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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北山地区坡一和罗东含铜镍的镁铁(超镁铁质岩体铂族元素研究表明&两个岩体的铂族元素

"

]+,

#总量较低&

]]+,

较
/]+,

富集&原始地幔标准化模式呈正斜率&均较原始地幔亏损&具
/7

和
?̂

的弱负异

常$较低的
]N

)

/7

比值表明岩石主要受岩浆作用控制&后期热液作用影响不明显$两个岩体的原生岩浆均为
F

A

-

含量较高的
]+,

不亏损的拉斑玄武质岩浆&较高的
)@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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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比值表明岩浆在演化过程中发生了硫化物的熔

离$罗东岩体早期矿物相"橄榄石'铬铁矿#的分离结晶作用对岩浆中的硫达到饱和具有重要的贡献&而坡一岩体

该作用对硫化物熔离的贡献不明显$坡一和罗东岩体的
'

值表明两岩体均具有达到中型
1=

矿床的潜力$

关键词"铂族元素%地球化学%

1=9)@

成矿作用%镁铁(超镁铁质岩%新疆北山

!!

新疆东部地区广泛分布着镁铁(超镁铁质岩体&

如东天山的黄山(镜儿泉镁铁(超镁铁质岩带'中天

山的白石泉(天宇镁铁(超镁铁质岩带和北山的坡

北镁铁(超镁铁质岩带$与新疆东部的其他地区相

比&北山地区因其自然环境极为恶劣&区内镁铁(超

镁铁质岩体的研究工作最为薄弱$目前&北山地区已

发现有
$%

多个镁铁(超镁铁质岩体"如磁海'漩涡

岭'笔架山'红石山'坡北'罗东等#&主要沿断裂呈带

状分布"图
&<

#&并且这些岩体均有不同程度的铜镍矿

化"胡旺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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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又一重要的铜镍成矿远景区$这些岩体形成于

中晚二叠世"姜常义等&

$%%K

%李华芹等&

$%%K

&

$%%8

%

苏本勋等&

$%&%

#&与新疆北部含铜镍矿的镁铁(超镁

铁质岩体系同一时代的产物"韩宝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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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景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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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冬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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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庆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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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涛等&

$%&%

#&并且具有相似的岩石矿物组合和母岩浆性质

"姜常义等&

$%%K

%孙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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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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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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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本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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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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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于北山地区镁铁(超镁铁质岩体

矿化规模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并

且铜镍硫化物矿床的形成机制以及成矿潜力等问题

尚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利用铂族元素"

]+,

#这一探

讨镁铁
c

超镁铁质岩体的成因以及与其有关矿床成

矿作用的有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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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北山地区坡一和罗东岩体的成因以及铜镍硫化

物矿床的成矿机制以及潜力&以期对北山地区铜镍

硫化物矿床的找矿和勘查提供科学依据$

&

!

地质背景

北山地区位于新疆东部&中天山地块与塔里木

盆地和敦煌地块之间&其北以中天山南缘断裂为界&

南以疏勒河断裂为界&呈北东东向展布 "苏本勋等&

$%&%

#$地层以中下元古界和石炭系为主&主要为下

元古界北山群片麻岩'浅粒岩'斜长角闪片岩'云母

片岩'片麻岩'石英岩等%中元古界为白湖群石英片

岩'黑云母片岩'石榴石矽卡岩'大理岩%下石炭统为

红柳园组黑云母斜长片麻岩'变粒岩'石英片岩'砾

岩'砂砾岩'千枚岩及基性火山岩%上石炭统为石板

山组千枚岩'粉砂岩和少量玄武岩%第四系为冲洪积

物$区内岩浆岩较为发育&以石炭纪(二叠纪岩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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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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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山大地构造位置图及研究区区域地质图 "据苏本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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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最为强烈&发育大量的中性(基性火山岩&并出

露有大量的花岗质岩体和镁铁(超镁铁质岩体&除

此之外&出露有中元古片麻状黑云母花岗岩和片麻

状石英闪长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88'

#"图
&P

#$

$

!

岩体地质特征

坡一岩体和罗东岩体为北山坡北镁铁(超镁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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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杂岩带上的代表性杂岩体$它们分布于白地洼(

淤泥河大断裂南侧"图
&

#$前人研究成果表明&两岩

体属于同时代岩浆活动的产物-如坡一岩体辉长岩的

0Ŷ /F]

锆石
b9]P

年龄为
$"!d$F<

"李华芹等&

$%%K

#&罗东岩体锆石
b9]P

年龄为
$!'F<

"韩春明等

未刊资料#.&坡一岩体呈现明显的
)@

'

1=

矿化"李华

芹等&

$%%K

#&罗东岩体
)@

'

1=

矿化程度不高&且缺乏

硫化物已发生熔离的证据"孙赫等&

$%&%

#$

"P!

