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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地区成矿条件和资源潜力
——塔里木板块成矿系的层圈组合和剌穿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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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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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南 京)      (新 疆地质矿产局,乌 鲁木齐)

提 要 :塔 里木是与华北、扬子齐名的中国三大陆壳板块之一,是 欧亚巨型板块的重要组分。

它的主体部分经历了前震旦纪大洋、古生代稳定陆台和中新生代陆内盆地三大演化阶段;边 缘部

分经历了多次增生和相邻洋壳的灭亡,铸 就了复杂的地质组构,蕴 藏着丰富的资源。其成矿系呈

层圈和剌穿的组合特征。

关锾词:成 矿条件 资 源潜力 成 矿系 塔 里木

1 成 矿地质条件

(1)主 体部分:前 震旦纪,它 是古亚洲大陆的一个古陆壳。由太古代 (32.36× 106a)

和古元古代 (⒉50× 106a、 1936× 106a)的 绿岩系和 TTG岩 系组成。尔后堆积了中元古代

的沉积-火山岩系。青白口纪末,塔 里木运动强烈便其固结,开 始了塔里木地块稳定发展的

新阶段 (图 1)。 早古生代 ,全 区继续下降,海 浸面积进一步扩大,发 育了两种类型的盆地:

一为深水盆地-槽地;另 一为浅水盆地,分 别发育硅质岩、碳酸盐岩、碎屑岩和泥岩等。泥盆

纪末,区 内发生了强烈的早华力构造运动,塔 里木地块再次遭受侧向挤压而发生褶皱、断

裂,使 石炭系角度不整合于志留系—泥盆系之上。晚古生代全区总体下沉,发 生了广泛的海

浸,沉 积了浅海台地相为主的碎屑岩及碳酸盐岩。原来的前陆盆地转化为克拉通盆地。晚二

叠世 ,全 区抬升,海 水向西南退出,在 塔中至塔西南地区接受了陆相沉积,为 一套河流洪泛

相砂岩。

塔里木板块在青白口纪末形成统一的陆块后,局 部地段在某些阶段拉伸引张,形 成裂陷

槽、拗拉谷或裂谷,为 内生成矿作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科岗—他隆裂谷带,位 于其西南边

缘,是 该陆块上最早形成的裂谷,中 、新元古代开始拉开,形 成了大量的基性和碱性火山

岩。北山和阿尔金山裂谷带位于陆块的东部和东南部,它 们是在塔里木陆壳基底上发展起

来,中 奥陶世开始拉开,经 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形 成数条蛇绿岩带及火山岩

带,侵 入活动强烈、断裂复杂,多 由南向北推覆,形 成叠瓦状推覆体。昆盖山裂谷带位于陆

块的西部 ,石 炭纪拉开,二 叠纪末夭亡。形成了大量的近 EW向 分布的富碱质双峰式火山

岩及基性火山岩带。

(2)边 缘部分:塔 里木太古代—古元古代陆壳的周边均被古洋壳所环绕。尔后,经 过

中、新元古代一古生代一早中生代的演化发展,这 些洋壳板块渐次消亡,俯 冲于古陆壳之

艹 芮行健,男 ,65岁 ,南 京地质矿产研究所资源环境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研 究员,专 长区域成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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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塔 里木板块构造划分略图

1一太古-古元古宇;2一 古一中元古界;3一 中元古一早古生界;4一 古生界;5一 上古生界;6一 晚古生代裂谷堆积;

7一 中新生代陆缘盆地堆积;8— 构造单元编号:1一 塔里木板块 :I1Ⅱ —阿克然他乌断隆;I12— 台兰-木扎尔特断隆;

I13一 库鲁克塔格断隆;Il Ⅱ 一米兰 (阿尔金北缘)断 隆;I15— 铁克里克断隆;△ 1一拉那提断隆;△ 2一巴仑台断

隆;I2→ 一星星峡断隆;I3~一 柯坪陆缘盆地;I32— 阿尔金 山中间隆起;I3Ⅱ 一桑株塔格一柳什塔格 中间隆起;

I。~— 哈尔克早古生代弧前盆地;12一 恰尔隆—库尔浪古生代弧沟带;I43— 祁漫塔袼早古生代弧沟带;△ ~一 南天

山晚古生代陆缘盆地;I52— 喀拉米兰晚古生代弧沟带;I61一 昆盖山晚古生代裂谷带;吒 2一北山晚古生代裂谷带;

I7—塔里木中新生代拗陷、Ⅱ一北天山一哈萨克斯坦板块 :Ⅱ l一北天山古生代岛弧带;Ⅱ 2一觉罗塔格晚古生代岛弧

带 ;Ⅱ 3一吐哈中新生代拗陷;Ⅲ 一华南板块 (西段陆缘增生褶皱带)

