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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南天山盲起苏晚石炭世侵入岩的确定及对

南天山洋盆闭合时限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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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天山额尔宾山中部出露的盲起苏侵入岩主要由花岗闪长岩组成，前人认为是泥盆纪产物，对其中锆石进行
ＳＨＲＩＭＰ定年，获得侵入岩形成年龄２９６９±５４Ｍａ和３０４２±１１６Ｍａ。其岩石学具有偏铝和过铝同碰撞花岗岩的特征，结合
该带二叠纪后造山花岗岩及其它方面的区域资料，从而提出南天山古生代洋盆的闭合时限为晚石炭世。

关键词　　盲起苏侵入岩；ＳＨＲＩＭＰ；同碰撞；洋盆闭合时限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５８８．１２２；Ｐ５９７．３

　　西南天山的地质研究一直是中亚成矿域研究的热点，尤
其是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矿业部门在中亚成矿域加大了矿产

资源勘查工作的力度，大大促进了地质矿产资源研究的进

展，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李锦轶等，２００６；高峻等，２００６；朱
永峰等，２００７ａ，ｂ；朱永峰，２００７）。南天山造山带位于天山山
脉南部，在中亚地区，呈北西走向、向南西凸出的弧形，在中

国境内呈近东西走向、向北凸出的弧形，主要由哈尔克山、额

尔宾山、虎拉山等组成。该带主要由古生代陆缘岩系和洋的

残余组成。出露较少的花岗岩质侵入岩。额尔宾山位于南

天山中段腹地，北以乌瓦门断裂为界与巴仑台地块相邻，南

以开都河与虎拉山分开，东西分别与巴音布鲁克、焉耆盆地

相连，地势总体北高南低，西高东低，中部高东西两侧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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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中高山为主，地形切割较强，山顶宽广平坦。其中和静一

带盲起苏侵入岩为该带中出露的主要侵入体，前人对其形成

时代和构造背景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对其精确定年及其构造

背景的研究，对古生代南天山洋盆的闭合时限进行了讨论。

图１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Ａ）及采样位置图（Ｂ）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Ｂ）
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ｒｅａ

１　区域地质背景

额尔宾山为南天山古生代造山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岩石组成主要以古生代陆源碎屑岩、碳酸盐岩为主，其中以