!

坡一岩体

坡一岩体位于北山镁铁(超镁铁质岩带中段&

侵位于中元古界白湖群变质岩中"图
$<

#$地表岩

体大部分由第四系冲洪积层覆盖&局部见零星超基

性岩$经钻探验证&岩体呈南部较缓东北部较陡的

岩盆状产出&平面形态呈东大西小的水滴状"李华芹

等&

$%%K

#&长约
$k!J;

&宽约
$k#J;

&出露面积

Kk"$J;

$

$岩体分异较好&主要由辉长岩相'橄榄岩

相和辉石岩相组成&辉长岩相分布于岩体边缘&橄榄

岩相和辉石岩相分布于岩体中心$辉长岩相为主体

岩相&发育有橄榄辉长岩'橄榄辉长苏长岩和角闪辉

长岩$橄榄辉长岩规模大小不等&最宽约
$%%;

&最

长达
:%%;

%橄榄辉长苏长岩相主要呈岩枝状产出&

宽约为
&$%;

&长约
$%%;

%角闪辉长岩呈环带状围绕

超镁铁质岩分布&多被辉长岩脉'辉绿岩脉'花岗岩

脉切穿$橄榄岩相由纯橄榄岩'斜长单辉辉橄岩'斜

长单辉橄榄岩组成&纯橄榄岩主要分布于岩体的东

部&形状不规则&最宽约
'%%;

&最长约
K:%;

&褐铁矿

化明显&岩石条带状或火成堆积的层状构造发育&橄

榄石堆晶带与辉石堆晶带交替出现%斜长单辉辉橄

岩不连续分布于岩体中心&平面大小不一&形状不规

则&最宽约
$%%;

&最长约
'%%;

&褐铁矿化明显%斜长

单辉橄榄岩规模不大&呈不规则状'条带状零星分

布&最宽约
&%%;

&最长约
''%;

%辉石岩相主要为斜

长橄榄单辉辉石岩&出露规模不大&呈不规则状&最

宽约
&:%;

&最长约
'%%;

&火成堆积的层状构造发

育$各岩相岩石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蚀变$目前已

发现
$%

个矿"化#体"地表
&%

个&深部
&%

个#&矿化

体位于靠近超镁铁质岩与橄榄辉长岩接触带&主要

产于橄榄岩底部或靠近其底部呈悬浮状态产出&赋

矿岩石主要为斜长橄榄岩和辉石橄榄岩$

$

"P"

!

罗东岩体

罗东岩体侵位于下石炭统红柳园组黑云石英片

岩中$岩体呈北东向展布&平面形态为眼球状&长约

$k$J;

&宽约
&k'J;

&面积
$k#J;

$

$岩相分异较好&

主要由橄榄岩相'辉石岩相和辉长岩相组成$其中

橄榄岩相主要呈岩墙状'岩脉状分布于岩体偏南部&

地表出露最大宽度约
&%%;

&长大于
&J;

&主要为纯

橄榄岩'辉石橄榄岩和含斜长石辉石橄榄岩%辉石岩

相主要呈近南北向分布于岩体西部&长约
&%%;

&宽

约
$%;

%辉长岩相为主体岩相&主要由辉长岩和橄长

岩组成&长约
$J;

&宽约
&J;

&局部见有辉绿岩脉'

正长岩脉穿过"图
$P

#$目前已发现
$

个镍矿"化#

体&地表氧化镍矿"化#体沿近东西走向连续出露&长

!:%;

&宽
#

%

K%;

&含
1=%k&h

%

%k$!h

$镍矿"化#

体均产于橄榄岩相中&主要赋矿岩石为含斜长石橄

榄岩和辉石橄榄岩&走向与岩体走向基本一致$

$

'

!

