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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疆卡拉塔格梅岭铜（金）矿床地质和流体包裹体

特征及其与紫金山式铜金矿床的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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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卡拉塔格成矿带梅岭铜（金）矿床位于新疆吐哈盆地南缘的古生代隆起带中，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

大南湖—突苏泉晚古生代岛弧带北段的上叠火山盆地中。其成矿阶段形成的石英中的流体包裹体类型较为单一，

多为气液两相包裹体，数量少，个体较小（=!5"">），气相百分数小（?@!5"@），零星随机分布。均一温度变于化

5"4A4!!9<A:B，成矿流体盐度!（*CD8%E）为"A5:@!:A?5@，成矿压力为=!54(0C，估算的成矿深度为"A?!"A:
F>。结合野外观察以及火山;次火山岩石组合、热液蚀变组合及矿石结构构造与矿化特点，提出梅岭铜（金）矿区为

高硫化物浅成低温热液型与斑岩型铜金矿之间的过渡类型，相当于福建紫金山式或台湾金瓜石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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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天山古生代大南湖岛弧带土屋—延东特

大型斑岩铜矿带的查明，东天山地区与火山J次火山

作用有关的铜金矿床的找矿远景也得到进一步重

视。位于吐哈盆地南缘、距土屋—延东斑岩铜矿带

仅:3余公里的卡拉塔格铜金矿化区的发现（秦克章

等，;332）和近年所取得的铜金找矿突破（方同辉等，

;33;），大大拓宽了大南湖—头苏泉晚古生代岛弧带

斑岩铜矿J浅成低温热液金铜矿的找矿空间，对东天

山区带取得进一步的找矿突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秦克章等，;33E），位于红山矿区以东?K7的梅岭

矿区;330年钻探发现厚大矿体是继红山矿区之后

的又一重大发现。卡拉塔格地区泥盆系火山J侵入

岩发育，有关的矿化和热液蚀变普遍，但由于艰苦恶

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不便的交通，其地质矿产研究

程度还较低，对区内的铜、金矿化的特征、成因及矿

化类型等，前人尚未做过系统的研究。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笔者近年连续在梅岭铜

金矿化区进行了地质调查及系统采样，并对福建紫

金山铜金矿床进行了考察，结合室内岩矿鉴定和流

体包裹体测试，提出卡拉塔格梅岭B/JO/矿床为高

硫化物浅成低温热液型与斑岩型铜金矿之间的过渡

类型，相当于福建紫金山式或台湾金瓜石式，具有很

好的找矿远景。

2 成矿地质背景

卡拉塔格铜金矿带位于新疆吐哈盆地南缘的古

生代隆起带中，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大南湖—头

苏泉晚古生代岛弧带北段的上叠火山盆地中。卡拉

塔格南东:3K7即为土屋—延东铜矿带，后者位于

大南湖—头苏泉晚古生代岛弧带的南段（图2）。

该区是一个与晚古生代J中生代陆相火山活动

有关的金铜矿（化）区，火山盆地受AWW 向构造控

制。其所在的大南湖—头苏泉火山J侵入岩带为一

泥盆纪—石炭纪的多期增生岛弧带，位于康古尔断

裂以北，至吐哈盆地南缘，其北界尚待确定。

区域地层建造为下泥盆统（也可能为奥陶J志留

系）卡拉塔格组中基性火山岩J酸性火山碎屑岩建

造，该组分布在海西期闪长岩J石英闪长岩J二长花岗

岩复式侵入岩体的北侧。成矿期中酸性火山岩及次

火山岩则形成于该复式侵入体之后，初步确定为中

生代产物"。

图2 东天山地区大地构造与成矿带地质略图（据秦克章等，;3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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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侵入岩以海西期中酸性侵入岩为主，呈小

