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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天山特克斯达坂岩基可解体为早石炭世库勒萨依序列和早二叠世其那尔萨依序列。库勒萨依序列为钙

碱性岛弧斑岩组合，7=-!含量为#">$?@!"$>"<@，"值平均!;>!?，（2A!-BC!-）／’5!-;!$>&，高’5!-;、2A!-、7D，

相对富集.,++，低1E-、F、FG，亏损H,++，2A!-／C!-值大都":，7D／F平均值#">?"，#+I平均:>!!，具有典型-
型’JAK=L8岩特征，(I、14、M等元素富集，已发现14矿体。其那尔萨依序列7=-!含量为"?>"#@!"">%;@，"值

平均<>!%，（2A!-BC!-）／’5!-;"$>&，#+I平均$>$"，相对贫NA、7D、2=、7O，富,G、F、PD、)Q、)A等，7D／F值平均

;>!<，属正常壳源板内裂谷碱性花岗岩类。地球化学特征不仅为这一岩基的解体提供了有力证据，而且对深化区域

成矿规律、丰富构造岩石组合、指导进一步找矿和探讨本区大地构造演化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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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J=OAL=SE-RL̂98AJAK=L8Z)Q8CI58\Â=\8D=8\=\8SD=OQ8J=S(IT14ASJMTASJ8]8SO4SLA=S\144D8G4J=8\Z0SLQ8g=SA8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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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解体非同源复式花岗岩基，不仅是客观、真实地表达

