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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矿床氧化带内原生矿物的分解和新矿物的结晶析出、元素的迁移和沉淀均受到 Eh值、pH值和

气候条件、硫化物矿物的种类、含量及围岩性质等因素的影响（Bandy，1938；Smirnov，1951；涂光炽等，

1963；李锡林等，1966；李文达，1980；关广岳，2002）。氧化带形成时代的确定一直是个难题（Sillitoe et 

al.，1968），本文在前期含钾硫酸盐矿物 K-Ar的基础上，进行了 Ar-Ar法定年，讨论其形成环境和条件。 

1  红山铜-金矿床地质概况 

卡拉塔格铜金矿带系近年新发现的具大型远景的高硫化物型浅成低温热液铜金矿区，最初按区域名称

取名为卡拉塔格矿区（秦克章等，2001），后由于区域上有新的发现，该矿区遂定名为红山铜-金矿床，该

矿床主要受横切石英斑岩的 NNW向断裂控制，矿区中心向北为百余米宽的硅化-伊利石化-绢云母化-褐铁

矿化石英斑岩和英安斑岩，被北西西向延伸的强蚀变辉石闪长玢岩脉穿切，是红山最主要的铜金矿化带（方

同辉等，2002）。在地表 100ｍ×150ｍ、深度为 50~60 m的范围内形成铁铜硫化物的氧化富集带，并有胆矾

细脉贯穿其中（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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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天山红山铜金矿区地质图 

1—第四系残坡积物、风积物；2—英安岩、英安斑岩、安山岩；3—蚀变英安岩；4—火山角砾岩；5—酸性次火山岩：流纹斑岩、石英斑岩、霏

细斑岩；6—花岗岩；7—钠长斑岩脉；8—闪长玢岩脉；9—花岗闪长岩脉；10—氧化带矿体；11—氧化带界线；12—片理化带；13—金矿体； 

14—实测与推测断层；15—铜矿体；16—探槽位置及编号；17—钻孔位置及编号；18—简便公路 

2  红山铜-金矿床氧化带含钾硫酸盐矿物 K-Ar和 Ar-Ar年龄 

在前期 K-Ar年龄测试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 Ar-Ar年龄测试， K-Ar数据为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和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石油地质实验研究中心测试所得，Ar-Ar 数据为中国地震局地震动力学实验室
40

Ar/
39

Ar实验室测得。4个 K-Ar年龄分别为 56.02 Ma、8.62 Ma、14.73 Ma和 4.07 Ma（许英霞等，2008），

7个 Ar-Ar等时线年龄分别为 20.5Ma、58 Ma、129 Ma、2.02Ma、9.2 Ma、7.9 Ma和 2.6 Ma。 

3  结  论 

3.1  与青藏高原隆起的关系 

通过与其它国家不同类型矿床氧化带年龄对比，确认全球氧化带的风化氧化作用主要发生在新生代

（65 Ma）以来，新生代以来全球构造事件与气候变化事件的耦合对地球表层系统的影响会作用于矿床表

层氧化带，红山氧化带的年龄与印度-亚洲大陆碰撞及随后青藏高原的多期幕式隆升不谋而合，系青藏高原

碰撞隆升远程效应的表现和记录。 

3.2  氧化带成矿模型 

红山铜金矿床氧化带下 16 m处的硫酸盐矿物绿钾铁矾 Ar-Ar等时线年龄为 129 Ma，说明白垩纪时期

红山矿床氧化带中低铁的硫酸盐矿物已经形成，确定红山铜-金矿床氧化带在中生代成矿后此处为一酸湖，

中生代成矿后源源不断从地面喷出的热泉和从火山口喷气孔喷发后覆盖在表层的硫磺是对硫酸盐的形成

提供了水介质和 S。硫酸盐矿物的大量形成与原生硫化物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形成过程是一个氧化、溶解、

结晶、沉淀、搬移、再溶解的漫长的反复过程，在白垩纪和新生代都存在着氧化作用和结晶析出作用。白

垩纪以后该地区的隆升十分缓慢（范广洲等，2003；郭召杰等，2002），基本处于干旱、半干旱的气候，

这一古地理环境导致这红山氧化带得以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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