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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仑康西瓦南一带康西瓦岩群的厘定及其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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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康西瓦岩群是“康西瓦”等四幅１∶２５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从前人所划的三叠系克勒青河

群中新解体的中 深变质的构造岩石地层单位。该套地层主要为一套中 深变质碎屑岩夹少量大理

岩，分布于康西瓦晚期脆性断层南一带，与黄羊岭群及三叠系巴颜喀拉山群为断层接触，被寒武纪

及侏罗纪花岗岩侵入。笔者对其从岩石特征、变质变形特征、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特征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研究，并将其与铁克里克地层区的古元古界埃连卡特岩群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二者基本相

同，应归为同一构造岩石地层单位。说明西昆仑与塔里木陆块可能具有统一的基底演化特征，后期

从塔里木陆块上裂解开来。该套地层的厘定为西昆仑的物质组成与演化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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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昆仑造山带，位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结

合部位，处于古亚洲构造域和特提斯构造域的重叠

部位，因而具有复杂的构造演化史（姜春发等，

２０００），从地质历史演化至今，构造活动十分活跃，是

研究青藏高原与特提斯演化，岩石圈结构和板块运

动的极好场所（潘浴生，１９９２），其基本构造 地层格

架主要奠基于古生代，是早古生代和晚古生代多次

洋陆转换、碰撞造山的结果（陈守建等，２０１０）。

西昆仑山康西瓦至喀喇昆仑山河尾滩地区

１∶１００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张志德等，１９８４）。在

康西瓦南一带划分出大套上三叠统，称克勒青河群，

主要为一套次深海 深海相细复理石建造（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局，１９９３；张志德，１９８４）。此后杨

坤光等在康西瓦一带的该套地层中发现了麻粒岩相

的深变质地层（杨坤光，２００３）。许志琴等在康西瓦

南一带发现了加里东期孔兹岩系（许志琴等，２００４）。

笔者在参与“康西瓦等四幅１∶２５万区域地质调查”

项目过程中，对该套三叠系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将该

套地层正式解体，在原划三叠纪克勒青河群中解体

出了一套中深变质地层，依据其变质变形特征，结合

岩石地球化学对比，其特征与中昆仑微陆块结晶基

底基本相似，故将其重新厘定命名为康西瓦岩群，时

代暂定为古元古代。该岩群与图区北侧出露的过渡

基底长城系赛图拉岩群，岩石组合及变质变形特征

均不完全相同。其变形强烈，变质较深，变质可达高

角闪岩相。该岩群的厘定对探讨西昆仑地区古元古

代构造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西昆仑前寒

武地质演化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图１）。

图１　康西瓦一带区域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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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区域地质简况

康西瓦岩群主要分布于康西瓦—三十里营房南

一带，呈近北西向带状展布，出露总面积约４００ｋｍ２。

其北侧以康西瓦断裂带与长城系塞图拉岩群接触，

与南侧的黄羊岭群及三叠系巴颜喀拉山群为断层接

触。该岩群被寒武纪微片麻状中粒似斑状花岗闪长

岩及侏罗纪黑云母而长花岗岩侵入（图１）。研究区

构造以断块为基本特征，脆性断层和韧性断层极为

发育。

２　地层特征

康西瓦岩群总体为一套深变质、强变形地层，岩

性主要有黑云石英片岩、黑云斜长石英粒岩、片麻

岩、大理岩等，呈构造岩片状展布。该岩群与上覆地

层二叠系黄羊岭群呈韧性断层接触关系，剖面上未

见顶、底，出露叠置厚度为２７２７．９７ｍ。

现以新疆和田市大红柳滩康西瓦岩群实测地层

剖面（图２）介绍如下，剖面位置Ｎ３６°０４′１５．５″，Ｅ７９°

０６′０６．５″。

图２　新疆和田市大红柳滩康西瓦岩群实测地层剖面图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ＫａｎｇｘｉｗａＧｒｏｕｐ，Ｄａｈｏｎｇｌｉｕｔａｎ，Ｈｅｔｉ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剖面由北向南列述如下：

