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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昆仑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西北缘和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古亚洲构造域和特提斯

构造域的结合部位，是横亘于中国中部巨型纬向构造带（昆仑－祁连－秦岭构造带，也有称之为中央造山带）的

重要组成部分。地层、构造、岩浆活动等多种成矿地质条件非常优越。区内已经发现的矿床类型繁多，矿种较全。

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带性。研究区是寻找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有利地区之一。 

关键词  成矿特征  地质背景  西昆仑地区 

1  区域背景 

1.1  地质背景 
西昆仑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于青藏高原西北缘和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大地构造位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

的结合部，中生代以来处于特提斯构造与欧亚板块构造南缘的结合部，是横亘于中国中部巨型纬向构造带

（昆仑-秦岭构造带，也有称之为中央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区由北向南大致可分为铁克里克古元古

代（新太古代）隆起、昆盖山－库尔良晚古生代裂谷、公格尔－柳什塔格中新元古代地块、上其汗早古生

代岛弧、阿什库勒晚古生代陆缘盆地、巴彦喀拉早古生代陆缘盆地、阿克赛钦中间地块和喀喇昆仑中生代

陆缘盆地以及冈底斯板块等多个构造单元（丁道贵等，1996；汪玉珍等，1987；潘裕生等，1990；肖序常

等，1998）。 
西昆仑地区地层发育较齐全，在太古宙和元古宙的众多层位中有绿岩系、花岗绿岩系及硅铁岩系。在

古生代的活动陆缘及裂谷带中有基性火山岩分布。在大陆深断裂带有高原玄武岩及超镁铁质及超碱性岩展

布。晚古生代到早中生代在塔里木盆地边缘有陆源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的稳定沉积。在昆仑山北缘及山间盆

地有中、新生代红色岩系。 
西昆仑地区岩浆活动频繁，时限长，起始于晋宁期，直至喜山期。岩性复杂，由超基性至超碱性岩均

有出露，但以中酸性的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为主。在燕山期和喜山期有不少深源岩体。其中一部分为浅成

斑岩体，一部分为次火山岩和喷发岩（姜耀辉等，1999a）。 
在西昆仑的断隆区、褶皱带的中间地块及巨型断裂带中，岩石普遍受到较强裂的变质作用，形成了广

泛的变质岩系，引发了混合岩化及诸多变质分异的脉岩。 
晚古生代以来，本区发育着与区域构造线呈大角度斜交的横跨性构造带，它们多成为成矿热流体上升

的通道，如乌恰—依扎克、皮山—克里阳、巴楚—墨玉等深大断裂，对成矿作用起到了控制或联合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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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1.2  勘查地球化学背景  

西昆仑地区西段（东经 78°以西）的 1：50 万化探成果表明（新疆第二地质大队，1993），地球化学

元素的组合能很好地体现和反映区域特征。总体说来，南部高山区为 Cu、Mo 地球化学元素富集带，中部

山区为 Cu、Au 元素富集带，北部山前地带 Pb、Zn 有所加强。花岗岩分布区的 W、Sn、Mo、Bi、Zn、
Be、Li 元素较富集，在一些大断裂带的两侧，Hg、As、Sb、Au、Ag 常表现为异常。在区域性层间断裂和

