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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阿尔泰造山带是中亚造山带（ＣＡＯ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南缘出露有高温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确定其 ＰＴ轨
迹对于理解阿尔泰造山带南缘在晚古生代的构造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该区乌恰沟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样品精细

的岩相学观察，显示其变质矿物组合分别为石榴石＋堇青石 ＋黑云母 ＋斜长石 ＋石英 ＋磁铁矿 ＋钛铁矿 ±斜方辉石 ±尖晶
石±钾长石，斜方辉石＋单斜辉石＋角闪石＋黑云母 ＋斜长石 ＋钾长石 ＋石英 ＋钛铁矿 ＋磁铁矿。使用传统温压计和平均
温压计算方法对其变质峰期及峰期后的ＰＴ条件进行了计算，并利用Ｔｈｅｒｍｏｃａｌｃ软件对其中两个泥质麻粒岩进行了ＰＴ视剖
面图模拟，确定了其峰期变质条件为７７０～８６５℃和３０～５１ｋｂａｒ，并得到了两条峰期后近等压冷却（ＩＢＣ）的 ＰＴ演化轨迹。
这样近等压冷却的ＰＴ轨迹表明高温变质作用可能发生于一个总体伸展的大地构造背景之下。已有年代学数据支持该区高
温变质事件发生于二叠纪（２７０～２８０Ｍａ），与塔里木地幔柱活动的时间（～２７５Ｍａ）高度一致。这说明阿尔泰二叠纪高温变质

１００００５６９／２０１５／０３１（０６）１７６１７３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本文受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项目（２０１１ＣＢ８０８９０１）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刘兆，男，１９８９年生，硕士生，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专业，Ｅｍａｉｌ：Ｇａｖｉｎ＿ＺＬｉｕ＠１２６．ｃｏｍ
通讯作者：仝来喜，男，１９６５年生，研究员，从事变质地质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ｘｔｏｎｇ＠ｇｉｇ．ａｃ．ｃｎ



事件可能与塔里木地幔柱有着密切的成因联系。因此，我们认为二叠纪地幔柱活动引起的幔源岩浆底侵和加热可能提供了

阿尔泰南缘高温超高温变质作用所需的热源。
关键词　　高温变质作用；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阿尔泰造山带；ＰＴ轨迹；塔里木地幔柱活动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５８８３４７

１　引言

麻粒岩是指形成于麻粒岩相条件下的，具有高温变质矿

物组合的各类变质岩石（翟明国和刘文军，２００１）。麻粒岩
构成了大陆下地壳主要成分，因此是研究下地壳的窗口

（Ｈａｒｌｅｙ，１９８９）。
阿尔泰造山带属于中亚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图

１ａ），也是世界上典型的显生宙增生造山带（爦ｅｎｇｒｅｔａｌ，
１９９３；Ｊａｈｎ，２００４；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该造山带不仅构造活
动、变质作用和岩浆活动非常复杂，而且是一条举世闻名的

多金属成矿带（陈汉林等，２００６）。
阿尔泰造山带广泛发育古生代中低压型递增变质带和

数个热构造片麻岩穹隆（庄育勋，１９９４；张翠光等，２００４；
徐学纯等，２００５；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递增变质带可分为蓝
晶石型和红柱石型变质带两种类型，现在一般认为早期蓝晶

石型变质作用的时代为泥盆纪（Ｗｉｎｄ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Ｗｅ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对于阿尔泰造山带在泥盆
纪的构造背景，目前主要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该造山带在

泥盆纪发生弧陆碰撞（Ｗｉｎｄ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另一种认为该变质带在泥盆
纪（３８０～３９０Ｍａ）发生洋脊俯冲（孙敏等，２００９；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

厉子龙等首先报道了阿尔泰造山带南缘乌恰沟地区的

镁铁质麻粒岩，认为其峰期变质条件为 ７５０～７８０℃／６～
７ｋｂａｒ（厉子龙等，２００４；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角闪岩相退变质的
温压条件为 ５９０～６２０℃／２３～３７ｋｂａｒ。之后，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ｂ）又报道了阿勒泰市东南部的中低压高温泥质麻粒
岩，其峰期条件为７８０～８００℃／５～６ｋｂａｒ。而近几年对于阿
尔泰造山带二叠纪变质事件的研究集中于超高温泥质麻粒

岩方面（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４；仝来喜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Ｔｏ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ｂ），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通过对富蕴县乌恰沟地区
含有斜方辉石＋夕线石矿物组合的超高温泥质麻粒岩的研
究，认为其变质峰期 ＞９４０℃／７８～１０ｋｂａｒ，其 ＰＴ演化经历
了峰期后等温降压（ＩＴＤ）的逆时针轨迹。仝来喜等过对阿勒
泰市大喀拉苏地区超高温泥质麻粒岩的研究，认为其在峰期

前、峰期以及峰期后的 ＰＴ条件分别为８９０℃／７ｋｂａｒ，９７０℃／
８ｋｂａｒ和８７０℃／８～９ｋｂａｒ，因此经历了峰期后等压冷却（ＩＢＣ）
的逆时针 ＰＴ演化轨迹（仝来喜等，２０１３；Ｔ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ａ，ｂ）。

麻粒岩或片麻岩中锆石ＵＰｂ或独居石 ＴｈＰｂ年龄结果
表明阿尔泰造山带在二叠纪经历了一次重要的高级构造变

质热事件（肖文交等，２００６；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其年龄主要
分布于 ２６０～２９３Ｍａ之间（胡霭琴等，２００６；陈汉林等，
２００６；郑常青等，２００７；Ｂｒｉｇｇ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ｂ；仝来喜等，２０１３），但是关于二叠纪变质事件的成因
尚存在不同认识，目前主要存在造山后俯冲板片拆沉导致的

软流圈上涌和和地幔柱热冲击两种解释（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仝来喜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Ｔ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ａ，ｂ；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在阿尔泰造山带南缘的乌恰沟地区，除了超高温泥质麻

粒岩外，还出露有一些中低压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厉子龙
等，２００４；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并未达到超高温条件，但对其却
一直缺少深入的研究，年代学上的耦合性说明它们形成于同

期变质事件（２７０～２８０Ｍａ），本文着重对乌恰沟地区发生高
温变质作用的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进行了研究（图１ｂ）。二
叠纪变质事件在时间上与新疆二叠纪塔里木地幔柱活动的

时间（～２７５Ｍａ）高度一致（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因此阿尔泰
高温超高温麻粒岩的研究对于理解阿尔泰造山带南缘的二
叠纪变质事件与塔里木地幔柱的成因联系也具有重要的

意义。

２　地质背景

阿尔泰造山带记录了新元古代到晚古生代的构造演化

过程，由北向南通常被划分为五个以断层为边界的地体或大

地构造单元（Ｗｉｎｄ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Ｗ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９ａ）。单元Ⅰ主要为晚泥盆纪早石炭纪的
变沉积岩，最老岩石为低绿片岩相的安山岩和英安岩；单元

