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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的方法研究滇东南丘北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硅质岩，取得以下主要认识: ( 1) 滇东

南丘北地区硅质岩 SiO2 /Al2O3值除样品 P29 外均大于 80，Al / ( Al + Fe + Mn) 为 0． 46 ～ 0． 76，表明硅质岩主要为生物成

因，受陆源碎屑影响较小; ( 2) 硅质岩 Ce /Ce* 为 0． 517 ～ 0． 858，LaN /CeN为 1． 12 ～ 1． 80，经球粒陨石标准化的稀土模式

则表现为轻稀土元素富集，且具有明显负 Eu 异常的右倾型，表明沉积环境为大陆边缘; ( 3) 样品 P29 硅质岩 Eu /Eu*

为 1． 129，反映其受到一定程度热液的影响，可能受峨眉山地幔柱或( 和) 断裂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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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滇黔桂盆地特殊的地质背景、丰富的金属矿产及

油气资源而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海西期大地

构造性质的认识存在裂谷盆地、被动大陆边缘裂谷盆

地、弧后裂谷盆地、弧后盆地或洋盆等不同观点［1］。
硅质岩形成于特定的地质与地球化学条件，能够

提供沉积盆地和构造活动的重要信息［2］。晚二叠世

吴家坪期滇黔桂地区发育大量的硅质岩，为构造背景

及沉积盆地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国内外学

者［3 ～ 9］主要通过地球化学、岩石学及古生物学等方法

研究滇黔桂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硅质岩成因、形成

环境及油气勘探意义，将其成因主要归于生物成因及

热液成因等，而同属滇黔桂盆地的滇东南丘北地区尚

无吴家坪期沉积硅质岩的系统研究。
不同学者［10 ～ 16］对滇东南地区的晚二叠世古地理

背景进行了研究。虽然认识有所差异，但其沉积环境

均落在过渡地带，反映了滇东南地区在滇黔桂地区构

造演化和沉积背景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研究滇

东南丘北地区上二叠统吴家坪组硅质岩的地球化学特

征，旨在探讨硅质岩的特征及成因类型及沉积背景。

1 地质背景与测试结果

滇东南地区处于滇、黔、桂三省的结合带( 图 1

a) ，位 于 滇 黔 桂 盆 地 西 缘，构 造 上 属 于 右 江 造 山

带［17］。
二叠纪区内发育文山—麻栗坡、南盘江及那坡等

同沉积断裂［18］，同时，该区又处于峨眉山大火成岩省

的外带［19，20］，中、晚二叠世之交由峨眉山地幔柱和文

山断裂共同控制的玄武岩出露于丘北铁厂、文山花

庄、文山他痴及广南那梭等地［21］，富宁地区晚二叠世

铁镁质侵入岩地球化学特征与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岩

石特征相似［22］，表明峨眉山地幔柱对滇东南地区东

南部也有影响。
本文共采集吴家坪组硅质岩样品 4 件，采样地点

及层位见图 1b 及图 2。硅质岩主要呈层状或似层状

产出，其下伏地层岩性多为泥岩、炭质泥岩或粉砂质

泥岩。颜色为灰色—深灰色( 图 3a，b) ，主要由微晶

石英组成，可见黄铁矿晶体( 图 3c，d) ，仅 P19 样品所

在剖面见少量放射虫或海绵骨针化石( 图 3e，f) 。样

品化学分析经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地学实验中心测

试完成，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结果分见表 1 和表 2。
滇东南丘北地区的硅质岩 SiO2 含量为 87． 81%

～97． 57%，P29—Ｒ—7—1 含量最低为 87． 81%。此

外，P29—Ｒ—7—1 的 Al2O3、TFe2O3及 MnO 的含量也

明显高于其它 3 个样品。微量元素中，滇东南丘北地

区吴家坪期 P29、P46、P14 剖面硅质岩与东攀 DP2—7
硅质岩［6］北美页岩标准化曲线均较平坦( 图 4)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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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地质简图( 图 1a 据何斌等［19］，Xu Y G． ，等 ［20］修改)

