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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觉罗塔格成矿带与南阿尔泰成矿带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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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总结觉罗塔格成矿带和南阿尔泰成矿带成矿特征的基础上，对这!个成矿带进行了地质成矿对比，

认为该!带具有相同的“五阶段”演化历程，并发育相似的成矿地质事件与成矿地质环境，矿化特征及所发育的矿床

成矿系列均具有可比性。体现了在一个成矿带内不同的构造演化阶段都具有各自的岩浆或沉积成矿作用，形成一

定的矿床组合，并具有一定的演化规律；具有类似构造环境的成矿带有可能具有类似的成矿系列与演化。例如，铁、

铜、铜镍、金和稀有金属等矿床的几种矿床类型在这!个带中均有产出，南阿尔泰成矿带中的喀拉通克铜镍矿床可与

觉罗塔格成矿带中的黄山铜镍矿床对比。同时也指出，该!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按成矿体系中“全位成矿”的理

论，指出了在这!个成矿带作进一步研究和找矿的新方向。“对比”是地学中运用最广泛的原则和方法，实际上，据此

思路在近年的勘查与研究中已取得了新的找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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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东天山的觉罗塔格成矿带和阿尔泰地区的

南阿尔泰成矿带都是中国驰名的重要成矿区带，长

期以来都是地质勘查和科学研究的重点地区。它们

以有色金属、铁、金矿为主，资源丰富，在新疆乃至全

中国都有重要地位，而且，其地质环境独特，成矿作

用多样，在不长的地质演化历史中有序地发育有众

多的各具特色的矿床成矿系列及矿床式，成矿规律

很有特色。在这F个成矿带，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

成果，但对其所做的对比研究却极少。笔者经多年

研究发现，觉罗塔格成矿带与南阿尔泰成矿带在成

矿地质背景、矿化特征及发育的矿床成矿系列等方

面均具可比性，并可据此指导在这F个成矿带内进

一步找矿，以发现新的矿床类型和矿产地。

G 觉罗塔格成矿带的成矿地质特征

觉罗塔格成矿带位于东天山北部，吐鲁番/哈密

盆地之南，呈HI走向，长JFKL6，宽MK!NKL6，面

积FOP万L6F。

*Q*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及构造演化

觉罗塔格成矿带属于塔里木北缘成矿省，其北

以大南湖/大草滩断裂带为界与准噶尔成矿省的哈

尔里克成矿带毗邻，其南以阿齐克库都克断裂为界

与星星峡中间地块毗邻，而后者是其构造演化与成

矿的基础。该带内主要为石炭纪沉积建造及石炭纪

花岗岩类，有少量二叠纪磨拉石沉积。

大南湖/大草滩断裂带是觉罗塔格造山带与哈

尔里克造山带的构造拼接线（刘德权等，FKKR），其两

侧的区域构造线走向以及地层、岩浆岩的地球化学

特征等都有明显区别（图G），而且在其西段，经GSJ
万区域地质调查已在多处发现了蛇绿岩块。该构造

拼接线的南北分属于不同的古生物地理区：其北，产

安加拉植物群及大量单带型珊瑚和腕足类!"#"$
%&’#())*’"等，属于西伯利亚生物区；其南，不含上

述生物，而含+’,)-.)/0#)*&1.&2、3&’14)(0455&% 等

温带型生物，属于华南生物区。因此，该构造拼接线

代表已闭合的洋盆曾具有分隔生物区系的规模，即

为古亚洲洋中部的准噶尔残余洋盆所在处。

对于该成矿带的构造属性，历来有不同认识，主

要是洋壳汇聚俯冲的火山岛弧带（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地质矿产局，GTTR）与古陆缘的边缘火山岩带之争