Ⅱ主要由新元古代奥陶纪及少量泥盆纪沉积火山岩组成；
单元Ⅲ（或中阿尔泰地体）形成阿尔泰造山带的主体，主要由
新元古代奥陶纪变沉积岩和变火山岩组成，普遍经历了绿
片岩相高角闪岩相变质作用，Ｗｉｎｄ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２）把正片麻
岩原岩的形成时代定为志留纪；单元Ⅳ（或阿巴宫地体）主要
由志留纪泥盆纪火山碎屑沉积岩组成，主要为康布铁堡组
和阿勒泰组，并经历了绿片岩相高角闪岩相变质作用，局部
达到麻粒岩相变质作用（厉子龙等，２００４；陈汉林等，２００６；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仝来喜等，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单元Ⅴ（或额尔齐斯地体）由前寒武纪基底和泥盆纪
石炭纪火山碎屑沉积岩组成，经历了绿片岩相角闪岩相变
质作用。部分学者认为单元 ２和 ３可能属于同一单元
（Ｗｉｎｄ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２），从而构成阿尔泰微大陆的主要部分
（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阿尔泰造山带中分布着大量花岗质岩石和正片麻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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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阿尔泰地区变质地质简图（ａ，据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修改）和阿尔泰地区富蕴一带地质简图及采样点位置（ｂ，据
厉子龙等，２００４修改）
☆代表采样点位置；Ｏ２３中晚奥陶世哈巴河群；Ｓｋ１志留世库鲁姆提群；Ｄ１ｋ早泥盆世康布铁堡组；Ｄ２ｙ中泥盆世蕴都喀拉组；Ｄ２ａ中泥盆
世阿勒泰组；Ｃ３ｋ晚石炭世喀喇额尔齐斯组；Ｊ３晚侏罗世石树沟群；Ｃｚ新生界；ψ４华力西期基性、超基性岩；γ４华力西期花岗质岩石；黑色
块体表示辉长岩侵入体
Ｆｉｇ．１　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ｌｔａｙ（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ａｎｄ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Ｆｕｙｕｎａｒｅａ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ａｙ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ｓ（ｂ，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ｓａｍｐｌ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２３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Ｌａｔｅ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Ｈａｂａ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ｋ１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ＫｕｌｕｍｕｔｉＧｒｏｕｐ；Ｄ１ｋＥａｒｌｙ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ＫａｎｇｂｕｔｉｂａｏＧｒｏｕｐ；Ｄ２ｙ
Ｍｉｄｄｌｅ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Ｗｅｎｄｕｋａｌ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２ａＭｉｄｄｌｅ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Ａｌｅｔａ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３ｋＬａｔ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ＫａｌａＥｒｑｉｘ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３Ｌａｔ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ＳｈｉｓｈｕｇｏｕＧｒｏｕｐ；ＣｚＣｅｎｏｚｏｉｃ；ψ４Ｖａｒｉｓｃａｎｍａｆｉｃｍａｆｉｃ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ｍａｆｉｃｒｏｃｋｓ；γ４Ｖａｒｉｓｃ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Ｂｌａｃｋｂｌｏｃｋｉｓｇａｂｂｒｏ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ｓ

３６７１刘兆等：阿尔泰造山带晚古生代高温变质作用与塔里木地幔柱活动的成因联系：来自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的证据



面积占该带约４０％左右。中国阿尔泰广泛分布的花岗岩和
基性侵入体可以划分为早中古生代（４６０～３７０Ｍａ）同造山类
型，晚古生代（２９０～２７０Ｍａ）的后造山类型，中生代（２２０～
１５０Ｍａ）非造山类型（邹天人等，１９８８；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
中阿尔泰地体和琼库尔阿巴宫地体的高级变质岩之前被视
为古生代沉积岩（哈巴河群）的变质岩，但在９０年代初被认
为是古中元古代克木齐群和新元古代富蕴群变质形成的
（李天德等，１９９６），因此被理解为元古代基底（Ｗｉｎｄｌｅｙ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或者前寒武纪微大陆（李会军等，２００６），近年来
的研究表明该区域内的副片麻岩原岩沉积于大陆弧或者活

动大陆边缘环境（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龙晓平等，２００８），时代
为泥盆纪（胡霭琴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厉子龙等（２００４）和陈汉林等（２００６）首先报道了阿尔泰
造山带南缘富蕴县乌恰沟的镁铁质麻粒岩，后来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ｂ）报道了阿勒泰附近的泥质麻粒岩。近年来又不断有
阿尔泰超高温麻粒岩的报道（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４；仝来喜
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Ｔ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ｂ）。阿尔泰造山带已报
道的麻粒岩均采自额尔齐斯断裂带附近，本文的泥质和镁铁

质麻粒岩样品采自富蕴县乌恰沟，以透镜体位于二叠纪基

性超基性侵入岩附近，该地区主要由片麻岩、混合岩和斜长
角闪岩组成，而乌恰沟达板北为混合岩、混合片麻岩、片麻岩

和变粒岩等（李天德等，１９９６；厉子龙等，２００４）。

３　岩相学特征

本文的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均采自阿尔泰造山带南缘

的富蕴县乌恰沟地区（图１ａ，ｂ），泥质麻粒岩样品包括ＬＴ１１
４７，ＬＴ１２３５和 ＬＴ１２３６三个样品，镁铁质麻粒岩样品为
ＬＴ１２０２，各样品的显微照片及背散射照片见图２。泥质麻粒
岩主要矿物为石榴石＋堇青石 ＋黑云母 ＋斜长石 ＋石英 ＋
磁铁矿＋钛铁矿 ±斜方辉石 ±尖晶石 ±钾长石，均不含夕
线石。

ＬＴ１１４７为石榴石斜方二长堇青片麻岩，中细粒鳞片粒
状变晶结构，手标本呈暗灰色，弱片麻状构造，矿物组合为石

榴石（８％ ～１２％）＋斜方辉石（８％ ～１２％）＋堇青石（２５％
～３０％）＋黑云母（１５％ ～２０％）＋斜长石（１５％ ～２０％）＋
钾长石（１５％～２０％）＋石英（５％ ～８％）＋磁铁矿（＜５％）
＋钛铁矿（＜５％），为典型的泥质麻粒岩相矿物组合（图
２ａ）。石榴石不显变斑晶，粒度为０４～１２ｍｍ，常包裹有黑
云母、堇青石和磁铁矿等早期矿物。其中，斜方辉石、堇青

石、钾长石和斜长石大小在０２～０８ｍｍ之间。黑云母有的
包裹在石榴石及堇青石中，自形程度较差，或为峰期前残留

矿物，有的穿插其他矿物，呈细条状或针状，可能为退变质阶

段矿物。

ＬＴ１２３５为石榴石二长堇青片麻岩，斑状变晶结构，手标
本呈暗灰色，块状构造，其矿物组合为石榴石（６％ ～８％）＋
堇青石（１８％ ～２５％）＋黑云母（２５％ ～３０％）＋斜长石

（２０％～２５％）＋钾长石（１０％ ～１５％）＋石英（１０％ ～１５％）
＋磁铁矿（＜３％）＋钛铁矿（＜３％）。石榴石呈变斑晶状，
大小为０８～２５ｍｍ，常包裹有黑云母、磁铁矿和石英等峰期
前矿物，其边部发育有黑云母 ＋堇青石 ＋钾长石等矿物（图
２ｂ）。堇青石、黑云母、斜长石、钾长石和石英等矿物组成基
质，粒径约为０４～０８ｍｍ。石榴石及基质矿物中均发育有
黑云母包裹体。

