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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阿北银铅矿位于新疆若羌县境内，是阿尔金山东段地区近年来新发现的中型多金属矿床之一，在区域

构造上位于-.向阿尔金走滑断裂北侧与.>向阿尔金北缘断裂所夹持的区域。该矿区的控矿构造出露于早古生

代二长花岗岩中，是叠加在韧性变形基础上发育起来的韧脆性断裂破碎带，在平面和剖面上均表现为弧形裂隙夹透

镜状花岗岩岩块的结构特点。韧脆性断裂破碎带是阿北银铅矿重要的控矿构造，其形态、规模、产状和分布控制着

矿体的形态、规模、产状和分布。硫同位素组成特征显示出硫源很可能是海相沉积岩来源的硫与岩浆岩来源硫的混

合；铅同位素组成显示其来源于上地壳；氢、氧同位素特点反映出成矿流体以岩浆水为主，并有少量大气降水混入。

结合构造演化和构造控矿特征进行分析，认为该矿床是受韧脆性裂隙控制的、与早古生代中;晚期红柳沟;拉配泉弧

后盆地封闭碰撞作用伴生的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的岩浆热液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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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金北缘地区是阿尔金E@向构造带与北祁

连构造带西段的交汇复合部位，北接塔里木地块南

缘。阿尔金断裂带和阿尔金地区的区域构造演化已

成为近FG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并取得了重要研究

成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局，HIIJ；崔军文

等，HIII；许志 琴 等，HIII；K-($#"/L，HIII；FGGF；

M*!3-//$#"/L，FGGJ；=-5$#"/L，FGGJ；FGGN；戚学祥

等，FGGO；吴才来等，FGGO；刘永江等，FGGN；张建新

等，FGGN；杨经绥等，FGGP；陈柏林等，FGHG）。相对

地，对阿尔金北缘地区的矿产开展研究的历史则很

短，仅近HG年来才陆续见刊（杨风等，FGGH；李学智

等，FGGF；陈 柏 林 等，FGGF；FGGO；FGGI；王 小 凤 等，

FGGQ；杨屹等，FGGQ；毛德宝等，FGGR"；FGGR,；李月臣

等，FGGN；赵更新等，FGGN；祁万修等，FGGP）。

阿北银铅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境

内，在 区 域 构 造 上 位 于 阿 尔 金 北 缘 断 裂 的 南 侧。

FGGG年，由新疆第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和新疆第一

地质大队完成的“阿尔金断裂北带资源评价”项目，

在对喀腊达坂地区开展HSHG万化探测量时，圈定出