Fig． 1 Sketch geological map of study area with locations of sampling site( Fig． 1 a modified from He B，et al［19］． ，Xu Y G，et al［20］． )

图 2 滇东南丘北地区吴家坪阶硅质岩采样层位柱状图

Fig． 2 Stratigraphic columns along four profiles with indication of the analyzed sample

表 1 丘北、东攀、来宾上二叠统硅质岩主量元素( wt%) 测试结果

Table 1 Major elements compositions( wt%) of Qiubei，Dongpan and Laibin region

样品号 P14-Ｒ-11-1 P19-Ｒ-5-1 P29-Ｒ-7-1 P46-Ｒ-4-1 DP2-6 DP2-7 164E 175 178
采样地点 丘北 东攀① 来宾②

SiO2 97． 57 94． 31 87． 81 96． 76 80． 46 84． 82 60． 14 92． 09 95． 43
TiO2 0． 08 0． 01 0． 23 0． 02 0． 28 0． 27 0． 01 0． 00 0． 01
Al2O3 1． 05 0． 21 2． 11 0． 53 8． 27 7． 14 0． 05 0． 01 0． 02
TFe2O3 0． 42 0． 06 1． 80 0． 12 4． 25 1． 77 0． 23 0． 65 0． 72
MnO 0． 00 0． 00 0． 03 0． 01 0． 15 0． 27 0． 01 0． 01 0． 01
MgO 0． 03 0． 03 0． 06 0． 00 1． 37 0． 79 0． 34 0． 12 0． 10
CaO 0． 03 3． 33 4． 05 0． 08 0． 42 0． 52 22． 04 4． 20 1． 75
Na2O 0． 01 0． 02 0． 02 0． 01 0． 23 0． 82 0． 01 0． 01 0． 02
K2O 0． 12 0． 01 0． 33 0． 02 1． 48 1． 31 0． 02 0． 02 0． 04
P2O5 0． 00 ＜ 0． 005 0． 23 ＜ 0． 005 0． 04 0． 04 0． 04 0． 01 0． 01

Al2O3 / ( Al2O3 + Fe2O3 ) 0． 71 0． 79 0． 54 0． 82 0． 47 0． 32 0． 61 0． 62 0． 71
Fe2O3 /TiO2 5． 39 5． 77 7． 89 5． 88 8． 10 48． 70 21． 87 17． 33 13． 09

Al / ( Al + Fe + Mn) 0． 65 0． 72 0． 46 0． 76 0． 59 0． 72 0． 13 0． 01 0． 02

注:①东攀上二叠统硅质岩代表数据据田云涛等［6］;②来宾上二叠统硅质岩代表数据据邱振和王清晨［4］，①、②其它样品分析结果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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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滇东南丘北地区吴家坪组硅质岩岩石学特征

( a) P14深灰色硅质岩野外照片; ( b) P19硅质岩野外照片; ( c) P14硅质岩，主要有微晶石英组成，可见黄

铁矿( 单偏光) ; ( d) P14硅质岩，主要有微晶石英组成，可见黄铁矿( 正交偏光) ; ( e) P19 硅质岩，可见放

射虫和海绵骨针( 单偏光) ; ( f) P19硅质岩，可见放射虫和海绵骨针( 正交偏光) ;

Fig． 3 Petro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uchiapingian cherts of Qiubei，Southeast Yunan

图 4 丘北、东攀及来宾地区上二叠统吴家坪阶硅质岩北美页岩稀土元素配分曲线

Fig． 4 Shale-normalized ＲE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Upper Permian Wuchiapingian cherts of Qiubei，Dongpan and Laibin region

326第 4 期 刘加强等: 滇东南丘北地区上二叠统吴家坪阶硅质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地质意义



