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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西准噶尔拉巴花岗岩地球化学特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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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疆西准噶尔玛依勒地区的拉巴岩体侵入于下石炭统包古图组中，由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英云闪长

岩、花岗岩组成，以花岗岩为主。其中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属钙碱性、高钾钙碱性系列，为偏铝质至过铝质岩石，并

具有轻稀土 大离子亲石元素富集、1:;(<;(=等高场强元素亏损的地球化学特征。该岩体两个代表样品的锆石-<;
/’);0>法!$#):／!6?@加权平均年龄分别为!?7AB0<和!"BC%A!C60<，表明岩体的结晶年龄为早二叠世，与西准

噶尔地区后碰撞花岗岩的时代（年龄峰值6%$!!"B0<）相近。综合岩体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和区域地质特征，认

为拉巴花岗岩体为准噶尔地区后碰撞阶段伸展期的岩浆活动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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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北部地区目前已成为后碰撞 成矿作

用研究的热点地区之一，其中后碰撞阶段的时限、古

生代地壳双向增生的过程及动力学背景是研究新疆

北部 后 碰 撞 构 造 演 化 与 成 矿 的 关 键（肖 序 常 等，

$JJ&；何国琦等，$JJ+；_"91#,!"#$‘，$JJT；涂光炽，

$JJJ；a0()2#3!"#$‘，&II&；韩宝福等，&IIS）。王京

彬等（&IIS）将新疆北部后碰撞阶段的主要时限厘定

为石炭纪—二叠纪，同时认为后碰撞阶段的伸展期

和挤压 伸展转变期是新疆北部地区大规模成矿的

高峰期。包括新疆北部地区在内的中亚造山带是古

生代大陆地壳生长的最显著地区之一（X!7(!"#$‘，

&III），而后碰撞岩浆活动是导致中亚造山带晚古生

代 大 陆 地 壳 垂 向 生 长 的 重 要 机 制（P7#(!()
b"!K!B!，&II’；韩宝福等，&IIS）。西准噶尔地区出

露有大量花岗质岩石（图$!），被认为是后碰撞大陆

地壳 垂 向 生 长 记 录 最 典 型 的 地 区 之 一（P7#(!()
b"!K!B!，&II’；韩宝福等，&IIS）。前期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该区东部的庙尔沟花岗岩、阿克巴斯套花岗

岩、克拉玛依花岗岩、红山花岗岩、哈图花岗岩和包

古图埃达克岩（韩宝福等，&IIS；唐功建等，&IIJ；张

继恩，&IIJ；E0(!"#$‘，&I$I）等代表岩体，而对该

区西部唐巴勒 玛依勒一带的花岗岩体的研究相对

较少。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哈萨克斯坦 准噶尔

板块、准噶尔微板块之唐巴勒 卡拉麦里古生代复合

沟弧带内，区域上断裂构造十分发育，走向多呈北东

南西向，拉巴花岗岩体产出于玛依勒大断裂的南东

侧（图$F）。本文旨在通过玛依勒山拉巴花岗岩体的

地质、地球化学和锆石U;NF年代学研究，为西准噶

尔增生造山带西南缘后碰撞岩浆活动的讨论提供新

的基础资料。

$ 地质背景

玛依勒地区出露的主体地层为志留系至三叠

系，各地层单位基本呈断层接触。区内侵入岩较发

育，以酸性岩为主，各岩体与围岩均具侵入接触关

系。下志留统为一套深海相中基性火山熔岩 火山

碎屑岩，并夹有硅质岩，类似蛇绿岩组合；枕状熔岩

为一套碱性玄武岩，源区为富集地幔，构造环境可能

为洋盆中海山或洋岛；枕状熔岩?F;R"同位素等时

线年龄为+*’c*WSc’Q!和+*&c’WVc+Q!（魏荣

珠，&I$I），中上志留统玛依拉山群为粉砂岩、砂岩和

砂砾岩。中泥盆统库鲁木迪组分为上下两岩性单

元：下部主要是一套磨拉石沉积，上部是类复理石沉

积，间夹酸性火山碎屑岩。这套沉积在巴尔雷克山

出露最好，上部出现的腕足类和封印木化石表明在

中泥盆世早期磨拉石沉积之后仍是海相沉积环境

（肖序常等，$JJ$）。石炭系包括包古图组、希贝库拉

斯组和姜巴斯套组。包古图组岩性为灰 灰黑色薄

层状凝灰质粉砂岩、凝灰粉砂质泥岩和灰 灰绿色薄

层状细粒凝灰岩不均匀互层，夹火山灰层凝灰岩、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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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质砂岩、粉砂岩、细 中粒砂岩、长石砂岩、圆砾岩、

