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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山钼矿深部钻探表明矿体下部存在着矿化花岗斑岩体，所获岩芯显示其岩性主要为似斑状钾长花岗岩、黑云母
斜长花岗岩和花岗斑岩。该岩体具有高Ａｌ、Ｎａ和Ｓｒ，低Ｍｇ、Ｙ和Ｙｂ，以及高Ｓｒ／Ｙ和Ｌａ／Ｙｂ比值等特点，类似于埃达克质岩的
地球化学特征，暗示来源于较深的含石榴子石的源区；岩石形成时代和地球化学构造判别图解表明，岩体形成于造山后的构

造环境。因此，白山钼矿岩体可能为加厚下地壳熔融的产物。白山钼矿床的成矿作用可能与埃达克质岩浆活动有关，其成矿

过程得益于高Ｍｏ丰度的地壳源区、成岩过程中提供流体和岩浆高氧逸度环境等。
关键词　　地球化学；花岗斑岩体；埃达克质岩；白山钼矿；东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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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新疆东天山造山带位于中亚增生型造山带南缘，是全球

显生宙陆壳增生与改造最显著的地区，其形成和演化过程经

历了多岛海型俯冲增生、陆陆碰撞和地体拼贴等复杂地质
作用（李锦轶等，２００６；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发育多种类
型成矿系统（陈衍景，２０００；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２）。特别
是晚古生代以来，东天山造山带进入大陆碰撞造山和后碰撞

构造演化阶段，发育了多种与大陆碰撞及造山过程有关的成

岩成矿作用（Ｃｈｅｎ，１９９６；陈衍景等，１９９５），形成多种矿床
类型，如康古尔土屋赤湖黄山（铜、金、钼、镍等）多金属成
矿带（秦克章等，２００２；王京彬和徐新，２００６；周涛发等，
２０１０）。对这些矿床成岩和成矿过程的研究，无疑对深入认
识该区大陆碰撞造山过程和成矿规律有重要意义。

东天山白山斑岩型钼（铜、铼）矿床位于吐哈盆地东缘，

康古尔韧性剪切带东段南侧，属康古尔土屋赤湖黄山成矿
带的东延部分（秦克章等，２００２）。目前已开展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矿区内的地质特征、蚀变分带、成矿过程、成矿年代等

（秦克章等，２００２；贺静等，２００２；邓刚等，２００３，２００４；李华芹
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张达玉等，２００９），以及矿
区周边出露花岗质岩体的岩石学、地球化学、同位素年代学

等上（李华芹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周涛发等，２０１０）。但由于取样
困难，与成矿密切相关的深部斑岩体相关研究至今仍为空

白，已严重制约了对东天山白山斑岩型钼（铜、铼）矿床成岩

成矿作用的认识和理解。幸运的是，近年来，随着新疆地勘

局对白山钼矿开展深部找矿工作，进行了矿区超深钻孔岩芯

取样，使得研究深部斑岩体成为可能。本文选择来之不易的

深部斑岩体岩芯样品为研究对象，开展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研

究，旨在确定深部斑岩体的岩石成因，并讨论岩体与钼矿化

之间的成因联系。

２　区域地质特征

新疆东天山位于巴仑台以东，吐哈盆地以南的天山地

区。该区地质构造单元主要为北天山晚古生代造山带、中天

山地块和南部塔里木板块北缘。白山钼矿位于东天山觉罗

塔格构造带的东部，区域上隶属于塔里木板块北缘觉罗塔格

石炭纪岛弧带（秦克章等，２００２）。该区区域断裂构造发育，
从北向南依次分布有康古尔塔格深大断裂、镜儿泉大断裂和

干墩大断裂等、镜儿泉和干墩等深大断裂（李华芹等，２００６）。
觉罗塔格也是重要的多金属成矿带，区内主要发育与基性
超基性杂岩带有关的黄山镜儿泉铜、镍矿，康古尔塔格铬铁
矿，与次火山岩有关的土屋延东斑岩铜、金矿，东戈壁白山
斑岩钼矿，与火山和火山沉积岩有关的红云滩库姆塔格雅
满苏铁、铜、金矿等。

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有分布于矿区北部的长城系咸水

泉岩组（Ｃｈｘ）斜长变粒岩和含石墨云英岩化云母斜长变粒
岩；西部沿康古尔大断裂南侧呈近东西向条带状分布的蓟县

系镜儿泉组（Ｊｘｊ）绿片岩相变质岩；矿区西北角的泥盆系大
南湖组（Ｄ１ｄ）中基性 中酸性火山碎屑岩及火山熔岩；中南
部的下石炭统干墩组（Ｃ１ｇ）含石榴子石二云母石英片岩、黑
云母石英片岩、黑云母石英微晶片岩、黑云母长英质角岩、长

