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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三江”地区临沧花岗岩基中三叠世

碱长花岗岩的发现及其意义

廖世勇，尹福光，王冬兵，唐 渊，孙志明，孙 洁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四川 成都 9"$$:"；中国地质调查局 青藏高原地质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9"$$:"）

摘 要：在野外调研的基础上，对滇西“三江”地区临沧花岗岩基中勐库碱长花岗岩体的年代学、岩石学和地球化学

开展了较系统的研究。结果显示，勐库岩体的锆石-&;/’);0<=;)>年龄为#!9?#@!?A07，表明岩体应形成于中

三叠世，而非前人认为的新生代。全岩主、微量元素，<B同位素和锆石微量元素特征显示岩体属于<型花岗岩系列，

来自于与临沧花岗岩基相类似的地壳沉积物源区的部分熔融，并经历了高程度的结晶分异作用。以勐库岩体为代

表的碱长花岗岩与临沧花岗岩基形成时代一致，表明碱长花岗岩应为临沧花岗岩基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已报道的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类和黑云母花岗闪长岩类外，临沧花岗岩基还应包括较广泛分布的碱长花岗岩类。本文同时揭

示，由于临沧花岗岩基中以勐库岩体为代表的碱长花岗岩并非早前认为的新生代岩体，“三江”南段特别是临沧地块

前人划分的新生代岩体分布范围和规模可能需要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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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特提斯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青藏高

原东缘的云南“三江”地区是研究特提斯，特别是古

特提斯构造域演化的重要场所，长期以来一直是国

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临沧花岗岩基位于古特提斯

被动陆缘一侧的临沧陆块，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复式

花岗岩基。作为古特提斯构造域中重要的地质体，

该岩基记录了本区晚古生代以来大洋俯冲到陆块碰

撞的复杂历史，对考察重建区域地质演化有重要意

义，对其岩性组合的研究历来是研究关注的重点。

例如徐夕生等（<=>?）认为临沧花岗岩基岩性多变，

主要为似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其次为斑状黑云

母花岗闪长岩及少量黑云母斜长花岗岩、石英二长

岩，兼有@型花岗岩和A型花岗岩特征；张雯华等

（<==B）认为该岩基主要由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组成，

为@型 和A型 混 杂，以 @型 为 主 体；刘 昌 实 等

（<=>=）、刘昌实（<==C）认为岩基主要为黑云母二长

花岗岩，为典型的@型花岗岩；李兴林（<==D）认为其

主要为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其次为黑云母花岗闪长

岩；莫宣学（<==>）认为岩性相对简单，以黑云母二长

花岗岩和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为主，岩石地球化学具@
型花岗岩特征；彭头平等（ECCD）认为岩基主体岩性

为二长花岗岩和灰白色钾长花岗岩，内部有花岗闪

长岩分布。近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特别

是<：EF万地质填图工作的完成，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认同临沧花岗岩基主体岩性为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其次为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同时总体属于沉积物源