硅质岩、凝灰角砾岩、安山玢岩和大理岩化灰岩，属

中深海相火山 陆源碎屑沉积，产出芦木、海百合茎、

珊瑚化石及腕足类和腹足类化石（李行等，!"#$）；希

贝库拉斯组分布较广，与包古图组多整合接触，岩性

主要为灰 青灰色厚层块状、细 粗粒凝灰质砂岩与

层凝灰岩不均匀互层，夹暗灰 灰黑色凝灰质粉砂泥

岩、凝灰质粉砂岩、凝灰角砾岩。局部地段有圆砾

岩、硅质岩、生物碎屑灰岩及安山玢岩透镜体夹层，

属浅海陆源碎屑及火山沉积组合，产珊瑚、腕足类化

石（李行等，!"#$）；姜巴斯套组的岩性主要为一套偏

正常的陆源碎屑沉积岩，局部夹火山碎屑岩，主要岩

性为灰褐色砂砾岩、褐灰色碳酸盐化中粗粒长石岩

屑砂岩，局部夹青灰色碎裂岩化英安质复屑凝灰岩、

灰色沉凝灰岩，产似棒珊瑚!"#$%"&’(#%&’及植物类

化石。二叠系哈尔加乌组为一套陆相中基性火山熔

岩、火山碎屑岩夹少量正常碎屑岩建造，岩性主要为

灰紫色、紫红色、灰绿色安山质火山角砾岩、安山质

角砾熔岩、安山质集块岩、安山玢岩、安山岩、石英安

山岩，夹安山质含角砾晶屑岩屑凝灰岩、橄榄玄武

岩、辉石安山玢岩及少量细粒凝灰质砂岩、粉砂岩。

三叠系尖山沟组属陆源碎屑(磨拉石建造，岩性主

要为紫红色砾岩、角砾状粗砾岩夹含砾粉砂质泥岩。

拉巴岩体分布于玛依勒山一带，岩体长轴呈南

北向（图!)），南北长约#*+，东西最宽约,*+，面积

约-./",*+-。岩体可分为.套：北部岩性为中粗粒

花岗闪长岩，中部岩性为中粒石英闪长岩，南部岩性

为中细粒英云闪长岩，呈现出正常岩浆演化序列，且

三者呈涌动式接触关系，一般有!!-+的过渡带。

岩体中各类脉岩发育，主要有闪长玢岩、斜长花岗斑

岩、英云闪长玢岩、石英闪长玢岩、石英二长斑岩、石

英斑岩、花岗岩脉等。脉体走向分为北西向、近南北

向及北东向，部分随岩体形状变化而有规律的变化，

脉体宽!!-0+，长数十米至数千米不等，以脉状、透

镜状、串珠状为主。岩体侵入于石炭系下统包古图

组地层中，岩体与围岩的接触界线在地表多呈不规

则弯曲状，接触面一般向外陡倾。在侵入接触带上，

围岩中广泛发育角岩化带，宽-,0!!-00+，局部有

混染交代现象。内接触带蚀变较强烈，岩石中暗色

矿物增多，根据岩体产出形态显示为被动式就位机

制。在拉巴岩体西南一带还分布一些规模较小的侵

入体，一般长不足!’,*+，宽小于#00+，岩性以花

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英云闪长岩为主，岩体产状

多呈不规则小岩株、岩枝状产出，围岩蚀变不强。总

体上，该岩体为同岩浆源形成的由中性向酸性演化

序列的侵入体。

- 岩石学特征

拉巴岩体主要岩性为花岗岩、花岗闪长斑岩、石

英闪长玢岩和英云闪长岩，以花岗岩为主，在边部发

育有长英质角岩。

花岗岩：具细微粒花岗结构，块状构造。斜长石

（1-2）：半自形板状，双晶、环带构造发育；钾长石

（.02）：他形粒状，具条纹结构，为条纹长石；石英

-#2）：他形粒状，表面干净，波状消光；黑云母（少

量）：他形片状，浅黄 黄褐色，多色性显著。

花岗闪长斑岩：斑状结构，基质具细微粒花岗结

构，块状构造。斑晶1-2：斜长石（-,2）呈半自形板

状，双晶、环带构造发育；钾长石（-2）他形粒状，具

条纹结构，为条纹长石；石英（,2）他形粒状，表面干

净，波状消光；普通角闪石（.2）为柱状，浅黄褐色，

闪石式解理完全；黑云母（$2）他形片状，浅黄!黄

褐色，多色性显著。基质,#2：具微粒花岗结构，斜

长石（-02）双晶发育；钾长石（#2）为条纹长石；石

英表面干净，波状消光。

石英闪长玢岩：斑状结构，基质半自型细粒状结

构，块 状 构 造。 岩 石 由 斑 晶 和 基 质 组 成。 斑 晶

（!$2）：斜长石（!,2）半自形板状，双晶、环带结构

发育，具黝帘石化；石英（-2）他形粒状结构，表面干

净，波状消光。基质（#.2）：具半自型细粒状结构，

斜长石（,#2）半自型板状，双晶发育，具轻微黝帘石

化；石英（,2）他形粒状，表面干净，波状消光；黑云

