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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噶尔斑岩铜矿地质特征及成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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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文章综述了新疆准噶尔斑岩铜矿地质特征和成矿背景。划分出@个成矿带，即晚

志留世—早泥盆世初琼河坝地区斑岩铜钼矿带、中泥盆世卡拉先格斑岩铜矿带、早石炭世希勒库都克=索尔库都克斑

岩=矽卡岩铜钼矿带和晚石炭世包古图斑岩铜矿带。准噶尔成岩成矿时代分为@期，即晚志留世—早泥盆世初（@!>
!@##*A）、中泥盆世（?><!?>@*A）、石炭纪（??!!!56*A）、二叠纪—三叠纪叠加成矿期（!65!!66*A；!?"!!""
*A）。斑岩铜矿成矿温度从高温延续到低温（;?"!#!"B），但主要成矿区间在中温阶段（?""!#<"B）；流体盐度

!（,AC9%D）变化于"E;F!!#E>;F之间和!<E5F!66E>6F之间。包古图和云英山矿床成矿流体主要为岩浆水，哈

腊苏和玉勒肯哈腊苏矿床成矿流体为岩浆水混合大气降水。硫同位素组成集中于零值附近，指示成矿物质来源于

地幔或与地幔有关的岩浆。斑岩铜矿的形成主要与中性、中酸性和酸性斑岩侵入活动有关，其形成的构造环境有大

陆岛弧、大洋岛弧和后碰撞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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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造山带是世界上重要的斑岩铜矿带之一，

在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和蒙古均发现了多个大型和

超大型斑岩矿床，如科翁腊德铜矿、欧玉陶勒盖铜金

矿等（8#1’0!--#’!1̂，>LLN）。新疆地处中亚造山带

腹地，是寻找斑岩铜矿的有利地区，但目前发现的斑

岩铜矿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均无法与哈萨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蒙古相比。新疆准噶尔斑岩铜

矿找矿工作始于>L世纪HL年代初，@GH@年新疆地

质局第一区测大队在准噶尔北缘发现了卡拉先格尔

铜矿点，?L年代末新疆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对其进

行了详查，并确定成因类型为斑岩型，但未取得重要

突破。此后，学者们将该铜矿带称为“卡拉先格尔斑

岩铜矿带”（芮宗瑶等，@GE=）。EL年代末在东准噶尔

琼河坝发现了>L>斑岩铜矿。近年来，继东天山斑

岩铜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后，陆续在准噶尔发现了

几个斑岩铜（钼）矿，实现了斑岩铜矿找矿的重要进

展。>LL>年新疆地质矿产勘探开发局第四地质大队

在对“卡拉先格尔斑岩铜矿带”进行重新普查时发现

了哈腊苏斑岩铜矿，并进行了详查，确定其规模达到

中型（F.DD>_DDD资源量@?万吨），随后又发现了

玉勒肯哈腊苏斑岩铜矿，目前正在评价中。>LL>年

新疆有色地质勘查局地质研究所发现了包古图斑岩

铜矿，现已探明F.DD=@资源量为@@@万吨（申萍等，

>LLG）。北京地质矿产研究院于本世纪初发现了希

勒库都克小型铜钼矿，目前仍在勘查评价中。在琼

河坝一带，近年来斑岩找矿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先后

发现了蒙西、和尔赛、铜华岭、琼河坝和桑南等斑岩

铜（钼）矿。这些矿床的发现表明，准噶尔盆地周边

斑岩铜矿有较大的找矿潜力。前人对包古图、哈腊

苏、希勒库都克和蒙西等矿床进行过研究，获得了一

批成岩成矿时代、流体包裹体和同位素资料（闫升好

等，>LLH；宋会侠等，>LL?!；>LL?4；王登红等，>LLG；

王莉娟等，>LLG；申萍等，>LLG；屈迅等，>LLG；赵战锋

等，>LLG；郭丽爽等，>LLG；龙灵利等，>L@L；张志欣

等，>L@L；薛春纪等，>L@L；杨富全等，>L@L）。吴淦国

等（>LLE）对新疆北部主要斑岩铜矿带的地质特征进

行了总结，并进行了成矿预测；董连慧等（>LLG）论述

了环准噶尔斑岩铜矿带的地质构造背景和形成机制。

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对一些矿床的研

究，综合论述了新疆准噶尔盆地周边斑岩铜矿的基本

特征、时空分布规律，并对其成矿作用进行了探讨。

@ 成矿地质背景

新疆准噶尔位于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图@），向

东延至蒙古，向西延到哈萨克斯坦，包括准噶尔盆

地、东准噶尔（包括准噶尔北缘）和西准噶尔。在大

地构造上属哈萨克斯坦U准噶尔板块的准噶尔北缘

古生代活动陆缘和准噶尔古陆。

东准噶尔位于准噶尔盆地北东缘，主要为晚古

生代的火山岩、沉积岩和侵入岩，早古生代地层出露

较少。中上奥陶统荒草坡群为硅质火山岩建造，岩

性为砂岩、泥质粉砂岩、凝灰质砂岩、凝灰岩、页岩，

夹灰岩和玄武岩，主要分布在莫钦乌拉山南坡、哈尔

雷克山北坡一带。志留系分布于卡拉麦里山南麓，

为 一套滨海、浅海相陆源碎屑岩，夹碳酸盐岩，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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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新疆准噶尔主要构造单元和斑岩铜矿分布（据何国琦等，"##$）

构造单元：!!!%!—诺尔特泥盆纪—石炭纪上叠火山%沉积盆地；!"!%!—喀纳斯%可可托海古生代岩浆弧；!!!%"—克兰泥盆纪%石炭纪弧后盆地；

!"!%"—卡尔巴%纳雷姆石炭纪—二叠纪岩浆弧；!&!%&—西卡尔巴石炭纪弧前盆地；’(—额尔齐斯%布尔根板块缝合带；"!!%!—萨吾尔晚古生

代岛弧；""!%!—塔尔巴哈台%阿尔曼泰早古生代岛弧；"&!%!—三塘湖晚古生代弧间盆地；"$!%!—谢米斯台%库兰卡孜干泥盆纪陆缘火山岩带；

")!%!—达拉布特%卡拉麦里泥盆纪%石炭纪残余洋盆；"*!%!—滨巴尔喀什泥盆纪—石炭纪残余洋盆；"+!%!—哈尔里克古生代岩浆弧；"!!%"—

准噶尔中央地块；""!%"—巴塔玛依内山石炭纪上叠火山%沉积盆地；"&!%"—博格达晚古生代裂陷槽；"$!%"—依连哈比尔尕晚古生代残余洋

盆；"!!%&—赛里木地块；""!%&—博罗霍洛早古生代岛弧；"!"%"—那拉提早古生代岛弧。矿床名称：!—希勒库都克；"—玉勒肯哈腊苏；&—

哈腊苏；$—阿达依；)—包古图；*—云英山%蒙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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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火山沉积建造。泥盆系广泛分布，下泥盆统为浅

