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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卡特巴阿苏金铜矿床是近年在西天山新发现的大型金铜矿床，资源储量有望继续扩大，后续勘探方向

亟待明确。文章对矿区地表##条探槽和主矿段已完成的#"$个钻孔中金、铜品位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金铜成矿受构造断裂控制，沿断裂破碎带走向自西向东，成矿元素在平面和纵剖面中均显示@);1)#1);@)#1)
（@)）#1)的变化特征，暗示成矿流体自南西流向北东，成矿热源可能位于矿区<8!?9勘探线之间；在?9勘探线剖

面中，成矿元素自下而上显示1);@)#1)（@)）#1)的变化特征，暗示成矿流体来自深部。结合在矿区<8!?9勘探

线之间发现的与成矿有关的闪长岩小岩体，以及大比例尺勘查地球化学测量所反映的矿区自南西至北东具有A;@);
1)#1);@);BC;,D#1)（@)）;4’;EF#1);1G的元素分布特征，认为矿区成矿中心可能在<8!?9勘探线之间，成矿流

体由此沿断裂构造向北东方向迁移，后续正确的地质勘查方向应在<8!?9勘探线间的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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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巴阿苏大型金铜矿床位于西天山造山带，

该带横跨中亚和中国新疆，属于巨型构造成矿带，金

铜多 金 属 成 矿 潜 力 巨 大（薛 春 纪 等，R;:I%；R;:S；

T+1*,%#=")%1U，R;:I；V"1)9%//")%1U，R;:I），不乏世

界级金铜多金属矿床（K41*"")%1U，R;;:；M%+")
%1U，R;;I；8=?%1+$，R;;J；WX"/(.-#%"$%")%1U，R;;J；

Y4-")%1U，R;;J；Z-"")%1U，R;:I；O.%+")%1U，R;:S），

构成世人瞩目的“亚洲金腰带”（薛春纪等，R;:I=）。

“亚洲金腰带”是否东延进入中国新疆西天山备受关

注（屈迅，:[[<；王军宁，:[[[；何政伟等，R;;R；吴山

等，R;;R；杨建国等，R;;I；薛春纪等，R;:I=）。新疆

西天山卡特把阿苏大型金铜矿床的发现（杨维忠等，

R;:H），初步证实“亚洲金腰带”向东已延入中国新疆

西天山。围绕卡特巴阿苏金铜矿床，初步的矿床地

质、赋矿岩石岩石学和地球化学、成岩成矿时代等研

究（冯博等，R;:I；邢令等，R;:S；张祺等，R;:S）表明，

矿床金铜资源储量扩大令人期待，矿区后续地质勘

查方向亟待明确。本文结合作者在矿区勘查的实践

积累，对探矿工程中金铜品位在平面和剖面中的分

布开展统计分析，对矿区大比例尺勘查地球化学数

据进行挖掘，试图揭示矿区元素分布规律，旨在明确

后续地质勘查方向。

: 矿区地质

卡特巴阿苏金铜矿床东南方向距新源县城约H;
>9，在区域地质构造中位于哈萨克3伊犁板块与塔里

木板块碰撞造山带西段的那拉提中天山构造带内

（图:），该构造带北以那拉提北缘断裂为界，与伊犁

地块相邻，南以那拉提南缘断裂为界，与塔里木板块

相邻（董连慧等，R;:;；薛春纪等，R;:I=）。

那拉提中天山构造带主要出露古元古界和上志

留统。古元古界那拉提岩群为石英云母片岩、二云

母片岩和片麻岩，上志留统巴音布鲁克组为浅变质

海相中基性3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和陆缘碎屑岩3
碳酸盐岩组合。那拉提中天山构造带内志留纪—二

