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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罗布莎不同类型铬铁矿的特征及成因模式讨论


熊发挥１　杨经绥１　巴登珠１　刘钊２　徐向珍１　冯光英１　牛晓露１　许继峰３

ＸＩＯＮＧＦａＨｕｉ１，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Ｓｕｉ１，ＢＡＤｅｎｇＺｈｕ１，ＬＩＵＺｈａｏ２，ＸＵ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１，Ｆ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ｉｎｇ１，ＮＩＵＸｉａｏＬｕ１ａｎｄＸＵＪｉＦｅｎｇ３

１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地幔研究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２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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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１ＣＡＲＭＡ，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ＣＡＧ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７，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３Ｓｔａｔ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ｓｏｔｏｐｅ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４０，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０２０１收稿，２０１４０５１１改回

ＸｉｏｎｇＦＨ，ＹａｎｇＪＳ，ＢａＤＺ，ＬｉｕＺ，ＸｕＸＺ，ＦｅｎｇＧＹ，ＮｉｕＸＬａｎｄＸｕＪＦ２０１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ｏｆ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ｆｒｏｍＬｕｏｂｕｓａ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Ｔｉｂｅｔ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３０（８）：２１３７－２１６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ｏｄｉｆｏｒｍ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ｃｈｒｏｍｉｕｍ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ｐｏｄ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ｍａｎｔｌ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ｍｉｄｏｃｅａｎｒｉｄｇｅｏｒ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Ｈｏｗｅｖ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ｅｄｄｉａｍｏｎｄｅｖｅｎ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ｔｈｅｄｅｅｐ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ｂｅｇｕｎｔｏ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ｈａｌｌｏｗｐｏｄｉｆｏｒｍ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ｆｒｏｍＬｕｏｂｕｓａ
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ＹａｒｌｕｎｇＺａｎｇｂｏ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ｗｈｉｃｈｏｎｅｉｓｍａｓｓｉｖｅ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ａｓｈａｒｚｂｕｒｇｉｔｅ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ａｎｄａｎｏｔｈｅｒｉｓ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ａｓ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ｏｆｄｕｎｉｔｅｓｈｅｌｌ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ｂｉ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ｐｉｎｅ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ＧＥａｎｄＲｅＯｓ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ｍａｎｔｌｅ
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ｓｈｏｗｔｈｅｌｏｗＣｒ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ｕ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ｏｆＬＲＥ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ｏｈｉｇｈＣｒ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ｏｆＬＲＥＥＡ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ｘｐｌａ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ｄｉｆｏｒｍ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Ｆｉｒｓｔｌｙ，ｅａｒｌｉｅｒｓｌａｂｄ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ｍａｎｔｌ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４１０～
６６０ｋｍ）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ｒｕｓｔｉｓ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ｓｍｅｍｂｅｒｅ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
ｔｈｅｍｏｌｔｅｎｍａｎｔｌｅＣｒ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ｐｌｕｍｅ／ｍａｎｔｌ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ｈｒｏｍｉｔｅｍａｇｍａｔｏｍｏｖｅｔｏｐ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ｄａｓｔｒｏｎｇ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ｉｄｗｉｔｈ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ｓｕｃｈａｓｄｉａｍｏｎｄａｎｄ
ｓｔｉｓｈｏｖｉｔｅ，ａｎ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ｓｅｍｉｐｌａｓｔｉｃｍａｎｔｌｅ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Ａｓ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ｍｏｖｅｓｕｐ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ｐｈａｓｅ
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ＨＰ）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ａ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ｃｏｅｓｉｔｅ，ｔｈｅ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ｈａｓｅｏｆｃｈｒｏｍｉｔｅｅｘ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ｏ
ｃｏｅｓｉｔｅａｎｄｃｌｉｎ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Ｆｉｎａｌｌｙ，ｉｎｓｕｐｒａ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ｅｍ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ｈｙｄｒｏｕｓｍｅｌｔ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ｒｅ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ｈａｒｚｂｕｒｇｉｔｅｆｏｒｍｅｄ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ｍａｌｌｗｉｔｈｏｕｔＵＨＰ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ｃｈｒｏｍｉｔｅａｎｄｄｕｎｉｔｅｓｈｅｌ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ｏｆ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ＰＧＥ；ＲｅＯｓｉｓｏｔｏｐｅ；Ｍｏｄ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

摘　要　　蛇绿岩地幔橄榄岩中产出的豆荚状铬铁矿是铬的主要来源。已有的研究表明，豆荚状铬铁矿形成于洋中脊或俯
冲带的浅部地幔环境。但随着近些年在豆荚状铬铁矿及围岩地幔橄榄岩中不断发现金刚石等深部矿物，人们也开始质疑豆

荚状铬铁矿的浅部成因理论。本文系统研究了西藏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东段的罗布莎豆荚状铬铁矿床，识别出两类铬铁矿，

一类以方辉橄榄岩为围岩的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另一类是以纯橄岩壳为围岩的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两类铬铁矿在铬
尖晶石的矿物化学成分、ＰＧＥ和ＲｅＯｓ同位素特征上存在较大差别，属不同演化过程的结果。地幔橄榄岩的地球化学特征指
示罗布莎橄榄岩中存在由低铬且轻稀土亏损和高铬且轻稀土富集的两类方辉橄榄岩。在此基础上，提出豆荚状铬铁矿为多

阶段形成的新认识，经历了早期俯冲至地幔过渡带（４１０～６６０ｋｍ）的陆壳和洋壳物质被脱水和肢解，过渡带产生的热和流体促

１００００５６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８）２１３７６３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本文受国家行业专项（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５０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４０９３０３１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４１２２１０６１）、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２０２０３６、４０９２１００１）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工作项目（１２１２０１１１２１２６３、１２１２０１１４０６１８０１）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熊发挥，男，１９８５年生，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蛇绿岩及铬铁矿研究，Ｅｍａｉｌ：ｘｉｏｎｇｆａｈｕｉ＠１２６．ｃｏｍ
通讯作者：杨经绥，男，１９５０年生，研究员，主要从事青藏高原和造山带的岩石大地构造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ｊｓｕｉ＠ｃａｇｓ．ａｃ．ｃｎ



成了地幔的熔融和Ｃｒ的释放和汇聚；铬铁矿浆在地幔柱／地幔对流驱动下，运移至过渡带顶部冷凝固结，并有强还原性的流体
进入，后者携带了深部形成的金刚石、斯石英等高压矿物，并进入“塑性半塑性地幔橄榄岩”中；随着物质向上移动，深度降
低，早期超高压相矿物发生相变，如斯石英转变成柯石英，高压相的铬铁矿中出溶成柯石英和单斜辉石；在侵位过程和俯冲带

环境，含水熔体与方辉橄榄岩反应形成了不含超高压矿物的规模相对较小的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及纯橄岩壳。
关键词　　不同类型铬铁矿；铂族元素；铼锇同位素；罗布莎蛇绿岩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５７５１；Ｐ５７８４６

　　豆荚状铬铁矿矿床的成因一直是铬铁矿成矿理论研究
的焦点，但未有统一的认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熔融残余
成因论点（ＮｅａｒｙａｎｄＢｒｏｗｎ，１９７９）认为豆荚状铬铁矿的成分
与寄主橄榄岩的熔融程度有关，其 Ｃｒ＃值（＝１００×Ｃｒ／（Ｃｒ＋
Ａｌ））随熔融程度的增高而增高，并认为豆荚状铬铁矿及透镜
状纯橄岩代表微小的岩浆房，铬铁矿在此下沉。之后，

Ｃａｓｓａ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８１）基于对新喀里多尼亚铬铁矿的研究，将
产于地幔橄榄岩中的豆荚状铬铁矿划分为３类，即不整合矿
体、次整合矿体和整合矿体，明确地反映了豆荚状矿体的形

成与大洋扩张、地幔变形组构线理之间的关系，靠近扩张脊
（ＭＯＲ）的不整合矿体尚未明显变形，豆荚体与线理斜交，并
保存了特有的原生结构（ｎｏｄｕｌａｒ和ｏｃｃｌｕｄｅｄ），而整合矿体已
经受强烈变形，块状矿石发育很好的 ｐｕｌｌａｐａｒｔ结构代替了
原生结构。对铬铁矿的成因相继有了不同的认识，这包括

Ｃａｓｓａ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８１）和 Ｌａｇｏｅｔａｌ．（１９８２）认为豆荚状铬铁
矿形成于上地幔内小而陡的槽穴状岩浆房中，它是一种加宽

的岩浆通道，并存在强烈的对流；Ｄｕｋｅ（１９８２）提出的豆荚状
铬铁矿代表耐火残余，铬铁矿的 Ｃｒ＃值随地幔岩熔融程度的
增高而增高；Ｎｉｃｏｌａ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ｚｈｏｆｅｒ（１９８３）认为：由纯橄岩和
方辉橄榄岩组成的过渡带代表残余上地幔，其中的纯橄岩和

切穿方辉橄榄岩线理、矿物层的纯橄岩脉体是方辉橄榄岩中

Ｏｐｘ熔出（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ｕｔ）后产生的残余；ＪａｑｕｅｓａｎｄＧｒｅｅｎ
（１９８０）估算纯橄岩可由原始地幔物质经３５％ ～４５％的局部
熔融形成；王希斌等（１９８７）基于对地幔橄榄岩的矿物学研究
提出了不同见解：豆荚状铬铁矿是原始地幔岩高度熔融再造

的产物，揭示了如何从原始地幔岩的部分熔融—豆荚状铬铁

矿形成的演化过程。Ｌｅｂｌａｎｃａｎｄ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９９２）认为铬铁矿
是在“开放体系岩墙状构造”中沉淀的，具有复杂的岩浆动力

学特征，并在赤道东太平洋洋中脊上开展的深海钻探中首次

获得豆荚状铬铁矿样品，直接证明了豆荚状铬铁矿可以形成

于ＭＯＲ环境（ＡｒａｉａｎｄＭａｔｓｕｋａｇｅ，１９９８）；现阶段更多研究者
认为蛇绿岩可以形成于小洋盆，进而认为大洋环境的俯冲带

上（ＳＳＺ）（弧后盆地、岛弧及弧前环境）也是豆荚状铬铁矿形
成的有利环境（Ｐｅａｒｃ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Ｐｒｏｅｎｚ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９）。这是由于在俯冲带背景下（ＳＳＺ）呈地
幔楔状的方辉橄榄岩与Ｈ２Ｏ饱和的玻安岩熔体在地幔浅部
发生岩石／熔体反应而形成，并形成了富ＯｓＩｒ铂族元素合金
的豆荚状铬铁矿（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８８；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Ｍｅｌ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５；ＴａｍｕｒａａｎｄＡｒａｉ，
２００５；Ｕｙｓａ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西藏罗布莎蛇绿岩铬铁矿中初次发现

金刚石（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金刚石组，１９８１）。近几
年，罗布莎铬铁矿和世界典型铬铁矿矿床乌拉尔铬铁矿地幔

橄榄岩和铬铁矿中相继发现除金刚石外的更多地幔超高压

矿物，包括在罗布莎矿区发现呈斯石英假象的柯石英（Ｙ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和铬铁矿中出溶柯石英（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在铬铁矿和围岩方辉橄榄岩中也发现金刚石等超高
压矿物（杨经绥等，２００８；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进而提出了豆
荚状铬铁矿可能形成于深部的观点（＞３００ｋｍ）。地幔橄榄
岩岩石和铬铁矿矿石的地球化学特征显示豆荚状铬铁矿可

能形成于浅成（３０～４０ｋｍ）环境，而又在地幔橄榄岩和豆荚
状铬铁矿中有地幔超高压矿物的发现（＞３００ｋｍ）。有些观
点则认为含超高压矿物的铬铁矿来源于上地幔，并沉降于地

幔更深部，再经历地幔对流带至浅部的过程（Ａｒａ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Ａｒａｉ，２０１３）。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２）获得罗布莎铬铁
矿中ＲｕＯｓＩｒ矿物 ＲｅＯｓ同位素模式年龄为２３４±３Ｍａ，提
出早期大陆岩石圈地幔对铬铁矿形成的贡献。上升的岩浆

带入了含超高压矿物的熔体，并在俯冲环境下被保存并形成

铬铁矿（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基于精细的矿物学研究，提出
了罗布莎铬铁矿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为深部成因的致

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另外一类为浅成岩石熔体反应形成
的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并提出了多阶段的铬铁矿形成模式
（熊发挥等，２０１３；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然而依然存在有待
解决的科学问题，这包括两类铬铁矿的形成过程中地球化学

和同位素差异？两类铬铁矿的形成时间是否有制约？地幔

橄榄岩的地球化学变化过程等？本文将通过西藏罗布莎铬

铁矿的详细野外观察，特别是钻孔岩心的编录采样。以及

ＰＧＥ和ＲｅＯｓ同位素等分析，探讨多阶段演化过程中地幔橄
榄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和铬铁矿等差异性。

１　地质背景

西藏罗布莎蛇绿岩体位于拉萨市东南约２００ｋｍ的雅鲁
藏布江缝合带东段。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是喜马拉雅特提

斯洋壳和地幔的残余，呈近东西向，断续延伸约２０００ｋｍ。罗
布莎岩体沿雅鲁藏布江谷地展布，东西延伸约４２ｋｍ，最宽处
约３７ｋｍ，面积达７０ｋｍ２，平面略呈一平置的反“Ｓ”形（图１）。
该岩体的南侧为上三叠统复理石沉积，与岩体呈断层接触关

系，北侧被罗布莎群不整合覆盖。罗布莎蛇绿岩岩块主要由

地幔橄榄岩和堆晶岩组成，以及少量被肢解的火山岩和硅质

岩构成的混杂岩出露在堆晶岩的北侧（图 ２）（杨经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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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西藏罗布莎岩体及铬铁矿地质简图（据野外工作和白文吉等，２００１）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Ｔｉｂｅ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ｐｏｆ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ａｎｄｏｕｒ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图２　罗布莎蛇绿岩的野外照片
Ｆｉｇ．２　Ｆｉｅｌｄ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

２００４），并见有少量的球壳状玄武岩。地幔橄榄岩主要为方
辉橄榄岩和纯橄岩，堆晶岩主要由异剥橄榄岩、辉石岩、纯橄

岩和辉长岩组成（王希斌等，１９８７）。罗布莎铬铁矿床分布于
纯橄岩方辉橄榄岩内，为典型的阿尔卑斯型铬铁矿，即豆荚
状铬铁矿床（王希斌等，１９８７）。矿体边缘一般具有一层薄的
纯橄岩外壳，矿体和纯橄岩之间不属断层接触，但岩性界线

清楚（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６）。铬铁矿矿体多呈似板状、透镜状
以及其它不规则形态，并具成群分布，成带集中，侧向延伸有

限的特征。根据铬铁矿的开采和地形等因素，罗布莎铬铁矿

床自西向东分为罗布莎、香卡山、康金拉３个矿区。目前为
止，罗布莎铬铁矿矿床共编排１５个矿群，除香卡山矿区Ⅺ矿
群产于堆晶结构纯橄岩相带中外，主要工业矿体多集中产于

蛇绿岩壳幔边界以下（即岩石莫霍面）方辉橄榄岩相与堆晶
状纯橄岩相接触界面之下的方辉橄榄岩相带一侧。

前人基于蛇绿岩岩体中不同岩石类型的地球化学，年代

学，矿物学等特征，初步表明了罗布莎蛇绿岩形成过程至少

９３１２熊发挥等：西藏罗布莎不同类型铬铁矿的特征及成因模式讨论



图３　罗布莎铬铁矿区Ⅰ矿群西３２排勘探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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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两个阶段。包括第一个阶段的 ＭＯＲＢ型地幔和辉长岩
墙ＳｍＮｄ等时线年龄为１７７±３３Ｍａ（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２），第二
阶段具俯冲带（ＳＳＺ）性质蛇绿岩的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年龄为１２６
±２Ｍａ（Ｍａｌｐａ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罗布莎地幔橄榄岩的矿物学，
岩石地球化学性质指示，岩体开始形成于ＭＯＲ阶段，后受不
同程度的ＳＳＺ环境改造（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李金阳等，２０１２）。
在该岩体的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发现的地幔超高压矿物，

表明可能还有更早一期阶段来源于地幔深部过程，深度可能

达到＞４００ｋｍ（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４；杨经绥等，２００８；徐
向珍，２００９；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２　矿床特征

