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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新疆阿尔泰南缘阿舍勒铜矿区英云闪长岩进行了锆石,%=.&(=/>?=(@年龄测定，获得了!<6A!B"A#
/8和!:;A"B!A:/8的加权平均年龄，表明英云闪长岩形成于早泥盆世晚期—中泥盆世早期。岩石地球化学分析

结果表明：所有岩石具有高>C+"（<5A<"D!<<A<"D）和中等的%3"+!（#"A$;D!#!A6D）含量，低的("+6（!$A$5D）

和&8+（$A!5D!#A;6D）含量，且具有贫碱（E"+F08"+G6A:5D!;A6HD）、富钠（08"+／E"+G!A!!#$AH）、过铝质

（%／&0EG#A#$!#A#:）特点；富集,*))和’I、?、(@元素，贫(、>J、0@、’8、’C元素，呈现明显的)K负异常（")KG
$A5<!$A:#），属低钾过铝质岩石。综合阿尔泰造山带南缘的区域地质资料及英云闪长岩的地球化学特征，认为阿舍

勒铜锌矿区英云闪长岩是早中泥盆世的活动大陆边缘环境陆壳岩石部分熔融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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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造山带位于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四国交界处，是中亚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5#4!"#$D，EFFG；H&!#!"#$D，IJJF，IJEJ），经