样品特征及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共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坡一岩体和罗

东岩体各
K

件样品$这些样品主要具自形(半自形

中(细粒结构'包含结构'辉长结构等镁铁(超镁铁

质深成岩典型结构$原生矿物主要为橄榄石'辉石'

斜长石'角闪石和不透明金属矿物$

坡一岩体样品有辉石橄榄岩和纯橄榄岩$其中

辉石橄榄岩由橄榄石"约
::h

%

K:h

#'辉石"

&:h

%

$%h

#'角闪石"

&%h

#'斜长石"

!h

#和金属矿物等

"

:h

%

&:h

#组成"图
'<

#%橄榄石多被辉石或者角

闪石包裹"图
'P

#&偶见橄榄石包裹铬铁矿$纯橄榄

岩主要由橄榄石组成&并可见少量辉石'角闪石和金

属矿物$两类岩石中含矿者蚀变较强&网状结构发

育&并且橄榄石呈孤岛状残留体"图
'D

#$矿物的结

晶顺序为橄榄石(铬铁矿(辉石$

罗东岩体样品有斜长橄榄岩'辉石橄榄岩'纯橄

榄岩和辉长岩$其中斜长橄榄岩由橄榄石"

!%h

#'

斜长石"

&%h

#'铬铁矿"

'h

%

#h

#和金属硫化物等

"

'h

%

#h

#组成%橄榄石相对新鲜&多被斜长石包裹

"图
'N

#&含矿者蚀变较强&仅橄榄石中心有残留$

辉石橄榄岩主要由橄榄石"

":h

%

!%h

#'辉石"

&:h

%

$%h

#'铬铁矿"

$h

%

'h

#和磁铁矿"

&h

%

$h

#等

组成&偶见黑云母&常见辉石包裹橄榄石&并且多已

蚀变"图
'E

#$纯橄榄岩主要由橄榄石组成&偶见斜

长石和辉石$辉长岩主要由辉石'斜长石和橄榄石

等组成&辉长结构&样品较新鲜"图
'R

#$

样品特征列于表
&

$所研究的样品均是通过显

微镜的仔细观察&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较为新鲜的

样品$在粉碎前用切割机将其表皮去除&然后放在

超声装置中用
F=44=

6

37E

水清洗干净&以避免样品受

到其他物质的混染$样品的
F

A

-

'

)@

'

1=

含量在澳

实分析检测有限公司采用
F09/)]

法测定$铂族元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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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新疆北山地区坡一"

<

#和罗东"

P

#镁铁(超镁铁质岩体地质图 "据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

&88'

#

Q=

A

k$

!

+E343

A

=D<4;<

6

3RC?E]3

G

=

"

<

#

<BN.@3N3B

A

"

P

#

;<R=D9@4C7<;<R=D=BC7@I=3BI=BHE=I?<B

&

U=B

M

=<B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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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E<;3RU=B

M

=<B

A

H@7E<@3R+E343

AG

<BNF=BE7<4 ÊI3@7DEI

&

&88'

#

素分析是在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完成&分析流程

主要为!首先将待测样品与碳酸钠'硼酸钠'硼砂'玻

璃粉'硫磺'面粉混合&倒入坩埚中&其次&加入适量

锇稀释剂在
&&:%l

高温炉内熔融&将熔体倒入铁模

中冷却后取出锍扣&用
Y)4

溶解锍扣滤出不溶物&

在封闭溶样器中用王水溶解滤渣&最后在
/)]9F0

上测定
]C

'

]N

'

?̂

'

/7

'

@̂

和
-I

&全流程空白值!

-I

'

/7

'

@̂

'

]N

为
%k'B

A

&

]C

'

?̂

为
%k%KB

A

$

""#



地
!

质
!

学
!

报

?CC

6

!))

LLLk

A

E3

M

3@7B<4IkDB

)

N>OP

)

D?

)

=BNEOk<I

6

O

$%&'

年

图
'

!

新疆北山地区坡一和罗东镁铁(超镁铁质岩体岩石照片

Q=

A

k'

!

]?3C3

A

7<

6

?I3R73DJIR73;C?E]3

G

=<BN.@3N3B

A

;<R=D9@4C7<;<R=D=BC7@I=3BI=BHE=I?<B

&

U=B

M

=<B

A

"

<

#(坡一岩体中的辉石橄榄岩%"

P

#(坡一岩体辉石橄榄岩包橄结构%"

D

#(坡一岩体纯橄榄岩网状结构%"

N

#(罗东岩体斜长橄榄岩

包含结构%"

E

#(罗东岩体辉石橄榄岩包含结构%"

R

#(罗东岩体橄榄辉长岩辉长结构

"

<

#(

]

G

73OEBE

6

E7=N3C=CE=B]3

G

==BC7@I=3B

%"

