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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准噶尔包古图地区是新疆北部重要的金铜产地，已发现中型金矿床#处，金矿点!"余处，大型斑岩

铜（金、钼）矿床#处。金矿床按矿化类型可分为石英脉:蚀变岩型、蚀变岩型、辉锑矿:石英脉型、富硫化物型以及产

于斑岩型铜矿中的伴生金。石英脉:蚀变岩型是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构成包古图地区最主要的经济矿体。蚀变岩型

是包古图地区近年来发现的新矿化类型，矿体由就位于,<向断裂中的蚀变凝灰质细砂岩和蚀变凝灰岩组成。辉

锑矿:石英脉型矿石中含自然砷、自然锑、2==>>?()(@A)、方锑金矿和硫锑金银矿等罕见矿物，这些矿物都与金矿化直

接相关。富硫化物型矿石中，自然铋和辉铋矿与金矿化紧密相关。这些金矿化在空间上与中酸性岩体和岩体附近

的岩脉关系紧密，成因上金矿化与岩体密切相关，而与岩脉关系不大。成矿元素在岩体中含量最高，其次为岩体附

近的火山碎屑沉积岩，同一区域内岩脉的成矿元素含量最低，离岩体越远，成矿元素含量越低。/’与/B、4C、D@之间

具有不同程度的正相关性，/B、4C、D@异常是该区找金的重要化探标志。中酸性岩体是最重要的找矿标志，岩体附近

的断裂系统是金矿最有利的就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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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准噶尔包古图地区已发现中型金矿床G个

（阔个沙也金矿床），金矿（化）点HI余个。近年来，

包古图!号岩体斑岩铜（金、钼）矿床的勘探已取得

重大突破（张锐等，HIIJ），包古图"号岩体外围乃比

克金矿床的勘探工作也有重要进展，圈出了多条金

矿脉（祁小芮，HIGH）。勘探工作的不断突破、从斑岩

型到热液脉型的金成矿系列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他们对包古图地区斑岩铜金矿和热液脉型金矿的地

质地球化学特征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齐进英等，

GKKH；王莉娟等，HIIJ；宋会侠等，HIIL；刘玉琳等，

HIIK；张志欣等，HIGI；?"#1#+,’M，HIGI）。近年来，

随着勘探和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对这一地区的成

矿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包古图乃比克金矿床从矿床

类型和控矿构造上显著区别于区内最大的阔个沙也

金矿床，矿体由蚀变岩组成，赋存在ND（D）向断裂

带中，是一种新的矿化类型。在包古图地区相继发

现了自然铋（郑波等，HIIK）、自然砷（安芳等，HIIK,；

郑波等，HIGO）、自然锑（>1#+,’M，HIGI）、方锑金矿和

P,,33&1#1*+#（郑波等，HIGO）等与金矿化紧密相关的

罕见矿物，其矿化类型亦显著区别于包古图地区常

见的与黄铁矿和毒砂紧密相关的石英脉9蚀变岩型。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本文厘定了包古图地区金矿