地质体的前提，也为地质找矿提供了准确的地质依据。随着

岩石谱系单位理论的广泛应用和地质研究程度的不断提高，

非同源复式花岗岩基的解体自然成为大比例尺地质填图的

主要任务之一，也是正确建立岩石谱系单位的关键（高秉章

等，!""!）。尽管野外宏观岩石学特征，尤其是不同侵入体间

的接触关系及其确切的同位素年龄是复式岩基解体的主要

依据（肖庆辉等，#$$#），但非同源岩浆序列的花岗岩类具有显

著有别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和不同的成矿专属性这一基本

理论表明，岩石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可以检验岩基解体的正

确与否，同时也能为找矿提供有用的地球化学信息，研究意义

重大。前人认为西天山特克斯达坂岩基是一个简单的深成岩

体，仅做了岩性及岩相带的划分（新疆地质矿产局，!""%）。笔

者等近年通过详细的!&’万区城地质矿产调查，在该岩体中

解体出一套浅成斑岩序列，并于其间发现了较好的钼矿体。

该复式花岗岩基解体的宏观岩石学特征、接触关系、时代等依

据已另文发表（李永军等，#$$(），本文将进一步分析该岩基解

体的地球化学依据及其钼找矿意义。

! 岩基分布特征

特克斯达坂岩基呈近)*+向出露于天山西部特克斯达

坂腹地，总体展布方向与区域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出露面积

约!,$-.#（图!）。前人将其作为一个简单的深成岩体，时代

定为二叠纪（新疆地质矿产局，!""%），也无重要矿化发现。笔

者等在!&’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中，依据两序列成分及组构

差异显著，超动接触关系清晰，形成时的大地构造背景、成因

类型均明显有别等特征，将其解体为早二叠世（#"!/(01，新

疆地质矿产局，!""%）其那尔萨依序列和早石炭世（%2(01，

李永军等，#$$(）库勒萨依序列（石英闪长玢岩 花岗闪长斑岩

构成的浅成岩组合）（李永军等，#$$(），并在库勒萨依序列斑

岩中发现了良好的钼矿体，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和找矿意义。

图! 西天山特克斯达坂岩基地质简图（据李永军等，#$$(）

3456! 789:954;1:<-8=;>.1?9@A8-8<4B1C1D5E1D4=4;C1=>9:4=>4D+8<=A41D<>1D09FD=14D（1@=8EG4H9D5IFD!"#$6，#$$(）

!—第四系；#—新近系；%—早侏罗世八道湾组；2—中二叠世晓山萨依组；’—早二叠世乌郎组；J—早石炭世阿克沙克组；(—早石炭世大哈

拉军山组；,—早二叠世其那尔萨依序列正长花岗岩；"—早二叠世其那尔萨依序列二长花岗岩；!$—早二叠世其那尔萨依序列花岗闪长岩；

!!—早石炭世库勒萨依序列花岗闪长斑岩；!#—早石炭世库勒萨依序列石英闪长玢岩；!%—超动；!2—脉动；!’—角度不整合；!J—断层；

!(—钼矿点；!,—钼异常等值线；!"—同位素年龄及分析方法；#$—研究区位置

!—KF1=8ED1EL；#—M8958D8；%—)1E:LNFE1<<4;O1P19Q1D39E.1=49D；2—04PP:8R8E.41DS419<>1D<1L439E.1=49D；’—)1E:LR8E.41D+F:1D5
39E.1=49D；J—)1E:LT1EC9D4@8E9F<U-8<>1-839E.1=49D；(—)1E:LT1EC9D4@8E9F<B1>1:1IFD<>1D39E.1=49D；,—)1E:LR8E.41D9E=>9;:1<85E1D4=8

9@K4D18E<1L<8E48<；"—)1E:LR8E.41D1P1.8::4=89@K4D18E<1L4<8E48<；!$—)1E:LR8E.41D5E1D9P49E4=89@K4D18E<1L4<8E48<；!!—)1E:LT1EC9D4@8EV

9F<5E1D9P49E4=4;?9E?>LEL9@WF:8<1L4<8E48<；!#—)1E:LT1EC9D4@8E9F<XF1E=YP49E4=4;?9E?>LEL9@WF:8<1L4<8E48<；!%—<F?8E.9Z8；!2—?F:<8

.9Z8；!’—1D5F:1EFD;9D@9E.4=L；!J—@1F:=；!(—.9:LCP8DF.P8?9<4=；!,—;9D=9FE:4D89@091D9.1:L；!"—4<9=9?4;1581DP1D1:L=4;.8=>9P；

#$—:9;1=49D9@=>8<=FPL1E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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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基解体的地球化学依据及成矿专属性

!"" 岩石地球化学依据

特克斯达坂岩基岩石化学分析数据及主要参数列于表

#。由 表#中 可 见，库 勒 萨 依 序 列$%&! 含 量 为’()*+,!

(*)(-,，属中酸性岩类，在.# .!岩石分类图解（/01%23425

6404740，#8(#；9:;;%2<!"#$"，#8=!；>3?4%@03，#8=8；李 伍 平

等，#888）中多位于花岗闪长岩 闪长岩区（图!）；（A4!&B

C!&）／D;!&E（分子比）!*)8，平均*)+=；"值平均E)!+；显著

高F%&!和G!&’，在$%&! D.图 中 显 示 钙 碱 性 系 列 特 征

（/01%234256404740，#8(#；9:;;%2<!"#$)，#8=!；>3?4%@03，

#8=8；李伍平等，#888）（图E）；A4!&／C!&大都"#，为钠质类

型。其那尔萨依序列$%&!含量为(+)(’,!(()=E,，属酸性

表" 特克斯达坂岩基岩石地球化学数据及参数表 %6／,

#$%&’" ()’*+,$&,-*.-/+0+-1$12.$3$*’0’3/-40)’#’5’/+2$%$163$1+0+,%$0)-&+0)

序列 序号 $%&! F%&! D;!&E H3!&E H3& ?2& ?7& 94& A4!& C!& G!&’ 总量
A4!&／

C!&

"或

D.
AC／D

库
勒
萨
依

其
那
尔
萨
依

# (*"(- *"-! #’"*# #"*E !"*E *"*= *"8# #"=E -"’+ E"!+ *"#- #**"*# #"-* !"(E *"(E
! +("E( *"’# #’"- #"’8 !"8( *"*= #"!! #"E# -"E! E"(( *"#’ 8="+8 #"#’ !"+8 *"(E
E +E"8- *"(! #’"’! #"(’ E"8+ *"#* #"(* E"E( E"’= E"=( *"!! 8="(E *"8E !"+’ *"+’
- +E"(# *"=’ #’"+* !"#+ E"E8 *"*8 #"(* E"!! E"== E"(+ *"!’ 8="+# #"*E !"=! *"+(
’ +E"+8 *"’= #+"!( #"+’ E"’! *"#E !"+( !"’’ -"-8 !"E( *"#! 8="*- #"=8 !"!( *"+#
+ +!"(* *"8E #+"*( !"!- E"-8 *"## #"+E E"!! -"*+ -"#E *"!’ 8="=E *"8= E"-* *"+8
( +!"’= *"8! #+"8- !"E! E"’E *"#* !"!# #"(* ’"#* -"E* *"E* #**"** #"#8 -"’# *"((
= ’="-= *"8 #("*! E"#( E"=’ *"#! !"(E !"!= ’"E* -"*E *"E= 8="!+ #"E! ’"+! *"((
8 ’("*+ *"8E #8"E# !"’8 ’"-# *"#! !"’- ’"=E -"!- #"=’ *"!8 #**"#( !"!8 !"+- *"-(