（何国琦等，GTTM），对此尚需深入研究。笔者一直认

为，该带不是俯冲体制下形成的火山岛弧，而是陆缘

拉张体制下发育的边缘火山岩带，可称之为“岩浆被

动陆缘”或“裂陷槽”（何国琦等，GTTM）。其地质演化

主要过程为：自早石炭世初，成为塔里木板块北缘的

岩浆型被动陆缘，在拉张阶段沉积了陆源碎屑/双峰

式火山岩建造；于晚石炭世初转为汇聚作用，在此阶

段沉积了复理石夹基/中/酸性火山岩建造，有钙碱性

花岗岩类的强烈侵入，进入碰撞发展阶段；于石炭纪

末期固结，固结后因挤压仍在继续，故发育较大规模

的韧性剪切带；挤压停止时，产生了弛张型深断裂，

生成了黄山/镜儿泉镁铁/超镁铁质岩带；于二叠纪初

隆起为陆，有局部上叠地堑；三叠纪时处于隆升剥

蚀；侏罗纪—新生代时为陆内演化与新构造阶段，形

成陆内山间断陷沉积盆地，发育含煤建造和盐类沉

积（刘德权等，GTTN）。

*Q+ 成矿特征

觉罗塔格成矿带是中国天山地区地质矿产研究

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张良臣等，FKKJ）。该区内已

发现有FK多种矿产，主要矿产地约GKK多处，包括

有色金属矿、铁矿和金矿等（陈毓川等，GTTT；中国地

质调查局，FKKR）。其中，土屋/延东铜矿、黄山地区

铜镍矿、康古尔塔格地区金矿、白山钼矿、雅满苏铁

矿、土屋北/垄东钠硝石矿等较为著名，目前已知有

大/中型矿床RK多处。按觉罗塔格成矿带的面积

FOP万L6F计，其成矿强度为GNOK（成型矿床数／万

L6F），显然高于新疆已知的"级成矿带，显示其成矿

远景最好。

该成矿带的资源储量在新疆占重要地位，如：铜

矿占新疆铜矿总资源储量的JKU以上（主要是土屋

/延东超大型斑岩铜矿床），镍矿占NKU以上，钼矿

占PKU以上，铁矿占GVU左右，金矿占FKU以上；

此外，还有银、钨、钛、钒、钠硝石、石灰岩、硅灰石、饰

F 矿 床 地 质 FKKT年

 
 

 

 
 

 
 

 



图! 新疆东天山哈尔里克带"觉罗塔格带分界带略图

（据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队#$$#年!%#&万地质图!修编）

!—第四系松散沉积物；#—侏罗系陆相碎屑岩；’—哈尔里克带上石炭统下部碎屑岩建造；(—觉罗塔格带下石炭统梧桐窝子组双峰式火

山岩建造；&—觉罗塔格带下石炭统干墩组火山岩"碎屑岩建造；)—哈尔里克带泥盆系；*—哈尔里克带志留系；+—哈尔里克带奥陶系；

,—侵入岩类，辉长岩、闪长岩、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钾长花岗岩等，未分；!$—断裂；!!—大南湖"大草滩断裂；!#—康古尔塔格韧性剪

切带；!’—冷水型安加拉植物群化石产地；!(—温水型长身贝、始斯塔夫蜓、石燕等化石产地；!&—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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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石材等大量资源。该带已是新疆重要的有色金

属、铁和石材的重要基地。

!0" 矿床成矿系列及其成矿演化

!0’0! 矿床成矿系列

在觉罗塔格成矿带内已厘定出与海西期构造"
岩浆、沉积作用有关的铁、铜、钼、铅锌、金、银、稀有

金属、钨、硅灰石矿床成矿系列组，以及与印支"燕山

期构造旋回岩浆、沉积作用有关的钼、铼、钨、金、稀

有金属、煤矿床成矿系列组，共包括&个矿床成矿系

列和!$个亚系列（表!）。

!0’0# 矿床成矿系列的演化

觉罗塔格成矿带作为塔里木古陆北部的大陆边

缘活动带，从早石炭世开始（也有研究者将小热泉铜

矿划入该带，认为是从晚泥盆世开始）至侏罗纪仅约

#$+H6的地质演化史，是该区带内四维成矿、有序

演化的必然产物。其成矿物质演化由初期的古陆剥

蚀供给（-2、E.、W），中期的壳幔作用补给（QA、H3、

MC、_B、U、̂A及稀有金属）至幔源补给（QA、K.），到

晚期的表生沉积成矿（刘德权等，!,,)）。该带的主

要构造演化阶段及成矿系列如下所述。

古陆壳演化阶段 觉罗塔格构造"成矿带是在

星星峡中间地块的基础上演化而来。后者的主要地

质事件为塔里木古陆及其陆缘增生带的形成，具有

从太古宙至显生宙约’#亿年的演化历程，不同构造

旋回陆壳的增生方式不尽相同，但总体上以陆缘侧

向增生为主，垂向增生的岩浆作用不甚发育，形成具

线型构造特征的褶皱带。关于觉罗塔格构造带的直

接基底尚不清楚，但其南侧的星星峡古陆壳对其形

成与演化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拉张型过渡壳演化阶段 在拉张型过渡壳形成

的初期，形成了带有盖层性质的沉积铁矿床及钒钛

磁铁砂矿床。到拉张至一定程度，在由软流圈进入

地壳上层的流体的积极作用下，通过种种途径，使拉

张初期在沉积"火山堆积物中聚集的由古陆迁移来

的铁质及钒钛磁铁矿碎屑与地幔物质发生作用，形

成了一大批多种成因的常伴生QA的铁矿床，构成拉

! 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队0#$$#0!%#&万五堡幅地质图修编报告0内部资料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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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觉罗塔格成矿带的矿床成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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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阶段的矿床组合，它们的分布基本上限于南部近

