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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额尔齐斯金矿带构造控矿规律研究
!

沈远超，申 萍，李光明，曾庆栋，刘铁兵
（中国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5"""!=）

摘 要 额尔齐斯金矿带位于新疆阿尔泰南缘。地质研究表明，发生于晚石炭世—早二叠世的金成矿作用在

整个额尔齐斯金矿带中广泛发育，明显受额尔齐斯韧性剪切带及其次级断裂的控制。通过对额尔齐斯构造带及其

中发育的!5个金矿床（点）尤其是多拉纳萨依、托库孜巴依、萨尔布拉克、科克萨依和马热勒铁等金矿床控矿构造的

研究，作者提出如下新认识：额尔齐斯韧性剪切带总体上具有向东收敛、向西散开的基本形式，控矿构造具有向东单

一（仅为韧性剪切构造）、向西复杂（脆韧性构造叠加于韧性构造和中酸性岩体上）的特点，由此控制的金成矿作用具

有“东浅西深、东弱西强”等4条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深部地球物理测量结果，指出额尔齐斯金矿带西

部哈巴河地区和中部富蕴地区是形成大型金矿床的有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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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齐斯金矿带位于阿尔泰地区南缘，向西与

哈萨克斯坦的矿区阿尔泰的南阿尔泰构造岩浆+（多

金属+金+银）成矿带相连，向东延伸到蒙古的阿尔泰。

在中国境内额尔齐斯金矿带由西部的哈巴河地区向

东经富蕴地区延伸到东部的青河地区，长度大于HII
:7，宽十余公里，其中赋存有许多金矿床和一系列

金矿点，是一条重要的金矿带（芮行健等，JKKD；王京

彬等，JKKK；沈远超等，LIIJ）。

长期以来，额尔齐斯金矿带的金成矿作用被认

为普遍发生于额尔齐斯构造带内，在整个成矿带投

入了大量的地质研究及勘探工程。笔者对额尔齐斯

金矿带及其中发育的LJ个金矿床（点）进行了系统

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额尔齐斯成矿带金成

矿作用的强度和规模沿走向方向明显不同，具有“东

弱西强、东浅西深”的特点，在西部哈巴河地区和中

部富蕴地区其构造发育程度和成矿作用强度均强于

东部青河地区。因此，额尔齐斯金矿带的成矿作用

不能视为等同，而应具体地分析控矿构造性质及其

演化对成矿的控制作用，准确地揭示额尔齐斯构造

带各地段金成矿作用的强度和分布规律，为整个额

尔齐斯金矿带的进一步找矿勘探指明方向。

J 额尔齐斯金矿带成矿地质背景

额尔齐斯金矿带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和哈萨克斯

坦—准噶尔板块之间的过渡地带，该金矿带中众多

金矿床的形成与阿尔泰碰撞造山带的形成及演化密

切相关。泥盆纪—早石炭世准噶尔洋向北俯冲，西

伯利亚大陆南缘演变为活动大陆边缘，发育沟（乌仑

古海沟）+弧（萨吾尔—阿尔曼太岛弧）+盆（克兰弧后

盆地）体系（芮行健等，JKKD；秦克章等，JKKK；M#-)!
"$；LIIL）。晚石炭世—二叠纪萨吾尔—阿尔曼太岛

弧与西伯利亚板块碰撞，发育同碰撞安山岩+流纹岩

（陆相）和花岗岩类，主要的成矿事件发生在碰撞造

山期后的左行走滑及其向伸展体制发展的构造转换

期，这一时期伴随有强烈的流体作用和成矿作用，形

成了一系列金矿床（点），构成了额尔齐斯成矿带（图

J）。本文所指的额尔齐斯成矿构造带实际上是萨吾

尔—阿尔曼太岛弧和可可托海陆源深成岩浆弧之间

的弧陆碰撞带，涉及受额尔齐斯深大断裂影响并派生

次级构造的一定区域，包括克兰弧后盆地和萨吾尔—

阿尔曼太岛弧的部分地区，以克兰弧后盆地为主体。

L 额尔齐斯金矿带矿化特征和成矿规

律

