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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天山接触交代型铁矿成矿时代的确定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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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东天山接触交代型铁矿中透闪石单矿物进行 Ar／ Ar年龄测定，获得坪年龄 

(387．21-I-0．68)Ma和等时线年龄(389．65-i-1．46)Ma。初步认为，此类接触交代型铁矿的成矿时代为 

387Ma左右。结合区域构造背景，可以认为，在早古生代东天山处于洋壳俯冲一消减产生的陆缘弧环境 

下，大规模构造岩浆活动是前寒武系中铁元素富集的主要动力，也是形成接触交代型铁矿的主要控制因素 

之 一。 

[关键词】铁矿 Ar／”Ar定年 成矿时代 陆缘弧 

[中图分类号】P618．3l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95—5331(2006)06—0017一o4 

0 引 言 

新疆铁矿分布范围很广，类型较多，经过勘查具 

有工业规模的矿床主要集中在天山东部。各类铁矿 

具有不同分布特征和区域构造特点。接触交代型铁 

矿，是新疆主要铁矿类型之一，此类铁矿常见于中天 

山东段隆起带内(图1)。国内研究者已经对该地区 

进行大量研究  ̈J，1992年在东疆地区开展的新一 

轮富铁矿找矿工作，在这一地区发现多个富铁矿点， 

经勘查论证，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此类型矿 

床规模虽然不大，但很富  ̈。虽然矿床成因等已经 

比较明确，但此类铁矿的形成时代还没有确切的描 

述。接触交代型铁矿成矿年代的确定，不仅对认识 

成矿事件与构造演化的耦合关系、解释成矿动力学 

机制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指导矿床的预测和勘查 

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1 东天山接触交代型铁矿的地质背景 

东天山为近东西走向，南以库米什一红柳河早 

古生代缝合带为界与塔里木板块北缘相连 ' ，北 

以阿齐克库都克一尾亚为界 引̈。Alien等人认为东 

天山南缘在古生代为活动陆缘  ̈，马瑞士等根据东 

天山隆起带发育有典型的奥陶纪钙碱性火山岩，判 

断东天山在早古生代处于陆缘弧环境。‘ 。 

东天山广泛发育前寒武系基底岩系(图 1)，主 

要为中元古界星星峡群，出露在星星峡至巴仑台一 

带，主要岩性为片麻岩、石英片岩、混合岩和大理岩 

等。在尾亚一带的变质岩系中发现了麻粒岩相变质 

岩，其岩石组合为黑云紫苏辉石麻粒岩、石榴石二辉 

麻粒岩、夕线石黑云母石英片岩、透辉石夕线石黑云 

母石英片岩、石榴石透辉石岩和大理岩等 。 

2 东天山接触交代型铁矿矿床特征 

鄯善以南东天山隆起带附近已发现多个接触交 

代型铁矿点，多在进行民采。这些铁矿多分布在黑 

云母花岗岩、石英闪长岩、英安质碎屑凝灰岩、浅变 

质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等接触带内，局部与石榴石黑 

云母片岩、黑云母石英片岩和透闪石片岩等伴生，与 

粗粒大理岩互层 J。铁矿具有多层性，直接围岩为 

片岩。含矿层厚度一般为10～20m，最厚可达70m， 

局部矿层为 1—2m厚。矿体呈层状、似层状、凸镜 

状，矿石具条带状、块状和浸染状构造 J。野外可 

以观察到，接触变质带主要是透辉石一阳起石带，其 

次是成串分布的石榴子石带。前人研究表明，矿石 

矿物主要是磁铁矿，其次是磁赤铁矿、赤铁矿、镜铁 

矿和褐铁矿等，伴生少量黄铁矿、含钴黄铁矿、磁黄 

铁矿、黄铜矿和斑铜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白云石、 

透闪石、绿帘石、阳起石、透辉石、斜长石、石榴子石、 

透闪石和石英等 ’ 。 

【收稿日期]2006—01—09；[修订日期]2006—02—23；[责任编辑]韩进国。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项目(编号：2001CTM09804)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邓松涛(1981年一)，男，2003年毕业于大庆石油学院，获学士学位，在读博士生，现主要从事构造地质研究工作。 

1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地质与勘探 2006芷 

E89。 0 25kin 
I ．．．．．．．．．．__J 

口  亘  圜  ■■■■■■■■⋯ ‘_。● 。’ ■一 

囤  一 s圈  圈 10 

E9I 

圆  

匾]12 

图 l 东天山铁矿分布示意图 

(据马瑞士，等 ；中国矿床发现史(新疆卷 )改编) 

