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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哈密小铺斑岩铜（金）矿床，是在东疆地区继土屋之后发现的又一个斑岩铜矿床，矿床与石英闪长

玢岩、花岗斑岩有成因联系，形成时代为华力西期，与东疆目前发现的特大型的土屋斑岩铜矿床有极为相似的特

征。小铺矿床虽然地表矿化不太明显，通过地质和物探的研究工作，均认为在地下 50 m 左右，有隐伏（原生）

矿体的存在。该矿床形成过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华力西早期至晚期），早期矿化阶段与石英闪长玢

岩有关，而晚期矿化则与花岗斑岩有关，其矿床成因为一典型的斑岩型铜（金）矿床。 

关键词  斑岩铜矿  含矿性  矿石类型  成矿期  新疆小铺 

 
该矿床位于哈密沁城乡小铺村东 1 km 处。最早由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发现，1985 年进行过初步

踏勘，地表挖两个槽子和一个浅井（仅 3 m 深），由于矿化显示不好（仅见孔雀石化），故未引起重视而遗

弃。我们 1997 年对小铺至下马崖一带进行矿点检查时，对小铺矿点进行了初步研究，确定该矿是一个与

石英闪长玢岩和花岗斑岩有关的斑岩型矿床。1998 年又对该矿进行了详查评价。结合物探激电剖面测定，

其特征与土屋特大型斑岩铜矿床极为相似，初步确定该矿床是一个具有较大远景的斑岩型铜（金）矿床。 

1  矿区地质概况 

1.1  地 层 
该矿区地层为下泥盆统大南湖组（D1d），岩性为中基性变质火山岩夹大理岩，碎屑岩。其岩性特征是：

下部为一套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可见厚度 50 余米，北部出露较多，南部少见，岩性具砂状结构，块状

构造，其矿物成分石英 50％，斜长石 30％，中酸性火山熔岩以硅质岩屑占 15％，此外，还见有少量泥岩

和黑云母，泥质和钙质胶结，成岩后均遭受变质作用和构造挤压作用，出现片理化现象。 
上覆地层为一套中酸性火山岩和碳酸岩，主要岩性为安山岩、青磐岩、钙质糜棱岩等。 

1.2  构造 
矿区由一个近东西向的长轴倒转背斜所组成，向北倒转，地层向南倾斜，倾角一般为 65°～80°，核

部由长石石英砂岩、石英砂岩等一套碎屑岩组成，两翼为安山岩、大理岩组成，该构造控制了岩浆的侵位，

岩浆岩则沿轴部虚脱部位呈东西向展布。 
小铺断裂带是该区最主要的断裂构造，是我们课题组在填图工作中首次发现的韧性剪切带，分布于小

铺村东侧石英闪长玢岩体南北两侧，岩体南侧韧性剪切带宽 80 m 左右，北侧韧性剪切带宽约 50 余 m，两

带南北宽约 1000 m，破碎带主要为硅质糜棱岩、钙质糜棱岩、千枚糜棱岩及糜棱岩化长石石英砂岩组成，

其剪切滑动面产状为 345°∠75°～90°，该带属准噶尔北缘岛弧区，该韧性剪切带是本区杂岩体的定位构

                                                        
∗  本文系国家科技攻关“305”项目《赤湖－三岔口－白山铜钼矿亚带成矿系列成矿规律及矿床定位预测》部分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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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控制其岩体的展布。除此外，还有近东西向的走向断层，向北倾斜，其倾角为 70°～75°，另还有一

些 X 型交叉裂隙出现，对其矿体和岩脉有重要控制作用。 
1.3  岩浆岩 

本区为一中酸性的复式杂岩体，组成岩石为石英闪长玢岩、花岗斑岩和肉红色钾长花岗岩。这些岩体

主要沿近东西向的长轴背斜侵位。构成近东西向展布的斑岩杂岩体。东端为石英闪长玢岩体，在其两侧为

花岗斑岩和花岗岩，呈岩脉、岩枝状插入石英闪长玢岩体中。上述岩体与本矿有着密切的成因联系。 

2  矿床地质特征 

2.1  含矿岩石特征 
小铺斑岩铜矿区内，与矿化有关的岩石类型为中酸性岩体，属钙碱性系列，主要岩石类型为石英闪长

玢岩和花岗斑岩，也见有花岗岩脉插入石英闪长玢岩中。 
（1）石英闪长玢岩。该岩体形态呈眼球状、东西延长 1.2 km，南北宽 0.6～0.8 km，矿体产于石英闪

