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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富蕴索尔库都克铜矿矿床地质特征

卫 振 林

( 新疆地矿局 第二 区调 大 队
,

新疆奇台 83 1 8 0 0 )

摘 要 本文叙述的索尔库都克铜矿床位于准噶尔盆地北缘
。

铜矿产于矽卡岩中
,

矿质来源 于中

泥盆统北塔山组第二亚组的火山岩和次火山岩
,

矿体受地层
、

岩性控制
。

矿石成分复 杂
,

有 益组

分有 C u 、

M。 、

A u 、
A g

。

属火山
一

沉积改造型铜矿床
。

关健词 新疆富蕴
,

铜矿床矿质来源
,

火山
一

沉积改造型铜矿床

新疆索尔库都克铜矿床位于 富 蕴 县 西

南
、

准噶尔盆地北缘
。

该矿床除铜外
,

还含

铝
、

金
、

银等
。

笔者曾在该矿区工作多年
,

积

累 了一些资料
; 同时也参阅了有关资料二

,

加深了对矿床产出的地质条件
、

矿床地质特

征及成因的认识
。

现将其整理成文
,

介绍如

下
。

图 1 区域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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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系红色砂砾层
;

E卜会
.

第三系石英砂岩

粘土质砂岩
; D 3j

.

上泥盆统江孜尔库都克组
;

巧 b
.

中

泥 盆统北塔山组
:

D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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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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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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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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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压性断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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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质不明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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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伏 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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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整合

作者简介
:

卫振林
,

男
, 1 9 5 9 年毕业于西安地质学校

,

地质工程师
.

收稿 日期
: 1 9 9 。一 12一 24

。

1 区域地质概况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泥盆系
,

其中下泥

盆统为浅海相复理石建造和浅海一滨海相中

基性
、

中酸性火山岩
一

火山碎屑沉积岩建造
;

中泥盆统为凝灰岩
、

沉凝灰岩
、

玄武扮岩
、

辉石安山岩和生物碎屑灰岩
、

灰岩等
;
上泥

盆统为湖泊一沼泽相泥岩建造和海陆交互相

沉积物
。

另有第三纪内陆河流一湖泊相碎屑

沉积物和第四纪洪积
、

洪积一坡积
、

风积层

等 ( 图 1 )
。

区内发育的侵入岩为华力西中

期产物
,

可分为 3 个侵入期次
,

分别为闪长

多年从事地质矿产调查
,

现任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二区 调 大 队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索尔库都克铜矿区地质普查报告
.

新疆地质矿产局
, 19 89 ( 主2 )

.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索尔库都克铜 铝矿矿石物质成分及元素赋存状态研究报告
.

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二区 调 大队
,

19 5。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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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

辉长岩类
,

二长花岗岩
,

碱长花岗岩等
。

二长花岗岩的边缘相正长花岗岩与碱长花岗岩

呈过渡关系
,

前者为中心相
,

后者为边缘相
。

区内的主要构造为乌卡尔断褶构造
,

主要由次一级的复式褶皱及压扭性断裂构成
,

构造

带内主要分布着泥盆系和华力期侵入岩
。

依喀拉依热复式背斜为核部
,

北部有科克别克特奥

依向斜
、

舍 巴尔奥依背斜
、

希力库都克店向斜 ; 南部有卓萨能喀 巴克向斜
、

吐鲁巴依登阔腊

色背斜
,

另外
,

还有与铜矿有关的次级褶皱— 索尔库都克背斜
。

区内断裂构造也较发育
、

规模较大的有索尔库都克断裂
,

断续长 5
.

2 k m
。

2 矿区地质和矿床特征

2
.

1 主要地层

该区主要地层为中泥盆统北塔山组第二亚组 ( D
Z
b

:

)
,

分 3 个岩性段
,

自上而下为
:

2
.

1
.

1 第三岩性段 出露于矿区西部
,

岩性为灰一灰绿色安 山扮岩
、

夹少量灰一深灰 色 凝

灰质砾岩
。

2
.

