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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维权银 铜 矿床是 年发现的一个独立中型银矿 ∀经过野外及室内研究 发现矿床产于塔里木板

块北缘活动带觉罗塔格晚古生代岛弧带的南侧 赋矿地层为中石炭统土古土布拉克组浅海相中酸性 !基性火山岩 !

碎屑岩和碳酸盐岩 受区域早期热蚀变作用而发生不含矿的角岩化 受晚期岩体侵入活动作用形成 !≤∏等矽卡岩

矿化 容矿岩石为钙铁榴石矽卡岩 是一个远离侵入体的以银为主的多金属矽卡岩型矿床 ∀采集维权银 铜 矿东南

部花岗岩进行单颗粒锆石的 ≥ ° ° 年龄测定 结果为 ? 是矿床成矿年龄的上限 ∀

关键词  地球化学 ≥ ° ° 年龄 矽卡岩 成矿时代 维权银 铜 矿床

中图分类号 ° ° °        文献标识码

  维权银 铜 矿床由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姬

厚贵等人于 年 月在土屋 延东铜矿外围以西

约 的地方发现 5新疆通志#地质矿产志6编纂

委员会 是在新疆发现的第一个独立中型银

矿床 秦跃群 ∀经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一地质

大队勘探与评价 共获得资源量 银 为中型银

矿 铜 万 为小型铜矿 同时伴生铅 !锌等金属 ∀

因此该矿床定名为维权银 铜 多金属矿床 也有人

称为维权铜矿 ∀维权银 铜 矿床的发现是地质大调

查的成果 它与土屋 延东铜矿一样 同处于东天山

觉罗塔格金属成矿带内 王福同等 ∀

在发现维权银 铜 矿床之前 东天山地区的银

矿床只有玉西一个 该矿床位于哈密南部 赋存于蓟

县系卡瓦布拉克群下亚组第二岩性段白云石大理岩

中 为岩浆热液充填 交代型银矿床 银储量只有
Ο ∀周济元等 认为玉西银矿为破碎蚀

变岩型银矿 ∀相对而言 维权银 铜 矿床的储量是

玉西银矿床的近 倍 虽然其经济价值远不及土屋

延东铜矿床 但仍以其独特的成矿类型引起人们的

关注 因此 研究该矿床的基本特征 !成矿地质条件 !

成矿类型及其成矿时代 对这一地区的找矿具有指

导意义 ∀

从发现维权银 铜 矿床至今不过 年 但已有

地方企业对它开采 也有部分研究者对维权银 铜

矿床进行研究 有部分作者在研究东天山地区其他

矿床时提及它 韩春明等 毛景文等 秦

克章等 但还没有详细介绍它的文章 ∀

确定矿床的成矿时代对于矿床研究来说是探讨

其成因 !成矿演化 !成矿规律 !成矿系列的重要指标 ∀

由于维权银 铜 矿床的赋矿地层为中石炭统 矿化

又与矿床南部的百灵山岩体的侵入活动有关 因此

矿床的成矿年龄应与岩体的侵入时间相当 ∀王碧香

等 曾测定了该区域内的花岗岩体 红云淮岩

体 !铁岭岩体 !百灵山岩体和骆驼峰岩体 全岩 ≥

等时线年龄 为 并认为这些岩体在深部

可能彼此相连 为多次侵入的复式岩体 ∀由于该年

龄为区域内复式岩体的年龄 故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年龄 ∀ 笔者选择了目前比较精确的单颗粒锆石

≥ ° ° 测年法对百灵山岩体进行了测定 ∀

 矿床地质背景

维权银 铜 矿床位于塔里木板块北缘活动带觉

罗塔格晚古生代岛弧带的南侧 图 ∀赋矿地层为

中石炭统土古土布拉克组 ≤ τγτ 砂岩 !凝灰岩和灰

岩互层 属浅海相中酸性 !基性火山岩 !碎屑岩和碳

Ξ 本文得到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 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王龙生 男 年生 副研究员 在职博士研究生 从事矿床学研究 ∀

收稿日期  改回日期  ∀张绮玲编辑 ∀

Ο 新疆地质矿产局第 地质大队 新疆玉西银矿普查地质报告

 
 

 

 
 

 
 

 



图  维权银 铜 矿床区域地质图 据新疆地质调查院 Ο资料修编

) 第三系桃树园组泥岩 !粉砂岩 !砂质砾岩 ) 侏罗纪含煤碎屑沉积岩 ) 中石炭统梧桐窝子组中基性火山岩及凝灰岩 !凝灰砂岩 ) 中

石炭统马头滩组中基性火山岩 ) 中石炭统土古土布拉克组砂岩 !凝灰岩和灰岩 ) 下石炭统干墩组浅变质硅质岩 !泥质岩 !凝灰质碎屑

岩夹酸性火山岩 ) 下石炭统雅满苏组陆源碎屑岩 !灰岩夹少量中基性火山岩 ) 蓟县系卡瓦布拉克群变质碳酸盐岩夹片岩 !石英岩与砂

砾岩 ) 长城系星星峡群片麻岩 !片岩 !混合岩 ) 二叠纪花岗岩 ) 石炭纪花岗岩 ) 石炭纪闪长岩 ) 石炭纪花岗闪长岩 )

