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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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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新疆北部的铜镍 k铂族元素l 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形成于海西期o 是世界上形成

于显生宙的少数几个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之一∀它具有许多特殊性o如形成多个亚系列 k喀

拉通克! 黄山! 箐布拉克l! 每个亚系列又包含多个岩体形成多个矿床! 不同的亚系列及每个亚

系列内部的各个岩体和矿体差别较大! 成矿母岩低镁高铝富钾等等∀海西期的地幔柱活动可能

是形成该成矿系列的主要原因∀目前对同一时期的箐布拉克亚系列及其它基性超基性岩带的研

究程度较低o 在今后的大调查中应加以注意∀

关键词} 成矿系列 铜镍硫化物矿床 基性超基性岩 地幔柱 新疆北部

中图法分类号} °yt{1w

新疆北部自zs年代后期以来发现了喀拉通克和黄山两个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集中区o 加

上以前发现的箐布拉克铜镍硫化物矿床o 成为我国目前具有挑战性的铜镍硫化物矿床找矿远

景区∀从镍的角度来说o也是仅次于金川的非常重要的 ≤∏2�¬2k°�∞l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o并

使新疆一跃成为我国第二个镍资源大省≈t ∀那么o这v个典型矿床之间有什么成因上的联系o形

成于什么样的地质构造环境�今后还能不能找到类似矿床o 到哪儿去找�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问题∀

t 成矿系列及亚系列的厘定

新疆北部的铜镍硫化物矿床与基性超基性岩带密切有关o 岩带实际上就是矿带∀已发现x

个含矿岩带 k表tlo 其中v个岩带已探明工业矿床o 另两个也有矿化迹象o 但目前只有喀拉通

克和黄山两个岩带工作程度稍高∀因此o深入研究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及其成矿规律o有

助于今后的地质找矿工作∀

喀拉通克和哈密2黄山是两个典型成矿区o 目前在喀拉通克地区已经发现大型铜镍矿床t

处 k容于喀拉通克tf 岩体lo 中型铜镍矿床u处 k分别容于喀拉通克uf ! vf 岩体l~ 哈密一带有

黄山东大型铜镍硫化物矿床! 土墩中型铜镍矿床及黄山西 k黄山l! 黄山北 k香山l! 二红洼

等y处铜镍矿床和矿点∀箐布拉克则研究程度较低o 也是一个有前景的地区∀

Ξ 本文受到国家科技攻关vsx项目 k|y2|tx2st2sul 专题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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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目前的研究程度o 新疆北部的铜镍硫化物矿床均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o 并且成岩成

