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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治多多彩地区火山岩岩石特征

郑宗学,覃泽礼,吴远安

(青海省有色地质矿产勘查局地质矿产勘查院,青海 西宁 810007)

摘 要:多彩地区处于西金乌兰-义敦晚三叠世岛弧带的东段,成矿区带位于三江成矿带的北西段,区

内已发现了尕龙格玛铜多金属矿床和拉迪欧玛铜矿点。重点分析了与该区成矿关系密切的火山岩的岩石

特征,初步恢复了该区火山岩的喷发环境和火山机构,并探讨了火山活动与成矿的关系。研究表明,本

区火山岩主要为英安岩及英安质火山碎屑岩,其次为安山岩、安山质火山碎屑岩。火山岩微量元素具有

富集亲石元素Rb、Sr、Th及亲铁元素Co、Ni,亲Cu元素Zr与参照值相近,V、Ba元素的含量高于地

壳的丰度值,Sc、Cr等元素亏损的特征。中-酸性火山岩稀土总量较高,稀土配分曲线上普遍出现Eu负

异常,总体特征与造山带火山岩相似,火山岩相为溢流相。本区海相火山喷发发生在浅海地带,火山岩

构造环境总体属于岛弧环境。成矿作用主要与古火山机构和后期动力变质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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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治多多彩地区位于我国重要的 “三江”成

矿带的北西段,区内的尕龙格玛铜多金属矿床成因

类型为喷气-沉积矿床类型之一的火山成因块状硫

化物 (VMS)矿床 (王立全等,2002)。自20世

纪70年代发现以来,限于当时的认识和研究程度,
投入的工作极其不足。2002~2010年,青海省有

色矿产勘查院开始对该矿床进行了新一轮的普查工

作,同时结合该区开展的1∶5万矿调工作,取得

了较好的找矿成果和新的认识,认为该区具有寻找

大型乃至超大型喷气-沉积矿床的潜力 (樊双虎等,

2011)。笔者重点分析了与该区成矿关系密切的火

山岩特征,并对该区的找矿前景进行了综合分析,
期望通过本次研究工作来指导该区的找矿工作,同

时带动 “三江”成矿带的找矿实践。

1 地质背景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西金乌兰-义敦中

生代弧后盆地,夹持于西金乌兰湖-歇武断裂和乌

兰乌拉湖-玉树断裂之间 (潘彤等,2006)。义敦岛

弧是 “三江”构造-岩浆带中一个重要的构造单元,
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多金属成矿带 (侯增谦等,

2003)。
义敦岛弧是甘孜-理塘洋盆向西俯冲消减作用

的产物,是在具堑-垒系构造特征的薄陆壳上发展

起来的岛弧 (刘增乾等,1990),主要为晚三叠世

的火山-沉积岩系和印支晚期—燕山期花岗岩基所

占据。义敦岛弧带发育较完整的岛弧-盆地系,均

以发育火山-侵入杂岩组合为特征,外弧火山-侵入

杂岩由第一亚旋回中性火山岩和与其相邻的中-酸
性深成岩-次火山岩构成,以安山岩和安山质火山

碎屑岩为主体的外弧火山岩是晚三叠世卡尼期首次

造弧活动的产物。
弧裂谷盆地的火山-侵入杂岩由 “双峰”式火

山岩和辉绿岩墙群构成,是第二亚旋回火山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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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 (晚三叠世卡尼中晚期)。内弧火山-侵入杂岩

由第三亚旋回 (晚三叠世诺利期)中-酸性火山岩

和闪长岩-闪长玢岩及黑云母花岗岩-花岗斑岩构

成,以英安岩-安山岩及其火山碎屑岩为主体的内

弧火山岩。弧后扩张盆地中,为一套滨、浅海相碎

屑岩-碳酸盐岩和高钾的 “双峰”式火山岩组合

(潘彤等,2006)。
成矿区带处于 “三江”成矿带的北西段,所处

的大地构造位置为板块挤压作用下的岛弧-盆体系。
其成矿具有多成因、多矿种、多类型和多期次叠加

的特征。

1.1 地层

研究区处于唐古拉地层区小唐古拉分区结扎—
巴塘小区。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生界上三叠统

