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山 ! 祁漫塔格成矿带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

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南部，阿牙克库木湖西北侧 " 其

为吉林省地质调查院 #$$$ % #$$# 年在开展国土资源

大调查时根据 &’ &$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成果及成矿地

质条件所确立 " 该成矿带长 &($ )*、宽 #$ % ($ )*，是

寻找钨锡矿床的重要地带 " #$$( % #$$+ 年的工作取得

了重大进展，发现了白干湖钨锡超大型矿床，确立了 ,
处找矿靶区 "

& 区域地质概况

黑山 ! 祁漫塔格成矿带位于塔里木 ! 华北板块

-! . 南部，柴达木微陆块 -". 南缘的祁曼塔格加里东

褶皱系 " 北界为阿尔金断裂带，与阿尔金陆缘地块

-". 相邻；南界为昆中断裂带，与东昆仑 ! 南秦岭褶皱

系相接，是华南、华北两大板块的增生带 " 上述两断裂

带自中元古代以来多次开合，使该区构造作用强烈/ 岩

浆活动频繁，地质体复杂，成矿作用明显，是一个较好

的矿化密集区 " 北侧出露地层为古元古界金水口群陆

源碎屑岩 ! 碳酸盐岩沉积建造，后期叠加强烈的韧性

变形为本区的主要矿源层；南侧出露地层为古生界志

留系白干湖组笔石页岩相沉积建造，为本区的另一重

要矿源层 " 区内侵入岩广泛发育，以加里东期、海西晚

期中酸性—酸性花岗岩类为主，为钨锡矿床的形成提

供了物质及热动力来源 " 白干湖断裂为重要的导矿构

造，其次一级构造为储矿构造 0 & % 1 2（图 &）"

# 钨锡成矿地质条件

地层、构造、岩浆岩“三位一体”为本成矿带钨锡成

矿的重要地质条件 0 + 2 "
#" & 地层

成矿带内的重要矿源层有 # 个，即古元古界金水

口群和志留系白干湖组 "
#" &" & 古元古界金水口群

古元古界金水口群分布于成矿带内白干湖断裂的

西北侧，沿白干湖断裂呈带状展布，主要岩性：上部为

二云石英片岩、绿泥石英片岩夹薄层灰白色石英岩；中

部为绿泥绢云石英片岩、黑云石英片岩夹多层透闪石

化大理岩，底部为石英岩；下部为绿泥绢云石英片岩、

变玄武岩、灰白色砂板岩等 " 为一套陆源碎屑岩 ! 碳

酸盐岩沉积建造，局部伴有火山活动 "
从地层中岩石原生晕分布特征看，金水口群中元

素浓集克拉克值大于 & 的元素有 34、5、67、89、:;" 其

中，5 元素浓集克拉克值高达 &+" <，变化系数 $" +#，背

景平均值 #$" + = &$ ! ,；67 元素浓集克拉克值 &" (，变化

系数 $" #>，背景平均值 (" ( = &$ ! ," 该组地层应为本区

5、67 成矿的矿源层 "
#" &" # 志留系白干湖组

志留系白干湖组分布于成矿带内白干湖断裂的东

南侧，沿白干湖断裂呈带状展布，主要岩性为灰绿色、

深灰色粉砂岩、岩屑杂砂岩、粉砂质泥岩、绢云石英片

岩夹凝灰质长石石英细砂岩，产笔石化石，为一套笔石

页岩建造 "
该组地层中岩石原生晕浓集克拉克值大于 & 的元

素有 5、89、?@、64，其中 5 元素浓集克拉克值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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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沉积建造、岩浆侵入、构造活动等方面探讨了新疆东昆仑西段黑山 ! 祁漫塔格成矿带钨锡元素的成矿地质条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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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平均值 &# ’ ( ’) ! *，相比之下为较低，但该组