床的矿化类型，以及金矿化与各地质体之间的关系，

并指出了下一步的找矿方向。

G 区域地质

新疆西准噶尔地区（图G>）是中亚成矿域的重

要组成部分，由早古生代—晚古生代早期蛇绿混杂

岩及与之相关的复理石建造、晚古生代火山9沉积岩

和侵入这两者的晚石炭世—早二叠世花岗质岩石O
个单元组成（图G@）（Q"6#+,’M，HIGO）。早古生代蛇

绿混杂岩呈NR向或RD向，沿区内断裂带分布，代

表寒武纪—奥陶纪大洋闭合的产物，被晚古生代砂

岩和火山碎屑岩覆盖；晚古生代泥盆系和石炭系广

泛出露，泥盆系砾岩、砂岩和粉砂岩主要分布在西准

噶尔西北及北部地区，石炭系火山9陆源碎屑建造分

布在西准噶尔南部地区，是区内金铜矿床的直接赋

矿围岩（朱永峰等，HIGO）。大量晚石炭世—早二叠

世花岗质岩石侵入到这套石炭系地层之中，如庙儿

沟岩体、阿克巴斯套岩体等，侵位时代为HKI#OGI
S,（韩宝福等，HIIJ）。

西准噶尔南部地区有H个重要的成矿带，以NR
向达拉布特断裂为界。达拉布特断裂ND侧为哈图

9萨尔托海金铬成矿带，哈图金矿床是西准噶尔开采

规模最大（!TI+）的金矿床，赋存于下石炭统火山碎

屑岩地层中，矿体为石英脉型和蚀变岩型，其中，石

英脉型矿体主要分布于矿区浅部，蚀变岩型矿体主

要分布于深部，主要载金矿物为黄铁矿、毒砂和石英

（安芳等，HIIL）；萨尔托海铬铁矿床位于达拉布特蛇

绿岩带中，是典型的与蛇绿岩有关的豆荚状铬铁矿

床，铬尖晶石矿石呈透镜状产出在方辉橄榄岩和纯

橄岩中（谭娟娟等，HIGI）。达拉布特断裂?R侧为包

古图金铜成矿带，包古图金矿床（阔个沙也金矿床）

赋存在下石炭统火山碎屑沉积岩中，矿体为石英脉

型、石英网脉型U蚀变岩型，黄铁矿和毒砂是最主要

的载金矿物（齐进英等，GKKH；刘秉光等，GKKH）。包

古图斑岩铜矿床是近年来西准噶尔找矿工作的重大

突破，矿体位于中酸性岩体内部及围岩接触带上，矿

化为细脉浸染状的黄铜矿化，并伴生金、银、钼等，已

达大型规模（张锐等，HIIJ）。

H 包古图地区地质概况

包古图地区下石炭统火山9沉积地层出露完整，

分别为太勒古拉组、包古图组和希贝库拉斯组（图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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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太勒古拉组为海底火山"硅质岩建造，包括中