P

#(

6

3=J=4=C=DCEOC@7E3R

6G

73OEBE

6

E7=N3C=CE=B]3

G

==BC7@I=3B

%"

D

#(

BECCENCEOC@7E3RN@B=CE=B

]3

G

==BC7@I=3B

%"

N

#(

6

3=J=4=C=DCEOC@7E3RJ<><BIJ=CE=B.@3N3B

A

=BC7@I=3B

%"

E

#(

6

3=J=4=C=DCEOC@7E3R

6G

73OEBE

6

E7=N3C=CE=B.@3N3B

A

=BC7@I=3B

%"

R

#(

A

<PP73CEOC@7E3R34=S=BE

A

<PP73=B.@3N3B

A

=BC7@I=3B

!"#



第
#

期 柴凤梅等!新疆北山地区两个含铜镍镁铁
c

超镁铁质岩体铂族元素地球化学研究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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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山地区坡一和罗东镁铁!超镁铁质岩体主要岩相岩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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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编号 岩石名称 结构 主要矿物组合 硫化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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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石橄榄岩 包橄结构
-4

"

K:h

#

g-

6

Og)

6

O

"

&:h

#

g(;

6

"

&%h

#

gF

"

&%h

#

'h

]

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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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石%

)

6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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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

(斜方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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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角闪石%

]4

(斜长石%

H=

(黑云母%

F

(金属矿物%

1k

(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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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山地区坡一和罗东镁铁!超镁铁质岩体铂族元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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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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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9# %k'& %k&: %k'$ %k%K %k!! &k#K $!&% &'%% !"$% '#k' $k&K 8k"' !8%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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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9# %k&& %k%# %k&& %k%$ %k'" %kK &!!% ':$ $%$% ':k# :k'# &:k%% :!" $KK"

#

!

铂族元素"

]+,

#地球化学特征

&$

件样品的
]+,

'

)@

'

1=

'

)7

和
F

A

-

数据列

于表
$

$可以看出&坡一岩体的铂族元素总量"

#

]+,

#相差较大&介于
$k&:e&%

c8

%

&!kKKe&%

c8之

间&

]]+,

较
/]+,

富集"

]]+,

)

/]+,i&k$$

%

'k%8

#&

1=

)

)@

比值变化大"

$k!"

%

'$k#

#&

]N

)

/7

比

值较低"

'k#"

%

"k':

#&

]C

)

]N

比值介于
%k8$

%

&k#&

之间$

]C

与
]N

和
)@

与
1=

具有明显的正相关&

/7

与
]C

'

]N

'

-I

'

@̂

和
?̂

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图
#

#$

罗东岩体的铂族元素总量"

#

]+,

#较低&为
%k::e

&%

c8

%

'k&!e&%

c8

&

]]+,

较
/]+,

明 显 富 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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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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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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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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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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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为
8k"'

%

$%kK"

&

]C

)

]N

比值较

低&为
%kK%

%

%k8:

$

]C

与
]N

和
)@

与
1=

具有明显

的正相关&

/7

与
]C

'

]N

'

-I

'

@̂

和
?̂

未呈现明显的

相关性"图
#

#$两岩体不同岩性样品的铂族元素总

量有一定的差异&且含硫化物样品中的各元素含量

高于不含硫化物样品中的各元素含量$两个岩体的

]+,

总量与东天山地区的香山'图拉尔根矿床和黄

山东矿床岩石的
]+,

总量相近"孙赫等&

$%%!

%钱壮

志等&

$%%8

#&低于金川矿床中超镁铁质岩石的
]+,

总量"

':e&%

c8

#"汤中立等&

&88:

#$

在
]+,

原始地幔标准化模式图解上"图
:

#&所

有样品具有相似的配分型式&呈正斜率的*

]C9]N

+

型&

-I9̂ @

平缓&

?̂9]N

稍向左倾&

]C

'

]N

较
-I

'

/7

'

@̂

和
?̂

富集$这与含铜镍矿的超镁铁岩中呈平

坦或正斜率的铂族元素分布型式一致"如新疆东天

山的黄山'黄山东&中天山的白石泉'天宇&南非的

H@I?SE4N

和澳大利亚的
0@NP@7

G

#&与科马提岩'苦

橄岩和
F-̂ H

明显不同$所有样品的
1=

较
)@

富

集&并呈现
/7

和
?̂

的弱负异常以及
]N

的弱正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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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镁铁质岩体铂族元素地球化学研究

图
:

!