泥盆纪地层占主体。在东部有少量的晚志留统，在西北角有

少量的震旦纪冰碛砾岩和砂泥岩出露。在开都河两侧一带

发育较多的早泥盆世中基性钙碱性火山岩。岩层均已浅变

质，变质变形总体北强南弱，构造样式从山系中部向南北两

侧总体为一正扇形。从北向南额尔宾山可分为巴仑台地块、

额尔宾山古生代北缘增生楔、额尔宾山弧前增生带、库勒

湖—大山口水电站火山岛弧等（图１Ａ）。额尔宾山盲起苏石
炭纪侵入岩侵位于额尔宾山弧前增生杂岩带中。组成额尔

宾山弧前增生杂岩的陆源碎屑岩为泥盆纪地层，从下泥盆统

到上泥盆统均有出露，下泥盆统在该带占主体，岩石组合主

要为一套细碎屑岩夹碳酸盐岩，下部与早古生代地层阿尔皮

什麦布拉克组为整合过渡关系，其上被萨尔明组角度不整合

覆盖或为断层接触。

２　样品采集位置及样品特征

盲起苏侵入体分布于额尔宾山中部地区，由巨大岩基出

露于盲起苏至哈尔萨拉一带，近东西向展布。岩体南界面平

直，向北陡倾；北界面略有弯曲，向北倾。岩体侵入泥盆纪地

层中，围岩为一套陆源碎屑沉积岩，岩体围岩残留体及捕虏

体较多，接触带围岩蚀变较强，发育角岩化、矽卡岩化、硅化、

大理岩化等。岩性主要有中细粒花岗闪长岩、中粗粒花岗闪

长岩、中粗粒似斑状花岗闪长岩等。该岩体时代一直认为是

泥盆纪侵入岩，作者对该岩体中细粒花岗闪长岩、似斑状中

粗粒花岗闪长岩中分别取锆石 ＵＰｂＳＨＲＩＭＰ同位素年龄样
ＳＴ０４、ＳＴＯ６（图１Ｂ）。

所采样品为灰白色细中粒花岗闪长岩和似斑状中粗粒

花岗闪长岩，细中粒花岗和似斑状结构，块状构造。岩石由

钾长石１０％、斜长石５４％、石英２５％、黑云母１０％、白云母
１％组成，另有微量磷灰石。

３　样品测试与结果分析

锆石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实验室按照常规方法分选，然后

在双目镜下进一步选出测年的锆石颗粒，与标样一起置于环

氧树脂做成的样品靶，将靶上锆石磨至一半，使锆石内部暴

露，接着进行锆石透射、反射光的照射和分析，抛光、清洗、镀

金，然后进行ＳＨＲＩＭＰ分析。在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像（图２）
中，锆石大部分呈短柱状，晶形比较完整，环带发育，均具典

型的岩浆成因锆石的特征。

锆石的ＳＨＲＩＭＰ分析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 ＳＨＲＩＭＰⅡ
上进行。使用的标准锆石为 ＳＬ１３（铀含量２３８×１０－６，年龄
为５７２Ｍａ）和ＴＥＭ（年龄为４１７Ｍａ），前者用于标定 Ｕ、Ｔｈ和
Ｐｂ的含量，后者用于校正年龄。ＴＥＭ和未知样品的分析按
照１３进行，其成果见表１和图３。表１中显示似斑状花岗
闪长岩１１个样中有９个点年龄较集中，９个点加权年龄为
２９６９±５４Ｍａ，而另２个点年龄较大，通过对锆石晶形的研
究，判断为捕获锆石，其中有一个锆石年龄达到１６０８Ｍａ，说
明来自古老的结晶基底；中细粒花岗闪长岩的５个点的年龄
都比较集中，其加权年龄为３０４２±１１６Ｍａ。总的来说，盲
起苏岩体侵入时代为晚石炭—早二叠世。

４　盲起苏侵入岩构造属性

盲起苏侵入体镜下定名均为花岗闪长岩，仅是岩石结构

有所变化，有中粗粒、细粒及似斑状等，说明均为同源演化，

只是先后结晶的问题，岩石中普遍含有白云母，为确定其形

成构造背景，我们在该岩体中采了５个岩石化学样，由中国
地科院测试中心完成，其常量元素、稀土元素、微量元素成果

见表 ２。从表 ２中可以看出，ＳｉＯ２含量在 ６８１７％ ～
７３５４％间，均为酸性岩，σ在１７５～２４４间，为钙碱性岩系。
Ａ／ＮＫＣ大部分在１０～１２间，为偏铝和过铝质的，钾钠和在
６４９％～８２８％间，基本为高钾。稀土元素总量变化较大，
ΣＲＥＥ在５６８×１０－６～１４１１×１０－６间，稀土配分型式为轻稀
土富集、重稀土平坦（图４左），Ｅｕ略负异常，其分配型式和
壳源的相似。微量元素蛛网图中显示具有 Ｓｒ、Ｐ、Ｔｉ、Ｎｂ的亏
损（图４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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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ＳＴ０６６和ＳＴ０６４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ｚｉｒｃｏｎＳＨＲＩＭＰｄ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ＳＴ０６６ａｎｄＳＴ０６４

