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  床  地  质 
2006 年                                      MINERAL DEPOSITS                               第 25 卷  增刊 

 

东天山十里坡地区自然铜矿化的地质特征

及成因初步分析∗
 

A preliminary study of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sis of native copper 
mineralization in Shilipo area，East Tianshan Mountains，Xinjiang 

 

袁  峰，周涛发，范  裕，谭绿贵，岳书仓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YUAN Feng, ZHOU TaoFa, FAN Yu, TAN LuGui and YUE ShuCang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Anhui, China) 

 
摘  要  东天山十里坡自然铜矿化主要赋存于马头滩组第一段玄武岩夹层中的蚀变凝灰岩中，硅化、绿帘石

化、黝帘石化、绿泥石化、沸石化与自然铜矿化关系密切。初步分析认为东天山十里坡自然铜矿化与同生火山热

液作用有关，形成于伸展的构造背景，矿化时代可能为二叠纪，成矿特征与滇黔边境峨嵋玄武岩自然铜矿化具有

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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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云南鲁甸发现大规模自然铜成矿以来（Zhu et al.，2003），自然铜矿化研究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近

几年，在新疆北部东天山中段十里坡、黑龙峰、长城山、东尖峰一带也相继发现了自然铜的矿化，已圈出

多个自然铜矿化体和矿体，是新疆北部最近新发现的一个铜矿床类型，但目前研究程度较低。 
自然铜矿床产于特殊的环境中，分布非常局限，过去已发现和研究过的自然铜矿床如云南鲁甸铜矿

（Zhu et al.，2003）、美国基威诺铜矿（Naldrett et al.，1992；Cannon et al.，1999）多与地幔柱环境有关的

溢流玄武岩关系密切。东天山自然铜矿化从目前划分的含矿层位限定的时间看，应属于后碰撞环境（王京

彬等，2006；Liegeois，1998），缺乏与之相伴的大规模溢流玄武岩。鉴于东天山自然铜的成矿构造-岩浆作

用环境的特殊性和极低的研究程度，十分必要进行相关的成岩成矿作用研究，这将有助于深化对东天山构

造-岩浆作用演化的认识和指导自然铜矿床的寻找。同时，在东天山地区发现的这一套自然铜矿化，其延伸

范围较广，与峨眉山溢流玄武岩区的自然铜矿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本身就为大家关注的峨眉山与塔里

木两区溢流玄武岩的对比及有人推测两者曾相连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课题。本文将探讨东天山十里坡地区

自然铜矿化的地质特征并初步分析其成因。 

1  矿化区地质特征 

东天山十里坡自然铜矿化区位于马头滩金矿床南约 15 km 处的十里坡一带，东西长 15 km，南北宽 2 
km，面积 30 km2，构造位置上位于晚古生代阿齐山—雅满苏岛弧带（Mao et al.，2005）（图 1）。 
1.1  地层 

目前赋矿地层划为马头滩组，马头滩组为一套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建造，其第一段以中基性火山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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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火山岩次之，是自然铜的赋矿层位。马头滩组第一段主要岩石类型有杏仁状玄武岩、辉石安山岩、凝

灰岩、火山角砾岩、凝灰质砂岩等。而对于马头滩组的时代归属，还存在疑问。董连慧等（2005） 将其

归为中石炭统；吴乃元（1991）将马头滩组火山沉积岩归为上石炭统上部；姬金生等（1994）将新义的马

头滩组划为上石炭统；但是前人所说的构成阿齐山—雅满苏岛弧带的早石炭世火山沉积岩系中的火山岩，

李华芹等（1998）近年获得的同位素年龄均为 290～300 Ma 左右，并据此将过去定为下石炭统的阿齐山组

厘定为上石炭统，若果真如此，则依次整合在阿齐山组之上的雅满苏组、沙泉子组、马头滩组（杨兴科等，

2000）的时代归属仍需要进一步的讨论；李锦轶（2004）也认为，阿齐山—雅满苏岛弧带内前人描述的与

早石炭世沉积岩互层或夹层的火山岩都是次火山岩侵人体或岩墙，过去认为的早石炭世火山岩仍需进一步

厘定。因此，对于十里坡自然铜矿化赋矿层位的时代仍需进一步的年代学工作。 
1.2  构造 

区内构造以近东西向断裂及韧性剪切带为特征，北西向断裂发育。 
1.3  岩浆岩 

矿化区南部发育百灵山花岗闪长岩体，侵入马头滩组中。矿化区火山岩发育，火山喷发旋回属马头滩

旋回火山岩，其活动的产物构成了马头滩组地层的主体。马头滩旋回共划分出 13 个喷发韵律，每个韵律

皆以熔岩开始，以火山碎屑岩和火山碎屑-沉积岩结束。 
 

 

