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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沿海中生代成岩-成矿作用的独特性

徐晓春艹 岳 书仓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合 肥)

提 要 :本 文概述了中国东南沿海中生代陆相火山 侵̄人杂岩的时空分布、岩石系列和组合、

成因类型和矿床空间分带、成矿时代诸特征,指 出中国东南沿海火山岩带或成矿带较之环太平洋

火山岩带或成矿带其他组成部分,其 岩浆作用、成矿作用具有明显的独特性 ,并 进而指出该区成

岩-成矿地质背景、板块作用方式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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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丽水-德化深断裂和莲花山断裂带以东的浙闽粤三省沿海地区,广 泛发育中生代的

火山-侵人杂岩 ,是 中国东南部中生代陆相火山-侵人杂岩的主要分布区,其 北延与鲁东、南

朝鲜及俄罗斯远东火山岩带相接 ,构 成绵延数千公里的巨型东亚火山岩带 ,是 环太平洋火山

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该区发育着丰富的锡、钨、银、金、铅、锌、铜、钼矿床,也 是环

太平洋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的火山-侵人杂岩及有关金属矿床的分布是在太平洋板

块运动总体构造背景下发生、发展的,但 与环太平洋其他火山岩带或成矿带相比,其 岩浆作

用产物的时空分布、岩石系列和组合、成因类型、金属矿床的成因类型、成矿时代、空间分

带以及成岩-成矿的地质构造环境、板块作用方式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独特性。

1 区 域岩浆作用的独特性

1,1 岩 浆岩的时空分布

中国东南沿海中生代的岩浆活动起始于 196× 106a的 早侏罗世 ,止 于 55× 106a的 晚白

垩世。火山活动可分为 4个 旋回,对 应有 3套 侵人岩[1]。在大规模火山活动之前 ,区 域发生

过较大规模的岩浆侵入作用,形 成第一套侵人岩,南 部粤东地区侵入岩同位素年龄为 192×

106~146× 106a,向 北至闽东、浙东地区为 172× 106~139× 106a,岩 石类型主要为二长花

岗岩、花岗闪长岩和黑云母花岗岩。第 I旋 回和第 Ⅱ旋回火山岩组成下火山岩系,为 高钾钙

碱性系列的 (安 山岩)-英 安岩-流纹岩组合 ,同 位素年龄为 175× 106~140× 106a(粤 东区)

和145× 106~1⒛ ×106a(闽 东、浙东区)。 第二套侵人岩明显侵人于下火山岩系中,粤 东

区主要为二长花岗岩、黑云母花岗岩及细粒花岗岩,闽 东、浙东区主要为花岗闪长岩、闪长

岩、石英闪长岩、石英二长岩、花岗岩等。其后区域发育高钾钙碱性系列玄武岩-流纹岩双

峰式组合的第Ⅲ旋回火山岩,粤 东区同位素年龄 130× 106~110× 106a,闽 东、浙东区 105

×106~100× 106a。 第三套侵人岩在粤东区主要为晶洞碱长花岗岩、黑云母钾长花岗岩、花

岗斑岩、透长花岗岩,同 位素年龄 110× 106~89× 106a,在 闽东、浙东区主要为碱性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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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碱长花岗岩、黑云母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等 ,同 位素年龄 115× 106~70× 106a。 第Ⅳ