２１　围岩岩石学特征
为了探寻罗布莎铬铁矿床深部矿产资源以及对罗布莎

铬铁矿矿床的研究，西藏矿业公司设计并完成累计达

１２０００ｋｍ的钻探工程。选择其中岩心出露完整、接触关系明
显的钻孔岩心进行系统的矿物学、岩石学对比研究。从区域

地质简图１可知，罗布莎地幔橄榄岩中铬铁矿呈透镜状，主
要分布在岩体南部大面积的方辉橄榄岩中。罗布莎钻孔的

岩心柱状图显示地幔橄榄岩同样以方辉橄榄岩为主，岩心较

完整，最上层为第四系，其下为较破碎的构造角砾岩层，角砾

成分多为方辉橄榄岩（图３）。岩石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蛇纹
石化及变形，在岩心中见角砾状破碎的地幔橄榄岩。

透镜状纯橄岩　罗布莎岩体中透镜状纯橄岩新鲜，为褐
黑色或者土黄色。呈透镜状产出于方辉橄榄中，并且二者通

常为截然的接触关系，宽度３～８ｍ，少数１０ｍ以上。纯橄岩
透镜体的走向与岩体的展布相同，为近东西向。透镜状纯橄

岩蛇纹石化较弱，偶见星点状的铬尖晶石，岩石粒状结构、块

状构造，镜下常见橄榄石的原生粒状结构、交代结构、重结晶

０４１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８）



图４　罗布莎地幔橄榄岩镜下特征
（ａ）透镜状纯橄岩；（ｂ）方辉橄榄岩；（ｃ、ｅ）纯橄岩壳和浸染状

铬铁矿（Ｃｒ２＃）；（ｄ）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Ｓｐ铬尖晶石；Ｏｌ

橄榄石；Ｃｐｘ单斜辉石；Ｏｐｘ斜方辉石；Ｃｒ１＃致密块状铬铁矿

（Ｃｒ１＃）；Ｃｒ２＃浸染状铬铁矿

Ｆｉｇ．４　Ｐｈｏｔｏ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

的粗粒粒状结构、偶见细粒粒状结构等（图４ａ）。岩石中橄
榄石占＞９５％，粒度为０５～３ｍｍ，呈镶嵌状分布，波状消光
明显，部分可见塑性变形的变形带和扭折带，裂纹发育，多有

绿泥石、蛇纹石等蚀变矿物沿裂纹分布。透镜状纯橄岩中的

橄榄石在镜下可见两种产出，一类为自形粒状橄榄石，矿物

边界较规则，裂纹发育；另一类呈熔融浑圆状或自形细粒状

包裹于单斜辉石或尖晶石中；单斜辉石含量为（≤２％），并多
呈半自形粒状，粒径变化较大，多在０５～３ｍｍ之间，见解理
纹和熔蚀边等，常含有早世代尖晶石、橄榄石等矿物包裹体，

其中橄榄石包裹体多为他形。另可见他形粒状填隙于橄榄

石中；副矿物尖晶石呈深棕褐色，粒径为０１～１ｍｍ之间，自
形粒状结构。斜方辉石含量极少，粒径小于０１ｍｍ，偶见呈
他形、半自形分布于橄榄石粒间空隙内，或呈半自形包裹在

单斜辉石中。

方辉橄榄岩　方辉橄榄岩约占罗布莎岩体的 ５０％ ～
７０％，在与矿空间接触关系的特征可知，致密块状铬铁矿
（Ｃｒ１＃）的围岩多为方辉橄榄岩，另有块状巨厚的方辉橄榄
岩，但两类方辉橄榄岩并无较大差别。钻孔中方辉橄榄岩岩

石较新鲜呈绿色、暗绿色，在破碎强烈的部位，呈蛇纹岩，或

呈构造角砾岩。方辉橄榄岩具粒状结构，熔融残余结构，块

状构造，主要由橄榄石、斜方辉石及少量的单斜辉石组成，副

矿物为铬尖晶石和磁铁矿（图４ｂ）。其中橄榄石含量为７０％
～８５％，多呈半自形自形粒状，并常见塑性流变结构，如变
形纹、扭折带、波状消光等，大小一般２～６ｍｍ，杂乱分布，无
方向性。另有少量的橄榄石以浑圆状被包含在铬尖晶石和

斜方辉石内、以及呈细小的他形粒状与铬尖晶石和辉石联

生，大小约２０μｍ，岩石中斜方辉石含量为１５％ ～３０％；斜方
辉石具晶体的挠曲、波状消光和滑动双晶等塑性流变结构。

并多呈他形粒状至半自形，粒度差别较大，可以分为两种产

出。一是细粒他形呈包裹体状或者与铬尖晶石联生，大小为

０５～２ｍｍ，暂定为早世代形成。第二种为粗粒状较自形的
斜方辉石，粒度可达５～７ｍｍ，填隙状分布于橄榄石之间，为
晚世代形成。在部分斜方辉石可见出溶的单斜辉石呈定向

排列，亦可见包含有他形粒状的橄榄石；单斜辉石较少，常小

于３％，主要呈他形粒状，粒度为０１～１ｍｍ，同样有两种不同
的产出，一为呈自形半自形粗粒状产出，另一种为细粒他形
状，呈出溶晶或与铬尖晶石联生产出；方辉橄榄岩中的铬尖

晶石除与辉石联生外，还可见呈包裹体状在辉石中产出，多

呈半自形至他形粒状，粒度变化较大在００５～１ｍｍ之间。
薄壳状纯橄岩（Ｃｒ２＃围岩）　薄壳状纯橄岩在浸染状铬

铁矿（Ｃｒ２＃）外围以薄层不等的“外壳”形式产出，与铬铁矿体
以及外围的方辉橄榄岩有截然的接触界线。薄壳状纯橄岩

岩石新鲜，呈辉绿色，块状构造，并常见细脉浸染状铬铁矿。

岩石主要由９８％镁橄榄石和２％的铬尖晶石组成，未见单斜
辉石和斜方辉石矿物及包裹体。薄壳状纯橄岩与铬铁矿之

间的呈明显截然的接触关系，橄榄石多呈半自形自形粒状，
少见变形纹、扭折带、波状消光等变形现象，大小一般为２～
６ｍｍ，少量＞１０ｍｍ，杂乱分布，方向不明显。另有少量的橄
榄石以浑圆状被包含在铬尖晶石和斜方辉石内、以及呈细小

的他形粒状与铬尖晶石和辉石联生，约３０μｍ。铬尖晶石呈
半自形至自形粒状，粒度差别较大，变化在０１～５ｍｍ之间，
并呈不规则的定向性，不同于透镜状纯橄岩中铬尖晶石的

形态。

２２　矿石类型

罗布莎铬铁矿的矿石类型丰富，包括稀疏浸染状铬铁

矿，条带浸染状铬铁矿，豆状，反豆状，以及中等稠密浸染状

和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等。不同的矿石类型，其脉石矿物
含量不同，其中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包括稀疏浸染状、豆
状、反豆状等）中橄榄石含量３０％ ～７０％，致密块状铬铁矿
（Ｃｒ１＃）中脉石矿物橄榄石为５％～１５％。并且在浸染状铬铁

１４１２熊发挥等：西藏罗布莎不同类型铬铁矿的特征及成因模式讨论



表１　罗布莎不同类型铬铁矿的特征简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ｆｒｏｍＬｕｏｂｕｓａ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

矿体类型 矿体围岩 矿体宽度 矿体长度 矿体中铬尖晶石的Ｃｒ＃ 矿体中铬尖晶石的Ｍｇ＃

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 方辉橄榄岩为主 ０４～７ｍ １～１５ｍ ７７６～８３１ ７１１～８１９
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 纯橄岩为主 １ｃｍ～１ｍ １０ｃｍ～２ｍ ７６５～７７９ ５７８～６１４

图５　罗布莎地幔橄榄岩中不同类型的矿石结构
Ｆｉｇ．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ｘ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ｉｎＬｕｏｂｕｓａｍａｎｔｌｅ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

矿（Ｃｒ２＃）中未见单斜辉石和斜方辉石，然而在致密块状铬铁
矿（Ｃｒ１＃）内，发现有粒度在２０～２００μｍ呈包裹体状产出的
单斜辉石和斜方辉石。因此，基于它们之间的差别，将罗布

莎铬铁矿分为两大类（表１）：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和浸染
状铬铁矿（Ｃｒ２＃）。

罗布莎铬铁矿矿石的主要金属矿物是铬尖晶石。在致

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石中，铬尖晶石多呈他形晶，晶粒以中
粗粒为主，少数呈伟晶，铬尖晶石含量在９０％以上；在浸染状
铬铁矿（Ｃｒ２＃）石中，铬尖晶石的自形晶程度较高，粒度自极
细粒至中粒，铬尖晶石含量１０％ ～８０％；脉石矿物主要为绿
泥石、蛇纹石、钙铬榴石和铬绿泥石等，绿泥石是块状铬铁矿

石的主要脉石矿物，由橄榄石蚀变而成；蛇纹石常见于浸染

状矿石中，呈灰色，亦由橄榄石蚀变而成。橄榄石有两种，一

为呈机械双晶出现，具波状消光；另一是呈微粒包裹于铬尖

晶石中。钙铬榴石呈翠绿色、透明；铬绿泥石呈淡紫色，鳞片

状。此外，还有少量透辉石、绢石、滑石和水镁石。

矿石的结构主要有四种，即他形晶中粗粒结构、自形半
自形晶细粒结构、碎裂结构和包橄结构。他形晶中粗粒结

构：多为致密块状、浸染状结构，粒径１～５ｍｍ，个别达１０ｍｍ
以上，以粗粒为主，呈他形晶紧密镶嵌成块体。在中粗粒铬

尖晶石颗粒间，还有微粒自形铬尖晶石被橄榄石所包裹；自

形半自形精细微粒结构：多为中等至稀疏浸染状铬铁矿石
的结构形式。以自形晶为主，粒径０１～１ｍｍ，铬尖晶石的外
表常有００１～００５ｍｍ厚的绿泥石蚀边。

矿石主要构造是致密块状构造，其次为浸染状，角砾状

构造，局部见豆状、条带状构造（图５）。致密块状构造：是矿
区最主要的矿石类型。主要组成冶金级铬铁矿石。铬尖晶

石常具他形变晶结构，有微粒细粒晶分布在粗粒级铬尖晶
石晶粒之间，粗粒铬尖晶石常呈弯曲、不规则状，粒间充填脉

石矿物，可见块状矿石与浸染状矿石逐渐过渡及块状矿石与

围岩橄榄岩之间的截然接触关系；浸染状构造：主要是铬尖

晶石不同大小的集合体与脉石构成浸染状构造。根据铬尖

晶石的含量不同，又分为稠密、中等和稀疏浸染状构造。其

一般常与纯橄岩壳伴生，厚度变化较大；角砾状构造：是铬铁

矿石受外力破碎为角砾，后经胶结而成，胶结物主要为蛇纹

石等组成；豆状构造：铬尖晶石呈集合体如豆粒，粒经 ２～
１０ｃｍ，主要见于康金拉矿区，围绕豆状铬铁矿周围是橄榄石
含量极高的纯橄岩壳；条带状构造：为不同结构构造类型的

矿石组成相间条带而构成。属于高温固态流动的产物，由于

固态流动作用于铬铁矿上的应力大小和性质的差异，条带状

构造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厚度等规模变化较大。此外，具有

豆状、反豆状或条带状结构的浸染状铬铁矿等（宽１ｃｍ～１ｍ）
多分布于薄壳状纯橄岩内（宽 １０ｃｍ～１ｍ），并呈渐变过渡
关系。

２３　矿体类型

罗布莎铬铁矿体的分布十分广泛，截止目前共发现６００
个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铬铁矿矿体，各岩相带中均有铬铁

矿体产出，但分布特征不同。第一类是分布于矿区北部纯橄

岩岩相带中。除东西向的矿体外，还有北东、北西向分布的

２４１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８）



图６　罗布莎铬铁矿钻孔及围岩特征图解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ｃｏｌｕｍｎａｎｄ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ｒｏｃｋ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

矿体，以各种浸染状矿石为主，局部有致密块状矿石。除个

别矿体规模较大，大多为条带状或不规则透镜状的小矿体，

且由于品位较低，分布不集中，一般不具有工业价值。第二

类是分布于中部和南部方辉橄榄岩夹纯橄岩岩相带中的矿

体，矿体主要以岩体走向相似的东西向、近东西向为主。另

有少量的为北东向，矿体总体向南倾，与蛇绿岩构造岩片的

倾向一致，沿倾向方向有较大的延伸，多个矿体以雁行式（迭

瓦式）排列为特征。并以致密块状矿石为主，这类矿体也是

罗布莎铬铁矿主要采集的工业矿体。第三类，分布于基性
超基性杂岩岩相带中的矿体。矿体产于岩体底部与上白垩

统炭质板岩接触带附近的片状蛇纹岩内，具岩体边界仅０３
～０５ｍ，有８～１０个矿体，均呈不规则团块状，长轴平行岩体
边界，单个矿体规模不大，一般长１～６ｍ，宽０４～１４ｍ，矿体
最长的可达１５ｍ，宽５～７ｍ。这类矿体数量很少，在矿区内
不占主要地位。此外，在统计了罗布莎近４３６个钻孔的岩心
资料后可知，铬铁矿矿体的围岩大多数为方辉橄榄岩，其次

为纯橄岩壳和破碎带等，偶见铬铁矿的围岩为辉长岩、辉石

岩（图６）。矿体厚度大于１ｍ或者１０ｃｍ的围岩都明显为方
辉橄榄岩，矿石类型为致密块状的矿体围岩多是方辉橄榄

岩，与其对应的矿石类型，浸染状矿体的围岩多为纯橄岩壳

（图６）。这与前人关于豆荚状铬铁矿周围多有纯橄岩壳的
观点并不相同，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与围岩方辉橄榄岩多
为截然接触关系，而豆状铬铁矿和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与纯
橄岩壳是一个渐变过渡关系。

３　测试方法

对岩体内不同岩相采集的岩石磨制电子探针片 １２００
个，在显微镜下进行详细的岩相学研究，精选其中部分进行

电子探针分析，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大陆构造及动

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东华理工大学核资源与环境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完成，电子探针数据共完成３００个数据。所用仪
器型号为ＪＸＡ８１００的电子探针。分析过程按照国家电子探
针定量分析标准（ＧＢ／Ｔ１５６１７—２００２）进行。仪器工作条件：
加速电压１５ｋＶ，探针束流２０ｎＡ，束斑直径５μｍ，峰值计数时
间设定为２０ｓ，背景计数时间设定为１０ｓ。

岩石地球化学分析共完成２６件数据，由河南省岩石矿
物测试中心（国土资源部郑州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和国

家测试中心共同完成。主量元素用Ｘ荧光光谱方法分析，误
差小于０５％；微量元素、稀土元素和铂族元素用 ＩＣＰＭＳ
（ＴＪＡＥｘＣｅｌｌ）分析，当元素含量大于１×１０－６时，分析误差为
１％～５％，当元素含量小于 １×１０－６时，分析误差为 ５％
～１０％。
ＰＧＥ共分析８５件，由河南省岩石矿物测试中心（国土资

源部郑州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和国家测试中心利用火试

金法完成。具体方法是将样品与 Ｎａ２Ｂ４Ｏ７，ＮａＣＯ３，ＳｉＯ２，羟
基镍粉和硫按不同比例混合于粘土坩埚中，放入马弗炉加热

至１０００～１２００℃。冷却后，由于硫化物相的不相容性，Ｐ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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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Ｎｉ３Ｓ２沉降于坩埚底部形成镍扣，将镍扣粉碎后用 ＨＣｌ熔
解，Ｔｅ共沉淀分离即可达到分离目的，最后以 ＩＣＰＭＳ方法
测试。

ＲｅＯｓ同位素分析共完成７件，于中国科学院同位素年
代学与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完成。首先，准确称量约２ｇ的
岩石或单矿物粉末加入到 Ｃａｒｉｕｓ管中，再加入适量１８５Ｒｅ、
１９０Ｏｓ稀释剂和３ｍＬ浓ＨＣｌ，然后将Ｃａｒｉｕｓ管放入盛有液氮的
保温杯中，缓慢加入９ｍＬ浓 ＨＮＯ３，待管内溶液完全被冷冻
后，用煤气氧气火焰将Ｃａｒｉｕｓ管密封，最后将其装进不锈钢
管中，放入鼓风烘箱，在２３０℃加热４８ｈ。分解结束后，用液
氮将Ｃａｒｉｕｓ管内的溶液完全冷冻，小心地打开 Ｃａｒｉｕｓ管。用
４ｍＬ冰冷的 ＣＣｌ４萃取３遍，ＯｓＯ４被萃取进 ＣＣｌ４，Ｒｅ保留在
原来的逆王水中。在 ＣＣｌ４中加入 ４ｍＬＨＢｒ，此时 ＯｓＯ４与

ＨＢｒ完全反应，使ＯｓＯ４被还原成ＯｓＢｒ６
２－，反萃取至ＨＢｒ相，

分离出该相，在１３０℃加热蒸干。将上步分离后的Ｏｓ用ＨＢｒ
溶解，并转移至５ｍＬＴｅｆｌｏｎＰＦＡ（Ｓａｖｉｌｌｅｘ

!