了<T7FH综合异常；FGGJ年，新疆第一区域地质调

查大队对该异常进行了三级查证工作；FGGQ年，对该

异常又开展了进一步的查证工作，发现并圈定了矿

化蚀变带和银铅锌矿体；FGGO!FGGN年，针对矿化蚀

变带和主要矿体开展了HSH万、HSF千地质草测、地

表槽探工程揭露、物探激电磁法剖面测量和部分钻

探控制等工作，查明了矿床的基本特征。但是，对其

构造控矿作用及成因的研究一直是空白。本文从野

外控矿构造分析入手，结合硫、铅、氢、氧同位素测试

和赋矿花岗岩的年代学资料，探讨了阿北银铅矿的

构造控矿特征及矿床成因。

H 区域地质

*L* 构造背景与地质概况

阿北银铅矿位于阿尔金山东段的喀腊大湾地

区，在大地构造上位于塔里木板块之塔里木古陆缘

地块的红柳沟7拉配泉奥陶纪裂谷带（弧后盆地），也

是E@向阿尔金走滑断裂与@U向阿尔金北缘断裂

所夹持的区域（图H）。在矿产区划上属于阿尔金金、

铜、镍及多金属、铁、稀有和稀土元素成矿带的红柳

沟7拉配泉金、铜及多金属、铁成矿亚带。

区域内出露的地层有：太古界米兰岩群达格拉

格布拉克组（9%!"），下古生界上寒武统斯米尔布拉

克组（!J#）和卓阿布拉克组（!J$%），上石炭统因格

布拉克组（MJ&）。太古界米兰岩群达格拉格布拉克

组出露在阿尔金北缘断裂带以北地区，为一套角闪

岩相7麻粒岩相深变质岩系，岩性主要为灰绿色变粒

岩和褐灰7褐红色钾长变粒岩夹片岩。上寒武统斯

米尔布拉克组出露在阿尔金北缘断裂带与拉配泉7
白尖山断裂之间，主要岩性是灰色绢云母片岩、绢云

母石英片岩、千枚岩、板岩、中7酸性火山岩夹少量白

色结晶灰岩、大理岩、石英透镜体。卓阿布拉克组出

露在白尖山断裂以南区域的中南部，主要岩性组合

为泥岩、泥灰岩、碳质千枚岩、千枚岩化粉砂岩、板

岩、结晶灰岩、大理岩和流纹岩、英安岩、安山质玄武

岩、酸性7中酸性火山凝灰岩、晶屑凝灰岩及钠长霏

细斑岩、英安斑岩、辉绿岩，其中夹有铁矿层。上石

炭统因格布拉克组仅局部出露，主要岩性为砾岩、含

砾砂岩、砂岩（图H）。

区域内的侵入岩绝大多数为早古生代，主要岩

性有二长花岗岩、花岗岩、花岗闪长岩、闪长岩和辉

长岩，局部见元古代花岗闪长岩。其中，二长花岗岩

是银铅矿体（化）的直接围岩。

*L+ 区域构造特征

区域内的构造线以@U向为特征。J条@U向

一级断裂构造自北向南依次是阿尔金北缘断裂、白

尖山断裂和喀腊达坂断裂。其中的白尖山断裂是更

大区域内拉配泉断裂在该区的一部分。它们将阿北

银铅矿所在的喀腊大湾地区划分为Q个部分，依次

为北部基底片麻岩区、中北部火山沉积岩区、中南部

火山沉积岩区和南部新生代盆地区（图H）。在区域

构造范围内，阿北银铅矿位于阿尔金北缘断裂南侧、

QH 矿 床 地 质 FGHF年

 
 

 

 
 

 
 

 



 
 

 

 
 

 
 

 



 
 

 

 
 

 
 

 



图! 阿北银铅矿二长花岗岩内锆石的"#图像（$）和%&’()*+,*-年龄谐和图（.）

/012! "#03415（$）467%&’()*+,*-89689:7047041:43（.）9;<0:896=0647435>>0?5;:93?@5$-50$1,*-75A9=0?

