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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西南缘多金属矿带铅同位素特征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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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西南缘铅、锌、铜等多金属矿带在构

造上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和西昆仑造山带结合

部位的碳酸盐岩分布区，总体呈 NNW-SSE 向展

布（图 1）。目前在这个长约 100 km，宽仅 10 km

的范围内，发现了 40 余个以铅锌为主的矿床

（点）、矿化点，均赋存于晚古生代（泥盆纪、石

炭纪）地层中。它是中国目前最具找矿前景的成

矿带之一，近十多年来受到众多地学工作者的广

泛关注。但由于其所处区域偏远，野外调研难度

较大，且年工作时间短，致使其整体研究程度至

今仍很低。关于其矿床成因类型，主要有岩浆期

后热液型、MVT型、SEDEX型、沉积-改造成因

等。由于不同成因类型的矿床其成矿物质来源有

很大的不同，因此判别成矿物质来源（尤其是与

成矿关系密切相关的金属元素）是阐述该问题的

关键之一，而铅同位素组成被认为是示踪这类物

质来源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2007～2009

年间，我们对塔西南缘多金属矿带北起铁克里克

铅铜矿床，南至托库孜阿特铅锌矿床之间广大地

区进行了野外地质调查和综合研究。本文选择该

矿带铁克里克、塔木、阿巴列克、卡兰古等代表

性矿床中硫化物单矿物（方铅矿、黄铜矿、黄铁

矿）为研究对象，以期通过测定其铅同位素组成，

来揭示该矿带的铅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和矿石中

铅的来源，以便进一步阐述其成矿物质来源，深

化对其矿床成因的认识。 

本次工作共得到 66件硫化物（50件方铅矿、

15 件黄铜矿、1 件黄铁矿）单矿物样品的铅同位

素组成，并结合前人所获相关工作成果，综合研

究后主要取得了以下 3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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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塔西南缘区域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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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矿带方铅矿、黄铜矿、闪锌矿、黄铁矿四种硫化物样品的铅同位素组成变化范围很小，但方

铅矿样品与黄铜矿样品的铅同位素特征存在一些较明显的差异，如前者的铅同位素组成和一些相关特征值

（如β 与γ）之间具明显线性正相关关系（图 2）。它们的铅同位素特征表明，方铅矿中的铅（可能也包

括闪锌矿和黄铁矿）主要来源于赋矿围岩和下伏基底；而黄铜矿中的铅主要由基底提供。 

 

 

 

 

 

 

 

 

 

 

 

 

 

 

 

 

 

 

 

 

 

 

 

 

 

 

 

 

图 2  塔西南缘多金属矿带铅锌铜矿床硫化物铅同位素组成分布图 

 

（2）该矿带内 112件硫化物样品铅的单阶段模式年龄（369.0～615.5 Ma，平均（517.1 ± 47.3）Ma）

均明显大于该矿带内铅、锌、铜等矿产的赋矿地层（D2k、D3q、C1k、C1h）年龄，故不能指示铅、锌、铜

等元素成矿作用发生时限；同时方铅矿样品铅同位素组成之间的线性正相关关系也不具有单阶段和两阶段

Pb-Pb等时线意义。 

（3）该矿带内各代表性矿床硫化物铅同位素组成特征与显著地富 U、Th的密西西比型铅差异明显，

从而至少从矿石铅同位素角度指示这些矿床的成因类型不属于MVT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