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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权银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

冯 京$，!，高永宝?，王 磊@，李文渊?，张照伟?，谭文娟?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新疆 乌鲁木齐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陕西 西安 7$""8@；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新疆 昌吉 #?$$""）

摘 要 文章通过对维权银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的认识，结合矿区矿石、岩石地球化学、稀土元素、微量元素以

及硫同位素特征，初步认为该矿床为一个钙矽卡岩型银多金属矿床。区域性韧<脆性大断裂影响带中的华力西晚期

花岗岩类岩体与石炭纪含钙质岩系的接触带附近是成矿有利部位；钙矽卡岩带、多金属矿化（孔雀石化、铅锌矿化

等）、化探AB、4)、CD、1E等多金属异常组合、高磁F高重力F高极化F低阻的物探“三高一低”异常组合是最佳找矿

标志。区内北部应主要寻找与剪切带成矿作用有关的金矿，南部应主要寻找矽卡岩型铜银多金属矿。

关键词 地质学；地质特征；地球化学；矿床成因；找矿标志；找矿方向；维权多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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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哈密维权银多金属矿床位于鄯善东南89:
;.、土屋铜矿西南<:;.处的维权及其西北地区，

与土 屋—延 东 铜 矿（王 福 同 等，=::8；芮 宗 瑶 等，

=::8；刘德权等，=::>）一样，同处于受人关注的东天

山觉罗塔格金属成矿带内（肖序常，8??=；马瑞士等，

8??>；姬金生等，8??@；周济元等，8??@；=::8；何国琦

等，8??@；成守德等，=::8；冯益民等，=::=；陈富文

等，=::>；李锦轶等，=::@；A’)#",)$B，=::@）。它是

=:::年由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发现的新疆第一

个独立中型银矿床（秦跃群，=::8），其探明储量银为

C>=,，铜为8C:::,，同时伴生铅、锌等金属。

维权银多金属矿床是除玉西银矿床以外，在东

天山发现的第二个银矿床，其储量是玉西银矿的近?
倍，经济价值相对较大；玉西银矿属于岩浆热液充填

7交代型银矿床（周济元等，8???），而维权银多金属

矿床成因独特，得到广泛关注（韩春明等，=::=；毛景

文等，=::=；秦克章等，=::>）。王龙生等曾在对其矿

床地质特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百灵山花岗岩体

进行了锆石DEFGHIJ7IK年龄测定，确定成矿年

龄上限为（=?LM>）H)（王龙生等，=::C），但鲜有更

深入的研究。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该矿床的基本

特征、成矿地质条件、地球化学特征及成矿类型，对

建立这一地区的找矿模型，进一步找矿具有十分重

要的指导意义。

8 成矿地质背景

维权银多金属矿床处于雅满苏大型仰冲断裂与

阿其克库都克区域性大型推覆断裂之间觉罗塔格晚

古生代沟弧带，靠近卡瓦布拉克—星星峡地体一侧

（图8）。矿区及其周围火山7岩浆活动频繁，断裂构造

发育，地层褶皱明显，岩石变形强烈，热接触交代变

质、动力变质作用明显，形成该区复杂的地质景观。

区域出露地层主要是石炭系，从南往北依次为

土古土布拉克组（N=!"!）酸性凝灰岩及中性火山碎

屑岩夹灰岩透镜体，雅满苏组（N8#）中酸性火山熔

岩、火山碎屑岩及灰岩，干墩组（N8"）砂质千糜岩、绢

云千糜岩、糜棱岩、沉凝灰岩和梧桐窝子组（N=$）糜

棱凝灰岩、碎裂超糜棱火山角砾凝灰岩、糜棱凝灰砂

岩，中间有较多的第三系（图8）。矿床就产于上石炭

统土古土布拉克组（N=!"!）砂岩、凝灰岩和灰岩互层

地层中，矿体赋存在矽卡岩化灰岩夹凝灰岩、含砾砂

岩夹凝灰岩、灰岩夹砂岩层中（图=）。

区域断裂较为发育，包括东西向逆冲断裂、北东

向左行平移断裂和北西向右行平移断裂。主要断裂