叠纪岩浆侵入活动强烈，侵入体多呈不规则椭圆、扁

圆形的岩基或大岩株产出，岩体长轴方向与区域构

造线方向一致，岩性主要为二长花岗岩、钾长花岗

岩、花岗闪长岩、闪长岩、石 英 闪 长 岩 等（冯 博 等，

R;:I；邢令等，R;:S；张祺等，R;:S）。

矿区内大面积出露晚泥盆世中粗粒二长花岗

岩，其次为中粗粒钾长花岗岩，岩体呈J;\走向的带

状侵入到上志留统巴音布鲁克组中基性火山岩和灰

岩中（图R），围岩发育角岩化、大理岩化、矽卡岩化、

碳酸岩化等。受那拉提北缘断裂活动影响，在岩体

和地层中发育继承性北东东走向、张扭性特征明显

的断裂破碎带，断裂破碎带直接控制着金矿体的产

出。矿体宏观产状为:SS!R:S\"I<!J;\（图R）。

详查阶段卡特巴阿苏金铜矿区共圈定JG个矿

体，受AS和AG断裂控制（图R）。其中，代表性主矿

体为"I号矿体，呈板状，沿倾向、走向局部膨大、收

缩而出现透镜状，长度SG;9，平均斜深RR;9，最大

斜深R<;9，平均厚度<FGI9，厚度变化较小（厚度

G;: 矿 床 地 质 R;:<年

 
 

 

 
 

 
 

 



 
 

 

 
 

 
 

 



变化系数!"#$%&）；!’号矿体产于二长花岗岩岩

体内断裂破碎带中，钾长石化、硅化、绢云母化、高岭

土化、绿帘石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及石英金属硫

化物矿化等热液蚀变强烈，绢云母化、硅化、高岭土

化、碳酸盐化及金属硫化物矿化与金矿化关系密切；

矿体中心部位发育深灰色石英黄铁矿脉，矿体与围

岩界线模糊，靠品位分析划定。

矿床 成 矿 元 素 为 ()和*)，()品 位+#,,"
-$.#-%/／0（平均"#.!1+,23），伴生*)平均品位

,#,3&，.种成矿元素具空间分带性。矿石中金属硫

化矿物主要为黄铁矿、黄铜矿，微量闪锌矿、方铅矿、

辉钼矿、针硫铋铅矿、针镍矿；脉石矿物主要为长石、

石英和绢云母，少量方解石、绿泥石和白云石。矿石

呈现脉状、细／网脉状、斑杂状、浸染状、角砾状和块

状等构造、交代残余、半自形4他形粒状等结构，金以

自然金形式呈裂缝金、晶间金和包裹金产于半自形4
他形黄铁矿中（张祺等，.,+"），少量与石英、绢云母、

白云石、黄铜矿等连生，微量包裹于黄铁矿内，自然

金粒度均小于,#,’55。金成色变化于!3"6"
+,,,6之间，平均成色为$!’6，属于含银自然金4自

然金。矿石中金与金属硫化物含量呈正相关。矿床

金资源储量大于$!0，共伴生铜资源储量约"万0
（杨维忠等，.,+"）。

. 主要成矿元素分布特征

!7" 平面分布特征

对矿区主矿段+,$个钻孔及++条探槽中+万

余件勘查样品的()、*)品位化学分析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对于勘查样品，金品位分析采用聚胺脂泡

沫塑料吸附、氢醌容量法测定；针对部分金高含量

样品（大于+,#,#/／/）采用活性炭吸附、氢醌容量法

测定。铜品位分析，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对圈入矿体的单工程样品采用其品位1样品真厚度

加权累加的方法，计算出各单工程成矿元素的品位4
厚度值，在89:/;<下生成“成矿元素品位1矿体厚

度”等值线图（图-）。矿区内金矿化广泛而强烈，分

布面积大，而铜矿化仅分布于矿区西部局部，面积

小。金矿化在矿化带东、西两端相对强烈，由矿化带

中心向外矿石品位逐渐降低（图-9）。在矿化带的中

西段，可见金矿化分为南、北.条近平行的次级矿化

带，并分别与矿区的="和=3断裂在空间上对应，

显示出.条断裂对金矿化的明显控制特征；铜矿化

主要分布于矿区西段3!"-%勘探线之间（图->），

铜矿化形态的斜“?”字形也表现出受断裂控制的特

征。对比图-9与图->可以看出，矿化带西端()与

*)矿化中心重合，并且()的矿化范围大于*)矿化

范围，表现出从矿化中心向外从*)4()变化为()的

元素分布趋势。图->也反映出铜矿化受断裂构造

控制，由矿化中心向外品位逐渐降低的梯度变化。

整体来看，矿化带沿="和=3断裂构造展布，暗示成

矿热液沿着断裂破碎带迁移，在适当构造部位富集。

从矿化强度来看，矿区西端矿化强度明显强于东端，

在3-"’!勘探线之间大致形成()4*)矿化中心，并

由此向北东方向表现出*)4()!()（*)）!()的元

素分布趋势。该元素分布趋势与岩浆热液造成从相

对高温到低温的元素分带特征相似。

!7! 剖面分布特征

为更好的研究矿床成矿元素在剖面上的分布特

征，选取矿区沿控矿构造走向及’!号勘探线剖面为

研究对象，对矿床在剖面上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从!@!A纵剖面（图’）中的’个典型钻孔工程

