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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的地质特征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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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区位于东昆仑造山带的西部$北邻阿尔金造山带$南与巴颜喀拉褶断带接壤&笔者对鸭子泉
8

鸭子达

坂构造混杂岩的物质组成及其特征%微量元素特征及稀土元素特征进行详细研究$对其构造变形特征进行阐述和

分析$并通过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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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及其与晚三叠世喀勒拉组火山岩角度不整合接触$最后将形成时代厘定为

石炭纪)二叠纪&鸭子泉
8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历经了自华力西)印支旋的多期%多体制%多层次的构造变

形$显示强烈的多期构造混杂特征&并探讨了鸭子泉
8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的构造属性$认为鸭子泉火山岩岩组

火山岩形成于板块汇聚俯冲的岛弧环境$岩浆可能来源于俯冲消减和地幔楔形区物质的局部熔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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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地质科学院沈远超等在新疆东昆 仑发现了该套混杂岩$并以蛇绿岩的名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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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黎敦鹏等在此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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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阿雅克

库木湖幅.区调时$进一步提出构造混杂岩这个名

称$并指出$分布于鸭子泉
8

鸭子达坂一带由绿泥石

英片岩%绿泥绢云片岩%碳质片岩%碳质石英片岩%糜

棱岩等剪切基质包绕蛇纹石化变质橄榄岩%玄武岩%

安山玄武岩%辉绿岩%硅质岩%大理岩等刚性块体组

成的构造混杂岩$该带内的变质橄榄岩和堆晶杂岩

等具蛇绿岩组合成分的部分被命名为阿雅克库木湖

蛇绿岩$将其时代归属为南华
8

奥陶纪$而把其中的

其他构造岩块和变形基质称为鸭子泉
8

鸭子达坂构

造混杂岩$时代厘定为二叠)三叠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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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孙新春等人在此进行了-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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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白干湖四幅区域地质调查.$并对鸭子泉混杂

岩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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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构造解析地质填图$建立了鸭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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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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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构造岩石

填图单位$其物质组成包括各类不同时代%不同成因

的构造刚性块体和构造剪切基质$其构造混杂岩带

形成时代厘定为石炭纪)二叠纪&笔者参加了本次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对鸭子泉
8

鸭子大坂构造混杂岩

带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对其地质意义提出一

些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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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混杂岩的地质背景

鸭子泉
8

鸭子大坂构造混杂岩带位于东昆仑造

山带的西部$北邻阿尔金造山带$南与巴颜喀拉褶断

带接壤$本区漫长而复杂的地质演化$经过多期%多

体制%多层次构造的相互叠加%干涉和改造等作用$

铸就了测区复杂的地质构造格局&其形成和演化与

祁漫塔格古生代复合沟弧带及阿尔金的多期走滑运

动关系密切!杨金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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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茂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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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构造形迹指示了测区多种内动力主导下的运动学

特征&

鸭子泉
8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区内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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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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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端被黑山
8

那棱格勒断裂

所截!图
%

"$北端延伸到阿尔金南缘断裂的次级断

裂$即鸭子泉
8

鸭子达坂北西缘断裂$总体呈北东向

展布&

黑山
8

那棱格勒断裂分布于祁漫塔格山南缘$近

东西向延伸$其具多期次演化特征&在黑山发现具

洋中脊环境的蛇绿岩块$由中基性火山岩%基
8

超基

性岩的岩石组合为古洋壳残片物质&新生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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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区大地构造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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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金南缘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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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北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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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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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陵格勒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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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中断裂

!