矿的时代主要集中在晚古生代k表ulo因而可以将它们归为一个成矿系列∀综合各方面的资料o

喀拉通克tf 岩体的�2� µ法年龄为uzv1{≅ tsy∗ u{w≅ tsy
¤o� ¥2≥µ等时线年龄u{x≅ tsy∗ vtz

≅ tsy
¤o≥° 2�§等时线年龄u{t≅ tsy∗ u|z1z≅ tsy

¤~u
f 岩体的�2� µ年龄uzx1y≅ tsy∗ vsy1w

≅ tsy
¤o � ¥2≥µ等时线年龄u|y≅ tsy∗ vs{≅ tsy

¤~ vf 岩体�2� µ法年龄为uu|1t≅ tsy∗ vsy1w

≅ tsy
¤o � ¥2≥µ等时线年龄为u|s≅ tsy

¤∀喀拉通克tf 矿床致密块状矿石和稠密浸染状矿石

≥° 2�§等时线年龄为 ku{t1w? tul ≅ tsy
¤
≈v o 与岩体同位素年龄值相吻合o 说明成岩成矿作

用时间在u{s≅ tsy∗ vss≅ tsy
¤之间o 属海西中晚期构造2岩浆活动的产物∀根据倪守斌等人≈w 

的资料o 箐布拉克的基性超基性岩形成于vus≅ tsy
¤~ 箐布拉克岩带的其它岩体也形成于这一

时代o 如苏鲁岩体vuu≅ tsy
¤ k≥° 2�§等时线l! 琼阿乌孜vtv1x≅ tsy

¤ k≥° 2�§等时线l! 乔

勒铁克西岩体vuw≅ tsy
¤k≥° 2�§等时线lo与黄山东 kvtw≅ tsy∗ vus≅ tsy

¤l
≈v 很接近∀因此o

箐布拉克可能与喀拉通克! 黄山等铜镍硫化物矿床属于同一成矿系列∀

表 1  新疆北部含铜镍硫化物矿床基性超基性岩带概况

Ταβλε 1q Μαιν φεατυρεσ οφ τηε χοππερ−νιχκελ−βεαρινγ βασιχ−υλτραβασιχ βελτσ ιν νορτηερν Ξινϕιανγ

含矿岩带 地质背景 岩带规模 ®° 岩体数 个 岩石组合 矿化类型

喀拉通克岩带
深大断裂旁侧平行的次

级断裂
长usso 宽ts ts几

中性2基性 k为主l 2超
基性岩

铜镍矿床! 钛磁铁矿

黄山2镜儿泉岩带 深大断裂的分支断裂 长usso 宽ws ts几 基性超基性岩 铜镍矿床

箐布拉克岩带 深大断裂的分支断裂 长vwso 宽ws tx 基性超基性岩 铜镍矿床

康古尔塔格岩带 深大断裂的次级断裂 t 闪长岩2辉石岩 铜镍矿化

库鲁克塔格岩带 深大断裂的旁侧断裂 几 基性超基性岩 偶见铜镍矿化

  注} 据邓振球o t||s≈u 等资料编制

表 2 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的成岩成矿时代统计

Ταβλε 2q Ρ οχκ−φορμ ινγ ανδ ορε−φορμ ινγ αγεσ οφ τηε μ εταλλογενιχ σεριεσ οφ χοππερ−νιχκελσυλφιδε δεποσιτσ

系 列 岩体或岩性 方 法 统计数 年龄范围 tsy ¤ 平均年龄 tsy ¤

喀拉通克 岩石 �2� µ uv us|1x∗ vws1t uzs

喀拉通克 岩石 � ¥2≥µ tt u{x∗ vtz vst1s|

喀拉通克 矿石 ≥° 2�§ w u{t1w∗ u|z1z u{|1xx

喀拉通克 喀拉通克tf 多种方法 t| uzv1{∗ vtz u|x1zv

喀拉通克 喀拉通克uf 多种方法 x uu|1t∗ vs{ u{v1su

喀拉通克 喀拉通克vf 多种方法 w u|s∗ vsy1w u|{1x

黄山 岩石 �2� µ { uyu1||∗ wv|1yt vwy1yw

黄山 岩石 ≥° 2�§ w vsx1w∗ vus vtu1s{

箐布拉克 岩石 ≥° 2�§ w vtv1x∗ vuw vt|1{{

应指出o 现今在构造上相隔千里的矿床o 在其形成之时不一定也相距甚远∀因此o 在研究

和划分成矿系列时o强调的是成矿时的构造环境o而不是目前的构造环境∀对于起源深度很大

的铜镍硫化物矿床来说o这一点更为重要∀目前国际上趋向于认为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铜镍

硫化物矿床属于地幔柱尾部的产物≈tv∗ tz o 它可以出现在非造山带如克拉通环境o 也可以出现

在造山带环境~可以出现在造山带形成的前期o也可以出现在造山带形成之后∀另外也应指出o

矿床成矿系列的分布特点与矿田 k及成矿区带! 成矿省l 的分布不是一个概念o 在一个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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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及成矿区带! 成矿省l 中可以出现不止一个成矿系列o 而同一个成矿系列可以跨越不同的矿

田范围 k乃至不同的成矿区带! 成矿省l∀比如o 我国南岭与中生代花岗岩有关的有色金属稀

土稀有金属矿床成矿系列≈x 就跨越了好几个矿田o 而同一矿田中出现早期同生沉积矿床成矿

系列与后期岩浆热液矿床成矿系列共存 k但不同生o 也不一定伴生l! 叠加! 改造等现象屡见

不鲜o 以至于常常为矿床的成因问题争论不休∀

根据成矿特征及其产出的地质环境o 可以将新疆北部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 ≤∏2�¬2

k°�∞l 矿床成矿系列分为v个亚系列o 即} 喀拉通克亚系列! 黄山亚系列和箐布拉克亚系列

k表vl∀

表 3  新疆北部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 Χυ−Νι−kΠΓ Εl 矿床成矿系列特征

