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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依据成矿地质构造背景 !含矿岩石建造 !成矿时代和主要矿种 在简要论述中国西南天山成矿带

中金属矿床地质成矿特征和时空分布规律的基础上 与境外南天山成矿带进行了详细对比研究 进而明确了境内外

成矿的差异性 指出该区的主攻矿种及其主攻矿床类型 提出了下一步地质找矿工作的重点部署地区 ∀

关键词  地质学  金属矿床  成矿规律  对比研究  西南天山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中亚南天山以产有许多大型 特大型金 !汞 !锑

矿床及钨 !锡 !钼等稀有矿床而闻名于世 本文所涉

及的西南天山成矿带位于塔里木盆地以北 汗腾格

里峰以西 是中亚南天山山脉在中国境内的东延部

分 ∀西南天山全长约 宽 ∗ ∀迄今

为止 带内已发现的重要金属 !非金属矿产有金 !铀 !

铅 !锌 !铁 !铜 !钒 !钛 !锡 !煤 !磷灰石 !石膏等 余

种 是中国有色 !贵金属及能源矿产的后备基地之

一 ∀数十年的地质勘查结果显示 作为中亚南天山

的东延部分 中国西南天山的资源潜力仍处于似明

非明的境况 ∀新一轮地质大调查把该区作为 个

重要成矿区带之一 正是为了查明区内是否具有形

成境外优势矿产的成矿地质背景和资源前景 为国

家提供有色及稀有矿产资源的后备基地 ∀近年来

笔者通过/ 西南天山矿产资源综合潜力评价0项目的

实施 在对带内金属矿产的成矿地质条件 !成矿规律

系统总结的基础上 重点加强了它们与境外南天山

成矿带的对比研究 进而对该区今后的找矿前景进

行评价 ∀

 地质背景

西南天山成矿带位于中亚天山成矿带的东南部

位 呈近东西走向 空间分布与南天山造山带西段一

致 其北为中天山纳仑 萨雷贾兹中间地块 南为塔

里木板块 ∀研究表明 包括西南天山在内的南天山

自新元古宙以来经历了两次开合演化 最终形成由

诸多微陆块和褶皱带组成的复合型造山带 王作勋

等 肖序常等 张良晨 ∀从区域地

质构造背景上看 西南天山成矿带包括两个构造单

元 图 北为南天山造山带 属塔里木板块北缘晚

古生代早期构造 建造带 火山作用均相对强烈 岩

石区域变形程度高 与其他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 ∀

该带发育志留纪 泥盆纪具浊流沉积特征的复理石

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和蛇绿岩建造 岩石组合为变长

石石英砂岩 !粉砂岩及含炭千枚岩化泥质板岩等 火

山岩主要为超镁铁岩 !玄武岩 !细碧岩 !细碧玢岩 !钠

长粒玄岩和少量中性火山岩 南为塔里木古陆及其

被动陆缘 具有统一的前震旦纪变质基底 广泛发育

震旦纪 ) 古生代碎屑岩 碳酸盐岩稳定沉积盖层 ∀

 成矿规律

2 1  西南天山地区矿产概况

中国西南天山地域辽阔 但已探明的矿产资源

贫乏 ∀据不完全统计 区内有矿点 !矿化点 余

处 ∀其中金属矿 化 点近百处 非金属矿产地

余处 ∀金属矿产主要有金 !铅 锌 !铁 其次为稀土 !

锶 !钒 !铜 !锑 !汞 !锡等 非金属矿产以石膏 !磷矿为

主 次为黄铁矿 !粘土 !冰洲石等 ∀截止目前 已知西

南天山产有大型金矿床 处 矿点 处 矿化点十余

处 中型铅 锌矿床 处 小型 处 大型稀土 !钒钛磁

Ξ 本文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大调查项目 编号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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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西南天山与北邻地区构造简图及金属矿产分布图 据新疆地质八队 Ο及陈哲夫等 资料编绘

境外主要矿床名称 ) 马克马尔金矿床 ) 阿特巴西汞 锑 矿床 ) 乌留克特汞锑矿床 ) 库姆托尔金矿床 ∗ ) 萨雷贾兹钨锡矿

田 ) 列西特锡矿床 ) 特鲁多沃耶锡钨矿床 ! 阿特贾依劳锡矿床 ) 塔什科罗锡钨矿床 ) 阿奇阿特库特锡钨矿床 ) 乌奇科什

康锡矿床 ) 萨雷布拉克锡矿床 ) 萨瓦亚尔德锑铅金矿床 ) 东阿赖汞锑矿床 ∀西南天山代表性矿床 点 名称 金矿床 点 )

