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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甘新北山东段中南带为北山古生代裂谷一造山带，呈北东东一东西一北西西向

展布，是塔里木地块东北部太古界、元古界基础上开裂，总体呈二堑一垒五大块，经历∈或0一s

或Dl、D或D—C和Pl—P2三次拉开与闭合、由南向北迁移的演化模式。在该裂谷带及其两侧

基底岩系中分布着一系列不同类型金矿床(点)，可分为马庄山一南金山、金窝子一照壁山、白山

南一拾金坡一将军台、老金厂一音凹峡、白墩子一小西弓、三危山一小宛南山等成矿带，根据赋

矿岩系分为产于上古生代火山一次火山岩、火山碎屑岩中，产于印支、海西、加里东期花岗岩类

岩体中，产于中元古一太古代变质岩系中，产于奥陶纪、志留纪火山碎屑岩中，产于寒武纪、震旦

纪含炭泥岩、硅质岩和大理岩中等金矿，以及石英脉型、破碎蚀变岩型、破碎蚀变岩一石英脉型

和矽卡岩型。7种赋矿岩系以前3种为主，4类矿石建造以前2类为主。控矿因素：断裂特别是

韧性、韧一脆性断裂，地层岩性特别是火山岩一碎屑岩，岩浆岩特别是海西期、加里东期中酸性、

中基性岩，成矿时代为海西晚期、印支期、燕山期和喜山期、以印支期为主，与该期构造活动同步

或准同步。

关键词 裂谷演化金矿类型控矿因素甘肃新疆

中图分类号P618．51

甘(肃)新(疆)北山，是指甘肃敦煌三危山一疏勒河断裂以北至新疆马庄北山～甘肃红

石山，东起黑河西岸，西延新疆罗布泊地区。该构造带一般三分：沙泉子一明水一月牙山以

北为北带，其南至依格塔格一方山口一红柳大泉间为中带，其南至三危山一疏勒河间为南

带，呈北东东一东西一北西西向北凸弧形。本文所论为白山一玉门关(东经94。)至黄山一玉
门(东经97030’)间的甘新北山东段中南带。

过去，特别是近几年，不少地勘部门对该区做了大量地质研究和勘查工作，取得了不少

成果，尤以金矿为最明显。为了进一步拓展金矿找矿前景，就该区裂谷演化、矿床类型、分布

规律和控矿因素进行探讨，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l基底形成与裂谷演化

该区位于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一准噶尔和塔里木板块交汇部位的塔里木板块东北

① 国家三。五攻关项目资助(编号：95—916一05一05)收稿日期：1999—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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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早古生代，以沙泉子一明水一小黄山蛇绿岩带一洋壳残片，显示俯冲带的存在，早泥

盆世闭合、碰撞造山；晚古生代，俯冲带向北后退，觉罗塔格一大南山一园包山为岛弧增生

带，其北侧为中东亚洋，晚石炭世沿康古尔塔格～黄山一带俯冲，哈萨克斯坦一准噶尔与塔
里木板块对接、碰撞、造山L20；二叠纪进入陆内演化。由于祁连山、柴达木和阿尔金等构造带

