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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漠河县洛古河含电气石花岗岩

地质特征及意义

钟 辉，王希今，王宏博，李之彤，李广远，庞庆邦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辽宁 沈阳 ##$$59）

摘 要：洛古河地区含电气石花岗岩为二长花岗岩类，普遍碎裂或糜棱岩化，属高钾钙碱性岩系。:;+!含量介于

<=>$?@!A5>#?@之间，07!+BC!+含量范围为=>9"@!A>!!@，C!+!07!+；%3!+5含量在#9>9!@!#<><9@之

间，铝饱和指数（%／&0C）为#>#?!#>5#，均大于#>#，&.(D标准矿物计算均出现刚玉分子，显示为强过铝质:型花

岗岩的特点。稀土总量（"*))）变化范围为"A>9E#$F<!!=$>"E#$F<，（,7／GH）0I=>?=!!#>"=，平均#!>!；")J
I$>5A!$>="，平均为$>9A，具有中等到强的负铕异常。微量元素反映其类似弧火山岩，但又有某些差别。地球化

学特征反映其岩浆可能来源于盆地基底的砂质岩石部分熔融，形成于同碰撞构造环境，为同碰撞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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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ŶX[SR;SXW5$@!9$@]M̂37Q;2\37YXW!$@!!?@]MgJ7[ScW5$@!9$@]78UH;2S;SXW#@!5@]‘;SR
d;82[7\\XYY2[TS2J[d73;8XW!@!=@]Mc;[\2878U7̂7S;SXbhJXS2Z[7QdX8S7S;2878UdT328;S;c7S;28Md2YS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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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古河地区位于黑龙江漠河县西北角，滨临黑

龙江，该区至今尚未开展区域地质调查工作。近年

来，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在该区从事金属矿产普查

工作，已发现铜、铅、锌、钨钼矿体或矿化。并发现和

确立了早古生代和中生代花岗岩，认为洛古河早古

生代二长花岗岩属后碰撞花岗岩（武广等，DIIG；葛

文春等，DIIG；秦秀峰等，DIIL）。DIIL年又在矿区发

现有含电气石花岗岩的出露，且与二长花岗岩相伴

生。此前在矿区已发现了含电气石变质砂岩和热液

蚀变产物电英岩，而在大兴安岭早古生代花岗岩中

却未见含电气石花岗岩的相关报道。因此查明本区

含电气石花岗岩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成因及其动

力学背景，进而探讨其与成矿作用的关系，具有重要

的意义。

N 区域地质背景与岩体地质概述

洛古河含电气石花岗岩体出露在额尔古纳地块

上黑龙江盆地西段，该盆地北邻蒙古 鄂霍茨克造山

带，并被称为此造山带东南缘的前陆盆地（李锦轶

等，DIIP’）（图N）。

区内构造以断裂为主。在中生代，伴随蒙古 鄂

霍茨克洋盆的闭合，蒙古 华北大陆与西伯利亚大陆

发生碰撞，上黑龙江盆地的侏罗系沉积物发生褶皱

变形和冲断，形成宽达LI50的近东西向前陆褶冲

带（武广等，DIIF），漠河巨型逆冲推覆构造几乎贯穿

整个盆地。在早白垩世，蒙古 鄂霍茨克造山带转入

晚期后碰撞阶段，盆地又发生了向东的挤压和逃逸，

形成漠河左行走滑韧性剪切带（李锦轶等，DII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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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漠河县洛古河地区地质简图（据武广等，"##$）