区熔融形成的@型花岗岩系列（G$88$!"#$H，ECC?；

刘德 利 等，ECC>；G$**&(!"#$H，ECC=；孔 会 磊，

EC<<；孔会磊等，EC<E；I)*(!"#$H，EC<B）!"。然

而，由于临沧花岗岩基规模巨大，目前的研究依然较

为有限，仍有必要对其岩性组合、所属岩石系列以及

不同岩性的时空关系开展进一步工作。本文对临沧

花岗岩基内部前人尚未报道的碱长花岗岩进行了锆

石9:;.年代学研究，并通过全岩地球化学和锆石微

量元素研究，探讨了其成因和与临沧花岗岩基的关

系。此外，还对本区新生代岩体的时空划分提出了

新的看法。

< 区域及岩体地质概况

临沧地块位于“三江”南段，东侧通过澜沧江结

合带与思茅地块相邻，西侧通过昌宁 勐连结合带与

保山地块相邻（图<-）。临沧花岗岩基位于临沧地块

东侧，侵位于元古宇围岩地层中，总体呈南北向延

伸，宽度从<C到FC6J不等，长约B?C6J，展布面积

约<K<万6JE（图<.）。岩基为@L6")/"-&:临沧岩浆

弧的一部分，向南可与泰国东部侵入岩省（M-3/$#*
;#)’&*,$N#-*&/)&2）对应（@)*$-*21$/,-07$，ECC>）。

岩基主体岩性为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其次为黑云母

花岗 闪 长 岩。岩 石 矿 物 组 成 为 钾 长 石（ECO#
PCO）、斜长石（ECO#PCO）、石英（ECO#BCO）、黑

云母（FO#ECO），通常还有少量角闪石（C#PO）

（李 兴 林，<==D；孔 会 磊，EC<<）或 白 云 母（C#
BO）!"。副矿物主要为锆石、磷灰石、独居石、磁铁

矿等。除上述岩性外，前人认为岩基中还存在后期

侏罗纪和白垩纪二长花岗岩以及新生代碱长花岗

岩、二长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的侵入!"。

碱长花岗岩呈岩体、岩枝或小岩株侵位于临沧

花岗岩基北段中部!，分布范围较广（图<.）。其中

面积较大的两个岩体分别位于临沧市东侧和双江县

东北侧，均为近南北向延伸，与临沧花岗岩基总体一

致。前人将碱长花岗岩划分为古近纪花岗岩，认为

其在后期侵入临沧花岗岩基!。本次研究的对象为

碱长花岗岩体群中规模较大的勐库碱长花岗岩体。

岩体位于临沧花岗岩基西侧，呈北西 南东走向，宽

约E6J，长约EP6J，总面积约PC6JE（图<,）。围

岩主要为临沧花岗岩基，局部为前寒武纪大勐龙群

和石炭纪地层。由于出露情况较差，未见岩体与围

岩接触关系。岩石具典型中粒花岗结构，或似斑状

结构。矿物组成包括石英（BFO#PCO）、长石（DCO
#?CO）和黑云母（<O#EO），另有少量白云母。石

英多为半自形和他形，波状消光。长石多为自形或

半自形板条状，聚片双晶发育。黑云母为自形，具浅

棕褐色 深棕褐色多色性。长石大多受弱到中等蚀

!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HECCPH<QEF万临沧幅区域地质图及调查报告H

"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HECC>H<QEF万凤庆县幅区域地质图及调查报告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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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也与岩浆锆石一致。锆石边部有