石石英变粒岩；以及侏罗系野马泉组（Ｊ１ｙ）陆相碎屑沉积岩
和第四系冲洪积砂砾石等（图 １；邓刚等，２００４；李华芹等，
２００５）。

白山地区广泛分布不同时代的侵入岩，以酸性岩为主，

局部分布少量中基性岩和超基性岩。主要分布在康古尔深
大断裂和干墩大断裂间，包括加里东期斜长花岗岩石英闪
长岩、海西期斜长二长花岗岩、海西期闪长岩类和基性超基
性岩类、燕山期黑云母花岗岩（图１；李华芹等，２００５）。区内
脉岩发育，如花岗岩脉和花岗伟晶岩脉等，主要分布于任性

剪切带和酸性侵入体附近（贺静等，２００２）。

３　矿床地质特征

白山钼矿床呈近东西向展布，整个矿带长约 １０ｋｍ，宽
４００～７００ｍ。矿区构造格局总体上受北部ＥＷ向干墩大断裂
控制，其派生的次级断裂发育，走向 ＮＥＥ向，是区内的主导
构造（邓刚等，２００４；张达玉等，２００９）。矿区内矿体沿走向变
化稳定，矿体形态较简单，以似层状为主，个别为透镜状（图

２；邓刚等，２００４；李华芹等，２００６）。
矿床的赋矿围岩为干墩组（Ｃ１ｇ），干墩组（Ｃ１ｇ）从下到

上可分为四个岩性段：第一岩性段（Ｃ１ｇ
１）为含碳黑云母微晶

片岩，分布于矿区的北部、中部和南部；第二岩性段（Ｃ１ｇ２）为
黑云母长英质角岩夹堇青石二云母长英质角岩、黑云母微晶

片岩和阳起绿帘片岩，主要分布于矿区中偏南部；第三岩性

段（Ｃ１ｇ３）为阳起片岩、黑云斜长角岩、透辉黝帘斜长角岩，分
布于矿区中部。第四岩性段（Ｃ１ｇ４）为炭质微晶片岩夹条带
状黑云母变粒岩和二云母微晶片岩，分布于矿区的西部和北

部（李华芹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６）。钼矿层位于第二岩性段下部层
位的黑云变粒岩和黑云母微晶片岩中（邓刚等，２００４；李华芹
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矿区内岩浆侵入活动较发育，主要有东部的印支期黑云

母斜长花岗岩、南部的燕山期黑云母斜长花岗岩和印支期黑

云母斜长花岗斑岩（李华芹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６）。这些侵入岩与
干墩组（Ｃ１ｇ）地层侵入接触，界线清楚（张达玉等，２００９）。
另外，钻孔中发现蚀变的矿化花岗斑岩（邓刚等，２００３），暗示
矿区深部存在与矿化有关的花岗质斑岩体（邓刚等，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在钼矿化带范围内石英脉十分发育，钼矿体产出部位石

英网脉更为发育，以钼矿体为中心，向两侧石英脉则渐变稀

疏以至消失。矿体钼品位变化范围为００３０％～０１０６％，矿
区平均品位００６％。矿石中伴生组分 Ｒｅ、Ｓ含量较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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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新疆东天山白山地区区域地质简图（据李华芹等，２００５修改）
１第四系冲洪积砂砾石；２下侏罗统野马泉组；３下石炭统干墩组；４下泥盆统大南湖组；５蓟县系镜儿泉组；６长城系咸水泉组；７燕山期黑

云母花岗岩；８海西期基性超基性岩；９海西期闪长岩类；１０海西期斜长二长花岗岩；１１加里东期斜长花岗岩石英闪长岩；１２花岗伟晶岩

脉；１３花岗岩脉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Ｂａｉｓｈａｎａｒｅａ，Ｅａｓｔ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ｆｔｅｒ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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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白山钼矿区地质图（据张达玉等，２００９修改）
１干墩组第一岩性段含碳黑云母微晶片岩；２干墩组第二岩性段黑云母微晶片岩、绿帘石化片岩及少量黑云母长英质角岩；３干墩组第三岩

性段黑云斜长角岩、黝帘石化斜长角岩；４干墩组第四岩性段碳质微晶片岩夹条带状黑云母变粒岩和二云母微晶片岩；５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６花岗斑岩（脉）；７矿体及编号；８产状；９向斜；１０断层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Ｂａｉｓｈａｎ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ｆｔｅｒ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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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白山钼矿岩芯样品手标本及正交偏光显微照片
（ａ）钾长花岗岩中的含矿石英脉；（ｂ）花岗斑岩；（ｃ）钾长花岗

