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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麦兹盆地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南缘阿尔泰陆缘活动带中，是一个重要的铅、锌、铁矿化集中区，其中著名

的有蒙库大型铁矿床、可可塔勒大型铅锌矿床，是阿尔泰南缘多金属成矿带中最重要的成矿盆地之一。盆地内矿

床、矿点多为火山喷流热水沉积成因，层控特征明显，具有规模大、形态规则、厚度及有用组分稳定等特点。铁矿成

矿与早泥盆世早期细碧角斑质火山作用相伴，而铅锌成矿则与早泥盆世晚期长英质火山喷流沉积作用相伴。通过

对麦兹盆地成矿地质特征和典型矿床中矿体分布变化规律的研究，认为北西向同生断裂、火山沉积洼地、火山喷发

中心（火山机构）共同控制铅锌矿的产出，矿体还受到后期褶皱、变质作用的改造。根据有利层位、火山岩相、喷流沉

积岩、热液蚀变、矿化组合、铁帽、控矿构造和地球化学异常等综合找矿评价标志，分析了可可塔勒矿区深部、什根

特、铁热克萨依、>;?:号异常的铅锌找矿潜力，并探讨了盆地内铁、金的找矿潜力，指出了进一步找矿的方向与有利

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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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山南缘等间距斜列着M个早泥盆世火山

沉积盆地，从北西向南东依次为冲乎尔盆地、克朗盆

地和麦兹盆地（秦克章等，NOOI&；王京彬等，NOOI）。

冲乎尔盆地以铜、锌矿化为主，但是由于盆地基底受

花岗岩体的侵蚀，矿体也遭到了破坏，地层和矿体延

深均不大（据生产资料），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具工

业价值的矿体（王京彬等，NOOI；王登红等，PQQP）。

克朗盆地是M个盆地中矿化种类最多的一个盆地，

分布有金矿、铜矿、铅锌矿和铁矿等，但矿体规模均

不大，多 为 中 小 型（ 王 京 彬 等，NOOI；尹 意 求 等，

PQQR）。麦兹盆地则为M个盆地中矿化最集中、矿床

规模最大的一个盆地，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麦兹盆地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南缘阿尔泰陆缘活

