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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的众多铜矿床可分为!种类型，即中、南部的次火山岩型和北部的中:低温热

液脉型。文章对从南到北的!种类型的7个铜矿床（穷布拉克、奴拉赛、群吉、群吉萨依、#"8）进行了系统的碳、氧、

硫、铅同位素研究，探讨了成矿物质来源及成矿环境。测试结果表明：次火山岩型矿床内硫化物的"6=4值变化很小，

南部和中部的矿床分别为6>=?!=>=?和@#><?!">!?，反映出其来源单一，以岩浆源或地幔源为主；中:低温热

液脉型矿床内硫化物的"6=4值变化较大，为@#9?!9>8?，具有多源性。次火山岩型矿床内方解石的"#6A值为

@#>==?!">9?，"#9$值为##>9;?!#<>88?，可能为深源流体与碳酸盐岩地层发生一定反应的结果；中:低温热

液脉型矿床内方解石的"#6A值为@#">#?!@6>!?，"#9$值为8><6?!#<>!;?，整体以幔源为主。中:低温热液

脉型铜矿床内矿石铅为正常铅，以地幔铅占主导地位；赋存于酸性次火山岩中的次火山岩型铜矿床的矿石铅为富含

放射性成因铅的异常铅，来源于前寒武系基底岩石；赋存于基性次火山岩中的次火山岩型铜矿床的矿石铅为壳幔混

合铅，受到了地壳物质的强烈混染。这!种类型铜矿床的成矿物质来源表现出从南到北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与各

矿床赋矿地层和岩性组合的不同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反映了铜矿带南北成矿环境的不同。由于该区与铜矿有关的

陆相（次）火山岩为晚石炭世:二叠纪伊犁古裂谷演化的产物，这可能揭示了区域成矿与二叠纪的裂谷演化紧密相关。

在裂谷演化的不同阶段，该铜矿带南部和北部的构造体系具有不同的开放程度，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火山岩组合和沉

积地层，即矿源层。矿源层的差异和火山活动的强弱决定了在裂谷带南北不同部位形成了不同类型特征的铜矿床。

关键词 地球化学；稳定同位素；成矿物质来源；成矿环境；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新疆

中图分类号：3<#9B=# 文献标志码：0

!"#$%&’%()*+&’,-./-#"&0.+"01,%2%3+4%&,2#"1&2,%&25+%#+,%-#4+"&0
6+2"..%*+&+,1,%/4%33+#0+3%,12,1&7+,2+#&87-.".+9%-&2"1&6+2"..%*+&14

$+.2’:1&;1"&*

CD0$EFG#H!HCD0-ICF’D)GJ6H1,KLMN’ONGJ=H1,K+MG6HCD0-ID)7NGPCDKQ)M-N7

R#A’SS)J)’T.N*&U4%M)G%)NGP/)V’F*%)VHAUNGJWNGKGMX)*VM&YHLMWNG;#""7=H4UNNGZMHAUMGN[!-’\9I’SPI)’S’JM%NS3N*&YH
A303]HK*F̂ _M96""7;HLMG‘MNGJHAUMGN[6,GV&M&F&)’T+MG)*NS/)V’F*%)VHA0I4Ha)M‘MGJ#"""6HAUMGN[=5MNG‘MG,GV&M&F&)’T
I)’S’JYNGP+MG)*NS/)V’F*%)VH5MNG‘MG6""#;"HAUMGN[74%U’’S’T.N*&U4%M)G%)VNGP/)V’F*%)VHAUMGNKGMX)*VM&Y’TI)’V%M)G%)VH

a)M‘MGJ#"""96HAUMGN

"""""""""""""""""""""""""""""""""""""""""""""""""""""""""""""""

b

! 本文得到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编号：!"##a0a"<a"!:"7）和地质矿产调查评价项目（编号：#!#!"##"97"<"）的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赵 军，男，#8;9年生，在读博士生，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 NMS：c’’PdUN’:!"""##<6B%’̂
收稿日期 !"#!:"9:#!；改回日期 !"#!:"9:6#。许德焕编辑。

 
 

 

 
 

 
 

 