窄的暗色边，可能为后期变形过程中增生形成，此外

还可见少量包裹体，均在测试过程中尽量避开。选

择了较为理想的点位对上述锆石进行了&’()年龄

和稀土元素测定。

勐库碱长花岗岩的#*个测点中，除+个测点的

明显偏离谐和曲线外，其余%,个测点表观年龄变化

于##-!#*!./（表%），投影点在谐和曲线或附近集

中分 布，获 得#0$"#10"+./（!2%,，.3452
#"0）的#!$()／#0,&年龄加权平均值，该年龄应反映勐

库碱长花岗岩的侵位时间（图#）。

锆石稀土元素总量（!677）为*-$"$8%!9$!
0,%#"%8%!9$（平 均%0$%",8%!9$），:;含 量 为

+!"$8%!9$!,,#"08%!9$，&含量为#+!"+8%!9$

!%<,*=<8%!9$（表#）。在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元

素配分 图 中，均 具 强 的 负7>异 常（"7>2!"!+!
!"0*，平均!"%0）和较强的正?@异常（"?@平均为

%#"#），并表现出重稀土元素富集特征（图0）。值得

注意的是，部分测试点显示轻稀土元素（A677）富集

特征，与其他样品有明显区别（图0）。通过测试信号

分析发现，这种A677异常富集特征大多（点<"%和

#-"%除外）与(的突增相伴，应为击穿磷灰石包裹

体造成。不过，上述样品稀土元素异常大多仅限于

A/!BC，而中稀土元素7>和B)、:;、()等未受明

显影响。测试点<"%和#-"%的轻、中稀土元素格外

富集，同时无磷信号增高现象，但显示:;突增，考虑

到褐帘石通常具有异常高的稀土（特别是轻、中稀

土）元素和:;分配系数，我们认为这种特征很可能

由击穿褐帘石包裹体造成。

!=" 全岩地球化学

采集了两个代表性样品进行了全岩主、微量元

素和3D同位素分析，结果列于表0。从结果可以看

出，勐库岩体具高硅（3EF#2+$",G!++"%G）富钠

（B/#F2$"#$G!$"$,G）贫 钾（H#F2!"#<G!
!"0$G）特征，在IJ(图中位于碱长花岗岩区域，与

临沧花岗岩基主体岩性区别明显（图-）。岩石显示

铝饱和到过饱和特征（J／?BH2%"!$!%"%#），标准

矿物中刚玉分子含量均大于%（?2%"!-!%",）（表

0），与3型花岗岩类似（?;/KK@LL/MC4;EN@，#!!%）。

此外，岩石具有低的.OF（!"#-G!!"#$G）和高的

分异指数（5P2<0"-!<-",），反映岩体经历了高程

度分异演化作用。稀土元素方面，勐库岩体具有轻

稀土元素（A677）富集（图*）、7>中等亏损（"7>2
!"*%!!"**）的特征，总体配分型式与临沧花岗岩基

类似，但稀土元素总量明显偏低。岩体微量元素蛛

网图型式显示B)、:E和3D的负异常，总体也与临沧

花岗岩基类似，但高场强元素（如QD、RS、:;、B)等）

和T/、6)、()含量明显偏低（图*）。我们对样品

%%A?!%’%进行了3D同位素测试，结果显示样品具有

非常富集的3D同位素特征，（,$3D／,+3D）E为!"+%$0$0
（表0），与临沧花岗岩基类似［（,$3D／,+3D）E2!=+%*0
!!=+-#,］（徐夕生等，%<,+；刘昌实，%<,<；张雯

华等，%<<0）。

- 讨论

#=$ 岩体时代

前人将临沧花岗岩基内部的碱长花岗岩类均作

为新生代侵入岩。本次研究对其中规模较大的勐库

岩体进行了AJ’P?(’.3的锆石原位&’()年龄测

定，确认其形成于#0$"#10"+./（!2%,，.3452
#"0），为中三叠世，而非新生代岩体。前人将该碱长

花岗岩划归为新生代，主要理由是认为其侵位于晚

三叠世二长花岗岩中，而晚三叠世二长花岗岩又显

示--",./左右的下交点年龄，为后期岩体热扰动

造成，因而推断碱长花岗岩为新生代#。本次野外工

作由于露头情况限制，未能观察到其与围岩的接触

关系，但通过查阅资料发现该晚三叠世二长花岗岩

的锆石年代学工作可信度并不高，而且采样品位于

距勐库岩体达0!UV的北侧临沧市西侧#，其并不能

可靠限定勐库岩体的时代。临沧花岗岩基内部以勐

库岩体为代表的碱长花岗岩应为中三叠世岩浆活动

产物。

很多早期研究者认为临沧花岗岩基存在二叠纪

甚至更早期岩浆活动（陈吉琛，%<,+，%<,<；徐夕生

等，%<,+；李兴林，%<<$；俞赛赢等，#!!0；云南省

地质调查院，#!!-#，#!!,$），然而这些资料多为全

岩6)’3D等时线年龄、单矿物H’JD年龄或单颗粒锆

石年龄，可信度较低。最近精确锆石原位&’()定年

均显示临沧花岗岩大多侵位于晚三叠世（#!0!##+

#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W#*万临沧幅区域地质图及调查报告=

$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W#*万凤庆县幅区域地质图及调查报告=

*第%期 廖世勇等：滇西“三江”地区临沧花岗岩基中三叠世碱长花岗岩的发现及其意义

 
 

 
 

 
 

 
 

 
 

 
 

 
 

 
 

 
 

 

 

 

 

 

 

 

  

 
 

 



 
 

 
 

 
 

 
 

 
 

 
 

 
 

 
 

 
 

 

 

 

 

 

 

 

  

 
 

 



 
 

 
 

 
 

 
 

 
 

 
 

 
 

 
 

 
 

 

 

 

 

 

 

 

  

 
 

 



图! 勐库岩体锆石稀土元素配分图

"#$%! &’()*+#,-.)(+/01#2-*34450,,-+)67(+2#+8()67+(/
,’-9-)$:;51;,()