石炭纪花岗斑岩 ) 石炭纪钾长花岗岩 ) 青白口纪花岗岩 ) 地质界线 ) 断层 ) 铜矿 ) 铁矿

ƒ  • ∏ √ ÷ ≤

) ∏ × × ∏ ∏ ƒ ) ≤ ∏ )

√ ∏ ≤ ∏ • ∏ ƒ ) √ ≤ ∏

∏ ƒ ) ≥ ∏ ≤ ∏ ×∏ ∏∏ ƒ ) ∞ ∏ ∏ 2

∏ √ ≤ ∏ ∏ ƒ ) × ∏ 2

√ ≤ ∏ ≠ ∏ƒ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ƒ ∏ ) ≤ )

酸盐岩等 ∀地层南倾 倾角 ∗ β 均有不同程度

的矽卡岩化 角岩化 局部形成矽卡岩及银 !铜矿

化 容矿岩石为钙铁榴石矽卡岩 ∀

矿区南侧 ∗ 有一个大面积晚石炭世 早

二叠世黑云母花岗岩体 毛景文等 称百灵山

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体 图 !图 ∀该岩体分布较

广 呈岩基或岩株产出 岩体主要由黑云母花岗岩 !

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构成 ∀岩石为灰 浅灰色 以中

细粒结构为主 ∀本文用于单颗粒锆石 ≥ °

° 年龄测定的花岗岩就采自该岩体 ∀

矿区发育走向 • • 向斜 !背斜 由中石炭统土

古土布拉克组构成 ∀矿体产在中部宽缓背斜的北

翼 ∀受康古尔 黄山韧性剪切带影响 在矿区内发育

较强的韧性变形 图 ∀

 矿床基本特征

据新疆地质调查院 研究 Ο 维权银 铜 矿

床由 个主矿体及多个矿化体组成 图 ∀目前对

主矿体的控制程度较高 主矿体在地表长 厚

Ο 新疆地质调查院 新疆东天山成矿远景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重点选区研究 见 中国地质调查局编5全国主要成矿远景区矿产

资源调查评价重点选区研究 一 6 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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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维权银 铜 矿床地质图 据新疆地调院 Ο

) 第四系 ) 含砾砂岩 !凝灰岩 ) 矽卡岩化砂岩 !凝灰岩 ) 含砾砂岩 !硅质砂岩 ) 硅质砂岩 !含砾砂岩 ) 花岗斑岩

) 闪长玢岩 ) 矽卡岩 ) 韧性剪切带 ) 背斜 ) 向斜 ) 矿体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度变化较大 ∗ ∀银只在 线出露 地表

平均品位 ≅ 由地表向深部 银品位有升

高的趋势 最高品位可达 ≅ ∀地表铜品位

一般在 ∗ 最高品位 深部

铜矿品位一般在 ∗ ∀铅锌矿体与铜 !

