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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蓟县盘山石英二长岩体的

R b一Sr 同位素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宗哲绍明张宋王玉富 李 义

张 祥

提 要 盘山的石英二长岩体曾一直被认为系燕山期侵入体
,

经 R b一汾 测定结果
,

其同位素年龄

为 235
.

15 2Ma
,

应属海西晚期
。

关键词 盘山岩体 同位素年龄 海西晚期

盘山岩体一直被认为是燕 山期侵入体
,

1 9 8 7 年
,

作者在本区进行麦饭石的研究中
,

用 R b

一sr 法测定 了该岩体的同位素年龄
,

首次对盘山岩体的年代提出了新的认识
。

一
、

地质概况

蓟县盘山岩体位于中朝准地台燕山台褶带 (黄汲清 1 9 8 0) 中部南缘
,

是一个南北向延长的

近椭圆形岩体
,

出露面积约 80 K时
。

它侵入于中上元古界地层所构成的南北向背斜的核部
,

其围岩为蓟县系杨庄组
、

雾迷山组 白云岩
。

受岩体侵入的影响
,

围岩普遍发生热变质
,

主要是

白云质大理岩化
,

局部有交代作用
。

盘山岩体具多期侵入的性质
,

共有四 种岩石类型
,

第一种为含斑石英二长岩
,

第二种为中

粒二长花岗岩
,

第三种为粗粒花岗岩
,

第四种为细粒浅色花岗岩
,

各种岩石特征不同
,

侵入关系

清楚
。

其书占主体的是含斑石英二长岩
,

约占整个岩体分布面积的 80 %
。

本次测定的即是主

体岩石的年龄
。

其岩石学特征列于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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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二长岩岩石学特征

T a b le 1
.

Cha rac 妞 r 恤 琳tr o lo gy of a
da m eili te

表 1

颜颜 色色 浅灰色色

结结构
、

构造造 似斑状结构
、

块状构造造

斑斑斑 成 分分 条纹长石
、

中长石石

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

含含含 量量 2 0 %%%

粒粒粒 度度 一般 3一5 毫米
,

最大 10 毫米米

基基基 成 分分 条纹长石
、

中长石
、

石英
、

普通角闪石
、

黑云母母

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 结结结 构构 中一粗粒粒

副副 矿 物物 磷灰石
、

橱石
、

铬石
、

磁铁矿
、

褐帘石石

二
、

R b一Sr 同位素分析

从岩体边部至 内部采集了十个新鲜样品先进行全岩枷惚含量草测
,

然后选取其中五个铆

惚比值合适的全岩样进行枷银同位素分析 (表 2 )
,

分析仪器为英国产 v G 35 4

—
固体同位素

热电离质谱仪
。

石英二长岩体 R b一sr 同位素分析结果

T abl e 2
.

R 卜S r iso to Pi e a n a lysis o f Par 司油 n a d a m e山te lx 记 y

表 2

样样 号号 岩 石 名 称称 R b (% ))) S r (% ))) R b / srrr
, ,

R b /
. ‘
s rrr , ,

S r
/

. ‘
s rrr

333 3一lll 含斑石英二长岩岩 0
.

0 0 7 666 0
.

0 7 444 0
.

1 0 333 0
.

3 3 888 0
.

7 0 5 6 555

222 999 含斑石英二长岩岩 0
.

0 0 7 777 0
.

0 6 333 0
.

1 2 222 0
.

3 5 5 555 0
.

7 0 5 2 888

777一lll 含斑石英二长岩岩 0
.

0 1 333 0
.

0 3 888 0
.

3 4222 0
.

9 7 2 777 0
.

7 0 7 6 666

999一lll 含斑石英二长岩岩 0
.

0 0 7 666 0
.

0 6 666 0
.

1 1 555 0
.

2 9 7 111 0
.

7 0 5 5 666

222 4一lll 含斑石英二长岩岩 0
.

0 1 0 222 0
.

0 5 888 0
,

17 666 0
.

5 0 5 777 0
.

7 0 5 8 111

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院地质实验室 1 9 8 7

R b一sr 全岩等时线年龄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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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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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r (
e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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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果讨论

以上五个样品点的最佳直线用最小二乘法求得 (图 1 )
,

直线的斜率 m ~ 仪 0 0 3 3 2
,

截距
.

7 0 4 3 5
,

回归直线方程为

Y = 0
.

7 0寸3 5十 0
.

0 0 3 3 2 X

按 t 一
专

, n (m + 1 )计算盘山岩体的 尽b一S r 同位素年龄 t 一 2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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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ig
.

1 盘山石英二长岩全岩 R b一sr 等时线

R 卜 S r fsoc 址o n e o f P an s h a n 胡
a m e川te bod y

由图可以看出
,

全部五个样品均没超出实验允许的误差范围
,

其相关系数为 。
,

97 1丫
,

并构

成一条很好的等时

众所周知
,

古

入体
。

若按 w
·

B

的时限过去一般放在 2 30 M a ,

这样
,

盘山岩体应属海西晚期侵

考克斯 1 9 8 2 年的《地质年代表》
,

则与 T
l

一T
Z

相当
。

但是
,

用

放射性同位素测定岩石年龄
,

是在矿物或岩石冷却到某种封闭温度
,

而且子体同位素扩散量小

到可以 忽略不计并能定量积累时才开始计时的
。

因此
,

产生盘 山岩体的岩浆活动应该早于

2 35
.

1 5 2M a ,

亦即
,

岩浆成岩年代应是海西晚期
。

传统地质认为
,

蓟县运动结束了
“

燕山沉降带
”

的相对下沉
,

而后该地区是以平缓的上升和

下降为主
,

从早古生代到三迭纪都没有发生强烈的构造岩浆事件
,

只是从燕 山运动才开始了大

规模的构造运夕和岩浆活动
。

因此
,

分布在燕山地区的一些中酸性侵入体多归属于燕山期
,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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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岩体也不例外
。

遗憾的是
,

这些岩体缺少 同位素年龄资料
,

即使有也大部分是 K一Ar 法年

龄
,

因而
,

使上述认识延续毛今
。

这次测得盘山岩体的新数据
,

表明燕山地 区的岩浆活动除燕

山期外
,

确有海西期的
。

胡受奚等曾指出
,

岩浆活动与有成因联系的构造运动相比
,

花岗岩的形成常表现出时间上

的落后性
。

现在看来
,

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海西运动在燕 山地孚的表现和程度问题
。

因此对该

区广泛发育的花岗质侵入体进行重新厘定
,

将对研究燕 山地区的地质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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