历了古生代双向增生和中新生代陆内造山作用（肖

序常等，EFFI；何国琦等，EFFK）。该带构造活动和

造山作用复杂，岩浆活动频繁，花岗质岩石分布广

泛，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有关矿产关系密切。是

地质学家研究阿尔泰地区构造演化和地壳增生以及

与成矿关系的重要对象之一。前人对区内花岗质岩

石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它们的形成时代、岩浆

物质来源和演化，构造环境以及与成矿作用关系持

有诸多见解（赵振华等，EFFG；王中刚等，EFFL；王

涛等，IJJM；童英等，IJJN）。

阿尔泰南缘的阿舍勒盆地，因其内发育闻名于

世的特富O?@型铜多金属矿床而备受关注，有关该

矿床的含矿火山岩、矿床地质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已

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王登红，EFFP!，EFFP+；贾群

子，EFFP；陈毓川等，EFFP；叶庆同等，EFFN；牛贺

才等，EFFF，IJJP；王 登 红 等，IJJI；高 珍 权 等，

IJEJ；Q!"!"#$D，IJEJ，IJEE），然而对该盆地内阿

舍勒铜矿区出露的花岗质岩体的研究较少，这些花

岗质岩浆活动与阿舍勒铜矿床之间的关系尚不清

楚。由于矿区内的中粗粒英云闪长岩蚀变较强，本

文对阿舍勒铜矿区的细中粒英云闪长岩、细粒似斑

状英云闪长岩进行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研究，以期对

阿舍勒铜矿床的成因和阿舍勒盆地乃至阿尔泰南缘

的构造演化研究提供有益资料。

E 区域地质背景

新疆北部阿尔泰地区是中国西北乃至整个中亚

地区一条重要的成矿带，大地构造上位于西伯利亚

板块和哈萨克斯坦 准噶尔板块的结合部位，是哈萨

克斯坦阿尔泰的东延部分，中国境内长约MJJR$，

SQ向与哈萨克斯坦的矿区阿尔泰（南部）和俄罗斯

的山区阿尔泰（北部）相连，@T向与蒙古的戈壁阿尔

泰相接。该造山带构造运动较为剧烈，分布有多条

北西 南东向断裂，并将阿尔泰造山带大致分为北、

中、南G个块体（;&!"#$D，IJJG；H&!#!"#$D，IJJK；

B/2!"#$D，IJJP），或者阿尔泰山块体、阿尔泰山西

南块体、中阿尔泰山块体、琼库尔 阿巴宫块体、额尔

齐斯块体和>’4R&"<阿尔曼太P个构造块体（Q&",%’7
!"#$D，IJJI；H&!#!"#$D，IJJL）。

阿舍勒盆地位于南阿尔泰块体的阿尔泰造山带

西南缘，是哈萨克斯坦矿区阿尔泰构造成矿带的东

南延伸部分。盆地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下泥盆统康布

铁堡组低角闪岩相 高绿片岩相变质酸性火山岩、火

山碎屑岩和陆源碎屑岩；中下泥盆统托克萨雷组滨

浅海相沉积岩；中泥盆统阿勒泰镇组复理石碎屑沉

积岩；中泥盆统阿舍勒组中酸性火山碎屑岩为主的

火山 沉积岩夹碳酸盐岩；上泥盆统齐也组中酸性火

山岩，与上覆及下伏地层均为角度不整合接触；下石

炭统红山嘴组滨 浅海相火山岩 碎屑沉积岩夹碳酸

盐岩，也发育有第三系及第四系沉积物。盆地内断

裂构造发育，以北西向、近南北向为主，较大的断裂

有玛尔卡库里断裂和别斯萨拉断裂，也发育有阿舍

勒复式向斜。岩浆活动频繁，深成侵入岩、次火山岩

和火山岩发育。超基性、基性、酸性深成侵入岩均有

出露，面积可达IKJR$I，但以华力西中晚期中酸性

酸性岩为主，多呈岩基和岩株状分布于玛尔卡库里

断裂两侧，侵入于托克萨雷组、阿舍勒组和阿勒泰镇

组地层中。次火山岩多分布于玛尔卡库里大断裂北

东侧，基性 酸性均有出露，呈岩株和岩枝产出，岩体

形态较为复杂，面积均较小；火山岩分布于玛尔卡库

里大断裂北东侧，呈北西 南东向展布，以中酸性和

中性为主，基性较少。盆地内已发现有阿舍勒铜锌

矿床和萨尔朔克金多金属矿床（图E）。

I 岩体地质概况及岩相学

阿舍勒铜锌矿区最大的侵入岩体为哈巴河岩

体，位于玛尔卡库里断裂北东侧，阿舍勒铜锌矿东

部，出露面积约ELJR$I，形状不规则，侵位于中下泥

盆统阿舍勒组和阿勒泰镇组地层中，与阿舍勒组大

部分地段呈断层接触，局部呈侵入接触。岩体为近

于同时形成的复式岩体，以中粗粒英云闪长岩为主，

也发 育 有 英 云 闪 长 斑 岩、石 英 闪 长 岩、花 岗 岩 和

辉 长闪长岩。岩体内也见有与区域性断裂带延伸方

IK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GI卷

 
 

 
 

 
 

 
 

 
 

 
 

 
 

 
 

 
 

 

 

 

 

 

 

 

  

 
 

 



 
 

 
 

 
 

 
 

 
 

 
 

 
 

 
 

 
 

 

 

 

 

 

 

 

  

 
 

 