动带中，是一个重要的铅、锌、铁矿化集中区，其中较

著名的有蒙库大型铁矿床、可可塔勒超大型铅锌矿

床。盆地内矿床、矿点多为火山喷流热水沉积成因，

层控特征明显，具有规模大、形态规则、厚度及有用

组分稳定等特点，是阿尔泰南缘多金属成矿带中最

重要的成矿盆地之一（秦克章等，NOOI&；王京彬等，

NOOI；王书来等，PQQR；郭正林等，PQQS）。麦兹地区

最重要的矿产以蒙库铁矿和可可塔勒铅锌矿为代

表，此外还有阿克哈仁、大桥、铁热克萨依等铁、铅、

锌矿床（点）（图N）。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明显的

层控性，与区内早泥盆世火山活动造成不同阶段的

火山喷流作用有关。

蒙库铁矿由新疆冶金地质TQS队发现于PQ世

纪TQ年代（张建中等，NOIT），近年来随着勘查投入

的增加，铁矿规模和潜力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郭正林

等，PQQS）。可可塔勒铅锌矿自IQ年代中期发现以

来，已经工作多年，但工作程度仍然较低，只有部分

地段浅部进行了详查（王京彬等，NOOI）。随着地质

找矿工作的不断进行，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主矿体

可能在深部反倾，其深部存在很大的找矿潜力，如果

能得到证实，将是一个重大的找矿突破。长期以来，

对盆地内其他异常、矿点投入工作较少，因此，还存

在较大的找矿空间。由于找矿难度在不断增大，需

要加强这一重要成矿带的成矿规律综合研究，开拓

新的思路，以切实推动找矿工作。在多年工作基础

上，笔者通过近几年的勘查实践，根据麦兹盆地成矿

地质特征和典型矿床中矿体分布变化规律，提出北

西向同生断裂、火山沉积洼地、火山喷发中心（火山

机构）共同控制铅锌矿的产出，火山喷发中心及其相

应的火山5沉积洼地往往是火山沉积块状硫化物型

铅锌铜多金属矿床的主要定位部位。本文还分析了

盆地内铅、锌、铁、金的找矿潜力，探讨了进一步找矿

的方向和有利部位。

N 麦兹盆地火山沉积构造演化与成矿

关系

麦兹泥盆纪火山盆地是在西伯利亚古板块南缘

基底上发展起来的，为基底裂陷、基底断裂走滑扭张

形成（王京彬等，NOOI）。其火山沉积构造演化主要

发生在早泥盆世，可以分为早、晚两个时期。

*U* 早泥盆世早期火山沉积构造演化与成矿关系

早泥盆世早期火山沉积主要发育于蒙库铁矿一

带，其主成矿元素为铁，形成一系列铁矿。该盆地北

以巴寨大断裂的北分枝断裂为界（即麦兹泥盆纪火

山沉积盆地北界），南以可依洛甫大断裂为界（图P）。

早期石英角斑质火山沉积阶段：以酸性火山岩、

火山碎屑岩为主，夹基性、中性火山岩和火山碎屑

岩，岩石变质程度高。出现磁铁矿透镜体，但未形成

矿体。形成了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下亚组第一岩性

段 地层特有的一套浅灰白色的石英角斑岩建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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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麦兹地区地质矿产略图（原图据姜齐节，!""#和王书来，#$$%修改）

&#!!—中泥盆统阿勒泰组大理岩、变砂岩及底部十字矽线石石榴云英片岩；&!"’#—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三岩性段；&!"##—下泥盆

统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二岩性段（重要含矿层位）；&!"!#—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一岩性段；&!"#!—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下亚组第一

岩性段；&!"##—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二岩性段；&!"!!—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下亚组第一岩性段；("#)—库鲁木提群片麻岩*混合岩*
变砂岩；+#,’$%-—哈巴河群变砂岩*板岩*千枚岩*片麻岩*混合岩；!%’)—华力西晚期黑云母花岗岩；!%#.—华力西中期黑云母花岗岩；"!%—华

力西早期角闪岩；!—地层界线；#—断裂；’—火山活动中心；%—铁矿床；/—铅锌矿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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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野外的醒目特征为“浅色岩系”，并分布于铁木

下尔滚向斜的翼部，其主要岩性为钠长浅粒岩、含白

云母浅粒岩、含磁铁矿浅粒岩、含黑云母浅粒岩、含

斑浅粒岩、含二云母浅粒岩等，厚!’$#R$$<。

晚期细碧*角斑质火山沉积阶段：在以石英角斑

质火山作用为标志的第一个火山沉积旋回结束之

后，盆地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火山间歇期。这时在蒙

库盆地，形成了#个次级盆地———铁木下尔衮次级

盆地和结别特次级盆地。随着蒙库盆地从挤压环境

向拉张环境的构造演化，其火山作用也相应地由早

期偏酸性的石英角斑岩建造演化为晚期偏基性的细

碧*角斑岩建造（张建中等，!"ST；郭正林等，#$$R），

同时产生了以铁矿成矿为主的海底喷流沉积成矿作

用，并形成了蒙库特大型铁矿床。

!3" 早泥盆世晚期火山沉积构造演化与成矿关系

早泥盆世晚期共有’次火山活动。

第一次火山活动相当于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上

亚组第一岩性段（&!"!#）；为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

组合，火山岩相为远火山相，以火山喷发岩为主，偶

见溢流相熔岩，其晚期为正常浅海相陆源碎屑沉积

和碳酸盐沉积。形成含硫化物磁铁矿矿层，为含星

点状及条纹状方铅矿和闪锌矿的层状磁铁矿，如阿

什勒萨依铁铅锌矿点、结别特铁铅锌矿点等。

第二次火山活动相当于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上

亚组第二岩性段（&!"##）：为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

组合，主要岩性有熔岩、火山角砾岩或集块岩、凝灰

岩、热水沉积岩，近火山口部位有’#/个喷发次，远

火 山口相!##个喷发次，喷发次间隙期形成正常碎

$’! 矿 床 地 质 #$$T年

 
 

 

 
 
 
 
 



图! 蒙库早泥盆世火山沉积盆地的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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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沉积和碳酸盐沉积，各喷发次均有前期喷发空落、