平均值 +E"E+ *"(’ #+"E’ !"*+ E"’( *"#* #"8! !"=# -"E8 E"-= *"!E 88"*- #"!+ E"!+ *"+=
#* (("=E *"*+ ##"8E *"*= #"== *"*- *"*8 *"!* E"8+ -"*# *"*# 88"’8 *"88 -"(+ *"8#
## (+"=* *"*+ #!"(+ *"-* *"+- *"*’ *"#! *"E+ E"=’ -"-E *"*( 88"’- *"=( E"=- *"=(
#! (+"(( *"*+ #!"*( *"-E #"E- *"*! *"*( *"#E E"(= -"(+ *"*E 88"++ *"(8 -"!+ *"8-
#E (+"(’ *"*+ #!"#- *"E* #"E! *"*E *"*8 *"!+ E"=- -"(8 *"*! 88"+* *"=* -"!’ *"8’

平均值 (("*- *"*+ #!"!E *"E* #"E* *"*- *"*8 *"!- E"=+ -"’* *"*E 88"+* *"=+ -"!= *"8!

样品由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采用原子吸收和发射光谱方法分析，经检验分析精度及质量符合规范要求；里特曼指数"I（A4!&BC!&）!／

（$%&!J-E），当$%&!"(*,时用碱度率D.替代，D.I（D;!&EB94&BA4!&BC!&）／（D;!&EB94&KA4!&KC!&）；当$%&!"’*,，C!&／A4!&

"#而!!)’时，（A4!&BC!&）用!A4!&代替，AC／DI（A4!&BC!&）／D;!&E（分子比）。

图! 特克斯达坂岩基.# .!岩石分类图解

（据L3>4.4MN3等，#8=*）

H%7"! .# .!5%4704O:PF3Q3<%L4R427042%@%M

R4@N:;%@N（4P@30L3>4.4MN3!"#$"，#8=*）

图E 特克斯达坂岩基$%&! D.图解（据S0%7N@，#8+8）

H%7"E $%&! D.5%4704O:PF3Q3<%L4R427042%@%M

R4@N:;%@N（4P@30S0%7N@，#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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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类；（!"#$%&#$）／’(#$)（分子比）除**号样品外均大于

+,-，平 均+,-#；!值 大 于),)，平 均.,#/；显 著 低 01$#和

2#$3；综合分析属碱性系列，!"#$／&#$!*，为钾质类型。

!4!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依据

特克斯达坂岩基微量元素含量列于表#。两序列对比分

析，微量元素含量有明显区别。库勒萨依序列相对富集5"、

67、!1、68、9:、;1等微量元素，相对贫<=、>、?7、!=、0@、0"、

6A。这些元素在其那尔萨依序列则与之相反。从大离子亲

石元素蛛网图（图.）的配分曲线特征对比看，库勒萨依序列

与2B"78B提出的火山岛弧型花岗岩特征相吻合（2B"78B!"
#$4，*-/.；李昌年，*--#；赵振华，*--C；’(D@B7!"#$4，#+++）。

而其那尔萨依序列则与2B"78B等所列举的以萨巴洛卡为代

表的板内花岗岩特征相吻合（2B"78B!"#$4，*-/.；E"A1"7"AF
2188:(1，*-/-；5"7="71A，*---；’(D@B7!"#$4，#+++）。

