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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公湖一怒江缝合带西段改则硅质岩地球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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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班公湖一怒江缝合带是西藏第二条规模巨大的基性一超基性岩带。文章通过对该带西段改则地区硅质 

岩的系统地球化学研究 ，探讨了硅质岩形成的成因和构造背景。研究表明：① 硅质岩的 (SiO，)变化范围在 

85．23％～93．73％之间，Si／A1比值为34．08--56．92，表明它们含有较高比例的陆源泥质沉积物；② Hf、Pb、Nb、Ta、 

Th和 u等不相容元素亏损较明显；③ A1／(Fe+Mn+AI)比值为 0．41～0．69，具有生物成因特征，Ba／Sr比值和 U／ 

Th比值均小于 1，AI—Fe—Mn三角图和Zr-Cr协变图上均为非热水成因的特征；④ Al2 ／(AI'O3+Fe203)比值为 0．50 
-- 0．77，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和北美页岩标准化模式图显示出 LREE富集、弱 正异常和无明显 ce异常的特 

征，(La／Ce)SN、Ce／Ce 和(La／Lu) 比值分别为 1．11～1．17、0．90～0．92和 1．10～1．62， (V)<23 ／g，V／Y< 

2培，以上特征均说明改则地区硅质岩当时形成的环境海底热液活动不强烈，而陆源物质输入较多，沉积环境以在大 

陆边缘形成为主；⑤ 从 si和O同位素值看出，其属于典型的放射虫硅质岩类型，艿00si一 0呈正相关趋势，说明si0， 

从溶液中晶出石英时，硅 、氧同位素表现出相似的动力学分馏过程；⑥ 该区放射虫硅质岩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其沉积 

时可能形成于相对稳定的洋盆闭合大陆边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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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siliceous rocks of 

Gerze area in western Bangong Co-Nuj iang suture zone，Tibet 

FE G CaiXia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re Deposit Geochemistry，Irk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 550002，Guizhou，China) 

Abstract 

The Bangong Co—Nujiang suture zone is the second huge ultramafic rock belt in Tibet．Based on detailed 

geochemical research，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enesis and tectonic setting of siliceous rocks in Gerze area，Tibet． 

Some conclusions have been reached：① The SiO2 content range is 85．23％～93．73％，and Si／A1 ratios vary in 

the range of 34．08- 56．92，indicating that they contain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terrigenous muddy sedi— 

ments；② Incompatible elements such as Hf，Pb，Nb，rra，Th and U are obviously depleted；③ AI／(Fe+Mn 

+A1)ratios are 0．41--0．69，suggesting bio—genesis．Ba／Sr and U／Th ratios are lower than 1，and A1一Fe—Mn 

triangular diagram and Zr—Cr diagram show non—hydrothermal characteristics of siliceous rocks；④ Al2()3／ 

(Al2()3+Fe203)ratios are 0．50～0．77，and chondrite—normalized as well as North American shale—normalized 

REE patterns show that siliceous rocks are enriched with LREE with weak positive Ce anomaly and no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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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anomalies；(La／Ce)sN，Ce／Ce and(La／Lu)sN values are 1．11～1．17，0．90～0．92 and 1．10～1．62，V< 

23 Fg／g，and V／Y< 2．8．All these features suggest that the siliceous rocks were formed in an environment of 

relatively weak hydrothermal activity but fairly abundant terrigenous material inputting．In addition，the deposi— 

tion was dominated by a continental margin environment；⑤ Si and O isotopes indicat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adiolarian chert．Besides，6 Si一 O assumes positive correlation，indicating that Si and O isotopes had similar 

kinetic fractionation processes；⑥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ert implies that it was mainly deposited in a 

continental margin environment during the closure of the Tethys Ocean． 

Key words：geology，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sedimentary environment，siliceous rocks of Gerze area， 