后期溢流之特征，前""!个喷发次火山活动强烈、

波及范围大，后""!个喷发次火山活动弱、范围较

小。形成喷流沉积改造型块状硫化物型铅锌矿床和

似矽卡岩型磁铁硫化物型铅锌矿化。后者矿化岩石

为似矽卡岩，以透镜状含硫化物磁铁矿矿体的形式

产出，硫化物（方铅矿、闪锌矿、磁黄铁矿、黄铜矿）呈

条纹状、条带状分布于磁铁矿中，矿石中铅、锌、铜、

品位较高，该含矿层的代表性矿点有大桥铅锌铜矿

点。在该火山活动时期，麦兹盆地发育两个较大的

次级洼地（下泥盆统上亚组地层膨大明显），即可可

塔勒和铁热克萨依，之中分别为火山活动中心（秦克

章等，"KKL1；王京彬等，"KKL），形成了可可塔勒大型

铅锌矿床和铁热克萨依铅锌矿点（该矿点目前工作

程度较低，但已发现较好找矿线索）。由于后期褶皱

翘起，可可塔勒铅锌矿中东段被剥蚀出露。

第三次火山活动相当于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上

亚组第三岩性段（%""#!）：为酸性（流纹质）、中酸性

（英安质）火山岩、火山碎屑岩组合，局部见基性次火

山岩，有$"M个喷发次，间歇性的各喷发次间均存

在正常碎屑沉积或碳酸盐沉积。火山岩有熔岩、火

山角砾岩和凝灰岩等。形成喷气沉积重晶石’萤石

纹层大理岩型和气液交代重晶石’萤石脉型铅锌银

金矿化，代表性矿点有阿克哈仁铅锌矿和什根特铅

锌矿。该次火山活动在什根特和阿克哈仁各形成一

个火山活动中心（王京彬等，"KKL）。这两个火山活

动中心均分布于古沉积洼地中。

中泥盆世仅在前期有弱火山活动，存在薄层状

流纹质晶屑凝灰岩，火山岩分布范围小，厚度薄。未

形成与火山岩有关的矿产。

! 典型矿床特征

!+" 可可塔勒铅锌矿特征

!+"+" 矿体特征

可可塔勒铅锌矿床可分为#段。

东段：范围为N线至$N线区间，地表有"、!、#、$
号矿体，因矿体产于褶皱转折端部位，矿体的膨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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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可可塔勒矿区地质略图

"—中泥盆统阿勒泰组片岩、大理岩；#—下泥盆统康布铁堡上亚组变角砾晶屑凝灰岩；!—下泥盆统康布铁堡上亚组变晶屑凝灰岩；$—下泥

盆统康布铁堡上亚组变角砾集块熔岩；%—下泥盆统康布铁堡上亚组变酸性熔岩；&—下泥盆统康布铁堡上亚组片岩、变粉砂岩、大理岩；’—

次火山岩（花岗斑岩、石英斑岩）；(—海西期花岗岩；)—铅锌矿体；"*—勘探线及编号

+,-.! /01234-1565-,3768795:241;1012761<=>?@A195B,2
"—/34,B27@A87C=615:D,AA61E1F5@,7@G627HI5J@+5C872,5@；#—D12785C945B1A=C133,73CHB27665367B2,32K::5:L991C/K=>:5C872,5@5:M5J1C

E1F5@,7@;7@-=K2,1=75+5C872,5@；!—D12785C945B1A3CHB27665367B2,32K::5:L991C/K=>:5C872,5@5:M5J1CE1F5@,7@;7@-=K2,1=75+5C872,5@；

$—D12785C945B1A=C133,77--6581C72167F75:L991C/K=>:5C872,5@5:M5J1CE1F5@,7@;7@-=K2,1=75+5C872,5@；%—D12785C945B1A73,A,367F75:

L991C/K=>:5C872,5@5:M5J1CE1F5@,7@;7@-=K2,1=75+5C872,5@；&—/34,B2，8127>B,62B25@17@A87C=615:L991C/K=>:5C872,5@5:M5J1C

E1F5@,7@;7@-=K2,1=75+5C872,5@；’—/K=>F5637@,3C530B（-C7@,2,395C94HCH7@ANK7C2O95C94HCH）；(—P7C,B37@-C7@,21；)—<=>?@5C1=5AH；

"*—QR965C72,5@6,@17@A,2BB1C,76@K8=1C

小现象明显。

中段：范围包括*!&!线区间，其间*!")线因

为是区内火山洼地的核心部位，因而出现多层矿体，

而单个矿体沿走向和倾向也具分枝复合现象，矿体

规模大、品位较富，")!&!线多为单层矿体或两层矿

体，矿体向深部变厚变富。*!&!线区间分布有&、

’、(、)、""号矿体，矿体走向长"#*!"***8，矿体

厚度*S(*!(’S’(8，沿倾向延深#**!’%*8，最大

延深大于(**8。

西段：范围包括&!!"!%线区间，主要分布有"*
号矿体。

主矿体为’号和)号矿体。

’号矿体长大于"***8，矿体厚度介于#S)’!
(’S’(8，矿 体 品 位<=*S*$!)S)(T，?@*S*"!
"&S%*T，伴 生 组 分 G-"S&’!$!&S$%-／2，平 均