岩；（ｄ）黑云母斜长花岗岩Ｂｉ黑云母；Ｋｆ钾长石；Ｐｌ斜长石；

Ｑ石英

Ｆｉｇ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ｅｄ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ｌｉｇｈｔ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Ｂａｉｓｈａｎ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ｑｕａｒｔｚｖｅｉｎｌｅｔｉｎｍｏｙｉｔｅ；（ｂ）ｇｒａｎ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ｍｏｙｉｔｅ；

（ｓ）ｂｉｏｔｉｔｅｐｌａｇｉ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Ｂｉｂｉｏｔｉｔｅ；Ｋｆ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Ｐｌ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

Ｑｑｕａｒｔｚ

Ｒｅ平均含量达１０×１０－６（邓刚等，２００３，２００４）。矿区中的
岩石蚀变类型复杂多样，与钼矿化关系比较密切的蚀变为硅

化、钾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围岩普遍具有热液接触变质

现象，形成了黑云母长英质角岩（张达玉等，２００９）。

４　样品和分析方法

白山钼矿岩芯样品来自ＺＫ３１２、ＺＫ１５５二个钻孔，岩性
主要为似斑状钾长花岗岩和黑云母斜长花岗岩以及花岗斑

岩，这些花岗质岩类通常被含矿的石英钾长石脉体穿插（图
３ａ）。花岗斑岩呈浅肉红色，斑状结构，镜下主要见钾长石和
石英斑晶，斜长石较少，见极少量角闪石，基质为细粒结构，

成分主要为石英，副矿物为磁铁矿、榍石等（图３ｂ）。钾长花
岗岩和黑云母斜长花岗岩均为似斑状中粒花岗结构，块状构

造，前者为肉红色，主要矿物为钾长石、斜长石和石英，含少量

黑云母；后者为灰白色，主要矿物为斜长石、石英、黑云母和微

斜长石等，副矿物主要为磁铁矿、榍石、锆石等（图３ｃ，ｄ）。
样品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的测定均在中国科学院广州

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首

先，通过粗碎等方式剔除岩石样品中的热液脉体，然后用去

离子水超声冲洗，晾干，再用碳化钨钵体磨成可过２００目筛
的粉末。每次换磨样品时，均先用自来水冲洗钵体并用酒精

棉擦拭，以防止样品间相互污染。按实验流程，分别取适量

样品利用碱熔法（测主量元素）和酸溶法（测微量元素）对样

品进行前处理。主量元素的分析采用Ｒｉｇａｋｕ１００ｅ型Ｘ射线
荧光光谱仪（ＸＲＦ），分析精度优于１％ ～５％，详细前处理及
分析步骤见刘颖等（１９９６）。微量元素的分析采用 Ｐｅｒｋｉｎ
ＥｌｍｅｒＳｃｉｅｘＥｌａｎ６０００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ＩＣＰ
ＭＳ），分析精度一般为２％～５％，具体测试方法见Ｌｉ（１９９７）。
白山钼矿岩芯样品的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测定结果见表１。

４１　主量元素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样品 ＳｉＯ２含量范围在 ６８５４％ ～

７４６８％，以高 Ｎａ２Ｏ（２７０％ ～４９９％）和 Ａｌ２Ｏ３（１３６６％ ～
１５０５％）为特征，Ｋ２Ｏ含量也较高，范围在３３６％～６８４％，
而ＭｇＯ含量（０３４％ ～０６８％）较低。在 Ｋ２ＯＳｉＯ２图解（图
４ａ）中，样品主要落入高钾钙碱性系列。样品的Ａ／ＣＮＫ范围
为０９～１１，表现为弱的准铝质到弱过铝质岩石性质（图
４ｂ）。在ＡｂＡｎＯｒ标准矿物图解（图５）中，所有样品均落入
花岗岩范围。

图４　白山花岗岩类Ｋ２ＯＳｉＯ２图解（ａ）和Ａ／ＮＫＡ／ＣＮＫ图解（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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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白山钼矿岩芯样品的主量元素（ｗｔ％）和微量元素（×１０－６）组成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ａｊｏｒ（ｗｔ％）ａｎ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１０－６）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Ｂａｉｓｈａｎ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

