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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成矿带主要矿床类型及勘查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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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阿尔泰成矿带是我国最重要的稀有金属、有色金属和贵金属成矿带之一。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和

成矿条件显示了该区良好的资源潜力。已知矿床的主要类型有伟晶岩型 (云母、锂铍钽、宝石) 矿床、

与海相火山岩有关的块状硫化物矿床、岩浆铜镍硫化物型矿床、沉积变质型铁矿、浅变质含碳细碎屑岩

型金矿和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床, 近年来在斑岩型铜矿床的找矿工作有了新进展。通过与哈萨克斯坦国和

蒙古国的成矿地质条件对比分析研究, 在地球化学块体理论资源量预测的基础上, 结合地物化资料优选

了进一步找矿靶区。

关键词: 阿尔泰成矿带; 主要类型; 典型矿床; 资源潜力; 找矿靶区

中图分类号: P612　　　文献标识码: A

　　阿尔泰成矿带主体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

泰地区, 西南和东南少部分处在塔城地区和昌吉州

境内。地理坐标为: 东经85°30′～ 90°30′, 南到北纬

45°00′, 北至中、哈、俄、蒙边界。南北长约460 km ,

东西宽约410 km , 总面积约11 万km 2。

该成矿带为新疆仅次于东天山地区的最重要的

有色金属、黄金、铁矿、稀有金属及宝玉石矿产勘

查开发基地, 已经建成并且正在生产的较大矿山有: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柯鲁木特稀有金属矿、喀拉

通克铜镍矿、多拉纳萨依金矿、托库孜巴依金矿、铁

米尔特铅锌矿等。正在建设的矿山有: 阿舍勒铜矿、

蒙库铁矿、萨热阔布金矿、可可塔勒铅锌矿等。

1　成矿地质背景

111　区域地质

　　该区前寒武系古老基底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北

部, 为中元古代蓟县系、震旦纪—寒武纪地层。盖

层沉积阶段的沉积岩系主要为一套古生代海相沉积

岩及火山喷发沉积岩系列, 广泛发育第四纪冰碛砾

岩、泥砂岩等。

本区岩浆岩主要为侵入岩和火山岩两大类。其

中, 侵入岩 (从早到晚) 主要有加里东晚期的辉长

岩、英云闪长岩、斜长花岗岩、二长花岗岩; 华力

西早期的斜长花岗岩、黑云母 (二长) 花岗岩、二

云母 (钾长) 花岗岩、花岗斑岩; 华力西中期黑云

母2二云母花岗岩序列、钾长花岗岩2石英斑岩序列、

花岗闪长岩2二长花岗岩序列。火山岩则主要为晚古

生代火山岩, 基性、中性、中酸性、酸性均有出露。

此外, 区内还有基性2超基性杂岩和蛇绿岩出露。

火山岩出露区与阿尔泰褶皱系相当, 火山活动

出现于奥陶纪—二叠纪, 未见寒武纪及中生代火山

岩。其中泥盆纪火山岩最发育, 石炭纪次之。火山

岩为钙碱性。以红山嘴断裂和苏木达依2阿巴宫断裂

为界线可进一步划分为喀纳斯、红山嘴和富蕴三个

火山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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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布尔津南的科克森套一带, 中泥盆统为枕状

熔岩、橄榄玄武岩、安山玄武岩及少量硅质岩、放

射虫硅质岩, 表明当时为深海环境。在该组中发现

超镁铁岩类14 个, 岩性以斜辉辉橄岩为主, 少量纯

橄岩, 未见铬铁矿, 为发育不完全的蛇绿岩套。

本区属于西伯利亚板块西南缘阿尔泰陆缘活动

带 (É1 ) 和哈萨克斯坦2准噶尔板块准噶尔微板块

(Ê 1) , 其板块分界为查尔斯克2乔夏哈拉缝合带, 由

北向南依次为德伦2诺尔特晚古生代上叠盆地

(É 1
1)、阿尔泰早古生代大陆坡山弧带 (É 2

1)、南阿

尔泰晚古生代弧后裂陷盆地 (É 3
1)、矿区阿尔泰晚古

生 代成熟岛弧带 (É 4
1 )、额尔齐斯构造杂岩带

(É 5
1)、卡尔巴2哈巴河晚古生代弧前盆地 (É 6

1)、萨

吾尔2二台晚古生代岛弧带 (Ê 1
1)、洪古勒楞2阿尔曼

泰早古生代沟弧带 (Ê 2
1)。

112　区域地球物理特征

11211　区域重力场特征

阿尔泰成矿区布格重力异常全部呈现为负异

常, 异常较为复杂。中西部为准噶尔重力高, 北部

为阿尔泰重力梯级带, 东南部为重力高与重力低过

渡带, 区内布格重力异常最高- 80×10- 5m ös2, 最低

- 260×10- 5m ös2, 阿尔泰重力梯级带梯度变化最大

可达每千米112×10- 5m ös2。

按照布格重力异常等值线强度变化、规模及分

布特征, 将区内布格重力异常分为3 个异常区。

(1) 喀纳斯2阿勒泰2青河重力异常高梯度带: 该

带位于成矿区北部, 由喀纳斯湖经阿勒泰至青河, 它

成为准噶尔区域布格重力高异常区与阿尔泰低异常

区的分界线。

(2) 准噶尔区域布格重力异常平缓变化区: 该

异常区是新疆布格重力异常值最高的地区。异常总

体呈北西向延伸, 向西伸出国境进入哈萨克斯坦, 向

东至吐鲁番2哈密盆地北缘。

(3) 东准噶尔布格重力高与重力低过渡带: 该

异常区内从北部的青河至南部的奇台之间重力高与

重力低交错存在, 并有几条呈北西向的束状线型重

力梯级带, 其反映深大断裂的存在, 如乌伦古河深

大断裂、克拉麦里深大断裂等。

11212　区域磁场特征

本区航磁异常主要由正负相间、紧密排列的条

带状异常构成, 磁场比较复杂。异常强度最高1 500

nT , 东南部为大片分布的负磁异常带, 异常值最低

- 1 500 nT。

(1) 阿勒泰2二台正负变化磁异常区: 该异常主

要轴向为北西向, 往西转为北东向。异常东、西两

侧分别延伸至蒙古和哈萨克斯坦境内。该磁异常带

特征与新疆其他地区的磁异常有较明显的差异, 表

明该区以具有磁性的中基性火山岩为主, 推断基底

不具磁性, 断裂及构造发育, 岩浆活动剧烈。

(2) 东南部负磁异常带: 该负磁异常带将上述

磁异常区与准噶尔正磁异常区分开, 有大面积的负

磁区分布。

113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11311　区域地球化学背景

与全国相似背景比较, 阿勒泰地区相对富集的

造岩元素是CaO、M gO、N a2O , 微量元素是Cu、M n、

Sr, 其余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阿勒泰地区处于

高CaO、M gO、N a2O 的地球化学环境中, 相对富集

成矿元素Cu。与全国干旱地区相比, 阿尔泰地区相

对富集C r、N i、Co、V、T i、M n; L i、Be、N b、L a、

P、U、Y、B、F、Zr 和Cu、Zn、Cd 诸元素。这些

元素明显可分成3 组: 反映亲基性程度的C r、N i、Co

等; 反映酸性程度较高的L i、Be、N b 等; 成矿元素

Cu、Zn、Cd 等。这些表明阿尔泰地区上部地壳具有

两个不相容的单元成分的结构特征, 地壳结构比较

复杂。从已知成矿特征和成矿规律来看也是如此, 如

以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田为代表的稀有金属矿带和

以喀拉通克为代表的铜镍矿带。成矿元素Cu、Zn、Cd

的富集, 预示着这一地区具有寻找该类矿产的地球

化学条件。两个参照系Cu 均相对富集, 结合现有成

矿特征, 表明铜属本区优势矿种, 应成为进一步部

署地质找矿工作的主要目标。

区域元素分布特征: 有以下几方面。

(1) 反映地壳基性程度的铁族元素C r、N i、Co、

V、T i、Fe、M n, 其富集区主要有: 阿尔泰北部山

区的阿克萨依—栽善山—诺尔特一带, 呈北西西向,

长近300 km、宽40 km 不等的不连续带状, 东部出国

界宽度较小, 总的特征是规模大、含量平稳, 属区域

性地质体基性程度较高的反映。阿勒泰市、富蕴县城

及其西北地区、可可塔勒东北的库卫等地, 富集区强

度高、连续性好、线形特征明显, 进入盆地后主要与

超基性岩带相对应。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尔泰山东段

南缘, 双渠—萨尔布拉克—喀拉通克—阿克美克铁

普一线, 存在一条强度不高、规模较小、由单个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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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断续分布构成的长达200 km 的铁族元素富集带,