岩浆岩

该矿区内的岩浆岩主要为早古生代二长花岗

岩，是银铅矿体的直接围岩。此外，局部出露有早古

生代斜长花岗岩和辉长,辉绿岩。

二长花岗岩（!"!）主要出露在该矿区的中部，是

矿体（化）的直接围岩，主要由褐色、褐红色中,细粒

二长花岗岩组成。岩体形态为不规则的“长条状”或

“带状”，围岩为斯米尔布拉克组，岩体北侧为断裂接

触关系，南侧为侵入接触，沿外接触带岩石具热接触

变质，有褐铁矿化显示。

在宏观上，岩石发育碎裂和脆性片理化，局部伴

有韧脆性变形片麻状构造，中细粒不等粒结构。斑

晶占BCD#ECD，为钾长石和石英，粒径多为CFE#
G33；石英HCD#HED，他形粒状，弱波状消光；钾

长石HCD#HED，发育卡斯巴双晶和格子双晶，表面

干净，部分为条纹长石。基质占ECD#EED，为钾长

石、斜长石和黑云母，粒径CFG#CF!33；钾长石

GED#HCD；斜长石HED#!CD，薄片中见发育次生

水（绢）云母化；黑云母ED#GCD，片状，多数发生绿

泥石化；此外，还含有少量榍石、磷灰石和锆石，其中

的锆石颗粒较小，约CFCI#CFGC33。

岩石化学分析显示其为亚碱性花岗岩系列；微

量元素分析显示其为高铅高铁酸性侵入岩，稀土元

素反 映 其 岩 浆 分 异 作 用 不 明 显。 单 颗 粒 锆 石

%&’()*+,*-测年结果显示，阿北银铅矿二长花岗

岩的年龄为（EGBJI）)4（图!）。

!2! 矿带及矿体特征

矿带特征

阿北银铅锌多金属矿体主要分布在该矿区中部

的二长花岗岩体中，其空间分布受KLL向、近ML
向韧脆性断裂构造的控制，按矿体分布范围、空间展

布特点，可划分为H个矿带（图H），共圈出GC个矿

体。

$号矿带 分布在N勘探线与GH勘探线之间

的二长花岗岩体北部内接触带附近，沿走向!CEO方

向的裂隙带分布，与接触蚀变带总体呈BEO斜交，其

南东端被一组KM向断裂截断（图H）。该矿带总体

长度约GHC3，宽度HC#!C3，产状!CEO／KMIE#
PNO。圈出H个工业矿体（地表矿体G个）。

%号矿带 位于该矿区中部，分布在GE至HN
勘探线之间的二长花岗岩体中，走向HPE#HNCO。可

分为东、西H个矿段，东矿段分布于HC#HN勘探线

之间，西矿段分布于GE#GH勘探线之间，中段GH#
HC勘探线暂无工程控制。该矿带总体长度达HF!
Q3，宽 度HC#EC3，目 前，西 矿 段 的 控 制 长 度 达

GBCC3，东矿段的控制长度为BCC3。共圈出I个

工业矿体（其中地表矿体E个）（图H）。

矿体特征

阿北银铅矿区内共圈出矿体GC个，其中较大的

有I个（图H），现对其中的B个矿体描述如下。

$G矿体 分布于$号矿带的北侧，呈脉状、透

镜状产出，由致密块状铅锌矿脉和星点状、细脉网脉

状银铅矿石英脉及蚀变花岗岩组成。该矿体长GCC
3，厚NFR!3，走向!CEO，倾向北东，倾角PCO（图H）；

平均品位：!（*-）IFPHD，!（S6）GFNGD，!（$1）

NPF!!TGCUI，!（"V）CFGCD，!（$V）CFBNTGCUI；

PG第!G卷 第G期 陈柏林等：阿尔金山阿北银铅矿控矿构造特征与矿床成因初探

 
 

 

 
 

 
 

 



 
 

 

 
 

 
 

 



 
 

 

 
 

 
 

 



 
 

 

 
 

 
 

 



