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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准噶尔卡拉麦里地区漫长的地质演化时期，特定的构造模式、沉积环境、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

为该区金成矿提供了有利的空间、强大的动力，丰富的物质来源和源源不断的供给，是疆内重要的金成矿区带。

双泉金矿是区内近几年金矿找矿的重大发现，苏吉泉东金矿的发现，进一步佐证了该带金找矿的潜力巨大的论断。

指出今后的找矿方向，双泉金矿区和苏吉泉东金矿区都应加强次级构造，寻找石英型矿脉。 

关键词  地质学；双泉金矿区；苏吉泉东金矿区；找矿前景 

 
新疆东准噶尔卡拉麦里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金成矿地质条件，一直为地质界所关注，许多地勘单位都

曾多次对该区进行了实地勘查。到目前为止，在该区共发现大小矿点 102 个，含金石英脉约 500 条，但均

因规模小、不成气候而难有突破性进展。中国人民武警部队黄金第八支队在收集前人资料的基础上，于 2003
年重进该区，当年发现了破碎蚀变岩型的双泉金矿。通过两年的地质勘查工作，在该区发现金矿脉 4 条，

提交（333+334）资源量约 12 t，引起疆内外地质学者对该区的关注；2005 年又在双泉金矿东约 30 km 的

苏吉泉东发现４条金矿脉，提交（334）资源量 3. 455 t，实现了带上找矿的新突破。 
本文通过双泉金矿和苏吉泉东金矿的对比，总结苏吉泉东金矿区的找矿远景和找矿潜力，以便下一步

更好地在该区开展工作。 

1  地质演化及区域成矿条件 

1.1  地质演化 
准噶尔板块缺乏古老基底，至早古生代一直为大洋环境，加里东期末洋壳产生强烈变形，华力西早中

期，在洋壳的基础上逐渐演化为陆壳（高怀忠等，2000；王道永等，1995；路彦明等，2007）。 
晚元古代超级大陆分裂产生的中东亚洋，进入寒武纪－奥陶纪向北俯冲形成哈尔力克岛弧，而岛弧的

北侧则强烈扩张，逐渐发展成有限洋盆——准噶尔洋。志留纪，准噶尔洋扩张逐渐减弱，中东亚洋则迅速

向北扩张，使准噶尔板块受到强烈的挤压，一方面向西伯利亚板块南缘俯冲消减；另一方面则产生洋壳弯

曲，形成扎河坝-阿尔曼太、卡拉麦里-莫钦乌拉线状隆起，为该地段形成岛弧提供了构造条件。早泥盆世，

随着南部板块的快速北移，准噶尔洋在志留纪洋隆的基础上发生破裂，形成了由北向南洋壳内部的俯冲叠

覆，由于俯冲作用，火山活动加剧，此时，在准噶尔板块中出现了 3 条由南向北俯冲的俯冲带和沟弧带；

中泥盆世初，板块强烈北移，使额尔齐斯洋盆关闭，大陆板块南界南移，卡拉麦里岛弧和阿尔漫太岛弧间

的北准噶尔洋盆继续北移，并向阿尔漫太岛弧俯冲消减；中泥盆世末到晚泥盆世初，北准噶尔洋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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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麦里岛弧与阿尔曼太岛弧拼贴，大陆板块南界南移到卡拉麦里线一带；晚泥盆世期间，南部板块继续

北移，南准噶尔洋盆沿卡拉麦里岛弧俯冲，到晚晚泥盆世末，南准噶尔洋关闭，大陆板块南界达北天山岛

弧南缘。早石炭世期间，中东亚洋向南北两侧双向俯冲，至早石炭世末，中东亚洋关闭，欧亚大陆的雏形

形成，同时也形成了该区一系列北西向的线形构造体系的格局，准噶尔板块也结束了其板块活动的历程。

中石炭世－二叠纪期间，尽管洋盆已经关闭消失，在卡拉麦里地区及其他地区，残留海槽存在并接受沉积，

由于强烈挤压后的松弛，构造、岩浆活动仍十分强烈，至三叠纪完全转化为陆地，进入中新生代陆相演化

时期（王道永等，1995；高怀忠等，2000）。 
1.2  区域成矿条件 

在漫长的地质演化时期，特定的构造模式、沉积环境、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为该区金成矿提供了有