上覆：黄羊岭群（Ｐ犎）石英砂岩、粉砂岩

$$$$$$

断　层$$$$$$

康西瓦岩群（Ｐｔ１犓）　　　　　　叠置厚度：２７２７．９７ｍ

Ｂ岩组（Ｐｔ１犓
ｂ）

（１１）深灰色石榴二云石英片岩夹含石榴黑云

斜长石英粒岩　　　　　 　　　　　　　　　５４５．８８ｍ

（１０）石榴黑云斜长变粒岩夹石榴红柱二云石

英片岩、含石榴石英岩　　 　　　　　　　　 ４８１．６８ｍ

（９）十字石榴二云石英片岩夹斜长黑云石英片岩　　　

　　　　　　　　　　　　　　　　 ４７．９８ｍ

（８）黑云石英粒岩夹斜长黑云石英石英片岩　　　　　

　　　　　　　　　　　　　　　 　 ５２．８４ｍ

（７）二云石英片岩夹黑云石英粒岩　　　　　　　　　

　　　　　　　 　　　　　　　　 ４２３．０６ｍ

$$$$$$

韧性断层
$$$$$$

Ａ岩组（Ｐｔ１犓
ａ）

（６）深灰色二云石英片岩　　　　　　　　　　　　　

　　　　　　　　　　　　　　　 ２３０．５５ｍ

（５）黑云斜长片麻岩夹斜长黑云石英粒岩、

石榴斜长变粒岩　　　　　 　　　　　　　　２５０．９６ｍ

（４）矽线黑云斜长变粒岩夹矽线黑云片岩　　　　　　

　　　　　　　 　　　　　　　　 ２１２．５５ｍ

（３）灰白 灰黄色粗晶大理岩　　　　　　　　　　　

　　　　　　　　 　　　　　　　　 ４６．１９ｍ

（２）矽线黑云石英片岩夹大理岩　　　　　　　　　　

　　　　　　　 　　　　　　　　 ２８９．３３ｍ

（１）黑云石英粒岩夹石榴矽线黑云石英片岩　　　　　

　　　　　　　　　　　　　　　 １４６．９５ｍ

南侧：未见底

康西瓦岩群在剖面上未见顶、底，剖面叠置厚度

为５４４６２ｍ。依据岩石组合及变质变形程度，可进

一步划分为Ａ、Ｂ２个岩组，二者之间为韧性断层接

触关系。

Ａ岩组为剖面上岩石组合主要为深灰色二云

石英片岩、黑云斜长片麻岩、矽线黑云斜长变粒岩、

矽线黑云石英片岩、黑云石英粒岩夹石榴矽线黑云

石英片岩、大理岩等。片麻岩中长石、石英变斑晶形

成眼球状构造，片状矿物形成条带状构造，塑性流变

特征明显，形成塑性流变小褶皱。

Ｂ岩组为剖面上岩石组合为深灰色石榴二云石

英片岩、石榴黑云斜长变粒岩夹含石榴黑云斜长石

英粒岩、十字石榴二云石英片岩、斜长黑云石英片岩

等。地层中层间小型同斜紧闭褶皱发育，应为韧性

剪切作用形成的层间剪切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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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西瓦岩群出露范围较小，总体横向变化不大，

