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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阿舍勒铜矿床中玄武岩一英安岩一流纹岩岩石组合属钙碱性(亚碱性 )系列。流纹岩类和英安岩类 

岩石均属过铝质、低一中钾系列火山岩。酸性火山岩微量元素含量及比值特征 、大离子半径及稀土元素 

配分模式 、微 量元 素构造环境判别图的投点结果 ，显示本 区酸性 火山岩与玄武 岩具有 同源区特点 ，均起源 

于富集地幔，属于玄武岩浆经岩浆结晶分异作用的产物，它们形成的构造背景为洋内弧附近的前弧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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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刖 昂 

块状硫化物型矿床是铜矿床仅次于斑岩型和砂 

页岩型的重要类型之一，在研究该类型矿床时，人们 

从不同的角度 ，如成矿大地构造环境、容矿岩系和沉 

积环 境，以及矿石 成分 等，对 块状硫 化物矿 床 

(MSD)进行了分类¨I4 。虽然因其出发点和所强调 

的角度不同，在类型的划分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存在 

差异，但是多数学者将 多金属成矿与大地构造环境 

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并且取得一系列共识 ，其 中 

最为引入瞩 目的是建立在大地构造环境及其演化构 

造格架基础上的成矿系列及矿床成 因模式 ，凸现出 

构造环境及其演化对大型一超大型矿床 的成矿 系 

列、矿 体就 位 、矿 种及 矿 石类 型等 重 要 因素 的制 

约 。̈ 。因此 ，构造环境及其演 化是块状硫化物矿 

床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 

阿舍勒铜 矿床是典型的铜锌型块状硫化物矿 

床 ，自发现至今 ，前人在成矿的地质背景 、矿床特征 

及成因等方面做 了大量的研究 ，取得了基本一 

致的认识 ，但是成矿环境一直为地质学家研究 的热 

点 ，迄今为止，成矿的大地构造环境 ，并未形成统一 

认识 ，持拉张环境 的观点 占主导地位 ，如主张裂谷环 

境的有王登红 ，认 为是裂 陷槽 环境 ；也有部 分学 

者认为是挤压环境，唐红松等 列举了支持“活动 

陆缘火山盆地”的证据。牟传龙等 从层序地层学 

角度研究了该区火山沉积盆地的相动力学。这些研 

究各具特点 ，但没有将上述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多 

方面、多途径探讨本 区的构造环境 。近几年来 ，从微 

量元素和同位素地球化学角度研究成矿环境成为一 

种新动向 ” 。因此 ，本文根据与成矿关系密切 的 

酸性火山岩的常、微量元素分析成果 ，研究它们的地 

球化学特征 ，探讨其成矿构造背景的指示作用。 

1 地质概况 

阿舍勒铜矿位于新疆哈巴河县西北 25 km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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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盆纪阿舍勒火山盆地中部。阿舍勒盆地地处阿尔 