巴塘群 (T3Bt)火山岩、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和结

扎群 (T3Jz)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其次为新生界古

近系沱沱河组 (Et)砾岩、砂岩夹泥岩,新近系曲

果组 (Nq)砾岩、石灰岩和第四系冲洪积、残坡

积和冰积物 (孙崇仁等,1997)。

1.2 构造

区域上研究区位于唐古拉印支褶皱带北缘,北

部以西金乌兰湖-歇武 (或玉树)断裂带为界,南

与巴颜喀拉印支褶皱带相接 (赖绍聪等,1999)。
区内褶皱、断裂构造发育 (图1)。北部巴塘群褶

皱以挤压较紧密的线性褶皱为特征,在大的复式

背、向斜上,次级褶皱也十分发育。南部结扎群褶

皱相对比较开阔。区内的断裂构造以与地层走向基

本一致的北西—南东向断裂最为发育,这些断裂多

数经历了长期的活动历史,它们曾是晚三叠世岩浆

活动的通道,控制着火山岩系的原始分布,也造成

了中-酸性岩浆沿断裂的侵入,形成狭长带状岩体。
断裂构造的后期复活又控制着地层和岩浆岩的次生

分布,并使部分地层、岩石发生了变质。其中,位

于本区北部的西金乌兰湖-歇武断裂带和中部的乌

兰乌拉湖-挡托断裂是本区最重要的2条区域大断

裂,这2条区域断裂控制着本区晚三叠世以来沉积

盆地的形成和演化的全过程。
在拉迪欧玛—色谷丛龙以南地区,断裂构造以

浅层脆性断裂为主,火山岩变质轻微或基本未变

质,这些因素对后期成矿元素富集和热液活动不

利。在拉迪欧玛—色谷丛龙以北地区火山岩发生了

绿片岩相变质,岩浆和热液活动频繁,对成矿有

利。

1.3 岩浆岩

区域岩浆岩分为侵入岩和火山岩,笔者重点介

绍火山岩的岩石特征及其与矿床的关系,岩浆岩仅

作简要介绍。
区内侵入岩主要分布在中、北部构造-岩浆隆

起带巴塘群出露区,以格仁涌石英闪长岩-花岗闪

长岩及其周围3个小型石英闪长岩体为主,其次为

基性、中酸性和酸性脉岩。小型岩体主要为印支期

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脉岩主要为辉绿岩、石

英闪长玢岩、花岗斑岩和正长斑岩。其中,石英闪

长岩和花岗闪长岩属于钙碱性。

  根据侵入时代,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和正

长斑岩为印支期,其他属于喜山期。
本区自晚三叠世末期褶皱造山以来,共发生了

期、3次岩浆活动事件,印支期石英闪长岩-花岗

闪长岩岩浆侵入与侏罗纪造山作用有关;印支期正

长斑岩系列则与断裂诱发陆壳花岗质层部分熔融有

关;喜马拉雅期辉绿岩纯属于伸展断陷诱发下地壳

玄武质层部分熔融的产物。3次岩浆侵入事件之间

没有成因联系,属于3次相对独立的岩浆事件。

2 火山岩特征

由于笔者研究内容与区内火山岩关系密切,故

根据多彩地区1︰5万矿调所取得的成果,作如下

重点介绍。
研究区内火山岩均产于乌兰乌拉湖断裂以北,

主要呈层状、透镜状产在巴塘群及通天河蛇绿混杂

岩中,岩石类型从基性到酸性均有出露。包括产于

可可西里-金沙江晚古生代-早中生代缝合带 (通天

河蛇绿混杂岩带)多彩蛇绿岩带中的二叠纪火山岩

和北羌塘-昌都陆块吓根龙-巴塘滞后火山弧带中的

上三叠统巴塘群火山岩 (图1)。而目前所发现矿

体均集中于上三叠统巴塘群火山岩中。
区域上三叠纪火山活动集中于通天河蛇绿混杂

岩、巴塘群中,在结扎群甲丕拉组中零星分布 (孙
崇仁等,1997)。但研究区通天河蛇绿混杂岩、结

扎群中均未见及或不发育。区内三叠系火山岩仅分

布于上三叠统,即巴塘群中,分布于日啊日曲-色
谷丛龙断层以南、多彩曲-勒仁拉哈断裂以北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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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多彩地区地质略图

Fig.1 GeologicalsketchmapofDuocairegion
1.第四系冲洪漂卵石-砾石;2.第四系冰积碎石;3.新近系曲果组黄色泥质灰岩-角砾灰岩;4.新近系棕红色砾岩;5.古近纪沱沱河组