）锥底管型瓶的盖

子上，蒸干。在锥底管型瓶底的尖端加００１ｍＬ的浓ＨＢｒ，在
蒸干的样品上加００２ｍＬ浓ＣｒＯ３＋Ｈ２ＳＯ４溶液。迅速盖紧盖
子，用铝箔把锥底管型瓶包好，然后将其倒置，在电热板上加

热，温度控制在８０℃左右。在加热过程中，ＯｓＢｒ６
２－被 ＣｒＯ３

氧化成ＯｓＯ４而蒸发，遇到锥底尖端的ＨＢｒ液滴，即被还原成

ＯｓＢｒ６
２－而吸收，３ｈ后，其中７０％ ～９０％的 Ｏｓ被吸收。最后

用１０％的ＨＣｌ稀释至０８ｍＬ，用ＮＴＩＭＳ测定。ＮＴＩＭＳ是目
前ＲｅＯｓ同位素测定最常用和最成功的方法。将纯化后的
Ｏｓ样品和助发剂Ｂａ（ＮＯ３）２点在高纯 Ｐｔ带上，为了降低金
属Ｐｔ灯丝上 Ｏｓ空白，先将 Ｐｔ灯丝在空气中烧至亮红约
３ｍｉｎ。另外为了防止样品和助发剂在Ｐｔ灯丝带表面扩散，可
以用塑料毛细管在 Ｐｔ灯丝中心区域轻轻划两道，将待测样
品涂在该划定的涂样区中。Ｏｓ同位素比值如１９０Ｏｓ／１９２Ｏｓ
和１８７Ｏｓ／１８８Ｏｓ是以１９０Ｏｓ１６Ｏ３

－／１９２Ｏｓ１６Ｏ３
－和１８７Ｏｓ１６Ｏ３

－／
１８８Ｏｓ１６Ｏ３

－负离子形态被测定，为了提高 ＯｓＯ３
－负离子的产

率，可以通过微量气体控制阀输入高纯氧气到离子源内。

对于１９２Ｏｓ１６Ｏ３信号大于１００ｍＶ以上的样品，可以采用法拉

第杯接收器测定，检测器的定位分布为：Ｌ３＝１８４Ｏｓ１６Ｏ３，Ｌ２

＝１８５Ｒｅ１６Ｏ３，Ｌ１＝
１８６Ｏｓ１６Ｏ３，Ａｘ＝

１８７Ｏｓ１６Ｏ３，Ｈ１＝
１８８Ｏｓ１６Ｏ３，Ｈ２

＝１８９Ｏｓ１６Ｏ３，Ｈ３＝
１９０Ｏｓ１６Ｏ３，Ｈ４＝

１９２Ｏｓ１６Ｏ３。其中 Ｌ２接收
１８５Ｒｅ１６Ｏ３的信号，用于监测并校正

１８７Ｒｅ１６Ｏ３对
１８７Ｏｓ１６Ｏ３的同

质异位素干扰。对于Ｏｓ含量低的样品（ｐｇ级），可以采用离
子计数器测定，一种是采用ＳＥＭ动态跳峰方式测定，另一种
是利用４个离子计数器（ＩＣ）半动态方式测定，离子计数器的
增益校正是利用 Ｏｓ的标准样品获得稳定的１９２Ｏｓ１６Ｏ３信号，

将每个离子计数器获得１９２Ｏｓ１６Ｏ３信号与以 ＳＥＭ的信号为基

准进行归一化。１０ｐｇＯｓ溶液标样在 ＳＥＭ上获得的１９２Ｏｓ
１６Ｏ３

－的大致离子流强度在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计数之间。本研
究采用同位素稀释法，一次性获得Ｏｓ同位素比值和含量，分
析结果脱机处理。首先采用逐级剥氧法以等概率模型进行

氧校正，然后通过计算扣除稀释剂对样品１８７Ｏｓ／１８８Ｏｓ同位素

比值的贡献（李杰等，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将ＣＣｌ４萃取后的含Ｒｅ溶液在１４５℃蒸干，用２ｍＬ６ｍｏｌ／

Ｌ的 ＨＣｌ和 １ｍＬ无水乙醇溶解残渣，于 １００℃蒸干，再用
１０ｍＬ１ｍｏｌ／Ｌ的ＨＣｌ溶解残渣，离心分离，取出清液上阴离
子交换柱，用 ２０ｍＬ１ｍｏｌ／Ｌ的 ＨＣｌ淋洗杂质，最后用 ５ｍＬ
６ｍｏｌ／Ｌ的ＨＮＯ３洗脱Ｒｅ，将溶液蒸干，然后用０５ｍＬＭｉｌｌｉＱ
水溶解，加入适量的 Ｉｒ标准溶液，用 ＭＣＩＣＰＭＳ测定（李杰
等，２００７）。

４　分析结果

４１　铬尖晶石的矿物化学特征
在地幔橄榄岩中，铬尖晶石都是以副矿物的形式存在，

含量很低，一般都小于５％。蛇绿岩中地幔橄榄岩（或阿尔
卑斯型橄榄岩）的铬尖晶石成分存在着Ｃｒ和Ａｌ的广泛互相
替换（Ｉｒｖｉｎｅ，１９６７），而形成富铬型尖晶石和富铝型尖晶石。
铬尖晶石的Ｃｒ＃［＝１００Ｃｒ／（Ｃｒ＋Ａｌ）］随着地幔岩部分熔融
程度的增高而增大，且不同亏损程度的地幔橄榄岩中铬尖晶

石的Ｃｒ＃大小作为推测地幔岩熔融程度、源区亏损程度和结
晶压力的灵敏指示标志（ＤｉｃｋａｎｄＢｕｌｌｅｎ，１９８４），铬铁矿的
Ｍｇ＃［＝１００×Ｍｇ／（Ｍｇ＋Ｆｅ２＋）］大小是岩石部分熔融程度的
指示标志。

罗布莎地幔橄榄岩中铬尖晶石多为黑褐色，不均匀零星

分布。本研究表明铬尖晶石的晶形和产出在不同的岩相中

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其中方辉橄榄岩与薄壳状纯橄岩中铬

尖晶石的形态从半自形至自形，粒径从细粒至粗粒均可见，

而透镜状纯橄岩中铬尖晶石多为细粒自形的结构，偶见橄榄

石中出溶极细粒的铬尖晶石。不同产出的铬尖晶石探针数

据见表２，罗布莎地幔橄榄岩的１００个铬尖晶石数据，显示不
同类型铬尖晶石其主元素含量之间有较大的差别。包括

Ｃｒ２Ｏ３含量为 １６９２％ ～６１７５％，平均值为 ５０３０％，Ａｌ２Ｏ３
含量为８０４％～５０９８％，平均值为１７８９％，铬尖晶石的Ｃｒ＃

在２０２～８４３之间。验证了随着部分熔融程度的增加，铬
尖晶石的Ｃｒ２Ｏ３与 Ａｌ２Ｏ３呈负相关关系（Ｉｒｖｉｎｅ，１９６７）。不
同岩相中铬尖晶石的差别较大，概述如下。

方辉橄榄岩　包括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的围岩方辉
橄榄岩和块状非近矿围岩。铬尖晶石在两类方辉橄榄岩中

差别不明显，并呈现连续变化的特征，其中（远矿）方辉橄榄

岩中铬尖晶石的 Ｃｒ＃变化在１８２～４１８，平均值为３１７，为
富铝型尖晶石。近矿围岩方辉橄榄岩中铬尖晶石Ｃｒ＃为２３４
～６５７，同时具有富铝型和富铬型铬尖晶石的特征。铬尖晶
石的二价铁原子数［＝１００×Ｆｅ２＋／（Ｍｇ＋Ｆｅ２＋）］和三价铁原
子数［＝１００×Ｆｅ３＋／（Ｃｒ＋Ｍｇ＋Ｆｅ３＋）］在两种不同的方辉橄
榄岩中呈普遍叠加的范围。所以两种方辉橄榄岩之间并无

多大差别，不再细分。

透镜状纯橄岩　铬尖晶石Ｃｒ＃变化在５６５～８３９，平均
值为６６９，为富铬型尖晶石，属于Ｄｉｃｋ分类图解中的Ⅲ类

４４１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８）



表２　罗布莎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中铬尖晶石的电子探针分析结果（ｗｔ％）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ｂ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ｓｐｉｎｅｌ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ｍａｎｔｌｅ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ｓ（ｗｔ％）

岩性 测点号 ＳｉＯ２ Ｔ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Ｃｒ２Ｏ３ ＦｅＯ ＭｎＯ ＮｉＯ ＭｇＯ ＣａＯ Ｎａ２Ｏ Ｋ２Ｏ Ｔｏｔａｌ Ｍｇ＃ Ｃｒ＃ Ｆｅ２＋＃ Ｆｅ３＋＃

方辉橄榄岩

９７７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７ ４６１０２１８１１３９１ ０１５ ０１３ １７５１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９９７２ ６９６ ２４１ ２８４ １８
９７７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４ ４０５３２８７０１３３６ ０１８ ０１４ １７５１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０５０７０２ ３２２ ２７３ ２０
９７７１９ ０００ ００８ ３８７７２８４８１３９８ ０１６ ０２０ １７４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９９１７ ６９２ ３３０ ２６２ ３５
９７７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４６５９２２３３１２７３ ０１４ ０２０ １８４４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４９７２２ ２４３ ２５３ １８
９７７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８ ４０７０２８０６１３４７ ０２３ ０１３ １７５８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２６７０３ ３１６ ２６９ ２３

透镜状纯

橄岩

９１３１３７ ００２ ００７ ２２２３４４２１１９５１ ０３５ ０１１ １２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９９４８ ５４５ ５７２ ４０２ ５３
９１３１３９ ００５ ００９ ２２６７４５６３１８１２ ０２７ ０１２ １３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０２３５６９ ５７５ ３９４ ３６
９１３１４１ ０００ ０１４ ２１２３４８４５１６８９ ０２９ ００２ １３４５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４８５９２ ６０５ ３８５ ２４
９１３１４５ ００２ ００９ ２２３３４４５５１８６１ ０２４ ００５ １３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９９３０ ５６３ ５７２ ３８５ ４８
９１３１４６ ００２ ００７ ２２５２４４５３１８８７ ０２８ ０１０ １３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 ９９４７ ５５５ ５７０ ３９９ ４５

致密块状铬

铁矿

（Ｃｒ１＃）

１０４６１２ ００３ ０２１ １１３６５８６４１１６２ ０２０ ０１１ １４５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６７５ ７１１ ７７６ ２８９ １５
１０４６１３ ００３ ０２２ １１３６５８７１１１５３ ０１６ ０１４ １５４９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０ ９７６７ ７４４ ７７６ ２５６ ２８
１０４６４ ００３ ０１６ １１２０５９１０１１５３ ０２１ ０２０ １６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９９１８ ７８９ ７８０ ２１２ ４８
１０４６１５ １１８ ０１８ １０７５５７２１１１４４ ０２２ ０２１ １７１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９８３７ ８１９ ７８１ １８１ ６４
１０６５１２ ００３ ０１４ １１２８５８７１１３２８ ０２３ ０１４ １６２９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１００１３７６２ ７７７ ２３８ ５６

浸染状铬

铁矿

（Ｃｒ２＃）

９１６ａ２７ ００２ ０１２ １０９０５７１９１７４９ ０３０ ００６ １３３７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１ ９９５０ ５８２ ７７９ ３５８ ５８
９１６ａ２８ ００５ ０２０ １１６４５７４１１６２８ ０３３ ００６ １３６９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３ ９９７８ ６０７ ７６８ ３４７ ４６
９１６ａ２９ ００７ ０１９ １１８１５７２５１６２９ ０２７ ００３ １４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１１０００２６１４ ７６５ ３３５ ５０
９１６ａ３０ ０００ ０１５ １１０４５７４７１７２６ ０２５ ００３ １２９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９９１１ ５７８ ７７７ ３７８ ４６
９１６ａ３５ ００３ ０２０ １１２９５６９３１７１１ ０３２ ００５ １３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 ９９１３ ５８２ ７７２ ３６６ ４９

致密块状铬

铁矿（Ｃｒ１＃）
的围岩方辉

橄榄岩

９１２３ １７９ ００７ ３８８７２１８７１９１３ ０２８ ０１３ １６１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００ ９８５１ ６６１ ２７４ ３０４ ８２
９１２３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７４７２０９６１３８４ ０１７ ０１７ １７４４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００１３８５６ ２２９ ２８９ １４
９１８２２ ００３ ０００ ４７２４２０７０１３３３ ０１８ ０１７ １６９０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９８７２ ６９４ ２２７ ３００ ０４９
９１８３１ ００２ ０１０ ３３０４３３３５１７７５ ０２３ ００９ １５６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０２０６１３ ４０４ ３２７ ５２
９１８３４ ００１ ００３ ３２４９３３８８１７２０ ０２４ ０１０ １５３７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９９３２ ６１６ ４１２ ３２９ ４７

浸染状铬铁

矿（Ｃｒ２＃）的
围岩纯橄岩

９１１２０２ ００４ ０２３ １１７２５４２７１９７８ ０３３ ００５ １２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９８６５ ５３０ ７５７ ４０８ ６７
９１１２０３ ００３ ０２５ １２０５５４７２１９４１ ０３５ ００５ １２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９９０９ ５３４ ７５３ ４１０ ５９
９１１２０４ ００３ ０２４ １１６０５４２５２０２５ ０３１ ０１１ １２５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９９３４ ５３０ ７５８ ３９８ ７６
９１１２０５ ０００ ０２５ １１９４５４３９１９１７ ０３６ ００３ １２５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９８６５ ５４１ ７５４ ３９６ ６４
９１１２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８ １１２２５５４７１８５１ ０３１ ０００ １２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９８４６ ５５５ ７６８ ３８３ ６２

图７　罗布莎不同岩相间铬尖晶石的 Ｍｇ＃ｖｓＣｒ＃矿物化
学组分图解

Ｆｉｇ．７　Ｓｐｉｎｅ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ｇ＃ｖｓＣ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ｉｎ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ＤｉｃｋａｎｄＢｕｌｌｅｎ，１９８４）。铬尖晶石的二价铁原子数 ［＝１００
×Ｆｅ２＋／（Ｍｇ＋Ｆｅ２＋）］和三价铁原子数［＝１００×Ｆｅ３＋／（Ｃｒ＋

Ｍｇ＋Ｆｅ３＋）］分别为３６４～６１４和０９３～５２６，高于（远矿）
方辉橄榄岩的值，多与近矿围岩方辉橄榄岩中铬尖晶石的值

重叠。透镜状纯橄岩的Ｍｇ＃为３８６１～６３２８，但仍然位于地
幔橄榄岩的演化趋势线上。

薄壳状纯橄岩（Ｃｒ２＃围岩）　铬尖晶石的 Ｃｒ＃最高，变化
于７５３～８４３，平均值为 ７７５；铬尖晶石的二价铁原子数
［＝１００×Ｆｅ２＋／（Ｍｇ＋Ｆｅ２＋）］和三价铁原子数［＝１００×
Ｆｅ３＋／（Ｃｒ＋Ｍｇ＋Ｆｅ３＋）］为２６０～１２５４、２５４～５６５，Ｍｇ＃具
一个较宽的变化范围为７２４～８１７，并且在 Ｃｒ＃Ｍｇ＃图中呈
横向变化的特征（图７）。

从图７表明方辉橄榄岩→透镜状纯橄岩（包括铬铁矿的
围岩），Ｍｇ＃呈递减的趋势。在铬尖晶石中Ｃｒ与Ａｌ之间可以
发生类质同像替代，方辉橄榄岩中铬尖晶石具相对较高的

Ａｌ２Ｏ３，透镜状纯橄岩中 Ａｌ２Ｏ３最低。铬尖晶石的化学组成
可以作为其寄主岩石地幔橄榄岩的成因指示标志，这是因
为尖晶石的形成受地幔橄榄岩熔融程度、形成压力的控制