旋回火山岩在粤东区主要为高钾钙碱性系列玄武岩-流纹岩双峰式组合 ,在 闽东、浙东区为

高钾钙碱性系列英安流纹岩-流纹岩组合 ,同 位素年龄一般小于 105× 106a。 纵观区域火山

岩和侵人岩的分布 ,区 内岩浆作用明显有 自南向北的迁移性 ,不 同于太平洋东岸安第斯火

山岩带中岩浆作用 自沿海向内陆 (自西往东)的 迁移性。

1.2 岩 浆岩的岩石系列和组合

中国东南沿海火山岩和侵入岩在时空分布、岩石系列和组合、岩石学、岩石化学和地球

化学及其所反映的基底原岩组成、成岩物理化学条件等方面均具有相似的特征和演化规律,

显示火山岩和侵人岩为具有内在成因联系的火山-侵人杂岩[2,3]。其中安山岩类所 占比重甚

少 ,玄 武岩-流纹岩双峰式火山岩也仅分布于局部地区,而 流纹质、英安质火山岩类约占

90%以 上,即 以酸性岩类为主体 ,属 高钾钙碱性系列 ,但 其明显不同于板块边界的挤压性高

钾中性岩为主体的安第斯型钙碱性系列 ,也 不同于岛弧低钾 中基性岩为主体的钙碱性系

列[l],更 不同于大陆裂谷拉张性岩套 ,雨 是挤压后松驰、巨型剪切、断陷或早已存在断裂

活化产生的高钾酸性钙碱性系列。晚期双峰式火山岩和 A型 花岗岩则是拉张裂解环境下的

产物。

1.3 岩 浆岩的成因类型

区内酸性钙碱性的火山-侵人杂岩的成困类型复杂多样 ,有 S型 、I型 、⒊I过 渡型及 A

型(卜3]。从时间上看,由 早至晚由 S型 、⒊I过 渡型向 I型 、A型 过渡 ;从 空间上看 ,由 南

部粤东区以 S、 ⒊I型 为主,向 北部闽东、浙东区以 I型 、A型 为主 ,反 映南部粤东地区火

山-侵人杂岩的成岩物质来源以再循环地壳物质为主,仅 有少量地幔物质或原生地壳物质的

参与 ,而 闽东、浙东地区火山-侵人杂岩的成岩物质来源以上地幔或原生地壳物质为主,只

有少量再循环地壳物质参与。岩石成因类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 ,不 仅反映了区域构造应

力场的性质由较强烈的挤压到剪切挤压乃至其后的松驰和弱拉张的阶段性发展[1921,也 反映

了其明显不同于环太平洋火山岩带其他组成部分的岩浆岩成因类型及其时空变化特征。

2 区 域成矿作用的独特性

2.1 区 域矿床的空间分布

中国东南沿海广泛分布着与中生代岩浆作用有密切成因联系的锡、钨、银、金、铅、

锌、铜、钼矿床,矿 床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带,这 种区域分带特征与区域中生代岩浆活动

的特征、基底微板块间的差异、火山-侵人杂岩的成因类型、火山岩基底构造层的含矿性、

以及成岩-成矿后的风化剥蚀程度有关。

区域南部的粤东及闽东南地区地处粤东日

山岩仅在若干火山岩盆地中产出,显 示岩浆泪

区遭受风化剥蚀程度较深;火 山-侵入杂岩 (

过渡型,反 映其成岩的物质来源以再循环地房

基底构造层为上三叠统小坪组和下侏罗统金∵

素 ,其 中 Sn平 均 含 量 为 9.71× 10̄
6和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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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火山带的内外分带,而 且有近于垂直火山带方向的南北分带:Sn W Ag(Au)Pb z艹 (Cu)

Mo Ag Pb Zn Ag(Au)Pb zn,成 矿时代自南部向北部渐新,成 矿分带和成矿作用特征受成

岩作用的控制。

3 成 岩-成矿构造背景的独特性

3.1 成 岩构造环境

中国东南沿海中生代成岩-成矿之所以具有以上诸多显著的独特性 ,是 因为其成岩-成矿

的构造背景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对于本区成岩-成矿的构造环境 ,曾 有不同认识 ,郭 令智等

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大致相当于台湾海峡的位置上存在一个中生代的俯冲带 ,故 认为本区属安

第斯型活动大陆边缘[5〕。张用夏等认为晚白垩世东海陆架边缘隆起相当于岛弧,其 东为俯

冲带 ,其 西发育有弧后盆地,本 区属岛弧至活动大陆边缘[6〕。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

现代地质、地球物理资料表明,东 海及南海的地壳具大陆性质,海 域基底是大陆地质体的延

伸[7];海 域与大陆具有相同的古老东西向构造和中生代 NE一 NEE向 构造叠加 ;东 海磁场稳

定,热 流值不高 ,为 冷的刚性地壳;石 油地质勘探、地震剖面密度计算、岩相古地理和同位

素地质年代学研究表明,现 代海岸线以外的陆架区在第三系沉积之下为古老变质岩石 ,同 位

素年龄集中于 14OO× 106~⒛ 00× 106a,时 代为早中元古代[7~9],故 该陆架区为一前寒武纪

地台,只 是燕山旋回东海、南海才逐渐裂解、沉没,印 支期中国东南大陆边缘应在复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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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台湾和 日本岛以东 ,因 此 ,本 区中生代火山-岩浆作用的构造位置应是远离活动大陆

