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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那曲县北聂荣微地块聂荣岩群中斜长角闪岩

———*29:;:7超大陆裂解的地质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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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藏那曲县北聂荣微地块聂荣岩群中斜长角闪岩原岩恢复为正斜长角闪岩，地球化学特征显示岩石属于拉

斑系列基性火山岩，具有轻稀土元素富集、重稀土元素亏损的右倾型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岩石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

*>、?7及高场强元素0>、’7，@8、’A和B呈现明显的负异常，在构造环境判别图解中样品均投到板内玄武岩区，具有

与裂谷火山岩相似的地球化学特征。通过高精度的,%C.&(C/@（激光剥蚀等离子体质谱仪）锆石微区原位BC(>同

位素测年，西藏那曲县北聂荣微地块聂荣岩群片麻状斜长角闪岩中获得=D!E"$/7的谐和年龄，为原岩（基性火山

岩）的形成时代，说明聂荣岩群形成于新元古代早期。该年龄相当于*29:;:7超大陆裂解的地质记录。此外，还获得

了#6!F!"$$D/7之间的捕获锆石年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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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2X23:XA7GK2P>7J:Y[23Y7;:Y82Y‘J7;9PR8XAK88KJX8:YXJXAKP28]7X:2;7GK2P0H7:;82;G82Y‘G82RMV’A:J7GK:J
KbR73X2XAKGK232G:Y738KY2892P*29:;:7JRMK8Y2;X:;K;X>8K7‘K[K;XVcR8XAK8]28KIXAK7GKJ2P#6!F!"$$D/7
P28Y7MXR8K9a:8Y2;J78K73J2H:K39K9:;0H7:;82;G*2Y‘-82RMV
=#/>)-9:80H7:;82;G]:Y82>32Y‘Z0H7:;82;G*2Y‘-82RMZG;K:JJ:Y7]MA:>23:XKZGK2YAK]:JX8HZa:8Y2;BC(>
97X:;GZ*29:;:7JRMK8Y2;X:;K;X>8K7‘

收稿日期：#$"" $" ""；修订日期：#$"" ""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5"$$#$D!）；中国地质大调查资助项目（"#"#$"$D"$"$#）

作者简介：辜平阳（"F=# ），男，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研究，)C]7:3：M:;GH7;GC!##""D!4Y2]

!!!!!!!!!!!!!!!!!!!!!!!!!!!!!!!!!!!!!!!!!!!!!!!!!!!!!!!!!!!!!!!

。

 
 

 
 

 
 

 
 

 
 

 
 

 
 

 
 

 
 

 

 

 

 

 

 

 

  

 
 

 



聂荣微地块北邻班公湖 丁青 怒江缝合带，南

接拉萨地块，是冈底斯 念青唐古拉地块的重要组成

部分（西安地质调查中心!，!"#"），该地块在前寒武

纪已经接受沉积，形成一套以陆源碎屑和基性火山

岩为主的活动型沉积建造，随后沉积了一套碎屑岩

与碳酸盐交互出现的沉积岩系。这套沉积岩形成以

后，聂荣微地块发生了强烈的构造变动，同时伴有较

大规模的英云闪长岩和二长花岗岩的侵入。泛非运

动使地层和岩石发生逆冲推覆和大型平卧褶皱产生

构造增厚作用，并使岩石遭受角闪岩相区域变质作

用（中国地质大学，!""$）"。研究聂荣岩群的重要物

质组成、形成时代及地球化学特征，对研究聂荣微地

块，乃至青藏高原的年龄格架、构造演化等具有指示

作用。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聂荣岩群构造属性和形

成时代有较多的研究，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认识

分歧仍很大。

该岩群曾被称为“阿木岗群”（西藏自治区地质

矿产局，#%%&）或“吉塘群”（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认为该岩群是

聂荣变质核杂岩的组成部分，时代归属为前寒武纪。

中国地质大学（!""$）"经系统的调查研究认为该套

变质岩经历了强烈的变形变质作用，尤其是韧性变

形较强，变质达到角闪岩相，有别于“阿木岗群”、“吉

塘群”及变质核杂岩，将其命名为“聂荣岩群”，并在

该岩群中获得了斜长角闪岩)*+,-等时代年龄为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两组)012.3锆石4+
35年龄为6%#7#./和6%!7##./；片麻状二长花

