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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新疆北部古生代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可以划分为高硫型

和低硫型两大类 以后一种为主 ∀金矿的形成和分布受破火山口 !隐爆角砾岩筒 !与火山机构有关的断裂以及区域

断裂控制 ∀与金矿有关的火山岩 主要是一套以玄武岩 安山岩 英安岩 流纹岩及其火山碎屑岩组合为特征的钙碱

性陆相火山岩 少数为海相 陆相火山岩 ∀矿体赋存在火山岩 !潜火山岩中 少数在斑岩中 ∀主要的蚀变组合为冰长

石 石英 玉髓 绢云母或明矾石 高岭石 石英 玉髓 ∀金矿成矿时代在 ∗ 之间 金矿在时间和空间上与

新疆古生代在 ? ! ? 和 ? 个阶段的大规模火山 潜火山活动有密切关系 ∀金矿

床形成的地球动力学背景为区域伸展环境或大范围挤压背景下的局部伸展环境 ∀

关键词  地质学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 时空分布 地球动力学背景 新疆北部 综述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浅成低温热液矿床是指产于地壳浅部环境的

金 !银 !汞 !锑等金属以及硫 !高岭石 !明矾石等非金

属矿床 ∀这些矿床产于不同类型的

火山构造环境中 ∏ ∀根据其

形成条件 !特征矿物以及元素组合 可进一步划分为

低硫型 !高硫型和碱性岩型 大类

等 将其划分为冰长石 绢云母型和明矾

石 高岭石型 酸性硫酸盐型 ∀浅成低温热液金矿

具有低温 ε !低压 !低盐度和成矿深度浅

的特征 ∀低硫型金矿受破火山口或远离火

山口的复合断裂 裂隙系统控制 在区域上常与汞

锑 !铀和铅锌共生 陈毓川等 成矿流体以大

气降水为主 有岩浆水混入 ≤ ∀

高硫型金矿容矿岩系以英安质 流纹质喷出相或侵

出相为主 其下为斑岩体 常与铜矿伴生 陈毓川等

成矿流体以岩浆水为主 混合地下水 ≤ 2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是目前世界上

最为重要的金矿床类型之一 也是当前国际矿床学

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江思宏等 ∀浅成低温热

液型金矿床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成矿域 其次是地

中海 ) 喜马拉雅成矿域和古亚洲成矿域中 ∀世界上

著名的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

的 金矿 ∏ 低硫型 !美国的

≤ ≤ ∏ 低硫型

!阿根廷的 ∂ 金银矿 ∏

高硫型 !秘鲁的 ≠ 金银矿 ∏

高硫型 江思宏等 ∀中国的浅成

低温热液型金矿床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 环太平洋

成矿域 和中亚成矿域的阿尔泰 ) 天山 毛景文等

规模较大的有福建紫金山高硫型金矿

∏ 张德全等 !黑龙江团结沟低硫型金矿

∏刘连登等 和新疆阿希低硫型金矿

∏毋瑞身等 ± ∀

新疆的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主要分布在新疆

北部 准噶尔 !阿尔泰和天山 近几年来 不同学者

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的地质特

征 !地球化学 !形成环境及成矿模式 ∀如王京彬等

划分了准噶尔地区与火山 浅成岩有关的金

Ξ 本文得到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 ≤ 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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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成矿系列 李华芹等 测定了新疆浅成低温

热液型金矿的成矿时代 廖启林等 探

讨了北疆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的地球化学特征 ∀刘

家远等 !± 等 总结了新疆北部浅成

热液型金矿和斑岩型铜矿的基本特征和构造联系 ∀

∏ 等 论述了新疆金矿床的地质特征及矿床

成因 ∀沙德铭等 !贾斌等 ! 等

!肖龙等 总结了西天山浅成低温热液

型金矿的基本特征 ∀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根

据一些矿床的野外调查 综合论述了新疆北部古生

代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的基本特征 !时空分布规律

并重点对其形成的地球动力学背景进行探讨 ∀

 成矿地质背景

新疆北部地处塔里木板块 !西伯利亚板块和哈

萨克斯坦板块的结合部位 地质构造复杂 板块间的

相互作用 为金矿床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太古宙时

塔里木地块已形成了古陆壳 元古宙时 天山 !阿尔

泰 !准噶尔先后形成了陆壳基底 青白口纪末的塔里

木运动使哈萨克斯坦 !准噶尔 !天山和塔里木形成统

一的大克拉通 李华芹等 王元龙等 梁

云海等 ∀震旦纪 ) 中寒武世为稳定盖层发展

阶段 主要沉积了冰碛岩 !碎屑岩和碳酸盐岩 ∀晚寒

武世 ) 早奥陶世 随着罗迪尼亚超大陆裂解 新疆北

部形成多个洋盆 ∀奥陶纪在天山和塔里木北缘为碎

屑岩建造 塔里木地区主要为碎屑岩和碳酸盐岩 准

噶尔和阿尔泰地区主要为火山岩和碎屑岩 ∀志留系

分布广泛 主要为碎屑岩 !碳酸盐岩夹火山岩及硅质

岩 ∀泥盆纪时 阿尔泰南缘拉张形成陆缘裂谷和断

陷盆地 阿尔泰 !准噶尔北部和北天山以双峰式火山

岩和火山碎屑岩沉积为特征 准噶尔的南部 !天山和

塔里木盆地北缘主要为碎屑岩 !碳酸盐岩夹火山岩 ∀

石炭纪主要发育碳酸盐岩 !碎屑岩和火山岩 在准噶

尔地区 !东天山和伊犁盆地 火山岩发育 ∀新疆北部

的火山岩主要形成于泥盆纪和石炭纪 岩石组合为

玄武岩 安山岩 流纹岩 !细碧角斑岩和蛇绿岩套中的

基性火山岩 李华芹等 ∀早二叠世的陆相火

山岩相对微弱 主要分布在东准噶尔的扎河坝 !东天

山的康古尔以及北山 !伊犁盆地和柯坪地区 ∀晚二

叠世为陆相碎屑岩沉积 ∀中生界和新生界主要为河

流相和河湖相碎屑岩 ∀

新疆北部的构造演化经历了基底形成阶段 稳

定盖层发展阶段 大陆裂解 !大洋扩张与板块俯冲阶

段 ∀准噶尔古大洋板块在早中奥陶世开始俯冲 于

中泥盆世末闭合 中天山南缘的岛弧型火山岩建造

反映了南天山古大洋板块在早中志留世开始向北俯

冲 于晚志留世至泥盆纪关闭 王元龙等 北

天山古大洋板块于中奥陶世开始俯冲 志留纪 ) 泥

盆纪在斋桑 ) 额尔齐斯一带向南 !北双向俯冲 形成

了萨吾尔山一带晚古生代沟 弧 盆系 阿尔泰则转化

为活动陆缘和弧后拉张盆地 石炭纪早期北天山古

大洋最终闭合 哈萨克斯坦 ) 准噶尔板块与西伯利

亚板块碰撞缝合 古亚洲洋主体消失 王元龙等

∀晚石炭世 新疆北部开始碰撞造山 伴有大

规模同造山或后造山期花岗岩侵入和区域变质作

用 晚石炭世末至早三叠世进入了碰撞期后的伸展

阶段 导致地壳减薄和上地幔上涌 形成了裂谷 !碱

性岩带和双峰式陆相火山岩带 李华芹等 ∀

 新疆北部古生代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的

分布规律

  新疆北部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集中分布在东

准噶尔 !西准噶尔 !西天山 !东天山和阿尔泰 图 ∀

东准噶尔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主要分布在卡拉麦里

缝合带两侧 包括金山沟 !东黑山 金 银矿点 !青

水 !黄南 !索尔巴斯陶 !双峰山 !双峰山西矿点 !

