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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伊吾琼河坝地区铜、金矿成矿时代

及其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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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采用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离子探针（2?,)(0）和,&:2@等时线定年技术，对新疆伊吾琼河坝地区

的云英山斑岩铜矿和淖毛湖北山金矿床的岩体和矿体进行了年代学研究，获得云英山斑岩铜矿区内斜长花岗斑岩

体2?,)(0锆石A:0&年龄为（>55B;C;B5）(D（#9E置信度，(2F/G=B"），该矿床的含矿石英脉石英矿物,&:2@等

时线年龄为（=9;C59）(D（#9E置信度，(2F/G"B5<）；淖毛湖北山金矿含矿石英脉中石英矿物,&:2@等时线年龄

为（=><C5"）(D（#9E置信度，(2F/G"B5#）。测定结果显示，该区斑岩型铜矿和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的形成时间

为晚泥盆世—早石炭世，表明云英山式斑岩型铜金矿和淖毛湖式金矿成矿作用与泥盆纪—石炭纪汇聚阶段的火山:
次火山岩浆活动有关，也意味着在琼河坝地区具有寻找与火山作用有关的铜、金多金属矿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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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吾琼河坝铜金成矿区，是东准噶尔铜金成矿

带新发现的重要成矿区之一，在地理位置上与蒙古

和俄罗斯相邻，处于阿尔泰造山带与天山造山带交

汇部位。近年来，通过与境外成矿地质特征的对比，

普遍认为成矿条件较好，尤其是蒙古共和国一些重

要矿床的发现〔如塔林金矿和奥尤陶勒盖（F(.G+’A
8+"）铜金矿。聂凤军等，HIII〕，推动了对琼河坝地区

矿产资源的勘查工作。

早在HI世纪JI年代末期，原新疆地矿局地质

六队、第二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在该区开展矿产地质

调查时，先后发现了一些物化探异常和铜金矿化点

（床 ）。 近 十 余 年 来，陈 仁 义 等（KLLM）、刘 家 远

（HIIN#；HIIN*）、刘德权等（HIIM）、王晓地等（HIIO）

和陈毓川等（HIIP），对区内的淖毛湖北山金矿和云

英山斑岩铜矿的成矿地质背景、矿床地质特征、矿床

成因类型及成因机理和成矿远景评价进行了研究。

但从总体而言，该区的地质矿产勘查与研究程度仍

较低，而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的研究尚属空白。笔者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该区铜金矿床的形成时代