有东西向阿其克库都克深大断裂和北西西7南东东

向雅满苏大断裂（图8）。维权矿床就处于北西西向

复式背斜北翼、康古尔—黄山韧性剪切带南缘影响

带的相对较强变形带中，距主变形带9;.（图=）。

矿区侵入岩极为发育，出露面积约CO:;.=，占

矿区面积的=>O<P，主要分布在南部及西南部。南

部为华力西中期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花岗闪长岩

为百灵山岩体的一部分，岩体接触带矽卡岩发育，与

成矿作用关系密切，维权银矿就产于该岩体外接触

带的矽卡岩中；西南部主要为闪长岩、石英闪长岩。

岩体侵入时代为中7晚石炭世，成因类型为G型!。

维权银多金属矿区8QC万电法、航磁和重力快

速普查显示"，对应于银多金属矿床的部位，极化率

异常（@P#LP）明显，电阻率反映为中7低阻（8C:#
=C:$·.）特征；对应极化率异常，有明显的重力剩余

异常存在，剩余异常的宽度较大；航磁异常与重力异

常基本相对应，%%异常幅值@::/R，异常宽度较大，

具南缓北陡特征，反映了向南倾斜的磁性体。根据

重、磁异常的特征，认为两者基本为同源异常。高极

化率异常与银多金属硫化物矿体有关，重力高与磁力

高异常则是闪长岩、矽卡岩和银多金属矿体的综合反

映。

8Q=:万区域化探显示，维权银多金属矿区有明

显的N5、IK、S/、3、T!、H/等元素组合异常，面积

约>9;.=。N5、IK、S/、3、T!极大值（质量分数）分

别为L9O9U8:V9、8@?U8:V9、=?8U8:V9、=O9U
8:V9、8>:U8:V?，而H/含量一般在8:::U8:V9

以上，极大值8?<:U8:V9。8QC万化探圈定出S/、

IK、N5、T!、T-、DK、W’、H#、T5、E!等多元素异常，

!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B=::@B新疆鄯善县维权银（铜）矿普7详查报告B

" 新疆地质调查院B=::>B东天山地区综合研究与区域资源潜力预测评价报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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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维权银多金属矿床区域地质图（据王龙生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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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铜矿；!)—铁矿

+,-.!/0-,1234-0141-,534637189:0;0,<=32>,4?0@A714B609344,5C071>,9，D,2E,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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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91=932+1@639,12；$—O32CB9=8832C4,60>912018F,CC40L3@I12,80@1=>G=-=9=I=43K0+1@639,12；’—P7,609361@7:,5>,4,534,90，6=C>9120，

9=883501=>>32C>9120,290@534390CM,9:35,C,5?14532,5@15K18Q1M0@L3@I12,80@1=>R32C=2+1@639,12；(—G0@@,-021=>543>9,5@15K，4,60>9120M,9:
>6344361=29>18,290@60C,390I3>,5?14532,5@15K18Q1M0@L3@I12,80@1=>S3632>=+1@639,12；)—F09361@7:,553@I12390@15KM,9:>5:,>9，

<=3@9N,9032C-@32=4,9018T3M3I=43K0R@1=7,2H,U,32OB>906；*—R20,>>，>5:,>9，6,-639,9018D,2-U,2-U,3R@1=7,2L:32-5:02-OB>906；!#—

V0@6,32-@32,90；!!—L3@I12,80@1=>-@32,90；!"—L3@I12,80@1=>-@321C,1@,90；!%—L3@I12,80@1=>-@32,90A71@7:B@B；!&—L3@I12,80@1=>61B,90；