陆侧，形成了与早石炭世拉张阶段双峰式火山岩建

造有关的铁、铜、金、石灰岩矿床成矿亚系列。

汇聚壳演化阶段 晚石炭世初转入汇聚阶段，

沉积了复理石夹基!中!酸性火山岩建造，伴随强烈的

钙碱性花岗岩类侵入，导致该构造带的地壳侧向增

生，使该带的主碰撞结束。成矿作用扩展到整个成

矿带的宽度上，以壳幔混合源（包括岩浆作用成分和

成矿成分）色彩为主，成矿元素为"#!$%!&’!()*+!
,#!,-组合，矿床分布以花岗岩链为轴呈分带排列。

形成了与晚石炭世—早二叠世汇聚阶段中!酸性火

山!深成岩建造有关的铁、铜、钼、铅锌、金、银矿床成

矿亚系列。在汇聚后期，形成了与晚石炭世中期残

留海盆有关的铁、石膏矿床成矿亚系列。依据上述

分析，初步建立了该带拉张、汇聚阶段的区域成矿模

式（图.）。

新陆壳演化阶段 此阶段即大陆碰撞后演化与

深部壳幔作用（晚石炭世—中新生代）阶段，又可分

为固结、弛张及稳定等/个时期，发育有不同的成矿

地质事件和矿床成矿系列。此阶段以深部壳幔作用

为主发生垂向增生，并对侧向增生的陆壳进行不同

程度的叠加与改造，是该带大规模成矿的高峰期之

一。

觉罗塔格成矿带及毗邻地区的成矿演化详见其

成矿谱系图（图/）。

从上述地质演化史可知，该带在石炭纪至侏罗

纪仅约.01&2的演化期内，经历了晚海西中!晚期

及印支!燕山期.个构造旋回的演化历程，发育各种

地质环境和多种有利成矿的地质事件，形成了异常

成矿聚敛场和有利的成矿建造与岩相的最佳耦合，

才导致该带有序的大规模成矿，形成了30个矿床成

矿亚系列和/4个矿床式（表3）。该带不仅是中国天

山地区最重要的成矿远景带，而且已成为新疆最重

要的铁、铜、镍、金、石材及盐类矿业的开发基地。

. 南阿尔泰!北准噶尔成矿带

南阿尔泰!北准噶尔成矿带位于北阿尔泰之南、

准噶尔盆地北缘，56!78走向，在新疆境内长约9:0
;<，宽=0!330;<，面积约/>.:万;<.（其中南阿

尔泰3>30万;<.；北准噶尔.>3:万;<.）。

!?"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及构造演化

该成矿带的区域大地构造背景是阿尔泰!萨彦!
蒙古和哈萨克斯坦.个大陆块及其间的斋桑古洋，

在洋陆转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褶皱系和大量的花岗

岩类岩体。新疆南阿尔泰!北准噶尔成矿带（图9）属

于中亚矿山阿尔泰多金属巨型成矿带，其古构造环

境属于次生岛弧系。从区域构造情况看，矿山阿尔

泰在晚古生代岛弧系发育时期已经有了完整的陆壳

基底，或者说，晚古生代岛弧系的发育是对前期陆壳

的叠加和改造，故称之为次生岛弧褶皱系。矿山阿

尔泰陆缘次生岛弧褶皱带的形成与斋桑古洋的演化

密切相关。其演化过程可概括为早、晚.个阶段：早

期阶段（早泥盆世晚期!中泥盆世），次生岛弧褶皱带

处在伸展构造体制控制下，位于阿尔泰!萨彦!蒙古加

里东古陆的陆缘，形成了裂谷!地垒构造系；晚期阶

段（晚泥盆世—早石炭世），发生了洋壳向阿尔泰!萨

彦!蒙古古陆之下的俯冲作用和随后普遍的挤压作

图. 觉罗塔格成矿带拉张、汇聚阶段区域成矿模式图（据刘德权等，3@@:）

$A-?. B%-A’+2C<%D2CC’-%+AE<’F%CG’HI#%C#’D2-%<%D2CC’-%+AE)%CD2D%JD%+DA’+2C2+FE’+K%H-%+DLD2-%L
（2GD%HMA#%D2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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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觉罗塔格成矿带及毗邻地区成矿谱系图

"#$%! &’()**+$’,#-.’,./#(#-.#)$/)0+123’*3+()$’0’()**+$’,#-4’*(),.#(553//+3,.#,$)/’)5