断裂的活动控制了南部盆地的形成与演化$南盘的

持续下沉$接受巨厚的粗碎屑沉积$至今沿断裂带仍

为盆地的汇水中心&

鸭子泉
8

鸭子达坂北西缘断裂带北西为志留纪

白干湖组$南东即为鸭子泉
8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

带&断裂带总体走向
!9k

$与阿尔金南缘断裂带基

本平行&鸭子泉
8

鸭子达坂北西缘断裂带为具有与

阿尔金南缘断裂有关的多期活动的复合型断裂构

造$其断裂带的组成复杂!糜棱岩化岩石%糜棱岩%构

造片岩%千糜岩"#后期为脆性变形的断层角砾岩%断

层泥%碎裂岩%碎粉岩等&

昆中断裂离鸭子泉
8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较

远$基本未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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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混杂岩的组成及其特征

鸭子泉
8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构造块体主要有

蓟县纪狼牙山组的大理岩等%志留纪鸭子泉火山岩

组的玄武岩%安山玄武岩%安山岩%流纹岩%!中"酸性

凝灰岩等%早志留世白干湖组的变质砂岩%含碳质板

岩等%志留)泥盆纪的基性
8

中酸性侵入岩$中晚泥

盆世的超基性侵入岩等$各块体受构造剪切应力作

用的影响$被剪切基质包绕多呈北东)南西向展布&

构造块体的规模大小不一$从数千米到几毫米%甚至

显微尺度均可见及$各刚性块体也呈北东)南西向

展布$它们之间由剪切基质分隔!图
#

"$以韧
8

脆性

断层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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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质的物质组成及特征

剪切基质主要由玄武质糜棱岩%凝灰质糜棱岩%

安山质糜棱岩%英安质糜棱岩%绢云石英片岩%绢云

绿泥片岩%阳起绿泥石英片岩及少量碎粒岩
8

粹粉

岩%硅质板岩等组成&变形较强烈$原始层理早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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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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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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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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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基质包绕刚性块体素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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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存在$早期以脆韧性变形为主$片理%糜棱面理发

育$成为该构造混杂岩带的透入性面理&晚期中构

造层次的变形$发育中小型的宽缓等厚褶皱和以北

东向%北东东向为代表的脆性断裂构造!陈隽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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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子泉
8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基质的变质矿

物主要有绢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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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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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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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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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起石!

FET

"%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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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变质相属

低绿片岩相$以变质矿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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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bF[

为

标志$变质带为绢云母
8

绿泥石带&伴随中酸性岩

浆%超镁铁质岩浆侵入$发生接触变质作用$并发生

强烈的左旋走滑$形成鸭子泉
8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

低温动力变质带$其形成的温压条件大致为
I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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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区域低温动力变质

作用!李博秦等$

#$$"

"&

?D?

!

刚性块体的物质组成及特征

构造混杂岩的出露地层有蓟县系狼牙山组%志

留系鸭子泉火山岩组%下志留统白干湖组等&它们

均以构造刚性块体的形式被剪切基质所包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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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岩物质组成及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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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岩物质组成&该构造单元的火山岩多

为鸭子泉火山岩组物质&主要有玄武岩%蚀变安山

岩%火山角砾岩%变晶屑凝灰岩%流纹岩等$时代为志

留纪$多呈长透镜状$规模大小不一$从数千米到几

米$甚至显微尺度均可见$与构造混杂岩展布方向一

致$它们之间由剪切基质分隔&岩石受区域构造作

用和变质作用影响$均有或强或弱的变质%变形$主

要表现为岩石具有绢云母化$绿泥石化%阳起石化和

钠黝帘石化等&

通过志留纪火山岩岩石化学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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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变化较大$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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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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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性

岩#铝饱和指数均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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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子量计算$其均属

于正常类型岩石#组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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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中
8

强太平洋钙性
8

钙碱性类型岩石&从表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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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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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见$区内志留纪火山岩以中性偏基性

的玄武安山岩为主$除
%

个样品落入碱性系列区$其

他均落入亚碱性系列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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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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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度关系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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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可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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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志留纪火山岩是以钙碱性系列为主&在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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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上!图
:

"$样品集中于岛弧拉斑玄武岩

边缘$少数落于高钾钙碱性系列区&综上所述$区内

志留纪火山岩以钙碱性系列为主$岩性以钠质的玄

武安山岩为主$总体上是一套属于闭合板块边缘的

岩性系列组合!肖爱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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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特征&区内志留纪中%基性火山岩

微量元素丰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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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配分型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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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可见$其大离子亲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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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的地质特征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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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落入碰

图
K

!