!"#$%&’$

!"#$%&&#’(#&%)*+)(*)+’*,-+#(*./#)+#’.0/-121#3%-.+2*.4#+211%5#.*$,#1+*.$1-(#)-,6%12.*$’%$78’#9
12+#(:-(#&%)*+);<=>?)*+-2+#(*.+"#4*((1#2.()%-+"#’.2’#22.(*.+#’4#(*2+#81%/+#4&#’2+-’#"@(’%+"#’9
4216#*.8+@&#:-(#&%)*+);AB!C=?1%$2+#(*.+"#.%’+"#’.2’#2D!"*)&2&#’’#&%’+)2(#+2*1#(:EFE<2.(G,
*)%+%&*$*.6#)+*52+*%.%H+"’##<=>(#&%)*+);I%DJKLEM-.N*)2@*2.(M-.N*?2.(+/%AB!C=(#&%)*+);I-12)2*
2.(M*%.5,-127#?1@*.5H’%4)%-+"+%.%’+"*.+"#%’#H*#1(D!"#)-1H-’*)%+%&*$$%4&%)*+*%.)%H+"#)-1H*(#)H’%4
+"#H*6#(#&%)*+))"%/(*)+*.$+(*HH#’#.$#)2.()@)+#42+*$62’*2+*%.)H’%4)%-+"+%.%’+"D!"#<=>(#&%)*+))"%/
)421162’*2+*%.%H!OP<621-#)H’%4QORPS+%QPRPS;I%DJKL(#&%)*+?2.(H’%4TJRUS+%KRVS;M-.9
N*)2@*2.(M-.N*(#&%)*+)?DA.$%.+’2)+E+"#AB!C=(#&%)*+)"26#12’5#62’*2+*%.%H!OP<621-#)H’%4TJWS+%
QWRLSR!"#$2’,%.2.(%X@5#.*)%+%&#62’*2+*%.)%H+"#+/%+@&#)"26#)*4*12’)-1H-’*)%+%&#62’*2+*%.H#29
+-’#)D!"#<=>(#&%)*+))"%/)421162’*2+*%.%H!JO:621-#)H’%4TJRPPS+%QKRWS2.(’#12+*6#1@12’5#62’*9
2+*%.%H!JWF621-#)H’%4QJJRWYS+%QJURLLSD!"#AB!C=(#&%)*+)"26#12’5#62’*2+*%.%H!JO:621-#)
H’%4TJKRJS+%TORVS2.(’#12+*6#1@12’5#62’*2+*%.%H!JWF621-#)H’%4LRUOS+%JURVYSD!"#G,8*)%9
+%&*$$%4&%)*+*%.%H)-1H*(#)H’%4AB!C=(#&%)*+)*.(*$2+#+"2++"#@2’#.%’4218G,42*.1@(#’*6#(H’%4+"#
42.+1#D!"#G,8*)%+%&#%H)-1H*(#)H’%4H#1*)*$<=>(#&%)*+)*)’*$"*.’2(*%5#.#+*$G,&’%6*(#(,@+"#G’#$249
,’*2.,2)#4#.+’%$7D!"#G,8*)%+%&#%H)-1H*(#)H’%4,2)*$<=>(#&%)*+)*)+"#4*X#(42.+1#8G,2.($’-)+8G,D
A.$%.$1-)*%.E+"#)@)+#42+*$62’*2+*%.)%H4*.#’21)%-’$#2.(%’#8H%’4*.5&’%$#))H’%4<=>(#&%)*+)+%AB!C=
(#&%)*+)’#6#21+"2++"#4#+211%5#.*$#.6*’%.4#.+)*.)%-+"#’.2.(.%’+"#’.$%&&#’,#1+2’#(*HH#’#.+2.(+"*)(*H9
H#’#.$#/2)&’%,2,1@’#12+#(+%+"#G#’4*2.’*H+*.5#6%1-+*%.DA.+"#&’%$#))%HG#’4*2.’*H+*.5#6%1-+*%.E+"#
(*HH#’#.+#X+#.+)%H+"#)+’#+$"*.5)+’-$+-’#*.)%-+"#’.2.(.%’+"#’.$%&&#’,#1+$2-)#((*HH#’#.+6%1$2.*$’%$7)
2.()#(*4#.+2’@)+’2+2/"*$"$%.)+*+-+#(+"#%’#8)%-’$#,#(D!"#H%’42+*%.%H(*HH#’#.+:-(#&%)*++@&#)*.(*H9
H#’#.+&%)*+*%.)/2)$%.+’%11#(,@+"#(*HH#’#.$#*.4*.#’21)%-’$#)2.(*.+#.)*+*#)%H$%.+*.#.+216%1$2.*)4$2-)#(
,@+"#G#’4*2.’*H+*.5D

()*+,%-#.5#%$"#4*)+’@E)+2,1#*)%+%&#E4*.#’21)%-’$#E4#+211%5#.*$#.6*’%.4#.+E/#)+#’.0/-121#
3%-.+2*.4#+211%5#.*$,#1+EZ*.N*2.5

新疆阿吾拉勒铁铜成矿带西段分布有众多的铜

矿床，是西天山地区重要的铜矿集中区，早在距今

VKKK年前就已经开始开采和冶炼铜"。该地区内的

矿产以铜矿为主，铜矿床（点）数量多，但规模小（以

小型和矿化点居多），主要分布在二叠纪陆相火山岩

广泛出露的地区。姚金炎（JLLO）首次对该地区的铜

矿床进行了系统的综合研究，将其铜矿床划分为火

山热液型、次火山热液型、低温热液充填脉型和沉积

砂砾岩型P种类型，并认为，其成矿物质以下地壳来

源和上地幔来源为主，而成矿作用则与早二叠世火

山作用有关，诸多铜矿床是同一构造环境下同一岩

浆源分异演化不同阶段的产物。后人的研究工作

（莫 江 平 等，JLLU；JLLY；任 秉 琛 等，VKKP；罗 勇 等，

VKJJ）多借鉴和参考了这一认识，并深化了研究程

度。但是，不同类型和空间位置的铜矿床之间，在矿

化特征、成矿物质来源和成矿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

一直未能得到系统研究和较好的解释。因此，本文

选择穷布拉克、奴拉赛、群吉萨依、JKL和群吉[个典

型铜矿床进行了碳、氧、硫、铅同位素研究，并结合前

人研究成果，对该地区铜矿床的成矿物质来源和成矿

环境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探讨，以期获得一些新认识。

J 地质背景

阿吾拉勒成矿带是新疆重要的铁铜矿分布区，

西起伊宁县与尼勒克县的交界处，东至和静县巴仑

台镇，东西长约O[K74，南北宽约[K74，包括了整

个 阿吾拉勒山及其两侧区域。该成矿带的成矿分带

" 新疆冶金地质勘探公司YKO队\JLWV\新疆尼勒克县8奴拉赛等地铜、铁矿初步评价、矿点检查及路线踏勘地质报告\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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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西天山地区大地构造单元及研究区位置简图

（据张作衡等，"##$修改）

!—阿拉套二叠纪裂谷；"—北天山巴音沟早%中石炭世弧前%海

沟带；#—别珍套%汗吉尕早%中石炭世岛弧带；$—吐拉苏石炭

纪弧后断陷盆地；%—伊犁石炭纪%二叠纪裂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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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13’6；%—K’>’G1;@46’9,;4:3%B,;0’16;’9-