萨瓦亚尔德锑金矿床 ) 萨瓦亚尔德金多金属矿点 ) 吉根铜金矿化点 ) 艾西灭金矿点 ) 卡恰金矿点 ) 库台斯曼金矿点

) 布奄金矿点 ) 布隆金矿床 ∀铅锌矿床 点 ) 萨里塔什铅锌矿床 ) 乌拉根铅锌锶矿床 ) 霍什布拉克铅锌矿床 ∀ 汞 锑矿

床 点 ) 克孜勒库当汞矿点 ) 卡拉脚古牙锑矿点 ∀其他类型矿床 ) 卡拉丘别锡钼矿点 ) 塔木锡矿点 ) 乌什北山铝土矿

床 ) 瓦吉尔塔格稀土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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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各 处 ∀除非金属矿产和铁矿外 其他矿种均

未形成规模 且分布零星 图 ∀

2 2  矿床类型

根据西南天山内已有金属矿床 !矿 化 点的矿

化特征 可将它们归纳为如下 种主要矿床类型 ≠

沉积碎屑岩容矿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床 以萨瓦亚尔

德锑金矿床为代表 叶庆同等 图 火山

岩容矿的破碎蚀变岩型金矿床 以卡恰金矿点为代

Ο  新疆地质八队 阿克苏地区及邻区 Β 万地质矿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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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热液脉状金矿床 以布隆金矿床为代表 …层