利的空间、强大的动力，丰富的物质来源和源源不断的供给。 
在板块碰撞、推覆构造带形成阶段，由于强应变构造带切割深度较大，且构造带中岩石变形发生的差

异滑动，为流体在岩石中的运移开辟了通道。深部岩浆和高温热液的渗透上升，使构造带形成一个高流体

/岩石比值的体系。深部含金热液上升和高流体/岩石比值体系的变质作用引起原岩中金的迁移和再富集，

显示出构造带对金矿化和化探异常明显的控制作用（王道永等，1995）。 
在泥盆纪洋壳俯冲阶段火山喷发活动形成了一些含金较高的陆源碎屑及火山碎屑岩层。泥盆纪末，卡

拉麦里洋盆虽已到闭合阶段但并未发生陆块碰撞，形成了早石炭世相对封闭的残余海盆，其中形成了金的

丰度较高的下石炭统南明水组含炭质碎屑沉积岩。缝合带中分布有大量蛇绿混杂岩块，由于金具有亲铁性，

所以蛇绿岩中金的丰度高于一般岩石。这些金丰度相对较高的地层及岩块，可能是后期成矿物质的主要来

源（喻亨祥等，2001）。 

碰撞期后的构造、岩浆的强烈活动，对该区金成矿再次起了重要的作用。位于卡拉麦里构造带北侧的

黄羊山-老鸦泉岩体的侵入与就位，改造并活化了先前形成的清水-苏吉泉断裂，使其在局部发生了相对滑

动，形成了有利的成矿空间，提供了热液运移的动力，活化了成矿元素，岩浆分异的含矿热液为成矿提高

物质来源。碰撞期后次级构造与主构造的交汇地段，是岩石强烈错动和破碎的构造减压区，岩浆和热液活

动更为强烈，从而成为矿化富集段。 

2  矿床特征类比 

2.1  区域成矿条件 
双泉金矿区与苏吉泉东金矿区处于相同的构造单元，即库兰克子干-三塘湖板块南部陆缘构造带阿拉比

也巴斯它陆缘火山弧单元（图 1），出露地层有泥盆系平顶山组和石炭系南明水组。平顶山组位于清水-苏
吉泉大断裂以北，南明水组位于清水-苏吉泉大断裂和卡拉麦里大断裂之间；构造上位于卡拉麦里深断裂和

清水-苏吉泉大断裂组成的强应变构造带内的清水-南明水褶皱束次级构造单元南明水复向斜，后期的 NW
向断层组，近 EW 向断层组在两矿区穿插与主构造交汇。该区岩浆活动强烈，在清水-苏吉泉大断裂以北，

大面积分布华力西中期侵入的偏碱性花岗岩，在卡拉麦里强应力构造带内，成带状广泛分布华力西中期侵

入的超基性岩。在地球化学方面，双泉金矿区位于清格里巴斯它乌（双泉）-六棵树 Au、Bi、Cu、As、Sb
多元素综合异常内，苏吉泉东金矿区位于南明水苏吉泉 Au、Ag、Bi、F、Hg、As、Sb、Cu 多元素综合异

常内。 

2.2  矿区地质特征 
双泉金矿区：矿区地层相对单一，以下石炭统和中泥盆统为主。中泥盆统平顶山组岩层分布于矿区北

部，主要由一套正常浅海碎屑岩组成，岩性主要为中、基性火山凝灰岩、凝灰质砂岩、粉砂岩；下石炭统南

明水组分布于矿区南侧，是重要的赋矿地层，呈NW－SE向带状分布，出露面积较大，主要由浅海相碎屑

岩及火山碎屑岩组成，由于其处在构造挤压带上，因而岩层多已破碎和产生变质，岩石多片理化或千枚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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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清水-苏吉泉大断裂从矿区中部通过，与其次级构造共同控制矿区主矿脉及次级矿脉的分布，该大断裂