样品号 ＢＳ１ ＢＳ２ ＢＳ６ ＢＳ１０ ＢＳ１２ ＢＳ３０ ＢＳ３５ ＢＳ３６

岩性 钾长花岗岩 花岗斑岩 钾长花岗岩
黑云母斜长

花岗岩

黑云母斜长

花岗岩

黑云母斜长

花岗岩
钾长花岗岩 钾长花岗岩

位置 钻孔ＺＫ３１２ 钻孔ＺＫ１５５
ＳｉＯ２ ６９８６ ６８５４ ７３５７ ７１７５ ７１１５ ７４６８ ７１８２ ７２５１
ＴｉＯ２ ０２８ ０３９ ０１８ ０２７ ０３１ ０２４ ０２７ ０２９
Ａｌ２Ｏ３ １４０４ １４３３ １３６６ １４５４ １５０５ １２９４ １４３９ １４３１
Ｆｅ２ＯＴ３ １９２ １８９ １２５ １７１ １８７ １７４ １７３ １６８
ＭｎＯ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ＭｇＯ ０４８ ０６８ ０３４ ０５０ ０６０ ０４５ ０５１ ０５０
ＣａＯ １９９ ２０９ ０８８ １２８ １１３ ０７９ １２６ １０６
Ｎａ２Ｏ ３４７ ２７０ ３９２ ４９８ ４９９ ４２１ ４５７ ４５０
Ｋ２Ｏ ５１５ ６８４ ４５５ ３４１ ３３６ ３７４ ３６０ ３８８
Ｐ２Ｏ５ ０１１ ０１６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０
ＬＯＩ ２３４ １９６ １２３ １１８ １１１ ０７５ １４６ ０８３
Ｔｏｔａｌ ９９６７ ９９６２ ９９６７ ９９７３ ９９７２ ９９６６ ９９７２ ９９６９
Ｔｉ １７６８ ２３７４ １０９７ １５９６ １８２８ １４２９ １４９２ １７６６
Ｖ ５０６６ ５１１４ ３６９５ ３５ ５０４５ ３８０１ ３８９３ ３７９９
Ｃｒ １６０３ １４１３ １７７５ １５３４ １６５９ １５５ １３８６ １６６８
Ｍｎ ２０６５ ３１１６ １６５８ ２７２３ ２９６６ ２１７８ ２１５６ ２３１３
Ｃｏ ３８２８ ２１５１ １６８３ ２６２５ ２８１ ２２４６ ２７３４ ２３５
Ｎｉ ６４５８ ６７６４ ４２８４ ４８０１ ５２６９ ３８０９ ４０１１ ４４６２
Ｒｂ １４８７ １８０ １１８３ ９５０２ ９７３２ ９８１ ８０ ９６０４
Ｓｒ ２２４６ ３４０７ ２８８５ ４７８６ ５２１２ ２８１９ ３７９６ ３９３
Ｙ ６５６２ ５７５ ３２８ ６７８２ ５３３１ ５０１６ ４６３６ ５０３１
Ｚｒ １１２２ １６８４ ８０２２ １１９ １２７９ １１１１ １１９３ １２４９
Ｎｂ ５０４３ ６９８２ ２４２５ ４７９４ ３４５４ ３６３６ ３６７９ ４３７５
Ｃｓ ４８５５ ３２７６ ２３１９ ２１７４ ２８４ ２１７６ ３５６ ２５３２
Ｂａ ７１０ ９５９ ２７５ ７００ ８１３ ５６３ ６８１ ７２３
Ｌａ １４９３ ２４３７ １２９ １５９６ ２６１１ １９８９ １６３３ ２５４７
Ｃｅ ３０６１ ４９２５ ２６７８ ３１６５ ５２９５ ４００１ ３２３５ ５０４１
Ｐｒ ３５５３ ５７９ ３１１４ ３４７５ ６１１１ ４４８８ ３６１３ ５６７４
Ｎｄ １２９１ ２０７１ １１６ １２１７ ２２６５ １５８８ １３ １９９１
Ｓｍ ２４２７ ３４４５ １９８９ ２３７１ ３７３２ ２７４４ ２３２７ ３１５
Ｅｕ ０５１５ ０７６６ ０４４ ０５１９ ０６４４ ０４９８ ０５３１ ０５７６
Ｇｄ １８３５ ２２１４ １２４１ １８５７ ２２６４ １７９８ １４９２ １９３９
Ｔｂ ０２３９ ０２５６ ０１４５ ０２４６ ０２４ ０２２２ ０１９６ ０２２５
Ｄｙ １２９９ １２３７ ０６９３ １２９５ １１２６ １１ ０９５７ １０４
Ｈｏ ０２４１ ０２１９ ０１２４ ０２３６ ０１９９ ０１８９ ０１８ ０１８５
Ｅｒ ０６２９ ０５２８ ０３２ ０６５１ ０５１５ ０４８５ ０４４５ ０４５６
Ｔｍ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７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７
Ｙｂ ０５６７ ０５１４ ０３０４ ０６２９ ０５２３ ０４７２ ０３９８ ０４４６
Ｌｕ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２ ００５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７
Ｈｆ ２６７３ ３７３６ ２６０５ ３３４１ ３２７８ ２９ ３１２７ ３１３４
Ｔａ ０４３５ ０３３４ ０３１３ ０４７３ ０３４ ０４１５ ０３８４ ０５１１
Ｐｂ １８５９ ２１０１ １９９２ １６２７ １６６６ １６５１ １５８９ １６８
Ｔｈ ３４４ ５５２７ ９０７８ ６１７２ １１０６ ７８６４ ６５７６ ８１２９
Ｕ １０７８ １９８３ ４４１７ ３４２８ ２０６６ ２４６３ ３８８５ ２６１７
Ｍｇ＃ ３６９ ４５６ ３９０ ４０６ ４２９ ３７６ ４０９ ４１０
Ｓｒ／Ｙ ３４２ ５９３ ８８０ ７０６ ９７８ ５６２ ８１９ ７８１
Ａ／ＣＮＫ ０９ ０９ １１ １０ １１ １０ １１ １１
δＥｕ ０７ ０８ ０９ ０８ ０７ ０７ ０９ ０７
Ｌａ／Ｙｂ ２６３ ４７４ ４２４ ２５４ ４９９ ４２１ ４１０ ５７１