控热液改造型铅锌 锶 矿床 以霍什布拉克铅锌矿

床为代表 热液脉状汞锑 多金属矿床 分别以坎

岭铅锌矿床 !卡拉脚古牙锑矿点 !克孜勒库当汞矿点

和铁克里克铜矿点为代表 与碱性侵入岩有关的

稀土 !锡 !钼多金属矿化 分别以瓦吉尔塔格矿床 !塔

木和卡拉丘别矿化点为代表 风化壳型矿床 以艾

西灭金矿点和乌什北山铝土矿床为代表 ∀

上述不同类型矿床 化 的主要特征综合于表 ∀

2 3  成矿规律

西南天山地区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历史演

化 但该区已知的内生成矿作用相对简单 矿化类型

较少 成矿时期主要集中于晚古生代 ∀西南天山不

同类型矿床 !矿 化 点的空间分布具有如下规律

不同类型矿床受控于一定的大地构造单元

≠ 以含炭千枚岩化泥质岩为容矿岩石的金 !锑

矿产主要分布于塔里木板块北缘东阿赖和阔克萨勒

岭地区 位于吉根 ) 萨瓦亚尔顿 ) 艾克提克 ) 阔克

萨勒深断裂以北的南天山晚古生代早期构造 建造

带中 晚志留世 ) 早泥盆世含炭沉积碎屑岩 !火山沉

积碎屑岩 蚀变超镁铁岩中均有很好的金 !锑异常显

示 构造蚀变岩型金矿 化 点主要分布于塔里木

板块北缘的晚古生代裂陷槽中 集中于构造活动的

布隆 乌什北山地区泥盆纪 ) 石炭纪陆源碎屑岩及

碳酸盐地层中 ≈ 层控热液型铅锌矿床主要分布于

晚古生代裂陷槽 !中 新生代拉分盆地及其中的泥盆

系推覆体或构造窗中 往往与后期热液的活化有关

…受构造控制的铅锌矿床 脉状金 !锑矿床 点 !主

要分布于柯坪古生代陆棚区 与区域性断裂关系密

切 ∀ 砂岩型铜矿床主要赋存于中新生代砂岩中

锡矿产主要分布于霍什布拉克地区花岗岩与钙质

泥岩或碳酸岩的接触带中 ∀以上矿种受大地构造背

景 !地层 !岩性及断裂控制强烈 常集中呈带状或成

群分布 ∀

矿床受特定的层位和岩性控制

西南天山地区广泛出露元古代 ) 第三纪各个时

期的陆源碎屑岩 碳酸盐岩建造 局部发育火山岩建

造 ∀但成型金矿床 点 主要赋存于上志留统 ) 下泥

盆统 !下石炭统的含炭砂页岩 !砂岩 !粉砂质泥岩中

中小型铅锌矿床主要赋存于下奥陶统 !中泥盆统 !下

石炭统及第三系 个不同时代的碳酸盐岩中 汞矿

化赋存于震旦系砂岩 !砂砾岩中 锑矿点赋存于下石

炭统灰岩中及其与粉砂泥质板岩的接触带 锡 !钼矿

化 点和稀土元素矿化总是与偏碱性侵入体后期脉

岩及接触带内的各种蚀变岩 夕卡岩或磁 硼镁 铁

矿 形影不离 ∀由此可见 除锡 !钼及稀有元素矿化

具有特征的岩浆属性外 区内 ≥ ⁄ !⁄ !≤ !∞几个

不同时代的碎屑岩是 ∏! !≥ 矿床的主要赋矿层

位 而碳酸盐岩则是 ° ! 矿床的主要赋矿层位 ∀

矿床与断裂构造密切相关

区内成型金属矿床表现出与深大断裂带的空间

一致性 ∀西段东阿赖地区萨瓦亚尔顿大型锑金矿

床 !吾瓦金 铅锌多金属矿点及吉根铜金矿点的空间

分布明显受北东向吉根 ) 萨瓦亚尔顿深大断裂带中

的强变形带制约 向东至乌恰一带 萨里塔什与乌拉

根铅锌矿床产于受 • 向费尔干纳断裂带控制的中

新生代拉分盆地内及其边缘断裂两侧 中段霍什布

拉克铅锌矿床 !布隆金矿床产出位置与晚古生代裂

陷槽南缘断裂 喀拉铁克大断裂 的空间部位完全吻

合 即使具有明显成矿专属性的锡 !钼矿化点 其成

矿母岩的侵位亦明显受近南北向基底断裂的控制

东段乌什北山一带卡拉脚古牙锑矿点 !卡恰金矿点

及铁克里克铜矿点均沿西南天山南缘断裂分布 ∀

成矿时代的一致性

据现有资料 萨瓦亚尔顿锑金矿床主成矿期矿

脉的 ≥ 等时线年龄为 ? ∗ ?

本文 叶锦华等 布隆金矿床含金石英脉

≥ 等时线年龄为 ? 霍什布拉克铅

锌矿床块状矿脉 ≥ 等时线年龄为 ?
Ο 塔木锡 !钼矿化点成矿母岩锆石 ° 和谐年

龄为 ∗ ? 杨富全等

∀从上述数据可知 尽管区内矿床或矿 化 点

赋矿地层时代不同 矿化种类各异 但其成矿作用发

生时代相近 均与晚海西期 印支期构造 !岩浆作用

有关 ∀

 境内外对比研究

3 1  境外矿产概况

中亚天山的南天山构造 成矿带是世界上著名

的金 汞 锑 稀有金属成矿带 该带从乌兹别克斯坦 !

坦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直接延伸到中国新疆境

Ο  李华芹等私人通讯交流

                     矿   床   地   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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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与中国的南天山构造 成矿带相连 ∀目前矿带内

已查明最重要的矿产有锑 !汞 !金 !铜 !钨 !锡等 ∀其

中 大 中型矿产地数十处 形成克齐尔库姆 ∏

• !阿赖 ≥ !吉萨尔 泽拉夫尚 ∏ ≥

及萨雷贾兹 ∏ • ≥ 个重要的矿集区 图 ∀

中亚南天山成矿带中矿田 床 产出与分布具如

下规律 ≠ 长期隆起古陆之间的活动带或古老中间

地块边缘与全球巨型构造带的弧形拐弯或转折部位

的空间复合是矿田产出的一级控矿构造 褶皱带边

缘长期活动断裂带及几组基底隐伏断裂的交汇部位

控制着矿集区的空间定位 最重要的含矿建造是

黑色页岩建造 !镁质 钙质夕卡岩建造 !含铜斑岩建

造 !砷 锑 汞似碧玉岩建造等 戴自希等 ≈ 金

矿化以黑色岩系 穆龙套 !道吉兹套 !库姆托尔 !萨瓦

亚尔德 !查尔库拉等 和热液网脉型矿化 扎尔米坦 !

