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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阿尔泰是中国重要的贵重、有色和稀有金属矿产富集区之一，通过初步研究，按照成矿系列的学术

思想将区内金属矿床划分为 4 个矿床成矿亚系列，并对每个成矿亚系列形成的构造环境和主要地质作用进行了简

要论述，进而探讨了该地区区域成矿规律与构造演化的关系，总结了该地区构造活动的时-空演化导致该地区独具

特色的内生金属矿床侧向分带现象。 

关键词  金属矿床；成矿系列；时-空演化；阿尔泰 

1 成矿地质构造背景 

研究区出露地层有中元古界、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界。下-中元古界克木齐群主要分布于冲呼尔—青

河和额尔齐斯一带，主要为一套深变质岩系；上元古界富蕴群主要分布于冲呼尔—青河、喀龙—青河和额

尔齐斯一带，总体上为一套中深变质岩系变质碳酸盐-碎屑岩地层。下古生界哈巴河群为了陆缘碎屑的类复

理石建造；上古生界地层十分发育，在研究区北部，于早泥盆世至早石炭世，形成了一套海相中性-中酸性

火山岩和陆缘碎屑岩建造，在研究区中部地区，早-中泥盆世时发生强烈火山活动，自西向东形成了多个左

形斜列的火山盆地和块状硫化物矿床；额尔齐斯断裂以南的北准噶尔地区，晚古生代火山活动也表现为十

分强烈，从泥盆纪—早石炭世发育了大量的海相火山-沉积的复复理石建造，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北准噶

尔增生到阿尔泰的南缘，并且伴随着有大量基性-超基性岩体侵位和铜镍硫化物矿床的形成（喀拉通克铜镍

矿床）。 

区内主干断裂为 NW 向展布，其次为ＮWW 向，从北到南依次为红山嘴、康布铁堡、额尔齐斯、二台

和纳尔蔓得断裂，其中额尔齐斯深大断裂控制着本区的构造-岩浆-成矿作用。 

                                                        
*本文得到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2001CB409801）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王新安，男，1963 年生，工程师，主要从事区域地质矿产勘查和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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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床成矿系列的主要特征 

成矿系列是在一定地域中一定发展阶段的综合地质作用的产物,是受多种地质因素制约的（陈毓川，

1994；翟裕生，1996）。本文试图以构造-成矿作用为统一体系，以矿床的时间-空间四维结构演化为主线,

探讨阿尔泰地区晚古生代内生金属矿床的形成、分布和演化特点。结合本地区地质构造演化和成矿作用特

点, 划分了 4 个成矿亚系列。 

2.1 中-晚泥盆世与火山作用有关的 Fe、Cu、Pb、Zn 矿床成矿亚系列 

阿尔泰南缘泥盆纪火山岩带处于西伯利亚活动陆缘的南侧，北起巴寨断裂，南至额尔齐斯深大断裂，

形成宽约 30~70 km，长度大于 360 km 的火山岩带，是新疆最为重要的块状硫化物多金属成矿带（王京彬

等，2003）。 

麦兹和克兰火山沉积盆地以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和中泥盆统阿勒泰组组成，两者均经受了绿片岩相和

部分角闪岩相的变质作用。在麦兹地区的康布铁堡组又可以划分为上下 2 个亚组，下亚组为细碧岩-石英角

斑岩-碎屑岩-碳酸盐建岩造，以富钠质的中酸性火山岩为主，含有蒙库大型铁矿床；上亚组为一套变酸性

火山碎屑岩、熔岩-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以钾钠质或钾质中酸性火山岩为主，大型可可塔勒铅锌矿床产