合特点，并可能出现产状相近的隐伏矿体（图!）。

" 矿床地球化学与成因初探

!#" 变形蚀变岩石组分变化特征

构造变形和矿化蚀变作用是导致含矿构造带中

包括成矿元素在内的成分变化的决定因素。阿北矿

床的构造变形带一方面在变形过程中发生了元素的

迁移和变化，另一方面，后期矿化蚀变作用又导致矿

化元素的变化。现以!号含矿带西段的$%&地质点

（图’(）为例，来探讨不同变形强度和不同矿化程度

的岩石的元素变化特点。

矿化蚀变变形岩石矿物成分变化特点

由图’(可见，)个样品的构造变形是*和’号

最强（应变比值约为"+%），,和&号次之（应变比值

约为-+&），-和"号变形更弱（应变比值约为*+&），)
号几乎未变形，为比较完整的花岗岩（应变比值约为

*+%）。而矿化最强的是*号样品，其次是’和,号，

其他样品矿化不明显。

$%&地质点放大剖面（图’(）上所采)个样品的

岩矿石名称、产出的构造部位、矿物组成、结构构造

和矿化蚀变特征列于表*。

不考虑强矿化的$%&.*号样品，其他’个样品

随着构造变形的增强，绢云母含量明显增多，同时，

长石含量明显减少，而石英则略有增多或变化不大。

这显示出构造变形（糜棱岩化）过程导致长石分解，

形成石英和绢云母（退变质反应），但石英增加不多，

反映出可能有一部分硅质被带出。

蚀变变形岩石常量元素变化特点

按照构造变形强弱顺序，$%&地质点剖面上样

品的常量元素测试结果见表-，其变化曲线见图/。

由表-及图/可见，就变形程度和蚀变强度不

同的岩石而言，其常量元素的迁移规律比较明显，从

花岗岩和弱变形花岗岩到强变形花岗岩和糜棱岩，

01-2,、3-2、45-2明显减少，672、852、692略有

减少，说明其形成了含矿热液，这与构造变形过程中

的退变质作用相关，即长石退变质形成了绢云母和

石英（陈柏林等，-%%-）。同时，由于上述成分的减

少，:;2-和<=-2,含量则相对升高。

叠加了矿化的糜棱岩，:;2-明显升高，较富矿石

的:;2-含量更高，这显示出在矿化蚀变过程中存在

硅质的带入，与宏观上存在石英脉相吻合。

矿化在元素变化上的特点

按照构造变形程度和矿化强弱的顺序，$%&地

质点剖面上样品的矿化元素（>?、<9、8@、<@、A7）测

表" 阿北银铅矿床蚀变变形岩石特征

#$%&’" ()$*$+,’*-.,-+./0$&,’*’121’0/*3’1*/+4.$35&’.0*/3,)’6%’-6728%1’5/.-,

序号 样号 岩石名称 构造部位 矿物组成 变形结构构造特征 蚀变与矿化特征

* $%&.* 强矿化

糜棱岩

产于大透镜体边上

的主变形带中

脉石英&%B、方铅矿-&B、

石 英 *&B、绢 云 母 等

*%B

强变形，矿物拉长明显，片

状构造、细脉状构造、糜

棱状构造

方铅矿呈细脉沿变形片理

或斜 向 裂 隙 产 出，强 矿

化、绢云母化、硅化

- $%&.- 微变形

花岗岩

产于较小透镜体 正长石,&B、斜长石-%B、

石英,%B、绢云母*&B
弱变形，矿物拉长不明显，

块状构造为主，局部弱片

状构造

弱变形，弱绢云母化，矿化

不明显

, $%&., 微矿化

糜棱岩

产于小透镜体边上

的次级变形带中

正长石-&B、斜长石*%B、

石英,&B、绢云母,%B，

少量方铅矿

中等 变 形，矿 物 拉 长 较 明

显，片状构造较发育，似

糜棱状构造次之

方铅矿呈稀疏浸染状产出，

部分沿似糜棱片理呈微

脉状产出

" $%&." 微变形

花岗岩

产于次级透镜体 正长石,&B、斜长石-&B、

石英,%B、绢云母*%B
弱变形，块状构造为主 弱的绿泥石化、硅化、铁白

云石化

& $%&.& 变形

花岗岩

产于小透镜体边上

的次级变形带中

正长石-&B、斜长石*%B、

石英,&B、绢云母,%B
中等 变 形，矿 物 拉 长 较 明

显，片状构造较发育，似

糜棱状构造次之

矿化 不 明 显，发 育 绿 泥 石

化、水云母化、铁白云石

化

’ $%&.’ 矿化

糜棱岩

产于大透镜体边上

的主变形带中

正长石*%B、斜长石&B、

石英"%B、绢云母"&B，

少量方铅矿

强变形，矿物拉长明显，片

状构造、糜棱状构造

方铅矿呈浸染状产出，水云

母化，高岭土化

) $%&.) 花岗岩 产于主变形带外未

变形花岗岩中

正长石,&B、斜长石-&B、

石英,%B、绢云母*%B
未变形，块状构造 表面见弱水云母化、弱绿泥

石化，无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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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蚀变变形岩石常量元素分析结果

"#$%&! ’#()*&%&+&,-.),-&,-)/#%-&*&010&/)*+&0*).23#+4%&3/*)+-5&6$&76819$0&4)37-

序号 样号 岩石名称
!（!）／"