Bangong Co—Nujiang suture zone 

硅质岩对于揭示区域地质演化背景以及反映区 

域动力学演变特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的 

秦岭、华南、滇西三江地区及雅鲁藏布江缝合带，通 

过硅质岩建造来追索古、中特提斯洋的演化历程及 

形成环境已有较多的成果报道(丁林等，1995；吴浩 

若，1996；朱杰等，2005；周永章等，2008；黄圭成等， 

2010；Yin et a1．，2000)。班公湖一怒江缝合带主要 

由规模巨大的蛇绿岩套及混杂岩带构成，是西藏第 

二条规模巨大的基性一超基性岩带。以往多侧重于 

该缝合带中蛇绿岩的空间分布、岩体的地质地球化 

学、地层厘定及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 (邓万明等， 

1987；邓万明，2000；郭铁鹰等，1991；张旗等，2001； 

邱瑞照等，2005；李才等，2008；曹圣华等，2008；Wang 

et a1．，2008；吴彦旺等，2009)。该带中硅质岩的放射 

虫研究已有一些报道(孙东立等，1991；李 日俊等， 

1997；朱同兴等，2006；冯晔等，2006；陈奇等，2007；曹 

圣华等，2008)，对作为能反映成因和沉积环境重要标 

志的硅质岩岩相学、沉积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构造背景 

等方面有涉及但尚未进行深入研究(曹圣华等，2005； 

陈玉禄等，2006)，本文通过对班公湖一怒江缝合带西 

段改则地区硅质岩的主量元素、微量元素、稀土元素 

和 si、O同位素研究，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 

改则地区硅质岩形成的成因和构造背景。 

1 地质背景 

班公湖。怒江缝合带横贯西藏高原，东西延伸约 

2 000 km，具有明显的地理标志(肖序常等，2000)， 

西端 自班公错始，经改则、丁青，向南沿怒江连接滇 

西瑞丽和缅甸的抹谷带；南、北两侧分别为拉萨地块 

和羌塘地块(图 1)。该缝合带规模仅次于雅鲁藏布 

江缝合带，其问断续分布着85个岩体群，出露面积 

回 古生界 

圈 中生界 

田 第三系 

7-1老变质基底 
班公湖墙 江缝合带 

圈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 
断裂 

l、、 地层界线 
I．．．．．．．．．_ J 

圈 采样地点 

图 1 藏北地区构造格架图(据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1993和曲晓明等，2009修改) 

Fig．1 Tectonic framework map of northern Tibet(modified after Tibet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 Reso~em， 

1993 and Qu et a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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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70 km2。这些岩体与其共生的玄武质火山岩和包 