在本区表现为基本线形构造破碎带，由于黄羊山岩体的主动就位挤压，具左行滑动的特点。岩浆岩以华力

西中期第二侵入次的超基性岩类呈脉岩零星分布在清水-苏吉泉大断裂内及其南部，第六侵入次的偏碱性的

花岗岩体主要分布清水-苏吉泉大断裂以北。矿区内岩石均发生低绿片岩相变质，断裂带内岩石发生不同程

度的碎裂岩化、局部可见粗糜岩-糜棱岩。在地球物理特征方面，主构造带表现为一系列视电阻率低阻正交

点的NW向的破碎带，其北侧分布一条贯穿全区的中阻强极化体 ；在地球化学特征方面，表现为与金成矿

相关的元素组合：Au、As、Sb、Bi元素组合。 
 

 

图 1  双泉一带构造略图 

 
苏吉泉东金矿区：地层与双泉矿区类似，中泥盆统平顶山组岩层分布于矿区北部，下石炭统南明水组

分布于矿区南侧，由于其处在构造挤压带上，因而岩层多已破碎和产生变质，岩石多碎裂岩化或片理化。

岩石具鳞片变晶结构，千枚状、条带状、糜棱状构造。清水-苏吉泉大断裂从矿区中部通过，与其次级构造

共同控制矿区主矿脉及次级矿脉的分布，清水-苏吉泉大断裂在本区表现为向东发散的帚状构造带，主构造

带表现为构造破碎带。由于黄羊山岩体的主动就位挤压，具右行滑动的特点。岩浆岩以华力西中期第二侵

入次的超基性岩类呈脉岩零星分布于清水-苏吉泉大断裂内及其南部，第六侵入次的偏碱性的花岗岩体主要

分布清水-苏吉泉大断裂以北。矿区内岩石均发生低绿片岩相变质，断裂带内岩石发生不同程度的碎裂岩化。

在地球物理特征方面，主构造带表现一系列视电阻率低阻正交点的NW向的破碎带，其北侧分布一条与主

构造斜交的中阻强极化体，其南侧分布两条中阻强极化体 。通过对地表槽探工程原生晕取样分析，在地

球化学特征方面，矿区岩石表现为弱的西窄东宽的Au、Ag、As、Sb、Bi组合异常带。 

2.3  矿床地质特征 
2.3.1 双泉金矿区 

目前共发现 1－4 号 4 条含金矿脉。1 号脉和 2 号脉产于清水-苏吉泉大断裂内，并与之平行，3 号脉和

4 号脉产于次级构造内，与主构造成小角度斜交，矿床类型为含金蚀变岩夹石英脉型。本区矿脉由于受右

行滑动构造的影响，次级构造及其控制的矿脉整体上呈现右行雁列式排列，同一矿脉的透镜体状石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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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富集段也表现出右行运动的特点(图 2) 。 
1 号脉：地表出露长约 1.5 km，宽 1～15 m，呈NW向舒缓波状展布，走向 143°，南东段倾向NE，倾

角 75～87°，北西段倾向SW，倾角 78～86°，中段为近直立。破碎蚀变岩主要为硅化绢云千枚岩，具片理

化、糜棱岩化。石英脉为细脉状或石英透镜体状，呈条带状分布。破碎蚀变岩因受动力挤压具浅变质现象，

片理、劈理发育，局部发育小褶曲，断裂带内发育糜棱岩、千糜岩、构造片岩及石英透镜体，沿断裂带上

盘（SW）岩石蚀变强烈。主要蚀变为绢云母化、硅化、碳酸岩化，沿片理面可见较强的丝绢光泽，其次

为绿泥石化、高岭土化。矿化为黄铁矿化、毒砂化、褐铁矿化等。矿脉向SE具有分支，其中主矿脉控制长

920 m，平均厚度 2.90 m，平均品位 2.38×10-6，南东 1-1支号脉长 320 m，平均厚度 5.72 m，平均品位 2.62×10-6，

两矿脉计算预测资源量共计（334）5.972 t。 
2 号脉：矿石类型与 1 号脉相似，位于 1 号脉北侧并与其平行。矿脉地表出露长约 2 km，宽 5～16 m，

