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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硅质岩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研究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并取得一些非常有意

义的研究成果（周永章等，2006）。前人在西藏南部发现有大规模中、新生代蛇绿岩套硅质岩，并指出硅

质岩是造山带中分布较为广泛的岩石类型之一，是多种矿种的赋矿层位、矿源层及含矿岩系（何俊国等，

2007）。本文是在西藏班公湖-怒江成矿带中段南侧发现硅质岩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从

硅质岩的成因、沉积环境等方面进行讨论。 

1  区域地质背景 

本文研究区位于西藏班戈县和申扎县内，采集点主要为班戈县北拉镇和申扎县申扎镇两处。构造背景

位于羌塘地块以南，雅鲁藏布江以北，金沙江缝合带以西。区内多见北西向及近东西向的断裂构造，带内

岩石破碎强烈、矿化蚀变发育。申扎县地区地层属冈底斯－腾冲地层区，区内地层主要为白垩系则下统弄

群，侏罗系上统－白垩系则下统日拉组及第四系，其中其中东部为侏罗系上统－白垩系则下统日拉组，西

部为白垩系则下统弄群；北拉镇地区地层主要为三叠系、侏罗系、泥盆系和第四系地层。 

2  硅质岩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本文研究的硅质岩为蛇绿岩套硅质岩，在野外多见蛇绿混杂岩，变质橄榄岩，块状辉长岩，枕状基性

熔岩，放射虫硅质岩。其厚度较大，有时以层状或不规则大透镜体产出，致密块状、条纹状和角砾状构造

发育；标本呈褐红色，质地致密坚硬，具微晶-隐晶质结构，块状构造；硅质岩扫描电镜下有粒状结构、棒

状结构、溶蚀结构、空隙结构、片状结构、被膜状结构、球状结构、放射状结构、次生加大边结构等；两

处硅质岩主量元素基本特征类似，主要表现在 SiO2的含量都比较高，绝大多数都在 85%以上，次要组分中

的含量 Fe2O3最高，其次为 Al2O3，再者MgO，CaO。而 Na2O、K2O、MnO、TiO2、P2O5的含量都很低；

微量元素总体呈亏损特征，而有些元素则是富集的（如 Ni）；两地区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图类似，总体呈

微右倾型，轻重稀土分馏相对不是很明显，LREE/HREE在 3.07～8.67范围内，经计算得平均值为 5.51，∑REE

较低（∑REE =0.935×10
-6～51.19×10

-6），硅质岩的稀土元素模式图在球粒陨石标准化曲线中 Ce 多负异常

（0.7～0.8左右），Eu异常有正有负，但是正异常较多。 

3  讨  论 

3.1  硅质岩的成因 

（1）研究区硅质岩主要表现为 SiO2的含量都比较高，其次为 Fe2O3，Al2O3和 CaO这与典型热水沉积

硅质岩特征相似（周永章等，1990；周永章等，1993；Yomamoto，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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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某些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的含量特征上也可以判断硅质岩沉积成因（刘家军等，1991）。本区

硅质岩的 Co/Ni比值较小，平均为 0.05，表明硅质岩相对贫 Co而富 Ni，与现代热水沉积物相对富含 Ni，

而贫 Co的特征相似，说明为热水沉积的产物。 

（3）据 Shimizu（1977）等的研究结果，热水成因的硅质岩 δCe为负异常，而非热水成因的硅质岩 δCe

为正异常。所采集 19件样品中有 18件为负异常，仅有 1件为正异常。 

（4）从扫描电镜下观察，硅质岩主要矿物为石英，并且重结晶现象明显。仅有少量的生物结构，溶

孔也多为石英颗粒所充填。 

（5）沉积岩中的 Al/(Al+Fe+Mn)比值是衡量沉积物中热水沉积物含量多少的重要标志，比值随着热水

沉积物含量的增加而减少;低的TiO2和Al2O3含量是热水沉积硅质岩的典型特征（Yamamoto，1987；Bostrom，

1973；戚华文等，2003）。将本文测试的样品所得数据整理，全部投入到 Fe-Mn-Al三角图解后发现大多数

位于热水成因的范围内。 

3.2  硅质岩的沉积环境 

（1）据 AdachiM在 1986年研究，硅质岩的MnO代表大洋深部热液的贡献，而 TiO2与陆源物质的介

入有关，因而w(MnO) /w(TiO2)值可用于区分硅质岩形成的古地理环境。开阔大洋中沉积的硅质岩MnO/TiO2

＞0.5；大陆斜坡和边缘海沉积的硅质岩，w(MnO) /w(TiO2)＜0.5。此外，硅质岩的 N(Al) /N(Al+Fe)值通常

与沉积构造环境有关，洋中脊附近硅质岩的 N(Al) /N(Al+Fe)平均值为 0.12、北太平洋的平均值为 0.32、日

本中部大陆边缘三叠纪纹层状硅质岩的平均值为 0.6（Shimizu，1977)。在研究区内两处硅质岩含量中绝大

多数 w(MnO) /w(TiO2)值大于 0.5，所以可以判断此两处的的硅质岩形成于大洋之中。另 N(Al) /N(Al+Fe)

的平均值为 0.1816，而这一数值与洋中脊附近的比值较为接近。 

（2）对现代海底的热水沉积物研究中（Hekinian et al，1993），发现 Ce负异常经常出现在扩张的洋中

脊附近，本区铈绝大多数为负异常，显示与大洋中脊环境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 

（3）通过测得的主量元素的含量，计算得 Al2O3/(Al2O3+Fe2O3)的含量很低，绝大多数范围在在 0.056～

0.2 之间，只有一点较大为 0.8， Fe2O3/TiO2 的含量在 100～ 1000 范围内，将所有点投入到

Fe2O3/TiO2-Al2O3/(Al2O3+Fe2O3)沉积判别图解中可以发现，主要集中在大洋中脊附近。 

4  结  论 

（1）研究区的硅质岩主要为海底热水沉积形成的，具有热水沉积硅质岩的特征。微量元素总体呈亏

损状态，∑REE较低，主量元素表现为 SiO2的含量都比较高，其次为 Fe2O3，Al2O3和 CaO，δCe多为负异

常，硅质岩主要矿物为石英等。 

（2）由于热液沉积作用多与张性应力环境和地热异常相联系。受热源形成和活动机制、热源稳定性

及维持时间长短、深部壳－幔相互作用等因素的制约，而大洋中脊则是理想的热液活动－沉积的场所。结

合数据和野外实际观察推断，本文硅质岩可能沉积于大洋中脊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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