海相火山碎屑岩%正常碎屑岩，中泥盆统为深海%浅海

%海陆交互相沉积，上泥盆统为火山碎屑岩%正常碎屑

岩夹玄武安山岩。石炭系广泛分布，岩相变化较大，

下石炭统为海相、海陆交互相和陆相正常碎屑岩、火

山碎屑岩。中石炭统为陆相含煤粗碎屑岩，浅海相

碎屑岩夹灰岩，火山碎屑岩%火山熔岩。上石炭统为

火山%沉积岩系。二叠系为陆源碎屑岩和双峰式火

山岩，三叠系为河流相及湖沼相沉积，侏罗系为含煤

岩系。东准噶尔地区晚古生代侵入岩发育，同碰撞

中酸性侵入岩沿卡拉麦里深断裂两侧及琼河坝一带

分布，超基性岩沿断裂带分布。后碰撞碱性花岗岩

和含铜镍矿镁铁质侵入岩分布在卡拉麦里深断裂北

侧及准噶尔北缘，岩体时代为&#+#"*)V7（F7<23
7G/，"##$；韩宝福等，"##*；V7:237G/，"##X；杨富全

等，"##X）。

西准噶尔主要为泥盆纪和石炭纪海相火山%沉

积岩，其次为蛇绿岩、奥陶系和志留系。区内发育多

条蛇绿岩带，其中达拉布特蛇绿岩带是区内最大的

蛇绿混杂岩带，另外还有唐巴勒、克拉玛依、洪古勒

楞蛇绿岩等。志留系主要分布于玛依勒山区一带，

为海相细碎屑岩、凝灰质砂岩夹安山岩和玄武岩。

泥盆系主要分布于铁列克提河流域、巴尔雷克山、玛

依勒山、萨吾尔山等，为一套陆源碎屑岩、火山碎屑

X)Y 矿 床 地 质 "#!#年

 
 

 

 
 

 
 

 



岩、火山熔岩。达拉布特!包古图地区以下石炭统希

贝库拉斯组、包古图组和太勒古拉组分布最广泛，为

一套与深海相火山活动有关的火山复理石沉积建

造。二叠系主要出露于萨吾尔山北坡和白碱滩北

部，三叠系为沉积岩、侏罗系为火山!沉积岩、白垩系

为含油砂岩（安芳等，"##$）。西准噶尔地区中酸性

侵入岩发育，呈岩基、岩株和岩枝，岩性复杂，为闪长

岩、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碱性花岗

岩等。中酸性小岩株具有埃达克岩特征，时代为%&’
!%&#()，与斑岩铜矿有关（张连昌等，"##*；唐功建

等，"##$；+,-./)01，"##$）。花岗岩基形成于后碰撞

环境，主要时代为晚石炭世—早二叠世（%&#!"$’
()，韩宝福等，"##*）。萨吾尔山后碰撞花岗岩时代

略早于达拉布特!包古图地区的花岗岩时代，为早石

炭世晚期（%"2!%&%()，袁峰等，"##*）。

" 准噶尔斑岩铜矿时空分布

新疆准噶尔盆地周边地区已发现的斑岩铜矿和

铜钼矿在空间上分布于西准噶尔、东准噶尔和准噶

尔北缘（图&）。根据成岩成矿时代和空间分布划分

出3个成矿带，即晚志留世—早泥盆世琼河坝地区

斑岩铜钼矿带、中泥盆世卡拉先格斑岩铜矿带、早石

炭世希勒库都克!索尔库都克斑岩!矽卡岩铜钼矿带

和晚石炭世包古图斑岩铜矿带。近年来，在东准噶

尔琼河坝一带发现数个斑岩铜矿床（点），如蒙西铜

钼矿、和尔赛斑岩铜矿、铜华岭斑岩铜矿、琼河坝斑

岩铜矿和桑南斑岩铜矿等（图"），成矿作用主要与晚

志留世—早泥盆世初的斑岩侵入活动有关。准噶尔

北缘的卡拉先格尔一带发现的斑岩矿床（点）位于额

尔齐斯!玛因鄂博大断裂的南侧，包括玉勒肯哈腊苏

中型铜矿、哈腊苏（或哈腊苏"号矿段）中型铜矿、卡

拉先格尔铜矿（或哈腊苏#号矿段、奥尔塔哈腊苏矿

段）和老山口铜矿（或哈腊苏$号矿段、老山口矿

段），主要成岩成矿时代为中泥盆世。在希勒库都克

!索尔库都克一带发现了希勒库都克斑岩钼铜矿床

和索尔库都克矽卡岩型铜钼矿床，前者的成矿时代

为早石炭世。在西准噶尔包古图一带，已发现的矿

床及矿化点分布于达拉布特大断裂两侧，包括包古

图大型铜（钼）矿床、包古图"号岩体铜矿点、包古图

#号岩体铜矿点、包古图$号岩体铜矿点、包古图%
号岩体铜矿点、阿达依铜矿点等（图%），成矿作用与

晚石炭世小斑岩体侵入有关。准噶尔主要斑岩铜矿

床（点）特征见表&。

准噶尔地区与成矿有关的斑岩侵位时代主要为

晚志留世、早泥盆世初、中泥盆世、早石炭世和晚石

炭世（见下文讨论）。斑岩类型为花岗闪长斑岩、斜

长花岗斑岩、（石英）闪长玢岩、二长花岗斑岩、似斑

状闪长岩、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斑岩、英安斑岩、流

纹斑岩。斑岩铜矿形成的构造环境有大陆岛弧（如

琼河坝斑岩铜矿带）、大洋岛弧（如卡拉先格尔斑岩

铜矿带，包古图斑岩铜矿带）和后碰撞环境（如希勒

库都克）（45)67./)01，"##*；张连昌等，"##*；王玉

往等，"##2；董连慧等，"##$；唐功建等，"##$；龙灵利

等，"#&#）。

% 主要矿床特征

!1" 蒙西铜钼矿

伊吾县蒙西（又称"#"、云英山、桑德乌兰）斑岩

铜钼矿床，位于东准噶尔琼河坝地区。大地构造上

属东准噶尔库兰卡孜干!北塔山!纸房!琼河坝岛弧带

东段（图"）。&$22!&$$#年，国家%#’项目办公室

在&8"#万化探扫面时，发现了"#"铜矿点。&$$&
年，新疆地矿局第二区域调查大队对斑岩铜矿进行

了评价。"##*年开始新疆地质矿产勘探开发局第一

地质大队在矿区东段开展进一步找矿评价工作时，

新发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铜钼矿体，并将该区段称

为蒙西铜钼矿。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奥陶纪砂岩、片岩、凝灰

岩、火山熔岩和大理岩（也有人认为是早泥盆世，如

陈仁义等，&$$’；王晓地等，"##*；王登红等，"##$），

矿区北部出露石炭纪火山碎屑岩和沉积岩。矿区发

育"条9:向区域性断裂（;&和;"）和&条9<向断

裂。9:向断裂控制矿区内斜长花岗斑岩、二长花

岗斑岩和矿化蚀变带分布。含矿斑岩主要为斜长花

岗斑岩、闪长玢岩和二长花岗斑岩。云英山斜长花

岗斑岩体侵位于奥陶纪地层中，斑岩体是琼河坝杂

岩体的晚期产物，由*个大致平行而形状不规则的

岩枝组成，呈9:向，长约"=2>?，宽约#=*>?，总

面积约&=@>?"（王晓地等，"##*）。含矿岩体为钙碱

性系列，富AB、C、DE、F、G5和4E，贫HB、9B、G)、I、

IB和G,，富集轻稀土元素，表明含矿岩体形成于大

陆岛弧环境（屈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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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蒙西铜钼矿床大地构造位置（"）、区域地质图（#）和矿田地质图（$）（据屈迅等，!%%&修改）