和地块的影响，致使该区地质构造复杂，岩浆活动频繁，成矿作用强烈，找矿前景良好。

1．1古老基底的形成

北山东段中南带出露最老地层为太古界红柳峡群(原为敦煌群)中深变质岩系，分布在

星星峡、明水、勒巴泉、花牛山、柳园架子山和敦煌一带，系塔里木地块结晶基底的一部分，呈

东西向条块状展布，由，rI℃岩石(灰色片麻岩)和斜长角闪岩、角闪片岩、大理岩、变流纹岩、

变粒岩、石英岩组成双峰式表壳岩，局部有混合岩。表壳岩变形强烈，透人性面理发育，常见

塑性流变构造群落，转换比较彻底，糜棱岩带发育，常以包体、片内无根褶皱、透镜体或平行

条带等“漂浮”在灰色片麻岩中Hj。在红柳峡敦煌群的不同层位角闪片岩测得2936Ma。

3488Ma(Sm—Nd)；其东，掉石沟铅锌矿区斜长角闪岩夹层测得2947Ma(Sm—Nd)，并命为红

柳峡群(甘肃酒泉地质队，1990)。柳园古堡泉矿区，甘肃区调队于1964年命名的“北山杂

岩”，先定为前震旦系，后据中、晚奥陶世化石而定为奥陶一志留系。近年李志琛(1992)在其

中发现一不整合面，其上的第四岩组中的斜长角闪岩为2203Ma(Sm—Nd)，为下元世界，其下

为太古界；四十里井，相当于不整合以下层位的斜长片麻岩夹的角闪片岩为2950Ma(Sm—

Nd)，与新建红柳峡群相当。太古界与下元界之间的运动，作者称为红柳峡运动，与辛格尔

运动相当。下元古界以北，有长城系(1875Ma一2026Ma)一震旦系(1148Ma。1632Ma)分布；

金庙沟变质火山岩为1622Ma一1623MaHo，金塔山北穿山驯采得多层震旦纪叠层石等。“北

山杂岩”便肢解为主体一太古界和下元古界，边缘为中、上元古界，其间夹有裂陷槽控制的含
中、晚奥陶世化石的沉积地层b1。在马鬃山地区，原为志留系勒巴泉群的斜长角闪岩夹层为

1981Ma(Rb—Sr)bj，为下、中元古界。不难看出，该区以太古界结晶基底为陆核，围之为元古

宙被动陆缘沉积，：从古硐井群／星星峡群、平头山群／卡瓦布拉克群碳酸盐岩一碎屑岩建造

及含叠层石和微古植物化石等，可见这种趋势；再由大豁落山组和野马街组，由下而上为角

砾状滑塌堆积、硅质(燧石)条带状白云岩，反映早期裂谷不断拉开的过程，再由侵入其中的

红柳峡二长花岗岩、花岗岩，新场似斑状花岗闪长岩、咸水井石英闪长岩，黑山角闪橄榄岩，

红柳园辉长岩，柳园西石板墩北斜长花岗岩，草呼勒哈德片麻状花岗闪长岩、盐池东花岗闪

长岩和旱山澄红期S型花岗岩[61等(表1)表明，该区在元古宙具有裂开、闭合、碰撞、造山的

全过程，从而形成古老结晶和变质基底。

1．2裂谷一造山带演化

早古生代开始，在古老结晶变质基底上局部海的沉积炭、泥质和碳酸盐岩(寒武系双鹰

山组)、黑色硅质岩、薄层臭灰岩(含P、V、u，西双鹰山组)后，发生大规模裂谷作用，主要分

布在公婆泉一照壁山、柳园一天仓一带，其间为方山口一营毛沱地垒，成为二堑夹一垒、五大

块的裂谷模式，其中沉积奥陶系花牛山群砂岩、凝灰质砂岩、板岩、结晶灰岩、双峰式玄武岩

和流纹岩，罗雅楚山组长石石英砂岩、石英岩、硅质板岩互层；晚奥陶世裂谷发展，斜坡上沉

积锡林柯博组灰岩、砂岩和白云山组粗碎屑岩、角砾状和竹叶状灰岩；下志留统黑尖山组下

部黑色薄层碳质板岩、硅质岩、粉砂岩，上部含钙石英岩、硅质灰岩，显示裂谷加深；中、晚志

留世，火山作用强烈，公婆泉群出现枕状熔岩，寒武系双鹰山组泥质板岩和奥陶系花牛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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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岩中分别有黑山角闪橄榄岩和辉铜山辉长岩侵位，表明裂谷越发加深、规模加大，局部

