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准噶尔地区金矿地质特征

代 三 省
( 新疆地矿局第七地质 大队 )

西准噶尔哈图金矿带分布于新疆托里县境东南哈图山区
,

面积约 1
.

5万平方公里
。

该区金矿早在清朝道光
、

咸丰年间就被发现开采
。

解放后
,

新疆地矿局和冶金局地质 队

对该区金矿开展普查与勘探工作
,

已求得金矿储量 x x 吨
,

冶金局并于 1 9 8 2年在齐 I 金矿区

建井投产
,

目前已成为新疆最重要的产金基地
。

一
、

区域地质概况

该区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西准噶尔界山华力西褶皱带扎依尔一达拉布特复向斜
。

出 露的

地层主要为泥盆一石炭纪深海相连续沉积的变质玄武岩一硅质岩一凝灰岩建造
,

含有放射虫

化石
。

西准噶尔褶皱带地质构造格架形成于华力西晚期
。

达拉布特河以北地层的褶皱轴及片理

方向主要为近东西向 ( 70 一 9。
。

)
,

包古图河一带的地层褶皱轴方向近南北向
。

本区褶皱的特征

是
,

呈紧密的褶皱束型
,

地层特别陡立
,

甚或倒转
。

区域断层特别发育
,

纵横交错
,

把地层切成

块状
,

由于密集断层 的切割
、

错动
,

破坏了褶皱构造的完整性
。

断裂中以北东向断裂规模最

大
,

为区域性的深断裂
,

并控制着火成岩和金矿脉的分布
。

北东向深断裂有达拉布特断裂
、

哈图断裂
、

别鲁阿嘎希断裂等
。

其走向一般为北东 5 5一 6 50
,

倾向北西
,

倾角陡
,

在 6 5一 80
。

之间
。

由于断裂构造强烈而频繁的活动
,

不仅给含金热液活动提供了 良好的空间
,

而且也给

含金热液的形成
、

金元素的富集提供了动力
、

热力来源
。

从而控制了金矿脉的分布
,

其中安

齐断裂
、

哈图断裂
、

大棍断裂
、

萨尔托海断裂
、

别鲁阿嘎希断裂
,

是金矿脉密集分布区
。

区内侵入岩发育
,

分布广
,

种类多
。

其中以花岗岩分布最广
,

其次为超基性岩
。

还见 有

闪长岩脉
、

细晶岩脉
、

花岗斑岩脉
、

伟晶岩脉等
。

根据侵入岩和围岩地层之间的接触穿插关

系和铅同位素地质年龄值 ( 2
.

4 6 4
、

3
.

2亿年 )
,

确定岩体侵入时代下限为早石炭世
,

但早于

三叠系
,

属于华力西中一晚期
,

而以晚期居多
。

其分布以达拉布特深断裂两侧最为广泛
。

花岗闪长岩和石英闪长岩体侵入于石炭纪希贝库拉斯组地层中
,

被超基性岩体穿插 ( 同位

素地质年龄值3
.

2亿年 )
,

属华力西中期的产物
。

超基性岩岩体侵入于石炭纪太勒古拉组
。

包古图组地层 中
,

被钾质花岗岩和闪长岩体所穿

擂
。

花岗岩
、

钾质花岗岩
、

黑云母花岗岩
、

辉石闪长岩
、

斜长花岗岩
、

花岗斑岩 和 闪长 岩

等
,
均为华力西晚期的浸入体

,

同位素地质年龄值为 2
.

009 一 2
.

59 亿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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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准噶尔哈图金矿带地质略图

1一新生界 , 2一下白坚统 , 3一上侏罗统 , 4一中侏罗统 ; 5一三叠系 ; 6一上二叠统 , 7一下二叠 统 ,

8一石炭系 , 9一泥盆系 , 10 一志留系
; n 一奥陶系 , 12 一华力西晚期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13 一华力 西晚期

超基性岩
、

辉长岩 , 1 4一华力西中期花岗闪长岩 , 15 一深断裂 ; 16 一大断裂 , 17 一一般断裂 ; 18 一隐伏断

裂 , 19 一推测断裂 ; 2。一压扭性断裂 ( 带刺一盘为下降盘 ) , 2 1一扭性断裂 ,
22 一张性断裂 ,

23 一断 层倾

向和倾角 , 24 一背斜与向斜 , 25 一断裂 ,
26 一地层不整合 ,

27 一金矿床 ( 点 )