志留纪火山岩多元素
C!/AIJ

标准化蛛网图

@̂

C

5"

!

.@46S@?BY34E?B@E764T@K4K7KBT'8>()_

WT?BH?SH@X?T@3BW

V

@HKSH@?

C

S?7

!

撞型的弧区玄武岩!

\3BH@K%&;&

"范围内&因此$区

内鸭子泉构造混杂岩带内志留纪中%基性火山岩可

能与板块汇聚俯冲碰撞的岛弧环境有关!秦彪$

#$%<

"&

!

<

"稀土元素特征&区内志留纪中%基性火山岩

稀土元素丰度及其球粒陨石标准化配分型图见图

;

&从图看出$其稀土总量
)

)--

为
&:D%:f%$

d:

#

<%!D!:f%$

d:

$总量较低$含量变化较大#轻稀土元

素总量
0)--

为
#:D!#f%$

d:

#

%#;D&%f%$

d:

$重

稀土元素总量
+)--

为
"D$9f%$

d:

#

%&D#!f

%$

d:

$轻%重稀土含量的比值
0)--

*

+)--

介于

!D<<

#

%%D$"

$

0?

C

*

1[

C

介于
<D9#

#

%<D"#

$稀土元

素配分曲线右倾$为轻稀土富集型#

"

-6

介于
$D:!

#

$D&#

$

-6

具负异常$为
-6

亏损型&上述稀土元

素含量和特征值表明志留纪中%基性喷出岩稀土元

素总量较低$轻稀土相对富集$

"

-6

显极弱的负异

常$稀土分馏不明显$稀土配分模式与岛弧安山岩稀

土配分模式!

\64@KSW

等$

%&;!

"大体一致$说明其可

能为俯冲作用致使含水流体相携带
0)--

等元素

进入地幔楔的结果$与岛弧环境有关&

#D#D#

!

侵入岩物质组成及特征

构造带内志留)泥盆纪岩体出露面积相对较

大$且都是鸭子泉
8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的重要物质

组成部分$带内晚二叠世)侏罗纪侵入体多呈小岩

滴和小岩株出露$面积较小$是板内张性环境形成的

产物&

该构造岩浆岩带内的侵入岩规模小%分散$且岩

石类型出露不全&

早中志留世侵入岩主要由闪长岩%闪长玢岩及

石英闪长岩组成$其为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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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留纪火山岩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分布型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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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体$出露形态为构造刚性块体$与构造混杂岩的基

质呈构造剪切接触&

志留)泥盆纪侵入岩由基性岩和中酸性岩组

成&其中基性岩主要有辉长岩%辉长玢岩%辉绿!玢"

岩等$构成了鸭子泉
8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的构造弱

变形域#辉长岩体多呈椭圆状$辉长玢岩呈不规则

状$二者与鸭子泉构造混杂岩基质呈断层接触#辉绿

!玢"岩呈椭圆状$与鸭子达坂混杂岩中的基质呈构

造剪切接触!董增产等$

#$%%

"&它们均是鸭子泉
8

鸭

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中刚性块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志留)泥盆纪中酸性侵入岩分布在鸭子泉一带$出

露岩体主要以闪长岩体为主$另外$有二长花岗岩%

二长花岗斑岩%黑云母花岗闪长岩%黑云母花岗斑

岩%英云闪长岩%似斑状碱性花岗岩%碱性正长岩等

少量侵入体出露&其中闪长岩体%闪长玢岩体%石英

闪长岩体多呈不规则状$少部分呈透镜体状$为鸭子

泉
8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的重要组成部分&石英闪

长岩体与斜长花岗斑岩分布于鸭子泉构造混杂岩带

构造弱域内$斜长花岗斑岩与二长花岗岩与鸭子泉
8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基质呈韧性断层接触&碱性正

长岩与似斑状碱性正长岩呈透镜体展布于鸭子达坂

构造混杂岩带中$与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基质呈韧

性剪切接触&

中晚泥盆世侵入岩仅分布于鸭子泉构造混杂岩

的东南部$岩性为角闪单辉辉石岩$形态呈不规则

状$侵入于鸭子泉构造混杂岩构造弱域的基性岩块

中$同时它也是该混杂岩的物质组成之一&

晚二叠世侵入岩仅分布于鸭子达坂一带$形态

多呈不规则状$岩性主要有石英闪长斑岩%花岗斑岩

和石英二长斑岩$被晚三叠世喀勒拉组陆相火山岩

不整合覆盖&

<

!