母二长花岗岩!。

细中粒英云闪长岩呈灰白色，细中粒花岗结构，

块状构造。岩石由斜长石（!"#）、钾长石（!#$）、

石英（%!#$）、黑云母和白云母（&"#）组成。斜长

石呈半自形板状，杂乱分布，粒度一般’"())，部

分"*’"’))，高岭土化、绢云母化明显，部分隐约

可见环带。钾长石呈近半自形板状，零散分布，轻高

岭土化，有的隐约可见格子双晶。石英呈它形粒状，

填隙状分布，粒度一般’"!))，部分"*’"’))，

粒内 波 状 消 光。云 母 呈 叶 片 状，片 径"*"!""*!
))，杂乱分布，黑云母为棕褐色，部分被绿泥石交代

呈假像产出。岩石内多见裂隙，被绿泥石等充填。

细粒似斑状英云闪长岩呈灰白色，略带肉红色，

似斑状结构，基质细粒花岗结构，块状构造。岩石由

斑晶和基质两部分组成，斑晶由斜长石（’!#）、石英

（’!#）组成，杂乱分布，粒度’"&"))。斜长石呈

半自形板状，高岭土化、绢云母化、绿帘石化明显，有

的隐约可见环带，少见边部与石英呈文象状交生。

石英呈它形粒状，波状、带状消光明显，部分可见变

形纹。基 质 由 斜 长 石（’+#）、钾 长 石（!#）、石 英

（&"#）、暗色矿物（,#）组成，粒度一般"*’"’))，

少数"*"!""*’))。斜长石呈半自形板状，边界不

规则，杂乱分布，高岭土化、绢云母化、绿帘石化明

显。钾长石呈它形粒状，填隙状分布，轻高岭土化，

局部交代斜长石，部分与石英呈文象状交生。石英

呈它形粒状，填隙状分布，波状、带状消光，部分与长

石呈文象状交生；暗色矿物均已被绿泥石、绿帘石等

交代呈假像产出，杂乱分布。岩石裂隙发育，被硅

质、绿帘石、绿泥石等充填并交代。

% 锆石-./0年代学

!1" 测试方法

用于定年的样品采自阿舍勒铜矿区东北部的细

中粒英云闪长岩（23456.&78(+9&:;%%<，=+>9’!;
!+<）和细粒似斑状英云闪长岩（23456.&%78(+9&+;
!(<，=+>9’’;!(<）。

锆石样品靶的制作和锆石阴极发光照相在北京

锆年领航科技有限公司中心完成。锆石-./0定年

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同位素实验室完

成，所用仪器为?@AA@BCA8DE6FAD型GH.IH/.G3及

与之配套的8DJJCKD-/’&%激光剥蚀系统。锆石

定年激光剥蚀所用束斑直径为’!#)，频率为&"
LM，能量密度约为’*!N／O)’，以LD为载气。详细实

验测试过程参考侯可军等（’"":）。每测定&"个样

品点测定一次标准锆石（PNQ&和/RDSTK@OD），用于观

察仪器的状态以保证测试的精确度。样品的同位素

比值和元素含量计算采用IH/QG3QUC6CHCR(*%程序

处理（4@F!"#$1，’""+），年龄计算及谐和图的绘制

采用ISTERT6%*"（4FVJ@B，’""&）软件处理。单次测

量数据点的误差为&$。普通铅根据实测’"(/0校正，

年龄 值 选 用’">/0／’%+-年 龄，其 加 权 平 均 值 具 有

:!#的置信度。

!1# 测试结果

测试用锆石颗粒多为无色或浅黄褐色，颗粒自

形程度较差，多呈短柱状、板状，长轴变化于&"""
’!"#)之间，长短轴变化于&7&"’*!7&之间。大

多数锆石环带结构不发育（图’）。两件样品的42.
IH/.G3锆石-./0分析结果列于表&。

23456.&样品中锆石测点的WX／-比值（"*%(
""*,"）显示了岩浆锆石WX／-比值的典型 特 征

（YF0C66T，’""’）；&+个有效分析点在误差范围内有

一致的’">/0／’%+-值，在锆石谐和图上（图’C），它们

聚集在谐和线上或其附近，其加权平均值为%,!*%$
’*&GC（G3ZU["*:），这一年龄代表了该岩体的结

晶年龄。

23456Q&%样品中&:个有效数据点的WX／-比

值（"*%+"&*&,）显示了岩浆锆石WX／-比值的典型

特征（YF0C66T，’""’）；这些有效分析点的’">/0／’%+-
表面年龄非常一致，介于%,:"%:,GC之间，在锆石

谐和图上（图’0）位于一致线上及其附近一个较小的

范围内，其加权平均年龄为%+>*’$%*+GC（G3ZU
["*%%），代表了该侵入岩的形成年龄。

综上所述，本研究两个样品的年龄数据可靠，可

以代表阿舍勒盆地侵入岩体的结晶年龄，是中泥盆

世岩浆活动的产物，与HC@等（’"&"）获得的哈巴河

岩体结晶年龄（%,!$!GC）一致。

!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局地质矿产研究所1&::!1哈巴河县阿舍勒 多纳拉萨依一带&7!万金及多金属成矿预测报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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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阿舍勒铜矿区英云闪长岩锆石"#$%&’$()*$’+年龄谐和图