括放射虫硅质岩的深海沉积岩一起构成蛇绿岩地 

体，它们是羌塘一三江复合板片和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 

板片之问缝合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 自治区地质 

矿产局，1993)。 

西藏改则地区地处青藏高原的腹地，在 工级大 

地构造单元上属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板片，次级大地 

构造单元为革吉一措勒复合弧后盆地；地层区划属滇 

藏地层大区的冈底斯一腾冲地层区班戈一八宿地层分 

区(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1993；图 1)。班公湖一 

怒江蛇绿岩带自西向东可分为班公湖一改则、东巧 
一 安多和丁青一怒江 3段，本次工作属于西段即班 

公错一纳屋错和改则一色哇地段，其岩体一般都呈长条 

状、透镜状或扁豆状和楔状的冲断片产出，走向为北 

西向和北西西向。段内基性、超基性岩体都是构造 

侵位，因为它们的出露明显受到冲断裂的控制，岩体 

与围岩都呈冲断层接触；由于断裂挤压剪切作用把 

岩体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块体，其边部明显片理化，改 

则一色畦地段的岩体主要侵位于木嘎岗群中；本段蛇 

绿岩可能形成在中一晚侏罗世，并经历了晚侏罗世和 

晚白垩世的两次构造侵位(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1993)。 

前人通过对班公湖一改则蛇绿岩带的研究，共圈 

出蛇绿岩体(群)35个，集中分布于班公湖、改则一 

带，大多数蛇绿岩的蛇纹石化十分强烈，有的已完全 

变为蛇纹岩，或因构造挤压剪切作用变成蛇纹石片 

岩，并常常见变质蛇绿岩与基性火山岩、辉长岩、砂 

岩、石灰岩和硅质岩等组成的混杂堆积，从下而上组 

成单元分别为：变质地幔橄榄岩，镁铁质一超镁铁质 

堆晶岩，席状辉绿岩墙、镁铁质火山岩(局部可见枕 

状熔岩)及深海一半深海沉积建造，以复理石浊积岩、 

紫红色硅质岩为主，夹放射虫硅质岩(曹圣华等， 

2005；邱瑞照等，2005；陈奇等，2007)。 

2 硅质岩的产出特征 

本次所采硅质岩位于改则以北约 10多公里处 

(坐标：N32。24 44．8”，E84。03 35．4”，高度 5 029 m， 

图1)，属于班公湖一怒江蛇绿岩带西段，呈灰色或深 

灰色层状和块状，单层厚度达数厘米至数十米。硅 

质岩底部与枕状熔岩及辉长和辉绿岩等整合接触。 

样品产出地质剖面图见图2。 

组成硅质岩的主要矿物是微晶石英(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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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洞错一改则蛇绿岩剖面图(据西藏 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1993修改) 

Fig．2 Ophiolite suite of Dongcuo-Gerze area(modified 

after Tibet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 Resources，1993) 

80％～85％以上)、玉髓和蛋白石，粒径约 0．01 ITIITI， 

其颗粒界线清楚；其他还有少量隐晶质玉髓、微晶重 

晶石、黏土矿物及其他碳泥质等杂质；硅质岩中金属 

矿物含量少，总量约 1％～2％，粒径 0．03 rnrn不等， 

多呈分散状，散布于微晶石英粒问；整个岩石呈隐晶 
一 微粒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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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方法 

本次采样地点露头新鲜，剖面岩石发育良好，取 

样间距随岩性厚度变化而有所不同，共采集硅质岩 

样品15件。样品经过分选，用蒸馏水清洗干净并在 

烘箱中烘干，研碎至 200目，用于主量、微量、稀土元 

素和 Si、O同位素的测试分析。 

主量元素分析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PW4400 

XRF)完成，分析过程用平行样和标准参考物质 

GSR一1和 GSR一3进行数据质量监控，分析精度优于 

3％；微量元素分析采用 ELAN 6000 ICP—MS完成， 

用标准参考物质 OU一6和 GBPG—l进行数据质量监 

控，分析精度优 于 5％，具体分析 流程见 Qi等 

(x000)；以上两种测试均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 

Si和 O同位素样品分析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 

资源研究所同位素室完成，先将样品破碎至200目， 

然后用稀盐酸浸泡，再用蒸馏水反复冲洗，置于空气 

中干燥。硅同位素测定要预先经过化学处理，提纯 

氧化硅，然后进行氧化，将 Si02用纯化的BrF5氧化， 

转化成 siF4，在 MAT一251EM 型质谱计上完成分析， 

选用美国国家标准局的石英砂样标准 NBS一28做标 

样，分析精度为 ±0．1％。；氧同位素的常规制备方法 

为五氟化溴法(Clayton et a1．，1963)，反应原理为硅 

酸盐或氧化物与强氧化剂 Br 在高温下反应生成 

O2，然后与碳棒反应转化为 CO2，在 MAT-251EM型 

质谱计上完成分析，分析精度为 ±0．2‰，采用的国 

际标准为 SMow。以上分析结果分别见表 1--4。 

4 分析结果 

研究区硅质岩主量元素分析结果见表 1。从表 

1可以看出，改则地区硅质岩的 (Sio2)从 85．23％ 
～ 93．73％，平 均 为 88．89％，低 于 纯硅 质 岩 的 

(Si02)(9l％～99．8％)，训(A1203)从 1．32％～ 

2．30％，Si／A1比值为34．08～56．92，远低于纯硅质 

岩的Si／A1(80～1 400)(Murray et a1．，1992a)，表明 

它们含有较高比例的陆源泥质沉积物；W(Fe203)和 

(MnO)相对 ZU(A12o3)较低，变化范围分别为 

0．59％～1．30％和 0．07％～0．15％；W(TiO2)和 

叫(K2o)分别介于 0．16％～0．20％和 0．17％ ～ 

0．29％之间；叫(P205)很低，从 0～0．07％，变化范围 

不大。 

研究区硅质岩稀土元素分析结果见表 2。从表 

2可以看出，EREE为 44．17～48．99 ，平均为 

46．24 g ，轻稀土元素富集。北美页岩标准化后 

SEus~值为 0．84～1．05，~CesN值为 0．89～0．92， 

(La／Ce)s~值为 1．11～1．17，(La／Yb)sN值为 1．02-- 

1．42；球粒陨石标准化后 ~EucN值为 0．58～0．73， 

： 为0．98～1．02，(La／Ce)( 值为1．27～1．34， 

表 1 西藏改则硅质岩常量元素含量 

Table 1 Major element contents of siliceous rocks in Gerze area，Tibet 

注：A=Al／(Fe+Mn十A1)；B=AI203／(Al2()3+ 203)；C=Si／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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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9．83 9．21 10．1 9．68 9．44 10．4 9．83 10．3 10．3 9
． 99 