棕红色砾岩夹粗砂岩;6.巴塘群第四岩组浅灰-灰白色厚层-块状石灰岩;7.巴塘群第三岩组灰色长石砂岩夹深灰色页岩;8.巴塘群第

二岩组深灰色中薄层含燧石结;9.巴塘群第一岩组第二岩段灰绿色霏细岩-霏细质火山碎屑岩夹硅质岩;10.巴塘群第一岩组第一岩段

灰紫色安山岩-鞍山玢岩安山质火山碎屑岩夹硅质岩;11.结杂群第三岩组浅灰白色厚层-块状灰岩;12.结杂群第二岩组深灰色含燧石

结核中-薄层灰岩;13.结杂群第一岩组褐红色中厚层长石石英砂岩夹中薄层灰岩;14.花岗闪长岩;15.正长斑岩;16.闪长玢岩;17.辉

绿岩-辉绿玢;18.石英闪长岩;19.正断层;20.逆断层;21.倒转背斜;22.倾伏背斜;23.倒转向斜;24.线状向斜

56 第1期              郑宗学等:青海治多多彩地区火山岩岩石特征



2.1 岩石类型

出露的火山岩主要为英安岩及英安质火山碎屑

岩,其次为安山岩、安山质火山碎屑岩,玄武岩仅

在西部有少量分布。除凝灰岩、火山角砾岩发生了

片理化外,熔岩均为块状构造。

2.2 岩石化学特征

研究区火山岩岩石地球化学分析结果见表1。

区内晚三叠世火山岩以中-酸性火山岩为主,TAS
火山岩分类命名图解 (图2)中 (MiddemostA
K,1994),火山岩主要投入流纹岩、英安岩区,
其次为安山岩区。岩石组合指数在0.82~3.60,
属钙碱性系列。在SiO2-AR图解中,主要属于钙

碱性岩系 (图3),在A-F-M 图上主要投在钙碱性

玄武岩系列 (图4)。

表1 测区三叠纪火山岩岩石化学分析结果表 (×10-2)

Tab.1 MajorelementscompositionsofTriassicvolcanicrocksinDuocairegion (×10-2)

序号 岩石类型 SiO2 TiO2 Al2O3 Fe2O3 FeO MnO MgO CaO Na2O K2O P2O5 H2O 烧失

1 玄武岩 41.88 1.28 15.94 3.61 5.46 0.1 7.27 9.9 3.11 1.16 0.11  10.75

2 安山岩 50.44 2.21 14.87 3.22 5.96 0.04 7.97 2.12 4.15 1.11 0.52 4.14 6.14

3 英安岩 75.48 0.11 11.78 0.91 0.68 0.01 1.7 0.42 2.15 3.47 0.03 1.46 2.32

4 英安岩 68.42 0.16 10.66 0.72 0.74 0.07 1.06 5.76 3.13 2.22 0.05 1.32 6.18

5 英安岩 73.74 0.22 12.43 0.92 0.74 0.02 1.98 0.7 1.71 4.35 0.05 2.18 2.9

6 英安岩 69.3 0.2 11.14 1 1.29 0.03 2.88 2.86 1.78 2.94 0.04 2.3 5.84

7 英安岩 76.08 0.12 11.18 0.91 0.65 0.01 1.34 1.01 1.52 3.68 0.04 1.8 2.98

8 英安岩 75.28 0.17 12.03 0.78 0.76 0.01 1.28 0.53 1.89 5.01 0.04 1.8 1.84

9 英安岩 68.25 0.21 11.3 1.28 2.62 0.08 1.97 3.42 2.48 3.94 0.04  5.17

10 流纹岩 75.6 0.13 12.77 1.00 1.34 0.04 0.81 0.66 5.2 1.36 0.06  1.33

11 粗面岩 62.8 0.46 14.24 3.15 3.37 0.14 0.88 2.27 4.15 4.42 0.08  3.98

  注:序号2~8为本次采集样品 (测试单位: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1、9~11引自1∶20万治多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1981。

图2 火山岩分类命名TAS图解

Fig.2 TASgraphicsolutionofvolcanicrocks
classificationandNomination

1.流纹岩类;2.英安岩类;3a.粗面岩类;3b.安粗岩类;

4a.安山岩类;4b.玄武岩和碱性玄武岩类;5.响岩类;