混杂岩的构造变形特征

鸭子泉
8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的变形构造能

识别出早期的韧性剪切变形系统及晚期的脆性变形

系统等&在变形方面鸭子泉及鸭子达坂基本一致&

表现为原生的层理已不复存在$完全被片理%千枚理

等压性面理!图
&

$图
%$

"取代&晚期中构造层次变

形以片理%千枚理为变形面发育中小型的宽缓等厚

褶皱及次级层间小褶皱!图
%%

"和浅表层次以北东

向为代表的脆性断裂构造$表明该混杂带具不同期

次%不同层次的变质变形特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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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长岩中发育的压性面理素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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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干湖组变砂岩压性面理特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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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变形特征

构造混杂岩带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左行走滑剪切

带$由一系列不同规模的脆
8

韧性走滑剪切带构成&

多表现为对早期韧性剪切带的继承%复合%叠加和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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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岩中发育的层间小褶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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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剪切带内均表现这样的特征'剪切带由构造片

岩%糜棱岩%粗糜棱岩组成#发育近水平的拉伸线理$

/

.8\

0组构!图
%#

"#以早期剪切面为变形面形成露

头尺度的斜歪褶皱%倾竖褶皱$伴随剪切带的活动$

早期剪切面理卷入褶皱变形中$在上盘形成斜歪褶

皱&各种运动学标志反映为以左行走滑为主$兼有

逆冲推覆剪切变形&

图
>?

!

鸭子泉
!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中形成的

@!D

组构特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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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鸭子达坂$

.#

期面理构成韧性剪切带内的基

础面理$为糜棱面理%片理&表现强烈剪切变形特

征&其面理在后期构造变形中形成斜歪褶皱%倾竖

褶皱&在鸭子泉东一带路线调查中发现$该地局部

普遍发育一组间隔带状分布的褶劈理!图
%<

"$沿劈

理有新生片状矿物分布!绿泥石%绢云母"&

图
>B

!

鸭子泉构造混杂岩带中的褶劈理素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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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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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面理在后期构造变形中形成无根褶皱%斜

歪褶皱$倾竖褶皱&该构造面理表现强烈的剪切变

形特征&例如$在鸭子达坂西一带构造片岩中石英

岩构成的无根褶皱显示的残留面理$而在鸭子泉东

发育的/

.8\

0组构!图
%!

"%云母/鱼0等$以及在递进

变形过程中形成的剪切褶皱%钩状无根褶皱和斜列

排列的构造透镜体!图
%9

"$均反映了强烈的剪切变

形机制!图
%:

"和强烈的构造形变混杂作用$鸭子达

坂西绿泥钠长片岩中卷入透镜状的石英岩块$呈透

镜状混杂于构造片岩中$玄武岩%辉长岩韧性剪切变

形较强$发生糜棱岩化作用$残斑为透镜状%眼球状

斜长石$条纹状的蛇纹石%滑石定向平行分布$且包

绕残斑&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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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子泉
!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中的
@!D

组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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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鸭子泉
#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中的左旋

剪切石英脉透镜体图

!"

#

$%&

!

'()*+

,

-".

#

/0()*0121.34)35.")6471.

#

4

247358+"."+3-17+941-

:

(1-3;<4".74.+

!

尽管鸭子泉
/

鸭子达坂一带由于受后期构造叠

!!