Ａ岩组变质、变形明显比Ｂ岩组强烈，均为中深变

质的一套副变质岩。

３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３．１　微量元素特征

康西瓦岩群中片岩、片麻岩和粒岩微量元素分

析结果见表１，由表中可以看出微量元素含量变化

均较大。Ｈｆ元素几何平均值明显高于地壳克拉克

值，Ｂａ、Ｔａ等元素几何平均值明显低于地壳克拉克

值，其余元素则与地壳克拉克值较为接近。微量元

素聚集类型：Ｈｆ等元素为聚集型，Ｓｃ元素为弱聚集

型，Ｔａ元素为分散型，其余元素为极分散型。微量

元素分布类型：微量元素总体分异程度不高，Ｓｒ元

素为强分异型，Ｔａ元素为分异型，Ｓｃ、Ｃｒ、Ｒｂ、Ｎｂ、

Ｔｈ、Ｕ、Ｇａ等元素为均匀分布型，其余元素均为弱

分异型。在微量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蛛网图上（图

３ａ），康西瓦岩群以Ｒｂ、Ｔｈ明显富集，Ｎｂ、Ｔａ、Ｓｒ、Ｐ

亏损为主要特征，曲线均较为集中，说明碎屑岩物源

较单一。

３．２　稀土元素特征

康西瓦岩群稀土元素分析结果见表３，由表中

可以看出稀土总量ΣＲＥＥ值变化不大，为１５９．３１×

１０－６～１６１．３９×１０
－６，轻、重稀土总量比值变化不

大，ＬＲＥＥ／ＨＲＥＥ为７．２５～７．６６，说明轻稀土含量

较高，而重稀土则含量较低。

δＥｕ在０．６９～０．８３，表明Ｅｕ总体显示亏损。

δＣｅ为０．９９～１．０１，表明Ｃｅ亏损或富集不明显。

（Ｌａ／Ｙｂ）Ｎ为６．９０～７．５１，说明稀土元素显示轻

稀土富集明显。（Ｌａ／Ｓｍ）Ｎ为３．４４～３．３８，（Ｇｄ／

Ｙｂ）Ｎ为１．３６～１．５０，说明轻稀土分馏程度较高，

重稀土分馏程度比较低，稀土配分曲线斜率相差

明显。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图４ａ）比较集中，均具

有左高右低的特点，说明康西瓦岩群物源比较

单一。

图３（犪）康西瓦岩群微量元素蛛网图和（犫）埃连卡特岩群微量元素蛛网图

Ｆｉｇ．３　（ａ）ＣｒｕｓｔＫｌａｒｋｖａｌｕｅｓ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ｏｒＫａｎｇｘｉｗ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ｂ）Ａｉｌｉａｎｋａｔｅｇｒｏｕｐ

图４　（犪）康西瓦岩群稀土配分曲线图和（犫）埃连卡特岩群稀土配分曲线图

Ｆｉｇ．４　（ａ）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ｏｒＫａｎｇｘｉｗ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ｂ）Ａｉｌｉａｎｋａｔｅ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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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康西瓦岩群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表（１０－６）

Ｔａｂ．１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Ｋａｎｇｘｉｗａｇｒｏｕｐ（１０
－６）

样号 岩 石 名 称 Ｓｃ Ｃｒ Ｒｂ Ｓｒ Ｚｒ Ｎｂ Ｂａ Ｈｆ Ｔａ Ｔｈ Ｕ

Ｄ８５０／４ 石榴二云石英片岩 １２．５０ ９４．３０ ９６．６０ １８３．００１７６．００ １１．９０ ４４４．００ ４．３２ ０．８９ ８．９４ ０．８７

Ｄ８５０／５ 含石榴黑云斜长石英粒岩 １２．３５ ８８．６５ ９０．２５ ２６４．００１６８．５０ １１．５０ ２４６．００ ４．２２ ０．８２ ８．８０ ０．８９

Ｄ８５０／６ 石榴黑云斜长变粒岩 １４．９０ ８０．７０ １２３．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８８．００ １０．７０ ４６０．００ ５．１１ ０．９３ １１．４０ １．７９

Ｄ８５０／７ 石榴红柱二云石英片岩 １８．７０ ９２．６０ １３８．００１４４．００１９５．００ １３．４０ ６０６．００ ４．９２ １．０３ １０．２０ １．０７

Ｄ８５０／１１ 黑云母石英片岩 １８．１０ １０８．００１５４．００４１４．００１１２．００ １６．００ ８３０．００ ２．９４ １．１２ １４．８０ ２．０３

Ｄ８５０／１２ 斜长黑云石英片岩 １８．００ ９８．７０ １４５．００３５１．００１４５．００ １４．３０ ６４６．００ ３．６４ １．０２ １２．３０ ２．０５