（ＤｉｃｋａｎｄＢｕｌｌｅｎ，１９８４）。因此，利用尖晶石的Ｃｒ＃和橄榄石
的Ｍｇ＃的关系可以推测其寄主岩石的部分熔融程度、形成压

５４１２熊发挥等：西藏罗布莎不同类型铬铁矿的特征及成因模式讨论



力及构造环境（Ｐｅａｒｃ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０）。从化学成分和Ｃｒ＃Ｍｇ＃

图７中可见，Ｃｒ＃与Ｍｇ＃呈负相关关系，具有与世界上大多数
阿尔卑斯型超镁铁岩共有的特征，即 Ｃｒ＃值随着 Ｍｇ＃值的升
高而降低（Ｌｅｂｌａｎｃ，１９８０），进一步表明罗布莎透镜状纯橄岩
与薄壳状纯橄岩（Ｃｒ２＃）具不同的特征，这与李金阳等（２０１２）
研究认为透镜状纯橄岩与方辉橄榄岩存在成因联系，可能是

地幔橄榄岩高度部分熔融的产物，或熔体和方辉橄榄岩在原

位发生反应的产物，而薄壳状纯橄岩成因与厚层状纯橄岩

相同。

铬铁矿　罗布莎铬铁矿因其产出类型的不同分为致密
块状铬铁矿（Ｃｒ１＃）和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两者之间在铬尖
晶石的矿物组分上也有较大差别（图 ７）。浸染状铬铁矿
（Ｃｒ２＃）中铬尖晶石Ｃｒ２Ｏ３含量在５３６６％～６１７５％之间，平
均值为５８５５％，Ａｌ２Ｏ３含量为５７４％ ～１２０６％，平均值为
１０６１％。ＭｇＯ 含 量 为 １１９９％ ～１４９４％，平 均 值 为
１３５０％。Ｃｒ＃为７６２～８３３，平均值为７８７４。Ｍｇ＃为４９４～
７０８，平均值为６２４；而近４０个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的铬
尖晶石 Ｃｒ２Ｏ３含量在 ５４９９％ ～５９３６％之间，平均值为
５７７１％。Ａｌ２Ｏ３ 含 量 为 ９９６％ ～１４７５％，平 均 值 为
１２０３％。ＭｇＯ 含 量 为 １０７５％ ～１６３１％，平 均 值 为
１４４１％，明显低于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

浸染铬铁矿和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的铬尖晶石的呈
现出Ｃｒ＃，Ｍｇ＃都增加的过程，然而这与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
及纯橄岩壳中铬尖晶石的 Ｃｒ＃基本不变，Ｍｇ＃增加的过程不
同。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报道的有柯石英和单斜辉石出
溶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的铬尖晶石，和ＡｒａｉａｎｄＭａｔｓｕｋａｇｅ
（１９９８）在太平洋中脊采集到的豆荚铬铁矿矿体中的铬尖晶
石在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的区域内（图７）。在罗布莎铬
铁矿的钻孔岩心中挑选出纯橄岩壳和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
之间接触关系明显的分析结果表明橄榄石的 Ｆｏ值和铬尖晶
石的铬值为连续变化的过程（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这与 Ｚｈｏｕ
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在对１４ｃｍ宽的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纯橄岩

→含单斜辉石的方辉橄榄岩中橄榄石的 Ｆｏ值逐渐减少的结
果相一致。另外，从纯橄岩壳→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致密
块状铬铁矿（Ｃｒ１＃）之间铬尖晶石的 Ｃｒ＃和 Ｍｇ＃呈现一个向
Ｍｇ＃增加而Ｃｒ＃基本不变的特征（图７）。因此，从铬尖晶石的
矿物化学成分可知，两类铬铁矿之间明显不同，可能形成于

不同的阶段，而纯橄岩壳与透镜状纯橄岩也属不同成因的

结果。

４２　地球化学特征

４２１　主量元素

在镜下观察的基础上，选择蚀变相对较弱的地幔橄榄岩

进行地球化学分析。共分析 ３２件样品的全岩分析，其中
Ｃｒ１＃围岩方辉橄榄岩２６件，Ｃｒ２＃围岩纯橄岩６件，数据见表
３。另有２２件数据来源于徐向珍（２００９）的数据，方辉橄榄岩
１７件，纯橄岩５件。由于部分样品遭受了不同程度蛇纹石

化，烧失量最高达１３％。所以，为了消除蚀变对原有成分的
影响，便于对比，在讨论主元素含量时均为扣除挥发组分后

的标准化值。其中引用部分的数据没有列出，但在样品的讨

论过程进行了对比。

Ｃｒ１＃围岩方辉橄榄岩２６个样品的烧失量（ＬＯＩ）变化较
大，在１８５％～１３０％之间，表明岩石蚀变较强。除一个样
品ＳｉＯ２含量达到４７０％外，其余样品相对稳定，ＳｉＯ２含量为
３８８％～４３６％，ＭｇＯ含量在３８８％ ～４３５％之间，属高镁
型地幔橄榄岩。Ａｌ２Ｏ３ 在 １７７％ ～４５０％之间，ＣａＯ为
０２１％～２０４％，表明含有较少量的单斜辉石等其他矿物。
Ｃｒ２Ｏ３含量为０３６％～１２３％，高于电子探针橄榄石成分中
的Ｃｒ２Ｏ３含量（均＜０１），说明铬尖晶石的存在，这与显微镜

下观察一致。纯橄岩中的全铁（Ｆｅ２Ｏ３
Ｔ）含量５３％～８３％，

并有较低含量的ＭｎＯ（～０１０％）；ＴｉＯ２为≤００８％。

Ｃｒ２＃围岩纯橄岩６个样品的 ＬＯＩ为４１５％ ～１２３２％，
同属于蚀变程度较强的岩石。ＳｉＯ２ 含量为 ３８０８％ ～
４２３４％，ＭｇＯ含量为３９０％ ～４７１％，类似于方辉橄榄岩，
亏损程度要明显增强。Ａｌ２Ｏ３主体含量为 １５３％ ～４５％，
ＣａＯ含量０１％～１５５％，Ｃｒ２Ｏ３在０３５％ ～０８２％之间，反
映有少量的斜方辉石和（或）单斜辉石。纯橄岩中的全铁

（Ｆｅ２Ｏ３
Ｔ）含量（６６５％ ～８１１％）略高于方辉橄榄岩，ＭｎＯ

的含量基本相同，为 ００９％ ～０１２％。ＴｉＯ２ 为 ００３％
～００７％。
反映地幔橄榄岩成分变化最方便的表达方式是将各个

元素分别对 ＭｇＯ进行投影，此外 ＭｇＯ被作为“亏损指标”
（Ｆｒｅｙｅｔａｌ．，１９８５），其值随岩石中橄榄石含量的增加而增
加，因而岩石变得更为亏损。将罗布莎地幔橄榄岩中各岩相

的主量元素含量对 ＭｇＯ含量进行投影，并与原始地幔值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ａｎｄＳｕｎ，１９９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罗布莎地
幔橄榄岩（包括两类铬铁矿的围岩）ＭｇＯ含量明显要高于原
始地幔值（图８），ＣａＯ、Ａｌ２Ｏ３的含量要低于原始地幔的值，与
岩石中ＭｇＯ含量之间呈现较好的负相关性。罗布莎地幔橄
榄岩中部分方辉橄榄岩与深海地幔橄榄岩类似，亏损的方辉

橄榄岩和纯橄岩可对比于俯冲型地幔橄榄岩（徐向珍，

２００９）。各岩相中 ＦｅＯＴ含量要低于原始地幔值，与 ＭｇＯ含
量呈现正相关性，显示出方辉橄榄岩和纯橄岩相近的特征

（图８）。另有罗布莎地幔橄榄岩含较低含量的 ＴｉＯ２（均
＜０１％）（见表３），与阿尔卑斯地区的蛇绿岩典型特征类似
（Ｌｕｇｏｖｉｃ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ＰａｒｌａｋａｎｄＤｅｌａｌｏｙｅ，１９９９；Ｍｅｌｃｈ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地幔橄榄岩中 ＭｇＯ含量的高低是地幔亏损程
度或部分熔融程度的标志，ＭｇＯ含量越高，ＣａＯ、Ａｌ２Ｏ３、ＳｉＯ２
等易熔组分越容易进入熔体，而致使地幔残余中含量越低，

说明其局部熔融程度越高（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７７；Ｎｉｃｏｌａｓａｎｄ
Ｐｒｉｎｚｈｏｆｅｒ，１９８３；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ａｎｄＷｅｄｅｐｏｈｌ，１９９３）。从罗布莎
岩体的各地幔橄榄岩岩相的地球化学特征看，虽然各岩相的

熔融程度略有差别，但都高于原始地幔，说明罗布莎岩体经

历了较高的部分熔融过程，这和班公湖、狮泉河以及雅鲁藏

６４１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８）



表３　罗布莎地幔橄榄岩中不同岩相的全岩地球化学分析数据（主量元素：ｗｔ％；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ｔｌｅ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ｗｔ％；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１０－６）

岩性 方辉橄榄岩
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的

围岩方辉橄榄岩

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的
围岩纯橄岩

透镜状纯橄岩

样品号 ９０４ ９２５ ９２７ ９３２ ９３４ ９５２ ９６８ ９７０ ９００ ９５０ ９７６ ９８２ ９７１ ９７３
ＳｉＯ２ ３８８４ ４２９８ ４０５４ ４０９４ ３９６４ ４１０４ ４１３６ ４１６６ ４０９４ ３８４８ ３８０８ ４２３４ ４１１４ ４０８０
ＴｉＯ２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Ａｌ２Ｏ３ ４５０ ２２８ ２４２ ２４３ ２５６ ３０２ ４１０ ３３４ １９０ ２０９ ２０５ ４５１ ２８３ １９２
Ｆｅ２Ｏ３Ｔ ７８３ ７９２ ７７９ ７７７ ７６０ ７８８ ７３０ ７３２ ７８２ ７３６ ８１１ ７５４ ７７６ ８１１
Ｃｒ２Ｏ３ ０５２ ０５６ ０５６ ０５８ ０６７ ０６１ ０５５ ０４５ ０８２ ０５５ ０６１ ０４２ ０４５ ０４９
Ｋ２Ｏ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Ｎａ２Ｏ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ＣａＯ ０３８ ０８５ ０３３ １２６ １０５ ０９０ １３６ １１１ １５５ ０１０ ０２７ ０２４ ０９９ １２４
ＭｇＯ ３８８０ ４３５０ ４３１０ ４０８０ ３９６０ ４１５０ ３９７６ ４０９０ ４０９１ ４６２０ ４７０６ ４０２０ ４２２０ ４３２８
ＭｎＯ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１７
ＮｉＯ ０２６ ２７０ ０３１ 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２５ ０３２ ０３１ ０３０ ０２６ ０２６
Ｐ２Ｏ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ＬＯＩ ９４０ １８５ ４９９ ５８１ ８６０ ４９４ ５８５ ５２３ ６１５ ４９８ ４１５ ４７５ ４５３ ３７７
ＦｅＯ ３５４ ５８５ ３９９ ４３７ ３６０ ４５０ ４１２ ４８９ ４５０ ４３７ ４８２ ３９２ ５１５ ５４０
Ｈ２Ｏ＋ ９１３ ２１９ ４８２ ５６６ ８３８ ４５８ ５８８ ５２４ ６１１ ４９９ ４３８ ５１３ ４５５ ３７４
ＣＯ２ ０６６ ０２２ ０２９ ０７７ ０５８ ０５４ ０５８ ０４９ ０５４ ０４６ ０４５ ０３３ ０２６ ０６１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７０ １０２８７ １００２３ １０００２ １００１７ １００３４ １００７５ １００４７ １００５６ １００２７ １００８１ １００５１ １００３５ １００１０
Ｌａ １２１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２１ ２２４ ０３２ ０４０ ０８２ ０７２ ０３０ ２７０ １３１ １８７ ３５３
Ｃｅ ２１８ ０３８ ０３５ ０５０ ４５９ ０８０ ０８１ １７２ １５５ ０７６ ５９２ ２８５ ４１４ ６５７
Ｐｒ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５２ ０２４ ０３４ ０６６
Ｎｄ ０７５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１４ １７０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４９ ０４８ ０２３ １９９ ０９１ １２１ ２４１
Ｓｍ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４０ ０１８ ０２２ ０４４
Ｅｕ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８
Ｇｄ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３８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４１
Ｔｂ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６
Ｄｙ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３０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１６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３６ ０１９ ０２０ ０３７
Ｈｏ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７
Ｅｒ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２０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２２
Ｔｍ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Ｙｂ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２２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２２
Ｓｃ ５４ ９１ ５８ ７９ ９８ ８４ １００ ９３ １３４ ３６ ４９ ４４ ９５ ８９
Ｃｏ ９８５ １０５６ １０３９ ９１２ ９６０ １００４ ９５９ ９９５ １０８２ １０３８ １１２０ １０７３ ９８３ ９６９
Ｎｉ １７２４ １８５７ ２０３１ １５８２ １７３３ １８９３ １８３３ １８４４ ２０２１ ２０９０ ２２７７ ２１１３ １８３９ １７１４
Ｎｂ ６５４ ８３１ ２０２２ １４８ ５８７ １４２８ ２０６ ６７９ ６５６ １１１２ ５１０ ５０６ ６６２ ０９３
Ｙ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Ｌｕ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Ｔａ ０１６ ０２４ ０７８ ０１０ ０１９ ０６８ ０１６ ０４１ ０１２ ０４２ ０３３ ０３５ ０４６ ００７
Ｔｈ ０７４ ０３９ ０４５ ０１６ ２１１ ０４７ ０２７ ０５９ １３３ ０７０ １１８ ０９２ ０７４ １１３
Ｕ 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７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１４ ０１７
Ｒｂ ３ ３ ２ ３ ３ ４ ４ ３ ３ ３ ２ ３ ３ ３
Ｂａ １ １ １ ８ １ １ １ ４ １ １ １ １ ２ ６
Ｖ １２ ２０ １４ ２３ ２５ ２３ ２７ ２２ ３３ １１ １１ １３ ２２ ２３
Ｈｆ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７ ００９ ０４２ ０１８ ０１０ ０１３ １１１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４
Ｃｕ １３２０ ７９ ７７ １２２ １６０ ８０ １９２ １０４ ２１７ ７２ ９６ １００ １０５ ９７
Ｚｎ ３６ ４５ ３９ ３８ ３５ ４２ ４３ ４４ ５２ ３９ ４４ ３７ ３９ ７７
Ｓｒ ９ ８ ６ １０ ８ ８ ８ ９ ８ ７ ７ ９ ９ １４

布江缝合带西段蛇绿岩的特征一致（邱瑞照等，２００５）。罗布
莎铬铁矿中Ｃｒ１＃围岩方辉橄榄岩与非近矿围岩之间 ＭｇＯ含
量，ＣａＯ，ＳｉＯ２，ＦｅＯ

Ｔ含量上差别不大，但近矿围岩的Ａｌ２Ｏ３含

量要高于非近矿围岩方辉橄榄岩，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Ｃｒ２＃

围岩纯橄岩与非近矿围岩纯橄岩内。

４２２　稀土元素

罗布莎地幔橄榄岩的稀土总量变化在 ０７９×１０－６～
１５１１×１０－６之间，除个别样品含较高的 ＬＲＥＥ／ＨＲＥＥ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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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罗布莎地幔橄榄岩主量元素特征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ｏｘ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

图９　罗布莎地幔橄榄岩各岩相的稀土元素特征（标准化值据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ａｎｄＳｕｎ，１９９５）
Ｆｉｇ．９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ｍａｎｔｌｅ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ｆｔｅｒ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
ａｎｄＳｕｎ，１９９５）

８４１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８）



图１０　罗布莎地幔橄榄岩各岩相的微量元素特征（标准化值据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ａｎｄＳｕｎ，１９９５）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ｐｉｄ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ｍａｎｔｌｅ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ｆｔｅｒ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ａｎｄＳｕｎ，１９９５）

外，其余样品的ＬＲＥＥ／ＨＲＥＥ为２４６～６２，（Ｌａ／Ｙｂ）Ｎ＝１４４
～１１１３，（Ｌａ／Ｓｍ）Ｎ＝３０～６８。虽然 ＲＥＥ含量有一定的变
化，但用原始地幔（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ａｎｄＳｕｎ，１９９５）标准化的稀土
元素配分型式显示极为一致的“Ｖ”或“Ｕ”型（图９），ＬＲＥＥ均
为富集型，富集程度稍有差异，δＥｕ＝０４８～１３４，表明可能
存在微量的长石，这与罗布莎岩体中康金拉矿区选出大量的