*N+ 额尔齐斯金矿带典型矿床主要地质特征

本文将额尔齐斯金矿带分为O个地段进行研

究，即西段哈巴河地区（包括多拉纳萨依和托库孜巴

依金矿床）（图L）、中段富蕴地区（萨尔布拉克金矿）

和东段青河地区（包括科克萨依和马热勒铁金矿

床）。各个地区典型金矿的主要地质特征见表J。

*N* 额尔齐斯金矿带构造控矿规律

额尔齐斯金矿带中金矿床的形成受额尔齐斯韧

性剪切构造及其次级构造的控制，矿化类型均为蚀

变岩型和石英脉型，金矿床属于韧性剪切带型金矿

床。笔者对额尔齐斯构造带中的典型金矿床进行了

构造控矿、岩浆活动、矿床地质、成矿流体地球化学

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此外还对多拉纳萨依等H个金

矿床进行了BCD连续电导率成像仪的深部地球物

理探测，测线P条、总长LQQI7，测点JOQ个。在此

基础上首次提出额尔齐斯金矿带具有以下H个构造

控矿规律：

（J）构造控矿的普遍性：沿额尔齐斯断裂构造

带长约HII:7的范围内普遍发育有众多金矿床和

金矿点（图J），包括多拉纳萨依、阿可萨依、布托别

山、托库孜巴依、金坝、萨尔塑克、多勒纳勒、恰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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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额尔齐斯金矿带地质略图及主要矿床分布图（据肖序常等，!""#；芮行健等，!""$；王京彬等，!"""；%&’()*+,，

#--#修编）

!—寒武纪.石炭纪变质复理石建造；#—泥盆纪细碧角斑岩建造；/—泥盆纪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石炭纪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0—泥盆

纪.石炭纪火山沉积岩；1—加里东期花岗岩；2—海西期花岗岩；3—第四纪沉积物；"—国界；!-—断裂及编号；!!—大中型金矿床；!#—小型

金矿床；!/—铜矿床；!$—铁矿床；!0—稀有金属矿床；!1—铅锌矿床。构造单元：!—乌仑古海沟；"—萨吾尔.阿尔曼太岛弧；#—克兰弧

后盆地；$—可可托海岩浆弧；%—诺尔体断陷盆地。断裂：&—洪古勒楞；’—额尔齐斯南；(—额尔齐斯；)—玛因鄂博；*—红山嘴；

+—玛尔卡库里。主要矿床名称：*—多拉纳萨依金矿床；4—托库孜巴依金矿床；5—萨尔布拉克金矿床；6—科克萨依金矿床；(—马热勒铁

金矿床；7—阿舍勒89:;<.=’矿床；>—索尔库都克;<.?<矿床；@—喀拉通克;<.A&矿床；&—蒙库铁矿；B—可可塔勒89:C4.=’矿床；D—

可可托海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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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杰腾别克克泽勒、萨尔布拉克金矿、老山口、克

拉萨依、科克萨依、阿拉塔斯、扎克特、马热勒铁、小

萨尔布拉克、托克塔、托孜巴斯特、卡拉萨依、阿比金

等数十个金矿床（点），容矿地层为发育于额尔齐斯

构造带内的中下泥盆统和下石炭统，有的产于沿额

尔齐斯断裂带侵入的花岗岩体和脉岩中，表明额尔

齐斯断裂构造带为一金成矿构造带。

（#）控矿规模的宏大性：额尔齐斯成矿带的西段

和中段控矿构造规模宏大，形成的构造蚀变带沿走

向 延伸较大，如多拉纳萨依金矿床控矿构造带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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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额尔齐斯金矿带西段哈巴河地区典型金矿床区域地质图（据李志纯，"###修编）