新疆北山地区北山坡一和罗东镁铁(超镁铁质岩

体
]+,

原始地幔标准化图解"原始地幔值引自
H<7BEIEC

<4k

&

&8!!

#

Q=

A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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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除个别样品的
1=

较原始地幔富集外&其余所有

样品的
]+,

'

)@

和
1=

均较原始地幔亏损$暗示坡

一和罗东两岩体可能具有相同的物质来源$

:

!

讨论

CP!

!

物质来源

]N

与
/7

是
]+,

元素中地球化学性质差异最

大的元素&常用
]N

)

/7

比值表征铂族元素的总体分

异特征$坡一和罗东岩体具有高于原始地幔的
]N

)

/7

比值"

&k$$

#&与地幔橄榄岩包体的
]+,

未分异特

征明显不同&表明它们的
]+,

发生了分异$前人研

究成果表明&不同成因类型的硫化物矿床和岩石有

不同的
]N

)

/7

数值分布范围$坡一和罗东岩体的

]N

)

/7

比值均低于
&%%

&表明
]+,

特征主要为岩浆

作用的结果&受热液蚀变作用影响小&因为受热液交

代作用影响的硫化物和岩体的
]N

)

/7

比值大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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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G

I

&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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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7EC<4k

&

&88!

#$罗东岩体的

]N

)

/7

比值较坡一岩体的
]N

)

/7

比值高&表明罗东岩

体的
]+,

分异程度较坡一岩体高$

前人研究成果表明&

]+,

在镁铁
c

超镁铁岩中

的含量受地幔源区成分'部分熔融程度'

1=

'

)@

和

]+,

的赋存状态'岩浆结晶分异作用以及硫化物熔

离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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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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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谢炎等&

$%%8

#$坡一和罗东岩体具有极低的
]+,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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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内部各元素之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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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

1=

之间

发生分异&这些特征是由何种因素所致/

一般来说&部分熔融程度越大&岩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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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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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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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值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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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

坡一和罗东岩体的
]N

)

/7

比值均高于原始地幔的值

"

&k$$

#和科马提岩的值"

:k8

#&低于
F-̂ H

的值和

富硫化物拉斑玄武岩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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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BEIEC<4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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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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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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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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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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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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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值 接 近 "

%

$

#

"

1<4N7ECC

&

$%%#

#&说明它们的母岩浆可能为地幔中

等熔融程度形成的玄武质岩浆$在常用的指示母岩

浆性质的
]N

)

/791=

)

)@

图解中"图
K

#&坡一和罗东

岩体中所有样品均位于高
F

A

-

玄武岩区&表明它

们的母岩浆为高
F

A

玄武质岩浆$这与前人对该区

相似岩体研究的结论一致"姜常义等&

$%%K

%苏本勋

等&

$%&%

#&也与新疆北部含铜镍矿的镁铁(超镁铁

质岩体母岩浆的性质一致"唐冬梅等&

$%%8

%肖庆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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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形成高
F

A

玄武质岩浆的

地幔部分熔融程度应该
&

&%h

"

.EH<I

&

$%%%

#&在

原始地幔部分熔融程度与
]+,

元素含量图解上"孙

赫等&

$%%!

#&坡一及罗东岩体位于
&%h

%

&:h

熔融

曲线上&表明两岩体的
]+,

可能是地幔经过了

&%h

%

&:h

熔融的结果"图略#$两岩体的原生岩浆

]+,

是不亏损的&因为高镁玄武质岩浆和科马提岩

浆在形成之初为硫化物不饱和岩浆"

È<

G

I

&

&88:

#$

坡一和罗东岩体的
]+,

亏损只能由其他地质过程

导致$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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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8G

亏损与硫化物的熔离

岩浆在硫不饱和时的结晶分异过程中&

1=

'

/7

'

@̂

是橄榄石'单斜辉石'尖晶石和铬铁矿的相容元

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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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I

同位素测定结果显示"另文发表#&样品

的
"

-I

"

$!'F<

#为高的正值"介于
g$Kk'

%

g!K

之

间#并且具有高的
-I

含量"

K%8k#e&%

c&$

%

'$!$e

&%

c&$

#&这表明岩浆演化过程中有地壳物质混入&因

此推测地壳物质混入对硫化物的熔离具有重要影

响$这与
W@4@C?