!$—R@32,9018W,2-I3,K1=V0@,1C>；!’—+3=49；!(—L1770@C071>,9；!)—J@12C071>,9

为典型的多金属异常组合（图%）。该异常位于百灵

山岩 体 北 东 部 外 接 触 带 上，呈 北 西 向 展 布，长!!
K6，宽%!&K6，面积约&#K6"。X2、VI、L=、Y>、F1
套合较好，以X2异常最为显著，由%个浓集中心组

成，维权银多金属矿床处在北西部浓集中心，X2极

大值""#)Z!#[’；中部和东部浓集中心X2极大值

分别为!$%(Z!#[’和!*&(Z!#[’。Y-异常极大

值$))Z!#[*，其主体位于矿床的北侧，而且与X2、

VI异常存在明显的水平分带。VI极大值%%)Z!#
[’；L=含量普遍较低，其极大值仅!%(Z!#[’。

" 矿床地质

!"# 矿体特征

维权银矿含矿地层为上石炭统土古土布拉克

组，矿体产于接触带矽卡岩中。经地表槽探工程揭

露和深部钻探验证，共圈定%个矿体。J号矿体为主

矿体，平面上呈似透镜状，长"$#6，宽#\&#!"&\#
6，延深%&#6，剖面上呈上宽下窄的似层状（图"）。

矿 体北倾，浅部陡，倾角("!($]，深部缓，倾角$&]。

!’$第"(卷 第$期 冯 京等：新疆维权银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图! 维权银多金属矿床地质图（据新疆地质调查院，!""#!）

$—第四系；!—土古土布拉克组含砾砂岩、凝灰岩；#—土古土布拉克组矽卡岩化砂岩、凝灰岩；%—土古土布拉克组含砾砂岩、硅质岩；

&—土古土布拉克组硅质砂岩、含砾砂岩；’—花岗斑岩；(—闪长玢岩；)—矽卡岩；*—韧性变形带；$"—背斜；$$—向斜；$!—矿体

+,-.! /0121-,34254617890:0,;<4=>,2?0@A612B508422,3C061>,8
$—D<480@=4@B；!—/@4?02AE04@,=->4=C>81=04=C8<7717F<-<8<E<24G0+1@548,1=；#—HG4@=,I0C>4=C>81=04=C8<7717F<-<8<E<24G0+1@548,1=；

%—/@4?02AE04@,=->4=C>81=04=CH,2,301<>>4=C>81=017F<-<8<E<24G0+1@548,1=；&—H,2,301<>>4=C>81=04=C-@4?02AE04@,=->4=C>81=017F<-<8<E<A
24G0+1@548,1=；’—/@4=,80A61@69B@B；(—J,1@,8,361@69B@,80；)—HG4@=；*—J<38,20>904@I1=0；$"—K=8,32,=0；$$—HB=32,=0；$!—L@0E1CB