岩体或岩株产出，出露面积约!"#$%。由早到晚依

次为：闪长岩、石英闪长岩、二长花岗岩，属低钾钙系

列。区内火山岩主要为早泥盆世与早二叠世火山活

动的产物。下泥盆统卡拉塔格组火山岩以中酸性火

山岩及粗火山碎屑岩为特征，岩石化学特征为钙&钙

碱性岩石系列，成因上属于低钾拉斑玄武岩系列。

下泥盆统大南湖组火山岩主要为火山碎屑岩和中基

性火山熔岩，属钙碱性系列。早二叠世火山活动形

成了一套中&基性火山岩。矿区南西侧约%"#$发

育有方桌山白垩系陆相火山岩（’(%"万区测报告，

’)*!），产状近水平的杏仁状玄武岩不整合覆在含硅

化木的侏罗系砂岩之上。超覆在玄武岩之上的层状

火山角砾岩向此侧过渡为火山集块岩，并在高岭土

化硅化火山岩中发现以胆矾为主的氧化铜矿化，厚

度达’+,$。该地段白垩系火山岩中铜矿化现象的

发现意味着卡拉塔格地区乃至东天山地区在晚古生

代（白垩纪）仍有强烈的陆相火山&次火山活动及铜

的成矿作用。

根据接触穿插关系及有无变形变质影响，将矿

区范围内的火山&侵入作用分为-期：!深灰色、灰

棕色浅变质玄武岩&安山岩&英安岩及其火山碎屑岩，

相当于卡拉塔格组；"闪长玢岩、凝灰岩、凝灰质砂

岩、板岩，相当于卡拉塔格组上部；#矿区南侧’$%
#$外的石英闪长岩&黑云母花岗岩&二长花岗岩，笔

者所测角闪石、黑云母.&/0年龄在%)!$%’123，

相当于晚石炭世末—三叠纪的产物%；&矿区蚀变矿

化的流纹英安岩、熔岩、角砾凝灰岩及其次火山岩相

石英斑岩、流纹斑岩、花岗斑岩，火山岩中含有花岗

斑岩角砾，明显晚于第4期侵入岩，为中生代岩浆活

动产物，初步定为侏罗纪—白垩纪。

% 矿床地质特征

!5" 矿化体特征

梅岭铜金矿（化）区位于红山铜金矿区677*
#$处，为卡拉塔格地区所发现的%个铜金矿（化）区

之一，即/81化探异常区，化探异常面积达’-#$%，

为一个受9::向、69向和近7:向4组断裂控制

的菱形火山盆地。出露岩性主要为岩屑晶屑凝灰

岩、凝灰质熔岩、安山岩、英安（玢）岩、流纹斑岩、石

英斑岩、花岗斑岩、闪长玢岩等。北京矿产地质研究

院项目组根据地表蚀变矿化的分布范围，将/81异

常矿化区分为西、东、北，即/81:（即梅岭矿区）、

/817和/819三个矿化区，单个矿化区地表分布面

积为’$4#$%（图%）。

/81: 即狭义的梅岭铜金矿化带位于/81火山

盆地的西北侧，地貌宽缓，局部为一酸性火山穹丘。

岩屑化探扫面显示为;<的高值异常区。/81:受

=4、=-、=,三组9::向断裂控制，以=4断裂为界，

将梅岭矿区分为南、北%条铜金矿化蚀变亚带。南

蚀变亚带控制长度1""$，宽’""$，主要岩性为含

黄钾铁矾的硅化石英斑岩及流纹斑岩，次为硅化&绢

云母化&褐铁矿化&绿泥石化闪长玢岩。北蚀变带控

制长度1,"$，宽%""$%,"$，主要岩性为硅化&绢

云母化&褐铁矿化&绿泥石化闪长玢岩，次为含黄钾铁

矾的硅化石英斑岩。

地表圈定出4个蚀变闪长玢岩体，其中有%个

较大的斑岩体分布在北蚀变带中，岩体发生强烈的

硅化&绢云母化&褐铁矿化&绿泥石化。蚀变闪长玢岩

体的!;<为’4,4>’"?!$-""">’"?!、!/<为’*>
’"?)$%,,’’"?)。在北矿化蚀变带中新发现’"$
左右宽的金矿化体，刻槽样分析金品位"+4-$4+"4
@／A，平均’+"*@／A，含矿围岩为石英细网脉发育的石

