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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胜利达坂地区韧性剪切带型金矿成矿地质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区内金矿综合找矿标志及找矿

思路。认为在含金韧性剪切带内的化探异常浓集区内，有利的构造位置和岩相组合以及特征蚀变带的叠合部位是

寻找大规模、高品位金矿体的最佳部位。 

关键词  含金韧性剪切带  综合找矿标志  构造－岩相－蚀变三位一体  新疆胜利达坂地区 

胜利达坂地区以发育大规模的含金韧性剪切带为特征，是中天山北缘重要的韧性剪切带型金矿产出地

区。自七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三 0 五项目）实施以来，已先后在区内发现望峰金矿和萨日达拉金矿

及一些金矿（化）点。笔者在多年来从事与韧性剪切带有关的金矿床研究和找矿评价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

些新认识，其主要思想已在找矿评价中得到证实。现结合新近发现的萨日达拉金矿的特征进行补充、整理，

以便进一步指导和推进区内金矿床的找矿勘查工作，若能对同行有所启发，是所至愿。 

1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胜利达坂地区位于天山主脊分水岭以北、天格尔峰以南，属中天山构造带北缘，以中天山北缘断裂带

与北天山构造带相邻接。中天山北缘断裂带是一条长期活动的以不同深度层次、不同变形行为和不同运动

方向为特征的复合型断裂构造带，华力西中晚期以韧性变形为主，形成由多条韧性剪切带近平行排列组合

而成的大型韧性剪切带，胜利达坂韧性剪切带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条韧性剪切带（王润三等，1992），其

宽度为 2～4 km，构成区内主要的控矿、容矿构造；中生代以后叠加脆性断裂，构成区内现今中天山与北

天山的分界线。断裂带南侧主要出露：① 由斜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和花岗岩组成的复式

岩基，其北缘由于受胜利达坂韧性剪切带的影响普遍发生强烈的韧性剪切变形和金矿化，成为区内主要的

容矿岩石，地球化学特征表明该花岗岩类岩石形成于早古生代岛弧构造环境，与北天山和中天山的板块俯

冲作用有关，形成时代为 437 Ma（王居里等，1995；李华芹等，1998）；②岩片、岩块状中上元古界斜长

角闪（片）岩、变粒岩、眼球状片麻岩、绢云石英千糜岩等，是化学成分为基性—酸性的复杂原岩经中深

变质作用的产物，后又遭受胜利达坂韧性剪切带的影响，其中的斜长角闪（片）岩、变粒岩和眼球状片麻

岩均具有较高的金丰度值；③ 晚古生代基性岩脉，呈近东西向展布，宽 0.6～4 m，遭受强烈的韧性剪切

                                                        
∗ 本文得到“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国家 305 项目：96-915-03-05A-0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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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和退变质，其在空间上常与金矿（化）体“形影不离”，也具有较高的金丰度值。断裂带北侧主要出

露晚古生代以安山岩为主，以玄武岩-安山岩-英安岩-流纹岩组合为特征的岛弧火山岩建造，邻近断裂带有

晚古生代晚期红色钾长花岗岩呈串珠状断续分布（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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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疆胜利达坂地区地质略图 

1－中基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局部夹薄层灰岩；2－千枚岩、钙质千糜岩及浅变质中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3－中天山中上元古界

变质岩系；4－华力西期红色花岗岩；5－华力西期花岗闪长岩；6－华力西期闪长岩；7－加里东期花岗岩类；8－地质界线；9－断层；

10－韧性剪切带；11－金矿体；12－金矿化体；13－萨日达拉金矿；14－望峰金矿 

2  韧性剪切带型金矿成矿特征 

 

2.1  金矿床与韧性剪切带有密切的空间关系 
矿床、矿体及矿化体的分布皆受韧性剪切带控制，且在垂向上、纵向上及横向上有其独特的分布规律。 
（1）垂向上矿体及矿化体主要产于剪切带的韧-脆性过渡部位。 
（2）纵向上金元素分段富集、局部集中成矿。“七五”期间开展的化探扫面工作在区内圈定了东段的