用，形成了以安山岩类为主的火山岩组合（只发育在

阿列依亚带）和大量的花岗岩类岩体。

早期阶段的伸展构造反映了阿尔泰6萨彦6蒙古

和哈萨克斯坦7个加里东陆块的分离；而晚期阶段

则是其再拼合。根据山区阿尔泰尤其是矿山阿尔泰

带中广泛发育的斜列构造样式来判断，在上述7个

古陆的分裂和拼合过程中，斜向运动的分量无疑是

很大的。早期阶段主要发育具有明显旋回性特征的

双峰式火山活动；而晚期阶段则在矿山阿尔泰带发

育了碰撞造山作用之后的褶皱6断块构造、伸展构

造、线性挤压带、逆冲断层和火山6磨拉石上叠型构

造，同时还有深成岩浆作用。晚期阶段的构造6岩浆

活动对早期阶段的火山6沉积型层状矿床有一定的

改造作用，还形成了新的细脉6浸染状多金属矿床。

考虑到主要矿床的物质基础形成于早期阶段，因此，

才有了以前关于成矿背景的“岩浆型被动陆缘”之

说。如果将矿山阿尔泰整体上确定为次生岛弧系，

那么，从分析成矿构造背景的角度看，似乎过于粗略

了，其早、晚7个阶段的划分和构造属性的转变，都

有待更多的实际资料来论证（何国琦等，7889）。

综上可知，其海西期的区域构造演化是：在加里

东期，已经有了在完整的陆壳基底上形成的次生岛

弧褶皱系，其演化时限大体是从志留纪末期开始至

早石炭世结束。在次生岛弧发育的早期，伴随有双

峰式火山活动，成为北阿尔泰早古生代造山带南侧

的岩浆型被动陆缘。早泥盆世期间，堆积了陆源碎

屑6火山岩建造，中泥盆世时过渡为双峰式火山岩建

造，晚泥盆世末期—早石炭世转入汇聚，晚石炭世早

期固结，二叠纪开始隆起为陆。中6新生代时期，在

该带及南侧的北准噶尔，发育有碱性花岗岩的稀有

金属成矿作用，以及河流冲洪积相和内陆盆地沉积

作用，形成了砂金、含煤建造和盐类矿产。

!%! 成矿特征

南阿尔泰6北准噶尔成矿带内各种矿产资源十

分丰富，具有矿化类型多样、资源储量巨大、分布相

对集中、有色和黑色及稀有金属矿产丰富的特点（陈

9 矿 床 地 质 788:年

 
 

 

 
 

 
 

 



图! 新疆南阿尔泰"北准噶尔成矿带区域地质构造略图

#—第四系；$—白垩系；%—侏罗系；!—二叠系；&—石炭系"二叠系；’—石炭系；(—泥盆系；)—志留系"泥盆系；*—奥陶系；#+—寒武

系；##—上元古界；#$—下"中元古界；#%—基性侵入岩；#!—花岗岩类岩石；#&—断裂：,#—额尔齐斯深断裂；,$—红山嘴深断裂；,%—

依来克深断裂；,!—康布铁堡深断裂；,&—库尔特深断裂；,’—科沙哈拉尔深断裂；,(—可可托海深断裂

,-./! 01.-2345.1252.-645"716723-689176:;4<2=>2?7:@574A"B2C7:D?3..4C;174552.13-6E157-3F-3G-43.
#—H?471C34CA；$—IC174612?8；%—D?C48-6；!—J1C;-43；&—I4CE23-=1C2?8"J1C;--43；’—I4CE23-=1C2?8；(—K1L23-43；)—>-5?C-43"K1L23-43；

*—MCN2L-6-43；#+—I4;EC-43；##—O<<1CJC271C2P2-6；#$—Q2R1C"S-NN51JC271C2P2-6；#%—T48-6-37C?8-L1C269；#!—UC43-72-NC269；#&—

,4?57：,#—V1CW-8-N11<=4?57；,$—X23.8:43P?-N11<=4?57；,%—Y-54-91N11<=4?57；,!—Z43.E?7-1E42N11<=4?57；,&—Z?1C71N11<=4?57；,’—

Z18:4:4541CN11<=4?57；,(—Z1917?2:4-N11<=4?57

毓川等，#***；王登红等，$++$）。其主要优势矿产包

括铜、镍、金、铅锌、稀有金属（铍、锂、铌、钽）、铁、锰、

钨、锡、钼等。

其主要矿床类型有#$个，即：镁铁"超镁铁质岩

型（铜镍硫化物型），花岗岩型（锡、金、稀有金属），花

岗伟晶岩型（稀有金属），斑岩型（铜、金、钼），与花岗

质岩石有关的脉状型（铜、钼、铅锌、钨、锡，金），海相

火山岩型（铁、金、铜、铅锌），陆相火山岩型（铜、金），

接触交代型（铁、铜、铅锌、钼），陆相沉积岩型（煤、盐

类），剪切带型（金），变质型（铁、铜），砂矿型（金）。

该成矿带也是新疆重要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

及金的成矿远景区和矿业开发基地。目前已知的矿

产地有#%+多处，有中国和新疆著名的大型矿床，如

阿舍勒铜矿、可可塔勒铅锌矿、蒙库铁矿、喀拉通克铜

(第$)卷 第#期 陈毓川等：新疆觉罗塔格成矿带与南阿尔泰成矿带的对比研究

 
 

 

 
 

 
 

 