%&’(! )&*+,&-&./’.0,0’&12,*2+0-340’45.26.20-705.8049:;（2-:.6<4=429’!"#$(，"##$）

!—安山岩；"—粉砂岩；>—砂岩；?—砂岩、砾岩；$—泥灰岩、板岩；@—大理岩；A—二云母石英片岩、千枚岩及板岩；B—花岗岩；C—二长

花岗岩；!#—石英闪长岩；!!—断层；!"—取样地点；D!%—上库力组；E"&—漠河组；E"!’—二十二站组；E!F"(—绣峰组；G!)—泥鳅河

组；!!!—额尔古纳河组；!"—晋宁期花岗岩；"!>—早古生代二长花岗岩；#H>—早古生代石英闪长岩；!$—燕山期花岗岩

!—29/.I&:.；"—I&,:I:09.；>—I29/I:09.；?—I29/I:09.，109’,0*.62:.；$—*26,，I,2:.；@—*26J,.；A—:K0L*&12M426:NI15&I:，+5;,,&:.29/I,2:.；

B—’629&:.；C—2/2*.,,&:.；!#—M426:N/&06&:.；!!—-24,:；!"—I2*+,&9’I&:.；D!%—)529’O4,&%06*2:&09；E"&—705.%06*2:&09；E"!’—P6F

I5&.6N529%06*2:&09；E!L"(—Q&4-.9’%06*2:&09；G!)—R&M&45.%06*2:&09；!!!—P.6’4925.%06*2:&09；!"—E&99&9&29’629&:.；"!>—P26,;S2,.L

0N0&12/2*.,,&:.；#H>—P26,;S2,.0N0&1M426:N/&06&:.；!$—T29I529&29’629&:.

上 黑 龙 江 盆 地 基 底 由 古 元 古 界 兴 华 渡 口 群

（S:!(*）变质岩系、下寒武统额尔古纳河组（!!!’）

大理岩、板岩、变质砂岩和早古生代二长花岗岩类组

成（武广等，"##$）；盖层为早 中侏罗世沉积建造和

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火山岩。沉积建造自下而上为

绣峰组（E!F"(）、二十二站组（E"!’）和漠河组（E"&），

由河湖相的砾岩、砂岩、粉砂岩及泥岩等组成；火山

岩系 自 下 而 上 分 为 塔 木 兰 沟 组（E>"）、上 库 力 组

（D!%）和伊列克得组（D!+），主要为基性、中酸性火

山熔岩、火山碎屑岩。此外，局部出露泥盆系灰岩

泥灰岩，呈飞来峰覆于侏罗系碎屑岩之上。

侵入岩类有早古生代花岗岩类和燕山期花岗岩

类（武广等，"##B）。早古生代花岗岩类出露于洛古

河矿区，以二长花岗岩为主，)UVW7S锆石年龄$#?
$$!A72（武广等，"##$）；燕山期花岗岩类主要分布

在洛古河、龙沟河、马林和二十一站等地，呈岩株、岩

枝等较小岩体产出，主要岩性为花岗闪长岩、二长花

岗岩类和花岗斑岩类。本文所述含电气石花岗岩与

上述早古生代二长花岗岩相伴生，最近测得其锆石

表面年龄加权平均值?B$X@72（测试单位：天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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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矿产研究所同位素年代学中心，采用激光剥离等

