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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了西昆仑造山带南带的新疆赛力格塔什刚玉矿床 ．该矿床赋存于古老基底的变质 

岩系中．古矿岩石为眼球状黑云母 长石片麻岩，眼球部分 由刚玉(中心)及钾长石(外围)组成 ．基体为 

黑云母及钾长石。经岩石化学及微量元素等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由贫硅富铝的沉积岩经高级变质 

作用形成 的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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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研究的刚玉矿床位于新疆唁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赛力格塔什一带 ，在 

大地构造位置上，赛力格塔什处在西昆仑造山带南带的北部 ，其基底岩石由前寒武系的变质岩 

组成，主要岩性为各类片麻岩及混合花岗岩[1996，丁道桂，等]。刚玉矿点就分布在这一套基底 

岩石中，并有多处产 出，其产出位置如图 1所示： 

矿区为一套黑云母石英片麻岩 、黑云母长石片麻岩及混合花岗岩 ，它们的成分列于表 1 

中。刚玉的产出明显的受岩性控制，它仅产在黑云母长石片麻岩中，这种片麻岩呈黑灰色、眼球 

状 片麻结构。眼球为圆形或椭圆形 ，粒径多在 1～3 cm问，中心为浅紫红色六方柱状 的刚玉晶 

体 (粒径 0．4 0．8 cm)，外围为黄白色的长石集合体 ，矿石标本颇具特色亦很美观，如图 2所 

示。这种结构与 Stfiwe等(1989)描述的南极洲东部 Larsemann山的石榴石和斜方辉石变斑 晶析 

离体的结构极为相似。Larsemann山变质析离体 ，有二种类型 ，一种是以巨晶石榴石为中心(称 

为核 )，外 围是钾长石(称为幔)，基质是黑云母、斜长石和堇青石；另一种是以斜方辉石为核，钾 

长石为幔 ，基质是黑云母和石英 。Stuwe等称其为核幔构造，所不同的是，在本区的这种构造中 

的核为刚玉 ，幔为钾长 石 

片麻岩的岩石化学特征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富硅的，SiOz的含量在 79％ 一83％之间，形成 

黑云母石英片麻岩 ；一种是富铝的， ：0 的含量为 19．60％ ，而 Si02的含量降至 59．40％，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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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圄 ：因  国  霜  亘  

圄  目  国  囫  o 叫 L ： 

图 l 塔里木盆地南部 一西昆仑造山带奥依塔格 一红其拉甫剖面示意图[据丁道桂 ，等，1996] 

F l Sketch profile of Oyitag—Ku叫irap in W estern Kunlun orogenic belt 

in the south of Tarim basin 

I一早古生代(z一0)虻绿混杂岩带；2一辉长岩、拉斑玄武岩与探海硅质岩；3一花 岗岩体；4一片麻岩与太理岩：5一砂砾 

岩与不整音 面；6一探海黑色板岩锰结棱和豫饰砾岩 ．7 复理石相砂 、板岩 $一陆棚相碳酸盐岩9一太陆 中性 止山岩 

与止l】．碎屑岩 ；】O一韧性剪切带；】l 逆jtll断层 j峭．i喹ll2 刚了三矿 

表 1 奉 区片麻岩矿物组成及化学成分 (％ ) 

T~ble 1 Chemical c~Otposition and mineral 

coutents in gneiss of this regiml(％ 

正 长石 l5 30 62 

斜 长 石 15 5 

石 英 55 50 

磷 款 石 2 】 1 

刚 玉 8 

S】o 83 03 79 39 59 40 

TiO2 O 28 0 25 0 61 

^ 8 50 9 45 19 60 

F 03 1 13 1 45 】 56 

FeO O．30 0 45 2 58 

MgO 0 60 O．90 2 90 

CaO 0 80 0．50 0 30 

Na2O 2．50 1 42 2 36 

K O 1．3】 4 22 8 50 

P2 0 06 O 】4 0 12 

H，O 0 60 0 75 l O0 

H O一 0 09 O 06 0 】0 

∑ 99 30 99 1】 99 08 

b 
1cm 

图 2 a～含尉玉的矿石标本 素描 _b～模式化(核幔构造 

的刚玉矿石，六边形晶体为刚玉 (阴影部分)，白色为长石 

Fig．2 a—Sketch of th e sample of conHldum ore； 

b—Model cCore and Mantle)of a corundum 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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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类片麻岩的稀土元素及其它微量元素的含量 (10“) 

Table 2 Contents of REE and other ∞ dements in different gneisses 

样 号 SLG—t SLc一4 SLG一】t 样 SLG一1 SLc一4 SLG—t1 

岩石名释 黑 英黑 ：英黑j：i 石名称 黑 ： 英黑 ：i英黑 ： 石 
La 6 64 t6 5& 15 7 r) Ji t0．63 23 73 6t 

Ce 】7 t9 33 86 3O 21 R 3t．29 79 81 207 68 

Pr 2 】9 4 04 3 49 (_ 0 55 O 79 2 07 

Nd 8 】9 15 72 J 2 22 Sr 96 71) 45 50 1l5 70 

Sm 】 89 3．t7 2 S3 B 229 60 527 40 120l l0 

Eu 0 37 (】．72 0 78 Sc l 22 4 36 47 5' 

