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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eological Map of Granite in Northeast China （1 ∶ 1 500 000） is compiled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literatures and latest achievements of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with 1093 data of isotopic ages of granite，772 groups of
major element analysis data，627 groups of microelement data and 653 groups of rare earth element data． The map
highlights the role of tectonic granite zonation． By this study，the pre-Mesozoic tectonic granite is divided into 2 tectonic
granite domains，including 2 tectonic granite provinces and 7 tectonic granite zones． The Meso-Cenozoic tectonic granite
is divided into 2 tectonic granite domains，with 3 tectonic granite provinces and 7 tectonic granite zones． With this resul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nite are more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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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收集前人资料和最新区调及科研成果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厘定公开发表文献的花岗岩岩体同位素年龄数据 1093 个，硅酸

盐数据 772 套，微量元素数据 627 套，稀土元素数据 653 套. 依据这些数据及最新调查成果编制东北地区花岗岩地质图（1∶1 500 000）.
该图突出了构造－花岗岩区划作用. 此次研究将前中生代构造－花岗岩类划分为 2 个构造花岗岩域、2 个构造花岗岩省和 7 个构造花

岗岩区（带），将中新生代构造-花岗岩类划分为 2 个构造花岗岩域、3 个构造花岗岩省和 7 个构造花岗岩区（带），使得花岗岩类的时

空演化特征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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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东北地区岩浆岩分布广泛. 20 世纪 50～70 年代开

展的中小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对岩浆岩的调

查研究，因找矿需要，只对基性－超基性岩类曾作过较

深入的调查研究，而对广泛分布的花岗岩类进行较全

面的调查研究，则陆续开展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 辽宁（1981～1985）对全省侵入岩与矿产作了

专题研究，共划分出鞍山、吕梁、四堡、兴凯、加里东、
华力西、印支、燕山期各时代侵入岩，将花岗岩成因类

型划分为幔源型、同熔型和重熔型 3 种［1］. 此间，刘敦

一等在鞍山发现了 3．8 Ga 亿年的花岗岩质变质深成

侵入体［2］，对前寒武纪花岗岩类也有较多研究与论述.
方文昌等发表了“吉林省花岗岩类图”［3］. 吉林省对全

省显生宙以来的花岗岩类及成矿作用专门立项研究，

参加单位除局属队所外，还有长春地质学院.他们将花

岗岩类划分为 I 型、S 型、A 型以及 I－S 型的过渡型，

并讨论了形成环境［4］. 黑龙江省开展了有关岩浆岩与

内生矿产关系的研究［5］.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李之彤、
赵春荆等对东北地区不同时代花岗岩类的分布、时代

划分的地质－同位素年龄证据，岩石学、成因矿物学、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稳定同位素组成，成因类型划

分，形成环境及形成条件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深入分析

和论述 ［6-12］. 张理刚和李之彤等根据中生代花岗岩长

石铅同位素等资料将东北地区划分为 2 个岩石圈板

块和 5 个铅同位素省，指出花岗岩类铅同位素省的不

同取决于基底和地幔组成，从而拓展了花岗岩类研究

的新领域［13］.
进入 21 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对东北地区的额尔

古纳地块、兴安地块、松嫩－张广才岭地块、佳木斯地

块、饶河地体、辽源地体以及华北北缘分布的花岗岩

类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14-257］. 本次

工作共收集整理花岗岩同位素年龄数据 1 093 个，硅

酸盐数据 772 套，微量元素数据 627 套，稀土元素数

据 653 套. 这些文献发布的同位素年代数据为编制东

北地区花岗岩地质图（1∶1 500 000）提供了丰富的基

础资料.

1 图幅范围

本次编图范围为东经 115～135°，北纬 39～54°，中

央经线 125°E，标准纬线 41°N. 编图采用 MapGIS 成

图. 行政区划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以及内蒙

古自治区的赤峰市、通辽市、乌兰浩特市和呼伦贝尔

市，面积约 125×104 km2.