图"中的蛇绿岩带：!乔夏哈拉’布尔根蛇绿岩带；"阿尔曼台’洪古勒楞’塔城蛇绿岩带；#卡拉麦里’达拉布特／克拉玛依’唐巴勒蛇绿岩带；

$冰大坂’干沟’却勒塔格蛇绿岩；%长阿吾子’那拉提’古洛沟’库米什’红柳河蛇绿岩带。图"中大地构造单元划分：&—西伯利亚板块，

&(—阿尔泰南缘古生代弧盆系统；’—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萨吾尔山晚古生代大洋岛弧，’!—谢米斯台’库兰卡孜干’纸房’琼河

坝古生代岛弧，’)—准噶尔’吐哈地块，’*—天山地区古生代复合弧盆系统；(—塔里木板块。图#与图$中矿床名称：(—和尔赛铜矿；

!—铜华岭斑岩铜矿；)—淖毛湖明矾石（黄铁矿）矿；*—北山金矿；+—琼河坝铁矿；,—宝山铁铜矿；-—绿石沟铁铜矿；.—灰西沟铁矿；

&—桑南斑岩铜矿；(%—琼河坝斑岩铜矿；((—桑德乌兰（云英山）’蒙西斑岩铜钼矿

/012! 34$"5046（"），781046"91849410$:";（#）"6<478<0=570$5:";（$）4>5?8@861A0BC’@4<8;4=05
（:4<0>08<">587DC85"92，!%%&）

!"#$%&$’()(&’*：! E0"4A0"9"’FC87186；" G87:"65"0’H4611C989861’I"$?861；# J89":8090’K"7"#C5／J"7":"L’I"6#"98；$ F06<"#"6’M"614C’
EC8985"18；%B?"61"NCO0’P"9"50’MC9C414C’JC:0=0’H46190C?8；I8$5460$C605=：&—Q0#870"6;9"58；&(—R"984O40$"7$’#"=06=L=58:06G95"L"78"；

’—J"O"S?=5"6’TC611"7;9"58；’(—Q"NC873"58R"984O40$0=9"6<"7$；’!—D08:0=05"0’JC9"6S"O01"6’U0>"61’E0461?8#"R"984O40$"7$，’)—TC61V
1"7’IC?"#94$S，’*—I0"6=?"6R"984O40$"7$’#"=06=L=58:；(—I"70:;9"582+("%*$’*$,-$./0.1*).,-2：(—H887="0;47;?L7L<8;4=05；!—

I461?C"906;47;?L7L<8;4=05；)—P"4:"4?C"9C6058（;L7058）<8;4=05；*—F80=?"6149<<8;4=05；+—E0461?8#"0746<8;4=05；,—F"4=?"60746—$4;V
;87<8;4=05；-—3C=?014C0746’$4;;87<8;4=05；.—HC0A014C0746<8;4=05；&—Q"616"6;47;?L7L$4;;87<8;4=05；(%—E0461?8#";47;?L7L$4;;87

<8;4=05；((—Q"61<8NC9"6（WC6L061=?"6）’@861A0;47;?L7L$4;;87’:49L#<86C:<8;4=05

铜钼矿化呈浸染状分布于斜长花岗斑岩体内，

围岩中也有少量矿化。己控制矿化体长(X-S:，在

云英山矿段，以边界品位%X!Y共圈定矿体(!个，矿

化体()个。!（BC）一般为%X!Y，最高为(X!&Y，

伴生钼、钨。蒙西矿段在地表圈定铜矿体)个，铜矿

化体&个。铜矿体呈脉状，一般长.%)&%:，最长

*&%:，厚()!:，最厚-X+:，含铜平均品位!（BC）

%X,Y。矿区深部为铜钼矿化，如UJ(*%(全孔位铜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包古图斑岩铜矿带区域地质略图（新疆有色地质勘查局，"##$）

%—第四系沉积物；"—下白垩统碎屑岩；!—侏罗系碎屑岩；&—上三叠统碎屑岩；’—下二叠统类磨拉石建造；(—石炭系火山)沉积岩；

$—超基性岩；*—花岗岩；+—钾长花岗岩；%#—断裂；%%—矿床

,-./! 0-123-4-5675.-89:3.5838.-;:31:284<=5>:8.?<?2872=@7@;8225715<:338.59-;A53<（186-4-56:4<57B-9C-:9.
D585E2387:<-89>?75:?487F8945778?GH5<:3G，"##$）