横跨性大角度斜交断裂带交汇的地段此种异常组合更为突出。   
研究区局部地区经过多项不同比例尺的水系沉积物化探扫面，圈定了各类异常群或异常数百处，较著

名的异常有西若铜钼钨异常、昆盖山铜异常、明铁盖金铜异常、上其汗铜金异常、阿克晓金异常（康阿孜

找金靶区位于其中，布琼铜多金属找矿靶区位于其东延部分）、下马里克金异常、二虎守门钨汞异常、吐

兰呼加上游汞、砷、锑、金异常，柯希拉希铜金异常等。目前上述这些异常多数尚未经过有效地查证。 
1.3  遥感判译的初步成果 

西昆仑地区由于基岩裸露，植被稀疏，遥感图片的判译非常有效。我们以已印制的卫片镶嵌图为基础，

作了系统的判读，对直线型、弧型和环形影像进行了构造解译和统计。 
（1）昆北线性构造系。以昆仑山北缘断裂带为骨架，平行密集成带分布，由北向南逐渐稀疏，总体

上呈向南突出的弧形影像。西段在喀拉昆仑山和昆盖山呈 NW 向，东至叶城—皮山以南逐渐转为 NWW 向，

至于田以南的阿克赛钦—克里雅山口一带，逐渐转成近 EW 向，再东至苦牙克—阿克塔克—吐拉牧场一带

转为 NE 向。这一规模宏大的弧形构造早已为前人所描述，曾被命名为于田弧或于田山字形构造（毕子威，

1975 年，内部资料）。 
（2）苦牙克构造系。大致呈 NE45°走向的直线型构造，以苦牙克谷地为代表，影像最突出，在西昆

仑每隔 25～30 km 就有一条，共有数十条。众所周知，苦牙克断裂带曾作为阿尔金大型走滑断裂在昆仑山

的自然延伸，也有人称之为康西瓦断裂带的东段，也有人将其作为东昆仑和西昆仑的分界线。不少学者认

为它是一条重要的控矿构造。此次判译出多条与之平行的构造带，对断裂网络构造控矿理论在西昆仑地区

的推广将起到促进作用。 
（3）塔什库尔干构造系。呈 NNW 走向的断裂系，以塔什库尔干谷地为代表，往西还有阿克苏河—曲

戈马冰川，往东有乌恰—依扎克、皮羌—克里阳、巴楚—墨玉、卡尔苏代牙、阿羌代牙和土木牙代牙等，

它也是地幔热源体上升的通道。 
（4）克里雅构造系。呈 SN 走向，以克里雅河为代表，现代河谷的局部地段呈现明显的 SN 向，常有

第四纪玄武岩沿其呈裂隙式喷发。 
（5）环形及弧形构造系。经过判译发现 60 多处不同规模和不同等级的环形影像-构造系，部分还显示

环环相套，环弧相扣，环线相切或相交的影像，如于田县硝尔库勒湖环形构造（编号 44）中心为一个第四

纪高山湖盆地，汇入湖盆的水系成放射状构造，环湖的阶地和高阶地形成多层环状影像，是否有更深层的

原因尚待进一步考察。又如卡拉土别一带的小型环形影像群（编号 51-62）多为花岗闪长斑岩及闪长玢岩

小岩株所引起。再如康阿孜环形构造，不但地形地貌显示套环状构造，而且 Au 异常、Zn 异常、As 异常、

Hg 异常也沿其呈半环状或弧形排列，受其控制。 
总之，在地质构造和找矿靶区优选诸方面遥感影像提供了大量的有用信息。 

2  区域矿产概述 

西昆仑地区成矿活动特别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已知（已经记录过的）矿床、矿点、矿化点近千处。

其中铁矿（包括铁帽及其他地表氧化带）近百处，铜矿 80 处，铅锌矿近 100 处，砂金矿 20 余处，岩金矿

近 10 处，黄铁矿 120 处，水晶矿近百处，宝玉石数十处，金刚石砂出土处 2 处，蛇纹石十余处，镍矿 3
处，云母矿数十处，石棉矿多处。这项统计工作正在进行中。但是提交过工业储量者廖廖无几，总计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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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处。 
已知的主要矿床类型有：A 与古元古代（也可能为新太古代）硅铁建造有关的铜铁矿（布琼）；B 与