2 编图方法

2．1 编图指导思想

编图项目隶属于“晚古生代以来重大地质事件及

成矿研究”计划项目. 因此，更加重视晚古生代以来的

花岗岩时空演化特征.
编图工作的重点是在计划项目总体部署框架内，

以社会经济发展及地质工作的需求为研究导向，在

GIS 技术支持下，收集整理分析已有花岗岩资料和地

质调查、综合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板块构造学说为指

导，以研究大陆块体离散、汇聚、碰撞、造山的大陆动力

学过程为主线，编制东北地区花岗岩地质图.
2．2 编图遵循的原则

（1）以板块构造观点和大陆动力学思维为指导思

想，坚持自主创新，选择既符合我国现阶段工作实际，

又可进行国际交流和对比的原则. 重视分析花岗岩类

构造岩石组合与区域大地构造环境及演化的关系，重

视花岗岩形成、演化与成矿作用的关系，为区域内重大

地质问题以及成矿规律与区域矿产资源评价提供基础

地质支撑.
（2）突出地球动力学研究主线，从侵入岩建造与花

岗岩实体出发，剖析地质作用的时间、空间、物质组成

及其动力学环境，研究其与成矿的关系. 运用将今论古

的比较地质学方法论，突出依据不同尺度、不同建造组

合及岩石构造组合划分不同演化阶段的大地构造环

境.
（3）编图工作坚持统一思路、统一方法和统一标准

的原则. 图面上表示各种地质体均按有关编制地质图

件的规定（GB 958－99《区域地质图图例》和《1∶25 万区

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中附录 G）执行；对于出露面积

过于小的重要地质体或者长度不足表示的重要线状地

质体，采用相对夸大的方法表示.
（4）花岗岩类的演化过程及其演化阶段的时间尺

度，采用相应的地质时代或同位素年代表示其演化过

程及其演化阶段.
（5）对主图、辅图、图例及图廓外相关的文字说明，

要在有限的平面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以求结构合理、
疏密得当、整洁美观.

（6）图件在突出专业内容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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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社会的要求，表示方法尽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尽可能扩大为社会服务的功能.
（7）图件的计算机编制过程及技术要求要点，严