离子体质谱法，测试者：张勇清，将另文发表），属加

里东期的产物。

洛古河含电气石花岗岩是在洛古河铜金矿普查

区内发现的。该区属大兴安岭林区，覆盖严重，所见

含电气石花岗岩集中出露于普查区西半部，均为探

槽和钻孔岩芯所揭露。到目前为止，已经在!"个探

槽和钻孔中见到含电气石花岗岩，出露范围超过

!#""$%#""$（还有扩大的可能）。这些出露点均

在区内早古生代二长花岗岩分布区，但未见二者直

接接触，整个含电气石花岗岩体的形态和产状尚未

查明。此外，在普查区东半部#&"线至’("线的探

槽内见在花岗质脉和石英脉中含有电气石。

本文将对在)("线和)&"线的探槽和*!#钻孔

中所采集的样品，进行较系统的岩石学观察和地球

化学分析。

) 含电气石花岗岩的岩石学特征

通过系统的岩石学观测，本区含电气石的花岗

岩都经历了脆性变形作用或韧性变形作用，有的表

现为脆性变形和韧性变形的过渡类型，可划分为糜

棱岩化花岗岩（或花岗质糜棱岩）和碎裂岩化花岗岩

（或花岗质碎裂岩），含电气石花岗岩发生动力变质

作用的原因，可能与区内中生代形成的漠河左行走

滑韧性剪切带作用的结果有关。

!+" 糜棱岩化花岗岩或花岗质糜棱岩

岩石主要由斜长石（)",!)#,）、钾长石（-#,
!(",）、石英（-",!(",）、黑云母（!,!-,）、白

云母（),!-,）和电气石（),）组成。

岩石呈残斑结构，残斑含量约占)#,!-",，成

分为斜长石、钾长石、少量黑云母和白云母。长石长

轴显著定向，粒径)!-$$。斜长石残斑呈不规则圆

粒状或楔状，聚片双晶隐约显示，微弱波状消光。残

斑钾长石成分为条纹长石，可见不规则书斜式构造。

黑云母和白云母呈较大片状，边缘轻微细粒化。碎基

为糜棱结构，组成矿物为少量黑云母、白云母及斜长

石、钾长石和石英。云母已重结晶，均匀细小鳞片状

集合体环绕残斑略呈流状分布。长石类呈细粒化集

合体。石英呈条状，或集合体呈条带状与残斑延长方

向相同。电气石作为副矿物产出，且在碎斑和基质中

均可出现，粒径".)!!.)$$，约占!,!),。碎斑

中的电气石被碎裂呈竹节状，基质中的电气石为碎斑

细粒化成分，呈他形粒状。多色性明显，!"’浅黄，!#
黄褐、黄绿、蓝绿几种颜色不均匀分布（图)）。

图) 花岗岩中电气石的显微特征（正交偏光）

/01+) 2034563570389:;<49658;5<4$:=0>90>14:>0;9
（345669?75=:46）

!+! 碎裂岩化花岗岩或花岗质碎裂岩

岩石主要由斜长石（)#,!)&,）、钾长石（-",
!-#,）、石英（-",!-#,）、云母类（),!-,）和

电气石（-,!#,）组成。碎裂岩化花岗岩和糜棱岩

化花岗岩均属二长花岗岩（图-，(）。

岩石呈碎斑结构，碎斑成分为钾长石和斜长石。

钾长石呈不规则圆粒状，边缘齿状，成分为条纹长

石，条纹细脉状，部分发育卡氏双晶，包捕斜长石小

晶体交代残留结构和交代净边结构，包捕圆粒状石

英交代穿孔结构，粒径".&!(."$$。斜长石不规

则粒状，边缘齿状，双晶多不显示，表面模糊，被绢云

母鳞片密集交代，粒径-!#$$。碎基呈碎粒结构，

图- 含电气石花岗岩的岩相学特征（正交偏光）

/01+- @9;4514:7A0389:;<49658;A9;5<4$:=0>9BC9:40>114:>0;9
（345669?75=:46）

颗粒较细，其中的斜长石表面模糊，蚀变较强，泥化

或 绢云母化，部分环带发育；钾长石呈粒状集合体，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D卷

 
 

 
 

 
 

 
 

 
 

 
 

 
 

 
 

 
 

 

 

 

 

 

 

 

  

 
 

 



为条纹长石，条纹隐约显示。石英碎裂呈他形粒状

集合体，部分重结晶，彼此粒状镶嵌，粒径!"#!!"$
%%。云母类呈长条片状，亦见放射状集合体，无方

向性。副矿物电气石含量较高，部分碎裂呈竹节状。

锆石、磷灰石少许。

& 含电气石花岗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主量元素、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见表

’）均在东北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沈阳地质调查中

表! 含电气石花岗岩主量元素（!"／#）、稀土元素及微量元素（!"／!$%&）分析结果

’()*+! ,(-./+*+0+123（!"／#），455(162/(7++*+0+123（!"／!$%&）7.08.3929.13.:2;+2.</0(291+=)+(/91>>/(192+
样号 ()*# +,*- +,’-# +,’’’ +,$./* 0’!12#3’!

