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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泉铜矿区位于卡拉麦里深断裂南侧近 3 km，卡拉麦里深断裂是新疆东部重要的金及多金属成矿带，其范围西起卡

拉麦里山，向东经苦水泉、苏吉泉延至莫钦乌拉山，EW长 150 km，SN 宽 20～40 km。 

1  地质背景 

清水泉铜矿床位于新疆东准噶尔地区卡拉麦里成矿带西段，构造位置属西伯利亚板块与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缝合带

南侧。东准噶尔是中亚－兴蒙巨型构造成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造演化大致可分为 3个阶段（高怀忠等，2000）：① 前

寒武纪构造演化——古克拉通阶段；② 古生代构造演化——洋－陆开合转化碰撞造山阶段；③ 中－新生代构造演化——板

内盆山体系演化阶段。其中晚石炭世至早二叠世初华力西晚期岩浆旋回主要造成石英闪长岩、更长花岗岩、霏细斑岩、钠长

斑岩及玄武玢岩等侵入于中、下石炭统各组中，并形成与之有关的金及多金属矿化。伴随造山运动，区域岩石普遍受区域变

质作用，使矿源层中的成矿元素进一步富集；同时伴随强烈构造破碎和韧性剪切，发育动力变质，创造了构造带内成矿物质

迁移再富集的良好的物理化学条件，引起原岩中的金属元素再迁移和富集沉淀，形成与变质作用有关的金及多金属矿床成矿

系列（高怀忠等，2000）。区域有关金属矿床的形成与该区发生的碰撞造山作用是耦合的，碰撞造山作用对矿床的形成及其

成因类型起了明显的控制作用。 

2  矿区地质 

清水泉铜矿床赋存于卡拉麦里断裂带南侧一组近于平行的 EW 向次级构造中，与成矿关系密切的为一套火山喷出岩－

安山岩地层；岩浆活动频繁，历经多期构造旋回，岩基、岩脉、岩株广泛分布；卡拉麦里深断裂及其次级断裂构成良好的导

矿及赋矿空间。 

区内主要为中石炭统清水组（C2q
2）和中泥盆统蕴都卡拉组（D2y

1），二者构成成矿母岩。前者分布于矿区南部，主要

为灰绿、绿色凝灰质砂岩、层凝灰岩、凝灰角砾岩、火山集块岩、火山角砾岩、熔岩角砾等粗碎屑岩，为山间坳陷沉积的磨

拉石类建造；后者分布于矿区北部，主要为灰色、深灰色细玻屑凝灰岩、凝灰质砂岩、细火山角砾岩夹玄武岩、碧玉岩。 

卡拉麦里深断裂是一条以强烈挤压片理化为特征的深层次断裂构造带（张守林等，2001），其展布从西向东由 NWW向

转至 NW向，断面 NE 倾，倾角 75～80°，为高角度逆冲压性断层，具有长期活动、深切地幔的特征（张守林等，2001；韩

春明，1997），带内岩石变形强烈，发育密集的劈理化、糜棱岩化带；受该断裂影响，区内发育多组次级及羽状断裂，主要

为近 EW-NWW向，与主断裂平行或呈小角度斜交，断裂带内岩石均发生强烈破碎、片理化或被脉岩充填，为热液流体的贯

入和赋存创造了有利条件，构成矿体赋存的良好空间。 

区内侵入岩主要为分布于矿区北部呈带状、岩基状产出的超基性岩、黑云母花岗岩，为华力西中期的产物，其次为东南

部呈岩株、岩基状产出的更长花岗岩（γο4
2-2a）、霏细斑岩（νπ4

2-2c），为华力西晚期侵入；喷出岩分布于矿区中部，岩性主要

为安山岩，并已发生强烈蚀变，该岩层是铜矿体的赋存层位，也为矿质的矿源层。此外，该区酸性浅成岩较发育，呈岩株、

岩脉状侵入于安山岩层中，长轴走向 285～295°，与主构造带平行，岩性主要为石英闪长玢岩，岩石中可见次圆状安山岩捕

虏体。 

3  矿床地质 

清水泉铜矿目前共发现 1，2，3，4 号含铜矿脉，均呈 NWW-EW 向平行分布，产于火山喷出岩－安山岩中及安山岩与

石英闪长玢岩脉接触部位，矿脉均受 NWW-EW向次级构造、裂隙控制，长 500～1000 m，宽度 1～14 m，走向近于平行，

西段 N 倾、东段 S 倾，具 S 形扭转，其中 1，2 号脉（表 1）规模最大，3，4 号脉仅见到铜矿化体。经槽探和钻孔揭露，矿

 
 