6.碱玄岩类;7.副长石岩类;8.超镁铁质岩类 (虚线为中

国火山岩投影点的实际范围)

2.3 地球化学特征

2.3.1 微量元素特征

研究区火山岩微量元素 (李昌年,1992)化学

分析结果列于表2。其微量元素与地壳的丰度值

(TayloySR,1964;黎彤,1976)相比,富集亲

图3 火山岩的碱度率图解 (据 Wright,1969)

Fig.3 Alkalinityratiographicofvolcanicrocks
CA.钙碱性;A.碱性;PA.过碱性;×. 二叠纪火山岩;

+.晚三叠世火山岩

石元素Rb、Sr、Th及亲铁元素Co、Ni。亲Cu元

素Zr与参照值相近,V、Ba元素的含量高于地壳

的丰度值,Sc、Cr等元素亏损。

2.3.2 稀土元素特征

多彩地区火山岩稀土元素分析结果见表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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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火山岩的AFM图解

Fig.4 AFMgraphicofvolcanicrocks
CA.钙碱性系列;TH.拉斑系列;

×.二叠纪火山岩;+.晚三叠世火山岩

叠纪火山岩玄武岩稀土总量较低,低于大陆玄武岩,

略高于大洋玄武岩,轻稀土轻微富集,稀土配分曲

线近于平坦型,无Eu异常。反映了玄武质岩浆来自

亏损地幔源区,与大洋玄武岩特征相似 (图5)。

图5 火山岩稀土配分型式图

Fig.5 Chondrite-normalizedREEpatternsofvolcanicrocks
1.二叠纪玄武岩;2~6.晚三叠世英安岩、

流纹岩;3、7.晚三叠世安山岩

表2 测区三叠纪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表 (×10-6)

Tab.2 TraceelementscompositionsofTriassicvolcanicrocksinDuocairegion(×10-6)

序号 岩石类型 Cu Cr Ni Co Rb Sr Ba V Sc Nb Ta Zr Hf U Th
1 玄武岩 43 375 161 33  233 140 172    164    
2 玄武岩 27 170 47 25  356 775 123    175    
3 安山岩 7 40 10 10  225 375 60    200    
4 安山岩 12.7 71.5 43.4 36.3 25.4 36.9 193 204 25.9 9.6 0.9 196 5 4.1 26
5 英安岩 20 200 20 10  100 300 10    100    
6 英安岩 5.4 3.4 4.9 4.2 82 82 648 2.1 7.2 6.3 0.8 69 2.7 2.1 18
7 英安岩 11.7 4.6 1 3.2 49.4 482 256 1.64 8.22 8.3 0.7 176 6.2 1.9 24
8 英安岩 5.7 7.5 4.5 5.3 132 75.8 646 3.16 6.74 7.4 0.9 175 5.3 4 32
9 英安岩 31.9 92.4 18.3 20.5 60 65.5 970 264 33.2 9.4 1 200 5 1 13
10 英安岩 5.6 8.2 3.6 2.7 105 28.2 374 3.02 6.56 6.3 0.7 164 5.7 2.7 22
11 英安质凝灰岩 14 167 10 10  329 909 26    213    
12 流纹岩 20 200 100 20  100 100 120    100    
13 粗面岩 20 20 10 10  300 600 10    100    

  注:序号4、6~10为本次测试 (测试单位: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其余引自1∶20万治多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1981。

表3 测区火山岩稀土元素分析结果 (×10-6)

Tab.3 Rare-earthelementscompositionsofTriassicvolcanicrocksinDuocairegion(×10-6)

序 号 时 代 岩石类型 La Ce Pr Nd Sm Eu Gd
1
2
3
4
5
6
7

二叠纪火山岩

三叠纪火山岩

玄武岩 9.48 15.1 1.90 8.32 2.40 1.21 4.50
安山岩 32.8 53.3 5.76 27.9 4.88 0.82 6.18
英安岩 43.2 65.9 6.69 32.5 5.97 0.58 5.76
安山岩 16.9 30.4 4.10 20.4 4.53 1.42 5.23
英安岩 38.0 55.0 5.98 24.0 4.98 0.56 4.54
英安岩 21.9 42.8 5.09 26.2 4.77 1.77 5.99
流纹岩 30.1 51.2 5.81 27.5 4.70 0.71 5.28