二
、

矿床地质特征

区内已发现原生金矿床及金矿点上百处
,

含金石英脉若干条
,

主要矿区有齐 I
、

齐 I
、

宝贝
、

满铜山
、

灰绿山
、

萨 I ( 冶 I )
、

包古图等
。

各矿区的地质特征不尽相同
,

现将矿床

主要地质特征归述如下
。

( ` ) 含金石英脉的形态产状

含金石英脉的分布严格受断裂控制
,

分布于大断裂两侧低序次的断裂中
,

呈脉 状产出
,

以复脉为主
,

次为单脉
,

个别矿区也有呈网脉状产出者
,

如灰绿 山矿区
。

长几十 米 到 数百

米
,

大于千米者很少
,

宽几十厘米到儿米
,

大 于十米者也很少
。

( 二 ) 矿石类型

本区的金矿石 以含硫化物少
、

而且粒度细为其显著特点
。

除包古图矿区 富含 硫 化 矿物

外
,

全区目前发现的各矿区 ( 矿点 ) 的工业矿石类型均为低硫化物金矿石
,

按其矿物组合
,

还可进一步分为下列二种类型
。

’

一为石英金矿石
,

另一为交代硫砷金矿石 ( 即蚀变围岩型金

·
2砂

·



矿 )
。

1
.

石 英金矿石
:

即含金石英脉
,

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
,

含量 80 一 90 % 以上
。

金属矿物极

少
,

含量一般为 1一 2 %
,

为黄铁矿
、

毒砂
,

还有少 量硫化物
,

如磁黄铁矿
、

黄铜矿等
。

金含

量为几一几百克 /吨
。

灰绿山矿区比较特殊
,

金属矿物中还有磁铁矿
。

2
.

交代硫砷全矿石
:

即含金蚀变破碎带
,

其岩性为受到强烈蚀变的围岩
,

主要为蚀变玄

武岩
、

凝灰质碎屑岩
、

凝灰质粉砂岩等
。

硫化物有黄铁矿
、

毒砂
,

还有少量辉铜 矿
、

闪锌

矿
、

磁铁矿
、

赤铁矿
、

斑铜矿等
,

硫化物含量 5一 10 %
。

含金性远不如含金石英 脉
。

每 吨矿

石含金几克到十几克
。

除上述两种矿石类型外
,

各矿区还有少量的方解石一石英金矿石
。

在包古图矿 区
,

金属矿物 有黄铁犷
、

辉锑矿
,

含量在 50 % 以上
。

矿石工业类型应属富硫

化物金矿石
。

( 三 ) 主要成因矿物特征

黄铁矿
:

淡黄色
,

金属光泽
,

常见晶形为五角十二面体和立方体
,

自形程度较好
,

呈单

晶和嵌晶出现
。

粒度以其细为本区最显著特色
,

粒度不超过 l m m
,

一般 在1一 o
.

3 m m ,

最 细

为 。
.

05 m m
。

在灰绿山矿区黄铁矿立方体晶体较大
,

有 1一 s m m者
。

毒砂
:
银灰色或灰 白色

,

自形
、

半自形
,

菱形或板状及不规则状
,

其粒度 最 大不 超 过

1
.

s m m
,

最小为 。
.

05 m m
,

一般为 1一。
.

35 in m
。

磁铁矿
:
仅在灰绿山矿区见其与黄铁矿共生

,

成为矿石中金属矿物的主要组成部分
。

以

半 自形
、

它形晶微粒状为主
,

粒度大小均匀
,

一般为。
.

05 一。
.

15 m m
。

在矿石中呈 浸染状
,

局部为条带状
、

网脉状分布
,

沿石英晶隙和粒间充填
。

辉锑矿
: 为铅灰色

,

自形
、

半自形晶
,

粒状
、

柱状集合体
,

粒度 2一 s m m
。

仅在 包 古图

矿区成为矿石的主要成因矿物
。

其它金属矿物有黄铜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
,

偶尔在光片中可见
,

肉眼不易辨别
。

( 四 ) 含金石英脉的形成期次和矿物世代

1
.

含金石 英脉 的形成期次
:
根据含金石英脉相互间的穿插关系

、

矿物组合
、

结构构造
、

产出部位等特征
,

可 将含金石英脉分为四期 ( 表 1 )
。

2
.

矿物生成世代
:
灰绿山矿区主要金属矿物的生成可分为两个世代

:

第一世代为高一中

温石英一磁铁矿一硫化物阶段
,

金属矿物共生组合中有磁铁矿
、

黄铁矿
,

晶体较大
,

自形程

度高
,

呈浸染状
,

含金富
,

是灰绿山矿区主要成矿阶段 , 第二世代为中一低温石英一方解石

一硫化物阶段
,

表现在碳酸盐化和黄铁矿化叠加在第一阶段之上
,

充填于第一期矿物晶隙之

间
,

粒度细
,

呈细脉或网脉
。

齐 1 矿区含金石英脉主要矿物也可分为两个世代
,

第一世代生成的石英
、

黄铁矿粒较度

大
,

而且自形程度好
,

黄铁矿
、

白然金
.