Ｄ８５１／３ 二云石英片岩 １３．８０ ７９．５０ １００．００２６３．００１９９．００ １１．９０ ５１３．００ ５．４２ ０．９８ ９．５４ １．６５

Ｄ８５１／５ 黑云斜长片麻岩 １３．５０ ８４．５０ １３１．００２４７．００ ８５．１０ １３．９０ ３１１．００ ２．２５ １．２５ １０．５０ １．１６

Ｄ８５１／６ 石榴斜长变粒岩 １２．８０ ８８．３０ １０６．００４７７．００１１２．００ １２．７０ ５４５．００ ３．０３ １．２１ １２．８０ １．９９

Ｄ８５１／７ 矽线黑云斜长变粒岩 １１．３０ ７４．６０ ９２．１０ ２５０．００ ８５．８０ １０．７０ ３２３．００ ２．１３ ０．８５ ８．３９ １．５１

几何平均值 １４．６ ８９．０ １１７．６ ２７１．３ １４６．６ １２．７ ４９２．４ ３．８ １．０ １０．８ １．５

地壳克拉克值（维氏１９６２） １０．００ ８３．００ １５０．００３４０．００１７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５０ １３．００ ２．５０

样号 岩石名称 Ｐ Ｃｏ Ｎｉ Ｇａ Ｓｂ Ｈｇ Ａｕ（１０－９） Ａｇ Ｃｕ Ｐｂ Ｚｎ

Ｄ８５０／４ 石榴二云石英片岩 ８０６．００ １１．００ ３４．３０ １７．８０ ０．１７ ０．０４ ４．００ ０．０３ ４０．５０ ２３．５０ ７６．８０

Ｄ８５０／５ 含石榴黑云斜长石英粒岩 １０７０．００１０．２０ ３４．５０ １６．８５ ０．１０ ０．０３ ３．００ ０．０５ ６７．１０ ２４．７０ １１２．００

Ｄ８５０／６ 石榴黑云斜长变粒岩 ６００．００ １１．８０ ４１．７９ １８．１０ ０．１７ ０．０７ ２．４０ ０．０６３ ２６．４２ ２２．７０ ８７．５０

Ｄ８５０／７ 石榴红柱二云石英片岩 ７９４．００ １７．４０ ５０．４０ ２８．５０ ０．０８ ０．０１ ３．００ ＜０．０２ ６２．２０ ２０．２０ ９４．３０

Ｄ８５０／１１ 黑云母石英片岩 ６４６．００ １５．８０ ５５．７０ ２３．６０ ０．０８ ０．０５ ５．００ ＜０．０２ ２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１１．００

Ｄ８５０／１２ 斜长黑云石英片岩 ７６５．００ １７．９０ ５０．５０ ２３．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２ ６．００ ０．０２ ３５．８０ ２８．５０ １１６．００

Ｄ８５１／３ 二云石英片岩 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８０ ４２．８９ １８．５０ ０．３６ ０．２０ ６．２０ ０．０８９ ３５．１２ ２９．５０ ８５．４０

Ｄ８５１／５ 黑云斜长片麻岩 ６６２．００ １１．９０ ３４．７０ ２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３ ４．００ ０．０３ ２１．９０ ２０．５０ ８６．２０