格遵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制定的《地质图空间数据建库

工作指南》有关要求执行.
（8）主图图面除表示构造单元外，同时表示主要

断裂、褶皱及重磁、遥感解译主要断裂. 此外，叠加各

类矿产要素，编制了东北地区花岗岩类与矿产分布图.
花纹、图示、图例、色标、数据库建设均执行“技术要

求”.
2．3 编图流程

本次编图以东北地区地质图（1∶ 1 500 000）为底

图，综合应用东北三省和大兴安岭地区 1∶500 000 地

质图及最新的 1∶250 000 或 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成

果基本数据，选取最新、最详细的图件地图资料，提

取、核对和修编花岗岩体的边界等信息，合并缩编成

新的 1∶1 500 000 比例尺的东北地区花岗岩地质图.
花岗岩体的时代划分标准采用 2013 年 1 月发布

的国际地层表，将花岗岩体采用的同位素年龄标注于

采样位置，未采用的年龄在数据库内存储. 然后，将花

岗岩体按不同时代和类型，用不同颜色和花纹充填.
此外，根据区内主要地质事件对地层和岩层以时

代进行划分归并.
2．4 资料收集

编图所依据的地质资料来源主要如下.
（1）图面范围内的区域地质报告及附图. 其中包

括：20 世纪 60～90 年代 1∶ 200 000 区调图幅 200 幅，

1∶ 50 000 区调图幅 558 幅，以及“十五”以来已完成的

1∶50 000 区调图幅 60 幅和 1∶250 000 区调实测图幅

11 幅，修测图幅 4 幅（未收集全）；辽宁、吉林、黑龙江、
内蒙古 4 省、自治区的区域地质志及附图［1，4-5，258］以及

1∶250 000 潜力评价与花岗岩相关的资料 （未公开发

表）.
（2）有关与东北地区花岗岩研究相关的专著［3，259-267］：

《吉林省花岗岩类及成矿作用》与附图，《吉林中部古

生代构造－岩浆活动与金银成矿作用》《东亚岩石圈块

体地质：上地幔、基底和花岗岩同位素地球化学》《中

国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中国东部花岗岩》《中国北

方花岗岩及其成矿作用论文集》《中国东部及邻区大

陆岩石圈的构造演化与成矿》《中国典型造山带花岗

岩与大陆地壳生长研究》《中国东南部及邻区中新生

代岩浆作用与成矿》《花岗岩：地球动力学意义》等.
（3）已完成的与花岗岩研究相关的科研报告（未

公开发表）：《大兴安岭地区成矿带北段基础地质综合

研究报告》《辽东－吉南成矿带基础地质综合研究报

告》《东北经济区基础地质综合研究报告》《东北地区

超基性岩分布及其含矿性报告》《我国北方几省基性

超基性岩型磷矿的基本特征报告》《东北地区地质调

查基础图件编制与应用综合研究报告》《东北地区

1∶1 500 000 地质图及数据库报告》《大兴安岭地区

1∶500 000 地质图及数据库报告》《辽东－吉南成矿带

1∶500 000 地质图及数据库报告》《吉黑东部花岗岩类

地球化学研究报告》等.
（4）在相关的学术期刊上已发表的论文. 主要收

集了 1989～2013 年之间发表的论文.
2．5 资料采用原则

编图主要是展示图幅内花岗岩的时空展布、演化

序列. 资料主要涉及花岗岩体的出露界线、岩性、出露

面积、全岩主量元素和形成时代（同位素年龄值）. 将

这些资料以统一样式编录于数据库之中，对复杂岩体

和不同来源的资料主要采用以下原则进行甄别和选

用.
（1）单个岩体只采用一组数据；复式岩体按不同

时代分成多个岩体进行数据收录，并表述于数据库

中；同一时代岩性有变化的岩体，尽可能地按不同岩

性收录，或者选择出露面积最大者收录.
（2）花 岗 岩 体 的 出 露 边 界 主 要 依 据1∶500 000、

1∶250 000 或 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成果数据，选取最

新、最详细的图件地图资料提取.
（3）鉴于全岩主量元素测试技术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前已成熟，因此花岗岩体的主量元素数据主要来源

于区调报告，以相关专著和论文中的数据资料作为补

充；对于目前仍无数据的岩体，则根据“同时期”相邻

岩体的属性暂行标注，有待于进一步确认. 本次所利

用的岩石化学、稀土、微量元素等分析测试结果来自

不同时间、不同测试单位，因此其测试结果会有些误

差，在利用时酌情进行了处理.
（4）同位素年龄值的应用和计算参数根据已有的

同位素年龄值数据，综合分析各种方法所测定的年龄

值来看，虽有差异，但总体上均限定在一定的时间段

范围内.
本次原则上采用近 10 年来的同位素年龄测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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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确定或更新时代不确定 （有争议） 岩体的形成时

限，如锆石的离子探针法（SHRIMP U－Pb）年龄、锆石

激光剥蚀法（LA－ICP－MS U－Pb）年龄.
另外还采用了少量锆石稀释法（TIMS）年龄、全岩

Ar－Ar 法年龄和全岩 K－Ar 法年龄数据，其中 Ar－Ar
法年龄和 K－Ar 法年龄对较新的岩体是可靠的.

对于一些岩体有确切的地质依据，又与年龄相吻

合的仍采用了部分锆石、独居石 U-Th-Pb 法模式年龄

数据. 在未特别说明情况下，锆石均是用 206Pb/238U 值，

独居石用 208Pb/238Th 值.
全岩或全岩－矿物 Sm-Nd 法等时线年龄和全岩或

全岩－矿物 Rb-Sr 法等时线年龄，原则上不采用. 在全

岩或全岩－矿物 Rb-Sr 法等时线年龄应用中，在岩体未

经后期热蚀变、岩石新鲜、样点 Rb/Sr 比值合乎要求、
线性关系好、样点在线上分布合理且没有更可靠的其

他年龄数据的情况下，可个别采用. 全岩或全岩－矿物

Sm-Nd 法等时线年龄，对于一些时代较老的基性岩，

Sm-Nd 等时线法成为可选择的测年方法之一. 编图区

内有少量全岩或全岩－矿物 Sm-Nd 法等时线年龄分析

结果，通过对比，虽然准确性稍差，但部分可供参考利

用.
（5）对同一岩体先后有多次测试方法和测试数据

的，选用先进的测试方法和相对可靠的年龄数据，如

SHRIMP U-Pb 年龄、锆石 LA-ICP-MS U-Pb 年龄应优

先利用.
（6）同一岩体的同位素年龄值有多种方法或同种

方法先后有不同测试数据的，且在地质上尚无法判断

其年龄值是否可靠时，暂均列出，供以后工作中参考.

3 图面表达

3．1 岩体的表达

岩体表示方法为“颜色＋花纹＋符号”的标注方法：

（1）岩体字体大小为 2×2，字体为宋体（汉字字体

为 1 号），黑色.
（2）岩体时代以填充颜色和符号进行表达，如侏罗

纪闪长岩填充颜色为图 1a 所示；侏罗纪闪长岩可以表

示为 δJ，且如有更精确的年龄可以进一步表示到世，

如 δJ1 或 δJ2.
（3）岩性命名及依据参照国标“岩石分类和命名方

案-火成岩岩石分类和命名方案（GB/T 17412．1-1998）”，
即 QAPF 分类图. 岩体类型由花纹表示，如二长花岗岩

为图 1b 所示.