1
.

2 第二岩性段 分布于矿 区中部
,

为主要赋矿地层
。

以凝灰质砂岩
、

安山扮岩 为 主
,

辉石安山扮岩
、

安山岩
、

玄武岩
、

含砾凝灰质砂岩次之
,

有时可见火山角砾岩
、

硅质岩
、

磁

铁矿等
。

2
.

1
.

3 第一岩性段 主要分布于 l 号剖面东端及其 以北
。

下部为凝灰质粉砂岩
,

几乎 均 角

岩化 , 中部为凝灰质岩屑砂岩
,

碎屑物和胶结物大都被次生矿物交代
,

次生矿物有磷灰石
、

黑云母
、

绿帘石
、

高岭石
、

绢云母
、

红柱石等
。

上部为长石岩屑砂岩
,

分布于 F
,

断裂 以东
,

,

大体呈北西一南东向带状延伸
。

地层呈层状互层产出
。

地层中 C u
含量为 4 1 1 x 1 0 一 8

一 5 2 2 x 1 0 一6 ,

最高 1 0 0 0 x 1 0 一 8 ,

其

他元素如 M 。 、

C a 、

F
、

A g 等含量亦较高
,

这为矿床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物质来源
。

2
.

2 岩桨岩

区内的岩浆岩主要为华力西中期第三侵入期的碱长花岗岩及花岗斑岩
,

其围岩为中泥盆

统北塔山组第二亚组第一岩性段凝灰质砂岩
,

尚见较多的地层残留体
。

花岗斑岩为碱长花岗

岩的边缘相
。

花岗岩体在图幅内出露面积约 2
.

1 k( m “
)
。

如果将图幅外岩体包括在内
,

它比 矽

卡岩分布的范围要大的多
。

花岗岩岩体与地层接触部位形成的角岩化说明
,

岩浆中蕴藏着很

大的能量
,

为区内矽卡岩和矿体的形成提供 了热力来源
。

2
.

3 火 山岩

矿区出露的火山岩属中泥盆统北塔山组第二亚组
。

其中早期火山岩属 海相远源火山爆发

的空落堆积
,

岩性为中性凝灰质砂岩
、

为第一岩性段 , 中期火山岩以海相中一基 性 喷 溢 为

主
,

岩性为安山质熔岩
,

次有玄武岩
,

为第二
、

第三岩性段
。

第二岩性段熔岩厚 度 2 86
.

g m
、 .

占第二岩性段总厚的 56
.

6 %
。

这些中
一

基性火山熔岩为区内形成矽卡岩创造 了条件
。

矿区的次火山岩
,

包括辉石闪长岩和石英闪长岩
。

辉石闪长岩为矿区的主要次火山岩
,

局部出露地表
。

一些钻孔中也见有隐伏岩体
。

岩体展布方向与矿 区构造线基 本 一 致
,

具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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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

分叉现象
。

与围岩呈侵入接触关系
。

岩体接触面宽 1 一 2 c m
,

内侧为闪石 化
、

黑 云母

化
,

外侧为硅化和绿帘石化
。

石英安 山岩仅在矿区东南侧零星出露
,

分布于第二岩性段的底

部
,
呈豆夹状

。

有关资料证明
,

岩体与地层中
一

基性火山熔岩为同源产 物
,

岩 体中铜含量 与
`

地层` 致
,

因而次火山岩体也是矿床形成的重要物质来源之一
。

君洲 褚皱
、

断裂和储矿构造

东可
.

1 褶皱构造 主要为索尔库都克背斜
,

属一倒转背斜
。

背斜的正常翼为 F :
断层以南的

举斜层
,

背斜的倒转翼在 。 勘探线以北为破坏部分
,

以南为保留部分
。

从 19 勘探线剖 面 图

( 图 2 ) 可看出
,

恢复后的倒转影像
,

轴面与地层产状一致
,

剥蚀后的轴线与 F
:

断层 一 致

图 2 19 勘探线 Z K 1 92 一凡断层间剖面示意图

Q护气第四系风 成砂
, g s k

.