矿体总体以银为主，银平均品位#()M)&N$"O’；共

生铜最高品位#!M)’P，平均品位为$M’*P；共生

铅、锌，平均品位!M(P。"号银矿体长#""5，见矿

视厚%M(#&M*5，平均视厚&M$#5，平均银品位

!!)M’N$"O’，最高%""N$"O’，地表银品位向东逐

渐增高。此外，在!!线施工的QR!!"$孔见!层锌

矿体，视厚分别为!&M"’5和$&M*(5，平均品位分

别为$M&%P和$M’&P。$号银铜矿体，矿体位于"
号银矿体北侧，由一条探槽控制，矿体视厚!M$5，银

平均品位$%#M%*N$"O’，铜平均品位$M%’P。矿体

位于根据磁组构测量圈出的韧性变形带南侧。在剖

面上，矿体组合可能呈向北陡倾的反多字形雁列状。

!.! 矿石类型及其结构、构造

矿石类型主要有含铜矽卡岩、角砾状矽卡岩、团

块状硫化物型等。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铜矿、辉铜矿、

斑铜矿、辉银矿、方铅矿、闪锌矿、磁铁矿、赤铁矿、黄

铁矿。脉石矿物以钙铁榴石为主，次有透辉石、绿帘

石、方解石、斜长石、绢云母、黑云母、绿泥石和阳起

石等。

矿床中银铜、铅锌矿石的结构和构造比较简单，

矿石结构主要为粒状变晶结构及交代残余结构，矿

石构造为浸染状、团块状、细脉状、致密块状等。

!." 矿化分带及成矿阶段

由铜矿体中心向两侧，金属矿物呈带状分布：内

带为磁铁矿、黄铁矿、黄铜矿、辉铜矿、辉银矿，外带

为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辉铜矿。

维权银多金属矿床分为矽卡岩期、热液期和表

生期#个矿化期。

（$）矽卡岩期：该成矿期形成了矿区的主体岩石

石榴石矽卡岩、复杂矽卡岩以及矽卡岩化岩屑砂岩

等，基本未形成有益矿产，但为后期有益元素的富集

成矿提供了场所，包含有石榴子石A阳起石和绿帘石A
绿泥石A黄铁矿!个矿化阶段。

（!）热液期：为主成矿期，此期矿化与晚期岩浆

热液活动有关，矿化叠加在早期的矽卡岩带之上。

有硫化物A氧化物A碳酸盐和硫化物A自然银A碳酸盐!
个阶段，前者发生于中高温热液环境，形成以石英A!
黄铜矿为主的矿物组合；后者发生于中温热液环境，

形成以方解石A闪锌矿A方铅矿A辉银矿组合为特征的

矿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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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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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床地球化学

!""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维权矿区岩（矿）石化学成分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变化（表#），即从矿体（矿化矽卡岩）!围岩，$%&’、

()’&!、*+’&! 和 ,-&含 量 逐 渐 降 低，./’&、0’&、

,1&逐渐增高，2&’ 在矿化矽卡岩中最高，3’&4、

5%&’在矽卡岩中含量较低，2/&从矿体至围岩逐渐

降低，反映出围岩组分的加入，即从围岩向矿体方向

迁移，而$%、()、*+主要由岩浆热液所提供，通过物质

双向输送而形成交代分带特征。

!"# 微量元素特征

岩（矿）石微量元素含量见表’。微量元素的变

化规律为：自矿体（矿化矽卡岩）!围岩，36、27、,7、

5/、8、(1含量逐渐降低，96、:/、2;、2<则呈相反变

化的趋势，其他元素的含量变化相对较小，其中.%
和2<变化趋势相似，2=、>-变化相似，但与36元素

不同，反映出交代流体中硫逸度不起控制作用。

!"!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从岩（矿）石稀土元素测定结果可以看出（表!，

图?），矿化矽卡岩稀土元素总量!9@@变化大，最低

表" 维权银多金属矿床岩（矿）石化学分析结果表

$%&’(" )*(+,-%’.%/%0102(3%4.20-53,4/*(6(,78%43,’9(2:;0’<+(/%’’,-.(;03,/

样号 样品描述
!（:）／A

$%&’ 5%&’ (B’&! *+’&! *+& ,-& ,1& 2/& ./’&

CD# 银（铜）矿体 #E"4# F"’G ?"’# E"GG F"’H F"E! F"II ’4"GG F"!E
CD’ 矿化蚀变带 4!"EG #"F’ #4"!# !"’G ?"’? F"!’ 4"’! E"F! !"?’
CD! 银（铜）矿体 !!"4G F"!F H"’G #I"IH #"?F F"4’ F"4! !F"I# F"##
CD? 近矿围岩 ?I"’E #"FE #4"!F !"GI !"G# F"’! 4"4’ G"’# ?"FG
CD4 围岩

"""""""""""""""""""""""""""""""""""""""""""""""""""""""""""""""
?H"4# F"!F ’’"4F ’"I’ !"#? F"#F 4"?? #’"## #"I!