泰造山带 的西南缘 ，是 哈萨克斯 坦矿 区阿尔 泰构 

造一成矿带的东南延伸部分。它是在元古代一加里 

东期大陆壳基础上发育起来的，从寒武纪开始拉张， 

到泥盆纪达到顶峰，发育 了一套双峰式火山岩建造 

和深海一次深海相沉积 ，早石 炭世末 ，转入 汇聚阶 

段 。阿尔泰矿 区的大部分铜多金属矿床，包括阿舍 

勒矿床，产于下一中泥盆统火山岩建造和火山一沉 

积建造中，并由早到晚形成 了铁 、铅锌一铜锌金一含 

铜黄铁矿成矿系列。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是 中泥盆统阿舍勒组、上 

泥盆统齐也组和下石炭统红 山嘴组，三者呈角度不 

整合接触。其中，阿舍勒组是赋矿地层，分布在盆地 

的中南部 ，自下而上分为三个岩性段 ，每个岩性段为 
一 个火山一沉积亚旋 回，总厚度大于 1500 m。 

矿体赋存于该组的第二岩性段第二层凝灰岩、 

角砾凝灰岩中，顶板为玄武岩、石英角斑岩。矿床具 

典型块状硫化物型矿床的双层结构特征，上部为与 

地层整合产出的层状块 状硫化物矿体，顶部 出现重 

晶石岩和含铁硅质岩等喷流岩，下部为切穿地层的 

细脉浸染状硫化物矿体，及热液补给系统形成的蚀 

变岩及渗滤蚀变岩等 ，形成 了自上而下的垂直分带 

特征：重晶石一重 晶石多金属一多金 属矿一铜锌黄 

铁矿一黄铜黄铁矿一黄铁矿一细脉浸染状黄铁 矿。 

矿石相应的构造变化为浸染状一条带 、纹层状一块 

状一浸染状。 

该矿的形成过程较复杂，共分 4个成矿期和9 

个成 矿 阶段 ，主 成 矿 期 的 同 位 素 年 龄 为 367± 

20Ma【15]
。 主要矿石矿物有黄铁矿、黄铜矿 、闪锌矿 

和方铅矿等。与矿化关系密切 的围岩蚀变 ：基性火 

山岩以青盘岩为主，黄铁绢云岩化次之 ，酸性火山岩 

(火山碎屑岩)以黄铁绢英岩化为特征，硅化较强 ， 

具明显退色化现象。成矿期后 的构造变形强烈 ，控 

矿构造主体为一倒转 向斜 ，致使硫化矿体塑性变形 

在向斜核部形成厚大的富铜矿体，后期岩浆活动对 

矿体的叠加改造作用也十分有限，总体上没有改变 

硫化物的这种垂 向分带特征。 

2 样品特征与分析 

2．1 样品特征 

阿舍勒组 自下而上分为两个岩性段，每个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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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为一个火山一沉积亚旋 回。其 中第二岩性段根据 

韵律层下分 3个 亚段：第一亚段 (D，as )由中酸 

性 、酸性火 山碎屑岩组成 ，有较多的细碎屑岩和结晶 

灰岩夹层 ；第 二亚段 (D as )由两个 喷发韵律组 

成 ，每个喷发韵律均从酸性 、中酸性火山碎屑岩夹基 

性火 山岩开始 ，到结晶灰岩 、凝灰质粉砂岩和沉凝灰 

岩结束，以酸性、中酸性火山岩与基性火山岩交替产 

出为特征 ；第三亚段(D as )由细碧岩类夹少量角 

斑质凝灰岩和沉凝灰岩组成 。火山喷发过程 中，随 

着时间推移，基性火山岩层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大，由 

第一亚段的以酸性火山岩为主，到第三亚段的以基 

性火山岩为主。在火 山活动间歇期有铜多金属(金 

银)成矿作用发生，形成 了多层矿化 ，而阿舍勒铜锌 

矿床产于第二 、三韵律层之间 ，也就是火 山喷发问歇 

期形成的。因此 ，为 了便于研究火山喷发过程中火 

山沉积岩成分的变化及其对成岩环境的变化的指示 

作用 ，进而探讨其与成矿的关 系，在样品收集时 ，借 

鉴了沉积盆地分析思路与方法 ，对各韵律层的火 山 

沉积岩从底部到顶部，特别是矿体的顶底板进行 了 

系统采样，一共采取了岩矿石样品 150余件，表 1中 

列出了采 自主要含矿层位 的部分样 品的位置及特 

征 ，其 中 1—13(序号 ，下同)样品为酸性火山岩 ，1— 

6号采 自第二亚旋 回第一韵律层火山岩 ，7一l3号为 

第二亚旋 回第二韵律层火山岩 ，其 中 12、13号为井 

下650 m中段近矿围岩，14号采自第二亚旋回第三 

韵律层的亚碱性玄武岩，为矿体上盘围岩，便于对比 

研究。 

2．2 样品分析 

主量元素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采用湿 

法分析 ，由李荪蓉承担。微量元 素由核工业地质分 

析测试研究 中心张彦辉和武朝晖采用 ICP—MS法 

进行分析 ，仪器型号：Finnigan MAT制造，HR—ICP 

— MS(Element I)，仪器编号 ：6493；测试方法和依 

据：DZ／T0223—2001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 (ICP— 

MS)分析方法通则。工作条件：温度 2l℃，相对湿 

度 35％。所有微量元素分析 的重现性 (准确度)优 

于5％，稀土元素的分析精度优于 5％，其他微量元 

素优于 l0％。 

3 岩石类型与主量元素特征 

本区火山岩主体属钙碱性(亚碱性)系列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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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1B)，岩石组合为流纹安山岩一流纹岩组合 