吉拉乌 !乔尔德等 为主 夕卡岩型 塔佩罗等 次之 ∀

钨矿化以夕卡岩型白钨矿和网脉状白钨矿为主 石

英 黑钨矿建造次之 ∀锡矿化以石英脉型和石英脉

云英岩型 萨雷贾兹矿田 为主 其次为夕卡岩型 ∀

汞锑矿化主要有似碧玉岩中的砷 汞 锑建造 海达尔

坎汞锑矿床 !锑建造 卡达姆赛锑矿床 !碳酸盐蚀

变带的汞建造 塞马甫汞矿床 和滑石菱镁岩中的汞

建造 琼科伊汞矿床 种 矿体多呈整合似层状产出

陈哲夫等 …矿化集中区岩浆侵入体较发

育 矿化明显受地层层位和花岗岩岩性控制 成矿

时代集中于华力西晚期 ) 印支期 ∀金 !汞 !锑主矿化

期时代为二叠纪 ) 三叠纪 钨锡钼矿化期主要为晚

石炭世 ) 二叠纪 不同类型金属矿床的分带性十

分清楚 ∀西部以较高温的金 !钨建造为主 中部为

钨 !锡多金属和稀有金属建造 东部则以较低温的

汞 !锑 !金建造为主 图 ∀

3 2  成矿的相似性

包括西南天山在内的中亚南天山造山带是在罗

得尼亚超大陆背景基础上 经早寒武世裂解 形成初

始南天山古洋 后经早古生代和晚古生代两阶段开

合演化 于中石炭世中期 古洋南侧的塔里木 卡拉

库姆板块与北部的哈萨克斯坦 准噶尔板块对接碰

撞形成的 何国琦等 成守德等 ∀在南

天山古洋形成 !演化和消亡过程中 境内外南天山的

区域地质背景类似 大地构造位置 !主要构造建造特

征及地质历史演化 !成矿地质环境具明显的一致性

成矿作用及矿化类型相似 成矿作用以中低温成矿

为主 矿化主要为金 !汞 !锑 !锡 !钼等贵重 !稀有金属

矿化 成矿时代均集中于华力西晚期 ) 印支期

∗ ∀

鉴于以上诸方面的因素以及地理上直接相连

因此 人们在对西南天山资源潜力进行评价时常过

分强调宏观上与境外南天山的相似性 而忽视了其

内在的差异性 ∀笔者通过综合研究认为 正是南天

山造山带在纵向上由于基底结构 !沉积建造 !构造特

点及岩浆岩发育程度的显著差异导致境外南天山蕴

藏有丰富的大型 !特大型金 !汞 !锑 !钨 !锡等矿产 而

图  中亚南天山成矿带火山岩与大型金属矿产分布图 据陈哲夫等 资料编绘

≠ 克齐尔库姆 努拉塔金钨钼矿集区 吉萨尔 泽拉夫尚金汞锑矿集区 ≈ 阿赖汞锑矿集区 …伊塞克湖南侧萨雷贾兹金锡钨矿集区

ƒ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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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西南天山仅发现少数几个中 小型矿床 图 ∀