于其中。克兰火山沉积盆地的成矿作用具有南北分带和东西分区的特征（王登红等，2002）。在阿巴宫一

带，火山岩主要是富钾和钠质的流纹质火山碎屑岩，含有较多的硅铁质石英岩，形成磁铁矿-硫化物型的铅

锌矿床（阿巴宫），在铁木尔特至恰夏一带，除了分布有大量酸性火山岩外，还出现有少量的角斑岩和英

安岩及具有韵律层状矽卡岩、硅锰质大理岩，形成块状硫化物型的铜铅锌矿床（如铁木尔特、恰夏等）；

在阿拉合达依—蒙块地区，火山岩以酸性火山岩-次火山岩类为主，形成沉积改造型和次火山热液型铜矿

（化）点。 

中-晚泥盆世火山活动主要集中分布于哈巴河县阿舍勒地区，其中中泥盆世火山喷发活动形成了阿舍勒

组的主体部分，该组为火山岩早期以中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为主，晚期为基性火山喷发物，岩石组合为

英安岩-安山岩-玄武岩，从早到晚岩浆演化呈现出酸性-中酸性-基性的趋势，并发育有韵律层理和沉积层理，

夹有大理岩的透镜体。阿舍勒大型 VHMS 型铜锌矿床产于其中。中-晚泥盆世火山活动构成了中上泥盆统

的主体，由一套玄武岩-安山岩-英安岩和火山碎屑岩组成。 

2.2 中-晚石炭世与中酸性侵入活动有关的 Cu、Mo、Au 矿床成矿亚系列 

晚古生代早期，由于准噶尔洋盆向北俯冲，形成了北准噶尔岛弧带，作为原岛弧带中的大量物质产

生大规模的熔融，形成该区广泛分布的海西中期花岗岩类；希勒克特哈腊苏成矿带是随着准噶尔有限洋盆

的向北俯冲，发生埃达克质花岗质岩浆侵位而发展起来的；含铜花岗质岩岩浆，上侵到浅成—超浅成环境

形成含铜斑岩体，但其深部有着巨大的岩浆房与相连接,深部岩浆房多次补给岩浆，当高侵位的斑岩体中气

热流体积聚到一定量时，发生强烈隐爆作用，在斑岩体顶部的岩石和其围岩中产生网状裂隙和爆破角砾岩

筒,这些构造空间是随后成矿流体卸载的有利场所；当上升的岩浆水与下降天水发生混合，随着温度、压力

等物理化学条件斑岩型铜矿床。在阿尔泰南缘卡拉先格尔斑岩铜矿带内分布有希勒克特哈腊苏铜矿，初步

研究表明希勒克特哈腊苏铜矿中含矿斑岩属于埃达克岩，其 Rb-Sr 等时线年龄为（332.8±8.5）Ma（杨文平

等，2005）。在希勒克特哈腊苏铜矿床数十千米的成矿带内，还分布着许多与该含矿岩体类似的小型斑岩

体，它们具有相似的蚀变类型和分带特征、矿石组合和结构构造也是分类似，从北向南分布有玉勒肯哈腊

苏、卡拉先格 1 号矿点、卡拉先格 2 号矿点、喀拉萨依等（杨文平等，2005）。 

2.3 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喀与镁铁-超镁铁杂岩有关的 Cu-Ni 成矿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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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额尔齐斯—玛因鄂博深大断裂南部，沿锡伯渡—克孜勒萨依一线，分布有一系列镁铁质-超镁铁质岩

体，长约 200 km，宽 10~20 km。岩体断续分布，从西向东分布有锡伯渡、乌尔腾萨依、盆特克、依铁克、

喀拉通克、阿尔达拉和克孜勒萨依。 

喀拉通克是新疆规模最大和最有代表性的铜镍硫化物矿床，现已发现有11个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均

侵位于下石炭统那林卡拉组上段中。根据岩体与构造的关系，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岩带。南岩带位于矿区