母（!,2）他形片状，浅黄 棕褐色，多色性显著；角闪

石（,2）：柱状，浅黄绿色 深绿色，闪石式解理完全，

轻微绿帘石化。

石英闪长岩：半自型中细粒状结构，块状构造。

岩石 由 斜 长 石（#.2）、石 英（!02）、普 通 角 闪 石

（-2）、黑云母（,2）和少量钾长石组成。锆石呈正

方双锥柱状、针状，晶体长0/,!!0/0.++，宽0/!-
!0/0-1++，大小不等，长宽比为-3!、.3!、.3-、

13!、13-、,3-、,3.、43-、$3.、#31、!-3.。颜色浅褐

黄色、黄褐色，透明，金刚光泽，晶面光滑，晶棱平直，

少数晶棱、晶面界线清晰，大部分晶棱、晶面界线不

清楚，内含暗色矿物包裹体及小锆石。

拉巴岩体西南一带侵入体岩性以花岗岩、斜长

444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花岗斑岩为主。

花岗岩：肉红色，细粒花岗结构，块状构造。岩

石由钾长石、斜长石、石英、黑云母组成。钾 长 石

（!"#）呈它形粒状，发育条纹结构；斜长石（$%#）半

自形板状，双晶发育，发育聚片双晶的环带构造，轻

微绢云母化；石英（%&#）他形粒矿，发育微裂纹，具

波状消光；黑云母（少量）它形粒状，具褐色 浅黄多

色性，稀疏分布。

斜长花岗斑岩：呈青灰色，斑状结构、基质具微

粒花岗结构，块状构造。岩石由斑晶和基质组成。

斑晶（!’#）：由斜长石组成，半自形板状，双晶发育，

轻微黝帘石化、泥化。基质（(’#）：具微粒花岗结

构，斜长石（!"#）呈半自形板状，双晶发育；石 英

（!%#）表面干净，波状消光；电气石（!#）：柱状，黄

褐色 绿色，特征反吸收性。

!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本文共对拉巴岩体)件样品进行了主量、稀土

和微量元素测试，测试结果见表*。用于测试的)件

花岗质岩样品的挥发分（+,-）含量均小于’#，表明

样品没有经过强烈的蚀变。./,%含量介于(’01$#
!)%01*#之间，平均(&0$*#；全碱（2%,345%,）

含量 为’0%%#!(61!#，45%,／2%,介 于"0((!
*01)（大部分大于*，平均为*0!%），表明岩石富钠。

岩石里特曼指数（"）为*0"1!*01*，平均为*0$&，为

钙碱 性。 具 有 较 高 的 78%,! 含 量（*)0!(# !
*(0!%#，平 均*’0!’ #；其 铝 饱 和 度 7／942 为

"0&)!*0!$，偏铝质至过铝质（图%5），平均为*0")，

其中两个样品分别为*0%’和*0!$（!*0*），为过铝

质。:;,含量较低（"0%&#!*0$’#，平均为*0*(
#），:;#值［:;#<*""=:;／（:;3>?@），摩尔数］

为$%!)1，表明岩浆发生了一定的分异作用。9（刚

玉标准分子）含量为"!$0(!#，A（标准石英）含量

为%%011!!(0"(#。在2%, ./,%图解（图%B）中，

样品全部落入钙碱性、高 钾 钙 碱 性 系 列 岩 区。在

2%,345%, ./,% 岩 浆 岩 分 类 图 中（图%C）中，

D)*"*EAF*和G*)H.F*样品为花岗岩，其他样品为

花岗闪长岩。

岩石稀土元素总量较低，平均为***0$*=*"I(，

其中轻稀土元素平均含量为1)0*"=*"I(，重稀土元

素含量平均为*$0!*=*"I(，轻、重稀土元素比值

+JKK／LJKK值为’01(!)01%，为轻稀土元素富集

型。$KM为"0(’!*0!*，G%"EAF*和G%"EAF%的

$KM分别为*0"!和*0!*，具KM正异常；而其他样品

的$KM在"0(’!"01&，具弱负异常。球粒陨石标准

化曲线图（图!5）为右倾斜的轻稀土元素富集、重稀

土元 素 平 坦 型，（+5／EB）4 在$0$%!)0%*，平 均

’0)*；（HN／EB）4在*0"$!*0!1，平均*0*1。相对于

原始地幔的微量元素蜘蛛网图（图!B）表明岩石富集