岗岩两组)012.3锆石4+35年龄为8#67#8./
和(#(7#6./，将聂荣岩群形成时代定为前寒武

纪。年龄资料显示曾在安多县附近该岩群片麻岩中

获得(#%7#!./、(&"./和!"""./三组锆石年龄

（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潘桂棠等（!""6）

将其形成时代定为中新元古代。

本次利用高精度激光剥蚀等离子体质谱仪（9:+
2;3+.)），对西藏那曲县北聂荣微地块聂荣岩群中

斜长角闪岩进行了地球化学特征及锆石4+35微区

原位定年研究，据此进一步探讨其地质意义。

# 区域地质背景

聂荣岩群出露于聂荣微地块中南部、西藏那曲

县北，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北西、北东及中南部（图#）。

该岩群主要有两种产出状态：一种是呈面状产出，与

前寒武纪片麻状二长花岗岩、英云闪长质片麻岩、早

侏罗世中粗粒含斑花岗闪长岩、晚白垩世细粒白云

母花岗岩呈侵入接触，中南部被第四系覆盖。另一

种是呈大小不等的透镜状、扁豆状、不规则状及浑圆

状零星分布于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和片麻状二长花岗

岩中，以包体形式出现。总体上很难严格按地层序

列建立地层系统。按现存产状其下部主要岩石组合

为黑云斜长角闪岩、辉石斜长角闪岩、黑云斜长片麻

岩和含石榴黑云二长变粒岩；上部主要由（含）夕线

二云斜长片麻岩、长石透辉石英岩、石榴黑云二长浅

粒岩、黑云斜长变粒岩和大理岩组成。该岩群经过

多期次的变质变形作用改造，原始面理和层序已被

完全置换，现存构造面理是多期变形置换的结果，具

有有层无序的特点，变质程度达到角闪岩相（中国地

质大学，!""$）"。

! 样品及其岩相学特征

本次选择在扎仁镇北聂荣岩群基岩出露较好，

岩石组合较为齐全的地段测制一条近东西向剖面，

基本控制了聂荣岩群。主要岩石组合包括黑云斜长

变粒岩、黑云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岩、石榴黑云二

长变粒岩、黑云二长浅粒岩、片麻状二长花岗岩、大

理岩及石英岩等（图!）。用于研究的片麻状斜长角

闪岩样品（"%,1+!）采样位置如图!所示（地理坐标：

,&!<"#=&">(?，@%#<6#=!8>(?，0!(#%*），以夹层

的形式产出于黑云二长浅粒岩、大理岩及石英岩中，

近南北向延伸，岩石遭受多期次的变质 变形作用的

改造，原始结构构造不复存在，基岩露头片理化较

强，其产状与围岩基本一致。岩石呈深灰绿色，片麻

状构造、粒状变晶结构，矿物大部分沿片麻理方向呈

定向排列，成分主要为弱绿泥石化角闪石（("A$

! 西安地质调查中心B!"#"B青藏高原前寒武纪地质、古生代构造 古地理综合研究说明书B

" 中国地质大学B!""$B#C!(万安多县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B

#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B!""(B#C!(万那曲县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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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西藏那曲县北扎仁镇一带地质简图

"#$%! &’()($#*+),-’.*/0+1(23+4#5$，5(4./’456+$78，9#:’.
!—第四系；;—前寒武纪片麻状二长花岗岩；<—前寒武纪聂荣岩群；=—前寒武纪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变基性岩脉；?—早侏罗世花岗

闪长岩；@—晚白垩世花岗岩；A—晚白垩世角闪石英正长岩；B—片麻理产状；!C—采样位置及编号；!!—研究区范围；!—康西瓦 木孜

塔格 玛沁 勉县 略阳缝合带；"—西金乌兰 金沙江缝合带；#—龙木错 双湖 澜沧江缝合带；$—班公湖 丁青 怒江缝合带；%—印度

河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

!—D8+.’45+4E；;—F4’*+0:4#+5$5’#,,#*0(5G($4+5#.’；<—F4’*+0:4#+56E+#54(5$H(*-&4(81；=—F4’*+0:4#+5.(5+)#.#*$5’#,,；>—I’.+J:+,#*
K’#5,；?—L+4)EM84+,,#*$4+5(N#(4#.’；@—O+.’P4’.+*’(8,$4+5#.’；A—O+.’P4’.+*’(8,+01/#:()’/(45:)’5N’,E’5#.’；B—&5’#,,(,#.E+..#.8N’；