序 号 时 代 Tb Dy Ho Er Tm Yb Lu Y

1
2
3
4
5
6
7

二叠纪火山岩

三叠纪火山岩

0.81 5.34 1.13 3.11 0.47 2.64 0.37 24.9
1.23 8.27 1.68 5.46 0.85 5.18 0.74 44.6
1.08 7.70 1.56 5.18 0.81 5.41 0.81 36.5
0.91 5.88 1.13 3.17 0.50 3.14 0.40 24.8
0.82 5.58 1.14 3.66 0.58 3.74 0.49 23.2
0.97 6.24 1.10 3.36 0.42 2.73 0.36 28.4
0.97 6.73 1.44 4.70 0.71 4.59 0.62 36.0

  注:样品来源:实测 (测试单位:中国科学院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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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塘群火山岩中的中-酸性火山岩均属于轻稀

土富集型,轻重稀土元素分馏程度较高,曲线向右

侧陡倾 (图5),重稀土元素分馏程度很低,曲线

比较平坦。从基性岩、中性岩到酸性岩,稀土配分

型式略有差异。中-酸性火山岩稀土总量较高,稀

土配分曲线上普遍出现Eu负异常,总体特征与造

山带火山岩相似。

2.4 火山喷发旋回及韵律

本区火山岩属于一个大的火山喷发旋回。其

中,包括多次火山喷发,形成比较清楚的火山喷发

韵律。根据上三叠统巴塘群火山岩组剖面测制结

果,可划分出爆发—溢流—沉积—溢流—爆发—沉

积的火山喷发过程。区内火山岩相主要为溢流相,
以英安岩、安山岩为主,其次为流纹岩,少量玄武

岩等。爆发相主要分布于雅西谷、腰谷龙和多彩松

塞弄等地,由中-酸性凝灰岩、凝灰熔岩等组成。

2.5 火山喷发环境分析

区内大面积分布的安山质火山岩和英安质火山

岩形成于海相环境。火山岩为浅灰色,火山碎屑物

含量高,代表了爆发系数较高,说明火山喷发期间

海水并不深。火山碎屑岩主要由比较细的火山角砾

和火山灰组成,经常夹有硅质岩、硅质凝灰岩,硅

质岩中发育细密的纹层,局部夹凝灰质细砂岩-粉
砂岩,发育水平层理。这些特征表明本区海相火山

喷发发生在浅海地带。安山质火山岩和英安质火山

岩岩石化学特征显示为钙碱性系列,与岛弧火山岩

相似。
依据 岩 石 化 学 和 地 球 化 学 分 析 成 果,用

FeO/MgO-TiO2图解法 (Glassily,1974)对构造

环境进行判定 (图6),玄武岩部分落入洋脊玄武岩

区,部分在洋岛区。火山岩熔岩样品投在里特曼-弋
蒂里图解中 (图7),全部样品投点落在造山带火山

岩区,表明火山岩构造环境总体属于岛弧环境。

2.6 火山活动与成矿

海相火山喷发是形成多金属矿产或矿源层的主

要地质作用之一 (夏林圻等,2009)。由于海底火山

喷发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在长期火山喷发

期间底层海水逐渐富集多金属元素,另外在火山喷

发间隙期的海底喷流作用也经常形成富含多金属元

素的热水溶液。富含多金属元素的海水和热液经过

与海水交代和冷却后沉积形成多金属矿产或矿源层。
区内出露的火山岩主要为英安岩、英安质火山

图6 玄武岩的<FeO>/MgO-TiO2图解

(据Glassily,1974)

Fig.6 <FeO>/MgO-TiO2graphicofbasalt
(AfterGlassily,1974)

MORB.洋中脊拉斑玄武岩;OIB.洋岛拉斑玄武岩;

IAT.岛弧拉斑玄武岩;×. 二叠纪火山岩;

+.晚三叠世火山岩

图7 里特曼-戈蒂里图解

(据 A.Rittmann,1973)

Fig.7 GraphicofRittmann-Gottiin
(AfterA.Rittmann,1973)