(图1C、1D)，与大陆边缘上岛弧带中钙碱系列火山 

岩及 其 岩 石 组 合 一 致 。流 纹 岩 类 中 SiO 

(72．56％ ～79．74％ )、A1 03(7．85％ ～13．38％)和 

MgO(1．91％ ～3．24％)含 量 高 ，CaO(0．12％ ～ 

0．88％)较低，含 Na20为 0．19％ ～3．65％ ，K20为 

0．61％ ～3．00％ ，(Na，0 +K，0)为 1．01％ ～ 

4．26％。英 安 岩 类 中 SiO 含 量 在 66．11％ 一 

70．92％之 间 ，A1，0 (7．78％ ～15．34％)和 MgO 

(0．38％ ～9．00％)含 量 高 ，Na2O(0．24％ 一 

2．29％)和 K，0(0．51％ ～2．12％ )含量 中等偏 低， 

CaO含量较低(0．11％ ～0．30％)。本区酸性火山 

岩主量元素成矿具有高硅、过铝质、低一中钾和高镁 

特征 (表 2)，这些成分特点与玻镁安山岩十分相似。 

表 1 阿舍勒铜矿中泥盆统阿舍勒组酸性火山岩样品位置、特征 

含矿主岩——灰绿色一浅紫色英安质凝灰岩， 

属酸性火山岩 ，是铜多金属矿床的最有利含矿岩石 

类型之一 。与北疆含铅锌矿麦兹和克朗盆地 中泥盆 

系变 英安一流 纹岩  ̈和 甘肃 白银 厂多 金属 矿类 

似 ’” 。本区含矿 主岩 中 Na 0／(Na 0+K 0)值 

在 0．14～0．51，与典型的铜锌型多金属块状硫化物 

矿床重要岩石化学标志值相符⋯ 。 

值得注意的是，阿舍勒组第二亚旋回第一和第 

二韵律层喷发间歇期，虽然没有规模较大的工业矿 

体 ，但矿化普遍 ，岩石中黄铁矿的含量超过 10％ ，地 

表风化形成褐铁矿并有大量流失孔存在，样品Ap一 

66、70和 73中 Fe 0 的含量均超过 10％ ，图 1 B中 

的投点也落人拉斑玄武岩系列。如果扣除黄铁矿中 

铁的含量，这些投点将回落入钙碱性岩石系列。本 

区岩石中MgO含量大大高于正常的英安流纹岩，未 

蚀变 的近矿围岩 中含量最高达到 9％，暗示岩浆源 

区可能起源于富集地幔 。 

Ap一91号样品代表高镁高铝玄武岩 ，为主矿体 

的盖层。元素含量：TiO2为0．73％，CaO为 5．22％， 

明显高于英安岩和流纹岩类 ，这对稀 土元素分异作 

用有 明 显 的 制 约 ；Na O 和 K：0 的 含 量 分 别 为 

2．55％ 和 0．07％ ，钾钠和为 2．62％ ，属低钾拉斑玄 

武岩。元素 比值 ：Na：o／(Na：O+K 0)值 为 0．97， 

Na：O／K 0值为33．33，暗示本区岛弧玄武安山岩可 

能经过海底同生热水蚀变作用后而造成钠钾比值较 

大程度地偏离岛弧玄武岩 的正常值 ，这与野外墨绿 

色玄武岩，由于蚀变而退色为灰绿色 的地质实 际相 

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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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疆 阿舍勒铜矿酸性火 山岩岩石类型判别图 

表 2 阿舍勒铜矿酸性火 山岩的主量元素分析结果 ∞B／％ 

KN= K2O+Na2O；Bzl=K2O／Na2O；Bz2=Na2O／(K2O+Na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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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离子亲石元素配分模式具有岛弧 

