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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新疆西昆仑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西北缘和中央

造山带的最西段，地处塔里木陆块西南缘（图 1a），

大地构造位置特殊，成矿条件优越。近年来，沉积

变质型铁矿、热液-交代型铅锌矿和伟晶岩型稀有

金属矿等矿产勘查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资源潜

力巨大。本区已发现阿克塔斯锂矿（图1b）、红柳滩

锂矿、509道班西锂矿和白龙山锂铷多金属矿等，预

测资源量已达超大型矿床规模。目前对该区域稀

有金属矿床的成矿地质特征研究成果较多，但是矿

床形成时代认识依旧较为笼统，还没有明确的年代

学数据支撑。本研究的目的主要通过对花岗伟晶

岩中普遍存在的白云母矿物开展 40Ar/ 39Ar定年来确

定矿床成矿年龄，为西昆仑—喀喇昆仑构造演化及

其成岩成矿作用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2 研究方法（Methods）
白云母氩同位素测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40Ar/39Ar与（U-Th）/He年代学实验室完

成。样品经处理后置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49-2

反应堆B4通道内进行快中子活化，持续24 h，反应堆

中子瞬时通量2.65×1013 n/cm2 ·s，积分通量2.28×1018

n/cm2。辐照后将带有白云母颗粒的铟片转到无氧铜

样品盘上，然后转移至激光样品仓中密封，随后加热

至140℃并去气4~5 d，最后采用激光原位剥蚀法进

行 40Ar/39Ar年龄测定。激光测试时采用193 nm准分

子激光器Analyte G2圆形束斑50 μm预剥蚀样品表

面30 s，之后不断调整激光聚焦保证有效剥蚀3 min；

在剥蚀的同时采用SAES Zr-Al泵纯化气体，而后引

入Noblesse惰性气体质谱仪进行分析。Ca和K的校

正参数分别为 [36Ar/37Ar]Ca=0.000261，[39Ar/37Ar]Ca=

0.000724，[40Ar/39Ar]K=0.00088；K 的衰变常数采用

5.543×10-10a-1；39Ar释放量>50%时可定义为坪年龄，

利用坪年龄通过York回归计算反等时线年龄；使用

ArArCALC程序计算坪年龄及反等时线，所有数据

的不确定度为95%置信区间（2σ）。

3 研究结果（Results）
阿克塔斯锂矿位于大红柳滩喀拉喀什河南岸，出

露地层为三叠纪巴颜喀拉山群，南部分布晚三叠世二

长花岗岩（图1b），岩体外接触带上发育大量花岗伟晶

岩脉，沿北西-南东向顺层贯入围岩之中，稀有金属

矿化与二长花岗岩关系密切。本次研究样品采自该

矿区90-1号含矿岩脉（图1b），含稀有金属伟晶岩脉

为块状构造，伟晶结构（图1c）。岩石的矿物成分由锂

辉石（48%）、斜长石（22%）、石英（18%）和白云母

（10%）等组成；锂辉石晶体呈柱状（图1c、d），粒径大

小在5~9 mm，干涉色呈一级橙色、正高突起、Ng∧C

为25º、二轴晶、正光性和正延性；斜长石晶体形态呈

粒状，粒径3~5.5 mm，矿物种属为棋盘格子状的钠长

石（图 1e）；石英晶体呈粒状（图 1d、e），粒径 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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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白云母呈片状（图1 d、e），片直径0.3~1.5 mm，零

散分布，解理弯曲明显，波状消光。

测试所用的白云母样品呈叠层状集合体，纯

净、无杂物。对其开展了 22 个靶点的激光剥蚀测

试，其中符合精度参与计算的有 13组年龄，所获数

据见表 1。样品年龄谱线表现出稳定的年龄谱图，

平均后取得坪年龄(144.7±4.3) Ma，全熔年龄(144.0±

3.8) Ma（图1f）。在反等时线图上（图1g），各数据相

关性良好，得出的反等时线年龄为(145.1±7.6) Ma，

与坪年龄相一致，得到的 40Ar/36Ar 初始值为 293.7±

64.2，与现在大气氩的 40Ar/36Ar 比值（295.5）接近。

这些数据表明，白云母自结晶形成以后对 40Ar/39Ar

体系保持封闭，没有受到后期热事件的影响，不存

在过剩氩，因此，由激光原位剥蚀测定的白云母年

龄是可靠的。

4 结论（Conclusions）
研究区伟晶岩脉广泛分布在巴颜喀拉山群和

大红柳滩岩体中，均呈侵入接触关系。大红柳滩岩

体的形成时代介于 220 ~ 208 Ma，为晚三叠世且持

续了较长的时间。而伟晶岩脉与岩体之间的侵入

接触关系说明其成矿时代应该不早于晚三叠世。

本文测定的白云母 40Ar/39Ar年龄为(144.7±4.3) Ma，

属晚侏罗世末期至早白垩世初期，晚于围岩和岩体

形成时代；结合笔者对同一样品开展的 LA-ICP-
MS 锆石 U-Pb 测试获得(144.1±1.8) Ma（未发表数

据），可见这两种方法测试获得的数据一致，因此大

红柳滩含稀有金属伟晶岩脉的成岩成矿年龄为

(144.7±4.3)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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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伟晶岩脉中白云母 40Ar/39Ar同位素分析结果
Table 1 40Ar / 39Ar isotopic data of muscovite from pegmatite vein

注：193 nm激光剥蚀,束斑50 μm,剥蚀时间3 min, J=0.0036840 ± 0.0000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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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疆西昆仑地区大地构造位置图（a）、阿克塔斯稀有金属矿区地质图（b）、含矿岩脉的野外露头与显微镜下偏光照片（c、d、
e）、伟晶岩脉中白云母 40Ar/39Ar坪年龄谱图（f）和反等时线年龄图（g）

TRMB—塔里木板块；WKLS—西昆仑造山带；TSHT—甜水海地块；BYF—巴颜喀拉褶断带；SQT—南羌塘地块。主要断裂:F1—公格尔—柯

岗大断裂；F2—康西瓦-鲸鱼湖大断裂；F3—大红柳滩断裂；F4—喀喇昆仑大断裂；Sp—锂辉石; Ab—钠长石; Ms—白云母; Qtz—石英

Fig. 1 Geotectonic position(a) in the Western Kunlun, Xinjiang and geologic map(b) of Aketasi rare metal ore deposit, field
photographs and microphotographs(c, d, e) of rare metal pegmatite vein, 40Ar/39Ar plateau age (f) and inverse isochron age (g) of

muscovite
TRMB-Tarim landmass, WKLS-Western Kunlun orogenic belt, TSHT-Tianshuihai landmass, BYF-Bayan Har folded and faulted zone, SQT-

Southern Qiangtang landmass. Main faults: F1-Kongur-kegang fault belt；F2-Kangxiwar-Jingyuhu fault belt；F3-Dahongliutan fault belt；F4-

Karakorum fault belt；Sp-Spodumene；Ab-Albite；Ms-Muscovite；Qtz-Qu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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