基性火山熔岩、硅质岩和凝灰岩，硅质岩中含放射虫

化石；包古图组由薄层凝灰质粉砂岩和凝灰岩互层

组成，含浊流和滑塌堆积的灰岩、泥灰岩和生物碎屑

灰岩透镜体及含砾粉砂岩；希贝库拉斯组底部为一

套成分复杂的砂质砾岩，其上为青灰色含角砾的凝

灰质砂岩，局部夹薄层安山岩和凝灰岩，地层中的火

山岩锆石#"$%年龄介于&!’!&()*+（安芳等，

!,,-%；郭丽爽等，!,.,）。从希贝库拉斯组到太勒古

拉组表现出，沉积物逐渐变细、硅质和火山物质逐渐

增多的特征。这套地层受后期构造挤压，区域上形

成轴部略向/0倾的希贝库拉斯向斜，地层产状发生

强烈的变化，希贝库拉斯组与包古图组之间为断层

接触。侵入地层中的细晶闪长岩脉被由01向2/
推覆的逆断层错断，可能与附近的达拉布特断裂的

活动有关。包古图地区发育20向、2/向和21向

断裂（图.3）。20向断裂最早形成，断裂带宽百米

左右，延伸数公里，具张性特征；2/向规模较大的断

裂切割小岩体，且通常具有弱金矿化和较强褐铁矿

化，断裂带宽几米至十几米，具挤压特征，其次一级

的2/向、近/1向断裂则通常为含矿构造；21向

断裂形成最晚，近年来在"号岩体西侧（图.3）的勘

探工作显示，一些较小规模的21向压性断裂含金

性较好。

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闪长岩岩体和闪长玢

岩脉侵入到下石炭统地层之中（图.3），岩体按地表

自然出露大小顺序编号（如包古图"至#号岩体），

锆石年龄为&.,!&.-*+（唐功建等，!,,-；刘玉琳

等，!,,-；申萍等，!,.,；魏少妮等，!,..）。这些岩体

多具铜金矿化，且与区内的金矿床（点）在空间上有

紧密关系（图.3，图!），包古图斑岩型铜金矿床即发

育在#号岩体内部及接触带围岩中（张锐等，!,,4），

$号岩体也普遍具铜金矿化，金矿点主要分布于中

酸性岩体周围。

& 矿化类型

包古图地区矿化最集中的是南部的.!5号矿

区，即阔个沙也金矿床，其中，又以!号和5号矿区

的规模最大（图!），也是目前最主要的开采对象。包

古图地区金矿床的矿石类型一直被认为是以石英脉

型为主，少量蚀变岩型，但在坑道探采揭露的矿体

中，蚀变岩型矿石在矿体中可达一半以上，矿体主要

由破碎蚀变岩、破碎石英脉和石英透镜体组成（图

&6、7），完全由石英脉组成的矿体较少见，在局部和

4号矿区出现。新发现的乃比克金矿床的矿体几乎

全部由蚀变的凝灰质粉砂岩和凝灰岩组成。此外，5
矿区8)号脉的矿化特征也明显不同，矿化以辉锑矿

为主，并伴有罕见的自然砷、自然锑等；..矿区8.
号脉中毒砂、黄铁矿和黄铜矿占较大的比例，地表氧

化矿石主要由黄钾铁矾和臭葱石组成，并伴有自然

铋产出。

!9" 石英脉"蚀变岩型

石英脉"蚀变岩型矿石是包古图金矿床中最常

见的矿石类型，构成其主要的经济矿体，除后文将介

绍的几种特殊类型的金矿化和#号岩体斑岩型铜矿

床中的伴生金外，包古图地区绝大部分的金矿脉均

属此类，已有的研究也多是针对这一类矿化类型。

矿体由石英脉、石英网脉以及在石英脉两侧或夹在

石英脉中的蚀变岩组成（图&6、7）。金矿脉大体平

行分布，成群出现，长度多介于(,!!,,:，宽度.:
左右，走向2/向。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号矿区的

8!号脉，地表出露(!,:，地表以下向两端有延伸，

地表矿体破碎带宽.;!:，产状&!’<!),!’(<，呈不

规则脉状、细网脉状，平均品位(;((=.,>4。除地表

出露的矿脉外，钻探和坑探揭示地表以下见多条隐

伏矿脉（图!7、3）。

矿石呈角砾状、细脉"网脉状、梳状、块状和似条

带状构造。其中，角砾状构造最常见，由矿液沿断裂

破碎带运移和沉淀，包围围岩角砾而成，一般角砾含

量较高且几乎完全被热液交代部位的金品位亦高。

细脉"网脉状构造为石英、碳酸盐以及部分黄铁矿沿

微细裂隙充填而成，网脉状多出现在矿脉边部与围

岩的接触带上。梳状构造由石英晶体垂直脉壁生长

形成，当石英围绕角砾生长时，首先形成由微细晶组

成的壳层，然后较粗的石英晶体垂直角砾生长，形成

以角砾为核心的同心环状。块状构造表现为较粗的

含金石英脉和蚀变岩矿石。似条带状构造中的黄铁

矿、毒砂形成较早，沿脉壁分布，辉锑矿、辉铁锑矿形

成较晚，位于脉的中部，形成似条带状，但相对较少。

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和毒砂，次为辉锑矿，少量白

铁矿、辉锑铁矿、硫锑铁矿、黝铜矿、磁铁矿、磁黄铁矿

和闪锌矿，局部含微量脆硫锑铜矿、硫砷铜矿、自然锑

等，含金矿物主要为银金矿，少量自然金和方锑金矿。

自然金及银金矿呈孤立的粒状出现在石英粒

间，有时成群和呈微细脉出现。金粒外围的石英常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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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包古图金矿区特殊矿物电子探针数据

