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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衢盆地燕山期基性脉岩元素地球化学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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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衢盆地处于赣杭构造带中东部 ,北东走向 ,

属于火山型断陷盆地 ,长 170 km,南北宽 10 ～ 20

km,面积约 3600 km
2
(吕学斌 , 1993;张星蒲 ,

1999),呈狭长带状分布于浙江金华 -兰溪 -龙

游 -衢县 -江山一带 ,两端收缩 ,西端延入江西玉

山 、广丰等地 ,与赣杭构造带内的信江盆地相连接

(图 1)。研究显示 ,中国东南部在中生代曾发生

过一次从挤压到拉张的构造转换 ,导致陆内伸展

断陷盆地的广泛发育。金衢盆地正是在江-绍断

裂带基础上经晚中生代的区域伸展作用而发育起

来的晚白垩世 -古近纪裂谷盆地 ,是赣杭构造活动

带的重要组成单元 (Gilderetal.1991;祖辅平

等 , 2004)。

图 1　金衢盆地地质简图 (据祖辅平等 , 2004, 有修改)

　　晚中生代金衢盆地内发育的基性脉岩 ,对其

研究有助于认识晚中生代构造背景 、深部岩浆活

动及深大断裂带对成岩成矿作用的影响。作者选

取了盆地内江山 、龙游 、金华等地区的基性脉岩为

研究对象 ,重点研究了基性岩脉的岩石地球化学

特征及成因 ,期望对本区晚中古生代时期的构造

岩浆活动及所指示的伸展作用及深大断裂控制作

用取得一定认识 。

前人对本区的岩浆活动时限做了一定研究。

俞云文等(2001)在开展浙江晚中生代的玄武岩

Nd同位素研究时 ,测得龙游地区玄武岩的年龄

105Ma。余心起等(2004)对广丰 -江山地区的玄

武岩进行研究得出 ,火山岩活动时代主要有两期:

早白垩世早期(143 ～ 139 Ma)及早白垩世晚期或

晚白垩世早期 (105 ～ 98 Ma)。据初步的同位素

及微量元素特征示踪显示 ,研究区侵入岩和喷出

岩应为同源岩浆的产物 ,在后期的成岩过程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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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一定的分异。根据侵入地层 、已有年代学资

料及作者初步的 K-Ar定年工作 ,金衢盆地内的岩

浆活动时代有 143 ～ 139 Ma, 131.7 Ma, 123.6

Ma, 105 ～ 98 Ma, 69.5 Ma共 5个期次 ,总体属于

早白垩世和晚白垩世 ,暗示在晚中生代研究区的

岩浆活动有以上 5个期次。

金衢盆地内基性脉岩产出时代为燕山期。岩

性以辉绿岩为主 ,块状构造 ,辉绿结构 。主要矿物

为辉石和斜长石 ,部分含有橄榄石 ,副矿物包括钛

铁矿和磁铁矿 。根据岩石地球化学研究 ,基性脉

岩的 SiO2 范围 46.70% ～ 50.23%, K2O+Na2O

为 4.01% ～ 7.82%,样品在亚碱性和碱性系列中

分布较平均 。AFM图解(图略)显示基性脉岩具

有整体钙碱性演化趋势。主量元素及微量元素双

变量协变图解说明 ,岩石成岩过程中经历了单斜

辉石的分离结晶作用 。微量元素有明显的 Ta、

Nb、Ti、Y的亏损 ,轻重稀土分馏明显 ,呈明显右倾

趋势 ,总体上具有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LILE)和

轻稀土元素(LREE),亏损高场强元素(HFSE)和

重稀土元素(HREE)的特征 。

通过对比 ,区内基性喷出岩微量元素特征具

有更加富集 Pb, 但基性脉岩具有更为亏损的

HFSE,暗示喷出岩有更多地壳物质参与 ,稀土元

素具有更明显分馏特征。岩浆源区性质变化范围

大 ,从相对亏损地幔-富集地幔。基性脉岩成岩方

式主要为部分熔融 ,成岩过程中可能存在橄榄石 、

单斜辉石及磷灰石等矿物的分离结晶。基性脉岩

的成岩背景为大陆板内环境 ,说明构造环境为陆

内伸展作用 。

研究显示赣杭地区可能存在加厚的下地壳并

伴有玄武质岩的底侵作用 。赣杭构造带西北侧德

兴地区发育有埃达克岩 , Wang等(2006, 2007)认

为与下地壳的拆沉有关 ,并认为当时地壳厚度较

大 。秦社彩等(2006)阐述了产自赣杭构造带浦

江地区埃达克质火山岩 ,认为与中生代地壳的增

生作用有关 。结合赣杭构造带的研究及邻近区域

的研究成果 ,本地区成岩模式比较偏向于部分下

地壳的拆沉及玄武质岩浆上升底侵 。成岩过程中

赣杭构造带深大断裂发挥了重要的控制作用。进

一步的精确岩石学定年和同位素的研究可能将会

更有助于对本地区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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