Ταβλε 3q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οφ τηε μ εταλλογενιχ σεριεσ οφ Χυ−Νι kΠΓ Εl δεποσιτσ ρελατεδ το

βασιχ−υλτραβασιχ ροχκσ ιν νορτηερν Ξινϕιανγ

亚系列 矿 床 规模及元素 围 岩 岩 相 岩 体 矿体特征 矿 石 品 位

喀拉

通克

喀拉通克tf
大型 ≤∏2�¬2
k°�∞l 2≥

≤ tν

大理岩
角闪橄榄苏长岩 深部楔形

位于岩体

中下部

稀疏浸染状o中

等稠密浸染状o

块状

≤∏ �¬� zo °·最

高u1uyo °§s1wy

喀拉通克uf
中型 ≤∏2�¬2
k°�∞l 2≥

≤ tν

大理岩
角闪橄榄苏长岩 深部楔形

岩体底部

构造控制
全为致密块状

�¬s1vo≤∏s1vo°·
t1tyo °§s1y

喀拉通克vf 中型 ≤∏2�¬2≥
≤ tν

大理岩

黑云母角闪

橄榄苏长岩
透镜状

岩体中下

部o 板状
浸染状

�¬s1vv∗ s1xt
≤∏s1wv∗ s1xz

喀拉通克yf 小型 ≤∏2�¬2≥ ≤ tν 闪长岩 脉状 团斑状o浸染状 ≤∏s1|zo �¬s1vt

喀拉通克zf 小型 ≤∏2�¬2≥ ≤ tν 闪长岩! 辉绿岩 分枝脉状 ≤∏u1v|o �¬s1zt

喀拉通克{f 小型 ≤∏2�¬2≥ ≤ tν 闪长岩 透镜状 ≤∏t1syo �¬s1tx

喀拉通克|f 小型 ≤∏2�¬2≥ ≤ tν 闪长岩! 辉绿岩
复分枝

脉状
≤∏s1{{o �¬s1vx

黄山

黄山东 大型 ≤∏2�¬2≥
≤ uγ o ≤ uω τ

火山沉积岩

橄榄辉长闪长岩!
橄榄岩及苏长岩

透镜状
似层状!
条带状

浸染状为主o块

状次之
°·! °§含量低

黄山 大型 ≤∏2�¬2≥
≤ uγ 火山

沉积岩

角闪斜长橄榄岩!
橄榄苏长岩

斗状

似层状!
透镜状!
脉状等

稀疏浸染状o海

绵陨铁状o少量

块状

°·! °§含量低

葫芦 中型 ≤∏2�¬2≥
≤ uω τ火山

沉积岩

辉石岩为主o

角闪橄榄岩为次

地表葫

芦状

透镜状!
似层状

贫矿浸染状o富

矿海绵陨铁状o

零散脉状o块状

°·! °§含量低

箐布

拉克
箐布拉克

中型含 °·

2≤∏2�¬2≥
°·片麻岩

结晶灰岩

辉石闪长岩! 辉

长岩! 辉石岩!
橄榄辉长岩

顺层侵入

透镜状

似层状!
透镜状

浸染状矿石为

主o 块状次之

�¬s1v∗ s1w|o ≤∏

s1tvo °· s1x ∗

s1xv

  注} 据 ≈to uo wo yo z  资料综合~ 品位单位} °·! °§为tsp yo 其余为h

与新疆北部其它基性超基性岩相比o 喀拉通克! 黄山! 黄山东等几个主要含铜镍硫化物

矿床的岩体在岩石化学特征上很接近o这是它们之所以能构成同一个成矿系列的原因之一∀但

不同亚系列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别o 如} 喀拉通克亚系列岩浆岩更为基性 k≥¬� u含量低于黄山l