Gd 】 86 2 46 I 96 C r 37 31 53 73 208 54 

Tb 0 34 0 38 0 1 Co 】85 2 82 l5 3I 

Dv t 92 2 t3 I l 7 99 t】7t 26 92 

Ho 0 36 0 39 n ! CI J 21 84 3l 43 65 49 

Er 1 l 5 1： 0 80 Pb 9 】5 222 74 1t 6I 

11n1 0 t5 0 1 0 3 n 5 93 35 23 20 D0 

O S6 

0 t7 

1】．08 

54 36 

2 00 

8 10 

】 】3 

0 59 

4 05 

O 8】 

0 15 

1 2 29 

94 l4 

3 70 

20 50 

】 ()1 

0 5 

6 】 

表 3 主要矿物的电子探针分析 (％ 

Table 1 Electron probing analy'sLs of 

the nl~rlminerals(％) 

0 50 

{】 11 

8 09 

S 6● 

n0 

31 40 

0 ●4 

I —J! 

9I 

R0～ 

6．64 

29 80 

1 54 

85+28 

2 53 

6 38 

D 44 

】 41 

0 48 

5】 2t 

42t 50 

0．86 

l02 16 

3 28 

2】 3 

t 63 

2 ” 

t 8t 

图 3 

Fig．3 

本区变质岩在 Simonen判别图上的投点 

Pr岫ecCion of the metamorphic rocks in this 

region 0Ⅱ the Sim onen diagram  

、s4一 黑 云 母 英 片麻 崭 ；Sl l一 黑云 母 1乇石 片麻 岩 

帅 儿 如 吣 鹋 胛 ∞ 

6 ，

～ 驰 0 

v № w u 

b m n 、

一一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74 走地 构造 与 矿 学 第 25卷 

含 刚玉的黑 云母 长石 片麻 岩 。后 者 的 

厚 度在 2 m左 右 ，地 表延 长 约 100 

多米。从 岩石 化学 成分看 ，富 硅 的片 

麻岩类似长石石英砂岩，而富铝的片 

麻 岩则类似 于牯 土页岩 依据 si． 

monen (19531提出的用尼格里指数 

(al+fin)一(c+alk) 对 5l的 图解 方 

法进 行判 别 (图 3)，它们落在 沉积 岩 

区的范 围 内 ，富 s 的 片麻 岩靠 近砂 

岩区，富铝的片麻岩则在厚层泥岩与 

火 山岩 区 的交 界处 ；依 据 Allegre 

(1978j稀 土 分布 模式 及 La／Yb— 

REE图解 (图 4)，所分析的 3个样品 

均落在沉积岩区，因此可以认为这一 

套片麻 岩系是沉积 岩经受区域变质 

作用的产物。 

对 含刚玉 片麻岩 巾黑 云母 ，长石 

及刚玉进 行 电子探针 分析 ，确定黑 云 

母的分子式 为(K Na 3)l (Al 

Fë 。36Fe 0 6，MgI Ti 14 J 3 】fSi]06 

 ̂ 1 0一 长石为钾长石，其分子式 

R旺 fl0 

图 4 本 区岩石在 Allegre图解上的投点 

Fig．4 Projection of the rocks in this region Oil 

Allegre diagram  

】 球 粗 石 i2一凡洋拉 斑 玄武 岩 ；3一_̂ 陆拉 斑玄 武 岩 ；4一碱 『l 玄 

武 { ：5 北。 岩i6一金伯利岩；7一碳触岩 8一沉积岩i黑色圆· 为木 

I 。段 端 

为 (K㈣ Nao )。 ，Al。⋯Si O ，刚玉 的纯度很 高 ．AI O 的含量在 99％ 以上 ，仅 含少量 的 cr、Fe 

等元素 

作者认为这种含刚玉的具有桉幔构造的眼球状片麻岩 ，是贫硅的泥质岩石经高级变质作 

用(麻粒岩相)形成 的．刚玉和钾长石是变斑晶．是变质过程中的析离体。用 A KF图解 口J以大致 

解释这一过程(图 5) 

F 

角I 者相 麻粒岩相 

图 5 A KF变质相图解 【据 1988 游振东．资料改编) 

Fig．5 A KF diagram for the metamorphic f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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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表明 ，由角闻岩相向麻粒岩丰【I演化时白云母失水并消失，形成刚玉和钾长石，即： 

白云母 一 钾 长 石 + 刚 玉 + 水 

KAI Si30 1 H=0 KAISi 0 1̂ 0 H：0 

述 K Stfiwe等描述的核幔构造 (再榴石+钾 氏石或斜方辉石+钾长石 )的变质条件为 

4 5×10s Pa及 750℃，本 山丁贫耐 ．所l 枝部形成刚玉，而I哩部矿物和上述两例是一戥的， 

都是钾 医石 ，所 以推测 舍}：l_J王 石的形成 条 件心 大致 为 4．5×10 Pa及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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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olam dum deposit studied in this paper was occurred in fundamental rnela— 

l『10rphic rock series in the north part 0l＼~'estem Kunlun orogenic belt． The corundum bearing 

0re ls a kind 0f 0 -u1ar bioti re—feldspar gneiss the part of‘‘eyeball‘’is composed of co rundum 

(centre)and K—feldspa~s 《outside ]anel itll([the ground tTtaSS is composed of biotite an1l K 

feldsDar．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by petm~-hemistD'and trace elements． It is regarded that 

this corundum deposit are formed by metalno phism from the sedimentary rocks riched in 

alum  LnlUm  

Key words：Corundum；Xinjiang；metat31orpllie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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