进行了厘定，其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总结东准噶尔铜

金成矿带的成矿规律，以及开展区域成矿预测和找

矿评价都有重要意义。

琼河坝矿区位于新疆东北部，构造上属于哈萨

克—准噶尔板块古生代弧盆系（陈毓川等，HIIP）。

区内出露地层以泥盆纪沉积岩和石炭纪沉积岩为

主，奥陶系和志留系次之。侵入岩类以斜长花岗岩7
花岗闪长岩为主，并常见碱长花岗岩和碱性花岗岩

类小侵入体。

K 矿床地质特征

*Q* 云英山斑岩铜矿床

矿床位于北塔山7琼河坝晚古生代火山岛弧带

东端额仁山复背斜轴部（陈毓川等，HIIP），矿区内出

露地层主要为下泥盆统托让库都克钙质砂岩、凝灰

质砂岩和第四系。云英山斜长花岗斑岩体侵位于下

泥盆统中，主要断裂为北西向压扭性断裂，并控制矿

区内斑岩体的分布（图K）。

斜长花岗斑岩体及其围岩蚀变强烈。主要为钾

长石化、云英岩化、泥化、硅化和青磐岩化，并具明显

的蚀变分带特征。矿化体呈浸染状产于花岗斑岩体

内。矿石中).含量一般为IRHS，最高为KRHLS。

以大型斑岩铜矿边界品位IRHS为标准共圈定出矿

体KH个、矿化体KN个。其矿石类型以星散浸染型

为主，细脉浸染型次之。主要含铜矿物为黄铜矿、辉

铜矿、孔雀石、蓝铜矿、褐铁矿和胆矾等，非金属矿物

主要有长石、石英、黑云母、绢云母和磷灰石等。

*Q+ 淖毛湖北山金矿床

北山金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西伯利亚板块南

缘的和布克7三塘湖晚古生代早期岛弧东段，淖毛湖

早石 炭 世 陆 相 火 山 盆 地 的 北 部 外 缘（ 刘 家 远，

HIIN*）。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下泥盆统卓木巴斯套

第二亚组中酸性火山碎屑岩及第三系和第四系。赋

矿地层为下泥盆统卓木巴斯套第二亚组，其主要岩

石组合为硅化英安质凝灰岩、安山质凝灰岩。矿区

岩浆岩主要为华力西期，多呈岩钟、岩枝和岩脉等。

主要岩石类型为细粒闪长岩、闪长玢岩、辉绿玢岩

等。次有石英闪长岩、花岗岩和安山玢岩等（图H），

矿区构造以断裂为主，其中以:TT—:T组为主，

构成了矿区构造基本格局。具有工业意义的金矿化

主要集中分布在矿区东部，矿区西部仅见H条矿脉，

矿体均呈脉状产出。矿区内共发现L条矿带和HO
个矿体。其中以"、#、$、%、&及’号矿带规模较

大。按矿石的矿物组成，可将矿石划分为M个自然

类型，即黄铁绢英岩型、石英脉型、多金属硫化物型、

碳酸盐脉型和斜长细晶岩型，其中黄铁绢英岩型和

石英脉型最具有工业价值。矿石结构以自形7他形

结构为主，矿石构造主要为星点浸染状构造，次为块

状和条带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有自然金、黄铁矿，

脉石矿物以石英、绢云母、方解石为主。主要蚀变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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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伊吾琼河坝云英山斑岩铜矿地质图（陈毓川等，"##$）

