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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阿尔泰稀有金属成矿带位于西伯利亚板块西

南缘阿尔泰古生代陆缘活动带内，受阿尔泰早古生

代岩浆弧和卡尔巴-锡伯渡岩浆弧及震旦纪-早古生

代变质岩控制，主体长 500 km，宽 40~80 km，已

发现伟晶岩脉 10 余万条，是我国重要的稀有金属、

宝石、工业白云母成矿带。阿尔泰稀有金属伟晶岩

的形成时代争议颇多。前人认为稀有金属矿化类型

越复杂，则形成时代越晚。本文在充分总结阿尔泰

稀有金属成矿带地质特征的基础上，利用锆石 U-Pb

定年技术，系统对区内稀有金属矿床（含无矿伟晶

岩）成矿年龄进行测定，探讨其成矿年代，并结合

区域成矿作用探讨伟晶岩与稀有金属矿床关系。 

1  地质背景 

阿尔泰造山带是中亚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呈 NW-SE 向贯穿于中、俄、哈、蒙四国，全长 2000 

km，在中国境内约 500 km。该带位于西伯利亚板

块西南边缘与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北部边缘

之间，北邻西萨彦岭古岛弧带，南侧以额尔齐斯断

裂与准噶尔地块相接。阿尔泰造山带是一个具有多

大陆块体、岛弧和增生杂岩带特征而且多块体镶

嵌、多缝合带拼接、山盆耦合的显生宙增生型造山

带。该带在新元古代晚期到早古生代早期为稳定大

陆边缘阶段；在古生代发生了地壳双向增生，在中

新生代阿尔泰进入相对稳定的大陆发展阶段，以拉

张和挤压作用的交替为特征。 

 

阿尔泰造山带由断裂划分为 6 个地体，包括阿

尔泰山地体、北西阿尔泰山地体、中阿尔泰山地体、

琼库尔—阿巴宫地体、额尔齐斯地体和布尔津—二

台地体。花岗岩的就位时代主要有 5 个峰期，包括

479~460 Ma，408~337 Ma（主峰期），344~290 Ma，

249~210 Ma 和~151 Ma。研究表明，在额尔齐斯断

裂带以北在海西期造山后伸展作用形成的花岗岩

体，可能为造山带内岩浆成因伟晶的形成提供有利

物源条件。 

阿尔泰稀有金属成矿带包括 2 个稀有金属矿

带，分别为西北部加曼哈巴—大喀拉苏稀有金属矿

带（主要受琼库尔—阿巴宫地体控制）和东南部哈

龙—青河稀有金属矿带（主要受中阿尔泰地体控

制），含 9 个稀有金属矿伟晶岩矿集区，由西北向

东南依次为加曼哈巴、海流滩—也留曼、小喀拉苏

—切别林，大喀拉苏—可可西尔、卡拉额尔齐斯、

柯鲁木特—吉得克、库威—结别特、可可托海和青

河伟晶岩矿集区（邹天人和李庆昌等，2006）。从

加里东期、海西期、印支期至燕山期均有伟晶岩及

伟晶岩型矿床形成，由早至晚，元素和矿物组合越

来越多、伟晶岩分带越来越完善、矿床规模越来越

大、矿种由单一向综合演化。 

2  锆石 U-Pb 年龄 

2.1 阿斯喀尔特 Be 矿锆石 LA-ICP-MS U-Pb 年龄

与辉钼矿 Re-Os 年龄 

本次研究获得阿斯喀尔特花岗岩型和伟晶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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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Be 矿锆石 U-Pb 年龄分别为 194.5±3.0 Ma 和

222.3±1.1 Ma。另外，阿斯喀尔特伟晶岩型 Be 矿

中分层细粒伟晶岩内产出辉钼矿，其 Re-Os 年龄为

210.5±8.9 Ma，限定伟晶岩型 Be 矿形成于晚三叠

世，而矿区白云母花岗岩形成于早侏罗世，两者关

系需进一步研究。 

2.2 虎斯特花岗岩型和伟晶岩型Be矿锆石U-Pb年龄 

本次研究获得虎斯特花岗岩型和伟晶岩型 Be

矿锆石 U-Pb 年龄分别为 218.8±4.9 Ma 和 201.1±2.3 

Ma。伟晶岩型 Be 矿稍晚于花岗岩型，与野外现象

一致，两者相差 17Ma，稀有金属伟晶岩可能为花

岗岩晚期岩浆演化的产物。 

2.3 阿尔泰其他稀有金属伟晶岩 LA-ICP-MS 锆石

U-Pb 年龄 

阿尔泰稀有金属伟晶岩 LA-ICP-MS 锆石 U-Pb

年龄分别为：塔拉特伟晶岩型 Li-Be-Nb-Ta 矿化锂

蓝闪石围岩 481.4±8.8 Ma、康木纳弓伟晶岩（无矿）

305.7±7.8 Ma、群库尔伟晶岩型 Be 矿 194.3±1.6 

Ma、大喀纳苏伟晶岩型Be-Nb-Ta矿 231.3±6.1 Ma、

小喀纳苏伟晶岩型 Li-Nb-Ta 矿 257.4±7.6 Ma、苇

子沟伟晶岩型 Be 矿石英-白云母-钠长石 248.3±2.2 

Ma、似文象伟晶岩 231.4±6.8 Ma。其中，康木纳

弓形成于晚石炭世（造山晚期）、大喀纳苏 Be-Nb-Ta

矿形成于中三叠世、小喀纳苏 Li-Nb-Ta 矿形成于晚

二叠世、群库尔 Be 矿形成于早侏罗世。 

3  讨论与结论 

本次研究的阿尔泰造山带稀有金属伟晶岩矿

点主要形成于早二叠世、早中三叠世以及早侏罗

世。阿尔泰造山带主要产出白云母型伟晶岩、白云

母稀有金属型伟晶岩和稀有金属伟晶岩。根据前人

的年龄数据（朱永峰等，2002；王登红等，2003；

郭正林等，2013；秦克章等，2013；郭旭吉等，2015；

王春龙等，2015），白云母型伟晶岩形成较早，集

中于造山峰期，白云母稀有金属型伟晶岩形成于造

山晚期，而稀有金属伟晶岩主要集中在造山结束后

的稳定伸展阶段。本次研究获得的虎斯特、阿斯喀

尔特和群库尔单一 Be 矿化稀有金属伟晶岩形成于

大喀纳苏 Be-Nb-Ta 和小喀纳苏 Li-Nb-Ta 稀有金属

矿点之后，无矿伟晶岩的形成时代早于可可托海

Li-Be-Nb-Ta-Cs 等大型复杂稀有金属矿床。因此，

阿尔泰稀有金属伟晶岩的形成时代，与稀有金属伟

晶岩的矿化类型、分异演化程度等因素没有必然联

系。阿尔泰稀有金属伟晶岩形成时代跨度大，从早

二叠世至早侏罗世均有稀有金属伟晶岩产出，是否

存在多期稀有金属伟晶岩形成事件尚待商榷，但值

得注意的是，位于中阿尔泰山地体的稀有金属伟晶

岩（早二叠世-早中三叠世）要早于产出于北阿尔泰

山地体的稀有金属伟晶岩（早侏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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