!C—,+01)#5$,#.’+5N,’4#+)580:’4；!!—)#0#.,(2./’,.8NE+4’+；!—Q+5$R#S+JI8G#.+$’JI+7#5JI#+5R#+5JO8’E+5$,8.84’G(5’；"—T#U#5S8V
)+5JM#5,/+H#K’4,8.84’G(5’；#—O85$08P(JW/8+5$/8JO+5*+5$H#K’4,8.84’G(5’；$—X+5$(5$P(J68U#+5$H#K’4,8.84’G(5’；%—Y5N#+5H#KJ

’4JZ+4)85$3+5$:(H#K’4,8.84’G(5’

图; 西藏那曲县北扎仁镇一带聂荣岩群实测剖面

"#$%; W.4+.#$4+1/#*,’*.#(5(26E+#54(5$H(*-&4(81)(*+.’N#53+4#5$+4’+，5(4./’456+$78P(85.E，9#:’.

>>[）和弱钠黝帘石化斜长石（=C[&=>[），少量石

英，不透明矿物（约;[），可能是由角闪石等蚀变析

出的铁质物体，其他蚀变矿物和副矿物很少（图<）。

经野外调研，片麻状斜长角片麻理与外围的片麻岩、

变粒岩、大理岩区域片理方向基本一致，说明经历了

同期（次）的构造事件。

@=!第;期 辜平阳等：西藏那曲县北聂荣微地块聂荣岩群中斜长角闪岩———H(N#5#+超大陆裂解的地质纪录

 
 

 
 

 
 

 
 

 
 

 
 

 
 

 
 

 
 

 

 

 

 

 

 

 

  

 
 

 



 
 

 
 

 
 

 
 

 
 

 
 

 
 

 
 

 
 

 

 

 

 

 

 

 

  

 
 

 



图! 斜长角闪岩"#$%&（’($)’(%$*）／

（’($)’(%$*)+,$）判别图解（据+#-./，0120）

’#,3! "#$%&（’($)’(%$*）／（’($)’(%$*)+,$）

4#/,./567.89/,#7:9/-(/58;#<79#=(-（/6=(.+#-./，0120）

图> 斜长角闪岩+,$ ?/$ ’($!图解（据+#-./，0120）

’#,3> +,$ ?/$ ’($!4#/,./567.89/,#7:9/-(
/58;#<79#=(-（/6=(.+#-./，0120）

介于 板 内 拉 斑 玄 武 岩 和 板 内 碱 性 玄 武 岩 之 间

（@(/.:(，01A%）。且研究样品"/／B6为CD**!CD*1
符合陆内裂谷碱性玄武岩和陆内拉张带（或初始裂

谷）玄武岩"/／B6"CD0的特征（?7E4#(，01A1）。

在F.／G F.图解（图1/）和"#／0CC F. *G图

解上（图1<）样品均投到板内玄武岩区，在%H<
F.／! G图解（图1:）上样品投在了板内碱性玄武岩

和板内拉斑玄武岩区。综上所述，聂荣岩群斜长角

闪岩形成于裂谷环境，且处于拉张的初期阶段。

! IJKL?@K+M锆石NK@<定年

!3" 分析方法

锆石的阴极发光（?I）图像在西北大学扫描电

镜实验室完成，采用’OL公司PI*C型M’OQ电子束

表# 聂荣岩群中斜长角闪岩微量元素含量分析结果 !R／0C&S

$%&’(# $)%*((’(+(,-*.+/.01-1.,0.231().,4).*5
6).7/4,(1001*%+/81&.’1-(

样号 C1HTK%K0 C1HTK%K% C1HTK%K* C1HTK%K!