ＬＴ１２３６为尖晶石斜长堇青片麻岩，斑状变晶结构，具有
明显的混合岩外貌，出现很多浅色的脉体。矿物组合为石榴

石（１５％ ～２０％）＋斜方辉石（５％ ～８％）＋尖晶石（１５％ ～
２０％）＋堇青石（２５％ ～３０％）＋黑云母（１５％ ～２０％）＋斜
长石（１５％～２０％）＋石英（＜５％）＋磁铁矿（＜５％）＋钛铁
矿（＜５％）（图２ｃ，ｄ），为典型的泥质麻粒岩相矿物组合。
石榴石部分呈变斑晶状，粒径为０８～１５ｍｍ，另有部分小颗
粒石榴石与斜方辉石、尖晶石、堇青石、斜长石和石英等矿物

构成基质，大小为０１～０６ｍｍ。在石榴石核部包裹有黑云
母、堇青石、尖晶石和钛铁矿等矿物，其边部矿物主要为堇青

石、黑云母、斜长石和石英。尖晶石呈自形或半自形颗粒集

合体，主要以三种形式产出：部分包裹于石榴石中，部分位于

石榴石边部，还有一部分位于基质中的尖晶石具有堇青石冠

状体，尖晶石集合体中还包裹有堇青石和钛铁矿。黑云母自

形程度较差，多呈水滴状，可能不是峰期矿物。

有的尖晶石集合体具有堇青石冠状体，其中还包裹有少

量堇青石，推测二者应为峰期前的矿物，指示可能发生过变

质反应：

石榴石 ＋夕线石 ±石英 ＝尖晶石 ＋堇青石 （Ｂｉｎｄｕ，
１９９７）

该反应是典型的低压变质反应，并借此消耗了峰期前存

在的少量夕线石。

ＬＴ１２０２为黑云母斜长二辉麻粒岩，手标本呈暗灰色，花
岗变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组合为斜方辉石（２０％ ～
２５％）＋单斜辉石（３５％ ～４０％）＋斜长石（３０％ ～４０％）＋
黑云母（５％ ～１０％）＋石英（５％），另有少量钾长石和角闪
石（＜５％），不透明矿物主要为钛铁矿和少量磁铁矿（图２ｅ，
ｆ）。斜方辉石、单斜辉石和石英等粒状矿物大小不一，中细
粒均存在，粒径变化于００５～１２０ｍｍ之间。黑云母自形程
度较差，多数为港湾状，大多在０１０ｍｍ以下，存在于基质中
或者以包裹体形式存在于其他矿物中。在斜方辉石中含有

一些定向排列的富钛角闪石和钛铁矿，斜长石、黑云母中普

遍含有一些针状磷灰石（图２ｅ和ｆ），有时可见磷灰石同时切
穿二者，表明磷灰石应是后期变质产物。不透明矿物以钛铁

矿为主，主要包裹其他矿物中，粒径通常小于０２０ｍｍ，少数
存在于基质中的大颗粒钛铁矿粒径可达０４０ｍｍ。

上述矿物组合，指示在进变质过程中可能发生过角闪石

分解熔融反应：

角闪石＋石英 ＝斜方辉石 ＋单斜辉石 ±斜长石 ＋熔体
（Ｐａｔｔ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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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阿尔泰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的显微照片以及背散射照片
（ａ）ＬＴ１１４７，石榴子石与斜方辉石、堇青石、斜长石和磁铁矿等；（ｂ）ＬＴ１２３５，石榴子石变斑晶附近的黑云母、堇青石和石英；（ｃ）ＬＴ１２３６，

尖晶石周围具有堇青石冠状体，尖晶石中包裹有堇青石和钛铁矿；（ｄ）ＬＴ１２３６，靠近大的石榴石变斑晶的尖晶石，并且有的尖晶石被石榴

子石包裹；（ｅ）ＬＴ１２０２，斜方辉石变斑晶与单斜辉石、斜长石、黑云母等共生，ｏｐｘ中有钛铁矿和定向排列的角闪石；（ｆ）ＬＴ１２０２，镁铁质麻

粒岩中出现钾长石，并与单斜辉石、斜方辉石、黑云母和斜长石共生矿物缩写：ｇｔ石榴石；ｏｐｘ斜方辉石；ｃｐｘ单斜辉石；ｃｄ堇青石；ｓｐ尖晶

石；ｂｔ黑云母；ｐｌ斜长石；ｋｓｐ钾长石；ｉｌｍ钛铁矿；ｍｔ磁铁矿；ａｍｐｈ角闪石；ｑ石英

Ｆｉｇ．２　Ｐｈｏｔｏ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ａｎｄ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ＢＳＩ）ｏｆ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ｉｃａｎｄｍａｆｉｃ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ｌｔａｙｏｒｏｇｅｎ
（ａ）ＬＴ１１４７，ｇａｒｎｅｔ＋ｏｒｔｈ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ｃｏｒｄｉｅｒｉｔｅ＋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ｔｅ；（ｂ）ＬＴ１２３５，ｔｈ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ｏｆｂｉｏｔｉｔｅ，ｃｏｒｄｉｅｒｉｔｅａｎｄｑｕａｒｔｚｎｅａｒｔｈｅ
ｇａｒｎｅｔ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ｂｌａｓｔ；（ｃ）ＬＴ１２３６，ｃｏｒｏｎａｓｃｏｒｄｉｅｒｉｔ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ｐｉｎｅｌｒｉｍ，ａｎｄｓｏｍｅｃｏｒｄｉｅｒｉｔｅａｎｄｉｌｍｅｎｉｔ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ｃｃｕｒｉｎｔｈｅｓｐｉｎｅｌ；
（ｄ）ＬＴ１２３６，ｓｏｍｅｓｐｉｎｅｌｓｏｃｃｕｒｎｅａｒｔｈｅｇａｒｎｅｔ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ｂｌａｓｔ，ａｎｄｓｏｍｅｓｐｉｎｅｌｓｏｃｃｕｒａｓ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ｇａｒｎｅｔ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ｂｌａｓｔ；（ｅ）ＬＴ１２０２，ＢＳＩ
ｉｍａｇｅ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ｏｆｏｒｔｈ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ｃｌｉｎ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ｂｉｏｔｉｔｅ，ａｎｄｉｌｍｅｎｉｔ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ｃｃｕｒｉｎ
ｏｒｔｈ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ｆ）ＬＴ１２０２，ｐｏｔａｓｈ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ｏｃｃｕｒｓｉｎａ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ｏｆ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ｏｒｔｈ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ｃｌｉｎ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ｂｉｏｔ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ｍａｆｉｃ
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ｇｔｇａｒｎｅｔ；ｏｐｘｏｒｔｈ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ｃｐｘｃｌｉｎｏｐｙｘｅｎｅ；ｃｄｃｏｒｄｉｅｒｉｔｅ；ｓｐｓｐｉｎｅｌ；ｂｔｂｉｏｔｉｔｅ；ｐｌ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ｋｓｐ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
ｉｌｍｉｌｍｅｎｉｔｅ；ｍｔｍａｇｎｅｔｉｔｅ；ａｍｐｈ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ｅ；ｑｑｕａｒｔｚ

４　矿物化学

本文单矿物的电子探针数据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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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ＪＸＡ８１００型电

子探针仪完成，其实验条件为：加速电压１５ｋＶ，束流３０ｎＡ，束
斑１μｍ；大部分元素的分析时间为为１０ｓ，采样 ＺＡＦ校正方
法，各样品主要矿物的电子探针数据见表１。

样品 ＬＴ１１４７中，石榴石主要是铁铝榴石镁铝榴石锰
铝榴石的固溶体，从核部向边部成分变化为Ａｌｍ６４６５Ｐｙｒ２２２１

５６７１刘兆等：阿尔泰造山带晚古生代高温变质作用与塔里木地幔柱活动的成因联系：来自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的证据