图 1 岩体在花岗岩地质图中的表示

Fig． 1 Legends of rocks in the geological map
a—侏罗纪闪长岩（Jurassic diorite）；b—二长花岗岩（monzogranite）

（4）避免岩体名称等地质信息的叠加，必要时以引

线表达.
（5）特殊岩体的表示. 在参照“岩石分类和命名方

案 QAPF 图”的基础上，对特殊岩体进行表示，原则上

仅以代号，即“岩性＋时代＋特征性矿物名称缩写”表
示，不做花纹或颜色的单独填充. 此外，这些特征岩体

要求代号进行统一，如将含过铝质矿物的岩体代号和

碱性暗色矿物岩体的代号统一区分于其余普通岩体的

代号.
3．2 地理信息的表达

图中保留基本的地理要素并以单独的文件表示，

如保留海洋、湖泊等水系和山峰名称和重要的居民点

名称.
3．3 其他地质信息的表达

（1）区内的地层和岩层以时代进行统一划分，分别

表达为太古宇（Ar）、元古宇（Pt）、下古生界（Pz1）、上下

古生界（Pz2）、中生界（Mz）和新生界（Cz）. 此外对新生

代的特殊地质体进行表达，如新生代玄武岩类（βCz）
和新生代粗面岩类 （τCz）. 不同的时代填充不同的颜

色表示. 最终归并的地（岩）层单独以点线面文件表示.
（2）主要的缝合带和断层保留，其余断层根据图面

表达情况进行删减或保留. 根据岩体、地质实体的图

面表达适当保留不整合界线. 断层等重大地质界线单

独以点线文件表示.
（3）应用的测年结果，在图面上标注出采样位置、

测年结果及测试方法，最终以单独的点文件表示.
3．4 角图的表达

主要有 3 张角图，分别为东北地区构造单元略图、
东北地区中新生代构造花岗岩区划图、东北地区前中

生代构造花岗岩区划图.
（1）东北地区构造单元略图根据赵春荆（2013）及

近年来的潜力评价资料、1∶25 万和 1∶5 万区域地质调

查成果综合研究编制. 最终单独以点线面文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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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北地区前中生代构造区划图和东北地区中

新生代构造区划图是根据区域构造格架划分、重大地

质历史演化及岩浆岩岩石组合、岩浆演化及旋回特征

编制，划分构造花岗岩域、构造花岗岩省、构造花岗岩

区（带）三级单元（详细论述见 4），以不同颜色形式表

达岩体的时代. 最终单独以点线面文件表示.

