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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西北地区罗家花岗岩为郭家岭花岗岩的主体部分&与区内金矿化关系密切%研究认为&

此花岗岩属于亚碱性系列的钠质花岗岩&分异程度较高&总体具有同熔的
Y

型花岗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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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胶东西北部的罗家花岗岩为区内郭家岭花岗岩

的主体部分%近年来&有关其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

比较多&取得了许多成果%滕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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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布于曲家岩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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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家花岗岩的地球化学特征(成因作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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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花岗岩

!!

罗家花岗岩的主要矿物成分为钾长石(斜长石

和石英#表
$

$&局部可见有一定量的黑云母和角闪

石&且晶形较明显#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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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罗家花岗岩主要分布于二长花岗岩

区&局部接近于石英二长岩区&说明局部石英含量较

高%花岗岩以灰色为主&局部呈灰白色&结构为似斑

状&粒度明显&偶尔可见片麻状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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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罗家花岗岩体的围岩有夕卡岩化现象&可

见石榴石和透辉石等变质矿物&也可见黄铁矿化(硅

化和绿泥石化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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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具有亚碱性系列的同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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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花岗岩特征&且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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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低&反映了岩浆的分异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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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了轻重稀土的分馏较明

显%轻稀土元素分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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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了轻稀土的富集程度较高%重稀土分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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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分馏程度

低%据有关资料可知&一般壳型花岗岩重稀土元素

分馏度的值约等于
$

&从而可推测罗家花岗岩为壳

幔混源的产物&且壳源组分相对较多%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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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西北地区罗家花岗岩稀土

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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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西北地区罗家花岗岩山德指数

L.

5

>A

!

I

'

)?V.83O*M\0*

F

7

5

-7+.,3

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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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罗家花岗岩稀土元素配分曲线总

体右倾&且轻稀土元素部分的斜率明显较大&重稀土

部分相对平缓&反映了轻稀土的分馏程度远高于重

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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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负铕异常&

在配分曲线上为弱的铕谷&说明岩浆的分异程度相

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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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分析

从岩石化学成分上看&罗家花岗岩应属于亚碱

性系列&多投点于
Y

型花岗岩区&少量投点于
R

型花

岗岩区&说明源区主要以火成岩为主&但部分源于沉

积岩&具有多源性%反映在岩石化学参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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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属同熔花岗岩系列"铝

饱和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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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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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属于同熔

的
Y

型花岗岩%

从微量元素的特征上分析&罗家花岗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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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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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熔型花岗岩特点%各

单元所对应的曲线基本呈整体右倾趋势&整体无明

显差异&反映了源岩大体一致%各单元元素与洋中

脊玄武岩微量元素组成接近程度较高&局部变化较

大&说明了罗家花岗岩主要以幔源组分为主&局部参

入了少量地壳组分%

从稀土元素特征上分析&整体上配分曲线为右

倾型&轻稀土部分斜率大&有弱的铕谷&反映轻稀土

分馏程度高于重稀土&且岩浆的分异程度较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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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而言&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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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反映了主要以

幔源组分为主%

此外&由图
A

可知&罗家花岗岩主要分布于后造

山花岗岩区和大陆弧花岗岩区&说明了其主要形成

于碰撞造山晚期&这与形成于同碰撞造山期的玲珑

和滦家河型花岗岩不同*

&

+

%这一特征说明了罗家花

岗岩是在大陆块碰撞后熔融形成的&晚于玲珑和滦

家河型花岗岩%

综上所述&胶东西北地区的罗家花岗岩是在大

陆块碰撞后熔融形成的&化学成分变化较稳定&属于

亚碱性系列的钠质花岗岩&分异程度偏高&总体具有

Y

型花岗岩特征%其源区主要以火成岩为主&但部

分源于沉积岩&具有多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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