地层仍是本区 + 成矿的重要矿源层 #
$# $ 构造

该成矿带内构造极发育，贯穿全区的白干湖断裂

为本带的主构造，控制了带内基本构造骨架 # 其为阿

尔金断裂的次一级断裂，在区内表现为宽 $# , - , ./
的左旋韧性剪切带、挤压片理化带，呈舒缓波状，北东

走向，倾向南东，倾角一般 %) - ")0#
该断裂构造的次级构造，多与其平行或呈锐角相

交产出，靠近白干湖断裂带较密集，规模不等，多为南

东倾向的压扭性断裂 #
白干湖断裂具多期活动及继承性之特点，它为矿

液的运移和储藏提供了有利空间 # 该断裂既是导矿构

造，也是容矿构造 #
从地球化学特征看，沿该断裂带 +、12、34、15、67、

8、69、:4、;<= 呈现连续高背景区，并出现强异常带 #
局部出现 ;>、?、@A、3B、CD、E、C4、:5、F$= 等元素异常

带 # 沿该断裂带形成的一系列组合异常，具有元素组

合复杂、面积大、元素套合好、强度高的地球化学特征，

充分显示了该断裂带在钨、锡、金、铜等成矿上所起到

的控制作用 G * H #
$# I 岩浆岩

特殊的构造环境致使本带岩浆活动强烈，以加里

东期岩浆活动为主，海西期及燕山期次之，且伴有大量

脉岩分布 # 加里东期与钨锡成矿关系密切，海西期、燕

山期次之 #
$# I# ’ 加里东期岩浆岩

该期岩浆活动在本带表现为多期次侵入、同源演

化之特点 # 其岩石系列为石英闪长岩 ! 英云闪长岩 !
中粗粒、中细粒二长花岗岩 ! 似斑状二长花岗岩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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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粒钾长花岗岩，主要分布于东北部，多沿白干湖断裂

两侧呈岩基、岩株状产出 ! 侵入地层为金水口群、白干

湖组 ! 总体具由东向西演化之特点，岩体内钨、锡等矿

化发育 ! 其原生晕浓集克拉克值大于 " 的元素有 #$、

%&、’、()、*+、,-、.&、/0! 其中 ’ 元素浓集克拉克值

达 "1! 2，变化系数 3! 45，背景平均值 61 7 "3 8 9；() 元

素浓集克拉克值 "! 6，变化系数 3! 62，背景平均值 6! : 7
"3 89!

由此可见，该期岩浆活动为 ’、() 成矿带来了丰

富的矿物质 ! 白干湖钨锡矿床即产于该期岩体的内外

接触带中 !
6! 5! 6 海西期岩浆岩

海西期岩浆岩主要分布于白干湖断裂北缘，呈东

西向展布 ! 其岩石类型为似斑状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

岗岩，呈岩基状侵入于金水口群中浅变质碎屑岩中 !
其原生晕浓集克拉克值大于 " 的元素有 ;<、%&、’、

()、,-! 其中 ’ 元素浓集克拉克值 6:! 5，变化系数

3! =，呈弱分异，背景平均值 4! 4 7 "3 8 9! 该期岩浆活动

为 ’、()、;< 等元素的成矿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来源 !
6! 5! 5 印支期岩浆岩

印支期岩浆活动相对减弱，沿白干湖断裂南缘分

布，呈带状侵入于白干湖组碎屑岩、火山碎屑岩中 ! 岩

石类型以中粗粒二长花岗岩为主，次为中细粒黑云母

钾长花岗岩 ! 其原生晕浓集克拉克值大于 " 的元素有

#$、%&、’、()、,-，其中 ’ 元素浓集克拉克值高达

53! :!
本期的岩浆活动对于钨、锡矿床的形成是一种不

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 其广泛分布的侵入岩多属中酸性

—酸性花岗岩类，这与我国南岭及其他主要成矿带与

钨矿床有关的花岗岩类相一致 !

