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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根铅锌矿床位于塔里木板块西缘喀什坳陷的北部，乌恰县康苏镇境内，勘探证实具有大型远景规

模（白洪海等，2008；谢世业等，2005）。前人对乌恰地区有色金属矿床等方面（白洪海等，2008；谢世

业等，2002；2003；高珍权等，2002a；2002b；蔡宏渊等，2002；李丰收等，2005；李博泉等，2006；赵

仁夫等，2007）]已经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工作。但对乌拉根铅锌矿床的成因尚存在争议，普遍认为乌拉

根铅锌矿床是热卤水喷流沉积-改造成因（白洪海等，2008；谢世业等，2002；2003；高珍权等，2002a；

2002b；蔡宏渊等，2002；李丰收等，2005）。 

1  矿区地质背景与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长城系、侏罗系和白垩系、古近系、新近系。含矿地层属于上白垩统克孜勒苏组，

为一套海侵砂砾岩、泥-碳酸盐岩建造，该组地层自下而上分为五个岩性段，矿体主要赋存于第五岩性段，

岩石组合为砂岩、砂砾岩、角砾岩，矿体的上部盖层为泥灰岩、泥岩（含石膏）、灰岩。矿区内无岩浆岩

分布。 

矿区位于库什维克复式向斜东段的乌拉根向斜。乌拉根向斜轴向近东西向，向东扬起，向西逐渐变宽。

向斜核部为新近系，北、南翼均为克孜勒苏组及其上部地层。铅锌矿化带分布于乌拉根向斜两翼，北翼称

为北矿带，南翼称为南矿带。两矿带均有一较大的逆冲断层发育，逆冲断裂切断了新生界、侏罗系、长城

系，沿北矿带逆冲断裂带下盘发育有富大矿体。 

矿床矿石类型和矿物组合简单。矿石类型可分为砂砾岩型矿石、碳酸盐型矿石两大类。金属矿物主要

有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少量毒砂，偶见黄铜矿以及菱锌矿、水锌矿、铅矾、黄铁钾矾、褐铁矿等。

脉石矿物有白云石、方解石、石英、天青石、石膏等。矿石结构以粒状结晶结构为主，少数为胶状结构、

交代溶蚀结构、纤维状结构等；构造有浸染状、条带状、块状等。 

围岩蚀变普遍较弱且类型简单，主要有石膏化、方解石化、白云石化、天青石化、黄铁矿化等，前三

者蚀变范围大，在矿体处蚀变增强，后二者蚀变范围相对较小，与矿化基本一致。矿床中不发育明显的脉

状穿插，成矿阶段和成矿期次不明显。 

2  S、Pb同位素测试结果 

本次研究的所有样品均采自乌拉根铅锌矿区。硫同位素测试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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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MAT251 EM质谱计上完成。铅同位素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同位素实验室完成，铅同位素

比值采用多接收器等离子体质谱法（MC-ICPMS）测定，所用仪器为英国 Nu Plasma HR。同时收集了前人

（谢世业等，2002；2003；蔡宏渊等，2002；李丰收等，2005）]获得的乌拉根铅锌矿的 S、Pb同位素数据。 

乌拉根铅锌矿床金属硫化物样品的34
S绝大多数为较大的负值，δ34

S值为-26.09‰～+15.0‰（21件样

品），极差为 41.09‰，平均为-12.09‰。其中，北矿带样品的 δ
34

S值为-25.9‰～-7‰（7件样品），平均为

-18.0‰；南矿带样品的 δ
34

S 值为-18.4‰～+15.0‰（5 件样品），平均为-6.92‰。乌拉根铅锌矿矿石中 20

件样品的 206
Pb/

204
Pb 值为 17.771～18.6345，207

Pb/
204

Pb 值为 15.402～15.6426，208
Pb/

204
Pb 值为 37.92～

38.7402。 

3  分析与讨论 

在硫同位素直方图中，乌拉根铅锌矿床 δ
34

S变化范围宽，重硫与轻硫同时富集，表明样品硫同位素有

两种不同来源或不同成因，反映成矿硫源的复杂性。结合区域地质特征以及乌恰地区金属矿床有油气活动

显示的特征认为，乌拉根铅锌矿床硫可能来自海水还原，但不同于一般的沉积成因。 

乌拉根铅锌矿床不同金属硫化物的铅同位素组成变化不大，在 206
Pb/

204
Pb-

207
Pb/

204
Pb 铅同位素构造环

境判别图中，大部分落入造山带区，个别落入下地壳与地幔混合区；在△ β-△ γ 成因分类图解中，本矿床

的铅同位素组成投影大部分落入俯冲带岩浆作用区。铅同位素特征说明本矿床金属成矿物质主要来自造山

带，这与前人得出成矿物质来自下地壳或地幔的结论不同，也不支持前人沉积成因的观点（谢世业等，2002；

2003；蔡宏渊等，2002；李丰收等，2005）。前人计算出本矿床铅同位素模式年龄为 45.4～54.0 Ma, 与赋

矿层年龄相近, 进而认为本矿具同生沉积性质（谢世业等，2002；2003）。而在 207
Pb/

204
Pb- 

206
Pb/

204
Pb投影

图上，乌拉根铅锌矿床不同金属硫化物样品的铅同位素不呈线性分布，总体不是单阶段演化的正常铅，是

异常铅，表明其不能用于计算模式年龄，从而无法推断本矿是否具同生沉积性质。 

4  结  论 

结合乌拉根铅锌矿床野外地质特征和本次 S、Pb同位素研究认为，乌拉根铅锌矿床成因不同于以往认

为的热卤水喷流沉积-改造成因，可能与乌恰地区大规模油气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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