3 3  成矿地质背景的差异性

基底结构的东西向差异

从中亚莫氏面等深线图 图 可以看出 中亚南

天山地壳厚度的变化趋势总体上是西薄东厚 ∀境外

南天山地区地壳厚度一般小于 尤其是南天

山造山带西段地壳厚度更小 平均不到 ∀大

多数金 !钨 !钼 !锡矿床位于克齐尔库姆和伊塞克幔

凸边缘及幔坡带上 汞 !锑矿床位于南天山幔沟南北

两侧 这些地区属于地幔上隆区 或者属于超岩石圈

断裂发育部位 是构造运动和岩浆作用最强烈的地

区 亦是幔源物质上升的通道和空间部位 ∀我国西

南天山主体位于别迭里幔凹区 地壳厚度一般大于

构造演化没有境外南天山地区复杂 ∀

含矿建造或岩石组合的显著差异

中亚南天山发育有多个时代的炭质细碎屑岩系

和火山岩系 前者从元古代里菲纪 ) 石炭纪均有沉

积层位 后者在古生代不同时期均有产出 ∀这些不

同时代的含炭沉积物及火山岩中均含有超过背景值

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有色金属 ° ! !≤∏!≥ !稀

有金属 ∂ ! ! • ! !贵金属 ∏! 和黄铁矿

多金属等 构成同生成矿阶段的贫矿胚胎 是中亚地

区后来各种层控矿床和内生矿床形成的前提条件和

矿质来源 5 ≠∂ ∀

在中亚南天山成矿带 从古生代洋盆拉张期的

蛇绿岩建造 !陆缘海盆及边缘斜坡环境的含炭泥质

复理石 碳酸盐岩建造 尤其是黑色炭质页岩建造

到石炭纪 二叠纪碰撞造山阶段 偏碱性花岗岩岩石

组合均较发育 ∀无论是黑色岩系金矿床 还是汞 !锑

矿床都毫无例外地产于含炭黑色泥质复理石 库姆

托尔 !穆龙套 !硅质碳酸盐岩建造 海达尔坎 !卡达

姆赛 及细碧岩 辉绿岩岩石组合中 ∀即使与石炭纪

) 二叠纪各类花岗岩有关的金矿床 !汞 锑矿床 !钨

锡 钼矿床 其成矿岩体亦多侵位于黑色泥质复理石

碳酸盐岩建造中 显示了含炭碎屑岩与火山岩的初

始矿源层作用 ∀矿化类型上 金矿化以沉积 岩浆热

液改造型 !夕卡岩型 !斑岩型及岩浆热液石英脉型为

主 ∂ × 型含金黄铁矿 多金属矿化 汉迪扎 次之

汞 !锑矿床矿化以似碧玉岩型及碳酸盐岩型为主 钨

矿含矿岩石为花岗闪长岩 石英二长岩与碳酸盐岩

建造 矿化以夕卡岩型白钨矿为主 锡矿含矿岩石以

黑云母花岗岩 二云母花岗岩 浅色花岗岩为主 矿化

以云英岩型及石英脉型为主 陈哲夫等 ∀

我国西南天山地区金属矿床的赋矿时代主要为

晚志留世 早泥盆世 !中泥盆世 !早石炭世及第三纪

含矿建造以浅海陆棚及陆缘裂陷槽碎屑岩 碳酸盐

岩建造为主 仅在局部发育深海盆地相含炭泥质复

理石建造 ≥ ⁄ !≤ !炭质火山岩 碳酸盐岩 页岩建

造 ≥ ⁄ 及造山期偏碱性花岗岩建造 ∀从矿源层

角度分析 境内西南天山除东阿赖吉根 ) 萨瓦亚尔

顿及托什罕河上游川乌鲁 ) 齐齐尔加纳克河两地段

发育 ≥ ⁄ 炭质火山岩 硅质岩 碎屑岩建造外 其

图  中亚莫氏面等深线图 据陈哲夫 编绘

天山幔隆区 ≠ 库拉马幔凹 费尔干纳幔凹 ≈ 南天山幔沟 …伊塞克幔凸 别叠里幔凹 哈尔克山幔凹 捷克利 赛里木湖幔凸

伊犁河幔凸 天山北缘幔陡坡带 努拉套 哈萨克斯坦幔隆区 克齐尔库姆幔凸 λϖ卡拉套幔沟 λω巴尔喀什幔凸 成吉斯 阿尔泰幔坡区

λξ塔尔巴哈台幔凹 λψ斋桑幔凸 准噶尔 东疆幔隆区 λζ准噶尔幔坪 ∀深断裂带及其编号 ƒ 塔拉斯 费尔干纳深断裂 ƒ 塔拉斯 费尔干

纳 捷尔斯克伊 拉尔墩深断裂 ƒ 别萨潘 南费尔干纳 伊内里切克深断裂 ƒ 瓦哈希 吉根深断裂 ƒ 艾克提克 阔克萨勒 哈尔克山 辛

格尔深断裂 ƒ 成吉斯汗 准噶尔 阿其克库都克深断裂

ƒ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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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大部分地区缺乏这一同生阶段的初始成矿胚胎 ∀

在矿化类型与含矿建造的关系上表现为 ∏! !≥

主要与碎屑岩建造有关 矿化以微细浸染型及低温

热液脉型为主 ° ! 矿床与碳酸盐岩建造有关 矿

化以层控沉积 改造型为主 ≥ ! 矿化与钾长花岗

岩有关 矿化以夕卡岩型为主 ∀

不同的控矿构造

境外南天山地区金 !汞 !锑 !钨 !锡矿床主要受

条巨型断裂带所控制 图 ∀即南天山造山带北缘

别萨潘 ) 南费尔干纳 ) 伊内里切克断裂带 ƒ 和南

缘瓦哈希 ) 吉根 南吉萨尔 ) 卡拉捷金 断裂带

ƒ 两者均为分隔不同构造单元的巨型穿透性断

裂构造带 对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 ∀前者控制着南天山北缘火山岩带及金 !汞 !锑 !

钨 !锡矿带的空间展布 后者主要控制着南天山南缘

石炭纪 ) 二叠纪构造 岩浆活化带及汞 !锑 !金矿带

的区域分布 ∀从矿田 床 产出的区域构造位置看

隐伏地块边缘 !上述 条深大断裂带弧形转折部位

尤其是其与长期活动的近南北向 !北东向穿透性基

底断裂交汇部位 以及有基底岩系出露 !并被上述构

造带所切割的一系列构造断块是矿田产出的二级控

矿构造 ∀如南天山西段穆龙套金 !钨 !钼矿集区位于

全球性乌拉尔南北向构造带转为近东西向天山构造

带的转折部位 中段东阿赖汞 !锑矿集区产于锡尔顿

地块南侧 吉萨尔 泽拉夫尚金 !汞 !锑矿集区产于南

天山南缘断裂 南吉萨尔 ) 卡拉捷金 由近东西向转

为北西向弧形转折端内侧 东段库姆托尔地区的金 !

