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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昆仑地区已经发现的矿床类型繁多，矿种较全。根据其成矿地质背景及其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

将研究区从北向南大致分为 7 个成矿带。特别指出其中的西昆仑微陆块中带与花岗岩有关的铜钼，金，铬铁，锂

铍稀有元素等金属矿床成矿带中的特提斯型斑岩铜矿、铁克里克隆起铜金成矿带中的前寒武纪火山沉积变质铜矿

床以及木吉—大同—库地金铜成矿带中的海相喷流沉积型铜(金银)矿、斑岩及夕卡岩型铜金矿均具有良好的找矿

前景。 

关键词  成矿分带  成矿前景  地质背景  西昆仑地区 

 
研究区是中央造山带的西延部分，位于塔里木板块西南缘（丁道贵等，1996）。前人依据西昆仑山西部部分侵入岩的有

限同位素年代学资料及区域对比，将西昆仑区地的侵入岩划分为 5 个岩带（汪玉珍等，1987；潘裕生 1994），由南向北分别

为新生代塔什库尔干岩带、中生代东帕米尔－喀喇昆仑岩带、晚古生代公格尔－阿克阿孜山岩带、早古生代却谱－他龙岩带、

元古宙科干岩带。各岩带亦有相互穿插。五个岩带与相应的五个构造带（潘裕生，1994；潘裕生等，1990）对应。该区由北

向南大致可分为铁克力克古元古代（新太古代）隆起、昆盖山－库尔良晚古生代裂谷、公格尔－柳什塔格中晚元古宙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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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单元之间往往为深大断裂带（缝合带）所隔；这些深大断裂带活动时间长，变质

变形强烈，对成矿带具有显著的控制作用。 

西昆仑地区矿产资源带状分布规律明显, 根据西昆仑地区构造单元划分及其矿产分布特点，将研究区由北向南划分如下 7

个成矿带。 

1  塔里木西南缘与古生代褶皱带中沉积建造有关的铅锌，铜银多金属成矿带 

该带北东以科岗断裂为界与铁克里克隆起分开，南与西昆仑地体为邻，即南以喀斯拉坦河—奥依塔格断裂及他龙—库尔

浪断裂、喀什—叶城拗陷为界，北至山前戈壁。带内地层自前寒武系至中新生界均有出露，尤以晚古生代地层令人瞩目。根

据该成矿带的岩相古地理及区域构造等特征研究，该成矿带在塔里木晚古生代早期为板块边缘，具有陆间裂谷盆地性质的裂

陷盆地，盆地内主要由巨厚层的海西构造层组成。 

该带晚古生代的富含碳质的灰岩、白云岩中银铅锌多金属矿化普遍而强烈，是西昆仑地区银铅锌多金属矿床分布最为集

中的地区，其中已发现具较大规模的矿床有塔木银铅锌矿床、卡兰古银锌铅矿床（祝新友等，1997；姜春发等，1992；汪东

波等，2001）、乌苏里克银铅锌矿床、铁克里克铅银铜矿床、阿尔巴列克铜银铅矿床等。 

区域化探成果表明，在该成矿带除 Fe、Cu 及其伴生元素异常成群成带分布外，还发现以 Au 为主，伴有 As、Sb、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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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 元素异常成群成带分布，不少异常经检查发现金矿化及其蚀变现象，并有明显富集趋势。 

根据带内岩相古地理及矿床分布特征，带内塔木－铁克列克－卡拉牙斯卡银铅锌多金属矿化集中区、卡兰古－乌苏里克

－阿尔巴列克银铅锌多金属矿化集中区、棋盘－卡拉马依铁铜银铅多金属矿化集中区等 3 个矿化集中区找矿潜力巨大。 

2  铁克里克隆起铜金成矿带 

该带位于塔里木板块西南缘，其南北均以断层为界，北界为杜瓦—阿卡孜逆冲韧性剪切带，南界为喀拉斯坦河—他龙—

库尔浪逆冲剪切带（科岗断裂），呈北西向展布。前震旦系构成铁克里克隆起的基底，古元古界为区内出露的最老地层。古

元古界埃连卡特群下部主要为黑云石英片岩，中部为方解石黑云石英片岩，上部为二云母石英片岩、绢云绿泥石英片岩。中、

新元古界变质程度稍浅，长城系赛拉加兹格群为一套细碧角斑岩系，并有超镁铁质岩块相伴出现，构成非完整的蛇绿岩。蓟

县系和青白口系为富含硅质镁质碳酸盐岩夹火山岩、碎屑岩。震旦纪沉积盖层岩性为白云质、硅质碳酸盐岩和碎屑岩，古生

代稳定型的盖层沉积以断片状零星分布于隆起带边缘。总之，区内晋宁期构造层下部为绿片岩相、角闪岩相之变质岩、混合

岩，中部为片岩、大理岩夹基性、酸性火山岩，上部为石英砂岩、灰岩夹砾岩；海西构造层为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带内