可能出现洋壳；中泥盆统三个井组凝灰质巨砾岩、流纹岩、流纹英安岩及石英安山岩等火山

磨拉石沉积后，裂谷趋于闭合、随之有侵入红柳峡群和上奥陶统又被中、上泥盆统不整合覆

盖的南冶炼村似斑状斜长花岗岩、侵人奥陶一志留系又被下石炭统不整合覆盖的明舒井石

英闪长岩和马鬃山弧形构造北带的闪长花岗岩表明，裂谷至早泥盆世闭合、碰撞、造山。

晚古生代，在加里东裂谷一造山带北侧红石山南的金窝子一马庄山一盐池和柳园天仓

山北的古堡泉～音凹峡一红柳井一带发生拉张。马庄山一盐池，早石炭世白山期沉积石英

斑岩、流纹斑岩、英安岩、凝灰熔岩、流纹英安质凝灰岩夹凝灰砂岩、砾岩和含海百合茎化石

灰岩等，海西中晚期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岩等侵入其中。卜副；金窝子一带，上泥盆世金窝子

期沉积凝灰岩夹火山岩、凝灰质砂岩和砂泥岩，海西中晚期花岗闪长岩侵入其中，反映裂谷

闭合、造山。早二叠世菊石滩期火山沉积发育，双堡期巨厚磨拉石沉积后，流纹岩和玄武岩、

安山岩交替喷发，裂谷又处高潮，至早二叠世哲斯期沉积粗碎屑砂岩和砂砾岩，并延至晚二

叠世，黑云母花岗岩侵入，第二次裂谷闭合造山。同样，在古堡泉一音凹峡一红柳井一带，早

石炭世一晚石炭世、早二叠世一晚二叠世二次拉张与闭合，均呈下部基性火山岩夹中酸性、

酸性火山一沉积岩，上部较厚的酸性、中酸性火山一沉积岩组合，相应有超基性，基性岩：蛇

纹岩、橄榄辉石岩、纯橄岩、辉长岩等呈不规则岩株沿辉铜山一花牛山一华南沟一音凹峡一

帐房山呈带状分布；中酸性、酸性岩；闪长岩、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和花岗岩等呈岩基产

出，也反映裂谷发生、鼎峰、闭合、碰撞、造山的过程。

古生代三次裂谷一造山，由早到晚呈由南向北迁移、由弱变强的趋势，这与哈萨克斯坦

一准噶尔与塔里木板块俯冲带北移、加强有关。其中第三次裂谷～造山规模最大，岩浆活动

最烈，断裂活动最甚，与金矿成矿关系也最为密切。

1．3 中新生代构造一岩浆一成矿作用

二叠纪末的造山作用，往往延续到三叠纪，形成褶皱，推覆、滑覆、走滑断裂，印支期、燕

山期岩浆侵入，印支期、燕山期甚至喜山期成矿作用强烈而广泛。如黑山梁由南向北推覆，

玉石山、破城山飞来峰和金庙沟构造窗等，并一直延续到新生代；马鬃山弧形构造的糜棱花

岗闪长岩的剪切面理的白云母为228．7M扩1(K一心，左国朝，1996)，与金窝子、210、拾金坡、
小宛南山等金矿成矿时代同步或准同步；金庙沟中生代盆地边缘前震旦系推覆至中侏罗统

之上，又被下白垩统覆盖，经变形又为新第三系不整合所覆，与照壁山金矿成矿、马庄山金矿

叠加成矿同步或准同步；新生代形成一系列断陷盆地和推覆构造，如安南坝断裂，海西期基

性一超基性和中酸性、酸性岩体(脉)沿其分布，在新生代除强烈左旋走滑外，红柳峡群还逆

冲推覆至第四系上，与照壁山金矿叠加成矿同步或准同步u J①；表明其有长期、多次、不同力

学性质和空间位移的、为切割很深的断裂，地震探测资料佐证，其切割莫霍面，达上地幔。

2矿床类型

矿床分类是矿床研究中的主要课题之一。可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金矿床分类尚无统

一分类原则，更无公认一致的分类方案。

① 周济元，崔炳芳，肖惠良，陈世忠．甘、新交界地区金窝子、照壁山金矿床的构造动一热成因，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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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北山东段中南带岩体、地层同位素年代表