长点划线为受磷灰石包裹体影响测点（包括点<=>、>?=>、>!=>、

><=>、>@=>、>A=>、B?=>、BB=>）；点划线为受褐帘石包裹体影响测点

（包括C=>和B<=>）；球粒陨石标准化值采用D;)和98E()(;$’（>CAC）

*06’-*1#)-60+-65(#1-*FG050,#,-（<=>，>?=>，>!=>，><=>，>@=>，

>A=>，B?=>，BB=>）0)*0110)#,-（C=>，B<=>）H-+-/0+:-*FG6’(+,*06’-*

1#)-6+-65-8,#I-1G；8’()*+#,-*0,00+-7+(/D;)0)*98E()(;$’（>CAC）

90），少数为中晚三叠世之交（!B!?90）（彭头平，

B??@；J-55-!"#$%，B??K；J-))#$!"#$%，B??C；

L#0)!"#$%，B??C；孔会磊，B?>>；孔会磊等，B?>B；

E()$!"#$%，B?>!），仅有一例报道了一组确凿的中

三叠世年龄（B!C90）（J-))#$!"#$%，B??C）。本文

报道为临沧花岗岩基的第B个中三叠世年龄，显示以

图< 勐库岩体MNO图解［据D,+-8:-#6-)和P-90#,+-
（>CKC）；临沧岩基数据据E()$等（B?>!）］

"#$%< MNO81066#7#80,#()*#0$+0/(7,’-9-)$:;51;,()
（07,-+D,+-8:-#6-)0)*P-90#,+-，>CKC；60/51-6(7,’-P#).

80)$F0,’(1#,’0+-7+(/E()$!"#$%，B?>!）

勐库岩体为代表的碱长花岗岩是临沧花岗岩基早阶

段岩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上工作可以看

出，临沧花岗岩基应以晚三叠世为主体，仅少量为中

三叠世，与澜沧江火山岩带内三叠纪岩浆岩的时代

分布特征（主要为晚三叠世，少量为早、中三叠）可对

比（彭头平，B??@；Q0)$!"#$%，B?>?）。

!%" 岩石成因

勐库岩体具有高演化特征，这使得我们在分析

表# 勐库岩体的岩石化学成分及$%&’标准矿物

()*+,# $-,./0)+01.213/4/153)56$%&’517.3183).2+,3871.4-,9,5:;<2+<415

样号 D#RB S#RB N1BR! "-BR! "-R 9)R 9$R &0R T0BR UBR OBRV PRW S(,01

>>P&?>.> K@%A ?%>B >!%!K ?%!A ?%>B ?%??V ?%B< ?%@A @%@A ?%!@ ?%>! ?%A< CC%K
>>P&?>.B KK%> ?%>> >!%VK ?%<> ?%>< ?%??@> ?%B@

!!!!!!!!!!!!!!!!!!!!!!!!!!!!!!!!!!!!!!!!!!!!!!!!!!!!!!!!!!!!!!!
?%A @%B@ ?%BC ?%>! ?%AC >??%?

样号 N／&TU X0 3F D+ Y Z+ TF S’ [ OF Z) &; T#
>>P&?>.> >%?@ <B%A B<%? >VV%@ B>%@ K@%B C%?A >!%B !%K> C%K> >?%@ !%VB !%!?
>>P&?>.B >%>B !!%C BB%< >V>%V B!%B @A%A K%A? >B

!!!!!!!!!!!!!!!!!!!!!!!!!!!!!!!!!!!!!!!!!!!!!!!!!!!!!!!!!!!!!!!
%< <%B? C%?K >?%C B%KA !%?>

样号 \ &+ &( J7 S0 D8 P# 9( D) &6 ]0 P0 &-
>>P&?>.> @%<! V%K? B%BA B%A! B%?> <%BK <%@! ?%?A K%>V ?%AA >B%V >@%V BV%@
>>P&?>.B @%!! V%!? >%A> B%VK >%K< <%<@ <%A? ?%?