性明显，中段和东段以铁矿为主，铜矿很少；西段则

均为铜矿，本文所研究的L个铜矿床即位于西段。

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地处新疆西天山伊犁盆地北

缘，东起木斯乡，西至墩麻扎镇，南、北以巩乃斯河和

喀什河为界，包括了阿吾拉勒山的整个西段部分。

其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卡拉库姆%塔里木板块与哈萨

克斯坦%准噶尔板块的汇聚带，楚%伊犁板块的中东部

（图!）。

该地区内出露的地层包括下%中元古界和上古

生界，以后者为主（图"）。前寒武系基底仅在西阿吾

拉勒山南坡有少量出露，面积约"+0"，被划归为特

克斯群（G/!），以麻粒岩相类岩石为主。上古生界包

括石炭系和二叠系，前者主要分布在西阿吾拉勒山

西北部和东南部，为上石炭统伊什基里克组（G""），

岩性以中%酸性火山岩为主。二叠系是该地区内的

主要地层单元，以陆相火山岩、磨拉石建造和河湖相

沉积为总体特点。其中，下二叠统以双峰式火山熔

岩和火山碎屑岩为主，以碱性和偏碱性火山岩居多，

主要岩性有杏仁状玄武岩、玄武安山玢岩、粗面岩、

（ 次）流纹斑岩；中二叠统以磨拉石建造和河湖相沉

积为主；上二叠统属内陆盆地型河流%湖泊相沉积

（宋志瑞等，"##L）。

区内侵入岩广泛发育，均为浅成和超浅成相，多

为酸性岩类，中性岩次之，基性岩多为较小的辉绿岩

脉。侵入岩主要岩性包括闪长岩类、石英钠长斑岩

和花岗斑岩类（图"）。其中，酸性侵入岩的年龄介于

"M#&"N#=1之间（姚金炎，!OOP；李华芹等，!OO$；

赵振华等，"##Q；A/14,-1>)，"##$），为中%晚二叠世

和早三叠世早期岩浆活动的产物。区内火山岩极为

发育，以下二叠统双峰式火山岩组合为主，旋回清

楚，韵律明显，早期为中%酸性，中期为基性!酸性!
基性，晚期为酸性!基性（宋志瑞等，"##L）。玄武岩

和粗面岩的年龄主要集中在"L#&"O#=1之间，以

"Q#&"N#=1居 多（李 华 芹 等，!OO$；赵 振 华 等，

"##P；"##Q）。

该区的构造演化极其复杂，从元古代至今，经历

了古元古代泛大陆的增生与裂解、新元古代R47’6S
6’1超大陆的形成与裂解、古生代古亚洲洋的形成与

消亡、中%新生代板内走滑位移以及盆山格局的形成

等阶段（张作衡等，"##$；左国朝等，"##$）。其中，晚

古生代是该区主要的成岩%成矿阶段，包括泥盆纪%石

炭纪板块俯冲、碰撞造山阶段（T14,-1>)，"##O）和

石炭纪末—二叠纪陆内裂谷演化阶段（姜常义等，

!OOL；车自成等，!OOQ；朱永峰等，"##M；李永军等，

"#!#）。该区现今的构造格架是在二叠纪裂谷构造

演化的基础上，经过继承、改造和破坏而形成的。区

内褶皱构造发育，全区整体为一复向斜，保留了裂谷

时期的地堑式构造%沉积特点。区内断裂构造非常

发育，按空间展布形态可分为P组（图"）：’FU向

断裂，多为改造裂谷系统的高角度正断层，控制着区

内的主要构造格局和矿床分布；( CU向断裂，主

要由中%新生代的板内挤压、走滑作用所形成，具右

行压扭特征，具有一定的控矿和容矿作用)；* CF
向断裂，规模小于前"类断裂，具压性特征，对成矿

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 矿床类型和特征

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的铜矿床（点）较多，主要

赋存在下二叠统火山岩中或中、下二叠统的平行不

整合面附近。矿床受构造控制明显，多沿构造薄弱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ONO)!V"#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巩留幅W%MM%X）)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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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期包括!个成矿阶段：! 黄铁矿"白铁矿"重晶

