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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昆仑上其汗地区火山岩的时代及归属一直存在争议。利用 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 Ｕ－Ｐｂ定年法对该区火
山岩中霏细岩进行了测年。阴极发光图像显示，锆石发育对称的生长震荡环带结构，Ｔｈ／Ｕ大部分大于０．４，显示
岩浆锆石的特征。测得火山岩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加权平均年龄为（３３５±４．２）Ｍａ，形成时代为石炭纪，可将其划为阿羌
岩组。结合区域地质背景资料，该火山岩可能形成于裂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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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西昆仑造山带位于青藏高原西北边缘，它对

中亚构造、东特提斯构造以及板块碰撞的研究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１］。由北向南可将其依次划分

为昆北地块、昆中地块和昆南地块。本次发现的

上其汗地区火山岩位于西昆仑造山带东段，邻近

东、西昆仑结合部位，构造属于北昆仑地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２］。山西地质调查院将其划为上其汗岩

组［３］。由于前人在该套地层中未发现化石，其归

属一直存在争议。笔者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与陕西
省地质调查院开展１∶５万地质调查中，在夏玛勒
勒克河一带对前人划分的上其汗岩组做了大量工

作，对火山岩进行了地层学、岩石学、地球化学及

年代学研究，其形成时代为石炭纪。该时代的确

定将原早古生代上其汗岩组重新划为晚古生代阿

羌岩组，对火山岩所处裂谷带的形成时限提供了

新的数据支持，对西昆仑古生代的构造演化过程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综合研究，将普鲁—阿

羌裂谷带与原上其汗—下马里克裂谷带连为一

体，将该火山岩带内的矿化特征与普鲁—阿羌裂

谷带内及附近已发现的多个 Ｃｕ、Ａｕ等矿点进行
对比，指导找矿工作开展。

１　区域地质背景及岩石学特征

研究区火山岩位于昆北地块，是经历了绿片

岩相变质、韧性剪切变形的一套海相火山岩 －沉
积岩系中的一部分。该岩组区域上南与库地—其

曼于特—祁漫塔格结合带断层接触，北与泥盆系

奇自拉夫组呈断层接触。在研究区内，沿库地—

其曼于特结合带北侧展布，总体呈东宽西窄的形

态特征。

该套岩组由变质火山岩、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组

成，研究区叠覆厚度为５０８７．９ｍ。整套地层经历了
低绿片岩相变质，主要变质矿物共生组合有以下３
种：钠长石＋绿泥石＋绢云母；钠长石＋绿泥石＋
绢云母 ＋绿帘石；钠长石 ＋绿泥石 ＋绿帘石 ＋石
英。该套地层经受了较强的韧性剪切变形，形成了

以各类片岩为主的变质岩，并普遍具有条带、条纹

状、眼球状构造（图１）。透入性的片理与原始层理
产状总体一致，向南陡倾，倾角６０°～８０°，呈单斜产
出，片理面上矿物生长线理发育。依据岩石组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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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石英；Ｐｌ．长石

图１　上其汗岩组眼球状构造宏观特征（ａ）和眼球状构造显微镜下特征（ｂ）
Ｆｉｇ．１　Ｏｕｔｃｒｏｐｓｐｈｏｔｏ（ａ）ａｎｄｐｏｌａｒｉｚ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ｂ）ｏｆａｕｇｅａ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Ｓｈａｎｇｑｉ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变质变形特征，可进一步分为３个岩段，各岩段之
间为片理平行接触关系。