长玢岩体南侧与粉砂质水云母粘土岩的接触带中。 
深灰色、块状构造，中粒斑状结构，基质为显微粒状结构。镜下观察，岩石呈中粒斑状结构，基质具

有显微细粒他形粒状结构及共结蠕虫状结构。主要成分，斑晶：斜长石（40％），中粒不等粒半自形－自

形板柱状，边缘有溶蚀现象，有绢云母化、

绿帘石化、双晶发育，最大消光角 An＝28。
基质：石英（20％）不规则粒状，0.4 mm 者

居多，内部含有钾长石蠕虫状体或有斜长石

微晶包体：斜长石（15％）细粒半自形柱状

0.1×0.04 mm，有弱绢云母化，黑云母（15
％）细粒不规则片状，具变形现象，被绿泥

石交代，钾长石（10％），多呈蠕虫状分布于

石英中，少数为单独柱状。 
经岩石化学计算，其里特曼指数为 2.33，

由σ值越大，碱性程度越高，σ值为 1.8～3.3
范围属钙碱性岩，岩石系列为铝过饱和型

（Al2O3＞CaO＋Na2O＋K2O）又称之为过铝

质岩石（见图 1）。 
通过对矿区的石英闪长玢岩的采样分析

（4 件样品），其中铜的含量接近铜在地壳中

的平均含量 55×10－6，个别高出该值，虽然

石英闪长玢岩体本身含矿性不高，但此岩体

仍为成矿母岩，证据是：岩体中有矿化露头

显示，说明本身含矿；岩体蚀变强烈明显，且呈环带状分布，蚀变与矿化关系密切。该岩体中的铜经过岩

浆结晶分异作用后，其中的成矿物质和挥发分将大量转入气水溶液或岩浆熔体中，故成矿后之岩体中成矿

物质含量较低。 

 
 
 
 
 
 
 
 
 
 
 
 
 

 
图 1  AFM 图 
（据 T.N.Irvine 等） 

T－拉班玄武岩系列；    C－钙碱性系列 
1－石英闪长玢岩；  2－花岗斑岩；  3－花岗岩 

（2）花岗斑岩。分布于石闪长玢岩体以西，在岩体北部也见有花岗斑岩脉穿插。花岗斑岩体形态多

呈脉状、岩枝状、往西逐渐以花岗斑岩出露为主。其宽度与石英闪长玢岩相近，东西长约 500 m，再向西

被第四系沉积物覆盖，该岩体普遍出现硅化和碳酸盐化，岩体与铜矿化关系密切，同时也发生金矿化。 
该岩体主要特征为灰白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其主要矿物成分由石英钾长石组成，其中石英（8

％～10％）为灰色，表面干净，被溶蚀呈浑园状或港湾状，仅个别为发育良好的晶形，斑晶大小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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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m 之间，个别 2～3 mm，钾长石（8％～10％），主要为正长条纹长石，有少量正长石和条纹微斜长石，

多呈聚斑状形式存在，粒度大小介于 1.5～2.5 mm 之间，表面不干净，基质主要由微粒石英和长石组成。 
花岗斑岩的里特曼指数为σ=2.38，属钙碱性岩石，其岩石系列为铝过饱和型（Al2O3＞CaO＋Na2O＋

K2O）为过铝质岩石，与石英闪长玢岩有相似性（见图 1）。 
通过野外和室内研究认为，花岗斑岩亦为本矿的成矿母岩。 
花岗斑岩中普遍见有黄铁矿化，绿泥石化和硅化、伴有铜金矿化、经采样分析，金含量 0.6×10－6，铜

为 85×10－6，均高于铜、金在地壳中的平均含量。该岩体往东插入石英闪长玢岩体中，向西延伸，出露面

积约为 0.6～0.8 km2。 
在该岩体中，找到了铜矿化露头，为自交代作用形成，足以说明此岩体为本矿提供成矿物质来源。 
花岗斑岩中的蚀变与矿化关系密切，一般规律是硅化强烈，对金矿化富集有重要作用，而绿泥石化、

绿帘石化对铜矿化富集关系密切。 
2.2  围岩蚀变特征 

与铜（金）矿化有关的围岩蚀变在本区可划分为 3 期（芮宗瑶等，1984），各期蚀变特征如下。 
（1）早期青磐岩化。主要分布于石英闪长玢岩中，在岩体东西两侧蚀变较为强烈，岩体顶部也较强

烈，特别是岩体南侧片理化带以北铜矿化形成宽约 20～30 m 的块状绿泥石岩和绿帘石岩中，其中除含少

量黄铁矿外，尚未见其他矿化出现。 
（2）第二期青磐岩化。它叠加在早期青磐岩带之上，沿着两组大节理（小断层、产状 130°∠72°，30°

∠76°）交叉部位上升的溶液交代而发生的矿化和蚀变，形成了两个筒状矿体。第二期的绿泥石较早期的要

黑，绿帘石呈橙黄色较早期更黄，铜矿化多与绿泥石伴生，并呈全脉矿化。 
（3）第三期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在本区分布广泛，除在石英闪长玢岩铜矿化西端形成一条