!!!!!!!!!!!!!!!!!!!!!!!!!!!!!!!!!!!!!!!!!!!!!!!!!!!!!!!!!!!!!!!
A K%?! >%?C >B%B !!%K VA%B

样号 O+ T* D/ 4; ]* SF EG J( 4+ S/ YF P; AKD+／A@D+
>>P&?>.> !%?A >?%V B%?@ ?%<? B%<? ?%<V B%A! ?%@V B%?! ?%!! B%!! ?%!! ?%K>KAA<
>>P&?>.B V%K@ >A%> !%?< ?%V? B%AB ?%VB !%!! ?%@

!!!!!!!!!!!!!!!!!!!!!!!!!!!!!!!!!!!!!!!!!!!!!!!!!!!!!!!!!!!!!!!
A B%>? ?%!! B%BA ?%!@ ^

样号 B" （AKD+／A@D+）# "4; M R+ NF N) & JG 9, W1 N5 E%W%
>>P&?>.> ?%?????V?%K>@!@! ?%VV !V%V< B%>V VK%?C B%@< >%?< ?%@> ?%?@ ?%B! ?%BC C<%KA
>>P&?>.B ^ ^ ?%V> !A%BB >%K! V!%< !%B< >%A ?%@@ ?%>V ?%B> ?%BC C!%!V

主量元素单位为_，微量元素单位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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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勐库岩体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配分图（左）和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右）

（标准化数据据"#$和%&’($(#)*，+,-,；临沧岩基数据据’($)等，./+0）

12)3! 4*($562789$(6:;<2=85>??@;7786$A（<8B7）;$5@62:272C8:;$7<89$(6:;<2=85:#<7298<8:8$7@;7786$A（62)*7）(B7*8%8$)D#
@<#7($（$(6:;<2=2$)C;<#8A;68B6(:"#$;$5%&’($(#)*，+,-,；A;:@<8A(BE2$&;$)F;7*(<27*;68B6(:’($)!"#$3，./+0）

其成因时必须谨慎对待。岩体具有铝饱和到过饱和

特征（G／4HIJ+K/L!+K+.），同时标准矿物中刚玉

分子含量大于+（4J+K/M!+K-），与"型花岗岩类

似（4*;@@8<<;$5N*278，.//+）。由于岩体演化程度

很高，仍不能排除其为高演化O型花岗岩类（4*;@P
@8<<，+,,,）。但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岩体应属"型花