斜长石的特征相符（徐向珍，２００９）。
在与矿亲缘性特征上，罗布莎铬铁矿中Ｃｒ１＃的围岩方辉

橄榄岩、Ｃｒ２＃的围岩纯橄岩与非矿围岩的方辉橄榄岩、纯橄
岩具相似的稀土微量元素特征，都属右倾型。不同岩相之间

更多的只是丰度差异，对如此变化范围较大的 ＲＥＥ丰度，可
能是由于橄榄岩的熔融程度和亏损程度的差异所致（王希斌

等，１９９５）。辉长岩的轻稀土相对亏损类似于 ＮＭＯＲＢ的特
征，表明辉长岩的形成与洋中脊环境有关。与阿尔卑斯橄榄

岩的轻稀土亏损型模式明显不同（Ｄｙｍｅｋｅｔａｌ．，１９８８），罗布
莎地幔橄榄岩可能不只是早期的地幔交代作用所致，反映了

岩石可能还经历了俯冲洋壳流体的改造。

４２３　微量元素

罗布莎地幔橄榄岩的Ｎｂ、Ｔａ、Ｔｈ等含量都要远高于原始
地幔值，Ｔｉ、Ｙ、Ｙｂ要低于原始地幔值（图１０），在部分熔融过
程中不相容元素（Ｎｂ、Ｔａ、Ｔｈ等）进入熔体被带走而亏损，相
容元素（Ｓｃ、Ｎｉ、Ｃｒ、Ｃｏ等）进入矿物晶格而富集。从图１０可
知，罗布莎地幔橄榄岩富集不相容元素（Ｎｂ、Ｔａ、Ｔｈ等），表明

有可能不只存在部分熔融作用，还有后期熔体的富集改造过

程，与主量元素特征相同的是罗布莎地幔橄榄岩对比于深海

型地幔橄榄岩（或者ＭＯＲ型地幔橄榄岩）和俯冲型地幔橄榄
岩（或者ＳＳＺ型地幔橄榄岩）特征并存。此外，低含量的大离
子亲石元素Ｂａ（８４６×１０－６～２００４×１０－６）和 Ｒｂ（＜３４×
１０－６）也反映了地幔残留岩石的特征，可以与世界典型蛇绿
岩地幔橄榄岩对比（张旗和张国庆，２００１）。在地幔橄榄岩微
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图中（图１０），总体显示一个左高右
低的斜坡特征。其中大离子亲石元素（ＬＩＬＥ）富集，也指示了
俯冲带壳源的流体作用。此外，对比方辉橄榄岩、纯橄岩岩

相以及与铬铁矿的亲缘性看，各岩相之间特征类似，表明可

能都经历了相似的构造背景演化过程。

４２４　ＰＧＥ特征

地球上的ＰＧＥ主要富集在由铁镍组成的地核，而由硅
酸盐构成的地幔和地壳中丰度则很低（Ｂｏｒｉｓｏｖｅｔａｌ．，
１９９４）。两组不同特征的ＰＧＥ元素ＩＰＧＥ（包括Ｏｓ、Ｉｒ、Ｒｕ）和
ＰＰＧＥ（包括Ｒｈ、Ｐｔ、Ｐｄ）在不同岩相中可能特征不同。在一定
程度上铂族元素是镁铁超镁铁岩浆演化的灵敏指示剂，尤
其豆荚状铬铁矿只分布于超镁铁岩中。因此，豆荚状铬铁矿

的铂族元素特征可以直接反映其形成过程，以及超镁铁岩的

演化过程。对罗布莎地幔橄榄与铬铁矿的８５件铂族元素地
球化学特征分析表明（表４），其中 Ｃｒ１＃围岩方辉橄榄岩的
ＰＧＥ总量为１９２×１０－９～７５１×１０－９，Ｃｒ２＃围岩纯橄岩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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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罗布莎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的ＰＧＥ化学分析数据（×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４　ＰＧ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ｔｌｅ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１０－６）

岩性 样品号 Ｏｓ Ｉｒ Ｒｕ Ｒｈ Ｐｔ Ｐｄ 总量 Ｐｔ／Ｐｄ Ｐｄ／Ｉｒ

辉长岩

１１Ｙ１０６３１ ０４７ ０４２ ０７４ ０３０ ９６６ ２０４ １３６３ ４７４ ４８６
１１Ｙ１０６３２ ０６３ ０４５ ０６７ ０３２ １２１ １２５ ４５３ ０９７ ２７８
１１Ｙ１０６３３ ０５６ ０７８ ０７１ ０６９ ６２７ １１０９ ２０１０ ０５７ １４２２
１１Ｙ１０６８１ ０３４ ０２６ ０４９ ０２８ １１７ ０６７ ３２１ １７５ ２５８
１１Ｙ１０６８２ ４２２ ２９９ ３０２ ０６０ ３６７ ３２５ １７７５ １１３ １０９

透镜状纯橄岩

Ｂ８８Ｒ５３Ｐ５ ４９７ ３３３ ９０７ １１７ ５９１ ５９２ ３０３７ １００ １７８
Ｂ８９Ｒ５４Ｐ４ａ ４７５ ３０４ ８３７ １０３ ５０３ ５０６ ２７２７ ０９９ １６６
Ｂ９１Ｒ５７Ｐ６ ３６５ ２９７ ６８６ １０６ １６６ ２４２ １８６３ ０６９ ０８１
Ｂ１３４Ｒ１４０Ｐ１ ５８０ ３９０ １０１７ １３２ ８１７ ７５１ ３６８７ １０９ １９３
Ｂ１３７Ｒ１４４Ｐ１ ５１５ ３８９ ９８６ １３７ ７０４ ６１８ ３３４９ １１４ １５９
Ｂ１３９Ｒ１４８Ｐ５ ４９６ ３８０ ９１４ １３２ ６２３ ５３７ ３０８２ １１６ １４１
Ｂ１４１Ｒ１５１Ｐ５ ４８９ ３２０ ９４０ １０５ ５９０ ５２１ ２９６５ １１３ １６３
Ｂ１４３Ｒ１５３Ｐ７ ６２２ ２５１ １１１４ １０９ ５２２ ４２９ ３０４７ １２２ １７１

方辉橄榄岩

Ｂ３３Ｒ５０Ｐ３ｃ ７３７ ３３７ １２５７ １２９ ７４７ ７８０ ３９８７ ０９６ ２３１
Ｂ３５Ｒ５３Ｐ２ ４８４ ３４６ ８２８ １１０ ５２３ １８５ ２４７７ ２８３ ０５３
Ｂ３６Ｒ５４Ｐ４ａ ４３７ ３７７ ８３５ １３６ ４４８ ２６４ ２４９７ １７０ ０７０
Ｂ４２Ｒ６４Ｐ５ｂ １０３ １１０ ３９４ ０２９ １９４ １９６ １０２５ ０９９ １７８
Ｂ４４Ｒ６９Ｐ３ ４２５ ２７９ ７９６ ０９８ ４６７ ３８７ ２４５２ １２１ １３９
Ｂ５２Ｒ８２Ｐ１０ ５６０ ２８６ １０５７ ０９３ ３４６ ５３４ ２８７６ ０６５ １８７

致密块状铬铁

矿（Ｃｒ１＃）

Ｃ１１Ｙ１０３０ ４００５ ２５８４ ３０４６ ２４２ ３７９ １６５ １０４２ ２３０ ００６
１１Ｙ４０９ １３２０ １３５７ ９６００ ９１７ ３０３ ２１１ ３７８０ １４４ ００２
１１Ｙ４５３ ４７００ ５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２０ ５０５ ３７２ １５６０ １３６ ００７
１１Ｙ４８５ ７０００ ６８００ ８５００ ９７１ １５０ １５３ ２３５７ ０９８ ００２
Ｃ１１Ｙ９０１ １１３０ ８５００ ９２００ ８３９ ２９２ １０３ ３０２３ ２８３ ００１
Ｃ１１Ｙ９０２ １４３７ ９８２０ １０７０ ７６２ １００ ６７２ ３７３３ １４９ ００７
Ｃ１１Ｙ９０３ １６３０ ９５００ ８９００ ８７５ ２９３ １３３ ３６００ ２２０ ００１
Ｃ１１Ｙ９２６ １１００ ８６５１ ８６００ ７５７ ５０１ １７１ ２９６８ ２９３ ００２
Ｃ１１Ｙ９３３ １３５０ １１２８ １００１ ５９８ ４０１ ２２４ ３６０１ １７９ ００２
Ｃ１１Ｙ９６９ ７６４２ ５１２２ ５２６８ ３６８ ５６３ ３６４ １９３３ １５５ ００７
Ｃ１１Ｙ９７２ １４６０ ８２５０ ７５００ ５８０ ３３７ ２３１ ３１５０ １４６ ００３
Ｃ１１Ｙ９８３ １１６０ ７３００ ９２００ ７０７ ５４６ ２０７ ２９５６ ２６４ ００３
Ｃ１１Ｙ１０１２ １５００ ９２００ ９６００ ８１５ ９９８ ６８６ ３６３０ １４５ ００７
Ｃ１１Ｙ１０２１ １２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１９０ ８７０ ４７５ ２３３ ３２４８ ２０４ ００３
Ｃ１１Ｙ１０３９ ２０００ ９５３０ １２４０ ７８１ ２３０ ３３９ ４３２８ ０６８ ００４
Ｃ１１Ｙ１０４６ ８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３０ ３１９ １７０ ２１０２ １８８ ００２
Ｃ１１Ｙ１０６５ ８７７３ ６０１１ ６５８４ ５５５ ３８３ ０９４ ２２４０ ４０７ ００２
Ｃ１１Ｙ１０７７ １１４１ ８６３２ ８５９７ ８８７ ２７０２ ３４８ ３２５７ ７７６ ００４
Ｃ１１Ｙ１０８０ １４６７ １１０１ ９９０３ ７５４ ３６０ ０８７ ３６７８ ４１４ ００１
Ｃ１１Ｙ１０９４ １２０３ ９０５６ ９０９６ ６０２ ６４４ ７５５ ３２１８ ０８５ ００８

浸染铬铁矿

（Ｃｒ２＃）

１１Ｙ４１６ ２８００ ２６５０ ５０００ ６０５ ４６２ ５００ １２０２ ０９２ ０１９
Ｃ１１Ｙ９５１ ２６００ １５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８８ １１９ １６８ ６６６５ ０７１ ０１１
Ｃ１１Ｙ９７５ １７００ １２４１ ２５４６ １７４ ２９５ ２６２ ６２１８ １１３ ０２１
１１Ｙ４８７ ６９８ ７２９ ９０２ １３５ ６８３ ５１８ ３６６４ １３２ ０７１
１１Ｙ４７０ １５７０ １７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７０ ８５０ ６８５ ７１７５ １２４ ０４０
１１Ｙ４１９ １１００ ８０６ ２６００ １６０ ５２７ ５００ ５６９２ １０５ ０６２
１１Ｙ４２０ ９００ ８２５ １７００ ０９９ ４１６ ３００ ４２４１ １３９ ０３６
１１Ｙ４６９ ２６５ ３５８ ４６２ １０１ ６０６ ５００ ２２９２ １２１ １４０

致密块状铬铁

矿（Ｃｒ１＃）围岩
方辉橄榄岩

１１Ｙ４０８ ８９７ １０３５ １９３２ １８３ ４２７ ３３４ ４８０８ １２８ ０３２

１１Ｙ４１０ ９５０ ８３６ １１００ １６７ ６８０ ４９１ ４２２４ １３８ ０５９

１１Ｙ４１５ ４４０ ５１９ ９６０ １５１ ７０７ ６７０ ３４４８ １０６ １２９

１１Ｙ４１７ ３８０ ３７１ ６１４ １２１ ６０３ ３７２ ２４６１ １６２ １００

１１Ｙ４５２ ３８０ ５０７ ９００ １５６ ８５１ ５２３ ３３１８ １６３ １０３

０５１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８）



续表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４

岩性 样品号 Ｏｓ Ｉｒ Ｒｕ Ｒｈ Ｐｔ Ｐｄ 总量 Ｐｔ／Ｐｄ Ｐｄ／Ｉｒ

致密块状铬铁

矿（Ｃｒ１＃）围岩
方辉橄榄岩

１１Ｙ４５４ ４６２ ４８１ ９２２ １６８ ８８１ ７６１ ３６７５ １１６ １５８
１１Ｙ４６８ ７４１ ８５６ ９６４ １２４ ５７１ ４７２ ３７２８ １２１ ０５５
１１Ｙ４８４ ３３１ ４２０ ６８０ １６９ １１７１ ７１８ ３４８９ １６３ １７１
１１Ｙ４８６ ３１１ ３８３ ６５５ １３４ ５５４ ３４５ ２３８３ １６１ ０９０
１１Ｙ４８８ ６５０ ３６９ ７７５ １４２ １０００ ７００ ３６３６ １４３ １９０
Ｃ１１Ｙ９０４ ６６９ ４００ ７３１ ０９６ ５４６ ４６６ ２９０８ １１７ １１７
Ｃ１１Ｙ９２５ ８００ ４４９ ９９３ １２８ １３２５ ９１４ ４６０９ １４５ ２０４
Ｃ１１Ｙ９２７ ８３７ ５０２ ７６０ １３８ １４４４ １９４７ ５６２８ ０７４ ３８８
Ｃ１１Ｙ９３２ ５８６ ３２５ ７９６ １０１ ７４２ ５３２ ３０８２ １３９ １６４
Ｃ１１Ｙ９３４ ４３４ １６５ ３３５ ０６６ ２７１４ １０１３ ４７２７ ２６８ ６１４
Ｃ１１Ｙ９５２ ６４２ ３１０ ７３２ ０９８ ６４７ ４４３ ２８７２ １４６ １４３
Ｃ１１Ｙ９６８ ３６１ １８０ ４６１ ０８５ ４９７ ５１９ ２１０３ ０９６ ２８８
Ｃ１１Ｙ９７０ ４６０ ２３０ ６４９ ０８７ ４８７ ３５９ ２２７２ １３６ １５６
Ｃ１１Ｙ９７１ ５８６ ２９１ ７８０ ０９６ ５５３ ４４９ ２７５５ １２３ １５４
Ｃ１１Ｙ９７３ ８６８ ３０１ ７９９ １２４ ２８３５ １４１１ ６３３８ ２０１ ４６９
Ｃ１１Ｙ９７４ ５９６ ３１５ ８２５ ０８１ １９２ １８８ ２１９７ １０２ ０６０
Ｃ１１Ｙ９８４ ３７５ ２１８ ６１１ ０８３ ３４６ ３０４ １９３７ １１４ １３９
Ｃ１１Ｙ１０１１ ５７２ ３０３ ８０７ ０９３ ５３０ ４５８ ２７６３ １１６ １５１
Ｃ１１Ｙ１０１３ ８３２ ３９９ ８９６ １２２ ６８９ ６９０ ３６２８ １００ １７３
Ｃ１１Ｙ１０２０ ５００ １９８ ５２７ ０５９ ３２６ ３１１ １９２１ １０５ １５７
Ｃ１１Ｙ１０２２ １１４３ ５８７ １０３８ １００ ７６７ ４２７ ４０６２ １８０ ０７３
Ｃ１１Ｙ１０３１ １７８６ ９６２ １６７０ １２１ ４４６ ３９４ ５３７９ １１３ ０４１
Ｃ１１Ｙ１０３８ ４９４ ４１１ ７３６ １４２ ８９７ １１００ ３７８０ ０８２ ２６８
Ｃ１１Ｙ１０４０ ２９１ ２６４ ２８３ １２４ １３０９ ２０１４ ４２８５ ０６５ ７６３
Ｃ１１Ｙ１０４５ ４７１ ２９６ ５６２ ０５７ ２９６ ２３６ １９１８ １２５ ０８０
Ｃ１１Ｙ１０６４ ９０３ ３１５ ６５８ ０８３ ４７１ ３４９ ２７７９ １３５ １１１
Ｃ１１Ｙ１０７６ ４５０ ４０６ ４１２ ０９８ ６２０ ４４２ ２４２８ １４０ １０９
Ｃ１１Ｙ１０７８ ７１５ ４２９ ７２０ ２５９ ３９７８ １４０４ ７５０５ ２８３ ３２７
Ｃ１１Ｙ１０７９ ４１１ ３０２ ６３７ １０７ ９０３ ５５７ ２９１７ １６２ １８４
Ｃ１１Ｙ１０８１ ３７６ ３１１ ６１３ ０９７ ６５４ ５３２ ２５８３ １２３ １７１
Ｃ１１Ｙ１０９０ ４８０ ３１８ ７６２ １００ ５７７ ３０１ ２５３８ １９２ ０９５
Ｃ１１Ｙ１０９２ ５５１ ３６２ １０７６ １０８ ５３３ ５７３ ３２０３ ０９３ １５８
Ｃ１１Ｙ１０９３ ４６４ ２９４ ６９１ ０９８ ５８７ ７７６ ２９１０ ０７６ ２６４
Ｃ１１Ｙ１０９５ ４３９ ３１０ ５５７ ０９８ ４９５ ３９９ ２２９８ １２４ １２９

