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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华南区域地质复杂多样，矿产丰富。华南燕山期花岗岩的分布非常广泛，不仅与华南多期多阶段

的地壳运动和板块构造密切相关，同时又和区域众多的金属矿床有着紧密的成因联系，因此华南花岗岩的

成因和成矿研究一直是地质界的重要课题。花岗岩的物质来源是花岗岩研究中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之一，花

岗岩的地球化学性质和分类都与其物质来源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华南燕山期花岗岩的系统研究，认为燕

山期花岗岩的物质来源主要可归结为以下3部分：华南地区深部老的基底地壳、地幔物质向地壳输入和前

燕山期形成的老花岗岩。 

1  来源于华南地区深部老的基底地壳 

华南主要包括扬子地块、华夏地块及两者之间的加里东褶皱带，以及毗邻海域在内的整个中国南方大

陆，并且地块与相应基地是统一的。其中，扬子地块的基底具双层结构，下部为晚太古代－早元古代结晶

基底，上部为中元古代褶皱基底；华夏地块的基底，主要呈单层结构或多层结构，时代多集中于早－中元

古代，区内遭受了加里东期、印支期、燕山期及喜山期的变形改造（汤加富，1994）。 

在华南分布最广的花岗岩是壳源重熔型花岗岩类，即由陆壳重熔产生的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类。重

熔型花岗岩类基本等同于徐克勤等提出的陆壳改造型花岗岩类（徐克勤等，1982）。壳源重熔型花岗岩广

泛分布于华南震旦－加里东地槽褶皱区，形成于不同的时代，并构成了华南花岗岩的主体。这类花岗岩的

物质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华南大陆的变质基底，与深部变质基底的性质和组成密切相关。 

通过对华南大量区域地球化学及诸多矿床的研究表明，W、Sn 、Sb 、As 和Au等成矿元素在地壳中，

尤其是在前寒武纪基底中初步富集对成矿有重要意义，成矿元素具有显著的基底继承性。华南前寒武纪基

底中发育W、Au、Sn等多种元素的含矿建造，Li、Rb、Cs、F、Nb、Ta和REE等典型花岗岩成矿元素在华

南褶皱带基底地层中也具最高的平均含量，与各种热液矿床和成矿花岗岩特征元素相吻合（马东升，2008）。

这些地球化学方面的证据都充分说明了热液成矿作用和花岗岩成岩作用在地球化学特征上对基底有系统

的物质继承性，也表明了深部老的变质基底是华南花岗岩重要的物质来源之一。 

2  来源于地幔物质向地壳输入 

多数花岗岩浆的发育和演化受到地幔物质向岩石圈地壳输入作用过程的制约，这一认识在近年来已逐

渐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壳－幔相互作用，特别是下地壳、岩石圈地幔/软流圈系统相互作用对花岗岩的

形成演化和成矿作用有重要的控制作用（肖庆辉等，2007）。因此，壳－幔作用的研究与花岗岩的形成演

化联系紧密。 

岩浆底侵作用是壳－幔相互作用的方式之一，指源于上地幔的部分熔融作用或软流圈上涌减压熔融作

用所产生的玄武质岩浆向上添加到陆壳底部的过程，是大陆垂向增长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成为花岗岩发育

和形成的物质来源之一。大面积分布的花岗岩可以是幔源岩浆多次底侵或内侵，促使上覆的地壳物质发生

部分熔融形成花岗质岩浆的结果，即由地幔熔融形成的（玄武质）岩石再次熔融形成花岗岩。中国东南沿

海一带大量I型花岗岩的形成就与地幔基性岩浆的底侵及壳幔相互作用密切相关（肖庆辉等，2007）。这类

花岗岩可视为壳-幔混源系列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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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沿海晚中生代形成的花岗岩比较典型的受到了地幔岩浆底侵导致的壳－幔相互作用的制约

和影响，出现了双峰式火山岩、双峰式侵入杂岩及I型和A型花岗质复合岩体，属于典型的陆缘伸展减薄型

构造－岩浆组合（王德滋等，2003）。东南沿海晚中生代的火成岩的演化特征和大规模的花岗岩浆活动，

可以用太平洋板块向欧亚大陆板块俯冲从而引起地壳拉张、岩石圈减薄、软流圈上涌和玄武岩浆的底侵作

用较好地解释（周新民等，2000）。花岗岩与地幔玄武质岩浆的底侵作用之间的紧密联系，进一步说明了

地幔物质的输入对花岗岩形成和演化的重要性。 

3  来源于前燕山期形成的老花岗岩 

目前在华南地区发现的形成于不同时代的花岗岩类岩体分别有东安期（四堡期）、雪峰期、加里东期

（早期和晚期）、海西印支期和燕山期（早期和晚期）。多期花岗岩体的形成与华南地区多旋回的地壳构

造运动有直接联系，具有不同的地质特征和成因模式。研究表明，晚期花岗岩的发育和演化或多或少受到

早期花岗岩的影响和制约。 

华南花岗岩中大量的壳源重熔型花岗岩类是由陆壳重熔产生的岩浆侵入而形成的花岗岩类。因此这里

的壳源，除了来源于深部老的变质基底，还有可能来源于该区域早期已经形成的花岗岩类，即前燕山期花

岗岩。前燕山期花岗岩作为源岩，温度升高导致熔融，产生花岗岩浆，由此结晶而形成花岗岩，其物质来

源必然受到早期花岗岩的影响。 

火成岩的形成包括诸多地质作用过程，其中对花岗岩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地质作用是部分熔融和分离结

晶作用。以南诸广山复式岩体为例，由加里东期到燕山期不同时代花岗岩类岩石组成。计算研究表明，该

复式岩体中的九峰等燕山期岩体是由加里东期的扶溪岩体经80%的部分熔融后的产物。同时燕山早期第二

阶段第二次岩体的企岭岩体可看作是由燕山早期第二阶段第一次岩体的九峰岩体从熔浆中经70%的结晶分

离后残留下来的熔体形成（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1989）。由此可见，后期形成的花岗岩可以与

早期形成的老花岗岩在成因和物质来源上都有密切的联系。 

综上所述，华南燕山期花岗岩的物质来源可主要归结于3个方面：华南地区深部老的基底地壳、地幔

物质向地壳输入和前燕山期形成的老花岗岩。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花岗岩受各方面原因的影响，

其物质来源在这三者中也有不同的分配方式。通过对其相关微量元素，特别是同位素的研究，能很好地提

供有关花岗岩物质来源、形成条件、演化过程等各方面有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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