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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黄山-镜儿泉铜镍成矿带位于中亚造山带东天山晚古生代造山带，铜镍总储量达百万吨，是我国

仅次于金川硫化物矿床的铜镍矿基地。目前，关于黄山-镜儿泉铜镍成矿带含矿岩体形成的构造背景存在以

下 4 种观点：① 肖序常（1995）、马瑞士等（1997）认为该地区镁铁-超镁铁岩体是蛇绿岩套；② Xiao 等

（2008）认为这些岩体形成于活动大陆边缘；③ 王京彬等（2006）、顾连兴等（2006）和 Mao 等（2008）

认为岩体形成于造山后岩石圈伸展环境；④ Zhou 等（2004）和 Pirajno 等（2008）则认为含矿岩体的形成

与地幔柱有关。本文试图通过研究黄山西岩体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并与塔里木大火成岩省进行对比，探

讨其地幔源区特征，为进一步论证黄山-镜儿泉铜镍成矿带形成的构造背景提供佐证。 

1 岩体地质特征 

黄山西岩体长约 3.8 km，平均宽约 0.45 km，出露面积 1.71 km
2。岩体侵位于下石炭统干墩组灰岩、

变余砂岩和细碧玢岩中。Zhou 等（2004）用锆石 SHRIMP 方法所获得的闪长岩年龄为 269±2Ma。岩体分

三期侵入：第一期为斜长撖榄岩相，第二期由黑云方辉橄榄岩相、角闪橄榄二辉岩相、含长角闪二辉岩相、

角闪苏长辉长岩、辉长岩五个岩相带构成，第三期为黑云辉长苏长岩相。黄山西铜镍矿床铜镍硫化物矿体

赋存于黄山西岩体主体的下部和底部，Cu 平均品位是 0.31%，总储量为 18.8 万吨，Ni平均品位是 0.49%，

总储量为 32万吨。 

2 地球化学特征 

黄山西岩体辉石橄榄岩、橄榄二辉岩和含长二辉岩中(Fe2O3)T与 MgO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以及 CaO、

Al2O3与MgO呈负相关，这些特征表明它们是橄榄石、斜方辉石和单斜辉石为主的堆积相，而辉长苏长岩

和辉长岩中 CaO 与 MgO 的正相关关系，以及(Fe2O3)T、Al2O3与 MgO 呈负相关关系，指示单斜辉石和斜

长石的堆积。 

在微量元素蛛网图中，黄山西样品总体上表现为大离子亲石元素（Rb、Ba、Sr）相对富集，而部分高

场强元素（Nb、Ta、Ti）相对亏损。而被认为是地幔柱活动产物的塔里木地区瓦吉里塔格地区镁铁—超镁

铁岩和巴楚地区辉绿岩墙（姜常义等, 2004; Zhou et al., 2009）。然而，黄山西岩体微量元素蛛网图与阿拉斯

加型 Quetico 岩体相似。 

黄山西岩体具有低的、变化较小的(
87

Sr/
86

Sr)269Ma（0.7034-0.7037），而 εΝd(269Ma)较高，变化范围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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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 5.14～7.14 之间。在 εNd(269Ma) -(
87

Sr/
86

Sr)269Ma图解中，黄山西岩体的样品与阿拉斯加型岩体相似投影

范围投点在岛弧、活动大陆边缘和洋岛玄武岩（OIB）的重叠区域，但 εΝd(269Ma)明显高于塔里木大火成

岩省瓦吉里塔格地区超镁铁岩、巴楚岩体、麻扎尔塔格地区岩墙和柯坪玄武岩（姜常义等，2004；Zhang et 

al., 2008；Zhou et al., 2009）（图 1）。 

 

图 1  黄山西岩体 εNd (269Ma)-(
87Sr/86Sr)269Ma相关图 

3   讨论及结论 

黄山西岩体岩石属钙碱性系列，在微量元素蛛网图中，岩体配分模式与 OIB、地幔柱有关的塔里木大

火成岩省瓦吉里塔格岩体及巴楚辉绿岩墙明显不同，另外，塔里木地幔柱玄武岩 εNd(t)为-9.27- -1.73，镁铁

—超镁铁岩体的 εNd(t)（0.25~5.352）明显低于黄山西岩体 εNd(t)（+6.7~ +9.3）（图 2），所以两个地区的

镁铁—超镁铁岩浆可能来自不同的源区。在 Th/Nb-Ce/Nb 图解中，黄山西岩体样品与洋岛玄武岩、峨眉山

大火成岩省玄武岩和塔里木大火成岩省岩石有明显的差别，这也说明黄山西岩体并非地幔柱构造形成。而

且，较之塔里木大火成岩省镁铁-超镁铁岩体（272~274 Ma），黄山－镜儿泉铜镍成矿带镁铁-超镁铁岩体的

形成更早（274~298 Ma）、延续时间更长；此外，成矿带内并没有早二叠溢流玄武岩大量出露，所以，黄

山-镜儿泉铜镍成矿带含矿镁铁-超镁铁岩体的形成与地幔柱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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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山西岩体 Th/Nb-Ce/Nb图解 

黄山西岩体各岩相的 MORB 标准化微量元素蛛网图显示明显的 Nb、Ta、Ti 负异常，（87
Sr/

86
Sr)(269Ma)

值较低，而 εΝd(269Ma) 较高，这些地球化学特征难以用地壳混染来解释，而显示其原始岩浆来自于交代

地幔的部分熔融。在 εNd(269Ma) -(
87

Sr/
86

Sr)269Ma和 Th/Nb-Ce/Nb 图解中，黄山西岩体样品投点在 MORB

与俯冲循环物质之间，岛弧环境区域，说明黄山西岩体岩浆可能来源于俯冲物质析出流体交代的地幔。然

而，黄山西岩体的岩相学特征与阿拉斯加型岩体存在差别。 

鉴于东天山地区的俯冲碰撞事件结束于晚石炭世，二叠世该地区已进入碰撞后阶段，本文认为不能排

除黄山西岩体形成于碰撞造山后的伸展阶段可能性。由于软流圈上涌导致被石炭世俯冲事件改造的交代地

幔发生部分熔融，在较低的温度下可以形成高镁钙碱性玄武岩浆，黄山西及黄山－镜儿泉铜镍成矿带上其

它含矿岩体与这种高镁钙碱性玄武岩浆的侵入有关，其形成过程与喀拉通克含矿岩体的成因类似（Song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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