火山岩特征 

本区火山岩的微量元素含量列于表 3。图 2分 

别显示了阿舍勒不同喷发旋回火 山岩原始地幔标准 

化蜘蛛图。从中可以看出： 

本区含矿酸性火 山岩 (图 2A，英安质和流纹质 

凝灰岩)具有明显 的 Th—u—K、Ph和 zr—Hf正异 

常 ，富集 大 离子 亲石 元 素 (LILE)和 轻稀 土元 素 

(LREE)，具 有 明显 的 Ta、Nb、Sr、P、Eu和 Ti负异 

常，这与成熟岛弧中流纹岩富集 Th、LREE和 LILE， 

具有明显负 Eu异常 、亏损 Nb的特点 相一致 ；非 

含矿酸性火 山岩也具有明显的 Th～U—K、Pb和 zr 

— Hf正异常 ，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LILE)和轻稀土 

元素(LREE)，具有 明显 的 Ta、Nb、Eu和 rri负异 常 

(图 2B)，显示二者的岩浆源区可能一致。但两者相 

比，后者的 Th—u—K和 zr—Hf正异常强度明显 降 

低 ，这种差异性可能是 同缘岩浆演化 的结果。与酸 

性火山岩相比，玄武岩(图 2C)也具有相似微量元素 

配分模式，玄武岩与酸性火 山岩可能岩浆源区均起 

源于富集地幔 ，它们具有相同的岩浆源区。因此 ，本 

区的火山岩属于来 自同一岩浆源区的岩浆演化的产 

物，岩浆源区可能起源于富集地幔，形成于成熟岛弧 

环境 中。 

本区的火山岩微量元素配分模式总体特征与成 

熟大陆弧花 岗岩类 似，都具有 十分 明显的 sr、 负 

异常(原始地幔标准化 比值小 于 1)和 明显 的 P、Ba 

负异常(图 2)，同样说明本区火 山岩 的形成环境可 

能是成熟岛弧。几乎所有火山岩样 品中都具有明显 

的 Ta、Nb、La负异常 ，富镁玄武岩还具有负 Zr、Hf异 

常(图 2C)，暗示本区的这种成熟岛弧由初始岛弧演 

化而来(后面讨论)。 

含矿与非矿酸性火山岩的微量元素配分模式虽 

然总体上是一致 的，但是二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 

含矿酸性火山岩模式分布范围是非矿酸性火山岩的 

2～3倍 ，前者微量元素组成更加复杂 ，后者相对简 

单 ；前者具有更高的铅异常 、部分样品还具有明显 的 

Ba正异常。显然 ，与铜多金属成矿关系密切的酸性 

火山岩的微量元素配分模式与成矿过程中高温下 的 

水一岩反映关系密切。 

5 稀土元素配分模式与岛弧火山岩特 

征类似 

从表 3和图 3看 ，本区酸性火山岩 REE总量较 

低 ，多在 100×10 以下，LREE／HREE值在 1．63～ 

13．45之间，其他反映轻重稀土之间的分异作用的参 

数值均大于 1，说明轻、重稀土元素分异作用明显， 

且明显富集 LREE。稀土组成参数 (表 3)显示 ，轻重 

稀土元素内部分异差异明显 ，反映轻稀土内部分异 

程度 的(La／Sm) 比值为 1．08～3．36，而反映重稀 

土内部分异 的参数 (Gd／Yb) 比值为 0．77～2．40 

之间，且多数在 l左右 ，说 明本 区火 山岩中稀土元素 

配分模式为重稀土平坦一亏损轻稀土富集型。这些 

特征与活动大陆边缘上的成熟 岛弧火山岩的稀土元 

素特征基本一致。多数火 山岩具 有 明显一弱 的负 

Eu异常，3Eu值多在 0．46—0．90，铕中等一弱亏损 ， 

平均值为 0．75，与壳幔型花岗岩平均值(0．84)接 

近，说明火山岩的岩浆可能起源于下地壳或上地幔。 

其 中 Ap一81样 品负 Eu异常最为明显 ，铕亏损最强 

烈 (8Eu=0．28)。部分酸性火山岩如 Ap一73和 Ap 

一 86具有中等一弱的正铕异常，除了由于岩石中 Ba 

和 sr含量较高外，指示流体具有较高的温度和相对 

还原的性质，是有利于铜、锌等成矿金属元素沉淀富 

集成矿的环境 。 

本区火山岩非矿(图3A)、含矿和矿体上盘(图 

3B)盖层之间存在 一定差异 ，暗示它们之间具 有明 

显的岩浆结 晶分异作用存在。非含矿与含矿酸性火 

山岩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的差异性 主要表现有 ：含 

矿岩石的稀土总量普遍 比较 高、配分模式的分布范 

围更广 (约为非矿 的2倍 )，轻重稀土之间及其内部 

的分异较强 ，负铕异常更加明显 ，由于高温热水反映 

的存在 ，部分样品出现正铕异常。此外 ，富镁英安岩 

稀土元素的稀土模式 为平坦 型或 “V”型 (如 Ap一 

81)。联系火山喷发过程 中，火山岩从 流纹岩开始 ， 

逐渐到英安岩 ，以玄武岩结束这一地质实际，稀土元 

素的配分模式从 右倾型逐渐 过渡到平坦型 和“v” 