,-./! "#$%&’$()0-1234*$’+2342315-65-6.167839:346;-:<9137:=<#8=<;<&>$?45<@38-:

A 地球化学

本研究采集了阿舍勒盆地B件英云闪长岩和C
件似斑状英云闪长岩样品进行地球化学分析。它们

的主量元素、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测试在国家地质

实验测试中心完成，结果列于表!。主量元素采用熔

片DE,方法（国家标准FG／HIAJKCL!M$INNB监控）

在D荧光光谱仪BKMKO上测定，其中,<P采用容量

滴定法（国家标准FG／HIAJKCLIB$INNB监控），稀土

和微量元素先采用H<9;34熔样罐进行熔样，然后采

用,-44-.64(#H公司生产的双聚焦高分辨%&’$()
进行测定（标准Q?／HK!!B$!KKI监控），相对标准偏

差优于JR。

!/" 主量元素

岩石化学分析结果（表!）显示，英云闪长岩具有

高硅（)-P!STALT!R!TTLT!R）含 量，中 等 的 铝

（#;!PBSI!LKCR!IBLJR）和 全 碱 含 量（U!PV
W6!PSJLMAR!CLJNR），低’!PJ（!KLKAR）和

&6P（KLBAR!ILCJR）含量，富钠质（W6!P／U!PS
BLB!IKLN）。铝饱和指数较高（#／&WUSILIK!
ILIM），在强过铝质花岗岩的划分标准之内（#／&WU
"ILI）。在#／WU #／&WU图解中位于过铝质岩

区（图B），但较一般的强过铝质花岗岩的#;!PB含量

偏低。所有样品在U!P )-P!图解上位于低钾拉斑

质系列岩区（图A）。因此该英云闪长岩属低钾过铝

质岩石。

!/# 微量和稀土元素

细中粒英云闪长岩稀土总量变化于JALMAX

IKYC!IICXIKYC之 间，"EOO／ZEOOS!LAJ!
BLAB，（"6／[+）WS!LBK!BLJ!，（"6／)7）WS!LKK!
!LKC，（F5／[+）WSKLMM!ILBN；细粒似斑状英云闪

长岩稀土总量较低，变化于CALNAXIKYC!NALTTX
IKYC之间，"EOO／ZEOOSBLII!ALKN，（"6／[+）WS
!LCA!BLMJ，（"6／)7）WS!L!B!BLIT，（F5／[+）WS
KLMJ!ILKT。两者均具有显著铕负异常（"O>SKLAT
!KLJA，"O>SKLAN!KLMI），可能是母岩浆发生过较

强的斜长石分离结晶作用或者部分熔融过程中有斜

长石的残留。在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配分模式

图解（图J6）上，所有样品具有相似的轻稀土相对富

集的右倾型配分曲线，表明它们可能为同源岩浆活

动产物。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图J+）显

示，所有样品均表现出近乎一致的分布模式，显示

E+、G6、H=、*、’+、?1、Z9等的相对富集，W+、H6、H-、

)1、’相对亏损。表明源区岩石在部分熔融过程中有

磷灰石、斜长石、角闪石和钛铁矿等矿物的残留或者

在演化过程中发生了这些矿物的结晶分异。

J 讨论

$/" 岩浆来源及演化

阿舍 勒 铜 矿 区 英 云 闪 长 岩 具 有 高 硅（)-P!S
TALT!R!TTLT!R）、富钠贫钾（W6!P／U!PSBLB!
IKLN）和过铝质（#／&WU均大于ILI）的特点，属低

钾过铝质岩石。前人研究表明，过铝质花岗岩主要

形成于地壳物质的部分熔融过程（F1<<4，INNJ）。所

有样品的W+／H6比值（IILK!IBLB）和?1／Z9比值

CA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B!卷

 
 

 
 

 
 

