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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四条岩脉中的斜锆石开展了 SIMS U-Pb 定年工作，获得对应的 Tera-Wasserburg 下交点年龄分

别为 257.4 ± 4.8 Ma,261.0 ± 3.7 Ma,262.2 ± 8.5 Ma 和 262.9 ± 7.1 Ma。四条岩脉的平均年龄为 261 ± 2 Ma，与

峨眉山大火成岩省中的镁铁质-超镁铁质侵入岩的锆石 U-Pb 平均年龄（260 ± 3 Ma）在误差范围内一致。咱

嘎寺镁铁质岩脉的 SiO2含量为 46.77 wt.%–49.77 wt.%，大部分样品的 TiO2含量大于 2.5 wt.%，Ti/Y 比值大

于 500，与峨眉山高 Ti 玄武岩的范围相一致（Xu et al., 2001），少量样品低于这一范围可能是由于单斜辉石

堆晶造成 Ti 含量偏低。所有样品的 Mg#与 Cr 和 Ni 呈现出良好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铬尖晶石和橄

榄石的分离结晶造成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 Cr 和 Ni 对 Mg#的图解中，咱嘎寺镁铁质岩脉的趋势与峨眉

山高 Ti 玄武岩一致。在 Th/Yb 对 Nb/Yb 图解中，咱嘎寺镁铁质岩脉的投图结果明显不同于洋中脊玄武岩

（MORB）、洋岛玄武岩以及大陆弧玄武岩（CAB），而与 CFB 及峨眉山高 Ti 玄武岩相似。此外，在 Sr-Nd
同位素组成方面，咱嘎寺镁铁质岩脉也与峨眉山高 Ti 玄武岩相似。Sr-Nd 同位素二元混合模拟表明这些岩

脉的原始岩浆经历了<5%的地壳混染。同时，稀土元素部分熔融模拟表明咱嘎寺镁铁质岩脉的原始岩浆是由

石榴石二辉橄榄岩为主导的地幔源区（深度>85 km）经 5–6%的部分熔融形成，这样的形成条件与陆内地幔

柱产生的岩浆岩相一致。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这些镁铁质岩脉的形成年龄与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形成时代一致，而且其地球化

学特征与峨眉山大火成岩省中高 Ti 玄武岩很相似。因此，我们认为咱嘎寺镁铁质岩脉是峨眉山大火成岩省

的一部分，这一发现支持义敦地块在峨眉山地幔柱活动时期（晚二叠世）仍然是扬子克拉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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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敦地块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夹持于松潘-甘孜盆地，扬子克拉通以及北羌塘地块之间。区内具有

丰富的 Ag-Pb-Zn-Cu 等矿产资源。前人对于义敦地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晚三叠世岩浆岩的成岩作用及相关

的成矿作用，然而关于义敦地块的起源问题缺乏系统性的探讨并且仍然存在着争议。目前关于义敦地块的

起源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义敦地块来源于东昆仑造山带，早三叠世弧后盆地的扩张使得义敦地块

从东昆仑造山带中裂解出来（Ding et al., 2013）。（2）义敦地块起源于扬子克拉通，晚二叠世峨眉山地幔柱

的活动使其由扬子克拉通中裂解出来（Song et al., 2004）。（3）义敦地块来源于冈瓦纳大陆（Metcalfe, 2013）。
近期我们在义敦地块北部咱嘎寺地区发现了四条镁铁质岩脉，并开展了 SIMS 斜锆石定年、全岩主微量元素

及 Sr-Nd 同位素分析，厘定了岩脉的形成时代，探讨了岩脉成因及其对义敦地块起源问题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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