型。上述特征说 明变化较大的稀土模式有利于铜锌 

多金属成矿 。矿体盖层——玄武岩为典型的平坦型 

配分模式。这些特征同样说 明它们属于同一岩浆演 

化的产物 ，具有相同的岩浆源区，且均起源于富集地 

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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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I 1 

图 2 阿舍勒火山岩原始地幔标准化微量元素蛛 网图 

(原始地幔数据 自 Sun and McDonough，1989) 

图A为阿舍勒组第二段第二亚段酸性火山岩(含矿)：■一Ap73；●一Ap75；▲一Ap81；◆一Ap83； 

o—Ap86； 一03As10；△一03Asl1。图B为阿舍勒组第二段第一亚段酸性火山岩(非矿)，说明： 

◆一Ap42；口 一Ap48；■一Ap55；▲一Ap65；●一Ap66； —Ap70。图 C阿舍勒组第 二段第三亚段玄 

武岩(矿体盖层)：▲一A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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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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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e Pr Nd Sm Eu GdTb Dy I-Io Er Tm Yb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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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l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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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 3 阿舍勒 火山岩球粒 陨石标 准化稀土元素配分图(图中样品号同表3) 

图A为阿舍勒组第二段第一亚段酸性火山岩(非矿)；图B Ap91为第二段第三亚段玄武岩(矿体盖层)；其余 

为 阿舍勒组第二段第二亚段酸性火山岩(含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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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阿舍勒铜矿火 山岩 Nb—Y和 Rb—Y+Nb图解 圳 

VAG一火 山岛弧环境 ；VAG+Syn—COLG～火山岛弧 +同碰撞环境 ；ORG一造山环境 

WPG一板内环境 。V 一非矿酸性火 山岩 ；◆ 一含矿酸性火山岩 

A B 

图 5 阿舍勒铜矿酸性火山岩 Rb／10(Rb／30)一Hf—Ta 3图解 

●一含矿酸性火tlI岩；▲一非矿酸性火山岩；●一矿体上盘玄武岩；口一NORB；“+”一上部陆壳 

“×”一中部陆壳；△ 一下陆壳 

6 大陆动力学背景分析与讨论 

本区火山岩形成 的大陆动力学背景为成熟岛弧 

环境。主要依据有 ： 

(1)本 区 酸 性 火 山 岩 (英 安 流 纹 岩 类 )中 

Yb<5 X 10～，Ta<1 X 10～，Ta／Yb值 <0．5，表现为 

与板块俯 冲作用 有关 的岛弧岩浆作用 的特点 ， 

Nb—Yb和 Rb—Y+Nb图解(图4A和4B)显示，本 

区火山岩形成于火山岛弧环境 中。 

(2)稀土元素含量特征及配分模式研究 表明 ， 

本区的酸性火山岩和基性火山岩属于同一岩浆演化 

的产物 ，具有相 同的岩浆源区 ，且 均起 源于富集地 

幔。而微量元素配分模式总体特征与成熟大陆弧花 

岗岩类似，都具有十分明显的 sr、|ri负异常(原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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幔标准化 比值小 于 1)和 明显 的 P、Ba负异 常 (部 