下 ,或 拼贴于其周边 ,从 而使陆壳增生,最 后成为广袤的现代欧亚大陆的一部分。

(3)陆 内发展阶段 :中 亚的各大板块 ,自 晚古生代后期相继缝合 ,碰 撞造山,并 发生了

大型推覆构造和韧性剪切活动,局 部地区形成残留海。晚二叠世后 ,除 喀喇昆仑山等部分地

区外 ,均 形成了雄伟的山系。由于边缘山区的抬升 ,塔 里木进人了陆内盆地发展阶段。第三

纪时,由 于印度板块持续向北扩张,西 伯利亚板块向南扩张 ,形 成山麓地带向内陆盆地的大

型推覆构造及大规模的剪切作用。塔里木南北缘的许多大型推覆体就是该作用的反映。

在塔里木古陆及其周边增生的新陆基本固结后 (约 始于华力西构造期末),发 生了大角

度斜切基底构造的 NNW向 超壳断裂带、裂陷槽及拗拉谷 ,约 以 250km相 近间距分布。由

西向东为:乌 恰一依扎克、普昌一巴楚一墨玉、温宿一于田、黑英山一博斯坦、博斯腾湖一

阿其克库里和艾丁湖一罗布泊—格孜库里。有些成为地震的震中,有 些成为地幔热流柱上涌

的通道。

资源特征

塔里木地区多种资源均有巨大的找矿潜力,兹 择其重要和具有特色者简述如下。

(1)石 油、天然气:塔 里木盆地的油气分布具有多时代、多层组的特点,已 发现油气藏

者有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三叠系、侏罗系、下白垩统、老第三系和新第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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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 层组,空 间分布受大型古陆隆起、大型断裂和小型断裂扭动构造的控制。据西北石油局

康玉柱等估算,全 盆地油气总量为 15~18Gt。 将成为我国21世 纪油气可持续发展的接替资

源基地。

(2)钾 盐、盐岩、石膏和芒硝:塔 里木进人到陆内盆地发展阶段以后 ,与 海域基本隔

绝。由于其面积大,物 质补给充分,干 旱,日 照时间长等得天独后的环境 ,为 大型-超大型

盐类矿床的形成创造了优越的环境。近年来,已 在罗布泊和索尔库里等地找到了钾盐矿,远

景很大。

(3)金 刚石、蛭石、石棉和稀土金属矿产:这 组矿产大多与超镁铁质侵人岩有关。此类

岩石是深源岩浆在地壳浅部的窗口。据不完全统计塔里木盆地周边有超基性和碱性岩带十多

条,其 中蕴藏着极丰富的石棉和蛭石等矿产,有 些岩带含铬铁矿、钒钛磁铁矿、铌钽矿、铈

镧矿、锆铪矿、铜镍矿和宝石。还在瓦吉尔塔格和克里阳分别发现了似金伯利岩和钾镁煌斑

岩,在 秃斯阿克其等地的第四纪砂砾层出土了近 10颗 金刚石。特别是塔北的碱性岩和碳酸

岩的分布在全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稀 有稀土金属应予以特别重视。

(4)金 :在 塔里木地区有金矿床、矿点、矿化点和各类找矿信息 (包括化探异常和重砂

异常)150余 处。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影响的金矿床,但 已发现了良好的找矿信息。近年来在

铁克里克、库鲁克塔格和木扎尔特前震旦纪基底构造层中,圈 定了多个以 Au为 主的化探异

常;在 铁克里克等基底断隆上发现了含金条带状磁铁石英岩系,如 布琼、阿特斯等;在 绿岩

系背景上的含金石英脉 (阿合哭狼等)和 韧性剪切带 (大金沟等)分 布广泛;某 些早元古界

的底部发现了巨厚的砂砾岩和底砾岩层,胶 结物中具硅化和黄铁矿化。

古生代金矿类型较多、分布较广。浊积岩型萨瓦亚尔顿金矿的发现是塔里木板块西北缘

资源工作的重要进展,沿 此带向东北绵亘千公里,Au、 As、 Sb、 Hg、 Ag异 常断续出露,矿

床和矿点相继被发现,找 矿前景看好;碳 酸盐岩中微细粒浸染型金矿也有找矿线索,如 在塔

南的上其汗曾发现了 Au品 位达 18.33g/t的 矿点,在 塔西南的昆盖山也找到了同类矿点;