4 东北地区构造花岗岩类区划

4．1 构造花岗岩区划思路

随着花岗岩类的成因、形成构造环境的研究逐步

深入，其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花岗质岩石的形成与

板块构造有着紧密关系. 花岗岩类主要生成于威尔逊

旋回板块构造模式的中（洋脊形成）、晚（俯冲－造山）、
末（碰撞－对接）期（阶段）. 中期（阶段）为基性辉长岩

类分异生成的极少量大洋斜长花岗岩. 晚期（阶段）远

离洋中脊的岩石圈（洋壳）不断冷却变重向下沉陷. 最

后这种大洋边缘岩石圈（洋壳）在挤压作用下破裂，俯

冲于被动大陆边缘之下. 随后出现了洋缘的海沟和板

块俯冲带，被动大陆边缘转化成为活动大陆边缘. 在

这一构造活动中，俯冲带的出现和俯冲成就了花岗岩

类的生成. 研究表明，花岗岩大都形成于较大深度，是

地壳物质深熔作用的产物，也可能有部分花岗岩是通

过热液交代作用使原岩发生花岗岩化而成. 其所需的

成岩热液（K2O、Na2O、SiO2、H2O）和热能量是来自板块

汇聚地带的俯冲带. 这些饱含碱和二氧化硅的热流体

与俯冲带上覆板块的大陆壳物质发生花岗岩化作用，

形成具一定深度的花岗岩体［268］. 所以可以认为板块的

俯冲作用是花岗岩生成的重要条件. 板块俯冲作用具

有阶段性和俯冲速度变化，表现为在一段地质时期俯

冲速度时快时慢，总的是向增速方向发展，相应的俯冲

作用则随之变化，到了一定时期俯冲速度达到最高，即

俯冲作用亦达到最强而发生造山. 在这一巨大能量释

放之后，俯冲速度转为缓慢、静止，酝酿着下一次的强

烈俯冲造山. 这一过程即是一个构造旋回或称构造阶

段. 花岗岩类即生成于构造旋回的末期，标志着这一

阶段板块构造活动的结束. 末期（阶段）大洋闭合陆－
陆对接，发生碰撞造山，生成碰撞花岗岩类，即是陆－
陆碰撞造山作用. 这时仍有岩浆活动的伴生，其中的

侵入岩就会叠加在原有的俯冲岩浆弧之上，常呈分散

状的空间分布，有时这些碰撞侵入岩组合亦可能独立

成带 （即不是分散状分布叠加于岩浆弧之上）. 最后，

伴随挤压的碰撞造山作用的结束，陆壳急剧加厚之后，

整个造山系必然会隆升和局部伸展，主要以分散状分

布于造山系中的过碱性花岗岩－碱性花岗岩组合，这

也是碰撞造山过程结束的标志，被称为后造山侵入岩

构造组合. 上述板块构造旋回与花岗岩类生成关系的

观点，是此次构造花岗岩类区划首要参考依据之一.
应该说明的是，本区广泛分布于华北古陆的太古

宙花岗岩类受强烈变质作用呈片麻岩状岩石呈现. 关

于它们的成因，用板块构造理论难于解释. 普遍的认

识是：它们为“花岗岩化”产物，称其为“变质深成侵入

体”. 这次构造花岗岩类区划，我们将它们和古生代花

岗岩类做统一考虑，没有把它们单独区划出来.
其次，本区构造花岗岩类区划考虑了东北地区的

构造格架特征. 通过对东北地区的构造格架特征研

究，本区前中生代构造格架总体特征显示出一“块带镶

嵌结构”构造格局和中生代的“盆岭构造”构造格局.
这一研究结果为本区构造花岗岩类区划、区域空间展

布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和信息.
第三，本区构造花岗岩类区划还考虑了东北地区

构造阶段划分研究特征. 划分了 3 个构造发展阶段，

10 个构造阶段. 自老而新为古陆形成发展阶段，它包

含太古宙、元古宙 2 个构造阶段；古亚洲洋构造域发展

阶段，它包含南华纪—震旦纪、早寒武世—晚志留世、
末志留世—早石炭世、晚石炭世—早三叠世 4 个构造

阶段；滨太平洋、蒙古－鄂霍次克构造域发展阶段，它

们包含中三叠世—早侏罗世、中侏罗世—早白垩世、晚
白垩世—古新世、始新世－全新世 4 个构造阶段. 板块

构造各构造阶段制约着花岗岩类的生成，花岗岩类则

相应地生成于各构造阶段晚期. 这为构造花岗岩类区

划提供了重要的时空分布研究信息和理论基础.
4．2 构造花岗岩类区划

按照上节所述思路，我们在具体区划中，依据花岗

岩时空分布特征、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与区域地质构造

关系、岩石成因联系、构造岩石类型组合特征等因素，

按构造域、构造省、构造区（带）三级单位进行构造花岗

岩区划.
为了防止中生代构造花岗岩类区划对前中生代构

造花岗岩类区划的干扰，影响后者构造地质内容的表

达，我们将本区构造－花岗岩区划按照前中生代和中

新生代两个断代进行划分.
（1）前中生代构造花岗岩类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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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前中生代经历了古陆形成发展阶段和古亚洲

洋构造域发展阶段. 前中生代构造花岗岩类区划由 2
个构造花岗岩域、2 个构造花岗岩省和 7 个构造花岗

岩区（带）构成. 它们是：

华北构造花岗岩域 I
东华北构造花岗岩省 Ia

辽吉构造花岗岩区 Ia1

林西构造花岗岩区 Ia2

吉中构造花岗岩区 Ia3

西伯利亚构造花岗岩域Ⅱ

兴蒙构造花岗岩省Ⅱa

额尔古纳构造花岗岩区Ⅱa
1

大兴安岭构造花岗岩区Ⅱa
2

张广才岭构造花岗岩区Ⅱa
3

佳木斯构造花岗岩区Ⅱa
4

各构造花岗岩区空间展布表现了华北、西伯利亚

两个构造花岗岩域的花岗岩类自南而北、自北而南相

向构造增生演化的特征. 其中，东华北构造花岗岩省

（Ia）的辽吉构造花岗岩区（Ia1）以赤峰－开原－桦甸－和龙

一线为北界，构造岩石组合为 TTG 和 TG；林西构造花

岗岩区（Ia2）南界为赤峰－法库一线，东界为开鲁－高力

板一线，北界为阿日昆都楞－白音胡硕一线，岩石类型

有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闪长岩，构造

岩石组合为 GG；吉中构造花岗岩区（Ia3）北界为长春－
吉林－敦化一线，西界为长春－四平一线，南界为开原－
桦甸－和龙一线，构造岩石组合为 GG. 兴蒙构造花岗