T曲le 1 1he酬c孵of妇嘀ve bady肌d蛐
肌m五哪l罂啪beItin east ofm曲觚

岩体(脉)及火山
同位素年龄 同位素年龄

侵入或 岩浆期及区
测定 测定 资料来源

岩名称 喷出时代 域构造运动
方法 方法

老金r‘南花岗闪长岩 234 锫石U～Pb 230Ma 印支期 崔惠文等。1996

老金厂西花岗闪长岩 237 锫石U—Pb 崔惠文等．1996

马庄山花岗斑岩 246．80±3．61 K—Ar P 周济元，1999

双尖山钾长花岗岩 249．7 锆石U—Pb 崔惠文等，1999

金窝子黑云母斜长花岗岩 258 锆石U—Pb 中科院地化所，1987
285Ma

马庄山组火山岩 279士23 Rb—sr 海 彭湘萍等．1999

马庄山花岗闪长斑岩 290．24±4．21 K—Ar 周济元等，1999
西

马庄山流纹斑岩 30l±2l Rb—sr 李华芹等，1999
C

马庄山英安斑岩 303±26 Rb—Sr 期 李华芹等，1999

460金矿角闪斜长花岗岩 303 锆石U—Pb 崔惠文等，1996

马庄山石英斑岩 309±12 锫石U—Pb 甘肃第一地质队，1990

马庄山组火山岩 330±45 Rb—Sr 彭湘萍等，1999
350Ma

马鬃山斜长花岗岩 350．7 Rb—sr 左国朝，1996

照壁山花岗闪长岩 356 Rb—Sr 赵殿甲等，1987
D

金窝子花岗闪长岩 354±3l Rb—Sr 陈富文等，1999

金窝子花岗闪长岩 356．358．6 锆石U—Pb 胡霭琴，1997
加

拾金坡似斑状花岗岩 388．84 锆石U—Pb 董光国．1992
毋

明舒井石英闪长岩 401 锆石U—Pb 赵殿甲等，1987
405Ma 天山运动

拾金坡似斑状花岗岩 409．3 锆石U—Pb 崔惠文等，1996
C 东

马鬃山闪长花岗岩 4019 黑云母K—m 左国朝等，1996
期

南冶炼村似斑状斜长花岗岩 424 锫石U—Pb 440Ma 甘肃地矿局，1992
O

五峰山花岗岩 457 K—m 崔惠文，1996
500Ma

北山南带变质火山岩 586 Rb—sr 李志琛，1992
570Ma

北山南带变质火山岩 634 Rb—sr 李志琛，1992
650Ma

咸水井三个井东南辉长岩 721 磷灰石U—Pb 库鲁克 左国朝等，1996
塔格运动

盐池东花岗闪长岩 7” Rb—Sr Z 杨丙坤，1993

草呼勒哈德片麻状花岗闪长岩 766土29 锆石U—Pb 魏学平，1998

红柳峡芦草沟二长花岗岩 776 U—Pb 甘肃地矿局，1992

火焰山花岗岩 790 U—Pb 甘肃地矿局．1992

柳园西石板墩斜长花岗岩 850 锆石U—Pb 850Ma 甘肃地矿局，1992
塔里木运动

北山南带变质火山岩 979 Rb—Sr 李志琛。1992

红柳园辉长岩 1027±45 Sm—Nd Ph 杨雨．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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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角闪橄榄岩 1026 Sm—Nd 1050Ma 阿尔金运动 汤中立，1990
Pt2 兴地运动