浸染状铬铁矿

（Ｃｒ２＃）
围岩纯橄岩

Ｃ１１Ｙ９００ ６２７ ３８５ ７５７ １２７ ７１３ ７８０ ３３８９ ０９１ ２０３
Ｃ１１Ｙ９５０ ２４４ １９６ ２８８ ０５３ １２１ １３２ １０３４ ０９２ ０６７
Ｃ１１Ｙ９７６ ８８８ ５６５ ９３０ １６８ ４４０ ３４４ ３３３５ １２８ ０６１
Ｃ１１Ｙ９８２ ８４５ ３８６ ９６６ ０９４ ３６２ ３９３ ３０４６ ０９２ １０２
Ｃ１１Ｙ１０２９ ２２２６ １４１１ １７０３ １４４ ２８３ １９７ ５９６４ １４４ ０１４
Ｃ１１Ｙ１０４７ ３４２ ２８１ ４３６ ０６７ １２４４ ４８７ ２８５７ ２５５ １７３

量为１０３×１０－９～５９６×１０－９，辉长岩的 ＰＧＥ含量较低为
３２×１０－９～２０１×１０－９，透镜状纯橄岩为 １８６×１０－９～
３６９×１０－９，非矿围岩方辉橄榄岩为 １０３×１０－９～３９９×
１０－９，铬铁矿的ＰＧＥ含量最高为３６６×１０－９～３７８×１０－９。

从图１１结果表明罗布莎岩体中两类铬铁矿均比地幔橄
榄岩具更高的Ｉｒ值，位于球粒陨石的右侧，而橄榄岩接近于
原始地幔值，辉长岩Ｉｒ的含量最低位于趋势线的左侧。方辉
橄榄岩（含铬铁矿的围岩）中Ｐｄ／Ｉｒ＝０３２～４６９，纯橄岩（含
铬铁矿的围岩）为０１４～２０３，两类铬铁矿的Ｐｄ／Ｉｒ＝００２～
１４０，其中Ｃｒ１＃明显低于 Ｃｒ２＃的值，辉长岩的 Ｐｄ／Ｉｒ偏高为

１０８～１４２。罗布莎岩体中方辉橄榄岩 Ｐｔ／Ｐｄ为 ０６５～
２８３，纯橄岩Ｐｔ／Ｐｄ＝０９１～２５５，两类铬铁矿变化范围类似
为０６７～７７６。在图１１ｃＰｄ／Ｉｒ与 Ｐｔ／Ｐｄ的关系明显可以分
为两组。这可能是由于地幔橄榄岩及铬铁矿中Ｉｒ、Ｐｄ分配系
数要高于Ｐｔ的原因（Ｂｏｒｉｓｏｖｅｔａｌ．，１９９４）。对罗布莎地幔橄
榄岩及铬铁矿的原始地幔标准化显示（Ｂａｒｎ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８），
与图１１结果一样，罗布莎地幔橄榄岩中方辉橄榄岩和纯橄
岩的铂族元素特征基本上类似于原始地幔（图１２）。纯橄岩
的ＩＰＧＥ与原始地幔相同，但ＰＰＧＥ要稍低于原始地幔，呈现
不明显的右倾特征。辉长岩显示相反的特征，其富集ＰＰＧＥ，

１５１２熊发挥等：西藏罗布莎不同类型铬铁矿的特征及成因模式讨论



图１１　罗布莎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的铂族元素图
早期铬铁矿数据来源于周美夫和白文吉（１９９４）ＭＯＲＢ洋中脊玄武岩；ＬｏｗＴｉｌａｖａｓ低钛玄武岩；球粒陨石和地幔值引自 Ｃｈｏｕｅｔａｌ．

（１９８３）．ＭＯＲＢ和ＬｏｗＴｉｌａｖａｓ引自Ｈａｍｌｙ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５）

Ｆｉｇ．１１　ＰＧ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

而相对亏损ＩＰＧＥ，呈现左倾的配分模型。与其对应的是铬
铁矿富集 ＩＰＧＥ，而亏损 ＰＰＧＥ特征，表明部分熔融过程中
ＩＰＧＥ被残留，ＰＰＧＥ随着熔体带入辉长岩。铬铁矿的ＰＧＥ要
比其围岩高出数十倍，甚至百倍。因此，用熔体岩石反应的
观点并不能很好的解释此特征，这可能与含 ＰＧＥ元素的矿
物趋向富集于铬铁矿有关，经历了不同性质的含 ＰＧＥ岩浆
过程。

４３　ＲｅＯｓ同位素特征

大多数ＰＧＥ合金在地幔橄榄岩及铬铁矿中呈原生包裹
体存在（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ａｎｄＨｌａｖａ，１９８４；Ａｕｇé，１９８８；Ｍｅｌｃｈ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或者与硅酸盐／ＰＧＥＢＭ硫化物伴生组成一个颗
粒（Ａｕｇé，１９８８；ＨａｒｒｉｓａｎｄＣａｂｒｉ，１９９１；Ｍｅｌｃｈｅｒ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并认为这种原生包裹体形成早于铬铁矿（Ｓｔｏｃｋｍａｎ
ａｎｄＨｌａｖａ，１９８４；ＧａｒｕｔｉａｎｄＺａｃｃａｒｉｎｉ，１９９７；Ｍｅｌｃｈｅｒ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此外，部分ＰＧＥ合金多与 ＢＭ合金出现在铬铁矿的
蛇纹石和绿泥石脉中，通常为硫化物、砷化物伴生（Ｓｔｏｃｋｍａｎ
ａｎｄＨｌａｖａ，１９８４；Ｍｅｌ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常被解释为晚期硅
酸盐熔体相对低温的蚀变作用形成（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ａｎｄＨｌａｖａ，
１９８４；Ｐ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ｎｄＴａｒｋｉａｎ，１９８８；ＭｃＥｌｄｕｆｆａｎｄＳｔｕｍｐｆｌ，
１９９１）。

与其他产地铬铁矿床一样，罗布莎铬铁矿矿石中 ＯｓＩｒ
和ＯｓＩｒＲｕ合金是最丰富的合金矿物。多为等轴状颗粒，粒

径５～１０μｍ，在铬铁矿中呈包裹体出现或呈单晶出现于铬铁
矿颗粒之间。有些晶粒与镁铬铁矿呈连晶，有些颗粒含有

ＦｅＮｉ合金和硅酸盐与ＳｉＯ２。有时见到ＦｅＩｒ和ＰｔＦｅ合金片
晶出溶于其中（白文吉等，２００４）。罗布莎铬铁矿中 ＰＧＥ合
金研究后认为其ＯｓＩｒ和ＯｓＩｒＲｕ合金具有广阔的成分范围
（白文吉等，２００４）（图１３）。根据 ＩＭＡ规定命名（Ｈａｒｒｉｓａｎｄ
Ｃａｂｒｉ，１９９１），可以划分成自然锇、自然铱和自然钌。新发现
的罗布莎Ｃｒ１＃铬铁矿中原位的ＰＧＥ合金（表５），主要为 Ｏｓ
ＲｕＩｒ组成的合金（图１３ａ）。另有在ＯｓＩｒ合金中发现原位的
金刚石（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以及实验岩石学表明ＯｓＩｒ的合
金熔化温度为２４４３～３０５０℃（ＢｉｒｄａｎｄＢａｓｓｅｔｔ，１９８０），其温
度远高于硅酸盐熔体及玻安岩熔体的温度。表明此类 ＰＧＥ
合金应该可能早于铬铁矿的形成，并且温度压力较高。铂族

元素按其相容性的差异，可分为强不相容元素 ＩＰＧＥ（包括
Ｏｓ、Ｉｒ、Ｒｕ）和强相容元素ＰＰＧＥ（包括Ｒｈ、Ｐｔ、Ｐｄ）。在罗布莎
铬铁矿中，已经报道发现有含Ｐｔ而非ＩＰＧＥ的合金呈单晶粒
（０１～０４ｍｍ）或呈交生体或固溶体出溶晶片分布在 ＯｓＩｒ
Ｒｕ合金中，少量的含 Ｐｔ合金呈圆状或板状分布于 ＯｓＩｒＲｕ
合金的颗粒边缘和裂隙内，矿物组分见图１３。相似的报道见
于新喀里多尼亚超镁铁杂岩内（Ａｕｇé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和菲律宾
的Ｓａｍａｒ铬铁矿（Ｎａｋａｇａｗａ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ｏ，１９９７），可能与亚固
相反应或出溶（或二者）改造的结果（Ｂｏｗｌｅｓ，１９９０）。希腊
的Ｖｅｒｉａ蛇绿岩及铬铁矿中结果也说明早期形成的富 ＯｓＩｒ
的ＰＧＭ要早于铬铁矿形成，后期的ＰＧＭ常与含钙硅酸盐或

２５１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８）



图１２　原始地幔标准化罗布莎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的铂族元素图（标准化值据Ｂａｒｎ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８）
Ｆｉｇ．１２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ＰＧ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ｓ（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ｆｔｅｒＢａｒｎｅｓｅｔ
ａｌ．，１９８８）

图１３　罗布莎铬铁矿中ＰＧＭ成分特征
ＯｓＩｒＲｕ合金以及ＦｅＮｉＰｔ合金来自白文吉等（２００４）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ＰＧＭ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

３５１２熊发挥等：西藏罗布莎不同类型铬铁矿的特征及成因模式讨论



表５　罗布莎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中含ＰＧＥ元素矿物化学成分（ｗｔ％）
Ｔａｂｌｅ５　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ｂ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ｈａｖｅｄＰＧ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Ｌｕｏｂｕｓａｍａｓｓｉｖｅ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ｗｔ％）

样品号 Ａｓ Ｉｒ Ｐｔ Ｏｓ Ｒｕ Ｃｕ Ｓ Ｎｉ Ｃｏ Ｐｄ Ｆｅ Ｒｈ Ｔｏｔａｌ
２ＹＸ７８１ ０２４ ５１２ ０００ ５５８５ ９２４ ００２ ２５３４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１５９ ０４９ ９７９９
１２ＹＸ７８２ ０４５ １４５３ ０００ ４３０１ １３１１ ００７ ０１３ ８１４ ０１６ ００４ ６２３ ０６５ ８６５２
１２ＹＸ４１１ ０９４ ４４２ ０００ １３５１ ２５５７ ０２６ ２９０ ３６２２ １１６ ０００ １３２６ ０９１ ９９１４
１２ＹＸ４１２ ０７５ ３１０ ０００ １１４４ ２４６４ ０２８ ５３８ ３４９１ ３１４ ０００ １２１５ ０８８ ９６６６
１２ＹＸ４１３ ０４８ ７００ ０００ ３８６７ １９７７ ０１０ ４４９ １４２０ １１４ ０１３ １０８８ ０７３ ９７５９
１２ＹＸ４１４ ００３ １０５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４８ ００７ ７２２９ １１５ ０００ ２２８３ ０１７ ９８５７
１１Ｙ９０１４１ ０３１ １２９６ ０００ ３８１５ １４８３ ０２２ ３１５１ ０７７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９４ ０５１ １００４０
１１Ｙ９０１４２ ００２ ４４５５ ０００ ２７０ ０６３ ５９７ ２５８４ １５７０ ００２ ０２２ ５８９ ０１７ １０１７１
１１Ｙ９０１４３ ４４２ ０９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３８６ ０３６ ００１ ３６５６ ０２０ ０００ １５２８ １９４ １１３５９
Ｋ６ａ１ ２６１ ３５８ ０００ ２５２６ ４８０３ ００１ ２７７ ４４５ ０８８ ０００ １０９０ １４２ ９９９０
０８ｙ１４７１ ０１４ ９５５ ０００ ６３４９ １５６ ０１９ ２４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７１ ０２０ １００４３
０８ｙ１４７２ ０４３ １２７７ ０００ ３６５１ １９８８ ０１０ ３０９０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４８ ０８３ １０１９７
０８ｙ１４７３ ０４７ ７６２ ０００ ３３１３ ２５２０ ００９ ３１７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４８ １１７ １０００５

表６　罗布莎铬铁矿的ＲｅＯｓ同位素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６　ＲｅＯｓｄａｔａｏｆＬｕｏｂｕｓａ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

岩性 样品号
Ｒｅ

（×１０－９）
２ＳＥ

Ｏｓ
（×１０－９）

２ＳＥ
１８７Ｏｓ
１８８Ｏｓ

２ＳＥ
１８７Ｒｅ
１８８Ｏｓ

２ＳＥ
ｔＭＡ
（Ｍａ）

ｔＲＤ
（Ｍａ）

Ｒｅ／Ｏｓ Ｃｒ＃

致密块状

铬铁矿

（Ｃｒ１＃）

１２ＹＸ５４ ０２８７ ００２３ ２０８８１３ ２６１７ ０１２６９８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３６７ ３６２ ０００１３７２ ７７５
１２ＹＸ７８ ０２６３ ００１３ １３９３８３ １０２１ ０１２６７３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４０４ ３９６ ０００１８８７ ７７３
１２ＹＸ５３ ０２１８ ００１８ １４２８００ １５７５ ０１２７２０ ０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３３７ ３３１ ０００１５２８ ７７６

浸染状

铬铁矿

（Ｃｒ２＃）

１２ＹＫ１３９２ ０２６５ ００１３ ２２２９３ ０８０２ ０１２７１６ ０００１０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３ ３８８ ３３７ ００１１８６６ ７９２
１２ＹＫ１４１ ０１９１ ０００８ ５０００４ ０２１４ ０１２６１０ 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 ５０３ ４８２ ０００３８１９ ７８５
１２ＹＫ１５２ ０２９８ ００２０ ３１４６９ ０１５０ ０１２７２５ ００００１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３ ３６３ ３２５ ０００９４６５ ８００

纯橄岩壳 １２ＹＫ２３９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８３０８ ０５１７ ０１２５４０ ０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５８５ ５７８ ０００１００７ ７９２

图 １４　罗布莎地幔橄榄及铬铁矿的１８７Ｒｅ／１８８Ｏｓｖｓ
１８７Ｏｓ／１８８Ｏｓ图解
其中橄榄岩，斜方辉石，橄榄石的ＲｅＯｓ数据来自李金阳（２０１２）

Ｆｉｇ．１４　Ｔｈ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１８７Ｒｅ／１８８Ｏｓｖｓ１８７Ｏｓ／１８８Ｏｓｏｆｔｈｅ
Ｌｕｏｂｕｓａ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

脱硫作用有关（Ｔｓｏｕｐａ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ｏｕＥｌｉｏｐｏｕｌｏｓ，２００８）。因
此，铬铁矿中ＰＧＭ呈现不同的类型表明经历了多期的岩浆
过程，其中在铬铁矿中富ＯｓＩｒ的形成可能要早于铬铁矿，而
富ＰｔＰｄ合金可能属于后期岩浆的作用结果。

从表６可知岩石及铬铁矿中 Ｏｓ的含量，绝大部分大于
原始地幔值（ＰＵＭ）３１×１０－９，Ｒｅ／Ｏｓ比值小于 ０１，１８７Ｒｅ／
１８８Ｏｓ和１８７Ｏｓ／１８８Ｏｓ比值分别低于 ＰＵＭ的０４３４６和０１２９６。
史仁灯等（２００６）通过总结不同时代的蛇绿岩 ＲｅＯｓ同位素
特征得出地幔橄榄岩主要为残余相，其位置在图１４第三象
限，而辉长岩及玄武岩等为熔体相具有相对较高的１８７Ｒｅ／
１８８Ｏｓ和１８７Ｏｓ／１８８Ｏｓ比值，为熔体相抽出富集的结果。这类似
于地幔橄榄岩与铬铁矿的 ＰＧＥ地球化学反应的机制（Ｚｈｏｕ
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从图１４可知罗布莎地幔橄榄岩和浸染状铬
铁矿（Ｃｒ２＃）主要位于第三象限，也即是残留相的位置，且致
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的１８７Ｒｅ／１８８Ｏｓ比值较低接近于００００１
（表５），表明罗布莎蛇绿岩中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与浸染
状铬铁矿（Ｃｒ２＃）形成可能为不同成因。大多数罗布莎地幔
橄榄岩１８７Ｏｓ／１８８Ｏｓ高于ＡＰ值０１２４６（估算的 ＤＭＭ源区值，
ＳｎｏｗａｎｄＤｉｃｋ，１９９５），这可能是源区地幔不均一的结果
（ＲｏｙＢａｒｍａｎａｎｄＡｌｌèｇｒｅ，１９９５；Ｓｃｈｉａｎ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７）。橄榄
石的ＲｅＯｓ同位素比值变化位于第三四象限，表明与岩浆的
多期作用有关，这与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和李金阳（２０１２）年在
岩相学（方辉橄榄岩）中分析的矿物多期性一致。此外，图