本次工作在新疆民丰县叶亦克乡夏玛勒勒克

河一带，实测完成了阿羌岩组地层剖面（图２）。剖
面比例尺 １∶２０００，起点坐标 Ｘ＝１４６６９４１２．００，
Ｙ＝４０３９５８７．００，Ｈ＝３１２８．００ｍ。

１．碳酸盐化绿片岩质碎裂岩；２．大理岩；３．变质石英角斑岩；４．含金云母条纹钙质显微粒状石英岩；５．条带状细粒大理岩；

６．黄铁矿化显微粒状绿帘绿泥钠长片岩；７．绢云石英片岩；８．石英大理岩；９．钠长绢云石英片岩；１０．千枚状石英角斑岩；

１１．石英钠长片岩；１２．绿片岩质千糜岩；１３．细晶大理岩；１４．黄铁矿化钙质白云母石英片岩；１５．霏细岩；１６．绿帘绿泥白云

母石英质糜棱岩

图２　阿羌岩组（Ｃａ．）ＰＭ００８实测剖面图
Ｆｉｇ．２　ＰＭ００８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ｑｉａｎｇｙ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根据本次调查成果，阿羌火山岩主体为一套
钙碱性系列基性—中酸性火山岩，具有双峰式的

火山岩组合特征，岩石组合为玄武岩、英安岩等。

本次工作所采集的测年样品为阿羌岩组下段千

枚状碎裂岩化碳酸盐化变质霏细岩（图３），岩石
呈灰色，千枚状构造，变余斑状结构，基质为变余

霏细结构。主要矿物成分为：斑晶矿物 １５％ ～
２０％（斑晶主要为斜长石，石英个别），变质基质

矿物 ＞６５％（长英质 ＞５０％，绢云母 １０％ ～
１５％），次生碳酸盐１５％ ～２０％和微量黄铁矿组
成。斑晶粒径０．５～２ｍｍ，基质粒径大小一般小
于０．０１～０．０５ｍｍ。经变质作用后，部分基质矿
物重结晶，生成较多绢云母，呈显微粒状鳞片状

变晶结构，千枚状构造。根据残余结构及变质后

矿物组合特征等分析，原岩为酸性熔岩，推断是

霏细岩。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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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石英；Ｐｌ．长石；Ｍｓ．黑云母

图３　霏细岩显微镜下特征
Ｆｉｇ．３　Ｐｏｌａｒｉｚ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ｏｆｆｅｌｓｉｔｅ

２　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定年

用于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定年的千枚状
碎裂岩化碳酸盐化变质霏细岩采自新疆民丰县南

夏玛勒勒克河一带（图 ４），坐标为 ３６°３１′１６″Ｎ、
８２°５２′３４″Ｅ。

图４　区域地层分区及采样位置图
Ｆｉｇ．４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ｓｔＫｕｎｌｕｎ

２．１　分析方法
采集约 ２０ｋｇ岩石样品，按常规方法粉碎，

用磁选、电磁选方法分选得到重砂矿物，再淘洗

获得锆石精矿，最后在双目镜下挑选出晶形和

透明度较好的锆石晶体作为锆石 Ｕ－Ｔｈ－Ｐｂ
同位素测定对象。首先将锆石颗粒粘在双面胶

上，然后用无色透明的环氧树脂固定，待环氧树

脂充分固化后，对其表面进行抛光至锆石内部

暴露。锆石反射光、透射光和阴极发光照相均

在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

锆石微区原位 Ｕ－Ｔｈ－Ｐｂ同位素年龄分析在
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ＬＡ－
ＩＣＰ－ＭＳ仪器上用标准测定程序进行。分析仪
器为 Ａｇｉｌｅｎｔ７５００ａ型四极杆质谱仪和Ｇｅｏｌａｓ
２００Ｍ型激光剥蚀系统，激光器为 １９３ｎｍＡｒＦ
准分子激光器。激光剥蚀斑束直径为 ３０μｍ，
激光剥蚀样品的深度为 ２０～４０μｍ。锆石年龄
计算采用标准锆石 ９１５００作为外标，元素含量
采用美国国家标准物质局人工合成硅酸盐玻璃

ＮＩＳＴＳＲＭ６１０作为外标，２９Ｓｉ作为内标元素进
行校正。样品同位素比值和元素含量数据处理

采用 ＧＬＩＴＴＥＲ（ｖｅｒ４．０，Ｍａｃｑｕａｒｉ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程序，未对测试数据进行普通铅校正，年龄计算

