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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岩体地质特征 

坡北岩体位于新疆北山裂谷构造带的中带，中坡山北断裂南侧，属华力西晚期岩浆侵入活动产物。杂岩体侵位于白地洼

韧性剪切断裂带及雀儿山韧性剪切断裂带之间，岩体形态为相互连通的岩盆状，长轴方向为北东向，出露面积约 180 km2。

岩体岩相分带明显，主要岩石类型为角闪辉长岩、苏长辉长岩、橄榄辉长岩、橄榄辉石岩和斜长岩。各种岩石类型之间多呈

渐变过渡关系。角闪辉长岩出露面积最大，主要占据岩盆中心部位。斜长岩最少，零星分布，苏长辉长岩、橄榄辉长岩和橄

榄辉石岩多围绕角闪辉长岩呈环状展布。矿化与橄榄岩密切相关（姜常义等，2006）。 

2  样品测试 

样品来自坡北 1 号、10 号基性超基性岩体的不同岩相，挑选出蚀变较弱的不同类型岩石，粉碎到 200 目。样品送至广

东澳实分析有限检测公司完成测试，采用 ME-ICP06 熔融法进行了全岩主量元素分析，ME-MS81 熔融法分析了微量、稀土

元素。检测限 0.x～0.0x。 

3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3.1  主量元素 

坡北岩体大部分硅酸盐全分析样品的 w(SiO2)介于 39.58%～50.46%，岩石为基性-超基性岩类。具有低碱 0.16%～3.23%

和低 TiO2含量特征，有 1 件样品的 w(TiO2＞1%，大部分样品的 w(TiO2含量为 0.02%～0.78%，平均值为 0.32%，w(K2O 含

量很低 0.01%～0.63%，平均值为 0.15%，具低钾特征。与岩相学特征变化相对应，w(Al2O3和 w(CaO 含量变化较大，分别

为 0.42%～20.55%和 0.4%～19.13%，TFeO 和 MgO 的变化范围也比较大，为 4.62%～14.38%和 5.63%～44.93%，Mg#为 63～

87。斜长岩富集 w(SiO2)（52.4%～65.2%）、w(Al2O3)（13.85%～27.04%）、w(NaO)（3.31%～4.2%），TFeO（5.37%）和 MgO

（3.3%）的含量比较低。所有样品的 m/f 比值 1.21～9.06，平均值为 4.4，辉长岩类为铁质基性岩-富铁质超基性岩，辉石岩

类为富铁质超基性岩，橄榄岩为富镁质超基性岩，斜长岩为铁质基性岩-富铁质基性岩类。 

3.2  稀土、微量元素特征 

坡北岩体的稀土元素分析结果见表 2。镁铁-超镁铁质岩体所有样品的稀土元素总量总体都比较低，∑REE2.84×10-6～

16.1.4×10-6与上地幔平均含量（17.7×10-6）和科马提岩中的含量（10.1×10-6～59.1×10-6）十分接近。随着辉长岩-橄榄岩，基

性程度增加，稀土元素总量总体上有降低的趋势。镁铁岩体的 Eu*=0.81～2.96，显示具有弱的正或负 Eu 异常。样品的

LREE/HREE =1.39～5.45，稀土元素整体分馏较弱，稀土元素配分曲线整体表现为 LREE 轻度富集型→平坦型（图 1）。总之，

稀土元素总体特征与科马提岩非常相似。斜长岩∑REE=95.34×10-6，明显高于其它各类岩石，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具有明显的

负 Eu 异常，稀土配分型式为轻稀土元素富集的右倾形，稀土分馏较强，显示出残余岩浆的特点（姜常义等，2006）。 

岩体的微量元素原始地幔配分曲线基本一致（图 2），整体向右倾斜，表现出大离子亲石元素（Rb、Th、U、K）富集和

高场强元素（Nb 和 Ti）的相对亏损。在辉长岩、苏长岩样品中总体显示 Sr 的正异常，表明岩浆演化晚期斜长石开始结晶。

Ti 的负异常可能与源区残留有金红石有关， Nb 的亏损暗示着有大陆地壳物质的混染，或源区存在俯冲的洋壳物质。Th/Ta

值为 0.7～4.3，部分样品略高于原始地幔的 Th/Ta 值 2.2（顾连兴等，1994），表明岩体在就位过程中局部受到少许地壳混染。

通常认为高 La/Sm（＞4.5）值指示了地壳物质的混染（Lassiter et al.，1997），由表可知，两个样品的 La/Sm 值大于 4.5，其

它绝大部分样品的 La/Sm 小于 4.5，也说明在成矿过程中可能受到很少地壳物质的混染，但不排除局部有少许物质混染。斜

长岩的不相容元素和杂岩体适度不相容元素丰度明显高于其他岩石（图 2），可能为残余岩浆的原因。 

4  讨  论 

综上所述，坡北镁铁-超镁铁质岩体具有低钛、低碱和高镁特征。岩体样品的原始地幔配分曲线图基本相似，总体上富

集大离子亲石元素（LILE），相对亏损高场强元素（HFSE），明显具有 Nb、Ta 负异常，Zr 含量偏低（（7~62）×10-6）。在 2Nb-Zr/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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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图解上，基性岩样品的成分投点基本落在 B 和 D 区；在 Hf-Th-Nb/16 图解上基本落在 IAT 区。因此初步推测坡北岩体

为岛弧玄武岩，局部具有洋中脊玄武岩的特征，可能是发生于大洋板片俯冲增生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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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坡北杂岩体稀土元素配分曲线（球粒陨石数据 Sun & McDonough，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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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坡北杂岩体微量元素蜘网图（原始地幔数据 Sun & McDonough，1989） 

 

5  结  论 

坡北基性-超基性岩体的稀土元素总量较低，元素配分曲线整体表现为 LREE 轻度富集型→平坦型，与科马提岩非常相

似。微量元素比值表明岩体物质在上侵过程中，有少许地壳物质混染。 

岩体微量元素具有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LILE），相对亏损高场强元素（HFSE），明显具有 Nb、Ta 负异常，Zr 含量偏

低（（7~62）×10-6）的特征。 

根据基性岩的 Hf-Th-Nb/16 和 2Nb-Zr/4-Y 构造判别图解分析，结合岩体的微量元素特征，认为的坡北岩体为大洋板片

俯冲增生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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