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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绿岩带镁铁质岩地质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 

吴悦斌 
(中目矿业大学研 览生部 ·北京) (中冒地盾大学 ·靶隶) 

A 目前，我国对绿岩带地质地球化学的研究还不系缝、不成熟。通过 
对胶末绿岩带镁铁质岩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 ，得出本区镁铁质 

岩 与国外 K，C、Condie(1976)所捌分 的太古 宙亏损型拉斑玄武岩 

(DAT)在地球化学特征上总体相似，但在常量元素 K、Fe，微量元素和 

精土元素方面 

关键词 

1 区域地质概况 

本区基底变质岩系分为胶东群、荆山群 

和粉子山群(图 1)。瞳东群岩性主要为黑云 

斜长片麻岩、角闪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岩、 

竖 竖 墼  胶东 

黑云变粒岩 、浅粒岩，同位素年龄介于 20亿 
～ 29亿年。荆山群岩性下部为一套变粒岩、 

黑云母片岩夹斜长角闪岩，向上逐渐过渡为 

大理岩 、粘土质岩、云母片岩，同位素年龄介 

于 1 7亿～21亿年。 

圈 1 胶东绿岩带分布区域地质图 

Q一第四系jK一白垩系}J—佚罗系．zp—蓬菜群I Pc【f一粉子山群I7l一瑾岗闪长岩； 一花岗岩}1一绿岩带；2一金矿 

3—金矿带范围l 4一不整台接触线；5一断裂 

本区岩浆活动频繁，形成大面积分布的花岗 

岩和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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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镁铁质岩特征及原岩恢复 

镁铁质岩主要产于胶东群下部 ，其 岩石 

类型为黑云斜长角闪岩和辉石斜长角闪岩。 

2．1 基本特征 

黑云斜长角闪岩普遍呈绿色，块状或片 

麻状构造。镜下具有残余交代结构。矿物组 

合为：角闪石+斜长石+黑云母+石英。 

辉石斜长角闪岩呈绿黑色，块状或片麻 

状构造，镜下具交代结构。矿物组台为：角闪 

石+斜长石+普通角闪石+透辉石+铁铝榴 

石 。 

2．2 原岩恢复 

本区岩石化学分析结果见表 1。 

利用(ol+fm)一 +alk)对 si图解，对 

样品进行初步判别分析(图2)，结合沃克的 

MgO— CaO— FeO 图解，对栖霞地 区上瑶 

沟～下瑶淘一段连续出露含石榴石辉石斜长 

角闪岩进行判别，结果表明 5个样品均落在 

I区(图 3)，说明其为正斜长角闪岩。应用巴 

拉绍夫(Al+￡Fe+Ti)一((二a+Mg)图解，对 

含石榴石斜长角闪岩进一步判别，结果表 明 

5个样品均落入 I、I区(图 4)，说明其为基 

性火山岩及其变种 

SI 

囤 2 ( +／ )一0+ )对 Si图解 

(据 Slmonen，1953) 

由于稀土元素在地质历史中特殊的地球 

化学行为，因此，用稀土元素进行原岩恢复正 

在兴起并在国际上采纳。本文首次对本区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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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带的镁铁质岩利用稀土元素进行原岩判 

别．结果表 明；含石榴石斜长角闪岩样品点， 

落在 La／Y一 ~．REE图中大陆拉斑玄武岩区 

内(图 5)，为其成因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口 

MgO 

图 3 MgO— CaO— FeO图解 

(挺沃克等，1960) 

【一王缸长角 岩}I一副料长角 岩 

A1+∑Fe+"fi 

十M g 

图 4 (A1+= +Ti)一 (ca上Mg)图解 

c据巴拉绍击等，1972) 