双峰山 汞金矿点 !准巴斯陶以及淖毛湖北山 ∀

西准噶尔主要有阔尔真阔腊和布尔克斯岱金矿 ∀哈

图金矿容矿地层为早石炭世玄武岩和火山碎屑岩

矿化为石英脉型和蚀变岩型 矿体受断裂和破火山

口控制 沈远超等 !王京彬等 !范宏瑞

等 和申萍等 将其归为浅成低温热液

型金矿床 但李华芹等 和王莉娟等 则

认为金成矿与哈图钾长花岗岩有关 ∀西天山的浅成

低温热液型金矿床分布在吐拉苏 ) 也里莫墩成矿

带 形成 个集中区 吐拉苏集中区以阿希金矿为中

心 其他矿床包括伊尔曼德 !京希 !吐拉苏 !吐拉苏西

南 !恰布坎卓它 !塔吾尔别克和阿庇因迪等 图 ∀

也里莫墩集中区主要有加曼特 !铁列克特 !朗布拉和

小于赞矿点 董连慧等 ∀贾斌等 和王

志良等 认为塔吾尔别克和阿庇因迪金矿是斑

岩型金矿 董连慧等 认为也里莫墩集中区的

加曼特等金矿属于斑岩型 ∀这些矿区出露的地层为

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安山岩 !英安岩 !火山角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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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凝灰岩 !凝灰质熔岩 金矿化为含金石英细脉 分

布在二长斑岩和石英长石斑岩的裂隙中 少数在接

触带和围岩中 ∀斑岩体为潜火山岩相 与围岩火山

岩有密切的时空和成因联系 矿化本身也具有典型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的基本特点 成矿作用与火山

潜火山作用有关 因此 等 将其归为高硫

型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 ∀东天山的浅成低温热液型

金矿床包括石英滩 !卡拉塔格 !马庄山和金窝子 ∀阿

尔泰的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相对较少 目前仅发

现了阿尔提什坎金矿床 芮行健 ∀

图  新疆北部主要构造单元及浅成低温热液金矿床分布略图 据 ± •

构造单元 ) 诺尔特石炭纪 二叠纪火山盆地 ) 阿尔泰加里东期褶皱带 ) 克兰双峰式火山沉积建造的海西期褶皱带 ) 阿尔曼

泰晚古生代岛弧带 ) 萨吾尔山晚古生代岛弧 ) 西准噶尔地块 ) 东准噶尔地块 ) 准噶尔中生代 新生代盆地 ) 伊林哈比尔

尕晚古生代弧后盆地 ) 博格达晚古生代裂陷槽 ) 哈尔里克古生代岛弧 ) 吐鲁番 哈密中生代 新生代盆地 ≤ ) 赛里木地块 ≤ )

温泉地块 ≤ ) 博罗霍洛古生代岛弧 ≤ ) 伊犁石炭纪 二叠纪陆内裂谷 ≤ ) 那拉提 哈尔克地块 ⁄ ) 大南湖 头苏泉岛弧 ⁄ ) 阿奇山 雅

满苏弧盆 ⁄ ) 中天山早古生代岛弧和前寒武纪碎块 ⁄ ) 南天山晚古生代弧后盆地 ⁄ ) 南天山早古生代大陆边缘 ∞ ) 塔里木板块

∞ ) 卡拉铁热克晚古生代被动陆缘 ∞ ) 南天山晚古生代大陆边缘 ∞ ) 库鲁克格前寒武纪地块 ∞ ) 北山石炭纪 二叠纪裂陷槽 ∞ ) 木

札尔特地块 ∀矿床名称 ) 阿尔提什坎 ) 布尔克斯岱 ) 阔尔真阔腊 ) 金山沟 ) 双峰山 ) 北山 ) 索尔巴斯陶 ) 京希 伊尔

曼德 ) 阿希 ) 卡拉塔格 ) 石英滩 ) 马庄山 ) 金窝子

ƒ  ∏ ∏

÷ ± •

Τεχτονιχ υνιτσ: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Ορε δεποσιτ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新疆西天山吐拉苏地区地质图 据肖龙等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ƒ ∏ ) ∞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在空间上一般分布在岛

弧带或大陆边缘 涂光炽 ∏

陈毓川等 部分在上叠式火山盆地中

沙德铭等 ∀中国东部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

床总体上位于中生代大陆边缘 毛景文等 ∀

新疆北部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主要分布在古生代

的岛弧带 如秋明塔什 ) 黄山韧性剪切带南侧的阿

齐山 ) 雅满苏岛弧带 石英滩金矿 !布克 ) 三塘湖

岛弧带 双峰山 !淖毛湖北山 !萨吾尔 ) 阿尔曼泰岛

弧带 阔尔真阔腊 !布尔克斯岱金矿 活动大陆边缘

金山沟 !喀拉塔格 !陆内裂谷 阿希等西天山金矿

沙德铭等 和上叠式火山盆地中 如马庄山

± ∀在构造上 金矿床主要受火山

口 !破火山口 !隐爆角砾岩筒 !与火山机构有关的放

射状或环状断裂以及区域断裂控制 ∀含矿火山机构

总是分布在区域断裂弯曲和交汇部位 ∀矿体围绕火

山口或潜火山岩分布 矿化主要呈脉状 !网脉状和角

砾状 受多组断裂 !裂隙 特别是放射性和环状裂隙

系统控制 ∀这些断裂构造起着双重作用 其下部为

流体运移通道 上部为容矿构造 是矿体主要赋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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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与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有关的火山岩 主要是

一套以玄武岩 安山岩 英安岩 流纹岩及其火山碎屑

岩组合为特征的陆相火山岩 刘家远 少数为

海相 陆相火山岩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表明火山岩及

潜火山岩主要为钙碱性系列 ∀赋矿围岩主要为下石

炭统大哈拉军山组 !巴塔玛依内山组 !黑山头组 !太

勒古拉组 !红山嘴组和红柳园组 少数为下泥盆统卓

木巴斯套组和下二叠统阿齐克布拉克组 安山岩和

隐爆角砾岩 ≥ 等时线年龄 ∗ ∀从目

前获得的同位素测年资料来看 其成矿时代主要在

石炭纪 ) 二叠纪 成矿年龄在 ∗ 之间 ∀

除石英滩金矿成矿时代为 ∗ 以外 其他

金矿床形成在 ∗ ∀这些金矿在时间和空

间上与新疆古生代在 ? ?

和 ? 胡霭琴等 个阶段的大规

模火山 潜火山活动有密切关系 ∀

 典型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的特征

与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有关的岩石类型主要

有钙碱性系列和碱性系列组合 ≥ ∀多

数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与钙碱性花岗斑岩 火山

岩有关 少数与碱性火山岩或侵入岩有关 毛景文

等 ∀与碱性岩类有关的金矿床一般富含碲

如美国的 ≤ ≤ 金矿

斐济的 矿床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

大型斑岩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

∀中国该类金矿床以山东归来庄 邱检生等

林景仟等 和山西义兴寨金矿 刘连登

等 为代表 ∀新疆的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主

要与钙碱性系列岩有关 目前未见与碱性岩类有关

的金矿床的报道 ∀新疆北部低硫型浅成低温热液型

金矿床以阿希 !石英滩和双峰山为代表 高硫型以京

希 伊尔曼德 !阔尔真阔腊和金山沟金矿为代表 ∀新

疆北部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的基本特征及其成矿

时代列于表 ∀

3 1  低硫型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

 阿希金矿床

阿希金矿位于西天山博罗科洛晚古生代弧后盆

地的吐拉苏火山断陷盆地中 该盆地是伊犁晚古生

代 ≤ ) °裂谷带的组成部分 沙德铭等 ∀矿

区在伊宁县北 处 地理坐标 β χ δ β χ

δ 是新疆最大的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 金储量

为 远景储量达到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下

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玄武岩 !安山岩 !英安岩 !火山

角砾岩和凝灰岩 火山岩属钙碱性 碱性系列岩石组

合 毋瑞身等 ∀下石炭统阿恰勒河组为砾岩 !