2、JB、O5大离子亲石元素，亏损4B、@5、@/和G高

场强元素。微量元素洋脊花岗岩岩标准化蛛网图

（图$），亦显示富集强相容元素2、JB、O5、@P、亏损

不相容元素4B、@5、QR、LS、.T、E和EB。样品曲线

形态较为相似，说明所有样品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学

特征和相同的形成环境。

! 同位素测年

选择拉巴岩体的两个代表样品进行了UFGB年

代学研究，测试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天津地质矿产研

究所同位素实验测试室完成。首先对分选出的单颗

粒锆石制靶、抛光、照相。将锆石样品用双面胶粘在

载玻片上，放上GV9环，然后将环氧树脂和固化剂

进行充分混合后注入GV9环中，待树脂充分固化后

将样品座从载玻片上剥离，并对其进行抛光，然后

对靶上样品照阴极发光照片、反射光和透射光照片。

根据锆石阴极发光照片、反射光和透射光照片选择

锆石的合适区域，利用*1!WT>X激光器对锆石进

行剥蚀，激光剥蚀的斑束一般为!’或’"%T，能量密

度为*!!*$Y／CT%，频率为&!*"LZ，激光剥蚀物质

以L?为载气送入4?[\MW?（:9F-9G:.），利用动态

变焦扩大色散使质量数相差很大的UFGB同位素可

以同时接收从而进行UFGB同位素测定。锆石标样

采用@K:,J7标准锆石。数据处理采用中国地质

大学刘勇胜老师编写的-9G:.D5\5958程序和+MN]
/̂;的-_[8‘\程序进行分析和作图，采用%"&GB对普

通铅进行校正。利用4-.@(*%作为外标计算锆石

样品的GB、U、@P含量。

两个代表样品的岩性分别为花岗岩和花岗闪长

岩。花岗岩（G%"@a*）分析结果见表%，谐和图见图

’5，得到锆石%"(GB／%!&U加权平均年龄结果为%&)b
’:5；其中*!、*)和*&测试点的%"(GB／%!&U年龄为

%()!%(&:5，比加权平均年龄小，可能是由于锆石

经历后期铅丢失所致。花岗闪长岩（G%"@a%）分析

结果见表!，谐和图见图’B，锆石%"(GB／%!&U加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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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拉巴岩体花岗质岩主量（!"／#）、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化学分析数据表

’()*+! ,(-./+*+0+123（!"／#），/(/++(/24+*+0+123(152/(6++*+0+123（!"／!$%&）.724+8()(9/(1:2.:53

样品编号 !"#$%&" !’$%&( !)*+,&" -#"*.+,&" !)*+,&) -#"*"+,&" !’$%&)

%/0) #)12# .#1)) .#1(3 #*1’ ..1#. .41)" .312’
5/0) *1)2 *1.# *1’2 *13. *13) *13" *13.
67)0( "(1#. "3122 "31)" "31(4 ".1". "’1.) ".1()
89)0( "1*# "1#4 "1’2 *144 )1*’ "1.) "122
890 *1# *1.3 )1( "1" "12 "1. *133
:;0 *1*’ *1*( *1*2 *1*3 *1*# *1*# *1*(
:<0 *1)4 "1(# "1)" *142 "1## "1’3 "1"(
=>0 "1.( )1.2 ’1() )14 ’1’2 (14# (1)3
?>)0 ’1) )1’2 (14# (124 (1." (1#( )1"2
@)0 )133 )1#( )12. )123 "14( )1.4 (1(
!)03 *1*4 *1". *1") *1"" *1") *1"( *1"4

