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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区域地球化学勘查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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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截止 "*** 年，新疆区域地球化学勘查基本完成，覆盖面积计 @A( #B 万 CD"，笔者叙述了近年来新疆区域地球

化学勘查工作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展望了勘查地球化学在新疆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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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疆地球化学勘查工作始于 "* 世纪 A* 年代中

期，主要应用于地质矿产勘查中。半个世纪以来，新

疆金属量测量（,FAA G ,F@B 年）和系统的开展区域

化探扫面（,F@A G "**" 年）的发展过程自 ,F@A 年开

展新一轮区域地球化学勘查以来，除西昆仑极少数

地区以外，已完成 FF( +AH 基岩出露区的区域地球

化学勘查；针对新疆多个特殊地球化学景观条件，开

展了包括水系沉积物测量、岩屑测量、土壤测量等常

规区域地球化学勘查，积累了丰富的区域地球化学

勘查工作经验；建立了包括 +F 种元素（ 含氧化物）

实验测试分析方法技术体系以及区域化探数据库和

样品库；圈定了大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各类地球化学

综合异常；通过异常查证，相继发现了一批大中型金

矿床和金矿产地，使新疆的金矿勘查取得了突破性

的进展［,］。

,! 区域地球化学勘查现状

新疆幅源辽阔，可开展区域化探扫面的基岩出

露区面积约 @$( + 万 CD"。,F@A G "**" 年，经新疆地

矿局、国家 +*A 项目办公室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单

表 !" 区域地球化学勘查工作量 万 CD"

工作性质 工作年限 组织单位 面积 小计

,I "* 万化探

,I A* 万化探

,F@A G ,FF@ 新疆地矿局 ,#( $$
,F@A E ,FF@ 国家 +*A 项目 "A( ,F
,FFF E "**" 中国地调局 @( "$
,FF" E ,FF@ 新疆地矿局 ,$( ,$
,F@$ E ,FF* 国家 +*A 项目 ,*( @#
"*** E "**" 中国地调局 #( $

A,( ,,

+B( $+

总计 @A( #B

! 注：,FFF G "**" 年，,I "* 万区域化探工作由新疆地调院完成，

,I A* 万区域化探分别由湖北省及陕西省地调院完成。

位近 "* 年的共同努力，完成区域化探扫面约 @A( #B
万 CD"，占全疆区域化探可扫面面积的 FF( +AH，其

中包括 ,I "* 万区域化探 A,( ,, 万 CD"、,I A* 万区

域化探 +B( $+ 万 CD"（ 表 ,），提高了新疆区域地质

及地球化学工作程度和矿产勘查程度。

"! 区域地球化学勘查成果

#( !" 基础地球化学信息系统

基础地球化学信息系统建立了新疆区域化探样

品库，共有样品近 A* 万件；获得了包括 5J、6J、0K、

LM、6N 等重要成矿元素在内的 +F 种元素（ 含氧化

物）高质量的海量区域化探分析数据，并建立了区

域化探数据库（ 容纳约 ,* 万组原始数据）；采用 "
CD O" CD 数据（,I "* 万区域化探）和B CD OB CD G
$ CD O$ CD（,I A* 万区域化探）数据，分幅编制了

+F 种元素（含氧化物）地球化学系列图件及解释推

断图件，并编写和提交了 @* 余份 ,I "* 万和 ,I A*
万分幅区域地球化学图及说明书；圈定了各类地球

化学综合异常 A *** 余处，取得了丰富的地球化学

信息，为下一步新疆地质找矿工作部署及综合性地

质研究提供了地球化学依据。

#( #" 区域地球化学勘查方法技术应用效果

新疆位于中亚腹地，气候干燥，境内分布有天

山、昆仑山、阿尔泰等山脉和塔里木、准噶尔、吐鲁

番—哈密盆地，其地球化学景观极为复杂，可划分为

干旱低山丘陵—戈壁荒漠区、干旱—半干旱中低山

区、高寒山区等。依据已往区域地球化学勘查技术

方法研究和勘查成果，不同景观区的区域地球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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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方法技术差异较大!。