英斑岩和流纹斑岩。

/817位于/81火山盆地的东北隅。以近东西

向断裂和近南北向断裂为界线，北侧和东侧被凝灰

熔岩和安山岩构成的高地所围绕。容矿岩石主体为

一套完全未受变质作用影响的流纹英安岩及火山碎

屑岩。本区99:向的小断裂发育，这些小断裂基

本上都属于近96向断裂西侧的羽状断裂，它们几乎

控制着本区所有的矿化蚀变。

/819发育环形构造，在遥感影像图上清晰可

辨。主要发育一套硅化&褐铁矿化&绢云母化&绿泥石

化&粘土化蚀变，产有铜金和金矿体。该火山机构的

南半部深部存在有高极化中低阻异常，显示有较好

的找矿前景。

根据红山和梅岭铜金矿区含矿岩性及矿石类型，

卡拉塔格地区铜金矿化体分为,类（见表’）。矿石类

型以细脉状为主，少量浸染状，大多为黄铁矿&黄铜矿&
石英细脉，偶见黄铜矿杏仁体。含矿围岩为火山角砾

岩、石英斑岩、闪长玢岩、角砾英安岩、安山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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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新疆哈密市卡拉塔格"#$区地质图（据方同辉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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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岩蚀变特征

梅岭矿区围岩蚀变强烈而广泛，主要为硅化、绢

云母化、黄铁绢英岩化、绿泥石化、叶腊石化、明矾石

化、粘土化、青磐岩化。地表蚀变特征与红山矿区地

表蚀变特征类似，以酸性火山岩的酸淋滤带蚀变体

（黄钾铁矾M明矾石M高岭土M石膏）和中酸性斑岩体的

绢云母化M硅化为显著特征，远矿蚀变则以青磐岩化

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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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卡拉塔格地区铜金矿化体分类表

"#$%&! ’%#(()*)+#,)-.-*+-//&0#.12-%13).&0#%)4&1$-1)&(
).5#%#,#2&#0&#

矿化类型 矿种 赋矿岩性 矿石类型

! !"，#" 闪长玢岩 浸染状$细脉状

" !"，#" 火山角砾岩 细脉状$浸染状

# !" 流纹英安岩、安山岩 细脉状、杏仁体状

$ !" 玄武岩、安山质玄武岩 细脉状、杏仁体状

% #" 流纹斑岩、石英斑岩、花岗斑岩 网脉状石英

#%&’区南部分布有大面积的安山岩，多发生

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碳酸盐化蚀变，有时见孔雀石

化。安山岩常被零星冒尖的流纹岩“刺穿”，在其接

触带上发生硅化、褐铁矿化和绿泥石化，有时还见有

密集的石英脉。中北部的流纹岩区见角砾熔岩、流

纹斑岩和石英斑岩、闪长玢岩，常发生强烈的硅化$
黄铁矿化$黄钾铁矾化。流纹岩北侧紧邻安山质凝

灰熔岩。

#%&(主要分布有流纹岩以及下伏的较老的安

山岩和英安岩，流纹岩发生硅化$黄铁矿化$黄钾铁矾

化$绢云母化$粘土化等蚀变，围岩遭受硅化、绿帘石

化和绿泥石化等蚀变，大量的硫化物$石英脉穿插流

纹岩和安山岩。边部及钻孔较下部见有早期弱变质

的玄武岩、安山岩，在次火山岩$石英斑岩、流纹斑

岩、花岗斑岩及闪长玢岩发育的地段，热液蚀变多呈

面状且强度更大，表明矿化与最晚期的火山$次火山

作用关系密切。

) 流体包裹体特征

6*! 石英脉中流体包裹体特征

)*+*+ 样品描述

流体 包 裹 体 样 品 均 采 自 梅 岭（#%&’）钻 孔

,-..+不同位置的含铜（金）石英脉中，伴生有大量

的硫化物（主要是黄铁矿，黄铜矿次之），代表梅岭铜

（金）矿形成的主要成矿阶段。

)*+*/ 包裹体总体特征

梅岭地区原生流体包裹体类型较为单一，多为

气液两相包裹体，极个别气相包裹体，数量不多，个

体较小，气液两相者气相百分数小，零星随机分布。

由此可以排除沸腾作为矿质沉淀机理的可能性。

本次研究通过大量的显微镜下观察，从+&个包

裹体薄片中选出0件共+/0个原生流体包裹体进行

显微测温研究。这些包裹体多为气液两相包裹体，

呈不规则形、椭圆形、长条形或近圆形，直径)&+.

