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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山金、铜矿地质特征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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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矿局第一区调队 )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　 (西北大学 )

西天山是我国古生代造山带重要的金、铜矿成矿单元之一 ,具有 Au、 Cu地球化学场 .各种地球物理

场也显示具有良好的金、铜矿成矿地质背景 .金、铜矿主要生成于海西期的构造 岩浆地质热事件中 ,

形成了浅成低温热液型和韧性剪切带型金矿以及海底火山喷气 热水沉积型、矽卡岩型、斑岩型、陆

相火山热液充填型铜矿 .可划分出赛里木铜金成矿带、吐拉苏 也里莫墩金成矿带、察布查尔铜成矿

带及胜利达坂金成矿带 .主要矿床有阿希金矿、望峰金矿、喇嘛苏铜矿和预须开普台铜矿 .

关键词　金、铜矿　地质特征　西天山

西天山系指我国境内天山山脉西段北支 (南支通常称西南天山 ) ,即北起别珍套山 ,南至伊

什基里克山 ,东自巴伦台 ,西至中哈边界 ,主体属塔里木板块西北部的陆壳部分 ,包括赛里木地

块、博罗科努早古生代岛弧带和伊犁晚古生代中期裂谷 .南侧为同一板块内的南天山早—中古

生代活动大陆边缘 ,北侧为哈萨克斯坦板块的北天山古生代活动大陆边缘 [ 1] (图 1) .

西天山是我国古生代造山带内贵金属和有色金属主要成矿单元之一 ,是古亚洲构造 成矿

域的一部分 .现已发现金、铜、铅、锌、铁及重晶石、高岭土等多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 ,主要是金

矿和铜矿 ,矿化地达百余处 ,其中包括阿希大型金矿和预须开普台、喇嘛苏等中型铜矿 .

1　金、铜矿成矿地质背景

上世纪末 ,法国地质学家路易· 德洛内就强调 ,研究矿床必须要了解区域含矿性 ,必须与

研究地壳结构密切结合 .这一见解逐渐发展成为普遍着力于区域乃至全球的成矿背景研究 ,包

括地球物理场、地球化学场、地壳演化和成矿地质事件等要素对成矿的影响 .

1. 1　地球物理场显示的深部地质要素对成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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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天山构造单元简图

Fig . 1　 Tectonic element map o f Western Tianshan

I -塔里木板块 ( Tarim plate) ; IA—伊犁 中天山陆壳板段 ( Yili middle Tianshan cont inental crus t ) ; IA 1—赛里木地块

( Sailim mas sif ) ; IA 2—博罗科努早古生代岛弧带 ( Boluokenu Early Paleozoic is land arc bel t) ; IA 3—伊犁晚古生代中期

裂谷 ( Yi li Late Paleo zoic ri f t) ; IB—南天山早—中古生代活动大陆边缘板段 ( Sou th Tianshan Early Middle Paleozoic activ e

cont inental margin ) ;Ⅱ —哈萨克斯坦板块 ( Kazakhs tan plate) ;Ⅱ A—北天山古生代活动大陆边缘板段 ( North Tianshan Pa-

leo zoic active continen tal margin ) ;①博罗科努 阿其克库都克断裂 ( Boluokenu Aqik ekuduk faul t ) ;②伊犁盆地北缘断裂

( faul t on th e north margin of Yi li basin) ;③—那拉提断裂 ( Nalat i faul t) ; 1—赛里木铜 (金 )成矿带 ( Sailim Cu / Au minerali z-

ing belt ) ; 2—吐拉苏 也里莫墩成矿带 ( Tulasu Yelimodun minerali zaing bel t ) ; 3—察布查尔铜金成矿带 ( Chabuchar Cu

Au minerali zing bel t ) ; 4—阿吾拉勒铜 ( Aw ulale Cu minerali zing bel t) ; 5—胜利达坂金成矿带 ( Sh englid aban

Au minerali zing belt )

本区地球物理场主要是依据已有的 1 /100万区域重力测量、 1 /100万航空磁测和少数地

震台站观测的天然地震转换波层析成象的研究成果 ,即包括区域磁力场、区域重力场和天然地

震速度场在内的地球物理场 ,借以对包括地壳基底性质、地壳结构、地壳类型和深部构造分区

等在内的深部地质要素进行推断 .