"#$%&! ’()*+#,#-./0&12#%324&5#%/24,6&7#-89,9-5&+2/,521,

矿区及矿物
!（!）"

#$ %& ’ !( )* %+ ,- ’. %* 总和
点数

/号矿区

自然砷 0102 34156 0105 0107 0102 0102 0102 0136 0108 33163 75
自然锑 0107 71/2 0103 0102 0108 010/ 0107 35160 0123 33192 2/
方锑金矿 0107 0145 0108 01/2 0107 0108 .1:1 98178 //170 34140 22
;<<==>-$-(?$ 0102 70178 25169 0102 0102 0102 0102 52138 0105 33107 79
硫锑金银矿 0102 014/ 2/195 0123 0102 25123 0102 /5158 72197 33135 78
辉锑矿 010/ 21/9 74124 0102 0102 0107 0107 5319/ 0125 331/8 78
银金矿 0102 0128 0170 0156 0103 7717/ .1:1 0178 65123 33165 23
自然金 0128 010/ 0122 0147 0103 0193 .1:1 0129 33192 2021// 9

22号矿区

自然铋 0198 0122 0103 33186 .1:1 010/ .1:1 .1:1 0125 200180 9
辉铋矿 01/2 0174 017/ 01// 01/0 8106 .1:1 0107 391/2 200176 6
自然金 0152 0106 24108 42176 0105 .1:1 .1:1 0107 012/ 200170 8