"—第四纪沉积物；!—中泥盆统托克萨雷组粉砂岩、千枚岩夹灰岩；$—中上泥盆统砂岩、千枚岩及火山岩；%—中泥盆统托克萨雷组灰岩；

&—海西中期斜长花岗岩；’—海西中期闪长岩；(—海西中期辉绿岩；)—韧性剪切带；#—断层；"*—铜锌／金矿床。

!玛尔卡库里剪切带；"多拉纳萨依剪切带

+,-.! /0-,1234-0141-,534670859:3;1<8=;,534-14>>0;16,86,2890?0680@2;3@81<890A@8,B-14>C048（:1>,<,0>3<80@
D,，"###）

"—EF380@23@=60>,:0286；!—G,4868120，;9=44,8032>4,:0681201<H,>>40I0J12,32KF1706340,+1@:38,12；$—H,>>40LM;;0@I0J12,32G32>68120，

;9=44,8032>J14532,5@157；%—D,:0681201<H,>>40I0J12,32KF1706340,+1@:38,12；&—H,>>40N0@5=2,32;43-,1-@32,80；’—H,>>40N0@5=2,32
>,1@,80；(—H,>>40N0@5=2,32>,3C360；)—G903@O120；#—<3F48；"*—P1;;0@LO,25／-14>>0;16,8.! H3@737F4,6903@O120；"IF1432363=,6903@O120

表! 额尔齐斯金矿带典型矿床主要地质特征

"#$%&! ’&(%()*+#%,&#-./&0(,-12*+#%)(%33&2(0*-0*4-5&6/-*7)(%3$&%-
特征 多拉纳萨依 托库孜巴依 萨尔布拉克 科克萨依 马热勒铁