5 "> "3 万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633" ? 6336 年，通过对带内综合异常进行筛选、

查证、评价，发现钨锡甲 " 类异常 6 处 （昆 @( 8 64、昆

@( 8 24 综合异常 A；可能找到矿的乙 6 类异常 6 处；推

断的矿致异常 B乙 5 类 A 2 处；目前性质不明的异常 B丙
类 A " 处 ! 异常特征、评序及分类结果见表 "!

4 找矿靶区

根据 "> "3 万水系沉积物异常及成矿地质条件，在

成矿带内划分了 9 个钨、锡成矿预测区，为下一步找矿

指明了方向 C 2 ? "3 D !
4! " 白干湖钨锡成矿预测区

该区位于白干湖一带，面积 643 EF6，区内出露地

层为古元古界金水口群浅变质岩系 ! 北西侧加里东期

二长花岗岩、钾长花岗岩呈岩株状产出 ! 区内北东向

构造极为发育，东西向构造次之 !
本区分布有昆 @( 8 64 异常 （见表 "）! ()6 异常面

积 ="! 9 EF6，峰值 6:4! 2 7 "3 8 9，平均值 52! " 7 "3 8 9，衬

度值 1! 56，.#% 值 46:! 6；’" 异常面积 53! 9 EF6，峰值

6:6 7 "3 8 :，平均值 "51! " 7 "3 8 9，衬度值 5! :5，.#% 值

"63! 5!
目前在该异常中发现了白干湖钨锡矿床，该矿床

可划分 5 个矿段，控制矿体 6: 条，估算 555 G 5546 资

源量 ’H5 69! 1" 万吨，() 9! 9= 万吨，属超大型钨锡矿

床 ! 该区是寻找钨锡超大型矿床的有利地段 !
4! 6 乱黑包钨成矿预测区

该区位于成矿带中南部乱黑包一带，面积 "23
EF6，出露地层为志留系白干湖组 ! 岩浆岩为加里东期

二长花岗岩、正长岩 ! 区内构造以发育北东向构造为

主，东西向构造次之 !
本区分布有昆 @( 8 4=、昆 @( 8 49、昆 @( 8 =: 号

综合异常 ! 就成矿地质条件及地球化学异常分析推

断，该区是寻找金、钨矿床的有利地段 !
4! 5 石块地钨成矿预测区

本区分布于成矿带西北部，面积 "93 EF6! 白干湖

深大断裂贯穿全区，断裂南出露地层为志留系白干湖

组笔石页岩相地层 ! 岩浆岩为印支期钾长花岗岩 ! 断

裂北出露地层为古元古界金水口群地层以及大面积侵

入的海西晚期二长花岗岩 !
本区分布有昆 @( 8 23 综合异常 ! ’" 异常面积

45! 2 EF6，峰值 "21! = 7 "3 8 9，平均值 :2! = 7 "3 8 9，衬度

"! =5，.#% 值 92! 3! 推断在该区有望找到中型钨矿床!
4! 4 大沙沟锡成矿预测区

该区分布于成矿带的中西部，面积 "93 EF6，白干

湖深大断裂贯穿全区，受该断裂的影响，两侧北东向、

北西向断层极发育 ! 断裂南出露地层为志留系白干湖

笔石页岩相地层 ! 岩浆岩为印支期二长花岗岩、钾长

花岗岩，以岩基及岩枝状产出 !
本区分布有昆 @( 8 24、昆 @( 8 2= 异常 ! 昆 @( 8

24 中，()6 面积 2! = EF6，峰值 53! 3 7 "3 8 9，平均值

"4! 9 7 "3 8 9，衬度 6! 2=，.#% 值 63! 2! 昆 @( 8 2= 中，

()" 异 常 面 积 :! 2 EF6， 峰 值 "2! 3 7 "3 8 9， 平 均 值

""! : 7 "3 8 9，衬度 6! 6=，.#% 值 6"! 1! 从成矿地质条

件以及地球化学异常推断，该区是寻找 () 矿床的有利

地段 !