注：.121为未检测。

#），与细粒石英和辉锑矿共生，或呈微细粒状、球粒

状与方解石和辉锑矿共生，其中，前者通常含有微粒

方锑金矿，是载金矿物之一，而后者不含金，形成略

晚。辉锑矿是最主要的载金矿物（图9），以细粒集合

体的形式出现，常包裹石英颗粒，或呈他形不规则状

分布于石英粒间，形成类似海绵陨铁结构。;<<==>@
-$-(?$（’.7%&’7）一般呈短柱状、板片状、竹叶状和不

规则集合体状，主要以交代辉锑矿的形式出现（图

9)、A）。

:1: 富硫化物型

包古图金矿床22号矿区（图2)，图5%）和26号

矿区（!号岩体北东侧，图2)）的富硫化物型矿石中，

发现了大量的自然铋。含自然铋的矿体位于切穿中

酸性岩体与围岩接触带的BC向断裂中，其中，22号

矿区D2号脉的自然铋与金矿化紧密相关。22号矿区

位于包古图地区北部"号岩体’E接触带围岩中，部

分延伸到"号岩体内部（图5%），由5条金（铜）矿化

脉组成，赋存于断裂破碎带中，只有位于矿区内最大

断裂带内部和下盘的D2、D7号矿脉具工业价值，其

余仅具金矿化。赋矿围岩为下石炭统希贝库拉斯组

安山岩、晶屑凝灰岩和含角砾凝灰质砂岩。安山岩

经历了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晶屑凝灰岩

发生了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弱硅化。近

矿围岩中，常见不同热液演化阶段形成的石英F硫化

物脉、多金属硫化物脉以及钠长石F方解石脉。

D2号矿脉位于矿区南部，由8条平行的BC向

矿脉（D2F2、D2F7、D2F8）呈右行雁行式排列组成，主

矿脉位于破碎蚀变带中，破碎带长790G，宽2#/
G，走向59H，倾向’C。矿体呈豆荚状、脉状分布于破

碎带中，具尖灭再现的现象，长75#57G，宽0I8#8
G。地表工程取样的品位变化较大，从"J20K5#
290J20K5，但钻孔在深部除见到一层盲矿体能达到

工业品位外，只见到与地表D2号脉对应的矿化体，

品位均在2J20K5以下，说明D2号脉向深部已经尖

灭（图5!）。D7号脉位于D2号脉北侧约80G的断

裂带中，破碎带长度!7=G，矿化段长约890G，宽2
#2I5G，走向59H，倾向BE，倾角50H，地表!（%*）

为2J20K5#7J20K5，钻孔在深部只见到不具工业

价值的微弱矿化，已尖灭（图5!）。此外，D7号脉为

铜金矿脉，具有很好的铜矿化，常见孔雀石、斑铜矿

和黄铜矿，铜品位可达20"，但规模较小，与金类似，

随着深度增加，铜的含量也急剧下降。D2号脉地表

矿体受强烈的表生作用改造（图6%），地表工程未见

原生矿体，矿石为块状含金黄钾铁矾（岩）、黄钾铁矾

F臭葱石（岩）、臭葱石（岩）及松散状褐铁矿化蚀变碎

裂岩。矿石中发现部分金属硫化物（毒砂、黄铁矿、

黄铜矿等）含量高达40"的矿石（图6%、!），是这些

氧化型矿石的原生矿石。

矿石呈块状构造和脉（网脉）状构造，发育典型

的充填F交代结构、固溶体分离结构、碎裂结构和包

含结构。脉石矿物含量较低，主要为方解石、绿泥石

和少量石英、榍石等。矿石矿物主要有毒砂、黄铁

矿、黄铜矿、磁铁矿、磁黄铁矿、闪锌矿、辉铋矿、自然

铋和自然金（表2）。毒砂是矿体中含量最高的矿物，

/59 矿 床 地 质 702/年

 
 

 

 
 

 
 

 



 
 

 

 
 

 
 

 



 
 

 

 
 

 
 

 



 
 

 

 
 

 
 

 



 
 

 

 
 

 
 

 



 
 

 

 
 

 
 

 



 
 

 

 
 

 
 

 



 
 

 

 
 

 
 

 



表! 包古图地区地层、岩体、岩脉成矿元素变化特征（!"／#$%&）

’()*+! ,-+./0-1234+*+1+3560/65-(5(，650786(39928+623"(04:5:(-+(（!"／#$%&）

成矿元素及特征值
!号采样区 "号采样区 #号采样区

岩体（!"!） 地层（#$%） 岩脉（&’(） 地层（)((） 岩脉（&"!） 地层（"#)） 岩脉（($）

*+!

*,

-.

/0

*1

2+

平均 (%3"" (&3(# &#3’4 &)3’# %3(% !3(% &3)’
标准偏差 4!3$4 4(3#$ ’#3!" 4#3%" ’!3!" ()3() (3($
变化系数 &3%$ (3"# (3&& ’3’% ’3%" "3’" &3()

平均 (#$3& &#’3$ &’&34 &("3$ !43"# ($3$& &$3’%
标准偏差 !!&3! 4"$34 (!&3! 4(#3& ()&3! )#3$’ !3)’
变化系数 (3’! (3%4 &3%% "3(! "3&4 ’3%$ $3!4

平均 43#" &$3#( )34’ )3!$ "3!) &3)! $34%
标准偏差 &(3$$ &4434 (’3"# (#34% &!3!& ’3(4 $3(%
变化系数 (3$4 &"3’) ’3&( ’3)! ’34! &3#4 $3"%

平均 &3$$ $3)$ &34( $3&( $3$% $3&4 $3&$
标准偏差 "3(& !3$( &3$" $3&! $3$# $3$! $3$!
变化系数 "3(& #3!$ $3!# &3’’ $3#% $3"$ $3!$

平均 $3&4 &3&$ $3$# $3$) $3$! $3$! $3$4
标准偏差 $3(& $3’( $3$! $3$# $3$( $3$) $3$&
变化系数 &3"$ $3(% $3)4 &3&" $3’’ &3&) $3($

