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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北山金成矿带为一东西长 300 余公里，南北宽 100 余公里的大型金成矿带。带内发育韧－脆性

剪切带型、破碎蚀变岩型、基性侵入体边缘石英脉型及浅变质含碳碎屑岩型金矿。矿带虽受多种成矿条件控制，

但构造控制最为重要。独特的大地构造控制了区域成矿带的形成；中新生代巨型推覆为重要的矿床（田）构造，

它控制了金矿床（田）展布，与推覆构造有关的次级褶皱、断层、节理、劈理控制了矿体的形态产状，为重要的

容矿构造。强烈构造变形的推覆构造前缘叠瓦带是最有利的找矿地段。 

关键词  金矿床  控矿构造  推覆构造  新疆北山 

 
北山构造带跨越新甘两省区，西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东至甘肃省北部马宗山，北东东向延绵

500 余公里。新疆境内长达 300 余公里。该构造带以其独特的区域构造属性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倍受中外地

学界关注，近几年相继发现了许多金、铜矿床而成为重要的金（铜）成矿带。北山金成矿带受地层、变质

岩、岩浆岩、构造等多种因素控制，但构造控矿最为重要，本文对新疆境内北山金成矿带不同级别控矿构

造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找矿方向。 

1  矿床地质概况 

新疆北山金成矿带矿床（点）的赋矿地层主要为元古界、上石炭统、下二叠统，其中上石炭统甘泉组

和胜利泉组为主要控矿地层，其次为下二叠统哲斯组。在含炭质较多的岩层或火山岩、火山碎屑岩中，硅

化发育且大量出现五角十二面体黄铁矿或胶状黄铁矿的地段有可能出现矿化。区内岩浆活动相当发育，它

们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金矿床具不同的控制作用，但最重要的是中基性脉岩对金矿的控制。据金矿床地

质特点尤其是容矿围岩类型、构造特点，本区金矿床类型主要有：① 韧-脆性剪切带型；② 基性侵入体边

缘含金石英脉型；③ 破碎蚀变岩型；④ 浅变质含碳碎屑岩中的含金石英脉型（孙传敏等，1997）。 

2  控矿构造解析 

本区不同规模的构造具有不同的控矿构造意义。 
2.1  大地构造对成矿带的控制作用 

北山金成矿带位于塔里木板块与准噶尔板块结合部靠近塔里木板块一侧。该区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

大地构造属性，经历了多期次复杂的构造—沉积—岩浆—变质作用，总体表现为三大开-合旋回及巨型推覆

                                                        
* 国土资源大调查青藏高原东北缘 1：5 万区调(新地勘发，1996，113)及部攻关项目塔里木地块东北缘金铜等矿产成矿规律及成矿预测（9502010-0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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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哲夫等，1997），即兴地期裂陷槽开-合旋回；早阿尔金期初始裂谷开-合旋回；中晚华力西期陆内裂谷

开-合旋回；中新生代巨型滑脱-推覆造山。 
北山成矿带矿产的形成、分布与大地构造特点具密切的联系。复杂的构造演化为成矿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结晶基底、褶皱基底中发育韧-脆性剪切带型金矿，陆内裂谷地幔上涌形成的大量玄武岩浆带来大量的初

始矿质，同期或稍后的含碳质碎屑沉积可能初步富集金，中新生代巨型推覆构造使金再次活化富集而分布

于狭窄的前缘叠瓦带中。 
2.2  北山推覆构造及矿田构造 

研究表明，北山地区中新生代表现为巨大的推覆构造（肖渊甫等，2000），几乎囊括整个北山构造带。

推覆构造带由芦草滩推覆构造、红十井－茅头山推覆构造、方山口推覆构造、依孜格塔格推覆构造、穹塔

格推覆构造等 5 个大型推覆构造组成，总体构成鳞片叠覆构造（图 1），各推覆构造包括主推覆面、前缘叠

瓦带及推覆体等，大多数推覆体由若干推覆断片组成，推覆构造带南缘发育前陆盆地。 

 

图 1  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北山地区推覆构造格局及金矿分布图 

1－中-新生界；2－二叠系；3－石炭系；4－泥盆系；5－寒武-志留系；6－震旦系；7－前震旦系；8－花岗岩；9－碱性花岗岩；10－花岗闪长岩；

11－闪长岩；12－石英闪长岩；13－基性岩；14－基性-超基性岩；15－超基性岩；16－推覆构造底板断裂；17－断片底板断裂；18－推覆体前缘断

裂或一般断裂；19－逆冲为主的断裂；20－走滑为主的断裂；21－推覆体编号；22－剖面线；23－金矿床（点） 

从北山南缘目前发现的金矿田（床）来看，均产在红十井—茅头山推覆构造（Ⅱ）前缘叠瓦带和方山

口推覆构造（Ⅲ）前缘叠瓦带中，这两个叠瓦带在北山推覆构造带中变形最为强烈。显然，矿（田）床的

这种分布规律与推覆体的构造变形强弱密切相关。 
2.3  矿床控矿构造 

本区矿床控矿构造主要有以下构造样式。 
（1）韧-脆性复合型剪切带控矿。韧-脆性剪切带主要为早期韧性剪切带被后期脆性、脆-韧性剪切带

叠加改造而形成的韧-脆性剪切带，常产生于基底构造层中，如 TSB 金矿便为典型实例。该金矿产于早期

韧性剪切带与晚期 NW 向脆性断层交截部位（图 2）。容矿构造主要为韧性剪切系统的 P 脉及 T 脉，尤其

是与晚期节理复合的地段为最有利的容矿部位。 
（2）前缘叠瓦带强烈变形部位控矿。推覆构造前缘叠瓦带对矿床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但并非整个