 

 
 

 
 

 



222                                          矿   床   地   质                                     2010 年 

脉岩性均为蚀变安山岩，矿化主要为黄铁矿化、黄铜矿化，褐铁矿化、孔雀石化，地表具“火烧皮”，深部矿体主要赋存于

黄铜矿化及晚期微细浸染状黄铁矿化发育部位，地表矿体主要赋存于孔雀石化、褐铁矿化发育部位。 

 

表1  清水泉铜矿1、2号脉特征 

脉号 长/m 宽/m 倾向/° 倾角/° Cu/％ 矿石类型 

1 1 000 6.20 
15（W段） 65～70 

0.32 蚀变安山岩 
200（E段） 80～86 

2 800 3.10 
15（W段） 67～70 

0.24 蚀变安山岩 
205（E段） 82～86 

 

清水泉铜矿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黄铜矿，次为辉铜矿，地表为褐铁矿、孔雀石、铜蓝等，非金属矿物主要有

绿泥石、绿帘石、石英、绢云母等。矿石具浸染状及网脉状构造，黄铜矿、黄铁矿伴生产出，其中黄铁矿呈浸染－稠密浸染

状、细脉状分布于安山岩中，粒度 0.2～1.1 mm，含量一般 1%～4%，最高可达 15%；黄铁矿有 2 期，第一期呈立方体自形

－半自形晶，第二期呈半自形－他形结构，多为早期黄铁矿被改造的产物，含第二期黄铁矿的矿石黄铜矿含量较高；黄铜矿

呈他形粒状或细脉集合体产出，常穿插或交代黄铁矿，呈交代、文象结构，含量一般 1%，最高可达 5%，近地表部位黄铜

矿多氧化成铜蓝、孔雀石；另有少量纤铁矿、磁黄铁矿。 

矿体围岩蚀变沿微裂隙及片理面发育，主要有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碳酸盐化、硅化、绢云母化等，自矿体向围岩具水

平分带：强绿泥石化、绿帘石化－弱硅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矿体主要赋存于绿泥石化、绿帘石

化、硅化带中。 

清水泉铜矿床赋存于蚀变火山岩－安山岩中，钻孔揭露具全岩矿化特征。岩浆中有用组分在安山岩中含量较高，形成初

始矿源层。根据矿床的宏观特征、矿石矿物及矿石结构构造等特征，分 2 个主成矿期。初期形成区内含铜背景值较高的矿源

层和普遍的黄铁矿化。第二期，主要发生火山作用期后造山阶段，随着华力西中晚期更长花岗岩、霏细斑岩及石英闪长玢岩

等浅成岩体的侵入，发生岩浆期后热液交代，对成矿元素进行萃取交代富集，黄铁矿化周围的岩石条带普遍遭受交代形成以

绿泥石化、绿帘石为主的交代矿物蚀变条带，并由矿体向围岩形成蚀变分带；在热交代过程中，造成黄铁矿呈半自形－他形

粒状、微细浸染状叠加于早期黄铁矿之上，亦显示其受热液改造具再次富集特征，伴随黄铁矿化和铜矿化，以黄铜矿为主的

铜矿物与黄铁矿密切伴生，形成浸染状或细脉状穿切于被叠加改造的矿化体及其外接触带蚀变围岩中，此为铜的主成矿期，

在构造、裂隙发育地段矿化相对富集形成铜的工业矿体。 

4  控矿因素 

（1）铜矿床均赋存于区内的火山喷出岩－安山岩中，该层 Cu丰度 124，高出区域背景值 3倍，且其南北侧广泛分布的

沉凝灰岩、细玻屑凝灰岩亦属高含铜背景值地层，该区存在一个较大的铜成矿高区域地球化学场，铜矿的形成受火山岩含铜

背景及区域化学场的共同控制。 

（2）带内铜矿空间分布主要受控于卡拉麦里深断裂南侧的次级小型断裂（韩春明等，2001），已施工的6个钻孔其矿（化）

体严格赋存于网脉状构造裂隙内并受其控制，脉体斜厚一般1～10 m，最厚22 m，组成细脉群，而各孔均显示全岩矿化。构

造的滑脱、扩容部位是控矿的部位，严格控制了矿体的赋存。 

（3）区内岩浆建造与成矿在空间上具形影相随的伴生关系，与成矿时间上具紧密联系和依存关系，成岩与成矿在物质

组分上的相同或相似性，表明金、铜成矿是岩浆成岩作用的继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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