"(S&)-／2，矿体产状与地层产状大致相同，*线以西

总体产状%$!’"U!%*!(’U，*线以东#!!!#%#U
!%*!(*U，两边矿体倾向相反的原因为：矿床位于

麦兹复向斜北东倒转翼近南东转折端部位，*!"线

地段正位于地层及矿层正常与倒转的临界部位，其

北西部地层发生了倒转，其南东保持了正常的地层

层序，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矿体产状与地层的

一致性。矿体形态较复杂，无论在平面上还是剖面

上均有分枝复合、局部膨大（’!!线间）的特征。

)号矿体长大于"***8，厚"S$$!$"S&%8。

矿 体 品 位：<=*S*!T !&S’’T，?@*S*!T !
""S*(T，伴生组分G-#S&$!"#!S(#-／2。矿体与

地层产状大致相同，总体产状$*!%#U!%)!(’U。

矿体在地表及各中段平面上形态均较简单，呈似层

状，在剖面上深部矿体厚大部位有分枝现象。

#.".# 矿床成因类型

层控与时控 矿床内矿体严格产于早泥盆世中

期的火山>沉积碎屑岩地层内，含矿层是一套由火山

岩、火山沉积碎屑岩、火山喷气作用形成的喷流岩、

化学沉积岩等组成的复杂岩性段。矿体产状与地层

产状一致，是较典型的层控矿床。铅同位素模式年

龄!"$!%$’D7，大部分!&’!$#’D7，矿床成矿时

代为早泥盆世（张进红等，#***），与赋矿层位一致。

#!" 矿 床 地 质 #**’年

 
 

 

 
 
 
 
 