%—I?:<579:7@G56-159<G；"—J8K57L75<:;58?G;3:G<-;78;MG；!—J8K57N?7:GG-;;3:G<-;78;MG；&—O2257P7-:GG-;;3:G<-;78;MG；

’—J8K57Q571-:9183:GG54871:<-89；(—L:7A89-4578?GR83;:9-;)G56-159<:7@78;MG；$—O3<7:A:G-;78;M；*—D7:9-<5；+—H8@-<5；

%#—,:?3<；%%—S756528G-<

钼矿化，上部圈定!层铜矿体，累计视厚度%$T$#1，

铜平均品位（质量分数，下同）为#T""U，钼平均品位

#T#%*U；下部圈出&层铜钼矿体，累计视厚度’!1，

铜平均品位#T""U，钼品位#T#!&U。VW%&#"圈出

+层铜钼矿体，视厚度$T*!$#T$&1，累计视厚度

"#$T+!1；含铜品位#T"%U!#T!!U，平均品位为

#T"’U，含钼品位#T#%U!#T#!&U（屈迅等，"##+）。

地表矿化类型以浸染状为主，细脉浸染状次之。矿

区深部矿化为浸染状和细脉状，主要分布在闪长玢

岩与二长花岗斑岩中。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铜

矿、辉钼矿、黄铁矿、辉铜矿、磁铁矿等，非金属矿物

主要有长石、石英、黑云母、绢云母、白云石等。

岩体与围岩蚀变均十分强烈，主要为钾长石化、

云英岩化、泥化、硅化和青磐岩化、萤石化，并具明显

的蚀变分带特征。由内向外可划分为!个蚀变带：

内带为钾化带，主要矿物组合为钾长石X绢云母X
石英Y黑云母，以钾长石发育为特征；中带为泥化

带，主要矿物组合为绢云母X石英X高岭石，叠加于

钾长石化带之上；外带为青磐岩化带，主要矿物组合

为绿泥石X绿帘石X碳酸盐。

!"# 包古图铜矿

托里县包古图斑岩铜矿床位于西准噶尔造山带

达拉布特大断裂南侧，大地构造上属达拉布特)卡拉

麦里泥盆纪—石炭纪残余洋盆（何国琦等，"##&）。

该矿床于"##"年被新疆有色地质勘查局地质研究

所发现，现已探明L?!!&%资源量为%%%万吨，成为

新疆准噶尔地区最大的斑岩铜矿床（申萍等，"##+）。

矿区出露地层为下石炭统希贝库拉斯组、包古

图组和太勒古拉组，凝灰岩中锆石O)QA年龄分别为

!’$H:、!"*!!&"H:和!!(H:（安芳等，"##+；郭丽

爽等，"#%#）。希贝库拉斯组主要由厚层凝灰质含砾

杂砂岩与凝灰质粉砂岩互层组成；包古图组由薄层

状凝灰质粉砂岩与沉凝灰岩互层组成；太勒古拉组

由凝灰岩、凝灰质粉砂岩夹玄武岩、硅质岩等组成。

矿区断裂构造十分发育，至少可以划分为!期：早期

近0F向的断裂、中期FZ向和近Z[向断裂及晚期

0F向断裂，其中早期近0F向断裂为控矿断裂。包

古图矿区及外围已发现含铜斑岩体*个，其中"号

"(+ 矿 床 地 质 "#%#年

 
 

 

 
 

 
 

 



岩体铜矿化最为发育。!号岩体侵位于包古图组和

希贝库拉斯组中，地表出露面积约!"#$%&’。岩性

以似斑状闪长岩为主，其次是花岗闪长岩、似斑状石

英闪长岩，闪长玢岩脉，深部发育隐爆角砾岩。"、

#、$和!号含矿斑岩的主量和微量元素具有埃达

克岩特征，形成于与洋内俯冲有关的岛弧环境（张连

昌等，’!!(；唐功建等，’!!)）。

!号岩体矿化范围大，基本达到全岩矿化，钻孔

控制的矿化范围为**!!&+#!!&，深度大于,!!
&。部分钻孔在-!!%,!!&范围内出现富矿体，呈

脉状，./平均品位大于!"$0。岩体浅部主要是浸

染状矿化，向深部（’1!%-!!&以下）为浸染状和细

脉2网脉状矿化，在岩体的边部以及外接触带的局部

地段 见 有 中 细 脉 状（*!%1!3&）矿 化（申 萍 等，

’!!)）。矿石构造主要有浸染状、斑杂状、细脉2浸染

状、细脉状、网脉状、角砾状构造等。矿石中主要金

属矿物为黄铁矿、黄铜矿、毒砂、磁黄铁矿、辉钼矿、

闪锌矿、辉铜矿、自然铜、赤铜矿等，此外还有钛铁

矿、银金矿及碲铋类矿物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钾长石、绿泥石、绢云母、黑云母、金红石、榍石等。

矿石 中./平 均 品 位!"’#0，伴 生 45（平 均 品 位

!!"!*0，局部达!"#0）、6/（平均品位!"’17／8，局

部达$7／8）、67（平均品位’"#7／8）&。

围岩蚀变分为$个带：钾化带，主要矿物组合为

钾长石9黑云母；石英绢云母化带，主要矿物组合为

绢云母9石英9黄铁矿:钾长石；青磐岩化带，矿物

组合为绿泥石9黝帘石9方解石9钠长石:沸石；

沸石2碳酸盐化带，矿物组合为柱沸石9浊沸石9方

解石9石英:钠长石。早期浸染状矿化与钾化关系

密切，晚期细脉浸染状矿化与石英绢云母化有关。

将包古图斑岩铜矿的成矿作用分为-个阶段：第’
阶段（黑云母2钾长石2钠长石阶段），主要形成黑云

母、钾长石、钠长石及浸染状黄铁矿、黄铜矿、毒砂、

闪锌矿。第"阶段（石英2硫化物阶段），主要形成石

英及硫化物，早期形成细脉2网脉状和斑杂状黄铜

矿、黄铁矿、磁黄铁矿；晚期主要形成脉状和团块状

黄铜矿、黄铁矿、辉钼矿等。第#阶段（柱沸石碳酸

盐阶段），主要形成含黄铜矿、黄铁矿石英碳酸盐细

脉，柱沸石碳酸盐细脉，且形成了含;<2=>26726/矿

物，如硫碲铋矿、辉碲铋矿、叶碲铋矿等碲铋类矿物

和辉 铋 铜 矿、碲 银 矿、银2硫 铋 铜 矿（ 宋 会 侠 等，

’!!,?）。钛矿物组合表明，包古图斑岩含矿斑岩形

成于 较 高 氧 逸 度 环 境，侵 位 深 度 不 大（魏 斐 等，

’!!)）。

!"! 哈腊苏铜矿

青河县哈腊苏（或希勒特克哈腊苏、哈腊苏’号

矿带）铜矿位于准噶尔北缘，构造上位于@A向额尔

齐斯2玛因鄂博大断裂与@@A向可可托海2二台断

裂的交汇部位。大地构造上属萨吾尔晚古生代岛弧

带（何国琦等，’!!$）。’!世纪(!年代初，新疆地质

局区测大队在准噶尔北缘卡拉先格尔一带发现了’
处斑岩铜矿点。’!!’年新疆地质矿产勘探开发局第

四地质大队对“卡拉先格尔斑岩铜矿带”进行重新普

查时发现了哈腊苏铜矿，确定其规模为中型（./--’
9---级资源量为*,万吨）(。

矿区出露中泥盆统北塔山组海相中基性火山岩

2火山碎屑岩建造，第一岩性段为主要赋矿层位，由

辉（斜）斑玄武岩、玄武岩、玄武安山岩、安山岩、局部

夹粉（细）砂岩组成。第二岩性段以碳质粉砂岩（板

岩）、（含碳质）凝灰质粉砂岩、凝灰岩、硅质岩、砂岩、

含砾砂岩为主，局部夹玄武岩。矿区内侵入岩广泛

发育，主要岩石类型有石英闪长斑岩、闪长斑岩、石

英闪长岩、花岗闪长斑岩、正长斑岩、花岗斑岩、二长

花岗岩、钾长花岗岩等。其中花岗闪长斑岩和石英

闪长斑岩为含矿岩体，花岗闪长斑岩宽1!%’!!&，

长大于*!!!&。岩石地球化学和同位素特征表明

斑岩形成于岛弧环境（BC?D7<8?E"，’!!(），部分含

矿斑岩具有埃达克岩特征（杨文平等，’!!1；万博等，

’!!(）。矿区内断裂发育，按走向分为@@A向、@A
向和近F@向。@@A向断裂控制着含矿斑岩体及

铜矿化。

矿化受斑岩体（花岗闪长斑岩和石英闪长斑岩）

及接触带控制。矿化体由矿化岩体及其两侧的围岩

（玄武岩、辉斑玄武岩、玄武安山岩）组成，平面上呈

@A2FG向。已控制了1个矿体，其中’*%’$号矿

体走向投影长-(1%,1!&，延深*!!%1!!&，矿体

宽’!%**!&，每个矿体均由低品位矿体和工业矿体

组成。’’号矿体规模最大，工业矿体走向长约,1!
&（据王祥等，’!!#(）。矿体呈透镜状、不规则脉状、

分支脉状，与围岩呈渐变关系。

& 张 锐，张云孝，许发军，等H’!!’H新疆托里县包古图斑岩铜金矿预查地质报告H*2’!H

( 王 祥，陈新杰，夏 焱，罗世宾，王保先，牛春蕊，常根营H’!!#H新疆青河县哈腊苏铜矿’号矿床详查地质报告H*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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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类型主要为黄铁矿黄铜矿矿石及少量的含