表１　阿尔泰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中主要矿物探针分析（ｗｔ％）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ＥＰＭ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ｉｃａｎｄｍａｆｉｃ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ｌｔａｙｏｒｏｇｅｎ（ｗｔ％）

样品号 ＬＴ１２３６ ＬＴ１２３５
矿物 ｇｔ（ｃ） ｇｔ（ｒ） ｏｐｘ ｓｐ ｃｄ ｂｉ ｐｌ ｇｔ（ｃ） ｇｔ（ｒ） ｋｓｐ ｐｌ ｃｄ ｂｉ
ＳｉＯ２ ３７４３ ３７１６ ５２５１ ００２ ４８５１ ３５９１ ６０６６ ３７８６ ３８３５ ６３６６ ６１８１ ５０９８ ３５７２
ＴｉＯ２ ００３ ００９ ０ ０ ００８ ３９ ０ ００５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３２３
Ａｌ２Ｏ３ ２１８４ ２２０６ ０２２ ６０７６ ３３３２ １９１１ ２５０４ ２１８１ ２１８９ １９３６ ２４３６ １４５ １８３７
Ｃｒ２Ｏ３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２
Ｆｅ２Ｏ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ＦｅＯ ２９８７ ３０１５ ３０３５ ３４３５ ７８１ １７２１ ０１３ ３０９２ ３１１９ ００３ ００３ ３０６２ １８０３
ＭｎＯ ５５ ５７６ １６ ０６１ ０３２ ０１４ ０ ４ ３２４ ０ ０ １８１ ００８
ＭｇＯ ４８４ ４３４ １４５８ ４５４ ８３７ ８８４ ００１ ５３７ ４９７ ０ ００１ １５５３ １０２
ＣａＯ ０９５ １０１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１４ ６２３ ０９７ ０９８ ００８ ５１３ ０１５ ０
Ｎａ２Ｏ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１４ ８５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５６ ８７８ ０ ０１７
Ｋ２Ｏ ０ 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９３９ ０１４ ０ ０ １５３３ ０２７ ００１ １０２６
总量 １００５４ １００５７ ９９３２ １００３９ ９８５７ ９４８１ １００７３ １０１ １００７３ １０００２ １００５２ １００５７ ９６１９
Ｏ １２ １２ ６ ４ １８ １１ ８ １２ １２ ８ ８ １８ １１
Ｓｉ ２９６ ２９４７ ２０４７ ０００１ ４９７６ ２７１５ ２６８４ ２９７１ ３０１１ ２９４４ ２７３１ ５８２４ ２６９１
Ｔｉ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 ０ ０００６ ０２２２ 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１８３
Ａｌ ２０３６ ２０６２ ００１ １９９３ ４０２２ １７０４ １３０６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６ １０５６ １２６９ ０１９５ １６３２
Ｃｒ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Ｆｅ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５８５ ０
Ｆｅ２＋ １９４ １９６７ ０９８９ ０７９１ ０６０６ １０８８ ０ １９９２ ２０４８ ０ ０ ２３４１ １１３６
Ｍｎ ０３６８ ０３８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９ ０ ０２６６ ０２１５ ０ ０ ０１７５ ０００５
Ｍｇ ０５７１ ０５１３ ０８４７ ０１８８ １２７７ ０９９６ ０００１ ０６２８ ０５８２ ０ ０００１ ２６４５ １１４６
Ｃａ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２９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４ ０２４３ ００１９ ０
Ｎａ ０００２ ０ 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７３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１３９ ０７５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５
Ｋ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３ ０９０６ ０００８ ０ ０ ０９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９８６
Ｔｏｔａｌ ８ ８ ３９４８ ３ １１ ７６７４ ５０３ ８ ７９７２ ５０５ ５０１６ １１７８６６ ７８１２
样品号 ＬＴ１１４７ ＬＴ１２０２
矿物 ｇｔ ｏｐｘ ｋｓｐ ｐｌ ｃｄ ｂｉ ｏｐｘ（ｃ） ｏｐｘ（ｒ） ｃｐｘ ｋｓｐ ｐｌ ａｍ（ｏ） ａｍ（ｉｎ） ｂｉ
ＳｉＯ２ ３７６８ ４９１５ ６３１３ ６２５５ ４７４３ ３５３２ ４９９９ ５０４５ ５２ ６６２８ ６１６２ ４４６３ ４５６９ ３６５１
ＴｉＯ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 ０ ３９２ ０１３ ０２２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１９４ ２１９ ５３２
Ａｌ２Ｏ３ ２２０１ ２３ １９３１ ２３３ ３２７ １７３４ ０２２ ０２５ ０７４ １５５７ ２４２３ ８３８ ６９６ １３８５
Ｃｒ２Ｏ３ ０ ００２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０ 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２
Ｆｅ２Ｏ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ＦｅＯ ２９１１ ３２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８ ８４９ １９１６ ３３４４ ３３５２ １３４９ ００１ ００６ １８５５ １９２８ ２０６７
ＭｎＯ ５２１ １５４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１２ ０９１ ０９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９１ ０１
ＭｇＯ ５５９ １５０１ ０ ０ ８１７ １０２９ １４５７ １４７８ １１１６ ０ ００１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９ ９９６
ＣａＯ ０６８ ００５ ００８ ３９６ ０ ０ ０９３ ０７８ ２２３９ ００４ ５６５ １１８２ １１８２ ０
Ｎａ２Ｏ ００８ ００５ １６３ １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９ ０ ０ ０４２ ０５８ ８５８ １８８ ０８３ ００２
Ｋ２Ｏ ０ ０ １５２２ ０１７ ００１ １０２１ ００２ ０ ０ １６８１ ０５３ １１６ １４ １０８１
总量 １００３５ １００３７ ９９４４ １００１１ ９７３５ ９６５３ １００２３ １００９２ １００７ ９９３２ １００７６ ９８６８ ９９１８ ９７２６
Ｏ １２ ６ ８ ８ １８ １１ ６ ６ ６ ８ ８ ２３ ２３ １１
Ｓｉ ２９６７ １９１５ ２９３９ ２７７２ ４９３ ２６７３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７ １９６２ ３０９２ ２７２４ ６７０３ ６８１６ ２７７６
Ｔｉ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 ０ ０２２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０２１９ ０２４６ ０３０４
Ａｌ ２０４３ ０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２１７ ４００７ １５４７ 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３ ０８５６ １２６３ １４８４ １２２４ １２４２
Ｃｒ 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Ｆｅ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１４８ 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８ ０２６２ ０
Ｆｅ２＋ １８８２ ０９８６ ０ ０ ０５９ １２１３ １０４３ １０５２ ０３５８ ０ ０ ２２７２ ２１４４ １３１４
Ｍｎ ０３４７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３ ０１１５ ０００６
Ｍｇ ０６５６ ０８７２ ０ ０ １２６６ １１６１ ０８５３ ０８５９ ０６２８ ０ ０００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３ １１２９
Ｃａ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１８８ ０ 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３ ０９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２６８ １９０２ １８９ ０
Ｎａ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１４７ ０８６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３ ０ 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２ ０７３５ ０５４８ ０２４ ０００３
Ｋ ０ ０ ０９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９８６ ０００１ ０ ０ １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２２２ ０２６６ １０４９
Ｔｏｔａｌ ８ ４ ５０５７ ５０５３ １１０１ ７８２８ ４ ４ ４ ５００６ ５０２５ １５７０８ １５５３６ ７８２５