受古火山机构及古地理环境控制 矿床产于古

火山隆起（熔岩丘）旁侧的火山斜坡!洼地位置，"!
#$线间含矿的火山!沉积碎屑岩!海相化学沉积岩厚

度大，层数多，岩性复杂，显然是一个火山洼地部位，

形成了富、厚、多层的矿体。其东、西两侧为斜坡部

位，矿体渐渐过渡为单层、较薄的矿体，向深部，在#%
!&&线间，沿倾向可能过渡为另一个火山洼地。本

区硫化物硫同位素"&’(平均值差值为)*+$,（王京

彬等，#%%-），笔者认为硫化物是在有细菌作用参与

还原海水硫酸盐的条件下形成。

火山作用后期的喷流沉积作用 *!#$线，在火

山岩及其上部的含矿层中发育有较强的绿泥石化、

绢云母化、黄铁绢英岩化等热液蚀变，在"!##线间

形成了薄层状的条带状磁铁变粒岩、黄铁硅质岩等

“喷流岩”，这说明上述地段在成矿时期火山喷流作

用十分强烈，恰在这些地段形成了矿床内规模最大、

矿石质量最好的矿体，可见火山后期喷流沉积作用

是成矿的最重要控制因素之一。

后期褶皱及变质作用 后期褶皱及变质作用对

矿床的形成不起决定作用，但对矿体最后空间定位、

矿体产状及矿石质量提高有一定的作用。

矿床成因类型为火山喷流沉积叠加后期变质改

造型（秦克章等，#%%-.；王京彬等，#%%-）。

!/! 蒙库铁矿特征

)/)/# 矿体特征

蒙库铁矿床长约$01，宽约’""1，面积约)
01)（图)）。在构造上处于铁木下尔衮向斜的核部，

出露地层是康布铁堡组下亚组第二岩性段角闪斜长

片麻岩类、大理岩、黑云母角闪片岩、磁铁变粒岩和

钙铁辉石岩等（张建中等，#%-*；李嘉兴等，)""&）。

矿床中矿体主要分布在铁木下尔衮向斜的北东

翼部，有#、)、$、2、2!#、2!)、*、%、##、#)、#-、)#、))、盲

#、盲)、盲&、盲’号等矿体，规模较大，呈不规则大

透镜状、似层状和准脉状，其后期改造特征明显；南

西翼部有&、’、’!#、2!&、*!#、-、#"、#"!#、#’、#2、#*、

#%、)"号矿体等，为层状、脉状较薄矿体，厚度小而长

度大，显示出受层位控制的沉积特征。从钻孔、物探

磁测井资料和矿体产出的构造环境分析，两侧矿体

围绕铁木下尔衮向斜轴对称分布，并在深部汇合。

矿体在平面上呈平行、交互斜列、尖灭再现等形

态展布。矿体长#""!#)""1，厚#!%’1。矿体产

状基本与围岩产状一致，走向)%"!&""3，向南西或

北东陡倾斜。

矿体围岩主要是角闪斜长片麻岩类，少量大理

岩、角闪变粒岩、黑云母变粒岩和磁铁变粒岩，矿体

与围岩界线明显，矿体中常见围岩夹层。

#-号矿体位于铁木下尔衮向斜南东段北东翼，

产于康布铁堡组下亚组第二岩性段角闪斜长片麻岩

层中；地表出露于#%#!)"$线之间，长*""1；深部

控制长2""1，控制斜深大于&""1。矿体平均水平

厚度$*+&$1，矿体倾向南西，倾角*"!-"3，其产状

在不同地段、不同高程有一定的变化。矿体形态为

不规则膨胀体，矿石类型主要为浸染状石榴石磁铁

矿和浸染状钙铁辉石磁铁矿，少量块状磁铁矿，由地

表向深部石榴石磁铁矿逐渐转变为钙铁辉石磁铁

矿，且矿体有变厚、变富的趋势。矿体与围岩呈不整

合接触，其南东端可见围岩捕虏体，捕虏体形态呈似

透镜状，棱角分明，围岩岩性主要为角闪斜长片麻

岩。矿体平均品位&$+-*4，矿体矿石量约’"""万

吨。

)/)/) 矿床成因

（#）喷流沉积成矿作用

蒙库铁矿床产于麦兹晚古生代陆内张裂盆地，

严格受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下亚组的第二岩性段层

位控制，赋矿岩性主要为角闪更长片麻岩。含矿岩

系为海相石英角斑岩!角斑岩!碳酸盐岩建造。

矿体成群顺层产出，与围岩界线清楚，常见围岩

夹层，矿体边界线与围岩片麻理同步褶皱，分枝矿脉

大多数顺层穿插，可见微层理构造。

5&生长断层北分支控制蒙库铁矿床的北东边

界，南分支控制蒙库铁矿床的南西边界，四条同生角

砾岩带可代表成矿流体活动的通道或喷流口，而该

生长断裂的南、北两分支所挟持的海底洼地是早泥

盆世海底喷流沉积成矿作用的中心。

（)）变质改造成矿作用

矿石中代表变质相的角闪石、黑云母、斜长石等

脉石矿物与围岩中的变质矿物成分完全一致，同属

中压型角闪岩相区域变质作用的产物。

近矿围岩蚀变主要表现为矽卡岩化作用，出现

了石榴子石、绿帘石、钙铁辉石、透闪石等矽卡岩矿

物，其矽卡岩矿物组合与铁矿石完全一致。这种产

于矿体顶部或边部的矽卡岩可能与中压型角闪岩相

区域变质作用有着密切关系。

从矿体顶部至底部，依次出现细粒钙铁榴石、细

粒钙铁辉石、细粒磁铁矿“三位一体”的垂向分带现

象，这明显不同于与喷流沉积成矿作用有关的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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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底部的层状矽卡岩。所以，它可能是区域变质