砂岩和粉砂岩 呈角度不整合覆盖在大哈拉军山之

上 ∀侵入岩主要为钠长斑岩脉和潜安山岩 ∀矿区

≥ 向 ! • 向断裂 破火山口的环状断裂和放射状

断裂发育 环状断裂控制着阿希金矿主矿脉 ∀已圈

定金矿体 个 主要赋存于火山熔岩 !火山碎屑岩和

潜安山岩中 ∀其中 号矿体规模最大 呈脉状 图

近 ≥ 向 长 宽一般 ∗ 最宽

延深达 ∀金矿化为角砾岩型 !蚀变岩型和

玉髓状石英脉型 金品位 ∗ 平均

董连慧 ∀ 金银比一般为 Β ∏

金品位与砷以及硫化物含量没有明显的相关

性 ∀划分出 个成矿阶段 王志

良等 第一阶段为微晶石英阶段 形成灰白色

石英脉 含少量黄铁矿 第二阶段为硫化物石英脉阶

段 形成烟灰色含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 是金的主要

成矿阶段 第三阶段为碳酸盐脉阶段 形成方解石

脉 ∀矿石矿物为黄铁矿 !黄铜矿 !毒砂 !白铁矿 !银金

矿 !自然金 !闪锌矿 !方铅矿 !磁黄铁矿等 脉石矿物

为石英 !玉髓 !冰长石 !方解石 !绢云母 !绿泥石 !重晶

石和浊沸石 ∀围岩蚀变主要为硅化 !绢云母化 !冰长

石化 !黄铁矿化 !粘土化 !绿泥石化 !碳酸盐化 !浊沸

石化 ∀蚀变具有明显的水平对称分带和垂直分带

从矿体中心向围岩 分为硅化带 ! 黄铁 绢英岩化

粘土化带 !绿泥石化带 ∀铁帽出现在矿体顶部 玉髓

分布在上部 石英脉和角砾状矿石出现在中部 石英

碳酸盐型矿石形成在底部 ± ∀矿石

以交代结构为主 少量包含结构 角砾状构造 !层纹

构造最为普遍 鲍景新等 ∀李华芹等

测得灰白色石英脉 !烟灰色石英脉和含金碳酸盐石

英脉的石英流体包裹体 ≥ 等时线年龄分别为

? ! ? 和 ? 烟灰

色石英 年龄为 ? 表明成矿作

用发生于 ∗ ∀成矿时代略晚于赋矿安山

岩全岩 ≥ 等时线年龄 ? !

坪年龄 ? 以及钠长斑岩全岩 ≥ 等

时线年龄 和锆石 ° 年龄 ∀

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为 ∗ ε 集中在

∗ ε 峰值为 ε 盐度 ω ≤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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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阿希金矿地质和剖面简图 据李华芹等

ƒ  ¬

) ≤ ≤ ∏ ƒ ) ≤ ƒ )

√ ⁄ ∏ ƒ ) ∂ √ ⁄ ∏ ƒ ) ⁄ ∏

ƒ ) √ ⁄ ∏ ƒ ) ×∏ ⁄ ∏ ƒ ) ∏

) ∏ ) ƒ ∏ ∏ ) ∏ )

平均为 李华芹等 沙德铭等

贾斌等 成矿深度 ∗ 沙德铭

等 ∀成矿热液的 值为 ∗ 为弱酸

到碱性 贾斌等 ∀矿石中黄铁矿 Δ ≥ 值变化

于 ϕ ∗ ϕ 平均 ϕ 沙德铭等 贾

斌等 接近陨石硫 表明硫来自深部岩浆 ∀

安山岩 !安山玢岩和矿石的锶和铅同位素组成表明

成矿物质来自火山岩 李华芹等 沙德铭等

∀石英的 Δ 为 ϕ ∗ ϕ Δ 水 值变

化于 ϕ ∗ ϕ Δ⁄值为 ϕ ∗ ϕ

显示成矿流体主要来自大气降水 贾斌等 ∀

 双峰山金矿床

双峰山金矿位于巴里坤县城北西 处 是

新疆哈密矿产地质勘查院于 年发现的 林锦富

等 ∀大地构造上处于西伯利亚板块晚古生代

库兰卡孜干岛弧南部边缘 靠近卡拉麦里板块缝合

带 ∀矿区出露地层为下石炭统巴塔玛依内山组一套

海相 陆相火山岩建造 由安山岩 !安山质火山碎屑

岩 !流纹质火山碎屑岩 !流纹岩夹透镜状碧玉岩组成

图 ∀火山岩属钙碱性系列 彭晓明等 ∀矿

区出露少量海西中期钠长斑岩脉和石英斑岩脉 ∀金

矿化产于双峰山背斜核部附近 受断裂控制 ∀矿体

呈似层状和透镜状 图 长 ∗ 厚 ∗

最大延深 向 ∞ ∞向倾斜 ∀矿石

分为角砾状 !石英网脉状和细脉浸染状矿石 ∀金品

位一般为 ∗ 最高达 ∀矿石矿物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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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双峰山金矿地质简图和 勘探线剖面图 据彭晓明等

ƒ  ¬ ≥ ∏

°

) √ ≤ ∏ ƒ )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黄铁矿 !毒砂 !自然金 ∀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 !玉

髓 其次有冰长石 !蒙脱石 !绢云母 !萤石 !方解石 !绿

泥石 !绿帘石 ∀根据林锦富等 的资料 件金

矿石中平均金属含量 ω 为 ∏

≤∏ ° ≥

∀矿石具有半自形和他形粒

状结构 角砾状 !网脉状和浸染状构造 ∀围岩蚀变有

硅化 !黄铁矿化 !蒙脱石化 !冰长石化 !绢云母化 !绿

泥石化和碳酸盐化 ∀蚀变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从上

至下分为隐爆硅质角砾岩化带 !低金品位硅化带 !石

英 冰长石 网脉带 矿体 !黄铁矿蒙脱石化带和青

磐岩化带 绢云母化 !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 彭晓明

等 ∀成矿作用划分为 个阶段 其中火山热

泉阶段主要形成蚀变带 潜火山热液阶段是金的主

要成矿阶段 形成的含金石英 冰长石 网脉充填在

硅质岩裂隙中 ∀

矿石与安山岩 !流纹岩 !英安斑岩和石英斑岩的

稀土配分模式相似 表明成矿物质与火山 潜火山岩

有关 林锦富等 刘家远等 ∀石英流体

包裹体 ≥ ≥ 初始比值为 ? 反

映成矿物质来自上地幔 刘家远等 ∀矿石的

Δ ≥值变化于 ϕ ∗ ϕ 表明硫来自深部 席

小平 ∀与矿化有关的围岩为早石炭世晚期的

火山岩及潜火山岩 因此 推断成矿时代为晚石炭世

到二叠纪 ∀

 石英滩金矿床

石英滩金矿位于鄯善县城南东约 处 大

地构造上处于东天山塔里木板块北缘阿齐山 ) 雅满

苏岛弧北缘 ∀矿区出露地层为下二叠统阿齐克布拉

克组 为一套岛弧型钙碱性火山熔岩夹火山碎屑岩

由安山岩 !英安岩 !火山角砾岩 !凝灰岩等组成 ∀侵

入岩主要为海西期花岗闪长岩 !闪长玢岩 !花岗斑

岩 ∀矿区位于秋格明塔什强应变带南侧约 处

容矿围岩未遭受韧性剪切变形 ∀矿区存在一个破火

山口 被潜流纹斑岩充填 环形断裂及晚期 ∞∞向

和 • • 向脆性断裂发育 ∀矿化基本上受火山机构

                     矿   床   地   质                   年  

 
 

