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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乔夏哈拉铁铜金矿床的成矿构造环境，各研究者尚存在不同意见。其中，认为其产于洋中脊环境，

类似于塞浦路斯型的块状硫化物矿床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文章通过对乔夏哈拉矿床所赋存的中泥盆统

北塔山组（D2b）地层中发现的化石、地层的岩石组合和地球化学特征的分析，判断乔夏哈拉矿床的成矿构造环

境不是洋中脊环境，类似于塞浦路斯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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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新疆乔夏哈拉铁铜金矿床的成矿构造环境有研究者提出，其类似于塞浦路斯型，认为沿额

尔齐斯断裂（南侧）呈 NW 向狭长带状展布的乔夏哈拉成矿亚带是当时扩张中心槽的部位，发育了蛇绿岩

套组合，具（准）洋壳性质〔万博等，2006；王京彬等，2002；廖启林等，2000；“八五”期间“准北区

带项目”报告和国家 305 项目专题（85-902-01-02），1995 〕。中泥盆统北塔山组是乔夏哈拉铁铜金矿床的

赋存地层，主要由海相中基性熔岩、火山碎屑岩夹陆源碎屑岩及灰岩组成（王登红等，2002）。但笔者经

过对中泥盆统北塔山组地层的分析，其中发现的化石，其地层岩石组成，及其地球化学特征，均显示乔夏

哈拉铁铜金矿床的成矿构造环境不是洋中脊环境，区别于塞浦路斯型火山成因的块状硫化物矿床。 

1  地层化石及岩石组成 

富蕴幅 1：20 万报告（1978）中指出，中泥盆统北塔山组（D2b）中发现有三叶虫、腕足、苔藓、海

百合茎及丰富的珊瑚、植物和大量的硅质放射虫骨骼。北塔山组各剖面上及相应的地层中，壳相化石及三

叶虫较为稀少，珊瑚较丰富，次有海百合茎、苔藓虫，底部有丰富的植物，上部有大量的硅质放射虫骨骼。

根据前人对化石的研究，认为北塔山组地层中壳相化石贫乏，底栖固定生物、海藻、珊瑚、苔藓相对发育，

代表了一个海水相对较深的环境。 
在北塔山组中发现了大量的放射虫硅质岩，其已发现放射虫的位置其经纬度是：东经 89°15'，北纬

46°57′至东经 89°21′，北纬 46°55′一带（位于乔夏哈拉矿区－东经 89°40′，北纬 46°50′的西

北） 。作为蛇绿岩套“三位一体”（蛇纹石、辉绿岩-细碧岩、燧石（放射虫岩））组成部分之一的放射虫

硅质岩，与蛇绿岩的密切关系已久为人所知。放射虫硅质岩及其中放射虫化石的研究对蛇绿岩所代表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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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壳的形成环境和时代确定有重要的意义（吴浩若，1996；张秋生等，1987）。Hein 等指出，环太平洋造

山带的许多地体都有放射虫岩存在，其原始沉积环境包括开放大洋，岛弧，弧后盆地，初始洋盆，大陆边

缘裂谷等。但由于造山带的蛇绿岩和放射虫岩大都已经过复杂的构造变形和不同程度的位移，仅靠放射虫

硅岩本身判定这些构造沉积背景比较困难（Hein et al., 1989）。而近年来，对我国蛇绿岩带的研究结果也大

都证明其性质不同于大洋中脊，而是代表大陆边缘盆地和弧后盆地等小洋盆地消减的产物（王鸿祯，1996）。
由此认为乔夏哈拉矿床产于洋脊环境，较为牵强。 

2  地层关系 

富蕴幅区内，中泥盆统北塔山组（D2b）不整合上覆于早泥盆统托格让库都克组（D1t）海相凝灰砂岩、

砂岩、熔岩组成的单斜之上。北塔山组（D2b）底部有一层厚 50 m 的砾岩，其砾石成分为火山砾岩及部分

陆源砂岩砾石。砾岩产状：倾向 110°，倾角 50~60°；下伏砂岩产状倾向 25°，倾角 60°。上覆砾岩中

产大量的中泥盆统标准植物化石。中泥盆统北塔山组（D2b）总体上为一套中基性海底喷发的熔岩相。在

区内西南部底部有少量的陆相碎屑岩、火山碎屑岩建造。中泥盆统北塔山组（D2b）与上覆的中泥盆统蕴

都喀拉组（D2y）成整合接触，蕴都喀拉组为一套以中酸性火山碎屑岩及中酸性熔岩为主的海陆交互相。

根据地层层序及岩相建造分 4 个亚组，其第三亚组为火山碎屑岩及陆源互层的类复理石建造。 
中泥盆统北塔山组（D2b）4 条前人实测剖面中，砾岩的产状及分布情况分布如下： 
扎拉特 XII 号实测剖面：砂岩在底部厚 174.8 m（总厚度为 575.1 m），主要为灰绿色块状细－中粒凝

灰质砂岩、灰色块状凝灰质细砂岩、深灰色块状凝灰圆砾岩和绿色细－中粒凝灰质砂岩等；史割拉 VIII
号实测剖面：砂岩与玢岩及凝灰熔岩等互层，在底部厚 842.4 m（总厚度为 1 374 m），主要为绿灰色块状