’1，多数0&2’1，气相百分数较小，多为34&
+.4，以无色透明者为主，少数为浅褐色或浅灰色，

气体颜色较液体颜色深，气泡呈小黑点在液体中游

走跳动，气液两相界线清晰（图)）。

)*+*) 流体包裹体测温

本次实验的冰点温度（!1）及均一温度（!5）均由

6789:1;<=>$2..型冷热台（?+@.&.A，测温精

度为B.C+A；.&D2..A，测 温 精 度 为B+A，与

6E7F:显微镜配套）测定，测试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流体包裹体实验室完成。升温时观察

气液两相的变化，当气泡剧烈跳动并由大变小接近

消失时，将升温速率设定为+A／178，以便记录准确

的均一温度；冰点温度附近以.C+A／178速率进行

反复验证。流体包裹体的盐度是根据包裹体冷冻回

温后最后一块冰融化的温度（冰点），利用<:GG等

（+H@@）的方程计算得到，盐度换算所用公式为：

盐度"（I:!GEJ）K.C..D+C&@!1?.C.33/!1/D
.C...00&!1)

式中!1代表冰点温度。

本次测验结果如下：+/0个气液两相包裹体的均

一温度变化于+.&&/2.A，主要集中在+/.&//.A
之间（见图3）。冰点值范围为.&0C3A，盐度 "

（I:!GEJ）为.C/4&@C34，大多!04，主要集中于.
&+4，平均值为+C&04（见图0）。利用气液两相包

裹体，得出包裹体压力变化范围)&+2=L:，压力值

主要集中在3&+.=L:（见图2）。

从梅岭石英脉中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5）$盐

度关系图（图&）可看出，当流体盐度"（I:!GEJ）从

.C/4&@C34变化时，温度却只在有限的区间（+.&
&/2.A）内变化。说明该区流体是与不同盐度的流

体等温混合的结果（据卢焕章等，/..3）。

6*7 梅岭地区重晶石脉中流体包裹体特征

)*/*+ 重晶石脉的产出特征及其分布

重晶石主体位于#%&(靠近热液蚀变的石英斑

岩和花岗斑岩中，呈透镜状，长)&01，宽+.&/.
F1；产于粘土化$硅化$明矾石化的流纹英安质火山

岩中。

)*/*/ 包裹体总体特征

从显微镜下观察，重晶石脉中的流体包裹体主

要是气液两相包裹体，其次是液相包裹体。形态以

椭圆形为主，次为长方形或负晶形，直径)&/.’1，

大多集中在2&+.’1，气相百分数变化较大，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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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梅岭矿区石英脉中的包裹体

"#$%! "&’#(#)*&’+#,)#)-’./0123#)+,405363#&#)$,/3(#+0/#*0

图7 梅岭矿区石英脉中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直方图

"#$%7 8#+0,$/.9+5,:#)$5,9,$3)3,’+039;3/.0’/3,44&’#(
#)*&’+#,)+#)-’./0123#)+，63#&#)$<’=>’(#+0/#*0

7?@均有，多为A@!BA@，以无色透明者为主，少数

为浅褐色或浅灰色，气体颜色较液体颜色深，气液两

相界线清晰。

图A 梅岭矿区石英脉中流体包裹体盐度直方图

"#$%A 8#+0,$/.9+5,:#)$+.&#)#0C,44&’#(#)*&’+#,)+#)
-’./0123#)+，63#&#)$<’=>’(#+0/#*0

!%D%! 流体包裹体测温

（B）流体包裹体以气液包裹体为最多，其次为

液体包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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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梅岭矿区石英脉中流体包裹体压力直方图

"#$%! &#’()$*+,’-).#/$0*1’’2*1)3342#5#/642’#)/’#/
72+*(891#/’，:1#4#/$;2<=25#’(*#6(

（>）均一温度范围从?!!@>!A，分@期，"期

均一温度最高，范围在>!B!@>!A，#期均一温度在

CDB!>@BA，$期均一温度最低，为?!!C>EA。

（@）纯液相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较低，一般?!
!C>EA，气液包裹体温度较高，一般为CFD!@>!A，