沿NW向呈舒缓波状展布。矿脉主体走向 143°，倾角近直立，北西段倾向SW，倾向 74～86°，主要由硅化

绢云千枚岩及少量石英（细）脉、石英透镜体组成。破碎蚀变岩主要为硅化绢云千枚岩，具片理化、糜棱

岩化。破碎蚀变岩因受动力挤压具浅变质现象，片理、劈理发育，局部发育小褶曲，断裂带内发育糜棱岩、

千糜岩、构造片岩及石英透镜体，沿断裂带上盘（SW）岩石蚀变强烈。主要蚀变为绢云母化、硅化、碳

酸岩化，沿片理面可见较强的丝绢光泽，其次为绿泥石化、高岭土化。矿化为褐铁矿化、黄铁矿化、毒砂

化、褐铁矿化、黄铜矿化、孔雀石化等。地表控制长 1 280 m，平均厚度 4.99 m，平均品位 3.08×10-6，计

算预测资源量（334）12.087 t。 
3 号脉：位于 1 号脉NW约 500 m处，产于次级构造中，矿脉地表呈NW向舒缓波状产出，产状 53° 78°∠ 。

以蚀变岩夹石英脉为主。矿脉主要由硅化绢云千枚岩及石英脉、石英透镜体组成。单工程见矿，见矿厚度为

0.95 m，金品位 8.97×10-6； 
4 号脉：位于 3 号脉NW约 150 m处，产于与 3 号脉平行的次级构造中，矿脉地表呈NW向产出，产状

55° 76°∠ ，以蚀变岩夹石英脉为主。矿脉主要由硅化绢云千枚岩及石英脉、石英透镜体组成。单工程见矿，

矿脉宽 0.95 m，金品位 1.33×10-6 。 

2.3.2 苏吉泉东金矿区 

图 2  双泉金矿区矿脉分布图 

目前在苏吉泉东金矿区主构造带以及在 7 条次级

构造中，均发现了碎裂岩化蚀变带，蚀变带内发现大

小矿脉近 20 条。本区矿脉由于受左行滑动构造的影

响，次级构造及其控制的矿脉整体上呈左行雁列式排

列，其中主构造带内的 325 号脉、301 号脉，次级构

造中的 311、314 号脉具一定的规模（图 3）。 
325 号脉：产于主构造带内，为盲矿体。矿石类

型为蚀变岩夹石英脉型，主要为硅化、黄铁矿化碎裂

凝灰岩夹石英脉。石英脉呈密集细脉产出，单脉厚度

0.1～0.3 ｍ，褐红色，走向 290°，倾角近直立。工程

控制矿脉长 320 m，最大斜深 610 ｍ，平均宽 2.85 m，

平均品位 2.47×10-6，计算预测资源量（334）1.750 t 。 
301 号脉：产于主构造带内，矿石类型为蚀变岩

夹石英脉型，主要为黄铁矿化蚀变岩夹石英脉。石英

脉呈细脉产出，矿脉厚 0.2～0.5 m，呈暗红色，走向

290°，倾向 S，倾角 68～76°。矿脉主要由褐铁矿化石 

                                                        
赵  军，等.2006.双泉金矿区控矿构造及地球化学特征分析.武警黄金部队第二届地质勘查学术交流会论文集. 

赵  军. 2007. 2007 年度新疆奇台县双泉金矿区及外围岩金普查地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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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苏吉泉东金矿区蚀变带及矿脉分布示意图 

 
英脉、黄铁矿化石英（细）脉、石英透镜体组成，偶见明金。工程控制矿脉长 330 m，平均宽 1.02 m，平

均品位 13.18×10-6，计算预测资源量（334）0.939 t。 
314 号脉：产于次级构造内，地表为石英单脉型，深部变化为石英复脉型。矿脉主要由褐铁矿化、黄

铁矿化石英（细）脉组成，沿NEE向展布，矿脉主体走向 310°（与主构造斜交），倾向N，倾角 75～80°，
工程控制矿脉长 420 m，平均宽 1.38 m，平均品位 2.26×10-6，计算预测资源量（334）0.279 t。 

311 号脉：产于次级构造内，石英脉型，沿NEE向展布，矿脉主体走向 310°，倾向SW，倾角 75～80°，
矿脉主要由褐铁矿化、黄铁矿化石英（细）脉组成，偶见明金。工程控制矿脉长 450 m，平均宽 1.02 m，