作用形成的含矿变质热液改造作用的产物（郭正林

等，!""#）。

（$）岩浆热液叠加富集成矿作用

在铁矿体中发育有粗粒磁铁矿细脉、粗粒钙铁

辉石磁铁矿细脉及硫化物细脉等，在个别矿体局部

可见斜交穿插现象和围岩捕虏体等不协调的变化关

系。这些都反映后生成矿作用的特征。

粗粒磁铁矿（粒度为"%!!!&&）仅分布在矿石

裂隙及其附近，自形程度较好，其形成时间与粗粒钙

铁辉石、粗粒钙铁榴石、硫化物相同，相对较晚，常呈

脉状、角砾状、浸染状产出。这种与第二世代矿化和

矽卡岩化有关的成矿热液可能来源于花岗岩。

蒙库铁矿床与海西期花岗岩相距较近，在矿区

内可见多条北西’南东向的花岗岩脉（图!），它们与

铁矿体有着空间和成因上的联系。

蒙库铁矿成因类型为喷流沉积成矿受变质改造

以及后期岩浆热液叠加富集成矿。

$ 找矿潜力分析

到目前为止，麦兹盆地内除已发现的可可塔勒

超大型铅锌矿和蒙库特大型铁矿外，应该还有较大

的找矿潜力。

!%" 铅锌找矿潜力分析

研究表明在麦兹火山沉积盆地中北西向同生断

裂、火山沉积洼地、火山喷发中心（火山机构）共同控

制铅锌矿的产出，火山喷发中心及其相应的火山’沉

积洼地往往是火山沉积块状硫化物型铅锌铜多金属

矿床的主要定位部位。

$%(%( 可可塔勒铅锌矿深部找矿潜力分析

可可塔勒铅锌矿自发现以来，经过近!"年的工

作，虽已求得$$!)$$$)$$*级铅锌资源量约$""
万吨，但仍有较大的找矿潜力，证据如下。

（(）根据地层中成矿元素的亏损，对矿质迁出

量作一推算，其中铅的迁出量为!+(万吨，锌的迁出

量为,$#万吨，铅锌合计迁出+(-万吨，比已求获的

资源 量 要 多 得 多（ 王 京 彬 等，(..+；秦 克 章 等，

(..+/）。

（!）可可塔勒-号、.号矿体深部存在较大找矿

空间。可可塔勒铅锌矿位于麦兹向斜北东翼近南东

转折端处，矿体和地层产状存在褶反现象，通过已施

工的钻孔剖面，并结合地表产状的变化大致可以确

定出其褶反面来，以褶反面为界，其上、下地层和矿

体为反倾关系。

可可塔勒铅锌矿总体向北西倾伏，向南东翘起，

因此，南东剥蚀程度较高。!-线在*""&标高逐渐

变为分散细条（.号矿体）。-线在-,"&标高以上

矿体厚大（-号矿体），在-,"&标高附近逐渐变为分

散细矿条，这应是扭裂时形成的虚脱部位。$线在

.,"&标高以上倾向北东，.,"&标高处矿体逐渐分

散为细矿条。"线在(!""&处矿体近于直立，向下

则倾向南西，扭裂面已被剥蚀掉，*线至$!线矿体均

为南东倾向。由此可见-号、.号主矿体在一定深度

存在反倾矿体，这是可可塔勒铅锌矿存在的巨大找

矿空间。

!""$年在"线施工的钻孔中见到了-号矿体，

证明-号矿体在深部与(号矿体为同一矿体，而(
号矿体在深部是南西倾的，因此，可以推断-号矿体

在一定深度主体也向南西倾。也就是说在-号矿体

倾向上存在一个倾斜的褶反面，同样，.号矿体也存

在类似现象。

（$）-号矿体在-线 一带指示赋矿部位的01!2
亏损带向下继续扩展，同时312、452、678、49均

有变富趋势，主成矿元素:/、;9和伴生元素<5以及

前缘元素<=、>/等在下部的强度和规模没有降低的

趋势（王京彬等，(..+），这意味着下部存在盲矿体的

希望较大。若就单个矿体而言，矿体是北倾的，但就

整个矿体群和一系列元素的原生晕来看，中上部近

于直立，而到下部则有南倾的趋势，01!2亏损带向

深部有向南西延深的趋势。

（*）地球物理6?4、3><46异常的强度、形态

变化及规模等推测-线向下仍有较厚的块状硫化物

层存在，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位于麦兹盆地北东翼近北西转折端的蒙库

铁矿，在近两年的地质找矿工作中，通过深部反向钻

孔的施工发现了富矿体，可可塔勒铅锌矿与其所处

构造部位相同，所以，类比蒙库铁矿深部找矿经验，

可推测可可塔勒铅锌矿深部也应存在反倾矿体。

综上，在可可塔勒铅锌矿深部应存在较大的找

矿潜力，条件允许时应对其进行验证。

$%(%! 什根特铅锌矿点（@($）找矿潜力分析

什根特铅锌矿位于麦兹盆地南西翼，与北东翼

的可可塔勒铅锌矿遥相对应，含矿地层与可可塔勒

大型铅锌矿床一致，为可可塔勒大型铅锌矿床含矿

层位的走向延伸。含矿层在该处膨大，表明区内为

*$( 矿 床 地 质 !""-年

 
 

 

 
 
 
 
 



