注意的是，晚中生代花岗岩在中国东部大量发育，在内蒙东部也同样发育。“大兴安

岭中北段莫尔道嘎地区含矿斑岩：锆石’(&)年龄、"9同位素特征及成矿意义”一文（王召林

等）报道了该地区与斑岩钼矿有关的早侏罗世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锆石年龄为+1*、+82
和+88%.，可能代表蒙古 鄂霍茨克洋闭合阶段的岩浆侵入事件，推测太平川斑岩钼矿的成矿

年代大致在+8-"+13%.。

华北地块北缘毗邻中亚造山系，两者的关系一直存在有较大争议。近年来，华北地块北缘

花岗岩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该区发现的大量晚古生代 早中生代侵入体，构成了沿华北

地块北缘呈东西向分布的岩浆岩带。这些岩浆岩带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张拴宏

等的文章较系统地总结了这些成果。该区花岗岩主要发育于泥盆纪（233"*:3%.）、早石炭

世晚期—中二叠世（**3"/:-%.）及二叠纪末—三叠纪（/-3"/33%.）等*个时期。泥盆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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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岗岩主要为碱性岩，可能与白乃庙岛弧岩带与华北克拉通弧陆碰撞后的伸展作用有关；早

石炭世晚期—中二叠世主要为闪长岩、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及花岗岩，其形成与古亚洲洋

向华北地块的俯冲作用有关；而二叠纪末—三叠纪主要为钾长花岗岩、二长花岗岩及碱性杂

岩，其形成与华北地块和西伯利亚南缘蒙古增生褶皱带拼合后的伸展及岩石圈拆沉作用有关。

除了上述古生代 中生代花岗岩外，中国北方造山带发育的一些古老地块中还发育元古宙

花岗岩。“阿拉善地区新元古代岩浆事件及其地质意义”（耿元生等）是这一研究的代表。该文

报道了在阿拉善西部地区发育的一些眼球状片麻岩和条带状片麻岩，以往将它们作为阿拉善

群的地层对待。!个样品的锆石定年结果为"#!!"$%&’，揭示阿拉善地块经历了新元古代早

期（格林威尔期）造山作用的强烈改造，它们可能为与祁连地块等具有相似性，应属于不同于华

北克拉通的独立变质地块。

应该看到，中国北方造山系为一个复合造山系，发育巨量花岗岩，不但不同构造单元发育

的花岗岩浆作用不同，即使是一些同期花岗岩，在不同地区的构造环境也可能有明显差异。毫

无疑问，本专辑的%(篇文章尚不足以完整地反映该地区花岗岩的研究现状。希望本专辑能够

为今后进一步加强中国北方造山系花岗岩演化及成矿意义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区域性综合对

比研究和系统总结，以提高整体研究水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王 涛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韩宝福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张招崇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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