%—第四系；&!—下泥盆统托让科库都克组；!"#’—斜长花岗斑岩体；!—铜矿化体；"—孔雀石化；

(—褐铁矿化；)—绢云母化；*—断层；+—采样位置

,-./! 01232.-’4354627891:;<=-<.>94<62?69=?=’2661?@162>-8-<%-2<.91A4（4781?B91<1843/，"##$）

%—%;481?<4?=；&!—C2D1?&1E2<-4<F;2?4<.G;@;G1,2?548-2<；!"#’—H34.-2I.?4<-8162?69=?=；!—B2661?5-<1?43-J1@A2@=；"—K434’9-81

5-<1?43-J48-2<；(—C-52<-815-<1?43-J48-2<；)—L1?-’-8-J48-2<；*—,4;38；+—L4563-<.32’48-2<

型有硅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高岭石化、碳酸盐

化。其中与金矿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硅化、黄铁矿

化和绢云母化等。

" 样品及测定方法

云英山斜长花岗斑岩体（::L）LMNOKH锆石

PIHA定年样品采自钻孔QR+#)内的斜长花岗斑岩

体，其位置为北纬))S!!TU##V，东经W*S!UT"W!V（手持

式0HL测定，下同）（见图!）。岩石呈肉红色，具微

晶斑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斜长石

)$X$*#X，钾长石!#X$"*X，石英"#X$")X，

黑云母!(X，斑晶以石英和斜长石为主，钾长石次

之，从野外采集的样品中分离出纯净锆石作为测年

对象。

云英山斑岩铜矿床测年样品（YFZ）为细脉浸

染状矿石中的含铜石英脉，样品采自新疆物探队

"##"年的钻孔岩心，孔位北纬))S!!TW#"V，东经W*S
!UT!*"V（ 见 图!）。 淖 毛 湖 北 山 金 矿 定 年 样 品

（[KM）采自矿区东部的%号矿体采坑，采样位置为

北纬)(S*+TW*"V，东经W*S!#T$WWV，矿石类型属于含

金石英脉型（见图"）。从采集的"个矿石样品中，分

离出纯净的石英作为测年对象。

!"# $%&’()锆石*+),定年方法

LMNOKH锆石PIHA年龄分析方法，采用宋彪

等（"##"）所报道的实验流程。按常规方法分选出晶

形完好、无裂纹和包体少的锆石颗粒，与标准锆石样

品（F\K）一起粘接在环氧树脂靶上。在年龄分析之

前，对样品靶上的待测锆石进行透射光、反射光和阴

极发光图像分析，据此选定被测锆石微区分析的靶

位。锆石微区原位PIHA同位素定年在北京离子探

针中心的LMNOKH&仪器上完成。对测定结果用

LMNOKH定年标准物质对PIF9和HA含量及年龄

做了校正。

!"! &,+$-定年分析方法

石英NAIL?等时线年龄测定方法采用李华芹等

（!WWU）所报道的流程。NAIL?含量及同位素比值采

用同位素稀释法和质谱直接测定。同位素分析在宜

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同位素实验室的K]FI"+!可调

多接 受 固 体 质 谱 计 上 完 成。 用 国 际 标 准 物 质

[̂ LWU$监控仪器工作状态，用 [̂ L+#$和NAIL?年

龄国家一级标准物质（0!(Y#)!!）监控分析流程，全

部化学操作均在净化实验室内进行，与样品同时测

定 的NAIL?全流程空白为#T(<.和#T*<.，上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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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伊吾北山金矿区地质简图（刘家远，!""#$。作者注：引用原图无比例尺）

%!!—第三系上新统葡萄沟组橙黄色粉砂质泥岩、灰白色粘土岩；&’"#()*+,—下 泥 盆 统 卓 木 巴 斯 套 组 第 二 亚 组 硅 化 英 安 质 凝 灰 岩；

&’"#()*—下泥盆统卓木巴斯套组第二亚组英安质凝灰岩；&’"#()*!—下泥盆统卓木巴斯套组第二亚组安山质凝灰岩；&’"#()*"—下泥盆统

卓木巴斯套组第二亚组玄武质晶屑凝灰岩；&’"#()*-—下泥盆统卓木巴斯套组第二亚组凝灰质岩结晶灰岩；#.!(—华里西中期第二侵入次

花岗岩；$/!(.—华里西晚期第二侵入次石英闪长岩；$.!(—华里西晚期第二侵入次闪长岩；$%.!(—华里西晚期第二侵入次闪长玢岩；"%—

辉绿玢岩；$%—中性岩；!%—安山玢岩；$&—斜长细晶岩；0—石英脉；’—金矿带及主矿体编号；!—断层；#—采样位置；.—不整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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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5C:5?,$85C/7-；!%—L>?5+,8,7;/C;9CC,85；$&—G6$2,/)$;6,85；0—QB$C8OJ5,>；’—4/6?/C5(568$>?+5C,$6>B:(5C/<895:$,>/C5(/?F；

!—1$B68；#—H$:;6,>26/7$8,/>；.—R>7/></C:,8F

准物质多次测定的平均值分别为%=HSTU：TUHC／TVHC
值为"WU’"!XY"W""""V（!’）；%=HV"U：Z(为X!#W!!
[’"\V，HC为VXWXV[’"\V，TUHC／TVHC为’W!""#XY
"W"""’"（!’）；4’#]".’’：Z(为!.SW"T[’"\V，HC
为’XTW#S[’"\V，TUHC／TVHC为"WUV""VY"W"""’X