I/ 0231C %C32C 0!3>C 0!3*C
?( !%31C !230C *>3CC *>3!C
@. S30> S3>0 >30% >30*
H4 %23!C %13%C %*30C %*3AC
M5 230! 23*0 S3>! S3%*
OU %3%1 %3>> %30> %3C*
Q4 A3C1 A30> 230S 23C%
"< 03%2 03*% 030* 0300
VW 2301 A3C2 S3A2 S3S0
B7 03>> 03AC 03!S 03*S
O. *31> !3S! *3AS *3!1
"5 C3>A C32C C3>S C3>%
G< *3!> !300 *3!C *3%0
IU C3>> C3S0 C3>C C3>C
#TOO 0*C3!0 0!%322 0003*> 00C320
"OU C31% 03C0 C31S C31!

（I/／G<）H *3>C *3!C %3AA *3CC
R/ 0!A3CC *C13CC 0C03CC >!3%C
T< 0030C !C3SC A32A %30>
M. 02%3CC %AC3CC %>!3CC 0213CC
?7 >%30C !A3%C >%31C >C32C
X *A*3CC *SC3CC *2>3CC *!A3CC
?. %13>C *S3%C %03>C %C30C
H# 0A3SC 0A3*C 0>32C 0!3AC
H< %S30C %S3%C %!3!C %*3SC
"/ 03SC 0320 03>C 03!A
F. 0AS3CC %C23CC 0A03CC 02C3CC
B6 !3>S >3C* !3*S !3C1
?- %310 *3%* %3>% *3>*
"; C32A 03CA C3!! C3%2
N C3%! C3** C30% C3CS
@< SC3SC !!30C %30S %3!%
M: *23%C *13SC *23AC *S3!C

注：分析单位为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C0C。

进行锆石内部结构显微照相分析。测试点的选取首

先根据锆石反射光和透射光照片进行初选，再与?I
图像反复对比，力求避开内部裂隙和包裹体，以获得

较准确的年龄信息。

IJKL?@K+M法锆石微区NK@<年龄测定在西北

大学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J,#9(E=2>CC型

L?@+M和德国I/5<4/@;W-#Y公司的 ?75@(Z0C%
J.’准分子激光器（工作物质J.’，波长01*E5）以

及+#:.7I/-公司的Q(7I/-%CC+光学系统的联机上

进行。激光束斑直径为*C#5，激光剥蚀深度为%C
!!C#5。实验中采用B(作为剥蚀物质的载气，用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研制的人工合成硅酸盐玻

璃标准参考物质HLM"MT+S0C进行仪器最佳化，采

1!0第%期 辜平阳等：西藏那曲县北聂荣微地块聂荣岩群中斜长角闪岩———T74#E#/超大陆裂解的地质纪录

 
 

 
 

 
 

 
 

 
 

 
 

 
 

 
 

 
 

 

 

 

 

 

 

 

  

 
 

 



 
 

 
 

 
 

 
 

 
 

 
 

 
 

 
 

 
 

 

 

 

 

 

 

 

  

 
 

 



图! 斜长角闪岩"#$% &’／(图解

（据)#*+,-./-01*234562，7899）

3#:;! "#$% &’／(2#1:01<=50>41:#5+41.-
1<>,#’54#/-.（1=/-0)#*+,-./-01*234562，7899）

图9 斜长角闪岩?3@图解（据A0B#*-1*2C101:10，7897）

3#:;9 ?3@2#1:01<=50>41:#5+41.-1<>,#’54#/-.
（1=/-0A0B#*-1*2C101:10，7897）

图D 聂荣岩群斜长角闪岩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图解（1）和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

（标准化值据@+E5*5F:,1*2"F*，78D8）

3#:;D G,5*20#/-H*50<14#I-2JKK>1//-0*.（1）1*2>0#<#/#B-H<1*/4-*50<14#I-2.>#2-0:01<（’）=50&61#*05*:J5+LM05F>
:*-#..#+1<>,#’54#/-（*50<B14F-.=05<@+E5*5F:,1*2"F*，78D8）