一个火山洼地，与可可塔勒大型铅锌矿床的沉积古

地理环境一致，少量的深部工程证实，含矿层向深部

更加膨大，说明沉积洼地的中心距地表有一定深度。

火山活动中心的存在（秦克章等，!""#$；王京彬等，

!""#），更进一步增加了其找矿潜力。

什根特铅锌矿由两个矿化带（铁帽）组成，含矿

岩性为黑云母变粒岩、铁锰大理岩。矿化地段为黑

色、褐色磁铁硫化物铁帽，铅锌矿体产在磁铁矿体

内。!号铁帽长大于%&&’，厚度("(&’，两端尖

灭，中间膨大，围岩为黑云母变粒岩，!号矿体呈分

支复合状产于其膨大部位。#号铁帽长)&&’，厚(
"!*’，呈似层状、分枝复合状产出，两端尖灭，中间

膨大，含矿围岩为铁锰大理岩，#号矿体呈似层状产

于其膨大部位。

什根特磁铁+铅锌矿床产于下泥盆统康布铁堡

组上亚组第二岩性段的一套火山碎屑沉积+陆源碎

屑沉积+碳酸盐岩沉积的浅变质岩组合中，受古火山

洼地、火山活动中心及其旁侧的含矿层控制，因此，

其矿床成因类型应同属海相火山喷流沉积改造型磁

铁+铅锌矿床。

该区矿床的控矿因素有以下,个方面。

-.矿床明显受层位控制。含矿地层为康布铁堡

组上亚组第二岩性段（/!!((）中部含酸性火山碎屑

岩、砂泥质沉积和碳酸盐岩的浅变质岩。含矿层内

以铁锰大理岩、不纯大理岩和变钙质砂岩等碳酸盐

岩的赋矿性最好。

$.古沉积洼地控制含矿层范围，及含矿层的厚

度。当含矿层厚大，且碳酸盐沉积层较为厚大时，出

现平行排列的多层厚大矿体，含矿层变薄时，出现单

层的薄矿体，表明火山沉积洼地的中心部位对铅锌

成矿有利。

0.矿体受火山岩控制明显。含矿层形成于近火

山口相的火山洼地之中，形成于两次火山喷发间隙

中，其上、下盘均有较为致密的酸性火山岩层存在。

1.麦兹向斜及其次级褶皱，控制了含矿层展布

形态，并对矿体形态产生一定的影响。

通过近年来的工作，在什根特铅锌矿点深部已

发现了较富厚的铅锌矿体，因此，什根特铅锌矿也应

存在较大的找矿潜力。

).!.) 铁热克萨依（23异常）找矿潜力分析

铁热克萨依铅锌矿点位于巴寨断裂的南分枝断

裂的上盘，产于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二岩性段的变

质凝灰质砂岩、铁锰质大理岩中。含矿层的岩性稳

定，厚度较大，约)&&’，表明火山喷发的间隙期相对

较长，并可能为古火山洼地，具有形成大型铅锌矿床

的喷流沉积成矿的岩相古地理环境。含矿层的北东

侧地层为康布铁堡组下亚组巨厚的富钠质流纹岩，

其南西侧地层为康布铁堡组上亚组巨厚的富钾质流

纹岩，这为大型铅锌矿床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成矿

物质基础。由于巴寨断裂的南分枝断裂是麦兹泥盆

纪火山沉积盆地中铁（铜）矿化带与铅锌矿化带之间

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与盆地海底喷流沉积成矿作用

密切相关的生长断裂，它控制了麦兹盆地北缘的铅

锌成矿作用，而含矿层正好处于麦兹盆地中期扩展

阶段铅锌成矿期的生长断裂的上盘，因此该矿点具

有形成大型铅锌矿床的地质条件。在含矿层中发育

有喷流成矿作用后期的黑云母花岗岩岩株，这对于

含矿层进一步改造富集成矿也是十分有利的。此

外，在该地区已发现多个喷流活动中心，其宏观地质

特征表现为：角砾成分为流纹岩，胶结物为磁铁矿；

角砾岩呈北西—南东向线性展布，倾向北东；在中心

部位的角砾岩中，角砾相对较小，呈浑圆形，并发生

明显的蚀变作用，胶结物较多。往两侧角砾逐渐增

大，呈棱角状，具有一定的“可拼性”（图,），其蚀变作

用相应减弱，胶结物也逐渐减少，且上盘相对发育，

最外侧表现为网脉状磁铁矿细脉。

铁热克萨依铅锌矿含矿层位相当于可可塔勒铅

锌含矿层位的西延，在该处厚!&"#&’，产于下泥盆

统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二岩性段两次火山活动间歇

期的海相沉积层中，有两个铅锌矿化带，北东矿化带

分布于康布铁堡组中下部，南西矿化带分布于中上

部。

北东带：走向北西+南东，长大于(4’，共有)条

蚀变体矿化，矿化蚀变类型相同，主要为褐铁矿化和

碳酸盐化，在地表均为褐色蚀变体，在空间上基本平

行分布，走向("&")!*5，倾向以南西为主，局部倾向

北东，倾角*&"#&5。矿化岩石为变钙质砂岩、变钙

质粉砂岩和不纯大理岩，可见浸染状细粒黄铁矿、细

粒方铅矿和细脉状方铅矿，局部见棕色闪锌矿、孔雀

石及萤石方铅矿脉。

南西带：长约(4’，宽)&"#&’，走向!)&"
)!&5，倾向北东，倾角*&"3&5。该带工作程度较低，

地表槽探揭露少，矿体为单工程控制。矿化岩石为

褐铁矿化变砂岩、变钙质砂岩，见有较多的条带状、

浸染状褐铁矿，偶见星点状方铅矿，局部见薄膜状孔

雀石、萤石方铅矿脉。

*)!第(%卷 第!期 郭正林等：阿尔泰南缘麦兹泥盆纪火山+沉积盆地成矿特点及其铅锌、铁、金找矿潜力分析

 
 

 

 
 
 
 
 