Ｄ８５１／６ 石榴斜长变粒岩 ６９４．００ １６．２０ ４３．８０ １７．６０ ０．０２ ０．０３ ４．００ ＜０．０２１０１．００ ９．８３ １０８．００

Ｄ８５１／７ 矽线黑云斜长变粒岩 ６１３．００ ９．８９ ３１．３０ １４．７０ ０．１２ ０．０２ ３．００ ０．０８ １０．４０ １９．８０ ７４．２０

几何平均值 ７６５．０ １３．６ ４２．０ １９．９ ０．１ ０．１ ４．１ ０．１ ４２．２ ２２．３ ９５．１

地壳克拉克值（维氏１９６２） ９３０．００ １８．００ ５８．００ １９．００ ０．５０ ０．０８ ４．３０ ０．０７ ４７．００ １６．００ ８３．００

４　变质相及变质变形特征

Ａ岩组：片麻岩中长石、石英变斑晶形成眼球

状构造，片状矿物形成条带状构造，塑性流变特征明

显，形成流变小褶皱。变质矿物组合主要为矽线石

＋黑云母＋钾长石＋石英，局部可见石榴子石，总体

为高角闪岩相变质岩。

Ｂ岩组：地层中层间小型同斜褶皱发育，应为韧

性剪切作用形成的层间滑动所致。变质岩中特征变

质矿物组合为石榴石＋十字石＋黑云母＋红柱石＋

白云母＋石英或石榴子石＋黑云母＋白云母＋石

英，应为低角闪岩相变质岩。

根据野外产状，结合变质岩岩石学特征，其原岩

为一套沉积砂岩类、粉砂岩类。依据保留在该套地

层中的构造形迹，根据其相互叠加关系可识别出两

期变形作用。

早期变形形迹由于强烈置换作用而很少保存，

主要表现为强烈的面理置换作用，使矿物定向排列，

形成片理（Ｓ１），彻底置换了原始的沉积层理，使沉积

岩向变质岩转变。该期变形是在深部构造层次剪切

流变作用下，形成的透入性面理构造。

第二期变形主要表现为以片理（Ｓ１）或脉体为变

形面的紧闭同斜褶皱、无根褶皱、肠状褶皱或顺层掩

卧褶皱，并伴有不同程度的面理置换，具有顺层韧性

剪切变形特征，由于后强烈的构造置换，褶皱形迹保

存很少。该期变形是在深部构造层次剪切流变褶皱

作用下，以片理、微片麻理（Ｓ１）为变形面形成的紧闭

同斜褶皱，并伴有深熔长英质条带（混合岩化脉体）

产出。伴随该期变形也发育比较强烈的构造置换而

５３　第３期 边小卫等：西昆仑康西瓦南一带康西瓦岩群的厘定及其地质意义



产出区域片麻理（Ｓ２）。根据区域片麻理的发育特

征，其结晶基底中发育的二期变形均属于深部构造

层次，其主导变形机制是塑性流变。

５　区域对比及地层时代

康西瓦岩群岩石特征与西昆仑造山带中中元古

界相比均差异较大，后者普遍夹有较多的火山质成

分，变质相为高绿片岩相 低角闪岩相，而康西瓦岩

群变质相达高角闪岩相。该岩群与分布于铁克里克

叶尔羌河一带的埃连卡特岩群极为相似，变质、变

形特征相同，可能属同物异名。

５．１　变质地层

埃连卡特岩群岩石组合主要有石榴子石黑云斜

长片麻岩、斜长变粒岩、二云石英片岩夹钙质片岩、

白云石大理岩等，变质相为角闪岩相，原岩主要为杂

砂岩、泥质岩石夹少量碳酸盐岩。该群变质岩石特

征及原岩特征与康西瓦岩群完全一致。二者均以不

含火山岩成分的相对稳定的原岩建造为显著特征，

而与西昆仑造山带内的夹有大量基性 酸性火山岩

的长城 蓟县系显著不同。

５．２　地球化学对比

为了对比研究康西瓦岩群和埃连卡特岩群的地

球化学特征，笔者将二者变质碎屑岩中的微量元素

及稀土元素特征进行了对比研究，数据均来源于

１∶２５万“康西瓦”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分别见表

１、表２、表３、表４，分析单位为国家地质实验测试

中心。

在微量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蛛网图上（图３ａ、

图３ｂ），康西瓦岩群和埃连卡特岩群均以Ｒｂ、Ｔｈ明

显富集，Ｎｂ、Ｔａ、Ｓｒ、Ｐ亏损为主要特征。曲线分布

特征基本相同，曲线均较为集中，说明碎屑岩物源较

单一。可以看出二者中变质碎屑岩微量元素特征完

全相同。

在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元素配分图中（图４ａ、

图４ｂ），可以看出康西瓦岩群和埃连卡特岩群曲线

均较为平缓，分布集中，均具有左高右低的特点，曲

线分布特征完全一致。稀土总量ΣＲＥＥ变化不大，