１５表明罗布莎地幔橄榄岩与铬铁矿的 Ｒｅ，Ｏｓ含量呈正相关
性，比玄武岩的含更低Ｒｅ，其中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的Ｏｓ
含量最高大于 １００×１０－９，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处于 １０×

４５１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８）



图１５　罗布莎地幔橄榄及铬铁矿的ＲｅＯｓ同位素特征图解
ＡＰＡｂｙｓｓａｌ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深海地幔橄榄岩），其中橄榄岩，斜方辉石，橄榄石的ＲｅＯｓ数据来自李金阳（２０１２）

Ｆｉｇ．１５　Ｔｈ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ＲｅＯｓ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

１０－９～１００×１０－９之间。但都高于地幔橄榄岩及橄榄石与斜
方辉石中的丰度值，而 Ｒｅ的含量在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
和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中相近。γＯｓ能反映源区的特定时
间的１８７Ｏｓ／１８８Ｏｓ比值，从图 １５ｂ显示罗布莎地幔橄榄岩的
γＯｓ具较大的变化范围为 －３９２～２９５，有亏损地幔源区特
征（－３１～－０８）又具原始地幔源区特征（＋１６）或者富
集地幔柱特征（＋２４～＋６３），表明罗布莎地幔橄榄岩源区
具多样性特点。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与浸染状铬铁矿
（Ｃｒ２＃）的γＯｓ为－０５９～０８３接近于球粒陨石的０值，壳源
物质的混染不明显。罗布莎橄榄岩中１８７Ｏｓ／１８８Ｏｓ与 Ｏｓ，Ｒｅ／
Ｏｓ呈负相关性，但铬铁矿无此特征。罗布莎两类铬铁矿的
模式年龄为３２５～５７８Ｍａ明显要早于 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所获
得的 ＯｓＩｒ矿的模式年龄２２３Ｍａ，李金阳（２０１２）所获得的地
幔橄榄岩和橄榄石／斜方辉石的模式年龄为一个较分散的值
在１８７～１１４４Ｍａ之间。结合上述分析，罗布莎岩体中目前所
有已获得的ＲｅＯｓ同位素的模式年龄变化范围较大，但都要
早于岩体的年龄。所以在ＳＳＺ环境（年龄为１２６±２Ｍａ）下并
不能合理解释形成规模较大的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

５　讨论

５１　罗布莎铬铁矿的类型划分
豆荚状铬铁矿因其矿石与围岩之间构造接触关系的不

同，分为不整合、次整合、整合的三种主要的类型（Ｃａｓｓａｒｄｅｔ
ａｌ．，１９８１）。Ｃａｓｓａ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８１）认为不整合的铬铁矿形成
于洋中脊扩张下的岩浆演化阶段，并且在后来的洋中脊挤压

变形过程转变成了整合的铬铁矿。豆荚状铬铁矿具有特殊

的岩浆结构，如圆形，豆状和反豆状的结构，这些结构保留在

不整合的铬铁矿中，而在整合的铬铁矿中被完全改造未保留

的过程（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９８９），其中整合矿体与本研究中的致密块
状铬铁矿（Ｃｒ１＃）矿体相对应，而不整合矿体对应于浸染状矿
体。Ａｈｍｅ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在研究了阿曼蛇绿岩北部的 Ｗａｄｉ
Ｈｉｌｔ铬铁矿后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铬铁矿是由于两种不同
的岩浆作用的结果，ＭＯＲＢ岩浆是形成于早期的整合型铬铁
矿，而玻安质岩浆形成于后期不整合的铬铁矿。至于上述的

讨论并未有充分的证据来区分，而更多公认的是豆荚状铬铁

矿可以分为三种矿体类型，致密块状、豆状和浸染状。因此，

罗布莎铬铁矿矿床是否也存在不同的类型，各类型铬铁矿的

特征有何差异？

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中可见粒度在２０～２００μｍ的呈
他形半自形粒状的高镁橄榄石、斜方辉石和单斜辉石包裹
体（图４ｄ），而在浸染状和豆状铬铁矿中只见低Ｍｇ＃和ＮｉＯ含
量较低的橄榄石包裹体，并未见斜方辉石和单斜辉石包裹体

的存在（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白文吉等（２００１）在对致密块
状中这些镁值高达９７～９８的橄榄石包裹体单晶晶胞参数分
析后指出：它们的键长小于地幔包裹体和一般地幔岩中橄榄

５５１２熊发挥等：西藏罗布莎不同类型铬铁矿的特征及成因模式讨论



石的对应值，而与人工合成的镁橄榄石一致（Ｓｍｙｔｈａｎｄ
Ｈａｚｅｎ，１９７３），属已知橄榄石族中最小的晶胞参数，这表明
接近端元Ｍｇ２ＳｉＯ４罗布莎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

＃）中的镁橄

榄石在１６００℃高温下可以耐高压达到 １４ＧＰａ（白文吉等，
２００１），表明罗布莎铬铁矿中这些橄榄石属超高压的条件形
成。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在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中发现半
自形粒状单斜辉石包裹体与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报道的
呈针状和球状的单斜辉石具有类似的矿物化学组分，并且与

柯石英同属高压相出溶的结果，这与地幔橄榄岩中单斜辉石

形成过程有很大的差别，可能形成于不同阶段，同类型的单

斜辉石在阿曼地幔蛇绿岩的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中也有
发现（Ｍｉｕ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铬尖晶石在致密块状铬铁矿
（Ｃｒ１＃）和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中也呈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
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中 Ｍｇ＃变化范围在４９４～７０８，Ｃｒ＃在
７６６～８３５之间，而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中铬尖晶石的
Ｍｇ＃，Ｃｒ＃变化范围较大（图７）。Ｒｕｓｋ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在对罗
布莎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和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的莫尔
斯波普的特征分析后指出，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形成于氧
逸度极低的超高压条件，而浸染状（Ｃｒ２＃）形成于氧逸度相对
较高的环境，这表明两类铬铁矿形成于深部不同的环境。在

致密块状铬铁中发现的ＴｉＯ２和氮化物包裹体也指示致密块

状铬铁矿 （Ｃｒ１＃）形成于超高压和低氧逸度的条件
（Ｄｏｂｒｚｈｉｎｅｔｓｋａｙ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９）。此外，在致密块状铬铁矿
（Ｃｒ１＃）中分选出来大量的超压矿物，这包括自上世纪８０年
代在西藏罗布莎蛇绿岩铬铁矿中初次发现金刚石（中国地质

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金刚石组，１９８１）。在罗布莎蛇绿岩铬铁
矿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柯石英和蓝晶石（Ｙ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在位于俄罗斯境内的早古生代乌拉尔造山带的Ｒａｙ
Ｉｚ超镁铁岩体１５吨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样品中，也发现
了一个异常矿物群（杨经绥等，２００７），表明不同时代的致密
块状铬铁矿（Ｃｒ１＃）间可能有相似的超高压的阶段。

然而，与上述不同的是，在浸染状和豆状铬铁矿中并未

发现超高压矿物的存在，也未发现高镁的单斜辉石和斜方辉

石的包裹体（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在对西藏罗布莎铬铁矿床
的３５６个钻孔岩心的资料统计后可知，致密块状铬铁矿
（Ｃｒ１＃）的围岩并不一定存在“纯橄岩壳”，而浸染状铬铁矿
（Ｃｒ２＃）几乎全部存在一层“纯橄岩壳”。普遍流行的观点认
为富铬铁矿形成在俯冲带上的构造背景（ＳＳＺ），是由于 Ｈ２Ｏ
饱和的玻安岩熔融体与呈地幔楔产出的方辉橄榄岩在地幔

浅部发生反应而形成（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８８；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２００５；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５；ＴａｍｕｒａａｎｄＡｒａｉ，２００５；Ｕｙｓａｌ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但分析的样品多基于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的特征，并
不能代表所有铬铁矿的特征。在罗布莎蛇绿岩中不同产状

的纯橄岩其特征有所不同，其中呈透镜状产状的纯橄岩是由

地幔橄榄岩高度部分熔融的结果，岩体北部出露的厚层状纯

橄岩是在莫霍面以下拉斑质玄武岩熔体与地幔橄榄岩的反

应而成（李金阳等，２０１２），而铬铁矿外层的纯橄岩壳则是由

含辉石的方辉橄榄岩和由已熔化的辉石构成的玻安质熔体

发生岩石／熔体反应的结果（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近期报道的
特罗多斯蛇绿岩也具类似特征（Ｍｅｒｌｉ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１）。铬尖
晶石的形态由纯橄岩壳的自形到半自形再到浸染状矿体内

部的他形，铬尖晶石的镁值和橄榄石的镁值呈现从浸染状矿

体内向两侧纯橄岩壳之间逐渐递减的变化过程（Ｘｉｏ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这与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在对１４ｃｍ宽的浸染状铬
铁矿（Ｃｒ２＃）→纯橄岩→含单斜辉石的方辉橄榄岩中橄榄石
的镁值逐渐减少的结果相一致。在进一步的分析这个变化

区间内的矿物地球化学特征和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后，Ｚｈｏ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认为罗布莎地幔橄榄岩具有 ＭＯＲＢ地幔橄榄岩
的特征，后来在俯冲带上地幔橄榄岩和玻安质熔体的反应形

成了现在的铬铁矿，以及在过渡带位置的纯橄岩壳。另外，

从纯橄岩壳→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致密块状铬铁矿
（Ｃｒ１＃）之间铬尖晶石的Ｃｒ＃和 Ｍｇ＃在图７呈现一个向 Ｍｇ＃增
加而Ｃｒ＃基本不变的特征。地幔橄榄岩中铬尖晶石的 Ｃｒ＃随
着部分熔融程度的增加其值增大，所以从方辉橄榄岩→透镜
状纯橄岩中铬尖晶石的 Ｃｒ＃呈增加，Ｍｇ＃减少的过程（图７），
反映了部分熔融过程中 Ｍｇ和 Ｆｅ之间分配系数的变化特征
（ＤｉｃｋａｎｄＢｕｌｌｅｎ，１９８４）。从上述特征可以看出，部分熔融
过程和岩石／熔体反应可能同时交织在罗布莎地幔橄榄岩
内，且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和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豆状
铬铁矿形成于不同的演化阶段。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形
成于低氧逸度的超高压环境，并包裹了超高压矿物，而浸染

状铬铁矿（Ｃｒ２＃）形成于浅成的高氧逸度环境，并不含超高压
矿物。

５２　豆荚状铬铁矿形成过程

在总结罗布莎铬铁矿和地幔橄榄岩的特征，及对比其他

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的基础上，初步认为豆荚状铬铁矿与地

幔橄榄岩的形成过程是经历了不同期次的结果，提出多阶段

的成因模式（图１６），可能不再是单一的浅成或者深成模式？
早期俯冲的陆壳和洋壳物质到达地幔过渡带后成分被

分解（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岩石脱水，产生大量流体，地壳中放射性
物质生热，导致地幔熔融，Ｃｒ等成矿元素从矿物中释放并聚
集（图１６ａ）。地球物理资料显示在上下地幔之间有一个地
震不连续层（４１０～６６０ｋｍ）（Ｓｈｅａｒｅｒ，２０００；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Ｓｈｅａｒｅｒ，２００６），依据地震资料的观测 Ｍａｒｕｙａｍａ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认为此不连续层是一个比 ＭＯＲＢ型地幔温度要低
６０Ｋ但更富含水的过渡层。断层图像清晰地反映了俯冲的
历史可以追索到１８０Ｍａ，特别是在４１０～６６０ｋｍ的过渡地带
和中下地幔，地震断层剖面的大部分信号反映明显（Ｆｕｋａｏ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Ｚｈａｏ，２００４）。俯冲板片能够俯冲至地幔深处，有
可能达到１０００ｋｍ，甚至更深，地球物理资料显示东亚下的地
幔中存在的板片深度正是４１０～６６０ｋｍ的位置（Ｚｈａｏ，２００４；
Ｍａｒｕｙａ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在Ｊｕｉｎａ金伯利岩的金刚石中含有
针状的尖晶石，橄榄石、斜方辉石等超基性质包裹体，以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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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罗布莎豆荚状铬铁矿的形成模式
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ｎｕｃｌｅｕｓ铬铁矿液滴；Ｓｔｉｓｈｏｖｉｔｅ斯石英；ｄｉａｍｏｎｄ金刚石；Ｃｏｅｓｉｔｅ柯石英；Ｚｉｒｃｏｎ锆石；Ｍａｎｔｌｅ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地幔橄榄岩；Ｍａｓｓｉｖｅ

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Ｃｒ１＃）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Ｃｒ２＃）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ｃｒｕｓ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壳源物质；Ｄｉａｍｏｎ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Ｃ

ｒｉｃｈｆｌｕｉｄ含金刚石富集碳的流体；Ｐｌｕｍｅ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上升地幔柱；Ｈ２Ｏｒｉｃｈｍｅｌｔ富水熔体；Ｄｏｗｎｇｏｉｎｇｓｌａｂ俯冲板片；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地幔对流；

Ｓｕｐｒａ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ｍｅｌ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俯冲带熔体演化；Ｅｘ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ａｍｅｌｌａｅｃｏｅｓｔｉｅａｎｄｐｙｒｏｘｅｎｅ出溶的柯石英和单斜辉石

Ｆｉｇ．１６　Ｔｈｅ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ｂｕｓａｐｏｄｉｆｏｒｍｃｈｒｏｍｉｔｉｔｅ

未报道过的新的铝硅酸盐相（ＮＡＬ）和铁酸钙（ＣＦ）包裹体，
这种矿物相只在实验室下模拟为超高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

形成，认为证明了超基性质的包裹体可以俯冲在６６０ｋｍ之下
（Ｗａｌ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尖晶石的形成深度可以在 ７００～
１４００ｋｍ的位置。近年来，蛇绿岩和铬铁矿中矿物学的研究
更直接证明了这一层物质诸多特征。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在
罗布莎蛇绿岩铬铁矿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柯石英和蓝

晶石，二者呈针柱状集合体交生在一起，产在一个钛铁合金

颗粒的边部，其形成于 Ｔ＝１０００℃，Ｐ＞９ＧＰａ（即 ＞３００ｋｍ深
度），并有原位的金刚石包裹体存在，其温度大于２０００℃，以
及铬铁矿中微细粒的ＴｉＮ，ＢＮ矿物包裹体（Ｄｏｂｒｚｈｉｎｅｔｓｋａｙ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在俄罗斯境内的乌拉尔造山带的ＲａｙＩｚ超镁铁
岩体的铬铁矿中，也同样发现了一个异常矿物群，包括：金刚

石，Ｃｒ，Ｗ，Ｃｏ，Ｓｉ，Ａｌ，Ｔａ等自然元素，ＳｉＣ、ＷＣ等碳化物；Ｃｒ
Ｆｅ，ＳｉＡｌＦｅ，ＮｉＣｕ，ＡｇＡｕ，ＡｇＳｎ，ＦｅＳｉ，ＦｅＰ，ＡｇＺｎＳｎ等合
金矿物，假象八面体蛇纹石，自然铁，方铁矿等４０余种矿物
（杨经绥等，２００７；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前人曾在柯利亚克的
橄榄岩中及金伯利岩金刚石的包裹体中见到自然铁和方铁

矿的组合，并认为是来自地幔深部或下地幔的矿物

（Ｒｕｄａｓｈｅｖｓｋｙ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Ｓｔａｃｈｅ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８）。罗布莎和
乌拉尔中金刚石 Ｃ同位素均显示 δ１３Ｃ变化于 －２８‰ ～
－１８‰之间（ＹａｎｇａｎｄＰａｕｌ，２０１１），不同于金伯利岩中的金
刚石（δ１３Ｃ变化于－８‰ ～－４‰之间）和俯冲带变质榴辉岩
中金刚石的特征（δ１３Ｃ变化于 －１８‰ ～－５‰之间）（Ｄｅｉｎｅｓ，
２００２），表明可能是一种新的金刚石的类型（ＹａｎｇａｎｄＰａｕｌ，
２０１１），碳硅石的 Ｃ同位素有类似的特征（Ｔｒｕｍｂｕｌｌ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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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此外，在罗布莎铬铁矿还选出了超过一百粒的锆石，年

