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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东天山觉罗塔格造山带是塔里木板块和古亚洲洋碰撞对接的关键部位!为中亚造山带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其大地构造属性一直存在着争议$康古尔塔格断裂带作为觉罗塔格造山带的边界断裂!其构

造特征的研究对区内大地构造演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通过对康古尔塔格断裂带的地质特征#火山沉积

建造及演化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康古尔塔格断裂带为韧性兼走滑特征深层次的剪切带'区内石炭系

火山岩具有典型的沟 弧 盆体系火山 沉积建造特征'康古尔塔格断裂带到阿其克库都克断裂带之间的

区域为准噶尔板块与塔里木板块之间的碰撞缝合带'早石炭"晚二叠世!康古尔大洋发生了颇具规模的

南北双向俯冲!形成了康 阿缝合带!而康古尔塔格断裂带为康 阿缝合带的北部边界$

关键词!觉罗塔格造山带'康古尔断裂'构造特征'断裂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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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山带是地壳中狭长的强烈构造变形带%作为

地壳的重要窗口其成为固体地球科学的前缘研究领

域&从最早的以研究板块间相互作用的板块理论%

到以大陆独立个体研究其动力学和形成演化机制%

觉罗塔格造山带一直备受关注!

,G(W SNR=5

%

$%&!

#李忠等%

$%&<

#徐学义等%

$%%<

"&东天山觉罗

塔格造山带属于东天山造山带的范畴%向东延至甘

肃境内%是塔里木板块和古亚洲洋碰撞对接的关键

部位&其长约
'%%

多千米%呈东西向分布于准噶尔

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是北部的哈萨克斯坦 准噶

尔板块与南部的塔里木板块会聚碰撞的产物%也是

中亚造山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觉罗塔格造山带古生代的构造格局%国内

外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并提出不同的认识&王广瑞等

!

&""'

"认为觉罗塔格造山带属于晚古生代拉张构造

环境%在石炭纪为裂陷槽或有限初始洋盆%不存在大

洋盆%也不发育活动陆缘型的岩浆活动&另外一部

分学者认为觉罗塔格造山带在晚石炭世具有俯冲带

特征!木合塔尔等%

$%&<

"%形成了岛弧体系#

LHG)

NR=5

!

$%%!

"认为觉罗塔格构造带是古生代以来发

育起来的多岛洋弧体系%该构造带向北增生到泥盆

纪大南湖岛弧之上%为北天山洋向北俯冲的产物&

1HNR=5

!

$%&$

"认为东天山觉罗塔格碰撞带代表发

育时间最长的消失的!奥陶纪+早石炭世"大洋&

由上述研究可以发现%觉罗塔格造山带是代表

古亚洲洋南缘与塔里木板块东北缘!中天山地块"相

互作用的产物%其构造 岩浆演化过程和机制至今并

不清晰%制约着人们对中亚造山带的演化和最终碰

撞造山过程的认识&而康古尔塔格断裂带作为觉罗

塔格造山带的边界断裂%其断裂特征和属性的研究%

对于解决觉罗塔格造山带是否存在缝合带%缝合带

的具体位置和形成模式等科学问题有重要帮助&笔

者通过对康古尔塔格断裂带地质特征$断裂带内石

炭纪火山 沉积建造%以及演化过程等方面的研究%

结合已完成的觉罗塔格造山带石炭系火山岩的相关

成果%进一步研究总结%希望对康古尔塔格断裂带的

构造属性和觉罗塔格造山带的大地构造演化过程提

供新的认识&

&

!