宽 10 余米长约 100 m 含金硅化黄铁矿化带，在石英闪长玢岩及黑云母二长花岗岩斑岩中均以细脉状含黄

铁方解石石英充填交代为特征，均交代了前两期蚀变。 
据围岩蚀变与矿化关系可看出，本区铜矿化主要与石英闪长玢岩岩浆热液有关，而金矿化和部分铜矿

化与花岗斑岩热液活动有关。 
2.3  矿床特征 

（1）矿体形态、产状及规模。矿体呈筒状和脉状产于石英闪长玢岩的内外接触带和与水云母粘土岩

的接触带中。在地表所见矿化露头呈东西向零星展布，其长可达 120 m，应用物探激电探测，在东西长 300m，

南北宽 250～450 m 范围内，有两条宽 80～100 m 矿化异常带。由于石英闪长玢岩岩体内包有部分围岩残

盖，证明岩体剥蚀浅，推测深部有隐伏铜矿体存在。 
（2）矿石的物质成分及化学成分。① 矿石中黄铜矿和孔雀石为工业矿物，与其伴生的金属矿物有黄

铁矿、斑铜矿、磁铁矿、赤铁矿、针铁矿，伴有金、银等有用组分。石英、方解石、绿泥石、绿帘石等为

主要脉石矿物；② 矿石中的有用组分为铜金，据矿石的组合分析，铜的含量为 0.30％～1.6％，金的含量

为 210×10－9～600×10－9。据矿石化学分析结果，铜的最高品位为 1.63%，金为 0.6 g/t，显然，矿石中以

铜为主，伴生组分为金、银，它们虽然在矿石中含量稍低，Au 0.11×10－6，Ag 11～1.5×10－6，但它们在

附近围岩中确有很高的含量，如金在围岩中含量高达 6.28×10－6，银 390×10－9，所以在评价铜时，要注

意对金、银的综合评价。 
（3）矿石的构造和结构。细脉状－条带状构造，是含矿溶液沿着节理和微裂隙充填贯入的矿石构造，

脉中矿物主要为黄铜矿和少量黄铁矿；浸染状构造，金属矿物呈星点状赋存于造岩矿物的粒间，为后期热

液交代而成；角砾状构造，由充填作用及交代作用形成；粉末状构造，地表矿石经风化作用而形成，氧化

作用淋滤作用形成土状。矿石的结构为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是含矿溶液运移过程中，由于温度、压力

的降低，金属硫化物从溶液中直接结晶出来，由于温度下降太快，则形成粒度细小，自形程度不高的金属

硫化物矿物；浸蚀结构，是由交代作用的结果，被交代矿物仅残留了一些岛状和不规则状的残留体。 
（4）成矿期、成矿阶段及矿物生成顺序。我们通过室内外研究以及矿物共生组合，矿石的组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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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矿温度，将本矿床的整个成矿过程划分为两个成矿期 3 个成矿阶段（陶钧政，1980），即热液期和表

生期，热液期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早期热液阶段和晚期热液阶段，各期主要特征是：① 热液期。本矿床与

次火山岩热液作用有关，据矿床特征，次火山岩有早晚两次侵位，早期侵位的是石英闪长玢岩（Rb-Sr 法

年龄测定为 375 Ma），晚期侵位的是花岗斑岩（Rb-Sr 法年龄测定为 242 Ma），由它们分异派生出来的次火

山热液形成了两个阶段的矿化。早期阶段的矿化与石英的长玢岩有关，成矿温度为 200～250℃，由该岩体

经结晶分异而成的含矿热液在此岩体南侧与粉砂质水云母粘土岩的接触带经充填交代作用形成不连续的

铜状矿体，并在该岩体周围发育了似环带状的青磐岩化、硅化蚀变带、主要形成黄铜矿、黄铁矿、磁铁矿、

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晚期阶段的矿化与花岗斑岩体有关，该岩体形成较石英闪长玢岩晚很长时间（130 
Ma），常被花岗斑岩穿插。花岗斑岩经分异后形成的含矿热液充填交代早期形成矿体和岩石，可在花岗斑

岩体内进行自交代或沿裂隙充填发生矿化。此阶段特点是铜金矿化明显，主要形成黄铁矿、赤铁矿、自然

金，脉石矿物以石英和方解石为特征，蚀变为晚期青磐岩化和硅化；② 表生期。形成温度低于 50℃，主

要形成孔雀石，褐铁矿、针铁矿、高岭石和碳酸盐、硫酸盐矿物。 

3  结  论 

（1）据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作用分析，该矿床成因类型属与中酸性次火山岩有关的斑岩型矿床。 
（2）本矿床是继土屋特大型斑岩铜矿发现之后，在东疆地区发现的又一个与石英闪长玢岩有关的斑

岩矿床，其特征与土屋斑岩矿床极为相似，但又分布在不同的成矿带，土屋、赤湖斑岩矿床分布于赤湖一

头苏泉斑岩型铜钼成矿带，小铺斑岩型铜（金）矿床主要产在哈尔里克铜金成矿带。 
（3）通过对小铺矿区及外围的研究，本区有可能出现一个能与土屋类似的有较大工业意义的斑岩成

矿带。我们已找到了克孜拉克、三个达板等矿点（矿化点），特征与小铺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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