矿床'

23=IE

G

0

IH<

G

矿床'

137=4

0

IJ

矿床及红旗岭矿床的形成机制相同"

1<4N7ECC

&

&88"

%

F<=E7EC<4k

&

&88!

#$

综上所述&坡一及罗东岩体是地幔中等程度熔

融的结果&其初始岩浆为
]+,

不亏损的高镁玄武质

岩浆&在演化过程中均经历了硫化物的熔离过程$

罗东岩体早期矿物相的分离结晶作用对岩浆中的硫

达到饱和具有重要贡献&坡一岩体中地壳物质混入

对硫化物熔离具有重要影响$至于两个岩体母岩浆

发生硫化物的熔离是否与温度压力的快速变化和岩

浆混合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第
#

期 柴凤梅等!新疆北山地区两个含铜镍镁铁
c

超镁铁质岩体铂族元素地球化学研究

CPK

!

成矿指示意义

硫化物的熔离是形成岩浆型铜镍硫化物矿床的

根本&硫化物中
)@

'

1=

'

]+,

的含量主要受母岩浆

中各元素含量和
'

值的影响"

)<;

6

PE44EC<4k

&

&88$

#$前已述及&坡一和罗东岩体均经过了硫化物

的熔离&那么这两个岩体的矿床类型以及成矿潜力

如何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4N7ECC

"

$%%#

#研究表明!

'i&%%

%

$%%%

&主

要形成
1=

富集矿床&并且
]+,

含量低%

'i&%%%%

%

&%%%%%

时&主要形成
]+,

矿床&

1=

和
)@

含量较

低%

'i&%%%

时&

)@

'

1=

含量一般为
Kh

左右$另

外&有研究表明&

)@

)

]N

比值介于
&%

#

%

&%

:

&说明有

]+,

富集%早期发生硫化物熔离的岩浆形成
]+,

矿床的潜力小"唐冬梅等&

$%%8

#$通过两岩体的

)@

)

]N

比值和早期发生过硫化物熔离&推测
]+,

达不到富集成矿品位$根据计算获得坡一和罗东岩

体的
^

值推测&两岩体仅能形成
)@

'

1=

矿&

]+,

富

集成矿的可能性小$所有样品的
1=

)

)@

比值均大

于
&

&且含硫化物的岩石较不含硫化物的岩石含量

高&表明它们应该是以
1=

为主的矿床&

]+,

不能达

到矿化品位$

与东天山地区的黄山'黄山东等岩体成矿控制

因素"钱壮志等&

$%%8

%孙涛等&

$%&%

%唐冬梅等&

$%%8

%孙赫等&

$%%!

#较为相近&推测坡一与罗东岩体

具有形成中型
1=

矿床的潜力$

K

!

结论

"

&

#坡一和罗东岩体的
]+,

含量较低&

]]+,

较
/]+,

富集&具有相似的岩浆来源&均为高镁拉斑

玄武岩演化的产物%

"

$

#两岩体在岩浆演化过程中均发生了硫化物

的熔离&导致了岩体
]+,

元素的强烈亏损%罗东岩

体早期矿物相的分离结晶对硫化物熔离具有重要贡

献&坡一岩体中地壳物质混入对硫化物熔离具有重

要影响%

"

'

#两岩体均有形成中型
1=

为主的矿床的潜

力&

]+,

富集成矿的可能性小$

致谢"野外期间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

产勘探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的罗布泊铜镍矿项目组

成员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

分析得到了中国地质

科学院测试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

挚的谢意$

注
!

释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
k$%%8k

新疆若羌县坡北(旋窝岭一带镍矿普查报告
k

参
!

考
!

文
!

献

柴凤梅&张招崇&毛景文&董连慧&张作衡
k$%%:k

岩浆型
1=9)@9

]+,

硫化物矿床研究的几个问题探讨
k

矿床地质&

$#

"

'

#!

'$:

%

'':k

柴凤梅&张招崇&毛景文&董连慧&叶会寿&吴华&莫新华
k$%%Kk

新

疆哈密白石泉含铜镍镁铁
c

超镁铁质岩体铂族元素特征
k

地球

学报&

$"

"

$

#!

&$'

%

&$!k

高怀忠
5&88$k

新疆坡北基性(超基性岩带
&

号岩体地质特征及其

含矿性研究
5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

"

#

#!

'8&

%

#%&k

韩宝福&季建清&宋彪&陈立辉&李宗怀
k$%%#k

新疆喀拉通克和黄

山东含铜镍矿镁铁(超镁铁杂岩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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