带均有矿产分布，仅在地层、岩性、构造有利，尤其是构造变形特别强烈的地段有可能形成金矿床。如

QYB 金矿床，矿化带长 8 km，宽 1.5 km，带内叠瓦断层密集发育，大断裂平均间距 40～50 m，而次级断

裂间距仅 10～20 m。矿区构造变形强烈，劈理化，构造透镜体化明显。矿区发育 3 个矿段，各矿段分布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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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特点，相间 1.6～3 km。 
（3）NEE向前缘叠瓦断层与NE、NW向断层交汇地段控矿。在北山南缘金矿带中，规模较大、品位

较富者，几乎都分布在NEE向叠瓦断层与晚期NE向、NW向一组或两组断层交叉处，如图 2 所示，D31、

D11、D12、D13等矿床（点）分布在NEE向断层与NW向右行平移断层交汇处；H2、SQD金矿床分布在NEE
向断层与NE向左行平移断层交汇地段；DB41金矿床受NEE向、NE向及NW向 3 组断裂控制。在上述 3 种情

况中，后者矿化最好。 

 

图 2  TSB—SQD 地区金矿床地质图 

1－第四系；2－石炭系石板山组；3－石炭系甘泉组；4－中元古界；5－石英脉；6－闪长岩；7－推覆构造底板断裂；8－推覆体前缘断裂叠瓦断层；

9－平移断层；10－韧性剪切带；11－角度不整合；12－金矿床；13－地名 

（4）派生褶皱、断层、节理、劈理等构造容矿。推覆构造变形过程中，往往派生一系列与之有关的

构造，如褶皱、断层、节理、劈理等，常常为有利的容矿构造，直接控制了矿体的形态、规模、产状。JSH
金矿床共有 9 个矿体，赋存于蚀变带内，矿体呈层状、似层状、组合为树枝状、雁列状，长数十至数百米，

出露宽度数米至十余米，最高品位 46.88×10－6，平均品位 3.44×10－6。矿体或蚀变带与主断裂（推覆构造

前缘叠瓦断层）或平行或斜交，常分枝复合或交叉再现，它们受控于推覆构造派生的张节理或剪—张节理，

在发育多组节理的地段，蚀变带或矿体（脉）常呈网状（图 3）。 
对北山金矿带中矿体总体产状而言，大多数与推覆构造前缘断层产状一致，即走向 NEE 向、向 SSE

或 NNW 陡倾，但个别呈 NNE—NE 走向展布，说明推覆构造派生断裂对矿体的控制作用。前缘叠瓦带强

烈变形的地段，构造透镜体、碎裂岩及连续劈理发育，后者往往成为容矿构造、矿体顺劈（片）理分布（图

3），二者产状一致。推覆构造强烈变形，常常派生牵引褶皱，造成了有利的构造圈闭空间，有利于成矿。 

3  主要认识 

（1）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北山构造带中新生代表现为大型推覆构造带，其内部由 5 个推覆构造组成，

由南向北呈后展式发育，变形逐渐减弱。早期的不同类型构造均卷入了推覆构造变形。 
（2）该区推覆构造具重要的控矿意义。巨型推覆构造南缘强变形带控制金矿带的区域展布；前缘叠

瓦带中强烈的变形部位、派生的次级断层部位、早期韧性剪切带被改造为韧-脆性剪切带部位、叠瓦断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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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产于强烈变形部位的金矿体 

1－构造透镜体；2－劈理；3－金矿体 

 
晚期的 NE、NW 向走滑断层交叉部位等，为重要的矿床控制构造；推覆构造派生的节理、劈理、牵引褶

皱等为常见的容矿构造。 
（3）关于本区找矿方向。北山地区是我国有色、贵金属资源的重要远景区之一（吴德超等，1997），

近年来相继发现了一大批金矿床（点），但因本区自然条件恶劣，工作程度较差，大型、超大型找矿未取

得突破，但从成矿条件分析，本区具备大型金矿的基础条件（刘德权等，1996），作者认为以下地段应是

重要的找矿方向：首先，推覆构造前缘叠瓦带，尤其是方山口推覆构造（Ⅲ）中段的前缘叠瓦地带；推覆

构造南缘上石炭统干泉组、胜利泉组、下二叠统哲斯组分布区并发育 NE 向、NW 向断裂的地段；基底中

韧性剪切带卷入推覆构造，并被 NE、NW 向脆性断层切割而成为韧-脆性或脆-韧性剪切带的地段；推覆构

造前（南）缘叠瓦带中基性岩脉及破碎蚀变发育的地段等，在今后的找矿勘探工作中应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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