且碱质更强 k属于强碱lo 矿化最为强烈o 其tf 岩体几乎全岩矿化o °·! °§等贵金属也较高~

|wt第 t|卷 第 u期 王登红等} 新疆北部 ≤∏2�¬2k°�∞l 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探讨

 
 

 

 
 

 
 

 



黄山亚系列矿化强度较低o硫化物少o°·! °§等贵金属也较低∀岩体矿化元素的含量也有明显

差异o 喀拉通克tf 岩体的�¬含量 ktzss≅ tsp yl≈{ 高于黄山东 kuss≅ tsp ylo 也高于力马河

kw{s≅ tsp yl! 萨德伯里等含矿岩体 ku1y{≅ tsp ylo 但低于白家嘴岩体 k图t¤l∀图t¤还显示o

规模较大的矿床o 如白家嘴! 喀拉通克和赤柏松等矿床之间�¬含量随 � ª� 含量增大而显著

增大~黄山一带的矿床虽然也有�¬含量随 � ª� 增大而增大的趋势o但�¬含量增大的趋势远

远不如前者∀这一变化规律可能有助于评价找矿远景∀图t¥显示不同矿区岩浆岩大致落在与

地幔柱有关的洋岛玄武岩和大陆溢流玄武岩分布区~图t¦显示喀拉通克uf 岩体随着岩浆结晶

分异o从橄榄苏长岩ψ 角闪苏长岩ψ 角闪辉长岩ψ 石英闪长岩�¬的含量逐渐降低~图t§显示

喀拉通克uf 岩体中的基性岩也落在地幔柱有关岩石范围内∀此外o 喀拉通克各岩体 ≥ 的含量

也明显高于黄山∀在喀拉通克otf 矿床v{h 的储量在块状矿石ouf 矿床几乎全部的储量在块状

矿石o 显示成矿元素高度富集o 而黄山东的块状矿石不发育o 只占少许储量∀

图 t 与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有关岩浆岩的 � ª� 2�¬关系

k原始数据引自 ≈yo | l

� ��) 洋岛玄武岩~ � � � �) 洋中脊玄武岩~ ≤ ƒ�) 大陆溢流玄武岩~ �� �) 岛弧玄武岩∀图中界线据 ≈t{ 

¤! ¥} t) 喀拉通克~ u) 赤柏松~ v) 白家嘴~ w) 黄山东~ x) 黄山西~ y) 黄山北~ z) 二红洼~

¦! §} t) 橄榄苏长岩~ u) 角闪苏长岩~ v) 角闪辉长岩~ w) 石英闪长岩

ƒ¬ª1tq � ª� 2�¬§¬¤ªµ¤° ²©¥¤¶¬¦2∏̄·µ¤¥¤¶¬¦µ²¦®¶µ̈ ¤̄·̈§·² ≤∏2�¬¶∏̄©¬§̈ ° ·̈¤̄ ²̄ª̈ ±¬¦¶̈µ¬̈¶q

� ��2²¦̈¤± ¬¶̄¤±§¥¤¶¤̄·~ � � � �2� ¬§§̄¨²¦̈¤± µ¬§ª̈ ¥¤¶¤̄·~ ≤ ƒ�2≤ ²±·¬± ±̈·¤̄ ©̄²²§¥¤¶¤̄·~ �� �2�¶̄¤±§¤µ¦¥¤¶¤̄·q

¤o ¥} t) �¤̄¤·²±ª® ~̈ u) ≤«¬¥¤¬¶²±ª~ v) �¤¬¬¤½∏¬~ w) � ∏¤±ª¶«¤±§²±ª~ x) � ∏¤±ª¶«¤±¬¬~ y) � ∏¤±ª¶«¤±¥̈ ¬~

z) ∞µ«²±ªº¤~ ¦o §} t) � ¬̄√¬±¨±²µ¬·̈~ u) � °³«¬¥²̄ ¨±²µ¬·̈~ v) � °³«¬¥²̄ ¨ª¤¥¥µ²~ w) ± ∏¤µ·½ §¬²µ¬·̈q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o 岩浆深部熔离结晶分异程度的不同o 围岩影响