区域地质概况

东天山地区主要的断裂带从北到南依次为大草

滩断裂$康古尔断裂$雅满苏 苦水断裂$阿齐克库都

克断裂$卡瓦布拉克断裂及塞里克沙依 星星峡断裂

带!图
&

"&大草滩断裂的是
&":'

年新疆地矿局第

一区调大队进行了
&b$%

万康古尔塔格幅区调修测

工作首次建立和确定的%其为一条近东西向的区域

性大断裂%紧邻土屋+延东铜矿北侧%走向为
$:%j

左右%倾向北%倾角大于
;%j

%呈舒缓波状%西段向

(-

方向弯曲%为多期活动压性断裂&觉罗塔格造

山带!图
&

"北以康古尔塔格断裂为界与哈尔里克造

山带相邻%南以阿其克库都克断裂带与中天山地块

分界%东南以星星峡断裂带为界与北山相接&康古

尔断裂总体呈东西走向%西起却勒塔格%向东延伸进

入甘肃北山%称之为觉罗塔格韧性挤压带!徐兴旺

等%

&"":

"或秋格明塔什 黄山韧性剪切带!杨兴科

等%

&"""

"&雅满苏 苦水断裂是切割深度和规模仅

次于康古尔断裂和阿齐克库都克断裂的次级断裂

带&康古尔断裂和雅满苏断裂之间的韧性剪切带发

生时间较晚%大约在
$$%

"

$"%S=

!王瑜等%

$%%$

"%

"$

!

第
#

期 曹锐等'东天山觉罗塔格造山带康古尔塔格断裂带构造特征及边界属性研究



为后期挤压产物&阿其克库都克断裂位于觉罗塔格

晚古生代地质体出露区和中天山变质岩出露区之

间%近东西向的%西至托克逊与干沟
(-

向断裂相

连%东至甘肃境内消失%为天山的主断裂%断裂的不

同位置都具有右行走滑行迹%为一条位于重力异常

梯度带上的大断裂!高阳等%

$%&%

"&

图
?

!

东天山断裂分布图%据
\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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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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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古尔塔格断裂带的地质特征

康古尔塔格断裂带西起托克逊干沟%向东经

恰特卡尔塔格$康古尔塔格$赤湖$土墩$黄山$梧

桐窝子泉及镜儿泉等%经甘肃进入蒙古境内%总体

呈近东西向舒缓波状延伸%全长约
;%% 8̀

%宽约

&

"

$% 8̀

%断面较为陡直%多向南倾%而深部主构

造面是向北倾斜的!袁学诚等%

&""!

"&梁月明等

!

$%%&

"利用地球物理资料划分的康古尔塔格断裂

带与以往有所不同%认为其在康古尔塔格偏东北

有更大的转折%在土墩附近断裂带应该再向北移%

断裂带向西延伸到干沟后%与西天山的艾比湖 艾

维尔沟断裂带相接%形成一条规模宏大千余千米

的岩石圈断裂带&

断裂带总体上呈现出北窄南宽的不对称正扇

形%韧性变形带可划分为韧性变形不强且覆盖较多

的北带$发生中深层次韧性剪切且糜棱岩发育的中

带及中浅层次脆 韧性剪切变形的南带
#

个带!杨兴

科等%

&"""

"&由于康古尔塔格断裂带强烈的挤压作

用与剪切作用%早期的火山 沉积地层中形成了紧闭

的褶皱%褶皱的转折端往往保留较好%侧翼往往被剪

切带!韧性"错断%轴面走向与剪切带走向一致&褶

皱轴面往往片理化程度高%并且发育不同程度的置

换层理%显示了在康古尔塔格断裂带内部发育不同

程度的剪切作用&

在康古尔断裂带附近%不同部位的岩体动力变

质程度不同&据野外调查%在东部苦水+黄山+镜

儿泉周围出现了变形和变质程度较高的绿片岩相或

角闪岩相的动力变质岩#而西部康古尔塔格一带为

绿片岩相或低绿片岩相的动力变质岩!图
$G

"&以

康古尔断裂为中心%南盘!上盘"变形强%北盘变形弱

!图
$_

"&沿康古尔断裂%断裂北盘以脆性变形为

主%而南盘动力变质作用强烈%糜棱岩化作用非常普

遍%已达韧性变形条件!王赐银等%

&""$

"%经历了深

熔 韧性剪切变形作用%岩石普遍片麻岩化和糜棱岩

化&片麻理与糜棱岩化岩石中的剪切面理产状基本

相同!图
$W

"%与康古尔断裂方位一致&

韧性变形带内的构造根据尺度不同可划分为小

型和微型&小型韧性变形主要可见(

M

)型剪切褶皱

!图
$K

"和变形的火山 沉积建造%由于后期的构造

叠加和改造在不同地区枢纽也表现出向北倾斜的特

点&梧桐窝子组和干墩组等火山 沉积建造均发生

了变形%发生糜棱岩化!图
#G

"和千糜岩化等韧性变

%#

西
!