容矿建造

中泥盆统托克萨雷组

陆源碎屑岩L硅质岩

L碳酸盐岩建造

中泥盆统阿勒泰组陆

源碎屑岩L碳酸盐岩

建造

下石炭统南明水组火

山 岩L陆 源 碎 屑 岩L
火山碎屑岩建造

下泥盆统托让格库都

克组火山岩L火山碎

屑岩建造

中泥盆统北塔山组火

山岩L火山碎屑岩建

造

与花岗岩类的关系

斜长花岗岩体遭受剪

切变形的叠加，局部

矿化

哈巴河岩体南缘受到

剪切变形叠加，并赋

存矿体

与花岗岩类无明显关

系

与花岗岩类无明显关

系

与花岗岩类无明显关

系

矿体特征

矿带长%7:，宽!**#
&** :，控 制 斜 深

!&*#%**:，由多个

大致 平 行 的 矿 体 组

成。沿 走 向 和 倾 向

均有 尖 灭 再 现 分 布

特点。单 矿 体 为 脉

状，分 枝 复 合 普 遍，

长(*#&!&:，宽!
#&:，延 深%*#
$**:，平 均 品 位%
#(-／8

矿带长%7:，宽!**#
$** :，控 制 斜 深

!&*#&**:，矿体成

群展布，少量产于岩

体内，沿走向和倾向

有尖 灭 再 现 分 布 特

点。单 矿 体 为 透 镜

状和脉状，分枝复合

普 遍，长 %*#’%*
:，宽"#%:，延深

%*#%&*:，平 均 品

位!#&-／8

矿带长")7:，宽!*#
$** :，控 制 斜 深

"&*:，矿段在 剪 切

带中 呈 等 距 斜 列 排

布。矿体呈囊状、脉

状，具分枝复合。长

数十至数百米，宽数

米至十数米，延深数

十米。平均品位$#
&-／8

矿带长*.)7:，宽!*
#&*:，控制延深!
"**:。 矿 体 呈 脉

状、扁 豆 状 产 出，沿

走向有尖 灭 再 现 分

布特 点。单 矿 体 长

"*#!(*:，宽"#!
:，延 深 几 十 米，围

岩为糜棱岩化岩石，

平均品位为$Q*!#
%Q%(-／8

矿带长"7:，宽!*#
"**:，控制延深!
)*:。矿 体 呈 尖 灭

侧现或再现、分枝复

合状，单 矿 体 长"*
##* :，最 长 $$*
:，宽*.!#*.(:，

延深数十米，平均品

位&#)-／8

矿石建造

石英脉型和蚀变岩型，

以蚀变岩型为主，为

石英L黄铁矿L黄铜矿

L自然金建造

石英脉型与蚀变岩型，

以蚀变岩型为主，为

石英L黄铁矿L磁黄铁

矿L自然金建造

蚀变 岩 型，为 石 英L毒

砂L黄 铁 矿L自 然 金

建造

蚀变糜棱岩型，为黄铁

矿L毒 砂L黄 铜 矿L石

英L自然金建造

蚀变糜棱岩型，为黄铁

矿L黄 铜 矿L毒 砂L石

英L自然金建造

’$ 矿 床 地 质 !**(年

 
 

 

 
 
 
 
 