注：矿物的离子数是利用ＡＸ程序计算的（Ｈｏｌｌａｎｄａｎｄ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８；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３升级）ｇｔ（ｃ）石榴石核部；ｇｔ（ｒ）石榴石边部；ｏｐｘ（ｃ）斜方

辉石核部；ｏｐｘ（ｒ）斜方辉石边部；ｃｐｘ单斜辉石；ｋｓｐ钾长石；ｐｌ斜长石；ｃｄ堇青石；ｂｉ黑云母；ｓｐ尖晶石；ａｍ（ｏ）基质中的角闪石；ａｍ（ｉｎ）斜方

辉石中包裹的角闪石

６６７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５，３１（６）



Ｇｒｓ２３Ｓｐｓ１２１３，说明受退变质阶段成分再平衡影响，故不显成

分环带。堇青石的Ｍｇ＃值为６８左右，斜长石Ａｎ变化范围为
０１～０２。黑云母的 ＸＭｇ＝０３～０４，ＴｉＯ２含量为３３％ ～
４０％。斜方辉石的Ａｌ２Ｏ３含量较低，为２３％ ～２６％，核部
到边部ＸＭｇ几乎无变化，约为０３～０４。

样品ＬＴ１２３５中，石榴石主要是铁铝榴石镁铝榴石的固
溶体，从核部向边部成分变化为Ａｌｍ６７７０Ｐｙｒ２１２６Ｇｒｓ３１Ｓｐｓ９６，显

微弱的成分环带。堇青石的Ｍｇ＃值为５３左右，斜长石中ＸＡｎ
约为 ０３。黑云母的 ＸＭｇ值约为 ０５，ＴｉＯ２含量为 ３２％
～３７％。
样品 ＬＴ１２３６中，石榴石主要是铁铝榴石镁铝榴石锰

铝榴石的固溶体，从核部向边部成分几乎无变化，为 Ａｌｍ６６６７
Ｐｙｒ２０１７Ｇｒｓ２３Ｓｐｓ１２１４。堇青石的 Ｍｇ

＃值变化范围为６４～６７，基
质中斜长石中ＸＡｎ约为０３，以包裹体形式存在于石榴石中
的斜长石 ＸＡｎ较高，可达 ０４～０５。黑云母的 ＸＭｇ值约为
０５，ＴｉＯ２含量约为３９％。少量的斜方辉石主要为顽火辉石
和铁辉石，以贫铝为特征，Ａｌ２Ｏ３含量变化于０２％～１４％之
间，发育有堇青石冠状体的尖晶石，ＸＭｇ约为０２，包裹于石榴
石中的尖晶石，ＸＭｇ较高，可达０４左右。

样品ＬＴ１２０２中，单斜辉石主要为普通辉石，其端元组
分为Ｗｏ２９４４Ｅｎ３１３４Ｆｓ２４３６，斜方辉石主要为顽火辉石和铁辉

石，Ｆｅ２＋／（Ｃａ＋Ｆｅ２＋＋Ｍｇ）比值约为０５，从核部到边部几乎
无变化，Ａｌ２Ｏ３含量为２２％ ～２５％。基质中的角闪石主要
为钙镁闪石，而斜方辉石中包裹的角闪石多为铁阳起石和透

闪石，氟氯含量低，ＴｉＯ２含量较高（～２１９％），（Ｎａ＋Ｃａ）Ｍ４＝
～１０。斜长石中钙长石牌号较低，ＸＡｎ为０２～０３。黑云母
的ＸＭｇ变化范围为０４～０５。

５　ＰＴ计算及相平衡模拟

根据矿物岩相学分期以及矿物化学数据，我们首先使用

传统的矿物温压计对不同变质阶段的变质作用 ＰＴ条件进
行计算。

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中往往保留了多个阶段的矿物组

合，经过大量的岩石学相平衡实验，人们已经标定了许多适

用于这两大类岩石的温压计，因此我们在本文中首先采用了

传统地质温压计进行 ＰＴ计算。传统的温压计方法由于计
算方便容易操作，故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却存在误差较大

和应用局限等问题。一些地质学家提出基于内部一致性热

力学数据库的多相平衡矿物温压计，如利用Ｔｈｅｒｍｏｃａｌｃ计算
独立变质反应（Ｐｏｗｅｌｌａｎｄ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４）。因此，我们除了
采用传统温压计计算之外，还基于热力学数据库 ｔｃｄｓ５５ｓ
（Ｈｏｌｌａｎｄａｎｄ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８；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３升级），采用
ＴＨＥＲＭＯＣＡＬＣ平均温压方法作为补充。

变质相图方法主要是利用内洽性热力学数据库和有关

的计算机软件 Ｔｈｅｒｍｏｃａｌｃ等定量计算一系列相图（Ｈｏｌｌａｎｄ
ａｎｄ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８）。ＰＴ视剖面图表示对特定全岩成分的相

平衡关系，表明了某一特定成分的岩石在 ＰＴ空间内的不同
矿物组合的稳定范围（Ｈｏｌｌａｎｄａｎｄ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８）。借助变质
相图模拟，我们可以确定天然矿物组合的 ＰＴ条件，解释矿
物包裹体和反应关系等，在 ＰＴ视剖面图上，可以定量计算
出各种矿物成分、摩尔含量，从而对岩石的 ＰＴ条件和 ＰＴ
演化轨迹给出更好的限定。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对阿勒泰市附近的泥质麻粒岩在简
单的ＫＦＭＡＳＨ体系下进行了相平衡模拟，虽限定了峰期变
质条件为７８０～８００℃／５～６ｋｂａｒ，但并没有得到一条确切的
ＰＴ轨迹，后来对夕线石片岩进行了 ＮＣＫＦＭＡＳＨＴＯ体系下
的相平衡模拟（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但是变质峰期温度较低，
未达到麻粒岩相，所以本文对于不含超高温矿物组合的泥质

麻粒岩样品ＬＴ１２３５进行了视剖面图模拟，以期得到一条合
理的麻粒岩相变质作用的 ＰＴ轨迹。已有学者对该区超高
温泥质麻粒岩进行了相平衡研究（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Ｔｏ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ｂ），但是具有类似矿物组合和反应结构，但是不含
夕线石的泥质高温麻粒岩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所以本文挑

选了含有Ｓｐ＋Ｏｐｘ＋Ｇｒｔ＋Ｃｒｄ＋Ｐｌ＋Ｂｉ＋Ｑ的泥质麻粒岩样
品ＬＴ１２３６进行了视剖面图模拟。

５１　矿物温压计计算

对于样品ＬＴ１１４７，我们采用采用了石榴石斜方辉石的
ＦｅＭｇＡｌ交换温压计（Ｐａｔｔ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计算得到的峰期
条件为７９４℃、４８ｋｂａｒ；采用斜方辉石黑云母温度计（吴春
明等，１９９９）在４ｋｂａｒ时计算得到的温度为７９１℃；采用石榴
石斜方辉石斜长石石英压力计（Ｎｅｗｔ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ｋｉｎｓ，１９８２；
ＰｅｒｋｉｎｓａｎｄＣｈｉｐｅｒａ，１９８５）在７９０℃时计算得到的压力为４４
～５２ｋｂａｒ范围内，吻合性较好，可能代表了峰期的变质条
件。采用石榴石黑云母温度计（ＰｅｒｃｈｕｋａｎｄＬａｖｒｅｎｔｐｅｖａ，
１９８３）在５ｋｂａｒ计算得到的温度为７０５℃，可能代表了退变质
条件，通过石榴石黑云母斜长石石英（ＧＢＰＱ）地质温压计
（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计算得到的退变质条件为７１９℃、５０ｋｂａｒ，
应代表退变质阶段的ＰＴ条件。