 

 
 

 
 

 



断裂和区域断裂的双重控制 大致沿一组近 • •

向的张性断裂产出 形成一组以石英脉为主体的矿

脉群 图 但各矿体产状变化比较大 毛景文等

∀已圈定金矿体 个 矿体产于安山岩中

呈脉状 总体走向 ∗ β 倾向北 倾角 ∗ β

长约 厚度为 ∗ 控制斜深 ∀

近地表产状陡 向深部变缓 图 ∀ 矿体赋存于

隐爆角砾岩中 走向 ∗ β 倾向北 倾角 β 长

约 厚度 ∗ ∀ 为贫矿 赋存于安

山岩及火山角砾岩中 ∀围岩蚀变包括呈面型分布的

青磐岩化及近矿脉带状热液蚀变 后者与金成矿有

密切关系 主要类型有硅化 !黄铁绢英岩化 !绿泥石

化 !碳酸盐化 !冰长石化 !高岭土化 ∀围岩蚀变具有

分带性 以矿体为中心向围岩 划分为硅化带 !泥化

带 !黄铁绢英岩化带和青磐岩化带 丰成友等

∀矿石属于低硫化物型 硫化物含量 按

矿物组合分为玉髓 方解石 黄铁矿 银金矿 自然金

和石英 黄铁矿 绢云母 自然金两类矿石 ∀主要金属

矿物为黄铁矿 !黄铜矿 !黝铜矿和毒砂 ∀金矿物为银

金矿和自然金 其赋存状态以粒间金为主 裂隙金和

包体金次之 ∀脉石矿物主要为玉髓 !石英 !方解石 !

绢云母 !绿泥石 !冰长石 !浊沸石 !高岭石和伊利石 ∀

矿石中存在的少量绢云母 !冰长石 !浊沸石和高岭石

等表明矿床属低硫型浅成低温热液矿床 ∀矿石主要

为显微状和微粒状结构 角砾状 !皮壳状 !条带状 !鸡

冠状 !板条状和胶状构造 ∀矿体成矿作用可分为

个阶段 ≠ 微晶石英阶段 形成矿脉的主体 脉体规

模大 含少量硫化物 金品位低 达不到工业品位

硫化物 玉髓 方解石阶段 为金主要矿化阶段 呈

网脉和细脉状沿微晶石英脉内裂隙充填 在强破碎

处构成富矿体 ≈ 为碳酸盐阶段 形成方解石脉 叠

加在前两个成矿阶段形成的脉体之上 ∀李华芹等

利用 ≥ 等时线方法测定矿区安山岩 !中

细粒英云闪长岩 !隐爆角砾岩 !花岗斑岩和熔结角砾

凝灰岩全岩年龄分别为 ? ! ?

! ? ! ? 和 ?

∀ 条矿脉含金石英 ≥ 等时线年龄为 ?

! ? 和 ? ∀这些年龄数

据表明金成矿与多次火山岩浆热液活动有关 ∀

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为 ∗ ε 集中在

∗ ε 盐度 ω ≤ 一般为 ∗

部分盐度较高 为 ∗ 蔡仲举 李

图  石英滩金矿地质图 和剖面图 据丰成友等 蔡仲举

∗ ) 下二叠统阿齐克布拉克组 ) 安山岩 !英安岩 !火山角砾岩 ) 安山岩 ) 火山角砾岩 ) 熔结角砾凝灰岩 ) 花岗斑岩脉

) 闪长玢岩脉 ) 英云闪长岩 ) 断层 ) 岩性界线 ) 石英脉 ) 金矿体 ) 钻孔 ) 剖面线 ) 地质界线

ƒ  ≥

ƒ ≤

∗ ) ° ∏ ƒ ) ∏ √ ) ) ∂ ) •

∏ ) √ ) ⁄ √ ) × ) ƒ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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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芹等 丰成友等 王志良等 ∀流

体液相成分中 阳离子以 和 为主 且

少量 ≤ ! ! 阴离子以 ≤ 为主

ƒ 少量 ∀气相成分中以 和 ≤ 为主 少量

丰成友等 ∀黄铁矿和矿石全岩 Δ ≥ 值变化

于 ϕ ∗ ϕ 平均 ϕ 十分接近陨石硫 矿

石与围岩火山岩中黄铁矿的 Δ ≥ 平均值相近 丰成

友等 表明硫来自深部 ∀矿石中方解石 Δ ≤

值为 ϕ 与 界定的地幔来源碳同

位素值 ϕ ? ϕ 十分接近 显示出地幔来源的

特征 ∀矿石中石英和围岩安山岩的 Δ ≥ 值分别为

ϕ ∗ ϕ 和 ϕ 两者接近 丰成友等

∀含金石英脉中石英的锶初始比值为

∗ 与矿区安山岩 !隐爆角砾岩和花岗斑岩的

锶初始比值 ∗ 十分接近 李华芹等

∀成矿流体与安山岩 !花岗斑岩及花岗闪长岩

的稀土配分曲线基本相似 均向右倾斜 显示轻稀土

富集和负 ∞∏异常 王志良等 ∀碳 !硅和锶同

位素及稀土元素特征暗示成矿物质来源于火山岩和

潜火山岩 ∀金成矿阶段石英和玉髓流体包裹体的

Δ⁄值为 ϕ ∗ ϕ Δ 值为 ϕ ∗ ϕ

Δ 水值为 ϕ ∗ ϕ 表明成矿流体以大

气降水为主 丰成友等 ∀

3 2  高硫型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

 京希 伊尔曼德金矿

伊宁县京希 伊尔曼德金矿位于西天山博罗科

洛晚古生代弧后盆地的吐拉苏火山断陷盆地中 位

于阿希金矿 • 约 处 ∀区域出露地层为上元

古界青白口系开尔塔斯组结晶灰岩 中 上奥陶统灰

岩 上泥盆统吐呼拉苏组砾岩 !砂岩 下石炭统大哈

拉军山组 图 ∀矿区主要出露下石炭统大哈拉军

山组陆相中性 中酸性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 岩石组

合为砾岩 !砂岩 !熔结凝灰岩 !英安岩 !凝灰质砂岩

其中下部的砾岩和砂岩为含矿层 图 ∀上二叠统

紫红色砾岩零星分布 ∀矿区侵入岩不发育 仅出露

少量的潜安山岩 !石英斑岩和中 基性脉岩 ∀矿区断

裂构造发育 早期为 ∞向和 • 向 晚期为 ≥ 向

断裂 ∀矿区已发现京西和伊尔曼德金矿 其中后者

规模相对较大 ∀伊尔曼德金矿床产于华力西中期石

英斑岩体与上泥盆统吐呼拉苏组 !下石炭统大哈拉

军山组接触带附近的围岩中 图 矿体赋存于大哈

拉军山组砾岩 !砂岩 !砂砾岩中 受 • 向 ! •

向 ! ∞向及 ∞∞向 组断裂的控制 ∀矿床具有

图  京希 伊尔曼德金矿区域地质图 肖龙等

∗ ) 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 ) 火山角砾岩 ) 凝灰质砂岩

) 凝灰岩 ) 粗面玄武岩 ) 砾岩 ) 含砾砂岩 ) 潜安山岩

) 实测及推测断层 ) 地质界线 ) 金矿床

ƒ  ¬ ≠

÷

∗ ) ≤ ∏ ⁄ ∏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低品位 !大储量 !近地表和层状特点 ∀矿体最大长度

平均宽 ∗ 呈层状 !似层状 与地层

产状一致 矿体与围岩呈渐变过渡关系 翟伟等

∀矿石品位变化于 ∗ ∀京西 伊尔曼

德金矿主要为浸染状矿体 交代状矿体次之 肖龙

等 ∀矿石中金属矿物有自然金 !黄铁矿 !方铅

矿 !毒砂和白铁矿 脉石矿物有石英 !玉髓 !方解石 !