岩省（Ⅱa）的额尔古纳构造花岗岩区（Ⅱa
1）以呼玛－鄂

伦春－海拉尔一线为东界，构造岩石组合为 GG；大兴

安岭构造花岗岩区（Ⅱa
2）的南界为阿日昆都楞－白音

胡硕一线，东界为呼玛－嫩江－白城一线，构造岩石组

合为 TTG 和 TG；张广才岭构造花岗岩区（Ⅱa
3）东界为

汤旺河－牡丹江－春化一线，南界为长春－吉林－敦化一

线，西界为呼玛－嫩江－北安－哈尔滨－长春一线，构造

岩石组合为 TG；佳木斯构造花岗岩区（Ⅱa
4）西界为汤

旺河－牡丹江－春化一线，构造岩石组合为 TTG.
（2）中新生代构造花岗岩类区划

中、新生代构造花岗岩类的生成受滨太平洋构造

域所制约，是众家研究者所公认的. 对东北地区存在

蒙古－鄂霍次克构造域这一地质事实，是近年来对新

西伯利亚、东北亚地区地质构造研究中所认识到的.
上黑龙江地区隶属于蒙古－鄂霍次克构造带“上黑龙

江前陆盆地”的存在及三叠纪花岗岩类的确立等也佐

证了这一认识［269］. 因此，大兴安岭西部地区花岗岩类

的生成与蒙古－鄂霍次克构造域的成生关系，即是此

次区划所必须考虑的. 研究表明，蒙古－鄂霍次克构造

域和滨太平洋构造域两者在大兴安岭地区表现有构造

叠覆特征. 至今我们还不能确切地划定两者的界线.
根据目前的认识，我们把内蒙古库都尔地区所出露的

侏罗—白垩纪偏碱性花岗岩类（石英正长岩、碱长花岗

岩、正长花岗岩）认为是蒙古－鄂霍次克构造花岗岩域

和滨太平洋构造花岗岩域叠加区域，将蒙古－鄂霍次

克构造花岗岩域东部边缘笼统地划在开库康－乌尔其

汉－海拉尔－贝尔湖一线.
中新生代构造花岗岩类区划由 2 个构造花岗岩

域、3 个构造花岗岩省和 7 个构造花岗岩区（带）构成.
它们是：

滨太平洋构造花岗岩域 I
大兴安岭构造花岗岩省 Ia

蒙东构造花岗岩区 Ia1

辽西构造花岗岩区 Ia2

东辽吉黑构造花岗岩省 Ib
张广才岭构造花岗岩区 Ib1

辽东构造花岗岩区 Ib2

太平岭构造花岗岩区 Ib3

完达山构造花岗岩带 Ib4

蒙古－鄂霍次克构造花岗岩域Ⅱ

蒙古构造花岗岩省Ⅱa

额尔古纳构造花岗岩带Ⅱa
1

5 东北地区花岗岩类时空演化特征概述

5．1 太古宙花岗岩类演化特征

太古宙侵入岩分布于华北古陆之上的辽东鞍本、
清原，辽西建平、锦州，辽南大连地区和吉南地区. 侵

入岩以花岗岩类为主体，伴有基性－超基性岩. 花岗岩

类以变质深成侵入体面貌出现于始太古代、古太古代、
中太古代及新太古代，最古老的花岗岩类是始太古代

的白家坟奥长花岗岩（3800 Ma）［2］. 古太古代、中太古

代及新太古代的花岗岩类原岩以富钠 TTG 岩系为主，

伴有石英闪长岩. 在新太古代出现了二长花岗岩、碱
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等富钾花岗岩类. 目前，各家对

太古宙的构造环境认识尚不统一，有的研究者认为新

太古代已出现板块构造［270-274］. 但多数研究者还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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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形成早期是以广泛分布的硅铝壳为主，花岗岩类