1. 1. 1　地壳基底性质对成矿的影响

西天山区域磁场是我国强区域磁场之一 ,可以细分出 3个界线比较清楚的磁场区 ,即东北

部 (乌苏 乌鲁木齐 )较稳定的正磁场区 ,中部 (精河 伊宁 昭苏 新源 )自北向南分别由北西西

向较强负磁异常带、近东西向强正磁异常还和北东东向中强正磁异常带组成的复杂磁场区 ,南

部正负间弱磁异常为主的近东西向或北东东向的稳定磁场区 .它们在巴伦台地区形成交汇的

趋势 ,区域磁场总体呈西宽东窄的三角形 ,即在伊宁 新源间广大地域 (伊犁盆地 )存在着近东

西向的强正磁异常带 ,在上延 10km (图 2)甚至更高的上延场中亦然 .更有意义的是 ,对应的重

力场也呈明显的重力高异常 .这一地球物理场态势 ,袁学诚教授在研究我国大陆地壳基底构造

时认为 ,西天山如此强磁强重力复合区 ,只能是太古宇深变质岩区 ,因此判断伊犁盆地深埋基

底为一古陆核区 .显然 ,这种地壳基底的变质岩石建造显现了金、铜成矿有利的地质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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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天山航磁 ΔT异常上延 10km平面图

Fig. 2　 Planimetric map o f aer omagneticΔ T anoma ly of Western Tianshan

1. 1. 2　地壳结构对成矿的影响

自然地震 P波到时资料经处理和密度计算的结果显示 (表 1) ,天山造山带的地壳结构比

较复杂 ,在 2km深度 ,天山以高速为主 ,在 22km(上下地壳界面 )深度 ,仍以高速为主 ;但西南

天山 ,则分布有不连续的小范围低速区 ,很可能是上地幔物质上涌或地壳部分熔融的反映 ,并

可能波及到两侧 . 50km (莫霍面 )深度为相对低速 ,反映其处于上地幔的拗陷部位 .由上述可

知 ,天山地区地壳结构不但沿横向空间有变化 ,而且沿纵向空间呈“葫芦状” ,表明仍处于不稳

定状态 ,与其邻区准噶尔的“宝塔状” ( P波速度或密度随地壳深度的增加而增大 )地壳结构形

成了明显的对照 .显然 ,不稳定的地壳结构对金、铜等热液矿床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

1. 1. 3　地壳类型对成矿的影响

天山及其邻区地壳组分存有一定差异 ,这种差异由地壳不同深度的物质密度反映出来 .按

照前苏联某些地质学家的见解 ,根据玄武岩与花岗岩的比例 ,地壳类型可以划分为 4种 ,其中

两种为过渡类型 ,即阿尔泰型 (硅铝 铁镁质型 )和天山型 (铁镁 硅铝质型 ) ,前者玄武岩量大于

花岗岩 .表 1给出了几个地区不同深度的密度数据 ,其密度的纵横向变化 ,显示了天山地区结

晶基底与莫霍面之间的地壳总体密度不高 ,即地壳基性度偏底 ,属天山型 .但是 ,地质研究表

明 ,在地史上西天山可能是由塔里木或准噶尔分离出来 ,表 1中所列天山数值只代表着西南天

山 ,西天山的地壳密度更接近于塔里木或准噶尔而大于西南天山 ,反映了地壳基性度偏高 ,属

阿尔泰型 ,西天山地壳类型显然对金铜矿床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场 .

1. 1. 4　深断裂对矿带定位的控制

依据重力资料 (布格重力异常上延场和 4个方向导数平面图 )和航磁资料推断 ,区内深断

裂主要为近东西向 ,其次为南北向 ,规模自西而东逐次变小 (图 3) ,它基本上控制了成矿带主

要地质要素 ,并往往成为各矿带的分界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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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天山及相邻地区地壳 上地幔不同深度 P波速度场及岩石密度对比表

Table 1　 Correlation of P wave velocity f ield and rock density of

crust upper mantle in Tianshan and neighboring area

深度

( km )

塔里木盆地 天山地区 准噶尔盆地

速度 密度 速度 密度 速度 密度

2 4. 40 2. 58
6. 00～ 6. 45 2. 70～ 2. 74

山前拗陷速度 4. 40
4. 40 2. 58

22

一般为 6. 45

最大 6. 28

一般为 2. 81

最大 2. 91
6. 20～ 6. 45 2. 73～ 2. 81

　　从喀什沿南天山断裂带分布有不连续的小范围低

速区 ,速度 5. 95,密度 2. 69

6. 45～ 6. 82 2. 81～ 2. 91

50 8. 00～ 8. 30 3. 34～ 3. 40 7. 70～ 7. 82 3. 30～ 3. 33 8. 00～ 8. 30 3. 34～ 3. 40

80 天山地区以高速为主

110 天山地区北部以低速为主 ,其余部分以高速为主

220 天山地区东部为高速区 ,西部为低速区

　　　　　　速度单位: km /s;密度单位: 103 kg /m3

图 3　西天山布格重力异常上延 5km及深断裂推断平面图

Fig . 3　 Bouguer g r av ity anoma ly and infe rred deep faults

1—推断壳断裂 ( inferred crus tal faul t) ; 2—推断超壳断裂 ( inferred supercrustal f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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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深部构造分区与矿带

依据 1 /100万布格重力异常值 , 应用三维密度界面拟合简化公式计算 , 本区莫霍面深度

在 47～ 54km间变化 ,莫霍面等深图显示 ,深部构造可分出准噶尔幔隆、伊犁幔隆和西南天山

幔拗 3个大区 , 内部还可细划出若干幔凸、 幔坡、 幔陷、 幔凹和幔脊等小区 (图 4) . 深部构

造分区和表部矿带定位的对应关系目前尚了解不够 , 但大致看出 , 矿化带大多分布于地幔分

区的幔凸和过渡部位 .