重晶石 !高岭石 !迪开石 !硬水铝石 !绢云母 !绿泥石

和绿帘石 ∀矿石构造有块状构造 !条带状构造 !网脉

状构造 !细脉浸染状构造 !多孔构造 !皮壳状及卵形

构造 ∀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 !黄铁矿化 !高岭石化 !

迪开石化 !绢云母化 !绿泥石化 !碳酸盐化 !粘土化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伊尔曼德金矿地质略图 翟伟等

) 第四系 ) 上二叠统巴卡拉河组砾岩 ) 下石炭统大哈拉军

山组第二岩性段砾岩和凝灰岩 ) 上泥盆统吐呼拉苏组砂砾岩

) 华力西中期石英斑岩 ) 断裂及隐伏断裂 ) 金矿体

ƒ  ≠

) ±∏ ) ≤ ° ƒ 2

) ≤ ∏ ≤ ∏ ⁄ ∏

ƒ ) ≥ ⁄ √ ×∏ ∏ ∏ƒ 2

) ∂ ∏ ) ƒ ∏

∏ )

围岩蚀变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中心为强烈

硅化蚀变带 蚀变矿物组合为石英或玉髓 迪开石

向外为高级泥化带 矿物组合为迪开石 高岭石 石英

或玉髓 外带为泥化带 矿物组合为蒙脱石 高岭石

伊利石 其他粘土矿物 肖龙等 ∀矿石中出现

高岭石 !迪开石 !硬水铝石和重晶石 表明京西 伊尔

曼德金矿属酸性硫酸盐 高硫 型浅成低温热液金矿

床 邻区的恰布坎卓它金矿点也具有类似特征 ∀翟

伟等 将伊尔曼德金矿成矿作用划分为 个阶

段 第一阶段为石英 或微晶硅质 阶段 在围岩中发

生强烈硅化交代蚀变作用 形成含黄铁矿硅化岩 第

二阶段为毒砂黄铁矿阶段 黄铁矿 !毒砂 !石英 !方解

石呈细脉浸染状或稀疏浸染状分布 第三阶段为碳

酸盐阶段 形成方解石脉和石英方解石脉 ∀迄今未

见有关成矿年龄数据的报道 翟伟等 根据地

质特征推断成矿时代为早石炭世 ∀

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为 ∗ ε 峰值为

ε 晚期为 ∗ ε 盐度 ω ≤ 一般为

∗ 主要集中在 ∗ ∀ 值早期为

∗ 晚期为 ∗ 属酸到强酸性 肖龙等 ∀

流体包裹体液相成分中 ≤

阴离子主要为 ≥ 其次为 ≤ 和 ∀气相成分

以 ≤ 和 ≤ 为主 其次为 ≤ ! ! 和 翟伟

等 ∀ 黄铁矿的 Δ ≥ 值变化于 ϕ ∗

ϕ 与围岩蚀变砂岩和砾岩的全岩 Δ ≥ 值相近

ϕ ∗ ϕ 表明硫来源于围岩 ∀石英流体

包裹体的 Δ⁄为 ϕ ∗ ϕ Δ 为 ϕ ∗

ϕ Δ 水 为 ϕ ∗ ϕ 表明成矿流体

来源于岩浆水和大气降水的混合 肖龙等 贾

斌等 ∀

 阔尔真阔腊金矿床

阔尔真阔腊金矿位于西准噶尔西伯利亚板块和

哈萨克斯坦 ) 准噶尔板块结合部位的萨吾尔 ) 阿尔

曼泰岛弧带 是新疆北部萨吾尔金矿带的重要矿床

申萍等 ∀矿区出露地层为下石炭统黑山头

组 尹意求等 认为是中泥盆统萨吾尔组 为

岛弧型钙碱性火山岩 岩性为安山岩 !安山质火山碎

屑岩和沉积 火山碎屑岩 图 ∀安山岩中 ω

ω ω ω 介于 ∗ 属

富钠的安山岩建造 申萍等 ∀ 刘国仁等

测得安山岩 ≥ 等时线年龄为 ?

时代为早石炭世 ∀矿区存在古火山机构 由安

山质熔岩 !安山质火山碎屑岩 !沉积 火山碎屑岩 !潜

火山岩和隐爆角砾岩组成 ∀钠长斑岩 !闪长玢岩 !碱

性花岗岩 !辉绿玢岩等发育 其时代为 ∗

≥ 等时线年龄 贺伯初等 ∀金矿化赋存

于安山质角砾熔岩和安山岩中 ∀隐爆角砾岩筒 !环

状 !放射状断裂与区域近 ∞• 向断裂叠加 共同控制

了金矿化 图 ∀矿体由脉状矿化和浸染状矿化组

成 呈脉状 !透镜状 具有分支复合特征 ∀已圈出

个矿体 其中 和 号矿体规模大 ∀ 矿体走向为

• • 向 倾向 ≥ • 倾角 ∗ β 长约几十至几百

米 宽 ∗ 延深 ∗ 尹意求等 ∀

矿石矿物主要有自然金 !黄铁矿 !黄铜矿 !磁黄铁矿

脉石矿物有石英 !方解石 !绢云母 !绿泥石 !绿帘石 !

赤铁矿 !明矾石和粘土矿物 ∀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 !

细脉浸染状 !浸染状和角砾状构造 ∀ 尹意求等

将围岩蚀变划分为 个带 硫酸盐带 主要蚀

变矿物为黄钾铁矾 !明矾石 !蛋白石 !石英 !埃洛石和

高岭石 硫化物带 主要蚀变矿物有黄铜矿 !黄铁矿 !

磁黄铁矿 !方解石 !石英 !蒙脱石和伊利石 碳酸盐

带 主要蚀变矿物有碳酸盐 !绢云母 !石英 !绿泥石 !

绿帘石 !阳起石和黄铁矿 ∀阔尔真阔腊金矿的成矿

作用可划分为 个阶段 申萍等 硅化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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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阔尔真阔腊金矿地质略图 据尹意求等

) 第四系 ) 下石炭统黑山头组安山岩 !安山质角砾熔岩 ) 安山质隐爆角砾岩 ) 潜火山岩 ) 闪长岩 ) 蚀变带

) 金矿体 ) 断层及推测断层 ) 地质界线

ƒ  ∏ ∏ ≠

) ±∏ ) √ ≤ ∏ ∏ƒ ) ¬ √

) ≥∏ √ ∏ ) ⁄ ) ) ) ƒ ∏ ∏ ) ∏

铁矿阶段 ! 粗粒石英 黄铁矿阶段 ! 细粒石英 黄

铁矿硫化物阶段和 石英 碳酸盐阶段 金矿化发生

在 和 阶段 ∀申萍等 利用石英 法

测定成矿年龄为 ? ∗ ?

与邻区布尔克斯岱金矿的成矿时代1石英

坪年龄为 ? ∗ ?