点号
Ｕ

（×１０－６）

Ｔｈ

（×１０－６）

２３２Ｔｈ
２３８Ｕ

Ｐｂ

（×１０－６）

２０６Ｐｂｃ
％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误差

％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误差

％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误差

％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年龄／Ｍａ
误差±Ｍａ

ＳＴ０６６１ １０９ １１６ １１０ ２６６ ０４１ ０１２１２ ２０ ４７３ ２７ ０２８３３ １８ １，６０８ ２６
ＳＴ０６６２ ７３８ ４４ ００６ ２９４ ０４１ ００５１８ ２８ ０３２９ ３３ ００４６１２ １７ ２９０６ ４８
ＳＴ０６６３ ２２２２ １６９ ００８ ９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５１９３ ０８０ ０３３７７ １８ ００４７１６ １６ ２９７１ ４８
ＳＴ０６６４ ２７３４ ２０２ ００８ １０８ ０２４ ００５１３０ ０９０ ０３２５５ １９ ００４６０１ １６ ２９００ ４７
ＳＴ０６６５ ９０４ ２９ ００３ ３８０ ０２６ ００５２０３ １３ ０３５００ ２１ ００４８７９ １７ ３０７１ ５０
ＳＴ０６６６ ７７１０ ８７ ００１ ３２４ ０５４ ００５１３１ １１ ０３４４４ １９ ００４８６７ １６ ３０６４ ４９
ＳＴ０６６７ ２８７１ １７０ ００６ １１５ ０１４ ００５２０８ ０７４ ０３３３６ １８ ００４６４６ １６ ２９２７ ４７
ＳＴ０６６８ ２１７０ ８８ ００４ ９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５２１４ ０７１ ０３４８２ １８ ００４８４４ １６ ３０４９ ４９
ＳＴ０６６９ ３５４ ２５１ ０７３ １４２ １００ ００４９５ ４７ ０３１５ ５０ ００４６１６ １７ ２９０９ ４９
ＳＴ０６６１０ １５１１ ５４ ００４ ６０６ ０１６ ００５２４９ １１ ０３３７５ ２０ ００４６６２ １７ ２９３８ ４７
ＳＴ０６６１１ ３２２ ２７１ ０８７ １９３ ０１７ ００５５８６ １５ ０５３６４ １７ ００６９６４ ０６９ ４３４０ ２９
ＳＴ０６４１ ４３２ ３０９ ０７４ １８１ ０４５ ００５２９ ３５ ０３５３ ３６ ００４８０４ ０６５ ３０４８ ２０
ＳＴ０６４２ １０３３ ７１２ ０７１ ４３１ ０３４ ００５１７４ １５ ０３４５５ １７ ００４８７１ ０５８ ３０４９ １８
ＳＴ０６４３ ５１０ ３５５ ０７２ ２１１ ０２３ ００５２３ ２６ ０３４６６ ２６ ００４７９５ ０６１ ３０２８ １８
ＳＴ０６４４ ６５２ ４５２ ０７２ ２６７ ０３３ ００５１８９ １６ ０３４０４ １７ ００４７５０ ０５６ ２９９６ １７
ＳＴ０６４５ ７６３ ３８４ ０５２ ３０８ ０４９ ００５０８３ １８ ０３２７７ １９ ００４６７３ ０５５ ２９４５ １６

图２　ＳＴ０６４、６锆石阴极发光图像
Ｆｉｇ２　ＺｉｒｃｏｎＣＬ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０６４、６

图３　ＳＴ０６４、６ＳＨＲＩＭＰ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谐和图

Ｆｉｇ３　ＺｉｒｃｏｎＳＨＲＩＭＰＳＴ０６４、６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ｄｉａｇ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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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盲起苏侵入岩稀土（标准值据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微量元素（标准值据Ｗｏｏｄｅｔａｌ，１９７９）配分型式
Ｆｉｇ４　ＲＥ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ａｎ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ｗｅｂｄｉａｇｒａｍ（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ｏｏｄｅｔａｌ，１９７９）ｏｆ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ｓａｔＭａｎｇｑｉｓｕ

图５　盲起苏侵入岩微量元素构造判别图解（原图据Ｐｅａｒｃ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４）
ＶＡＧ火山弧花岗岩；ＷＰＧ板内花岗岩；ＳＣＯＬＧ同碰撞花岗岩；ＯＲＧ洋中脊花岗岩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ｓａｔＭａｎｇｑｉｓｕ（ＡｆｔｅｒＰｅａｒｃ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４）

　　从以上可以看出盲起苏侵入岩为钙碱性的偏铝和过铝
质的正常大陆弧花岗岩，在微量元素图解中均投入火山弧和

同碰撞花岗岩区（图５），在Ｒ１Ｒ２图解中也投入同碰撞花岗

岩区（图略）。可以看出盲起苏侵入岩为与造山有关的火山

弧花岗岩和同碰撞花岗岩。

５　讨论

有关天山花岗岩的研究最近取得一些进展（杨天南等，

２００６；朱永峰和宋彪，２００６ａ；张成立等，２００７；王超等，２００７；王

博等，２００７；朱志新等，２００６ａ，ｂ；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晚古生代

的花岗岩均侵入到晚泥盆世—早石炭世的岛弧火山沉积岩

中（即 “大哈拉军山组”），该套火山—沉积岩中的火山熔岩

形成的时代宽度巨大（＞５０Ｍａ，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朱永峰等，
２００５；朱永峰等，２００６ｂ）而被解体为晚泥盆世特克斯达坂组、