456# *&/’. $7/.0 *’/.& *#/’7 $-/!. *$/##
156# !/’* !/’& !/&& !/#* !/.# !/$.
89#6& ’0/-$ ’$/$0 ’0/.# ’0/7- ’0/0# ’’/#.
:;#6& !/*7 !/$$ !/0& ’/’$ !/*# !/.*
:;6 ’/-& ’/0$ #/!& ’/*0 -/7! &/’.
(<6 !/!&0 !/!&# !/!-. !/!0- !/’!! !/!$!
(=6 !/&- !/&0 !/$0 !/-* #/.$ ’/0*
>?6 ’/-! ’/-7 ’/.& ’/## #/## !/*7
@?#6 &/’7 !/&0 #/*0 &/!’ ’/$0 ’/!*
A#6 0/!& -/’- 0/## &/.# 0/0* #/$0
B#6- !/!7 !/!. !/’0 !/’0 !/’& !/!.
C64 !/&’ !/0# !/-- !/-$ ’/-7 ’/’$
1DE?9 77/*0 7$/$. 77/$# 77/$. 77/7- 77/-!
8／>@A ’/’. ’/’. ’/’7 ’/&’ ’/#- ’/..
>?6／@?#6 !/0* 0/$. !/$* !/0’ ’/&- !/*0
F &-/!0 #-/.. &0/## &$/0# #$/!& --/#-
6G #&/7* &!/$* #-/#! ##/.’ #$/.. ’-/..
8H #*/’# #7/!’ #&/&. #-/$. ’0/!7 7/#!
8< $/7- */0* ./&0 -/#. ’!/0& &/-’
> #/0# #/*0 #/*& &/7* &/’$ -/0.
C? #0/’! ’$/’! 0’/-! &./!! 00/.! 0./$!
>; 0*/*! &’/$! .0/&! *$/-! .7/&! 7*/7!
BG -/#- &/-. 7/&$ ./-! ’!/#! ’’/0!
@I #!/.! ’0/0! &*/!! &&/!! 0’/7! 0$/’!
4% 0/$& &/#- $/.’ -/70 */.$ ./.0
JK !/-- !/-* !/*7 !/$& ’/&. ’/!-
LI &/-& #/-’ 0/.* 0/#* $/## */!$
1H !/*- !/-$ !/*7 !/$* ’/’- ’/&&
MN &/.7 &/!$ &/-’ #/** $/!7 */0-
OD !/*7 !/$& !/$7 !/-’ ’/&# ’/$-
JG ’/7$ ’/$’ ’/*- ’/#* &/-! 0/&.
1% !/&# !/#. !/#$ !/’7 !/-* !/*#
PH #/!’ ’/.$ ’/$* ’/’* &/$& 0/0-
CK !/#* !/#$ !/## !/’$ !/-# !/$&
P #’/$! ’*/’! ’*/$! ’&/#! &#/-! 0!/*!

"QJJ ’&./# 7*/0 #’’/’ ’.$/. #-!/7 #.#/&
"JK !/0! !/-7 !/0! !/&* !/-. !/&7

（C?／PH）@ ./’! -/.- ’$/*7 #’/7- ./&0 */&.
4G ’#!/!! ’$&/!! ’’&/!! ’’’/!! 7*/0! $#/&!
QH #$-/!! #*’/!! &-&/!! #$&/!! &**/!! #’-/!!
3? &-’/!! 0’’/!! &-./!! &’7/!! 0-#/!! $*7/!!
P #’/$! ’*/’! ’*/$! ’&/#! &#/-! 0!/*!
@H ’’/#! ./$! ’!/#! $/’! ’$/#! ’#/’!
1? !/7’ ’/-7 ’/&! ’/#* !/7. !/0#
+G ’!&/!! $7/’! ’--/!! ’&./!! ##*/!! ’7$/!!
OR &/!’ ’/*. &/7! &/0# $/!! -/$7
1S ’&/0! ./!. #-/0! #-/&! ’*/#! #’/#!
T 0/’! ’*/*! ’*/.! ’#/*! #/*’ -/!*