则是受花岗岩化而成［275-279］. 太古宙花岗岩类从老至新

表现了从富钠向富钾演化规律，并具双峰式特征.
5．2 元古宙花岗岩类演化特征

（1）古元古代花岗岩类演化特征

古元古代在区域伸展构造作用下，辽东地区随着

华北古陆裂解，形成多岛洋盆. 古元古代早期为盆山

转换阶段，地壳处于伸展机制. 其后，构造运动进入高

潮，北部陆块向南部陆块俯冲，弧－弧碰撞，洋盆闭合

转换成陆，形成华北古陆第二层克拉通基底. 在这一

造山过程中，辽东地区发育大规模岩浆侵入，其外带发

育的 TTG 系列岩性多为条痕状花岗杂岩，主要沿大石

桥－通远堡－宽甸向东延入吉林集安一带呈带状展布.
内带分布以黑云母－白云母二长花岗 质 为 代 表 的

G1G2 花岗岩组合. 岩浆演化具 TTG（奥长花岗岩演化

趋势）特点，由基性—酸性，并具多次喷发、多韵律演化

特点. 碰撞造山期（主造山期），在挤压收缩机制下，伴

随有大规模岩浆侵入，岩浆演化由中酸性演化为酸性.
造山后期地幔基性岩浆上拱，并经陆壳混染及分异后

形成富碱、酸性岩浆，显示由基性－酸性演化特点. 其

早期为拉斑玄武岩系列，晚期为钙碱性系列，并由钠质

向钾质演化，这一演化特点标志着陆壳高度成熟. 至

此古元古代构造岩浆活动结束. 华北古陆侵入活动一

共发生了 3 次，大致分为：基性－超基性，为最早一次

的侵入活动；第二次为中基性闪长岩类和片麻状石英

闪长岩，构成最强的一次侵入活动；第三次是以中酸性

侵入岩为主的侵入活动，岩性包括英云闪长岩、黑云母

正长岩、似斑状石英正长岩、中粗粒石英闪长岩、片麻

状石英闪长岩、含斜长石辉石角闪石岩.
（2）中元古代花岗岩类演化特征

中元古代岩浆演化具多旋回特点. 岩浆的侵入活

动发生了 3 次，第一次为辉长岩、辉绿岩基性岩墙组

合；第二次为双峰式侵入岩组合，岩石类型为辉长岩、
角闪石英岩、石英二长岩、二长花岗岩；第三次以中酸

性岩为主，见有碱性花岗岩分布. 岩浆岩沿华北陆块

北缘近东西向展布，以 A 型花岗岩为主体，并伴随有

海相基性火山喷发，形成于非造山板内拉张环境，反映

此期华北陆块北缘曾发生过裂解. 由于壳幔拆离作

用，地幔岩浆上拱，基底裂解，在此背景下，阿哈来（位

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基性－超基性岩浆和断石洼（位

于朝阳建平县）偏碱性岩浆上侵形成幔源型花岗岩类.

晚期阶段出现以太平沟 （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房
胜沟 （位于葫芦岛建昌县） 岩体为代表的碰撞型侵入

岩，标志着裂谷夭亡. 岩浆由超基性—基性—中性—
碱性—酸性演化.

（3）新元古代花岗岩类演化特征

新元古代侵入岩处于陆缘活动带构造背景. 早期

岩浆具拉斑玄武岩系列演化特征，并由铁质向镁质演

化，晚期岩浆具钙碱系列演化特点，并由铁镁质向碱质

演化. 岩浆演化由基性—中性—中酸性—酸性，由拉

斑玄武岩系列向钙碱系列演化.
此时兴蒙造山系侵入岩浆活动比较弱，但是在局

部或者构造活动部位的侵入活动还是比较强烈的，如

额尔古纳－黄火地一带，分布有大量的闪长岩、石英闪

长岩、石英二长闪长岩、花岗岩、二长花岗岩及辉长岩.
构成了辉长－闪长岩组合. 另有少量石英正长岩、黑云

母正长岩、角闪正长岩构成了 G1G2 组合. 它们侵入古

元古代兴华渡口岩群和南华纪佳疙瘩组，并被后期侵

入岩侵入.
5．3 古生代花岗岩类演化特征

本区古生代为古亚洲洋构造域发展阶段，经历了

华北、西伯利亚板块相向增生－聚合－碰撞－拼合－古亚

洲大陆形成历程. 与此同时相应的发生了大规模岩浆

侵入活动. 岩浆演化特点与所处大地构造背景密切相

关，不同构造背景具有不同的演化特征.
早古生代早寒武世—晚志留世构造阶段的寒武

纪—奥陶纪岩浆侵入活动，在额尔古纳构造花岗岩区、
张广才岭构造花岗岩区和佳木斯构造花岗岩区，形成

的岩石类型有辉长岩、石英闪长岩、石英二长岩、闪长

岩、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碱长花岗岩等. 在大兴

安岭北端塔河一带寒武纪—奥陶纪侵入岩分布较广，

岩性包括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二长花岗岩等. 花

岗闪长岩 U－Pb 年龄为 500 Ma，岩石普遍糜棱岩化，

为高钾钙碱系列，岩石组合为 G1G2，构造环境为活动

的陆边缘弧. 志留纪到早泥盆世的侵入岩多以中酸性

花岗质岩石为主，少量的辉长岩、角闪辉长岩、蛇纹岩

等，岩石类型主要有蛇绿岩、超基性岩、辉长岩、石英闪

长岩、石英二长岩、闪长岩、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
正长花岗岩、碱长花岗岩.

在赤峰市西南存在志留纪侵入岩，岩性以二长花

岗岩和正长花岗岩为主，呈小岩株分布于山嘴子、赤峰

红山英金河北岸.

第 6 期 511陈会军等: 东北地区花岗岩地质图（1∶1 500 000）编图及其说明



晚古生代可能是地球发展史中最为活跃时期，本

区经历了华北、西伯利亚两板块的会聚碰撞，板块会聚

边界即是最重要的侵入岩浆活动范围. 在这个发展过

程中，有大量的侵入岩活动，致使侵入岩类较为发育.
在造山带中可划分出 3 次重要的侵入活动期.