!"#$，托库孜巴依金矿床的控矿构造带长!!#$，

萨尔布拉克金矿床的控矿构造带长达%&#$（杨海

英等，%""&），只有东段的科克萨依和马热勒铁等金

矿床的控矿构造蚀变带明显变小（小于!#$）。

（’）断裂构造力学性质的差异性：额尔齐斯剪

切带不同地段具有不同的力学性质，包括韧性、脆韧

性、韧脆性和脆性，只有脆韧性和脆性剪切构造叠加

处方能形成构造扩容空间，控制矿床的产出。宏观

上主要表现为额尔齐斯构造带的次级断裂构造产状

变化部位等，如额尔齐斯构造带西段的多拉纳萨依

金矿仅在额尔齐斯断裂带的次级断裂多拉纳萨依韧

性剪切带转弯处，且与花岗岩体原生构造叠加部位

产出（图%）；托库孜巴依金矿床产在额尔齐斯断裂带

的次级断裂托库孜巴依韧性剪切带的局部弯曲膨大

部位（图%）；额尔齐斯构造带中段的萨尔布拉克金矿

产在额尔齐斯断裂带的次级断裂萨尔布拉克韧性剪

切带走向上由窄变宽的局部膨大部位。

（(）控矿构造的多期性：额尔齐斯构造带及其

次级构造具有多期活动的特点。早期为韧性变形，

中期为韧脆性变形，晚期则为脆性变形，由此控制的

成矿作用也具有多期成矿的特点。早期矿化形成的

石英硫化物细脉沿糜棱面理发育，中期形成于脆)韧

性剪切的减压体制下的石英硫化物网脉沿微细节理

发育，晚期形成于脆性变形阶段的碳酸盐)石英细脉

常具梳状构造。其中，中晚期韧脆性变形和脆性变

形叠加于早期韧性变形之上的地段是形成工业矿体

的有利部位，这些构造扩容的有利部位具体表现为

剪切带走向上由窄变宽处，倾向上由陡变缓处和几

组断裂交叉处等。

（&）金矿化强度具有东弱西强、东浅西深的特

点：额尔齐斯韧性剪切带具有向东收敛、向西散开的

规律，西段和中段的控矿因素复杂，包括多期断裂构

造以及中酸性岩体叠加的影响，东段的控矿因素简

单，仅为单一的韧性剪切构造；矿化类型西段复杂

（主要为蚀变岩型和石英脉型矿石，蚀变岩型金矿石

包括糜棱岩化闪长岩型、蚀变千枚岩型、蚀变粉砂岩

型和蚀变灰岩型等），而东段单一（均为蚀变糜棱岩

型金矿石）；成矿流体来源西段复杂（成矿流体水的

来源复杂，且大气降水含量较多；成矿流体的铅源于

造山带和上地幔之间；成矿流体的硫来自地幔）、东

段单一（成矿流体水的来源单一，且大气降水含量较

少；成矿流体的铅和硫主要来自地幔）（另文发表）；

由此控制的金矿床成矿作用具有东弱西强和东浅西

深的特点。

金矿床的规模由西向东逐渐变小，中西段为大

中型金矿床，东段为小型金矿床（点）。西段多拉纳

萨依和托库孜巴依金矿床的矿带长均为(#$，宽

%""!&""$，控制斜深达&""$；中段萨尔布拉克金

矿床的矿带长!*#$，宽%"!’""$，控制斜深!&"
$；而东段科克萨依和马热勒铁金矿床的矿带均小于

!#$，宽数十米，控制斜深小于!""$。

中西段金矿床单个矿体规模较大（详见表!），矿

体形态具有复杂性、复合性特点，在走向和倾向上均

具有尖灭再现分布的特点。矿体分布具有集群性特

点，目前在多拉纳萨依金矿床垂向剖面上已探明了’
层矿脉群，在托库孜巴依和萨尔布拉克金矿床分别

探明了%层矿脉群；在东段科克萨依等金矿床，单个

矿体走向延长和倾向延深均较小。

已有的探矿工程表明，额尔齐斯金矿带矿化下

限由西向东逐渐变浅，如在多拉纳萨依和托库孜巴

依矿化下限的深度为&""$，萨尔布拉克为!""!
!&"$，科克萨依、马热勒铁矿化下限的深度为*"$

（图’），这已被笔者在不同矿区进行的+,(连续电

导率成像仪深部地球物理测量结果所证实（图(）。

笔者在额尔齐斯成矿带的西部多拉纳萨依金矿

床和托库孜巴依金矿床、中部的萨尔布拉克金矿床

和东部的扎克特金矿床进行了+,(连续电导率成

像仪测量，目的是验证地质研究的结果，查明控矿构

造在地下的延深情况。测量结果表明，在额尔齐斯

成矿带西部哈巴河地区的多拉纳萨依金矿床和托库

孜巴依金矿床深部具有明显的延深较大（(""!&""
$）的低电阻率异常，而在额尔齐斯成矿带东部清河

县的扎克特金矿床低电阻率异常明显较浅（!!""
$），说明控矿构造和（或）矿体在额尔齐斯成矿带西

部比东部明显变深、变大。

（-）控矿构造的多样性：成矿构造带的特殊构

造位置是构造扩容空间，可造成金的沉淀，形成矿

床。构造扩容空间有以下-种情况（图&）："次级断

裂网络状构造的结点处；#“入”字型构造的交汇处；

$剪切带的波状起伏及转弯处；%剪切带与地层走

向的交汇处；&构造封闭处，在控矿构造有利成矿部

位出现具屏蔽作用的沉积盖层时，对成矿有利，如多

拉纳萨依金矿床矿体顶板为灰岩，为不透水层；’剪

切带与岩体原生构造的叠加处，如多拉纳萨依金矿

床和 托 库 孜 巴 依 金 矿 床 的 形 成 受 韧 性 剪 切 带 的

控制，同时也受造山期后侵入岩体原生构造的控制，

.’第%-卷 第!期 沈远超等：新疆额尔齐斯金矿带构造控矿规律研究

 
 

 

 
 
 
 
 



图! 额尔齐斯构造带典型矿床勘探线剖面图（显示构造控矿及其矿体产出的不同深度）

额尔齐斯构造带西段："#多拉纳萨依金矿床$%号勘探线剖面图，图中显示验证钻孔剖面及见矿情况（矿化下限可达地下$%%&）；’#托库

孜巴依金矿区!号矿床%勘探线剖面图，图中显示验证钻孔剖面及见矿情况（矿化下限可达地下$%%&）。额尔齐斯构造带中段：(#萨尔

布拉克金矿床!号矿体)*勘探线剖面图（据杨海英等，*%%$；矿化下限为地下+%%"+$%&）。额尔齐斯构造带东段：,#马热勒铁金矿床

""勘探线剖面图（据肖惠良等，*%%*；矿化下限为地下-%&）

./0#! 123430/5647258/39643908:22;<43=68/394/927/98></564034??2<37/87@/8:/98:2A=8/;034?B248，7:3@/90?/CC2=298?2<8:7
3C3=2D5398=344/9078=E58E=2769?3=2B3?/27