程度的不同o等等o都可以造成这种差别∀李文渊曾认为喀拉通克与黄山东的差别是由于岩体

的基性程度不同所造成o 前者含矿岩石主要是基性) 中基性岩石o 后者主要是基性超基性岩

石≈ts ∀但根据本文的最新统计o 这种岩性上的差别并不存在o甚至是相反的∀实际上喀拉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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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的 ≥¬� u含量明显低于黄山o王润民等 kt||tl也早就指出o喀拉通克tf ! uf ! vf 岩体 ≥¬� u

的加权平均分别为ws1|uh ! wz1{{h 和xu1vyh o 而黄山东 ≥¬� u高达xw1v|h ≈y ∀显然o 同一亚

系列中的不同岩体之间存在岩浆分异o 岩体越基性o 矿化越好∀

从成矿系列研究的角度o 可以认为o 不同亚系列产出的环境不完全相同o 因此o 除了岩

浆岩本身的差别外o 环境 k包括构造和围岩l 的影响不可忽视∀因此o 造成不同亚系列成矿差

异的原因可能还包括} ≠ 喀拉通克岩体含 ≥ 明显高于黄山东o 喀拉通克tf ! uf ! vf 岩体的 ≥

含量平均s1|zh ! s1uxh 和s1szwh o黄山东只有s1sxh ~≥ 含量低不利于金属元素的聚集~�

岩浆熔离程度的不同也将影响到金属元素的聚集程度o 喀拉通克的金属元素已经集中到了

≥¬� u含量仅为ws1|uh 的tf 岩体中o而其它岩体成矿相应减弱~≈ 喀拉通克一带的南明水组含

有较多的火山物质o 围岩中碳质较高o 有利于形成一种还原的封闭环境~ 而黄山一带的围岩

以砂岩为主o 易于形成贯通的裂隙o 是一种较为氧化的偏开放的环境∀

u 新疆铜镍硫化物矿床的特殊性

与国内外其它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相比o 以喀拉通克和黄山为主的新疆北部铜镍硫

化物矿床成矿系列具有以下特点}

ktl 虽然与其它矿床一样o铜镍硫化物矿体赋存在基性超基性岩体内o但喀拉通克和黄山

等地的矿床和矿体的数量较多o 含矿的岩体也多o 不是只有某个岩体含矿o 不是 / 独生子0∀

国内外绝大多数含矿的基性超基性岩带往往是单岩体成矿∀新疆则不同o无论是喀拉通克o还

是黄山一带o 均是多个岩体形成多个矿床o 而这些不同的岩带及其中的岩体却又是差不多同

时形成的o即一个成矿系列包含多个亚系列∀这一特点对于开展成矿系列研究并通过成矿系列

的研究指导找矿尤为重要∀

kul 与国内其它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相比o 新疆北部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成矿

母岩的 � ª� 含量偏低o但碱质和 � ū� v含量偏高∀这可能反映了新疆北部 ≤∏2�¬2k°�∞l矿床

成矿系列在形成时有较多的地壳物质加入o 但也可能存在其它未知的科学机制∀

kvl 在同一岩带o不同岩体之间的岩石组合! 岩石化学特征可以存在明显的差别o而且都

可能成矿o 如喀拉通克tf 岩体! uf 岩体和vf 岩体的平均 ≥¬� u含量分别为ws1|uh ! wz1{{h 和

xu1vyh o tf 岩体与vf 岩体相差达tt1wwh ~ 不同岩体之间稀土元素! 微量元素! 同位素地球

化学等特征上也相差很大o 但它们都成矿o 只是规模不同∀推而广之o 如果在基性甚至偏中性

的岩体中发现矿化o 则不能排除其它岩体尤其是超基性岩体中成矿的可能性∀

v 成矿构造环境

从已有资料看o 喀拉通克成岩成矿的时间在u{s≅ tsy∗ vus≅ tsy
¤o 黄山一带在vtw≅ tsy

∗ vus≅ tsy
¤o 箐布拉克在vtv≅ tsy∗ vuw≅ tsy

¤o 依次有变老的趋势∀这种趋势反映了一个什

么科学问题或者说具有什么地质意义呢�第一o它们基本是同时形成的o尤其是黄山和箐布拉

克o 说明东天山与西天山在当时 k石炭纪中期l 经受了类似的地质事件o 该事件推测是地幔

起因的o 伴随有幔源岩浆的侵入和铜镍矿床的形成~ 第二o 矿床规模有随时间变新而变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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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第三o v个亚系列目前在空间上并不在一起o 而是构成三足鼎立之势∀那么o 这三者之