早石炭世大哈拉军山组和晚石炭世拉尔敦达坂组（朱永峰

等，２００６ａ）。在早石炭纪晚期，南天山古洋盆进入那拉提山

和虎拉山南北两个洋盆的演化阶段，南天山南缘洋盆和北缘

洋盆进一步俯冲，沉积盆地的性质多转变为残余盆地。从那

拉提山一带早石炭世的阿克砂克组角度不整合在早石炭世

的大哈拉军山组之上，表明，南天山北缘洋盆进入残余洋盆

演化阶段，从现有资料来看南天山晚古生代北缘洋盆可能要

较南天山南缘洋盆闭合早些时间，在那拉提一带，残余洋盆

演化到早石炭纪阿克砂克组就结束了，最近据有关资料显示

在特克斯南残余洋盆有演化到早二叠纪的海相化石证据，但

是从同碰撞花岗岩和后造山花岗岩来看，那拉提山一带３３３
±９Ｍａ的二长花岗岩①、２９６±３１Ｍａ的花岗闪长岩②的同碰
撞花岗岩，那拉提山—库米什一线３３９７Ｍａ的斜长花岗岩、
３５５１Ｍａ黑云母花岗岩代表同碰撞型花岗岩带（肖序常等，
１９９０）等都可能是该时期同碰撞事件的产物。

南天山哈尔克山虎拉山一带的早石炭世的野云沟组与

其之前的古生代地层的区域性不整合，表明南缘洋盆至早石

４６７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０８，２４（１２）

①

②

杨中柱等．２００５．新疆昭苏县喀拉苏一带１５万区域地质矿产
调查报告

王世新等．２００５．新疆特克斯县科克苏南一带１５万区域地质
矿产调查报告



表２　盲起苏侵入岩岩石化学成果（常量元素：ｗｔ％）、微量
元素：×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ｇｑｉｓｕ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ｓ（Ｍａｊｏｒ：ｗｔ％，Ｔｒａｃｅ：×１０－６）