银矿体多不叠加在一起 局部共生 铅品位一般在

∗ 之间 最高达 ∀锌品位一般在

∗ 最高为 ∀地表矿体形态呈西

宽东窄的蝌蚪状 近东西向延伸 沿倾向厚度变化较

大 矿体产状北倾 上陡下缓 倾向 ∗ β 与地层

产状相反 矿体受构造控制 ∀

银矿石属复杂多金属矽卡岩型矿石 矿石中有

用金属矿物有辉银矿 !黄铜矿 !辉铜矿 !铜蓝 !自然银

等 其他金属矿物有闪锌矿 !方铅矿 !斑铜矿 !磁铁

矿 !黄铁矿 !毒砂等 ∀脉石矿物主要以钙铁榴石为

主 石榴子石 !透辉石 !绿帘石 !方解石 !斜长石 !绢云

母 !黑云母 !绿泥石和阳起石等次之 ∀

矿石结构有自形 半自形粒状变晶结构 !变余砂

状结构 矿石构造为浸染状 !细脉状 !团块状 !致密块

状 !碎裂状 ∀

 成矿时代及成因

据矿区地表观察 遍布全矿区的矽卡化带 即含

石榴石矽卡岩 显然是早期热动力蚀变的结果 它

并不含矿 ∀这种钙质矽卡岩由热水溶液交代地层内

灰岩夹层和钙质砂岩而形成 原生矽卡岩由钙铁榴

石 !透辉石 !符山石和绿帘石组成 而且以钙铁榴石

为主 退化蚀变岩的矿物组合为阳起石 !绿泥石和萤

石等 ∀受区域韧性剪切作用的影响 角岩多呈角砾

状 ∀在主矿体东采坑内 可观察到含孔雀石的矿化

脉切穿矽卡岩化的 含石榴石矽卡岩 角砾 说明铜

矿化晚于围岩的矽卡岩化 ∀而黄铜矿矿化的矽卡

岩 含结晶颗粒粗大的石榴石而明显与前者不同 ∀

说明矿化与晚期岩浆热液活动有关 ∀

毛景文等 Π对矿区 件硫化物样品的硫同位素

进行了测定 表 Δ ≥介于 ϕ ∗ ϕ 之

Ο 新疆地质调查院 东天山地区综合研究与区域资源潜力预测评价报告

Π 毛景文 杨建民 王志良 等 东天山铜金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过程研究 国地资源大调查项目研究报告 项目编号

⁄ ⁄

                     矿   床   地   质                   年  

 
 

 

 
 

 
 

 



表 1  维权银(铜)矿床硫同位素组成 Ο

Ταβλε 1  Συλφυρ ισοτοπιχ 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ορεσφρομ

τηε Ωειθυαν σιλϖερ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序号 样品号 容矿岩石 样品 矿石类型 Δ ≥ ϕ

• ± 石英闪长岩 黄铁矿 脉状矿石

• ± 石英闪长岩 黄铜矿 脉状矿石

• ± 石英闪长岩 磁黄铁矿 脉状矿石

注 分析方法为硫化物样以 ≤∏ 作氧化剂制样 质谱计型号

× ≤ 采用的国际标准 ≤⁄× 分析精密度为 ? ϕ 分析单

位 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同位素研究室 ∀

间 平均为 ϕ 硫同位素所反映的特点具有壳

幔混合来源的特征 ∀

综上所述 维权银 铜 矿床为矽卡岩型银 铜

多金属硫化物矿床 ∀

既然维权银 铜 矿床属矽卡岩型 其形成与岩

浆活动必然密不可分 因此笔者选取了靠近矿区东

南部约 的百灵山花岗岩体中的锆石进行年龄

测定 以判断该矿床的形成时代 ∀花岗岩为灰白色

由斜长石 !石英和黑云母等矿物组成 从岩石中挑选

出晶形完好的锆石 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的

≥ ° 离子探针上进行 ≥ ° ° 年龄测

定 方法及流程见宋彪等 ∀结果如下 表 !图

∀

由 个测试数据点获得的 ? 可信

度 ≥ • ⁄ 的结果 反映花岗岩的侵位

年龄 应为成矿年龄的上限 即成矿发生在晚石炭世

末 ∀

图  维权银 铜 矿床花岗岩体中的锆石

≥ ° ° 年龄谐和图

ƒ  ≤ ≥ ° °

• ∏ √

 结  论

维权银 铜 矿床的形成与区域岩浆活动有关

矿区内的矽卡岩有两期 早期为受区域变质作用形

成的无矿矽卡岩 晚期为与铜矿化相关的含粗晶石

榴石矽卡岩 ∀矿化与岩体侵入后期的热液活动相

关 成矿时代为 ? ∀

致  谢  本文在野外工作期间得到新疆地质调

查院董连慧总工 新疆第六地质队吴华总工的帮助

成文过程中得到芮宗瑶研究员 !王登红研究员 !王志

良研究员和王义天研究员的指导 在此一并致谢

表 2  维权银(铜)矿南花岗岩锆石 ΣΗΡΙΜΠ Υ−Πβ 测试结果

Ταβλε 2  ΣΗΡΙΜΠ Υ−Πβ αναλψτιχαλ δατε οφ ζιρχον φρομ γρανιτειν τηε Ωειθυαν σιλϖερ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测点号 °
ω

Λ #

ω×

Λ #
×

° 3
Λ # ° 年龄 ° 3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样品由刘德权采集 李华芹测试分析 ∀误差为 Ρ ° 和 ° 3 分别为普通 ° 和放射 ° 标准误差 普通 ° 用测量的 ° 校正 ∀

Ο 毛景文 杨建民 王志良 等 东天山铜金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过程研究 国地资源大调查项目研究报告 项目编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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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 Ηαμι , Ξινϕιανγ , Χηιν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Αβστραχτ

× • ∏ √ ∏ √

∏ ° ∏ ∏ √ 2

× × ∏ √ 2

≤ ∏ ×∏ ∏∏ ∏ ƒ 2

× • ∏ √ ∏ ×

≥ ° ° ∏ • ∏ ?

∏

Κεψ ωορδσ: ≥ ° ° • ∏ √

                     矿   床   地   质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