!"#$#%&#’()*’&+,&"#-’&./0+123#1&："#123430/5647258/3964390F3#$%2;<43=68/394/92/98:2,E3469676>/034??2<37/8，7:3@/908:243568/39
3C8:2G2=/C/2??=/44/90:34269?8:2&/92=64/H68/39?2<8:（$%%&）；’#123430/5647258/3964390F3#%2;<43=68/394/92/98:2IE3JE3H/B6>/034??2K
<37/8，7:3@/908:243568/393C8:2G2=/C/2??=/44/90:34269?8:2&/92=64/H68/39?2<8:（$%%&）#!"#4#(&’*1)*’&+,&"#-’&./0+123#1&：(#123430/564
7258/3964390F3#)*2;<43=68/394/92/98:2L62=BE46J2034??2<37/8，7:3@/908:2&/92=64/H68/39?2<8:（+%%"+$%&）（&3?/C/2?6C82=M690，2864#，

*%%$）#!"##*%&#’()*’&+,&"#-’&./0+123#1&：,#123430/5647258/3964390F3#""2;<43=68/394/92/98:2N6=2428/2034??2<37/8，7:3@/908:2&/9D
2=64/H68/39?2<8:（-%&）（&3?/C/2?6C82=O/632864#，*%%*）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说明：额尔齐斯构造带西段："、"#$多拉纳萨依金矿床%&勘探线’(!测量深度)视电阻率剖面图（"）及地质解译图（"#），图中显示电阻

率异常下限可达地下!&&*；+、+#$托库孜巴依金矿区,,号矿床-.勘探线’(!测量深度)视电阻率剖面图（+）及地质解译图（+#），图中显示

电阻率异常下限可达地下!&&*。额尔齐斯构造带中段：/、/#$萨尔布拉克金矿床0/1%#剖面图’(!测量深度)视电阻率剖面图（/）及地质

解译图（/#），图中显示电阻率异常下限可达地下!&&*。额尔齐斯构造带东段：2、2#$扎克特金矿3号勘探线’(!测量视电阻率)深度剖面图

（2）及地质解译图（2#），图中显示电阻率异常下限小于3&*
!"#$#%&#’()*’&+,&"#-’&./0+123#1&：")"#)425678798:89;*<=6><?9@6’(!A<B=CA98:89;8*DE67;796*=D9D（"）DB=E6<><E8AD>6FG>DBD98<B（"#）

D><BEH<$%&6FG><ID98<B>8B68B9@62C<>DBD7D;8E<>==6G<789；+)+#)42I678798:89;*<=6><?9@6’(!A<B=CA98:89;8*DE67;796*=D9D（+）DB=E6<><E8AD>
6FG>DBD98<B（+#）D><BEH<$-.6FG><ID98<B>8B68B9@60C<JCK8LD;8E<>==6G<789；!"#4#(&’*1)*’&+,&"#-’&./0+123#1&：/)/#)42I678798:89;*<=6><?
9@6’(!A<B=CA98:89;8*DE67;796*=D9D（/）DB=E6<><E8AD>6FG>DBD98<B（/#）D><BE0/1%#6FG><ID98<B>8B68B9@60C<JCK8LD;8E<>==6G<789；!"##*%&#’(
)*’&+,&"#-’&./0+123#1&：2)2#)42I678798:89;*<=6><?9@6’(!A<B=CA98:89;8*DE67;796*=D9D（2）DB=E6<><E8AD>6FG>DBD98<B（2#）D><BEH<$36F)