锡矿田 库姆托尔金矿 !萨雷贾兹锡矿田 产于伊塞

克地块弧形构造的东南翼 ∀

境内西南天山地区主体位于塔里木板块北缘和

南天造山带南缘 远离天山晚古生代缝合线 南天山

北缘断裂 基底断裂不发育 区域性大断裂通常作

为矿带空间分布的一级控矿构造 ∀

火山岩及中酸性侵入体发育程度的差异

前人研究表明 境外南天山南 !北缘各发育有一

条晚奥陶世 早泥盆世优地槽型火山岩带 周济群

等 陈哲夫等 图 ∀北带西起塔姆德套

山北坡 沿阿赖山北坡 经纳伦盆地 向东一直延伸

到中国南天山哈尔克山北坡一带 断续长达近千公

里 ∀火山岩组合为细碧质基性火山岩和超基性岩

南带沿吉萨尔山南坡 东阿赖 ) 迈丹他乌山北坡分

布 火山岩组合与北带相似 但其中发育有较多较酸

性的火山岩类 ∀上述两个火山岩带中及其两侧广泛

发育海西期中酸性侵入岩类 图 尤其是在北带北

图  南天山花岗岩及金属矿产分布图 Ο Π

ƒ ) 南天山南缘断裂 ƒ ) 南天山北缘断裂 ) 克齐尔库姆 努拉塔金钨钼矿集区 ) 吉萨尔 泽拉夫尚金汞锑矿集区

) 阿赖汞锑矿集区 ) 伊赛克湖南侧萨雷贾兹金锡钨矿集区

ƒ  × ∏ ≥ ∏ × ∏

ƒ ) ƒ ∏ ∏ ≥ ∏ × ∏ ƒ )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Ο  新疆地矿局地质矿产研究所 地质矿产部情报研究所 中国新疆周边国家矿产地质特征及成矿规律情报调研报告 内部资

料

Π  新疆地质八队 阿克苏地区及邻区 Β 万地质矿产图 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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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形成长达数百公里的花岗岩带 ∀大规模的火山侵

入活动不仅从深部带来大量的成矿物质 并为矿床

最终形成提供了热动力条件 ∀火山岩带与花岗岩带

的空间叠合造就了境外 个最大矿集区 即克齐尔

库姆金 钨 钼矿集区 !阿赖汞 锑矿集区 !吉萨尔金

汞 锑矿集区及萨雷贾兹金 钨 锡矿集区 ∀

中国西南天山火山岩和花岗岩类侵入体不甚发

育 火山岩仅见于该区西端吉根 ) 萨瓦亚尔顿和中

段阔克萨勒岭一带上志留统 ) 下泥盆统地层中 其

空间位置大体是境外火山岩带的东延部分 ∀花岗岩

类侵入体更是寥寥无几 全区仅有 个花岗岩体

缺乏形成大型矿床的热动力背景 ∀

剥蚀程度的明显差异

境外南天山 个重要矿集区均处于古老地块边

缘或地背斜隆起区 除阿赖汞锑矿集区外 其他 个

矿集区 克齐尔库姆金钨钼 !吉萨尔金钨汞锑及萨雷

贾兹金钨锡矿集区 内均广泛出露有元古代里菲纪 !

文德纪变质杂岩及早古生代 寒武纪 ) 志留纪 沉积

建造 花岗岩基或岩株大面积出露 矿化元素组合为

∏! !• !≥ ! ! 等中高温元素 属中深剥蚀程

度 地形以低山丘陵和中低山区为主 海拔

高度一般小于 中国西南天山造山带除东阿

赖与阔克萨勒岭两地段近国境线附近出露早古生代

晚期沉积建造外 其余均为晚古生代沉积建造组合

前寒武纪变质杂岩仅在局部出露 乌鲁克恰提东

北 仅有的 个花岗岩均以小岩株分布于 β χ

以东近国境线附近 海拔高度主要位于 ∗

成矿及化探元素组合为 ∏!° ! ! ! !≥ !

等低温元素 反映区内剥蚀程度浅 难

以在地表及浅部发现类似境外的世界级金 !钨 !锡 !

钼矿床 ∀

上述诸方面因素的差异性决定了南天山成矿带

不同部位矿化类型及强度的明显不同 ∀

3 4  成矿区带横向对比

笔者以成矿大地构造背景及构造 建造带为基

础 结合中国西南天山地质构造单元的地质发展史 !