图! 南阿尔泰"北准噶尔成矿带区域成矿模式图（据刘德权等，#$$%）

&’()! *+(’,-./0+1.//,(+-’20,3+/4,56,7189/1.:";,518<7-((.50+1.//,(+-’2=+/1（.41+5>’7+1./)，#$$%）

镍矿、多拉纳萨依金矿、希 勒 克 特 哈 拉 苏 铜 矿 等。

按该成矿带面积%?#@万A0#计，其成矿强度为BB?@@
（成型矿床数／万A0#），略低于觉罗塔格成矿带，但

高于阿尔泰成矿省的其他成矿带，显示其成矿远景

很好。其区域成矿模式见图!。

目前，该成矿带内已查明的资源储量在新疆占

重要地位，铁矿占新疆铁矿总资源储量的BCD，铜

矿占#%D，镍矿约占BED，铅锌矿占%$D以上，金

矿占#$D以上。此外，还有钼、稀有金属、膨润土等

大量资源。

!)" 矿床成矿系列及成矿演化

王登红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根据新资

料重新厘定了阿尔泰成矿省的矿床成矿系列。共厘

定出%个成矿系列组合、C个成矿系列（含F个亚系

列）和#@个矿床式（表#）。

王登红等（#$$#）对该区矿床成矿系列的演化轨

迹也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其主要认识如下：

前寒武纪时期 北阿尔泰成矿带内无疑存在元

古代老陆块，李会军等（#$$!）也提出“阿尔泰"蒙古

微大陆”之说，认为阿尔泰具有古元古代"中元古代"
新元古代基底，在元古代可能经历了G次主要事件。

可见阿尔泰加里东期造山带是在上述古陆壳基底上

形成的，但其具体分布范围尚待进一步研究与查明。

考虑到元古代地层具有双峰式火山岩的特点，推测

阿尔泰成矿省很可能在元古代就已经拥有陆壳成

分，经过裂陷拉张后，既接受了双峰式火山岩的沉

积，也接受了来自西伯利亚古板块的陆源碎屑沉积，

其间可能形成了与海相火山岩有关的铁、铜、铅、锌

矿床成矿系列。

加里东期 北阿尔泰成矿带属于加里东期形成

的褶皱系。新元古代晚期至早、中奥陶世，在元古代

（？）陆壳基底上，形成了被动陆缘型巨型坳陷带，接

受了厚度达@!CA0的类复理石沉积（在俄罗斯称

之为山地阿尔泰系，在中国称之为哈巴河群，在蒙古

则称为蒙古阿尔泰系）。大体上是在中、晚奥陶世之

间（各地略有差别），在该褶皱系范围内发生了普遍

的挤压褶皱作用，使巨型坳陷带的类复理石沉积岩

发生了褶皱和达到绿片岩相的区域变质作用。晚奥

陶世的沉积（在中国境内为东锡勒克组和白哈巴组）

具有典型的磨拉石或火山"磨拉石的特征，以极明显

的角度不整合覆盖在变类复理石岩系之上。鉴于该

角度不整合在山地阿尔泰和蒙古阿尔泰都有发现，

因此，无疑具有区域性特征。与褶皱和变质作用伴

生的还有花岗岩类岩体的形成，具有同碰撞晚期的

性质。

元古代的沉积物在加里东期卷入造山运动，经

受第一次强烈的区域性变质作用，形成一套伟晶岩

型白云母矿床，而元古代的沉积矿床则成为受变质

矿床，构成一个加里东期成矿系列，即与加里东期基

性"中酸性火山"侵入岩有关的铁、钨、钼、铍、白云母

矿床成矿系列。该成矿系列已经有了东西分区和一

定 的演化特点，表现为：加里东运动开始时，西伯利

亚板块南缘发生大陆边缘裂谷作用，伴随基性火山

活动，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形成了一系列铁矿；加里东

晚期，发生挤压，有强烈的花岗岩浆活动，形成了与

花 岗岩有关的伟晶岩型、蚀变花岗岩型及花岗岩型

F 矿 床 地 质 #$$E年

 
 

 

 
 

 
 

 