注：Ｍｇ＃＝ＭｇＯ／（ＭｇＯ＋ＦｅＯＴ）分子比，ＦｅＯＴ表示全铁；δＥｕ＝ＥｕＮ／（ＳｍＮＧｄＮ）１／２，ＳｍＮ和 ＧｄＮ为球粒陨石标准化值，球粒陨石数据引自

Ｂｏｙｎｔｏｎ，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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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白山花岗岩类ＡｂＡｎＯｒ标准矿物图解
Ｆｉｇ５　ＣＩＰＷ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ｂＡｎＯ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Ｂａｉｓｈａｎ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

４２　微量元素

所有样品的微量元素均表现为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和

亏损Ｎｂ、Ｔａ、Ｔｉ等高场强元素的特点，类似于钙碱性弧火成
岩的特征（图６ａ）。但与典型火山弧安山岩英安岩流纹岩
（ＡＤＲ）系列岩石相比，白山钼矿岩芯样品具有明显的正 Ｓｒ
异常，且重稀土元素（ＨＲＥＥ）非常亏损，Ｙ和 Ｙｂ分别低至
３２８×１０－６～６７８×１０－６和０３０４×１０－６～０６２９×１０－６，Ｅｕ
表现出弱负异常（δＥｕ＝０７～０９）（图６ａ）。

在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图解（图６ｂ）中，白山钼矿
样品的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呈现出陡峭的右倾斜特征，与典型

的火山弧ＡＤＲ系列等差别较大，暗示白山钼矿的花岗质岩
类的形成演化可能受到地幔橄榄岩的影响较小。

考虑到其高Ｓｒ和低 Ｙ、ＨＲＥＥ含量，具有类似埃达克质
岩的地球化学特征，我们利用两组经典的埃达克岩判别图解

（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９）来划分。在 Ｓｒ／ＹＹ图解（图 ７ａ）和（Ｌａ／
Ｙｂ）Ｎ（Ｙｂ）Ｎ图解（图７ｂ）中，白山钼矿岩芯样品均落入埃达
克岩区域。

５　讨论

５１　岩石成因
白山钼矿的深部岩体具有与埃达克质岩相似的高 Ｓｒ、

Ｎａ２Ｏ和Ａｌ２Ｏ３含量，低Ｙ和亏损ＨＲＥＥ含量以及高 Ｓｒ／Ｙ和
Ｌａ／Ｙｂ比值等地球化学特征，在 Ｓｒ／ＹＹ和（Ｌａ／Ｙｂ）Ｎ（Ｙｂ）Ｎ
判别图解（图７）中落入埃达克岩的范围。因此，可以考虑用
埃达克质岩的形成模式来探讨白山钼矿深部斑岩体的成因。

埃达克质岩石的成因模型至少包括：俯冲洋壳的熔融

（Ｄｅｆａｎｔａｎｄ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１９９０；Ｇｕｔｓ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增厚的
下地壳镁铁质岩石熔融（ＡｔｈｅｒｔｏｎａｎｄＰｅｔｆｏｒｄ，１９９３；Ｘｉｏｎｇｅｔ

图６　白山花岗岩类微量元素蛛网图（ａ，原始地幔值据
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和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图（ｂ，
球粒陨石值据Ｂｏｙｎｔｏｎ，１９８４；火山弧ＡＤＲ系列及及埃达
克岩范围据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Ｆｉｇ６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ｏｆｔｈｅＢａｉｓｈ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
Ｔｈｅｄａｔａｆｏｒ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ｔｌｅａｎｄ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ａｆｔｅｒ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