表 2 滇东南丘北地区上二叠统吴家坪组硅质岩稀土

元素( μg /g) 测试结果

Table 2 Ｒare earth elements compositions of Wuchiapingian
cherts of Qiubei，Southeast Yunan

样品号 P14-Ｒ-11-1 P19-Ｒ-5-1 P29-Ｒ-7-1 P46-Ｒ-4-1
La 4． 408 0． 667 6． 764 1． 641
Ce 5． 084 0． 822 12． 222 1． 841
Pr 0． 947 0． 166 1． 800 0． 462
Nd 3． 308 0． 698 7． 628 1． 811
Sm 0． 745 0． 168 1． 757 0． 421
Eu 0． 172 0． 030 0． 475 0． 084
Gd 0． 679 0． 186 1． 853 0． 339
Tb 0． 124 0． 030 0． 283 0． 054
Dy 0． 712 0． 168 1． 651 0． 306
Ho 0． 125 0． 038 0． 333 0． 060
Er 0． 322 0． 108 0． 906 0． 166
Tm 0． 044 0． 017 0． 123 0． 027
Yb 0． 266 0． 091 0． 713 0． 153
Lu 0． 038 0． 016 0． 105 0． 023
Y 2． 899 1． 940 9． 829 1． 542

LaN /YbN③ 1． 419 0． 625 0． 812 0． 916
LaN /CeN③ 1． 755 1． 643 1． 120 1． 804

( La /Yb) C④ 11． 257 4． 961 6． 441 7． 271
( La /Ce) C④ 2． 243 2． 099 1． 431 2． 305
Ce /Ce* 0． 609 0． 605 0． 858 0． 517
Eu /Eu* 1． 036 0． 733 1． 129 0． 955
δEu 0． 737 0． 521 0． 803 0． 679
ΣＲEE 16． 974 3． 205 36． 614 7． 390

注: ③: 北美页岩标准化值; ④: 球粒陨石标准化值; Ce /Ce* =

2CeN / ( LaN + PrN ) ; Eu /Eu* = EuN / ( Sm N* GdN ) 1 /2 ; δEu = EuC /

( Sm C* GdC ) 1 /2 ．

明显的 Ce 异常，P19 剖面硅质岩北美页岩标准化曲

线则表现为重稀土元素富集，与来宾地区硅质岩［4］

变化趋势更为一致，具弱 Ce 负异常; Ce /Ce* 为 0． 517
～ 0． 858，数值明显大于来宾地区而小于东攀地区;

Eu /Eu* 为 0． 733 ～ 1． 129，与来宾( 0． 67 ～ 1． 04) 和东

攀地区 ( 0． 68 ～ 0． 97 ) 相 似; LaN /CeN 介 于 1． 12 ～
1． 80，LaN /YbN 为 0． 63 ～ 1． 42，ΣＲEE 含量较低，为