岩浆活动微弱，仅见少量海西早期的 S 型花岗岩。中新生代则为推覆形成的席片构造。 

化探扫面及矿产资源评价成果显示，在布琼—艾德瓦搞铜金矿化集中区铜金矿床的找矿潜力巨大。已发现布琼含铜磁铁

矿、布琼沟铜矿化点、芒砂铜矿化点等，在艾德瓦搞地区已经发现多处铜矿化体，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3  西昆仑造山带北带与早古生代活动大陆边缘有关铜金、铅锌银、铬铁、稀有金属成矿带 

该带西段位于西昆仑山主脊的北侧，北以喀斯拉坦河—奥依塔格断裂及他龙—库尔浪断裂、铁克里克断裂为界，南界为

库地—盖孜西韧性剪切带为邻。西段的显著特征是震旦纪—早古生代的蛇绿混杂岩发育。该蛇绿岩代表被消减的洋壳，由此

可见，该处是晚震旦世—早古生代塔里木板块南部拉张形成的边缘海洋壳盆地。与之相关的下古生界奥陶—志留纪地层为深

水陆棚相—斜坡相—斜坡扇相沉积。带内泥盆系为一套以陆源碎屑岩为主夹灰岩的地槽不稳定沉积，岩性为浅灰绿色细碎屑

岩夹碳酸盐岩、含砾泥质粉砂岩、砂岩、硅质岩、霏细岩及片岩、千枚岩等。石炭系主要为一套以细碎屑岩为主夹中—基性

火山岩的沉积岩-火山岩建造。该带东段在中、新元古界为岛弧环境。 

带内分布的主要金属矿床较多，西段代表性矿床有盖孜特格里曼苏砂岩铜矿、乌依塔什含银黄铁矿、果勒都松苏铜矿、

皮拉里铜矿、尤仑踏卡特铅锌矿床、塔合提铅矿、库地含铜磁铁矿矿床、库地铬铁矿矿床、科岗铜镍矿点、科干铬铁铜镍矿

点；东段代表性矿床有奥依切克金铜矿、塔木其铜矿等。尤其是盖孜特格里曼苏砂岩铜矿和塔木其塞浦路斯型铜矿的找矿潜

力很大。 

4  西昆仑微陆块中带与花岗岩有关的铜、钼，金，铬、铁，锂、铍、稀有金属成矿带 

该带位于西昆仑地体北带之南，主体由前寒武纪变质地层和以加里东、海西期为主的花岗岩类组成，呈向南突出的弧形

条带，其北界为库地南—盖孜西韧性剪切带及他龙—库尔浪断裂带，其南界为康西瓦—布伦口韧性剪切带。 

该带西段前寒武系布伦阔勒群为一套火山岩复理石建造，受中、深区域变质，主要岩性为片麻岩、片岩，夹大理岩

等；东段库浪那古群为一套中、深成（角闪岩相为主夹绿片岩相）区域变质岩。岩石以各种结晶片岩为主，夹少量大理岩、

混合岩、片麻岩等；中元古界长城系赛图拉群主要分布于康西瓦断裂北侧至桑株达坂之间，岩性为各种片岩、霏细钠长斑岩、

绿泥石阳起石角岩、片状砾岩等，其次为片麻岩、大理岩、混合岩，原岩为海相碎屑岩类、碳酸盐岩及火山岩；中元古界蓟

县系塔昔达坂群出露于恰尔隆、阿卡孜达坂以东赛图拉一带，岩性为变质砂岩、千枚岩、夹板岩、白云岩、灰岩和砂砾岩。 

该带的显著特点是岩浆活动强烈，尤以海西期为最。海西期侵入岩和一些印支期侵入岩沿康西瓦断裂—布伦口断裂带的

北东侧发育，多呈基岩产出。岩性有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钾长花岗岩和斜长花岗岩等。同位素年龄多在 202.3～277.7 

Ma及 297～346 Ma（汪玉珍等，1987）。花岗岩大部分SiO2含量大于 66%，显示I型花岗岩特征，为下地壳部分熔融和冷凝结

晶产物，推测其原岩主要为前寒武纪变质岩系及俯冲洋壳组成。 

带内有木吉肖尔布龙—霍什塔什锂、铍稀有金属、大同—卡因雷克铜铁、瓦恰—拉依布拉克等 3 个矿化集中区，已发现

霍什塔什锂辉石矿、肖尔布龙绿柱石矿、三素铍矿、大同斑岩金（铜）矿、姆美雷克铜矿、库马铜铅矿、泡老克铜矿、瓦恰

铜银铅矿床、拉依布拉克同钼矿、班德尔铜矿、卡因雷克达万含铜黄铁矿、夏麦兹铜矿等一批金属矿床、矿点。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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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沿叶尔羌河流域已发现有大量砂金矿床，这些砂金矿的源头均在该区，故应加强该区的原生金矿研究和找矿工作。 