（１９８９） ａｎｄＢｏｙｎｔｏｎ（１９８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ｏｆ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ａｒｃＡＤＲａｎｄａｄａｋｉｔｅａｒｅａｆｔｅｒ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ａｌ，２００１，２００３；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拆
沉下地壳的熔融（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２；王强等２００４）；基性岩浆
在厚的地壳底部通过石榴子石 ±角闪石结晶分异和混染作
用（ＡＦＣ过程）而形成（ＦｅｅｌｅｙａｎｄＨａｃｋｅｒ，１９９５；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２００９，２０１１）以及地幔岩浆与地壳岩
浆的混合作用（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２００６；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等。

俯冲带环境地幔楔对熔体的交代作用以及地幔岩浆的

混合作用，都会使得岩浆中ＭｇＯ含量升高（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ｅｔａｌ，
１９９６；Ｄｅｆａｎ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２００６；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这与白山钼矿的埃达克质岩低 ＭｇＯ含量不符合。在 ＭｇＯ
ＳｉＯ２图解（图８ａ）中，白山钼矿样品的 ＭｇＯ含量甚至比加厚
下地壳熔融成因的西天山尼勒克群吉萨依埃达克质岩的还

要低，暗示不可能有地幔岩浆的混染。基性岩浆在厚的地壳

底部通过石榴子石 ±角闪石结晶分异和混染作用（ＡＦＣ过
程），使得岩浆中Ｙ和ＨＲＥＥ含量快速亏损，而对岩浆中的Ｓｒ
和ＬＲＥＥ含量几乎无影响，结果导致剩余岩浆中Ｓｒ／Ｙ和Ｌａ／
Ｙｂ增大（ＦｅｅｌｅｙａｎｄＨａｃｋｅｒ，１９９５；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２００９），这与本
区埃达克质岩Ｓｒ含量不太高（Ｓｒ含量为２２５×１０－６～５２１×
１０－６）、Ｙ和Ｙｂ较低、Ｓｒ／Ｙ和Ｌａ／Ｙｂ比值较大比较相似。然

２７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１）



图７　白山花岗岩类的Ｓｒ／ＹＹ图解（ａ）和（Ｌａ／Ｙｂ）Ｎ（Ｙｂ）Ｎ图解（ｂ）（据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９）

Ｆｉｇ７　Ｓｒ／Ｙ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ａｎｄ（Ｌａ／Ｙｂ）Ｎ（Ｙｂ）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ｏｆｔｈｅＢａｉｓｈ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ａｆｔ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９）

图８　白山花岗岩类ＭｇＯＳｉＯ２图解（ａ）和Ｌａ／ＹｂＳｉＯ２图解（ｂ）
库勒萨依样品数据引自李永军等（２００８）、朱志敏等（２０１２）；群吉萨依样品数据引自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Ｆｉｇ８　ＭｇＯＳｉＯ２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ａｎｄＬａ／ＹｂＳｉＯ２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ｏｆｔｈｅＢａｉｓｈ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
ＤａｔａｏｆＫｕｌｅｓａｙｉａｆｔｅｒ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ａｎｄ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ｄａｔａｏｆＱｕｎｊｉｓａｙｉａｆｔｅｒ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ａｎｄ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而本区未发现同源的基性和中性火成岩，因此由基性岩浆结

晶分异而来的可能性不大。

拆沉下地壳熔融形成的埃达克岩通常因为与幔源岩浆

发生混合，故而 Ｍｇ＃也会比较高（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２）。但白山
钼矿岩芯样品的Ｍｇ＃较低（Ｍｇ＃范围为３６９～４５６），显示不
可能混合了地幔橄榄岩。而增厚的下地壳镁铁质岩石熔融

形成的埃达克质岩通常较富 Ｎａ、Ｋ含量，ＭｇＯ含量则较低
（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对比之下，白山钼

矿岩芯样品的地球化学特征更接近于增厚的下地壳熔融成

因的埃达克质岩。将本区样品与新疆西天山两类典型埃达

克质岩进行对比，在 ＭｇＯＳｉＯ２图解（图 ８ａ）和 Ｌａ／ＹｂＳｉＯ２
图解（图８ｂ）中可以看出，白山钼矿岩芯样品的 ＭｇＯ含量和
Ｌａ／Ｙｂ比值范围均与加厚下地壳熔融成因埃达克质岩（群吉