样方式为单点剥蚀，数据采集选用一个质量峰一点

的跳峰方式，每完成N!O个待测样品测定，插入测

标样一次。在所测锆石样品7O!%P个点前后各测%
次&A"Q"J@!7P。锆石年龄采用标准锆石87OPP
作为外部标准物质，元素含量采用&A"Q"J@!7P作

为外标。由于"#$% 在锆石中的含量较恒定，选择

%8"#作为内标来消除激光能量在点分析过程中以及

分析点之间的漂移，对于大多数元素单点分析的相

对标准偏差为OR!7OR。详细分析步骤和数据处

理方法参见相关文献（M15!"#$;，%PP%；袁洪林等，

%PPS）。

采用M4#//-0（B-0N;P，@1+TF10#-U*#B-0.#/6）程序

对锆石的同位素比值及元素含量进行计算，并按照

?*2-0.-* Q5< 的 方 法（?*2-0.-*，%PP%），用

V?@AGW@"G5<<5*V-12G500-+/#5*（B-0SX7O）对其

进行了普通铅校正，年龄计算及谐和图采用A.5>45/
（B-0SXP）完成（VF2Y#:，%PPS）。

!;" 测试结果

对那曲县北扎仁镇聂荣岩群片麻状斜长角闪岩

（P8&JH%）进行锆石内部结构阴极发光（GV）观察和

V?HAGW@"锆石UHW’定年，锆石的UHW’同位素比

值和不同表面年龄测试数据列于表S，阴极发光图像

见图7P。双目镜下显示，所测锆石多呈无色透明，半

自形H浑圆粒状（部分残缺锆石属于碎样时机械破

损），少数略带浅黄色，粒径较小，多在!P"<ZSP

"<!7%P"<ZDP"<之间。依据锆石阴极发光内部

结构的差异，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锆石颜色

较 浅，总体呈浅灰色，呈半自形短柱状，内部发育弱

PO7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S7卷

 
 

 
 

 
 

 
 

 
 

 
 

 
 

 
 

 
 

 

 

 

 

 

 

 

  

 
 

 



图! 聂荣岩群斜长角闪岩构造环境判别图解

"#$%! &’()*+#(,#-(.#/#+0)#*+,#0$.0/-1*.230#+.*+$4*(56.*78$+’#--#(0/89#:*;#)’
0，<.／= <.图解（据>’0.(’，?!@A）：B—板内玄武岩；C—岛弧玄武岩；D—洋脊玄武岩；:，&#／?EE <. F=图解（>’0.(’!"#$%，?!GF）：

B—岛弧拉斑玄武岩；C—岛弧拉斑玄武岩、钙碱性玄武岩和 HI4C；D—钙碱性玄武 岩；J—板 内 玄 武 岩；(，A2: <.／K =图 解

（H’-(9’,’，?!@L）：B!—板内碱性玄武岩；B"—板内碱性玄武岩和板内拉斑玄武岩；C—MNHI4C；D—板内拉斑玄武岩和火山弧玄武岩；

J—2NHI4C和火山弧玄武岩

0，<.／= <.,#0$.0/-（01)’.>’0.(’!"#$%，?!@A）：B—#+).08;0)’:0-0;)；C—O-;0+,:0-0;)；D—*(’0+.#,$’:0-0;)；:，&#／?EE <. F=,#0$.0/-
（01)’.>’0.(’0+,D0++，?!GF）：B—#-;0+,N0.()9*;’##)’:0-0;)；C—#-;0+,)9*;’##)’:0-0;)，(0;(N0;50;#+’:0-0;)0+,HI4C；D—(0;(N0;50;#+’:0-0;)；

J—#+).08;0)’:0-0;)；(，A2: <.／K =,#0$.0/-（01)’.H’-(9’,’，?!@L）：B!—#+).08;0)’0;50;#:0-0;)；B"—#+).08;0)’0;50;#:0-0;)0+,O+).08;0)’
)9*;’##)’:0-0;)；C—MNHI4C；D—#+).08;0)’)9*;’##)’:0-0;)0+,P*;(0+#(0.(:0-0;)；J—2NHI4C0+,P*;(0+#(0.(:0-0;)