曾庆栋等 2相同 略晚于安山岩时代

≥ 和 ≥ 等时线年龄为 ∗ 贺伯

初等 刘国仁等 为早石炭世晚期火山

热液活动的产物 ∀

石英中流体包裹体类型有气相包裹体 !气液包

裹体和液相包裹体 ∀ 个成矿阶段的流体包裹体均

一温度依次为 ∗ ε ∗ ε ∗ ε

和 ∗ ε ∀ 盐度 ω ≤ 分别为 ∗

∗ ∗ 和

∗ ∀从早阶段到晚阶段均一温度和盐度逐渐

降低 申萍等 ∀流体成分中阳离子以 和

为主 且 少量 !≤ 阴离子

以 ≥ 为主 ≤ 次之 少量 ƒ ∀ 气相成分中以

为主1 ξ 2 ≤ 次之 少量 ≤ !

!≤ ! ≥ ∀成矿流体属 ≥ ≤ 型

流体 具有中低温 !低盐度特征 申萍等 ∀黄

铁矿 !磁黄铁矿的 Δ ≥ 值变化于 ϕ ∗ ϕ

廖启林等 王莉娟等 申萍等

具有幔源硫特征 ∀ 黄铁矿流体包裹体 为

∗ 为 ∗ 表明成矿流体

为幔源流体 混合少量大气降水 申萍等 ∀

黄铁矿铅和锶以及方解石碳同位素研究表明 成矿

流体中的矿化剂及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地幔 申萍

等 ∀石英流体包裹体 ∞∞特征表明 成矿

流体主要为深源流体 有浅源流体的加入 ∀黄铁矿

流体包裹体 ∞∞曲线平直 ∞∏异常不明显 具有深

源流体的稀土元素特征 ∀金与黄铁矿的关系密切

认为金主要来源于深源 并有地层物质参与 王莉娟

等 ∀ 石英流体包裹体的 Δ⁄ 为 ϕ ∗

ϕ Δ 水 为 ϕ ∗ ϕ 表明成矿流体

来源于岩浆水和大气降水的混合 廖启林等

申萍等 ∀

 金山沟金矿床

金山沟金矿位于奇台县城 ∞约 处 大

地构造上位于卡拉麦里缝合带南侧 东准噶尔陆块

边缘隆起带南缘的火山盆地中 ∀矿区出露主要地层

                     矿   床   地   质                   年  

 
 

 

 
 

 
 

 



为下石炭统巴塔玛依内山组的一套陆相火山岩建造

图 自下而上分成两个岩性段 代表两个火山岩

喷发亚旋回 ∀第一段以基性 中基性熔岩为主 由橄

榄玄武岩 !玄武岩 !安山玄武岩和辉石安山岩组成 ∀

第二段以中酸性 !酸性熔岩和火山碎屑岩为主 岩石

组合为下部以流纹岩为主夹少量英安岩及粗安岩

上部为集块岩 !火山角砾岩 !凝灰岩和熔结凝灰岩 ∀

岩石地球化学研究表明 金山沟火山岩主要为一套

钙碱性系列火山岩 杨富全等 ∀新疆

地质矿产勘探开发局第二区调大队 Ο测得巴

塔玛依内山组下部玄武岩 年龄为

上部火山集块岩 年龄为 张以熔等

测定熔结角砾凝灰岩全岩 年龄为

∀矿区及外围火山穹窿 !破火山口以及环状 !放

射状断裂发育 晚期叠加 ∞向断裂 ∀矿区潜火山

岩发育 主要包括花岗斑岩 !流纹斑岩 !钠长斑岩和

潜英安岩 少量辉绿岩脉 ∀金山沟金矿已圈出 个

矿化带 由 个矿体和 个矿化体组成 图 矿

体产于熔结凝灰岩 !玄武岩 !粗安岩的接触带及断裂

破碎带中 ∀金矿化受破火山口的环状 !放射状断裂

及叠加的 ∞向断裂裂隙控制 构造叠加和交汇部

位金矿化最发育 杨富全等 ∀矿体呈脉状 分

叉 !膨大和尖灭现象普遍 ∀矿体走向 ∗ β 长

∗ 平均厚 ∗ 最大厚度 平均品位

∗ 最高 ∀矿石类型为含金蚀变岩

型和含金石英脉型 ∀矿石中硫化物含量一般为

∗ 属少硫化物型 ∀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

矿 !黄铜矿 !方铅矿 !闪锌矿 !毒砂 少量黝铜矿 !斑铜

矿 !磁铁矿 !赤铁矿 !钛铁矿 !自然金 !银金矿和自然

银 ∀非金属矿物以石英为主 其次为长石 !方解石 !

绢云母 !重晶石 !萤石 !绿泥石 !绿帘石 少量电气石 !

独居石 !明矾石 !叶腊石和蒙脱石 ∀矿石结构为自形

半自形粒状结构和交代结构 ∀矿石构造主要有细

脉状 !浸染状和网脉状构造 ∀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 !

图  奇台县金山沟金矿地质图 据杨富全等

) 第四系 ) 下侏罗统砂砾岩 ) 下石炭统巴塔玛依内山组二段集块岩和火山碎屑岩 ) 巴塔玛依内山组二段熔结凝灰岩和

熔结火山角砾岩 ) 巴塔玛依内山组二段流纹岩夹英安岩 ) 巴塔玛依内山组一段玄武岩 !玄武安山岩 !安山岩

) 潜火山岩 ) 金矿化带及编号 ) 实测和推测断层 ) 环形断裂

ƒ  ∏ ± ≤ ∏ ≠

) ±∏ ) ∏ ) √ ≤ 2

∏ ƒ ) • ∏ ƒ )

ƒ ) ƒ )

≥∏ √ ) ∏ ) ∏ ∏ ) ∏

Ο 新疆地质矿产勘探开发局第二区调大队 新疆奇台县金山沟金矿普查工作报告 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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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奇台县金山沟金矿矿带和矿体分布图

据张以熔等

∗ ) 下石炭统巴塔玛依内山组 ) 熔结凝灰岩 !熔结凝灰角砾岩

) 流纹岩 ) 英安岩 ) 粗安岩 ) 玄武岩和玄武安山岩 ) 岩

性界线 ) 金矿化带编号 ) 金矿体 ) 断层 ) 推测断层

ƒ  ∏

∏ ± ≤ ∏

∗ ) ƒ ) • ∏ ∏ 2

∏ ) ) ⁄ ) 2

) ) ∏ )

≥ ∏ ) ) ƒ ∏ )