北
!

地
!

质
!!

()*+,-./+.*(0.)1)02

!!!!!!!!!!!!

$%&'

年
!



形&韧性变形也表现在岩层上'出现了剪切面理$

/

W

构造及拉伸线理等&微型尺度主要体现在显微

构造方面'石英和长石等颗粒发生了动态重结晶!图

#_

"%拉丝状的石英%核幔构造的斜长石$旋转碎斑

!图
#W

"$眼球状构造!图
#K

"$不对称压力影!图

#.

"及
'

型旋转碎斑!图
#[

"等&

G6

千枚岩化#

_6

康古尔断裂带边界#

W6

叶理构造#

K6

凝灰质砂岩中发育的褶皱

图
@

!

康古尔塔格断裂带野外地质特征图

[>

J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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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康古尔塔格断裂带附近石炭纪火山

沉积建造

!!

觉洛塔格造山带的主体为石炭纪火山 沉积夹

少量碳酸盐岩建造%石炭纪火山 沉积建造主要呈南

北分带和东西分布的特征'南北以康古尔塔格断裂

带$雅满苏断裂带及阿齐库都克断裂带为界%分布着

企鹅山群$梧桐窝子组$雅满苏组及底坎尔组等火山

沉积建造#在平面上多数总体呈东西向展布%且有

分段集中的若干个中心式火山喷发中心!雅满苏$东

大沟和阿奇山等喷发中心"%在局部区域也存在着东

西分段的特征!李锦轶等%

$%%$

"&

根据区内岩石学$地球化学和大地构造背景特

征的不同%觉罗塔格石炭纪火山 沉积建造划分有多

种方案!李锦轶等%

$%%$

#杨兴科等%

$%%%

#冯益民等%

$%%$

#木合塔尔
6

扎日等%

$%&%

#姬金生等%

&""!

#毛

景文等%

$%%$

#郑镝等%

$%%"

"!表
&

"&笔者以康古尔

塔格断裂和阿其克断裂作为觉罗塔格造山带的北部

和南部边界断裂%将其划分为大南湖 哈尔里克岛弧

带$康古尔塔格 阿其克库都克缝合带和中天山岛弧

带!木合塔尔
6

扎日等%

$%&%

"&大南湖 哈尔里克岛

弧带主要由泥盆纪火山岩和企鹅山岛弧火山岩组

成%企鹅山群火山岩主要出露在康古尔断裂以北%呈

断片状产于康古尔断裂和大草滩断裂之间的构造带

中&企鹅山群是以沉积 喷发旋回为主的火山 沉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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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

糜棱面理!镜下放大
!m&%

倍"#

_6

亚颗粒重结晶!镜下放大
$%m&%

倍"#

W6

旋转碎斑!镜下放大
$%m&%

倍"#

K6

眼球状构造!镜

下放大
!m&%

倍"#

.6

压力影构造!镜下放大
!m&%

倍"#

[6

'

型旋转碎斑系!镜下放大
&%m&%

倍"

图
E

!

康古尔塔格断裂带内韧性变形显微构造特征图

[>

J

6#

!

S>ET4QRT7ER7TNON=R7TN4O@7ER>5N@NO4T8=R>4A>ARBNe7N574R=

J

NO=75R

组合%整体南倾%倾角
!#j

"

'#j

%可分为
#

个岩性组

!王福同等%

$%%&

"'第一组为海相片理化的长石碎屑

岩和碳酸盐岩建造%含
7$,#+

88

)33+Q

C

6

和
!'1$.

%

*$/0(#0,Q

C

等化石#第二组含
!'