3． 205 ～ 36． 614 μg /g。

2 硅质岩地球化学特征

硅质岩的常量、稀土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对于恢

复硅质岩成因及其沉积环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已

成为古海洋分析的重要手段［2，23 ～ 29］。
由于研究区该时期硅质岩的研究尚无报道，本文

将本区硅质岩的地球化学数据与广西来宾和广西崇

左东攀数据进行对比，以期待查明滇东南丘北地区吴

家坪组硅质岩的成因及其沉积环境。邱振和王清

晨［4］通过来宾中上二叠统硅质岩的研究认为来宾地

区的硅质岩主要为热液成因，其沉积环境为远离陆源

干扰且受热液作用影响的海盆环境。田云涛等［6］将

崇左东攀上二叠统大隆组硅质岩成因归于生物作用

为主，并受大量物源物质和少量热液和火山物质影

响，并认为其为大陆边缘中下部沉积产物。冯增昭

等［12］认为上二叠统长兴组、大隆组层状硅质岩的成

因复杂，并认为以生物成因为主，而火山活动和热水

沉积则是局部的、次要的，且通过沉积序列、化学分析

和古生物化石的方法研究认为硅质岩沉积环境可从

深浅水到深水。
2． 1 常量元素

康健丽等［30］通过对西南天山马达尔地区硅质岩

的研究认为: 若硅质岩源区有较高比例的陆源泥质沉

积物时，硅质岩的 SiO2 /Al2 O3 与 Al2O3 有较好的负相

关。SiO2 /Al2O3与 Al2 O3 图解( 图 5 ) 表明，东攀地区

SiO2 /Al2O3与 Al2 O3 具有明显负相关关系，且各点连

线斜率较小，随着陆源碎屑物质输入的减少，斜率变

陡且负相关关系逐渐不明显; 来宾地区 SiO2 /Al2O3值

最大且变化范围较大，而 Al2 O3 变化范围较小; 丘北

地区硅质岩介于两者之间。这表明东攀地区硅质岩

中陆源泥质沉积物含量较高，而来宾地区硅质岩含陆

源物质最少，丘北地区介于其中。此外，滇东南丘北

地区硅质岩 SiO2 /Al2 O3 值除 P29 外均大于 80，表明

丘北地区硅质岩受陆源碎屑影响较小。

图 5 丘北、东攀及来宾地区上二叠统吴家坪阶硅质岩

SiO2 /Al2O3—Al2O3图解

Fig． 5 SiO2 /Al2O3 versus Al2O3diagram of Upper Permian

Wuchiapingian cherts of Qiubei，Dongpan and Laibi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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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质岩中 Al 和 Ti 可以指示陆源碎屑输入，而 Fe
和 Mn 则是热液参与的指标［28，31］。海 相 沉 积 物 中

Al / ( Al + Fe + Mn) 大于 0． 4 反映其生物成因，小于

0． 4则为热液成因［32］，该值在 0． 01 ( 纯热液成因) 至

0． 6( 纯生物成因) 之间变化［28，29］。滇东南丘北地区

硅质岩的 Al / ( Al + Fe + Mn) 为 0． 46 ～ 0． 76，除 P29
小于 0． 6 外，其它样品均大于 0． 65，说明除 P29 外其

它硅质岩主要为生物成因，P29 接近热液成因区域。
在 Al—Fe—Mn 三角图解中，热液成因硅质岩落于图

解富 Fe 端，而非热液成因硅质岩落于富 Al 端［28］。
滇东南丘北地区硅质岩在 Al—Fe—Mn 图解( 图 6 )

中全部落在非热液成因区域。考虑到研究区东部的

P19 剖面硅质岩中见少量硅质海绵骨针和放射虫化

石，说明该地区硅质岩可能水体较深，受生物作用的

影响大。由于 Mn 是硅质岩形成过程中的分离产物，

Mn 和 Al 的比值不能反映沉积物的沉积环境，在研究

硅质岩沉积环境时更倾向于用 Al2 O3 / ( Al2 O3 + Fe2
O3 ) 来判别其沉积环境［2］。滇东南丘北地区硅质岩

Al2O3 / ( Al2O3 + Fe2 O3 ) 介于 0． 54 ～ 0． 82，与大陆边

缘硅质岩( 0． 5 ～ 0． 9 ) 变化范围一致［2］。在 Fe2 O3 /
TiO2—Al2O3 / ( Al2O3 + Fe2 O3 ) 图解( 图 7a) 中，滇东

南丘北地区落于大陆边缘区域，反映该区硅质岩沉积

环境为大陆边缘附近。

图 6 丘北、东攀、来宾地区晚二叠世硅质岩

Al—Fe—Mn 图解( 据 Adachi 等［28］)

Fig． 6 Al—Fe—Mn diagram of Upper Permian
Wuchiapingian cherts of Qiubei，Dongpan and