绿帘石矽卡岩
; g sk

.

石榴石矽卡岩
;

as k
.

透
一钙铁辉石矽卡岩

, tss
.

凝灰 质砂岩
:

aP 件
.

辉石安山珍岩
; 1

.

推测倒转背斜轴面线
; 2

.

铜矿体

或微偏南
。

从图 2 还可看出
,

在倒转背斜正常翼矿体呈层状产出
,

而透镜状矿体产于背斜的

倒转翼
。

倒转背斜正常翼地层排列顺序为
:

下部为第一岩性段多 中部为第二岩性段 , 上部为

第三岩性段
。

第二岩性段岩层
、

矽卡岩
、

矿体由南而北倾角变化如下
:
岩层 30

。

一 38
。

一 50
。 ,

.

矽卡岩 30
。

一 34
。

一 4。 “ 多 矿层 25
“

一 30
。

一 35
” 。

说明倒转背斜的正常翼对矿体的空间展 布 起

着严格的控制作用
。

2
.

4
.

2 断裂构造 矿 区计有大小断层 30 余条
,

以 F
:

断层最为重要
。

该断层纵贯矿区 图 幅

范围
,

长大于 4 Z o o m
,

破碎蚀变带宽 5 一 10 m
,

破碎带中岩石普遍发育碎裂化
、

糜棱岩化
。

断层地表倾向南西
,

钻孔中倾向北东
,

大致呈
“ S ”

形
,

倾角 3 2
“

一 8 6 。 。

断层走向略呈波状

弯曲
,

总体走向 3 0 5 。

一 31 5
“ ,

与区域构造线基本一致
。

该构造在成矿期为不使矿液 流 失 起

到了阻隔作用
。

2
.

4
.

3 储矿构造 主要为索尔库都克构造
,

该构造由倒转背斜的正常翼和 F
;

断层构成
。

正

常翼的单斜层倾向南西
,

F :
断层倾向北东

,

断层与地层之间构成一个三角形地 带
。

交 代 作

用的后期
,

地层上部层位形成的矽卡岩
,

形成封闭层
,

F
:

断层起着阻隔作用
。

成矿 期 矿 液

大量进入三角形地带
,

在矽卡岩中
、

下部层位中大量集中形成矿体
。

这一地质现象与储油构

造非常相似
,

即索尔库都克的典型储矿构造
。

2
.

4
.

4 裂隙一通道 与成矿有关的裂隙遍布矿区
,

可作为热液上升的通道
。

区内脉岩 计 有

70 余条
,

占据着矿 区 70 余条裂隙空间
。

当花岗岩岩浆侵入时
,

岩浆内部产生的大量挥发性

组分
,

首先是沿裂隙由下向上运移
、

起着通道作用 , 当热液停止后岩浆中分异出来的不 同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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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
,

又按次沿裂隙充填
。

2
.

5 变质作用

矿 区变质岩广泛分布
,

主要为接触变质作用和接触交代变质作用
。

2
.

5
.

1 接触 变质作用 主要表现为角岩
、

角岩化岩石
。

发育于北塔山组第二亚组第一 岩 性

段
。

分布于 3 勘探线以北弧形地带
,

呈北北东向带状展布
,

出露宽 6 00 一 1 。。。 m
,

与地层产

状丫致
。

主要岩石为红柱石长英角岩
、

透辉石长英角岩
、

角岩化安山扮岩
、

角岩化碎屑岩和

角岩化英安岩等
。

变质矿物主要有长英质 30 %一 65 %
、

红柱石 5%一 20 %
、

钙铝榴 石 1 %一

5 %
、

透
一

钙铁辉石 20 %一30 %
、

角闪石 20 %一 30 % 和 白云母 5 %一 10 %
。

2
.