烧失量 )1)" "1(( " *1.. *1*4 *1#’ (1#’
总量 221#4 2#1"" "**1’" 221#. 221(3 221)( 221"4
6／=?@ "1*2 "1(’ *14# "1*’ "1** *12" "1)3
A> )41# )*13 )(1) "#1( "(14 "21( ).1’
=9 3.14 ’41’ ’31# ()1) )313 (21. 3)1’
!B #1(# #1(" 31## ’1’ (1)4 31’. #1))
?C ).1# )#12 )*1. ".1( ")1" )*1# ).1(
%D 31"2 31.. ’1)4 (1’( )1’# ’13 31"2
EF "1*" "1) "1(. "1*’ " *12( "1))
$C ’1(’ ’1.’ (14) (1*4 )1)( (14. ’1(4
5G *1#) *14 *1.4 *13’ *1(# *1.. *1#’
-H ’1"4 ’1#. (12’ (1)2 "12. (142 ’1("
IJ *14" *12) *1#4 *1.. *1(4 *1#3 *14(
EB )1)4 )1.) )1() "12 "1"( )1"( )1(4
5D *1’" *1’# *1’" *1(3 *1"2 *1(4 *1’(
+G )1#3 (1" )14# )1(. "1)4 )13. )12)
AF *1’ *1’’ *1’) *1(3 *1"2 *1(4 *1’"
+ ))12 )’12 ))1) "2 "*1# )*1# )(
! (’2 .22 3)’ ’4* 3)’ 3.4 #4.
=B 31)’ )214 ")1( "21# )41#
?/ (1.4
=J "1’2
KG .*14 ’(1" .414 321( 3)1"
LB "44 (.3 )"( "3( (’(
IM 31." 4144 313" ’1. 41(4
%N )1’) ’1’3 31"3 4143 ’1(3
?G ".1) ")14 3123 .12. ""12
5> "1(4 " *132 *14. *12(
5O 21( 21.4 .12. "* 21."
P> 3.) 3*. 43* 3’) 3##
%B 4) )2) (2) ’42 2"1)
5/ "#’* ’*)* )2’* ((.* (")* (*.* ((.*
@ )"".* )).3( )’3.) )’’#2 "3"43 )))(4 )#(4(

!KEE "’) ")2 "". 4# .. "*3 "(3
（A>／+G）? .124 ’1’) 31’" ’12* #1)" 31*’ .1*3
（$C／+G）? "1). "1"2 "1*. "1*’ "1(2 "1)* "1)*
!EF *1.3 *1#) "1*( *124 "1(" *1.2 *1#2

主量元素分析由国土资源部中南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实验室采用QK8方法完成，对主要氧化物的分析精度误差")R，:;0和!)03的

分析精度误差"3R；微量元素含量分析由国土资源部中南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实验室采用7=!&:%方法完成，分析精度误差""*R，其

中!、5/和@的含量通过主量测试结果计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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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拉巴岩体的"#!$%／（&’!$()!$）"#!$%／（*’$(&’!$()!$）（’）、)!$ +,$!（-）和（&’!$()!$）+,$!（.）图解

/,01! "#!$%／（&’!$()!$）"#!$%／（*’$(&’!$()!$）（’），)!$ +,$!（-）’23（&’!$()!$）+,$!（.）3,’04’5678

9:;<’-’=#>972

图% 样品的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分布型式图（’）和微量元素蜘蛛网图（-）（+>2’23?.@727>0:，ABCB）

/,01% *:7234,9;D2745’#,E;3FGG3,’04’56（’）’23=4,5,9,H;5’29#;D2745’#,E;36=,3;404’56（-）

（+>2’23?.@727>0:，AB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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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微量元素"#$标准化蛛网图