图. 特克斯达坂岩基微量元素蛛网图

G1H4. 07"8BB(BIBADJK1FB7F1"H7"I:L0BMBJ1N"="A="D@:(1D@

!4"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依据

稀土元素含量、参数及有关比值列于表#。由表#中可见，

库勒萨依序列和其那尔萨依序列中稀土总量均较低，但相对而

言，其那尔萨依序列中稀土总量要比库勒萨依序列高#")倍。

库勒萨依序列稀土总量平均仅为.-,/OP*+QO，富集度

低。;<RR／S<RR平均.,.+，（;"／>=）!平均为.,3/，稀土配

分曲线为右倾式（图3），表明轻稀土元素较为富集。#RT值略

大于*，平均*,##，为铕轻度富集型，岩浆分异程度较低。与

此截然相反的是，其那尔萨依序列稀土总量平均为*#C,O/P
*+QO，;<RR／S<RR平均),/.；（;"／>=）!等参数显示的地球

化学行为均与库勒萨依序列显著有别，其轻稀土元素富集程

度较高，轻稀土元素之间分馏程度也较高。稀土配分曲线为

向右倾但较平缓，轻稀土略为富集。#RT值均!*，平均仅为

+,+C，为铕严重亏损型，显示岩浆分异程度高（亨德森，*-/-；

李昌年，*--#；赵振华，*--C）。库勒萨依序列在稀土元素配分

图 中明显分为两群（图3），与该岩体中的不均匀钼矿化密切

图3 特克斯达坂岩基稀土元素配分图

G1H43 9@:AF71DBUA:7I"(1VBF<RRK"DDB7AJ:L0BMBJ1N"="A
="D@:(1D@

相关，其中.、O、C、*+号.个样品采自矿化主岩体之东的侵入

体中，东部侵入体中未见钼矿化，无铕明显亏损，配分曲线呈

斜形态，而其余样品均采自钼矿化较好的主岩体区，铕严重亏

损，稀土元素含量总体较低，且配分曲线呈波状起伏明显。

!#$ 构造环境信息判别依据

应用花岗岩类岩石化学、元素地球化学的多种常用构造

环境信息判别图解分析，库勒萨依序列样品均落入岛弧或火

山弧区，而其那尔萨依序列样品则位于板内环境区（图O）。

!4% 两个序列具有明显不同的成矿专属性

其那尔萨依深成岩区的’T、9:、!1、?A等元素含量明显

高于库勒萨依序列中的该含量，有’T、’H、2=、?A等分散流、

水系和土壤等地球化学异常分布，但至今未发现较好矿化。

而在库勒萨依浅成岩分布区，E:、’J、’H、9T、W等元素含量

显著高于其那尔萨依序列中的（表)）；垂直斑岩体长轴方向

上测制的#条土壤地化剖面，E:、9T等元素强烈富集，浓集

中心明显，浓 度 分 带 清 晰，有3个 样 品 E:元 素 含 量 大 于

+,*3X，最高值达到+,#O*X，已高于工业品位；槽探揭露发

现钼矿体*个，矿化体#条。控制长度)3+I，宽*,3"#,-I，

平均#,#I；钼含量+,+.X"+,)+X，平均+,*3X。库勒萨依

沟口仅有的3钻工程证实，矿体向深部厚度明显变厚，已控制

矿体.条，长度大于3++I，N级储量有望达到中型，而其找矿

靶区大部分地段还未进行工程控制，因而找矿前景良好。

综上所述，两个序列的主要氧化物、微量元素、稀土元素和

成矿元素的含量及矿化蚀变特征均显著差异。其里特曼指数

（!）、#RT、;<RR／S<RR等参数和有关比值也有显著差异，显示

出其源岩、岩石系列与类型明显不同，是分别形成于火山岛弧

和板内两个截然不同构造环境的两次岩浆事件的产物（表.）。

这些岩石化学、元素地球化学和成矿专属性上的显著差异，为

特克斯达坂岩基解体为两个序列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C卷

 
 

 
 

 
 

 
 

 
 

 
 

 
 

 
 

 
 

 

 
 

 
 

 

 

  
 

 

 



表! 特克斯达坂岩基微量、稀土元素含量数据表 !!／"#$%

"#$%&! "’#(&&%&)&*+#*,’#’&&#’+-&%&)&*+,#+#./"&0&123#$#*4’#*2+2($#+-.%2+-

序列 库勒萨依 其那尔萨依

序号 " & ’ ( ) % * + , 平均值 "# "" "& "’ 平均值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12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42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 &.%& &(’ &", (#.( &’& "+(

67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59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A (.)# ’.)) &.(# ".,# %.## &.’# &.*# ’.(# &.*) ’.&+ (.## ’.+# &.+# &".# *.,#

1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2 ’.(# &."+ ".(’ #.)& &.(* #.*( #.*’ ’.#( ’.(% &.## (.#" ’.&, *.+’ (.%% (.,)

5C "%.’# ,.,# *.(, ’.(, "".,# )."( (.’" ").&# ").(# ,.,# "+.*# ").)# ’).,# &".(# &&.++

1D ’.’# &.%( ".)) #.+* &.%( ".(( ".(’ ’.’+ ’.## &.&) (.#+ ’.(% +.,) (.%" ).&+

EF #.,& "."" #.*+ #.), #.,, #.)+ #.%+ "."* #.,% #.+% #."’ #.#, #."" #."" #.""