南部背斜中，由1、2和3号岩体所组成，它们为半隐伏产状，基性程度高，含矿性好；在1号岩体中已探明

了大型铜镍矿床，2和3号岩体中已探明了中型铜镍矿床。北岩带位于矿区北部背斜内，由4～9号岩体所组

成，岩体较小，形态复杂，分异作用不明显，含矿性较差。 

1号岩体出露面积约0.1 km2，该岩体地表形态为不规则的透镜状，长度为695 m，宽39～289 m，岩体

长轴方向为333º，倾向北东，倾角60～85º，在剖面上呈漏斗状产出；1号岩体由黑云母闪长岩相、黑云母

苏长岩相、黑云母角闪橄榄岩相和黑云母角闪辉绿辉长岩相组成。1号岩体几乎全岩矿化，1号岩体岩石类

型由斜长方辉橄榄岩、黑云角闪橄榄苏长岩、黑云角闪苏长岩、黑云母闪长岩、黑云角闪橄榄辉绿辉长岩

和黑云角闪辉绿辉长岩组成。矿体主要赋存于黑云母角闪橄榄苏长岩和黑云母角闪苏长岩相中，矿体形态

和产状与岩体基本一致，长轴方向为334º，向南东倾伏。在纵剖面上，矿体呈不规则的透镜状；在横剖面

上，矿体呈巢状或囊状，向北东倾伏。矿体由浸染状和致密块状矿石为主，致密块状位于浸染状矿体内部，

两者界线截然，而浸染状矿体与围岩呈渐变过渡关系。 
2.4 晚石炭世-早二叠世与额尔齐斯强应变构造带有关的造山型 Au 矿床成矿亚系列 

阿尔泰山造山型Au矿床主要形成于晚石炭世—早二叠世，为地体的斜向碰撞和相关的花岗岩有关。该

类型金矿床的形成明显受到强应变构造带的控制，其中额尔齐斯深大断裂控制了多拉那萨依、赛都、萨尔

布拉克等主要矿床的分布，该断裂带是阿尔泰造山运动中形成的滑脱-冲断-推覆断裂带，又是大气降水的

场所，冲断-推覆过程中的应力作用又为矿质运移提供了能量，也为形成含金同熔型闪长岩岩浆房提供了热

能，为岩浆上侵提供了通道和就位场所。强应变构造带则具体控制了金矿床的产出，如在西部的玛卡库里

—托库孜巴依强应变构造带，长50 km，宽度0.5～5 km，沿强应变构造带分布有托库孜巴依、喀拉塔斯、

赛都、金坝等金矿床；东部布尔根强应变构造带，长100 km，宽度3～15 km，向东沿入蒙古境内、主要分

布有可可萨依、苏鲁巴依、喀拉套、阿拉塔斯、喀拉干德巴斯套等金矿床（点）。 

3  区域成矿规律探讨 

阿尔泰晚古生代内生金属矿床成矿系列演化具有十分明显的时间-空演化规律，矿床具有成群和成带分

布特征。早-中泥盆世古亚洲洋板块向西伯利亚板块之下俯冲, 形成南阿尔泰岛弧系，伴随着火山-沉积作

用，在阿尔泰南缘形成一系列与火山作用有关的金属矿产，并发生双峰式火山活动和成矿作用，形成块状

硫化物矿床（阿舍勒和可可塔勒等）；早-中石炭世洋壳不断向北拼贴，陆壳不断向南增生，洋壳后退，伴

随有花岗岩浆侵位，形成了阿尔泰山南缘斑岩型铜矿床（如希勒克特哈腊苏铜矿等）；在晚石炭世—早二

叠世，古亚洲洋盆逐渐收缩直至关闭，西伯利亚板块与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发生碰撞，其缝合带位置

为额尔齐斯断裂；由于准噶尔洋盆继续向北俯冲，并伴随有大量基性-超基性岩浆的侵位和碱性花岗岩浆的

形成，形成铜镍硫化物矿床（喀拉通克）和矽卡岩型铜钼矿床（索尔库都克等），同时，该区形成了大规

模的韧性剪切带和造山型金矿床（赛都和多拉纳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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