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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马厂箐岩体及其中深源包体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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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厂箐岩体属于滇西喜马拉雅期富碱侵入岩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岩体侵位于下奥陶统向阳组长石石英砂岩、粉砂岩以及

下泥盆统康廊组灰岩中，具有多期次侵入特征，由（似）斑状花岗岩、正长斑岩、二长斑岩、花岗斑岩和煌斑岩等组成，以

（似）斑状花岗岩为主。属中酸性到酸性岩，以酸性岩为主，岩石贫钙而富铝，属铝过饱和系列（曾普胜等，2002）。具有

高钾富碱的特征（张玉泉等，1987；毕献武等，1999；2005；曾普胜等，2002），属于高钾钙碱性或钾玄岩系列（张玉泉等，

1987；曾普胜等，2002；郭晓东等，2009），显示出 C型钾质埃达克岩的地球化学亲合性（曾普胜等，2002；郭晓东等，2009）。 

笔者 2009年在马厂箐岩体的花岗斑岩中首次发现镁铁质的暗色微粒包体，深源暗色微粒包体主要赋存在花岗斑岩中，

产状杂乱且分布不均，大小不一，大者直径 4～6 cm，小者 0.5～2 cm大多数在 2～4 cm，包体呈次圆－次棱角状、纺锤状、

哑铃状、椭圆状和不规则状等。包体与寄主岩接触界面不太清楚，呈渐变过渡关系，包体周围存在一个颜色相对较浅的晕圈，

一些包体的暗色物质呈弥散状分布在花岗斑岩中，表明这些暗色微粒包体不属于捕虏体。深源暗色微粒包体岩石类型主要有

透辉石岩、透辉角闪岩和辉长岩。寄主岩花岗斑岩呈岩脉、岩株状产出，斑状结构，块状构造。基质具隐晶质结构、它形粒

状结构。主要矿物石英、钾长石、斜长石、黑云母、角闪石；副矿物有磷灰石、榍石、磁铁矿和锆石等。暗色微粒包体及其

寄主岩发育浸染状的黄铁矿化、磁铁矿化，反映成矿与这套岩浆有关。将采自马厂箐铜钼矿三中段采石场 4件样品按照从包

体中心→寄主岩的顺序进行系列采样，分别编为包体→混合→主岩 1→主岩 2。 

1  包体与寄主岩地球化学特征 

常量元素特征  对深源包体及寄主岩石 w(SiO2)与其他氧化物之间关系分析表明，从深源包体→混合→主岩 1和主岩 2

方向，w(Al2O3)、w(CaO)、w(MgO)、w(TiO2)、w(Fe2O3)＋w(FeO)、w(MnO)、w(K2O)和 w(Na2O)与 w(SiO2)都具有呈直线状

变化的特征，w(CaO)、w(MgO)、w(TiO2)、w(Fe2O3)＋w(FeO)和 w(MnO)表现出正常的变化趋势，随着 w(SiO2)的增加而逐渐

降低，而 w(Al2O3)、w(K2O)和 w(Na2O)则表现出逐渐升高的变化趋势。w(P2O5)和 w(CO2)从深源包体→混合→主岩 1和主岩

2方向均具有较低的趋势，主岩 1和主岩 2投点重合性较好，反映主岩 1和主岩 2主成分一致。不同样品深源包体与寄主岩

石具有常量元素的线性相关性，暗示深源暗色包体与寄主岩花岗斑岩具有同源性，相对共存的花岗斑岩而言，暗色深源包体

的成分显示高 w(CaO)、w(MgO)、w(TiO2)、w(Fe2O3)＋w(FeO)、w(MnO)、w(P2O5)和 w(CO2)特征，主成分反映包体更偏基性，

而寄主岩石花岗斑岩则明显地具有高钾（平均 4.63％，K2O/Na2O 比值 0.94～1.60，平均 1.21）,富碱（w(K2O)＋w(Na2O)＝

6.18％～9.16％，平均 8.65％）的特点。与原始地幔相比，深源包体富 w(TiO2)、w(Al2O3)、w(CaO)、w(K2O)、w(Na2O)、w(P2O5)

和 w(CO2)，强烈亏损 w(MgO)。与大陆地壳相比，寄主岩石富 w(K2O)、w(Na2O)和 w(CO2)，亏损 w(TiO2)、w(Fe2O3)、w (FeO)、

w(CaO)和 w(MgO)。可见，原始地幔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亏损地幔。与交代地幔金云母角闪辉石岩相比，深源包体与交代地幔

基本相似，但更富 w(SiO2)、w(K2O)、w(Na2O)和 w(CO2)，而 w(TiO2)、w(MgO)、w(CaO)相对较低，暗示深源包体遭受了地

幔流体的交代作用。深源包体及寄主岩石在 SiO2-K2O图上全部投点在钾玄岩系列范围内。 

稀土元素特征  从深源包体→混合→主岩 1→主岩 2，各种稀土元素及其特征参数均呈降低的趋势，而 (Sm/Eu)N则表现

出增高的趋势。在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图上，深源包体、混合、主岩 1和主岩 2具有极为一致的变化特点，反映它们具有同源