!为变质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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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实验 室）测 定。其 中 在 用 滴 定 法 与 重 量 法 测 出

!"#与烧失量后，其余主量元素用$%!方法测试，

相对标准样品的偏差，所有氧化物均低于&’，稀土

元素和微量元素采用()*+,-方法测试，相对标准

偏差均小于&.’。

!/" 主量元素特征

0个含电气石花岗岩样品-1#2含量的变化范围

为304.5’!674&5’；892#:;2#含量的变化范围

为04<=’!6422’，;2#!892#的含量；)9#／892#
比值介于.4<&!<435之间；岩石均表现为低>1#2

（多介于.4&7’!.477’）、低)9#、高;2#的特征。

?@2#7含量的变化范围&<4<2’!&343<’，铝饱和

指数（?／)8;）介于&4&5!&47&之间，均大于&4&，

为强过铝质花岗岩；)(*A标准矿物计算，均出现刚

玉分子（)，含量变化范围在24<2’!04<5’），而未

见透辉石，显示为过铝质“-”型花岗岩的特点。

在实际矿物含量B?*分类图（图<9）中，0件含

电气石花岗岩样品均落入7C区域，即岩石类型均为

二长花岗岩。用)(*A标准矿物计算法，计算的各

种标准矿物含量，将其投入深成岩的B’?8#%分

类图（图<C），样品点多落入7C区域，这与B?*图解

的结果完全相符。在;2# -1#2图解中，大部分样

品进入高钾钙碱性系列，有两个样品进入钾玄岩系

列（图0）。

图< 含电气石花岗岩B?*分类图（左）和B ?8#%分类图（右）

!1D/< B?*（@"EF）9GHB ?8#%（I1DJF）H19DI9KLEFJ"FLMIK9@1G"+C"9I1GDDI9G1F"

图0 含电气石花岗岩;2# -1#2关系图（据%1NOPLLH，&=5=）

!1D/0 ;2# -1#2H19DI9KLEFJ"FLMIK9@1G"+C"9I1GDDI9G1F"
（9EF"I%1NOPLLH，&=5=）

!/# 稀土元素特征

含电气石花岗岩代表性全岩样品的稀土总量

（"%QQ）变化范围为=64<R&.S3!20.4=R&.S3，平

均&6345.R&.S3，T%QQ／U%QQV24=!346，平均

<426，（T9／WC）8V0450!2&4=0，平均&242，显示轻

重稀土有较大的分馏。"QMV.476!.40=，平均为

.4<6。具有中等到强的铕亏损。与涂光炽（&=5<）关

于花岗岩分类方案中的壳型花岗岩中二长花岗岩类

类似（王中刚等，&=5=）。从球粒陨石标准化的稀土

元素模式图中可观察到，本区含电气石的花岗岩与

盆地基底的变质砂岩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表现出高

度的一致性，均表现为QM中度负异常，轻稀土部分

曲线右倾斜，轻稀土元素较富集，重稀土元素之间分

馏特征不明显，显示含电气石花岗岩与变质砂岩具

有亲缘性（图39）。

52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2=卷

 
 

 
 

 
 

 
 

 
 

 
 

 
 

 
 

 
 

 

 

 

 

 

 

 

  

 
 

 



图! 含电气石花岗岩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和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原始地幔数据据$%&’(’)*+等，,--.）

/0*1! 2+’(340567(’48"90:63;<<（"）"(3=408050>68"(5967(’48"90:63?=0364*4"8?="5564(?（#）’@5+65’)48"90(67#6"40(*
*4"(056（=408050>68"(596>"9)6?@’48$%&’(’)*+!"#$1，,--.）