6332 年地 质 与 资 源11



李宏茂等：东昆仑西段黑山 ! 祁漫塔格成矿带钨锡成矿地质条件及找矿方向

地质特征

异常内岩性以古元古代金水口群大理岩、石

英岩、绢云母石英片岩等为主，中部、北部分

布钾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岩体

岩性为白干湖组碎屑岩

异常内岩性主要为白干湖组碎屑岩，南侧为

钾长花岗岩，内夹正长岩脉

主要岩性为钾长花岗岩

异常内岩性以大煤沟组和油砂山组碎屑岩为

主，南部有二长花岗岩、正长岩 "脉 #，西部为

白干湖组碎屑岩

岩性主要为钾长花岗岩，少量正长岩

主要岩性为白干湖组碎屑岩

北部以二长花岗岩为主，中部为白干湖组碎

屑岩，东部为钾长花岗岩，区内构造较发育$
多为北东走向

异常主要分布于白干湖组碎屑岩之上，区内

地层褶皱发育，断裂构造以北东走向为主

异常主要分布于黑云母钾长花岗岩中，北部

为白干湖碎屑岩

西部为白干湖组碎屑岩，中西部为黑云母钾

长花岗岩，中东部、东北部为第四系砂砾层

岩性主要为黑云钾长花岗岩，南部为白干湖

组碎屑岩

%& ’ 小湾梁锡成矿预测区

该区分布于成矿带的西南部，面积 () *+,，区内出

露地层为志留系白干湖组 & 岩浆岩以印支期二长花岗

岩为主，呈岩株状侵入 & 北西向构造发育 &
本区分布有昆 -. ! /)、昆 -. ! /% 综合异常 & 昆

-. ! /) 中，.01 浓度分带具中、外带，面积 22& ’ *+,，峰

值 21& ’ 3 2) ! (，平均值 2,& , 3 2) ! (，衬度值 ,& 4)，567
值 ,(& ’& 昆 -. ! /% 中，.0/ 异常浓度分带具中、外带，

异常面积 2’& ) *+,，峰值 2%& ) 3 2) ! (，平均值 8& , 3
2) ! (，衬度值 2& 1%，567 值 ,(& )& 在该异常内已经发现

铜矿点 & 推断该区是寻找以锡矿为主，铜矿为辅的有

利地段 &
%& ( 诺勒更钨成矿预测区

该区分布于成矿带的北东部，面积 (/ *+,，区内出

露地层为志留系白干湖组 & 岩浆岩以加里东期二长花

岗岩为主，其次为钾长花岗岩，呈岩株状侵入 & 北西向

构造发育 &
本区分布有昆 -. ! ,/、昆 -. ! ,8、昆 -. ! %) 综

合异常 & 昆 -. ! ,/ 由 9,、:;’ 单元素异常组成 & 昆

-. ! ,8 由 94、6<4 单元素异常组成 & 其中 6<4 浓度分

带具内、中、外带 & 昆 -. ! %) 由 9’ 单元素异常组成 &
推断该区是寻找钨矿的有利地段 &

’ 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认为黑山 ! 祁漫塔格成矿带钨锡

成矿是受地层、构造、岩浆岩三位一体控制，三者缺一

不可，三者的紧密结合是钨锡成矿的首要条件 & 依据这

4 个成矿条件，结合 2= 2) 万水系沉积物异常所划分的 (
个成矿预测区，经 ,))4 > ,))’ 年对其中的 4 个成矿预

测区，即白干湖钨锡成矿预测区、石块地钨成矿预测

区、乱黑包钨成矿预测区等进行地质勘查工作，在白干

湖钨锡成矿预测区取得了重大进展，发现了白干湖超

表 2 成矿带 2= 2)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综合异常评序分类结果一览表

!"#$% & ’()*"$+ "(, -.",/(- .%01$20 #+ &= &33 333 02.%"* 0%,/*%(2 01.4%+/(- /( 25% *%2"$$)-%(%2/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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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编号