及其矿体分布可以看出，矿区主要矿体产在="与

=3之间的断裂破碎带内，从矿区西南段的?B3-,3
钻孔沿北东方向到?B+3,’钻孔，矿体埋藏深度逐

步变小，()品位逐渐升高，而*)品位逐渐减低，

表现出*)4()!()4*)!()（*)）!()的分布趋势。

这与矿区平面上从西南端到东北端的元素分布特征

相似（图-）。

由矿床西段’!勘探线成矿元素在垂向上的分

布特征（图"）可以看出，自深部至浅部，*)品位明显

降低，()品位先降低后升高，表现为()4*)! ()
（*)）!()的元素分布特征，具有由()4*)向()渐

变过渡的趋势，这种分布特征与()、*)在平面和C@CA
纵剖面中的()、*)分布特征相近。

- 矿区勘查地球化学

卡特巴阿苏大型金铜矿是在对+D+,万地球化

学异常点进行检查时发现的（杨维忠等，.,+-），普

查4详查阶段对矿区开展了+D.万岩屑地球化学测

量，岩屑采样按照.,,51’,5间距进行，主要分析

了()、(/、*)、E>、?F、G、8H、I;等元素，岩屑测量

地球化学基本参数见表+。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西天山卡特把阿苏金铜矿区"#"$纵剖面及对应%&、’&元素分布

(—上志留统巴音布鲁克组灰岩；)—石炭纪二长花岗岩；*—断裂破碎带；!—断裂及编号；+—金铜矿体；,—钻孔位置

-./0! "#"$123/.4&5.3617894.23635.47%&，’&818:8345.74;.<&4.23.34=8>64<67&%&?’&2;85.74;.94，

@874A.637=63B2&346.37
(—CDD8;E.1&;.63F6G.3<&1&H8-2;:64.231.:874238；)—’6;<23.I8;2&7:23J23.4.9/;63.48；*—-;694&;8J238；!—-6&14635.4778;.613&:<8;；

+—K21563592DD8;2;8<25G；,—L;.11=218

表! 西天山卡特巴阿苏金铜矿区岩屑测量地球

化学参数

"#$%&! ’#(#)&*&(+,-(,./0&,.1&)2.#%)&#+3(&)&4*24*1&
5#*$#+363783,(&92+*(2.*，:&+*"2#4+1#4;,34*#24+

元素 异常下限 最大值 标准离差 变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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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NSO，其他元素为(NS,。

!P!,*勘探线之间存在成矿热源，这与矿区主要成

矿元素（%&、’&）平面分布特征（图)、图*）指示的矿

化中心一致。

! 讨 论

卡特巴阿苏金铜成矿受断裂构造控制，矿体主

要产在矿区-+和-,两条主要断裂之间的破碎带中

（图)!图!），伴随热液矿化蚀变过程，成矿热液沿

构造裂隙充填沉淀形成石英硫化物脉／网脉，热液成

矿特 征 明 显（薛 春 纪 等，)N(!<；)N(+；杨 维 忠 等，

)N(+；张祺等，)N(+）。内生热液活动往往因温度等

N(( 矿 床 地 质 )N(M年

 
 

 

 
 

 
 

 



 
 

 

 
 

 
 

 



 
 

 

 
 

 
 

 



讨论的成矿元素分布趋势的明显印证。同时，新近

在矿区!"!#$勘探线之间发现闪长岩岩株，研究证

明成矿热液与闪长岩浆期后热液关系甚为密切（邢

令等，%&’!），很可能该地段是热液蚀变矿化的中心。

( 结 论

卡特巴阿苏金铜矿床主成矿元素分布受控矿断

裂破碎带控制；主成矿元素及勘查地球化学测量的

元素分布规律均表明，成矿元素沿控矿构造自南西

向北东、自深部向浅部具明显的由高温向低温的演

化趋势。

主要成矿元素的空间分布特征暗示，矿区!"!
#$勘探线之间是热液蚀变矿化中心，后续勘查的正

确方向可能在矿区西南部!"!#$勘探线之间的深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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