石"方解石阶段；" 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重晶石

阶段；# 斑铜矿"辉铜矿"方解石阶段；$ 黄铁矿"方

解石阶段。次火山岩型矿床的矿体均赋存于次火山

岩中，主要受破碎带的控制，与岩体的界线较模糊。

根据赋矿岩石的不同，次火山岩型矿床可分为#类：

! 与中"基性次火山岩有关，如群吉萨依和土台铜矿

床（点），分别为辉绿玢岩和辉石闪长岩，而且两者都

具有全岩矿化的特点，岩体即矿体；" 与酸性次火

山岩有关，主要为粗面岩、次流纹斑岩、钠长斑岩等。

次火山岩型铜矿床的矿物组合较简单，脉石矿物较

少，仅发育很少量的方解石或石英。围岩蚀变较弱，

尤其是赋存于酸性次火山岩中的铜矿床（点）。成矿

不具有多阶段性。

本文所研究的$个铜矿床，是该地区最具代表

性、规模最大且目前均处于生产阶段的铜矿床，诸铜

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对比见表%。

& 样品采集和测试

本文用于碳、氧同位素分析的样品为诸矿床内

不同类型矿石中的方解石（%!件），硫同位素分析的

样品为诸矿床内不同类型矿石中的金属硫化物（&!
件）和奴拉赛矿床的少量重晶石（&件），铅同位素分

析的样品为诸矿床内矿石中的金属硫化物（%’件）及

围岩（%(件）。在野外采集样品时，尽量选择新鲜的

原生矿石及有代表性的样品。在室内，先将样品捣

碎、筛选和淘洗，然后在双目镜下挑选出粒径()%%%
**的单矿物。方解石和重晶石单矿物的纯度可达

++,，硫化物的纯度可达+$,以上。全岩样品则用

玛瑙研钵研磨至#((目，用于铅同位素分析。

碳、氧、硫同位素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完成，使用传统的离线分析方法。测定

碳、氧同位素时，将约$(*-方解石粉末样品与无水

磷酸在真空条件下反应，反应温度#$.，恒温!/0。

分析 结 果 用 1"234 标 准 表 示，测 试 精 度 优 于

5()#6；&%/7897:值根据公式&%/7897:;%)(&(+
&%/71234<&()+%换算获得。测定硫同位素时，将约

%$*-硫化物和重晶石粉末样品与%$(*-1#7$，在

%($(.条件下反应%$*=>。反应完毕，将纯化后的

?7#和87#气体导入@=>>=-A>3BCDA8型质谱仪，测

定其同位素比值。分析结果用1"?3E标准表示，测

试精度优于5()&6。

铅同位素分析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测试研

究中心完成。将样品用混合酸分解，然后用树脂交

换法分离出铅，蒸干后，用热表面电离质谱法进行铅

同位素测量。测试仪器为F872G74H"E型质谱仪，

测试 精 度 为：对%’-铅，其#(!2I／#(J2I值 低 于

()($,，#(/2I／#(J2I值一般不大于()(($,。

! 测试结果

!K" 碳、氧同位素

诸铜矿床内不同类型矿石中方解石的碳、氧同

位素测试结果见表#。奴拉赛铜矿床的&%&?值介于

L%()%6%L#)#’6之间，平均L$)%J6；&%/7值为

%#)$J6%%J)#’6，平均%&)/+6。穷布拉克铜矿床

的&%&?值为L’)&’6%L&)#6，平均L$)!+6；

&%/7值 比 较 一 致，为 +)J&6 %%%)+!6，平 均

%()/’6。群吉萨依铜矿床的&%&?值为L%)#/6%
L()’6，平 均 L()++6；&%/7 值 为 %&)$&6 %
%&)/6，平 均%&)JJ6。群 吉 铜 矿 床 的&%&?值 为

L%)!!6 %()/6，平 均 L()&#6；&%/7 值 为

%%)/’6%%J)++6，平均%!)!!6。由此可见，中"低

温热液脉型铜矿床的&%&?值变化范围稍大，但主要

集中在幔源碳的范围（MNBOP，#((+），而次火山岩型

铜矿床的&%&?值变化较小，稍高于地幔&%&?值。这

#种类型矿床的氧同位素变化范围相近。

!K# 硫同位素

$个典型铜矿床的硫同位素分析结果见表&。

矿石中硫化物的&&!8值从南到北呈现出规律性变化：

%(+铜矿床内硫化物的&&!8值为&)!6%!)!6，平均

&)/6。群 吉 萨 依 铜 矿 床 内 硫 化 物 的&&!8值 为

L()$6%()#6，平均L()&6。群吉铜矿床内硫化

物的&&!8值为L%)J6%L()’6，平均L%)(J6。奴

拉赛铜矿床内硫化物的&&!8值为L%/6%/)+6，平

均%)(#6；重晶石的&&!8值为%&)+6%%’6，平均

%$)J6。穷 布 拉 克 铜 矿 床 内 硫 化 物 的&&!8值 为

L%()’6%J)’6，平均L!)(&6。

在硫同位素直方图（图&）中，#种类型铜矿床的

&&!8值呈完全不同的分布型式。铜矿带南部和中部

的次火山岩型铜矿床内硫化物的&&!8值变化范围很

小，主要集中于L%6%!6之间（图&A），反映出其来

源单一。铜矿带北部的中"低温热液脉型铜矿床内

硫化物&&!8值的变化范围较大，主要集中于L%%6
%+6之间，呈现出#个峰值，即L’6%L!6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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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铜矿床方解石的碳氧同位素组成

"#$%&! ’#($)*#*+,-./&*01)2)3&+#2#)45#%502&4()65)33&(+&3)10210*7&12&(*879%#%&:)9*2#0*6&2#%%)/&*05$&%2

矿床 样号 矿石类型 测试矿物 !!"#$%&’(／) !!*+,-+.／) !／/ !!*+,-+.%水／)! 数据来源

奴拉赛

穷布拉克

群吉萨依

群吉

01,%2 角砾状、脉状铜矿石 方解石 345"6 !"57" !8" !5*
01,%74 脉状铜矿石 方解石 345"6 !45"7
01,%77 脉状铜矿石 方解石 3!95!9 !856: 6"9 *5!*
01,%7: 脉状铜矿石 方解石 3656: !"5*: !8: 654!
01,%8" 块状铜矿石 方解石 37599 !6578
01,%82 脉状铜矿石 方解石 34526 !65:*
;(1<%6! 凝灰质粗砾岩型 方解石 3"569 !!5"6 699 !577
;(1<%64 凝灰质砂砾岩型 方解石 3"5"" !!599 !*7 95"7
;(1<%"9 安山玄武质凝灰角砾岩型 方解石 3"5"9 !95*! !*7 95!8
;(1<%"" 安山玄武质凝灰角砾岩型 方解石 38579 !!524 644 4567
;(.%! 方解石 3:5": !!52!
;(.%6 方解石 38587 !9542
;(.%" 方解石 3:5!6 !!5*9
;(.%4 方解石 345!2 258"
;(.%7 方解石 37527 !95:6
;(.%8 方解石 385!6 !9594
;(.%: 方解石 3858" 2524
;=,%74 浸染状铜矿石 方解石 395:9 !"5*9
;=,%!!6 浸染状铜矿石 方解石 3!56* !"57"
>(;=%" 块状铜矿石 方解石 95*9 !8522
>(;=%: 角砾状铜矿石 方解石 3!544 !!5*:

张贺等（69!6）

赵军等（69!6）

罗勇等（69!!）

本文

本文

!!!*+,-+.%水据郑永飞等（6999）热力学平衡分馏公式计算：!!*+,-+.%水?!!*+,-+.（矿物）3（@A!98／"6B(A!9"／CB#）。

图" 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铜矿床矿石硫化物和重晶石硫同位素组成直方图

DEF5" GEHIJFKLMJN!"4,NJKJKOHPQNEROHLSRTLKEIONKJMUJVVOKROVJHEIHESWOHIOKS@WPQLQO-JPSILESMOILQQJFOSEUTOQI

"*)（图"T），说明其硫具有多源性或者经历了复杂

的变化。

;5< 铅同位素

6种类型铜矿床的铅同位素分析结果见表4。

其中，奴拉赛铜矿床内硫化物的698&T／694&T值 为

!*X98!"!*X!44，极 差 为9X9*"；69:&T／694&T值 为

!7X7!6"!7X84*，极 差 为9X!"8；69*&T／694&T值 为

":X*8*""*X"!2，极差为9X47!。穷布拉克铜矿床内

硫化物的698&T／694&T值为!*X94""!*X"7!；极差为

9X"9*；69:&T／694&T值 为!7X4*:"!7X722，极 差 为

9X!!6；69*&T／694&T值 为":X7:8""*X!4:，极 差 为

9X7:!。群吉萨依铜矿床内硫化物的698&T／694&T值

为!*X!68"!*X7:4，极差为9X44*；69:&T／694&T值为

!7X7:7"!7X:""，极差为9X!7*；69*&T／694&T值为

799!第"!卷 第7期 赵 军等：新疆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铜矿床碳、氧、硫、铅同位素研究

 
 

 

 
 

 
 

 



表! 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铜矿床矿石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

"#$%&! ’(%)(*+,-.-/+00-1/-,+.+-2-)-*&,(%)+3&,)*-1
0-//&*3&/-,+.,+24&,.&*254(%#%&6-(2.#+21&.#%%-7&2+0$&%.