干旱低山丘陵—戈壁荒漠区：如东天山、东准噶

尔、西准噶尔等地区，水系不发育，极度干旱，风成砂

和钙积层是影响区域地球化学勘查效果的主要干扰

因素；主要采用岩屑测量为主，采样粒级 $ % & ’ "(
目，基本采样密度为 ) 个点 * ) +,"，采样部位为基岩

上部的残积层或坡积层。

干旱—半干旱中低山区：如西准噶尔、阿尔泰山

南缘和西天山少部分地区，水系发育，主要采用水系

沉积物测量，采样粒级为 $ %( 目或 $ -( 目；基本采

样密度 ) 个点 * )+,"。在风成物质干扰明显地区采

用 $ % & ’ %( 目粒级。

高寒山区：如西昆仑、西天山、阿尔泰山等地区，

水系发育，主要采用水系沉积物测量，基本采样密度

) 个点 *（) & %）+,"，部分交通困难地区采样密度 )
个点 *（)- & .-）+,"。在不受或受风成物质影响较

小的阿尔泰山北部、西天山等地区采样粒级为 $ %(
目或 $ -( 目；在有一定风成物质影响的阿尔金山、

西昆仑山地区采样粒级为 $ )( & ’ /( 目。

!0 "# 区域地球化学找矿成果

针对新疆区域化探扫面圈出的大批各类地球化

学异常，结合新疆成矿地质背景及矿产分布规律，按

照区域化探三级异常查证要求，优选了以金、银、铜、

铅、锌、锑、锡矿产为主各类综合异常，分批分层次进

行了查证。工作方法主要是中、大比例尺面积性化

探、地球化学剖面、地质草测、槽探、浅井等，部分异

常采用了钻探验证。通过异常查证，在金矿方面找

矿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在锑、锡、钨、汞、铜等矿产

方面也取得一定的进展。

通过区域地球化学勘查直接或间接发现的大、中

型金矿床 / 处、小型金矿床及金矿点数十处，新增金

储量总计 )(( 1 以上。其中，在西天山地区发现了阿

希大型金矿床 ) 处，望峰金矿和萨日达拉中型金矿床

" 处，建成了以阿希金矿床为代表的目前新疆最大的

大型黄金生产基地（年处理金矿石约"( 万 1）；在吐鲁

番—哈密盆地南部的东天山地区发现了康古尔、石英

滩和马头滩金矿 . 处中型金矿床、红十井小型金矿床

及一批有价值的金矿点；在西南天山地区发现了萨瓦

亚尔顿中型金矿床和布隆等一批金矿点；在阿尔泰山

南缘发现了沙尔布拉克和托库孜巴依（赛都）中型金

矿床 " 处，尤其是沙尔布拉克金矿床的发现结束了阿

尔泰地区没有岩金矿的历史［"］。

在西天山、西南天山和东准噶尔地区相继发现了

查汗萨拉小型锑矿床、地那达坂、卡拉脚古牙锑矿点和

郎格特、双峰汞矿点等。"((" 年在西昆仑尼雅河中上

游地区发现了具大型规模的黄羊岭锑矿和长山沟汞

矿，取得了西昆仑地区找矿重大进展。

在东准噶尔地区发现了贝勒库都克锡矿成矿带，

其内包括贝勒库都克、萨惹什克、卡姆斯特（南、北）、苏

吉泉、红土井、干梁子等中—小型锡矿 2 处。此外，在

东天山哈密和库米什地区也相继发现了钨（白钨）矿。

近年来对西天山、西昆仑地区 )3 "( 万、)3 2(
万区域化探异常查证，分别发现了 .2#) 铜矿和黑恰

铜镍矿等。

.! 区域地球化学勘查中的主要问题

自 )4/2 年以后新一轮的区域地球化学勘查虽

然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

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新疆地域广阔，区域地球化学景观十分复

杂。截止 "((" 年，新疆区域化探扫面工作已历时

)/ 5，先后承担完成野外采样工作的单位有 "( 余

家，样品测试分析单位 ). 个，各项目承担单位和样

品测试分析单位的化探方法技术不尽一致，从而造

成了不同图幅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地球化学偏差，不

同景观、不同介质的地球化学异常的可比性受到一

定影响。

（"）对金异常的研究和查证重视程度高，由于

经费和工作部署等原因，对铜多金属异常和其它低

缓异常的研究和查证较少，找矿效果不够突出。

（.）)3 2( 万区域化探圈定了大量的“ 高、大、

全”异常，但限于交通与通行条件，进一步的异常查

证评价不够。

%! 区域地球化学勘查的展望

随着区域化探扫面基本完成，今后新疆区域地

球化学勘查重点之一是：以重要异常带和成矿带的

矿产地球化学勘查（包括异常查证）为主体；主攻矿

产将从过去的以金为主转向以贵金属（ 金、银、铂、

钯等）和有色金属（ 铜、铅、锌、锑、镍、钼、锡等）并

举，兼顾其它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工作区域从中低山

区向中高山区拓展。

开展重要成矿带、典型矿床地球化学研究工作，

对已知矿化集中区、矿田或矿床进行深部预测，总结

已知典型矿异常的识别标志，为相应成矿带上矿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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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勘查和资源潜力评价提供技术支持。

在东天山、阿尔泰山南缘、东西准噶尔盆地和塔

里木盆地周缘等浅覆盖地区，开展区域地球化学勘

查的新方法新技术研究和应用，寻找发现隐伏的大

型超大型矿床。

拓宽区域地球化学勘查的用领域，开展以农业

和生态环境调查为主的多目标地球化学勘查工作，

为新疆重要经济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评估提

供地球化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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