轻稀土含量较高，而重稀土则含量较低。δＥｕ和

δＣｅ亏损或富集不明显。稀土配分曲线分布较为集

中，说明二者物源比较单一。可以看出二者中变质

碎屑岩稀土元素特征完全相同。

通过以上地层及地球化学方面的对比，笔者认

为康西瓦岩群和埃连卡特岩群应属同一套地层，尽

管二者空间上南北相距近９０ｋｍ。

５．３　时代讨论

关于二者的时代笔者收集到了以下资料：①二

者的变质程度比西昆仑出露的长城系赛图拉岩群和

赛拉加兹塔格岩群深，前者为高角闪岩相 低角闪岩

相，而后者为绿片岩相变质。②侵入康西瓦岩群中

的片麻状花岗闪长岩Ｕ Ｐｂ等时线年龄为（５０３±０．

７）Ｍａ，侵入于埃连卡特岩群中的片麻状英云闪长岩

同位素ＳＨＲＩＭＰ年龄为（５０２．３±９．１）Ｍａ。③在在博

斯腾塔河一带可见长城系赛拉加兹塔格岩群角度不

整合于埃连卡特岩群之上，而在赛拉加兹塔格岩群

上部变质玄武岩中获得（１２００±８２．３）Ｍａ的Ｓｍ

Ｎｄ等时线年龄（张传林等２００３）。④许志琴等对研

究区附近西昆仑韧性剪切带内孔兹岩系碎屑岩锆石

进行了同位素ＳＨＲＩＭＰ测年（许志琴等，２００４），谐

和图主要显示４组年龄，分别为１９７．１～２１４．８Ｍａ、

２４５．６～２５６．４Ｍａ、４２８～４９２Ｍａ和６４４～８７３Ｍａ，这

４组年龄分别代表印支、华里西、加里东期和晋宁期

构造热事件。此外，该样品还出现一组 ８７３～

１９２３Ｍａ年龄，测点位于锆石内部核上，其年龄反映

了在孔兹岩系周围存在更老的变质基底组分，这个

基底组分很可能为笔者新厘定的康西瓦岩群。⑤陆

松年等经系统研究和对比后指出，出露于塔里木地

块北缘、阿尔金、祁连山和昆仑山一带的古元古代地

层以角闪岩相的副变质岩为主，火山岩极不发育（陆

松年等，２００２）。

对以上资料的综合分析后，笔者认为康西瓦岩

群时代应置于古元古代晚期比较合适。

６　结论

（１）西昆仑康西瓦南一带从原划三叠系克勒青

河群中新接体出一套中深变质岩系 康西瓦岩群，该

岩群的厘定对西昆仑基底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２）康西瓦岩群与分布于铁克里克—叶儿羌河

一带的埃连卡特岩群岩石组合特征、地球化学特征

基本相同，应属同一构造岩石地层单位，时代置于古

元古代比较合适。

６３ 西　北　地　质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年　



表２　埃连卡特岩群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表（１０－６）

Ｔａｂ．２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ｉｌｉａｎｋａｔｅｇｒｏｕｐ（１０
－６）

样品原号 岩石名称 Ｓｃ Ｃｒ Ｒｂ Ｓｒ Ｚｒ Ｎｂ Ｂａ Ｈｆ Ｔａ Ｔｈ Ｕ

Ｄ２２５９／３ 黑云斜长片麻岩 １４．００ ８１．８０ １４４．００１９６．００１８６．００ １４．３０ ５２１．００ ５．２６ １．２５ １２．６０ １．７７

Ｄ２２５９／５ 黑云斜长变粒岩 １４．１０ ９６．１０ １９８．００２００．００２１９．００ １５．３０ ５７４．００ ５．５９ １．１０ １５．５０ ２．２３

Ｄ２２６０／２ 二云石英片岩 １０．９０ ７５．１０ １４３．００１９７．００ ８２．００ ７．２１ ３６８．００ ２．１６ ０．４８ ９．２９ １．０４

Ｄ２２６０／７ 二云石英片岩 １０．３０ ９６．４０ １７１．００２２４．００１５８．００ ９．５１ ４２９．００ ３．９９ ０．７８ １０．９０ １．３２

Ｄ２２６１／３ 斜长白云石英片岩 １１．１０ ７４．１０ １１８．００２１７．００１７７．００ １３．１０ ４１０．００ ４．４０ ０．９５ １２．３０ ２．０７

Ｄ２２６１／７ 二云斜长片麻岩 １１．６０ ７１．２０ ９３．６０ ４３４．００１９４．００ １０．１０ ５３８．００ ５．５４ ０．８５ １０．４０ １．９４

Ｄ２２６２／１ 石榴二云斜长片麻岩 １０．７０ ９６．１０ １１６．００２３７．００２５２．００ １４．６０ ３４８．００ ６．２１ １．０９ １３．６０ １．９５