龄范围４５０～９１０Ｍａ（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另有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报道的两组罗布莎铬铁矿中选出的锆石年龄分别
为１０７～５３４Ｍａ和１４６２～１８２２Ｍ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报
道的罗布莎蛇绿岩中锆石２０６Ｐｂ／２０８ＵＳＩＭＳ年龄为 ５４９～
１６５７Ｍａ，以及东巧蛇绿岩的锆石年龄为４８４～２５１５Ｍａ，都明
显老于蛇绿岩的年龄，并且这些锆石中的矿物包裹体都为壳

源物质的石英、长石、云母等。大西洋中脊 ＭＯＲＢ中同样也
有此类老锆石发现（３３０～１６００Ｍａ）（Ｐｉｌｏ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被认
为是老的陆壳物质被 ＭＯＲＢ型岩浆在上升过程中岩浆同化
的结果。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中高Ｆｏ＝９７～９８的橄榄石
极小的晶胞参数表明，其结晶可能在深度大于４００ｋｍ的条件
下（白文吉等，２００１），以及高镁的斜方辉石包裹体。同样在
这一位置的铬尖晶石呈薄片状由早期超高压相 ＣＦ（铁酸钙；
ＣａＦｅ２Ｏ４）（铬尖晶石）分解而成，其压力应该是大于１２５ＧＰａ

（＞３８０ｋｍ）（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并且形成了Ｆｅ３＋／∑Ｆｅ
值较高，氧逸度相对较低的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液滴
（Ｒｕｓｋ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因此，早期俯冲的陆壳和洋壳物质在地幔过渡带被分解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发生脱水而产生大量流体。形成了由壳源物
质组成的初始物质层，并在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

超高矿物包括金刚石、碳硅石、斯石英、合金、锆石、橄榄石

等。地壳中放射性物质生热，导致地幔熔融，Ｃｒ等成矿元素
从矿物中释放并聚集。

在地幔柱作用下熔融物质上涌，在过渡带顶部，熔体开

始结晶，铬铁矿聚集成矿，独立的携带微粒金刚石等超高压

矿物的强还原性流体进入开始固化的铬铁矿和围岩，呈半固

化的铬铁矿和熔融体继续向上运移（图１６ｂ）。当前国际上
对地幔柱的研究与日俱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

人们在地球上发现越来越多的地幔柱存在的证据，例如，在

夏威夷玄武岩包裹体中发现金刚石等深部地幔矿物证据

（ＷｉｒｔｈａｎｄＲｏｃｈｏｌｌ，２００３），以及在岩石学和地震层析学的基
础上找到了白垩纪时 Ｂｒａｚｉｌ之下为地幔柱的证据（Ｇｉｂｓｏ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ＶａｎＤｅｃａ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地震波研究表明存在具
此类条件的热边界层：一个是６７０ｋｍ处的上下地幔之间的
不连续面（ＵＬＭＢ），上、下地幔是分层对流的，上下地幔之间
的不连续面为一个化学界面，而不是相界面（Ｈｏｆｍａｎｎ，
１９８２）。另外一个是多数学者认为的地幔柱是来自核幔边
界附近的 Ｄ层（Ｄａｖｉｅｓ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１９９２；Ｒｉｃｈａｒｄｅｔａｌ．，
１９９１；ＬｏｐｅｒａｎｄＳｔａｃｅｙ，１９８３）。对于其动力学来源，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初，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ａｎｄ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９９０）成功地解决了热
驱动和大粘滞度的基本问题，建立了动态热柱结构模型。理

论和实验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地幔柱的形成特征，第一是要

存在一个高温低粘度的热边界层，其温度要高出周围地幔物

质的温度 ３００～４００℃，粘度要低于周围地幔几个数量级
（Ｌｏｐｅｒ，１９９１；Ｄａｖｉｅｓ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１９９２）。并具有极不稳定

的物理性质，一旦受到热扰动，就会在浮力作用下呈柱状上

升，形成一个巨大的球状顶冠的头部和细窄尾柱的柱状构

造地幔柱构造。地幔深部的熔融对俯冲下去的岩石圈物质
通过地幔对流到地幔柱上升起到了关键作用，早期俯冲的板

片也会造成地幔的不均一，并在４１０～６６０ｋｍ形成强还原性
的塑性流体（Ｍａｒｕｙａ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超高压矿物便在塑性
流体的作用下运移聚集，有些被流体带入开始固化的铬铁矿

并被包裹于其中，少量的含硅物质溶解在原始铬铁矿矿浆

中。另一些未进入原始铬铁矿矿浆中的物质随着流体进入

外围的超高压相的“塑性半塑性地幔橄榄岩”并向上运移。
在向上运移至洋中脊的过程中，压力不断降低，超高压

相矿物转变成低压相矿物，溶解在铬铁矿矿浆中物质出溶成

柯石英和单斜辉石等，铬铁矿矿浆进一步聚集形成致密块状

铬铁矿（Ｃｒ１＃）。地幔柱／地幔对流及洋中脊的部分熔融（图
１６ｃ１），致使原始的铬铁矿聚集形成规模较大的致密块状铬
铁矿（Ｃｒ１＃）矿体并向浅部运移，同时包裹体在铬铁矿中的斯
石英转变成柯石英（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这是由于对柯石英
组构的研究表明，柱状柯石英是由不同排列方向的多晶柯石

英组成，表明柯石英的柱状外形仅仅是个假象。高压实验表

明柯石英的高压相变矿物是斯石英，其特点是具有柱状外

形，形成罗布莎柯石英的这种不寻常产出特征，说明其是在

减压过程中形成，不同于造山带中常见的由板块俯冲增压过

程中形成的柯石英（Ｌｉ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超高压相的含硅铬
铁矿也由于上升过程中深度的较小，转变成较低压相的铬铁

矿并有针状的柯石英和单斜辉石出溶（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地幔柱／地幔对流会影响熔融体的粘度和物理化学
性质，并提供上升的热源和流体，运移过程中由于物质属性

的差异（包括粘度和侧向挤压力的存在），致密块状铬铁矿

（Ｃｒ１＃）进一步的在运移过程中聚集。
在上升过程中，部分超高压矿物如金刚石、碳硅石等也

随流体由深部被带至浅部因原始地幔部分熔融而形成的亏

损地幔橄榄岩中，因此在地幔橄榄岩内部也能发现大量的超

高压矿物等。近期的研究成果是最好的证明，不只是罗布莎

和极地乌拉尔铬铁矿中发现超高压矿物（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Ｔｒｕｍｂｕｌｌ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在其它地幔橄榄岩内部也同样有金刚石等超高
压矿物的组合（ＹａｎｇａｎｄＰａｕｌ，２０１１）。在１５００ｋｍ长的雅鲁
藏布江缝合带，已分别在罗布莎、泽当、日喀则、当穷、普兰和

东波等６个地幔橄榄岩体中发现大量金刚石、碳化硅等深部
矿物。因此，超高压矿物与地幔橄榄岩可能并不属同一环境

形成，亏损的地幔橄榄岩中橄榄石，斜方辉石和单斜辉石的

矿物化学特征与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中呈包裹体状的这
些矿物有很大的差异性（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铬尖晶石的
Ｃｒ＃，Ｍｇ＃也具不同的含量变化趋势（图７、图１６ｅ）。此外，致
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的氧逸度及形成温度也要高于其它岩
相的值，其ＲｅＯｓ同位素的特征显示比地幔橄榄岩更亏损的
特征，也与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存在较大差别。并在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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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形成了铬尖晶石Ｃｒ＃较低的初期部分熔融地幔橄榄岩，而
显示亲稀土相对亏损的特征（图９、图１６ｃ２），类似于阿尔卑
斯型地幔橄榄岩的特点。

在俯冲环境下，含水熔体与方辉橄榄岩的反应，并改造

了地幔橄榄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形成不含超高压矿物、规模

相对较小的浸染状和豆状铬铁矿及纯橄岩壳（图１６ｄ１）。含
超高压矿物的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和地幔橄榄岩保存在
洋中脊的位置，之后随着板块运动，在俯冲带上发生 Ｈ２Ｏ饱
和的玻安岩熔融体与呈地幔楔产出的方辉橄榄岩的反应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２００５）。从而局部形成了这种高氧逸度
下，Ｆｅ３＋／∑Ｆｅ值偏低（Ｒｕｓｋ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不含超高压矿
物的铬铁矿，以及反应形成的纯橄岩壳。在部分浸染块状铬

铁矿的边界部位，特别是所示的纯橄岩壳和铬铁矿之间的橄

榄石，铬尖晶石的 Ｆｏ值和 Ｍｇ＃变化过程具有典型的岩石熔
体反应的特征（图７、图１６ｅ）。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在岩
石的地球化学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富含轻稀土元素的流体参

与到岩石／熔体的反应过程中，康金拉的地幔橄榄岩也具相
似的结果（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以及本文分析的大量 Ｃｒ１＃的围
岩方辉橄榄岩和纯橄岩都具此特征（图９、图１６ｄ２），同样见
于普兰和东波岩体的方辉橄榄岩和纯橄岩中（熊发挥等，

２０１３）。在东波和普兰铬铁矿的ＲｅＯｓ同位素特征显示其壳
源物质混染的结果，特别是东波高铝型浸染状铬铁矿其 γＯｓ
＝２４、４０。在罗布莎、普兰和东波铬铁矿中发现的两类铂族
矿物也进一步的表明铬铁矿的形成过程中经历了多期次的

岩浆过程，其中在 ＯｓＩｒ合金中发现金刚石包裹体（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而富集 ＰｔＰｄ的铂族矿物可能是另一种岩浆作
用，表明早期的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可能经历了后期改造
叠加。

此外，豆荚状铬铁矿的时代可能与围岩的时代并不一

致。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获得罗布莎铬铁矿中 ＲｕＯｓＩｒ矿物
ＲｅＯｓ同位素模式年龄为２３４±３Ｍａ，并且认为 Ｏｓ同位素的
组成并未受到后期的改变，本文获得的罗布莎铬铁矿的模式

年龄为３２５～５７８Ｍａ，李金阳（２０１２）获得地幔橄榄岩的模式
年龄为１８７～１１４４Ｍａ。而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２）获得雅鲁藏布
江缝合带东段罗布莎蛇绿岩中辉长岩的全岩和矿物 ＳｍＮｄ
等时线年龄为１７７±３１Ｍａ，并根据辉长岩的Ｎｄ和Ｐｂ同位素
特征认为其形成于洋脊的构造环境。钟立峰等（２００６）报道
了东段罗布莎蛇绿岩中辉绿岩锆石的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为
１６２９±２８Ｍａ；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对雅鲁藏布江缝合带西段普
兰岩体中低Ｃｒ＃、高Ｃｒ＃方辉橄榄岩以及斜长石橄榄岩的Ｒｅ
Ｏｓ同位素的研究表明，Ｏｓ同位素的组成并未受到 ＳＳＺ的改
变，而且ＲｅＯｓ同位素模式年龄最老可以达到１０Ｇａ，本文获
得普兰铬铁矿的模式年龄在３５０～７５２Ｍａ。而 Ｍｉｌｌ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获得普兰蛇绿岩体（Ｙｕｎｇｂｗａ蛇绿岩）中拉斑玄武岩
ＳｍＮｄ等时线年龄和ＡｒＡｒ年龄分别为１４７±２５Ｍａ和１５２±
３３Ｍａ，认为普兰蛇绿岩体的地幔橄榄岩形成于 ＭＯＲ环境。
刘钊等（２０１１）获得普兰蛇绿岩体中ＭＯＲ型辉长岩中锆石的

ＵＰｂ年龄为１３０±３Ｍａ；东波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的模式年
龄为１５３～１３１８Ｍａ（熊发挥，２０１３）明显要早于辉长岩和辉石
岩的年龄１２０～１３０Ｍａ（熊发挥等，２０１１）。因此，若按照俯冲
带上的岩石／熔体反应观点，铬铁矿的形成应晚于蛇绿岩。
然而无论是罗布莎蛇绿岩形成的年龄（１６０～１７０Ｍａ），还是
ＳＳＺ环境改造的年龄（约１２０Ｍａ），都要晚于罗布莎豆荚状铬
铁矿中铂族矿物的 ＲｅＯｓ同位素模式年龄。普兰和东波蛇
绿岩体中方辉橄榄 ＲｅＯｓ同位素模式年龄也同样早于蛇绿
岩及俯冲年龄（熊发挥，２０１３），这表明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
都经历复杂的地幔物质循环过程，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形成

时代可能早于蛇绿岩的年龄。

６　结论

（１）岩相学和矿物化学、岩石地球化学的特征表明罗布
莎地幔橄榄岩经历了低铬的洋中脊（ＭＯＲ）→高铬的俯冲环
境（ＳＳＺ）橄榄岩的演变过程。在野外产出，矿物化学组分和
矿物包裹体等特征基础上，识别出罗布莎铬铁矿存在两种类

型不同的铬铁矿，分别是以方辉橄榄岩为围岩的致密块状铬

铁矿（Ｃｒ１＃），和以纯橄岩壳为围岩的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
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的莫尔斯波普显示其形成于低氧逸
度的高压环境，而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形成于高氧逸度的浅
成环境；致密块状中存在超高压的橄榄石、出溶的单斜辉石、

高镁的斜方辉石等包裹体，而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并不存在
这样特征的包裹体；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中发现柯石英、
斯石英等超高压相矿物，而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中并未发
现，并且致密块状的铬铁矿铬尖晶石的 Ｃｒ＃、Ｍｇ＃不同于浸染
状铬铁矿（Ｃｒ２＃）的变化趋势。通过微细的矿物化学特征研
究指示出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与纯橄岩壳之间的橄榄石、铬
尖晶石化学组分呈连续的变化特征，并且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显示了轻稀土元素的富集特征，表明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的
形成是后期浅成ＳＳＺ反应形成。此外，铬铁矿的ＲｅＯｓ同位
素表明铬铁矿矿体的形成年龄可能要早于蛇绿岩的年龄。

（２）提出了豆荚状铬铁矿的经历了多阶段的形成模式，
包括早期俯冲板片在过渡带位置的保存，地幔柱／地幔对流，
洋中脊的部分熔融，以及在俯冲带上发生岩石／熔体反应和
再次的高度部分熔融作用。罗布莎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
和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的 ＲｅＯｓ同位素特征显示具有相似
的１８７Ｏｓ／１８８Ｏｓ的比值，但致密块状铬铁矿（Ｃｒ１＃）的１８７Ｏｓ／
１８８Ｏｓ值却远小于地幔橄榄岩和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的
１８７Ｏｓ／１８８Ｏｓ值，而Ｏｓ的含量要高于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和
橄榄岩的值。虽然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的Ｒｅ模式年龄较一
致的表明罗布莎地幔橄榄岩和铬铁矿要早于蛇绿岩年龄１７７
±３３Ｍａ（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２），但无论是早期报道的铂族矿物
ＯｓＩｒ矿（ＰＧＭ）的模式年龄（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还是本文获得
的岩石及铬铁矿粉末的模式年龄，都是一个较大的变化范

围，并不能给予铬铁矿一个时间上的限定，这与地幔橄榄岩

９５１２熊发挥等：西藏罗布莎不同类型铬铁矿的特征及成因模式讨论



和铬铁矿中多期、多产状的ＰＧＭ矿物有很大的关系。因此，
从上述特征可以看出，部分熔融过程和岩石／熔体反应可能
同时交织在罗布莎地幔橄榄岩内，并且致密块状铬铁矿

（Ｃｒ１＃）和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形成于不同的演化阶段，致密
块状铬铁矿（Ｃｒ１＃）可能来源于深部，而浸染状铬铁矿（Ｃｒ２＃）
来源于浅成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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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朗平措副总经理等的大力帮助；电子探针测试在大陆构造

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戎合研究员辅助完成；论文撰写过

程中与迈阿密大学的 ＹｉｌｄｉｒｉｍＤｉｌｅｋ教授和加拿大达霍西大
学ＰａｕｌＲｏｂｉｎｓｏｎ教授进行了有益讨论；审稿人孟繁聪研究员
和吴才来研究员对本文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

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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