并且随气体含量比例的增加，均一温度也升高；

（G）成 矿 流 体 盐 度 范 围 较 宽，!（H+;417）从

BIECJ!CBI!CJ；冰点较低，KD%G!B%CA。

（D）成矿压力约为>!CF:L+，"期成矿压力较

高，为?!CF:L+，#期 成 矿 压 力 较 低，为>!E
:L+；估算成矿深度为BIC!CI>M,。

对比石英脉和重晶石脉中的流体包裹体资料表

明，利用石英脉中的流体包裹体得到的均一温度比

从重晶石中流体包裹体得到的均一温度低，前者相

当于后者#期的均一温度（CDB!>@BA）。结合各自

的产出环境和位置，笔者发现，产于=0EN地表的重

晶石脉中的流体包裹体所反映的成矿流体温度反而

比产在=0EO钻孔内石英脉中的要高，据此，笔者推

测=0EN比=0EO更靠近斑岩体。

G 成矿深度测算

目前，在成矿作用研究方面尚没有更好的地质

压力计可用，根据流体包裹体的显微测温资料求得

的成矿压力可能误差较大，有些在图上无法查得压

力值，获得的压力值只能作为参考，根据这些压力

值求得的成矿深度也只能是近似数据。

利用不同成矿阶段石英中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

图E 梅岭矿区石英脉中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盐度关系图

"#$%E P14+(#)/Q1(.11/-),)$1/1)2’(1,01*+(2*1+/5
4#/#(R)3342#5#/642’#)/’#/72+*(891#/’，:1#4#/$;2<=25#’(*#6(

度对成矿压力进行了大致估算，梅岭金铜矿区的成

矿压力为@!C!:L+，主要集中在G!CB:L+，平均

成矿压力为EI?:L+，如果按BIB>!SL+／M,的地

压梯度（胡宝群等，>BB@）估算，其相应的形成深度为

BIC>!BI!M,。如果按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发生的压

力条件———BIBCD!BIB>BSL+／M,（范宏瑞等，CFFE）

和上述地压梯度（胡宝群等，>BB@）估算，矿床形成深

度应为BI>!CIBM,。结合钻孔资料综合分析，笔者

认为区内金成矿作用发生的深度应主要在BIG!BI?
M,左右，相当于浅成低温热液金矿床的中部。

D 矿床成因类型探讨

!%" 矿化火山<次火山岩石组合特征

赋矿岩石主体为一套完全未受变质作用影响的

流纹英安质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且浅表热泉型硅质

岩十分发育，边部及钻孔下部见有早期弱变质的玄武

岩、安山岩，在次火山岩<石英斑岩、流纹斑岩、花岗斑

岩、闪长玢岩发育的地段，热液蚀变多呈面状且强度更

大，表明矿化与最晚期的火山<次火山作用关系密切。

!%# 流体包裹体显示低温热液特征

石英脉和重晶石脉中的流体包裹体资料表明，

石英脉中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比重晶石中流体包

裹体的均一温度低，前者相当于后者#期的均一温

度（CDB!>@BA）。总的来讲，梅岭地区流体包裹体

资料表明，其成矿深度浅（BIG!BI?M,），成矿温度

低（CB!I!!@>!A），成 矿 流 体 盐 度 低〔!（H+;417）

BIC?J!CBI!CJ〕的显著特点，与浅成低温热液矿

床流体包裹体特征一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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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梅岭铜金矿化区与代表性高硫型浅成低温热液矿床特征对比

"#$%&! ’()*#+,-(.(/01#+#02&+,-2,0-$&23&&.21&4&,%,.50(**&+65(%7),.&+#%,8&77,-2+,02#.729*,0#%:;6&*,21&+)#%7&*(-,2-
矿床特征 东天山梅岭 福建紫金山 台湾金瓜石 菲律宾勒班陀!"#$%&’ 高硫型矿床