黑山角闪橄榄岩。 1212 Sm—Nd 汤中立．1990

咸水井石英闪长岩 1229 锆石IJ—Pb 甘肃地矿局，1992

新场似斑状花岗闪长岩 1311 锫石U—Pb 甘肃地矿局，1992

红柳峡花岗岩 ； ，1410 错石U—Pb 甘肃地矿局，1992

红柳峡东红柳沟黑云二长花岗岩 1450 锆石U—Pb 甘肃地矿局．1992

阿尔金断裂南侧变质基性火山岩 1529 Sm—Nd 李志琛，1992

金庙沟变质火山岩 1622 Sm—Nd 甘肃地矿局，1992

金庙沟变质火山岩 1623 Sm—Nd 甘肃地矿局．1992

马鬃山斜长角闪岩夹层 1981 Rb—Sr 2050Ma 魏学平，1992

柳园古堡泉斜长角闪岩 2208 Sm—Nd Ptl 李志琛，1992

红柳峡角闪片岩 2936 Sm—Nd 2500Ma 李志琛．1992
红柳峡运动

掉石沟铅锌矿斜长角闪岩 2947 Sm—Nd 李志琛，1992

四十里井角闪片岩 2950 Sm—Nd 李志琛．1992

红柳峡角闪长岩 3488 sm—Nd Af 李志琛，1992

矿床分类的主要目的是反映地质实际，便于掌握和应用，有益于指导找矿、勘查和评价。作

者依据该区实际，参考前人金矿分类¨0‘13 J，提出以金矿赋矿岩系为基础，矿石建造为准则，

结合经济价值，对该区金矿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方案在理论上虽不够完善，但直观易用，符

合实际，不受成因观点束缚，便于指导金矿找矿、勘查和评价。其分类方案如下：

(1) 产于上古生代火山一次火山岩、火山碎屑岩中的金矿：马庄山(大)、南金山(中)、

新金厂(中)、老金厂(中)、210(中)、白墩子北(小)、金厂沟(小)、双井子(小)。

(2) 产于海西、加里东、印支期花岗岩类岩体中的金矿：金窝子(中)、拾金坡(中)、照壁

山(小)、东大泉(小)、东小泉(小)、老洞沟(小)。

(3) 产于前震旦纪变质岩中的金矿：小西弓(中)、小宛南山(中)、金庙沟井(小)。

(4) 产于奥陶纪黑云石英片岩、混合岩、硅质条带灰岩、板岩、安山岩夹细碧岩、硅质岩

中的金矿：东湖口(小)、青石泉矿点、二龙包西矿点。

(5)产于志留纪云母石英片岩、流纹斑岩、火山角砾岩夹凝灰岩、凝灰质砂岩中的金

矿：小草湖矿点。

(6)产于寒武纪含炭泥岩、硅质岩、板岩和大理岩中的金矿：营毛沱矿化点。

(7) 产于震旦纪砂岩、页岩、泥岩、板岩和石英岩中的金矿：古铜井矿化点。

据该区矿床，矿(化)点的不完全统计，矿石建造可分为：石英脉型43个，占55．13％；破

碎蚀变岩(含微细浸染型金矿)20个，占25．60％；破碎蚀变岩一石英脉型12个，占15．38％；

矽卡岩型3个，占3．85％(表2、表3)。

3分布规律

3．1时间上的分布

由表2、表3(图1)可见，该区金矿床、矿(化)点赋矿地层、岩体依次为上古生代火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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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岩、火山碎屑岩，海西、加里东、印支期花岗岩类岩体，个别辉长岩；前震旦纪变质火山