萨依）较为类似，而不同于俯冲板片熔融成因的埃达克质岩

（库勒萨依）。此外，白山钼矿岩芯样品的轻、重稀土元素发

生了强烈分馏（Ｌａ／Ｙｂ范围为２５４～４９９），说明源区有石榴
子石残留。实验岩石学表明，符合埃达克质岩地球化学特征

的岩浆形成压力至少在 １５ＧＰａ（熊小林等，２００５ａ；Ｘｉｏ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即白山钼矿区深部斑岩体的源区熔
融深度可能在５０ｋｍ以上。

因此，白山钼矿岩芯样品的地球化学特征表明，矿区深

部花岗斑岩体很可能与加厚的下地壳铁镁质岩石熔融有关。

考虑到本区埃达克质岩 Ｓｒ含量不高，Ｓｒ／Ｙ和 Ｌａ／Ｙｂ比值较
大，暗示岩浆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可能发生了一定的结晶分

异作用。

５２　岩石构造意义

前人对白山钼矿区周围的花岗质岩体（脉）开展了一系

列研究工作，以讨论与钼矿化有关的岩体的成岩和成矿背

景。如李华芹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分别获得矿区西部白山西岩

３７１朱志敏等：新疆东天山白山钼矿深部岩体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意义



图９　白山钼矿埃达克质岩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图（ａ，球粒陨石值据 Ｂｏｙｎｔｏｎ，１９８４）和 Ｒ１Ｒ２构造判别图解（ｂ，据 Ｄｅｌａ
Ｒｏｃｈ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０）
图（ａ）中北疆泥盆石炭纪埃达克岩和二叠纪埃达克岩范围据朱志敏等，２０１２；图（ｂ）中Ｒ１＝４Ｓｉ１１（Ｎａ＋Ｋ）２（Ｆｅ＋Ｔｉ）；Ｒ２＝６Ｃａ＋２Ｍｇ

＋Ａｌ

Ｆｉｇ９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ｆｔｅｒＢｏｙｎｔｏｎ，１９８４）ａｎｄＲ１Ｒ２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ａｆｔｅｒ
ＤｅｌａＲｏｃｈ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０）ｏｆｔｈｅＢａｉｓｈ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
ＩｎＦｉｇ９ａ：ａｄａｋｉｔｅｚｏｎｅｓｏｆＮｏｒｔｈ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ｆｔｅｒ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ｉｎＦｉｇ９ｂ：Ｒ１＝４Ｓｉ１１（Ｎａ＋Ｋ）２（Ｆｅ＋Ｔｉ）；Ｒ２＝６Ｃａ＋２Ｍｇ＋Ａｌ

体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１８１±３Ｍａ、
矿区南部斜长花岗斑岩ＴＩＭＳ锆石ＵＰｂ年龄为２３５～２４５Ｍａ
和东部红柳沟黑云母花岗岩的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
２３９Ｍａ±８Ｍａ；周涛发等（２０１０）测得矿区东部花岗岩（狼井岩
体）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年龄为２８４５±４５Ｍａ。

另外，对白山钼矿矿石年龄的研究表明，钼矿化年龄与

矿区周围花岗质岩类相近（李华芹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６），暗示白山
钼矿深部矿化斑岩体与这些花岗质岩类可能具有相似的形

成背景。事实上，钻孔资料显示深部蚀变的花岗斑岩属燕山

期（邓刚等，２００３），即矿区深部斑岩体的岩浆活动时间与矿
区周边花岗质岩类相近。

从白山钼矿岩芯样品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图（图９ａ）可
以看出，样品表现出类似新疆北部二叠纪埃达克质岩的元素

分布特征，暗示白山钼矿深部岩体来源于一个较深的熔融源

区，熔融深度在角闪岩相榴辉岩相过渡范围（熊小林等，
２００５ａ；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从花岗岩类 Ｒ１Ｒ２构造判别图
解（图９ｂ）可看出，白山钼矿岩芯样品均分布于造山作用晚
期向造山后演化的阶段，即由碰撞后伸展向板内演化的过

