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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位于新疆西南部的西昆仑构造多金属成矿带，受多期构造岩浆热事件影响，成矿带经过特提斯洋消

减闭合、抬升造山等构造演化，对金、铜等多金属成矿起控制作用。构造带由北东向南西分成 3 个成矿带：铅锌

（铜）成矿带、铜金（银）成矿带、金铜铅锌等有色金属成矿带。不同的构造环境、岩石建造组合控制着不同矿

种和矿床类型，两条大规模的韧性剪切带和一些特殊的地层层位控制着该区金、铜等多金属矿的分布。该带金铜

找矿类型重点以海相喷流沉积型铜矿、构造蚀变岩型金矿、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及密西西比河谷型铅锌矿为主要找

矿类型。 

关键词  金有色金属成矿带  构造演化  成矿规律  新疆  西昆仑 

 
西昆仑成矿带位于青藏高原的北部，受新构造运动的影响较大，构造岩浆活动频繁。研究发现该区北

带以金、铜矿化为主，产有萨洛依铜矿和特格里曼苏铜矿；中带（中间隆起带）是以金铜矿化为主的多金

属成矿带，产有布仑口铜金矿、木吉金矿、库地铜金矿等矿床；南带是金及有色金属成矿带，产有麻扎东

金矿点、黑黑孜干铅锌矿等。矿带西临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帕米尔成矿带中产有数座大型、特大型

金铜矿床，如阿基纳克（Akinak）海相喷流沉积铜矿及杰兹卡兹甘铜矿等。区内找矿潜力巨大。 

1  西昆仑构造地质演化特征 

昆仑构造带整体为 NW-SE 走向的一狭长向南突出的弧形带（图 1）。介于塔里木板块与羌塘板块两

大板快之间（姜春发等，1992）。目前已有资料表明（胡蔼琴等，2000），西昆仑地体的基底（库地南库

浪那古群变质岩）形成于 2000 Ma，具有岛弧钙碱系列特征，并且在 800～700 Ma 时期，昆仑洋的闭合，

产生地壳增生和重熔作用，引发一系列岛弧岩浆活动（中带大量花岗片麻岩）。也有学者（潘裕生，1990；
姜春发等，1992；邓万明，1995；李永安等，1996； Pan，1996），通过对库地附近之蛇绿岩套研究，获

得大量的 314～700 Ma 的年龄数据，证明昆仑地体基底后又拉张，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古特提斯洋演化。构

造带发育两条规模巨大的断裂带，即阿卡孜断裂带和康西瓦断裂带，这两条大断裂带伴随有大规模的推覆

作用和韧性剪切作用。现将西昆仑自北往南划分 4 个构造成矿亚带，塔里木西南缘台缘昆仑构造北带、昆

仑中间隆起带、昆仑构造南带等，往南为羌塘板块。 

                                                        
∗ 受国家科技攻关 305 项目（96-915-06-06），有色金属地质重点项目 96-D1，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2001CB40980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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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西南缘铁克里克断隆，呈长条状分布于盆地边缘，发育泥盆-二叠纪地层，为一套较单一的

碎屑岩和中厚层状灰岩，包括厚层结晶灰岩，鲕状灰岩以及生物碎屑灰岩、白云石化灰岩等，属陆相浅海

相沉积。该带侵入岩不很发育。北带包括昆盖山（萨洛依）─恰尔隆的泥盆─石炭系和柯岗─库地的下古

生界。沿昆盖山─恰尔隆、柯岗、阿卡孜，向东至库尔良地区，呈长条带“S”型展布，带的北部阿卡孜

大断裂与塔里木地台相邻。中带主要出露地层为元古宙中级变质岩，于两大断裂带之间分布，与区域构造

带走向一致，古生代地层零星分布在该带的边缘。沿布仑口、幕士塔格、布伦木莎一线分布的元古宙地层

分上下两部分。其中，古元古界由一套强烈混合岩化的斜长角闪片麻岩、斜长片麻岩、斜长石英片岩构成。

带内的岩浆岩广泛发育。南带发育一套受动力变质作用影响的云母石英片岩、绢云母片岩、变质石英砂岩

等，原岩相当于一套早古生代富含泥质、炭质的细碎屑岩。绢云母片岩中出现大量的黄铁矿斑点，其中局

部有金的矿化，其特征很类似于萨瓦牙尔吨金矿的容矿围岩。 

 
 