矿床
样品

编号
矿石类型

测试

矿物
!!"#$%&’(

／)
数据

来源

奴拉赛

*+#, 团块状矿石 黄铁矿 -./
*+#0 条带状矿石 黄铁矿 1".2
*+#- 脉状、角砾状矿石 白铁矿 1/.0
*+#23 块状矿石 辉铜矿 0.4
*+#2, 团块状矿石 辉铜矿 ".2
*+#3/ 块状矿石 黄铁矿 13.4
*+#!3 脉状、团块状矿石 黄铜矿 12-
*+#!3 脉状、团块状矿石 斑铜矿 -.,
*+#0! 块状矿石 辉铜矿 0.4
*+#0, 块状矿石 辉铜矿 ,."
*+#04 块状矿石 辉铜矿 ,.!
*+#%"! 团块状矿石 重晶石 2,.-
*+#%4! 团块状、胶状矿石 重晶石 24
*+#%/, 角砾状矿石 重晶石 2!./

张贺等

（3523）

群吉萨依

67#%252 浸染状矿石 斑铜矿 15.!
67#%253 浸染状矿石 斑铜矿 15."
67#25! 浸染状矿石 斑铜矿 15.,
67#%25" 角砾状矿石 斑铜矿 5.3
67#25, 浸染状矿石 斑铜矿 15.,

本文

群吉

8967/ 浸染状矿石 斑铜矿 15.-
8967%2, 角砾状矿石 斑铜矿 12.0
8967%2/ 角砾状矿石 斑铜矿 12.2
896733 浸染状矿石 黄铁矿 12.2
896730 细脉状矿石 黄铜矿 15.4

本文

穷布拉克

69+:22 凝灰质砂砾岩 斑铜矿 12."
69+:3! 凝灰质粗砾岩 斑铜矿 125.,
69+:3, 凝灰质粗砾岩 斑铜矿 12.4
69+:!! 安山玄武质凝灰角砾岩斑铜矿 ,.,
69+:!! 安山玄武质凝灰角砾岩黄铜矿 3.4

粗砾岩 辉铜矿 0.4
粗砾岩 方铅矿 125.4
粗砾岩 辉铜矿 1-.,

安山玄武岩 黄铁矿 10
安山玄武岩 黄铁矿 1,.3
安山玄武岩 黄铜矿 1/
安山玄武岩 黄铜矿 1".0
安山玄武岩 黄铜矿 125.0
安山玄武岩 黄铜矿 15.2

角砾熔岩 黄铁矿 10."
角砾熔岩 斑铜矿 1".0

赵军等

（3523）

莫江平等

（2//4）

25/
25/%23 角砾状矿石 斑铜矿 "."
25/%2" 角砾状矿石 斑铜矿 !.0
25/%3! 浸染状矿石 黄铜矿 !."
25/%3" 浸染状矿石 黄铜矿 ".3
25/%30 浸染状矿石 黄铜矿 !./
25/%34 细脉%浸染状矿石 斑铜矿 !.0
25/%3- 细脉%浸染状矿石 斑铜矿 ".2
25/%!2 细脉%浸染状矿石 斑铜矿 !."

本文

!-;5-""!/;5,3，极差为5;/0-。群吉铜矿床硫化物

350<=／35"<=值为24;!0!"32;!3,，极差为!;/03；

354<=／35"<=值 为2,;!/!"2,;0/4，极 差 为5;!5"；

35-<=／35"<=值为!4;"32""5;,4/，极差为!;2,-。

25/铜矿床内硫化物的350<=／35"<=值为24;2//"
2-;0"2，极差为2;""3；354<=／35"<=值为2,;"!,"
2,;,,!，极差为5;22-；35-<=／35"<=值为!4;,32"
!-;,-,，极差为2;50"。由此可见，中%低温热液脉型

铜矿床的铅同位素比值变化范围小，而次火山岩型

铜矿床中与酸性次火山岩有关的矿床的铅同位素比

值变化范围较大。

, 讨 论

8.9 成矿物质来源

中%低温热液脉型铜矿床方解石的碳同位素接

近幔源碳的范围，而次火山岩型铜矿床的!2!&值高

于地幔!2!&值，接近海相碳酸盐岩的!2!&值。3种

类型铜矿床的!2->值均具有岩浆或深部地壳流体

的特点（郑永飞，3552）。在!2!&%!2->相关图（图"）

中，次火山岩型铜矿床的投影点主要呈正斜率的线

性分布，!2->值向增高方向漂移，形成这种分布型式

可能有3种原因：#&>3去气作用；$ 水%岩反应

（郑永飞，3552；毛景文等，3553）。如果该类型矿床

的碳、氧同位素的分布形式是由&>3的去气作用所

导致，那么，流体中碳同位素组成的变化应该很明

显，而氧同位素组成则变化不大（郑永飞，3552），所

形成的方解石的碳同位素组成也应变化明显。这与

本文的测试结果显然不符。由于次火山岩型铜矿床

内方解石的!2!&值接近海相碳酸盐岩的!2!&值，且

大于有机质的碳同位素组成，故可排除有机质碳为

成矿流体提供了主要碳的可能性（刘家军等，355"）。

因此，深源流体与含碳酸盐岩地层的水%岩反应就可

能是造成该类型铜矿床内方解石碳、氧同位素组成

的主要原因。该类型铜矿床主要分布于研究区的中

部和南部，与之毗邻的是上石炭统伊什基里克组含

碳酸盐岩地层，因此，来自深源的火山热液在运移过

程中可能溶解了部分周围的碳酸盐岩地层，从而为

成矿流体提供了部分碳。

中%低温热液脉型铜矿床的投影点与次火山岩

型矿床相似，大体呈正相关分布，但相对集中，仅一

个点偏离了总体趋势（图"），说明该类型矿床与次火

山 岩型矿床可能具有相似的碳来源，但存在一定差

0552 矿 床 地 质 3523年

 
 