对于样品ＬＴ１２３５，峰期矿物组合为石榴石 ＋堇青石 ＋
斜长石＋钾长石＋黑云母 ＋石英，通过石榴石黑云母斜长
石石英地质温压计（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计算得到的退变质条
件为５７３℃，２２ｋｂａｒ，应代表退变质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的ＰＴ
条件。对于ＬＴ１２３６，峰期矿物组合为石榴石 ＋斜方辉石 ＋
堇青石＋斜长石＋钾长石 ＋石英，通过石榴石黑云母斜长
石石英地质温压计（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计算得到的退变质条
件为６７０℃、３２ｋｂａｒ，同样代表退变质阶段的ＰＴ条件。

对于镁铁质麻粒岩样品 ＬＴ１２０２，基性麻粒岩组合不同
于以往对该地区镁铁质麻粒岩的报道，矿物组合中出现了钾

长石，斜方辉石中有定向排列的角闪石和钛铁矿出溶。我们

对相邻的斜方辉石和单斜辉石矿物对的核部成分采用二辉

石温度计（ＷｏｏｄａｎｄＢａｎｎｏ，１９７３；Ｗｅｌｌｓ，１９７７；Ｂｒｅｙａｎｄ
Ｋｈｌｅｒ，１９９０），计算的峰期变质温度除了 ＢｒｅｙａｎｄＫｈ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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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计算结果较低外，其余的计算结果均为８１０～８６５℃，
比厉子龙等（２００４）所得的峰期温度要高，明显达到了麻粒岩
相，而对于边部成分采用二辉石温度计所得计算结果为８００
～８４５℃（ＷｏｏｄａｎｄＢａｎｎｏ，１９７３；Ｗｅｌｌｓ，１９７７）。对于镁铁质
麻粒岩变质峰期的压力条件尚无法精确限定，厉子龙等

（２００４）根据前人对全球麻粒岩的统计资料认为阿尔泰镁铁
质麻粒岩的压力大概为６～７ｋｂａｒ，但是对于接触变质作用，
其压力可显著低于６～７ｋｂａｒ，斜方辉石＋单斜辉石＋斜长石
＋石英被认为是典型的中低压麻粒岩矿物组合，结合本区镁
铁质麻粒岩的产出环境，我们认为镁铁质麻粒岩的峰期条件

很可能落在中低压麻粒岩相范围。我们采用角闪石单矿物

地质温压计对退变质阶段的ＰＴ条件进行了计算，得到的温
压条件为５８８℃、１７～２８ｋｂａｒ（Ｇｅｒｙ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Ｈｏｌｌｉｓｔｅｒ
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ｎｄ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１９８９；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５），与厉子龙等（２００４）所得到的角闪岩相退变质
条件接近。

５２　变质相图模拟

本文的ＰＴ视剖面图模拟采用了 Ｔｈｅｒｍｏｃａｌｃ３３３程序
（Ｐｏｗｅｌｌａｎｄ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８）和 ｄｓ５５ｓ数据库（Ｐｏｗｅｌｌａｎｄ
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８；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３升 级）。利 用 经 典 的
ＫＦＭＡＳＨ体系可以模拟麻粒岩相泥质岩基本的的相平衡关
系（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加入Ｎａ２Ｏ和ＣａＯ后可以引入斜长石
和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硅酸盐熔体模型（Ｗｈｉｔ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所以本文在ＮＣＫＦＭＡＳＨ体系下对 ＬＴ１２３５样品进行
了相平衡模拟。但是对于样品 ＬＴ１２３６，出现了尖晶石以及
钛铁矿等不透明矿物，需要考虑Ｆｅ３＋和Ｔｉ的影响，因此对该
样品所采用的模式体系为ＮＣＫＦＭＡＳＨＴＯ体系。

样品ＬＴ１２３５视剖面图计算所采用的矿物活度模型分
别为石榴石（ｇ；Ｗｈｉ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斜方辉石（ｏｐｘ；Ｐｏｗｅｌｌ
ａｎｄ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９）、堇青石（ｃｄ；Ｈｏｌｌａｎｄａｎｄ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８）、
黑云母（ｂｉ；Ｗｈｉ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斜长石和钾长石（ｐｌ，ｋｓｐ；
ＨｏｌｌａｎｄａｎｄＰ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３）、硅酸盐熔体（ｌｉｑ；Ｗｈｉｔ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水、石英、铝硅酸盐矿物为纯相。ＬＴ１２３６视剖面图计
算所采用的矿物活度模型为斜方辉石（ｏｐｘ；Ｗｈｉｔ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尖晶石（ｓｐ；Ｗｈｉ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钛铁矿（ｉｌｍ；Ｗｈｉｔｅ
ｅｔａｌ，２０００）、磁铁矿（ｍｔ；Ｗｈｉ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其余与样品
ＬＴ１２３６所采用的矿物活度模型一致。

全岩成分主要基于全岩主量测试，并参考了 ＴＸ（Ｈ２Ｏ）
和ＴＸ（Ｏ）视剖面图而确定。图 ３ａ为样品 ＬＴ１２３５在
ＮＣＫＦＭＡＳＨ体系下的 ＰＴ视剖面图，所采用的全岩成分为
Ｈ２Ｏ＝５ｍｏｌ％，ＳｉＯ２＝６２０２ｍｏｌ％，Ａｌ２Ｏ３＝１１７１ｍｏｌ％，ＣａＯ
＝０５８ｍｏｌ％，ＭｇＯ＝８７８ｍｏｌ％，ＦｅＯ＝７６８ｍｏｌ％，Ｋ２Ｏ＝
３０７ｍｏｌ％，Ｎａ２Ｏ＝１６８ｍｏｌ％。样品中观测的峰期矿物组合
ｇ＋ｃｄ＋ｂｉ＋ｋｓｐ＋ｐｌ＋ｌｉｑ＋ｑ占据了相图左侧一个狭窄的区
域，约束的峰期条件为７７０～８２０℃、４８～７８ｋｂａｒ，所测石榴
子石核部ｘ（ｇ）＝Ｆｅ／（Ｆｅ＋Ｍｇ）＝０７２，落在ｇ＋ｃｄ＋ｂｉ＋ｐｌ＋