8C ’.## ’.#% &.), ".#% &.,’ ".&% ".&, ’.%" ’.&+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G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2 ".*# ".+" &.#* #.%( ".%, #.*" #.+# &."# ".%( ".(% ’.,) (.%* *.’) (.(* ).""

6D #.&% #.&%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 ".’’ ’.+# (.’* %.,’ (.&+ (.+)

?F #."+ #.&# #.&& #.#* #.&# #.#+ #.#, #.&’ #.&# #."% #.(* #.)+ #.++ #.%& #.%)

!/EE *(.%) )).%% ’*.%% &’.&& )’.&# &(.#+ &(.%, *’.%, +".," (,.+% "#*.( ,(.)" "+’." "&).* "&*.%+

!?/EE%(."& ((.(’ &%.(+ ",."( (&.&" ",.&* ",.%* %#.(, *#.(& (#.%, +*."& *".’( "(’.), "#&."+ "#".#%

!;/E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F #.++ ".", "."+ ".++ ".#+ ".&, ".)# ".#& #.,’ ".&& #."# #.#* #.#( #.#* #.#*
（?-／30）5 %.&’ (.+, &."& (.,+ ’.)% ’.+( ’.,* ).#% %.)+ (.)+ ’.&+ &.", ’.#( ’."’ &.,"

样品由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采用I:BJK1方法分析，标准化值采用!>HAL>A（",+(）值（引自;@AC@2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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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特克斯达坂岩基构造环境判别图

"#$%! &’()*+#(’+,#-*+.’+)/#0(-#.#+1)#*+/#1$-1.*2&’3’0#4151+$-1+#)#(51)6*7#)6
1—据4’819*(6’等（:;<=）；5—据>1+#1-和?#((*7#（:;<;），肖庆辉等（@==@）；(、/—据?’1-(’等（:;<A）

1—12)’-4’819*(6’!"#$%（:;<=）；5—12)’->1+#1-1+/?#((*7#（:;<;）1+/B#1*C#+$6D#!"#$%（@==@）；(，/—12)’-?’1-(’!"#$%（:;<A）

表! 特克斯达坂岩基的基岩光谱数据平均值对比表 %E／:=F!

"#$%&! ’()*#+#,-(.(/,0&#1&+#2&3#,#/(+$&3+(456*&4,+#(/"&5&6-7#$#.2+#.-,-4$#,0(%-,0
G0 H5 ?5 G$ ID J+ >* K GD!

库勒萨依（:A个样品） L%;M =%MA :L%!A L%ML A;%=@ LA%L: <%M: :@%;: =%N:
其那尔萨依（A@个样品） :%LL =%:M :@%L! =%=M :<%L! L<%;A =%<L :%NM =%<!

