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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黑龙江多宝山地区广泛发育一套形成于奥陶纪

的中基性火山岩—侵入岩组合,前者岩性以安山岩

为主体,构成“多宝山组”地层;后者则包括花岗闪长

(斑)岩及超基性岩。前人研究结果表明,该岩性组合

形成于早奥陶世与板块俯冲有关的岛弧环境,对研

究兴安地块与松嫩地块之间早期构造拼贴演化历史

意义重大。与此同时,花岗闪长(斑)岩作为重要的矿

体寄主岩石对多宝山铜(金)矿集区的形成意义重

大。基于上述原因,早奥陶世岩浆岩空间展布规律,

所属多宝山岛弧带是否存在沿贺根山—黑河断裂向

西延伸成为关乎区域构造演化、成矿的重要地质问

题(图 1)。本次研究于扎兰屯以西塔尔气发现形成

于早—中奥陶世的碱性辉长岩,区域内尚属首次。

2 研究方法(Methods)
本研究是在野外地质路线调查与室内样品测

试、综合分析基础上展开的。野外调查过程中,发现

该套碱性辉长岩分布范围近 2 km2,呈北东向“岩株

状”展布。采集新鲜、无明显蚀变的样品3件于国土

资源部东北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完成常量、微量、

稀土元素测试; 锆石LA-ICP-MS U-Pb同位素分析

于国土资源部西南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完成。

3 研究结果(Results)
碱性辉长岩 SiO2含量为 48.8%~49.9%,平均为

49.4%,明显具贫硅特征。与中国及世界辉长岩的平

均化学成分相比,该岩体明显富碱 (Na2O + K2O=

4.31%~5.89%,平均为 5.10%),贫 Al(Al2O3=13.79%~

17.80%,平均为 15.21%)、Ca(CaO=7.29%~9.87%,平

均为 8.11%),高 K(K2O=1.23~2.06%)、Ti(TiO2=1.10%

~2.49%)和 P(P2O5=0.157%~0.393%),归属钾玄岩系

列。稀土元素总量相对较高(∑REE=97.15~117.93,

平均为 104.52×10-6),轻、重稀土元素分馏较弱((La/

Yb)N=2.23~3.09), 为平坦型, 仅具轻微负 Eu 异常

(δEu=0.63~0.95)。在微量元素蛛网图中,高场强元

素(Th、Zr、Hf)相对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Ba)相对亏

损。Zr、Hf的相对富集表明岩浆或源区未受到过地

壳物质的明显混染,可代表原生环境。F2-F1、F3-
F2构造环境判别图解(Pearce)中,样品均落入钙碱性

玄武岩与钾玄岩过渡部位。Adakite Sr/Y-Y、(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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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地质图及碱性辉长岩采样位置
Fig.1 Geological map of the study area, showing sampling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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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n-(Yb)n判别图解及 Zr- Zr/Y 判别图解均显示,

碱性辉长岩属于岛弧玄武岩。上述岩石地球化学

特征揭示,该碱性辉长岩为形成于洋-陆碰撞俯冲环

境下的“岛弧型”深成岩体,未经受地壳物质的明显

混染。锆石阴极发光(CL)图像显示,其内部结构复

杂,既有发育振荡生长环带的粒状或短柱状锆石,也

有长柱状或板状锆石,还有少数锆石不发光,它们的

Th/U 比值介于 0.34~0.68,暗示锆石岩浆成因特征。

15个有效测点 206Pb/238U年龄值介于(452±9)~ (526±

13)Ma,其加权平均年龄为(474±11) Ma,表明碱性辉

长岩的形成时代为早—中奥陶世(图2，表1)。

4 结论(Conclusions)
(1) 大兴安岭塔尔气发现的碱性辉长岩为形成

于早—中奥陶世的“岛弧型”深成岩体,代表洋-陆碰

撞俯冲环境。

(2) 大兴安岭中生代岩浆活动强烈,形成多个火

山岩盆地。大杨树盆地作为多宝山地区与扎兰屯

地区之间的白垩纪火山断陷盆地,切断了两侧地质

体的连续性;加之后期两侧地体抬升、沉降差异性演

化,致使扎兰屯地区未见奥陶纪侵入岩的报道,本次

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为多宝山岛弧向西延伸提

供了新的岩石学证据,进而为扎兰屯地区与多宝山

地区早奥陶世铜、金成矿对比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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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碱性辉长岩锆石CL图像及LA-ICP MS 锆石U-Pb谐和图
Fig.1 CL images and LA-ICP MS zircon U-Pb concordia diagram of essexite

表1 碱性辉长岩LA-ICP MS 锆石U-Th-Pb同位素分析结果
Table 1 U-Th-Pb composition of zircon from essexite measured by LA-ICP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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