１ ２ ３ ４ ５

ＳｉＯ２ ７２６２ ７１９１ ７３４８ ７４１８ ６２３９

ＴｉＯ２ ０３０ ０２８ ０２５ ０１３ ０８８

Ａｌ２Ｏ３ １４０１ １４２８ １３４２ １３６３ ９８６

Ｆｅ２Ｏ３ ０２６ ０３３ ０３４ ０４３ ０９７

ＦｅＯ １４６ １５５ １２１ ０７０ ４００

ＭｎＯ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７

ＭｇＯ ０８６ １０８ １０７ ０５１ ２６２

ＣａＯ １３２ １３３ １５０ １２０ ４６４

Ｎａ２Ｏ ３１７ ３５１５ ３３６ ３８０ ３９８５

Ｋ２Ｏ ４８３ ４６４５ ４５６ ４４３ ２５１

Ｐ２Ｏ５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１８

σ ２１６ ２３ ２０５ ２１７ ２３

Ａ／ＮＫＣ １０９ １０８ １０２ １０３ ０５６

Ｒｂ ９３３ ８１９ ２５６ １９６ １０７

Ｓｒ ３７０ ６１５ ２３９ ８４６ ３４８

Ｂａ ７１９ ８２９ ５１４ ６３４ ５５９

Ｎｂ ７５１ ７０９ ６８６ １１１ ３６３

Ｔａ ０７４ ０３９ ０６９ ２３５ ０４６

Ｚｒ １４３ １８９ １４２ ４８７０ ９１１０

Ｈｆ ３７３ ４７１ ３９０ １６０ ２５６

Ｔｈ ８５８ １０１ １３４０ ４４０ ６４１

Ｕ １５６ １２５ １５４ ２０７ ０９１

Ｌａ ２０１ ３２４０ ２９３０ １１８０ １４６０

Ｃｅ ３７５ ５８９ ５５６ ２１ ２７

Ｐｒ ４５２ ６７ ６５４ ２３５ ３１９

Ｎｄ １７５０ ２４９０ ２４３０ ８６５ １２２０

Ｓｍ ３１７ ３８８ ４１４ １８１ ２３５

Ｅｕ ０８７ １０６ ０７５ ０３７ ０５９

Ｇｄ ２５９ ２９１ ３０９ １６６ １８８

Ｔｂ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４０ ０２６ ０２４

Ｄｙ １５５ １４８ １７６ １２９ １０７

Ｈｏ ０２７ ０２４ ０３０ ０２０ ０１８

Ｅｒ ０７３ ０６９ ０８１ ０５１ ０５１

Ｔｍ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０７

Ｙｂ ０６１ ０５１ ０６９ ０３８ ０４２

Ｌｕ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６

Ｙ ８３８ ７１９ ８９０ ６４６ ５７０

ΣＲＥＥ ９８３１ １４１３６ １３７０９ ５６８６ ７００６

炭纪中晚期，也进入残余洋盆演化阶段，在局部地区可以见

到早石炭纪中期的野云沟组到晚石炭—早二叠世的康克林

组浅海碳酸盐岩和陆源碎屑岩的连续过渡，并且发育连续的

化石带。局部地区海水较深，在虎拉山东部发育复理石建

造。与此同时塔里木板块与中天山哈萨克斯坦板块复杂的
对接、碰撞，所伴随的地壳缩短、加厚使陆壳重熔形成了同碰

撞花岗岩，该期在虎拉山北缘形成大量的石炭纪同碰撞花岗

岩，岩性主要为片麻状黑云花岗岩、片麻状似斑状黑云母斜

长花岗岩、片麻状二云母花岗岩等；西部主要为片麻状二长

花岗岩，在片麻状二长花岗岩边部常为片麻状钾长花岗岩

（３４０～３３０Ｍａ）①。
盲起苏侵入岩位于南天山造山带中部的额尔宾山，为一

套偏铝至过铝的具同碰花岗岩特征的花岗闪长岩。前人认

为是泥盆纪侵入岩，本文取得了岩体结晶年龄为 ２９６９±
５４Ｍａ和３０４２±１１６Ｍａ。在其东部还发育尔古提侵入岩，
为高钾的偏铝后碰撞花岗岩的特征，取 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
样，得到等时线年龄 ２７８４Ｍａ②。其西部黑英山北部存在
２７５Ｍａ高钾后碰撞花岗岩（刘楚雄等，２００４）。前者富铝，后
者富钾，形成构造环境为大陆碰撞花岗岩至后造山花岗岩。

随着南天山晚古生代洋盆的闭合，至晚石炭世碰撞造山，塔

里木板块最终与中天山—伊犁板块复杂的对接，由于塔里木

板块与中天山—哈萨克斯坦板块碰撞所伴随的地壳缩短、加

厚使陆壳重熔形成了碰撞型改造花岗岩，也即盲起苏侵入

岩，大约在３００～２９０Ｍａ南天山古生代洋盆关闭，进入后造山
演化阶段。

致谢　　本文是“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编
号２００６ＢＡＢ０７Ｂ０８）项目、９７３项目（编号 ２００７ＣＢ４１１３０６）的
研究成果。得到山东省第七地质矿产勘查院额尔宾山东段

１５万区调项目的大力帮助。朱永峰教授多次提出了许多
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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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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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宾山协力万财一带１５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报告



ＰｅａｒｃｅＪＡ， ＨａｒｒｉｓＮＢＷ ａｎｄ ＴｉｎｄｌｅＡＧ １９８４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ｎｉｔｉｃ
ｒｏｃｋＪＰｅｔｒｏｌ，２５：９５６－９８３