%

,$)33'

%

#'(0,Q

C

和
9

"

(3$(3'(0,

等化石!刘德权等%

$%%#

"%火山岩为

以钙碱性为主$碱性和拉斑系列次之的玄武岩 安山

岩 英安岩岩石组合%具有过渡性质%是土屋+延东

特大型斑岩铜矿带中斑岩矿体围岩的主要组成部

分#第三组为长石岩屑砂岩$中酸性火山角砾岩$玄

武岩夹凝灰岩的火山沉积组合%含丰富的植物茎干

$#

西
!

北
!

地
!

质
!!

()*+,-./+.*(0.)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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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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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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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3

时 ! 代

杨
兴
科

!

7
8
8
8

"
李
锦
铁

!

7
8
8
7

"
冯
益
民

!

7
8
8
7

"
木
合
塔
尔

!

7
8
%
8

"
姬
金
生

!

%
9
9
:

"
毛
景
文

!

7
8
8
7

"
郑
镝

!

7
8
8
9

"
笔
者
方
案

哈# 康 岛 弧 带

康# 黄 碰 撞 带

雅# 阿 岛 弧

北
部
岛
弧

西 段
东 段

康# 黄 碰 撞 带

南 部 岛 弧

小# 梧 裂 陷 槽

干# 苦 裂 陷 槽 边 缘

雅 满 苏 裂 谷

大# 哈 岛 弧 带

康
#
阿
缝

合
带

北 带
南 带

中 天 山 岛 弧 带

康 古 尔 塔 格 岛 弧 带

黄# 秋 海 沟 区

阿
#
雅
岛

弧
带

南 部
北 部

土# 黄 岛 弧 带

康# 阿 韧 性 剪 切 带

阿# 雅 岛 弧 带

大# 头 岛 弧 带

康
#
雅
弧

后
盆
地

南 部
北 部

小# 梧 弧 间 盆 地

康 古 尔 塔 格 岛 弧 带

梧 桐 窝 子 弧 后 盆 地

雅 满 苏 陆 缘 弧

晚 ! 石 ! 炭 ! 世

底 坎 儿 组 恰 特 卡 尔 塔 格 群

梧 桐 窝 子 岩 组 干 墩 组

马 头 滩 组 沙 泉 子 组

脐 山 组 底 坎 儿 组

企 鹅 山 群

梧 桐 窝 子 组

雅 满 苏 组

梧 桐 窝 子 组

干 墩 组

雅 满 苏 组

企 鹅 山 群

干 墩 组

雅 满 苏 组

企 鹅 山

雅 满 苏 组 白 鱼 山 组

苦 水 组

干 墩 组

企 鹅 山 群

梧 桐 窝 子 组

雅 满 苏 组

企 鹅 山 群

雅 满 苏 组

干 墩 组

小 热 泉 子 组

企 鹅 山 群

梧 桐 窝 子 组

雅 满 苏 组

早 ! 石 ! 炭 ! 世

小 热 泉 子 组

苦 水 组

雅 满 苏 组 阿 奇 山 组 南 北 大 沟 组

小 热 泉 子 组

底 坎 儿 组

干 墩 组

土 古 土 布 拉 克 组

小 热 泉 子 组

苦 水 组

梧 桐 窝 子 组

土 古 土 布 拉 克 组

阿 齐 山 组

梧 桐 窝 子 组

小 热 泉 子 组

土 古 土 布 拉 克 组

苦 水 组

梧 桐 窝 子 组

底 坎 儿 组

!
!

注
$
康
哈
岛
弧
带
指
的
是
康
古
尔
塔
格
哈
尔
里
克
岛
弧
带

%
康
黄
碰
撞
带
指
的
是
康
古
尔
塔
格
黄
山
碰
撞
带

%
雅
阿
晚
古
生
代
岛
弧
指
的
是
雅
满
苏
阿
奇
山
岛
弧

&
小
梧
裂
陷
槽
指
的
是
小
热
泉
子
梧
桐
窝

子
早
石
炭
世
裂
陷
槽

%
黄
秋
海
沟
区
指
的
是
黄
山
秋
格
塔
什
海
沟
区

'
大
头
岛
弧
带
指
的
是
大
南
湖
头
苏
泉
泥
盆
纪
岛
弧

%
小
梧
弧
间
盆
地
指
的
是
小
热
泉
子
梧
桐
窝
子
早
石
炭
纪
弧
间
盆
地

'
康
雅
弧
后
盆
地
指

的
是
康
古
尔
塔
格
雅
满
苏
早
石
炭
世
弧
后
盆
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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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厚
<%%%

