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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疆大石头-色皮口地区位于博格达造山带东段北部。该区大石头群流纹岩Rb-Sr同位素等时线年龄为

闭合后区域隆升阶段的产物。这些流纹岩的εNd（t）为＋5．30～＋6．40，（^87Sr／^86Sr）；

06Pb／^204Pb），为18．037～18．425、（^207Pb／^204Pb），为15．524～15．567、（

98～37．810，因此其Nd-Sr—Pb同位素特征与博格达陆内裂谷伸展和沉降阶段形成的早石炭世七角井

大量玄武岩伴生的少量流纹岩是由玄武岩浆分离结晶作用的产物，而大石头群中的大量流纹岩群仅与少量玄武岩伴生故是由玄武岩

的产物可排除大的可能性。该区流纹岩很可能是碰撞后的底侵玄武岩在地幔热量影响下发生重熔的产物。大石

Sr（t）值（低Sr初始值）和低Pb同位素比值表明博格达裂谷碰撞后的底侵幔源岩浆重熔的基性产物与

损地幔。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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