Laibin region( after Adachi，et al．［28］)

2． 2 稀土元素特征

硅质岩稀土元素配分模式、Ce 和 Eu 异常、LaN /

YbN、LaN /CeN 比 值 可 以 指 示 硅 质 岩 形 成 环 境 的 不

同［25 ～ 27］。
与大陆边缘相关的硅质岩经球粒陨石标准化的

稀土模式则表现为轻稀土元素富集，且具有明显负

Eu 异常的右倾型［33］。页岩标准化稀土模式在受沉

积环境影响的同时，还与陆源碎屑的输入有关。一般

地，在受陆源影响的环境中，轻稀土元素富集比较明

显，LaN /YbN为 1． 49 ～ 1． 74，而在远洋和深海盆地中，

轻稀土元素明显亏损，其 LaN /YbN约为 0． 70，大陆边

缘其值则介于这两个值之间［34］，这说明随着陆源碎

屑输入的减少，LaN /YbN有规律的递减。滇东南丘北

地区吴家坪阶各硅质岩页岩标准化稀土模式表现出

一定的差异性，其中 P19—Ｒ—5—1 页岩标准化稀土

模式 LaN /YbN为 0． 63，明显小于 0． 70，略显左倾，这

表明 P19—Ｒ—5—1 距离物源区较远，受陆源碎屑影

响很少。P14—Ｒ—11—1 页岩标准化配分模式 LaN /
YbN为 1． 42，略显右倾，表明其接受的陆源碎屑较其

它地区多，其余样品介于 0． 8 ～ 1． 0 之间，受陆源碎屑

影响较小。硅质岩经球粒陨石标准化后 LaC /YbC 介

于 4． 961 ～ 11． 257，明显富集轻稀土元素，δEu 值介于

0． 521 ～ 0． 803，具明显负异常，表明其沉积环境为大

陆边缘附近。
Ce /Ce* 也是硅质岩研究的重要地球化学指标。

Murray et al［24，25］ 认为形成于大洋中脊附近硅质岩

Ce /Ce* 约为 0． 29，远洋盆地的 Ce /Ce* 约为 0． 55，而

大陆边缘附近的 Ce 异常不明显［34］，Ce /Ce* 为 0． 67
～ 1． 35。滇东南丘北地区吴家坪期硅质岩 Ce /Ce* 为

0． 517 ～ 0． 858，Ce 异常不明显，表明沉积环境为大陆

边缘。另外，大陆边缘沉积的硅质岩 LaN /CeN 为0． 5
～ 1． 5，大洋盆地内部的硅质岩为 1． 0 ～ 2． 5，大洋中

脊附近的硅质岩为 3． 5。滇东南丘北地区吴家坪期

硅质 岩 LaN /CeN 为 1． 12 ～ 1． 80，结 合 LaN /CeN—
Al2O3 / ( Al2O3 + Fe2 O3 ) 图解( 图 7b) ，认为滇东南丘

北地区吴家坪期硅质岩沉积环境为大陆边缘。
受热液影响的硅质岩 Eu 呈现一定程度的正异

常。滇东南丘北地区吴家坪组中下部硅质岩北美页

岩标准化 Eu /Eu* 为 0． 733 ～ 1． 036，具负异常或弱的

正异常，不 支 持 硅 质 岩 热 液 成 因。吴 家 坪 组 顶 部

P29—Ｒ—7—1 硅质岩的 Eu /Eu* 为 1． 129，具一定的

正异常，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热液影响。

3 讨论与结论
通过对滇东南丘北地区晚二叠世吴家坪期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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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丘北、东攀、来宾硅质岩 Fe2O3 /TiO2—Al2O3 / ( Al2O3 + Fe2O3 ) ( a) 及 LaN /CeN—Al2O3 /

( Al2O3 + Fe2O3 ) 图解( 大洋中脊、远洋盆地和大陆边缘分区界线据 Murrary［2］)