萨尔萨依、中西段的萨日达拉－阿斯科和北西段的格奇克－乔隆格尔 3 个金异常区，（熊光楚等，1996），
此后在区内相继发现了冰达坂金矿（也称望峰金矿，熊光楚等，1996）和萨日达拉金矿（王居里等，2001）
（图 1）。 

（3）横向上矿体、矿化体主要分布于剪切带内低应变－中等应变部位以及不同强度应变带的过渡部

位宏观上容矿的构造岩石主要是初糜棱岩和糜棱岩化岩石，产于其中的金矿体规模大、金品位高；其次才

是糜棱岩和超糜棱岩，其中仅产出一些品位低、规模小的矿体，但普遍具有较明显的矿化现象。微观上同

一薄片内可见沿糜棱面理分布的他形黄铁矿产于不同强度应变带的过渡部位。 
矿体产出的具体部位是大型剪切带的边缘及剪切带内部次级剪切带的过渡部位。 

2.2  金矿的形成与韧性剪切带的活动基本同时或者稍晚 
矿体和近矿围岩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变形特征，是韧性剪切成岩成矿作用的直接产物。 
矿体和矿化体中的黄铁矿集合体多呈细脉浸染状和稀疏浸染状沿糜棱面理或以小角度斜交糜棱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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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单个黄铁矿可呈他形和鱼状长形晶体沿糜棱面理分布，是同剪切变形期成岩成矿的产物。 
矿石特有的结构、构造表明，不同阶段的矿化作用与相应阶段的韧性剪切变形变质作用一致。 
脉石矿物长石、石英等发育典型的塑性变形显微构造，与矿化有关的其他蚀变如绢云母化、碳酸盐化、

钠长石化、硅化等也与剪切作用密切相关。 
成矿与剪切变形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同位素年龄。在望峰金矿获得了 437 Ma 的胜利达坂岩基形成年龄、

310 Ma 的胜利达坂韧性剪切带的形成时间（或早期成矿作用阶段的时间）以及 270～290 Ma 的金矿形成

时代（李华芹等，1998）。 
2.3  含金剪切带内剪切变形、热液活动及其成矿是统一的韧性剪切成岩成矿作用过程 

在剪切变形、变质过程中，伴随构造和流体作用，深部地壳及地幔中的金等成矿元素和其他组分活化、

迁移，不断向剪切带内聚集，形成含矿流体。在持续的剪切变形变质作用下，含金流体主要在压力梯度驱

使下由强应变区向中等－弱应变区迁移、聚集，沉淀成矿，在剪切带内垂向上的脆-韧性过渡区及横向上的

低应变－中等应变部位以及不同强度应变带的过渡部位形成矿体。 
研究表明，区内金成矿具有多阶段性及多物源性特征（王居里等，1993；陈衍景等，1998；王居里等，

2001）。 

3  找矿思路 

韧性剪切带型金矿是控矿因素和成矿机制都与韧性剪切带有关的金矿床。矿床、矿体的定位分布和整

个成矿过程都与韧性剪切带的活动密切相关。在找矿勘查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3.1  充分认识韧性剪切带型金矿的成矿特征 

在一个含金剪切带内部，垂向上深层次的韧性剪切变形区是金等成矿元素的活化、分异迁出区，中浅

层次的脆-韧性变形区则是金等成矿元素富集、沉淀成矿的主要部位（陈柏林等，2000；王居里等，2001）。 
而横向上（剪切带同一层次）金富集、沉淀成矿的最有利部位往往是剪切带内低应变－中等应变部位

以及不同强度应变带的过渡部位。矿体、矿化体呈脉状主要产于主剪切裂隙（D 型剪切裂隙）中，少数产

于逆向剪切裂隙或压力剪切裂隙（ P 型剪切裂隙）或低角度里德尔剪切裂隙（ R 型剪切裂隙）中。矿体、

矿化体的空间排列组合多为某种形式的斜列（取决于剪切带特征）、尖灭侧现或斜列与平行排列相结合。

这是韧性剪切带型金矿的构造控矿找矿标志。 
3.2  查明含金剪切带的岩石组合特征及不同岩相与金矿化的关系 

此处岩相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原岩岩石类型，二是剪切变形后形成的构造岩类型。一个含金剪切带