该带亲硫元素也具有同样特征, 喀拉通克铜镍矿就

位于该带中部的一个富集区内。

(2) L i、Be、N b、L a、P、Y、B、F、U 等元

素, 相对集中在阿尔泰中部山区至国境线区域, 南

界为克勒特开依—康布铁堡—可可托海, 北抵国界,

构成长近200 km、宽60 km 不等的高强度富集区。其

内部变化特征是东强西弱, 浓集中心具有等距分布

特点。其他广大地区, 多为背景或贫化区, 仅局部

存在规模小和强度弱的富集。W、Sn、M o、B i 组元

素, 其富集特征与上述元素组大体一致, 富集区集

中在阿尔泰山区, 多与稀有金属元素富集区重叠, 只

是走向延伸较大。

(3) Cu、Pb、Zn、A g、Cd 等元素, 存在两个

规模较大的富集带: ①山区北部与这一地区铁族元

素富集区基本一致的富集带, 沿喀纳斯湖东—载善

山—诺尔特—库马苏—库贝提一带分布, 富集带连

续性较好, 高强度富集区位于诺尔特—库马苏一带。

②阿尔泰山南缘带, 包括这一地区重要的矿区, 如

阿舍勒、阿勒泰市、可可塔勒、喀拉通克及东部的

卡拉先格尔等。该带特征是断续分布、局部集中, 其

连续性东部比西部好。在阿尔泰山东段上述两带之

间, 存在大桥、阿热勒托别和阿克美克铁普3 个规模

较大的富集区。其他地区富集强度和规模都小得多。

因此, 铜2多金属元素主要在诺尔特一带及阿尔泰山

南缘地带富集。

(4) 金组元素A u、A s、Sb, 规模大、强度高的

富集区仍然集中在红山嘴—诺尔特—库马苏。此外

在以下地区形成断续富集带: 大罗坝—阿勒泰市、喀

拉通克—卡拉先格尔—喀拉干德巴斯套、萨尔铁热

克—纳尔曼得山、野马泉—三个泉、喀姆斯特—苦

水泉、萨吾尔山的喀尔萨拉等地。

11312　区域化探异常特征

铜2多金属异常在区域上形成两个明显的异常

带, 即北部山区的禾木2苏木代尔格2诺尔特山2库马

苏2库贝提异常带和阿尔泰山南缘的阿舍勒2阿勒

泰2可可塔勒2卡拉先格尔异常带, 在异常带之外形

成独立的异常区。

(1) 禾木2苏木代尔格2诺尔特山2库马苏2库贝

提铜多金属异常带: 由面积大于1 000 km 2 的诺尔特

山异常区、苏木代尔格异常区和数个面积在60～ 240

km 2 的异常组成, 累计面积4 140 km 2。异常带长250

km , 宽30 km 左右, 元素组合除铜2多金属元素外,

普遍叠加有金组元素A u、A s、Sb 异常和基性度元素

组的异常。金组元素异常与铜2多金属元素异常一

样, 呈现东强西弱、东部连续性好、西部连续性差

的变化特点, 基性度元素C r、N i、Co、M g 则反之。

东部的诺尔特山异常区呈北西西向带状, 长约 120

km , 面积2 050 km 2, 规模仅次于卡拉先格尔异常

区, 名列本区第二。其中均匀分布有多个大于20×

10- 6的浓集中心, 平均值 916×10- 6, 高出背景值

92% , 是全区富集强度最高的区域, 且同时高度富

集A u、A s、Sb 元素。该异常区部分地段经化探普查,

圈定了具有寻找大中型铜2多金属矿床远景的库马

苏异常, 并已发现大量铜、铅、锌、金的找矿信息。

苏木代尔格异常区面积1 120 km 2, 名列第三, 最高

强度为2317×10- 6, 平均强度为719×10- 6, 与阿舍

勒异常区接近。

(2) 阿勒泰2可可塔勒2卡拉先格尔铜2多金属异

常带: 该带由阿勒泰、可可塔勒、萨尔布拉克和卡

拉先格尔异常区及8 个局部异常组成。阿舍勒、阿勒

泰、可可塔勒异常区均有大中型铜2多金属矿床产

出; 萨尔布拉克异常区南部边缘见有萨尔布拉克金

矿, 异常内有铜矿化点分布; 卡拉先格尔异常区已

发现有哈腊苏和卡拉先格尔等斑岩型铜矿床。2002

年对哈腊苏铜矿开展的钻探查证, 见矿较好, 具有

大中型矿床远景规模。该异常带异常区总面积

5 710 km 2, 占全区异常面积的41%。

阿勒泰铜异常区: 面积542 km 2, 呈北西向北窄

南宽的带状, 长50 km , 宽5～ 10 km , 异常最高值

为1416×10- 6, 平均值为913×10- 6, 整个异常区基

本也是A u、A s、Sb 的综合异常区。已知有铁木尔特

铅锌矿、阿巴宫铅锌矿、恰夏铜锌矿和萨热阔布金

矿等矿床。

可可塔勒铅锌异常区: 面积460 km 2, 呈北西向

带状, 长46 km , 宽10 km 左右, 最高值1513×10- 6,

平均值914×10- 6, 局部叠加有金异常。其南、北两

侧, 为C r2N i2Co2M g 的异常区。

萨尔布拉克金异常区: 面积350 km 2, 不规则三

角形, 最高值917×10- 9, 平均值719×10- 9, 南部

有铜、铜金矿化, 西南外部边缘为萨尔布拉克金矿

床。

卡拉先格尔铜异常区: 面积2 760 km 2, 呈北西

向西窄东宽的带状, 东端延出国境外, 长110 km ,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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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5 km , 最高值12143×10- 6, 平均值8×10- 6,