样品由新疆地质矿产局实验测试中心用原子吸收>H方法分析，!GD含量单位为:=F;。

表8 库勒萨依序列和其那尔萨依序列主要地球化学特征表

"#$%&8 9#-.2&(40&)-4#%/&#,:+&6(/;:%&6#<-6&+-&6#.3=-.#&+6#<-6&+-&6

序列
岩石

组合
年龄／>1 岩石地球化学

微量元素

地球化学

稀土元素

地球化学

源岩

特征

构造

环境

异常及

含矿性

库
勒
萨
依

钙 碱 性

系 列 钠

质 石 英

闪 长 玢

岩、花岗

闪 长 斑

岩

MAN

H#O@LN%=!P!N=%NAP，

（Q1@ORS@O）／G7@OM（分

子比）"=%;，Q1@O／S@O
#:，""M%M，高 G7@OM、

Q1@O

相 对 富 E1、H-、Q#、

H(，贫95、T、J-、&6、

&1等，H-／T 平 均

LN%!N

$9UU 平 均 A<%;!V
:=F!，89UU／W9UU平均

A%A=，#UD平均:%@@，弱

正 异 常， 强 烈 亏 损

W9UU，岩浆分异程度较

低

典 型 O 型

G/13#)’岩 特

征，大洋板片

俯 冲 部 分 熔

融

岛弧 ID、>*、K等

元 素 强 烈 富

集，浓集中心

明显，已发现

>*矿

其
那
尔
萨
依

碱 性 系

列 钾 质

二 长 花

岗岩、正

长 花 岗

岩

@;@

H#O@N!%NLP!NN%<MP，

（Q1@ORS@O）／G7@OM（分

子比）#=%;，Q1@O／S@O
":，"#M%M，高 H#O@、

S@O

相 对 贫 E1、H-、Q#、

H(，富95、T、J-、&6、

&1等，H-／T 平 均

MX@A

$9UU平 均:@N%!<V
:=F!，89UU／W9UU平均

MX<A，#UD平 均=X=N，明

显负异常，岩浆分异程度

高

壳源，泥质岩

部分熔融

板内

裂谷
GD、Q#、J+等

元素弱富集，

未见矿化

=:A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N卷

 
 

 
 

 
 

 
 

 
 

 
 

 
 

 
 

 
 

 

 
 

 
 

 

 

  
 

 

 



! 岩基解体的意义

（"）通过多种方法的岩石化学、地球化学统计分析、图解

等研究证实，早石炭世库勒萨依序列与早二叠世其那尔萨依

序列具有显著的差异，地球化学特征为这一岩基解体给予有

力的支持。

（#）新解体的库勒萨依浅成岩序列与本区的早石炭世大

哈拉军山组钙碱性火山岩共同构成了岛弧火成岩组合，而其

那尔萨依深成岩序列与晚石炭世 早二叠世大陆裂谷环境双

峰式火山岩 共 同 构 成 了 板 内 裂 谷 火 成 岩 组 合（姜 常 义 等，

"$$!，"$$%；李注苍等，#&&’；朱永峰等，#&&’）。特克斯达坂岩

基的解体，为丰富和佐证构造岩石组合，探讨大地构造演化有

重要理论意义。

（!）特克斯达坂岩基的解体，不仅客观反应了区内地质

体的分布特征与规律，而且为区内寻找斑岩型铜、钼矿床提供

了新的找矿思路和理论依据。库勒萨依斑岩型钼矿床属在伊

宁地块内首次发现，这不仅填补了区内钼矿类型的空白，而且

新解体和填绘的斑岩面积分布大，与()、*+异常基本吻合，

有助于在这些地区扩大找矿靶区。因而特克斯达坂岩基的解

体，为深化区域成矿规律和指导进一步找矿具有重要意义。

!"#"$"%&"’

,-./012，3+--,，3045016，!"#$7#&&&7384/9:+.;<<8)=，>;->9;-?;-850

@9.A:0:-).+58<=85./06)1+:0;5B;18<>8C0<：5+1./015B+<40<D1;5>0

;5C5+1./015E>/F;1GF;-CH01=;5A［I］7J8./+<，%&：%"!K!7

L;1M;185L7"$$$7,10N80F+O./010-;.8+5</8:<M0.F00541;58.+8C.A:0<，

./081+18485<;5C./08140+CA5;=8>05N81+5=05.<［I］7J8./+<，P’：

’&%!’#’7

L)10;)+OH0+-+4A;5C*8501;-20<+)1>0<+OQ85R8;547"$$!72048+5;-

H0+-+4A+OQ85R8;54SA4)1,).+5+=+)<2048+5［*］7L08R854：H0+T

-+48>;-U)M-8</8543+)<0，P#’!P#K（85(/850<0）7

(+--85<VI，L0;=<EW，V/8.0,I2，!"#$7"$X#7Y;.)10;5C+18485

+O,.A:041;58.0<F8./:;.8>)-;110O0105>0.+E+)./0;<.015,)<.1;-8;