 

 
 

 
 

 



 
 

 

 
 

 
 

 



图! 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铜矿床方解石的!"#$%!"&’关

系图解（底图据刘家军等，())!修编）

*+,-! !"#$./0121!"&’3+4,045678498+:/706586;;/0
3/;61+:1+<=/1:/0<>=2949/?62<:4+<5/:4996,/<+8@/9:

（563+7+/347:/0A+2/:49-，())!）

异。其投影点主要位于和靠近深部来源区，离海相

碳酸盐岩区较远，说明碳酸盐岩溶解所提供的碳的

作用不如次火山岩型那样明显，这与中%低温热液脉

型矿床的围岩地层以陆相粗碎屑沉积为主的地质特

征相符。奴拉赛和穷布拉克铜矿床的流体包裹体研

究表明，流体未发生过沸腾作用，成矿流体为火山热

液与演化大气降水的混合（赵军等，()"(；张贺等，

()"(）。因此，两种流体的混合作用可能是导致上述

现象的主要原因（徐启东等，())&）。根据奴拉赛和

穷布拉克铜矿床流体包裹体测温数据，利用热力学

平衡分馏方程（郑永飞等，()))），将其方解石的!"#$
值换算成流体的!"#$值（表(），可以看出，有(个样

品的!"#$值（!B(CD和#B"#D）接近正常岩浆水的

!"#$值，指示出成矿热液主要为岩浆期后热液并混

有少量地表水，而其余C个样品的!"#$值（)B"ED"
(B!"D）更接近于零，显然有更多的地表水加入了成

矿热液。此外，从图!还可看出，方解石的低温蚀变

作用也可能对这(种类型矿床的碳、氧同位素组成

产生了一定影响。

$F56:6（"GH(）指出，热液矿床中硫化物的硫同

位素组成是成矿溶液中总硫同位素组成、氧逸度

!（$(）、;I值、离子强度和温度的函数。因此，热液

成因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不仅取决于其源区物

质的!&!J值，也与成矿流体演化的物理化学条件有

关。阿吾拉勒铜矿带西段次火山岩型铜矿床内硫化

物的!&!J值变化范围很小（图&4），其矿石矿物组合

均为中%低温金属硫化物，方解石和石英等脉石矿物

很少，围岩蚀变非常弱，不具有多期多阶段成矿的特

点，说明其成矿流体较为单一，未经历复杂的演化过

程。而且，不同硫化物的!&!J值完全一致，说明硫化

物沉淀时未发生过较强的分馏作用。因此，对于次

火山岩型铜矿床来说，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就能

代表热液的总硫同位素组成，即")G铜矿床为深部

岩浆 源，群 吉 萨 依 和 群 吉 矿 床 为 地 幔 源（I6/71，

())G）。

阿吾拉勒铜矿带西段中%低温热液脉型铜矿床

内硫化物的!&!J值变化范围较大且较分散，不具有

塔式分布的特征（图&@），说明其硫同位素发生了较

强的分馏作用。该类型矿床的金属硫化物组合较次

火山岩型矿床复杂，脉石矿物方解石大量发育，奴拉

赛铜矿床内还发育较多的重晶石，围岩蚀变矿物以

低温的碳酸盐、绿泥石为主，多期多阶段成矿的特征

明显。所以，其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就不能代表

热液的总硫同位素组成。该类型矿床的流体包裹体

研究表明，成矿流体为火山热液与演化大气水混合

形成（莫江平等，"GGE；赵军等，()"(；张贺等，()"(），

说明其硫具有多源性，硫既可能来自深部的火山热

液，也可能来自沉积地层，并且在不同来源硫发生混

合之前，硫同位素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馏作用。

在成矿作用发生时，该区为裂谷环境，构造体系较为

开放，大本模式就很难用于解释此类铜矿床的硫同

位素来源和分馏过程。

另外，奴拉赛铜矿床内硫化物!&!J值的变化范

围比穷布拉克铜矿床要大，可能与该矿床发育较多

重晶石有关。重晶石的!&!J值（"&BGD""HD）虽然

与二叠纪时期的海相硫酸盐较为一致（J/49/:49-，

()))），但是，区域上普遍缺乏海相和湖相硫酸盐地

层。因此，重晶石可能是由火山热液中的J$(发生

歧化反应或I(J在氧化环境中反应所形成（KL/，

())C；$;;/<F/+5/0/:49-，()""）。从成矿早阶段到

晚阶段，硫化物的!&!J值逐渐增大，而重晶石的!&!J
值则具有变小的趋势，这可能与热液中氧化硫与还

原硫的比例变化有关（MF/<,/:49-，"GG&）。初始阶

段，成矿热液中J$(N! 含量大于I(J含量，故形成较

多的重晶石，且随着重晶石的沉淀，其!&!J值会因热

液中J$(N! 与I(J的比例发生变化而逐渐减小；而

随后的硫化物沉淀则与之相反，其!&!J值会逐渐增

大（郑永飞，())"）。此外，辉铜矿和斑铜矿的较高硫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铜矿床矿石铅同位素卡农演

化图解（底图据"#$$%$&’#()，*+,*）

-./)! "#$$%$&0%(1’.%$2%3&(45%6.$/%7&(&#3.4%’%8&%9
:%88&73&8%4.’4.$6&4’&7$;61(#(&<%1$’#.$2&’#((%/&$.:

=&(’（=#4&2#8#9’&7"#$$%$&’#()，*+,*）

同位素组成还可能与重晶石的热化学还原作用有关

（>52%’%&’#()，*+?+；@&#(，ABB,）。不过，笔者曾在

奴拉赛矿区发现过含沥青的转石，所以，也不排除有

机质对重晶石的还原作用。

在卡 农 铅 同 位 素 演 化 图 解（图!）（"#$$%$&’
#()，*+,*）中，奴拉赛、穷布拉克和群吉萨依铜矿床的

矿石铅投影点分布非常集中，且均位于普通铅的范

围内，加之铅同位素比值的极差较小，其模式年龄大

多与地 质 背 景 相 符，因 此 为 正 常 铅（-#17&&’#()，

ABB!）。*B+和群吉铜矿床的矿石铅投影点大多位于

普通铅的范围内，有一个样品落在C型铅的区域，各

样品投影点很分散，且线性关系很好，近似呈一条直

线。而且，铅同位素比值的极差较大，其模式年龄与

地质背景不吻合甚至为负值，表明这A个铜矿床的

矿石铅为含有较多放射性成因铅的异常铅，与前人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莫江平等，*++,）。

由表D可见，所有样品的!值和E5／F比值都

相对较低，说明所有铜矿床矿石的普通铅均以地幔

和下地壳源为主（G#2%$#&’#()，*+++）。在H#7’2#$
等（*+I*）提出的铅构造模式图（图,）中，绝大多数矿

石铅投影点都落在造山带与地幔之间，且显示出向

地幔方向集中的趋势，表明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地

幔或下地壳，落在造山带线附近的样品可能代表了

深源与浅源的混合（@’#:&J&’#()，*+IK）。其中，中L
低温热液脉型铜矿床的矿石铅以地幔铅占主导，部

分受到了地壳铅的混染，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

是成矿流体与围岩进行了充分的反应，萃取了围岩

中的部分金属物质（"#7%$&’#()，*++?；M%14&&’#()，

*+++；;$3&74%$&’#()，ABBA；"5.#7#3.#，ABBD）。矿石

铅与基性火山岩围岩铅的特征相似，与酸性侵入岩

则存在一定差别，反映出其物源与火山活动有关。

群吉萨依铜矿床的矿石铅则明显为壳幔混合铅，地

壳混染作用强（N1./，*+II；E%6$(&J&’#()，ABB*），与

围岩玄武安山玢岩的分析结果差别较大。*B+和群

吉铜矿床的矿石铅均位于造山带线下方，来源较单

一，主要为地幔和（或）下地壳源，但富含放射性成因

铅。其矿石硫化物与赋矿酸性次火山岩的投影点分

布特征相同，且酸性次火山岩也富含放射性成因铅，

表明这A个矿床的成矿物质来源与赋矿次火山岩紧

密相关（张乾等，ABBB）。

在矿石铅同位素的"#L"$成因分类图解（图?）

（朱炳泉等，*++I）中，所有样品的投影点主要落在地

幔源区和壳幔混合源区，与构造模式图（图,）的结果

一致。而且，大多数样品都比较靠近造山带区，反映

了该区的成矿物质来源与碰撞造山后的构造演化可

能存在密切关系。

为了获悉*B+和群吉铜矿床矿石铅中放射性成

因铅的来源，笔者将这A个矿床矿石铅的AB?N=／ABDN=
和AB,N=／ABDN=比值投影在@’#&:JLG7#2&74两阶段铅

演化图解（图I）中。根据异常铅线方程和@’#&:J等

（*+?!）两阶段铅演化曲线方程，计算得出N点的模

式年龄为*,K!O+,<#。该年龄代表了铅脱离@’#&P
:JLG7#2&74第二阶段正常铅储库的时间，也就是正

常铅组分从源区母体中分离出来的时间。设定区域

成矿年龄为ADA<#（李华芹等，*++I），按照连续增

长模式计算得到放射性成因铅的源区年龄为,I,O*D
<#（模式年龄的计算过程略）。

该异常铅的模式年龄（*,K!O+,<#）与伊犁地

块内的中元古代结晶基底的形成年龄（*,B+QDB）

<#（李继磊等，ABB+）非常一致，表明伊犁地块大陆

地壳基底的形成是造成*B+和群吉铜矿床矿石中异

常铅脱离源区的主要原因。而本文计算得出的放射

性成因铅的形成年龄（,I,O*D<#）与西天山地区普

遍的变质作用事件（,BB%+BB<#）（H5&$/&’#(O，

ABB,；陈义兵等，*+++；ABBB；胡霭琴等，ABB*）相一

致，说明从新元古代中期开始，变质基底岩石中的铀

和钍逐步衰变，形成的放射性成因混染铅加入到正

常铅中，直到ADA<#左右成矿作用发生时最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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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铜矿床矿石和围岩铅同位素"#$%&／"#’%&("#!%&／"#’%&和"#)%&／"#’%&("#!%&／"#’%&构造模式图解

（底图据*+,-.+/0-+12，34)3）

5672! %18.&9-0:-9/6:;.9<019=10+<6;9-9>0=,9.:9>>0,<0>9;6-;6/?0;-0,/@?81+10A98/-+6/.0-+11970/6:&01-
（&+;0.+>+=-0,*+,-.+/0-+12，34)3）

图$ 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铜矿床矿石铅同位素的

!"(!#成因分类图解（据朱炳泉等，344)）

3—地幔源铅；"—上地壳源铅；B—上地壳与地幔混合的俯冲铅

（B+2岩浆作用；B&2沉积作用）；’—化学沉积型铅；C—海底热水

作用铅；!—中(深变质作用铅；$—深部下地壳铅；)—造山带铅；

4—古老页岩上地壳铅；3#—退变质铅

5672$ !"(!#<6+7,+.9=70/0-6::1+;;6=6:+-69/9=9,010+<
6;9-9>0;=,9.:9>>0,<0>9;6-;6/?0;-0,/@?81+10A98/-+6/

.0-+11970/6:&01-（+=-0,*D80-+12，344)）

3—A+/-1010+<；"—E8>,+:,8;-+110+<；B—E8&<8:-0<10+<=,9..6FG
6/79=;8>,+:,8;-+1+/<.+/-1010+<（B+2A+7.+-6;.；B&2E0<6.0/-+G
-69/）；’—HD0.6:+1<0>9;6-10+<；C—E8&.+,6/0DI<,9-D0,.+110+<；