间有没有成因联系�形成于什么样的环境�在这三个亚系列之间还有没有别的亚系列o如有o可

能在什么地方�

对这些问题o 前人已经做了大量工作o 并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结论o 但多数是从板块构造

的角度出发∀需要指出o利用板块构造研究中得到的各种地球化学图解虽然有助于判别成矿地

质环境o但还应结合具体情况∀比如o喀拉通克tf 岩体和uf 岩体在图u¤中可落在同一区域o而

同一岩体的不同岩石类型却分散到不同的构造单元 k图u¥l∀这从地质的角度看无法理解o 因

为同时形成! 在空间上又紧密相伴的两个岩体不可能形成于不同的大地构造环境∀

图 u 喀拉通克不同岩体及同一岩体不同岩石类型的微量元素构造图解

k原始数据据 ≈yo | l

t) 橄榄苏长岩~ u) 角闪苏长岩~ v) 角闪辉长岩~ w) 石英闪长岩~ x) 喀拉通克tf 岩体 k对比项l

ƒ¬ª1uq × ¦̈·²±¬¦§¬¤ªµ¤° ²©·µ¤¦̈ ¨̄ °̈ ±̈·¶¬± §¬©©̈ µ̈±·¦²° ³̄ ¬̈ ¶̈²µ¬± §¬©©̈ µ̈±·

µ²¦® ·¼³̈ ¶º¬·«¬± ·«̈ ¶¤°¨¦²° ³̄ ¬̈q

t) � ¬̄√¬±¨±²µ¬·̈~ u) � °³«¬¥²̄ ¨±²µ¬·̈~ v) � °³«¬¥²̄ ¨ª¤¥¥µ²~

w) ± ∏¤µ·½ §¬²µ¬·̈~ x) �²q t ¥²§¼ ¬± �¤̄¤·²±ª®¨ k¦²°³¤µ̈§º¬·«�²1u ¥²§¼lq

近年来o 地幔柱与成矿关系的研究引起了世界各国地质学家和矿床学家的关注∀t||z年w

月tw∗ t{日o 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召开的地幔柱! 板块构造与成矿作用讨论会就是一个实

例∀该会议原打算只开一个国内的小型会议o 但许多人都想参加o 结果扩展为一个uts多人出

席的国际会议∀该会议以地幔柱为中心o对于地幔柱形成的矿床类型进行了重点讨论o许多研

究者如 �¤µ± ¶̈等 kt||zlo 通过对俄罗斯诺里尔斯克2塔尔纳赫! 加拿大魁北克北部开普史密

斯褶皱带! 美国明尼苏达州德卢斯杂岩! 加拿大西北穆斯科克斯杂岩的研究≈tv∗ tz o 认为它们

在构造上具有相似性o 形成于地幔柱交切裂谷的环境o 地幔柱带入的镁铁质岩浆侵位到地壳

中形成侵入体o 并伴随有溢流玄武岩和苦橄岩∀这样的构造环境对形成�¬2≤∏2k°�∞l 硫化物

矿床是理想的∀地幔柱可提供体积巨大的原始岩浆o这些岩浆可将大量的热量传递给地壳o从

而释放足够的硫以形成大型硫化物矿床∀裂谷与地幔柱在时空上的耦合可使大规模的岩浆迅

速运移到陆壳中o 从而减少硫化物因沉降 k重力分异或分离l 而分离出去的机会∀

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认识新疆北部的海西期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的成因及其与

其它地质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目前已经有不少资料显示o喀拉通克铜镍硫化物矿床的形成与

