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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南缘铁克里克构造带中段埃连卡特群

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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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克里克铁、铜、金、银及多金属成矿带中矿床多赋存于塔里木南缘铁克里克构造带中段的前寒武纪

埃连卡特群中（周小康等，2009）。本次研究在布琼铁矿区对这套含矿地层开展 1∶2000 剖面实测约 420 m，

共划分出 25 个岩性段，采集 45 个样品。开展的主微量测试显示，布琼铁矿床围岩埃连卡特群样品（n=18）
中的挥发分（LOI）介于 1.54～38.11（大多数<10），表明围岩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风化或蚀变作用。其中，

绿泥石石英片岩（n=5）SiO2介于 50%～61.59%，Al2O3 2.34%～14.66%，MgO 1.23%～6.87%，CaO 4.48%～

9.68%，Fe2O3 0.62%～8.22%，TiO2 0.11%～1.31%和挥发分（LOI）1.94～6.72；黑云母石英片岩（n=8）SiO2

介于 33.46%～61.59%，Al2O3 9.26%～13.49%，MgO 1.28%～6.65%，CaO 0.44%～18.64%，Fe2O3 5.71%～

19.72%，TiO2 0.47%～1.93%和挥发分（LOI）1.54～17.99；大理岩（n=3）SiO2介于 10.24%～14.28%，Al2O3 
0.34%～0.79%，MgO 1.19%～1.57%，CaO 43.55%～44.86%，Fe2O3 0.69%～3.32%，TiO2 0.03%～0.15%和

挥发分（LOI）37.7～38.1；磁铁石英岩（n=2）SiO2介于 42.66%～44.98%，Al2O3 0.75%～1.31%，MgO 0.79%，

CaO 1.46%～9.30%，Fe2O3 29.57%～44.36%，TiO2 0.04%～0.06%和挥发分（LOI）1.54～17.99。埃连卡特

群绿泥石石英片岩化学蚀变指数(CIA)介于 53～60，黑云母石英片岩 CIA=31～71，均低于显生宙遭受中等

化学风化作用的页岩（CIA=70～75），表明埃连卡特群沉积物源岩遭受较小的蚀变作用，并且源岩沉积物

是相对不成熟的（Nesbitt and Young, 1982；Gao et al., 1999；Cullers and Podkovyrov, 2000；Bhat and Ghosh, 
2001；Joo et al., 2005）。 

所有围岩样品稀土总量不高，变化较大，介于21×10-6～217×10-6之间，轻重稀土分异较明显，

(La/Yb)N=0.9～14.59，轻稀土相对富集（LR/HR=0.7～4.54，大部分大于1）。轻稀土内部分异较明显

[(La/Sm)N=0.89～5.03]，重稀土内部分异程度较弱[(Gd/Yb)N=0.94～1.47]，重稀土表现出近乎“平坦”的标准

化型式[(Dy/Yb)N =0.84～1.87]。 

 
图 1 埃连卡特群沉积岩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分布型式图及原始地幔标准化微量元素蛛网图 

（球粒陨石值和原始地幔值值引自Sun and McDonough, 1989） 

以上特征表明，该围岩稀土元素分配模式为轻稀土富集，重稀土相对亏损型，稀土配分曲线均具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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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缓倾的特征（图1A）。δEu=0.55～2.83，少量样品具有较强的Eu负异常，说明其源区有斜长石的残留或经

历了斜长石的结晶分异作用。除少量样品的Rb、Ba、Th等大离子亲石元素存在一定差异外，围岩样品的其

它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配分型式基本相似（图1B），具有LILE富集，HFSE明显亏损，Nb、Ta、Ti等具

明显的负异常特征。 
绿泥石石英片岩和黑云母石英片岩通常有较高的Y含量（Y=13.32×10-6～30.23×10-6）和相对小的Sr/Y

比值（Sr/Y=2.70～21.04），而大理岩通常有相对低的的Y含量（Y=13.32×10-6～30.23×10-6）和相对大的Sr/Y
比值（Sr/Y=2.70～21.04）（图2），表明绿泥石石英片岩和黑云母石英片岩是不同于太古代的TTG岩系，可

能是中酸性火山岩的变质产物。从Th-La-Sc和Sc-Th-Zr/10图解（图3）可以看出，大部分沉积岩样品点落入

陆缘弧区域内，少部分接近活动大陆边缘。 

 
图 2 埃连卡特群沉积岩 Y-Sr/Y 图解（底图据 Defant et al., 2002） 

 
a-洋岛；b-陆缘弧；c-活动大陆边缘；d-被动大陆边缘 

图 3 埃连卡特群沉积岩Th-La-Sc和Sc-Th-Zr/10图解（底图据Bhatia and Crook, 1986） 

以上主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围岩埃连卡特群沉积物源岩主要为中酸性岩浆岩，其形成环境为

活动大陆边缘/陆缘弧。埃连卡特群沉积物主要发育在陆缘弧附近的一个盆地中。虽然这个陆缘弧目前在塔

里木南缘未被发现，可能是其形成后由于构造作用被剥蚀或毁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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