Ce 20．0 18．9 20．5 19．5 18．8 20．6 19．1 20．5 20．7 19
． 5 

Pr 2．27 2．20 2 31 2．22 2．17 2．38 2．16 2
．27 2．36 2 24 

Nd 8．13 8．28 8．43 8．52 7 82 8．92 7 80 8．10 8．49 8
． 32 

Sm 1 51 1．66 1．49 1．71 1．40 1．63 1．46 1．46 1．52 1
． 64 

Eu 0．29 0．34 0．30 0 38 0．29 0．33 0 29 0
． 28 0．28 0．33 

Gd 1．33 1 51 1 42 1．57 1．09 1．30 1．27 1．26 1．39 1
． 43 

Tb 0．22 0．24 0．21 0．24 0．19 0．23 0．19 0．20 0．21 0 22 

By 1．11 1．28 1．13 1．23 1 10 1．17 1．07 1
． 04 1．09 1．14 

Ho 0 24 0．28 0．23 0 28 0．22 0．27 0．24 0 23 0．25 0
． 26 

Er 0．74 0．77 0．72 0 84 0．68 0 75 0 68 0．68 0．70 0
． 71 

Tm 0．11 0 10 0 11 0．12 0．10 0．11 0．11 0．10 0 11 0． 10 

Yb 0．78 0．80 0．77 0．84 0．75 0 79 0．78 0
． 75 0．77 0．72 

Lu 0 12 0．11 0．12 0．13 0．12 0．12 0．12 0．11 0 12 0
． 11 

EREE 46．68 45．69 47．84 47．25 44．17 48．99 45．10 47．28 48．28 46 71 

8EUsN 0．90 0．93 0 91 1．01 1．02 0．99 0．95 0
． 92 0 84 0．95 

aCesN 0．92 0．91 0．92 0．92 0
． 90 0．90 0．90 0．92 0．91 0．90 

(La／Ce)SN 1．12 1．11 1 12 1．13 1．15 1．15 1．17 1．15 1 14 1．17 

(I a／Lu)SN 1 25 1．23 1．31 1．12 1．21 1 36 1．23 1．38 1．26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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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4 

O．13 

46 77 

1．02 

0 90 

1．17 

1．10 

9．80 

19．3 

2．18 

8．13 

1．42 

0．28 

1．28 

0．21 

1．08 

0．24 

0．68 

0 10 

0．75 

0．12 

45．57 

0．92 

0．91 

1．16 

1．25 

注： u 和 8CesN均为北美页岩标准化后的Eu和ce异常值；北美页岩标准化值据 Boynton，1984。 

器 
＼  

n詈 

和 

j}l}{ 

喀 

蜒 

图 3 西藏改则硅质岩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a)和北美页岩标准化(b)分布型式图 

Fig．3 Chondrite—normalized(a)and North American shale—normalized (b)REE patterns of siliceous rocks in Gerze&tea，Tibet 

(La／Yb)cN值为 7．10～9．90。在稀土元素配分模式 

图上，页岩标准化曲线表现为弱 Ce正异常、Eu弱正 

异常的轻、重稀土元素分异不明显的平坦型曲线，而 

在球粒陨石标准化曲线上体现为无明显 Ce异常和 

明显Eu负异常的右倾型曲线 (图3)。 

研究区硅质岩部分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见表 3。 

从表 3可以看出，微量元素以含量低为特征。其中， 

Zr和 AS较为富集，约为克拉克值的 1～3倍，其余元 

素与克拉克值相比均处于“亏损”水平，尤其是 Hf、 

Pb、Nb、Ta、Th和 U等不相容元素，Mo等亲铁元素， 

Cr等亲石元素，Cu、zn、sb和 Y等亲铜元素和 Sr等 

碱土金属亏损幅度较为明显；V、Co、Ni、Ba和 Rb亏 

损程度较小。 

研究区硅质岩 si和 O同位素分析结果见表 4。 

从表 4可以看出，研究区硅质岩的 0Si值变化于 
一 0．5％。NO．1％o之间， 埽O值的变化范围为 10．8％。 
～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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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西藏改则硅质岩微量元素及稀土元素含量(w(B)／~g／g] 