图３　阿尔泰泥质麻粒岩的ＰＴ视剖面图
（ａ）ＬＴ１２３５在ＮＣＫＦＭＡＳＨ（＋ｋｓｐ）体系下的视剖面图，峰期矿
物组合ｇ＋ｃｄ＋ｂｉ＋ｋｓｐ＋ｐｌ＋ｌｉｑ＋ｑ占据了相图左侧一个狭窄
的区域，约束的峰期条件为７７０～８２０℃、４８～７８ｋｂａｒ虚线代
表摩尔分数等值线ｘ（ｇ）＝Ｆｅ２＋／（Ｆｅ２＋＋Ｍｇ），能够给出一个更
好地约束；（ｂ）ＬＴ１２３６在 ＮＣＫＦＭＡＳＨＴＯ（＋ｃｄ＋ｋｓｐ＋ｐｌ＋ｌｉｑ
＋ｉｌｍ）体系下的视剖面图，峰期矿物组合大致落在靠近相图中
心的位置，温压范围为７９０～８５０℃、３０～３５ｋｂａｒ
Ｆｉｇ．３　 ＰＴ ｐｓｅｕｄｏ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ｔｈｅＡｌｔａｙ
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ｉｃ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
（ａ）ｔｈｅＰＴｐｓｅｕｄｏ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ｉｃ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ＬＴ１２３５ｉｎ
ｔｈｅＮＣＫＦＭＡＳＨ（＋ｋｓｐｉｎｅｘｃｅｓｓ）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ｐｅａｋ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ｇ＋ｃｄ＋ｂｉ＋ｋｓｐ＋ｐｌ＋ｌｉｑ＋ｑｏｃｃｕｐｉｅｓａｎａｒｒｏｗｆｉｅｌｄｔｏ
ｔｈｅｌｅｆｔｏｆ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ａｋ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ｔｏ
７７０～８２０℃ ａｎｄ４８～７８ｋｂａｒＴｈｅｘ（ｇ）＝Ｆｅ２＋／（Ｆｅ２＋ ＋Ｍｇ）
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ｓｏｐｌｅｔｈｓ，ｓｈｏｗｎａｓ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ｐｅａｋ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ｆｕｒｔｈｅｒ；（ｂ）ｔｈｅＰＴｐｓｅｕｄｏ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ｉｃ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ＬＴ１２３６ｉｎｔｈｅＮＣＫＦＭＡＳＨＴＯ（＋ｃｄ＋
ｋｓｐ＋ｐｌ＋ｌｉｑ＋ｉｌｍｉｎｅｘｃｅｓｓ）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ｐｅａｋ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ｇ＋ｏｐｘ＋ｃｄ＋ｂｉ＋ｋｓｐ＋ｐｌ＋ｌｉｑ＋ｑ＋ｍｔ＋ｉｌｍ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ｏｃｃｕｐｉｅｓａｎａｒｒｏｗｆｉｅｌｄｎｅｘｔｔｏ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ａｋ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ｔｏ７９０～８４０℃ａｎｄ３０～
３５ｋｂ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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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ｓｐ＋ｌｉｑ＋ｑ三变区间的低压部分，能很好限定温度在７６０～
７８０℃范围内，但是却不能很好地限制出一个压力条件，因此
我们采用了Ｔｈｅｒｍｏｃａｌｃ平均温压计算方法求解其平均压力
（Ｐｏｗｅｌｌａｎｄ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４），在该温度范围内对其求解压力
为５１～５２ｋｂａｒ，置信度９５％范围内计算的平均压力落在这
个范围内，其平均压力为５１ｋｂａｒ，代表了近似峰期的条件。

图３ｂ为 ＬＴ１２３６在 ＮＣＫＦＭＡＳＨＴＯ体系下的 ＰＴ视剖
面图，所采用的全岩成分为 Ｈ２Ｏ＝３５ｍｏｌ％，ＳｉＯ２ ＝
６４４６ｍｏｌ％，Ａｌ２Ｏ３＝１３８７ｍｏｌ％，ＣａＯ＝２１３ｍｏｌ％，ＭｇＯ＝
３３０ｍｏｌ％，ＦｅＯ＝５９４ｍｏｌ％，Ｎａ２Ｏ＝３６４ｍｏｌ％，Ｋ２Ｏ＝
１８５ｍｏｌ％，ＴｉＯ２＝０６０ｍｏｌ％，Ｏ＝０１６ｍｏｌ％。所观测到的 ｇ
＋ｏｐｘ＋ｃｄ＋ｐｌ＋ｌｉｑ＋ｑ＋ｍｔ＋ｉｌｍ矿物组合，在视剖面图中
落在一个狭窄的四变度区间，峰期 ＰＴ条件为７９０～８４０℃、
３０～３５ｋｂａｒ，而该区域中的石榴石成分等值线与实际测量
的矿物成分等值线不能很好匹配，说明在退变质过程中受到

了ＦｅＭｇ再平衡的影响。

６　讨论

６１　变质作用的ＰＴ轨迹及其构造背景

本文通过详细的岩相学观察，大量的矿物温压计计算以

及视剖面图模拟，对新疆富蕴县乌恰沟地区具有不同矿物组

合的高温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进行了深入研究，确定了一系

列具有不同变质峰期的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图４）。
本文对泥质麻粒岩样品 ＬＴ１１４７计算得到的峰期条件

为７９１～７９４℃、４４～５２ｋｂａｒ，退变质条件为７１９℃、５０ｋｂａｒ，
说明其在变质峰期后经历了近等压冷却（ＩＢＣ）的 ＰＴ轨迹。
样品 ＬＴ１２３５，ＰＴ估算结果表明其峰期变质条件为 ～
５１ｋｂａｒ和７６０～７７０℃。样品 ＬＴ１２３６中的斜方辉石 Ａｌ２Ｏ３
为０２％～１４％，明显不同于超高温泥质麻粒岩中斜方辉石
的高铝成分（８７％ ～９８％）（仝来喜等，２０１３；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其温压计算和相平衡模拟结果也表明本样品
峰期为３０～３５ｋｂａｒ和７９０～８４０℃，未达到超高温条件。

镁铁质麻粒岩样品 ＬＴ１２０２，矿物组合为斜方辉石 ＋单
斜辉石＋黑云母＋斜长石＋石英＋磁铁矿，利用二辉石温度
计计算的峰期条件为８００～８６０℃，变质时代为２７０Ｍａ（仝来
喜，未发表资料），与之前报道的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以及泥

质超高温麻粒岩的年龄一致（陈汉林等，２００６；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ｂ；仝来喜等，２０１３；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故代表同期变质
事件。退变质阶段的 ＰＴ条件为５８８℃、１７～２８ｋｂａｒ，与厉
子龙等（２００４）所得到的角闪岩相退变质条件接近。

如图４所示，我们得到乌恰沟地区高温泥质和镁铁质麻
粒岩峰期后的两类 ＰＴ轨迹，样品 ＬＴ１１４７和样品 ＬＴ１２３６
反映了峰期后近等压冷却（ＩＢＣ）的一段 ＰＴ演化轨迹，而样
品ＬＴ１２３５和样品 ＬＴ１２０２反映了峰期后减压冷却的一段
ＰＴ演化轨迹。虽然峰期前的 ＰＴ轨迹尚无法精确限定，但
是本文仍通过对泥质麻粒岩的研究得到两条峰期后近等温

图４　阿尔泰泥质及镁铁质麻粒岩的ＰＴ轨迹
根据视剖面图模拟以及温压计计算所得到的阿尔泰高温麻粒岩

的ＰＴ轨迹，并与Ｔ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ｂ）和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通过对

超高温泥质麻粒岩研究所所得到的ＰＴ轨迹进行对比

Ｆｉｇ．４　 ＰＴｐａｔｈｓ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ａｙｍｅｔａｐｅｌｉｔｉｃａｎｄｍａｆｉｃ
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ｓ
Ｐ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ｈｏｗｉｎｇＰＴｐａｔｈｓ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ａｙ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ｐｓｅｕｄｏ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ｓ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
Ｔ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ｂ）ａｎｄ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降压（ＩＢＣ）的ＰＴ演化过程，阿勒泰大喀拉苏以及乌恰沟地
区超高温泥质麻粒岩也在峰期后经历了一段近等压冷却