图 4　西天山地区深部构造分区图

Fig. 4　 Deep tectonic div ision of w estern Tianshan

1—陆核分布区 ( Continen tal nucleus ) ; 2—深部构造大区界线 ( boundary of major deep tectonics ) ; 3—深部次级构造界线

(b oundary of s econdary deep tectonics)

1. 2　成矿元素的地球化学分区

根据已有的 1 /20万大面积水系沉积物次生晕化探资料 ,研究了 Au、 Cu及其相关的 Ag、

As、 Hg、 Pb、 Zn等主要元素的地球化学场 , 其特征值如表 2. Au和 Cu的丰度值均低于地壳

相应元素丰度值 ,与地球物理场提供的成矿信息不完全吻合 , 原因可能是多种的 ,但 Au的变

异系数却远大于 1.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着力于研究 Au、 Cu两种元素的异常圈定及其分布态

势 .

Au的异常下限定为 2× 10- 9 , 共圈出 100余个 , 单个异常面积在 5～ 200km
2 , 最大者为

研究区东部的胜利达板金异常 , 面积达 650km
2 , 异常形态呈不规则的椭圆形 , 长轴展布方向

多为东西向或北西西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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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的异常下限定为 40× 10
- 6
, 共圈出几十个 , 单个异常面积 30～ 100km

2
, 展布方向亦多呈

东西向或北西向 .

根据成矿元素的分布态势和组合特征 ,同时考虑区地域地质情况及已知矿化空间展布 ,对

Au、 Cu等成矿元素进行了地球化学分区 (表 3) .

表 3　西天山 Au、 Cu等元素地球化学分区

Table 3　 Geochemical division of elemens in Western Tianshan

地球化学区 地球化学亚区 主要异常元素 相关异常元素

赛里木 Cu、 Au地球化

学区

赛里木 Cu、 Pb、 Zn亚区 Cu、 Pb、 Zn As、 Sb、 Hg

赛里木 Cu、 Au亚区 Cu、 Au Pb、 Zn、 Ag、 Hg

博罗科努 Au、 Cu地球

化学区

吐拉苏 也里莫墩 Au、

Cu亚区
Au、 Cu、 Pb、 Zn Ag、 Hg

胜利达坂 Au、 Cu亚区 Au、 Cu Ag、 As、 Sb、 Hg

伊犁 Cu、 Au地球化学区
阿吾拉勒 Cu亚区 Cu、 Au、 Ag Pb、 Zn

察布查尔 Cu、 Au亚区 Cu、 Au Ag、 As、 Pb、 Zn

1. 3　地壳构造分区、 演化与成矿地质事件

所涉构造分区 (见图 1) 自北而南依次是: ①赛里木地块 , 具元古宙结晶基底 , 缺失早古

生代沉积 , 晚古生代早期为火山岛弧 , 中期为残留海 , 晚期为上叠盆地 ; ②博罗科努早古生

代岛弧带 , 广泛接受了以岛弧环境为特征的早奥陶世至晚至留世的沉积 ; ③伊犁晚古生代中

期裂谷 , 始于早石炭世 , 闭合于晚二叠世 . 大的断裂自北而南依次为: 博罗科努 阿其克库都

克断裂、 伊犁盆地北缘断裂和那拉提断裂 .

上述构造分区内 , 相应地层沉积和岩浆活动示于表 4、 5. 火山岩浆活动主要表现为早石

炭世、 中石炭世、早二叠世和晚二叠世的钙碱性火山岩 , 岩浆侵入活动主要表现为博罗科努、

伊犁和巴仑台 3个岩带 .

西天山的地壳大体可分出 5个发展阶段 , 即古克拉通形成阶段 ( Pt1— Qb)、 稳定沉积阶

段 ( Z— ∈ )、 古克拉通解体阶段 ( O— S)、 拉张与聚合交替阶段 ( D— C) 和板内构造活动阶

段 ( P— J) . 西天山构造格架在侏罗纪末基本定型 .