5
.

2 接触 交代 变质作 用 属于北塔山组第二亚组第二岩性段
,

为主要含矿岩性 段
。

主 要

为透
一

钙铁辉石矽卡岩
、

石榴石矽卡岩和绿帘石矽卡岩等
。

各类矽卡岩主要矿物成分见表 1
。

表 1 各类矽卡岩主要矿物成分 含 t ( w B% )

\ 丈 岩石 名裂

矿物扇
\

\
\ _ 渭

乌

绿帘石

矽卡岩

绿帘石一石

榴石矽卡岩

石榴石

矽卡岩

透 一钙铁辉石

6 0一 9 5

5— 1 0

3 0一 4 5

3 0一 6 0 7 0一 9 0

依据矽卡岩的岩石组合和产出位置
,

将矽卡

岩由下而上划分为 6 个蚀变 带
:

①透
一

钙 铁

辉石矽卡岩带
; ②绿帘石矽卡岩带 ; ③绿帘

石
一

石榴石矽卡岩带 , ④石榴石矽卡 岩 带 ;

⑤绿帘石
一

石榴石矽卡岩带 ; ⑥绿帘石 矽 卡

岩带
。

石帘 石石绿 榴

2
.

6 矿床地质特征

2
.

6
.

] 矿体产 出位置和形态 矿体主要分布于矿 区中部第二岩性段矽卡岩 中
。

矿体与地层产

状基本一致
,

除少数矿体外
,

大部分产于矽卡岩内
,

且多分布于矽卡岩 中
、

下 部的绿帘 石
一

石 榴

石矽卡岩或石榴石
一

绿帘石矽卡岩中
。

整个矿带 (含地下部分 )长约 2 5 5 0 m
、

宽 约 4 00 m
,

呈

3 3。 。

一 3 5。
。

方向展布最大的矿体有两个
,

分布于矿区中部
。

两个矿体的储量占矿 区 储 量 的

80 % 以上
。

矿体呈似层状及透镜状
,

仅在矿体趋于尖灭部位出现分枝和分叉现象
。

2
.

6
.

2 矿石 组成成分及矿物生成顺序 矿石矿物成分复杂
、

种类繁多
,

主要金属矿物 为 黄

铜矿
、

黄铁矿
,

次为辉铝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
、

白铁矿和磁铁矿
,

还有少量 啼 银 矿
、

自 然

表 2 包 体 浏 温 结 果

样号

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浪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
.....

1
口 ,.....口..... .................

5 0 1 3

l 6

2 3

2 3

2 2

2 2

5 0 1 0 1

5 0 13

5 0 16

5 0 1 9

5 0 0 3

l 9

主要矿物

绿 帘 石

绿 帘 石

石 榴 石

石 榴 石

石 榴 石

石 榴 石

石 榴 石

石 英

石 英

碳 酸 盐

绿 帘 石

石 榴 石

均一蔽 (T) oC …盐水海冻瘟度 (T) 叫 盐水密度 g

一
,

{
盐度W B ,

}
包体类型

3 9 0
。

9

4 0 2
。

5

1 7 6一 1 9 9
.

1 6 4
.

9

1 3 4
。

3

15 3
.

5

1 2 9
。

5

1 0 2
.

3

8 8

1 17
_

7一 1 3 4

一了
。

7

一 4
。

7

一 10

一 1 1
.

9

一 7
.

8

一 1 0
.

5

0

一 0
.

9

一 2
.

1

一 3
.

9

一 8

0

0
.

7 9 0

0
.

7 35

0
.

9 9 7一 0
.

9 7 6

1
.

0 2 3

l
。

0 1 1

1
。

0 2 5

0
.