（ＩＢＣ）的 ＰＴ演化历史（Ｔ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ｂ；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而这种ＩＢＣ过程通常与逆时针ＰＴ演化轨迹相对应。
ＬＴ１２３５和ＬＴ１２０２峰期后减压冷却过程可能是由于高温泥
质和镁铁质麻粒岩未充分冷却便开始折返，导致峰期后的近

等压冷却（ＩＢＣ）过程未能有效记录。结合之前关于阿尔泰超
高温麻粒岩的报道和研究（仝来喜等，２０１３；Ｔ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ａ，ｂ；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反映了阿尔泰二叠纪变质事件整
体上发生于一个伸展的大地构造背景之下，而此伸展背景或

与二叠纪地幔柱活动有关（仝来喜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Ｔｏ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ａ，ｂ；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６２　阿尔泰晚古生代变质事件与塔里木地幔柱活动的成因
联系

　　本区中低压高温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以及片麻岩的变
质年龄与该造山带超高温麻粒岩变质作用的时间基本一致，

应为同期变质事件。对该区域麻粒岩和片岩、片麻岩的锆石

以及独居石定年结果支持高温变质事件发生于二叠纪，时间

为２７０～２９３Ｍａ之间（郑常青等，２００５；胡霭琴等，２００６；
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仝来喜等，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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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二叠纪变质事件的成因尚存在不同认识，如阿尔泰

造山带在二叠纪发生洋壳的俯冲和板块碰撞，从而导致麻粒

岩高温或超高温变质作用（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Ｃ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或二叠纪麻粒岩相变质作用的发生与造山后的拆沉
及软流圈上涌有关（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或存在二叠纪地幔柱事
件（Ｐｉｒａｊ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仝来喜等，２０１３；Ｔ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ｂ）。

阿尔泰造山带大量的年代学数据表明该区在二叠纪经

历了一次重要的高级构造变质热事件（肖文交等，２００６；
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岩浆作用的产物，包括二叠纪玄武岩、基
性超基性侵入体和 Ａ型花岗岩，在阿尔泰造山带广泛分布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在阿尔泰造山带发育大量的钙碱性
和碱性花岗岩，为典型的后造山类型，时代为二叠纪 （Ｈ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王涛等，２００５）。阿尔泰南缘发育很多岩脉（Ｔ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沈晓明等，２０１３），例如富蕴以西酸性岩脉群的
年龄为２７７～２８６Ｍａ（宫红良等，２００７）。此外，乌恰沟地区发
育有大量的镁铁质侵入岩（岩脉或小岩体），形成于２５７Ｍａ
（陈立辉和韩宝福，２００６），喀拉通克含 ＣｕＮｉＰＧＥ硫化物基
性超基性杂岩的年龄为２８７Ｍａ（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阿勒泰辉
长岩的年龄为２８１Ｍａ（童英等，２００６）。这些年代学上的耦
合性表明阿尔泰造山带在晚古生代经历的不止是一期变质

事件，同时也是一期重要的岩浆事件。

该构造岩浆热事件与新疆二叠纪塔里木地幔柱活动的

时间（～２７５Ｍａ）高度一致（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该区中低压
高温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以及超高温泥质麻粒岩均位于岩

浆侵入体附近，而微量元素研究表明乌恰沟地区的基性侵入

体具有幔源特征（陈立辉和韩宝福，２００６），因此，阿尔泰超
高温变质事件可能与二叠纪塔里木地幔柱活动引起的岩浆

底侵和下地壳伸展加热密切相关（仝来喜等，２０１３；Ｔｏ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ａ，ｂ），并且通过对已有的一些超高温变质事件的
认识，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提出对于特定全岩成分的岩石，在靠
近高温侵入体的位置可以发生超高温变质作用。结合其峰

期后近等压冷却（ＩＢＣ）的 ＰＴ演化轨迹，野外产状以及温压
计算，我们认为幔源岩浆底垫加热和后造山的伸展导致的同

时代侵入体提供了阿尔泰南缘高温超高温变质作用所需的
热源。

通过对阿勒泰大喀拉苏地区超高温麻粒岩和中低压高
温麻粒岩详细的野外观察，Ｔ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认为超高温变
泥质麻粒岩可能通过后期剪切构造作用就位于中低压高温
泥质麻粒岩之中，本文的温压计算结果支持这一推测，本文

报道的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压力明显低于此前报道的泥质

超高温麻粒岩（仝来喜等，２０１３；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此外，本
文所选用的样品以及之前报道的乌恰沟和阿勒泰大喀拉苏

附近的超高温麻粒岩均采自额尔齐斯断裂带附近，一般把该

断裂带视为早中古生代的俯冲带位置（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但在晚古生代（２９０～
２８０Ｍａ），该带经历了大范围左旋变形（ＬａｕｒｅｎｔＣｈａｒｖｅｔ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该构造事件极有可能和基性及酸
性岩浆的侵入以及高温超高温变质作用的发生有着一定的
联系。

所以，我们认为在晚古生代塔里木地幔柱流沿着塔里木

边缘的构造薄弱带（额尔齐斯断裂带）迁移，导致深源岩浆的

侵入以及地幔岩石圈的减薄，并提供重要热源导致上覆地壳

的快速加热，从而形成同时期大量的Ａ型花岗岩侵入体和岩
脉，同时作为热源导致该区高温超高温麻粒岩相变质作用
的发生，并与该区域内广泛出现的片岩、片麻岩和斜长角闪

岩有密切的成因联系。高温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以及超高

温泥质麻粒岩的变质年龄、大量基性和酸性侵入体的形成年

龄与塔里木地幔柱活动的时代高度吻合，高温超高温麻粒
岩均位于额尔齐斯断裂带附近并靠近幔源基性侵入体，该区

域内广泛出现多个热穹窿，高温超高温麻粒岩相变质作用
峰期变质条件以及ＰＴ轨迹，均支持这一结论。

７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阿尔泰造山带南缘的富蕴县乌恰沟地

区的泥质和镁铁质麻粒岩进行详细的岩相学观察，采用传统

温压计和平均温压计算方法，结合变质相平衡模拟，确定了

其高温变质作用的峰期条件，并建立了峰期后的 ＰＴ演化轨
迹。综合已有的变质年代学资料以及该区超高温泥质麻粒

岩的研究结果，我们得到以下认识：

（１）本文确定了具有不同矿物组合的泥质和镁铁质麻粒
岩的峰期（７７０～８６５℃、３０～５１ｋｂａｒ）以及退变质条件，得
到了两条峰期后近等压冷却的ＰＴ轨迹，与对阿勒泰大喀拉
苏超高温泥质麻粒岩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仝来喜等，２０１３；
Ｔ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ｂ）。这种峰期后近等压冷却（ＩＢＣ）的 Ｐ
Ｔ轨迹通常与伸展的大地构造背景相对应。

（２）阿尔泰造山带在晚古生代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构造岩
浆热事件，时代为二叠纪。该区的超高温高温麻粒岩以及
广泛出现的片麻岩年龄（２７０～２８０Ｍａ）与塔里木地幔柱活动
导致的后造山幔源侵入体的时间高度吻合，暗示塔里木地幔

柱活动引起的幔源岩浆底垫，加热和后造山的伸展导致的同

时代侵入体提供了阿尔泰南缘二叠纪变质作用发生所需要

的热源。

致谢　　电子探针分析得到广州地化所同位素地球化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电子探针实验室陈林丽工程师的帮助；审稿人

给出了非常有益的建设性修改意见；作者在此一并表示诚挚

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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