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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近的研究表明，辽北抚顺、清原地区太古宙基底主体形成于新太古代，不存在广泛分布的中太古代地质体。表壳岩系以不同规模分布于

TTG花岗质岩石中，主要由斜长角闪岩、角闪变粒岩、黑云变粒岩及少量片麻岩组成。本文对该区新太古代表壳岩系和TTG花岗质岩石进行了地球

化学研究。小莱河斜长角闪岩具近于平坦型的稀土模式[(La／Yb)n=1.0]，大离子亲石元素富集。存在3种类型角闪变粒岩。类型1角闪变粒岩具

平坦型稀土模式[(La／Yb)n=1．1～2．93，大离子亲石元素富集，其特征与共生的斜长角闪岩十分相似。类型2角闪变粒岩常量元素组成与类型1

角闪变粒岩类似，但轻稀土富集[(La／Yb)n=11．4～20．2]，与之存在较明显区别。类型3角闪变粒岩轻重稀土强烈分离[(La／Yb)n=41．83。黑

云变粒岩稀土模式和微量元素组成与类型2角闪变粒岩相似，但显示出更为富集的组成特征。TTG花岗质岩石构成辽北太古宙基底的主体。它们轻

重稀土强烈分离[(La／Yb)n=25．8～194．4]，无明显负铕异常(Eu／Eu^*=0．75～1．35)。研究表明，辽北地区太古宙基底表壳岩系变质原岩主

体为拉斑玄武岩、安山岩、英安岩及相应火山碎屑沉积岩，表壳岩系和TTG花岗质岩石形成于板块汇聚的岛弧环境。它们构成了华北克拉通新太

古代吉(吉林)-辽(辽宁)-冀(河北)(弧陆碰撞增生型)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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