9 6 7

0 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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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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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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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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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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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

银金矿
、

孔雀石等
。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榴石
、

绿帘石和透辉石
,

次有斜长石
、

钾长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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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和方解石等
。

矿物生成顺序可分为 3 个 阶段
:

矽卡岩早期阶段
,

矽卡岩中期阶段和矽卡岩晚期— 硫

化物阶段
,

这 3 个阶段之间无明显的界限
。

包体测温结果 ( 表 2 ) 说明
,

矿床的形成温度为

88 一40 2
.

5 ℃
。

这说明矿区的成岩
、

成矿温度经历了高温
、

中温
、

低温 3 个 阶段
。

显微 镜 下

观察
,

硫化物的生成晚于矽卡岩
,

这一现象可用硫同位素结果 ( 表 3 ) 来说 明
,

其 特 点 是

表 3 硫 同 位 素 分 析 结 果 教 据

样品号
}

采样位置 (m ,

Z k 4 4 6 5
.

o

8 7
.

0

9 2 5

9 6
.

8

Z K 4 1 1 0 1
.

0

Z K 4 2 1 9一 2 0

2 7— 2 8

34— 3 6

4 2一 4 5

57一 59

Z K 4 1 9 9一 5 2

4 5— 4 7

4 1— 4 3

3 5— 3 7

2 4— 2 7

矿石 名称

黄铁矿

黄铁矿

黄铁矿

黄铁矿

黄铜矿

黄铜矿

黄铜矿

黄铁矿

黄铁矿

黄铜矿

黄铜矿

黄 铜矿

黄铁矿

黄铁矿

黄 铜矿

测定 结果各 3 4 5 (编 )

一 3
.

4 4

一 1
.

7了

一 4
.

0 5

一 4
.

0 9

一 5
.

4 8

一 1 9
.

1 0

一 6
.

17

一 1 9
.

5 1

一 8
.

4 0

一 10
.

1 2

一 4
.

8 7

一 4
.

9 8

一 4
.

38

一 4
.

2 0

一 4
_

4 6

石榴石矽卡岩

安山扮岩

绿 帘石矽卡岩

石棍石矽卡岩

绿帘石矽卡岩

含铜石榴石矽 卡岩 ( ? )

含铜石根石
一绿帘石 矽卡岩

含铜石榴石 一绿帘石矽卡宕

含铜石榴石 一绿帘石矽 卡岩

含 铜凝灰 质粉砂岩

含 铜绿布石矽卡岩

含 铜绿帘石矽 卡岩

含 铜绿帘石矽卡岩

含铜绿帘石矽卡岩

含 锅绿帘石矽卡岩

323娜327326貂”””706968676671仪

护
`
S 为 一 1

.

77 输一 一 19
.

5编
,

变化范围较宽
,

均为负值
,

平均为 一 6
.

” 编 ,

偏离 陨 石 标 准

值
、

属变质岩范围
。

这一现象显示了变质岩的特点
,

说明矿床中硫化物不是直接来源于地层和

次火山岩体
,

而是来源于经过交代的地层和次火山岩体
。

硫来源于矽卡岩
,

说明晚于矽卡岩
,

矿

化特征反映主要铜矿化 阶段与温度特征中温热液相对应
,

说明矿床 的形成温度属 中温热液
。

3 矿床成因

区内火山
一

沉积岩和上伏地层在造 山运动的影响下
,

使矿区地层产生了与区域构造 线 不

很一致的次级构造—
索尔库都克倒转背斜

。

华力西中期
,

大面积花岗质岩浆侵入
,

花岗质

岩浆与火山
一

沉积岩直接接触
,

在高温条件下产生了角岩化
,

挥发组分随着热液进入围 岩 沿
-

着裂 隙上升
,

沿途交代
,

部分次辉石闪长岩体发生矽卡岩化
。

当气水热液进入火山
一

沉 积 岩

后
,

由于封闭构造的存在
,

气水热液充分发挥效应
、

形成了比次火山岩体中更完善的层状矽

卡岩
。

可将矽卡岩化分为以下几个 阶段
:

①早期阶段
:

在超临界气化一高温条件下
,

于火山
一

沉积岩中首先选择性交代形成透
一

钙铁辉石矽卡岩
、

石榴石矽卡岩
。

当温度微微下降— 矽

卡 岩 化 中 晚期阶段
,

在气化一高温条件下
,

热液中水 的含量增加
,

在区内形成了分布颇广

的绿帘石矽卡岩
。

矽卡岩 中期 阶段辉铝矿开始结晶
,
温度继续下降到中温 阶 段— 成 矿 阶

段
。

在这种情况下
,

气水热液继续上升
,

通过交代淋滤
,

次辉石闪长岩体和火山
一

沉积 岩 中

的成矿物质—
金属硫化物的硫逸度增高

,

从而成为含矿溶液
。

成矿溶液在次火山岩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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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祁连褶皱带桦树沟铜矿若干成矿地质问题的讨论

于 守 南

( 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西北地质勘查局
,

西安 71 。。54 )

摘 要 桦树沟铜矿位于北祁连褶皱带西段
,

与桦树沟铁矿共生
,

形成一共生铁铜矿床
。

铜矿直接产

于桦树沟铁矿 V号铁矿下盘 围岩中
,

含矿岩系为震旦系镜铁山群 下亚群一套巨厚浅变质的杂色千枚

岩
,

其中含较丰富的火山物质 (如碧玉 )与铜矿形成含铜碧玉岩
。

目前已控制 3 条铜矿体
,

其中最大

一条长 7 00 m
、

厚 2一 49
.

24 m
、

延深 5 00 m
,

C u 平均品位 2
.

05
x l丁

“ 。

矿区向斜褶皱严格 控 制

着矿体形态
。

根据含矿岩系特征
、

构造与矿体的关系以及其他成矿地质条件的综合分析
,

该 矿床

基本属于火山成因
一

火山沉积变质
一

气液矿床
。

关趁词 北祁连桦树沟
,

铜矿床
,

地质特征
,

火山成因矿床

桦树沟铜矿是 1 9 8 5 年对桦树沟铁矿床西段铁矿体重新勘探时发现的
,

具一定 规 模
,

并

与桦树沟铁矿形成一共生的中型铜矿床
,

是北祁连褶皱带西段唯一的铜矿新类型
。

现将有关

资料整理成文
.

供同行参考
。

1 含矿岩系特征

该铜矿含矿岩系与桦树沟铁矿相同
,

均属镜铁山群下亚群一套 巨厚的浅变质 杂 色 绿 泥

石
、

石英
、

绢云母千枚岩
。

对该套岩系前人在桦树沟铁矿勘探时曾将其划分为 7 层
,

实际上

由于该套岩系的主要组成物质和岩性变化不大或无变化
,

可根据岩系中某些特殊标志
,

如含

铁白云石和含石墨等和钙
、

碳
、

硅等
,

将其自上而下分为 以下五层
: ①含铁 白云石结核绿泥

石石英绢云母千枚岩
,

铁白云石结核 主要分布在该层的上部
,

其下部有少量碧玉条带多 ②铁

作者简介
:

于守南
,

男
,

52 岁
,

196 1年毕业 于广 西犷冶学院地勘专业
.

现在西北地勘局地质处任管理工作
。

收稿 日期
:

19 肚一 05 一24
.

部分地段发生铜矿化
,

进入封闭构造后成矿溶液大量聚集
,

加上侧动力顺层往上稍稍运移
,

最后形成了上部稍厚的层状铜矿体
; ③温度继续下降至低温条件— 多种硫化物阶段

。

该阶

段铜矿化减弱
,

生成了数量少且种类繁多的硫化物以及秘复硫盐
、

啼化物和金银的金属互化

物
,

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低温矿物组合
。

综上所述
,

该矿床是在特定的地质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典型的火 山
一

沉积改造型层控矿床
。

本文写作过程中
,

曾得到大队总工程师孙有济
、

付总工程师白光群以及高级工程师杨延

德等 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在此特表谢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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