岗岩，而非高演化O型花岗岩系列。首先，岩体具有

富集的"6同位素组成，（-L"6／-Q"6）2J/3Q+L0L0），与

"型花岗岩类似（4*;@@8<<，+,,,）。虽然岩浆高的演

化程度可能会导致异常高的>F／"6比值，并使得"6
同位素数据不可靠，但++E4/+9+的>F／"6比值仅为

/K+!，低于临沧花岗岩的>F／"6比值（!/KL）（刘昌

实等，+,-,；孔会磊，./++；’($)!"#$3，./+0），因

此勐库岩体的"6同位素测试值是可信的，可以用来

反映源区特征，表明其应来自沉积物为主的岩浆源

区。其次，N;$)等（./+.）通过对青藏高原中生代以

来的大量O型和"型花岗岩锆石微量元素的统计研

究，发现二者在?#异常、HF／RF比值、RF和S*含量

等方面存在系统差异，并以此为依据，利用上述微量

元素对碎屑锆石源区进行了成功示踪。应用该成

果，我们对勐库岩体锆石微量元素进行了投图分析

（测试点,K+和.MK+由于?#、S*含量受褐帘石包裹

体影响，不参与投图），结果显示，勐库岩体的锆石微

量元素特征与"型花岗岩一致，而与O型花岗岩明

显区别（图L）。综上我们认为，勐库碱长花岗岩应属

于"型花岗岩类，来自沉积物源区的部分熔融。

勐库岩体位于临沧花岗岩基内部，形成时代与

临沧花岗岩基一致（./0!.0,%;），同时也属于"型

花岗岩系列。二者的稀土和微量元素配分型式总体

较为相似（图!），也具有类似的"6同位素组成，同时

考虑到它们在时空上的相关性，我们认为勐库岩体

很可能来自于与临沧花岗岩基相类似的地壳源区的

部分熔融。不同的是勐库岩体在侵位前经历了更高

程度的分异演化，因而具有高的"2T.含量。结晶分

异矿物很可能以富钾矿物钾长石为主，从而形成了

岩体高H;.T低I.T的特征。

!3" 临沧花岗岩基岩石类型

临沧花岗岩基规模巨大，目前大多研究者均认

同，其岩石类型相对单一，主体岩性为黑云母二长花

岗岩，其次为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位于岩基不同位

置的同类岩性仅在岩石结构（如从细粒到中粗粒，等

粒到斑状结构）、构造（如从块状到片麻状构造）、矿

物组成和化学成分上会有局部差异（李兴林，+,,L；

U8@@8!"#$3，.//Q；U8$$2)!"#$3，.//,；孔会磊，

./++；孔会磊等，./+.；’($)!"#$3，./+0；云南省

地 质调查院，.//M"，.//-#）。本次工作发现，岩体

"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3.//M3+V.!万临沧幅区域地质图及调查报告3

#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3.//-3+V.!万凤庆县幅区域地质图及调查报告3

,第+期 廖世勇等：滇西“三江”地区临沧花岗岩基中三叠世碱长花岗岩的发现及其意义

 
 

 
 

 
 

 
 

 
 

 
 

 
 

 
 

 
 

 

 

 

 

 

 

 

  

 
 

 



图! 勐库岩体锆石微量元素含量及比值图

"#$%! &’()*(+),-.//’/0/1).(1./1),-)#(1*-12,-)#(*#13#,.(1*+,(04/1$56$,-1#)/
7型和8型花岗岩锆石稀土元素含量统计数据来自9-1$等（:;<:）；灰色虚线三角形为受褐帘石包裹体影响测点（=><和:?><），不可用；

球粒陨石标准化值采用861和4.@(1(6$A（<=B=）

)A/),-.//’/0/1)2-)-(+3#,.(1*+,(07C-128C)DE/$,-1#)(#2*(F)-#1/2FD9-1$!"#$%（:;<:）；*E()*（=%<，:?%<）#1+’6/1./2FD-’’-1#)/

-,/0-,5/2FD$,-D),#-1$’/*；.A(12,#)/2-)--,/+,(0861-124.@(1(6$A（<=B=）

内部分布较广的碱长花岗岩在形成时代上与临沧花

岗岩基一致，表明其应为临沧花岗岩基的重要组成

部分。临沧花岗岩基除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和黑云母

花岗闪长岩外，还分布有较广泛的碱长花岗岩类。

!%! 对“三江”南段新生代岩浆岩分布的制约

最近研究者通过一系列填图和综合研究工作，

揭示“三江”南段地区保山和临沧地块存在一定规模

的新生代岩浆活动，以勐库岩体为代表的碱长花岗

岩便被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俞赛赢等，:;;?；喻

学惠等，:;;B；陈珲等，:;<;；云南省地质调查院，

:;;?!）。前人认为这些新生代岩浆活动年龄在?;
4-到G;4-之 间（俞 赛 赢 等，:;;?；喻 学 惠 等，

:;;B；陈珲等，:;<;），与金沙江 哀牢山富碱斑岩带

和腾梁地区新生代侵入岩带在时代上存在较大区

别，对于探讨“三江”地区新生代演化和成矿作用均

具有重要意义（沈敢富，:;;;）。遗憾的是，由于工

作程度有限，上述岩体时代的划分大多均依赖地层

年代学和岩相学对比，仅少数有HCI,，JFC8,和KC
&F年代学资料限定（俞赛赢等，:;;?；喻学惠等，

:;;B；陈珲等，:;<;）。本次工作表明，侵位于临沧

地块的以勐库岩体为代表的碱长花岗岩形成于中三

叠世，而非前人认为的新生代，这种情况在本区其他

新生代岩体中可能同样存在（廖世勇等，:;<L）。这

表明“三江”南段，特别是临沧地块内部前人划分的

新生代岩体分布范围和规模可能需要重估。

G 结论

（<）勐库碱长花岗岩的锆石MIC7N&C48KC&F
年龄为:L!>:OL>P4-，表明岩体侵位于中三叠世，

而非前人认为的新生代。以勐库岩体为代表，侵位

于临沧花岗岩基内部的碱长花岗岩属于临沧花岗岩

基早阶段岩浆活动产物。

（:）勐库碱长花岗岩属于8型花岗岩系列，来

自于与临沧花岗岩基相类似的地壳沉积物源区的部

分熔融，并经历了高程度的结晶分异。

（L）临沧花岗岩基除已报道的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类和黑云母花岗闪长岩类外，还包括较广泛分布

