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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山镁铁-超镁铁岩体的 Ni-Cu 成矿作用：   

与东天山岩体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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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山位于中亚造山带南缘，塔里木盆地东北缘，分布有大量的早二叠世镁铁-超镁铁岩体，主要

包括罗东、坡十、坡一、红石山、笔架山和旋窝岭岩体（图 1；姜常义等，2006；苏本勋等，2009）。与东

天山地区的觉罗塔格构造带和中天山含矿的镁铁-超镁铁岩体相比，北山岩体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岩体规模较大，一般大于 3 km
2，地表大面积出露辉长岩以及较大的深部延伸可能表明其剥蚀

程度较低； 

（2）岩石组合以橄长岩为特征，缺失含较多斜方辉石的辉石岩和苏长岩； 

（3）各类岩石以产出斜长石为特征，含水矿物较少，仅在坡十和罗东岩体中有较多角闪石出现，表

明这些岩体的母岩浆为无水或少水体系； 

（4）岩石均较新鲜，硫化物多产出在蚀变相对较强的岩石中； 

（5）橄榄石的 Fo 值和 Ni 含量较高，分别集中在 84~89 和 1 000×10
-6

~3 000×10
-6之间； 

（6）地幔部分熔融程度较高，估算的母岩浆 MgO含量>12%； 

（7）具有高Mg 拉斑玄武质岩浆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Mg
#集中在 78~88之间，m/f比值在 2~7 之间； 

（8）壳源混染迹象不明显，具体表现为非常低的微量元素含量，平坦的稀土元素配分形式，明显的

Eu 正异常； 

（9）成矿元素 Ni、Cu、Co 在单个岩体中的变化范围较小，即成矿元素的亏损特征不明显； 

（10）围岩以黑云母石英片岩及石英闪长岩为主，硫化物含量较低，硫同位素显示硫加入不显著； 

（11）锆石Hf(t)值较低，氧同位素 δ
18

O普遍高于地幔值。如果以东天山岩体的成矿标志为标准的话，

北山地区没有一个岩体能够满足至少一半的成矿条件，即表明其成矿前景不佳。 

但另一方面，从全球镁铁-超镁铁岩的成矿作用来看，很多含大量橄长岩的岩体如 Duluth 和 Voisey’s 

Bay岩体均赋含大型铜镍硫化物矿床，与北山岩体同样高 Mg 的 Utikomst 岩体亦赋含大型铜镍硫化矿床。

北山岩体亦有部分橄榄石具有明显 Ni 亏损的特征，m/f比值也在可以成铜镍硫化物矿床的范围内，其成矿

元素含量与其它岩体相比基本相当。同时，由于该区岩体的剥蚀较浅，我们现在的勘查和研究工作还仅限

于地表和岩体浅部，对岩体的产状和深部延伸情况以及其岩石学、矿物学、地球化学特征还不清楚。因此，

在北山镁铁-超镁铁岩中寻找铜镍硫化物矿床仍有较大前景，尤其是深部找矿具有较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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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山在中亚造山带中的构造位置及镁铁-超镁铁岩体分布特征（据徐学义等，2009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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