!—A0<68.-9<00>.0-+.9,>D6;.10+<；$—J00>.0-+.9,>D6:19?0,
:,8;-10+<；)—K,970/6:&01-10+<；4—@/:60/-;D+108>>0,:,8;-10+<；

3#—L0-,97,+<0.0-+.9,>D6:10+<

图) 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3#4和群吉铜矿床异常铅演

化图（底图据E-+0:I0-+12，34$C）

5672) MN918-69/+,I.+>9=+/9.+198;%&=,9.3#4+/<
O8/P6:9>>0,<0>9;6-;6/?0;-0,/@?81+10A98/-+6/.0-+119(

70/6:&01-（&+;0.+>+=-0,E-+0:I0-+12，34$C）

在硫化物中（J900-+1，34$4；@/<0,;9/0-+12，"###；

Q+,R6/;0-+1，"##)）。

3#4和群吉铜矿床赋矿次火山岩的铅同位素组

成与硫化物一致，均为富含放射性成因铅的异常铅，

这不仅说明两者具有同源性，而且表明两矿区酸性

次火山岩的形成还可能与前寒武系变质基底的重熔

有关，这种现象在与伊犁古裂谷同时代的挪威奥斯

#3#3 矿 床 地 质 "#3"年

 
 

 

 
 

 
 

 



陆（!"#$）裂谷也存在（%&’()**&+)#,，-.//；0*1&23
"$*&+)#,，4555）。

!," 成矿环境探讨

阿吾拉勒地区在石炭纪末—二叠纪时期为陆内

裂谷环境（姜常义等，-..6；车自成等，-..7；朱永峰

等，4558；李永军等，45-5）。阿吾拉勒山西段现今的

构造格架继承和保留了石炭纪—二叠纪伊犁古裂谷

的构造格局，地层组合不仅具有大陆裂谷环境的典

型特征，而且其空间分布明显受裂谷演化的控制。

但是，对于裂谷演化与区域铜矿之间是否存在一定

的联系、铜矿的形成是否受裂谷环境的控制等问题，

前人未曾进行过深入研究。

本文的铅同位素测试结果表明：阿吾拉勒成矿

带西段的不同类型铜矿床，其成矿物质来源与特定

的火山岩关系密切，具有同源性。同时，各矿床的

碳、硫同位素组成存在南北差异，这种差异与该区二

叠纪火山岩地层的岩性、岩石地球化学特征的南北

差异具有相似性。另外，各铜矿床的赋矿岩石尽管

存在明显差别，但均以下二叠统陆相火山岩为主，且

赋矿（次）火山岩的9’含量均远远高于同类岩石的

平均值，说明这4种类型铜矿床的物质来源均与赋

矿（次）火山岩紧密相关。

成矿物质来源的南北差异与赋矿地层和岩性组

合的不同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反映出南北成矿环境

存在明显不同。根据同位素研究结果，成矿物质与

赋矿火山岩同源，说明有4种可能性：! 成矿物质

主要来源于赋矿火山岩，即赋矿火山岩为矿源层。

由于该区的陆相（次）火山岩为伊犁古裂谷演化的产

物，区域地层从南到北逐渐变新，酸性（次）火山岩整

体上早于中:基性火山岩，说明在裂谷演化过程中，

该区从南到北整体处于从早到晚的演化趋势，反映

了裂谷发展从早到晚，断裂带和岩浆活动从浅到深

的演化过程（姜常义等，-..4；-..6）。因此，在南北

不同位置，构造体系具有不同的开放程度，从而形成

了不同的火山岩地层及构造环境，在区域成矿作用

发生时，这些火山岩地层为成矿提供了主要的物质

来源，从而形成了南北具不同特征的矿床。这说明

了成矿与裂谷演化具有空间一致性。区域矿产分

布、矿床宏观特征及本文的同位素研究结果均印证

了这一事实。" 成矿物质与赋矿火山岩为同一时

空体系下的产物，即成矿作用与成岩作用在裂谷演

化的不同阶段近于同时发生，也就是说，成矿与裂谷

演化不仅具有空间一致性，还具有时间一致性。这

种可能性虽然能很方便地解释本文的硫同位素测试

结果的南北变化，但由于目前尚缺乏精确的成岩和

成矿年龄数据，这种可能性还仅仅是一种推测。

在西阿吾拉勒地区，于中二叠世以后裂谷活动

逐渐消亡，整体进入了阶段性抬升:剥蚀、广泛接受

河湖相沉积的构造演化阶段，仅局部发育小规模的

火山活动（姜常义等，-..6）。该区的铜矿集中分布

于下二叠统火山岩地层，在无火山岩出露的中:上二

叠统沉积地层中，虽然有少量规模较小的铜矿产出，

但其物质来源仍与下二叠统火山岩有关，如穷布拉

克#号矿体。因此，由裂谷作用导致的陆相火山活

动是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诸铜矿床产生的主要原

因，火山活动为成矿提供了主要的物质来源和热源。

7 结 论

（-）阿吾拉勒成矿带西段的4种类型铜矿床具

有明显不同的成矿物质来源：次火山岩型铜矿床的

成矿物质来源较为单一，以地幔或壳幔混合源为主；

中:低温热液脉型铜矿床的成矿物质具有多源性，但

以地幔源为主。

（4）从南到北，西阿吾拉勒铜矿带的铜矿类型

从次火山岩型过渡为中:低温热液脉型，两者的成矿

物质来源的差异与赋矿地层和岩性有很好的对应关

系，这与该区二叠纪裂谷演化所导致的南北成矿环

境的差异紧密相关，即区域成矿与二叠纪裂谷演化

具有空间一致性。由裂谷演化导致的陆相火山活动

为铜矿的形成提供了矿源层。矿源层的差异和火山

活动的强弱决定了在裂谷带南北不同部位形成了不

同类型特征的铜矿床。

志 谢 野外考察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

家;56项目办公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色集团<5;
地质队及各矿山有关领导和同仁的大力支持。室内

研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稳定

同位素实验室和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测试研究中

心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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