Table 3 Trace element and REE content(w(B)／~g／g?of siliceous rocks in Gerze area。Tibet 

注：A一地壳元素丰度值(黎彤 ，1987)；B 元素富集系数。 

表 4 西藏改则硅质岩 Si和0同位素含量 
Table 4 The Si and O isotope content of siliceous rocks in Gerze area，Tibet 

5 讨 论 

产于班公湖一怒江缝合带西段改则地区的硅质 

岩与该带蛇绿岩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如 

何反映在岩石学特征上，尤其是反映在地球化学指 

标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为此，笔者对 

本区的硅质岩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利用地球化学 

分析结果，通过各种元素组合的比值来讨论形成于 

特殊地质背景的硅质岩系中硅质岩成因、沉积环境 

和硅质来源。这不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为论证该缝台 

带形成、演化和变动提供依据，而且又能进一步确认 

这些地球化学标志是研究硅质岩成因的可靠基础。 

5．1 硅质岩成因 

硅质岩的成因 卜分复杂，目前认为可能存在 4 

种成因类型：① 生物或生物化学沉积成因；② 火山 

沉积成因；③ 热液交代成因(硅化)，发生在同生、成 

岩、后生的各个作用阶段；④ 热水沉积成因(Adachi 

et aI．，1986；Herzig，1988)。 

Fe、Mn、A1等常量元素含量对区分硅质岩成因 

类型具有重要意义，硅质岩中 Fe、 和 Mn的富集 

主要与热水的参与有关，而 Al的相对富集则多与陆 

源物质的加入相关，硅质岩的 AI／(Fe+Mn+A1)比 

值由纯热水的 0．01到纯生物成因的 0．60，且 ／ 

(Fe+Mn+A1)比值随离开热水系统中心距离的增 

大而增大(Adachi et a1．，1986；Yamamoto，1987)。研 

究区硅质岩 ／(Fe+Mn+A1)比值从0．41--0．69，平 

均为0．62(表 1)，靠近生物成因范围；在 。Fe—Mn三 

角图中，改则硅质岩均落人生物成因硅质岩区(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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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图 4 西藏改则硅质岩 Al—Fe—Mn成因判别图 

(据 Adachi et a1．，1986；Yamamoto，1987) 

a一 热水沉积硅质岩区；b一生物成因硅质岩区 

Fig．4 A1一Fe—Mn diagram of siliceous rocks in Gerze&l-ea， 

Tibet(after Adachi et a1．，1986；Yamam oto，1987) 