∏

黄铁矿化 !绢云母化 !绿泥石化 !绿帘石化 !碳酸盐

化 !高岭石化 !蒙脱石化和明矾石化 ∀具有明显的蚀

变分带性 线型蚀变从中心向两侧依次为 青磐岩

化 !硅化 !绢云母化和黄铁矿化 ψ 玉髓状硅化 !黄铁

矿化 !绢云母化和碳酸盐化 ψ高岭石化 !绢云母化和

硅化 ψ碳酸盐化 ∀面型蚀变带受火山机构和断裂交

汇部位控制 中心部位以强烈硅化 !绢云母化为主

中间为黄铁矿化 !硅化带 外侧为青磐岩化带 张以

熔等 ∀刘光海等 将成矿作用分为 个

阶段 黄铁矿 闪锌矿 石英阶段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

黄铁矿 石英 金阶段 主成矿阶段 和碳酸盐阶段 ∀

目前还未见成矿年龄数据的报道 但与矿化有关的

围岩为早石炭世火山岩 ∗ 因此

相应的成矿时代为晚石炭世 ∀

含矿石英脉中石英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为

∗ ε 平均 ε 盐度 ω ≤ 为 ∗

成矿深度在 ∗ 张以熔等 ∀

流体成分中阳离子以 ≤ ! 和 为主 少量

阴离子以 ≥ 和 ≤ 为主 少量 ƒ ∀气相

成分中以 为主 ≤ 次之 少量 ≤ ! 和 ≤ ∀

黄铁矿 !方铅矿和矿石的 Δ ≥ 值变化于 ϕ ∗

ϕ 峰值为 ϕ Δ ≥值变化范围窄 接近零 反

映硫来自未分异的地幔硫 火山岩是

硫的主要来源 ∀铅同位素特征表明 矿石和围岩火

山岩的铅同位素组成基本一致 暗示它们有共同来

源 即源于上地幔 ∀ 方解石的 Δ ≤ ∂ °⁄ 值变化于

ϕ ∗ ϕ Δ ∂ ≥ • 为 ϕ ∗ ϕ 表明

碳主要来源于火成碳酸岩 ∀石英流体包裹体的 Δ⁄

值为 ϕ ∗ ϕ Δ 值为 ϕ ∗

ϕ Δ 水 为 ϕ ∗ ϕ Ο 表明成矿流体

为岩浆水与大气降水的混合 随着成矿作用的进行

大气降水所占比例增大 ∀

 成矿地球动力学背景

∏ 等 对全球浅成低温热液型金

矿进行了总结 认为产于环太平洋岛弧带的浅成低

温热液型金矿在成因上与太平洋板块的俯冲作用有

关 ∀北疆属中亚造山带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的

形成是地质历史演化过程中特殊地球动力学背景的

产物 金矿床形成于伸展环境或大范围挤压背景下

的局部伸展环境 ± 与中国东部浅

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形成于大陆伸展环境 毛景文

等 相似 ∀

西天山地区 早志留世准噶尔大洋板块开始向

南俯冲到伊犁板块之下 在赛里木和博罗科洛一带

形成早古生代岛弧带 张良臣等 肖序常等

∀志留系火山及岩浆活动相对微弱 早志留世

发育凝灰岩和少量中性火山岩 中志留世为基性 !中

基性火山岩及凝灰岩 ∀晚志留世阿拉套微板块与伊

犁板块发生碰撞 形成整体的伊犁板块 ∀泥盆纪 )

石炭纪准噶尔大洋板块继续向伊犁板块俯冲 形成

Ο 沈湘元 毕承思 徐庆生 新疆东准噶尔锡金矿成矿地质特征 !成矿规律及找矿靶区优选 国家 项目报告 ∗

                     矿   床   地   质                   年  

 
 

 

 
 

 
 

 



晚古生代沟 弧 盆体系 博罗科洛一带为晚古生代弧

后盆地 ∀阿拉套 ) 科古琴岛弧带中 火山岩 !中酸性

斑岩和花岗岩发育 形成斑岩型和矽卡岩型铜钼矿

床 王志良等 ∀早石炭世博罗科洛晚古生代

弧后盆地处于伸展环境中 在弧后盆地基础上形成

吐拉苏火山断陷盆地 该盆地是伊犁晚古生代 ≤ ) °

裂谷带的组成部分 沙德铭等 发育下石炭

统大哈拉军山组钙碱性 碱性系列陆相火山岩 代表

裂谷早期火山活动特点 同时形成以阿希和加曼特

金矿为中心的浅成低温热液型金成矿带 ∀晚石炭世

海相火山岩代表了裂谷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晚石炭

世 ) 早二叠世 准噶尔板块与伊犁板块碰撞 准噶尔

洋消失 西天山进入板内变形阶段 ∀区域构造背景

由挤压转变为伸展环境 地壳减薄 !地幔岩浆上涌

阿吾拉勒山一带陆相火山岩发育 代表了裂谷活动

的鼎盛时期 形成块状硫化物型 !斑岩型和火山热液

型铜矿 ∀

东天山地区 石炭纪哈萨克斯坦 ) 准噶尔板块

沿准噶尔盆地南缘大断裂向塔里木板块俯冲 在土

屋 ) 黄山和阿齐山 ) 雅满苏一带形成早石炭世南 !

北两个岛弧带 ∀早石炭世由于上地幔隆起 地壳拉

张减薄 出现大量基性 中基性岩浆活动 形成火山

岩 并伴随火山热液型铁矿 雅满苏 和与潜火山岩

有关的矽卡岩型铁矿 磁海 韩春明等 ∀伴随

岩浆活动 在延东 ) 土屋 ) 灵龙 ) 赤湖 ) 三岔口一

带形成大规模斑岩铜矿集中区 如土屋斑岩铜矿火

山岩地层时代为晚泥盆世 岩体于泥盆纪 ) 石炭纪

侵位 成矿时代为早石炭世晚期 芮宗瑶等 韩

春明等 ∀另外有浅成低温热液型金铜矿床形

成 卡拉塔格 ∀晚石炭世早期 北天山洋向南北两

侧俯冲 东天山处于挤压体制地球动力学背景下 发

育上石炭统钙碱性中 酸性火山岩建造 具有典型俯

冲带火山岩特征 ∀这一阶段有大范围的花岗岩形

成 其岩性主要为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 !斜长花岗岩

和二长花岗岩 为壳幔混合源花岗岩 形成于岛弧和

俯冲带环境 何国琦等 ∀在早二叠世 准噶尔

板块和塔里木板块碰撞造山期及期后 形成康古尔

塔格大型韧性剪切带 由于强烈的韧性剪切变形作

用 导致深部流体循环对流 在韧 脆性变形转化时

期 形成造山型金矿床 如康古尔 !马头滩 !大东沟 !

红石等金矿床 其中康古尔金矿为典型代表 成矿时

代为 ∗ ∀在局部地

区 由于处于拉张伸展环境中 形成与火山岩有关的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和与侵入岩有关的石英脉型

金矿床 前者如石英滩金矿和马庄山金矿 成矿时代

为 ∗ 石英脉型金矿以西凤山金矿为代

表 成矿时代为 ∗ ∀石英脉型 !造山型和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组成一个金成矿系统 在空

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成矿深度逐渐变浅 成矿流

体由以岩浆热液为主逐渐变为以大气降水为主 毛

景文等 ∀石炭纪末 准噶尔板块和塔里木板

块碰撞 古天山洋盆闭合 进入陆内演化阶段 二叠

纪开始伸展 导致黄山等一系列镁铁质 超镁铁质岩

浆的侵位 并伴随铜镍硫化物矿化 毛景文等

如黄山东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时代为

等时线年龄 ∀铜镍硫

化物矿化时代与金矿化时代基本相同 ∀

准噶尔造山带是位于西伯利亚与塔里木板块之

间的多旋回造山带 是古亚洲洋的重要组成部分 ∀

准噶尔是在新元古代早期形成的统一大陆岩石圈板

块基底上 梁云海等 经历了古生代的裂解 !

扩张成洋 俯冲 !碰撞造山及后碰撞演化阶段形成

的 ∀准噶尔年轻陆壳基底作为晚古生代构造 岩浆

成矿作用发育的基础 形成独特的铬 !铜 !镍 !金成矿

省 • ∀中泥盆世板块俯冲 导致准

噶尔古大洋闭合 但保留了残余海 早石炭世随着洋

壳的继续俯冲 在准噶尔的萨吾尔山一带和库兰卡

孜干形成沟 弧 盆系 出现了岛弧火山岩 并伴随浅

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形成 如阔尔真阔腊 !布尔克斯

岱 !双峰山 !索尔巴斯陶金矿 以及分布在陆块边缘

隆起带火山盆地中的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 如金山

沟金矿 ∀阿尔泰和准噶尔的残余海在 ∗

李华芹等 进入碰撞造山晚期阶段 在额尔齐

斯带 形成韧性剪切带 伴有造山型金矿的形成 如

赛都 !多纳拉萨依 !萨尔布拉克金矿 ∀晚石炭世 形

成与碱性花岗岩有关的锡矿和与双峰式火山岩有关

的铜矿 ∀二叠纪为挤压后的伸展环境 早二叠世 形

成与侵入岩有关的金矿床 如库布苏金矿 成矿年龄

为 • ∀总之 区内金 !铜 !