【—超基性岩区；I一基性岩的最走集中医I l一基性岩及 

其变种区|w一 中性火成岩及砂耀质杂砂岩凝灰岩区；V一 

龋蔹质砂岩 基性单矿物砂岩及复矿物秒岩(基性成分杂砂 

岩)及钙质凝葳岩区IⅥ一帖土、琵岩、粉砂岩、长石砂岩和 

耗蕨质砂岩区IⅦ一帖土质、白云质和钙质泥麓岩噩 

3 地球化学特征 

3．1 常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利用斜长角闪岩和辉石斜长角闪岩常量 

元素分析数据 ( 一1 5)，镁铁质岩 SiO 平均 

含 量 53．8 ，TiO2 0．72 ，NazO + 

K 03．83 ，FeO+Fe2O38．2Voo，CaO 9．29 ， 

Al。O。15．3 。利用CIPW 计算法算得 N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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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O+CaO(分子数 226)>AI。O。(分子数 K．C．Condie(1976)根据稀土元素和常 

142)>Na：O K o(分子数 58)判定其岩石 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将太古宙拉斑玄岩划分 

类型为正常型；同时计算扎瓦里茨基特征常 为两 种 类 型：亏 损 型 (DAT)和 富 集 型 

数 口一10．2，6=34．2，f=2， 74．9。6值说 (EAT)。亏损型的稀土元素具较平缓的分布 

明其为基性 ’b八a+c)一2．8说 明基性程 度 形式，有小的 Eu异常或无 Eu异常，含较高 

不高，Q=6．1说明 SiO。属过饱和型，计算里 的 o 、CaO、Cr、Ni和较低 的 K。O、v、zr、 

特指数 】．8属钙性 sr Y 

～ 、
·表2辛区镁铁质岩常罩 矗与太古宙DAT、EAT垃斑玄武岩比较 

常量元紊(％) ’ 一—1～  群土元素(×10一。) 

sir Tioz — 0i MnO MgO CaO Na2O K20 La Ce 0 §m Eu Tb Yb Lu 

DAT 51 4 1．92 14 8 2．1 8．3 0．2 6．7 T l3 0．18 4 10 2 0．8 0．5 1．8 o’{ 

EAT 49．7 l|O l4．9 2．6 8．8 0．3 6 3 9．4 2 1 0．32 l2 2S 3．6 1．1 0．7 2．4 0．4 

车盟 53．7 0．77 14．5 2．63 6．67 O．22 6．84 9．39 2．91 0．92 8 1l_6 1．93 0．72 0．56 l|9 0．22 

与太古宙亏损型(DAT) 富集型(EAT) 

拉斑玄武岩相 比(表 2)发现 ：本区镁铁 质岩 

与 DAT型相似，并略富 KzO，低FeO。 

囤 5 不同类型岩石在 La／Yb～ EREE图解的分布 

(据Allegre等 ，1978) 

3．2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从表 3可以看出，本区镁铁质岩微量元 

素与DAT型相似，除Cu、Co、Ba略高外，cr、 

Zn、Ni、Sr、Ni／Co、Sr／Ba都低于 DAT型。反 

映本区镁铁质岩基性程度不高。 

3．3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与 DAT型拉斑玄武岩的稀土元素相 比 

(见表 2)，本区镁铁质岩具有较高的 La、ce 

和较低的Lu，(La／Y) 一1．69，LREE／HREE 

一 2．612代 表 了曲 线 向右 倾，LREE> 

HREE (La／Sm) 比值，反映了轻稀土元素 

间的分馏程度，比值大于 l的称之为富集型， 

比值越大轻稀土越富集。本区镁铁质岩(La／ 

Sm) 比直为 1．2，说明其轻稀土富集。(C,d／ 

Yb) 比值则反映了重稀土之间的分馏程度 

(John，1982)，比值越大 ，重稀土越亏损 ，比值 

大于 l划分为重稀土亏损型。本区(Gd／Yb) 

比值为 1．27，属重稀土亏损型 。8 一0．9属 

于较小的负异常，屯一l属于正异常，代表了 

氧化环境。 

表3 本区镁铁质岩微量元素(x10 ) 

