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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红旗岭与 Cu-Ni硫化物矿床有关的超基性
岩体的时代和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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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磐石市东南部红旗岭镇出露有大量的

基性-超基性岩体 (图 1) 。这些岩体在构造位置

上位于兴蒙造山带东段,辉发河深断裂的北侧,南

与华北陆台相接 (杨言辰等, 2005) 。因其在空间

上与红旗岭铜镍硫化物矿床伴生而受到普遍关注

( Wuetal., 2004;张广良等, 2005;郗爱华等,

2005;杨言辰等, 2005) 。本文选择与 Cu-Ni硫化

物矿床有关的一个小超基性岩体 (图 1)为研究对

象,从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特征方面对其进行了进

一步研究。

图 1　红旗岭地区地质简图

在获得大量单颗粒锆石的前提下, 对该岩体

进行了锆石 U-Pb年龄测定 ( LA-ICP-MS) , 13个

分析点均位于 U-Pb谐和线上,
206

Pb/
238

U加权平

均年龄为 220.6 ±2.0 Ma,表明该岩体为印支晚

期岩浆活动的产物,该年龄与前人对 1号超基性

岩体的 SHRIMP定年结果 ( 216 ±5 Ma)在误差范

围内基本一致 ( Wuetal., 2004;张广良等,

2005)。目前, 对红旗岭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时

代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前人通过对红旗岭铜镍硫

化物矿床 1号含矿超基性岩体中黑云母的
40
Ar-

39

Ar法定年, 表明其结晶年龄为 225 Ma, 并认为大

致代表了主成矿年龄 (郗爱华等, 2005) 。如果上

述认识正确,上述超基性岩体 (包括 1号岩体 )的

形成与红旗岭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具有时间上的

一致性,暗示它们在成因上具有一定的联系。

地球化学研究表明,该超基性岩体 SiO2含量

较低 ( 43.2% ～ 44.5%), 在 TAS图解中属于苦橄

玄武岩系列,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图解中轻

稀土较为富集, 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图解中

亏损高场强元素 Nb, Ta和 Zr, 富集大离子亲石元

素 Rb, Ba和 Sr,并强烈富集 Pb。 Sm-Sm/Yb模拟

计算图解表明其源区物质为石榴子石二辉橄榄

岩,超基性岩为高程度部分熔融 ( 50% ～ 70%)下

的产物 。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 εNd ( t) =3.5 ～

4.0之间, (
87
Sr/

86
Sr) i=0.70394 ～ 0.70408之间,

εHf( t) =9.6 ～ 14.4。地球化学综合研究表明所

研究岩体源区为亏损的石榴子石二辉橄榄岩地

幔,在成岩过程 (上升侵位 )中没有受到明显地壳

物质 ( 1% ～ 2%)的混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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