样号 样品描述
!（:）／A

0’& 3’&4 2&’ $&! J’&K 2=& >-& 合计

CD# 银（铜）矿体 F"F4 F"’’ #’"I’ #"#4 4"EF ’F"?F #"#4 IH"4F
CD’ 矿化蚀变带 ’"HF F"4F F"I? L ’"I# F"’’ L II"GF
CD! 银（铜）矿体 F"#E F"#’ !"!F L #"4’ #"HI L II"E?
CD? 近矿围岩 #"EI F"!G ’"GH L !"!G F"’’ F"’? #FF"#?
CD4 围岩 #"#! F"F4 F"4G F"#4 ’"4G L L #FF"’I

注：引自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FF!。“L”为未检出。

表# 维权银多金属矿床岩（矿）石微量元素含量表

$%&’(# $2%-((’(+(4/-04/(4/0102(3%4.20-53,4/*(6(,78%43,’9(2:;0’<+(/%’’,-.(;03,/

样号 样品描述
!:／#FLE

(1 2= 36 >- 2< .% 27 ,7 96

CD# 银（铜）矿体 ’HH L ?GH L E"I ’I #F# E"4 I"E
CD’ 矿化蚀变带 ’!"4 #4E ’E #H! GG E4 !# F"E ?!
CD! 银（铜）矿体 ?4"F #EE !!G ??I #’ #G !? #"I E"H
CD? 近矿围岩 F"4G #F’ #’F L ’HH EG ’4 F"G ?!
CD4 围岩

"""""""""""""""""""""""""""""""""""""""""""""""""""""""""""""""
F"I? ?’ ?"E EE ?# ’E ’I F"H !E

样 号 样品描述
!:／#FLE

>< .6 2; :/ JM 5/ 5N 8 (=

CD# 银（铜）矿体 4G ’"EF F"’ #!# ’"F #"E #"!F !"# F"F#G?
CD’ 矿化蚀变带 #IE ?"EF F"H GF4 4"# F"E ## ’"H F"FF?F
CD! 银（铜）矿体 I4 ’"EF F"# #4F ’"E #"G #"!F ’"G F"F#F4
CD? 近矿围岩 #GE 4"4F F"E H!F ?"G F"I ?"HF ’"’ F"FF4F
CD4 围岩 4H #"#F F"4 #F! #"E F"4 F"IF F"? F"FFE!

注：引自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FF!。“L”为未检出。

?E4 矿 床 地 质 ’FFG年

 
 

 

 
 

 
 

 



表! 维权银多金属矿床岩矿石稀土元素组成

"#$%&! ’(()*+,&+,*-*.&/#+0.*)1/2+,3&4&256#+/2%7&.89*%:;&,#%%2)0&9*/2,

元素及特征值
!!／"#$%

&’("矿化矽卡岩 &’()矿化蚀变岩 &’(*矿化石榴石矽卡岩 &’(+近矿围岩 &’(,围岩

-. %"/"% *0/1) */+2 )+/*% )/*2
34 0,/,2 10/11 ,/)% ,#/"* ,/"1
56 1/#% 2/,) "/)" ,/*+ #/2,
78 *#/+% *2/+# 0/++ ),/"# +/#"
9: 1/** 0/,* +/"2 +/%+ #/22
;< )/"* )/), "/%, "/*1 #/+*
=8 0/%1 1/") +/*% */00 "/),
>? "/)* #/2, #/,1 #/%# #/*#
@A %/#2 +/+) */"0 )/1# "/+#
BC "/"% #/10 #/%# #/," #/)2
;6 )/12 )/#2 "/,# "/)% #/1)
>: #/*) #/)0 #/"2 #/"0 #/""
D? )/#, "/1* "/)# "/"+ #/1%
-< #/*, #/)2 #/"0 #/"0 #/"*
!E;; )"%/*2 "2+/0, *%/#) ")"/*2 "0/%#