金、 铜的成矿地质热事件发生在海西期拉张与聚合的交替阶段 . 在 400、 350、 300Ma主

要时段 , 地壳间的相互碰撞、 壳幔物质的循环、 岩浆侵入、 火山喷溢十分频繁 . 成矿元素不

断从地幔带入地壳 , 最终通过内地质作用的进一步富集而成矿 . 例如赛里木地区中泥盆世末

期与高钾钙碱系列二长花岗岩侵入活动有关的 Cu ( Pb、 Zn)矿化 , 早石炭世察布查尔地区与

拉张作用有关的 Cu、 Au矿化 , 博罗科努山吐拉苏地区与火山作用有关的浅成低温 Au矿化 ,

中石炭世和早二叠世在阿吾拉勒山系与拉张作用有关的 Cu ( Fe) 矿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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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西天山地层及主要岩性

Table 4　 Stratigraphy and lithology of Western Tianshan

地　层 赛里木地块 博罗科努岛弧 伊犁裂谷 注　记

Kz 　　　　河湖相碎屑沉积

M z 局部陆相碎屑岩
陆相碎屑岩、

煤系

P2 磨拉石建造 磨拉石建造 磨拉石建造

P1

陆相基 酸

性火山岩及

其碎屑岩

陆相基 酸性

火山岩及其碎

屑岩

陆相基 酸

性火山岩及

其碎屑岩

铜矿围岩

C3 碎屑岩 碎屑岩

C2 北部碎屑岩、 碳酸盐岩 , 南部海陆交互相火山岩
火山岩为

铜矿围岩

C1

滨海碎屑岩

陆相火山岩及其碎屑岩

(大哈拉军山组 )

火山岩为

金矿围岩

∈ — D

碎屑岩、 碳酸盐岩 , 夹火山

岩 , 底部磷矿层 , 上部有硅质

岩层

Pt3 浅变质碳酸盐岩夹少量碎屑岩

Pt2 浅变质碎屑岩、 碳酸盐岩 , 夹少量火山岩

Pt1 中深变质岩 中深变质岩 少量铜矿

Ar 推测含 Fe、 Mg质变质岩 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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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西天山侵入岩

Table 5　 Intrusive rocks in Western Tianshan

构造分区

(岩带 )
侵入岩时期 深成岩类 浅成岩类 注　记

伊犁裂谷

(伊犁岩带 )
海西中、 晚期

钾长花岗岩、 黑云花岗岩、 斜长花

岗岩、 花岗闪长岩、 闪长岩、 辉长

岩

石英二长岩、

花岗斑岩

与斑岩型铜

矿有关　　

博罗科努岛弧

(博罗科努岩

带、 巴仑台岩

带 )

海西早、 中、 晚

期

钾长花岗岩、 二长花岗岩、 花岗闪

长岩、 超基性 基性杂岩

石英钠长斑岩、

花岗斑岩、闪长

玢岩

与斑岩型金矿

有关

赛里木地块 (博

罗科努岩带 )

海西早期、加里

东晚期
二长 黑云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 花岗斑岩

与矽卡岩型铜

矿、斑岩型铜矿

有关

2　金、 铜矿主要类型

2. 1　金矿类型 (表 6)

表 6　西天山金矿类型

Table 6　 Types of gold deposit in Western Tianshan

矿床类型 矿床实例 成矿特征 成矿时代

浅成低温

热液系统

冰长石

绢云母型
阿希

产于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陆相

火山岩中 , 与火山机构关系密切
300± 15Ma

硅化岩型
恰布坎卓它、 伊尔曼得、

京希布拉克

产于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凝灰

质砾岩、 酸性凝灰岩中
330± 15Ma

斑岩型 塔乌尔别克 产于中石炭世长石斑岩体中 海西中期

韧性剪切带型 胜利达坂、 博霍特 与韧性剪切作用相关 280± 10Ma

2. 1. 1　硅化岩型

“硅化岩型” 系本区采用的新名称 , 赋存于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下部的沉火山碎屑岩、

凝灰质沉积岩和酸性凝灰岩中 . 硅化强烈直至硅化岩 . 与日本硅化岩——南萨型—— 的不同

在于本区未见特征的高硫矿物 ; 与次生石英岩 (型 ) 的区别在于后者为火山热液自蚀变 , 本

区则为后热液交代 .

2. 1. 2　斑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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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 “斑岩型金矿” 是已故谢家荣先生于 60年代提出的 , 随后 , 由于安第斯山 “斑岩

铜矿” 模式的建立 , 金仅为其伴生元素 , “斑岩金矿” 一度被一些研究者摒弃而统称火山热液

型 . 随着与火山作用相关的浅成低温热液金矿的深入研究 , 发现部分与次火山岩相关的金矿

床并不具浅成低温特征 , 因此 , 一些研究者 (李兆鼐、 毋瑞身等 , 1994) 又将其与浅成低温

热液金矿区别开来 , 并将其内涵扩大 , 再次使用斑岩金矿这一名称 .