带内瓦恰银铅锌铜多金属矿床具有代表性，矿区出露地层为奥陶-志留系（O－S）的一套碳酸盐岩夹细碎屑岩，岩浆岩

仅见少量闪长岩出露，但地表有高岭土化现象，显示下部有隐伏闪长岩体。区内已发现有 2 条铜矿化带，矿化带均呈NNE

向产于大理岩下部的碎裂状绿帘石钠长岩中，走向延伸达 70～260 m，宽 0.5～12 m，矿石矿物主要有斑铜矿、辉铜矿、兰

铜矿，矿石表面孔雀石化发育，地表拣块采样含铜 0.41％～10.73％，含金 0.11～2.26×10－6，含银 114～1173×10－6；该区

褐铁矿化、黄钾铁矾化蚀变带和硫铁矿脉发育，且规模较大，其中还含较高的CuAu，PbZn等金属元素，显示了良好的矿化

前景。 

5  西昆仑造山带南带与古生代弧后盆地有关的铁锰银、金、锂铍、铌钽、稀有金属成矿带 

该带南界位于喀喇昆仑山北侧，西段北界为康西瓦—布伦口韧性剪切带，东段北界为 塔木其—上其汗断裂，东端自叶

亦克南经尼雅河上游与康西瓦断裂相接。带内分布的主要为奥陶-志留系的碎屑岩、灰岩、砂（页）岩及粉砂岩互层。 

1/50 万化探成果在带内圈定了大量与铜、钼、银、锂、稀土、稀有元素矿化有关的异常，这些异常不仅范围大，而且强

度高，分带清晰，显示了该带良好的找矿前景。此外，该带铜、铅锌、金银、铁矿化信息，特别是尚未引起重视的银矿信息

众多， 1/50 万化探在带内圈定了大量与之矿化有关的异常，预示该带优异的找矿前景。有意义的是，沿康西瓦断裂分布的

各类矿床中，广泛发育了大量与矿化相关的菱铁矿，这无论在基础理论研究，或在矿床寻找上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值得

深入工作。 

根据带内的不同成矿地质背景及成矿地质特征，以乌兹别里山口—塔什库尔干—乔尔天山—界山达坂为界将该区分为如

下 3 个亚带：上其汗—库牙克金铜矿床成矿亚带（北亚带）、木吉—黑卡—甜水海与古生代浊流相碎屑岩复理石建造有关的

铜、铁、锰、银铅锌矿床成矿亚带（中亚带）和塔什库尔干—红旗拉甫—天岔口铁铜金锰银多金属矿床成矿亚带（南亚带）。 

尤其塔什库尔干—红旗拉甫—天岔口铁铜金锰银多金属矿床成矿亚带（南亚带），主要分布在康西瓦—布伦口韧性剪切

带以南的广大区域，晚古生代—早中生代弧后盆地沉积和陆表海相的浅海台地—滨海相的侏罗—白垩纪地层构成其主体。以

界山达坂—塔阿西断裂带为界划分为南、北两个蕴矿区。北蕴矿区包括阿克赛钦隆起，木吉—布伦口南侧的区域，基底岩系

由古元古界和长城系甜水海群组成。南蕴矿区地层主要由晚古生代—早中生代（P－T）弧后盆地和属于陆表海的浅海台地

—滨海相(J－K)的地层构成。 

上述 3 个亚带中的中亚带已经发现卡拉玛铜（金）矿床、木吉金矿床、砂子沟铜矿床、契列克其铁矿床、俘虏沟银锰矿

床、黑黑孜江干站铁矿床、黑卡银多金属矿床、大红柳滩锂铍、铌钽等稀有金属等矿床。 

6  喀拉昆仑海西-印支褶皱带铜金、银铅锌、锂及稀土、稀有金属成矿带 

该带北界为红旗拉甫—铁隆滩断裂，南以空喀山—乔格里断裂为界。带内前寒武系变质基底为一套由灰色片麻岩、灰黑

色黑云母片岩夹白色厚层大理岩组成的深变质岩地层。早古生代地层仅零星分布，下二叠统为一套海相碎屑岩和海相碳酸盐

岩。三叠纪时属于古特提斯海的沉积。带内还广泛分布有陆表海的滨海相—浅海相台地相的侏罗纪和白垩纪地层。 

带内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比较强烈，燕山期花岗岩分布较广，以红旗拉甫花岗岩体为代表，属中—低钾、铝弱饱和的