-E;;／BE;;! 0/,, "#/#* )/#% "#/%) )/0"
（-.／D?）!7 )#/1" "%/#, "/2) "+/"* )/)1
";<! #/0) #/0% "/"1 #/2% "/"#

（34／D?）!7 "#/12 ""/20 "/"* ""/*0 "/1%

!单位为"。

图+ 维权银多金属矿床围岩和矿体球粒陨石标准化

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图（据!CAFGCF，"20+）

HIJ/+ E;;8IKG6I?<GICFCLC64K.F86CMNKIFGO4&4IP<.F
KIQR46(SCQA:4G.QQIM84SCKIG（.LG46!CAFGCF，"20+）

*%T#)，最 高)"%T*2，（-.／D?）7 为)#T1"和"T2)，

（34／D?）7为"#T12和"T"*，";<为#T0)和"T"1，显

示轻 稀 土 元 素 富 集 特 征；而 围 岩 !E;;分 别 为

"0T%#、")"T*2，（-.／D?）7 为)T)1和"+T"*，（34／

D?）7 为"T1%和""T*0，";<为#T2%和"T"#，显示

轻稀土元素略微亏损。含矿矽卡岩和围岩稀土元素

含量与9IU)含量具正相关关系，表明稀土元素主要

来自岩浆流体。稀土元素作为热液活动的指示剂，

有助于判别热液的运移方向。

+ 矿床类型及找矿方向

</= 控矿因素

矿区地处塔里木板块北缘活动带的觉罗塔格晚

古生代岛弧带。矿区南、北两侧分别有阿其克库都

克及雅满苏两大断裂通过，而且断裂多次活动，伴之

的次级构造断裂也十分发育。区内断裂按走向大致

可归为*组：7&向、;&向和7;向。矿体明显受

断裂构造的控制（包括矿区南部的骆驼峰铁矿），以

成矿前断裂最为发育。其中7&、近;&向断裂和

7;向的绝大部分断裂均属成矿前断裂。;&向和

7&向（7&&向）断裂极发育，属矿区的主要控矿

断裂，7;向断裂形成较晚，局部切割;&向及7&
向断裂，属;&和7&向)组断裂之次级羽状断裂。

从矿体的形态特征看，矿区未见有对矿体产生破坏

作用的断裂。

随着断裂活动，多期次的中酸性岩体侵入，成矿

热液携带较丰富的成矿物质，同时萃取地层中的有

用组分，使之活化、迁移。与成矿有关的侵入岩主要

,%,第)1卷 第,期 冯 京等：新疆维权银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为矿区南部!!"#$处的百灵山岩体。该岩体分布