辉钼矿黄铜矿矿石。矿石构造有浸染状、细脉!浸染

状、网脉状、脉状和团块状构造。矿石结构有他形!
半自形粒状结构、自形粒状结构、交代残余结构、碎

裂结构。矿石中金属矿物以黄铜矿和黄铁矿为主，

次为斑铜矿、磁铁矿、辉钼矿、黝铜矿、钛磁铁矿等。

非金属矿物有钾长石、黑云母、角闪石、绿帘石、绿泥

石、方解石、绢云母、石英、高岭石。铜矿石的品位与

石英!硫化物金属脉发育程度有关，在高品位地段，

黄铜矿和黄铁矿与石英脉共生，并呈细脉密集发育。

工业矿体"#平均品位变化于$%&’(!$%’)(，低

品位矿体"#平均品位变化于$%*’(!$%*)(。矿

石中伴生金，其品位一般为$%+,!$%-./／0，最高

*%*+/／0，其含量大致与铜含量成正相关。

热液蚀变发育，主要有钾长石化、黑云母化、硅

化、绢云母化、绿帘石化、绿泥石化、方解石化等，其

中，钾长石化、硅化与铜矿化关系密切。蚀变分带不

明显，但从岩体向外大致分为钾长石化、强黑云母

化、弱黑云母化、青磐岩化&个带（吴淦国等，*$$-）。

成矿作用划分为.期（张招崇等，*$$)）"，斑岩期为

主成矿期，形成围绕斑岩体的面型蚀变（如钾长石

化）、浸染状矿化和贫矿体，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个

成矿阶段，即磁铁矿阶段、黄铜矿!黄铁矿!钾硅酸盐

阶段和青磐岩化阶段；热液期以发育石英!钾长石团

块／脉、石英!硫化物脉为特征，叠加于钾硅酸盐化花

岗闪长斑岩之上，往往沿构造裂隙呈线状分布，形成

富矿体，进一步分为*个阶段，即石英!钾长石阶段

和石英!黄铜矿!黄铁矿阶段；表生期形成褐铁矿、孔

雀石、蓝铜矿、高岭石。

!1" 希勒库都克钼铜金矿

希勒库都克钼铜金矿床位于新疆准噶尔北缘，

北距富蕴县城约&$23，是北京地质矿产研究院近

年来发现的小型铜钼金矿床（王书来等#，*$$-）。该

矿区地处准噶尔!哈萨克斯坦板块的北准噶尔造山

带，属沙尔布拉克!阿克塔斯构造岩浆活动带。

矿区地层主要为下石炭统南明水组一套含火山

物质的陆源碎屑岩建造，由砂岩、（碳质）粉砂岩、千

枚岩和绢云母片岩等组成。矿区侵入岩以中北部的

花岗闪长岩体和南部的闪长岩体为主，侵入于南明

水组中。矿区内岩脉发育，一般宽几米至几十米，主

要类型有闪长（玢）岩脉、石英斑岩脉、安山玢岩脉、

英安斑岩脉、花岗斑岩脉、（石英）正长岩脉等。安山

玢岩是矿区酸性的花岗闪长质与基性的闪长质岩浆

发生混合作用进一步演化形成的（王玉往等，*$$-）。

铜钼矿化位于花岗闪长岩体东南边缘，含矿斑

岩为英安斑岩、流纹斑岩、石英闪长玢岩和石英闪长

岩，这些岩石均发育矿化和蚀变。矿化主要产于斑

岩体上、下盘’!*$3宽的范围内，一般呈细脉和网

脉状，部分为浸染状。地表矿化长大于+$$3、宽&$
3，延深超过)$$3。在垂向上，矿化有一定分带性，

浅部以钼矿化为主，向深部铜、钼矿化并存。总体

上，侵入体和围岩中均发育石英脉，辉钼矿主要与石

英脉伴生产出，分布在石英脉壁上，较深部有少量浸

染状辉钼矿；黄铜矿主要以浸染状分布于侵入岩和

围岩中，发育于相对较深部位；而铜钼矿化与石膏

脉、磁铁矿脉伴生产出，相对较少。矿石构造以浸染

状、细脉浸染状及脉状为主。矿石矿物主要为辉钼

矿、黄铜矿、黄铁矿。矿石组合类型主要有：石英!辉

钼矿!黄铁矿、辉钼矿、磁铁矿!黄铜矿、石膏!黄铜矿!
辉钼矿、黄铜矿化（王莉娟等，*$$-）。

围岩蚀变以斑岩体内外的钾长石化，并在岩体

内发育绢云母化4伊利石化4绿帘石化，向外发育

绿泥石化为特征，深部发育矽卡岩化，但未见形成强

烈硅化；与铜矿化有关的蚀变以绿泥石化、绿帘石化

为主，与钼矿化有关的蚀变主要为硅化、钾长石化、

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王莉娟等，*$$-）。

& 准噶尔斑岩铜矿成岩成矿时代

前人对准噶尔斑岩铜矿含矿斑岩和成矿时代进

行了高精度测年（表*），限定了成岩成矿时代，不同

地区成矿时代有明显差异。东准噶尔琼河坝地区铜

华岭铜矿区闪长玢岩、英云闪长岩和二长花岗岩年

龄分别为&*,56、&**56和&+-56（郭丽爽等，

*$$7），斑岩铜矿化分布在岩体中，并受岩浆热液控

制，因此推断成矿时代略晚于岩体侵入时代，为晚志

留世（&*,!&+-56？）。蒙西矿区含矿斜长花岗斑岩

为（&++%,8,%+）56（王登红等，*$$7），辉钼矿9:!

" 张招崇，闫升好，陈柏林，周 刚，何立新，柴凤梅，张作衡1*$$)1阿尔泰铜矿带东段找矿靶区优选及评价1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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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新疆准噶尔斑岩矿床成岩成矿时代

"#$%&! ’&()*+(,(%(-.)#%/#0#(12(+2*3+3)(22&+/&2(4.04.,56,--#+，7.,8.#,-
矿床名称 岩石或矿物 测试方法 年龄／!" 资料来源

包古图铜矿

!号岩体石英闪长斑岩 锆石#$%&’(%!)*%(+法 ,-./01-/2 唐功建等，3440
"号岩体闪长玢岩 锆石#$%&’(%!)*%(+法 ,-,/013/5 唐功建等，3440
6号岩体石英闪长斑岩 锆石#$%&’(%!)*%(+法 ,40/01-/0 唐功建等，3440
6号岩体花岗闪长岩 锆石)78&!(*%(+法 ,--/.1,/, #9:;<"=/，3440
成矿期黑云母 >%$?法 305/41,/2 #9:;<"=/，3440
成矿期黑云母 >%$?法 302/,1,/@ #9:;<"=/，3440
辉钼矿 8;%AB法 ,-41,/5 宋会侠等，3442+