Ｄ２２６２／２ 二云石英片岩 ２５．６０ １５３．００１５２．００１１９．００２１４．００ ２１．００ ８１７．００ ５．９３ １．４７ １４．７０ ２．２４

Ｄ２２６２／８ 石榴石黑云斜长片麻岩 ２０．３０ １０７．００１７５．００１６１．００２０９．００ １８．４０ ５９０．００ ５．９８ １．４６ １５．１０ ２．２４

几何平均值 １３．６０ ９２．００ １４２．１９２０８．３５１８０．５９ １３．０８ ４９３．８４ ４．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５３ １．８１

地壳克拉克值（维氏１９６２） １０．００ ８３．００ １５０．００３４０．００１７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５０ １３．００ ２．５０

样品原号 岩石名称 Ｐ Ｃｏ Ｎｉ Ｇａ Ｓｂ Ｈｇ Ａｕ（１０－９） Ａｇ Ｃｕ Ｐｂ Ｚｎ

Ｄ２２５９／３ 黑云斜长片麻岩 ６００．００ １６．６０ ３９．８９ １７．８０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２０ ０．０５４ ４０．３２ ３７．３０ ９１．８０

Ｄ２２５９／５ 黑云斜长变粒岩 ７５５．００ １７．９０ ４８．５０ ２０．７０ ０．０６ ０．１４ ５．００ ０．０３ ４１．００ １６．８０ ９２．１０

Ｄ２２６０／２ 二云石英片岩 ４０３．００ ９．６５ ３６．２０ １３．９０ ０．２０ ０．０７ ４．００ ０．０３ １９．２０ ２３．４０ ６６．１０

Ｄ２２６０／７ 二云石英片岩 ５２７．００ １７．８０ ５６．７０ １５．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６ ２．００ ０．０２ ３２．４０ １７．１０ ９８．８０

Ｄ２２６１／３ 斜长白云石英片岩 ７５０．００ １３．７０ ３７．００ １５．９０ ０．１７ ０．０４ ３．００ ０．０３ ２２．７０ １２．６０ ８７．９０

Ｄ２２６１／７ 二云斜长片麻岩 ９００．００ １２．１０ ３２．６９ １４．２０ ０．１８ ０．０１ １．２０ ０．０４８ ３２．８２ １３．３０ ５４．１０

Ｄ２２６２／１ 石榴二云斜长片麻岩 ９１９．００ １６．４０ ４０．６０ １３．８０ ０．２１ ０．０６ ９．００ ０．０３ ５２．２０ １０．９０ ９４．２０

Ｄ２２６２／２ 二云石英片岩 ８００．００ ２１．９０ ７７．０９ ３０．２０ ０．６２ ０．１８ １．００ ０．０３５ ５４．０２ １９．８０ ７８．８０

Ｄ２２６２／８ 石榴石黑云斜长片麻岩 ９００．００ ２１．１０ ５３．１９ ２４．００ ０．４１ ０．３４ ２．９０ ０．０３１ ２６．０２ ３９．００ １２４．８０

几何平均值 ７０４．９０ １５．８８ ４５．２８ １７．７５ ０．１８ ０．０６ ２．５５ ０．０３ ３３．７１ １９．１９ ８５．４６

地壳克拉克值（维氏１９６２） ９３０．００ １８．００ ５８．００ １９．００ ０．５０ ０．０８ ４．３０ ０．０７ ４７．００ １６．００ ８３．００

表３　康西瓦岩群稀土元素分析结果表（１０－６）

Ｔａｂ．３　ＲＥ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Ｋａｎｇｘｉｗａｇｒｏｕｐ（１０
－６）