钙碱性盐类；喜山期花岗岩主要沿红旗拉甫—铁隆滩断裂分布属钙碱性-碱性岩类，为岩浆演化晚期的深源断裂活动产物，

可能与喀拉昆仑断裂中新世末的走滑活动有关。 

带内工作程度较低，目前已发现一些铁矿点及砂金矿床。根据地质特征分析，该带与海西-印支褶皱带有关的铜金、银

铅锌及锂铍稀有金属矿床应有广阔前景。 

7  羌塘微古陆稀有、铜金成矿带 

该带出露地层以二叠纪浅海相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为主，岩性为灰—深灰色砂岩、砂岩夹粉砂岩、黑色粉砂岩、含砾

砂岩、含砾钙质板岩、灰岩、生物灰岩等。目前该带交通相对困难，研究程度甚低，情况知之较少。但邻区西藏和青海境内

出露有规模不等的铜金铁矿床。 

根据与国内外典型矿带和矿床的对比研究，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是西昆仑邻区的中国藏东玉龙斑岩铜矿成矿带绕过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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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西延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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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的昆仑山。在布喀达坂峰至喀喇昆仑山间的长约 2000km 的范围内，广泛地断续地发育着中新生代的火山喷发岩。燕山期

和喜山期侵入体，特别是小斑岩体为数众多，现代水系中多次找到斑岩铜矿转石，在云雾岭已找到斑岩铜矿露头；在西若有

规模巨大的水系沉积物化探 CuMo 异常；已在塔什库尔干县达布达尔以东找到铜钼矿化蚀变带。上述特征表明西昆仑微陆

块中带与花岗岩有关的铜钼，金，铬铁，锂铍稀有金属矿床成矿带具备了寻找特提斯型斑岩铜矿的良好条件和找矿前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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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琼-艾德瓦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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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都库什山系的前寒武纪小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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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超大型矿床。西昆仑地区铁克里克隆起铜金成矿带也有与之相似的成矿地质条件，因此应加强对该带尤其布琼—

艾德瓦搞异常的查证力度。此外，研究区的火山岩分布十分广泛，与火山岩有关的块状硫化物矿床的找矿前景也十分乐观。 

木吉—大同—库地金铜成矿带是西昆仑地区又一重要成矿带，带内金矿主要产于碳质千枚岩、碎屑岩及绢云母石英片岩等

岩石中，受韧性剪切带及构造蚀变带控制。铜(金)矿化与华力西期花岗岩类关系十分紧密，金铜找矿以海相喷流沉积型铜(金

银)矿、斑岩及夕卡岩型铜金矿、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及韧性剪切带型金矿为主。根据金铜成矿环境分析，认为该区的金铜矿

找矿潜力巨大（王书来等，2000；艾霞，199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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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型矿床可资对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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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对研究区地质特征及成矿背景分析，西昆仑的主攻矿种及主攻矿床类型为斑岩型铜矿、砂页（砾）岩型铜矿、与海相

火山岩有关的块状硫化物型铜（贾群子，1999）、多金属矿、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熔离硫化物型铜矿以及密西西比型铅

锌多金属矿。 

 

参  考  文  献 

 

艾霞. 1997a. 新疆西南部金、铜成矿构造环境及找矿前景. 矿产与勘查，（增刊）：19～24. 

艾霞. 1997b.  新疆西南部金、铜成矿条件及找矿前景浅析. 矿床地质，（增刊）：33～36. 

丁道贵，王道轩，刘伟新，等. 1996. 西昆仑造山带与盆地. 北京：地质出版社. 72～105. 

贾 群 子 .  19 9 9 . 新 疆 西 昆 仑 块 状 硫 化 物 铜 矿 床  .   北 京 ： 地 质 出 版 社 . 

姜春发，杨经绥，冯秉贵，等. 1992. 昆仑开合构造. 北京：地质出版社. 161～168. 

潘裕生，等. 1990. 西昆仑构造特征与演化. 地质科学，25（3）：224～231. 

潘裕生. 1994. 青藏高原叶城－狮泉河路线地质特征及区域构造演化. 地质学报，68(4)：295～307. 

汪东波，祝新友，王书来. 2001. 新疆阿克陶县塔木－卡兰古铅锌矿带 S、Pb 同位素地球化学.“九五”全国地质科技重要成果论文集. 北京：地质出

版社. 479～488. 

汪玉珍，方锡廉. 1987. 西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花岗岩类时空分布规律的初步探讨. 新疆地质，5（1）：10～24. 

王书来，汪东波， 祝新友. 2000. 新疆西昆仑金(铜)矿找矿前景分析. 地质找矿论丛，15（3）：224～229.

祝新友，汪东波，王书来. 1997. 新疆塔木－卡兰古 MVT 型铅锌矿带地质特征. 有色金属矿产与勘查，（4）：202～207. 

 

 
 

 

 
 

 
 

 


	西昆仑地区成矿带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Metallogenic Zoning in West Kunlun Mounta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