#$%& ’(&%) *+&%) *+% ,-% ./% 0&% 1-&% 2$%& .3% 4&%5 6&%7 ,%& 8%9 总计

: 6;5<= 花岗岩 =5>5?::>;@:>&) ;>=; ;>AA ;>=) B>;@ )>B; ;>:@ ;>;@ ;>;B :>;B ;>A; :>=B :;:>5A
& 6;5<& 微变形花岗岩 =5>;::;>AA:>&@ ;>=B ;>@? ;>?? )>@= )>)& ;>&5 ;>:: ;>;) :>:5 ;>A? :>AB :;:>;=
) 6;5<B 微变形花岗岩 =B>&5::>&::>)@ ;>=& ;>@B ;>?@ B>:= )>5: ;>&: ;>;= ;>;& :>:: ;>=@ :>A: :;;>A@
B 6;5<5 变形花岗岩 =?>&)::>@:;>AB ;>?: ;>=: ;>B= )>AB &>@) ;>&: ;>;5 ;>;) :>?& ;>B? :>5& :;:>B)
5 6;5<) 微矿化糜棱岩 ==>5):&>;A;>BA ;>BB ;>5) ;>&5 )>5B &>:= ;>&A ;>;& ;>;: :>@5 ;>)B :>5) :;:>:5
? 6;5<? 矿化糜棱岩 =A>)&:;>:5;>B? ;>B: ;>B? ;>&; )>)? :>@: ;>&) ;>;& ;>;: :>=& ;>:; :>)) @A>?A
= 6;5<: 强矿化糜棱岩 A&>B55>5: &>B: :>B& ;>&) ;>&A :>?) :>5B ;>&; ;>;) ;>;: :>;A ;>:; :>;B @=>@)
测试单位：国家地质测试中心；测试仪器：&:;;型C荧光光谱仪；测试误差：D#EF&"!A"。

图@ 变形和矿化程度不同的蚀变岩石主元素变化图

*$/>@ .-GHIJK$3/LI+M-N$-L$J3JOP-QJN+(+P+3LH$3R$OO+N+3L-(L+N+R<R+OJNP+RNJSTH-PG(+HONJPLI+’U+$’/<4UR+GJH$L

表: 蚀变变形岩石矿化元素分析结果

"#$%&: ’7,&*7#%7;#-7),&%&+&,-3.),-&,-)/#%-&*&010&/)*+&0*).23#+4%&3/*)+-5&6$&76819$0&4)37-

序号 样号 岩石名称
!（!）／" !（!）／:;V?

4U ,W X3 ’/ ’W

: 6;5<= 花岗岩 ;>;) ;>;& ;>;B ;>)@ ;>;:
& 6;5<& 微变形花岗岩 ;>;@ ;>;) ;>;= ;>A: ;>;)
) 6;5<B 微变形花岗岩 ;>;A ;>;B ;>;@ ;>?& ;>;5
B 6;5<5 变形花岗岩 ;>)& ;>;@ ;>:: 5>:@ ;>;A
5 6;5<) 微矿化糜棱岩 :>)) ;>:A ;>&& :@>A; ;>:B
? 6;5<? 矿化糜棱岩 B>)5 ;>)? ;>5& A;>&B ;>&B
= 6;5<: 强矿化糜棱岩 A>B& :>B: :>:& &&@>:5 :>&B

试结果见表)，其变化曲线见图:;。

由表)和图:;可见，就变形程度和矿化强度不

同的岩石而言，其矿化元素的迁移规律比较简单，从

花岗岩和弱变形花岗岩到强变形花岗岩和糜棱岩，

4U、’/、,W、’W、X3非常一致地增加，显示出这5种

矿化元素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相关性，但也还存在

差异。这5个元素的曲线可以分为&组，4U和’/

为一组，两者的变化曲线非常接近，反映其成矿作用

的相关性更高，而,W、’W、X3为另一组，其变化曲线

也非常相似。

<>! 硫同位素特征

阿北银铅矿块状矿石内方铅矿的硫同位素组成

见表B。

由 表B可见，其方铅矿的")B#值为7::Y@Z!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变形和矿化程度不同的蚀变岩石矿化元素变化图