!1! 微量元素特征

在原始地幔标准化微量元素蛛网图解上，含电

气石花岗岩表现为强烈亏损A"、B4、C"、D#、C0、E等

元素，富集;#、C+、F、G"、26、D3、H4、I@和B8等元

素的特点（图!#）。高场强元素D#、C"的亏损及大

离子亲石元素的富集特征，与弧火山岩的特征相似

（韩吟文等，.JJK），但其又同时亏损某些大离子元

素，如A"、B4，富集个别高场强元素，又与弧火山岩有

着差别。L件样品元素亏损及富集特征，都与武广等

（.JJL）报道的洛古河岩体（石英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

岩体）很相似，可能反映二者间某种内在关系。然

而，岩石化学分析结果，前 者 却 表 现 为 强 过 铝 质，

M／2DN指数大于,O,，为B型花岗岩，而后者却表现

为准铝质，M／2DN指数小于,，为P型花岗岩，反映

二者岩浆源区明显的不同。含电气石花岗岩与变质

砂岩曲线分馏特征相似，亦表明二者具有某种亲缘

性。

Q 讨论

"1# 岩浆源区讨论

前述主量元素分析研究表明，研究区含电气石

花岗岩为强过铝质花岗岩，具有B型花岗岩特征。

现代熔融实验的成果，为我们更趋于正确认识地史

时期 形 成 的 各 类 地 质 现 象 提 供 了 类 比 依 据。

BR9>6?564（,--S）在对过铝质花岗岩的研究中，把最新

实验成果与全球L个强过铝花岗岩发育地带进行对

比，认为2"T／D".T与M9.TU／C0T. 的关系，可能较

好地区分了岩浆源区原岩的性质（邓晋福等.JJQ），

普遍认为它们的源区虽具有多样性，但变质沉积岩

（如 泥 质 岩、砂 屑 岩 和 杂 砂 岩 等）是 主 要 的 源 区

（2+"==699"(3V+056，,--.；I"440?"(3P(*64，,--.；

V0990"8?’(!"#$1，,--!；BR9>6?564，,--S；许 东 青

等，.JJS）。利用2"T／D".T比值是判断源区成分的

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以泥质岩为源岩生成的过铝

质花岗岩的2"T／D".T!JOU，而以砂屑岩为源岩形

成的过铝质花岗岩2"T／D".T"JOU。研究区L件含

电气石花岗岩样品的2"T／D".TWJOQ,!QO!S之

间，全部大于JOU，说明其物源区为砂质岩的可能性

大。

从稀土元素及微量元素配分模式图中可看出，L
个含电气石花岗岩样品的稀土配分曲线与变质砂岩

的样品稀土配分曲线较一致，微量元素分馏特征也

很相似，暗示着含电气石花岗岩与变质砂岩的亲缘

关系。

基于上述岩石化学及地球化学资料的分析，认

为含电气石花岗岩的岩浆来源，与盆地基底以变质

砂岩为主的岩石部分熔融有密切关系。

"1$ 形成的构造环境讨论

研究区含电气石花岗岩出露于额尔古纳地块东

北缘，在花岗岩类构造环境判别图;, ;.和;#
X#YC"图解中，大部分样品落入同碰撞花岗岩区

（图K）。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额尔古纳地块的构造属性

及演化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其早古生代岩浆作用特

征、其与北侧西伯利亚板块及南侧兴安地块的拼贴

作用时期。葛文春等（.JJL）在对额尔古纳地块南缘

的 塔河岩体进行研究时发现，塔河岩体不同岩性样

-.第,期 钟 辉等：黑龙江省漠河县洛古河含电气石花岗岩地质特征及意义

 
 

 
 

 
 

 
 

 
 

 
 

 
 

 
 

 
 

 

 

 

 

 

 

 

  

 
 

 