 
 
 
 
 
 
 
 
 
 
 
 
 
 
 
 
 
 

图 1  西昆仑地区地质构造分布简图 

从新疆地史发展看，西昆仑构造带主要经历了 3 个大的发展阶段，前震旦纪或更古老的中元古代古塔

里木地台基底形成成熟阶段（2000～1000 Ma 间）；震旦纪和古生代特提斯洋消减闭合演化阶段（800～700 
Ma 间或更晚）；中、新生代抬生造山阶段。早元古代，火山活动较弱，发育巨厚的陆源碎屑岩和碳酸盐

岩，形成原始的陆壳，由各类变质岩（片麻岩、石英岩、结晶片岩、大理岩等）组成。中晚元古代陆壳进

一步增厚趋于成熟，形成一套滨浅海相陆源碎屑岩夹碳酸盐岩沉积，以石英片岩等浅变质岩为主。中、新

生代造山作用表现非常明显：① 在康西瓦和阿卡孜一带广泛发育塑性流动、韧性剪切、褶皱、冲断构造，

并且有广泛的变质作用发生；② 在昆仑中带发育广泛的中酸性岩浆岩；③ 库地－柯岗一带有蛇绿混杂岩

带存在。西昆仑造山作用是区域内岩石圈、软流圈等不同圈层之间不协调的相对运动的结果，为构造成矿

带内巨量成矿流体提供来源，并且为其搬运和聚集创造条件。构造地质的演化影响成矿物质聚集与分布，

亦就是说构造成矿带内的热事件、流体和应力演化历史影响成矿系统，伴随着不同类型矿床成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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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昆仑多金属成矿分布规律 

构造演化发展控制了区域内金属矿产的分布。西昆仑成矿带由北东向南西分成 3 个成矿亚带即：铅锌

（铜）成矿亚带，形成于构造带北部塔里木台缘；铜金（银）成矿亚带，分布在昆仑北带和中带；金、铜

铅锌有色金属成矿亚带，分布在昆仑南带地区。不同的构造环境、岩石建造组合控制着不同矿种和矿床类

型，两条大规模的韧性剪切带和一些特殊的地层层位控制着该区金、铜等多金属矿的分布。塔里木西南缘

台缘分布有密西西比河谷型（MVT）铅锌（铜）矿床。铁克里克断陷盆地主要分布一套未变质碎屑岩-碳
酸盐岩建造，缺乏显生宇的岩浆活动，在碎屑岩与碳酸盐岩过渡处常为赋存部位；昆仑构造北带分布有海

相火山（VHMS）型铜矿，主要在乌依塔什－萨洛依一带，此处还有砂岩铜矿，主要在特格里曼苏地区；

昆仑构造中带（中间地块）主要分布有海相喷流沉积（部分有后期构造热液叠加）型铜（金银）矿和构造

蚀变岩型金矿，同时存在斑岩铜金矿和韧性剪切型金矿的找矿前景。昆仑构造南带分布有以有色金属为主

及贵金属矿床，康西瓦深大断裂带南部，除出露前寒武纪地层外，以三叠系和志留系厚层碎屑岩为主，在

麻扎、黑黑孜干一带有多处多金属矿点。 

3  找矿前景 

昆仑构造成矿带经历多次构造岩浆活动，特别是中、新生代造山作用的影响，频繁的构造岩浆叠加，

使成岩成矿的叠加作用比较明显。岩浆的侵入为金、铜等有色金属成矿提供热源、水源（流体）及部分矿

质。西昆仑构造成矿带中的康西瓦和阿卡孜深大断裂多期活动，控制矿带内的矿产分布及矿化类型。  
（1）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带内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产于昆仑中带边缘。矿体赋存于早古生代（或更