平均品位 4.80×10-6，计算预测资源量（334）0.456 t。 
两矿区主要矿脉参数见表 1。 
 

表 1  主要矿脉参数表 

矿  区 矿脉编号 蚀变带矿化长度/m 矿脉长度/m 矿脉厚度/m 品位/10-6 资源量/t 最大控制延深/m 控矿构造 

双泉矿区 1 2000 920 3.77 2.50 5.972 160 主构造 

 2 2000 1280 4.99 3.08 12.087 480 主构造 

 3 300  0.95 8.97   次级构造 

 4 450  0.95 1.33   次级构造 

325 6000 320 2.85 2.47 1.750 530 主构造 苏吉泉东

金矿区 301 6000 330 1.02 13.18 0.939  主构造 

 305 6000  5.35 1.16   主构造 

 311 450 550 1.02 4.80 0.456  次级构造 

 314 420 520 1.38 2.26 0.279 120 次级构造 

3  找矿前景浅析 

3.1  定性分析 
（1）双泉金矿区与苏吉泉东金矿区具有类似的地层、岩石组合；镜像对应的控矿构造体系；同一侵

入期次的岩浆岩及其组合；变质作用类似、变质程度稍有差异的构造变质作用及变质岩系；类似的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特征；可基本说明两矿区处于同一构造系统，在同一热液活动期成矿。 
（2）苏吉泉东的地球化学特征显示，主构造带为西窄东宽的弱 Au、Ag、As、Sb、Bi 组合异常，目

前仅在其西段，通过深部工程控制发现盲矿体 325 号脉，东段找矿潜力更大。 
（3）由主要矿脉的规模品位参数可知，苏吉泉东金矿区矿化带长度更大，延深更深，成矿能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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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吉泉东金矿区较双泉金矿区更强。 
（4）根据金成矿的协调一致性原则，苏吉泉东金矿区次级构造查明预测资源量（334）0.735 t，双泉

矿区次级构造尚具一定的潜力。 
（5）地质分析表明，苏吉泉东金矿区物探异常 jht1 是 311 号脉深部矿化的反映，目前仅在其西段通

过地表工程控制查明预测资源量（334）达 0.456 t，其东段还具找矿潜力。jht2 与 jht1 平行，特征相似，其

延长约为 jht1 的 2 倍，且 jht2、314 号脉、jht1（311 号脉）在空间上呈等间距分布，为矿至异常，jht2 找

矿潜力较 jht1 更大。 

3.2  半定量分析 
（1）苏吉泉东金矿区见矿化的主构造蚀变带长达 6 km，最大控制深度 530 m（品位 3.55×10-6），分别

为双泉矿区的 3 倍和 1.1 倍，假设两矿区主构造蚀变带在单位长度提供等量的成矿物质，根据双泉矿区目

前查明的资源量，苏吉泉东金矿区主构造带的找矿潜力为 55～60 t，为目前查明资源量的 20 倍。即使蚀变

带在单位长度提供成矿物质仅为双泉矿区的 1/2 或 1/3，该区的找矿远景也有 20～30 t。 
（2）目前工程控制的 311 号脉仅为 jht1 的一部分，更具异常形态，东段应为盲矿体所致，考虑其与

311 号脉的同源性，预测潜在资源量达 0.5 t。  
（3）jht2 与 jht1 总体呈雁列式排列，特征类似，其规模和强度均较 jht1 大，仅考虑长度因素，其潜

在资源应为 jht1 的 2 倍以上，即大于 2 t。由主要矿脉的规模品位参数可知，苏吉泉东金矿区矿化带长度更

大，延深更深，成矿能力方面，苏吉泉东金矿区较双泉金矿区更强。 
（4）根据金成矿的协调一致性原则，考虑苏吉泉东金矿区主、次级构造资源量潜力对比以及双泉矿

区主构造查明资源量，双泉矿区次级构造找矿潜力在 1～3 t。 

4  找矿类型及方向 

苏吉泉东金矿区主构造带内应以蚀变岩夹石英脉型（325 号脉、双泉矿区 1、2 号脉均为该类型）为主

要类型，但要注意富含矿段可能存在左行分布的特点；在苏吉泉东金矿区与已发现矿脉平行等间距分布的

次级构造应以石英脉型（石英单脉型和石英复脉型）为主要找矿类型；双泉金矿区应加强在次级构造寻找

石英脉型矿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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