G><ID98<B>8B68B9@6M@DJ696E<>==6G<789

图. 额尔齐斯构造带构造扩容空间的多种形式

#—灰岩；4—粉砂岩和千枚岩；1—斜长花岗岩；!—构造扩容带

及矿体赋存部位；.—断裂；%—岩体的原生构造

N8E$. 0;G67<?79ICA9CID>6FGDB=8BE789678B9@6’I98F
7@6DIK<B6

#—O8*679<B6；4—P8>979<B6DB=G@;>>896；1—Q>DE8<EIDB896；

!—P9ICA9CID>6F96B78<BD>78967R@6I6E<>==6G<7897<AACI；

.—NDC>9；%—SI8E8BD>8B9IC78:679ICA9CI67<?EIDB896

两者联合控制金矿体的产出（图4、图.N）。

1 额尔齐斯金矿带构造演化与成矿作

用

5$6 构造变形和成矿作用的年龄

闫升好等（4&&!）对多拉纳萨依和托库孜巴依金

矿床含金蚀变岩中的云母类矿物进行了!&"I／1-"I
快中子活化法同位素测年，结果表明含金剪切带韧

脆性剪切活动的时代或主成矿期为4-&TD左右。

李光明等（4&&U）对构造变形形成的黑云母进行"I)
"I定年，获得坪年龄为（4%-$-!V4$.!）TD。结合已

有的同位素年龄数据（程忠富等，#--%；李华芹等，

#--3；4&&!）和区域地质资料，认为额尔齐斯金矿带

存在4期成矿作用：第一期成矿作用与区域性的韧

脆性剪切构造活动形成的变质热液有关，同位素年

龄为4-&!1&&TD；第二期成矿作用与叠加在韧脆

性剪切构造之上的岩浆热液有关，同位素年龄为4.&
!4U&TD。

已有的哈萨克斯坦境内额尔齐斯断裂构造带云

母"I)"I年代学数据显示额尔齐斯构造带的年龄在

误差范围内差异不大，分别为（43#V4$!）TD、（431
VU）TD、（431V#$%）TD、（434V#$.）TD、（4U-VU）

TD和（43&V#$#）TD，平 均 年 龄 为 43& TD
（W>D=8*8I<:69D>$，#--3）。+C7><:（4&&!）等认为该

年龄反映了额尔齐斯断裂带左行走滑的变形年龄，

而变余糜棱岩和片麻岩的云母类"I)"I年龄则揭示

了额尔齐斯构造带存在有431!4U%TD和4U1!4%.
TD两幕左行走滑变形（0ID:8B69D>$，4&&#）。

同位素年龄数据表明额尔齐斯断裂构造与金矿

床的成矿作用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表明了额尔齐

斯断裂构造对金成矿作用的控制。

5$7 额尔齐斯金矿带构造演化与成矿

额尔齐斯剪切带及其次级断裂具有长期活动的

特点，其力学性质也在不断地变化。根据笔者对额

尔齐斯金矿带典型金矿床控矿构造、矿床地质、地球

化学的研究，结合前人资料表明，金成矿作用经历了

沉积预富集期和构造变形成矿期，构造变形成矿期

包括了前人确定的第一期与变质热液有关的成矿作

用和第二期与岩浆热液有关的成矿作用。

泥盆纪—早石炭世准噶尔洋向北俯冲，西伯利

亚大陆南缘发育沟)弧)盆体系，在克兰弧后盆地发育

泥盆纪—早石炭世的火山岩)火山碎屑岩)陆源碎屑

岩建造，成矿物质（浸染状黄铁矿和黄铜矿）在中下

泥盆统和下石炭统地层中发生了初步富集，形成了

&! 矿 床 地 质 4&&U年

 
 

 

 
 
 
 
 