地幔柱有关o 如铜镍矿石的氦同位素组成与热点玄武岩相似≈ts ! 轻稀土富集! 不相容元素的

富集程度也具有地幔柱产物的特点≈tt o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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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设想o 海西早期某一目前还知之甚少的地幔柱与阿尔泰等地的老基底发生了壳幔相

互作用o 形成一系列裂谷或拉张构造o 这些裂谷有的夭折o 有的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盆地∀

在夭折的裂谷中可以形成并保存下来阿舍勒式的块状硫化物矿床o 盆地则由于地幔柱的持续

作用! 玄武岩的喷发和一些洋岛的形成而演化成为多岛局限洋盆∀进入海西中晚期o随着地幔

柱头部由于玄武岩大规模喷发而导致的亏空o 地幔柱尾部的基性超基性岩浆得以有机会沿深

大断裂上侵o 形成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 k图vl∀如这样的概念模式符合实际o 则在新疆准

噶尔盆地周缘还可能找到类似于喀拉通克! 黄山这样的铜镍硫化物矿床亚系列∀

图 v 新疆北部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的成因模式

ƒ¬ª1vq � ±̈ ·̈¬¦°²§̈ ¯²©·«̈ ° ·̈¤̄ ²̄ª̈ ±¬¦¶̈µ¬̈¶²©¦²³³̈ µ2±¬¦®¨̄ §̈ ³²¶¬·¶¬± ±²µ·«̈ µ± ÷ ¬±¬¤±ªq

w 找矿前景分析

新疆北部的基性超基性岩体分布很广o目前对这些岩体的含矿性评价研究还做得不够∀如

准噶尔北缘! 阿尔泰南缘的喀拉通克基性超基性岩带o 大致呈�• 2≥∞ 向位于额尔齐斯2玛因

鄂博深大断裂南侧o 西起锡伯渡o 东到清河o 长约uss ®° o 宽ts∗ us ®°∀岩体在其中断续分

布o 局部集中o 从西向东分别构成锡伯渡! 乌尔腾萨依! 盆特克! 依铁克! 喀拉通克! 阿尔

达拉! 阿拉托别及克孜勒赛依{个集中区≈yotu ∀黄山的基性超基性岩带呈近 ∞• 向位于哈密以

南康古尔塔格与苦水两条深大断裂带之间o长约uzs ®° o可分东! 西两段∀西段在黄山一带包

括土墩! 二红洼! 黄山! 黄山北! 黄山南! 黄山东等近us个岩体o 东段镜儿泉一带包括红石

岗! 黑石梁! 葫芦! 葫芦东! 串珠! 马蹄等ts余个岩体∀西段的基性超基性岩出露于黄山东!

黄山西! 黄山南! 黄山北! 二红洼! 土墩! 山口及黑山尖等十多处o 经过初步评价属于含矿

岩体o 但对东段的岩体还有待于深入的工作∀在箐布拉克岩带o 也存在箐布拉克! 苏鲁! 琼阿

乌孜! 乔勒铁克等十几个岩体o 那里的找矿勘查工作更加薄弱∀

铜镍硫化物矿床赋存在基性超基性岩体内o 但一个基性超基性岩带能否构成一个矿带还

是只有一个矿床o 却是各地各不相同∀据汤中立等对我国tw个岩带usv{个岩体的统计≈z o 在这

usv{个岩体中只有us多个岩体含矿o 只占t1vh ∀金川岩带虽然拥有世界级的特大型铜镍硫化

物矿床o但t{个基性超基性岩体中只有白家嘴子一个岩体含矿∀这对于就矿找矿是不利的o而

就矿找矿目前还是我国的主要找矿思路∀新疆北部的铜镍硫化物矿床则明显不同o不但在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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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镜儿泉岩带中发现了不止一个矿床o 而且在喀拉通克也发现了多个矿床o 它们均不是 / 独生

子0∀因此o 新疆北部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具有多岩体成 k含l 矿的特点o 有助于今后指