图! 含电气石花岗岩构造环境判别图解［"据#"$%&’()*和#)+,’-（./01）；2据3’"*%’等（./04）］

5678! 96:%*6;6-"$6)-,6"7*";:)<$&’$’%$)-6%:’$$6-7)<$&’$)=*;"(6-’>2’"*6-77*"-6$’（""<$’*#"$%&’()*"-,#)+,’-，

./01；2"<$’*3’"*%’!"#$8，./04）

品均具有一致的年龄，其岩浆结晶年龄介于40?!
4/4@"之间，岩体中捕虏锆石具有花岗岩中锆石的

特征，这种捕虏锆石的年龄为1.!!1A.@"（葛文春

等，B??1）；武广等（B??1）在研究洛古河岩体（石英闪

长岩二长花岗岩）时获得锆石CDEF@3G>32年龄

1?4!1.!@"，认为是后碰撞或后造山花岗岩。最近

在洛古河地区，在与洛古河二长花岗岩相伴生的含

电气石花岗岩中获得锆石表面年龄加权平均值401
HI@"（王希今等将另文发表）。对比位于额尔古纳

地块南缘的塔河岩体及位于地块北缘的洛古河岩体

及含电气石花岗岩的年龄值，可见，早古生代在额尔

古纳地块上可能存在两期花岗岩岩浆作用事件，即

1?4!1A.@"和40?!4/4@"。但在40?!4/4@"
期间，额尔古纳地块的南缘和北缘，在构造性质上可

能存在着差别。在地块南缘的塔河一带，此间形成

以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为主，含少量碱长花岗岩

和辉长岩的塔河杂岩体，形成于后造山构造背景（葛

文春等，B??1），可能为后造山J造山后的伸展塌陷

时期，反映此间在额尔古纳地块南缘开始由挤压向

伸展体制转换；而在北缘的洛古河一带，形成研究区

的含电气石花岗岩类，具有富铝、富钾、强过铝特征，

显示具有”C”型花岗岩特征，反映此间，地块北缘陆

块进一步会聚，致使陆壳增厚，使盆地基底的以砂质

岩为主的岩石发生部分熔融，地块北缘仍处于挤压

体制中。

同位素测年资料显示，塔河杂岩体形成较洛古

河地区含电气石花岗岩形成略早。如果说洛古河岩

体（石英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1?4!1.!@"）形成于

额尔古纳地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碰撞造山的晚期（武

广等，B??1），也就是说在40?!4/4@"含电气石花

岗岩形成之前，额尔古纳地块已和西伯利亚地块拼

贴在一起，那么洛古河地区，与洛古河岩体伴生的含

电气石花岗岩（401HI@"）的形成，可能是额尔古纳

地块东南的兴安地块向业已拼贴入西伯利亚板块的

额尔古纳地块拼贴的响应，因而位于地块南缘的塔

河杂岩体先形成，而位于地块北缘的洛古河地区由

于远程效应形成较晚，并由于后缘刚性的西伯利亚

地块的阻挡造成持续的挤压，使陆壳进一步会聚而

增厚，从而形成含电气石花岗岩表现为强过铝的同

碰撞“C”型花岗岩的特征。

1 结论

（.）洛古河地区出现的含电气石花岗岩为高钾

钙碱性岩系，为强过铝“C”型花岗岩类。岩浆源岩可

能主要来自盆地基底的砂质岩石的部分熔融。

（B）洛古河含电气石花岗岩与洛古河岩体（石

英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尽管相伴产出，且后者也为

高钾钙碱性岩系，但后者为准铝质的“F”型花岗岩，

形成于后碰撞阶段，而前者形成于同碰撞构造环境。

（A）洛古河岩体（石英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的形

成与额尔古纳地块向西伯利亚板块拼贴有关，而洛

古河地区的含电气石花岗岩的形成，则可能是兴安

地块向额尔古纳地块拼贴的响应。

致谢 在成文的过程中，沈阳地调中心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付俊 同志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表

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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