分 )，说明本区火山岩的形成环境可能是成熟岛弧。 

但又以明显的 Ta、Nb、La负异常为特征。 

(3)Rb／10一Hf—Ta 3和 Rb／30一Hf—Ta 3 

图解(图5A、B)对火山岩形成环境进一步划分，多 

数样品投影落在火山弧内及其与板内环境的边界附 

近 ，说明本区火山岩形成于陆缘岛弧环境中。 

讨论 ：本 区高镁 流纹岩类形成于洋 内弧附近的 

前弧盆地环境中，可能属于一种新型地球动力学背 

景 ，且与阿舍勒铜锌矿床形成演化有密切关系，直接 

揭示 了该矿床形成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流纹岩依据 

其成 因和 形成 的大 陆 动力 学 背 景 可 以划分 为 3 

种 ：A一由地壳深熔作用形 成，这种流纹岩 富集 

Al、Th和 LREE，强烈亏损 Nb，eNd(t)为负值 ； 

㈣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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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由玄武岩岩浆演 化形成 的流纹 岩 中富集 zr 

和 Nb ，8Nd(t)与相共存 的玄武岩类似；C—A型 

流纹岩与 A型花岗岩形成环境一致 ，即形成 于非造 

山环境中，具有 高 SiO 、K 0+Na：0、Zr和 Ga等高 

场强元素、高 sNd(t)值(正值 )为特征 。本区酸 

性火 山岩具有 LREE明显富集 ，La／Nb值为 1．85～ 

4．953，La／Th值 2．12～6．85，Th／Ta值高 (10．33～ 

l5．56)，具有 中等一弱的 SEu(0．28～0．90)负异常， 

与成熟岛弧环境下的火山岩特征相似 。 

本区流纹岩类具有 Ti、Nb、P和 Ta明显负异常 、 

sr中等负异常和高硅富镁等成分特点 ，可能暗示 与 

初始岛弧演化形成有密切关 系，结合本 区火山岩 主 

体属钙碱性和拉斑玄武岩系列岩石 (图 5A、5B)；岩 

石组合为高镁玄武岩一高镁英安岩一高镁流纹岩组 

合；本区酸性火山岩与玄武岩具有同源区特点 ，仍属 

于前弧盆地中火山岩充填体。总之，本区酸性火山 

岩具有高硅 、富镁 、铝过饱和、中一低钾等特点 ，具有 

Ti、Nb、P和 Ta明显负异常 、sr中等负异常 ，轻稀土 

明显富集 ，La／Nb值 为 1．85～4．953，La／Th值 2．12 
～ 6．85，Th／Ta值高 (10．33～15．56)，具有中等一弱 

的6Eu(0．28～0．90)负异常，与上述 3类 流纹岩类 

大陆动力学背景明显不 同，它是流纹岩类形成的第 

四种大陆动力学背景 ，即洋内弧附近的前弧盆地。 

7 结论 

本 区玄武岩一英安岩一流纹岩岩石组合属钙碱 

性 (亚碱性)系列 ，酸性火山岩与基性火 山岩可能起 

源 同一岩浆源区，均起源于富集地幔 ，它们形成的构 

造背景为洋内弧附近的前弧盆地。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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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ectonic setting and of acidic 

volcanic rocks in Ashele copper deposit，Xinjiang 

GAO Zhen—quan ' ，ZHAO Qing ，FANG Wei—xuan ，HU Rui—zhong ，FANG Ming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re Deposit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 550002； 

2．China Non一 rrous Metals Geology Survey，Beifing 100012； 

3．Territorial Resource Consulting and Study Center of Xi， ang，Urumuqi 830000； 

4．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093) 

Abstract：Rock associations of basalt，dacite and rhyolite in Ashle copper deposit in Xinjiang，China，are attached to calc一 

(sub一)alkaline volcanic rock series．Rhyolites and dacit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aluminous，medium to low potassium vol— 

canic r0ck series．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the contents of trace elements and their ratios．the large—ionic radius element and REE pat— 

tern and the spider plots of trace elements，and the results of discrimination diagrams，it can be inferred that acidic volcanic rocks of 

Ashele would possibly produced in the background of fore—are basin nearby the intra—oceanic arc．Magmatic sources of acidic and 

basic volcanic rocks in the study area，resulting from magmatic differentiation，may origin form the same magmatic source(the enriched 

mantle)． 

Key words：Ashele copper deposit；acidic volcanic rocks；enriched mantle，Intra—oceanic—arc(IOA)；Fore—arc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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