导找矿∀特别是通过对喀拉通克! 黄山两个亚系列的研究o对比箐布拉克基性超基性岩带的特

点o 可以认为在箐布拉克岩带开展就矿找矿是很有希望的∀

另外o 如果铜镍硫化物成矿系列的地幔柱成因能够得到进一步证实o 那么o 在今后的资

源大调查中应当对准噶尔盆地周边的其它各种基性超基性岩带进行重新评价o 找出其中最有

利的成矿岩带o 根据 / 多个岩体形成多个矿床0 的特点进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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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υ−Νι−kΠΓ Εl ΣΥΛΦΙΔΕ ΜΕΤΑΛΛΟΓ ΕΝΙΧ ΣΕΡ ΙΕΣ ΙΝ

ΝΟΡ ΤΗ ΞΙΝϑΙΑΝ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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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kt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ΜινεραλΔ εποσιτσo Χηινεσε Αχαδ εμ ψ οφ Γεολογ ιχαλΣχιενχεσo Βειϕινγ  tsssvz~

u Χηινεσε Αχαδ εμ ψ οφ Γεολογ ιχαλΣχιενχεσo Βειϕινγ  tsssvzl

Κεψ ωορδσ} ° ·̈¤̄ ²̄ª̈ ±¬¦¶̈µ¬̈¶o ≤∏2�¬¶∏̄©¬§̈ §̈ ³²¶¬·o ¥¤¶¬¦2∏̄·µ¤¥¤¶¬¦µ²¦®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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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²µ̄§o ·«̈ � µ̈¦¼±¬¤± ≤∏2�¬¶∏̄©¬§̈ ° ·̈¤̄ ²̄ª̈ ±¬¦¶̈µ¬̈¶¬± �²µ·« ÷ ¬±¬¤±ª «¤¶¶²°¨∏±¬́∏̈

³̈ ¦∏̄¬¤µ¬·¬̈¶}≠ ²±¨¶̈µ¬̈¶¬¶¦²°³²¶̈§¤·̄ ¤̈¶·²©·«µ̈¨¶∏¥¶̈µ¬̈¶~� ¤̈¦«¶∏¥¶̈µ¬̈¶«¤¶°²µ̈

·«¤± ·«µ̈¨°¬± µ̈¤̄¬½̈ §¬ª± ²̈∏¶¦²° ³̄ ¬̈̈ ¶~ ≈ ·«̈ ¶∏¥¶̈µ¬̈¶¤µ̈ §¬©©̈ µ̈±·©µ²° ¤̈¦«²·«̈ µ~ …

·«̈ °¬± µ̈¤̄¬½̈ §¥¤¶¬¦2∏̄·µ¤¥¤¶¬¦µ²¦®¶¤µ̈ ¦«¤µ¤¦·̈µ¬½̈ §¥¼ ²̄º � ª¤±§«¬ª« � t ¤±§�q × «̈

¬±·̈µ¤¦·¬²± ¥̈ ·º ¨̈ ± ·«̈ °¤±·̄̈ ³̄∏°¨¤±§·«̈ ¦µ∏¶·³̄¤¼ §̈¤± ¬°³²µ·¤±·µ²̄ ¨¬± ·«̈ ©²µ°¤·¬²±

²©·«̈ �¤̄¤·²±ª® ö ·«̈ � ∏¤±ª¶«¤±2� ¤°¬o ¤±§·«̈ ± ¬±ª¥∏̄¤®¨¶∏¥¶̈µ¬̈¶²©·«̈ � µ̈¦¼±¬¤±

≤∏2�¬¶∏̄©¬§̈ ° ·̈¤̄ ²̄ª̈ ±¬¦¶̈µ¬̈¶o º«¬̄̈ ·«̈ ± ¬±ª¥∏̄¤®¨¶∏¥¶̈µ¬̈¶«¤¶±²·¥̈ ±̈ ¬±√ ¶̈·¬ª¤·̈§

·«²µ²∏ª«̄¼ ¤±§«¤¶¤³²·̈±·¬¤̄ ©²µ³µ²¶³̈ ¦·¬±ªq

xxt第 t|卷 第 u期 王登红等} 新疆北部 ≤∏2�¬2k°�∞l 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