极大值位于异常区西北, 已知铜2多金属矿床 (点) 也

多集中在异常区西北。异常区内叠加有A u、A s、Sb

及C r、N i、Co、M g 异常。

局部异常区: 在萨尔布拉克和卡拉先格尔异常

区之间, 靠近萨尔布拉克异常区, 分布5 个近东西向

排列的局部异常。单个异常面积27～ 108 km 2, 基本

呈等轴状, 呈东西向排列 (与区域构造线北西向不

一致) , 相互之间基本为等间隔排列, 其中面积最大

者的南部边缘对应喀拉通克铜镍矿床。

(3) 独立铜2多金属异常区: 在上述阿尔泰山东

段两带之间, 存在阿舍勒、大桥北、库卫、阿热勒

托别和阿克美克铁普等五个规模较大的独立异常

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规模较大, 面积为265～ 660

km 2, 均为单向延伸的带状, 且长轴方向与区域构造

线方向存在一定的差异。

阿舍勒铜锌异常区: 面积1 022 km 2, 呈东宽西

窄、向南突出的宽带形, 长54 km , 宽15 km 不等,

最高值1711×10- 6, 平均值813×10- 6, 极大值位于

异常区西南, 对应阿舍勒铜锌矿区, 局部叠加有A u、

A s、Sb 异常。

大桥北铜2多金属异常区: 面积 620 km 2, 北西

向延伸, 长42 km , 宽10～ 15 km , 异常最大值1112×

10- 6, 平均值 813×10- 6, 异常元素除铜多金属元素

外, 叠加高温热液元素W、Sn、M o、B i 等的异常。

库卫铜2多金属异常区: 面积265 km 2, 北北西

向延伸, 长40 km , 宽5～ 10 km , 异常最大值1017

×10- 6, 平均值812×10- 6, 异常北段与近东西向的

C r2N i2Co2M g 异常重叠。

阿热勒托别铜2多金属异常区: 面积455 km 2, 东

西向延伸, 长50 km , 宽5～ 10 km , 异常最大值1315

×10- 6, 平均值813×10- 6, 北部与高温热液元素W、

Sn、M o、B i 等的异常区为邻, 南部有两个规模较小

的铜2多金属元素异常。

阿克美克铁普铜2多金属异常区: 面积660 km 2,

东西向延伸, 向东延出境外, 境内长55 km , 宽5～

10 km , 异常最大值2113×10- 6, 平均值911×10- 6,

叠加有规模大体一致的C r2N i2Co2M g 异常。

(4) 其他铜2多金属异常区: 其他铜2多金属异常

分布在准噶尔盆地东西两侧, 规模较大的异常有: 喀

姆斯特异常区, 面积407 km 2, 极大值1216×10- 6,

平均值815×10- 6, 叠加有A u、A s、Sb 和W、Sn、

M o、B i 的异常; 纳尔曼得山西异常区, 面积395 km 2,

极大值811×10- 6, 平均值717×10- 6; 洪古勒楞异

常, 面积180 km 2, 极大值811×10- 6, 叠加有A u、

A s、Sb 和W、Sn、M o、B i 的异常。

114　区域矿产资源分布特征

该区已发现矿种84 种, 探明有3341 级以上资源

量的矿种49 种。其中, 位居国内前10 位的有白云母、

铍、长石、镍、铯、锂、铂族 (铂+ 钯)、铋、碲、

钽、铌等12 种。位居自治区前列的有铜、镍、铅、锌、

钴、金、银、硫等8 种。已发现矿床200 余个, 其中

大—中型矿床约100 个。这些已发现的100 个大—中

型矿床中有 77 处是白云母矿床, 仅有金属矿床 16

处, 主要为铜、镍、铅、锌、钼、金、稀有金属、铁

等矿种 (伴生的铂族、钴、银等矿产不计)。其中,

特大型矿床1 处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 , 大型矿床

6 处 (喀拉通克铜镍矿床、阿舍勒铜锌矿床、可可塔

勒铅锌矿床、柯鲁木特稀有金属矿床、喀拉苏稀有

金属矿床和蒙库铁矿床) , 中型岩金矿4 处, 中型铜

钼矿1 处。成矿时代主要在晚古生代, 典型矿床有阿

舍勒火山岩2块状硫化物型铜锌矿、喀拉通克岩浆铜

镍硫化物型铜镍矿、可可塔勒海底火山喷气2沉积块

状硫化物型铅锌矿、蒙库海相火山沉积型铁矿、索

尔库都克火山2热液型铜钼矿 (中型)、多拉纳萨依中

—低温动力变质岩型金矿 (中型)、沙尔布拉克浅变

质含碳细碎屑岩型金矿 (中型)、托库孜巴依动力变

质岩型金矿 (中型) 和萨热阔布海相火山岩型金矿

(中型) 等。

2　主要矿床类型

211　铜矿类型

主要有火山岩2块状硫化物型、岩浆铜镍硫化物

型、火山2热液型、斑岩型和火山岩2含铜磁铁矿建造

型。火山块状硫化物型铜锌矿床主要分布于克兰晚

古生代弧后盆地中阿舍勒火山盆地内, 以阿舍勒矿

床为代表, 产于中泥盆统阿舍勒组双峰式火山岩建

造中, 处于火山旋回的间歇期, 酸性火山岩与基性

火山岩的接触面上。矿化具双层结构, 上部以块状

为主, 下部以浸染状为主。岩浆铜镍硫化物型铜镍

矿床主要分布于萨吾尔2二台晚古生代弧后盆地中

部, 以喀拉通克矿床为代表, 产于石炭纪末的

镁铁2超镁铁杂岩体中, 拉张体制下的深大断裂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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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矿构造, 而与其次级断裂交会部位往往是形成含

矿杂岩体的有利部位,“面型”岩体往往有利于形成

大矿, 该类型矿床多赋存于岩体中、下部, 岩体具

较好的岩相分带, 较高的硫、铜、镍丰度值。火山

2热液型铜钼矿床主要分布于萨吾尔2二台晚古生代

弧后盆地中部, 以索尔库都克铜矿床为代表, 产于

石炭系中基性或中酸性火山熔岩2火山碎屑岩, 处于

弧后盆地或岛弧带多期断裂活动部位。斑岩型铜矿

床主要分布于科克森套2乔夏哈拉晚古生代弧沟带

东部, 以青河县卡拉先格尔和哈腊苏铜矿点为代表,

产出于大陆边缘汇聚性过渡壳, 围岩为中泥盆统—

下石炭统火山熔岩2火山碎屑岩建造, 侵入岩为华力

西中期辉长岩、闪长岩、闪长玢岩, 矿体产于闪长

玢岩体的内部或外接触带, 具全岩矿化的特点。火

山岩2铜铁建造型铜矿主要分布于科克森套2乔夏哈

拉晚古生代弧沟带东端, 以乔夏哈拉铁铜矿为代表,

产于拉张型过渡壳阶段的火山岩型被迫陆缘带, 赋

矿地层为中泥盆统海相中酸性火山熔岩2火山碎屑

岩建造, 容矿岩石主要为凝灰岩, 围岩蚀变以绿泥

石化、绿帘石化、碳酸盐岩化、黄铁矿化为主。铜

矿体多与磁铁矿体共生, 矿石化学组分除Cu、Fe 外,

常伴生有A g、Co、Pb、Zn、Ga、M n、T i、A s 等。

212　铅、锌矿类型

较单一, 主要为火山喷流2沉积型铅锌矿, 其次

有火山岩2块状硫化物型铜锌矿床。火山喷流2沉积

型铅锌矿床主要分布于克兰晚古生代弧后盆地中的

麦兹和阿尔泰两个火山盆地, 以可可塔勒铅锌矿床

为代表, 产于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海相酸性火山岩

建造的凝灰砂岩和不纯大理岩层中。矿体为层状、似

层状, 围岩具中—深度区域变质。火山岩2块状硫化

物型铜锌矿床主要以阿舍勒铜锌矿为代表。

213　金矿类型

主要有浅变质含碳细碎屑岩型、中酸性侵入体

内外接触带型、海相火山岩型和砂金矿。浅变质含

碳细碎屑岩型金矿主要分布于萨吾尔2二台晚古生

代弧后盆地中部, 以沙尔布拉克金矿为代表, 含矿

岩系为厚度较大的呈薄层、互层产出的细碎屑岩, 含

矿层位常含较多的碳质, 近矿围岩蚀变主要为硅化、

毒砂化和黄铁矿化, 各式各样的构造破碎带是主要

的控矿构造, 成矿与岩浆活动无明显联系。中酸性

侵入体内外接触带型金矿主要分布于额尔齐斯构造

杂岩带西段, 以多拉纳萨依和托库孜巴依金矿为代

表, 产于汇聚型过渡壳阶段的弧后盆地, 受新陆壳

阶段弛张期后韧性剪切变形变质作用的强烈改造而

产于韧性剪切带内。与金矿有关的侵入体以闪长岩

为主, 其次为斜长花岗岩、花岗斑岩、石英斑岩等,

金矿化产于岩体内或外接触带。海相火山岩型金矿

主要分布于克兰晚古生代弧后盆地、阿尔泰火山盆

地和萨吾尔2二台晚古生代弧后盆地中部, 以萨热阔

布和阿克希克金矿为代表, 含矿地层主要是海相中

酸性火山岩, 受断裂构造控制, 矿体形态呈脉状、透

镜状, 围岩蚀变有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毒

砂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等。砂矿型金矿, 阿尔

泰山主要沟系均有砂金分布, 以红墩、西岔河砂金

矿为代表。

3　典型矿床特征

311　新疆哈巴河县阿舍勒铜锌矿

(1) 成矿地质背景: 矿床位于南阿尔泰晚古生

代弧后裂陷盆地的次级坳陷盆地中。赋矿地层为中

泥盆统一套基性—中酸性分异的海相火山岩建造,

其中英安含角砾凝灰岩、凝灰岩为主要容矿岩石。区

内构造复杂, 褶皱、断裂发育。总体构造线为南北

方向, 含矿地层形态为一组线型紧闭褶皱, 且多发

生倒转, 矿体主要赋存在向斜核部回转端处及近回

转端的两翼 (图1)。

(2) 矿床特征: 矿区及附近有各类矿化蚀变带

14 条, 阿舍勒一号铜矿体产于É 号矿化蚀变带内。

主矿体 (一号) 呈似层状或大透镜状与地层整合产

出, 同步褶皱。矿体总体呈南北向展布, 长843 m ,

枢纽倾伏长1 250 m , 距地表埋深25～ 1 015 m , 厚

5～ 120 m , 控制斜深800 m , 水平断面上呈月牙形,

垂直断面呈钓钩状。

(3) 矿石类型及矿物组合: 矿石自然类型为硫

化物矿石。按矿石矿物组合有黄铁矿石、黄铜黄铁

矿矿石、闪锌黄铜黄铁矿矿石、多金属矿矿石、闪

锌矿矿石等。矿石工业类型可划分为硫矿石、铜硫

矿石、铜锌硫矿石、多金属矿石、锌矿石。

矿石矿物成分较复杂。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

黄铜矿、闪锌矿, 次为方铅矿、锌砷黝铜矿、含银

锌锑黝铜矿, 微量白铁矿、磁黄铁矿、古巴矿、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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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阿舍勒矿区地质图

F ig11　T he geo logical m ap of A shele m in ing area

(根据新疆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资料修编, 1994)