2. 1. 3　韧性剪切带型

“韧性剪切带型金矿”由博纳梅宗于 80年代初提出 ,但未赋于成矿机制的概念 . 1986年 ,

G· N· 菲利普斯则赋于了主动成矿的意义 . 目前 , 对于韧性剪切带被动控矿的事实已被普遍

接受 , 但对其是否还能主动控矿还有歧见 . 本文采用了菲利普斯的定义 .

2. 2　铜矿类型 (表 7)

表 7　西天山铜矿类型

Table 7　 Types of copper deposit in Western Tianshan

矿床类型 矿床实例 主要地质特征

海底火山喷气

热水沉积型
预须开普台

含矿围岩为石炭系或二叠系海相火山 沉积岩系 , 矿化部

位为两个火山喷发旋回的间歇期沉积岩系中 ,矿体呈似层

状 ,常见层纹状重晶石岩、透镜状碧玉岩等火山喷气 沉积

标志

陆相火山热液充填型 穷布拉克
含矿围岩为二叠系陆相火山岩或沉积岩系 ,矿体呈透镜状

或脉状

矽卡岩型 喇嘛苏
矿化产于碳酸盐岩系与海西早、 中期中性岩体接触带 ,矿

体呈透镜状、 脉状、 不规则状

斑岩型 群吉萨依
矿化赋于海西晚期浅成 超浅成岩体内 ,蚀变以绿帘石化、

绿泥石化及钠长石化为主

岩浆期后热液充填型 长峰沟 矿化呈脉状分布于海西期岩体内或岩体破碎带中

2. 2. 1　海底火山喷气 热水沉积型

作者赞同海底火山喷气 热水沉积型铜矿是与海相火山岩具有空间关系并在海底地热系

统下形成的矿床 , 包括加热的海水和再平衡岩浆水的双层液体 , 通过断裂系统 , 在海底火山

岩和沉积岩中发生对流循环 , 较高温度下发生水 岩反应 , 从岩石中淋滤出成矿元素 , 由裂隙

系统喷出 , 再与常温海水作用 , 使含铜硫化物沉淀成矿 .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 , 热水作用并

不一定依赖火山作用而存在 , 火山作用与热水作用共存也并非相互有一定内在联系 , 从而否

认火山环境的重要性 .

2. 2. 2　矽卡岩型

矽卡岩型矿床是一种复杂的成矿类型 , 包括与岩浆作用相关者、与区域变质作用相关者、

及与热水沉积作用相关者 . 本文指第一种 , 常与斑岩型铜矿共同成为一个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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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 铜矿成矿带

西天山划分出 5个金、 铜成矿带 (图 1) .

3. 1　赛里木铜 (金 ) 成矿带 (图 5)

构成成矿带的基本地质要素是: 地壳变薄的北西向 (近东西向 ) 隆起区 ; 沿此展布的具

有赋矿意义的库松木切克群 ; 海西早期浅成中酸性斑岩体为主体的复杂的岩浆活动 ; 近东西

向区域性断裂及其所限定的北西西向和南北向控矿断裂组合 ; 以 Cu为主的地球化学区以及

已发现的若干铜 (金 ) 矿化地 . 主要铜矿床有喇嘛苏和喇嘛萨依 .

图 5　赛里木铜 (金 ) 成矿带简图

Fig. 5　 Sketch map of Sailim Cu ( Au) mineralizing belt

1—元古宇温泉群 ( Protero zoic Wenquan group) ; 2—蓟县系库松木切克群 ( Jixian sys tem Kusongmuqiek group) ; 3—石炭

系东图津河组 ( Carboni ferous Dong tu jinhe fm. ) ; 4—海西期花岗岩 ( Hercynian g rani te) ; 5—海西期花岗闪长岩 ( Hercynian

g ranodiori te) ; 6—区域性断裂 ( regional faul t) ; 7—铜矿床及矿点 ( Cu deposi t and spot ) ; 8—金矿点 ( Au spot )

喇嘛苏铜矿赋存于库松木切克群下亚群沉积岩系 , 其中灰岩 Cu的丰度远高于地壳平均

含量 ,富集系数为 4,表明铜在灰岩中具初始富集特点 .东西向韧性剪切带是重要的构造形式 ,

宽 1～ 2km, 长 20km以上 , 宏观控制岩体和矿化 , 大小浅成岩体几十个 ( 360M a) , 以斜长花

岗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与成矿关系最密切 . 矿床为矽卡岩 斑岩型 , 鉴于矽卡岩呈层状 , 有人

认为可能海底火山喷气 热水沉积型 .