及谐和图绘制采用 ＩＳＯＰＬＯＴ（３．２３版）软件完
成［４－５］。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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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锆石特征
样品中锆石呈较自形的长—短柱状，晶体长

１５０～３００μｍ，宽６０～１１０μｍ，柱状长宽比在２∶１～
４．５∶１，ＣＬ图像（图５）显示，所有锆石均发育对称
的生长震荡环带结构，Ｔｈ／Ｕ平均为０．３８，且大部分
大于０．４（下页，表１），显示岩浆锆石的特征［６］。

图５　变质霏细岩锆石阴极发光图像

及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Ｍａ）

Ｆｉｇ．５　ＺｉｒｃｏｎＣＬ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ｆｅｌｓｉｔｅｉｎＷｅｓｔＫｕｎｌｕｎ（Ｍａ）

２．３　锆石Ｕ－Ｐｂ年龄
样品分析了２４个测点（下页，表１），其中３、４

号测点可能因位于锆石裂隙处，在谐和年龄图中明

显偏离谐和线，故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加权平均值计算时
予以剔除。其余２２个测点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和 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
投点均落在谐和线上或其附近（图６），说明锆石封
闭体系保存完好，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介于 ４４４～９０１Ｍａ，１、
８、１５号测点位置位于锆石核部，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介
于５２８．３～５５２．３Ｍａ，可能代表继承锆石的年龄；
２、１３号测点位置位于锆石核部及环带的过渡区域，
获得 的２０６ Ｐｂ／２３８ Ｕ 年 龄 分 别 为 ４０２．７Ｍａ和
４１５．３Ｍａ，可能为混合年龄，无实际意义；剩下的

图６　上其汗地区火山岩中锆石Ｕ－Ｐｂ谐和

图和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图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ｇｅｏｆＬＡ－ＩＣＰ－ＭＳ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ｄ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ｑｉｈ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ｉｎＷｅｓｔＫｕｎｌｕｎ

１７个测点位置均位于锆石环带上，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
介于３２７～３４０．７Ｍａ，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的加权平均值
为（３３５±４．２）Ｍａ，可代表火山岩形成年龄，时代为
石炭纪。

３　讨论

３．１　时代探讨
对上其汗岩组，前人研究程度整体偏低，由于

未发现化石，地层时代争议也较大。原地质部十三

大队在１９５７年把该套地层划分为下古生界；原和
田地质队在１９５９年依据区域地层对比，认为属志
留系，但在１９６４年１∶１００万编图时，将其划分为寒
武—奥陶系；新疆第一区调队１９７１年在进行１∶２０
万区域地质测量与普查时，厘定为志留系；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一直把其作为早寒武世地层处理，归为塔
昔达坂群。新疆地矿局第十地质大队１９９４年在进
行１∶５０万区划时，根据其变质程度低于蓟县系以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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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Ｐｂ
／２
３５
Ｕ
１ σ

２０
６
Ｐｂ
／２
３８
Ｕ
１ σ

２０
８
Ｐｂ
／２
３２
Ｔｈ
１ σ

１
４８
．０
０

９９
．６
６
４８
７．
２２

０．
２０

０．
０６
０
７３
０．
００
２
１７
０．
７１
６
５３
０．
０１
６
９０
０．
０８
５
５５
０．
００
１
２１
０．
０３
２
７２
０．
００
０
７０

６３
０

７５
５４
９

１０
５２
９

７
６５
１

１４

２
２５
．７
６

４３
．１
７
３６
２．
３３

０．
１２

０．
０５
７
０４
０．
００
２
２８
０．
５２
３
４５
０．
０１
５
３４
０．
０６
６
５５
０．
００
０
９８
０．
０２
７
７５
０．
００
０
８４