内部遭受剪切变形和热液蚀变的岩石类型通常不至一种，究竟哪些岩石中能够形成金矿体，要进行具体分

析。例如区内遭受剪切变形变质作用的岩石主要为加里东期花岗岩类和中上元古界变质岩系，这些岩石中

都可发生不同程度的黄铁矿化等蚀变，甚至形成金的矿化，但不是所有受剪切变形的岩石中都有金矿体产

出。在萨日达拉发现的成矿很好的 971 号和 991 号矿体都产于胜利达坂岩基中遭受剪切变形和强烈钠长石

化的花岗岩类中。  
同样，在含金剪切带中，不同类型的构造岩如糜棱岩化岩石、初糜棱岩、糜棱岩、超糜棱岩和千糜岩

中都可发生一些蚀变甚至金矿化，但金成矿好的往往是变形相对较弱的岩石如初糜棱岩和糜棱岩化岩石。

区内成矿较好的是花岗闪长质和二长花岗质初糜棱岩及糜棱岩化岩石。因此，应该注意与金成矿关系密切

的岩石类型特征及其受剪切变形变质作用形成的构造岩特征。这是韧性剪切带型金矿的岩相控矿找矿标

志。 
3.3  围岩蚀变类型和强度是重要的找矿标志 

胜利达坂地区与成矿有关的蚀变主要有钠长石化、黄铁矿化、硅化、绢云母化及碳酸盐化等。除钠长

石化外，黄铁矿化、硅化、绢云母化及碳酸盐化在区内普遍发育，尤其黄铁矿化，构成区内最为直观的找

矿标志。钠长石化与金成矿关系最为密切，钠长石化强烈地带（碱交代岩中）有大规模、高品位的金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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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而且钠长石化在矿体围岩中的宽度一般不超过 2～3 m。因此，强烈黄铁矿化和强烈钠长石化的叠合

部位是区内直观而有效的找矿标志，此即蚀变带控矿找矿标志。 
3.4  地表矿常有贫化现象 

在新疆胜利达坂地区，由于地形、气候关系，地表矿石常因氧化流失而贫化，这已被深部硐探所证实

（王居里等，2001）。找矿过程中地表矿化不太理想时不要轻易放弃，应注意做深部工作，以避免漏矿。

而且深部矿体往往有变厚、变富的趋势。 
综上所述，在找矿勘查实践中，应坚持以构造分析为主线，多学科综合、多角度思维的预测方法；特

别要根据工作区的实际情况，注意含金剪切带中低应变－中等应变部位以及不同强度应变带的过渡部位，

这些有利的构造位置，配之以特殊的岩相和特征的蚀变类型，三者的叠合部位是金矿体产出的最有利部位。

构成寻找韧性剪切带型金矿行之有效的构造－岩相－蚀变三位一体的综合找矿标志。 

4  结  论 

（1）韧性剪切带型金矿是指在空间上、时间上以及成因上都与韧性剪切带密切相关的金矿床。矿床、

矿体及矿化体的空间分布皆受韧性剪切带的控制；金的活化、迁移、富集和沉淀成矿与剪切带的演化在时

间上紧密相伴。剪切变形、热液活动及其成矿是统一的韧性剪切成岩成矿作用过程。 
（2）对于一个含金剪切带系统而言，不论是垂向上还是横向上，强变形区段都是成矿元素活化、迁

出的区段，而低应变－中等应变部位以及不同强度应变带的过渡部位才是含金流体中的金富集、沉淀成矿

的最有利部位。这一认识对于指导韧性剪切带型金矿的找矿勘查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3）根据胜利达坂韧性剪切带的发育特征及化探扫面成果，胜利达坂地区北西段的格奇克－乔隆格

尔地区有望取得找矿勘查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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