的碱长花岗岩类。

（?）临沧花岗岩基中以勐库岩体为代表的碱长

花岗岩并非前人认为的新生代岩体，“三江”南段特

别是临沧地块前人划分的新生代岩体分布范围和规

模可能需要重估。

!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Q:G万临沧幅区域地质图及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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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2&$453$#/&637&.30$0’."#8#$07039

:$./(23;# <09=23$."# >(?3&$1@A&$9&$1?3&$1@B3$2"&?3&$1 C/#&，

!0(."D#2.#/$8"3$&［5］)E#3?3$1：%#060139&6-(F632"3$1G0(2#，H

!HIH（3$8"3$#2#）)

!0$#5&$45#.9&6’#:)*++J)-&/&66#6,#."K&$2(.(/#23$L&3$6&$4

!0(."#&2.C23&：>#D3$231".2’0/-&6&#0@,#."K29602(/#&$43LM639&N

.30$2’0/."#:$4023$3&$0/01#$K［B］)80LM.#2<#$4(2%#0293#$9#2，

OI+（*!O）：HPP!HQR)

!./#9=#32#$C&$4A#5&3./#<S)HRQR)C9"#L39&6&MM/0T3L&.30$.0

."#L04&6UC-V96&223’39&.30$0’."#31$#0(2/09=2［B］)>#(#2B&"/F

53$#/&6CF"，HOP：HPR!*+P)

!($!!&$45940$0(1"SV)HRJR)8"#L39&6&$4320.0M392K2.#L&.3920’0N

9#&$39F&2&6.2：:LM639&.30$2’0/L&$.6#90LM023.30$&$4M/09#22#2［B］)%#N

060139&6!093#.K，A0$40$，!M#93&6-(F639&.30$2，I*：OHO!OIW)

S&$1U3$1，X"(Y39"#$1，X"&0X"34&$，!"#$)*+H*)5&1L&.3973/90$2

’/0L:@，!@&$4C@.KM#1/&$3.03423$,3F#.：,/&9##6#L#$.9"&/&9.#/32N

.392&$4."#3/&MM639&.30$.04#./3.&673/90$M/0;#$&$9#2.(4K［B］)

B0(/$&60’C23&$Z&/."!93#$9#2，WO：WR!PP)

S&$1[(#?($，X"&$1C3L#3，V&$S#3L3$1，!"#$)*+H+)-#./01#$#232

0’6&.#,/3&2239M02.@90663230$&6F&2&6.39/09=20’."#A&$9&$1?3&$1.#9N

.0$3970$#，20(."D#2.8"3$&，&$4.#9.0$393LM639&.30$2’0/."##;06(N

.30$0’."##&2.#/$-&6#0.#."K2：%#09"/0$060139&6&$41#09"#L39&6

90$2./&3$.2［B］)A3."02，H*+（O）：W*R!WIP)

S3#4#$F#9=5，C66#-，80/’(V，!"#$)HRRW),"/##$&.(/&673/90$2.&$N

4&/42’0/\@,"@-F，A(@G’，./&9##6#L#$.&$4<ZZ&$&6K2#2［B］)

%#02.&$4&/42>#D26#..#/，HR（H）：H!*O)

](]32"#$1，8&3Y#=($&$4X"(B3$9"()HRJQ)8"&/&9.#/32.392&$40/313$

0’G#/9K$3&$@:$4023$3&$1/&$3.03423$."#A&$9&$1?3&$1/3;#/90663230$

F#6.，D#2.#/$[($$&$［B］)%#0.#9.0$39&#.5#.&6601#$3&，HH（O）：

*IQ!*WJ（3$8"3$#2#）)

[(!&3K3$1，A3̂ ($_30$1&$4!"3[(M3$1)*++O)C2.(4K0$."#1/&$043N

0/3.#3$."#L3446#M&/.0’A3$9&$11/&$3.#F&."063."［B］)[($$&$%#N

0601K，**（I）：I*P!II*（3$8"3$#2#）)

[(!&3K3$1，[&$1!"3M&$&$4A3̂ ($_30$1)*++I),"#1#$#232，#;06(.30$

&$42./(9.(/&62#..3$10’-&6&#01#$#1/&$3.034L&1L&3$%#$1L&［B］)

[($$&$%#0601K，*O（*）：*HQ!*O*（3$8"3$#2#）)

[(](#"(3，]3&0]3&0$3(，[&$1%(36&3，!"#$)*++J)X3/90$!G<:5-

4&.3$10’2#;#/&61/&$3.#2&$41#060139&6231$3’39&$9#3$20(."#/$M&/.