图! 铁热克萨依铅锌矿点流纹质角砾集块熔岩

"#$%! &’()*#+#,-./,,#00$$*)1/.0+/*020#3+’/4#/./5/60(#7-893)./6:)+

铁热克萨依铅锌矿赋存于两个火山喷发（喷溢）

岩之间的正常海相沉积层内，受次级火山活动中心

及沉积洼地所控制，为典型的层控矿床，是海底喷流

8沉积叠加改造型铅锌矿化。

找矿标志：!矿化严格受地层岩性控制，赋存于

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二岩性段中的褐铁矿

化变钙质砂岩、变钙质粉砂岩、不纯大理岩中。"矿

化分布在火山活动中心附近正常沉积的变质岩中，

与碳酸盐岩关系密切。

因此，铁热克萨依铅锌矿点存在较大的铅锌找

矿潜力。

;%<%! =8!>异常区铅锌找矿潜力分析

=8!>水系沉积物异常区处于麦兹多金属矿田

近北西转折端南西翼，区内泥盆系下统康布铁堡组

上亚组第二岩性段含矿层分布完整，厚度较大，含矿

层位形成于两次火山活动间隙期的喷流沉积阶段，

成矿物质来源丰富；含矿层中与铅锌成矿关系密切

的大理岩和由钙泥质粉砂岩变质而成的变粒岩等十

分厚大，且火山岩在区内突然膨大，站在远处看该处

的 火山岩就象手臂末端的手掌一样，说明该区古地

理环境为一洼地；同时在区内发现了较大规模的火

山角砾集块岩，显示该区存在火山活动中心，因此，

=8!>异常区具备形成较大规模铅锌多金属矿的条

件。

=8!>异常区与可可塔勒铅锌矿床分布位置对

称，位于麦兹复式向斜的北西转折端一带，分布于麦

兹盆地南西缘北西段近转折端处，可可塔勒铅锌矿

分布于麦兹盆地北东缘南东段近转折端处。在复式

向斜转折端，含矿层回环转折，形成虚脱部位，有利

于铅锌含矿层在沉积主成矿期后的变质作用改造成

矿期更进一步富集，形成富铅锌矿体。

=8!>异常区水系沉积物异常经<?@万沟系土

壤地球化学测量检查，显示存在连续的高峰值、大范

围铅锌银综合异常，沟系土壤地球化学7-、93、A$
异常呈北西—南东展布，7-异常峰值@BBC<BDE#
!BBC<BDE以上，93异常峰值>BBC<BDE#<BBBC
<BDE以上，异常主体分布于泥盆系康布铁堡组上亚

组第二岩性段主含矿层中，与地质特征相吻合。

在=8!>异常进行路线地质调查时发现了较好

的铜铅锌矿化，拣块样铜、铅、锌品位分别为<F>EG，

E;< 矿 床 地 质 @BBH年

 
 

 

 
 
 
 
 



!"#$%和&"’’%；并且已发现了块状方铅矿矿体。

总之，()*+异常从成矿环境、成矿条件及找矿

线索方面，都存在着寻找大型火山喷流沉积型铅锌

矿的潜力。相信随着工作程度的不断加深，该区将

成为麦兹盆地内一个新的亮点。

!," 金的找矿潜力分析

麦兹盆地是一个大型的多金属成矿盆地，目前

盆地中发现的成型矿床以铅、锌、铁矿为主，在金的

找矿方面还未取得进展，但历年的工作也获得了不

少信息。其他地方也有在铅锌矿上部层位找到金矿

的实例，因此，在麦兹盆地开展金的找矿工作，必定

会取得突破性成果。

近年来的工作表明，找金最有可能获得突破的

是阿克哈仁地区，那里存在较强的金矿化，不仅地表

有多条金矿化体存在，在钻孔中也见到了多层金矿

化，其中金最高品位达到-"++.-!/0。该区次火山

岩的存在也提供了热液活动充足的的证据，为金的

迁移、富集提供了载体。

另外，在大桥铅锌矿区也存在较普遍的金矿化，

在铅锌含矿层中金的矿化情况为（厚度／品位，单位

是1／-!/0）：&／!"&’，&／!"’’，&／!"&’，-"2／!"’’和&／

!"*-，以上均为刻槽样品。在铅锌矿上、下岩层中共取

0件捡块样分析金，其品位均在!"&’.-!/0左右。

!,! 铁的找矿潜力分析

铁的找矿主要应沿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在

蒙库铁矿床深部开展找矿工作，通过近几年的工作，

在一些矿体深部发现了富厚的盲矿体，如果对所有

矿体都系统地开展深部找矿，将大大增加矿床的资

源量。

另一方面是在结别特盆地中加大铁矿找矿力

度，结别特盆地与蒙库铁矿所在的铁木下尔衮盆地

同时发育形成，因此，也存在较大的铁矿找矿潜力。

前人在该带上发现了多条铁矿体，但认为其成因类

型不好，规模不大而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工作。目

前在这个带内已有多条矿体被开采利用，因此具有

找矿前景。

在麦兹盆地寻找铅锌矿、铁矿和金矿，均存在较

大找矿空间和找矿潜力，对其开展进一步工作必将

有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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