成矿时代 中生代 白垩纪(()!*+,$ 更新世)-.!(,$ 新 第 三 纪 (/01!
(/+2,$

新生代为主

大地构造背景 陆相火山，晚古生代

岛弧 带 上 叠 火 山

盆地

陆相火山，陆内拉张

断裂带

陆相火山，台湾火山岛弧 海3陆 交 互 相 火 山

岩，岛弧带

汇聚板块边缘岛弧

或张裂带

火山构造环境 中酸性火山穹丘 中心式火山根部 中心式火山群中岩穹或

次火山岩

火山口边缘断裂带 破火山口、中心式火

山

控矿构造 受0组 455 向 断

裂控制，以中间断

裂为界，分为南北

两条铜金矿 化 蚀

变亚带

46和 45 向 断 裂

和裂隙带，矿化作

用 主 要 受 燕 山 晚

期 45 向 上 杭—

云霄深断裂控制

74向向东倾斜的正断层

与钙质砂岩、碳质砂岩

和页岩的交替层或页岩

之下的砂岩交会处

主矿体受45 走向

的高 角 度 断 层 控

制

火山中心和火山穹

丘系统，与区域性

断裂关系密切

岩石系列组合 钙碱性岩石系列 钙碱系列中酸性侵

入岩（花岗闪长岩

3英安斑岩）

钙碱性系列（花岗闪长岩

3英安岩）

钙碱性系列英安岩、

石英闪长岩

钙碱性系列，中酸性

火山3侵入杂岩

赋矿主岩 火山角砾岩、石英斑

岩、闪 长 玢 岩、角

砾英安岩、安山岩

英安（玢）岩、热液角

砾岩 及 下 伏 基 底

花岗岩

英安岩及下伏基底第三

纪砂页岩

英安岩及火山碎屑

岩间的断层角砾

带

火山岩或基底围岩

矿石矿物 黄铜 矿、黄 铁 矿、斑

铜矿、辉铜矿以及

闪锌矿

蓝辉 铜 矿、铜 蓝、硫

砷铜 矿、黄 铜 矿、

斑铜 矿、黝 铜 矿，

以及方铅矿、闪锌

矿、辉 钼 矿、自 然

金等

黄铁矿、硫砷铜矿、脆硫

锑铅矿、法马丁矿、自

然金、银金矿

硫砷 铜 矿、黝 铜 矿、

吕宋 矿、黄 铁 矿、

自然金、金碲化物

黄铁 矿、硫 砷 铜 矿、

黄 铜 矿、砷 黝 铜

矿、铜 蓝、四 方 硫

砷铜 矿、金、碲 化

物

特征蚀变矿物 明矾石、叶蜡石 明矾石 明矾石 明矾石 明矾石

围岩蚀变 硅化、绢 云 母 化、黄

铁绢英岩化、叶蜡

石化、绿 泥 石 化、

明 矾 石 化、粘 土

化、青磐岩化

石 英3绢 云 母 化、石

英3迪 开 石 化、石

英3明 矾 石 化、硅

化

硅化、重晶石化、粘土化、

明矾石化、青磐岩化

硅化、高岭石化及高

级泥质蚀变，叶蜡

石、硬水铝石和明

矾石组合

硅化、明 矾 石 化、高

岭 土 化、迪 开 石

化、叶 蜡 石 化、硬

水铝石、氯黄晶

蚀变分带 较 明 显：硅 化3绢 云

母 化、硅 化3绿 泥

石化、青磐 岩 化、

硅 化3明 矾 石3叶

蜡石化带

垂直分带和水平分

带均明显，自上而

下、自内向外依次

是：硅化、石英3明

矾 石 化、石 英3迪

开 石 化、石 英3绢

云母化

分带不明显。黄铁矿化、

硅化、重晶石化、粘土

化、明矾石化，矿床上

部常出现硅化帽

分带明显，并逐渐过

渡到斑岩型蚀变：

块 状／多 孔 状 石

英、石英3明矾石、

叶蜡石3硬水铝石

8高岭石族、绿泥

石8绢云母、钾硅

酸盐、青磐岩化

从核心向外：残余石

英或孔洞状石英、

明矾 石、叶 蜡 石、

高岭石、伊利石和

绿泥石

矿化型式 以 细 脉3浸 染 状 为

主，局 部 偶 见 网

脉状

以脉状为主，热液角

砾岩

以脉状和角砾岩岩筒为

主

脉状、稠 密 浸 染 状、

角砾状

浸 染 状 为 主、网 脉

状、脉 状、角 砾 岩

等

成矿温度 ()1!92)!092: (.)!9;)!0.): .) ! 9)):，(1. !
9;(:，(.+!01+:

(2)!9.): ())!09):（ 主 要

9))!0)):）

成矿深度 ((+!()21<，地质

推断9))!.))<
0))!9;))<，地质

推断(+))<
9;))!0+))<，地质推

断(9))<
()))< +))!9;))<，一般

0))!2))<
与斑岩铜矿伴生

关系

尚未发现，深部有可

能存在

深部已发现斑岩铜

矿

尚未发现，深部有可能存

在

矿区东侧深部见斑

岩铜金矿

斑岩型矿床在有些

矿床深部已发现

资料来源 本 文；秦 克 章 等，

9))(；方 同 辉 等，

9))9

张德全等，(**(；9))0；

陶奎元，(**1；高天

均等，(***；王绍雄

等，(***

陶奎元，(**1；王绍雄等，

(***
=">"%?@AB&"&$C-，

(**2；(**.
=">"%?@AB&"&$C-，(**.