%&’(! "#$)*+,-./&01234&21,’,.-3

均年龄结果为56789:58;<.，其中9=点的5>=?@／
5;AB年龄为57C<.，比加权平均年龄小，也可能是

由于锆石经历后期铅丢失所致。结合这些锆石的阴

极发光图像均显示典型岩浆成因的震荡环带特征，

这两个5>=?@／5;AB加权平均年龄可以代表岩体的结

晶年龄。花岗闪长岩的形成较花岗岩稍早，但二者

的形成时代均为早二叠世。

! 讨论

拉巴岩体由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英云闪长

岩、花岗岩组成，以花岗岩为主。其中花岗岩和花岗

图7 拉巴岩体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的锆石B)?@谐和图

%&’(7 5>=?@／5;AB 5>C?@／5;7BD+*D+,2&.2&.’,.-E+,F.@.’,.*&G1（.）.*2’,.*+2&+,&G1（@）

闪长岩属钙碱性、高钾钙碱性系列，为偏铝质至过铝

质岩石（图5.、5@），并具有轻稀土元素富集（图;.）、

贫H@)I.)I&等高场强元素（图;@）的地球化学特征。

这些地球化学特征类似于岛弧花岗岩，其相对于洋

中脊花岗岩的标准化曲线（图!）也显示拉巴岩体的

花岗质岩石类似于智得岛弧花岗岩和牙买加岛弧花

岗岩（?1.,D1!"#$(，96A!）。最近，$1*’等（5>>6）曾

用洋脊俯冲模型来解释西准噶尔地区晚石炭世（;>A
:=<.!56=:;<.）的闪长质岩、钙碱性花岗岩、碱

长花岗岩的成因，但本文报道的拉巴岩体时代稍晚

几个百万年。与包古图铜矿成矿相关的埃达克岩

（;97!;9><.）成因也被解释为与俯冲洋壳的熔融

过程相关（唐功建等，5>>6）。

但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却表明造山带中后碰撞

花岗岩的类型多样，主量元素特征属于中高钾钙碱

性系列和钾玄岩系列，并以钙碱性系列为主；微量元

素也可具轻稀土、大离子亲石元素富集、高场强元素

亏损的特点，在微量元素的构造环境判别图上可以

落在多种构造环境的区域，结合区域地质的高精度

年代学研究是讨论限定后碰撞花岗岩活动时间的重

要手段（韩宝福，5>>C）。根据西准噶尔数十个花岗

质岩体的B)?@年代学的资料，韩宝福等（5>>=）提出

该区后碰撞深成岩浆活动时限在;!>!5C7<.，并

主要集中在;9>!567<.之间。拉巴岩体的5AC:7
<.和56789:58;<.年龄结果可能说明其形成于

西准噶尔造山带后碰撞演化过程中。拉巴岩体的

#@ JKH@图解（图=）也证实其类似于前人获得的

西准噶尔、东准噶尔和北伊犁地块的后碰撞花岗岩

（L.*!"#$(，5>9>）。

至于拉巴岩体具有的类似于岛弧花岗岩的微量

>C=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56卷

 
 

 
 

 
 

 
 

 
 

 
 

 
 

 
 

 
 

 

 

 

 

 

 

 

  

 
 

 



 
 

 
 

 
 

 
 

 
 

 
 

 
 

 
 

 
 

 

 

 

 

 

 

 

  

 
 

 



 
 

 
 

 
 

 
 

 
 

 
 

 
 

 
 

 
 

 

 

 

 

 

 

 

  

 
 

 



图! 拉巴岩体的"# $%&#图解

［据’()等（*+,+）改编］

-./0! "# $%&#1.(/2(34526789(#(:;<65)
（351.4.81(4682’()!"#$0，*+,+）

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很可能是岩浆的源区受到了更

早俯冲期的流体交代，后碰撞环境下源区受地幔上

涌底 侵 而 部 分 熔 融 诱 发 花 岗 质 岩 浆（赵 泽 辉 等，

*++!），前人研究业已证实了石炭世或更早，准噶尔

地区存在洋内弧及相关是洋壳俯冲作用（冯益民，

,==,）。但西准噶尔及周边的北天山地区，洋壳的消

亡时间应该早于>,!?(（’()!"#$0，*+,+），也就是

说晚石炭世末—早二叠世初处于后碰撞阶段的伸展

期（@75<!"#$0，*++!）。综合拉巴岩体的地质、地球

化学特征和ABC#年代学资料，结合西准噶尔区域地

质的新成果，认为拉巴岩体为后碰撞阶段伸展期岩

浆活动的产物。

D 结论

（,）拉巴岩体两个代表样品的锆石*+!C#／*>EA加

权平均年龄分别为*EFGD?(和*=DH,G*H>?(，

说明岩体形成时代为早二叠世。

（*）拉巴岩体的地球化学特征与目前已知准噶

尔地区后碰撞花岗岩相似，为后碰撞阶段伸展期岩

浆的产物。

致谢 本文工作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项目管

理办公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色地质勘查局F+,
队的支持。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胡忠德高级工程

师、王瑞军工程师、董挨管工程师、郭峰工程师等同

志，研究工作中得到高俊研究员的指导，成文过程中

审稿人对本文提出了修改建议和意见，在此一并表

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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