沉积建造类型 !成矿条件和成矿特点 将中国西南天

山划分为 个 级成矿带和 个 成矿区 带 ∀

与境外南天山成矿带 图 相比 可以看出 资源潜

力巨大 以汞 !锑 !金矿化集中发育而闻名于世的阿

赖带和以金 !钨 !锡集中发育的泽拉夫尚 ) 吉萨尔带

均被断裂阻截而未延入中国 而延伸至中国境内的

主要是其矿带南部的南缘 仅涉及东阿赖 !阿克塞 !

迈丹塔格 !阔克萨岭等少数几个构造建造带 这些地

段均处于边境地带的高山区 天山主峰 长期以来

多数区段为军事禁区 自然地理条件恶劣 工作程度

极低 找矿潜力不明朗 ∀但从现有资料及已有矿产

种类及矿化元素组合看 上述各带矿化主要以汞 !

图  西南天山及邻区成矿区带划分及金属矿床分布图 境外资料据 ≥∂

ƒ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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锑 !金 !铅和锌等低温元素为主 矿床类型有层控热

液型和构造蚀变岩型 矿床规模以中 !小型为主且较

分散 ∀因此 从成矿带横向对比角度考察 中国西南

天山的成矿地质背景与境外明显不同 在进行区内

找矿潜力评价时不能盲目寻找境外已有特大型 !与

花岗岩有关的高温 • !≥ ! ∏! 等矿床 而要注重

本区沉积改造型低温优势矿种的勘查与评价 ∀

 新一轮矿产勘查的对策及找矿方向

4 1  新一轮矿产勘查的对策

以上对比分析表明 中国西南天山成矿地质条

件虽不如境外有利 矿产及矿床类型没有其丰富多

样 矿床规模亦较小 但局部地段的成矿地质背景与

境外亦有相似之处 ∀另外 西南天山地域辽阔 工作

程度低 除原有的铅锌矿床外 近年来相继在西南天

山及其东邻发现了萨瓦亚尔顿 !大山口 !布隆等金矿

床 卡拉脚古牙和查汗萨拉锑 银 矿床等 塔木和独

山锡矿床 以及与花岗岩有关的夕卡岩型铜金多金

属矿化 川乌鲁 !老虎台 等 ∀成矿条件和找矿现实

显示仍具有一定找矿潜力 ∀因此 在新一轮矿产勘

查中 既要注意开展与境外矿产的横向对比研究 也

要针对境内的客观实际情况开展工作 在主攻矿种

和矿床类型上要与境外有所不同 ∀笔者认为 西南

天山地区主攻矿种应为金 !铅 !锌 !锑 兼顾铜 !锡

钼 !汞 主攻矿床类型应为沉积碎屑岩系中微细浸

染型金矿床 其次为层控沉积 热液改造型铅锌矿

床 兼顾碳酸盐岩与碎屑岩接触带层控热液型汞锑

矿床及与花岗岩有关的铜 !锡 钼 矿床的探查 ∀

加大传统矿种的勘查力度

铅 !锌一直是西南天山的优势矿产 尽管目前该

地区无大型铅 !锌矿床被发现 但中小型铅锌矿床已

有数处 而已知矿点 !矿化点多达数十处 铅重砂异

常 余处 ∀其赋矿层位有下奥陶统 坎岭 !中泥盆

统 霍什布拉克 !早 中石炭世 沙里塔什 和第三系

乌拉根 在一个地区受层位控制的铅锌就有 个

层位 显示出较大的找矿潜力 ∀

重视最具资源潜力的微细浸染型金矿的勘

查与评价工作

与碎屑岩及碳酸盐岩有关的低温热液 微细浸

染型 金矿床是今后西南天山地区的主攻和优势矿

床类型 ∀ 年代中期发现的萨瓦亚尔顿大型锑金矿

床 形成于深大断裂带附近 赋存于复理石含炭细碎

屑岩系中 沉积成岩 低级变质 构造热液叠加等多期

次成矿作用复合 !叠加 造就了该矿床的最终形成 ∀

西南天山从晚志留统 ) 早泥盆统的陆缘拉张 到石

炭纪的陆缘裂陷 广泛发育细碎屑复理石建造 为成

矿提供了充足的矿源条件 碰撞造山期构造 热事件

为矿质运移 !聚集提供了热动力和储矿空间 矿床 !

矿 化 点具有集中呈带分布 !矿体呈层状成群产出 !