昆 -. ! ,%

昆 -. ! ,/

昆 -. ! ,8

昆 -. ! %)

昆 -. ! %’

昆 -. ! %(
昆 -. ! ’8

昆 -. ! 1)

昆 -. ! 1%

昆 -. ! 1’

昆 -. ! /)

昆 -. ! /%

浓度分带

6<、.0,、92、?@2 具

内、中、外带，?@, 具

中、外带

6<4 具内、中、外带

6<2%、91 分别具内、

中、外带

6<2( 具中、外带

6<,, 具内、中、外带

6A2、7B2 具内、中、外

带，92 具中、外带

6A4、.0, 具内、中、外

带，?@% 具中、外带

6<( 具内、中、外带，

6C,、.02 具中、外带

.01 具中、外带

.0/ 具中、外带

元素组合表达式

.0,
%,8& ,D6<2

21’D92
2,)& 4D6A4,,& 4D

?@22’& /D:;42,& /D5B4
2,& 4D?@,2,& ,D

?E28& ’D?E,8& ,D?@%%& )(D?E4,& )D

6A,)& 8DF;,)& 8

9,
8& ,D:;’2& ’

6<4
2,8& 2D94

22& (

9’
,& /

6<2%
2/’& (D91

1/& 2D?@2,(& 1D6<2’
(& (

D6A()& 1

6<2(
/& ,D9/

4& 4

6<,,
4)& (D92)

,& 1

6A2/’& 8D92
(1& )D7B2

%(& ,D6A,2/& ,D

7B%
2(& 1D?@22%& /D7B,

24& %D-A22)& 1)D

6<2
’& 8D-A,%& (D6<,

,& /

6<4
2%2& ’D.B2

,4& 8D-A%,4& 1D.0,
,)& 1D

.B%
2(& 2DF;,2%& 1D?@%24& ,D7B4

2,& 1D?@,8& ’D

F;4’& ’D6C44& ,DF<,
2& 8D6C%2& 8

6<4
2(2& ’D.02

,2& /D9%
2(& ’D?@424& 2D

6C,2,& 2D.0%
2)& ,D.B4

/& (D.0’
1& /D

:;2/& %D.04
’& 2D.B,

’& )D6A%%& ,D

9,
,& )D7B’

2& (D-A42& ’D6<%
)& 8D6A42& %

.01
,(& ’D6A(2)& (D6C(,’& ,D7B1

1& %D

-A’1& )DG02
%& 2D:4

4& )DF<4
)& ’D.B(

)& 4

.0/
,(& ,D6A1/& 1D7B/

%& ’

异常面积 H *+,

8,& ’

(& 1

/& 1

,& 2

(/& ’

,& 4

’& 4

8)& 2

22/& ’

/2& %

,(& (

28& /

评序及分类

2，甲 2

42，乙 4

2)，乙 4

%,，丙

%，乙 ,

4)，乙 4

21，乙 4

,，乙 ,

2，甲 2

4，乙 4

’，乙 4

(，乙 4

!567

/,(& %(

2)& 1

2%)& 1

,& /

,11& 1

22& ’

44& 4

,/(& ,

,84& (

,’1& 4

/%& (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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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钨锡矿床 > 在其他 ( 个成矿预测区进行岩屑地球

化学测量时也发现重大找矿线索，有待进一步工作 >
随着地质勘查工作的深入开展，相信在其他成矿预测

区也会有所发现，黑山 [ 祁漫塔格成矿带钨锡远景资

源量将更加可观 >

本文所引用的部分基础地质资料来自陕西省地质

调查院的阿牙克库木湖幅 "X () 万区域地质报告 > 文

中插图由张斌同志绘制，在此作者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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