性。深源包体位于最上方，主岩 1 和主岩 2 基本重合，且位于最下方，混合则夹于其中。深源包体稀土元素总量较高

（355.84×10-6～430.3×10-6）；LREE/HREE比值较大（19.12～20.73），（La/Yb）N ＝39.95～43.11；δEu＝0.77～0.88，δCe＝

0.88～0.98；寄主岩稀土元素总量中等（83.12×10-6～105.86×10-6）；LREE/HREE比值较大（15.3～16.96），（La/Yb）N ＝38.27～

44.82，显示轻、重稀土元素强烈分异，明显富集轻稀土元素；δEu＝0.74～0.85，δCe＝0.82～0.86。 

微量元素特征  深源包体与寄主岩石在蛛网图上具有较为一致的变化曲线，深源包体曲线位于上方，而寄主岩石则位于

下方，反映深源包体微量元素含量明显大于寄主岩石，其相同的变化趋势反映它们可能具有相同的来源。深源包体微量元素

变化较大，如 Ba（1818×10-6～2929×10-6）、Sr（554×10-6～792×10-6）、Rb（444×10-6～570×10-6）、Cr（248×10-6～418×10-6）

具有较高的含量。寄主岩石也存在较大的变化范围，如 Ba（857×10-6～1229×10-6）、Sr（351×10-6～509×10-6）、Rb(250×10-6～

3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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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  论 

马厂箐岩体不同样品深源包体与寄主岩石具有常量元素的线性相关性，暗示富碱斑岩体中的寄主岩及其中暗色深源包体

具有同源性，相对共存的寄主岩而言，暗色深源包体显示高 CaO、MgO、TiO2、Fe2O3＋FeO、MnO、P2O5和 CO2特征，反

映包体更偏基性，而寄主岩明显地具有高钾、富碱的特点。深源包体比原始地幔富 TiO2、Al2O3、CaO、K2O、Na2O、P2O5

和 CO2，强烈亏损MgO。寄主岩比大陆地壳表现出富 K2O、Na2O和 CO2，亏损 TiO2、Fe2O3、FeO、CaO和MgO。深源包

体与交代地幔基本相似，但更富 SiO2、K2O、Na2O和 CO2，而 TiO2、MgO、CaO相对较低，暗示深源包体遭受了地幔流体

交代作用。 

深源包体和寄主岩轻重稀土强烈分异，具有明显地轻稀土元素富集特征；弱的负 Eu、Ce异常显示岩石受到一定程度的

蚀变作用影响，可能遭到了地幔流体的交代。寄主岩在源区物质部分熔融时，低∑REE、高（La/Yb)N 值的斜长石大量进入

到中，没有完全作为残留相，说明岩浆形成深度较大（40 km以下）（陈衍景，1996）。暗色深源包体及其寄主岩稀土配分模

式具有一致地变化趋势，呈右倾平缓曲线，显示深源包体和寄主岩具有相似的配分模式，反映两者均为熔融岩浆结晶的产物

且经历了相似的岩浆演化过程。 

深源包体与寄主岩在蛛网图上具有较为一致的变化曲线，深源包体曲线位于上方，而寄主岩石则位于下方，反映深源包

体微量元素含量明显大于寄主岩石，其相同的变化趋势反映它们可能具有相同的来源。相对于原始地幔，它们明显富集大离

子亲石元素（LILE）Rb、U、Sr 和 Ba 等，而相对亏损高场强元素（HESE）Ca、Nb、Zr 和 Hf，显示出俯冲带幔源岩石的

成分。 

在 La-La/Sm图解上，深源包体及其寄主岩投点全部位于部分熔融线附近，深源包体位于熔融线的下方，寄主岩则位于

部分熔融线上方，反映岩浆为上地幔和下地壳物质部分熔融形成，即起源于壳-幔过渡带。深源包体和寄主岩与壳-幔岩浆混

合及成分分异有关，深源包体结晶略早，寄主岩石结晶略晚。 

综上所述，马厂箐岩体中的暗色深源包体及其寄主岩常量元素、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所表现出的规律具有相似性，显示

它们含有大量的幔源组分，且具有同源性，反映这套岩浆是壳-幔岩浆混合作用的结果（Zorpi，1989；Poli et al.，1999；Nitoi 

et al.，2002；Perugini et al.，2003）。包体和寄主岩均遭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地幔流体的交代作用。 

3  结  论 

马厂箐岩体中的花岗斑岩含有大量的镁铁质暗色深源包体，包体与寄主岩常量元素具有明显的线性相关性，稀土元素和

微量元素具有一致的变化曲线，反映包体与寄主岩具有同源性，是壳-幔岩浆混合作用的结果，具有相似的岩浆演化过程，

同一壳-幔混合岩浆成分分异的结果。包体来源于一种亏损的原始地幔岩浆，寄主岩岩浆则来源于壳-幔过渡带，但它们均遭

到地幔流体的交代作用。地幔流体的交代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包体及寄主岩中成矿元素和挥发份的聚集，有利于成矿作

用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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