环带结构（Q、?@、F?号测点锆石），AEL>:／AF@R表面年

龄为@KA#@LFH0，&9／R介于ESGL#?SL!之间（表

F），比值较高，具有岩浆成因锆石特征；第二类锆石

颜色较深，呈深灰色，自形程度不佳，多为半自形 他

形柱状或浑圆状，内部发育宽缓或条带状结构（?、

?F、AF、FE号测点锆石），AEL>:／AF@R表面年龄为@LE
#@GAH0，&9／R比值介于ESFE#?SE?之间，同样

具有岩浆结晶锆石特征。个别锆石具有窄的浅色变

质增生边（?F、AF号测点锆石）。锆石内部结构差异

较大，可能影响因素很多，如岩浆结晶过程中岩浆动

力学变化、晶体 岩浆界面特征的差异、熔体中元素

的饱和度、元素扩散等（D*.17!"#$%，AEEF；C;0(5!"
#$%，AEEF）。本次所测锆石内部结构不均一，可能是

经历了构造事件、浅变质或蚀变等影响，导致原始结

构被改造。

片麻状斜长角闪岩（E!24NA）中的锆石RN>:同

位素测试数据经普通铅校正后测试结果列于表F，锆

石有效测试点共F?个。在AEL>:／AF@R AEG>:／AFQR
谐和图（图??）上，多数老锆石（A、K、L#?A、?G、?!、

A?、AF、AK、AL、FE、F?、FF号测点锆石）AEG>:／AEL>:表

面年龄介于AQF!#?EELH0之间，分布较分散，无

明显的集中区，其中?QQG#AEAAH0的年龄数据相

对较多，依据锆石特征，可能为古老捕获岩浆锆石的

年龄信息。

但有G个锆石测试点（?、Q、?F、?@、AF、FE、F?测

点）在 RN>:谐和图中成群集中分布于谐和线上，

AEL>:／AF@R表面年龄介于@KA#@G?H0之间，AEL>:／
AF@R加权平均年龄为@LFT?EH0（HUVJW?SK），

谐和年龄和加权平均年龄在误差范围内基本一致，

这些测点所对应的锆石大部分多具有环带结构，&9／

R比值多数大于ESFA，且岩石地球化学显示斜长角

闪岩原岩为基性火山岩，综合表明这些锆石应为同

期岩浆结晶成因，代表片麻状斜长角闪岩的形成年

龄。

Q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4*,#+#0超大陆的聚合造山发生在

?FEE#?EEEH0，并 在?EEE#!EEH0继 以 伸 展 作

用，裂解作用发生于@FEH0之后，但其过程具有明

显的时空分布不均一性（徐备，AEE?）。最近，X#等

（AEE@）对于4*,#+#0超级大陆汇聚 裂解过程进行了

比较全面的综合分析研究，借鉴这些研究成果，可以

对于全球性新元古代中晚期大陆裂谷火山活动萌生

发展的始末作出比较清楚的解析：$ 大约!EEH0
前的6.’+P#;;’造山事件（相当于中国地质界所称的

晋宁造山运动、四堡造山运动），使得包括塔里木、澳

大利亚、大印度、东南极、西伯利亚、华南（包括南秦

岭、扬子、华夏）、华北、劳伦（北 美）、非 洲 地 块 群、

南 美地块群、波罗的和西非等地球上几乎所有的陆

?Q?第A期 辜平阳等：西藏那曲县北聂荣微地块聂荣岩群中斜长角闪岩———4*,#+#0超大陆裂解的地质纪录

 
 

 
 

 
 

 
 

 
 

 
 

 
 

 
 

 
 

 

 

 

 

 

 

 

  

 
 

 