程。因此，白山钼矿区深部的斑岩体形成于本区碰撞加厚下

地壳的部分熔融。

区域大地构造和本区花岗质岩类研究表明，东天山觉罗

塔格地区在二叠纪以后已经进入后碰撞演化阶段转向区域

构造板内演化阶段（李锦轶等，２００６；周涛发等，２０１０），且广
泛发育与底侵作用有关的花岗质岩浆活动（顾连兴等，

２００６）。这些认识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

５３　成岩与矿化关系

关于白山钼矿成矿时代和成矿作用期次，尚有争议。主

要观点有晚古生代石炭纪（含矿石英脉Ｐｂ同位素：３１４～３２６

Ｍａ，周济元等，１９９６）成矿，中三叠世（黄铁矿和辉钼矿 Ｒｅ
Ｏｓ：２２５Ｍａ和 ２２４８Ｍａ，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辉钼矿 ＲｅＯｓ：
２２５８Ｍａ，张达玉等，２００９；辉钼矿ＲｅＯｓ等时线：２２９Ｍａ，李华
芹等，２００６）成矿，以及早侏罗世（含矿石英脉中石英 ＲｂＳｒ
等时线和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坪年龄：１８０～１９４Ｍａ，李华芹等，２００５）成
矿。其中，李华芹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６）认为该钼矿床经历了印支
期和燕山期两期成矿作用，早期成岩成矿作用发生于中三叠

世，晚期成岩成矿作用发生于早侏罗世。

大量的岩石和矿石年代学证据表明白山钼矿形成至少

经历了中三叠世成岩、成矿事件，并与本区二叠纪以来的底

侵作用及酸性岩浆活动密切相关。白山钼矿的矿床地质特

征和地球化学特征表明该矿床是典型的斑岩型钼矿床，成矿

物质主要来源于矿体深部的矿化花岗斑岩体（周济元等，

１９９６；邓刚等，２００３）。我们认为白山钼矿床的 Ｍｏ矿化过程
与深部的埃达克质岩（即钻孔中获得的样品）形成过程密切

相关。

在全球范围内，埃达克质岩浆活动与斑岩型 ＣｕＡｕＭｏ
Ａｇ矿床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Ｔｈｉｅｌｅｍｏｎ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ＳａｊｏｎａａｎｄＭａｕｒｙ，１９９８；Ｏｙａｒｚ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Ｓｕ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埃达克质岩有利的成矿因素可能与其独特源区组成
以及其形成过程中高氧逸度（ｆＯ２）和富流体环境有关
（Ｏｙａｒｚ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熊小林等，２００５ｂ）。

白山钼矿深部矿化斑岩体源区为加厚的下地壳，而地壳

中Ｍｏ的丰度较高。白山地区花岗岩中Ｍｏ含量高于花岗岩
克拉克值７～８倍（邓刚等，２００３），表明本区源岩具有富 Ｍｏ
的特点。下地壳在受到底侵热源或自身加厚温压达到液相

线时发生部分熔融，地壳中的 Ｍｏ元素进入岩浆。埃达克质
岩浆具有高 ｆＯ２的特征（Ｏｙａｒｚ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有效抑制了
Ｍｏ的硫化物沉淀，使得成矿元素（Ｍｏ）能够在岩浆中富集。

４７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１）



图１０　白山钼矿成岩成矿模式示意图（据赵振华等，
２００４；张达玉等，２００９修改）
Ｆｉｇ１０　Ｓｋｅｔｃｈ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Ｂａｉｓｈａｎ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ｆｔｅｒ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Ｚ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同时，埃达克质岩浆形成过程中伴随着角闪石分解脱水作用

（Ｒａｐｐｅｔａｌ，１９９９），脱水形成的流体加大了埃达克质岩浆的
运移、上侵能力，使之沿着岩浆通道富集和运移含矿熔体，形

成含矿大岩浆房（图１０）。
富含Ｍｏ金属元素的埃达克质岩浆上升到地壳浅部时，

压力快速释放，Ｍｏ的配合物出溶并进入流体相，形成富 Ｍｏ
成矿热液。含矿热液沿着各种裂隙通道运移、循环，并可能

与大气降水混合，使得成矿热液温度、压力下降和ｐＨ值升高
（邓刚等，２００４；张达玉等，２００９）。通过水岩作用，Ｍｏ等成
矿物质沉淀富集，形成白山钼矿床。

６　结论

（１）新疆东天山白山钼矿的深部钻探表明其深部存在与
矿化有关的似斑状花岗岩和花岗斑岩，其岩性主要为钾长花

岗岩、黑云母斜长花岗岩和花岗斑岩。这些样品具有高

Ａｌ２Ｏ３、Ｎａ２Ｏ和Ｓｒ含量，低 ＭｇＯ、Ｙ和 Ｙｂ含量等埃达克质岩
的地球化学特征。

（２）地球化学研究表明白山钼矿深部花岗质斑岩是典型
的加厚下地壳熔融成因的埃达克质岩，形成于东天山碰撞后

演化阶段转向板内演化阶段的构造背景。

（３）白山钼矿床的成矿作用与埃达克质岩浆演化有关，
加厚下地壳熔融成因的埃达克质岩由于其高 Ｍｏ含量源区，
成岩过程中提供流体以及岩浆高氧逸度环境等可能是成矿

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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