表! 新疆阿尔泰成矿省的矿床成矿系列

"#$%&! ’&(#%%)*&+,-.&/,&.)0)/&1&2).,(,+3%(#45&(#%%)*&+,-2/)6,+-&)07,+8,#+*

稀有金属和白云母矿床，但主要分布在中国境内。

海西期 考虑到在广义的矿山阿尔泰带内，广

泛存在加里东期和前加里东期的基底（一般出露在

大型复背斜的核部，或呈大小不一的断块夹杂于褶

皱断裂带中），多数研究者认为，该区曾是阿尔泰!萨

彦岭加里东期古陆（近年也称之为阿尔泰!蒙古地

体）的一部分。在晚古生代阶段，该古陆由于受到位

于其南西（现代方位）的斋桑古洋活动的强烈改造，

在其南西部分形成了广义的矿山阿尔泰带。海西期

时，其活动的性质与加里东期相似，但强烈活动的范

围向南推移了，于开始阶段形成了大陆边缘裂谷火

山岩带，从哈萨克斯坦的矿区阿尔泰到中国境内的

克兰裂谷带，有泥盆纪双峰式细碧角斑岩类岩浆的

强烈喷发，先后形成了火山岩型铁、铜、铅、锌矿床组

合，即早期西部拉张环境下的与火山作用有关的矿

床成矿亚系列；而东部，很快就发生了变质作用和岩

浆活动，随着造山运动的进行，构造环境以挤压为

主，在阿尔泰发生大规模的花岗岩化，形成了交代型

花岗岩和重熔岩浆侵入型花岗岩，在大桥!库威等地

形成一套伟晶岩型含稀有金属!白云母矿床组合，并

延续到中、晚期，构成又一个矿床成矿亚系列。期在

区域性构造挤压、剪切走滑过程中，同时发生花岗岩

的侵入活动，形成有关的岩金矿床，构成了又一个矿

床成矿亚系列。在海西运动中!晚期，准噶尔板块与

"第#$卷 第%期 陈毓川等：新疆觉罗塔格成矿带与南阿尔泰成矿带的对比研究

 
 

 

 
 

 
 

 



西伯利亚板块碰撞、拼合，碰撞后的伸展作用在准噶

尔盆地范围内形成了一些深断裂带，沿这些断裂有

含较多地幔物质的岩浆侵入，从阿尔泰南缘到东天

山，形成了!个亚系列：一个是与基性"超基性岩直

接有关的铜、镍、钴、铂族矿床组合，构成一个独立的

矿床成矿亚系列；另一个是与幔源岩浆分异或地幔

岩浆作用下重熔形成的壳源岩浆特别是碱性岩浆活

动有关的锡、金、铜矿床成矿亚系列。稍后，沿碰撞

带发生区域性韧性剪切构造作用，并形成以金为主

的矿床成矿亚系列。因此，海西期的构造、岩浆、成

矿作用在该区具有比较完整的发展、演化过程，不同

的构造"岩浆演化阶段有规律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矿

床组合，并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各成矿

亚系列之间具有内在的成因联系。此过程中所形成

的不同的矿床组合构成了一个矿床成矿系列，并按

形成的不同环境和阶段分为#个不同的矿床成矿亚

系列。在古生代，尚有与二叠纪陆相火山磨拉石"含

煤建造有关的沸石、膨润土及煤矿床成矿系列。

印支"燕山期 海西期造山运动的结束并不意

味着成矿作用的结束，阿尔泰成矿省完全进入后碰

撞与深部壳幔作用的演化阶段，地壳相对稳定，此

时，流体的活动相对重要，岩浆的结晶分异得以完善

进行，由此而先后形成了大喀拉苏、小喀拉苏、阿祖

拜、可可托海等稀有金属矿床，并具有越到后期矿床

规模越大、元素组合越复杂、矿物种类越多、伟晶岩

结构分带越完善的特点。另外，还具有小岩体成大

矿的特点，在空间上往往表现为一系列的小岩体包

围着一系列的稀有金属矿床。

燕山期实际上还存在与花岗岩或其他岩浆活动

有关的金、稀有和有色金属成矿系列，目前已经在阿

克提什坎等地获得了比较可靠的年代学数据，今后

应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中"新生代时期 该区进入板内发展期，中生代

的盆地中还发育有以能源矿产为主的沉积矿床成矿

系列，而新生代则主要是沿水系发育的以砂金矿床

为主和湖相环境下发育的盐类矿床成矿系列。

综上所述，建立了南阿尔泰"准噶尔成矿省晚古

生代成矿系列时空演化模式图（图$）。

从上述地质演化史可知，该带在泥盆纪至侏罗

纪仅约!%&’(的演化期内，经历了晚海西期及印

支"燕山期!个构造旋回的演化历程，发育了多种有

利 的地质环境和成矿地质事件，形成异常成矿聚敛

场和有利的成矿建造与岩相的最佳耦合，才导致该

带有序的大规模成矿，发育了&个成矿系列组合、%
个成矿系列（含)个亚系列）和!$个矿床式（表!）。

该带不仅是新疆北部最重要的成矿远景带，而且已

成为新疆最重要的铜、镍、铁、金及稀有金属的矿业

开发基地。

图$ 南阿尔泰"准噶尔成矿省晚古生代成矿系列时空演化模式图（据王登红等，!**!）

+,-.$ /,01"23(41156789,6:(;<06=17>6;?(91@(716A6,4019(776-1:,421;,126>6;1=1362,92,:B689CD79(<"E6;9C
F8:--(;019(776-1:,43;65,:41（(>91;G(:-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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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罗塔格成矿带与南阿尔泰"北准