（!’），等时线年龄计算的设定误差：TUZ(／TVHĈ #_，

TUHC／TVHĈ "W"’_。

# 测定结果

!3" 云英山斑岩铜矿床

#3’3’ H‘ZPMG锆石R)G(年龄

表’列出了云英山斜长花岗斑岩体（@@H）锆石

H‘ZPMGR)G(年龄测定数据，图#为被测锆石的阴

极发光（aD）图像及测定点位和相应的!"VG(／!#TR比

值的视年龄。由表’数据可以看出，所有测定点的

*9／R比值，除@@H)!)UW’异常外，其余的均分布在

"W’S("W#T之间。在阴极发光图像中，被测锆石内

部均显示较清晰的韵律环带结构（图#），表明为典型

的岩浆结晶锆石。除测点@@H)!)VW’的!"VG(／!#TR
比值年龄（#V#M$）较其他测点的明显偏低外，其余

’’个样品的变化范围均在.""(.#"M$之间，在

!"VG(／!#TR)!"UG(／!#XR谐和图上均投影在谐和线上

或其附近（图.）。这一特征也指示被测锆石未遭受

明显的后期热事件的影响。’’个测点的!"VG(／!#TR
比 值年龄的加权平均值为（.’’WUYUW’）M$（SX_置

VU 矿 床 地 质 !""S年

 
 

 

 
 

 
 

 



表! 新疆云英山斑岩铜矿区斜长花岗斑岩锆石测年数据

"#$%&! ’()*+,-#./01234%#1/2516#0/.&426478683629.7&:;08/01<7#042647868=244&6-&42</./0>/0?/#01
测点 !"#$%&!／’ !(／)"*# !+,／)"*# !-!+,／!-.( !"#$%!!／)"*# !"#$%!!／!-.(年龄 !"/$%!!／!-0(1’ !"#$%!!／!-.(1’

2234!4)5) "560 -6! ." "5!6 )75" 6"-1# "567."1!5) "5"#601)50
2234!4!5) "5-/ !.- /. "5!7 )05. 6"01# "56.0"1!5/ "5"#6.1)50
2234!4-5) "506 -#" 07 "5)/ !"5- 6".1# "567#"1!5" "5"#061)50
2234!465) )5"! )0" -- "5!- .50. 6)61/ "50!)"1-50 "5"##-1)5#
2234!405) "56. 6#/ )"7 "5!6 !/50 6!#1# "50"6/1!5" "5"#.-1)56
2234!4#5) "5/) )70 /! "5-. 75/. -#-1# "56-""1!5. "5"0."1)5#
2234!4/5) "5-" -!# )7 "5"# )75) 6!!1/ "567."1!5! "5"#//1)5#
2234!4.5) "5#! ).. #/ "5-/ )"5. 6)-1/ "567/"1!5# "5"##!1)50
2234!475) -56" // !! "5!7 6560 6)!1. "560!"165! "5"#071)5.
2234!4)"5) "5!7 070 )0/ "5!/ -!5. 6""1# "56.-!1)5. "5"#-71)56
2234!4))5) "5!/ 0)! )!7 "5!# !.5/ 6"#1# "567-61)57 "5"#0)1)56
2234!4)!5) "5!- 676 .7 "5)7 !75- 6-"1# "50)7"1)57 "5"#.71)56

注：误差为)!。!$%&代表普通铅，!!$%代表放射成因铅。应用实测的!".$%对普通铅进行了校正。

图- 云英山斜长花岗斑岩体（223）阴极发光图像

及测定点位和相应的!"#$%／!-.(年龄

89:5- ;<=,>?>@AB9CDE&DC&D9B<:D>F2ACG9C:E,<CH@<:9>4
:I<C9=DH>IH,GIG（223）<C?=,D?<=9C:@>&<=9>CE<EJD@@

<E=,D&>IIDEH>C?9C:!"#$%／!-.(<:D

信度，KL3MN-O"）（图6），该年龄代表了斑岩体形

成的时间，即形成于早泥盆世。

-5)5! 含矿石英脉的P%43I年龄

表!列出了采自云英山斑岩铜矿床含铜石英脉

中石英矿物（L+Q!）的P%43I年龄测定结果。)"个

样品所拟合的直线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图0）。用

RE>H@>=程序计算，并求得相应等时线年龄为（-0/1
)0）K<（70’置 信 度），（./3I／.#3I）"N"O/"0"#1
"O""").（70’置信度），K3LMN"O)#。测定结果表