矿化以金 !锑 !砷等低温元素为主要组分的特点 成

矿地质条件优越 ∀从区内分布众多金矿化点和大量

∏ ≥ 化探异常的出现 已展示出良好的找矿前

景 ∀成矿地质背景与陕甘川及滇黔桂地区含炭细碎

屑岩系金矿集区具有可类比性 ∀

兼顾稀有 多金属矿的寻找

锡 !钼矿产随着塔木 !卡拉丘别及木扎尔特河上

游矿化线索的发现 已引起关注 ∀但鉴于西南天山

有着独特的沉积建造组合 !构造 岩浆活动特点 以

及地质工作研究程度极低这一现状 在今后地质找

矿工作中将有所侧重 ∀

4 2  区域找矿方向的探讨

根据中亚地区大 特大型金属矿床矿集区产出

的地质条件和空间分布规律 即自西向东 从最西端

穆龙套矿集区 ) 努拉套矿集区 ) 库拉玛 泽拉夫尚

矿集区 ) 阿赖矿集区 ) 萨雷贾兹矿集区 每一矿集

区均分布在中亚成矿域东西向主干断裂与北东向基

底断裂的交汇部位 ∏ 东西分布

具等间距性 纬度相差约 β 空间距离约 ∀按

照这一规律 西南天山西端吉根 塔尔库里 !托什罕

河上游阔克萨勒岭西段及乌什北山贡古鲁克 ) 卡什

列依 地段应作为西南天山今后开展工作的靶区

东阿赖吉根 塔尔库里地段  为境外东阿赖

或土厥斯坦汞锑金成矿带的东延部分 处于中亚天

山成矿带一个等间距结点部位 是北东向阿特巴希

萨瓦亚尔顿 库达申汞锑金矿集区的组成部分 该矿

集区目前发现 个汞 !汞锑矿床 阿特巴西 !库达申

等矿床 ! 个锑矿床 ! 个大型锑金矿床 萨瓦亚尔

顿 !萨瓦亚尔德 和 个铜金矿床 ∀出露地层均为上

志留统 ) 下泥盆统含炭火山岩 硅质岩 细碎屑岩复

理石建造 境内外具有相似的成矿地质背景和沉积

建造组合 在西北有 片金异常区 并显示有 !≥ !

! !• !≤∏异常 是与细碎屑岩有关的微细浸染

型金矿床产出的有利靶区 ∀

托什罕河上游齐齐尔加纳克河 ) 川乌鲁地

段  包括 β χ以西 马场 ) 川乌鲁山口以北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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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境外阿克塞及阔克萨岭汞锑金成矿带在境内的延

伸部分 处于北东向伊塞克湖 ) 占吉尔 ) 哈拉峻钨

钼 锡 铁 铜 铅锌 金矿集区的南段 该矿集区目

前发现 个汞 !汞锑矿床 ! 个锑矿床 ! 个铜金矿

床 ! 个中型铅锌矿床 霍什布拉克 及数个铅锌矿化

点和锡 钼 矿 化 点 ∀出露地层 !沉积环境与东阿

赖地区相似 为海西早期晚志留世 ) 早泥盆世含炭

火山岩 硅质岩 细碎屑岩复理石建造 区内环形构造

发育 是西南天山火山岩和酸性侵入岩最发育的地

区 ∀有 片金异常区 并套合有 !≥ ! !≤∏!° !

! !• 异常 具有形成与黑色岩系有关的穆龙套

式和 或 南秦岭李坝微细浸染型金矿床的潜力 以

及吉拉乌式夕卡岩型铜金矿床的成矿地质背景和沉

积建造组合 陈哲夫 毛景文等 韦龙明

等 ∀

乌什北山贡古鲁克 ) 卡什列依地段  该区

北与境外阔克萨岭金 锡 汞 锑成矿带相邻 可能为

该成矿带的南部 处于北东向萨雷贾兹 阿合奇金 锡

钨矿集区的南段 ∀该矿集区目前发现 个大型锡

钨矿床 ! 个大 !特大型金矿床 !数个金 !铜金小型矿

床和稀有金属矿点 ∀出露地层为中泥盆统 ) 石炭系

细碎屑岩 碳酸盐岩建造 境内外成矿地质背景和沉

积建造组合相似 但由于剥蚀程度的差异 境内中酸

性小型侵入体出露很少 地表及浅部尚不具备寻找

稀有金属矿床的条件 ∀然而 区内基性岩脉较发育

众多 ∏! !≥ 综合化探异常沿断裂破碎带分布 分

带和套合性均较好 具有微细浸染型金矿床的良好

找矿前景 ∀

致  谢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任有祥和杨合

群研究员的不吝指教 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在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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