#$%&!" ’()*+,-$.%/+01(2$(/$,.,34$.02(5$6(/$,.05040./*
$.7$33020./(5/02078703,24072,9:*(4)50*32,4/+0

;<0$;%8=<70),*$/

表! 阿北银铅矿床硫同位素测试结果

"#$%&! ’#(#)*+,%*,-.+)()/.00)1/)+.(.)2)*)-&+
*-)1(3&4$&.4567$8&/)+.(

序号 样号 岩石类型 测试矿物!>?@／A 资料来源

! ;B8> 脉状铅银矿石 方铅矿 C!D&>
E ;B8? 脉状铅银矿石 方铅矿 C!F&D
> ;B8F 脉状铅银矿石 方铅矿 C!D&"
? G"!8E 脉状铅银矿石 方铅矿 C!>&H
F G"F8! 脉状铅银矿石 方铅矿 C!?&I
D G"D8E 脉状铅银矿石 方铅矿 C!?&"
I G"H8> 脉状铅银矿石 方铅矿 C!!&H

喀腊达坂铅锌矿矿石D个样品平均 方铅矿 CD&HF
喀腊达坂铅锌矿矿石?个样品平均 黄铁矿 CH&?>

本文采样；

中国地质科

学院矿产资

源研究所测

试

喀腊大湾铜锌矿矿石>个样品平均 黄铁矿 C!J&J!
大平沟金矿矿石>个样品平均 黄铁矿 CD&"I李月臣等，E""I

祥云金矿矿石>个样品平均 黄铁矿 CD&"!