噶尔成矿带的初步对比

!#" 地质构造演化特征对比

觉罗塔格成矿带属于塔里木成矿省，而南阿尔

泰"北准噶尔成矿带主体属阿尔泰成矿省，分别处于

塔里木古陆块的北缘和阿尔泰古陆的南缘（李会军

等，$%%&）。如前所述，这$个成矿带的地质背景和

构造演化历史并不完全相同，但均属拉张体制下形

成的不同时代的边缘火山岩带，属于“岩浆型被动陆

缘”或“裂陷槽”，基本上反映了其属拉张体制的构造

背景。而且，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地壳’阶段演化历

程和发育相似的成矿地质事件与成矿地质环境，故

具有可比性。表!将这$个成矿带的地质构造演化

及主要地质事件的特征做了对比。

!## 成矿特征及矿床成矿系列的对比

这$个成矿带的成矿时代有所不同，但其成矿

构造属性及地质演化阶段的成矿地质事件均相似，

决定了其成矿作用与矿化特征和矿床成矿系列等成

矿特征的相似性和可比性。按照矿床成矿系列组和

成矿系列类型的概念（陈毓川等，$%%&），实际上就是

海 西期这$个成矿带的成矿系列组及成矿系列类型

的对比，其成果不仅可以深化区域成矿规律，而且可

以利用“全位成矿与缺位找矿”的理论预测与指导在

这$个成矿带内找矿（陈毓川等，$%%(）。现将对比

成果列入表)予以说明。

从表)可知，这$个成矿带的地质构造演化及

成矿系列是十分相似的，特别是所发育的海相火山

岩型铁铜矿床（雅满苏式与蒙库式、阿舍勒式、可可

塔 勒式）、斑岩型铜钼矿床（土屋式与希勒克特哈腊

表! 地质构造演化特征对比

$%&’(! )*+,%-./*0*12(*’*2.3%’45(35*0.3(6*’75.*0%-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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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成矿特征及矿床成矿系列的对比表

"#$%&! ’()*#+,-(.(.)&/#%%(0&.,12&#/3+&-#.4)&/#%%(0&.,1-&+,&-(2(+&4&*(-,/-

苏式）、镁铁!超镁铁质岩型铜镍矿床（黄山式与喀拉

通克式）及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床（康古尔塔格式与多

拉纳萨依式、赛都式）等主要矿床类型均具有很好的

可比性（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展开对比），充分体现出

在时代及构造单元不同，但具有类似地质构造环境

和相似成矿作用时，可重复出现相同的矿床成矿系

列及矿床类型。但由于这"个成矿带的成矿地质背

景及演化历史毕竟不完全相同，其成矿作用也都有

各自的特色，故具有一定的差异，主要是：

在觉罗塔格成矿带，以下成矿亚系列不甚发育：

! 二叠纪与幔源偏碱性岩浆作用有关的锡、金、铜

矿床成矿亚系列，这可能与该带未发育如乌伦古河

"# 矿 床 地 质 "$$%年

 
 

 

 
 

 
 

 