 
 

 
 

 
 

 
 

 
 

 
 

 

 

 

 

 

 

 

  

 
 

 



表! 阿舍勒铜矿区英云闪长岩的主量（!"／#）、微量（!"／$%&’）元素组成

()*+,! -)./0（!"／#）)1230)4,（!"／$%&’）,+,5,132)3)6/03/1)+73,7138,9:8,+,;<=>12,?/:73

样品编号
细中粒英云闪长岩 细粒似斑状英云闪长岩

!"#$%&’( !"#$%&’) !"#$%&’* !"#$%&+* !"#$%&+, !"#$%&+- !"#$%&+. !"#$%&+/ !"#$%&0’
"120 --3)- --3-0 --3,* -)3., -)3-0 -*3,. -,30* --3** -,3+
4120 ’3+) ’3+, ’3+* ’30) ’30* ’30( ’30) ’3+, ’3+.
!502( +03’, +03)+ +03+0 +(3)+ +(3* +(30( +(3+- +03,. +03.,
6702( +3’0 +30. +3+/ ’3.+ +3*) +3*, +30- ’3+* ’3/-
672 ’3// ’3*0 ’3*0 +30) ’3-) ’3*, ’3*, ’3- ’3*,
892 ’3’) ’3’( ’3’0 ’3’( ’3’) ’3’( ’3’) ’3’0 ’3’0
8:2 ’3,( ’3(( ’3(, ’3), ’3), ’3)0 ’3) ’3(, ’3+.
;<2 ’3)+ ’3)0 ’3() +30* +3,* +3). +3+( ’3- +30+
=<02 *3(- *3)0 *3’, *30( )3/* *3+. *3() *3- *3’0
>02 ’3,* +3’+ +3*( ’3.. ’3./ ’3-( ’3-/ ’3*0 +3+/
?02* ’3’( ’3’0 ’3’0 ’3’) ’3’) ’3’( ’3’( ’3’0 ’3’0
@02A ’3,. ’300 ’300 ’3., ’3-, ’3*, ’3,0 ’3*0 ’3.
;20 ’3+, ’3+/ ’3(+ ’3+ ’30+ ’30 ’3+ ’300 ’30+
#2B ’3-- ’3*. ’3*, ’3.* ’3/. ’3., ’3.+ ’3,- +3+,
4C%<5 +’’3)0 +’’3(+ +’’3’* +’’30, +’’3-( +’’3-* +’’3-* //3/- +’’3).
!／;=> +3+. +3+, +3+* +3+) +3+0 +3++ +3+( +3+) +3+’
!／=> +30- +30* +300 +3)+ +3)/ +3)( +3(- +30. +3(,
"D +03- .3’* +03) - ,3-. /3’. )3+* *300 )3-(
E ,3+0 )3,. )3+* 0(3+ 0)3* 0)3+ +,3) ,3(( /3(*
;F 03+ ) +03* *3(/ 03), 03-( )30/ +3)0 -3*,
;C +3/) +3/0 ’3,+ (3+, (3’0 (3’. ( +3*, 03*,
=1 +3-0 03’* *3,( (30) 03’- 03+, 03** +3*) )3’.