3. 2　吐拉苏 也里莫墩金成矿带 (图 6)

本成矿带的主体是早石炭世火山盆地 ,挟于伊犁盆地北缘断裂和科古琴山南坡断裂之间 ,

呈近东西向 , 在博罗科努加里东岛弧带基础上于晚泥盆世开始发育而成 , 盆地基底具双层结

构 , 为元古宇变质基底和下古生界褶皱基底 . 盆地内为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钙碱性 碱性系

列陆相中酸性火山岩和火山作用后的早、 中石炭世斑岩体 . 火山岩属轻稀土富集配分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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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Nd值 ( 0. 333) 明显低于球粒陨石值 , 微量元素也呈 K、 Rb、 Ba等大离子富集 , 显然源

于陆壳 . 岩石化学成分表明 , 其构造环境具陆缘拉张性质 . 与此背景相应的金矿主要属浅成

低温热液系统和斑岩系统 , 例如阿希、 恰布坎卓它、 塔乌尔别克、 加曼特等 . 本带作者已有

专文绍
[3 ]
, 为方便读者 , 将矿床主要特征综合于表 8.

图 6　吐拉苏 也里莫墩金成矿带简图

Fig . 6　 Map of Tulasu Yelimodun Au miner alizing belt

1—下石炭统阿恰勒河组沉积砾岩 ( Low er Carb oni ferous Aqialeh e fm. Sedimentary conglom erate) ; 2—下石炭统大哈拉军

山组陆相火山岩 ( Low er Carboni ferous Dahalajunshan fm. continen tal v olcanic rock ) ; 3—下古生界 ( O— D) 碎屑岩夹少

量火山岩 ( Low er Paleozoic detri tal rock w ith minor volcanic rocks ) ; 4—元古宇变质碳酸盐岩建造 ( Proterozoic metamorphic

carbonate rock formation ) ; 5—海西中期第二次长石斑岩体 ( middle Hercynian feldspar porph yry) ; 6—海西中期第一次石

英长石斑岩体 ( middle Hercynian quartz feldspar porphy ry) ; 7—海西中期花岗岩 ( midd le Hercynian g rani te) ; 8—海西早

期花岗闪长岩 ( early Hercynian g ranodio ri te) ; 9—主要断裂 ( majo r faul t ) ; 10—金矿床、 点及编号 ( gold deposi t / spot and

number): 1. 伊尔曼德 ; 2. 京希布拉克 ; 3. 阿希 ; 4. 阿希北 ; 5. 阿匹因迪 ; 6. 塔吾尔别克 ; 7. 恰克坎卓它 ; 8. 吐

拉苏西南 ; 9. 吾拉斯台 ; 10. 加曼特 ; 11. 铁列克特 ; 12. 也里莫墩 ; 13. 郎布拉

3. 3　察布查尔铜金成矿带

本带研究程度较低 ,是由发现 Cu、 Au异常聚合带而被注意的 , 金矿床已发现 ,铜矿点已

见 10余处 , 其范围是沿察布查尔山的昭苏、 特克斯、 巩留、 新源一线 , 地质结构属于伊犁石

炭 二叠纪裂谷的一部分 (图 7) , 石炭纪拉张环境形成的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 ( C1 )和伊什基

里克组火山岩 ( C2 )为主要地质体 ,是金矿赋矿围岩 . 区内有规模较大的海西期中基性和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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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察布查尔铜、 金成矿带成地质简图

Fig. 7　 Geo lo gic map o f Chabuchar Cu Au miner alizing belt

1—上二叠统铁木里克组碎屑岩 ( Upper Permian Tiemulik fm. d et rit al rock) ; 2—石炭系大哈拉军山组、 伊什基里克组火

山岩 ( Carboniferous Dah alajunshan fm. and Yishijilik fm. volcanic rock) ; 3—海西期花岗岩 ( Hercynian g ranite) ; 4—海

西 期花岗闪长岩 ( Hercynian granodiori te ) ; 5— 铁镁质 超铁镁质岩 ( f emic ulf rafemic rock ) ; 6— 铜矿化地

( Cumin eralization) ; 7—金矿化地 ( Au mineralization) ; 8— Cu元素区域异常范围 ( regional Cu anomaly area)

复式岩体、 浅成相斑岩体 , 与铜、 钼矿化相关 , 东西向和北北东向的区域性断裂宏观控制岩

浆活动 , 也相应控制了矿化 .

近来发现的博故吐萨依金矿赋存于大哈拉军山组断裂中 , 附近见钠长斑岩体 , 矿床属破

碎带蚀变岩 (硅化、 黄铁矿化 ) 型 .

3. 4　阿吾拉勒铜成矿带

本区是伊犁晚古生代裂谷的一部分 (图 8) . 裂谷内主体为中石炭统和下二叠统海、 陆相

火山 沉积岩系 . 中石炭统发育在东部的则克台、 预须开普台地区 , 铜矿化发育在中石炭中段

变质岩 (千枚岩、 板岩和碧玉岩 ) 夹火山岩建造内 ; 西部的阿克托拜地区 , 铜矿化发育在上

段中酸性火山岩内 . 下二叠统以河湖相沉积和陆相火山喷发为特点 , 其上部塔尔得套组基性

熔岩是主要的铜矿化部位 .