岩，奥陶系、志留系、寒武系和震旦系。

表2不同时代赋矿地层、岩体中

矿床、矿(化)点分布表

’I捌e 2Ⅸ刚[bIl娃傩0f d印诚ts and

min盱aIized吣in伍髓删
翻T如and jInn璐“-bom签

注：印支、海西、加里东期，主要指花岗岩类岩体 注：同表2

3．2空间上的分布

由北而南，大致可分为以下成矿带：

(1)马庄山一南金山成矿带(I) 位于沙泉子一跃进山断裂带(1)以南、星星峡一公婆

泉断裂带(2)以北地带。金矿主要产在石炭纪火山一次火山岩、火山碎屑岩中，有一系列矿

床、矿(化)点和化探金异常分布。

(2)金窝子一照壁山成矿带(Ⅱ)位于星星峡一公婆泉断裂带以南、红柳河一牛圈子断

裂带(3)以北地带。金矿主要产在海西期花岗闪长岩体内或其与围岩接触带或晚泥盆世、中

晚志留世地层中，有一系列矿床、矿(化)点和化探金异常分布。

(3)白山南一拾金坡一将军台成矿带(Ⅲ) 位于红柳河一牛圈子断裂带以南、南老金厂

一柳园一大奇山断裂带(4)以北地带，金矿主要分部在加里东、海西期花岗岩类岩体中或其

与围岩一奥陶纪安山岩、混合岩接触带中，有一系列矿床、矿(化)点和化探金异常分布。

(4)新金厂一音凹峡成矿带(Ⅳ)位于南老金厂一柳园一大奇山断裂带以南、苦水一白

墩子一红旗山断裂带(5)以北地带。金矿主要产在二叠纪玄武岩和石炭系中，有一系列矿

床、矿(化)点和化探金异常分布。

(5)白墩子一小西弓成矿带(V)位于苦水一白墩子一红旗山断裂带以南、碱墩子一疏

勒河一北石河断裂带(6)以北地带。金矿产在志留一奥陶系、前震旦纪变质火山岩及其与海

  万方数据



第2l卷第1号 周济元等：甘新北山东段裂谷演化及金矿成矿规律 13

西期花岗岩体接触带中，有一系列矿床、矿(化)点及化探金异常分布。

(6)三危山一小宛南山成矿带(Ⅵ)位于碱墩子一疏勒河一北石河断裂带以南、鹰咀山

断裂带(7)以北地带。金矿产在前震旦纪变质火山岩夹碎屑岩断裂破碎带中，有一系列矿

(化)点和化探金异常分布。

图1甘新北山东段金矿分布图

Fig．1 Dis试b砸on 0f go耐de脚s in east part 0f Beish锄in Ga璐u andⅪnjiaIlg p砌曲c船

4控矿因素

根据该区成矿地质条件的综合分析认为，金矿主要受以下因素控制：

4．1构造控制因素

该区经悠久地质历史，红柳峡(辛格尔)、兴地、阿尔金、塔里木、库鲁克塔格(澄江)、天山

(加里东)、海西、印支、燕山和喜山等多次构造运动‘15J，地质构造复杂、岩浆活动多期，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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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金矿成矿作用广泛，其中以海西、印支期最为重要。

