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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展布于川
、

滇
、

黔三省
,

面积

超过 25 万 k m
“ ,

由大面积溢 流玄武岩
、

大量镁铁
-

超镁铁质 到酸性 的侵人体组 成
。

近年来 的研究表

明
,

该火成 岩省 的形 成 与地慢 柱 活动有 成 因联 系

( C h u n g 与 J
a h n ,

1 9 9 5 ; C h u n g e t a l
. ,

1 9 9 8 ; X u e t

al
. ,

2 0 0 1 )
。

攀枝花
一

西昌 (攀西 )地区位于峨眉山大

火成岩省的中部
,

为镁铁
一

超镁铁质到酸性侵人体的

主要分布区
,

其中的一些镁铁
一

超镁铁质层状侵人体

(攀枝花
、

红格
、

白马
、

太和 )赋存超大型钒钦磁铁矿
。

前人对这些岩体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岩石学
、

矿物学
、

矿床学等方面的研究
,

但在地球化学方面的研究较

为薄弱
,

也缺乏精确的岩浆侵位年龄
,

确定它们与峨

眉山玄武岩 的成 因联 系也是急需解决 的关键性 问

题
。

本文选择赋存超大型钒钦磁铁矿床和铂族元素

矿化且与峨眉山在玄武岩空间上密切共生的红格岩

体
,

将其精确定年结果 和地球化学特征与峨眉山玄

武岩进行对 比
,

进而对 峨眉山大火成岩省 中镁铁质

岩浆活动规律提供更为可靠 的制约
。

红格岩体的分布受南北向昔格达断裂控制
,

面

积约 1 00 k m
Z 。

岩体侵人震旦系灯影组 白云岩及康

定群变质岩中
。

岩体东北部为峨眉山玄武岩
,

岩体

侵人大黑 山玄武 岩 (相 当于该 区 火 山岩 的第二旋

回 )
。

岩体韵律层理发育
,

自下而上可分为三个大的

岩相带
:

橄榄辉石岩带
、

辉石岩带和辉长岩带
。

超大

型钒钦 磁铁 矿主要 赋存 于辉 石岩 带 和辉长 岩带
,

P G E 富集层位主要位于橄榄辉岩带和辉石 岩带底

部
。

红格岩体 中大 多数 岩石 的 IT O
Z

含量高
,

M g ”

和 M g ( ) 与 5 10
: 、

N i
、

C r 呈正相关
,

而与 T IO
:

呈 负

相关
。

岩体 的橄 榄辉石 岩和辉石岩 带显示 明显 的

N b
一

T a 、

iT 正异常
、

T h
一

U
、

S :
负异常

,

辉长岩带显著

亏 损 T h
一

U
、

N b
一

T a 而 富 集 S r 、

iT
。

岩 体 的

(
8 ,

S r /
8 6

S r )
;

变化较小 ( 0
.

7 0 5 8 ~ 0
.

7 0 6 4 )
, 。 N d

( i ) 有

一定变化 ( 一 2
.

68 一 + 1
.

0 2 )
,

显示轻微的亏损到富

集特 征
。

随 ( T h / T a )
N

的 增 加
,

( L a / Sm )
N 、

( L a /

N b)
N 、

( L a / T a)
N

增大
。

橄榄辉石岩带 的 P d l/ r
值

(1
.

8~ 2 2
.

3) 低于辉石岩带 ( 3
.

6~ 8 3 )
。

每一韵律旋

回中 P d l/ r
值 自下而上 降低 而 C u/ P d 值升高

。

攀

西地区峨眉山玄武岩也 以高 iT 为特征
,

剖面底部岩

石显示明显的 rS 亏损
,

轻微的 N b
一

T a 亏损及 iT 富

集 特 征
,

S r 一N d 同 位 素 富 集
,

( T h / T a ) N 、

( L a /

S m )
、 、

( L a / N b )
、 、

( L a / T a )
、

值较 高
。

而其上 的攀

西地 区绝大部分玄武岩表现为显著 T h
一

U
、

rS 负异

常和轻微 iT 正异常
,

S -r N d 同位素亏损
,

( T h/ aT )
N 、

( L a / Sm )
N 、

( aL / N b )
N 、

( L a / aT )
N

较低 ( S o n g 。 t a l
. ,

2 0 0 1 ; X u e t a l
. ,

2 0 0 1 ; M e i e t a l
. ,

2 0 0 3 )
。

我们对辉长岩带底部辉长岩中挑选 出的错石进

行了单颗粒错石 U
一

P b 定年
,

得到的五组
2 06 P b /

2 38 U

年龄非 常一 致
,

加权平 均年 龄为 2 5 9
.

3 士 1
.

3 M a

( M SW D一 。
.

1 1 2 )
。

这一结果表 明红格岩体 的侵位

年龄为 25 9 M a 左右
,

与该区新街层状岩体 ( 2 5 9士 3

M a ) ( Z h o u 。 t a z
. ,

2 0 0 2 )及盐源镁铁
一

超镁铁质脉岩

( 2 6 2 士 3 M a ) ( G u o 。 t a l
. ,

2 0 0 4 ) 的 S H R I M P 错石

U
一

P b 年龄非常一致
。

与地慢柱活动有关的大陆溢流玄武岩喷发 的时

间间隔很短 (一般小于 2 M a)
。

红格岩体侵人于玄

武岩的第二旋回
,

但并未切穿上部 的玄武岩
,

表 明其

侵位与玄武岩喷发基本同时
。

说明与峨眉山地慢柱

活动相关的镁铁质岩浆活动时间约为 25 9 M a ,

这一

结论也得到与峨眉 山玄武岩有 直接接触关 系 的新

街
、

丙谷岩体的定年结果支持
。

红格 岩体严格受 区

域性断裂控制
,

且附近 的玄武岩厚度远 大于其它 区

域
,

表明其很可能是岩浆喷发的通道
,

也是其地球化

学特征与攀西地区高钦 玄武岩具有相似性 的原 因
。

大量 的玄武质岩浆经红格岩体 向上运移
,

为在其 中

形成超大型钒钦磁铁矿矿床提供了充足的物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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