断裂两侧的碱性岩浆岩带有关；! 与晚石炭世固结

期钾长花岗岩有关的稀有金属、白云母、宝石矿床成

矿亚系列，但目前仅有与固结期钾长花岗岩有关的

硅灰石、钨矿床组合，此与该区不存在如南阿尔泰由

地幔柱活动所形成的富稀有金属元素的花岗岩穹隆

有关；" 与二叠纪陆相火山磨拉石!含煤建造有关的

沸石、膨润土及煤矿床成矿系列，但有与二叠纪上叠

盆地火山!沉积岩有关的锰矿床成矿亚系列，显然，

该区二叠纪上叠火山盆地尚不够稳定；# 拉张阶段

有相似的成矿亚系列，但该带以产火山岩"#!$%矿

石组合为特色的雅满苏式铁矿为主，而目前尚未发

现以产火山岩$%!&’矿石组合为特色的阿舍勒式铜

锌矿床，也未发现可可塔勒式铅锌矿床，这与该带拉

张深度不及南阿尔泰构造带有关，表现在双峰式火

山岩中的基性火山岩不如后者发育，当然，也不能排

除在该带的有利部位找到阿舍勒式（()*+）矿床，

如该带的银帮山和景峡地区已发现了找矿线索。

在南阿尔泰!北准噶尔成矿带，尚未找到的成矿

亚系列有：$ 与中石炭世汇聚阶段残留海盆有关的

铁、石膏矿床成矿亚系列，此与该区存在相对稳定的

残留海盆有关；! 与印支!燕山期（李华芹等，,--.）

花岗岩建造有关的钼、铼矿床成矿亚系列，这可能与

该区斑岩不发育和地幔物质富稀有金属而贫钼铜有

关；" 这,个区带均发育与石炭纪末—早二叠世弛

张期镁铁!超镁铁质岩建造有关的铜镍矿床成矿亚

系列，但该区的镁铁!超镁铁质岩体分布局限，未构

成如黄山和镜儿泉那样拥有众多镁铁!超镁铁质岩

体的铜镍成矿带。显然，其构造背景尚有差异（刘德

权等，/001），尽管北准噶尔喀拉通克岩体群也是受

弛张性超壳深断裂所控制，形成有构造接合处的薄

弱带，但其地壳厚度仍较觉罗塔格成矿带大，不利于

镁铁!超镁铁质岩体的成带产出，故有“独生子”一

说。该带具有全岩矿化与深熔贯入的成矿特点，镍

矿富铜并伴有具工业意义的铂族金属，岩浆热液叠

加成矿的特征明显，故王润民等（/00/）经研究后厘

定其为“岩浆叠生矿床”，为在新疆寻找同类型的镍

铜富矿床指出了方向。

. 结 论

阿尔泰与觉罗塔格,个成矿带均属拉张体制下

形成的不同时代的边缘火山岩带，即岩浆型被动陆

缘。两者具有相同的“五阶段”演化历程（何国琦等，

/002），并发育相似的成矿地质事件与成矿地质环

境，矿化特征及所发育的矿床成矿系列均具有可比

性，可据以指导在这,个成矿带内进一步找矿。这

也给人们以启示：在一个成矿带内，不同的构造演化

阶段都具有各自的岩浆或沉积成矿作用，形成一定

的矿床组合，并具有一定的演化规律；具有类似构造

环境的成矿带有可能具有类似的成矿系列与演化。

阿尔泰与觉罗塔格,个成矿带的地质背景和构

造演化历史并不完全相同，故也存在各自的成矿特

色，而这种差异性也可能就是人们做进一步研究及

找矿的新方向。

“对比”是地学中运用最广泛的原则和方法。上

述对比也可以理解为对这,个成矿带成矿体系的对

比研究。即一个成矿省的成矿体系，无论其空间范

围是大还是小，演化历史是长还是短，都包括应发育

的各种成矿作用，否则就是发育不完善的成矿体系，

即成矿体系的“缺位”。这一思路改变了传统的“就

矿找矿”思想，可依据“全位与缺位”的理论来预测及

指导在这,个成矿带内找矿，以发现新的矿床类型

和矿产地。实际上，据此对比思路在近年的勘查与

研究中已取得了新的找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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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何国琦，李茂松，刘德权，唐延龄，周汝洪$FTTD$新疆古生代地壳演

化及成矿［Q］$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香港：香港文化教育

出版社$FUUG/0V$
何国琦，刘德权，李茂松，唐延龄，周汝洪$FTTE$新疆主要造山带地

尧发展的五阶段模式及成矿系列［B］$新疆地质，FC（/）：UTGTT$
何国琦，朱永峰，/001$中国新疆及其邻区地质矿产对比研究［B］$中

国地质，CC（C）：DEFGD10$
李会军，何国琦，吴泰然，吴 波$/001$阿尔泰G蒙古微大陆的确定

及其意义［B］$岩石学报，//（C）：FC1TGFCUV$
李华芹，陈富文$/00D$中国新疆区域成矿作用年代学［Q］$北京：地

质出版社$
刘德权，唐延龄，周汝洪$FTTC$显生宙造山带含铜镍镁铁G超镁铁质

杂岩的构造类型和特征［P］$见：第五届全国矿床会议论文集

［2］$北京：地质出版社$
刘德权，唐延龄，周汝洪$FTT1$中国新疆矿床成矿系列［Q］$北京：

地质出版社$
刘德权，陈毓川，王登红，唐延龄，周汝洪，王金良，李华芹，陈富文$

/00C$新疆哈密土屋G延东铜钼矿田与成矿有关问题的讨论［B］$
矿床地质，//（D）：CCDGCDD$

王登红，陈毓川，徐志刚，等$/00/$阿尔泰成矿省的成矿系列及成矿

规律［Q］$北京：原子能出版社$/TD页$
王润民、赵昌龙，等$FTTF$新疆喀拉通克一号铜镍硫化物矿床［Q］$

北京：地质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局$FTTC$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域地质

志［Q］$北京：地质出版社$DEDGDEU$
杨文平，张招崇，等$/00D$新疆青河县哈腊苏斑岩铜矿地质特征及

其成因初步探讨［P］$见：王伟博，主编：第五届新疆天山地质

矿产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乌鲁木齐：新疆科学科技术出版

社$/0CG/01$
张良臣，刘德权，王有标，李庆昌，等$/00E$新疆优势金属矿产成矿

规律［Q］$北京：地质出版社$
中国地质调查局$/00C$全国主要成矿远景区矿产资源评价重点选

区研究［Q］$北京：地质出版社$
周涛发，袁 峰，等$FTT1$新疆诺尔特地区岩浆活动及成矿作用

［Q］$北京：地质出版社$

DF 矿 床 地 质 /00T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