"

;%%%8

&

康古尔塔格 阿其克库都克缝合带以雅满苏断裂

为界划分了南北两带'北带为康古尔韧性剪切带%带

内为一套枕状拉斑玄武岩 放射虫硅质岩 泥质岩等

组合的梧桐窝子组石炭系#南带为一套的浅海相中基

性熔岩 火山碎屑岩 碳酸盐岩组合的雅满苏组和火

山碎屑岩 生物灰岩组合的底坎尔组石炭系组成%地

层总体南倾%变形变质比北带弱&梧桐窝子组出露在

康古尔塔格断裂带南缘%沉积序列分为上下
$

个亚

群'上亚群主体为钙质粉砂岩$细砂岩和硅质岩互层#

下亚群主要由变质砂岩$千枚岩$中基性火山碎屑岩

及硅质板岩组成!周济元等%

$%%&

"&梧桐窝子组火山

沉积序列岩性较简单%下部以变质玄武岩为主%夹有

变质流纹质凝灰岩#上部以变质碎屑沉积岩为主%夹

有变质玄武岩和变质流纹质凝灰岩&

!

!

康古尔塔格断裂带演化过程及大地

构造意义

!!

康古尔塔格断裂带为东天山造山带早石炭世南

北向挤压作用!李华芹等%

&"":

"和晚二叠世发育的

右行走滑剪切变形作用!王瑜等%

$%%$

"形成的韧性

兼走滑特征深层次的剪切带&在断裂带周围发育的

右行走滑变形叠加在向南逆冲为主的构造变形上

!表
$

"%故南北向挤压要早于右行走滑剪切作用&

韧性变形强烈的主体为石炭系火山 沉积组合%康古

尔和西滩华力西期花岗岩体未经历韧性变形表明韧

性变形时代主要在石炭+二叠纪!周涛发等%

$%&%

"&

与右行走滑同期的构造岩体!如克孜尔塔格岩体等"

发育旋转变形或拖尾构造切割了早期挤压轴面劈理

的岩脉等现象也证明了南北向挤压早于右行走滑剪

切作用&水系的支流近南北方向流入干流%而干流

的水流方向向东%若先发生向右走滑断裂%再发生南

北挤压变形%则支流与干流的方向一般都为向右的

方向%而不会有近南北方向的支流%所以先南北挤

压%再右行走滑&

对于康古尔塔格断裂带大地构造属性存在着争

论%主要分为两类观点'少数人认为其不具有边界断

裂属性#多数人认为其具有板块边界属性%周济元等

!

&""'

"认为康古尔断裂为塔里木板块和准噶尔板块

的缝合带%其在古生代发生双向俯冲%为塔里木板块

与准噶尔板块之间的俯冲碰撞对接带!张良臣等%

&":<

"&另外一部分人认为%康古尔断裂附近为塔里

木板块北部的石炭纪弧间盆地%属于塔里木板块北

界以卡拉麦里晚古生代俯冲碰撞带与西伯利亚板块

分界!

/INR=56

%

$%&$

"&

表
@

!

康古尔塔格韧性变形带基本特征表

+=?6$

!

_=Q>EWB=T=ERNT>QR>EQ4OZ=A

JJ

7NTR=

J

N@7ER>5N@NO4T8=R>4A 4̂AN

依
据

地球物理!梁月明等%

$%%&

" 空间展布
变

!

形
!

样
!