;G /3*( (3) )3/* (3,- (3() (3/) )3(/ *30, )3(+
H9 0)3/ 0-3* 0’3( ((3. (+3) ((30 ((3( +.3( +-
I< +)3+ +(3+ +(3) +(3( +(3( +)3+ +03+ +’3. +030
"F ),3- (’3* (-3+ +0- +)( +*/ //3. *,3/ ,*3*
JK +’3) +03) +-3- +*3+ +,30 +)3- +)3* /3/( 0’3.
L< +.+ (*) (0/ +/+ +.0 +,- +(, +’( 0.*
4M )3(- (3’, )30 )30* )3*) *3+0 (300 *3+- *3+-
N ’3. +30, ’3-, ’3/0 ’3/0 +3’+ ’3.. ’3/. +3(-
4< ’3)0 ’3*( ’3)* ’3(, ’3(- ’3(/ ’3(, ’3* ’3))
=K *3*. ,3( *30( )3)( )3) )3. )3-0 *3* *3,0
HF +-. +*- +*- +(0 +(’ +(’ 0)( +(* +-+
@O )3/* )3// )3,+ )3’/ (3.. (3/( ,3’- )3)( *3++
?K 030/ 03)+ 03/* )3/+ ,3’* *3)- )3+ (3)( *3(-
$ )+ 0-3/ )’30 (0 (03* )’3/ 0-3- (+30 ()30
#< +/3+ /3+/ /3. +(3, +,30 +*3/ ++3( +*3, +.3-
;7 (*3) +(3+ ((30 0.3, (+3. 0.3/ 0+3( 0-3. 0.
?F *3.- 03-/ *3-. (3-) )3-( )3*/ 03.- )30 )3.(
=P 0(3) ++ 0(3- +)3( +.3( +-3, +’3/ +*3( +-3)
"Q ,3’* 03.. ,3) (3-* )3,) )3, 03-, (3,/ (3.+
RG ’3/0 ’3)- +3+, ’3-+ ’3.0 ’3/ ’3-. ’3, ’3,.
IP *3// (3’* ,3-* (3.. )30- )3,( (3+, (3-* (3,+
4K +3’+ ’3*- +3’/ ’3,- ’3-) ’3.) ’3*( ’3,- ’3,)
ST ,3-/ )3’* ,3, )3)( )3-) *3,0 (3,- )3) )3+.
@C +3(/ ’3/( +3(, ’3/* +3’+ +30. ’3.* ’3// ’3/)
RF )3), (3+ )3++ (3++ (30) )3’. 03.) (3+- (300
4Q ’3,( ’3)0 ’3*, ’3)- ’3), ’3*. ’3)0 ’3). ’3),
$K )3(( 03., )3’( (300 (3( )3’+ (3’- (30. (3).
#G ’3,, ’3)( ’3, ’3*) ’3*0 ’3,, ’3)/ ’3*( ’3*-
!JRR ++, *)3.) ++*3+) .+3/- /)3-- /)3+/ ,)3/) .)3), /’3*0