明，云英山斑岩铜矿形成的时间应为晚泥盆世—早

石炭世，即成矿作用发生的时间要比矿区内斜长花

岗斑岩体的形成（6))K<）约晚0"K<。由于所测定

的石英是从含铜石英脉中挑选出来的，而含铜石英

脉与浸染状矿石之间常常互相过渡（石英脉与围岩

之间常无截然界线），宏观上难以区分先后。据此推

断，铜矿化作用可能与晚泥盆世岩浆热液活动关系

更密切，而早泥盆世斑岩体为含矿围岩。另外，石英

矿物具有低的（./3I／.#3I）"值，显示其成矿物质来源

的深源特征。

@5A 淖毛湖北山金矿床

样品采自淖毛湖北山金矿区东部的"号矿带

内，含金石英脉中石英矿物P%43I等时线测定结果

如表-和图#所示。.个样品所确定的直线具有良

好的线性关系（图#），用RE>H@>=程序处理数据，求得

相应的等时线年龄为（-6#1)"）K<（70’置信度），

（./3I／.#3I）"N"O/"0-61"O""""0（70’置 信 度），

K3LMN"O)7。测定结果表明，淖毛湖北山金矿形

成于早石炭世，与新疆东准噶尔地区中酸性浅成岩

建造时代基本一致，属华力西中晚期产物。矿体的

（./3I／.#3I）9比值与同区域产出的斑岩型铜矿一样，

其物质来源也具有深源特征。

//第!.卷 第)期 王登红等：新疆伊吾琼河坝地区铜、金矿成矿时代及其找矿前景

 
 

 

 
 

 
 

 



图! 云英山斜长花岗斑岩体"#$%&’锆石()’*年龄谐和图

+,-.! "#$%&’()’*/01/0234153,4-246078,2/0172069:1;,1-<=41>?4-,0)-241,5@>02>=;2;

表! 云英山斑岩铜矿石英矿物"#$%&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

’(#)*! "#$%&+,-.-/*0(.+12-345(&.63&-7.8*951:+12,8(1

/-&/8:&:;-//*&0*/-,+.

样号 !$*／ABCD !"2／ABCD EF$*／ED"2 EF"2／ED"2GH!

IJKH)A BLEAAF H.AMA A.BDMB B.FABNAGB.BBBBH
IJKH)H B.FADE H.HAB B.MONH B.FBMFFGB.BBBBO
IJKH)O B.OODE A.HND B.FFO! B.FBEMFGB.BBBBO
IJKH)! B.NAOA A.!AE A.B!OB B.FABOEGB.BBBBH
IJKH)N B.FMMN A.M!O A.AEDB B.FAABEGB.BBBBA
IJKH)D B.EDBB A.EEB A.OAMB B.FAAFEGB.BBBBH
IJKH)F B.HHE! A.BM! B.DBAF B.FBEANGB.BBBBH
IJKH)M B.!EE! A.NFB B.EMFH B.FBMDFGB.BBBBN
IJKH)AA B.HNMF A.ANN B.D!E! B.FBEO!GB.BBBBN
IJKH)AH B.HON! A.B!F B.D!EA B.FBEONGB.BBBBA

! 讨论和结论

<.= 云英山铜矿的成岩、成矿作用发生于不同时代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云英山斑岩铜矿区的斜长