镍等矿床的成矿作用发生在晚石炭世 ) 二叠纪 金

矿床的成矿时间 !空间分布和地球动力学背景与碰

撞造山作用密切相关 王莉娟等 ∀

 结  论

新疆北部古生代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主

要分布在古生代岛弧带 !大陆边缘的断陷火山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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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叠火山盆地中 ∀大多数矿床受破火山口 角砾

岩筒 火山机构的放射状 !环状断裂以及区域断裂控

制 ∀一些矿体赋存在隐爆角砾岩中 如石英滩的

矿体 !阔尔真阔腊 !双峰山金矿 部分矿体分布在潜

火山岩中 如阿希 !马庄山 !阔尔真阔腊金矿 少数金

矿产于碎屑岩 京希 !伊尔曼德 和斑岩体中 如塔吾

尔别克和阿庇因迪金矿 ∀

新疆北部古生代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可

分为低硫型和高硫型 与金成矿有关的火山岩主要

为钙碱性系列火山岩 ∀

新疆北部古生代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成

矿时代主要在石炭纪 ) 二叠纪 成矿年龄在 ∗

之间 ∀除石英滩金矿成矿时代为 ∗

以外 其他金矿床形成在 ∗ ∀这些金

矿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新疆古生代在 ? !

? 和 ? 的 个阶段的大规

模火山 潜火山活动有密切关系 ∀金矿床形成的地

球动力学背景为区域伸展环境或大范围挤压背景下

的局部伸展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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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锦富 解庆林 席小平 等 新疆双峰山火山岩型金矿床地

质特征≈ 地质论评 增刊 ∗

林景仟 谭东娟 于学峰 等 鲁西归来庄金矿成因≈ 济

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

刘光海 陈仁义 白大明 等 东准噶尔铜金矿成矿特征及综

合评价方法≈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刘国仁 龙志宁 陈青珍 等 新疆阔尔真阔腊金矿一带火山

岩形成时代及地球化学特征≈ 新疆地质 ∗

刘家远 新疆北部陆相火山型金矿床的主要特征≈ 黄金地

质 ∗

刘家远 钱建平 程志平 等 新疆东准噶尔陆相火山作用与

金铜成矿≈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刘连登 李  颖 兰  翔 论角砾 网脉 斑岩型金矿≈ 矿床

地质 ∗

马瑞士 舒良树 孙家齐 东天山构造演化与成矿≈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毛景文 李晓峰 张作衡 等 中国东部中生代浅成低温热

液型金矿的类型 !特征及其地球动力学背景≈ 高校地质学报

∗

毛景文 杨建民 韩春明 等 东天山铜金多金属矿床成矿系

统和成矿地球动力学模型≈ 地球科学 ) ) ) 中国地质大学学

报 ∗

彭晓明 莫江平 郦今敖 等 新疆哈尔里克双峰山浅成低温

热液金矿床的地质特征与成矿模式≈ 矿床地质

∗

邱检生 王德滋 任启江 我国首例碲金型浅成低温热液金矿

床 ) ) ) 山东平邑归来庄金矿≈ 地质与勘探 ∗

芮行健 新疆阿勒泰岩金矿床≈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芮宗瑶 王福同 李恒海 新疆东天山斑岩铜矿带的新进展

≈ 中国地质 ∗

沙德铭 毋瑞身 田昌烈 等 西天山阿希晚古生代破火山口

构造及其控矿意义≈ 地质论评 增刊 ∗

沙德铭 董连慧 毋瑞身 等 西天山地区浅成低温热液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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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地质特征及成矿模式≈ 西北地质 ∗

沙德铭 苑丽华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特点 !分布和找矿前景

≈ 地质与资源 ∗

申  萍 沈远超 李光明 等 新疆阔尔真阔腊金矿床成矿流

体包裹体研究≈ 岩石学报 ∗

申  萍 沈远超 曾庆栋 等 新疆萨吾尔金矿带成矿流体

氦氩同位素示踪≈ 科学通报 ∗

沈远超 金成伟 西准噶尔地区岩浆活动与金矿化作用≈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涂光炽 中国火山岩型金矿床≈ 见 中国金矿研究新进展

第 卷 上篇 ≈≤ 北京 地震出版社 ∗

王京彬 王军升 李博泉 等 新疆准噶尔地区与火山 浅成岩

有关的金矿成矿系列≈ 有色金属矿产与勘查 增刊 ∗

王莉娟 王京彬 王玉往 等 新疆准噶尔地区金矿床成矿流

体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岩石学报 ∗

王元龙 成守德 新疆地壳演化与成矿≈ 地质科学

∗

王志良 毛景文 吴淦国 等 新疆东天山石英滩金矿流体包

裹体地球化学≈ 地质与勘探 ∗

王志良 毛景文 张作衡 等 西天山古生代铜金多金属矿床

类型 !特征及其成矿地球动力学演化≈ 地质学报

∗

毋瑞身 田昌烈 杨芳林 等 新疆阿希地区金矿概论≈ 贵

金属地质 ∗

毋瑞身 田昌烈 沙德铭 等 西天山吐拉苏 也里莫墩早石炭

世火山岩带地质特征≈ 地质论评 增刊 ∗

席小平 双峰山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 矿产与地质

∗

肖  龙 王方正 付民禄 等 伊犁京希 依尔曼德金矿床的热

液浊变及成矿流体演化特征≈ 地质学报 ∗

肖  龙 王方正 等 新疆京希 依尔曼德金矿

床矿化类型 热液蚀变及流体包裹体证据≈ 矿床地质

∗

肖序常 汤耀庆 冯益民 等 新疆北部及其邻区大地构造

≈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杨富全 吴  海 张以熔 新疆金山沟金矿床地质特征和成因

≈ 贵金属地质 ∗

杨富全 吴  海 韩金良 新疆东准噶尔金属矿床成矿系列

及成矿规律≈ 新疆地质 ∗

杨富全 吴  海 张以熔 等 新疆金山沟巴塔玛依内山组

火山岩及地球化学特征≈ 西安工程学院学报 ∗

杨泽军 李普红 杨拴海 新疆与火山岩有关的金矿地质特征

及控矿因素≈ 黄金地质 ∗

尹意求 陈大经 安银昌 新疆萨吾尔山阔尔真阔腊浅成低温

热液型金矿床≈ 有色金属矿产与勘查 ∗

尹意求 李嘉兴 唐红松 等 新疆阔尔真阔腊金矿床中伴生

钴的发现及其找矿地质意义≈ 矿产与地质 ∗

曾庆栋 刘铁兵 李光明 等 新疆布尔克斯岱金矿床成矿远

景≈ 地质与勘探 ∗

曾庆栋 沈远超 刘铁兵 等 新疆北部布尔克斯岱金矿床

同位素年代学研究≈ 吉林大学 地球科学版

∗

翟  伟 杨荣勇 漆树基 新疆伊宁县伊尔曼德热泉型金矿床

地质特征及成因≈ 矿床地质 ∗

张德全 李大新 赵一鸣 等 福建紫金山矿床 ) ) ) 我国大陆

首例石英 明矾石型浅成低温热液铜 金矿床≈ 地质论评

∗

张良臣 吴乃元 天山地质构造及演化史≈ 新疆地质

∗

张以熔 朱明玉 田慧新 等 东准噶尔地质及金锡矿产研究

≈ 北京 地震出版社 ∗

                     矿   床   地   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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