凝灰质砂砾岩、暗灰色块状细凝灰角砾岩和灰绿色火山角砾岩等；哈拉通沟（即乔夏哈拉）南 I 号实测剖

面：砾岩分布较为分散，多为呈薄层状，主要为灰色片理化凝灰质砂岩；沙尔布拉克东 V、VI 号实测剖面：

火山角砾岩分布也较为分散，主要为安山质、钙质细火山角砾岩。 
根据中泥盆统北塔山组（D2b）与上下地层的接触关系，及其各自的岩相古地理特征，特别是北塔山

组（D2b）中所含的陆源成分的砾石及陆相碎屑，指示了北塔山组（D2b）在当时应处于以海相为主，但趋

于向陆相过渡的阶段。由于处于准噶尔盆地北缘，额尔齐斯大断裂南侧，中泥盆统早期形成的北塔山组就

明显地反映出这一构造部位剧烈沉降、基性喷发活动强烈的特征。蕴都喀拉组形成时期仍承袭了这种特征；

不同之处在于酸性喷发活动增多，且陆相喷发、沉积发育。乔夏哈拉矿床在中泥盆统北塔山组（D2b）赋

矿地层中，矿体产出层位稳定，其主要成矿期应接近于或晚于地层，成矿环境也受到该地层形成的限制。

若认为赋存在北塔山组中的乔夏哈拉矿床产于洋中脊环境，那么其赋矿层位中的陆源物质又该如何解释

呢？ 

3  地球化学图解 

乔夏哈拉矿床的容矿围岩中玄武岩和偏超基性的苦橄质玄武岩发育，并出现超基性的苦橄岩。通过分

析乔夏哈拉矿区基性-超基性岩石样品的一些微量元素（表 1），在 Nb/Y-Ti/Y 图解和 Sm/U-Zr/Nb 图解上进

行投点。可见在图 1 中矿区岩石样品的点几乎都落在了火山岛弧和洋中脊玄武岩（MORB）的公共区域，

但在图 2 中，样品点所在区域已明显分开，基本落入了洋岛玄武岩（OIB）区域，而不是 MORB 范围内。

由此，结合微量元素的示踪意义，可以认为乔夏哈拉矿区基性和超基性玄武岩与岛弧的构造环境关系似乎

更为密切，而不是洋中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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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样品；2－陈毓川等（2004）的样品。MORB－洋中脊玄武岩；OIB－洋岛玄武岩 

图 1  乔夏哈拉岩石样品的 Nb/Y-Ti/Y 图             图 2  乔夏哈拉岩石样品的 Sm/U-Zr/Nb 图 

 
表 1  乔夏哈拉矿区火山岩岩石的微量元素分析结果（wB/10-6） 

样品编号 岩性定名 Zr Ti Y Nb Sm U 资料来源 

Qe-W2 辉石苦橄岩 12.46 2280 7.528 1.504 1.669 0.315 ① 

Qe-W3 苦橄岩 4.951 1860 5.826 0.71 0.955 0.271 ① 

Qw27S-11 橄榄石辉石苦橄岩 4.421 2340 4.647 0.919 1.766 0.239 ① 

Qw27S-4 苦橄玄武岩 37.5 4740 15.55 2.005 4.122 0.645 ① 

Qe3-2-9 橄榄玄武岩 32.17 3720 13.48 3.3 3.115 0.474 ① 

QwZK802-105 橄榄玄武岩 45.24 4020 14.1 2.485 3.458 0.763 ① 

QwZK2201-66.5 碱性橄榄玄武岩 37.76 3960 13.57 2.163 3.791 0.474 ① 

QweXJ-3 橄榄拉斑玄武岩 35.18 4080 10.74 2.362 2.214 0.313 ① 

Q4 苦橄质玄武岩 42  4380 12.88 3.7 8.626  0.8 ② 

Q5 玄武岩 40  4260 10.67 5.7 5.608  1 ② 

Q6 玄武岩 40  4260 12.4 6.5 7.658  1 ② 

Q7 苦橄质玄武岩 32  4500 13.06 5.5 8.378  1 ② 

Q20 苦橄质玄武岩 31  4620 13.56 5.2 8.761  1.3 ② 

资料来源：①本文；②陈毓川等（2004）。测试单位：国家测试中心。 

4  讨  论 

目前，对乔夏哈拉矿床的成矿构造环境尚存在不同的认识，张招崇等（2005）根据中泥盆世北塔山组

中苦橄岩及其共生岩石的地球化学特征，认为北塔山组火山岩形成于岛弧环境，是准噶尔洋板块向北俯冲

的结果；王京彬等（2002）认为乔夏哈拉当时处于扩张中心槽的部位，发育了蛇绿岩套组合，具洋壳性质，

形成了富金铜、在成矿环境上类似于塞浦路斯型；万博等（2006）根据在 Sr-Nd 二元相关图和 Pb 同位素

源区图上矿石落入非常接近 MORB 源区，判断其产于准噶尔洋中脊；廖启林等（2000）提出乔夏哈拉矿

床产出于阿尔泰南缘陆缘裂谷带之额尔齐斯构造带旁侧，相当于准洋壳基底的扩张中心附近。可见，对乔

夏哈拉矿床的成矿构造环境大致可分为洋脊型和岛弧型环境两大类。笔者认为若用洋脊型的成矿构造环境

来理解乔夏哈拉铁铜金矿床，是有很多疑问的，其成立的可能性不大。为进一步确定其成矿构造环境和成

因，对乔夏哈拉矿床还需要作更为深入的研究工作。 
另外，塞浦路斯型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矿床，一般产于正在产生新洋壳的扩散脊上，即洋脊的火山环

境里，矿床与蛇绿岩杂岩体上部低钾玄武质火山岩有关（袁见齐等，1984）。乔夏哈拉铁铜金矿床产出的

构造环境不同于洋脊环境，而且其主要矿石矿物为磁铁矿和黄铜矿，黄铁矿少，亦非属于塞浦路斯型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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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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