边缘并向稳定大陆板块过渡的区域。这种构造环境完全不同于日本岛弧和太平洋东岸典型的

安第斯型活动大陆边缘。

3.2 板 块接触关系及相互作用方式

中国东南沿海中生代岩浆活动总体上受太平洋板块与亚洲大陆板块中生代时期的接触关

系及其相互作用方式的制约。以往多用太平洋板块向欧亚大陆板块的重直俯冲模式来解释区

内的成岩-成矿作用特征。但已经提出的长乐-南澳断裂变质带、海域 硐 m等 深线都被研究

证明不属于洋陆俯冲带的产物;而 台湾东部的俯冲带为白垩纪,并 不能代表中生代 (180×

106~100× 106a)间 的俯冲带 ,而 且该带距现今中国东南沿海 SO0~400km,而 火山带向中

国大陆内部伸展达 400km以 上。俯冲带和延伸到大陆内部的火山带如此之宽,即 使俯冲角

度较小o,也 构不成安第斯型活动大陆边缘垂直俯冲及其相应的构造-岩浆组合模式。

如前所述 ,本 区所处构造位置为远离岛弧的大陆板内—活动大陆边缘过渡带。不仅如

此 ,本 区中生代岩浆活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明显的迁移性 :火 山活动的强度和规模由内陆

向沿海逐渐增强 ,时 代渐新 ,这 种迁移性与安第斯型垂直俯冲模式的迁移性完全相反 ;同 时

本区岩浆活动及有关成矿作用有沿火山带走向自南向北的迁移性,表 明控制岩浆活动的构造

也具有该方向的发展演化趋势。燕山旋回中国东南沿海所处的华夏亚板块位于东海—南海前

寒武纪地台内侧 ,而 没有直接与太平洋板块接触 ,中 国东南沿海中生代的岩浆活动及相应的

成矿作用是在中生代全球构造背景之下 ,亚 洲大陆板块与南半球 EW向 洋中脊体系和库拉ˉ

太平洋板块三者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具 体表现为库拉-太平洋板块相对亚洲大陆板块迅速

北移 ,高 速度的相对运动使得相对稳定的大陆来说 ,其 构造效应主要是早期中国东南沿海南

部 EW向 的挤压和随后区域 NE— NNE向 左行剪切断裂体系的形成及其控制的火山岩线状分

布 ,以 及成岩、成矿垂直火山带方向分带、迁移的特征。

地

1

2

4

6

7

8

9

10

参 考 文 献

陆志刚,陶 奎元,谢 家莹等.中 国东南大陆火山地质及矿产,北 京:地 质出版社,1997,111~217

徐晓春,岳 书仓,粤 东地区中生代火成岩的时空分布、岩石特征及成岩物理化学条件.合 肥工业大学学报,1993,

16(1): 1~12.

徐晓春,岳 书仓 粤 东地区中生代火山岩与侵人岩的成因关系及成因类型 合 肥工业大学学报,1氵 94,17(4):

184冖̄ 192

李长江,徐 步台,蒋 叙良等 中 国东南部某些热液矿床的成岩成矿时差序列及有关问题讨论 矿 床地质,199z,"

(2): 106~112

郭令智等.西 太平洋中、新生代活动大陆边缘和岛弧构造的形成及演化 地 质学报,1983,57(D

张用夏 华 南环形构造及其成因 地 质论评,1984,30(5)

杨志坚,沈 振丰~中 国东南大陆、海域与邻区 (国 )古 构造演化关系 南 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1991,11(1)·

郭养和 东 南大陆早古生代古地理轮廓 南 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1991,12(2):13~20

任纪舜.论 中国南部的大地构造 地 质学报,1990,64(4):275~288

Jam∞ D E Plate tectonic modcl for the cvolution°
f the central AlIdes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lca Bdletin, 1971, 82·

蜜

① 王 文校,关 世魁,张 焕新 粤 东沿海地区中酸性火山岩及其与矿产关系 广 东地质科技研究所汇刊,⒌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