本成矿带北界为喀什河断裂 , 南界为巩乃斯断裂 , 带内尚有穷布拉克 喀拉图拜、 巴斯尔

干 乌朗达坂等东西向和肖尔巴斯套 阿克吐别等南北向大断裂 ,古火山机构呈东西向分布 ,与

断裂和火山活动相联系的是海西中晚期的斑岩体 . 可以认为 , 本带铜矿化主要是与石炭纪海

相火山岩、 二叠纪陆相火山岩和海西中晚期中酸性斑岩体有关 . 本带主要铜矿类型有海底火

山喷气 热水沉积型、 陆相火山热液充填型和斑岩型 , 代表性矿床有预须开普台、 穷布拉克和

群吉萨依等 , 主要地质特征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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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阿吾拉勒铜成矿带地质简图

Fig. 8　 Geologic map of Aw ulale Cu minerali zing belt

1—二叠系陆相火山岩及碎屑岩 , 铜矿围岩 ( Permian con tin ental volcanic and det ri tal rock, hos t of Cu d eposi t ) ; 2—中石

炭统海相火山岩为主夹千枚岩、板岩、 碧玉岩等 , 铜矿围岩 ( M iddle Carboniferous marine volcanic rock w i th phylli t e, s late

and jasp er rock, h os t of Cu d eposi t) ; 3—元古宇巩乃斯群变质岩 ( Proteroroic Gongnais g roup m etam orph ic rock ) ; 4—海

西期花岗岩体 ( Hercynian grani te) ; 5—铜矿化地 ( Cu minerali zation)

3. 5　胜利达坂金矿带

本带位于博罗科努早古生代岛弧东部 ,即巴伦台以北 ,是西天山 Au、 Cu地球化学区之一 ,

主体位于博罗科努 阿其克库都克大断裂的东段 , 即依连哈比尔尕复合型断裂带 , 包括红五月

桥断裂、胜利达坂断裂及平行排列的胜利达坂韧性剪切带 , 南北总宽 10余公里 , 东西向延伸

长达 50km , 金矿化全部受韧性剪切带控制 (图 9) . 韧性剪切带形成于石炭纪晚期 ( 310Ma) ,

整体发育在海西早期花岗岩体内 (γ
1
4 ) , 是中天山与北天山构造单元对接碰撞后板内剪切作用

的结果 ,之前形成的奥陶系可可乃克群和中石炭统代表着加里东—海西中期岛弧火山岩建造 .

鉴于各类金矿化均发育在韧性剪切带内 , 矿化自围岩向矿体逐渐过渡形成围岩贫化区 . 矿石

与花岗糜棱岩稀土总量、 特征参数、 配分曲线均一致 , 因此判断属于韧性剪切作用形成 (表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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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冰达坂金矿带地质简图

Fig . 9　 Geo lo gic map o f Bingdaban Au miner alizing belt

1— 石炭系岛弧中基性火山岩、 砂屑灰岩、 泥岩 ( Carboniferous i sland arc in termediate basic volcanic rock , calcareni te and

muds ton e) ; 2—奥陶系可可乃克群浅变质岛弧沉积 火山岩 ( Ordovician Kekenaik group epim etamorphic i sland arc s edimer-

tary v olcanic rock ) ; 3—元古宇残片 , 绢云石英千糜岩 ( Proterozoic relict sericite quart z ph yl loni te) ; 4—海西早期花岗

岩 ( early Hercynian grani te) ; 5—海西中期花岗闪长岩 (mid dle Hercynian granodiori te) ; 6—海西晚期辉长岩 ( late Hercynian

gabbro) ; 7—海西晚期花岗岩 ( late Hercynian grani te) ; 8—金矿化体 ( gold minerali zation) ; 9—韧性剪切带 ( ducti le sh ear

zone) ; ①—红五月桥断裂 ( Horgw uyueqiao faul t ) ; ②—胜利达坂断裂 ( Sh englidaban faul t ) ; ③—胜利达坂

韧性剪切带 ( Shenglidaban ductile shear zone)

表 10　胜利达坂金矿带矿化特征 (以望丰金矿为例 )