ＴａｙｌｏｒＳＲ ａｎｄ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 ＳＭ １９８５ 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ＷａｎｇＢ，ＳｈｕＬＳ，ＣｌｕｚｅｌＤ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Ｂｏｒｏｈｏｒｏｐｌｕｔｏｎｓ，ｎｏｒｔｈｏｆＹｉｌｉ，ＮＷ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３
（７）：１８８５－１９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Ｃ，ＬｉｕＬ，ＬｕｏＪ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Ｌａｔｅ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ｐｏｓｔ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
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ｔａｋｅｔｈｅ
ＢａｌｅｉｇｏｎｇｐｌｕｔｏｎｉｎｔｈｅＫｏｋｓｈ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３（７）：１８３０－１８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ｏｏｄＤＡ，ＪｏｒｏｎＪＬａｎｄＴｒｅｕｉｌＭ１９７９Ａ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ｏｆｔｈｅｕｓｅｏｆ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ｏ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ａｎｄ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ｇｍａｓｅｒｉｅｓ
ｅｒｕｐｔｅ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ＥａｒｔｈＰｌａｎｅｔＳｃｉＬｅｔｔ，４５：
３２６－３３６

ＸｉａｏＸＣ，ＴａｎｇＹＱ，ＬｉＪＹ，ＺｈａｏＭ，ＦｅｎｇＹＭａｎｄＺｈｕＢＱ１９９０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４７－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ａｎｇＴＮ，ＬｉＪＹ，ＳｕｎＧＨａｎｄＷａｎｇＹＢ．２００６．Ｅａｒｌｉ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ｒｃ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ａｎｄｚｉｒｃｏｎＳＨＲＩＭＰｄａｔｉｎｇｏｎｍｙｌｏｎｉｔｉｚｅｄ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２（１）：４１－４８

ＺｈａｎｇＣＬ，ＺｈｏｕＤＷ，ＷａｎｇＪＬａｎｄＷａｎｇＲＳ２００７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ＳｒＮｄ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ｓｈｉｓｈ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ｉｎＫｕｍｉｓｈｉａｒｅａ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３（８）：１８２１－１８２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ＹＦ２００７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ｙ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６（５）：５１０－５１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ＹＦａｎｄＳｏｎｇＢ２００６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ＨＲＩＭＰ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
ｍｙｌｏｎｉｔｉｚｅｄＴｉａｎｇｅｒｇｒａｎｉｔｅ，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ｌｓｏ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ｎ
ｚｉｒｃｏｎ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ｚｉｒｃｏｎｒｉｍｓｉ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２：１３５－１４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ＹＦ，ＺｈａｎｇＬＦ，ＧｕＬ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ＴｈｅｚｉｒｃｏｎＳＨＲＩＭＰ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５０：２２０１－
２２１２

ＺｈｕＹＦ，ＧｕｏＸ，ＺｈａｎｇＬＦａｎｄＳｏｎｇＢ２００６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ｚｉｒｃｏｎ
ＳＨＲＩＭＰｄａ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ｉｎｗｅｓｔ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Ｇｅｏｃｈｉｍ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Ａｃｔａ，Ｓｕｐｐｌ，Ａ７５５

ＺｈｕＹＦ，ＧｕｏＸａｎｄＺｈｏｕＪ２００６ｂＴｈｅ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ｒＮｄ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ＮＷ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２（５）：
１３４１－１３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ＹＦ，ＺｈｏｕＪ，ＳｏｎｇＢ，ＺｈａｎｇＬＦａｎｄＧｕｏＸ２００６ａＡｇｅｏｆｔｈｅ
“Ｄａｈａｌａｊｕｎ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３３（３）：４８７－４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ＹＦ，ＷａｎｇＴａｎｄＸｕＸ２００７ａ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ｓｔｕｄｙ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３（８）：１７８５－
１７９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ＹＦ，ＨｅＧＱａｎｄＡｎＦ２００７ｂ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ｔｈｅ
ｃｏｒｅｐａｒｔ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Ｃｈｉｎａ，
２６（９）：１１６７－１１７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ＹＦ，ＺｈｏｕＪａｎｄＺｅｎｇＹＳ２００７ＴｈｅＴｉａｎｇｅｒ（Ｂｉｎｇｄａｂａｎ）ｓｈｅａｒ
ｚｏｎｅｈｏｓｔｅｄ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ｅｓｔ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Ｗ Ｃｈｉｎａ：Ｐｅ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ｒ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３２：３３７－
３６５