含矿建造，是额尔齐斯金矿带中金矿床形成的沉积

预富集期。

晚石炭世—二叠纪弧陆碰撞，额尔齐斯韧性剪

切构造及造山期酸性岩浆活动强烈，额尔齐斯构造

带的脆韧性变形及造山晚期的走滑向伸展构造体制

转换形成的脆性构造和金成矿作用密切相关，形成

工业矿体，是额尔齐斯金矿带金矿床的构造变形成

矿期。在此成矿期，韧性变形阶段形成沿糜棱面理

发育的石英硫化物细脉，含矿差；韧性剪切带进一步

发展，使其抬升到脆韧性变形域，形成一系列的剪!
张裂隙，充填石英!硫化物脉，是金成矿的主要阶段；

在碰撞造山晚期由于由左行走滑向伸展体制转换形

成的韧脆性断裂，伴随有大量中酸性岩脉侵入，形成

石英!多金属脉，含金较好，构成了金矿床的主要矿

体；晚期脆性断裂发育，其中充填有白色石英!碳酸

盐脉，含少量硫化物，基本不含金。

从控矿构造演化看，区内金矿床宏观上受深层

次韧性剪切带控制，沿额尔齐斯构造带从西到东，几

乎都发育大量呈构造透镜体或石香肠状顺片理化带

产出的不含矿或含矿较差的石英脉，但金矿体主要

定位于剪切带内的浅层次脆性构造中（程忠富等，

"##$；王 京 彬 等，"###；李 志 纯，"###；刘 悟 辉 等，

"###），韧性构造和脆性构造叠加并存于同一构造带

内的事实说明，成矿!控矿剪切带经历了从深部构造

层次到浅部构造层次的抬升过程。额尔齐斯成矿构

造带韧性剪切变形抬升到脆韧性剪切变形域可能是

形成大型金矿床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东部的青河地

区可能正是由于缺乏脆韧性变形和造山晚期的伸展

构造叠加而使金成矿作用相对较弱。

!%! 成矿预测及验证

在上述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基础上，笔者预测

在额尔齐斯成矿构造带的中段和西段是寻找大型金

矿床的最有利区段，并在多拉纳萨依金矿区和托库

孜巴依金矿区深部圈出了找矿靶区。&’’(年笔者主

持和参与了多拉纳萨依和托库孜巴依金矿床的勘探

设计，施工了)*个钻孔的验证工作，进尺#+$(,，

已经终孔的&’个钻孔均见矿（化）体。&’’*年在&
个矿床的部分矿段求得新增储量""-，使哈巴河地

区成为大型金矿床的勘探基地。&’’$年在笔者预测

的多拉纳萨依矿区的南矿带、西矿带，西部的布托别

山和北部的额德克布置了".个钻孔，其中"*个钻

孔见矿，目前初步的探矿工程使得多拉纳萨依金矿

区金矿储量达&)-。&’’$年在托库孜巴依金矿区的

!矿床和"矿床进行了钻孔和坑道的探矿工程，目

前托库孜巴依金矿区的金矿储量达"*-。如果加大

勘探力度，多拉纳萨依和托库孜巴依&个矿床的金

储量有望超过*’-。

( 结 论

（"）额尔齐斯金矿带金成矿作用在整个额尔齐

斯构造带广泛发育，但仅在局部地段富集形成金矿

床。额尔齐斯剪切带不同地段具有不同的力学性

质，包括韧性、脆韧性、韧脆性和脆性，只有脆韧性和

脆性剪切构造叠加处方能形成构造扩容空间，有利

于矿床的产出。

（&）额尔齐斯韧性剪切带具有向东收敛、向西

散开的规律，西段和中段的控矿因素复杂，包括多期

断裂构造及岩体叠加的影响，东段的控矿因素简单，

仅为韧性剪切构造；矿化类型西段复杂，而东段单

一；成矿流体来源西段复杂、东段单一，由此控制的

金矿床成矿作用具有东弱西强和东浅西深的特点。

（)）额尔齐斯金矿带西段哈巴河地区和中段富

蕴地区是形成与剪切带有关的大型金矿床的重要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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