与蛇绿混杂岩及其他超基性岩带边缘蚀变带有关金矿的找矿工作也有明显进展,科 岗-他隆

和阿尔金山某些岩体的接触蚀变带也找到高含量的样品,部 分地段圈定了以 Au为 主的组合

异常;晚 古生界在北山和昆盖山裂谷带甚为发育,受 后期推覆构造影响,与 前震旦系基底叠

覆在一起 ,在 这些推覆界面和韧性剪切带中找到了不少金矿,如 红十井等。

中新生代岩浆侵人和喷发活动,以 及后续的地热活动,给 浅成低温热液金矿床的形成准

备了良好的条件,如 塔东南与安山玢岩筒有关的金矿,某 些斑岩中的金矿化,以 及塔西北布

隆石英重晶石脉状金矿都可能与这期活动有关。近代砂金矿在塔里木周边分布十分广泛,重

砂异常多、采金遗迹多、古藉记载多。近年来 自由淘金者多,常 常数万人涌人一个地区 (如

东昆仑山、阿尔金山等),形 成疯狂滥采势态。另外,铁 帽型金矿也多见。

(5)铜 :塔 里木地区有铜矿床、矿点、矿化点和各类找矿信息约 210处 。主要有:赋 存

于前震旦纪基底构造层中绿岩型铜矿,如 艾德瓦搞、木扎尔特等;赋 存于中新元古界细碧角

斑岩中的块状硫化物铜矿,如 塔木其等;赋 存于板块边缘增生带奥陶-志留系基性火山岩中

的块状硫化物铜矿,如 庆回归、色日克库勒等;赋 存于陆缘盆地晚古生界的砂页岩型铜矿,

如塔塔埃尔塔格、奇 自拉夫、和什拉甫等;赋 存于裂谷带基性火山岩系中的块状硫化物铜

矿,如 乌依塔斯、卡斯卡苏等;赋 存于板块边缘华力西期岩浆弧中的斑岩铜矿,如 克孜尔库

坦等;赋 存于板块边缘华力西期沉积改造型铜矿床,如 卡拉玛等;赋 存于板块南缘特提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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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燕山-喜山期斑岩铜矿,如 西若、琼木孜塔格等;赋 存于陆内盆地中的白垩纪及第三纪萨

布哈式铜矿,如 滴水、库木库勒等。总之,塔 里木地区自始至终都活跃着铜的成矿活动,是

一个铜的矿化集中区。

(6)铅 、锌、银 :主 要分布在塔西北和塔西南的陆缘盆地内,范 围约 800O0k'。 据不

完全统计有矿床和矿点 70余 处 ,中 型以上矿床约 10处 。可分沙里塔什一霍什布拉克、苏公

卡一坎岭和塔木—卡兰古 3个 成矿带,每 个带的规模长达数百公里,宽 数十公里。含矿层位

为下奥陶统、中奥陶统、中泥盆统、下石炭统和上石炭统等 5个 层位。经多种测试成果的分

析对比,应 属于密西西比型矿床。

(7)汞 、锑、砷 :通 过水系沉积物化探测量,在 塔西北圈定了大面积、高浓度的 Hg、

Sb、 Au、 As、 Ag等 元素异常。近年来,已 发现了萨瓦亚尔顿金锑矿床,卡 拉脚古牙锑矿、

查汗萨拉锑矿和尤拉美拉克汞锶矿等。众所周知,中 亚汞锑矿带是世界级巨型矿带之一,由

多个大型汞矿、锑矿和金矿组成。这个巨型矿带向东延伸就与本矿带相衔接。

3 塔 里木板块成矿系的层圈组合和剌穿组合

如果我们把塔里木板块看成大致呈菱形的半球体,其 外层圈为幔源型成岩成矿系,中 外

层圈为壳源沉积改造型成岩成矿系,中 层圈为可燃有机成岩成矿系,内 层圈为蒸发成岩成矿

系,它 们显示着层圈组合。沿板内裂解带,走 向性和横跨性断裂带形成的地壳减薄、地幔热

流柱上涌和沿断裂系的热液活动构成了幔壳混成,深 源浅成,古 孕新成和裂控等成岩成矿

系,它 们显示着剌穿组合。

4 资 源潜力

塔里木地区的石油,天 然气和煤资源潜力非常巨大,自 sO年 代以来已获得了国家的高

度重视。钾盐近年来获得了找矿突破,即 将成为继青海省之后的另一个钾盐资源基地。铜金

铅锌银成矿层系多,构 造岩浆条件好,找 矿信息广泛,已 找到一些巨型成矿带和超大型矿

床,形 势很好。另外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矿产资源,如 金刚石、蛭石、石棉、和阗玉、铂、

钒、钛、稀有和稀土金属矿等也具有很好的找矿远景。总之,塔 里木是一个聚宝盆,资 源潜

力非常巨大,急 待发现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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