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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生代，华南地区经历了印支与燕山两期构

造事件，并完成了由特提斯构造域向太平洋构造域

的转换，构造应力场也由总体的挤压变为拉伸体制

（Jia et al., 2004）。然而华南中生代构造属性还存在

着较大分歧，对华南地区中生代岩石成因及构造背

景的认识也尚存争议（周新民，2003）。南岭被认

为是华南中生代构造体制转换的转换区（Shu et al.,
2009），桂东北地区位于南岭西段，岩浆活动频繁，

出露大量花岗岩及少量的基性岩脉。而基性岩脉是

区域性拉张伸展运动的产物，对了解大陆岩石圈地

幔特征和成岩时的构造背景具有重要的意义

（Olsson et al., 2011）。因此对桂东北地区的煌斑岩

的研究对了解该区构造演化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桂东北平乐县沙子煌斑岩有资料记载其形成

于燕山期，云母同位素年龄为 163 Ma，区域上受观

音阁深断裂、荔浦大断裂及白石断裂的控制（广西

壮族自治区地质矿产院，1985）。本文对采集的 2
个煌斑岩样品中的 78颗锆石进行了U-Pb同位素定

年和 Hf同位素测试分析，所测锆石的年龄值分散，

变化于 2711~163 Ma，最年轻的谐和锆石形成于

163±2 Ma，很可能接近于该煌斑岩的侵位年龄。众

所周知，煌斑岩一般产出于大陆裂解的构造环境

下，而且华南在同时期生成了大量与伸展构造相关

的花岗岩，说明华南在中—晚侏罗世岩石圈发生过

伸展裂解作用。而形成于新太古代、古元古代、中

元古代、新元古代和早古生代的锆石可能是煌斑岩

岩浆侵入过程中捕获的锆石。本文所测最古老的 7
颗锆石形成于新太古代，揭示了该地区深部可能存

在未暴露的太古代结晶基底。年龄在~800 Ma 的锆

石相对集中，研究区地处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的拼

合带上（图 1a），所以它们的形成可能与新元古代

两地块的俯冲—碰撞作用有关。

本文对平乐县沙子煌斑岩中定年过的 36颗谐

和锆石进行了 Hf同位素分析显示，绝大部分锆石

为捕获锆石，这些捕获锆石的 Hf同位素分析结果

表明，在新太古代既有古太古代古老地壳物质的再

循环，也有新生地壳物质的加入；在古元古代主要

为新太古代地壳物质的再循环；在中元古代主要为

新生地壳物质的加入，也伴随有古元古代古老物质

的再循环；在新元古代主要为古太古代—古元古代

古老物质的再循环，同时伴随有新生地壳物质的加

入；早古生代主要为新太古代—古元古代地壳物质

的再循环。而中侏罗世锆石，则很可能是从古老地

壳再熔融岩浆中结晶出来的。结合平乐县沙子煌斑

岩中捕获锆石的 Hf同位素特征及前人对同时期花

岗岩研究，本文认为，研究区很可能存在古太古代

—古元古代的隐藏地壳。

综上，桂东北平乐县沙子煌斑岩的形成年龄应

晚于 163 Ma，为燕山早期的产物；根据桂东北平乐

县沙子煌斑岩的年代学研究结合同时期花岗岩研

究，揭示了中—晚侏罗世华南曾发生过伸展裂解作

用。研究区很可能存在古太古代—古元古代的隐藏

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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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桂东北地区地质简图及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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