综合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本区镁铁 

质岩与太古宙亏损型拉斑玄武岩相似。 

4 结论 

(】)利用常量元素、稀土元素进行原岩恢 

复，本区辉石斜长角闪岩原岩为一套太古宙 

拉斑玄武岩 

(2)本 区 的镁 铁 质 岩 与 K．C．Condie 

(1976)所划分的太古宙亏损型拉斑玄武岩在 

常量元素 微量元素、稀土元素特征总体上相 

(下转第 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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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砾石后定期测量填入高度，直至自然地 

面。 

(4)洗井 

填砾完成后麋时进行洗井，以防井壁泥 

皮固化而淤堵含水层和滤 网，影 响井的出水 

量 将潜水泵吊放于井管内水位以下 4m处 ， 

启动电源开关抽水，同时另架设水泵往井 内 

泵入清水。随水位不断下降，水泵也同时下 

放 

过 

水洗井 

水层 中 

较细小砂粒等被潜水泵抽吸出井外，如此反 

复进行 ，直至抽出的水不含泥砂为止。 

4 降(排)水管理 

井点降水在基坑开挖前 10d左右进行。 

降水和土方开挖期问应加强对抽水技术和降 

水台班运行的管理，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1)降水前，在场区外围挖好环形排水沟 

或架设排水管，使排水不致回流坑内。土方开 

挖期间及时跟进坡面保护屡，在坡脚设置排 

水沟，每隔 20m左右设一个集水井，使地表 

水(雨水)顺坡面汇流于集水井内，再用水泵 

排出基坑外。 

(2)降水采用分层降水法，即首先降低填 

土层中的地下水 ，待水位稳定后将水泵下放 

至淤泥质土层底板处继续降水 ，待其再稳定 

后，再将水泵下放到设计开挖底平面 2～3m 

处，进行整体降水。这样既有利于分层疏干， 

叉．利于提高水泵使用寿命。 

～ 一 ‘3)抽 水过捏 中指派专门技术人员定期 

观测地下水位，掌握水位变化情况，保持泵体 

浸水深度在 1．Om左右，避免吊蔡烧坏潜水 

泵。同时，指定专门技术工人做好水泵的维 

修、保养工作，准备一定数量的备用泵和易损 

零配件，保证降水工作的持续进行。、 

(4)自备柴油发电机组 ，以免停电降水中 

断后基坑因水位上升而受淹。 

(5)降水井井口用砖砌筑井台，高出地面 

约 30era．并加以盖板保护，以免杂物掉入井 

内影响降水效果 。 

Lowering the W ater Level in Deep Foundation Pits and W ell Points 

Lej Bin 

L~werins the W ater Level in{eur~datien and well points is effectively used to reduce underground WSt~[taNe．∞ raake 

a depletion 0f groucldwacer in working a螂 ·end m0 ~mtter to。 r。。 y difficultk~m practical fou~datioa t digging aad 

foIInd舭 cormtrucdon．Some pro blemsof claim 0nt~chnie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cheme~e]ect[enfor red~cinsthe waterlevel 

in i【阿 n 8]rib d【scus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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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但具有较低的 K。O、cr、zn、Ni、Sr、Ni／ 参考文献 

Co、Sr／Ba、Lu和较 高 的 FeO、Cu、Co、Mo、 1 赵伦山等·地球化学·地质出版社，1988· 

La、Ce、Au，说明其基性程度不高，轻稀土富 K 。。on · ha 。 ry_ ing ， 

集，重稀土亏损。 3 K1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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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孙善平教 l981． 

授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4 Howwed w岫阻_Petrography，1982．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olcitric Basalt in Jiaodong Greenstone Belt 

Li Hongzhl Wu Yuebin 

Tholeiitie basalt in Jiaodong greenstone is similiar tO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 DAT，hut has 

som~．diffet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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