早）形成的灰黑色炭质泥岩、灰绿色绿泥石石英片岩、石英绢云母千枚岩中。一般认为早期沉积的碎屑岩、

含炭质的泥板岩为初始矿源层，在后期构造热液蚀变作用下，原岩经过挤压破碎，使成矿热液活动淋滤并

萃取成矿物质，迁移于构造蚀变带中沉淀成矿，形成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及石英脉型金矿。该类金矿围岩蚀

变较强，有黄铁矿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硅化等，矿石呈小稀脉状和网脉状。带内典型矿床有木吉金

矿及多处金矿点。最有望突破的地区主要为木吉外围及库尔良地区。 
（2）韧性剪切带型金矿。韧性剪切带型金矿主要受控于两条大规模的韧性剪切带，康西瓦韧性剪切

带和阿卡孜韧性剪切带，阿卡孜断裂附近岩石中金含量普遍增高，由两侧＜5 ×10－9，迅速上升到 10 ×
10－9～20×10－9。其它相关元素含量也随之升高。在西昆仑北带古生代蛇绿岩套中金背景值较高（王书来

1999），世界各地大型金矿带多与这类绿岩有关，并作为重要的矿源层。已发现的库斯拉甫铜金矿点和库

斯拉甫南矿点均与此断裂带有关，说明该区金有富集成矿的可能。西昆仑南带地区沿康西瓦断裂一线尤其

是麻扎—塔什库尔干具备形成金矿的地质条件，大断裂附近金含量普遍提高，尤其是当伴随岩浆热液活动

时更是如此。区内两条韧性剪切带及次级韧性剪切带是形成该类型金矿有利地区。 
（3）海相喷流沉积层控型铜矿。该类矿床严格受地层层位、岩性控制，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镜

状及似脉状，矿石具条带状构造，铜品位高，并且伴生 Au(Ag)。赋矿地层为元古宇中深度变质的片麻岩、

角闪岩、石英片岩夹白云质大理岩，白云岩为主要赋矿层位。断裂构造控制铜矿带展布，破碎带控制矿体

（以层间破碎为主），铜金矿化均与菱铁矿化伴生。在西昆仑中带的古元古界布伦阔勒群中有一系列铜（金

银）矿床，包括卡拉玛铜金矿床、卡拉洞铜矿（点）、小砂子沟铜金（银）矿、卡里库里铜金矿等，有利

找矿地区主要在布仑口、木吉、大同及卡里库尔地区。 
（4）斑岩及夕卡岩型铜金矿。西昆仑中带内中酸性岩浆岩发育，大断裂带及次级断裂带中的花岗岩

株、岩枝附近已经发现多处矿化。其与华力西期的花岗岩类侵入有关，该期花岗岩类形成于岛弧环境（王

书来 2000），是形成斑岩铜金矿有利环境。同时花岗岩类若与碳酸盐岩接触可形成夕卡岩型金铜矿。典型

矿床包括库地铜金矿床，大同一带的铜金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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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密西西比河谷（MVT）型铅锌矿。主要产于北部塔里木台缘。几乎都受控于泥盆-石炭系古含水

层，古含水层是由下部含（透）水的碎屑岩（砂岩）与上覆相对不透水的灰岩层组成，其间发生角砾化和

白云石化作用。若同时发生断裂引起其中含矿卤水的活动，则可引起白云石化等蚀变，进而可能形成多金

属矿化。矿床均产于碎屑岩、钙质砂岩与上部白云质灰岩接触部附近。铜矿主要产于砂砾岩一侧，如阿巴

列克铅铜矿床，铜矿体主要赋存于下侧石英砾岩和砂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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