#JRR／@JRR (3)( 03)* (3(. (3*, (3/, (3+- (3++ (3-( )3’/
（#<／$K）= (3+, 03(’ (3*0 (3’( (3*0 03.) 03,) (3)+ (3.*
（#<／"Q）= 03’) 03’, 03’’ 03() 030* 030( 03,) 03-( (3+-
（IP／$K）= +3+) ’3.. +3(/ +3’’ +3’- ’3/, ’3.* ’3/* ’3.,
!RG ’3)- ’3). ’3*) ’3*- ’3*, ’3,’ ’3.+ ’3)/ ’3*,
HF／"Q 0/3)0 *)3*+ 0)3*( (*30’ 0.3’0 0.30,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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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阿舍勒铜矿区英云闪长岩的"／#$ "／%#$图解

（据&’()’*’(+,)--./)，0121）

3)45! "／#$67*898"／%#$:/.;.<;.(’/);7<*.=;>7
"8>7/7%9?@(+7:.8);（’<;7*&’()’*’(+,)--./)，0121）

"／%#$A"/BC!／（%’CD#’BCD$BC）（摩尔比，=./’*:*.:.*;).(），

"／#$A"/BC!／（#’BCD$BC）（摩尔比，=./’*:*.:.*;).(）

图E 阿舍勒铜矿区英云闪长岩的$BC F)CB图解

（据G)-HI..+，0121）

3)45E J>./7?*.-H$BC67*898F)CB+)’4*’=.<;.(’/);7
<*.=;>7"8>7/7%9?@(+7:.8);（’<;7*G)-HI..+，0121）

（!0KL!EM）与地壳的相应元素比值00和!!接近，

大多数样品的N>／N’比值（LK2!0!K0）与上地壳的

N>／N’比 值（约 为0M）较 为 接 近（&-O.(.94>’(+
F9(，011L），它们的F*（!MKLP0MQR!0L1P0MQR）和

"/BC!（0BKMRS!0!KLS）含量低，岩石的N)／@*!BM
（EKT!00KL），表明为典型的陆壳岩石部分熔融的产

物（J)/8.(，0121；3*’(-’/’(-)!"#$K，011!）。所有

岩石具有明显的U9负异常，强烈亏损F*、,和N)等

元素，它们的@*／F="0M（B2KM!22KM）以及高VW
（BK2RP0MQR!EKM!P0MQR）含量，表明源区矿物相

中有斜长石、磷灰石和角闪石残留（X)4>;<..;!"#$K，

012T）。

!5" 构造环境

前人对于阿舍勒盆地内岩浆活动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阿舍勒铜锌矿床的赋矿地层的火山岩，如宋国

学等（BM0M）认为阿舍勒组火山岩是早泥盆世（EM2
&’）岩 浆 活 动 的 产 物；陈 毓 川 等（011R）、王 登 红

（011RW）、牟传龙等（011R）认为阿舍勒组火山岩形成

于陆缘裂谷环境；牛贺才等（BMMR）、高珍权等（BM0M）

和J’(等（BM0M）认为阿舍勒组地层中的火山岩形

成于 岛 弧 环 境。本 研 究 英 云 闪 长 岩 的 VW!LP
0MQR，N’!0P0MQR，N’／VW!MKL（MK0M!MK01）、N>
""N’（N>／N’ALK2!0!K0），明显亏损N)、,、F*、

Y’，具有#W、N’的负异常和显著的U9负异常（"U9
AMKER!MK2M），富集N>、Z、,W和轻稀土元素，与俯

冲带有关的岛弧岩浆岩地球化学特点一致（%.(+)7，

012R），暗示其形成与俯冲带关系密切。在#W V
和N’ VW图解（图R）中，所有样品位于火山弧D同

碰撞花岗岩和火山弧花岗岩内，说明阿舍勒铜矿区

的英云闪长岩应是早 中泥盆世俯冲带环境的产物。

本研究的英云闪长岩的X"?[%,?&F锆石Z?,W
年龄介于!TL!!2R&’之间，与阿舍勒盆地内的石

英闪长岩（!T2KL\MK1&’）、阿舍勒组变英安质凝灰

岩（!T2KE\0KR&’）和石英角斑岩（!2EKR\!KL&’）

（另 文 发 表）、流 纹 岩（!TL\!&’）（J’(!"#$K，

BM00）具有相同的形成年龄，因此它们与阿尔泰造山

带南缘众多的花岗质岩体同属早 中泥盆世岩浆活

动的产物。近年来，众多学者利用各种不同的定年

方法对阿尔泰造山带南缘广布的花岗质岩石进行了

精确的年代学研究，认为!2M&’左右是该区岩浆活

动较为重要的时期，如由北西至南东分布有哈巴河

岩体（!TR\L&’，%’)!"#$K，BM0M）、布尔津岩体

（!20\E&’，F9(!"#$5，BMMR）、塔尔浪黑云母花岗

岩体（!2B\L&’，V9’(!"#$K，BMMT）、铁列克岩体

（童英等，BMML）、两棵树岩体（!TRKT\0K!&’，姜丽

萍等，BM00）、乌里奇花岗闪长岩（!TL\0&’，J’(4
!"#$5，BMMR）、蒙库铁矿区片麻状黑云母花岗岩（!T2
\T&’，]9!"#$5，BM0M）、乌吐布拉克英云闪长岩

体（!2R!!22&’，张志欣等，BM00）等。并且越来越

多的研究结果表明，此时的阿尔泰造山带南缘处于

活动大陆边缘的构造环境（张海祥等，BMME；童英

2E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B卷

 
 

 
 

 
 

 
 

 
 

 
 

 
 

 
 

 
 

 

 

 

 

 

 

 

  

 
 

 