11 第四系现代冲积2坡积层; 21 下更新统2上更新统砂砾岩, 中泥盆统阿舍勒组上亚组; 31 第四岩性段, 英安质集块岩、角

砾岩、凝灰岩; 41 第三岩性段, 流纹质集块岩、角砾岩、凝灰岩; 51 第二岩性段, 第四岩性层, 流纹质集块熔岩; 61 第三

岩性层, 玄武岩间夹矿化角砾凝灰岩; 71 第二岩性层, 上部英安质角砾凝灰岩夹块状硫化物矿层, 下部英安质角砾岩; 81 第

一岩性层, 上部英安质角砾凝灰岩, 局部夹硫化物矿层, 下部火山灰凝灰岩; 91 第一岩性段上部层, 酸性火山灰凝灰岩; 101

辉绿玢岩; 111 闪长玢岩; 121 钠长斑岩; 131 英安斑岩; 141 石英斑岩; 151 玄武岩; 161 重晶石; 171 灰岩 (M b) ; 181 硅

质岩; 191 英安岩; 201 矽卡岩; 211 次生石英岩化含角砾凝灰岩; 221 次生石英岩; 231 铁帽及强褐铁矿化带; 241 块状硫

化物矿体; 251 矿化带编号; 261 实测、推测地质界线; 271 火山岩岩相界线; 281 实测、推测断层线; 291 不整合面; 301 地

层产状; 311 片理产状; 321 火山口

砂、自然金、含银自然金、银金矿、金银矿、辉银

矿、螺状硫银矿、硫铜银矿、辉铜银矿、碲银矿、砷

黝铜矿。主要脉石矿物为石英、绢 (白) 云母、绿

泥石、重晶石、方解石、白云石、长石等。矿石主

要有用组分为Cu、Zn、S, 其品位为Cu 0153%～

8146% , Zn 014%～ 11156% , S 8115%～ 45108% ,

另外还有Pb、A g、A u 等与其共生或伴生。

(4)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类型有自形—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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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形晶粒结构、他形晶粒结构、填隙结构与网状结

构、残余结构、反应边结构、固溶体分离结构、假

象结构、细晶结构、压裂纹结构及碎裂结构、变晶

结构及压溶交代结构等。同生喷气沉积矿石构造有

致密块状和块状、同生角砾状、条带状、斑杂状与

斑点状、层纹状、浸染状等构造; 变质后活化改造

期的矿石构造有脉状、细脉状、微褶皱状、定向及

压力影等构造。

(5) 矿床成矿期次及成矿阶段: 矿床成矿期主

要有3 期: 火山喷气沉积2热液交代期、变质改造活

化期、表生期。以前者为主要成矿期, 并可划分出

5 个成矿阶段: 黄铁矿阶段、黄铜矿2黄铁矿阶段、闪

锌矿2黄铜矿2黄铁矿阶段、多金属硫化物阶段、 (含

多金属) 重晶石阶段。

(6) 蚀变类型及分带性: 矿体下盘围岩较上盘

蚀变更为强烈。上盘→矿体→下盘的蚀变分带为: 绢

云母2绿泥石化带、石英2绢云母化带、绿泥石化带或

绢云母2绿泥石化带。远离矿体则为绢云母2次生石

英岩带。

(7) 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矿床成矿温度可分为

两期, 即喷气2沉积期的成矿温度为80～ 310℃, 变

质改造期和热液叠加期成矿温度为90～ 540℃。矿床

的主成矿阶段喷气2沉积期, 其流体密度为 018～

0197 göm 3, 具有由早阶段向晚阶段增大的趋势, 而

其成矿流体成分则以富K+ 、C l- 、CO 2 为特征, K>

N a, C l> F, H 2O 含量低; 成矿压力由260×105 Pa

演化到123×105Pa; 形成细脉浸染状矿石流体的pH

值为4, 形成块体硫化物矿石流体的pH 值为415～

810; 喷气2沉积期的氧逸度为: lgf o2= - 49～ - 32;

硫逸度为: lgf S2= - 16156～ - 10191。

(8) 矿床成因机理: 矿床形成过程可概括为: ①

含矿火山热气 (流) 沿主矿体南段的火山喷气筒升

腾到海底, 与海水混合成矿, 并形成条带状为主的

硫化物薄层, 沉积于英安质角砾凝灰岩之上, 形成

品位低、不连续的第一含矿层。②成矿间歇期, 火

山再次喷发, 沉积了英安质角砾凝灰岩。受侧应力

作用, 形成日后供主矿体赋存定位的卤池盆地。③

大规模火山喷发间歇, 喷发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矿

质丰度高的第二期火山气液喷到海底形成矿质, 部

分沿火山口斜坡沉积成薄层或透镜状矿层, 大部分

矿质被运移到卤池盆地中心沉积下来, 形成了厚大

块状硫化物主含矿层 (周良仁等, 1995)。

(9) 矿床类型及规模: 火山岩2块状硫化物型铜

锌矿床, 规模达大型。

312　新疆富蕴县喀拉通克铜镍矿

(1) 成矿地质背景: 位于萨吾尔2二台晚古生代

岛弧带, 赋矿地层主要为下石炭统南明水组, 含矿

岩体侵位于该组含碳质沉凝灰岩中, 其形态受控于

弛张期的深大断裂及北西向、北北西向次级断裂构

造 (图2)。

图 2　喀拉通克É 号矿床地质略图

F ig12　Geo logical sketch of the N o11 o re in Kalatongke

(据新疆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 1984)

11 下石炭统泥板岩、沉凝灰岩; 21 沉凝灰岩、含碳质凝灰

质泥板岩; 31 黑云母闪长岩; 41 黑云母闪长苏长岩;

51 氧化矿体; 61 断层

　　 (2) 矿床特征: 含矿岩体形态多呈透镜状、分

枝脉状等不规则岩墙状产出。岩体垂直分异良好, 自

上向下为黑云辉石闪长岩相2黑云角闪苏长岩相2黑
云角闪橄榄岩相2黑云角闪辉绿辉长岩相。区内共发

现含矿岩体9 个, 其中以一号岩体最大, 二、三号为

隐伏岩体。一号岩体地表呈不规则透镜状 (图3) , 长

695 m , 宽39～ 289 m , 最大延深570 m。一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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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喀拉通克É 号矿床纵剖面图

F ig13　T he p rofile of the N o11 o re in Kalatongke

(据新疆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 1984)

11 黑云母闪长岩相; 21 黑云母角闪苏长岩相; 31 黑云母角闪橄榄苏长岩相; 41 黑云母角闪辉长辉绿岩相; 51 氧化矿体;

61 贫矿体; 71 富铜贫镍矿体; 81 特富矿体; 91 富镍高铜矿体; 101 岩体界线; 111 岩相界线; 121 勘探线及编号

体为全岩矿化, 矿体局限于岩体之内, 占岩体体积

的60% , 主要赋存在岩体中下部, 由浸染状和致密

块状矿石组成。平均品位: 铜114×10- 2, 镍0188×

10- 2, 钴0103×10- 2。

(3) 矿石类型及矿物组合: 矿石类型主要为稀疏浸

染状、中—稠密浸染状和致密块状。矿石矿物有70 余

种。其中金属矿物有50 多种, 主要有磁黄铁矿、黄铜

矿、镍黄铁矿、黄铁矿、紫硫镍矿、磁铁矿等。

(4)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为他形粒状

结构; 矿石构造为块状、胶结状和浸染状构造。

(5) 蚀变类型: 主要是含矿镁铁岩体成矿后期

的自变质作用形成的蚀变, 有橄榄石的蛇纹石化、皂

石化, 辉石的滑石化、黑云母化, 角闪石的次闪石

化、绿泥石化, 长石的绢云母化、黝帘石化等, 后

期热液蚀变有碳酸盐化、葡萄石化。

(6) 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硅酸盐矿物结晶温度

为1 420～ 600℃, 金属硫化物熔融体结晶温度为572

～ 350℃。

(7) 矿床成矿机理: ①岩浆沿深大断裂上升到

中间岩浆房, 同时分异成液态分层岩浆。②上部基

性度较低的岩浆在构造应力驱动下, 沿北西向断裂

就位, 形成Y2、Y3 号岩体和岩浆就地分异形成底部

矿体。③下部偏基性岩浆沿北西和北北西向断裂交

会部位形成Y1 岩体, 并在其中下部熔离分异形成浸

染状矿体。④下部矿浆沿相同构造空间侵贯于Y1 岩

体中下部, 形成叠生矿体 (王润民等, 1991)。

(8) 矿床类型及规模: 镁铁2超镁铁岩浆熔离型

铜镍硫化物矿床, 规模达大型。

313　新疆富蕴县可可塔勒铅锌矿床

(1) 成矿地质背景: 矿床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南

缘的阿尔泰南缘的晚古生代裂陷槽麦兹倒转向斜之

北东倒转翼的南东端近转折部位。赋矿地层为下泥

盆统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的变中酸性熔岩2喷发碎屑

岩碳酸盐岩建造。容矿原岩主要为凝灰质页岩、凝

灰质粉砂岩、细砂岩和泥灰岩, 大理岩通常为矿体

盖层 (图4)。

(2) 矿床特征: 矿区已知矿体15 条, 矿体呈似

层状, 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走向130°～ 170°, 倾向

北东, 部分南西, 倾角47°～ 85°。矿体长50～ 1 350

m , 厚5～ 80 m , 延深200～ 750 m , 最大延深大于800

m。厚大矿体赋存于火山洼地中火山岩和沉积岩的

厚大部位。矿区中间为多层矿, 两侧为单层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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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可可塔勒矿区地质图