哈腊苏铜矿

花岗闪长斑岩 锆石)78&!(*%(+法 ,@-15 CD"EF;<"=/，3445
喀拉萨依二长闪长斑岩 锆石)78&!(*%(+法 ,251-4 CD"EF;<"=/，3445
花岗闪长斑岩 锆石)78&!(*%(+法 ,2G/31@/2 吴淦国等，344@
石英闪长斑岩 锆石)78&!(*%(+法 3-G/@1./5 薛春纪等，34-4
辉钼矿 8;%AB法 ,2@/,1G/5 杨富全等，34-4
辉钼矿 8;%AB法 ,25/013/3 吴淦国等，344@
钾长石 $?%$?法 3,4/41-/0 闫升好等，3445

哈腊苏!号铜矿化带 花岗闪长斑岩 锆石#$%&’(%!)*%(+法 ,04/31./0 相鹏等，3440

哈腊苏"号铜矿化带 花岗闪长斑岩 锆石#$%&’(%!)*%(+法 ,0,/,10/@ 相鹏等，3440

玉勒肯哈腊苏铜矿

希勒库都克钼铜矿

云英山%蒙西铜钼矿

铜华岭铜矿

似斑状花岗岩 锆石#$%&’(%!)*%(+法 ,@-/513/G 赵战锋等，3440
石英二长斑岩 锆石#$%&’(%!)*%(+法 35G/51,/2 赵战锋等，3440
辉钼矿 8;%AB法 ,2,/013/3 杨富全未刊资料

钾长石 $?%$?法 350/31,/3 薛春纪等，34-4
钾长石 $?%$?法 -0@#345 薛春纪等，34-4
花岗闪长岩 锆石#$%&’(%!)*%(+法 ,35/@13/- 龙灵利等，34-4
花岗闪长岩中包体 锆石#$%&’(%!)*%(+法 ,30/,13/, 龙灵利等，34-4
安山玢岩 锆石#$%&’(%!)*%(+法 ,,-/013/- 龙灵利等，34-4
斜长花岗斑岩 锆石)78&!(*%(+法 .--/212/- 王登红等，3440
辉钼矿 8;%AB法 .--/51,/3 屈迅等，3440
闪长玢岩 锆石#$%&’(%!)*%(+法 .32/.1,/3 郭丽爽等，3440
英云闪长岩 锆石#$%&’(%!)*%(+法 .33/@1,/3 郭丽爽等，3440
二长花岗岩 锆石#$%&’(%!)*%(+法 .-@/G13/5 郭丽爽等，3440

AB等时线年龄为（.--H51,H3）!"（屈迅等，3440），

表明斜长花岗斑岩与辉钼矿时代一致，是形成矿化

的斑岩，但闪长玢岩和二长花岗斑岩目前还缺乏年

代学资料。

准噶尔北缘卡拉先格尔斑岩成矿带的哈腊苏矿

区花岗闪长斑岩锆石*%(+年龄为（,@-H415）!"
和（,2GH31@H2）!"（CD"EF;<"=H，3445；吴淦国等，

344@），辉钼矿等时线年龄为（,2@H,1GH5）!"和

（,25H013H3）!"（ 吴 淦 国 等，344@；杨 富 全 等，

34-4），花岗闪长斑岩年龄与辉钼矿年龄在误差范围

内一致，表明花岗闪长斑岩为成矿斑岩。哈腊苏矿

区含铜蚀变石英闪长斑岩年龄为3-GH@!"（薛春纪

等，34-4），含黄铜矿钾长石$?%$?坪年龄为3,4!"
（闫升好等，3445），这一期矿化叠加在早期矿化上。

喀腊萨依二长闪长斑岩年龄为（,251-4）!"（张招

崇等，3445$）；卡拉先格尔!和"号矿区含矿斑岩年

龄为（,04H41.H0）!"和（,0,H,10H@）!"（相鹏

等，3440）。玉 勒 肯 哈 腊 苏 含 矿 花 岗 斑 岩 年 龄 为

,@-H5!"（赵战锋等，3440），辉钼矿8;%AB等时线年

龄为,2.!"（杨富全未刊资料），钼矿化年龄略晚于

花岗斑岩，表明花岗斑岩与铜钼矿化有关。矿区含

铜蚀变石英二长斑岩年龄为35GH5!"（赵战锋等，

3440），该岩体中含黄铜矿钾长石$?%$?年龄为350
!"和-0@!"，薛春纪等（34-4）认为这两期成矿是

叠加在中泥盆世成矿作用上。由此可见，卡拉先格

尔一带成岩成矿主时代为中泥盆世，叠加成矿时代

为早二叠世和晚三叠世。

准噶尔北缘希勒库都克矿区花岗闪长岩、花岗

$ 张招崇，闫升好，陈柏林，周 刚，何立新，柴凤梅，张作衡/3445/阿尔泰铜矿带东段找矿靶区优选及评价/国家科技攻关,4G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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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长 岩 中 包 体、安 山 玢 岩 年 龄 分 别 为!"#$%&’、