样号 岩　石　名　称 Ｌａ Ｃｅ Ｐｒ Ｎｄ Ｓｍ Ｅｕ Ｇｄ Ｔｂ Ｄｙ Ｈｏ Ｅｒ

Ｄ８５０／６石榴子石黑云斜长变粒岩３１．６２ ６６．９３ ７．４５ ２８．８５ ５．７９ １．２０ ５．２２ ０．８８ ５．１３ １．０４ ３．２４

Ｄ８５１／３ 二云石英片岩 ３１．１０ ６５．５２ ７．４９ ２９．５８ ５．７９ １．４４ ５．１９ ０．８３ ４．８１ ０．９４ ２．９８

样品号 岩石名称 Ｔｍ Ｙｂ Ｌｕ ΣＲＥＥ ＬＲＥＥ ＬＲＥＥ／ＨＲＥＥ δＥｕ δＣｅ （Ｌａ／Ｙｂ）Ｎ （Ｌａ／Ｓｍ）Ｎ （Ｇｄ／Ｙｂ）Ｎ

Ｄ８５０／６ 石榴黑云斜长变粒岩 ０．４７ ３．１１ ０．４８ １６１．３９ １４１．８３ ７．２５ ０．６９ １．０１ ６．９０ ３．４４ １．３６

Ｄ８５１／３ 二云石英片岩 ０．４１ ２．８１ ０．４３ １５９．３１ １４０．９２ ７．６６ ０．８３ ０．９９ ７．５１ ３．３８ １．５０

表４　埃连卡特岩群稀土元素分析结果表（１０－６）

Ｔａｂ．４　ＲＥ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ｉｌｉａｎｋａｔｅｇｒｏｕｐ（１０
－６）

样品号 岩 石 名 称 Ｌａ Ｃｅ Ｐｒ Ｎｄ Ｓｍ Ｅｕ Ｇｄ Ｔｂ Ｄｙ Ｈｏ Ｅｒ

Ｄ２２５９／３ 黑云斜长片麻岩 ３７．６０ ７６．３２ ８．４２ ３２．０８ ６．２０ １．３７ ５．３６ ０．８５ ４．９６ ０．９６ ２．９９

Ｄ２２６１／７ 二云斜长片麻岩 ３７．６０ ７６．３２ ８．４２ ３２．０８ ６．２０ １．３７ ５．３６ ０．８５ ４．９６ ０．９６ ２．９９

Ｄ２２６２／２ 二云石英片岩 ４２．４８ ８７．９４ ９．８４ ３７．３４ ７．２４ １．６６ ６．１４ １．００ ５．７３ １．１４ ３．６０

Ｄ２２６２／８石榴子石黑云斜长片麻岩４２．９６ ８９．４５ ９．９２ ３７．９７ ７．４４ １．６４ ６．４４ １．０６ ６．０８ １．２０ ３．６３

样品号 岩 石 名 称 Ｔｍ Ｙｂ Ｌｕ ΣＲＥＥ ＬＲＥＥＬＲＥＥ／ＨＲＥＥ δＥｕ δＣｅ （Ｌａ／Ｙｂ）Ｎ （Ｌａ／Ｓｍ）Ｎ （Ｇｄ／Ｙｂ）Ｎ

Ｄ２２５９／３ 黑云斜长片麻岩 ０．４３ ２．８７ ０．４３ １８０．８３ １６１．９９ ８．６０ ０．７５ ０．９８ ８．８９ ３．８２ １．５２

Ｄ２２６１／７ 二云斜长片麻岩 ０．４３ ２．８７ ０．４３ １８０．８３ １６１．９９ ８．６０ ０．７５ ０．９８ ８．８９ ３．８２ １．５２

Ｄ２２６２／２ 二云石英片岩 ０．５０ ３．３４ ０．４９ ２０８．４２ １８６．４９ ８．５１ ０．７８ ０．９９ ８．６３ ３．６９ １．４９

Ｄ２２６２／８ 石榴石黑云斜长片麻岩 ０．５２ ３．４９ ０．５４ ２１２．３４ １８９．３８ ８．２５ ０．７５ １．００ ８．３４ ３．６３ １．５０

７３　第３期 边小卫等：西昆仑康西瓦南一带康西瓦岩群的厘定及其地质意义



　　（３）铁克里克断隆被多数地质学家认为是塔里

木地块南缘基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１９９３；韩芳林等，２００４；丁道桂等，１９９６；姜春发等，

２０００；潘裕生，１９９２），本次工作在西昆仑腹地的康西

瓦一带发现了与断隆带上相同的古元古代基底岩

系，表明西昆仑地块至少在中元古代以前和塔里木

南缘为一整体，大约在中元古代塔里木南缘开始裂

解，而后开始各自的演化历程。该岩群与塔里木地

块埃连卡特岩群在岩石组合、变质变形特征和地球

化学特征上基本相似，进一步说明西昆仑地块可能

是从塔里木地块裂解而来，二者在元古代早期可能

为同一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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