图! 阿舍勒铜锌矿区英云闪长岩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图（"）和微量元素原始地幔配分模式图（#）（原始地幔和球粒陨石

值据$%&"&’()*+&+%,-，./0/）

12,3! 4-+&’52678&+59":2;7’<==>"6675&?（"）"&’>529262@79"&6:78&+59":2;7’65")77:797&6?>"6675&?（#）+A6+&":267A5+9
6-7B?-7:74%8C&’7>+?26（>529262@79"&6:78&+59":2;7’@":%7?"&’)-+&’52678&+59":2;7’@":%7?"A675$%&D()*+&+%,-，./0/）

图E 阿舍勒铜锌矿区英云闪长岩F" G#和H# G图解（据I7"5)7等，./0J）

12,3E F" G#"&’H# G’2",5"9?+A6+&":267A5+96-7B?-7:74%8C&’7>+?26（"A675I7"5)7!"#$3，./0J）

等，KLLM；N"&,!"#$3，KLLE；刘锋等，KLL/；孙敏

等，KLL/；王毓婧等，KL.L）。

结合本研究和近年来前人的研究成果，阿舍勒

盆地英云闪长岩形成于与板块俯冲有关的岛弧环

境，为陆壳岩石部分熔融的产物。

E 结论

（.）阿舍勒铜锌矿区英云闪长岩锆石OB8P4I8
($Q8I#加权平均年龄分别为RM!SRTKS.("和

R0ESKTRS0("，表明该岩体是早泥盆世晚期—中泥

盆世早期岩浆活动的产物；

（K）岩石具有高硅、富钠贫钾、过铝质特征，富

集轻稀土元素和F-、Q、I#、C5、UA，亏损H#、F"、$5、

I和F2，强烈的=%负异常，是陆壳岩石部分熔融的

产物；

（R）阿舍勒铜锌矿区英云闪长岩是形成于板块

俯冲有关的活动大陆边缘环境。

致谢 野外工作期间得到新疆阿舍勒铜业股份

有限责任公司王永春副总经理以及地质科工作人员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锆石OB8P4I8($Q8I#年龄测

试过程中得到了侯可军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

致以衷心的感谢。

!"#"$"%&"’

4"2V7’"，$%&(2&，G%"&4-"+，!"#$3KL.L3W7+)-5+&+:+,2)":"&’

/J第.期 柴凤梅等：新疆阿舍勒铜锌矿区英云闪长岩年代学及地球化学

 
 

 
 

 
 

 
 

 
 

 
 

 
 

 
 

 
 

 

 

 

 

 

 

 

  

 
 

 



!"#$%"&’$()*+,-.#/&(/’$-.0"*/1#&2#1+%3"*+4%’2"*"5)+(’：6&7

8)’$(+’#2*/#18"+1#)!"2"*’*(2-+"$+#2’$"9#),+’#2［:］;<#2-3(2(="7

*"(1$%，>?：@A?!@BC;

4%"2D,$%,(2，D"E’2!+#2!，F"2!:’2!，!"#$;>GG@;H1"I/#1&’2!

4#2-’+’#2*(2-J"+())#!"2’$K1#!2#*’*#/+%"5*%")"4#88"1IL’2$

J"+())#!"2’$M")+，N’2O’(2!，4%’2(［J］;M"’O’2!：<"#)#!’$()K,P7

)’*%’2!Q#,*"，>!AAR（’24%’2"*"3’+%S2!)’*%(P*+1($+）;

4#2-’"T4;>G?@;<"#$%"&’*+1.(2-+"$+#2’$*"++’2!#/"(1).81#+"1#7

L#’$*,8"1$1,*+()1#$0*’2+%"*#,+%3"*+"12U2’+"-V+(+"*［:］;:#,12()

#/<"#)#!.，GW：?WB!?@W;

F1(2$()(2$’X，Y(.)#1*1V=(2-J$$,))#$%JY;>GGA;<"#$%"&’$()

(2-’*#+#8’$9(1’(+’#2*’2+%"$()$()0()’2"1#$0*#/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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