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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区地质特征简介 

彩虹铜多金属位于南天山库米什背斜东段南翼。矿区出露地层下泥盆统阿尔彼什麦布拉克组是一套绿

片岩相片岩与大理岩的互层，原岩是中酸性火山沉积岩，矿体赋存在该组地层的特定层位－绢云母石英片

岩中；矿区断裂主要有近 EW 向、NE 向 2组，其中 NE向平移断裂对矿体有一定的错动，矿区地层发生

了强烈的韧性变形，主要表现为大理岩透镜体化、石香肠、层间褶皱等等；矿区岩浆岩不发育，主要分布

在矿区西北角。 

彩虹矿床以铜矿化为主，伴生铅锌矿化。矿体形态较简单，呈层状、似层状和薄透镜状分布，与地层

产状基本一致，地表自北而南分布有大致平行的 7条含矿蚀变带。根据野外观察，划分了 3个成矿期：早

期火山喷发－沉积成矿作用，形成层纹状、条带状的铅锌矿层和含铜黄铁矿矿层；热液成矿期，形成脉状、

网脉状、块状矿石，是彩虹矿床的主成矿期，本期矿化基本上呈石英-方解石-硫化物脉产出；最后是表生

氧化期，形成地表蚀变带。 

2  成矿物质来源 

矿区地层阿尔彼什麦布拉克组是赋矿地层，同时也是矿源层，主要证据有： 

（1）该套地层在区域上广泛分布（吴文奎等，1992），彩虹铜多金属矿床、彩华沟含铜黄铁矿矿床、

亦格尔达板铜矿（点）、忠宝钨矿等均产在该地层中。区域化探异常显示：区域上该地层分布范围内多处

铜金钨的异常套合很好。单小莉等（2009）对彩虹东约数十公里处的彩华沟矿床中黄铁矿微量元素和矿石

中石英、硅质岩、底板围岩的 Si、O同位素研究显示，成矿物质来自围岩阿尔彼什麦布拉克组。即区域资

料显示，阿尔彼什麦布拉克组是有利成矿的地层。 

（2）地球化学分析结果表明，彩虹矿区赋矿围岩非矿化地段具有高的 Cu、Pb、Zn背景值。矿石样和

围岩样微量元素的对比结果显示，围岩和矿石样的各种微量元素含量呈反消长的关系，可能是由元素由围

岩向矿石迁移富集而造成。 

3  构造与成矿的关系 

（1）成矿后构造对早期喷流-沉积矿体的改造 

火山喷流-沉积成矿之后，南天山洋的闭合导致塔里木板块和伊犁－中天山板块碰撞，库米什地区发生

区域变质作用，受区域变质影响，阿尔彼什麦布拉克组岩石片理化，形成许多层间小褶皱及透镜体。但总

体而言，变质程度不大，对喷流－沉积形成的富含硫化物的矿层造成的破坏主要是导致矿层拉伸变薄，或

被剪切成透镜体，或褶叠成多层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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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东向构造对热液成矿作用的控制 

井下可见热液期充填形成的含铜石英-方解石脉的产状与地层不一致，明显受北东向断裂构造控制，且

在北东向断裂与北西西向含矿层交切的地段矿体厚度最大、矿化强度也较强、硅化强烈、铜品位较高。我

们利用矿区普查中获取的钻孔岩心 Cu 元素数据，通过作图得出了其平面上的分布特征也显示，铜元素的

分布呈北东走向特征，可能受后期断裂控制。该北东向断裂在地表未见，推测为一隐伏断裂。 

4  岩体与成矿的关系 

通过对热液成矿期的产出特征我们认为成矿发生在区域变质变形作用之后，从矿区地质图上可以看

出：彩虹矿区内无明显的岩浆活动，仅在矿区西北部可见二云母二长花岗岩及局部矽卡岩化，其余均为小

规模岩脉，深部也没有发现隐伏岩体；且矿区周围无深大断裂。因此，矿区岩体导致热液成矿作用的可能

性不大。但矿区北部数十公里有忠宝花岗岩体，岩体钨含量较高、与围岩接触带矽卡岩化强烈，现有忠宝

矽卡岩型白钨矿床，规模可达中型，因此，推断石英脉型热液矿化是忠宝岩体侵入所致。矿区存在钨的异

常并在 1号井下发现了白钨矿的矿化，为此推论提供了证据。 

5  成矿流体性质 

本小节的成矿流体研究也是针对热液成矿期而言的。 

（1）流体包裹体研究显示，与硫化物密切共生的石英中的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集中在 240～280℃，

方解石中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集中在 200～210℃，属于中温成矿作用。石英中包裹体的盐度 w (NaCleq)

范围为 3.4%～13.76%，方解石的 w (NaCleq)为 10.1%～16.7%，属中低盐度。 

（2）O、H 同位素研究显示，
18

O 水＝5.12‰～5.77‰，δD＝-85‰～-119‰，投图显示成矿期石英中

流体的氧、氢同位素落在岩浆水附近靠近雨水线的那一边，反映流体以岩浆水为主，并混合有地下水。 

（3）对热液期矿石中的黄铁矿、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进行硫同位素测试，δ
34
S‰的值变化范围较

窄，呈塔式分布，分布区间-4.37～+3.35‰，集中在 0～+2.5‰，平均+0.81‰，说明硫同位素组成较稳定，

主要是深部岩浆硫。 

6  结  论 

彩虹多金属矿床是火山喷流沉积－岩浆热液叠加改造型矿床。其中热液成矿期是主成矿期，受地层-

构造-岩体联合控制，成矿流体具中温中低盐度的性质，以岩浆水为主混有一定的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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