F ig14　T he geo logical m ap of Keketale o re

(据新疆有色706 队, 1995)

D 2a1 中泥盆统阿勒泰组; D 1k3
21 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三岩性段; D 1k2

21 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二岩性段;

D 1k1
21 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一岩性段。11 变酸性熔岩; 21 角砾块熔岩、角砾晶屑凝灰岩; 31 石英钠长斑岩; 41 变

晶屑凝灰岩; 51 变石英角斑岩; 61 钙质砂岩、粉砂岩、角砾凝灰岩; 71 变粉砂岩; 81 变沉凝灰岩; 91 大理岩; 101 黑云石

英片岩; 111 华力西期花岗岩; 121 断层及编号; 131 矿体及编号; 141 勘探线及编号

　　 (3) 矿石类型及矿物组合: 矿石自然类型主要

是方铅矿、闪锌矿, 以块状矿石、稠密浸染状、条带

条纹状、稀疏浸染状为主。按矿石矿物组合有方铅矿

2闪锌矿2黄铁矿2磁黄铁矿型、方铅矿2闪锌矿2磁黄铁

矿型、方铅矿2闪锌矿2黄铁矿型、方铅矿2黄铁矿型。

矿石矿物较简单, 主要为黄铁矿、磁黄铁矿、方

铅矿、闪锌矿, 次为毒砂、黄铜矿、硫锑矿、黝铜矿、

斑铜矿、白铁矿等; 主要脉石矿物为石英、微斜长石、

斜长石、白云母、金云母、方解石、透辉石、铁铝榴

石、黑云母、角闪石、绿帘石、石膏等, 偶见重晶石、

萤石。

矿石主要有用组分为 Pb、Zn, 其 Pb 品位为

01379%～ 4195% , 平均1151% ; Zn 品位为 014%～

10174% , 平均3116% ; Pb+ Zn 平均4167%。另外

还有S、A g、Cd 等与其伴生, S 一般10% 左右。A g

最高222×10- 6, 一般低于40×10- 6。

(4)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有中细粒自形—半

自形、他形—半自形粒状结构、斑状结构、反应边结

构、共边结构、交代溶蚀结构、填间结构等。矿石构

造以浸染状构造、斑杂状构造、块状构造为主,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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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条带状、条纹状、似条纹状构造, 少数为角砾状构

造等。

(5) 蚀变类型: 矿区内具强烈蚀变, 矿体下盘地

层面型硅化钾化、绿泥石化、阳起石化、黑云母化, 矿

层主要为碳酸盐化、绢云母化、硅化、黄铁矿化等, 这

些均为原生蚀变, 是成矿流体与围岩发生化学反应而

形成的, 是成矿时的产物。矿体上盘蚀变以细脉状绿

帘石化为主, 属次生蚀变, 是成矿后的产物。

(6) 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据矿物包裹体测温 (均

一法) 主要为122～ 200℃ (代表喷气沉积阶段) , 331

～ 352℃ (代表变质热液改造阶段)。盐度w (N aC l)

为7149% , 流体成分为N a+ 2Ca2+ 2C l- 型。矿石硫化

物∆34S 值为- 510‰～ - 1513‰, SöSe 值为18×10- 4

～ 79×10- 4。

(7) 矿床成因机理: 早泥盆世初期, 地壳开始处

于拉张阶段, 海底火山喷发形成酸性熔岩、角砾集块

岩、角砾凝灰岩; 早泥盆世中期火山活动减弱, 为火

山喷发间歇期, 火山物质减少, 沉积物质增多, 形成

沉凝灰岩、泥砂质岩、碳酸盐岩等沉积岩, 同时含矿

热液自海底喷气通道喷出, 进入沉积洼地, 成矿元素

与细菌还原海水硫酸盐的产物相结合, 形成以沉积岩

为容矿岩石的块状2层状硫化物型 (海底喷气沉积型)

铅锌矿床。

(8) 矿床类型及规模: 属海相火山岩系中沉积岩

容矿的块状2层状硫化物型铅锌矿床, 规模达大型。

314　新疆哈巴河县多拉纳萨依金矿床

(1) 成矿地质背景: 矿床位于西伯利亚古板块乌

伦古弧盆带内的额尔齐斯晚古生代弧后盆地。含矿岩

系为中泥盆统托克萨雷组第四岩性段的薄层灰岩、绢

云母绿泥石千枚岩、钙质千枚岩, 变粉砂岩。区内构造

线以北西向为主, 含矿地层形态为一组反“S”型的褶

皱断裂构造带, 矿体主要赋存在向斜的东翼。

(2) 矿床特征: 矿区划分出3 个矿群, 其中一号

矿群为该区的主要金矿群, 呈不规则复分枝脉状

(图5)。矿体走向NN E, 倾向NW , 倾角60°～ 85°。

矿体长1 000 m , 宽度015～ 614159 m , 平均宽度2196

m , 厚度变化系数0186。平均品位5175×10- 6, 品位

变化系数117%。

(3) 矿石类型及矿物组合: 矿石自然类型以石

英脉和石英网脉型矿石为主, 分为4 个亚类: 蚀变石

英闪长 (玢) 岩中石英网脉型矿石; 蚀变不纯灰岩、

大理岩中石英网脉型矿石; 蚀变片理化变砂岩中石

英网脉型矿石; 蚀变绿泥石英千枚岩中石英网脉型

矿石。

矿石矿物较复杂, 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毒

砂, 次为黄铜矿、白铁矿, 微量磁黄铁矿、闪锌矿、

黝铜矿、斑铜矿、辉铜矿、自然金、银金矿、方铅

矿、锑铅矿、碲铋矿、碲金矿、磁铁矿、赤铁矿、金

红石、钛铁矿、褐铁矿、白铅矿、碲银矿; 主要脉

石矿物为石英、长石、钠长石、方解石、铁白云石、

绢 (白) 云母、绿泥石、绿帘石、重晶石、电气石、

高岭石等。

(4)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有自形晶结构、半

自形—他形晶粒结构、填隙结构、共边结构、包含

结构、叶片状结构、骸晶结构、浸蚀结构、反应边

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压力影结构、碎斑结构、拉

丝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以星散浸染状构造、稀疏

浸染状构造、斑点状构造为主, 其次为条带状构造、

细脉2网状构造, 少数为角砾状构造等。

(5) 蚀变类型: 矿区近矿围岩蚀变普遍, 主要

蚀变类型为黄铁矿化、绢云母化、硅化、绿泥石化、

绿帘石化、碳酸盐化等。由于多次热液作用, 所以

各种蚀变矿物相互叠加。另外在灰岩中有矽卡岩化,

石英闪长岩脉中有钠长石化、高岭土化及泥化。

(6) 成矿温度: 86～ 340℃。

(7) 矿床成因机理: 岩浆携带金质沿深大断裂

上升至次级断裂及韧性剪切带中, 在岩体与围岩的

内外接触带处成矿。

(8) 矿床类型及规模: 该矿床属中酸性侵入体

内外接触带型金矿床, 规模达中型。

315　新疆富蕴县沙尔布拉克金矿床 (陈尚迪等,

1996)

(1) 成矿地质背景: 矿床位于加波萨尔古生代

岛弧内。赋矿地层为下石炭统南明水组一套浅海—

海陆交互相碳酸盐岩、陆源碎屑岩及少量沉火山碎

屑岩建造, 以碎屑岩为主要岩性。主要容矿岩石为

南明水组中段安山质岩屑沉凝灰岩和含碳细2粉砂

岩。区内总体构造线为北西向, 呈线状平行排列, 长

10～ 20 km。主要断裂为纵向逆断层, 与褶皱延伸方

向一致, 规模也较大。北北西和北东东向斜间平移

断层发育。

(2)矿床特征: 矿化带长18 km , 工程控制约11 km

(图6) , 圈出东西两个含矿地段。东矿段长4 800 m , 包

括5 个矿群, 32 个矿体, 为该区的主要金矿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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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多拉纳萨依金矿床É 号矿体 5 线和 20 线剖面图