古元古代绿岩系有关的铜矿（艾德瓦搞）；C 与中新元古代含碳酸盐岩夹层的碎屑岩有关的铁铜矿（切列

克其、卡拉硐）；D 与中新元古代细碧角斑岩有关的含铜-锌块状硫化物矿（塔木其）；E 与早古生代岛弧细

碧角斑岩系有关的块状硫化物铜矿（上其汗）；F 与晚古生代裂谷型火山岩系有关的块状硫化物铜矿（萨

洛依、大勒大）；G 与晚古生代陆缘碎屑岩有关的砂岩铜矿（特格里曼苏、芒沙）；H 与晚古生代被动陆缘

碳酸盐岩及碎屑岩有关的层状铅锌矿（塔木、卡兰古）；I 与元古宙韧性剪切带中含炭岩石有关的金矿（木

吉）；J 与伟晶岩有关的云母矿、锂矿和铌钽矿（大红柳滩、康西瓦）；K  与花岗闪长岩及镁质大理岩接触

变质带有关的玉石矿（阿拉玛斯）；L 与侵入岩内外接触交代有关的铜、铁、钨、锡矿（卡尔库里、夏麦

兹）；M 与超基性-基性杂岩体有关的铜矿和铜镍矿（库地、科冈）；N 与燕山期及喜山期花岗闪长斑岩体

有关的斑岩铜矿（云雾岭、大同、沙子沟），以及自然金砂矿（再依勒克、苏乎拉克）和金刚石砂矿（秃

斯阿克其）等。 
经初步研究，西昆仑地区可大致分如下 7 个成矿带，即铁克里克太古-元古宙铁、铜、金、银及多金属

成矿带；昆盖山-库尔良晚古生代火山岩铜、硫、金、多金属成矿带；公格尔-柳什塔格中新元古代铁、铜、

金、多金属、稀有金属、特种非金属成矿带；上其汗早古生代铜、金、多金属、硫成矿带；康西瓦晚古生

代—中生代铁、铜、多金属成矿带；苦牙克-喀拉米兰晚古生代-中新生代铜、镍、金、石棉成矿带。云雾

岭—塔什库尔干中新生代斑岩铜、钼、金、钨、锡成矿带和巴楚—墨玉金刚石成矿带等。 
根据目前资料在某些成矿带内又可划分若干个矿集区（相当成矿亚带或蕴矿带），如铁克里克成矿带

可分为库尔浪、康阿孜、布琼、杜瓦、洛浦等多个各具特色的矿集区。目前在西昆仑地区初步可分出近 20
个矿集区。 

在矿集区研究的基础上还可划分出矿田和矿床，由于本区除个别矿床如塔木铅锌矿床、卡拉古铅锌矿

床、卡拉玛铜矿、砂子沟铜矿等少数矿床外，其他矿床的勘查程度都非常低，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根据与国内外典型矿带和矿床的对比研究，有两点值得一书。其一是中国藏东玉龙斑岩铜矿成矿带环

绕帕米尔山结，可以与巴基斯坦的赛因达克（Saindak）和伊朗的萨尔切什梅（Sar Chesmeh）等斑岩铜矿

带对比。玉龙斑岩铜矿的成矿条件，据芮宗瑶等（1984）研究认为成矿时代是喜山期，控矿构造是深大断

裂，赋矿围岩是第三纪火山-侵入杂岩系，容矿岩体为喜山期黑云母二长花岗斑岩—闪长玢岩小岩株。相似

的地质条件在西昆仑地区多次重现，特别是西诺铜钼异常群内的成矿地质条件与之非常相似。因此，本区

具备了寻找该类斑岩铜矿的良好前提。由于玉龙、萨尔切什梅和赛因达克等斑岩铜矿的铜金属储量规模都

在 200～800 万吨，因此本区的找矿前景也不容小视。其二是阿富汗的阿基纳克（Akinak）前寒武纪火山-
沉积变质铜矿床可以作为与特格里慢苏、布琼－艾德瓦搞等铜多金属找矿靶区相对比的已知模型，其构造

部位为阿富汗特提斯构造带中的前寒武纪小地块（碎块），含矿围岩为前寒武纪火山沉积变质岩，矿床类

型属层控矿床，主矿体长 2000 m，宽 1000 m，厚 60～150 m，埋深 600 m，品位 1.1%，铜金属储量为 308
万吨，属超大型矿床。因此应加强对特格里慢苏、布琼-艾德瓦搞异常的查证力度。 

总之，西昆仑地区构造活动强烈，地层发育齐全，岩浆活动频繁，变质作用和蚀变作用普遍，矿点和

矿化点众多，国内外邻区均有大型-超大型矿床以资对比，因而它为大型-超大型矿床的形成和聚集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 

3  重点成矿带（重点片）地质矿产概况 

在本区成矿地质条件研究基础上以铜、多金属和贵金属矿床为主攻对象，以化探和其他矿化信息为先

导，初步厘定了 10 个找矿重点片区（见表 1）。 
在上列找矿重点片内，应将成矿条件较好、找矿前景明朗、山势较低、交通方便、国家急需且近期开

发条件稍好的重点片列为优先对象，它们是西诺斑岩型铜矿找矿重点片、布琼—艾德瓦搞铜金找矿重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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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格里慢苏铜银找矿重点片、阿羌（奥依且克、塔木其）金铜找矿重点片以及塔木-卡兰古铅锌银在找矿重