［I］7(+5.18M7U0.1+7，X&："X$!#&&7

W0J;2+>/03，J0.000801I，H1;5C0(-;)C0U，!"#$7"$X&7,>-;<<8O8T

>;.8+5+ON+->;58>;5C:-).+58>1+>?<)<8542"92#C8;41;=<;5C=;R+1

0-0=05.;5;-A<0<———@.<10-;.8+5</8:<;5C>)1105.5+=0=>-;.)10［I］7

(/0=7H0+-7，#$："X!!#"&7

H;+L854G/;54，3+54W;F08，Z/054I8R8;5，!"#$7"$$"7,4)8C0.+./0

=0./+C+O./0"[%&&&&1048+5;-40+-+48>;-<)1N0A8541;58.+8C<1+>?<

［*］7V)/;5：(/85;S58N01<8.A+OH0+<>805>0<U10<<，!X!$!（85

(/850<0）7

305C01<+5U7\1;5<.;.0CMA\8;5D054;5CE/8J;547"$X$72;106;1./

6-0=05.H0+>/0=8<.1A［*］7L08R854：H0+-+4AU)M-8</8543+)<0，

"%X!"KX7

@1N850\Y;5CL;1;4;1V2,7"$K"7,4)8C0.+./0>/0=8>;->-;<<8O8>;T

.8+5+O./0>+==+5N+->;58>1+>?<［I］7(;57I76;1./E>87，X：%!#

!%PX7

I8;54(/;54A8，V)V05?)8，Q80H);54>/054，!"#$7"$$!7(/;1;>.018<T

.8><+O(;1M+58O01+)<N+->;58>1+>?<;5C./0.105>/9;1>M;<85<A<.0=85

./0Y+1./015:;1.+OV0<.\8;5</;5*+)5.;85<［I］7,>.;U0.1+-+48>;

0.*8501;-+48>;，"#（!）：#!!"（85(/850<0F8./654-8</;M<.1;>.）7

I8;54(/;54A8，V)V05?)8，Z/;54Q)0105，!"#$7"$$%7\/0>/;540

O1+=8<-;5C;1>.+18O.N;--0A90N8C05>0O1+=N+->;58>1+>?<85,F)-;-0

;10;［I］7,>.;U0.1+-+48>;0.*8501;-+48>;，"P（P）：#X$!!&&（85

(/850<0F8./654-8</;M<.1;>.）7

J0*;8.102V7"$X$7,(-;<<8O8>;.8+5+O@450+)<2+>?<;5CH-+<<;1A+O

\01=<［*］7L-;>?F0--E>87U)M7

J8(/;5458;57"$$#7@450+)<U0.1+41;:/01+O\1;>06-0=05.<［*］7V)/;5：

(/85;S58N01<8.A+OH0+<>805>0<U10<<，%K!"#"（85(/850<0）7

J8V):854;5CJ)D054]8;547"$$$7Y0F:1+410<<+O./0<.)CA+O40+T

-+48><0..854O+1>;->9;-?-850N+->;58>1+>?<［I］7H0+-+48>;-E>805>0;5C

\0>/5+-+4A@5O+1;.8+5，"X（#）："%!"X（85(/850<0F8./654-8</;MT

<.1;>.）7

J8 +̂54R)5，U;54Z/05R8;，J);5Q85C+54，!"#$7#&&K7W8<5.041;.8+5+O

\0?0<8W;M;541;58.8>M;./+-8./;5C8.<<8458O8>;5>0O+1*+:1+<:0>.T

854，V0<.015\8;5</;5*+)5.;85<［I］7H0+.0>.+58>;0.*0.;--+4058;，

!"（P）：P!%!PP&（85(/850<0F8./654-8</;M<.1;>.）7

J8Z/)>;54，J8 +̂54R)5，J8I854/+54，!"#$7#&&’7\/040+>/0=8>;-

>/;1;>.018<.8><+OW;/;-;R)5</;5D+1=;.8+5N+->;58>1+>?<;5C8.<

;5;-A<8<+5.0>.+58>E0..85485,F)-;-0;10;［I］7Q85R8;54H0+-+4A，#P

（#）："#&!"#P（85(/850<0F8./654-8</;M<.1;>.）7

*;58;1UW;5CU8>>+-8U*7"$X$7\0>.+58>C8<>18=85;.8+5+O41;58.+8C<

［I］7H0+-7E+>7,=7L)--7，"&"：’!%!’P!7

U0;1>0I,，3;118<YLV;5C\85C-0,H7"$XP7\1;>00-0=05.C8<T

>18=85;.8+5C8;41;=<O+1./0.0>.+58>85.01:10.;.8+5+O41;58.8>1+>?<

［I］7U0.1+-7，#%：$%’!$X!7

V184/.IL7"$’$7,<8=:-0;-?;-858.A1;.8+;5C8.<;::-8>;.8+5.+_)0<.8+5<

+O5+59+1+4058>41;58.04050<0<［I］7H0+-7*;47，"&’（P）：!K&!

!XP7

Q8;+‘854/)8，W054I85O)，*;W;_);5，!"#$7#&&#7\/0V;A<+O@5T

N0<.84;.8+5+5H1;58.+8C<［*］7L08R854：H0+-+4AU)M-8</8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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