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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金矿床 Ar-Ar 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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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天山造山带是一条重要的铜、镍、金、铁等多金属成矿带（杨兴科等，1997；姬金生等，1998；张

连昌等，1998；秦克章等，2002；Mao et al.，2005），红石金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剪切带型金矿床。本

文介绍了红石金矿的 Ar-Ar测年结果，以期深化区内金矿床成矿作用和容矿韧性剪切带剪切变形作用之间

的耦合关系研究。 

1  红石金矿矿床地质特征 

红石金矿床产于康古尔塔格金矿带的西段, 位于秋格明塔什-黄山韧性剪切带的南缘、阿奇山-雅满苏

火山岩带的北缘，东距康古尔金矿约30 km（图1）。赋矿地层为下石炭统雅满苏组（C1y）和干墩组（C1g），

主要岩性为安山岩、酸性凝灰岩、中酸性火山角砾岩、放射虫硅质岩、碎屑岩夹少量火山碎屑岩和薄层灰

岩, 主要赋矿岩段的岩性为灰绿色片理化细砂岩夹层状酸性沉凝灰岩。岩石普遍遭受糜棱岩化和片理化变

形, 普遍发育拉伸线理, 形成从糜棱岩、千糜岩到构造片岩的构造岩系列组合。片理走向近东西, 普遍倾向

北, 倾角60~80℃。矿体明显受脆性断裂控制，产状与断裂一致。矿区范围内侵入岩发育普遍, 主要以晚古

生代的中酸性岩体为主，在矿区南侧出露大面积的英云闪长岩, 北侧出露花岗闪长岩小岩体。 

红石金矿床目前已圈定出3条金矿脉，最长1 100 m。圈出2个金矿体，平均金品位为4.0 g/t。金矿石主

要由含金石英脉和含金蚀变糜棱岩等两种类型组成，矿石矿物主要有自然金、黄铁矿、方铅矿、黄铜矿、

闪锌矿、菱铁矿和褐铁矿等, 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绿泥石、绢云母、方解石和钾长石等。矿石构造主要

有块状构造、网脉状构造、细脉浸染状构造、条带状构造和角砾状构造等。围岩蚀变主要类型有硅化、绿

泥石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钾长石化、黄铜矿化和绿帘石化。围岩蚀变具有一定的分带性, 

靠近矿体以硅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黄铜矿化和绢云母化为主, 远离矿体的蚀变主要为绢云母化、碳

酸盐化、钾长石化和绿帘石化等（王义天等，2007）。成矿阶段划可分为黄铁绢英岩化阶段（I成矿阶段）、

金-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阶段（Ⅱ成矿阶段）、贫硫化物碳酸岩石英脉阶段（III成矿阶段）。 

2  金矿石中绢云母40
Ar/

39
Ar测年结果 

为了确定红石金矿成矿时代，从红石金矿床中采集金矿石样品选取成矿期形成的绢云母进行 40
Ar/

39
Ar

阶段升温测年分析。金矿石样品（TS03102）具有糜棱构造，由石英、斜长石、碳酸盐矿物、金属矿物等

组成。石英呈长条状平行排列，局部定向构造明显。单一矿物内部消光不一致，隐含裂隙，显示由较细粒

石英拼合而成，石英之间呈缝合状结构。少量的碳酸盐也呈透镜状，长条状，与石英条带呈平行排列。斜

长石已强烈绢云母化，有的斜长石裂隙显示受到一组垂直长轴方向的平行错动，与石英、碳酸盐矿物共同

形成碎斑，糜棱物质围绕碎斑分布。 

                                                        
*本文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编号 2007CB411306）、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课题（编号 200911043-13）和国土资源大调

查项目（编号 1212010761402；1212010816039）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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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石金矿位置图 

① —康古尔大断裂；②—雅满苏大断裂；③—阿齐克库都克大断裂；1—红石金矿；2—康古尔金矿；3—马头滩金矿；4—维权铜银矿；5—延东铜

矿；6—土屋铜矿；7—黄山铜镍矿；8—黄山东铜镍矿；9—鸭子泉铜矿 

 

对样品中绢云母进行 40
Ar/

39
Ar 阶段升温年龄分析，10 个温度阶段组成了一个良好的年龄谱，总气

体年龄为 253.6 Ma。600~1 300℃的 7 个温度阶段组成了一个年龄坪，坪年龄为 tp=（253.9±1.8）Ma，

对应了 96.9%的 39
Ar 释放量。相应的 39

Ar/
40

Ar-
36

Ar/
40

Ar 反等时线年龄为 ti=（255.6±5.4）Ma，40
Ar/

36
Ar

初始比值为 40
Ar/

36
Ar=233±110（MSWD=10.9）。254 Ma（坪年龄）~ 256 Ma（等时线年龄）的 Ar-Ar年

龄限定了成矿期绢云母的形成时代。 

3  讨  论 

红石金矿床金矿石样品中绢云母的 Ar-Ar 测年分析给出了 254~256 Ma的年龄范围，基本上限定了红

石金矿主成矿期的时代。这一年龄值也落在康古尔金矿床主成矿期的年龄范围（261.0~252.5 Ma）（陈文

等，2007）之内，表明两者是同一个成矿事件的产物。红石金矿床（及康古尔金矿床）主要的赋矿火成岩

形成于早石炭世，但该期岩浆活动仅提供了矿源岩，并没有导致产生金成矿。此后在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发

生的韧性推覆剪切变形事件可能导致了包括金在内的金属元素的初步富集，但并没有形成有工业开采意义

的金矿床。只是到了华力西晚期-印支早期，在原韧性推覆剪切带内发生了走滑剪切变形活动，并产生了快

速抬升冷却后，在地体缓慢冷却阶段，在脆-韧性剪切带内形成了红石、康古尔等金矿床。 

此前的 Ar-Ar 同位素年代学研究表明，秋格明塔什-黄山韧性剪切带剪切变形作用主活动期的时代为

262.9~242.8 Ma，历时近 20 Ma。其中在剪切带中-西段的康古尔地区，走滑剪切变形作用产生的糜棱岩

的时代为 262.9~256.1 Ma，快速抬升发生在 261.5~262.9 Ma（陈文等，2005）。可以看出，红石金矿床成

矿作用和走滑剪切变形作用在时间上具有强烈的耦合性，表明秋格明塔什-黄山韧性剪切带剪切变形作用是

红石金矿床成矿作用的主因，并且，成矿作用发生于剪切带快速抬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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