４９
２

８６
４２
８

１０
４１
５

６
５５
３

１７

３
３４
．２
９
１６
０．
５６

２７
４．
２４

０．
５９

０．
０５
６
０５
０．
００
２
２２
０．
７７
８
４９
０．
０２
２
４５
０．
１０
０
７１
０．
００
１
４９
０．
０３
１
１７
０．
００
０
５９

４５
４

８５
５８
５

１３
６１
９

９
６２
０

１２

４
１５
２．
９７
３
７８
６．
４９
２
７６
２．
１４

１．
３７

０．
０５
２
２８
０．
００
１
７０
０．
３０
０
２７
０．
００
５
４３
０．
０４
１
６５
０．
００
０
５６
０．
００
７
４９
０．
００
０
１０

２９
８

７２
２６
７

４
２６
３

３
１５
１

２

５
２３
．９
３
１６
８．
８６

３６
５．
２８

０．
４６

０．
０５
２
１２
０．
００
２
２７
０．
３８
９
９１
０．
０１
３
１９
０．
０５
４
２５
０．
００
０
８２
０．
０１
６
９５
０．
００
０
３８

２９
１

９７
３３
４

１０
３４
１

５
３４
０

８

６
２１
．４
７

３８
．３
１
３６
３．
５１

０．
１１

０．
０５
２
０６
０．
００
２
３０
０．
３８
９
４６
０．
０１
３
４３
０．
０５
４
２５
０．
００
０
８２
０．
０１
７
６３
０．
００
０
７９

２８
８

９８
３３
４

１０
３４
１

５
３５
３

１６

７
１６
．４
６

５５
．７
３
２７
２．
７２

０．
２０

０．
０５
２
６４
０．
００
２
５７
０．
３９
３
４０
０．
０１
５
７４
０．
０５
４
２０
０．
００
０
８６
０．
０１
６
０５
０．
００
０
６２

３１
３

１０
７

３３
７

１１
３４
０

５
３２
２

１２

８
２０
．９
１

７２
．３
２
１９
５．
７５

０．
３７

０．
０５
９
８９
０．
００
２
６７
０．
７０
５
２８
０．
０２
４
６３
０．
０８
５
４１
０．
００
１
３５
０．
０３
０
０６
０．
００
０
７８

６０
０

９４
５４
２

１５
５２
８

８
５９
９

１５

９
１９
．３
３

６３
．７
９
３２
０．
０４

０．
２０

０．
０５
１
８８
０．
００
２
４１
０．
３８
８
０５
０．
０１
４
４４
０．
０５
４
２５
０．
００
０
８４
０．
０１
６
５９
０．
００
０
５７

２８
０

１０
３

３３
３

１１
３４
１

５
３３
３

１１

１０
９．
６３

６３
．３
８
１４
７．
９９

０．
４３

０．
０５
６
７５
０．
００
３
４３
０．
４２
１
９５
０．
０２
２
３９
０．
０５
３
９３
０．
００
０
９８
０．
０１
７
３２
０．
００
０
６１

４８
１

１２
９

３５
７

１６
３３
９

６
３４
７

１２

１１
２５
．９
１
１１
５．
６３

４１
２．
３９

０．
２８

０．
０５
３
６９
０．
００
２
２１
０．
４０
１
７６
０．
０１
２
２２
０．
０５
４
２７
０．
００
０
８０
０．
０１
６
２４
０．
００
０
４１

３５
８

９０
３４
３

９
３４
１

５
３２
６

８

１２
２８
．１
５

４６
．８
２
４８
６．
６９

０．
１０

０．
０５
７
０７
０．
００
２
３２
０．
４１
０
２０
０．
０１
２
１５
０．
０５
２
１３
０．
００
０
７７
０．
０２
２
６７
０．
００
０
７８

４９
４

８８
３４
９

９
３２
８

５
４５
３

１５

１３
１８
．５
９
１０
５．
５４

２３
５．
４６

０．
４５

０．
０５
６
４９
０．
００
２
６５
０．
５０
２
０２
０．
０１
８
７８
０．
０６
４
４６
０．
００
１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２６
０．
００
０
５０