Fig． 7 Fe2O3 /TiO2 － Al2O3 / ( Al2O3 + Fe2O3 ) and LaN /CeN － Al2O3 / ( Al2O3 + Fe2O3 ) diagrams

of Upper Permian Wuchiapingian cherts of Qiubei，Dongpan and Laibin region．

( ridge，pelagic and continental margin curve after Murray ［2］)

岩的常量元素、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的分析可以看

出，硅质岩主要以生物化学成因为主。P29—Ｒ—7—
1 与其它硅质岩相比具较低的 Al / ( Al + Fe + Mn) 值、
较大的 Fe2 O3 /TiO2 值和 Eu 的正异常。考虑其沉积

环境同为大陆边缘，可以排除因沉积环境的不同造成

的差异。
晚二叠世的大火成岩是中国唯一公认的地幔柱

成因大火成岩省［21 ～ 22］，该区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外

带( 图 1a ) 。此外，研究区发育文山—麻 栗 坡 和 丘

北—广南—富宁断裂带，为该时期的岩浆活动提供了

条件。
张旗等［35］研究了扬子地块西南缘晚古生代基性

岩浆岩地球化学特征，认为从晚泥盆世到晚二叠世的

120 Ma期间，地幔柱岩浆活动的规模和强度逐渐增加

且玄武岩分布中心从南宁—百色之间逐渐向北西

310°方向迁移了约 600 km，其迁移速度平均为 5 km /
Ma。丘北县位于南宁北西向，两者相距约为 600 km。
据此推断晚二叠世时玄武岩分布中心位于丘北北东

附近，沿断裂带喷发，温浏地区的玄武岩可能为该时

期的产物。滇东南丘北地区硅质岩应该受热液影响。
据此可以推断滇东南丘北地区吴家坪组中下部硅质

岩沉积时，玄武岩分布中心距离该地区大于 10 km，

因此该时期沉积的硅质岩不具 Eu 异常，而当吴家坪

顶部硅质岩沉积时，与玄武岩分布中心相距较近，使

得 P29—Ｒ—7—1 受到热液的作用较大，使其 Fe2 O3

含量较高，致使其 Al / ( Al + Fe + Mn) 值较小、Fe2O3 /
TiO2值较大和 Eu 正异常。由于生物成因作用在成岩

过程中占主导，致使其虽受到一定程度热液影响，也

未改变其在投在生物成因区域。由此也可以得知，

Al—Fe—Mn 三角图解是对占主导作用的硅质岩成因

的反映。
其它 3 个样品未受到热液的作用，可以很好的反

映研究区沉积环境，其自 P14 剖面至 P19 剖面 LaN /
YbN有规律的减小，P19 剖面硅质岩中放射虫和海绵

骨针化石，反映其沉积环境逐渐加深。同时，硅质岩

下伏地层多为灰色、深灰色泥岩、粉砂质泥岩或炭质

泥岩，沉积层理不明显及硅质岩镜下看见黄铁矿晶

体，均显示其沉积能量较低。
通过对滇东南丘北地区、来宾、东攀地区硅质岩

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区的硅质岩以生

物成因为主，与东攀地区硅质岩相比受陆源碎屑影响

较小，且沉积环境均为大陆边缘，而来宾地区则为受

热液影响的远离陆源物质干扰而受热液作用影响的

海盆环境［4］。P29 由于受到一定程度的热液影响，在

Al—Fe—Mn 图解中接近热液成因区域，且在北美页

岩标准化曲线上显示与来宾地区相似的特征。将上

述三个地区投到前人对该地区所做的古地理图［13］中

可以发现，东攀地区距离物源区最近，来宾最远，文山

地区介于两者之间。可见硅质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可

以很好的反演区域古地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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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中国南方晚二叠世龙潭期岩相古地理图( 据冯增昭等［12］修改)