点片等（孙海田等，1997；祝新友等，1997；艾霞，1997；姜春发等，1992；贾群子，1998）。 
 

表 1  找矿重点片概况简表 

编号 重点片名称 地质环境 地物化遥信息 矿产简况 

Ⅰ 昆盖山北坡铜

矿 
塔里木板块南缘，昆盖山石炭纪裂谷

带 
具中等的铜化探异常，铜矿化氧化

带较明显 
已发现了阿克塔什、萨洛依和大勒大

等铜矿点 

Ⅱ 塔木—卡拉古

铅锌银矿 
塔里木西南被动大陆边缘，晚古生代

潮坪相碳酸盐岩及碎屑岩沉积 
具 Pb、Zn、Ag、Cu、Cd 等化探异

常，Pb-Zn 矿化氧化带较常见 
已知有塔木、卡兰古铅锌银矿床，还

有不少矿点和矿化点 

Ⅲ 卡拉玛—特格

里曼苏铜银矿 
塔西南被动大陆边缘，新元古代及晚

古生代碎屑岩及碳酸盐岩沉积 
具 Cu、Ag、Fe、Mn 化探异常，铁

帽氧化带多见 
卡拉玛铜矿，特格里曼苏铜银矿，切

列克其和卡拉硐铁一多金属矿 

Ⅳ 
塔什库尔干—

云雾岭斑岩铜

矿 

塔里木南缘活动大陆边缘，特提斯构

造北缘的深断裂，喜山期火山侵入杂

岩和燕山期小岩体断续分布 

北纬 78°以西有 Cu、Mo、Au 元素

组合异常，以东有喜山期喷发侵入

杂岩体及斑岩铜矿转石，铜氧化带

多处可见 

在西昆仑地区分 6 个地段：①砂子沟

—大同；②西若—岔河口；③阿克赛

钦；④克里雅山口；⑤卡拉托别；⑥

云雾岭 

Ⅴ 布琼—杜瓦铜

金矿 
塔西南古元古代铁克里克断隆，绿岩

及硅铁岩系发育，推覆构造活跃。 

多个以 Cu、Au 为主的化探异常，

遥感的环形影像突出，铁帽氧化带

多见 

布琼铜铁矿、康阿孜金异常，艾德瓦

搞铜矿、杜瓦铜矿、杜瓦锰矿 

Ⅵ 铁克里克金、金

刚石矿 
铁克里克断隆、前寒武纪变质岩中有

基性岩侵入体 

环形、弧形以及弧线与直线相交或

相切的影像明显，有自然金、辰砂

和金刚石重砂异常 

秃斯阿克其金刚石砂矿，郎如砂金矿

等 

Ⅶ 再依勒克金矿 康西瓦断裂南侧，再依勒克蛇缘岩带

克里雅山砂金官厂 3 处，玉龙喀什

官厂 1 处，民厂不计其数，年产十

数万两黄金 
再依勒克砂金厂，玉龙喀什砂金矿 

Ⅷ 塔木其—奥依

且克金铜矿 
柳什塔格中间地块北缘，元古宙细碧

角斑岩系发育 
具 Au、Cu 化探和重砂异常，断裂

及糜棱岩带发育 
塔木其铜矿、奥依且克金（铜）矿，

苦阿和亚门铁矿 

Ⅸ 上其汗—下马

里克铜金矿 
上其汗早古生代岛弧，志留纪细碧角

斑岩系，苦牙克深断裂 

具有较强的以 Au、Cu 为特色的化

探异常，上其汗河上游有砂金及黄

铁矿重砂异常 

上其汗铜—硫铁矿，库杜鲁克克岩金

矿，五 0 镍矿 

Ⅹ 阿帕—色日克

库里金铜矿 
苦牙克深断裂东延部分，石炭纪火山

岩系及炭质岩系发育 
砂金古采矿遗迹众多，铜地表氧化

带明显 色日克库里铜矿、遥里特什金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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