花岗斑岩形成于早古生代与晚古生代的过渡阶段

〔（!AHGF）&4〕，不同锆石颗粒的年龄变化于!OB"
!BO&4，似乎早于围岩地层（下泥盆统托让格库都克

组）的时代。考虑到对于围岩本身的研究程度比较

低，而本次从同一岩体同一组钻孔岩心样品中挑选

出来的锆石又具有相对分散的同位素年龄，只能推

论云英山斜长花岗岩本身成因比较复杂。而围岩是

否与准噶尔北部其他地区的托让格库都克组具有区

域可比性，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再考虑到岩体中含

铜石英脉的形成年龄为（ONFGAN）&4，比岩体晚了

NB&4以上。因此，成岩、成矿不属于同一个时代。

另外，图O也显示某些锆石形成于OD!&4（点 号

DLA）。因此，晚泥盆世的岩浆活动可能也是存在的

（可在今后的工作中通过填图进一步区分不同时代

的岩体），而且与成矿作用发生的时代基本一致。

<.! 淖毛湖北山金矿的成矿时代

淖毛湖北山金矿含金石英脉形成于（O!DGAB）

&4，属于早石炭世，表观上比云英山铜矿晚AA&4，

但总体上可能与云英山铜矿一起属于同一区域性成

矿事件的产物。李华芹等（HBB!）曾经测得区域上硫

磺山花岗斑岩的锆石()’*年龄为O!BLH&4，与铜

沟铜矿有关闪长玢岩的全岩$*)"2等时线年龄为

OOM&4，硫磺山金矿的含矿石英脉的$*)"2等时线

年龄为O!D&4。

<.> 找矿前景浅析

由于云英山铜矿发现比较晚，工作程度比较低，

在目前资料比较少的情况下，暂时将其类型定为斑

岩型（陈毓川等，HBBF）。总体上看，云英山斜长花岗

斑岩本身的含矿性，以及目前测定的含铜石英脉的

年龄是否代表了整个矿床的形成时代也都还需要研

究。但是，主岩体的定位发生于志留纪与泥盆纪之

间的过渡时期（!AB&4），而含铜石英脉形成于泥盆

纪与石炭纪的过渡时期（ON!&4），表明成岩、成矿作

EF 矿 床 地 质 HBBM年

 
 

 

 
 

 
 

 



图! 云英山斑岩铜矿石英矿物"#$%&同位素年龄等时线图

’()*! +,-./&-01(2)&23-4"#$%&(,-5-672)7-4892&5:4&-35/7;90<(0),/206-&6/<&<.-667&176-,(5

图= 淖毛湖北山金矿石英矿物"#$%&同位素年龄等时线图

’()*= +,-./&-01(2)&23-4"#$%&(,-5-672)7-4892&5:4&-35/7>7(,/20)-?1176-,(5(0@2-32-/92&72

表! 淖毛湖北山金矿石英矿物"#$%&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

’(#)*! "#$%&+,-.-/*0(.+12-345(&.63&-7.8*9*+,8(1
2-)00*/-,+.+1:(-7(-85(&*(

样号 !"#／ABC= !%&／ABC= DE"#／D=%& DE%&／D=%&FG!
@HIJ$! B*=JDK K*EEE B*JLJD B*EBEEJFB*BBBB=
@HIJ$= B*KKBG K*=!B B*G=BD B*EB==JFB*BBBBG
@HIJ$L B*AK=J G*!GL B*A!!! B*EB=AAFB*BBBBJ
@HIJ$AA B*JLKK G*JJA B*!DG! B*EBDGBFB*BBBB!
@HIJ$AG B*KBKE K*DDJ B*GG!J B*EB=J!FB*BBBBG
@HIJ$AJ B*AAKJ A*LAD B*AEB! B*EB=ALFB*BBBB=
@HIJ$A! A*!L=B K*B!LB A*!B!B B*EAGELFB*BBBBG
@HIJ$A= B*AKDA G*B== B*ALGE B*EB=GEFB*BBBBG

用可能与不同时期的构造事件有关。东天山地区发

生在泥盆纪与石炭纪过渡时期的成矿事件还有：可

可乃克铜矿有K!EH2的同位素年龄记录，硫磺山铜

铅锌矿有KJ=H2的记录，金窝子金矿有K!JH2的

岩浆活动记录（李华芹等，GBBJ）。其他重要矿床见

表J。可见，该时期在东天山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成

矿期。

晚古生代泥盆纪—石炭纪是东天山乃至于整个

LE第GD卷 第A期 王登红等：新疆伊吾琼河坝地区铜、金矿成矿时代及其找矿前景

 
 

 

 
 