加!改造"具明显的构造移置特征"但其物质组成更

多地反映构造#冷侵位$的辉长玢岩!辉绿玢岩等次

火山岩%梁斌等"

=>%>

&'此外"还包括碎屑岩岩块'

其中冰沟群的大理岩岩块是卷入构造混杂岩带中较

老的岩块"主要分布于鸭子达坂南西%在鸭子泉东也

见有少量块体&"大小不等"呈构造岩块或构造透镜

体产于构造混杂岩带中"被剪切基质包绕"其边界均

为构造剪切面'内部变形强烈"发育早期固态流变

变形相的顺层掩卧褶皱!顺层流劈理"普遍遭受糜棱

岩化'遭受强烈变形变质的剪切基质中的绿泥石英

片岩!绿泥钠长阳起石片岩!钠长绿泥石绿帘石片

岩!绢云石英片岩"其原岩一部分属于岛弧火山岩"

一部分为陆源碎屑岩"它们均为上述块体的物质成

分剪切基质部分'

图
!$

!

鸭子泉东推覆剪切变形特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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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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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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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岩透镜体中的剪切褶皱(

1@

斜列构造)

2@

无根褶皱

!

!!

在鸭子达坂一带的构造混杂岩带中"由绢云石

英片岩和透镜状硅质板岩组成"发育近北东向的拉

伸线理"剪切面倾角近直立%图
%A

&"产状
%?&B

"

C>B

"剪切带的北西盘发育由硅质板岩夹绿泥钠长

片岩构成的一系列斜歪褶皱!倾竖褶皱"枢纽倾伏向

&>B

!

?&B

"倾伏角
&DB

!

A>B

"轴面劈理产状
=E>B

"

A>B

'运动学标志反映为以左行走滑为主"兼有逆

冲推覆剪切变形'带内组成物质为绿泥绢云构造片

岩和大理岩透镜体"并发育同构造北东向杆状石英

脉"带内发育的揉皱枢纽近直立%图
%C

&'剪切面产

状
DF>B

"

A&B

'运动学方向显示为左行走滑性质'

在构造带内形成一组与走滑剪切作用相关联的

弥散型的北东向构造面理"表现为强片理化带!构造

片理!糜棱面理"切割早期面理'产状稳定(

%D>B

!

%&>B

"

&&B

!

A>B

'

图
!%

!

鸭子达坂西绢云石英片岩中的倾竖褶皱样式图

!"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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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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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子达坂一带走滑剪切素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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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子泉
/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的构造效应使

区内地质体发生较大的调整"靠近该带北西侧所卷

入的地质体由北向南滑移"同时地质体本身发生旋

转和挠曲变形"在平面上形成一反#

J

$型构造)靠近

该带南东侧所卷入的地质体向北东挤出"地质体本

身也发生旋转和挠曲变形'

'@(

!

脆性断裂

该构造单元内脆性断裂比较发育"其主要叠加

在早期韧性断裂之上"且大多走向与早期糜棱面理

一致"呈北东向"个别为近东西向和近南北向'

该构造单元发育规模巨大的代表性断裂为鸭子

泉
/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北西缘断裂"其特征为(

图
!)

!

角闪单辉辉石岩
*+,-./

年龄打点锆石形态特征图

!"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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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断裂为区域性断裂"有区划意义'为鸭子

泉
/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与其他构造单元的分界

断裂"控制着鸭子泉
/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的北西

部边界'

%

=

&具规模大!延伸远的特点'虽在鸭子泉南东

覆盖较大"但根据地形!地貌及遥感解译等标志清

楚"带内发育断层碎裂岩!断层泥!炭化!铁染及挤压

透镜体等"上断面沿断裂形成一系列断层崖及断层

三角面'

%

D

&具
=

期活动的特点'调查资料表明"该断裂

至少经历了
=

期活动"断面上发育
=

组擦痕"指示其

断层性质为早期(逆
/

左行平移断层)晚期(右行平

移
/

逆断层'

%

F

&控矿特征明显'沿该断裂带分布有多处与

该断裂活动有关的中低温热液型石英脉型铜金矿

%化&点'

F

!