1—生物集; 2—生物礁; 3—剥蚀区; 4—古地理单元界线; 5—推测古地理单元界线; 6—红河—元江断裂; 7—斜坡; 8—实测 /推测陆海区

界线 Ⅰ—册亨碳酸盐岩台地;Ⅱ—隆林孤立碳酸盐岩台地;Ⅲ—望谟孤立碳酸盐岩台地; Ⅳ—乐业孤立碳酸盐岩台地; Ⅴ—东兰孤立

碳酸盐岩台地;Ⅵ—上思硅岩盆地

Fig． 8 Litofacies paleogeography map of Longtan Age of Late Permian of South China( Modified from Feng Zengzhao［12］)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晚二叠世时滇东南丘北地区、东攀地区同为

大陆边缘环境，且东攀地区距离物源区较近，此时期

所沉积硅质岩受陆源碎屑影响较大。滇东南丘北地

区吴家坪阶硅质岩主要为生物作用沉积，受陆源碎屑

影响较小。来宾硅质岩沉积环境为远离陆源的海盆，

主要受热液影响;

( 2) 滇东南丘北地区 P29 硅质岩 Eu* 为 1． 129，

反映其受到一定程度热液的影响，表明晚二叠世时该

地区受峨眉山地幔柱或( 和) 断裂的共同影响;

( 3) 滇东南丘北地区吴家坪期研究区由西向东

其水体深度逐渐加深，且水体能量较低。硅质岩地球

化学特征能很好的反映古地理环境。
致谢: 在云南野外期间，云南有色地质局郭远生局长，
崔银亮总工，张道红处长及云南有色 306 队，310 队
给予了热情帮助，在此谨表感谢，也感谢审稿专家对
本文提出的中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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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Feature of Upper Permian Wuchiapingian Cherts of
Qiubei Ｒegion，Southeast Yunnan and Its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LIU Jia-qiang WANG Xun-lian ZHOU Hong-rui GAO Jin-han
YU Lei MAO Zhi-fang ZHENG Nan

( School of the Earth Sciences and Ｒesources，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Beijing 100083)

Abstracts: Cherts of the Late Permian occurred extensively in the Dian-Qian-Gui region，which provide critical infor-
m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tudy of tectonic set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sedimentary basins． At present most attention
has been focused on Guangxi and Southwestern Guizhou，however ，few relevant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Southeast Yunnan． Based on petrogeology and geochemistry ，the Wuchiapingian cherts of Upper Permian of Qiubei
region，Southeast Yunnan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l samples except P29 have much
higher SiO2 / Al2O3 ratios ( ＞ 80) ，Al / ( Al + Fe + Mn) ratio between 0． 46 and 0． 76; Ce /Ce* and LaN /CeNratios are
0． 517 ～ 0． 858 and 1． 12 ～ 1． 80，respectively; Chondrite-normalized ＲEE patterns of the cherts characterized by sig-
nificant negative Eu anomalies and LＲEE enrichment; Besides，the NASC-normalized Eu /Eu* ratio of P29 is 1． 129．
Combining with the published geochemical data of cherts from the equivalent horizons of Dongpan and Laibin region，

we draw a conclusion that ( 1) The cherts of Qiubei and Dongpan region developed in a setting of continental marginal
in the late Permian ，and terrestrial debris is the main material source of the cherts of Dongpan． Meanwhile，the
cherts of Qiubei are characteristic of biogenesis，and received little terrigenous input，and those of Laibin were deposi-
ted in an ocean basin with influence of submarine hydrothermal fluid and no input of terrigenous materials; the Eu /
Eu* ratio of P29 is 1． 129，which reflects its hydrothermal influence and implies the movement from both ( either)
Emeishan Mantle and( or) regional fault; During the late Permian，the water depth of Qiubei region deepen gradually
from west to east with low water energy．
Key words: Southeast Yunnan; Upper Permian Wuchiapingian; cherts; geochemical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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