图 1  区域地质略图 
1－第四系；2－第三系；3-侏罗系；4－二叠系；5－石炭系；6－泥盆系；7－志留系；8－奥陶系；9－喀瓦布拉克群； 

10－星星峡群；11－花岗岩；12－花岗闪长岩；13－超基性岩；14－断裂 
 

2  矿化特征 

2.1  矿化体特征 
自然铜主要赋存于马头滩组第一段杏仁状玄武岩夹层中的蚀变凝灰岩中，地表控制自然铜矿化蚀变带

长约 14 km、宽约 1～3 km，初步圈出 2 个矿体（董连慧等，2005） 。 
2.2  矿石特征 

自然铜矿石主要是杏仁状玄武岩夹层中的蚀变凝灰岩，矿石呈残余凝灰结构（图 2），条带状、浸染状

构造。主要由晶屑、玻屑、火山灰尘物质及金属矿物组成，蚀变类型有硅化、帘石化、绿泥石化、沸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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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化等。自然铜呈他形粒状，星点浸染状产出（图 2），粒径 0.01～0.15 mm，沿裂隙面部分氧化为铜

蓝和孔雀石。显微鉴定和电子探针分析（表 1）显示金属矿物为自然铜，未见其它原生铜矿物，自然铜中

除 Cu 外含有微量 Si、Ca、Fe 等元素，其他元素极微。 
2.3  围岩蚀变 

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绿帘石化、黝帘石化、绿泥石化、沸石化、碳酸盐化和孔雀石化等，其中硅化、

绿帘石化、黝帘石化、绿泥石化、沸石化与自然铜矿化关系密切。 
 

图 2  蚀变凝灰岩（左）及浸染状自然铜矿化（右） 

 
表 1  自然铜电子探针分析结果(wB/%) 

 Al Si Ca Ti Cr Mn Fe Co Ni Cu Zn Ag Sb 总和

Cu-1 0 0.3 0.48 0 0.02 0 0.18 0.02 0.06 98.16 0 0.08 0.08 99.38

Cu-2 0 0.12 0.35 0 0 0 0.18 0.02 0.04 98.79 0 0.16 0 99.66

Cu-3 0 0.16 0.39 0 0 0.02 0.14 0.03 0.02 98.25 0.06 0.15 0.03 99.25

Cu-4 0 0.18 0.52 0 0 0 0.17 0.06 0 98.75 0 0 0.03 99.71

Cu-5 0 0.05 0.44 0 0 0 0.21 0 0 98.84 0 0 0 99.54

Cu-6 0 0.27 0.55 0 0.02 0.02 0.06 0.05 0 98.53 0 0.04 0.01 99.55

Cu-7 0 0.08 0.43 0.02 0 0.01 0.25 0.01 0 98.46 0 0.12 0 99.38

Cu-8 0.08 0.19 0.4 0 0 0.01 0.47 0 0 98.7 0 0.06 0 99.91

Cu-9 0 0.15 0.23 0 0 0.01 0.32 0 0 99.16 0 0 0 99.87

Cu-10 0.1 0.18 0.24 0 0.02 0.01 0.57 0.03 0 98.41 0 0.05 0.02 99.63

 

3  成因初步分析 

3.1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岩时代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另文发表）显示，十里坡自然铜矿化区玄武质岩石具有大陆玄武岩特征，位于板

内玄武岩区域，形成于张性的构造背景，源于亏损地幔。 
近矿的马头滩组玄武岩 40Ar-39Ar 等时线年龄为（271±19） Ma（另文发表），即早二叠世。而自然铜

的矿化时代则至少在 271 Ma 之后，同时马头滩组中的火山岩时代也需要重新厘定。但是这一认识尚缺乏

区域地质背景的相关证据支持，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证实。 
3.2  成因初步认识 

初步分析认为东天山十里坡自然铜矿化与玄武岩喷溢晚期岩浆分异和火山活动间歇期的同生火山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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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作用有关，形成于伸展的构造背景；而马头滩旋回火山岩共划分出 13 个喷发韵律，每个韵律皆以玄武

岩开始、以凝灰岩结束，因此具有寻找与火山活动间歇期同生火山热液作用有关的自然铜矿化的巨大潜力。 
如前述十里坡自然铜的矿化时代至少在 271 Ma 之后，结合其成矿与同生火山热液作用有关的认识，

本文认为其矿化时代应为二叠纪，可能属于王京彬等（2006）在新疆北部划分的后碰撞阶段 P1 伸展期。

当然这一认识仅为初步推测，但可能为该区寻找和确定与二叠纪火山活动有关的自然铜成矿作用提供了有

价值的线索。 
对比显示，十里坡地区自然铜矿化的成矿特征尤其是矿化类型、矿石矿物、矿石结构构造、与矿化有

关的蚀变等与滇黔边境峨嵋玄武岩自然铜矿化具有相似性，如果如前述十里坡地区自然铜矿化时代为二叠

纪，则在成矿时代上也可与滇黔边境峨嵋玄武岩自然铜矿化进行对比，十里坡自然铜矿化也可能与地幔柱

成矿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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