该区金矿成矿带分布：V、Ⅲ带受加里东期，Ⅳ、Ⅱ、I带受海西期裂陷槽，Ⅵ带受前震旦

系内的韧性剪切带控制矿带、矿集区或矿田、矿床和矿体依次受次级序、更次级序断裂及其

复合控制，如V带中的白墩子一石板墩矿带受白墩子一石板墩韧性剪切带、白墩子矿集区或

矿田受白墩子断裂、东湖口矿床受东湖口断裂等分级序控制，并常常呈等距性、等距递变性、

递变性、部位性、方向性和复合性等规律L1剖，如拾金坡一东小泉矿带的矿床、矿(化)点的分

布便是。

此外，断裂还有成岩成矿作用【17垭J。当区域地层和岩体遭受构造动力作用，对岩层、岩

体作功和产生热量，使之增压升温、析水、激发成矿元素活化、形成含矿热液，在构造应力场、

能量场、化学场(势)驱动下运移，在构造形迹场的低应力、能量、化学势部位聚集，随物理化

学条件改变而沉淀成矿，为同或准同构造期成矿(详后)。

4．2地层建造控制因素

由表2、表3可见，受前震旦纪变质火山一碎屑岩绿岩建造为首位，依次为石炭纪火山

一次火岩、火山碎屑岩建造"娟j，二叠纪火山岩、碎屑岩建造，奥陶纪炭、硅质板岩、片岩、条

带状灰岩及火山岩建造，志留纪火山岩、板岩、大理岩建造和震旦纪砂岩、板岩、页岩、泥岩和

石英岩建造。前震旦系金背景值l×lO一，一些区段达5×10一，并有大量金矿床，如小西弓

等，矿(化)点和化探金异常石炭一二叠纪火山岩：玄武岩、安山岩、英安岩和流纹岩等金丰度

值0．8×10一，一些区段高出地壳克拉克值数十至近百倍，南金山地区凝灰岩、凝灰质砂岩含

金100×10一，老金厂、金场沟等地亦同，是北山地区金异常分布的主要层位。方山口一将军

台地垒带寒武纪含炭、硅质、泥质岩、灰岩等的金丰度值1．41×lO一，有U、P、V矿化，是北山

地区金丰度最高地层之一。营毛沱一野马街地区，该套地层出露长70km、宽12km、金含量

普遍高，成为(1～20)×lO。9大面积高异常。这些地区现虽未有金矿床发现，但仍是需注意

寻找微细浸染型金矿的有利层位和建造。上述地层建造为该区重要矿源层。

4．3岩浆岩控制因素

该区从兴地期至燕山期均有岩浆侵入。据不完全统计，该区侵入岩约占全区前第三系

面积的28％，其中海西期侵入岩占总侵入岩面积的87．4％。从赋金岩体来看，以海西期最

烈，加里东期居次、印支期更次(表2、表3)。其含金丰度分别为O．87×一、O．71×10-9和

0．97×10一，显示由老到新，含金丰度增高趋势。

海西期侵入岩：超基性一基性一中酸性一酸性均有。超基性、基性岩沿辉铜山一花牛山

一华南沟一音凹峡一帐房山和红柳河一带分布，多为不规则岩株，前者为最重要的带。其含

金丰度较高，如小宛南山辉长岩体金丰度值(4—6)×10一。中酸性一酸性侵入岩以岩基产

出，有闪长岩、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和花岗岩等，为同熔(I)型和重熔(s)型，金丰度值l×