F ig15　T he p rofile of the 5th and 20th p ro specting line of the N o11 o re in D uo lanasayijin depo sit

[据新疆地矿局地质矿产研究所《哈巴河县阿舍勒—多拉纳萨依一带金及多金属成矿预测报告 (1∶5 万)》, 1992 ]

11 金矿体; 21 糜棱化岩化角闪岩脉; 31 灰岩; 41 绿泥绢云千枚岩; 51 断裂; 61 钻孔位置及编号; 71 勘探线编号

　

　

　

　

　

　

　

　

　

　
图 6　沙尔布拉克矿田矿脉分布图

F ig16　T he distribu tion of m ineral veins in Shaerbu lake o refield

(据陈尚迪等, 1994)

11 矿体; 21 南明水组中段第二岩性段; 31 南明水组上段第二岩性段; 41 南明水组上段

第三岩性段; 51 南明水组上段第一岩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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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矿段长1 200 m , 包括两个矿群, 6 个矿体。主矿

体 (Ê 2 号) 呈斜列分枝复合脉状 (图7) , 矿体长450

m , 宽2～ 1513 m , 平均宽7172 m。一般品位3116×

10- 6～ 4128×10- 6, 平均品位3165×10- 6。矿体走向

313°～ 328°, 倾向215°～ 237°, 倾角65°～ 75°。

(3) 矿石类型及矿物组合: 矿石自然类型以氧

图 7　沙尔布拉克矿区矿体 14 线、72 线剖面图

F ig17　T he p rofile of the 14th and 72th p ro specting line in Shaerbu lake o refield

(据陈尚迪等, 1994)

11 表内矿体; 21 表外矿体; 31 矿化体; 41 钻孔及编号

化硫化物矿石为主。按主要载矿岩石和共生构造特

征, 把矿石分为以下建造类型: 浸染状蚀变岩屑沉

凝灰岩型矿石、细脉2条带状蚀变岩屑沉凝灰岩型矿

石、浸染状蚀变含碳细2粉砂岩型矿石、细脉2条带状

蚀变含碳细2粉砂岩型矿石。其中岩屑沉凝灰岩中以

浸染状矿化为主, 碳质细2粉砂岩中均以细脉状2条
带状矿化为主。

矿石矿物较复杂, 矿石矿物主要为毒砂、黄铁

矿, 次为黄铜矿、黝铜矿、含铜闪锌矿、方铅矿、磁

黄铁矿、硫锑铅矿、自然金、银金矿、磁铁矿、赤

铁矿、钛铁矿、白钨矿、褐铁矿。主要脉石矿物为

长石、石英、铁白云石、臭葱石、方解石、绢云母、

绿泥石、绿帘石、重晶石、石墨等。矿石主要有用

组分为金、银、硫。

(4)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类型有自形晶粒

结构、半自形—他形晶粒结构、他形晶粒结构、共

边结构、填隙结构、交代乳浊结构、交代溶蚀结构、

骸晶结构、裂纹压碎结构等。矿石构造以浸染状为

主, 也有以此形态为基础, 形成的细脉状、条带状

构造, 局部较集中则成斑杂状构造, 块状构造几乎

未曾见到。

(5) 蚀变类型: 矿区内具强烈蚀变, 主要蚀变

类型为褐铁矿化, 是明显的直接找矿标志; 硅化、毒

砂化、黄铁矿化较为强烈地段, 预示可能有工业矿

体存在。

(6) 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成矿温度150～ 250℃,

盐度w (N aC l) 为6%～ 8162% , pH 值近中性。

(7) 成矿成因机理: 富金含碳质和硫化物颇丰

的暗色岩2电气石岩系, 在韧脆性剪切变形变质作用

下, 发生脱水作用形成原始流体, 流经地层围岩产

生溶解、淋滤作用形成高温变质溶液。同时, 流纹

斑岩侵位释放的热能, 矿区菱形断裂系统活动产生

的机械能以及区域性构造2岩浆活动汇入的热能, 使

矿区断裂构造系统热液对流速度显著增大, 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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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气水为主要成分的对流2循环成矿体系。由于水

2岩交换 (蚀变) 热量不断散失和大气水冷却、稀释

等, 致使成矿系统的温度下降, 以及矿化主岩的化

学圈闭效应和物理化学2地球化学障的综合因素作

用下, 金络合物解体, 金随同毒砂、黄铁矿等矿物

同生晶出聚集成矿。热液成矿后, 左行断裂强烈发

育, 早期控矿断裂再度活化, 以致矿床中上部遭受

破碎剥蚀和氧化作用, 形成厚30～ 50 m 的氧化带及

优质氧化矿石。

(8) 矿床类型及规模: 该矿床为浅变质含碳细

碎屑岩型金矿床, 规模达中型。

316　找矿新发现

(1) 哈腊苏铜矿位于阿尔泰南缘喀拉通克铜镍

矿东北, 铜矿化带主要分布在花岗闪长斑岩及其南

侧的中基性火山岩中。铜矿化带地表断续长7 km 以

上, 初步圈出3 条矿化体。规模最大的1 号矿化体地

表长约900 m , 宽20～ 150 m。根据物探成果, 2003

年在8 线施工的ZK801 孔见矿情况较好, 孔内斑岩

体全岩矿化, 视厚482 m , 铜含量0137%。其中, 在

136105～ 286130 m 处为铜矿体, 视厚150125 m , 铜

品位 0167%、金 013×10- 6, 显示出极好的成矿前

景。

(2) 在阿巴宫矿段发现长达15 km 的铁帽带, 宽

2～ 2618 m。铁帽中局部存在铅锌矿体, 矿体长50～

503 m , 宽112～ 34160 m。矿石铅品位0133×10- 2～

4162×10- 2, 锌品位0107×10- 2～ 5120×10- 2。其中

TC64 见铅+ 锌品位为 8196×0- 2、宽 112 m 的富

矿。　　　　　　

(3) 乌拉斯沟铜矿主矿体在乌拉斯沟东的长度

为 325 m (向西为乌拉斯沟冲积层覆盖) , 宽211～

31190 m , 铜品位0122×10- 2～ 6186×10- 2, 平均铜

品位0183×10- 2。在沟西的长度为200 m , 宽219～

9165 m , 铜品位0115×10- 2～ 0145×10- 2, 平均0126

×10- 2。在铜矿体南侧相距20 m 的地段, 发现了铅

锌矿带, 矿体长600 m , 宽018～ > 5180 m , 铅品位

0139×10- 2～ 2170×10- 2, 锌品位3158×10- 2～

10166×10- 2。

4　资源预测及找矿靶区

　　阿尔泰成矿带在前寒武纪基底之上发育大量的

中基性火山岩和各类侵入岩, 尤其是酸性岩和基性

2超基性岩大面积出露, 构造活动和变质作用强烈,

已发现了著名的阿舍勒大型火山岩2块状硫化物型

铜锌矿床、喀拉通克大型岩浆铜镍硫化物型铜镍矿

床和可可托海大型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床, 以及可

可塔勒大型块状2层状硫化物型铅锌矿床、多纳拉萨

依中型中酸性侵入体内外接触带型金矿床、沙尔布

拉克中型浅变质含碳细碎屑岩型金矿床等一大批中

型以上的矿床, 是新疆和全国重要的有色金属、贵

金属基地。哈腊苏斑岩铜矿的发现, 及其与西延哈

萨克斯坦矿区阿尔泰有色金属成矿带和东延蒙古欧

玉陶勒盖超大型斑岩铜2金矿床进行对比, 说明该带

找矿潜力巨大 (陈毓川等, 1999)。

阿尔泰成矿带西延为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有色

金属和贵金属成矿带, 尤其是矿区阿尔泰拥有尼古

拉耶夫大型多金属矿床、别列佐夫大型多金属矿床、

额尔齐斯大型多金属矿床、别列乌索夫大型多金属

矿床、巴克尔奇克大型金矿床、计申大型铅锌矿床、

列宁诺戈尔斯克大型铅锌矿床、孜良诺夫超大型铅

锌矿床、马列耶夫大型铜锌矿床、格列霍夫Ê 号大

型铅锌矿床等大、中型矿床20 余个, 有色金属蕴藏

量达3 000 万 t以上。该带东延为蒙古国南部重要的

铜金成矿带, 大型、特大型铜、金矿床 (点) 呈带

状分布, 查干苏布尔加大型斑岩铜2钼矿床和欧玉陶

勒盖特大型斑岩铜2金矿床等一批重要铜多金属矿

床的发现, 已成为21 世纪初全球铜、金等矿产找矿

勘查的热点地区之一 (张义等, 2003)。

411　资源量预测

根据《我国中西部地区地球化学块体内矿产资

源潜力预测成果报告 (新疆部分)》, 以1∶20 万区域

地球化学数据为基础, 按10 km ×10 km 窗口数据平

均值, 阿尔泰地区金、铜等12 种元素共圈定各类地

球化学块体34 个。其中, 金4 个, 铜7 个, 铅1 个,

锌3 个, 镍2 个, 钴5 个, 铬2 个, 钨2 个, 锡1 个,

钼4 个, 银2 个, 锑1 个。从12 种元素块体预测资

源量统计和已发现的矿床综合分析, 金、铜、镍、锌、

钴、铬、钨、钼资源潜力较大, 尤其是铜、镍、

钼。　　　　　

(1) 金: 所圈定的4 个块体均为地球化学省, 共

计预测金资源量78199 t。其中, 苏木代尔格2托斯卡

拉尕依金地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34140 t, 红山嘴金

地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17198 t, 福海金地球化学省

预测资源量18150 t, 恰库尔特金地球化学省预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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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量8111 t。