平均 #’3#$ 4%3)) !#3’& ")3&% 4"3)% ’"3%! "#3)%
标准偏差 &’%3$ !#34# !"3!$ (!3’% ’434) &)3#% (434)
变化系数 &3!! &3&4 $3%4 $34! $3!4 $34& $34(

注：!单位为&$5%；（）内数字为样品个数；具体位置见图&2。

可能仍来自中酸性岩体，但在岩浆期后热液活动中

大量外迁，造成岩体内部的相对亏损，与岩体及围岩

接触带发现的大量辉锑矿和自然锑吻合。同一采样

区内闪长玢岩脉中的成矿元素含量明显低于中酸性

岩体和火山碎屑岩，尤其是距离岩体最远的#号采

样区（表(），说明岩体周围的岩脉（!号、"号采样

区）可能受到了岩体岩浆期后热液的影响或是二者

具有同源性，而远离岩体的岩脉（#号采样区）未受

影响或异源。此外，根据化探资料（武警黄金部队内

部资料），$号岩体是包古图地区分布最广、异常最

强的/0异常区。同时，在&&号矿区发现了大量自然

铋，且与金矿化关系密切。自然铋是一种密度很大

的矿物（%6)%%6#1／78’），很难随流体迁移到较远

的位置，这也说明&&号矿区的成矿流体来源于与其

在空间上关系密切的$号岩体（图!）。

选取!号采样区中的石英闪长岩岩体和围岩地

层分析*,、-.、/0、*1、2+、*+等成矿元素迁移的相

关 性。各 元 素 的 检 出 下 限：!（*+）为$6’9&$5%

〔!（*+）上限为’$$9&$5%，其余无上限〕，!（*1）为

$6$’9&$5!，!（2+）为(6$9&$5!，!（*,）为$64$9
&$5!，!（-.）为$6($9&$5!，!（/0）为$6$49&$5!；

但考虑到分析*+在迁移过程与其他元素之间的关

系，这里舍弃*+含量过低的数据，取!（*+）的下限

为&3$9&$5%。分析结果表明，在岩体与地层围岩

中，成矿元素的含量、*+与其他元素的相关性并没

有实质性的区别，*1和2+在岩体中的高值略大于

在地层中的，2+的含量在岩体中分为比较明显的(
组，与&号岩体南北差异有关（&号岩体北部以石英

闪长岩为主，南部以闪长岩为主，并有辉石闪长岩和

辉绿岩出现），岩体中元素含量分布比较均匀，而地

层中低值部分比较多。无论是岩体内部还是围岩地

层，*,与*+之间都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0
与*+之间为弱正相关，而其他元素与*+无相关性

（图&&），这与笔者观察到的金矿化与自然砷、自然

锑、辉锑矿、自然铋和辉铋矿紧密相关是一致的。因

此，包古图地区*,异常是金矿勘探最为主要的地球

化学标志，其次为-.，其他元素具有参考意义；而相

应的砷、锑、铋矿物，尤其是肉眼即可见的辉锑矿和

自然砷是最直接的矿物学标志。

;3! 矿化类型的决定因素

尽管包古图地区的金矿脉在空间展布及成因上

都与区内的中酸性岩体有直接关系，但也存在显著

区别，容矿构造的性质是关键因素，其压、张、扭性对

成矿特征影响显著。’号岩体西侧乃比克金矿床的

矿体产于:;走向、-;倾向的压性断裂系统之中，

压性断裂系统成矿空间小，热液通过断裂时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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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内破碎原岩成矿的方式为主（图!），由此形成