构造混杂岩的时代确定

在本次研究工作中"采集了多种组成鸭子泉
/

鸭

子达坂构造混合岩的岩石进行了锆石
JMNOPQR/

Q2

测年"其中在鸭子泉东超基性侵入岩角闪单辉辉

石岩中获得锆石
JMNOPQ

年龄为%

DCF@FSF@F

&

P1

%图
%E

!图
=>

!图
=%

&"代表了中晚泥盆世的一期岩

浆事件"其作为最晚形成的块体参与到构造混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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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依据推测构造混杂岩的上限时间应在早石炭

世%杨子江等"

=>%=

&"而在鸭子达坂一带晚三叠世喀

勒拉组火山岩与鸭子泉
/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存在

角度不整合%

%T=&

万阿雅克库木湖幅区调成果&的

关系 "分析该混杂岩形成的上限时间为二叠纪末'

因此"本报告认为鸭子泉
/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形

成时限应接近于石炭*二叠纪'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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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闪单辉辉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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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谐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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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闪单辉辉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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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年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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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构造混杂岩的认识及意义

鸭子泉
/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历经了自华力

西*印支旋的多期!多体制!多层次的构造变形"

显示强烈的多期构造混杂特征'尤其是华力西期走

滑剪切构造变形对先存地质体及构造进行了强烈的

改造和叠加!干涉'因此"在其内部组成及构造变形

特征上显示较为复杂"包涵了不同成因!不同时代或

经历不同演化阶段的构造变形!变质岩片%岩块&"以

构造面%韧性剪切带!构造面理&相互拼贴!相互叠

置"以及多期!多样式褶皱和多期面理的叠加!改造

为特征'

关于该带构造属性问题"沈远超%

=>>>

&!杨金中

%

=>>>

&等认为其为蛇绿混杂岩"并划分了蛇绿岩组

分"主要有方辉橄榄岩!蛇纹岩!辉长岩!变辉绿岩!

绿片岩和硅质岩等组成'对于方辉橄榄岩等超基性

组分"经本次研究并未发现有幔源洋壳型超镁铁质

岩出露'而发现有镁铁质超基性岩出露"岩性主要

有角闪单辉辉石岩!辉橄岩等"且具钪矿化及铜镍异

常"此类地质背景一般与蛇绿岩套无关)对于沈远超

%

=>>>

&!杨金中%

=>>>

&等提出的硅质岩组分"笔者在

区调时采集了大量的薄片样品"从地貌观察"岩石与

硅质岩相似"但经火山岩地区经验丰富的张耀华高

工详细鉴定后"结果为浅灰色及灰色%中&酸性凝灰

岩"并不是蛇绿岩组分
/

远洋沉积的深海硅质岩'从

这些方面可以做出以下基本判断'

%

%

&确定鸭子泉蛇绿混杂岩的证据还较欠缺'

从本次调查研究的成果看"在岩石组分上与蛇绿岩

的组分基本不同"这些从根本上动摇了蛇绿混杂岩

的观点'

%

=

&从区域上看"鸭子泉
/

鸭子达坂混杂岩!白干

湖断裂等展布方向与阿尔金断裂基本平行"距离相

近"它们应该存在某种成因关联'

%

D

&鸭子泉
/

鸭子达坂混杂岩从调查结果看"在

北东向早期断裂的基础上叠加了晚期的近东西以构

造节理为主的浅层次构造'

笔者据此认为"鸭子泉
/

鸭子达坂混杂岩是和阿

尔金断裂关系密切"原地物质%至少无较大距离移

动&受构造影响混杂而成的构造混杂岩'

鸭子泉
/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带内侵入体有的

为构造卷入的块体"有的为后期侵入"总体上其含矿

性评价不高'但是鸭子泉
/

鸭子达坂构造岩浆岩带

作为区内构造极为发育地带"对矿化的形成具有与

构造因素相同或相近的控制作用'所以研究鸭子

泉
/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对于找矿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结合鸭子泉
/

鸭子达坂火山岩岩石学特征和岩

石地球化学特征分析"可以判断出鸭子泉火山岩岩

组火山岩形成于板块汇聚俯冲碰撞的岛弧环境"岩

D>%

!

第
F

期 张斌等(新疆东昆仑地区鸭子泉
/

鸭子达坂构造混杂岩的地质特征及其意义



浆可能来源于俯冲消减的洋壳和地幔楔形区物质的

局部熔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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