 
 

 



表! 新疆东天山地区泥盆纪—石炭纪期间构造"岩浆"成矿作用的年代学记录

#$%&’! ()*+,+&+-./$&*’/+*0+12’/2+,./"3$-3$2./"3.,’*$&.4$2.+,5*+/’6607*.,-8’9+,.$,$,0($*%+,.1’*+76
.,:$62#.$,6)$,，;.,<.$,-

产地位置（样号） 岩石或矿床类型 测试样品 方法 !／!" 资料来源

阿其克库都克断裂南侧 花岗闪长岩 锆石 #$%&!’()’* +,-./ 孙桂华等，0--1
赤湖斑岩钼铜矿床 矿区斜长花岗斑岩 锆石 #$%&!’()’* +00.2- 吴华等，0--1
大盐池东 花岗闪长岩 锆石 #$%&!’()’* +0+3-.,34 王德贵等，0--1
觉罗塔格南缘 红云滩花岗岩体 锆石 56!)&7’／!# +083,.43+ 吴昌志等，0--1
土屋)延东大型斑岩铜矿 企鹅山群玄武岩 透辉石、斜长石和全岩 #9):;内部等时线 ++<.+1 侯广顺等，0--,
土屋)延东大型斑岩型铜矿 企鹅山群 锆石（基性火山岩中） ()’* +0031.03- 李向民等，0--<
彩华沟铜铅锌矿 火山热液型 酸性凝灰岩 全岩%*)#= +0831.83- 姬金生等，2448
可可乃克铜矿 岩浆热液型 含铜黄铁矿体 矿石%*)#= +,/.01 李华芹等，0--<
硫磺山金矿 潜火山热液型 矿化石英脉 石英包裹体%*)#= +<1.+- 李华芹等，0--<
硫磺山铜铅锌矿 斑岩型 矿化石英脉 石英包裹体%*)#= +<1.+- 李华芹等，0--<
铜花山铜铅锌矿 火山热液型 铜花山组 全岩%*)#= +<-.+ 周汝洪，248/
土屋铜钼矿 斑岩型 矿石 辉钼矿%>)?@ +003/.03+ 芮宗瑶等，0--0
巴仑台乌瓦门岩体 片麻花岗闪长岩 全岩 %*)#= <-0.+ 周汝洪，248/
北山坡北铜镍矿区 超镁铁岩 全岩 #9):; +0-./< 李华芹等，0--<
北山坡北铜镍矿区 花岗岩脉 锆石 ()’* +0-32.0+3- 李华芹等，0--<
赤湖岩体 石英二长闪长岩 锆石 ()’* +043<< 周汝洪，248/
大南湖岩体 二长花岗岩 锆石 ()’* +,832< 周汝洪，248/
二红山岩体 花岗闪长岩 锆石 ()’* +++.4 田慧新等，244-
金窝子岩体 花岗闪长岩 全岩 %*)#= +,<.+2 李华芹等，0--<
觉罗塔格岩体 闪长岩 锆石 ()’* +<,./ 周汝洪，248/
觉罗塔格岩体 二长花岗岩 锆石 ()’* +,2 陆松年等，244-
库米什+-/号岩体 钾长花岗岩 全岩 %*)#= ++< 胡受奚等，244-
硫磺山岩体 花岗斑岩 锆石 ()’* +<-30.<3+ 李华芹等，0--<
南山口岩体 钾长花岗岩 全岩 %*)#= +0,.2+ 李华芹等，0--<
东天山秋格明塔什岩体 花岗闪长岩 锆石 ()’* +0<3/ 周汝洪，248/
东天山四顶黑山岩体 斜长花岗岩 锆石 ()’* ++/ 杨甲全等，0--0
东天山四顶黑山岩体 片麻状花岗岩 锆石 ()’* +<- 杨甲全等，0--0
铜沟铜矿 闪长玢岩 全岩 %*)#= ++4.2/ 李华芹等，0--<
哈密二宫4<A+<B+-C，<0A<0B2-C 斜长花岗岩，侵入70 全岩 %*)#=等时线 +183< 周汝洪，248/
哈密坡北 铜镍矿 铜镍矿石 %>)?@ <2- 王虹等，0--/
哈密天湖北 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锆石 ()’* +48 胡霭琴等，244+
哈密天湖北4<A++B，<2A<+B+-C 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锆石 ()’* +<+ 胡霭琴等，244+
黄山东岩体 闪长岩、辉长岩 全岩 #9):; +0-.+8 李华芹等，2448
可可乃克 块状矿石 全岩 %*)#=等时线 +,/3+.2-31 李华芹等，2488