Table 10　 Characteristics of Shenglidaban Au mineralizing belt

控　矿　构　造

和 赋矿 围 岩
矿　物　组　合 矿　化　形　式 测试 资 料所 获信 息

海西早期花岗岩体内的

东西向韧性剪切带

金属矿物: 黄铁矿为

主 , 次为毒砂、 磁黄铁

矿 , 少量黄铜矿、方铜

矿和闪锌矿 ,自然金呈

包体金和裂隙金赋存

于黄铁矿中 ; 非金属矿

物: 主要有石英、长石 ,

次为绢云母、 绿泥石、

黑云母和碳酸盐

主要为矿化糜棱岩与

围岩过渡 ,次为糜棱岩

化含硫化物石英脉 ;矿

化呈群体出现 ,规模不

等

成矿时代 310～ 280Ma; 矿

石和糜棱岩稀土总量均在

50～ 200 ( 10- 6 ) , 特征参数

相近 , 均具中等铕亏损 ;

W34 S变　化　范　围　大

( - 4. 11‰～ + 14.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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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 铜矿成矿的基本趋势

西天山具有复杂的地质构造及演化史 , 构造 沉积 岩浆活动显然为其主要的控矿地质要

素 .

( 1) 隆起区构成的成矿带 , 由前寒武系地层组成了东西向或北西西向基底构造 , 岩浆活

动主要发生在海西早、 中期 , 形成富钾的高碱花岗岩类 , 矿化以 Cu为主 , 多为斑岩型或矽卡

岩型 ; 受裂谷或断陷盆地控制的成矿带 , 多受海西中晚期火山活动制约 , 博罗科努山地区早

石炭世火山盆地内发育浅成低温热液系统金矿 , 阿吾拉勒山东段中石炭世裂谷带内发育海底

火山喷气 热水沉积型铜矿 ,西段二叠纪陆相裂谷带中发育火山热液充填型铜矿等等皆是 ; 位

于隆起和断陷火山盆地之间 , 常有富钠的钙碱性二长花岗岩序列 , 其中也发育了斑岩型或矽

卡岩型铜矿化 .

( 2) 西天山地质活动记录始于元古宙 , 到中生代明显减弱 , 与我国东部地区金、 铜成矿

时代不同 , 海西期为其成矿时代主峰: 早期 ( 400～ 360Ma) 铜矿化 , 中期 ( 360～ 320M a) 金

矿化 , 晚期 ( 290～ 245M a) 金、 铜矿化 .

( 3)西天山各构造单元内 , 由于不同时期构造 岩浆活动及成矿物质场的不同 , 而有其不

同的矿产共生组合 , 一是指单一矿种不同类型之间的共生 , 一是指矿种不同而类型相同 . 大

体可分出海西早期斑岩 矽卡岩型铜 钼组合 ,海西中期浅成低温热液型金 银组合、斑岩 矽卡

岩型铜 铅 锌组合、 海底火山喷气 热水沉积型铜 铁组合 , 海西晚期韧性剪切带型金 银组合

和陆相火山热液充填型 斑岩型铜矿组合等 .

西天山属于古亚洲构造域的西段 , 是前中生代古亚洲洋的部分遗迹 , 是哈萨克斯坦板块

与塔里木板块相互作用形成的巨大造山带 . 无疑 , 西天山古生代造山带是我国重要的金、 铜

成矿单元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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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LD COPPER DEPOSITS IN WESTERN TIANSHAN

Wu Ruishen　 Tian Changlie
( Shenya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

Huang Mingyang　 Cai Hongyuan　 Zhi Qihan
( Inst itu 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 rces, CN NC )

Qi Shuji
( No. 1 Geolog ical Survey, X inj iang B 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 rces )

Cao Luohua
( Insti tute of Geophysical an d geochemical Exp lorin g )

Wang Runsan
(Nor thwest University, X i’ an )

Abstract

Western Tianshan, standing fo r the no rth branch of the w estern section of Tianshan

Mountains in China, belong s to Tarim plate, induding Sai lim massi f , Boluokenu Early Paleo-

zoic island arc belt and Yili Late Paleo zoic ri ft. The area is one of th e most significant Au

Cu minerali za tion uni t w ithin Paleozoic o rog enic bel t in China. The geochemical and geoph

y sical fields indicate a w ell Au Cu mineralizing backg round. The Au Cu deposi ts w ere

fo rmed mainly in Hercynian, tectonic magma tic g eothermal events, as epithermal type and

ducti le shear zone type of gold depo sit s, and submarine volcanic exhala tion hydrotherma l

sedimentary type, skarn type, po rphyry type and continental v olcanic hydro thermal fi lling

type o f copper depo sit s. Fiv e minerali zing belts are delineated, w hich are Sailim Cu Au min-

erali zing bel t, Tulasu Yelimodun Au minerali zing belt , Chabucha r Cu Au minerali zing

belt , Awulale Cu mineralizing belt and Sheng lidaban Au minera li zing belt. Main deposi ts are

Ax i g old deposi t, Wang feng gold deposit , Lamasu copper depo sit and Yuxukaiputai copper

deposi t.

Key works　 Au Cu deposi t　 geological cha racteristics　Western Tian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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