式

区域韧性变形 岩层韧性变形 显微构造

特
征

重力场北高南低

磁场北部底坎尔+梧桐窝子

强磁异常

航空电磁异常$航空
*

能谱及

地震剖面与断裂带吻合

呈近 东 西 向

舒 缓 波 状

延伸

(

/

)和(

M

)形褶皱%雁列状石英

脉$糜棱岩化和千糜岩化&同

期岩体旋转变形切割早期挤

压轴面劈理的岩脉

剪切面理$

/ W

构造$

拉伸线理$雁列状和

串珠状石英脉

拉丝状的石英%核幔构造

的斜长石$不对称压力

影$千糜结构及旋转碎斑

结
论

康古尔塔格断裂带深度大&

南侧地壳为三层结构%北侧为

二层&

北窄 南 宽 的

不 对 称 正

扇形

变形带成因于垂直片理面的共轴挤压作用%主要经历了两起构造运动'晚石炭世南

北向挤压作用和晚二叠世发育的右行走滑剪切变形作用

!!

笔者认为康古尔塔格断裂带到阿其克库都克断

裂带之间的区域为碰撞缝合带%而康古尔塔格断裂

带为缝合带北部边界%证据如下'

#

康古尔塔格断裂

带是由多条断裂$破碎带和侵入岩体组成的复杂断

裂带%康古尔塔格断裂地球物理特征显示其重力场

北高南低%延伸至上地幔%与西天山北部的艾比湖

艾维尔沟断裂相连形成了延绵千余千米规模宏大的

岩石圈断裂带!梁月明等%

$%%&

"%具有板块边界断裂

!#

西
!

北
!

地
!

质
!!

()*+,-./+.*(0.)1)02

!!!!!!!!!!!!

$%&'

年
!



的性质&

$

最近%张雄华等!

$%&$

"通过对东天山觉

罗塔格地区路白山$夹白山及雅满苏 带石炭系生物

地层及年代学地层的研究%进一步限定了觉罗塔格

造山带石炭纪岛弧系统的时间和沉积环境约束'康

古尔塔格断裂带附近的火山 沉积建造显示了其大

陆斜坡 半深海 深海沉积环境%结合玄武岩等火山

岩岩石地球化学特征%以康古尔塔格 黄山断裂为中

心%两侧由深海 半深海 大陆斜坡 岛弧隆起的双岛

弧特征!周济元等%

$%%&

"%显示了岛弧火山沉积建造

特征&

%

康古尔塔格断裂附近存在着晚古生代蛇绿

岩套!李文铅等%

$%%%

"和古洋壳残片!贺军慧等%

$%%<

"%康古尔塔格韧性剪切带从变形特征上具有南

北向俯冲形成的挤压构造%具有缝合带特征&

+

在

觉罗塔格造山带斑岩型铜矿带中含矿斑岩和斜长花

岗岩具有埃达克岩的特征!张连昌等%

$%%!

"%形成于

俯冲洋壳部分熔融的产物%也佐证了缝合带的特征&

,

康古尔塔格断裂带周围主要为企鹅山群和梧桐窝

子组火山岩系列%笔者曾报道过企鹅山群火山岩的

-

(@

!

#

"值表明岩浆来源于类似
S)*_

的亏损型地

幔%其稀土元素多具有微弱的
.7

正异常和基本不

显
WN

异常%并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和亏损高场强

元素%这些特征显示了其具有俯冲带岩浆的特征%表

明其可能形成于岛弧构造环境#梧桐窝子组玄武岩

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和轻稀土元素%高场强元素亏

损不明显%具有很高的
-

(@

!

#

"值%可能由亏损的软流

圈地幔部分熔融而形成%代表着弧后盆地残片特征&

由此可见%康古尔塔格断裂周缘的石炭系火山岩系

列表现了典型的沟 弧 盆体系特征!曹锐等%

$%&$

"&

综上所述%康古尔断裂代表早石炭世存在康古尔洋

向北的俯冲带边界%在早石炭+晚二叠世%康古尔大

洋发生了颇具规模的南北双向俯冲%随着俯冲的持

续%大南湖岛弧带发生了陆缘增生%产生晚泥盆纪+

早石炭纪的火山 沉积建造!杨震%

$%&<

"%形成了大

南湖岛弧之外的增生弧!侯广顺等%

$%%'

"%以企鹅山

群为典型代表岛弧火山岩#晚石炭纪%随着洋壳板块

向北俯冲作用的持续%南部局部松弛形成了弧后盆

地%形成了以梧桐窝子组为典型代表火山 沉积

建造&

<

!