0’“!&$?3&$1”&/#&，D#2.#/$[($$&$M/0;3$9#［B］)C9.&-#./060139&

!3$39&，*I（*）：OQQ!OJO（3$8"3$#2#）)

X"&$1S#$"(&，8"#$V(=($&$4U3$B3K(&$)HRRO)-#./01#$#232&$4

20(/9#9"&/&9.#/32.3920’."#A3$9&$11/&$3.#F&."063."3$S#2.[($N

$&$［C］)C99/#.30$0’C23&［8］)E#3?3$1：!#32L060139&6-/#22，H!

HI*（3$8"3$#2#）)

附中文参考文献

陈吉琛)HRJQ)滇西花岗岩类时代划分及同位素年龄值选用［B］)云

南地质，P（*）：H+H!HHO)
陈吉琛)HRJR)滇西花岗岩类形成的构造环境及岩石特征［B］)云南

地质，J（O!I）：*+W!*H*)
陈 珲，李 峰，坚润堂，等)*+H+)云南澜沧老厂花岗斑岩锆石

!G<:5-定年及其地质意义［B］)地质学报，JI（I）：IJW!IRH)
孔会磊)*+HH)三江地区南澜沧江带临沧花岗岩的地球化学、年代学

与成因（硕士论文）［Y］)北京：中国地质大学，H!QO)
孔会磊，董国臣，莫宣学，等)*+H*)滇西三江地区临沧花岗岩的岩

石成因 地球化学、锆石\@-F年代学及G’同位素约束［B］)岩石

学报，*J（W）：HIOJ!HIW*)
李兴林)HRRP)临沧复式花岗岩基的基本特征及形成构造环境的研究

［B］)云南地质，HW（H）：H!HJ)
廖世勇，尹福光，孙志明，等)*+HO)保山地块东缘晚三叠世何珠次

英安斑岩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B］)地质通报，O*（Q）：H++P!

H+HO)
刘昌实)HRR+)滇西海西—印支期碰撞型花岗岩的成岩定量模拟［B］)

桂林工学院学报，H+（H）：OW!II)
刘昌实，朱金初，徐夕生)HRJR)滇西临沧复式岩基特征研究［B］)云

南地质，O（I）：HJR!*+I)
刘德利，刘继顺，张彩华，等)*++J)滇西南澜沧江结合带北段云县

花岗岩的地质特征及形成环境［B］)岩石矿物学杂志，*Q（H）：*O

!OH)
莫宣学)HRRJ)三江南段火山岩—蛇绿岩与成矿［5］)北京：地质出

版社，H!H*J)
彭头平)*++P)澜沧江南带三叠纪碰撞后岩浆作用———岩石成因及其

构造意义（博士学位论文）［Y］)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

所，H!H+J)
沈敢富)*+++)西南三江地区新生代侵入岩的成岩与成矿［5］)北

京：地质出版社，H!HIH)
徐夕生，蔡德坤，朱金初，等)HRJQ)滇西澜沧江碰撞带海西 印支期花

岗岩类的特征和成因［B］)大地构造与成矿学，HH（O）：*IQ!*WJ)
俞赛赢，李昆琼，施玉萍，等)*++O)临沧花岗岩基中段花岗闪长岩

类研究［B］)云南地质，**（I）：I*P!II*)
俞赛赢，杨仕潘，李昆琼)*++I)耿马一带古近纪花岗岩类岩浆成因

及演化［B］)云南地质，*O（*）：*HQ!*O*)
喻学惠，肖晓牛，杨贵来，等)*++J)滇西“三江”南段几个花岗岩的

锆石!G<:5-\@-F定年及其地质意义［B］)岩石学报，*I（*）：

OQQ!OJO)
张雯华，陈福坤，秦季元)HRRO)滇西临沧花岗岩带的成因类型及其

物源的讨论［C］)亚洲的增生［8］)北京：地震出版社，H!HI*)

*H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OO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