10柚左右，产金岩体金丰度较高，如拾金坡岩体为2．64×lO一，小宛南山岩体为1．69×10～。

该区绝大多数金矿化和金异常或产于其中，或在其边缘接触带，关系甚为密切。表明其为岩

浆期后热液源或为提供成矿物质的矿源岩。

4．4成矿时代控制因素

过去，对成矿时代大多根据赋矿地层和岩体时代加以推测，有元古代、加里东期、海西期

等。后来有人根据Pb同位素模式年龄加以确定。近年运用U—Pb、Rb—Sr、K—Ar、ESR等

  万方数据



第21卷第1号 周济元等：甘新北山东段裂谷演化及金矿成矿规律 15

表4矿床成矿时代统计表

T曲le4 Sta咖嚣of帆一fom崦删0d

测定含金石英脉、黄铁矿等同位素年龄，较准确地获得了成矿年龄数据，虽数量较少，仍可窥

见一斑。马庄山金矿含金石英脉为298±28Ma(Rb—Sr)旧J、158．20±3．56Ma(K—Ar)，金窝

子金矿含金石英大脉为228±22Ma(Rb—Sr)，石英网脉为230±5．7Ma(Rb—sr)㈨j，拾金坡金

矿含金黄铁矿为238Ma(u—Pb)，小宛南山金矿含金黄铁矿227Ma(u—Pb)④，照壁山金矿含

金石英脉为181Ma、42．2Ma(电子自旋共振，EsR)⋯等。除马庄山金矿主成矿期年龄与相应

斑岩年龄相差35Ma外，其余则相差150Ma以上，最长达313．8Ma(表1、表4)。表明除马庄

山金矿主成矿期为海西中晚期，与斑岩有关，为岩浆期后热液型外，其余主成矿期均为海西

末期、印支期、燕山期(含马庄山金矿叠加成矿)甚至喜山期(照壁山金矿叠加成矿期)，与岩

浆岩无直接成因联系，而与构造热成矿有关，为同或准同构造期成矿。

5结语

(1)甘新北山东段位于塔里木板块东北部，在太古一元古宙结晶变质基底上于古生代经

三次呈二堑一垒型式的裂谷一造山过程，中新生代进入陆内演化，火山一次火山岩、火山碎

屑岩发育，岩浆侵入频繁、广泛，构成多层、多期矿源层(岩)，构造活动长期、多次，成矿作用

普遍、多期，化探金异常大，丰度高，显示该区有良好的形成金矿地质条件。

① 董国光．甘肃北山南带及邻区岩金矿地质背景、矿化特征及前景分析．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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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赋矿地层和矿石建造，该区金矿划分为7类和4(或5)个亚类；结合地质构造划

分了6个成矿带。

(3)金矿形成主要受地层建造、岩浆岩、断裂和成矿时代等因素控制，后者除少数(马庄

山金矿)外，大多由地层建造和岩浆岩构成矿源层(岩)，由构造热作用，在海西末期、印支期、

燕山期(含马庄山金矿叠加成矿)甚至喜山期(照壁山金矿叠加成矿)同或准同构造期成矿，

其中以印支期为最重要。

以上认识对该区金矿成矿和找矿均有重要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由于水平有限，不足

之处，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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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UFT EVOLUTIoN AND Au oRE—FoRMING

REGULAR IN EAST PART oF BEISHAN，

GANSHU ANDⅪNGJIANG

Zbu t，咖n 仇i Bi嘲缸昭 艇∞厶阮f沉昭蕊肌S九渤。昭
(，G凇，№，彬昭，210016)

％e BeishaIl Palaeozoic rift—oID；，enic belt of 111id—soum beh in eaSt pan 0f Beishall，Gamhu alld

Xin西iang pmvinces，distribute in NEE-EW—N砜唧，诎lich is fonned by no吐paIt 0f‘I锄m bkk

breaked up in山ree tectonic moveInents at Archaean and PIDteIDzoic basement as 2 grabens、l horst and

5 blocks du咖g∈一P2，mi剁嵫f疏1 soutll to nordl．A s鲥es of Au deposites dis出utes along the rift

and its sides divided in协：Maz}luaIl伊han—N刨i11shaIl、JinWuzhi—zhaobishan、Beisharulan—s屿inpo—
Jan西uingtai、工aojingchaJlg—Yina0)【ia，Beiduellzlli—XiaoXi90ng、ShanweishaIl一)【iyunanshan etc．ore—forIlling

belts．On出e baSis of hosted rock，the deposits may be di、rided into：in late附aeozoic volc枷c crypt0一

volcanic r；0ck Pymclastics，in Indian、}Iercyniall and Caledonian伊aIlitic bodies，in IIliddle PIoterozoic—

Archaeozoic metaⅡlorphic IDcks，in Ordovican、Silurian p严clastics，in C锄bIiaJl and Siniall mud、silic—

olites a|ld瑚rble，as weU aS qu眦z vein type、slacking altemtion工Dck—quanz vein type and skams type．

Among 7 hosted Iocks，the fore 3 rocks a工e more impc吐ant，a11d in 4 ore fo珊ations dle fore 2 f曲nations

are H10re iml咖t．ne ore—fb玎【11i119 c衄tmlHng factors are：ductili叭ductile-britde fault，volcallic—pyIo—

clastics，Hercynjan锄d Caledonian fdsic and metabasife ma伊彻tic rocks．The ore—fbnIling tiIlles a代in

late}IercyIliaIl、hldiaIl ya璐hall and HimalayallⅡlovements，espica：uy in hldiall consistent wi出tectonic

actiVit)r．

1五ey Woms rift evolution Au deposite ore_forIlliJlg connDU嗡factor CaIlshu

)(in西iaI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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