图!" 聂荣岩群片麻状斜长角闪岩锆石#$图像

%&’(!" #$&)*’+,-./&01-2.0-)34*&20-2’0-15
60-78’2+&,,&1*)89&:-;&<+

块会聚 拼合成为=->&2&*超级联合大陆。! 根据

目前查明的地质记录，=->&2&*古大陆上最早的裂谷

化和与之相伴的大陆裂谷火山事件应发生于?@""
A?"B*，这一时期的裂谷岩浆事件主要发育于澳大

利亚、华南和劳伦（北美）陆块中，裂谷火山岩系不整

合覆盖于中元古代和时代更老的地层之上。#A?"
B*之后，大陆裂谷火山活动开始向澳大利亚 华南

劳伦四周更大范围（塔里木、西伯利亚、非洲）漫延。

$ 大约AC"B*左右，从=->&2&*超大陆的西半部开

始逐渐发生裂离。% 直至CD""C@"B*，除了华南、

图!! 聂荣岩群片麻状斜长角闪岩锆石EFG:谐和图

%&’(!! H&01-2EFG:1-21-0>&*>&*’0*),.0-)34*&20-2’=-1560-78’2+&,,&1*)89&:-;&<+

华北、劳伦、西伯利亚和波罗的等陆块仍处于分离状

态外，地球上其余的陆块又经过B*;*’*,4造山运动，

会聚 拼合成为“冈瓦纳大陆”（6-2>I*2*;*2>）。

前人通过对聂荣岩群中片麻岩及后期变质侵入

体的测年研究，年龄信息集中在DJ!"C@"B*，从而

限定聂荣岩群的形成时代。但由于片麻岩中锆石来

源比较复杂，变质侵入体只能提供聂荣岩群形成的

下限年龄，从而不能准确限定其形成时代。本文依

据野外地质特征，选择测年的片麻状斜长角闪岩以

夹层形式与外围片麻岩、变粒岩、大理岩构造面理接

触，且片麻理方向与区域片麻理、片理方向基本一

致，与变质侵入体之间的侵入接触关系局部较为明

显。本次通过高精度的$KFL#GFBM锆石微区EFG:
同位素测年，结果表明那曲县北聂荣微地块聂荣岩

群片麻状斜长角闪岩的形成年龄为?N@O!"B*，时

代归为新元古代晚期，进一步限定了聂荣岩群的形

成时代。聂荣岩群形成时代的重新厘定对研究聂荣

微地块，乃至青藏高原的年龄格架、构造演化等具有

重要的地质意义。

聂荣岩群斜长角闪岩原岩为基性火山岩，具有

裂谷火山岩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结合?N@O!"B*
的形成年龄，说明斜长角闪岩应为=->&2&*超大陆伸

展裂解事件的地质记录，是=->&2&*超大陆伸展裂解

事件在聂荣微地块的反应，为研究超大陆的发展演

@C!第P期 辜平阳等：西藏那曲县北聂荣微地块聂荣岩群中斜长角闪岩———=->&2&*超大陆裂解的地质纪录

 
 

 
 

 
 

 
 

 
 

 
 

 
 

 
 

 
 

 

 

 

 

 

 

 

  

 
 

 



化提供了地质依据。

测年结果还显示出一些古老捕获岩浆锆石年龄

信息，!"#$%／!"&$%表面年龄介于!’()!*""&+,，其

中*’’#!!"!!+,的年龄数据较多，与前人在研究

区片麻岩中获得!"""+,的锆石-.$%年龄大体一

致，表明那曲县北可能发生过中条 吕梁期的构造

岩浆事件。

!"#"$"%&"’

/012342056!""!6783329:;808<98==80>2,1;0-.$%,0,>?424:@,:18
08:32A83:!"B$%［C］67@2=;9,>D28>8E?，*)!：’)!#)6

F>,9GH$，I,=8JH，/>>207+，!"#$6!""(65K+LM/*：/02N
O;39804:,01,31<83$@,0238O8;9-.$%E289@3808>8E?［C］67@2=6
D28>6，!""：*’’!*#"6

FP32,P8<D28>8E?,01+;023,>M248P39248<5;%2:/P:808=8P4M2E;806*))(6
M2E;80,>D28>8E?8<5;%2:/P:808=8P4M2E;80［+］6F2;Q;0E：D28>8E;9,>
$P%>;4@;0ER8P42（;07@;0242N;:@K0E>;4@,%4:3,9:）6

FP32,P8<D28>8E?,01+;023,>M248P39248<5;%2:/P:808=8P4M2E;806
*))#6J:3,:;E3,A@?（H;:@84:3,:;9）8<5;%2:/P:808=8P4M2E;80

［+］6SP@,0：7@;0242-0;T234;:?8<D2849;20924$P%>;4@;0ER8P42
（;07@;0242N;:@K0E>;4@,%4:3,9:）6

7801;2I76*)U)6D289@2=;9,>9@,0E24;0%,4,>:4,01,014;:24,93844
:@2/39@,2,0.$38:238O8;9%8P01,3?：;120:;<;9,:;80,014;E0;<;9,092
［C］6H;:@84，!(：*!*U6

