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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乃特多金属矿化区位于新疆阿尔泰南缘麦兹火山-沉积盆地的东南段，NW-SE走向的区域性阿巴宫-

库尔提断裂之北侧，属于阿尔泰山南缘构造成矿带的可可塔勒铅锌成矿带中。矿化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

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其次为中泥盆统阿勒泰组。矿区侵入岩主要沿阿巴宫一库尔提大断裂分布，见有辉

石辉长岩、角闪石岩、片麻状花岗岩、肉红色花岗岩等。区内火山岩分布也十分广泛，空间上呈NW-SE条

带状展布。矿化区内韧性剪切带发育，在二长片麻岩、斜长片麻岩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糜棱岩系列岩石，

从糜棱岩化岩石、初糜棱岩到糜棱岩都有发育（图1）；常见；定向构造的更长石残斑和重结晶细粒石英形

成的糜棱页理，残斑石英的旋转结构和拉长的石

英形成的拔丝条带等。 

矿化与糜棱岩带有密切的联系。Cu-Au矿化与

糜棱岩带展布一致，呈NW向带状分布。地球化学

测量表明Cu-Au化探异常非常吻合，而与Pb-Zn异

常区差别较大，说明Cu矿化和伴生Au矿化是造山

作用的产物，这一特点与克兰盆地的铁木尔特-萨

热阔布类似。矿化区内铜（金）矿化体主要位于

绿帘石化、硅化蚀变带内，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铜

矿、孔雀石、黄铁矿等，而这种蚀变带主要位于

钾长花岗岩与片麻岩地层的接触部位。目前已圈

定3条矿化蚀变带，蚀变主要为硅化、透闪化、石

榴石、褐铁矿化等，在矿化蚀变带中，目前已圈

出1条铜多金属矿（化）体及2条锌矿化体。铜（金）

矿化作用发生在区域变质作用晚期，韧性剪切作用晚期向脆性变形转变的时期，矿化与糜棱岩带有密切的

联系。 

黄铜矿和斑铜矿常呈浸染状产于糜棱岩化大理岩或长英质糜棱岩的晚期裂隙中，有时也见于石榴子石

裂隙中。尤其在强烈变形的石英中常有黄铜矿及其次生产物孔雀石等的产出，如在石英的拔丝条带中所见

（图 2）。地表发现的矿化多受到后来的表生成矿作用影响，有较多的次生硫化物富集，如铜蓝、辉铜矿等，

它们常交代黄铜矿和斑铜矿，形成交代残余结构。铜矿物的产出特征表明，矿化与构造变形有密切的联系，

深部矿化流体在剪切带运移，在裂隙空间的物理化学条件有利于铜沉淀时，可形成有意义的矿化。 

对克乃特矿区糜棱岩带中不同产出特征的石英进行了流体包裹体初步研究。研究样品为糜棱岩中顺层

石英脉，含少量褐铁矿。岩相学和显微测温研究表明，石英脉中流体主要分富液相L+V两相水溶液包裹体、

LCO2碳质包裹体和LH2O单相水溶液包裹体三类。富液相L+V两相水溶液包裹体呈孤立分布，为原生包裹体。

LCO2单相碳质包裹体常沿裂隙呈带状或面状分布，为较早期的次生包裹体, 而LH2O水溶液包裹体是更晚期

的产于愈合裂隙中的次生包裹体。显微测温表明，富液相L+V两相水溶液包裹体均一温度集中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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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克乃特地质剖面图（实测） 

1—斜长片麻岩；2—糜棱岩化斜长片麻岩；3—糜棱岩型铜矿体；4—

角闪片岩；5—糜棱岩化大理岩；6—糜棱岩；7—石英脉；8—岩石薄

片采集地点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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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20℃和260~320℃两个区间，以均一成液相为主；碳质包裹体三相点温度为-57.0~ -62.1℃，平均

-59.6℃，部分均一温度为11.3~30.2℃，平均温度17.5℃。激光拉曼探针分析（RAM）对石英的各类包裹体

进行实验表明，L-V型包裹体中的L主要为水溶液，V主要为水蒸气，不含有其他挥发份；LCO2单相碳质包

裹体仅见CO2谱峰，未见CH4、N2谱峰，所以为较纯的CO2包裹体，与显微测温基本相附。 

 

 

图2  阿尔泰克乃特多金属矿化区铜矿化特征 

A. 糜棱岩型铜矿石（孔雀石化），重结晶细粒石英和拉长石英形成的拔丝条带，KN09，（+），透光；B.石英拔丝条带中黄铜矿 

（边缘褐铁矿化），KN09, 反光 

 

阿尔泰南缘的海相火山块状硫化物（VMS）矿床，虽然在成矿背景、矿床地球化学、成因机制等方面

取得了很大进展（廖启林，2000；王京彬，2003；李锦轶，2006；牛贺才，2006；李思强，2006；张海祥，

2008），但对于伴随造山的区域变质及其与矿床的叠加改造作用研究较少，徐九华等（2009）对克兰盆地

VMS矿床的变形变质研究表明，矿石中反映压力-重结晶作用的各种结构构造发育，同构造石英脉和穿切

层状铅锌矿化的脉状铜矿化都很发育。本文对麦兹盆地克乃特块状硫化物矿化区的糜棱岩带、含Cu脉体矿

物共生组合研究，以及对变质石英脉包裹体的的初步研究表明，克乃特矿化区也广泛存在造山-变质的脉状

铜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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