!"($!&’和!!)$(&’（龙灵利等，"*)*），含矿斑岩

为花岗闪长岩的演化产物，铜钼金矿化受含矿斑岩

控制，因此，推断成矿时代为!!"!!"+&’，成矿时

代为早石炭世。

西准噶尔包古图铜矿区"号岩体石英闪长斑岩

年龄为!),$(&’、#号岩体闪长玢岩年龄为!)!$(
&’（唐功建等，"**(）；$号岩体石英闪长斑岩年龄

为!*($(&’（唐功建等，"**(）、花岗闪长岩年龄为

!))&’（-./01’2$，"**(），辉钼矿30456模式年龄为

!)*&’（宋会侠等，"**+7），成矿晚期黑云母849:年

龄为"(+$!&’和"(#$*&’（-./01’2$，"**(），成矿

作用发生在晚石炭世。年代学资料显示石英闪长斑

岩、花岗闪长岩与辉钼矿时代一致，表明它们是成矿

岩体。

依据目前新疆准噶尔周边地区斑岩铜矿年代学

资料，可将成岩成矿时代分为,期（图,）：% 晚志留

世—早泥盆世初（,"+!,))&’），主要分布在东准噶

尔琼河坝地区；& 中泥盆世（!+%!!+,&’），主要分

布在准噶尔北缘的卡拉先格尔一带；’ 石炭纪（!!"
!"(#&’），主要分布在准噶尔北缘的希勒库都克和

西准噶尔的包古图一带；( 二叠纪—三叠纪叠加成

矿期（"#(!"##&’；"!*!"**&’），主要见于哈腊苏

和玉勒肯哈腊苏铜矿，叠加在中泥盆世成矿作用中。

中亚斑岩成矿带东段蒙古欧玉陶勒盖铜金矿早

期成矿时代为,))&’（;0:022<01’2=，"**)），西南欧

玉矿床、中部欧玉矿床和南雨果矿床的辉钼矿30456
年龄为!+*!!+!&’（8.:>.?01’2=，"**@）。西段巴

尔喀什一带斑岩成矿时代在!!*!!"*&’，如阿克斗

图, 新疆准噶尔斑岩铜矿床成岩成矿时代直方图

A.B=, C.61<B:’D<EB0<FG:<?<2<B.F’2H’1’E<:I<:IGJ:J
F<II0:H0I<6.16.?K/?BB’:，L.?M.’?B

卡矿床成矿时代为!"*&’左右，科翁腊德铜矿成矿

时代为!!*&’（N021D’??01’2=，"**@）。蒙西铜钼

矿、哈腊苏和玉勒肯哈腊苏铜矿成矿时代与蒙古欧

玉陶勒盖铜金矿相似，包古图铜矿与巴尔喀什一带

斑岩铜矿成矿时代接近。新疆准噶尔从东向西，斑

岩铜矿成岩成矿时代有逐渐变新的趋势，从,"+!
,)%&’（铜华岭铜矿）!,))&’（蒙西铜钼矿）!!+%
!!+,&’（哈腊苏铜矿和玉勒肯哈腊苏铜矿）!!!"
!!"+&’（希勒库都克钼铜矿）!!)*!"(#&’（包古

图铜矿）。境外的准噶尔东西两段均发现了许多大

型、超大型矿床，因此，处于中段过渡带的准噶尔是

否也有形成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潜力，值得进一步研

究。

@ 成矿流体特征及成矿物质来源

新疆准噶尔斑岩铜矿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范围

变化较大（表!），从 高 温 一 直 延 续 到 低 温（)"*!
@!*O），并具有多个峰值，但主要成矿区间在中温阶

段（)%*!!**O）。哈腊苏和玉勒肯哈腊苏矿床出现

了明显的低温区间，可能反映了大气降水的加入。

流体盐度变化较大，中低盐度 !（P’Q20R）变 化 于

*$@S!")$+@S，峰值在#S!)*S，高盐度!（P’T
Q20R）变化于"%$(S!##$+#S。

包古图铜矿主要成矿阶段石英的))%5C"5变化

于,$,U!($!U，)V介于W)*+U!W%#U（表!）

（张志欣等，"*)*），在)V4))%5C"5图解中，样品点落

在岩浆水下方（图@）。云英山铜矿主成矿阶段石英

的))%5C"5变化于,$!U!@$%U，)V介于W%+U!

W+#U（陈仁义等，"**@），在)V4))%5C"5图解中，落

在岩浆水中及附近。哈腊苏铜矿主成矿阶段石英和

方解石))%5C"5变化于W@$%)U!,$%!U，)V介于

W)"(U!W%*U（杨富全等，"*)*）；玉勒肯哈腊苏

铜矿 主 成 矿 阶 段 石 英))%5C"5变 化 于)$"(U!

+$+,U，)V介于W)"*U!)*)U，在)V4))%5C"5图解

中，两个矿床样品点落在岩浆水左下方，明显向大气

降水线方向偏移。总之，包古图和云英山矿床成矿

流体主要为岩浆水，哈腊苏和玉勒肯哈腊苏矿床成

矿流体为岩浆水混合大气降水。

包古图斑岩铜矿床"!件硫化物的)!,N值变化

范围较小，介于W@$)U!*$+U，峰值为W)$@U，接

近于*U（宋会侠等，"**+7；张志欣等，"*)*），成矿物

##( 矿 床 地 质 "*)*年

 
 

 

 
 

 
 

 



表! 新疆准噶尔斑岩铜矿显微测温和稳定同位素

"#$%&! ’()*+,-&*.+.&,*()#/01,#$%&(1+,+2&0#,#+32+*2-4*4)+22&*0&2+1(,1(/56/77#*，8(/9(#/7
矿床名称 !!／" "（#$%&’(）／) !*+,-.,/／0 !*+,12,

／0 !3／0 来源

包古图
集中在*+4"254，264"
544

784"2792，2+9:"5+9:，

峰值为6
**95"*692 ;9;":95 <*7="<+6

宋会侠等，277=>；

张志欣等，27*7

哈腊苏 *27";5*，峰 值 在5:7、

2:7和*:7

7945"2*9=4，;5976"
669=6，峰值在*:94、*29
4、:94和*94

29:"*295 <49+*";9+5<*2:"<+7
闫升好等，2776；

杨富全等，27*7

玉勒肯

哈腊苏

集中 在*;7";27，峰 值

2=7和*=7
5976"*;9:=，峰值为694 **92"*592 *92:"=9=; <*27"*7* 杨富全未刊资料

希勒库都克
钼成矿温度2+7"457，铜

成矿温度*+7"577
297="279+:，5*95:"
659:*

王莉娟等，277:

云英山 2;7";27，峰 值5+7和

2:7
*92"*292，峰值6 ;95"49+ <+="<=6 陈仁义等，2774

图4 准噶尔斑岩铜矿床!3?!*+,12,图解

（原始岩浆水范围据-!’@@$AB，*:+6）

CDE94 !3F’AGHG!3?!*+,12,BD$EA$IJK@JA@!LALMJ@@’A

B’@JGDNGDOPHOEE$A（B$N$JK@ADI$ALI$EI$NDMQ$N’A
$KN’A-!’@@$AB，*:+6）

质来源于深部岩浆或地幔（幔源硫为7R50，1J’KG，

*::=）。哈腊苏斑岩铜矿2=件硫化物!5;-变化于

<6840"<*860，峰值为<5840，表明硫来自火

山岩地层（闫升好等，2776）。玉勒肯哈腊苏铜矿硫

化物!5;-值变化范围较小，介于<;840"<78*0，

峰值为<50（杨富全未刊资料），与哈腊苏铜矿一

致。总之，新疆准噶尔斑岩铜矿与哈萨克斯坦巴尔

喀什斑岩铜矿带硫同位素组成相似（!5;-峰值为

<2840和<;840，SJ&’GODTJF，*::*；李 光 明 等，

277+），均集中于零值附近，指示成矿物质来源于深

部岩浆。

6 准噶尔斑岩矿床成矿作用

准噶尔周边地区斑岩铜矿的形成是哈萨克斯坦

?准噶尔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相互作用

的产物，其大地构造演化及成矿过程简述如下：

早古生代寒武纪—奥陶纪时古亚洲洋分别向北

侧的西伯利亚板块与南侧的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

块俯冲，在西伯利亚板块南缘形成阿尔泰南缘岩浆

岛弧（-’OEJA’N$&9，*::5；牛贺才等，2776；/DOB&’L’N
$&9，2772；UD$J’N$&9，277;），在准噶尔板块北缘形

成谢米斯台?北塔山?琼河坝岩浆岛弧与卡拉麦里?达

拉布 特?克 拉 玛 依?唐 巴 勒 弧 后 洋 盆（ 董 连 慧 等，

277:）。琼河坝一带在晚志留世—早泥盆世初（;2=
";**.$）有斜长花岗斑岩、闪长玢岩和二长花岗斑

岩等侵入，伴随斑岩体的侵入，在岩体及围岩中形成

钾化带、泥化带和青磐岩化带，并伴有铜钼矿化，其

成矿物质主要来自岩浆，成矿流体主要来自岩浆水。

典型矿床有云英山?蒙西铜钼矿、铜华岭铜钼矿和尔

赛铜矿等。

自泥盆纪开始，准噶尔洋往北继续俯冲于西伯

利亚板块之下，并在早古生代阿尔泰南缘岩浆岛弧

基础上叠加形成晚古生代弧盆体系，即阿尔泰南缘

晚古生代岛弧与阿尔泰南缘晚古生代弧后盆地（董

连慧等，277:）。中泥盆世准噶尔洋俯冲到阿尔泰微

陆块南部边缘之下，在准噶尔北缘形成大洋岛弧，俯

冲带亏损地幔的熔融形成中基性岩浆，伴随火山喷

发形成巨厚的中基性火山岩（V!$OE’N$&9，2776）。

随后，俯冲的大洋板块发生熔融形成类似埃达克质

的石英闪长斑岩?花岗闪长斑岩（5+*"5=4.$）。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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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岩浆的上侵，形成广泛分布的钾长石化和黑云母

化，同时，由于成矿流体具有高的氧逸度，形成磁铁

矿。随着深部岩浆水和大气降水混合，由于温度压

力降低、水岩交换反应和循环大气降水的混入，导致

了含矿流体中!"#$!%&和%#"$’(!)产生不混溶作

用，即沸腾作用，引起了含矿热液中铜络合物分解。

伴随钾化和硅化发生大量铜、钼沉淀富集，形成浸染

状和细脉浸染状黄铜矿、黄铁矿和辉钼矿，构成低品

位矿体，其成矿时代在*+,!*+&-(，为中泥盆世晚

期。该期形成的矿床有哈腊苏、玉勒肯哈腊苏、哈腊

苏"号矿化带、哈腊苏#号矿化带等。

石炭纪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北侧的古亚洲

洋开始闭合，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与西伯利亚板

块发生碰撞。早石炭世中期准噶尔北缘进入后碰撞

阶段早期，在希勒库都克$索尔库都克一带发育大面

积的花岗闪长岩（**#!*#+-(）。随后，英安斑岩、流

纹斑岩、石英闪长玢岩等岩脉侵入，围绕岩脉形成钾

长石化等蚀变。铜矿化主要与绿泥石化、绿帘石化有

关，而钼矿化主要与硅化、钾长石化、绢云母化、碳酸

盐化有关。高温高盐度流体与铜成矿密切相关，含

!"#流体与钼矿化有关，中$低温中盐度流体与晚期铜

钼矿床有关（王莉娟等，#..,）。典型矿床为希勒库都

克斑岩型铜钼矿和索尔库都克矽卡岩型铜钼矿。

石炭纪时，西准噶尔的达拉布特$克拉玛依$唐巴

勒残留洋盆仍然存在，并处于从弧后盆地向岛弧转

化的过渡岛弧阶段（沈远超等，/00*）。在达拉布特

岛弧带叠加发育与俯冲作用有关具有埃达克特征的

中性岩浆侵入活动。伴随晚石炭世（*/1!*/.-(）

包古图一带似斑状闪长岩、花岗闪长（斑）岩、似斑状

石英闪长岩侵入，残余岩浆中挥发分变得饱和，导致

斑岩外壳和围岩发生微细网脉状破裂和隐爆角砾岩

的形成。早期岩浆结晶作用释放出的超盐度流体

（%23245678929():，/00,）在岩体中形成黑云母化、

钾长石化，并伴有早期面状分布的浸染状矿化。晚

期含矿流体（即硫化物$石英阶段）于*/.!*..-(
上升到处于开放系统的角砾岩带、裂隙带，由于减压

沸腾，引起含矿热液中金属络合物平衡的破坏。在

形成绢英岩化的同时，含铜、钼、金等金属阳离子与;
结合，形成硫化物石英细脉和网脉，叠加在早期浸染

状矿化之上。在成矿最晚期，局部发育含黄铜矿、黄

铁矿石英碳酸盐细脉，柱沸石碳酸盐细脉，这一期为

成矿的末期，矿化很弱，不具有工业意义。

早二叠世处于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与阿尔

泰微陆块碰撞造山晚期，在玉勒肯哈腊苏矿区有石

英二长斑岩侵入（#<<-(），并伴有铜矿化（钾长石

=>$=>年龄为#<0-(），这种陆$陆碰撞晚期斑岩矿

化蚀变叠加到中泥盆世洋$陆俯冲期的斑岩型矿化

上（薛春纪等，#./.）。同时，在喀拉通克一带形成镁

铁$超镁铁岩和铜镍矿化（-(?29():，#..,）。

晚三叠世新疆北部为陆内构造演化阶段，卡拉

先格尔一带哈腊苏和玉勒肯哈腊苏矿区仍有岩浆、

构造、热液和矿化活动，如哈腊苏含矿钾长石=>$=>
年龄为#*.-(，含铜蚀变石英闪长斑岩年龄为#/<
-(，玉勒肯哈腊苏矿区钾长石=>$=>年龄为/0,!
#.<-(。晚三叠世的铜矿化与区域断裂构造和岩浆

活动有关，叠加于中泥盆世斑岩型矿化之上。

+ 结 论

（/）新疆准噶尔斑岩铜矿主要分布在西准噶

尔、准噶尔北缘和东准噶尔，与成矿有关的斑岩主要

为中性、中酸性岩和酸性岩。斑岩铜矿形成的构造

环境有大陆岛弧、大洋岛弧和后碰撞环境。

（#）可划分出&个成矿带，即晚志留世—早泥盆

世琼河坝地区斑岩铜钼矿带、中泥盆世卡拉先格斑

岩铜矿带、早石炭世希勒库都克$索尔库都克斑岩$矽

卡岩铜钼矿带和晚石炭世包古图斑岩铜矿带。

（*）成岩成矿时代分为&期，即晚志留世—早泥

盆世初（&#+!&//-(）、中泥盆世（*+,!*+&-(）、石

炭纪（**#!#0<-(）、二叠纪—三叠纪叠加成矿期

（#<0!#<<-(；#*.!#..-(）。新疆准噶尔从东向

西，斑岩铜矿成岩成矿时代有逐渐变新的趋势，即从

&#+!&/,-(（铜华岭铜矿）!&//-(（蒙西铜钼矿）

!*+&!*+,-(（哈腊苏铜矿和玉勒肯哈腊苏铜矿）

!**#!*#+-(（希勒库都克钼铜矿）!*/.!#0<-(
（包古图铜矿）。

（&）新疆准噶尔斑岩铜矿的成矿温度从高温延

续到 低 温，但 主 要 成 矿 区 间 在 中 温 阶 段（/,.!
*..@）。流 体 盐 度 !（’(!)25）变 化 于.A1B!
#/A+1B和#,A0B!<<A+<B。包古图和云英山矿

床成矿流体主要为岩浆水，哈腊苏和玉勒肯哈腊苏

矿床成矿流体为岩浆水混合大气降水。$*&;值集中

于零值附近，指示成矿物质来源于地幔或与地幔有

关的岩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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