均呈浸染状
。

第二世代生成的黄铁矿
、

毒 砂 粒 度 较

细
,

自形程度低
,

充填于第一世代矿物晶隙之中
,

矿物排列上呈不连续的网络状
,

金呈薄膜

状
,

第二世代对金起到了叠加富集作用
。

第二世代是成矿的主要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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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矿石中伴生有益组分

依据光谱分析结果
,

各类矿石中主要伴生有益元素及其含量 ( % )为
: C u 0

.

00 5一 0
.

01
,

T i 0
.

0 2一 0
.

5
,
入工n 0

.

0 0 2一 0
.

3 ,
G a 0

.

0 0 1一 0
.

0 0 3
,

A g 0
.

0 0 0 3一 0
.

0 0 3 ,
S e 0

.

0 1一 0
.

0 5

等
。

( 六 ) 金的赋存状态及其粒度
、

化学成分

本区金以自然金的形式赋存于矿石和矿物中
。

在石英金矿石中
,

自然金从巨粒到微粒均

有
,

个别矿脉中也见到狗头金 ( 满铜 山矿区 )
。

自然金呈片状
、

板状
、

细脉状
、

薄膜状
、

丝

状等
。

粒度一般 。
.

G os一 l m m
、

自然金在黄铁矿 与毒砂中呈包裹体形式存在
,

粒度一般 0
.

00 2一

0
.

0 0 5 m m
。

自然金主要成分为金
,

含少量银
,

有极少量的铁
、

铜杂质
。

自然金中金的含量 为 88
.

69

一 92
.

2%
,

平均 91
.

85 %
。

银的含量 0
.

1 5一 6
.

32 %
,

一般为 2
.

63 %左右
。

据电子探 针分析
,

金含量为 96
.

2一 96
.

41 %
,

银含量为 3
.

53 一 3
.

8%
。

( 七 ) 围岩蚀变

矿脉的围岩普遍受到强烈的蚀变
,

蚀变类型有毒砂黄铁矿化
、

硅化
、

绢云母化
、

钠长石

化
、

碳酸盐化
、

绿泥石化
。

上述各蚀变类型在不同矿脉中或同一脉的不同部位表现强弱不尽

相 同
。

表生风化作用使矿带普遍受到褐铁矿化和赫石化
。

( 八 ) 金的富集规律

金在各脉中或各类矿石内品位变化极大
,

从每吨几克到上千克
,

富集因素很难准确的掌

握
。

我们初步认为
,

本区金的富集主要有如下特征
:

1
.

从区域上看
,

矿脉围岩以基性火山岩
、

次火山岩含矿最富
。

2
.

每条矿脉在空间上都是膨胀狭缩交替变化
,

膨胀部位蚀变带宽
,

矿化强
。

3
.

金和硫化物相伴生
,

凡含金石英脉都伴生有硫化物
。

根据单矿物分析和 电 子探 针分

析
,

硫化物都含金
。

金的富集也和硫化物的粒度有相关关系
,

各矿区情况不尽相 同
。

就齐 1

矿 区来讲
,

硫化物粒度愈细则含金愈富
。

立方体的黄铁矿粒度略大
,

单矿物含金 2 2一 24 克 /吨
,

五角十二面体的黄铁矿粒度小
,

单矿物含金 91
.

4克 /吨
。

毒砂含金量 n s一1 66 克 /吨
。

在灰绿山矿区则与齐 1 矿 区相反
,

黄铁矿粒度与金含量成正相关关系
,

粒度为 2一 4 m m的

黄铁矿含金 1 7
.

94 一 37
.

94 克 /吨 , 粒度为 1一 3 m m 的黄铁矿含金 12
.

83 克 /吨
。

4
.

硅化愈强则含金愈富
。

含金石英脉比含金蚀变围岩富
,

高品位富矿均产于含金石英脉

中
,

含金石英脉中金品位高达 2 5 4 8克 /吨
,

根据齐 1矿 区 aL 脉储量计算
,

含金石英脉中的金矿

储量 占金总金属量 的三分之二
。

5
.

含金石英脉结构复杂则含金富
,

复脉一般较单脉富
。

三
、

矿床成因

( 一 ) 金矿成矿条件的基本数据

1
.