1一新生界；2一中生界；3～石炭一二叠系；4一志留一泥盆系；5一寒武一奥陶系；6一前寒武系； 

7一花岗岩；8一蛇绿岩；9一断层；10一地质界线；11～板块缝合带；12一取样点 

3 东天山接触交代型铁矿成矿年代学 
东天山接触交代型铁矿的发现、勘探已有多年， 

其矿床特征的认识也基本清晰，其主要含矿层是前 

寒武系，受到后期变质热事件的改造，局部富集成 

矿 J。为了确定此类铁矿的成矿时代，文章进行了 

同位素年代学分析。 

3．1 样品采集和测试 

采样点位于鄯善县底坎儿南(矿点位置北纬 

4l。48 38”，东经9O。O7 22．9”)，样品为磁铁矿透闪石 

岩，经分选提纯得到透闪石单矿物样品。磁铁矿透 

闪石岩的主要矿物组成为磁铁矿、透闪石和石英。 

单偏光下，透闪石呈不透明规则状到不规则束状变 

晶结构，块状构造，粒度1—3mm(图2)。正交偏光 

下，透闪石呈无色中突起，针柱状形态，斜消光，最高 

干涉色一级橙红，粒度0．2～3mm，呈放射状垂直磁 

铁矿矿壁生长(图3)。用加Ar／明Ar快中子活化法测 

定其同位素年龄，加Ar／ Ar初始比值为284，和大气 

加Ar／ Ar的初始比值295．5很接近。11个阶段的 

升温，获得 Ar释放量达90％以上的阶段升温加热 

分析数据(表 1)。 

表l 透闪石们Ar／ Ar快中子活化法地质年龄数据结果 

注：测试单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At／At定年实验室；照射参数J=O．009529；m代表样品中测定的同位索比值；k表示 
强k(n。p) Ar核反应产生； Ar代表放射性成因的 Ar／ Ar比值；测定仪器为英国RCA一10气体源质谱计(A=5．543e—l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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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透闪石矿物的结构(单偏光) 

图3 透闪石放射状生长(正交偏光) 

3．2 加Ar! 。Ar年龄测定结果 

透闪石单矿物的坪年龄为(387．21±0．68)Ma 

(图4a)，等时线年龄为(389．65±1．46)Ma(图 

4h)。透闪石封闭温度较高 ，获得的年龄坪非 

常平坦，表明受后期热事件改造较弱。因此，透闪石 

冷却年龄大致可以代表该类铁矿成矿时代。由于磁 

铁矿中透闪石单矿物的∞At／ Ar年龄值为坪年龄 

(387．21±0．68)Ma，等时线年龄(389．65±1．46) 

Ma。可以判断，铁矿的成矿时代在387Ma左右。 

4 东天山接触交代型铁矿成矿时代确定的 

意义 

从东天山接触交代型铁矿的大地构造位置上 

看，古生代时它位于塔里木板块北部、中天山的东 

段。在早古生代，东天山为一陆缘弧  ̈。关于东天 

山陆缘弧的成因，尚有不同解释，有学者研究认为志 

留纪开始南天山洋盆沿长阿吾子一巴仑台一库米什 

断裂向北俯冲消减，于早泥盆世末闭合 。马瑞 

士等认为古生代时，中天山北缘吐哈地块沿阿齐克 

库都克一尾亚一带向南俯冲，东天山处于陆缘弧环 

境_】z’ 。就铁矿形成的时代而言，与早古生代大规 

模构造热事件的时代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认为，洋 

盆的俯冲～消减，大规模的陆缘弧构造岩浆活动是 

前寒武系中铁元素富集的主要动力，也是形成今天 

东天山接触交代型铁矿床的主要控制因素之一。这 

为研究接触交代型铁矿成矿动力学机制，进一步揭 

示铁矿的成矿背景以及下一步的找矿、探矿工作提 

供了重要启示。 

图4 透闪石4oAr／∞Ar年龄图 

a一透闪石40At／ Ar坪年龄．b 透闪石 Ar／蜘Ar等时线年龄 

5 结 论 

1)东天山接触交代型铁矿成矿时代为387Ma 

左右； 

2)东天山陆缘弧大规模的构造岩浆活动是前 

寒武系中铁元素富集的主要动力，也是形成现今东 

天山接触交代型铁矿床的主要控制因素之一。 

研究中得到王京彬研究员和国家305项目办公 

室徐新高工的指导和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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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LoGENIC AGE AND SIGNⅡ ICANCE oF CoNTACT METASoMATIC 

TYPE ⅡIoN DEPOSrrS IN THE EASTERN TIANSHAN 

DENG Song—tao，GUO Zhao-jie，ZHANG Zhi—cheng 

(Key．Laboratory ofOrogenic Belts and Cructal Evolution，Peking University，Education Ministry，Beijing 100871) 

Abstract：By柏At／剪Ar dating for tremolite of contact metasomatic type iron deposits in the eastern Tianshan
．
this paper has yielded plateau age at 

(387．21±0．68)Ma and isochron age at(389．65±1．46)Ma．Metallogenic age of this kind of iron deposits was incipiently considered to be at about 

387Ma．Combined with regional tectonic backgrounds．it is proposed that the eastern Tianshan was a continental arc in the early Paleozoic which resulted 

from the subduetion of the paleo—oceall crust．Continental arc magmatism was the main dynamics for iron enrichment，and also one of the dominant foc． 

tot's for contact metasomatic type iron deposits． 

Key words：iron deposit， Ar／39Ar dating
，
metallogenic age。continental 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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