783<PV，R,09@,3C+，R84G;0$LS，!"#$6!""(6/:,>48<O;3980
:2W:P324［/］6R,09@,3C+,01R84G;0$LS6X;3980［7］6M2Y
T;2N48<+;023,>8E?,01D289@2=;4:3?，’(：B&)!’""6

D,8J@,0，H;PZ;,8=;0E，[P,0R80E>;0，!"#$6!""!6/0,>?4;48<
<83:?.:N8=,Q83,01:3,922>2=20:48<-JDJ,01\]J5JM+D>,44Y
24%?H/.]7$+J［C］6D284:,01\2N4>，!!：*U*!*)’6

R8PDP;:;0E，̂;,0Z;,0E>;0,017,;_80E4@20E6!""(6732:,928P4.A,>2Y
8E2023;<:;0E;0:@2F8@,;J2,,01N24:230J@,0E180E：E289@2=;9,>
2T;12092<38=T8>9,0;9389G4［C］67@;0242C8P30,>8<D28>8E?，(U
（*）：*(!!*（;07@;0242N;:@K0E>;4@,%4:3,9:）6

]3T;025\,01F,3,E,3SM/6*)#*6/EP;1:8:@29@2=;9,>9>,44;<;9,Y
:;808<:@298==80T8>9,0;9389G4［C］67,0,1;,0C8P30,>8<K,3:@
J9;20924，U：’!(!’BU6

H;[;>80E，X@8PR,0N20，[,0M80E，!"#$6!""&6$2:38>8E;9,>,01

E289@2=;9,>9@,3,9:23;4:;94,01:29:80;9;=A>;9,:;808<7208O8;9
%,4,>:4;05P0G,%,4;0;0]G,>3;<:%2>:［C］6C6+;023,>$2:38>6，!&

（(）：’&!&(（;07@;0242N;:@K0E>;4@,%4:3,9:）6
H;XZ，F8E1,08T,J‘，78>>;04/J，!"#$6!""U6/442=%>?，980<;EPY
3,:;80，,01%32,GPA@;4:83?8<M81;0;,：,4?0:@24;4［C］6$329,=%3;Y
,0M246，*&U（*!!）：*#)!!*"6

HP1N;EIM6!""(6(a"./E289@3808>8E?9,>:88>G;:<83+;938.48<:KW92>［C］6
F23G2>2?D289@3808>8E?723:23，JA29;,>$P%>;9,:;80，（B）：*!#"6

+9_808PE@SV,01JP0JJ6*)U)67@2=;9,>,01;48:8A;94?4:2=,:;94
8<892,0;9%,4,>:4：;=A>;9,:;804<83=,0:>298=A84;:;80,01A389244
［/］6J,P1234/_,01\833?+C6+,E=,:;4=;0:@2L92,0F,4;04

［7］6D28>8E;9,>J89;2:?JA29;,>$P%>;9,:;80，B!：(*(!(B’6
+249@212+6*)U&6/=2:@818<1;493;=;0,:;0E%2:N2201;<<2320::?A24
8<=;1.892,03;1E2,01980:;020:,>:@8>2;;:24N;:@:@2\%.X3.[1;,Y

E3,=［C］67@2=6D28>6，’&：!"#!!*U6
+;43,J\6*)#*67@2=;9,>1;4:;09:;808<@;E@.E3,1283:@8,01A,3,.

=2:,%,4;:24［C］6\834GD28>8E;4G5;144G3;<:，’*：(**!(*&6
$,0DP;:,0E,01_;0ECP06!""B6*b*’"""""D28>8E;9,>+,A8< ;̂0EY

@,;Y5;%2:$>,:2,P,01/1Q,920:M2E;804（N;:@;04:3P9:;804）［+］6
7@20E1P：7@20E1P7,3:8E3,A@;9$P%>;4@;0ER8P42（;07@;0242）6

$2,392C/,017,00CM6*)#(6529:80;942::;0E8<%,4,>:;9T8>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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