硫同位素数值特征
:

各主要矿区硫同位素一般接近 。值
,
乙“ S在 + 0

.

4一 + 2 之 间
,

仅

主萨尔托海矿 区护
`
S在 一 7一 + 2

.

7之间
,

变化范围窄
,

为慢源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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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氧同位素
:

齐 1
、

萨 1 两矿区含金石英脉中的石英氧同位素分析
,

其结果普遍偏大
,

石

英中己
` ”

0平均值为 1 1
.

能一 1 7
.

1 1%。 ,

变化范围大
,

说明有大气水的参加
,

从而揭示了 成矿过

程有侧分泌作用
。

3
.

岩石 的金丰度位

玄武岩
:

区域上为 2
.

5 1一 6
.

9 7 p p b
,

在一些矿区高达 3 1
.

s o p p bo

辉绿岩
: 6

.

2 4一朽
.

8 p p bo

花岗岩类
:

哈图岩体平均 ( 8 3个样品 ) 1
.

7 p p b ;
别鲁阿嘎希岩体 7

.

4 p p b ; 宝 贝小岩休

6
.

5 p p b
。

花岗斑岩
: 1 4

.

3 4 p p匕
。

凝灰质粉砂岩
: 3

.

04 一 6
.

5 p p b

从上面列举的数值可以看出
,

丰度值变化大
,

玄武岩
、

辉绿岩丰度值最高
,

酸性脉岩次之
。

4
.

成矿温度

齐 1 矿区
:
测得石英爆裂温度 25 5一 3 9 。℃ ,

黄铁矿温度 1 5 。一 2 00 ℃
。

用均一法测得石英包裹休温度
: 宝贝矿区 2 3 。一 2 6 0℃ ,

红旗矿区 1 70 一 2 70 ℃
,

铬 门 沟 4

号脉超基性岩中的含金石英脉 4 4 1一 4 4 5
。 ,

基性火山岩中的含金石英脉 1 95 一 2 3 0
。 。

上述数值表明
,

本区成矿温度在中一低温阶段
,

以中温为 主
,

应属中温热液金矿
。

包古

图矿 区出现大量辉锑矿
,

应是以低温为主
。

灰绿山矿 区出现磁铁矿
,

应是以高一中温为主
。

( 二 ) 矿床成因

在西准噶尔地 区
,

各金矿区成矿条件和矿床特征不尽相同
,

有的差别很大
,

因而对矿床

成因有不同的说法
,

有层控说
、

岩浆热浓说
、

变质热液说
、

海底热泉说
、

多元说等
。

各种说

法都有一定的依据和哲理
,

山于地质研究程度不够
,

资料缺乏
,

还不可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矿

床成因
。

具体论据是
:

1
.

硫同位素数值说明
,

本区金矿物质米源于岩浆
,

既可能来源于硅铝层的酸性岩浆
,

又

可能来源于硅镁层 的基性一超基性岩浆
。

根据本区绝大多数矿区含金石英脉产于火山岩
、

次

火山岩中这一事实
,

再结合基性岩金丰度位高
、

变化大的特点
,

金的主要来源 是基性岩浆
,

其次是酸性岩浆
。

2
.

成矿期可能有三个时期
:
第一期

,

基性岩浆喷发时期
;
第二期

,

地槽回返
、

造山运动

阶段 ; 第三期
,

酸性岩浆侵入时期
。

每后一期的热液成矿都有可能对 前一期产生叠生作用
,

促成矿脉进一步富集
。

综上所述
,

本 区 含金石英脉是 多源
、

多期
、

多成因的叠生的以中温为主的热液矿床
。

( 上接封 四 )

金属成矿物质
,

而且更含有易溶的卤素元素和 }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金属矿
,

如铁
、

铜
、

铅
、

井
、

这种动力热成矿的特征
,

往 往表现在矿化
`

或地沐强烈的挤压破碎
、

剪切韧 }少带灼存在
; 二

在动热蚀变带特别是钠 f匕 ( 有攫取戴释豁
_

犷厂 !
’

述情况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

土质活泼的刃交

创毛
、

全等常补

士属元京
,

挑带矿质
,

最后到一定部位而成矿
。

内化
、

摧玫盐化
、

社化密切相伴的机理
。

丁沟追应力集中

」_

}习 立

、

构造应力持续活动的应力场中; 表现在地层

攫你和板决构造俯冲带或碰撞带的存在 ;表现

作用 ) ; 矛扛衣石化付
一

变盛上民现象有在 在葬岭地区
,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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