在觉罗塔格岛弧带，以岩基产出，岩体东西长%&&
#$，南北宽达%’#$。岩石类型以花岗闪长岩为主，

少量石英闪长岩、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岩体的

侵入使围绕岩体的含钙质岩石普遍形成了碎裂状的

矽卡岩或矽卡岩化岩石，这些含钙质岩石对后期成

矿物质的活化、迁移以及富集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

用。

次一级的断裂破碎带不仅为矿液的聚集提供了

活动和就位空间，断裂与岩浆活动配合所诱导的多

次热液作用，又为本区多期次（阶段）矿床的形成提

供了充足的热源。

矿床对中石炭统土古土布拉克组的一套含钙质

岩石（矽卡岩及矽卡岩化砂岩）具有明显的依存性，

而且地层中次级裂隙发育密集处即为矿体的赋存部

位。从剖面上看，矿体具有上铜下银的特征，一般矿

体的露头处均有铜矿化（孔雀石）现象。矿体上、下

盘均分布有众多的低品位铅锌矿体，银矿体赋存其

中，因此各主成矿元素之间的形成时间具有依存性，

但从各元素的品位特征看，其间并不存在相关性。

!(" 矿床成因类型

维权银（铜）矿床产于中石炭统土古土布拉克组

的一套含钙质岩石中，矿体严格受破碎带及其次级

裂隙控制，呈脉状产出，矿体较连续，与围岩界线极

为清晰，表现出含矿热液沿裂隙充填的特征；矿体周

边围岩蚀变强烈，以绿帘石化、绿泥石化、阳起石化、

方解石化等中低温热液蚀变为主，矿石矿物组合以

自然银、辉银矿、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为

主，表现为中低温热液矿床的矿物组合特征；矿石多

具细脉状、网脉状、浸染状及丝状、螺旋状构造，反映

出成矿热液沿破碎裂隙充填成矿，具典型的热液充

填特征。宏观上成矿对含钙质岩石（矽卡岩及矽卡

岩化砂岩）具有依存性，矿化由近到远具明显的减弱

现象。

矿区"件硫化物样品硫同位素测定结果显示，

"")*介于+!,-.! +&,/.之间，平均为+%,-".，

具有壳幔混合来源的特征（王龙生等，!&&’）。

根据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的测试，方解石中流

体包裹体均一温度为%!0!!/)1，平均为%-21，众

值在%&&!!&&1之间；石英中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

为%’%!!0-1，平均为%0’,’1，众值在%’&!!!&1
之间，成矿温度属中低温。

石炭纪末—二叠纪初，花岗质岩浆侵入到钙质

围岩中，接触变质作用和交代作用形成不含矿、无石

英的矽卡岩带。矽卡岩形成后，以残余岩浆矿液为

主的流体，通过韧性断裂发生运移、循环，硫化物大

量沉淀于矽卡岩带上被断裂切割的地段，形成叠加

型硫化物矿化（图’）。

综上所述，可见该矿床为一个钙矽卡岩型叠加

银多金属矿床。

!(# 找矿标志及找矿模型

通过对维权银（铜）矿床的综合分析研究，结合

矿区物、化探异常特征，本区找矿标志如下：

（%）围绕百灵山岩体出露的矽卡岩化含钙质岩

石，是银矿体赋存的重要岩石标志。

（!）深大断裂的次级构造发育处，是银、铜、铅锌

矿体赋存的最佳空间。

（"）地表出露的零星铜矿化标志，预示其下有存在银

矿体的可能。

（)）矿床指示元素组合为：银、铜、铅、锌、砷、钴

等中低温元素。

（’）矿床具有典型的物探高极化、低阻、高磁异

常特征，同时具有范围较大的、各元素套合较好的银

铜多金属综合异常标志（图"）。

图’ 维权银多金属矿床成矿模式图

%—土古土布拉克组钙质岩层；!—花岗岩；"—矽卡岩；)—矿体

345(’ 6789::;57<4=$;>7:;?8@7A74BC9<D4:E7FG
H;:I$789::4=>7H;D48

%—J9:=9F7;CDD8F989;?KC5C8CLC:9#73;F$984;<；!—MF9<487；

"—*#9F<；)—NF7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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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维权银多金属矿床综合信息找矿模型

"#$%&! ’()&*+#)&,-(./+0#)-/(1+/21&3)-(*0/,&%./+)4&5&-67#(2-%8&+91/%:0&)#%%-3,&1/2-)
标志 信息显示