C!DK>A，平均为C!?KD>A；硫同位素组成都非常

集中，说明该矿床的硫源比较一致。硫同位素组成

显示出该矿区的硫源正向偏离陨石硫很大，表明不

是深源硫，也不是岩浆岩（C?A"C!"A）来源为主

的硫，而很可能是海相沉积岩来源的硫与岩浆岩来

源硫的混合。

与同一成矿带内的有关矿床相比，阿北银铅矿

的!>?@值略高于喀腊达坂铅锌矿、大平沟金矿和祥

云金矿，而略低于喀腊大湾铜锌矿，但总体上差异不

大；与北疆阿勒泰可可塔勒铅锌矿床（周刚等，!HHJ）

明显不同，但与甘肃石居里铜锌矿床（邬介人等，

E""!）相近，也与阿舍勒铜锌矿床（王登红等，E""!）

及日本黑矿型矿床差异不太大，后者的硫同位素值

稍小（小EA"?A左右）。说明阿北银铅矿与火山沉

积作用关系不大，而属于岩浆热液矿床。

图!! 阿北银铅矿床铅同位素投影图

#$%&!! =2,L09/$,.,350(7$*,/,)09,4),*$/$,.,3,20*
32,4/+0;<0$;%8=<70),*$/

!&9 铅同位素特征

阿北银铅矿块状矿石内方铅矿的铅同位素组成

见表F，其投影图见图!!。

由图!!可见，阿北银铅矿铅同位素组成的投影

点均落入上地壳区，反映出它的铅主要来源于上地

壳。与同区域内的喀腊达坂铅锌矿非常相似，反映

出两者具有相同的铅来源。

!&! 氢、氧同位素特征

阿北银铅矿块状矿石中石英的氢氧同位素组成

列于表D。

由表D可见，!!JM石英NHKDA"!EKIA，与花岗

岩（CIA"C!>A）相当。相应包裹体水的氢同位

素!ONPFD"PIDA。根据Q5(R/,.等（!HIE）给出

的石英8水体系中氧同位素分馏随温度变化的关系

式：!!JM石英P!!JM水N;（!"D!PE）CB（当!!E""
"F""S时，;N>K>J，BNP>K?"），并由包裹体捕获

温度（取捕获温度ED"S计算）求得的成矿流体中水

的!!JM水 为!K"A"?K!A，将其与相应的!O值投于

!O8!!JM图（图!E）上可发现，投影点位于岩浆水之左

侧，表明以岩浆水为主，并有少量大气降水混入。

!&: 矿床成因初步分析

阿北银铅矿的矿化带主要发育于早古生代二长

花岗岩体（#$>）中（锆石@GTU’=年龄为F!?’(），

该岩体为红柳沟8拉配泉弧后盆地碰撞前的侵入岩，

具有片麻状构造，其围岩为上寒武统火山沉积岩系。

控矿构造为发育于花岗岩体中的VWW走向呈弧形

延伸的低级序韧脆性裂隙构造。矿体呈脉状、透镜

状 、带状沿断裂构造及裂隙产出。因此，该矿床的形

>E第>!卷 第!期 陈柏林等：阿尔金山阿北银铅矿控矿构造特征与矿床成因初探

 
 

 

 
 

 
 

 



表! 阿北银铅矿床铅同位素组成

"#$#%! &#’#()%*#+,-(’(.,//(0.(-,’,(1()(2*-)2(0’3*4$*,4567$+*.(-,’

序号 样号 采样位置 矿石类型 测试矿物
铅同位素组成

!"#$%／!"&$% !"’$%／!"&$% !"($%／!"&$%

) *+,- 阿北矿区 矿石 方铅矿 )(.-’/& )0.#-)& -(.-&-0
! *+,& 阿北矿区 矿石 方铅矿 )(.-##’ )0.#-"’ -(.-!)0
- *+,0 阿北矿区 矿石 方铅矿 )(.-’’’ )0.#--! -(.--/-
& 1"),! 阿北矿区 矿石 方铅矿 )(.-#’! )0.#--! -(.-)##
0 1"0,) 阿北矿区 矿石 方铅矿 )(.-(’" )0.#-!- -(.-0"(
# 1"#,! 阿北矿区 矿石 方铅矿 )(.-’#0 )0.#--# -(.----
’ 1"/,- 阿北矿区 矿石 方铅矿 )(.&""" )0.#-!& -(.-#/!

喀腊达坂铅锌矿矿石)!个样品平均 )(.##(& )0.#-’( -(.))#/

注：本文采样；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测试。

表8 阿北银铅矿及有关矿床氢氧同位素组成

"#$%*8 96:,-(’(.*/(0.(-,’,(1()’3*4$*,4567$+*.(-,’

序号 样号 位置 岩性 矿物 !)(2石英／3 !)(2水／3 !4／3 资料来源

) *+,& 阿北矿区 细脉矿石 石英 5)!.’ 5&.) 6’"
! 1"#,) 阿北矿区 细脉矿石 石英 5/.# 5)." 6#!
- 1"#,& 阿北矿区 细脉矿石 石英 5)!.- 5-.’ 6’#
& 1"/,- 阿北矿区 细脉矿石 石英 5)).’ 5-.) 60#

本文采样；中国地质科学

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测试

0 大平沟金矿 石英脉 石英 5)!." 5-."’ 6’) 陈柏林等，!""0
# 可可塔勒铅锌矿 石英脉 石英 5)).& 50.(" 6(/.) 周刚等，)//(
’ 阿舍勒铜锌矿 矿石 石英 5)).# 5&.&" 6))" 王登红等，!"")