另外，特征元素比值能很好地反映黑色岩系的 

成因，Ba／Sr比值的变化不但可用于判别海相和陆相 

沉积物，而且可作为衡量海底热水流体作用的尺度， 

正常海相沉积岩中Ba／Sr比值基本小于 1，而海底热 

水沉积物中Ba／Sr比值大于 1，海相沉积物中Ba／Sr 

比值愈大，愈能反映海底热水流体作用的影响程度 

(Smith et a1．，1983；Peter et a1．，1988)，本区黑色岩 

系中Ba／Sr比值都小于 1(表 3)，说明其沉积时海底 

热水流体活动不是很强烈，与正常海相沉积岩中的 

值类似。另外，由于热水沉积有较高的沉积速率，常 

常相对富含 U，因此热水沉积岩中 U／rh比值>1， 

而水成沉积岩u／Th比值<1(Rona，1978)。研究 

区硅质岩的 U和Th值及 u／rh比值见表 3，可看出 

U／，I、h比值<1属于水成沉积岩的范围。微量元素 

Cu、Co和 Ni往往能够反映出一些热水沉积的规律， 

现代热水沉积物相对富含 Cu和 Ni，且 Ni／Co比值 

小于 3．613(Crerar et a1．，1982)，研究区硅质岩与地 

壳元素丰度值相比，Cu和 Ni的富集系数分别为 

0．39和0．11，Ni／CO 比值除一个样品为 3．61外，其 

余均大于3．613，平均为4．51(表3)，反映出该区硅 

质岩热水沉积物特征不明显。从 Zr和 Cr的关系协 

变图也可看出，研究区硅质岩均投点于现代水成沉 

积物的趋势线及集中区(图 5)。 

5．2 沉积环境 

硅质岩的沉积环境决定了其物质来源、物理化 

图 5 现代沉积物的 一Cr关系图(据 Marchig et a1．，1982) 

I一现代水成沉积物的趋势线及集中区；Ⅱ 现代水成 

成岩含金属沉积物的分布区；11I 现代热水沉积物的趋势线 

Fig．5 Zr—Cr diagram  of modem sediment(after Marchig 

et a1．，1982) 

学条件以及沉积速率等特征，而所有这些均体现在 

硅质岩化学成分的组成以及结构上，因此硅质岩的 

地球化学特征能很好地反映沉积环境(Yamamoto et 

a1．，1987；Murray．，1994)。 

前人研究结果表明，Al2()3／(Al2O3+Fe203)比 

值是判别硅质岩形成环境，特别是区分洋中脊和大 

陆边缘成因的一个良好指标(Murray et a1．，1991； 

Murray，1994；Sugitani et a1．，1996)。改则地区 14 

个硅质岩样品的Al203／(Al2O3+Fe203)比值为0．50 
-- 0．77，明显高于洋中脊硅质岩(<0．4)，而与大洋 

盆地硅质岩(0．4～0．7)和大陆边缘硅质岩(0．5～ 

0．9)的重叠区相当(Murray，1994)。Murray(1994) 

利用已知沉积环境的硅质岩化学成分比值作图，圈 

定了大陆边缘、大洋盆地和洋中脊硅质岩投影图。 

从 100×Fe203／SiO2—100×A1，03／Si03 0另0图和 

Fe2O3／]r 一 03／(A1203 +Fe203)图解(图 6a、6b) 

可看出，研究区硅质岩都落在大陆边缘范围。 

稀土元素是研究硅质岩成因、恢复古海洋环境 

和判别 氧化还原 环境 的 良好 地球 化学示 踪剂 

(Shimizu，1977)。海水 中 HREE含量相对较为稳 

定，海底热液活动会导致洋脊附近海水中 LREE相 

对贫乏(Klinkhammer et a1．，1983)，陆源物质的输 

入则导致相对富集 LREE(Mclennan，1989)。从一 

些稀土元素参数如 La／Ce、La／Lu及 Ce／Ce 等可用 

来有效地判别硅质岩的形成环境，洋中脊附近的硅 

质岩以严重的 亏损为特征 ，其Ce／Ce 为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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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西藏改则硅质岩环境判别图解(据 Murray et a1．，1992b；Murray，1994) 

Fig．6 The environment discrimination diagrams of Gerze siliceous rocks in Tibet(after Murray et a1．，1992b；Murray，1994) 

0．13，La／Ce值为 3．5；大洋盆地相应值为 0．60± 

0．13和2～3，大陆边缘相应值 1．09±0．25和La／Ce 

≈1；La／Lu比值从扩张洋中脊附近的 0．65增加到 

离洋中脊 85 km的 1．15，到大洋盆地达到最大值 

2．70(Murray et a1．，1991；Murray，1994)。从稀土 

元素配分图可以看出，球粒陨石标准化和北美页岩 

标准化显示出 LREE富集、弱 正异常和无明显 

Ce异常特征 (图 3)，(La／Ce)SN、Ce／Ce 和 (La／ 

Lu)sN值分别为 1．11～1．17、0．90～0．92和 1．10～ 

1．62(表 2)，以上图解和参数说明改则硅质岩当时形 

成的环境海底热液活动不强烈，而陆源物质输入较 

多，沉积环境以在大陆边缘形成为主。 

微量元素中的某些元素是判别硅质岩沉积环境 

的有效指标。在 Ti—V相关图 E(图 6c)，改则硅质 

岩的 w(v)<23／lg／g(10．1～l5．3 g ，表 3)，Ti 

和V呈正相关关系，与大陆边缘硅质岩[ (V)≈20 

g ]相当，而明显不同于洋中脊硅质岩[ (V)≈ 

42 ]和大洋盆地硅质岩[训(V)≈38 g／g]。在 

V／Y—rri／、厂相关图上(图6d)，改则硅质岩的v／Y< 

2．8(1．35～2．07，表 3)，大致与大陆边缘硅质岩组 

成接近，而明显不同于洋中脊硅质岩(V／Y~4．3) 