４７
１

１０
１

４１
３

１３
４０
３

６
４０
５

１０

１４
１１
．３
１

７１
．９
４
１８
２．
８４

０．
３９

０．
０５
５
０９
０．
００
３
０５
０．
３９
６
２４
０．
０１
８
６９
０．
０５
２
１７
０．
００
０
８８
０．
０１
５
８９
０．
００
０
５２

４１
６

１１
９

３３
９

１４
３２
８

５
３１
９

１０

１５
１８
．５
２

６０
．３
２
１５
６．
６０

０．
３９

０．
０８
５
１２
０．
００
３
６２
１．
０４
９
８２
０．
０３
３
３７
０．
０８
９
４６
０．
００
１
４４
０．
０４
７
９４
０．
００
１
１２

１３
１８

８０
７２
９

１７
５５
２

９
９４
７

２２

１６
２４
．８
１

６１
．５
６
４２
２．
５５

０．
１５

０．
０５
４
３１
０．
００
２
４１
０．
４０
４
６０
０．
０１
３
７７
０．
０５
４
０３
０．
００
０
８２
０．
０１
７
０７
０．
００
０
６５

３８
４

９６
３４
５

１０
３３
９

５
３４
２

１３

１７
１３
．０
６

７９
．３
０
２０
９．
８６

０．
３８

０．
０５
５
１５
０．
００
２
９８
０．
３９
６
８４
０．
０１
８
１５
０．
０５
２
１９
０．
００
０
８６
０．
０１
７
３３
０．
００
０
５３

４１
８

１１
６

３３
９

１３
３２
８

５
３４
７

１０

１８
８．
５４

６３
．４
３
１３
３．
９２

０．
４７

０．
０４
９
８７
０．
００
３
７５
０．
３７
１
６７
０．
０２
５
５９
０．
０５
４
０６
０．
００
１
０５
０．
０１
６
２８
０．
００
０
６５

１８
９

１６
６

３２
１

１９
３３
９

６
３２
６

１３

１９
１０
．２
４

９３
．８
４
１５
８．
３１

０．
５９

０．
０５
７
５３
０．
００
３
４３
０．
４１
０
２５
０．
０２
１
２５
０．
０５
１
７１
０．
００
０
９０
０．
０１
５
５６
０．
００
０
４５

５１
２

１２
６

３４
９

１５
３２
５

６
３１
２

９

２０
１３
．１
８

８７
．６
４
２０
２．
９６

０．
４３

０．
０５
４
０６
０．
００
２
９７
０．
４０
３
９８
０．
０１
８
８５
０．
０５
４
１９
０．
００
０
９０
０．
０１
７
０８
０．
００
０
５１

３７
４

１１
９

３４
５

１４
３４
０

６
３４
２

１０

２１
１６
．１
２

７８
．５
０
２７
２．
３８

０．
２９

０．
０５
４
８８
０．
００
２
６７
０．
３９
３
９２
０．
０１
５
３８
０．
０５
２
０５
０．
００
０
８３
０．
０１
５
８６
０．
００
０
５１

４０
７

１０
５

３３
７

１１
３２
７

５
３１
８

１０

２２
７６
．２
９
２２
２．
７０
１３
００
．０
６
０．
１７

０．
０５
５
２３
０．
００
２
０２
０．
４１
２
２６
０．
００
９
４７
０．
０５
４
１３
０．
００
０
７６
０．
０１
６
３９
０．
００
０
３７

４２
１

７９
３５
１

７
３４
０

５
３２
９

７

２３
１１
．０
８

８８
．２
８
１７
１．
２３

０．
５２

０．
０５
１
４７
０．
００
３
３８
０．
３８
３
８９
０．
０２
２
４５
０．
０５
４
０８
０．
００
０
９７
０．
０１
５
９７
０．
００
０
５４