等；应 汉 龙，(***；

江思宏等，9));；冯

娟萍等，9))+

2. 矿 床 地 质 9))1年

 
 

 

 
 
 
 
 



!!" 热液蚀变组合

梅岭矿区围岩蚀变强烈、广泛，主要为硅化、绢

云母化、绿泥石化、叶蜡石化、明矾石化、青磐岩化。

地表蚀变特征以酸性火山岩的酸淋滤带蚀变体（黄

钾铁矾"明矾石"高岭土"石膏）和中性斑岩体的绢云

母化"硅化为显著特征，远矿蚀变则以青磐岩化为标

志。具备高硫化型浅成低温铜金矿床的蚀变特征。

!!# 矿石结构构造与矿化特点

矿体多为大脉状、脉状，受断裂破裂带和火山机构

及次火山岩相控制，矿石结构构造多为细脉"浸染状，局

部偶见网脉状。矿化组合为#$"%$型，以#$为主。

从现有的矿床特征（见表&）来判断，梅岭#$"%$
矿床为高硫化物浅成低温型与斑岩型铜金矿之间的

过渡类型，相当于福建紫金山式或台湾金瓜石式。

相对于西侧的红山矿床，梅岭矿床剥蚀程度略高（但

整体仍属中浅剥蚀程度），次火山"侵入岩相更发育，

浅表见叶蜡石化、粘土化、明矾石化蚀变，而钻孔中

深部主体为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有理由相

信，其在过渡型中更偏向斑岩型铜金矿床一侧。

’ 讨论和结论

随着在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深部发现大量的斑

岩型矿化，或者在斑岩型矿床附近发现大量的浅成

低温热液型矿床，斑岩型矿化和浅成低温热液型矿

化之间的关系已日渐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001；/002；3+4+*5$)6,+,-.!，/007；尹意求等，

&88/；张德全等，&889；&881；申萍，&88:；江思宏等，

&88:；缪宇等，&88’），成为当前矿床学研究的一个热

点。近年来有关文章大量发表，研究趋势方兴未艾。

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它们之间的转换关系，但

目前仍有许多问题尚不清楚。两者之间可以存在着

一定的成因联系，这个结论对勘查战略是有意义的。

在发现有一种矿化类型的矿区中，应当搜寻有适当空

间关系的另一种矿化类型存在的证据。但是，这种互

补的矿化类型是否一定存在，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

控制的，如地质和构造因素及地球化学演化等。它们

之间的时空关系、结构体系及其之间的成岩、流体成

矿演化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成矿年代序列、构造控

制等方面的问题，需要今后进一步加强研究。应从整

个斑岩"次火山岩的岩浆"热液成矿系统角度来探讨斑

岩型铜矿系统，并建立指示标志，引导勘查。

（/）流 体 包 裹 体 显 微 测 温 研 究 表 明，梅 岭 铜

（金）矿区成矿温度低（/82!9&’;），成矿流体盐度

低〔!（<-#.+5）8=/7>!/8=’/>〕，估算的成矿深度

浅（8=:!8=7?@左右），属典型的高硫型浅成低温

热液型矿床。

（&）综合野外观察以及火山"次火山岩石组合、

流体包裹体特征、热液蚀变组合及矿石结构构造与

矿化特点，梅岭铜（金）矿区的成矿类型为高硫化物

浅成低温热液型与斑岩型铜金矿之间的过渡类型，

相当于福建紫金山式或台湾金瓜石式。

致 谢 野外工作期间，得到北京矿产地质研

究院新疆卡拉塔格铜金矿项目组高军辉、王福田等

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测试过程中，承蒙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王莉娟、谢奕汉研究员指导，李

金祥协助流体包裹体测试；范宏瑞研究员指导成矿

深度计算。承蒙范宏瑞研究员、申萍博士审阅初稿，

并提出宝贵意见。特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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