和大洋盆地硅质岩(v／Y~5．8)(Murray，1994)。 

5．3 硅质来源 

Si、O同位素是硅质岩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硅 

质岩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则硅质岩中的 

主要矿物组成为石英(88．89％，表 1)，因此可利用岩 

石的 加Si、 O值来分析形成石英的硅质来源。 

成因不同的硅质岩及石英有不同的 6 3。Si值 

(Clayton et a1．，1975；Douthitt，1982；丁悌 平等， 

1994)，生物成 因硅质岩 的 6 3。Si值变化范围为 
一 1．1％。～1．7％。；低温地下水中自生石英的 6 30Si值 

为 1．1‰ ～1．4％。；热水沉积硅质岩的 3。Si值为 
一 1．5％。--0．8‰；成岩过程中的次生石英的 6 3Osi值 

为一0．2％。～0．3％o；火山喷发一化学沉积硅质岩的 

∞Si值为 0．5‰～一0．4‰；现代温泉硅华沉淀物 

的8 30Si值为一3．4％。-0．2％。(负值为主)；深海放射 

虫硅质岩的6 Si值为一0．6％。～～0．1‰；现代海底 

“黑烟囱”硅质沉淀物的 Si值为一3．1‰～一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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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6 Si／‰ 

图 7 不同成因硅质岩硅同位素分布图(据 Jiang et a1．，1994) 

Fig．7 The silicon isotope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genesis siliceous rocks(after Jiang et a1．，1994) 

从溶解硅的6 。Si来看，热泉水中溶解硅的 0。Si值 

为0～0．4％o，海洋中溶解硅的分布范围是一0．4‰～ 

0．2％。。改则硅质岩的 00Si值从 0．5％。～0．1(表 

4，图7)，与深海放射虫硅质岩的分布范围相近，而溶 

解硅则与海洋中的值相近，不同于热泉水中的溶解 

硅值。 

本区样品的 墙O值为 l0．8‰～l3．4‰(表 4)， 

位于火成石英(8．3‰～11．2％。)和变质石英(11．2‰ 
～ 16．4％。)之间，而与热泉华石英(12．2％o～23．6％o) 