(2) 铜: 所圈定的7 个块体中一个为地球化学巨

省, 其他为地球化学省, 共计预测铜资源量

1 458188 万 t。其中, 青河2三塘湖铜地球化学巨省

预测资源量784186 万 t, 萨吾尔山铜地球化学省预

测资源量332168 万 t, 哈龙2苏木代尔格铜地球化学

省预测资源量100132 万 t, 阿舍勒铜地球化学省预

测资源量92132 万 t, 喀拉通克铜地球化学省预测资

源量82129 万 t, 恰库尔特铜地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

34106 万 t, 布尔根铜地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 32135

万 t。

(3) 铅: 红山嘴铅地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12184

万 t。

(4) 锌: 所圈定的3 个块体1 个为地球化学巨省,

两个为地球化学省, 共计预测锌资源量216162 万 t。

其中科克塔勒2布勒根锌地球化学巨省预测资源量

152110 万 t, 阿舍勒锌地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39198

万 t, 苏木代尔格锌地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24154 万

t。

(5) 镍: 所圈定的2 个块体均为地球化学巨省,

共计预测镍资源量51116 万t。其中哈拉斯2红山嘴镍

地球化学巨省预测资源量27181 万 t, 喀拉通克镍地

球化学巨省预测资源量23135 万 t。

(6) 钴: 所圈定的5 个块体均为地球化学省, 共

计预测钴资源量1194 万t。其中, 萨吾尔山钴地球化

学省预测资源量0171 万 t, 科克塔勒2喀拉通克钴地

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0149 万 t, 青河钴地球化学省

预测资源量0139 万 t, 喀拉沙斯钴地球化学省预测

资源量0126 万 t, 喀拉斯钴地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

0109 万 t。

(7) 铬: 所圈定的2 个块体均为地球化学省, 共

计预测铬资源量72199 万 t。其中, 哈龙铬地球化学

省预测资源量40138 万t, 科克塔勒2青河铬地球化学

省预测资源量32161 万 t。

(8) 钨: 所圈定的2 个块体均为地球化学省, 共

计预测钨资源量0195 万 t。其中, 苏木代尔格2阿尔

泰钨地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0170 万 t, 喀拉斯钨地

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0125 万 t。

(9) 锡: 喀拉萨斯锡地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0168

万 t。

(10) 钼: 所圈定的4 个块体均为地球化学省, 共

计预测钼资源量20126 万 t。其中野马泉钼地球化学

省预测资源量10109 万 t, 和什托洛盖钼地球化学省

预测资源量4125 万 t, 恰库尔特钼地球化学省预测

资源量3170 万 t, 红山嘴钼地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

2122 万 t。

(11) 银: 所圈定的2 个块体均为地球化学省, 共

计预测银资源量500 t。其中, 诺尔特2红山嘴银地球

化学省预测资源量390 t, 苏木代尔格2扎斯卡拉尕依

银地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110 t。

(12) 锑: 红山嘴锑地球化学省预测资源量5129

万 t。

412　找矿靶区

全面收集了新疆阿尔泰地区已有的地、物、化、

遥和矿产资料, 在区域成矿地质条件分析和成矿规

律研究的基础上, 优选出8 个找矿靶区 (陈哲夫等,

1995)。

(1) 卡拉先格尔铜金矿找矿靶区: 该靶区位于

可可托海2二台大断裂以东, 主体处在科克森套2乔
夏哈拉晚古生代弧沟带, 属于科克森套2乔夏哈拉

Cu、A u (Fe) 成矿带。

1∶20 万区域化探显示出全区最好的铜多金属

异常, 伴有金组元素异常和基性度元素异常。

区内已发现铁、铜、金矿床、矿点70 余处。铜

矿多为斑岩型和热液型, 铁矿多为火山2沉积改造

型, 金矿或产于构造破碎蚀变带内, 或与铁、铜矿

共生。芮宗瑶等 (1984 年) 将该带划归额尔齐斯河

斑岩铜矿成矿带, 认为该带与原苏联萨乌尔地区的

肯赛依和凯泽尔卡因等斑岩铜矿床的地质条件相

似, 通常矿化与纳缪尔期花岗闪长斑岩密切相关。较

大的铜矿有卡拉先格尔和哈腊苏铜矿。根据资料对

比, 该找矿靶区所属的科克森套2乔夏哈拉Cu2A u

(Fe) 成矿带应与蒙古欧玉陶勒盖大型铜2金矿床为

同一成矿带, 已发现卡拉先格尔、哈腊苏等斑岩铜

矿。

卡拉先格尔铜矿: 已查明的铜矿化范围长 2

km , 宽011～ 015 km , 铜矿化集中分布于钾交代岩

(包括钾长石化的凝灰岩、凝灰质砂岩及部分黑云母

化凝灰岩) 的上部层位, 青磐岩化石英闪长岩中也

见有少量铜矿化。样品分析结果表明铜矿化品位较

低, 矿化不均匀, 地表难以圈出规模较大的矿体。

该带是本区寻找斑岩型铜矿的最有利地区, 同

时, 也是寻找构造蚀变岩型及石英脉型金矿的有利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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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库卫铜镍矿找矿靶区: 该靶区位于哈龙早