图)! 阿北银铅矿氢氧同位素投影图

789.)! :;<=>?@8A9?BC9DA;AE>CEF?9DA8=?G?<D
H?I<?=8G8?A?J?FD=JF?IG>D*%D8*9,$%ED<?=8G

成晚于该二长花岗岩体的侵入时间。另一方面，研

究区内广泛发育碰撞期（&’""&/":;）和碰撞后

（&)""&&":;）的中,酸性侵入岩#，结合硫、铅和氢、

氧同位素组成所指示的成矿物质和成矿流体来源的

信息，可以认为，成矿作用与该区早古生代中,晚期

红柳沟,拉配泉弧后盆地封闭碰撞作用及其伴生的

中,酸性岩浆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成因类型属

于岩浆热液型矿床。考虑到同样在白尖山断裂带内

的大平沟金矿床的&(’:;的成矿年龄（杨屹等，

!""&），初步推测阿北银铅矿的成矿作用时代也是在

早古生代中期，属于碰撞期的中,后阶段，约为&’""
&(":;左右。

结合该区区域,大地构造演化，可初步概括其成

矿演化历史为：晚元古代晚期，区域上在塔里木地

块南缘，形成了较广阔的阿尔金洋；晚元古代末—

寒武纪早期，阿尔金洋北侧边界由稳定大陆边缘转

化为活动大陆边缘，阿尔金洋盆向北俯冲并形成了

陆缘火山弧，阿北银铅矿区发生了二长花岗岩侵位；

随着俯冲的继续，寒武纪中,晚期—早奥陶世早期形

成了红柳沟,拉配泉弧后盆地，喷发了具有岛弧和弧

后盆地特点的火山岩，形成了喀腊达坂火山岩型

（K:L）铅锌矿等矿床；早奥陶世晚期，伴随阿尔金洋

盆即将封闭，红柳沟,拉配泉弧后盆地也发生向北的

俯冲和碰撞，同时形成了大型韧性变形带，包括阿北

# 地质力学研究所.!")".阿尔金山东段红柳沟矿带大型铜、金、铅锌矿床找矿靶区优选与评价技术与应用研究.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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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铅矿区的二长花岗岩体在内也发生了大规模的韧

性变形，形成了以大平沟金矿为代表的韧性剪切带

型金矿床；碰撞中!晚期，一方面构造变形向脆性发

展，在阿北银铅矿区的二长花岗岩内形成了呈弧形

延伸的韧脆性控矿裂隙，另一方面，同碰撞作用导致

了大规模中!酸性岩浆侵入作用，随着碰撞接近结

束，构造应力场也由原来的南北向强烈挤压转化为

局部引张，在韧脆性变形带中形成了脆性张扭性裂

隙，而伴随大规模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的岩浆期后

热液在萃取围岩中的成矿物质后，运移到脆性张扭

性裂隙中充填结晶，形成了脉状银铅矿床。

" 讨论和结论

阿北银铅矿的控矿构造是发育于早古生代二长

花岗岩中叠加在韧性变形基础上发育起来的韧脆性

断裂破碎带，在平面和剖面上均表现为弧形裂隙夹

透镜状花岗岩岩块的结构特点。其硫同位素组成特

征显示出硫源很可能是海相沉积岩来源的硫与岩浆

岩来源硫的混合；铅同位素组成显示其来源于上地

壳；氢、氧同位素特点反映出成矿流体以岩浆水为

主，并有少量大气降水混入。该矿床受韧脆性裂隙

的控制，是一个与早古生代中!晚期红柳沟!拉配泉弧

后盆地封闭碰撞作用伴生的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

的岩浆热液型矿床，其成矿作用时代为早古生代中

期（约#$%!#&%’(左右）。

从构造变形带的元素变化来看，在变形强的地

段，如果没有叠加矿化时，成矿元素的含量不一定

高，反映了构造变形与矿化的非同时性，即矿化稍晚

于变形。这与宏观上存在明显的含方铅矿石英脉的

特点相吻合。但是，构造变形强的地段有利于矿化

作用的发生，由图)*可见，强变形的糜棱岩最容易

发生矿化。所以，该区的压扭性弧形裂隙（局部达到

糜棱岩带）是主要的含矿构造。

从控矿构造的力学性质上分析，该区为压扭性

的弧形裂隙控矿系统，其延伸和规模一般都比较大，

因此，矿体的延伸也比较大，初步的钻探资料显示，

矿体与弧形断裂裂隙一样具有分枝复合特点，并可

能出现产状相近的隐伏矿体，因此，该矿床应具有一

定的前景，其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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