结论

!

&

"康古尔塔格断裂带总体上呈现出北窄南宽

的不对称正扇形%为东天山造山带早石炭世南北向

挤压作用和晚二叠世发育的右行走滑剪切变形作用

形成的韧性兼走滑特征深层次的剪切带&

!

$

"觉罗塔格造山带以康古尔塔格断裂和阿其

克断裂为边界可依次划分为大南湖 哈尔里克岛弧

带$康古尔塔格 阿其克库都克缝合带和中天山岛弧

带%分布着企鹅山群$梧桐窝子组$雅满苏组及底坎

尔组等石炭系火山 沉积建造%主要呈南北分带和东

西分布的特征&

!

#

"在早石炭+晚二叠世%康古尔大洋发生了颇

具规模的南北双向俯冲%大南湖岛弧带发生了陆缘

增生%产生以企鹅山群为代表的早石炭纪的岛弧火

山岩&晚石炭纪%随着洋壳板块向北俯冲作用的持

续%南部局部松弛形成了弧后盆地%形成了以梧桐窝

子组为典型代表火山 沉积建造&

!

!

"康古尔塔格断裂带到阿其克库都克断裂带

之间的区域为碰撞缝合带%称之为康 阿缝合带%而

康古尔塔格断裂带为缝合带北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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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W,.(0,4A

J

?>A

%

eHe>AQBNA

J

%

NR=5PGA=5

Y

9

Q>Q4A

J

45@=A@E4

CC

NT4TN9O4T8>A

J

QNRR>A

J

]>RB4TN9

O4T8>A

J

Q

Y

QRN84O.=QRNTA+>=AQB=A

-

e

.

6e47TA=54OL>h=A

.A

J

>ANNT>A

J

IA>VNTQ>R

Y

%

$%%%

%

$$

!

$

"'

;9&!6

冯益民%朱宝清%杨军录%等
6

东天山大地构造及演化+++

&b

<%

万东天山大地构造图简要说明-

e

.

6

新疆地质%

$%%$

%

$%

!

!

"'

#%"9#&!6

[.(0 2>8>A

%

M,I _=4

a

>A

J

%

2G(0e7A57

%

NR=56+NER4A>EQ

=A@NV457R>4A4ORBN .=QRNTA +>=AQB=A 847AR=>AQ9G

?T>NO>ART4@7ER>4AR4o+NER4A>E8=

C

!

&

'

<%%%%%

"

4ORBN

.=QRNTA+>=AQB=A 847AR=>AQ4OL>A

D

>=A

J

-

e

.

6L>A

D

>=A

J

0N454

JY

%

$%%$

%

$%

!

!

"'

#%"9#&!6

木合塔尔
6

扎日%张晓帆%陈斌%等
6

东天山造山带晚古生代

构造演化与多金属矿产成矿规律-

e

.

6

新疆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

!

&

"'

<9&$6

SI,.+G.*M=T>

%

M,G(0L>=4O=A

%

W,.(_>A

%

NR=56+BN

QRT7ER7TNNV45VN8NAR4O.=QRNA+>=AQB=A SRQ4T4

J

NA>E

'#

西
!

北
!

地
!

质
!!

()*+,-./+.*(0.)1)02

!!!!!!!!!!!!

$%&'

年
!



4̂AN>A1=RNF=5N4̂4>E=A@

C

45

Y

8NR=58>ANT=5TNQ47TENQ

8NR=554

J

NA>ETN

J

75=T>R

Y

-

e

.

6e47TA=54OL>A

D

>=A

J

IA>VNTQ>9

R

Y

!

/E>NAENX.A

J

>ANNT>A

J

"%

$%&%

%

$;

!

&

"'

<9&$6

姬金生%陶洪祥%杨兴科
6

东天山中段不同构造环境火山岩

地球化学特征-

e

.

6

岩石矿物学杂志
6&""!

%

&#

!

!

"'

$";9#%!6

eHe>AQBNA

J

%

+G) ,4A

J

U>=A

J

%

2G(0 L>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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