古生代山弧带中部, 属于哈龙A u2Cu2Sn (稀有金属、

云母、宝石) 成矿带东段。基性杂岩体呈岩株状在

区内断续出露。

在库卫一带已发现有十多个基性岩体。其中, 位

于库卫河上游2 36119 高地的22 号岩体, 呈近似纺

锤形的小岩株, 长8 km , 宽215 km , 长轴走向近东

西向。岩体斜切地层, 界线弯曲。

22 号岩体正磁异常强度近2 000 nT , 负磁异常

强度约- 500 nT , 南正北负, 属斜磁化场, 场形与

喀拉通克1 号岩体同属一类。1∶1 万激电剖面测量

在22 号岩体中部圈出了强度较高、面积较大的极化

率异常。国内已知的铜镍矿床, 如金川、喀拉通克、

赤松柏、红旗岭等矿床的赋矿岩体均显示斜磁化或

反磁化的场形特征, 据此推测, 该基性岩体具有铜、

镍矿的找矿前景。

2001 年, 通过1∶5 万路线地质调查在该区新发

现大量小基性岩体, 岩体分异程度高, 有利于铜、镍

成矿。部分小岩体中还见有不均匀分布的稀疏浸染

状孔雀石化。

1∶20 万区域化探显示C r2N i2Co2M g 异常及铜

多金属异常。在该带具有寻找岩浆熔离型铜镍硫化

物矿床的有利条件, 一旦有所突破, 将极大地拓展

新疆阿尔泰地区的找矿领域。

(3) 萨热阔布铅锌金矿找矿靶区: 该靶区位于

克兰晚古生代弧后盆地的阿勒泰泥盆纪火山沉积盆

地中, 属于克兰Cu2Pb2Zn2A u (Fe、稀有金属2宝
石) 成矿带。处在1∶20 万区域化探圈定的阿勒泰铜

多金属异常区和大罗坝2阿勒泰金组异常区内。

该区成矿条件十分有利, 目标是主攻与海相火

山岩有关的火山2沉积型铜多金属矿床和变质热液

型金矿 (萨热阔布型)。

(4) 诺尔特金铅锌矿找矿靶区: 该靶区位于诺

尔特晚古生代裂陷盆地, 属于诺尔特 Pb2Zn2A u2
(W 2M o) 成矿带。处在1∶20 万区域化探圈定的位

全区第二的铜多金属异常区和最大的金组异常区

内, 是本区最引人注目的异常区之一。

该区成矿条件十分有利, 已发现金矿点、铅锌

矿点等十余处, 但由于工作程度低, 尚未发现成型

矿床, 主攻矿种为铜、铅、锌、金, 主攻矿床类型

为火山岩型。

(5) 索尔库都克铜钼金矿找矿靶区: 该靶区大

地构造位置处在萨吾尔2二台晚古生代弧后盆地南

缘和塔尔巴哈台2纳尔曼得早古生代沟弧带。属于萨

吾尔2二台Cu、N i、A u (Fe) 成矿带和塔尔巴哈台

2纳尔曼得A u2Cu2 (Fe2C r) 成矿带的交汇部位。区

内泥盆系、石炭系广泛发育, 零星出露奥陶系和志

留系。

中泥盆统海相中基性火山岩2火山碎屑岩建造

中产有火山2热液型铜钼矿床 (索尔库都克铜钼矿)。

沿断裂构造蚀变带产出有金矿 (扎河坝金矿)。基性

2超基性岩体中发现有铬、铜、镍、铂、钯矿化, 如,

扎河坝岩体P t+ Pd 品位高达2151×10- 6, 纳尔曼得

岩体Cu、N i 相对富集, 辉石橄榄岩中N i 含量高达

2 492×10- 6～ 3 102×10- 6, 超过边界品位。

1∶20 万区域化探显示串珠状分布的铜多金

属、金组元素异常和基性度元素异常。该带应积极

寻找火山2热液型铜钼矿床和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

同时应该对基性2超基性岩体的铜、镍、铂、钯含矿

性加强研究。

(6) 科克森套铜镍金矿找矿靶区: 该靶区位于

科克森套2乔夏哈拉Cu2A u2 (Fe) 成矿带西段, 大地

构造位置处在科克森套2乔夏哈拉晚古生代弧沟带。

从玉什喀腊套到科克森套, Cu、Zn 元素具有明显的

高峰值带, 表明区域性大断裂和背斜构造控制着异

常元素的展布。在已发现的长逾1 500 m , 宽逾500

m 的金铜矿化带内, 有多处金铜矿点及小型铜矿

体, 显示了很好的成矿特征。C r、N i、Co 元素高峰

值出现在超基性岩和中酸性岩出露区, 经采样分析

N i 达到3 000×10- 6, Co 达到300×10- 6, 在长3 000

m , 宽100 m 的超基性岩体内是寻找铜镍矿的有利

地带。该带内Cu 含量不明显, 但该矿带在区域上与

喀拉通克铜镍矿、哈腊苏铜矿等具有很好的可比性。

另外, 据最新科研成果分析, 在铜含量低、镍钴高

的超基性岩区, 是铂、钯、铟等贵金属的成矿有利

地区。

该区在大区域上属扎尔玛萨吾尔南蒙Cu2N i2
A u2多金属成矿带中段, 在西段的哈萨克斯坦境内

已发现南马克苏特中型铜镍矿床。在区内的珠万哈

腊苏基性岩体中发现有铜镍矿化。该区主要找矿床

类型为与镁铁2超镁铁质杂岩有关的硫化物型铜镍

矿、斑岩型铜矿和火山热液型铜金矿等。

(7) 萨吾尔山金铜矿找矿靶区: 处于萨吾尔2二
台Cu2N i2A u (Fe) 成矿带西段, 大地构造位置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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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吾尔2二台晚古生代弧后盆地。区内晚古生代地层

中火山岩极为发育, 其中早石炭世火山活动最为强

烈, 以海相中基性、中性火山喷发为主, 有少量中

酸性喷发。

该带已发现多处金矿点、矿床和铜矿 (化) 点,

主要有塔斯特金矿、阔尔真阔腊金矿、布尔合斯太

金矿、萨黑哈拉埃特金矿, 希亚克斯套和陕谢克萨

依金、铜矿点, 凯里青2黑山头金矿点、科克阔腊金

矿化点等。

希亚克斯套金铜矿化点: 位于塔斯特岩体与下

石炭统哈拉巴依组的中性、中酸性火山岩的内外接

触带上。金矿化集中分布于花岗闪长岩体内外接触

带长317 km , 宽近600 m 范围内, 石英方解石细脉

与硅化、黄铁矿化、褐铁矿化等条带状蚀变相伴发

育, 蚀变带宽012～ 5 m , 延伸数十米, 刻槽样金品

位0133×10- 6～ 8129×10- 6, 拣块样最高品位3110

×10- 6。铜矿化产于花岗闪长岩体内接触带, 矿化带

的分布与近南北向断裂一致, 带内黄铜矿、孔雀石

呈稀疏浸染状分布, 并伴有硅化、钾化、高岭土化、

绿泥石化、绿帘石化。带宽20～ 50 m , 长300～ 400

m , 最长可达800 m。目前仅有两条矿化带有地表工

程控制, 带内拣块样铜品位 0129×10- 2～ 0174×

10- 2, 刻槽样0112×10- 2～ 2125×10- 2。

岩石化探成果显示: A u、A g、Cu、M o 呈显著

正相关, 在金铜矿化体上, A u、Cu、M o 异常多呈

近南北向展布, 套合很好, 推断该区可能存在隐伏

的斑岩型铜矿。

该区在大区域上属扎尔玛2萨吾尔2南蒙Cu2N i2
A u2多金属成矿带中段, 在西段的哈萨克斯坦境内

已发现阿克苏阿塔小型铜钼矿等多处。该区主要寻

找矿床类型为斑岩型铜矿、海相火山岩型及构造蚀

变岩型金矿。

(8) 禾木铜金矿找矿靶区: 该靶区大地构造位

置处在哈龙早古生代山弧带西段, 属于哈龙A u2Cu2
Sn2 (稀有金属2云母2宝石) 成矿带西段。

1∶20 万区域化探显示铜多金属元素、金组元

素和基性度元素异常均很发育。在区内发现有多个

铜、铅铜、砂金矿 (化) 点, 前人曾做过矿点检查,

检 查 面 积 分 别 为 0166 × 014 km 2 和 1125 ×

0160 km 2, 铜品位一般为 0104%～ 1189% , 最高达

3190% , 铅品位一般0123%～ 1177% , 最高达5%。

铜矿点赋存于震旦系哈巴河群上亚群的砂岩、粉砂

岩中, 可见明显的孔雀石化、褐铁矿化等。另外苏

木代尔格河流域盛产砂金, 其富集程度属本区首位,

伴生矿物有泡铋矿、软锰矿、铅和铜矿物、辰砂等。

该区地质、矿产研究程度极低。初步认为该区

具有寻找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和接触交代型铜多金属

矿的潜力。同时, 鉴于该区基性度元素族异常非常

发育, 还应探索绿岩型金矿成矿的可能性。

5　结论

阿尔泰成矿带是极具找矿潜力的地区。区域矿

产分布特征、成矿地质条件和地球物理、地球化学

资料表明该区有色金属和贵金属的资源前景良好。

晚古生代岛弧带和弧后盆地产出了一系列大中型矿

床, 主要的矿床类型有与海相火山岩有关的块状硫

化物矿床、岩浆铜镍硫化物型矿床、沉积变质型铁

矿、浅变质含碳细碎屑岩型金矿和韧性剪切带型金

矿床。近年来, 在斑岩型铜矿床的找矿工作方面有

了新进展, 拓展了找矿的新类型和新方向。笔者在

对阿尔泰成矿带成矿地质条件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

前人的物化探成果资料, 与周边地区进行对比和资

源潜力分析, 优选提出了8 个有进一步找矿潜力的

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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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A ltay m eta llogen ic zone is one of the mo st impo rtan t nonferrou s and p reciou s m eta ls m iner2
aliza t ion zones in Ch ina1 T he regional m eta llogen ic background and condit ion s indica te an excellen t po ten2
t ia l of m inera ls in the zone1 To date the fo llow ing o re depo sits have been found1 T hey are m ica2, lith ium 2
beryllium 2tan ta lum 2and gem 2bearing pegm atite, m arine vo lcan ic m assive su lf ide, m agm atic copper2n ickel,

m etasedim en tary iron, go ld2bearing low grade m etamo rpho sed carbon clast ic rock s and go ld2bearing duc2
t ile shear zone1 A great p rogress has been m ade in recen t exp lo ra t ion of po rphyry copper1 By m ean s of

comparat ive study of m eta llogen ic condit ion s w ith tho se in Kazakh stan and M ongo lia, the favo rab le target

areas fo r fu rther exp lo ra t ion have been determ ined on the basis of theo ret ica l reserve est im ate on geochem i2
cal b lock in the A ltay m eta llogen ic zone1
Key words: A ltay m eta llogen ic zone, m ajo r type; typ ica l o re depo sit; m inera l po ten t ia l; ta rge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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