A.非造山带火山岩;B.造山带火山岩;C.A、B区派生

的碱性、偏碱性火山岩;×.二叠纪火山岩;+.晚三叠世火山岩

碎屑岩,其次为安山岩、安山质火山碎屑岩和枕状

玄武岩。中-酸性熔岩和火山碎屑岩互层产出,属

于岛弧钙碱性火山岩组合。根据现代成矿理论,岛

弧钙碱性火山岩是形成多金属矿床的主要岩石类型

之一。从理论上分析,本区火山岩成矿潜力较大,
特别是在海底古火山口附近成矿明显较好,本测区

尕龙格玛铜多金属矿床就是典型的例子。该矿床赋

存英安质凝灰岩中,下部火山岩中含大量火山角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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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集块,属于近火山口相堆积,表明成矿地带就在

火山口附近,虽然有后期动力成矿叠加,但最初的

矿源层与火山口地带喷流作用关系密切。而在远离

火山口地段的火山角砾普遍比较细小,虽然也有程

度不同的片理化和浅变质,但没有发现矿化现象。
地球化学测量在火山岩区圈出综合异常13处。

其中,7处异常属于小型斑岩体或岩脉引起的异

常,其余6处异常属于火山岩自身的异常。这6个

异常富集的元素主要有 Ag、Au、Ba、Cu、Hg、

Mo、Pb、Sn、Zn等,异常值较低,形态不规则,
大部分异常元素套和不好,仅有色谷丛龙北异常

(AS13)(尕龙格玛西矿区)较好。从剖面上采集

的火山岩原生晕样品分析结果看,本区火山岩中

Ag、Au、Cu、Pb、Zn等主要成矿元素总体含量

并不高,接近甚至低于大陆上地壳丰度值 (Tay-
lor,etal.,1998)。

综合分析,本区巴塘群火山岩成矿主要集中在

北部通天河蛇绿混杂岩区 (多彩曲以北)片理化火

山岩区。从已经发现的矿 (化)点看,成矿作用主

要与古火山机构和后期动力变质作用有关。

3 结论

本区火山岩主要为英安岩及英安质火山碎屑

岩,其次为安山岩、安山质火山碎屑岩。火山岩微

量元素具有富集亲石元素Rb、Sr、Th及亲Fe元

素Co、Ni,亲Cu元素Zr与参照值相近,V、Ba
元素的含量高于地壳的丰度值,Sc、Cr等元素亏

损的特征。中-酸性火山岩稀土总量较高,稀土配

分曲线上普遍出现Eu负异常,总体特征与造山带

火山岩相似,火山岩相为溢流相。本区海相火山喷

发发生在浅海地带,火山岩构造环境总体属于岛弧

环境。成矿作用主要与古火山机构和后期动力变质

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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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ofVolcanicRocksandAnalysison
theProspectingPotentialityinDuocaiRegion,

ZhiduoCounty,QinghaiProvince

ZHENGZong-xue,QINZe-li,WUYuan-an
(QinghaiInstituteofGeologyforMineralResources,Xining810007,China)

Abstract:DuocairegionliesintheeastofLateTriassicXijinwulan-Yidunislandarczone,belongingtothe
northwestofSanjiangMetallogenicBelt.Galonggemacopper-polymetallicdepositandLadioumacopper
mineralizedspothavebeendiscoveredformanyyearsinthisbelt.Thispaperfocusedonthecharacteristics
ofvolcanicrockswhichclosetothemineralizationinthearea,restoredvolcanicapparatusandvolcanice-
ruptionenvironment,anddiscussedtherelationshipbetweenvolcanicactivityandmineralization.Studies
haveshownthatthevolcanicrocksinthisareaaremainlydaciteanddaciticpyroclasticrocks,followedby
andesite,andesiticpyroclasticrocks.TraceelementsofvolcanicrocksenrichedinlithophileelementsRb,
Sr,ThandsiderophileelementsCo,Ni.ChalcophileelementsandZrissimilartothereferencevalue,V
andBacontentsarehigherthantheelementabundanceofthecrust,andSc,Craredepleted.∑REEofin-
termediate-acidicvolcanicrocksarehigher,andgeneralcharacteristicsaresimilarwithvolcanicrocksofo-
rogenicbeltwithnegativeEuanomaliesontheREEpatterns.Volcanicphaseoftheoverflowphase.Vol-
caniceruptionwashappeninshallowmarinezonewithstructureenvironmentofvolcanicbelongstoisland-
arcenvironment.Mineralizationmainlyrelatedtoancientvolcanicapparatusandthelatedynamicmeta-
morphism.
Keywords:DuocairegionofZhiduocountyofQinghaiProvince;volcanicrocks;geologic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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