ＺｈｕＺＸ，ＷａｎｇＫＺ，ＸｕＤ，ＳｕＹＬａｎｄＷｕＹＭ２００６ａ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
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 Ｈａｂｉｅｒｇａ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ｐｌｕｔｏｎ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５（８）：９８６－９９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ＺＸ，ＷａｎｇＫＺ，ＺｈｅｎＹＪ，ＳｕｎＧＨ，ＺｈａｎｇＣａｎｄＬｉＹＰ２００６ｂＴｈｅ

ａｇｅ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ａｎｄ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ｓｏｆＹｉｌｉ
Ｂｌｏｃｋ，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２（５）：１１９３－１２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附中文参考文献

高俊，龙灵利，钱青，黄德志，苏文，Ｒｅｉｎｅｒ２００６南天山：晚古生

代还是三叠纪碰撞造山带？岩石学报，２２（５）：１０４９－１０６１

李锦轶，王克卓，李亚平，孙桂华，褚春华，李丽群，朱志新２００６

天山山脉地貌特征、地壳组成与地质演化地质通报，２５（８）：

８９５－９０９

刘楚雄，许保良，邹天人，路凤香，童英，蔡剑辉２００４塔里木北

缘及邻区海西期碱性岩岩石化学特征及其大地构造意义新疆

地质，２２（１）：４３－４９

王博，舒良树，ＣｌｕｚｅｌＤ等２００７伊犁北部博罗霍努岩体年代学和

地球化学研究及其大地构造意义岩石学报，２３（７）：１８８５－

１９００

王超，刘良，罗金海等２００７西南天山晚古生代后碰撞岩浆作用：

以阔克萨彦岭地区巴雷公花岗岩为例岩石学报，２３（７）：１８３０

－１８４０

肖序常，汤耀庆，李锦轶，赵民，冯益明，朱宝清１９９０试论新疆

北部大地构造演化新疆地质科学第一辑北京：地质出版

社，４７－６８

杨天南，李锦轶，孙桂华，王彦斌２００６中天山早泥盆世陆弧：来

自花岗质糜棱岩地球化学及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定年的证据岩石

学报，２２（１）：４１－４８

张成立，周鼎武，王居里，王润三．２００７．南天山库米什南黄尖石山岩

体的年代学、地球化学和Ｓｒ、Ｎｄ同位素组成及其成因意义．岩石

学报，２３（０８）：１８２１－１８２９

朱永峰２００７新疆的印支运动与成矿地质通报，２６（５）：５１０－

５１９

朱永峰，宋彪２００６新疆天格尔糜棱岩化花岗岩的岩石学及其

ＳＨＲＩＭＰ年代学研究：兼论花岗岩中热液锆石边的定年岩石学

报，２２（１）：１３５－１４４

朱永峰，张立飞，古丽冰等２００５西天山石炭纪火山岩ＳＨＲＩＭＰ年

代学及其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研究科学通报，５０：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朱永峰，郭璇，周晶２００６ｂ西天山石炭纪火山岩的岩石学及 Ｓｒ

Ｎｄ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岩石学报，２２：１３４１－１３５０

朱永峰，周晶，宋彪等２００６ａ新疆“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的形成

时代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中国地质，３３：４８７－４９７

朱永峰，何国琦，安芳２００７ｂ中亚成矿域核心区地质演化与成矿

规律地质通报，２６（９）：１１６７－１１７７

朱永峰，王涛，徐新２００７ａ新疆及邻区地质与矿产研究进展岩

石学报，２３（８）：１７８５－１７９４

朱志新，王克卓，徐达，苏延龙，吴玉门２００６ａ依连哈比尔尕山石

炭纪侵入岩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测年及其地质意义地质通报，

２５（８）：９８６－９９１

朱志新，王克卓，郑玉洁，孙桂华，张超，李亚萍２００６ｂ．新疆伊犁

地块南缘志留纪和泥盆纪花岗质侵入体锆石ＳＨＲＩＭＰ定年及其

形成时构造背景的初步探讨岩石学报，２２（５）：１１９３－１２００

６６７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０８，２４（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