２６
２

１４
４

３３
０

１６
３４
０

６
３２
０

１１

２４
２８
．５
９
１９
７．
７７

４５
９．
６７

０．
４３

０．
０５
５
８１
０．
００
２
３９
０．
４０
０
６０
０．
０１
２
７５
０．
０５
２
０４
０．
００
０
７８
０．
０１
６
１３
０．
００
０
３６

４４
５

９２
３４
２

９
３２
７

５
３２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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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地　质　调　查 ２０１６年

及火山岩特征与东部泥盆系相似，定为志留系—

中泥盆统。贾群子等［７］在研究西昆仑块状硫化

物矿床成矿条件和成矿预测时，对上其汗（区内

其其干萨依、下马里克一带）火山岩进行了岩石

Ｒｂ－Ｓｒ及矿石 Ｐｂ同位素年代学研究，根据石英
角斑岩 Ｒｂ－Ｓｒ同位素测定，获得等时年龄为
（３５３．６６±１６．８２）Ｍａ，认为其年龄代表变质年
龄，再根据 Ｐｂ同位素进行的Ｒ－Ｆ－Ｃ和Ｒ－Ｓ－Ｆ
法计算获得一组年龄数据，集中在 ４６２．７４～
４８０．４５Ｍａ之间，因此把上其汗一带的火山岩
时代定为早奥陶世。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上其

汗岩组形成于奥陶纪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

可。

而本文对夏玛勒勒克河一带出露的上其汗岩

组中的火山岩进行了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同
位素定年，锆石发育对称的生长震荡环带结构且

Ｔｈ／Ｕ多数大于０．４，显示岩浆锆石的特点。获得年
龄数据较为集中，且谐和程度高，年龄结果可信度

高。测得火山岩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加权平均年龄数据为
（３３５±４．２）Ｍａ，属于早石炭世。因此应将该套火
山岩从上其汗岩组中解体出来。

在区域上也有大量石炭纪火山岩出露，其中

以阿羌火山岩为主。阿羌岩组为陕西省地质调

查院在１∶２５万于田幅区域地质调查时建立的非
正式组级岩石地层单位，定义为“出露于昆北地

块北部的一套火山沉积建造，下部主要为玄武岩

和英安岩组成的双峰火山岩，上部以玄武岩、安

山岩为主，夹灰岩、板岩等，和下伏、上覆地层均

为断层接触”［８］。陕西省地质调查院在上岩组

的灰岩夹层中采集了大量的腹足类化石，经西

北大学地质系尹凤娟、郭宏祥鉴定有 Ｍｅｅｋｏｓｐｉｒａ
ｔｒｏｄａＱｉａｏＣ２尖杆米咝螺；Ｍｅｅｋｏｓｐｉｒ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Ｇｏｌｄｆｕｓｓ）Ｃ２尖锐米氏螺 ＴａｏｓｉａＸｉｎｇ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Ｑｉａｏ、Ｃ２新疆陶氏螺 Ｋｅｌａｍａｉｌｉｓｐｉｒａｓｐ．Ｃ克拉
麦里螺（未定种）；Ｍｕｒｃｈｉｓｏｎｉａｓｐ．Ｏ－Ｔ莫氏螺
（未定种）。将上岩组地层时代定为晚石炭世，