新疆的成矿高峰期之一（王登红等，0--/"）。目前在

新疆天山成矿省已经通过同位素年代学等方法判断

形成于泥盆纪—石炭纪的重要金属矿床主要有：!
西天山的阿希金矿，是新疆目前最大的岩金矿床之

一，成因上与早石炭世的陆相火山作用有关（李华芹

等，2448；王登红等，0--/*）；"东天山的金窝子金

矿，也是东天山地区最大的金矿之一，与云英山和北

山金矿基本同时代；#东天山的土屋)延东斑岩型铜

矿，是新疆目前最大的铜矿，形成时代晚于云英山和

北山约+-$0-!"（表<）。被认为形成于同一成矿

带的蒙古奥尤陶勒盖超大型斑岩铜矿，其花岗岩中

黑云母的D)6=年龄为（<22.+）!"（转引自刘益康

等，0--+），与云英山岩体的时代基本同时。0--<年

+月01日&E"FGH>宣布，奥尤陶勒盖圈定的矿体长

<I,J9，计算推测资源量是21I-亿吨矿石，平均含

铜-I1+K，铜 金 属2-+<万 吨，平 均 含 金-I2/L
2-M1，金属量达0/0吨（GNNO：／／PPPIQ>NRSTSFQ@3UH9／

H----4<,0+<)-<)---+203GN9T）。

综上所述，在位于东天山成矿省与阿尔泰成矿

省东延交汇部位的琼河坝矿集区（陈毓川等，0--/），

目前还没有发现大型以上的重要矿床，但琼河坝火

山岩型富铁矿、淖毛湖北山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淖

毛湖陆相火山岩型明矾石)硫铁矿以及云英山斑岩

型铜矿等不同类型矿床的存在，都说明该地区具备

-8 矿 床 地 质 0--4年

 
 

 

 
 

 
 

 



一定的成矿条件，成岩、成矿时代也与东天山和中蒙

边境重要矿床（如奥尤陶勒盖）的时代一致。不同地

质阶段的过渡时期往往有利于成矿，该区斑岩型铜

矿和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均形成于泥盆纪与石炭纪

的过渡时期，表明云英山式的斑岩型铜金矿和淖毛

湖式的金矿成矿作用与泥盆纪!石炭纪汇聚阶段的

火山!次火山岩岩浆活动有关（陈毓川等，"##$），也

意味着在琼河坝地区具有寻找与火山作用有关的

铜、金多金属矿的潜力。因此，应该加强对该地区成

矿条件、成矿规律的研究，推动地质找矿工作的进

展。

志 谢 感谢新疆第六地质大队吴华队长、哈

密国土局陈世平博士等人的大力帮助，也感谢审稿

人的细心审阅和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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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华，李华芹，陈富文，路远发，邓 刚，梅玉萍，姬后贵4FGGQ4

东天山哈密地区赤湖钼铜矿区斜长花岗斑岩锆石6BV[WE\<

E?年龄［3］4地质通报，F:（:）：:9X<::F4
杨甲全，钟 莉，邓 刚4FGGF4北山地区坡北8号、8G号基性<超基

性岩体成矿预测及找矿方向［3］4新疆地质，FG（R）：F89<F8=4
周汝洪48X=;4新疆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研究的进展［3］4新疆地质，:

（9）：:<8:4

F= 矿 床 地 质 FGGX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