大地构造位置 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之觉罗塔格晚古生代沟弧带中段

地层、岩性 上石炭统土古土布拉克组碎屑沉积岩、碳酸盐岩夹火山碎屑岩

构造 康古尔!黄山韧性剪切带南缘影响带的相对较强变形带（!"#$%%）中；矿区内，土古土布拉克组形成极

宽缓的背向斜，矿体产在中部宽缓背斜之中

岩浆岩 矿区南侧为百灵山花岗岩!花岗闪长岩体及花岗斑岩、闪长玢岩小岩株或岩脉

围岩蚀变 钙矽卡岩化

矿化 地表孔雀石化、褐铁矿化；原生黄铜矿化、辉铜矿化、闪锌矿化、方铅矿化、黄铁矿化、磁铁矿化等

地球物理目标物及其物性 矽卡岩型金属硫化物矿（化）体，具有“三高一低”特征，即高磁、高密度、高极化、低阻特征

区域地球物理特征 #&%’万区域重力相对稳定块体上的局部重力高，剩余重力异常强度()#’*+,／-%。区域航磁负磁背

景场

矿区地球物理特征 #&+万综合物探快速普查，具有高极化（!-"+.!#’.）、中!低阻（"-"#+’!%+’"·,）、高磁（#""
/’’01）及高重力异常

矿床物探异常特征 #&%万激电、磁法普查，具有高极化（!-"2.!3$4.）、中!低阻（"-"%’’!/’’"·,）、高磁（#" "2’’
01）异常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万区域化探的56、78、90、:、;<、=0组合异常，极大值分别为56>4$4)#’*4，78#/3)#’*4，90
%3#)#’*4，:%$4)#’*4，;<#2’)#’*3，=0#3(’)#’*4

矿区化探异常特征 #&+万化探的90，78，56，;<，;-，?8，@A，=B，;6，C<组合异常。90，78，56，;-，=B套合较好，以90异

常最为显著。极大值为90%%’’)#’*4，7822()#’*4，56#2>)#’*4。;<异常极大值+(()
#’*3，与90，78异常存在明显的水平分带

（4）由于矿区岩石蚀变强烈，一般易剥蚀成山前

坡地，且覆盖较严重。

根据找矿标志建立的本区银铜矿床综合技术方

法找矿模型见表/。

综合分析，区域性韧!脆性大断裂影响带中的华

力西晚期花岗岩类岩体与石炭纪含钙质岩系的接触

带附近是成矿有利部位；钙矽卡岩带、多金属矿化

（孔雀石化、铅锌矿化等）、化探56、78、90、;<等多

金属异常组合、高磁D高重力D高极化D低阻的物

探“三高一低”异常组合是最佳找矿标志。

!;! 找矿方向

区内金铜银铅异常发育，金异常覆盖了几乎整

个靶区，铜异常位于靶区南部，银铅异常范围较小，

处于靶区东南角。#&+万化探在百灵山岩体外接触

带圈定出大面积高强度银、铜、铅锌、金的地球化学

异常，走向与岩体接触带一致（图2）。

另外，矿区北部的下石炭统雅满苏组中的小尖

山铜矿区附近，金、铜化探异常较发育，而且规模较

大，其构造位置与康古尔金矿相同，属康古尔金矿东

延部分，发现了多处石英脉型金矿点。因此该区金

矿仍有突破的可能。

根据对矿床地质特征、物、化探异常特征的研

究，区内主攻矿种北部以金为主，与剪切带成矿作用

有关；南部为铜银多金属矿，类型为矽卡岩型。

+ 结 论

（#）维权银多金属矿床是近年来发现的一个以

银为主，共、伴生有铜、铅、锌的中型矿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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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赋存在矽卡岩化灰岩夹凝灰岩、含砾砂岩夹

凝灰岩、灰岩夹砂岩层中。

（%）通过对地质特征的认识，结合矿区岩矿石地

球化学、稀土元素、微量元素以及硫同位素特征，初

步认为该矿床为一个钙矽卡岩型叠加银多金属矿

床。

（2）综合分析表明，区域性韧!脆性大断裂影响

带中的华力西晚期花岗岩类岩体与石炭纪含钙质岩

系的接触带附近是成矿有利部位；钙矽卡岩带、多金

属矿化（孔雀石化、铅锌矿化等）、化探56、78、90、;<
等多金属异常组合、高磁D高重力D高极化D低阻

的物探“三高一低”异常组合是最佳找矿标志。

（/）矿区金、铜、银、铅异常发育，金异常覆盖了

几乎整个靶区，铜异常位于靶区南部，银、铅异常范

围较小，处于靶区东南角。据综合分析，北部应主要

寻找与剪切带成矿作用有关的金矿，南部应主要寻

找矽卡岩型铜银多金属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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