蚀变岩型矿化，围岩与矿体没有清晰的界线，这种压

性构造的形成可能与前文述及的包古图地区存在由

"#向$%的推覆活动有关。&号矿区’(号脉矿体

几乎全部由辉锑矿)自然砷)石英脉组成（图&），形成

大量的梳状石英，偶见晶洞构造，脉中矿物沿脉壁生

长的特征明显，说明矿体形成于张性空间之中，因

此，’(号脉中的矿体以充填成矿的方式为主，矿体

与围岩之间也有截然的边界。相对于完全张性和压

性的断裂来说，兼具张性和压性特征的扭性断裂在

自然界更常见，其孔隙度、渗透率介于二者之间，更

有利于成矿，因此，包古图地区绝大部分矿脉都就位

于这一类断裂之中，形成石英脉)蚀变岩型矿体，兼

具充填和交代的特征（图*+、,）。

容矿断裂的性质也决定围岩在成矿过程中的参

与程度，压性断裂中成矿热液与破碎围岩充分均匀

反应形成细脉浸染状矿化（图!）；张性断裂中成矿热

液与围岩反应较弱，如&号矿区’(号脉，黄铁矿、毒

砂在包古图金矿区中普遍存在，但’(号脉的辉锑矿)
自然砷)石英脉中没有发现黄铁矿，仅有少量毒砂，这

可能与成矿体系中的-.由围岩提供有关，而在这种

张性断裂中，围岩与成矿热液的反应却十分有限。

此外，成矿元素的化学性质也对矿体的就位、类型有

影响，比如在热液矿床中，+/、"0通常迁移到成矿体

系外带并在中)低温阶段沉淀，而,1则在成矿体系内

带的高温阶段沉淀（邵跃，2!!(），22号矿区与自然铋

密切相关的金矿体就位于岩体与围岩接触带附近，

这与,1元素的难迁移特性是相对应的；而+/、"0可

以从岩体中迁移到距岩体345以内的范围，形成自

然砷、毒砂和辉锑矿等。

6 结 论

包古图地区的金矿化类型丰富多样，可分为石

英脉)蚀变岩型、蚀变岩型、辉锑矿)石英脉型和富硫

化物型，不同的矿化特征与其容矿构造的性质、矿源

岩浆热液的元素组合有着密切的关系。石英脉)蚀

变岩型是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构成包古图地区最主

要的经济矿体，也是这一地区找矿的主要方向。蚀

变岩型金矿化（乃比克金矿床）是包古图地区近年来

发现的一种新的矿化类型，矿化体主要位于$#向

断裂之中，这一发现为该区金矿的勘探提供了新思

路。辉锑矿)石英脉型（&号矿区’(号脉）是一种特

殊的矿化类型，含自然砷、自然锑、788449:.:1;.、方

锑金矿和硫锑金银矿等罕见矿物，这些矿物与金矿

化直接相关，这一类矿体也是包古图地区发现的最

富的金矿体，并伴生高品位的锑。富硫化物型矿石

（22号矿区’2号脉和!号岩体北东接触带）中自然

铋与金矿化紧密相关，尽管目前发现的3处矿点规

模都不大，但是该类型矿体位于具斑岩型矿化的岩

体与围岩的接触带上，与区内的斑岩型矿床之间形

成一个很好的过渡，有利于整体认识这一地区的金

铜成矿规律。

包古图地区的金矿化在空间上和成因上与中酸

性岩体关系紧密。各地质体中成矿元素的含量与岩

体之间的距离呈反比，成矿元素在中酸性岩体中的

含量最高，其次为岩体附近的火山碎屑沉积地层，同

一区域内中酸性岩脉的成矿元素含量最低。+<与

+/、"0和,1之间具不同程度的正相关性，+/、"0、,1
的异常，尤其是+/异常可以作为该地区找金的化探

标志。中酸性岩体是区内金矿床成矿物质、成矿流

体和热驱动力的主要来源，岩体周围的各种断裂系

统是重要的容矿构造，而不仅限于之前认识的$%
向构造控矿。

志 谢 笔者在矿山工作期间，招金北疆矿业有

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马学勇、总工程师张晋国、工程师

曹源和陈刚、生产部经理邵鹏以及新疆有色地质勘查

院乃比克金矿负责人吴宏恩提供了很多帮助，特此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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