（1）早石炭世侵入活动期

早石炭世侵入活动多表现在大兴安岭构造花岗岩

区内，其他地方所见零星. 根据岩石构造组合判断，出

露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的中酸性侵入岩，包括花岗岩、二
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碱长花岗岩及碱性花岗岩，属

G1G2 花岗岩组合和钾质、超钾质的花岗岩组合. 推测

成岩于陆缘弧的构造环境.
（2）晚石炭世侵入活动期

晚石炭世侵入岩浆活动达到高潮，所以在多数构

造花岗岩区（带）内都见有分布，不论在造山带还是陆

块区，该活动期内有 3 次活动. 造山带内的活动范围

远高于陆块区. 造山带中，中酸性侵入岩多分布于大

兴安岭构造花岗岩区.
（3）二叠纪侵入活动期

整个二叠纪处在陆－陆会聚超碰撞构造阶段，致

使二叠纪侵入浆活动极其发育. 早二叠世，本区中东

部发育了大量的中酸性的侵入岩组合，以见有 TTG 组

合为代表. 中二叠世侵入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多数

岩体呈岩基状分布，少数呈岩株出露. 造山系中共有 4
次侵入活动，地块区内同样也存在有 4 次侵入活动的

岩石记录. 造山系、地块区内的岩性，无大的区别. 但

是造山系内的岩体分布相对地块区来说比较零散，而

地块区内的岩体分布集中，排列也较有规律，大多近东

西向排列. 晚二叠世侵入活动，在造山带中活动范围

趋于增大，活动强度也开始增强. 岩性仍以中酸性为

主，所见岩性有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正长花岗岩、
碱长花岗岩、碱性花岗岩，以及少量的中性、基性、超基

性岩和蛇绿岩. 地块区的环境变化较大，岩性由中酸

性的 TTG 组合变为二长花岗岩、花岗岩、斑状花岗岩

和似斑状二长花岗岩及少量的花岗闪长岩.
5．4 中新生代花岗岩类演化特征

（1）三叠纪花岗岩类演化特征

三叠纪本区已由古亚洲构造域转向环太平洋构造

域，在古亚洲板块和泛太平洋板块相互作用下，构造上

处于大陆边缘活动带环境，侵入岩浆活动发育. 早三

叠世形成了正长花岗岩、碱长花岗岩、碱性花岗岩以及

少量的中性、基性、超基性岩. 花岗岩类显示生成于拉

张环境的过碱性花岗岩－钙碱性花岗岩组合特点. 中

三叠世侵入岩浆活动不发育，所见侵入岩寥寥. 晚三

叠世侵入岩浆活动强烈，分布广泛. 在张广才岭构造

花岗岩区构成一巨大北东走向的花岗岩带. 岩石组合

为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花岗岩，以及少量的中性、
基性、超基性岩和蛇绿岩. 三叠纪侵入岩的构造背景

似为造山前富集地幔基性岩浆上涌－陆内造山岩浆分

异－地壳重熔－钙碱性岩浆上侵就位－造山后构造崩

塌－幔源碱性岩浆上侵等序列性构造岩浆演化的连续

过程.
（2）侏罗纪—白垩纪花岗岩类演化特征

这一时期本区仍处于古亚州板块与泛太平洋板块

相互作用的构造背景，是中国东部构造动力体制转换、
构造格局改变的重要时期. 侏罗纪太平洋板块斜向俯

冲至本区之下，本区主要表现为活动大陆边缘性质，板

块的持续俯冲造成岩石圈的加厚，并诱发岩石圈拆沉

作用，导致大量幔源岩浆底侵，促使地壳发生大规模的

部分熔融及地壳深部的韧性变形作用. 至白垩纪岩石

圈拆沉结束，开始进入造山后伸展构造体制阶段，形成

广为发育的变质核杂岩，并形成以北北东向郯庐断裂

为代表的变形构造. 而岩浆活动主要表现为拉张性

质，大量出现双峰模式侵入岩、非造山碱性花岗岩、辉
绿岩等. 如辽西、辽北地区早、中侏罗世由基性－中性－
酸性岩组成，岩性为辉长岩、辉绿岩－闪长岩，石英闪

长岩－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序列. 晚侏罗世至晚白

垩世，岩石由中性－中酸性－酸性岩组成，岩性为闪长

岩－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或花岗闪长岩－花岗岩序

列. 岩浆具钙碱性演化特征，早、晚侏罗世向钾质演

化，中侏罗世早期向钙质演化，晚期向钾质演化.
本区新生代仅见有两个碱性岩体，一个是吉林桦

甸南部永胜屯古近纪碱性岩体，规模不大，出露面积为

18 km2，岩石类型为含霓辉石霞石正长岩，Ar－Ar 同位

素年龄为 31．7 Ma. 另一个是平顶山渐新世碱性岩体，

出露面积约为 50 km2，岩石类型为正长斑岩. 碱性岩

体生成于拉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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