和成岩石英(13％o～36％)的 O范围有明显的差 

~1](Clayton，1986)。把研究区硅质岩的 SiN 28 

对 8墙OSMOW作直角坐标图(见图8)，显示出 3oSi与 

O的正相关性，说明 Si0，从溶液中晶出石英时， 

硅、氧同位素表现出相似的动力学分馏过程，可以认 

为早先从溶液中晶出的微晶一雏晶石英是优先富集 

轻的硅、氧同位素，而使残余溶液中 SiO2更富集重 

的硅、氧同位素。 

由此可见，利用硅质岩的 6 0Si和 6埔0来判断 

岩石的沉积机理，所得结论也几乎是一致的，即均与 

热液成因硅质岩明显不同，而最接近生物成因硅质 

岩和变质一火成硅质岩。这与在班公湖一怒江缝合带 

发现大量放射虫动物群(孙东立等，1991；李日俊等， 

1995；1997；Yang et a1．，2001；朱同兴等，2006；冯晔 

等，2006；陈奇等，2007；曹圣华等，2008)及岩石的宏 

观地质特征(硅质岩底部与枕状熔岩及辉长和辉绿 

岩等整合接触，见图2)相一致。 

5．4 放射虫硅质岩特征对比与形成时代 

放射虫硅质岩在研究蛇绿岩的形成时代、洋盆 

的构造环境和演化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吴浩若， 

1996；Alastai et a1．，2002；周国庆，2008)。鉴于在 

班公湖一怒江缝合带大量发现放射虫动物群(孙东立 

等，1991；李日俊等，1995；1997；朱同兴等，2006；冯 

晔等，2006；陈奇等，2007；曹圣华等，2008)及上文讨 

论的地球化学特征，笔者认为研究区硅质岩明显属 

于放射虫硅质岩类型。其典型的地球化学特征可与 

南秦岭勉 略蛇绿混杂岩 中硅质岩 (富含 SiO2，贫 

Fe203、MgO、Al2()3以及较低的∑REE含量和具微弱 

的 负异常，大 陆边缘型硅质岩)(盛吉虎等， 

1997)、川西鲜水河断裂带放射虫硅质岩(Si／AJ比值 

为49～71，A1203／(A1203+F )比值为0．6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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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西藏改则硅质岩 Sj一0同位素相关图 

Fig．8 The 8如Si一6 O diagram of C,erze siliceous rocks in Tibet 

叫(V)<23 ／g，V／Y<2．8，Ti八厂>26，大陆边缘 

型硅质岩)(梁斌等，2004)、西藏雅鲁藏布江缝合带 

中段放射虫硅质岩(属生物成因大陆边缘型和远洋 

型硅质岩)(朱杰等，2005)、西藏西南部与蛇绿岩伴 

生的放射虫硅质岩(Si 比值为 26～42，沉积于大 

陆边缘盆地的构造环境，其形成包括生物作用和热 

液作用两种因素)(黄圭成等，2010)等相类比，显示 

出该类硅质岩特殊的成因和沉积环境特征。 

前人对班公湖一怒江蛇绿岩带的西段班公湖蛇 

绿岩的形成时代有中一晚侏罗世(西藏自治区地质矿 

产局，1993；李秋生等，1996)、早 白垩世 (游再平， 

1998)、晚白垩世至古近纪初(邓万明等，1987)、晚三 

叠世晚期～早侏罗世早期开始，结束于晚白垩世晚 

期(冯晔等，2006)以及改则地区在早侏罗世发生了 

俯冲作用，其斜长花岗岩中锆石 u～Pb加权平均年龄 

为(189．8±1．9)Ma(樊帅权等，2010)等不同的认 

识，而该带放射虫硅质岩的时代以中晚侏罗世一早 

白垩世早期为主，部分延至晚白垩世早期(冯哗等， 

2006)。本次工作未涉及放射虫硅质岩的时代鉴定， 

课题组成员采集了改则地区的安山岩，采用锆石 U— 

Pb定年，测得年龄(122．40±0．42)Ma和(124．4± 

0．38)Ma(与刘粲研究员内部交流，数据暂未发表)， 

该年龄应属早白垩世，这与前人认为班公湖新特提 

斯洋于早 白垩世关闭(郭铁鹰等，1991；王建平等， 

2002)时间一致；改则地区的特提斯洋存在晚二叠世 
～ 早三叠世的扩张作用，即班公湖一怒江带特提斯洋 

裂解(Shi et a1．，2007；樊帅权等，2010)，至早白垩 

世关闭，该区放射虫硅质岩地球化学特征指示生物 

成因，大陆边缘沉积环境，表明其沉积时可能形成 

于相对稳定的洋盆闭合大陆边缘环境。 

6 结 论 

通过以上对改则地区硅质岩的岩石学和地球化 

学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结合前文所述的改则硅质岩的地球化学特 

征参数和判别图解，笔者认为改则地区的硅质岩主 

要为正常海水沉积的生物成因硅质岩，沉积环境主 

要为大陆边缘沉积； 

(2)从 Si和O同位素值看出，其属于典型的放 

射虫硅质岩类型，6 3。Si～6墙O呈正相关趋势，说明 

siO2从溶液中晶出石英时，硅、氧同位素表现出相似 

的动力学分馏过程； 

(3)改则地区的特提斯洋存在晚二叠世一早三 

叠世的扩张作用，即班公湖一怒江带特提斯洋裂解， 

至早白垩世关闭，该区放射虫硅质岩地球化学特征 

表明其沉积时可能形成于相对稳定的洋盆闭合大陆 

边缘环境。 

志 谢 感谢在野外采样工作中得到刘柒研究 

员、齐有强博士、王涛博士及杨朝贵硕士的帮助。另 

外，在本文修改过程中得到两位评审人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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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启发，在此一并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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