而下岩组的时代可能为早石炭世［９］。本文所研

究的火山岩，年龄为（３３５±４．２）Ｍａ，不仅与阿
羌火山岩组时代一致，还与阿羌火山岩组同处于

库地—其曼于特—祁漫塔格结合带北侧边缘的

裂谷带内，因而可与阿羌火山岩对比。

３．２　构造地质背景探讨
关于上其汗岩组，前人将其时代定为早古生

代，为岛弧成因。早古生代，在昆仑山北部分布

着一系列大小不等的钙碱性岩浆岩岩体，大多数

岩体的年龄在４４０～４８０Ｍａ，这些岩体的主量元
素及微量元素分布特征表明，它们形成于活动

大陆边缘或者碰撞后构造环境［１０］。其曼于特蛇

绿岩带有比较齐全的与之配套的建造和大量晚

寒武世—志留纪俯冲、碰撞、碰撞期后花岗岩，在

西昆仑北坡存在早古生代碰撞造山作用［１１］。在

蒙古包—普守一带存在一个早古生代小洋盆，其

基性—超基性岩石地球化学特征总体反映出洋

岛玄武岩特征［１２］。在康西瓦北侧蒙古包一带发

现大量的早古生代花岗岩，根据岩石类型、岩石

组合和产出的构造位置，该花岗岩类具有碰撞型

花岗岩的特征［１３－１４］。柳什塔格峰南晚奥陶世二

长花岗岩岩体，为造山晚期同碰撞构造环境的 Ｉ
型高钾钙碱性花岗岩，与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大

洋俯冲有关［１５］。这些早古生代花岗岩的资料表

明，西昆仑在早古生代处于古昆仑洋盆俯冲、消

减、汇聚的演化过程［１６］。根据山西省地质调查

院１∶２５万叶亦克幅区域地质调查时根据岩石组
合及地球化学特征，判断其为岛弧成因，与区域

背景资料一致。

然而，本次获得夏玛勒勒克河附近火山岩年

龄数据为（３３５±４．２）Ｍａ，时代定为石炭纪。从
区域上看，根据石炭纪地层、岩相学特征、构造古

地理特征，指出昆仑造山带石炭纪总体处于伸展

裂陷的大地构造背景，昆北为裂谷环境，大部分

区域为滨浅海相沉积，局部为半深海及火山盆地

相沉积［１］。早古生代末期的造山作用使东西昆

仑、塔里木乃至阿尔金联为一体，进入陆内演化

阶段，在晚泥盆世裂解开始，石炭纪昆仑地区的

裂解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初步形成了堑垒相间的

格局［２］。

该火山岩在形成时代和构造环境上与前人

所研究的早古生代上其汗岩组差异很大，本次工

作将其划入阿羌火山岩。西昆仑地区阿羌火山

岩组位于西昆仑造山带东段，属于北昆仑地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１７］，主体分布在于田县南部的普

鲁—阿羌一带，为一套火山沉积岩建造，与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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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期 陈宁，等：　西昆仑上其汗地区火山岩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年龄及构造意义

上覆地层均为断层接触。阿羌火山岩形成环境

一直存在争议，边小卫等［９］认为阿羌火山岩组

与区域上的博斯坦铁克里克和盖孜村北西带出

露的一套石炭系火山岩—碎屑岩建造和库尔良

附近的一套火山沉积建造 （库尔良群上亚群）是

可以对比的，为弧后扩张盆地［１８］或岛弧环境扩

张的弧后盆地成因［９，１９－２０］；郭坤一等［２１－２２］根据

岩石地层学和岩石地球化学资料分析认为这套

火山岩为中新元古代洋内弧环境洋内弧成因；

李荣社等［２］根据西昆仑北坡沉积盆地分析认为

阿羌火山岩组具有大陆裂谷火山 －沉积建造特
征。陕西省地质调查院根据１∶２５万于田县幅区
调时获得的岩石地球化学资料，则认为阿羌火山

岩形成于大陆裂谷环境，晚期转换为火山弧（弧

后盆地）环境。根据本次地质调查成果，结合前

人研究资料认为，阿羌火山岩可能形成于大陆裂

谷环境。

４　结论

（１）对西昆仑民丰县南库地—其曼于特—祁漫
塔格结合带北侧上其汗火山岩进行了 ＬＡ－ＩＣＰ－
ＭＳ锆石Ｕ－Ｐｂ年龄测定结果显示其形成时代为
（３３５±４．２）Ｍａ，属石炭纪。

（２）根据火山岩出露位置、岩石组合特征及时
代对比将其划为阿羌岩组。

（３）本次调查的岩石组合特征显示，该套火山
岩具有双峰式的火山岩组合特征。再结合前人研

究资料，认为该套岩石组合解体出来的火山岩可能

形成于大陆裂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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