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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昆仑位于我国西北边陲, 塔里木盆地西南山区, 面积约180 000km2, 受自然条件制约, 一直

是我国地质工作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随着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的实施和投入力度的加大, 一系列基础

地质调查成果和找矿新发现, 初步显露出该区找矿潜力。在分析成矿地质背景、研究成矿地质特征、总

结成矿地质规律的基础上, 结合元素富集特点和找矿新发现, 探讨了成矿远景, 提出了地质找矿主要目

标。考虑自然地理因素, 优选8 个靶区, 作为近期找矿地质工作部署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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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昆仑地区位于我国西北边陲, 塔里木盆地南

缘的西南部山区, 西及西南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

巴控克什米尔、印控克什米尔接壤。行政区划分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克尔柯孜自治州、喀什

地区、和田地区管辖。地理坐标: 东经 73°30′～

84°00′,北纬34°20′～39°25′, 呈东西长约1 100 km、

南北宽 80～280 km 的弧形带状, 面积约 180 000

km
2
。西昆仑地区北为昆仑山脉, 南为喀喇昆仑山

脉, 西与帕米尔山相连, 向东及南东分别与东昆仑

山和西藏可可西里相接, 构成世界屋脊西北部高山

峡谷区。与全国其他成矿带相比, 西昆仑成矿带一

直是我国地质工作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
�
。近5年

来, 发现了一些具有一定潜力的大、中型矿产地和

找矿线索, 如黄羊岭锑矿、俘虏沟铜矿等, 初步显

示出该成矿带的找矿潜力。

1　成矿地质背景

1. 1　地质背景

西昆仑处于古亚洲和特提斯两大构造域的结合

部位, 位于兴都库什-帕米尔-昆仑晚古生代弧形构

造成矿带东翼, 连接塔里木、华南两大板块, 地质

构造复杂, 岩浆活动较频繁, 成矿地质构造条件优

越 (钱壮志等, 2003)。

东北部属塔里木板块, 进一步分为铁克里克古

陆地块 (Ⅲ1)、北昆仑晚古生代复合沟弧带 (Ⅲ2) 和

中昆仑地块 (Ⅲ3) 三个三级构造单元; 西南部属华

南板块中的可可西里陆缘活动带 (Ⅲ5) 和羌塘微板

块, 羌塘微板块又可进一步分为慕士塔格地块

(Ⅲ6 )、阿克赛钦古生代陆缘盆地 (Ⅲ7)、喀喇昆仑

中生代陆缘盆地 (Ⅲ8 ) 和乔戈里地块 (Ⅲ9) 四个三

级构造单元。塔里木板块和华南板块之间以康西瓦

-鲸鱼湖缝合带 (Ⅲ4 ) 相隔
�

(图1)。

1. 2　区域物探、化探特征

1. 2. 1　区域地球物理特征

据1∶400万新疆布格重力异常图 (西昆仑多为

外推) ,西昆仑地区是我国除青藏高原外重力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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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最低的布格重力异常在喀喇昆仑山至泉水沟

一带, 异常强度- 520×10- 5
m/ s

2, 该异常向东南方

延伸, 与全国布格重力异常最低的青藏高原重力低

相连。区内包括两条重力梯度带: � 喀什-塔什库尔

干重力异常梯度带, 带长400 km, 主要呈近南北向

展布, 但在北部等值线转向东, 南部等值线呈弧形,

是新疆布格重力异常变化最大、最复杂的地区, 异

常等值线西部十分密集, 东部较稀疏, 等值线方向

也发生变化, 转向北西。� 昆仑山-阿尔金山重力异

常梯度带, 该带横贯全区, 是全疆分布范围最大、延

伸长度最长的重力异常梯度带, 由昆仑山经阿尔金

山向东延伸, 向南与青藏高原重力低相连。此外在

墨玉县南部喀拉喀什河北侧存在一东西向重力高,

重力值为- 265×10- 5m/ s 2。与区域重力场相对应,

沿昆仑山—阿尔金山及喀什—红其拉甫一线各存在

一条地壳厚度陡变带, 前者是巴楚-塔克拉玛干地幔

隆起区向青藏高原地幔坳陷区地壳厚度发生急剧变

化的地区, 在100 km 距离内地壳厚度变化可达10

km; 后者是巴楚-塔克拉玛干地幔隆起区向帕米尔

地幔坳陷区地壳厚度发生急剧变化的地区。

根据“青藏高原中西部航磁调查”(中国国土资

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2001) , 西昆仑地区总体为升

高、变化磁场区, 与藏北高原稳定的磁场背景区形

成明显的区别。全区区域磁场总体格架为:

( 1) 西昆仑强烈正磁异常变化带: 沿该带分布

一条强度较大、梯度强烈变化的北西向正磁异常带,

异常强度一般为 200～300 nT , 梯度变化为 20～30

nT / km。整条异常带以中部阿塔孜—塔吐鲁沟北东

方向为界, 西北段与东南段有明显的差别。西北段

塔什库尔干地区为正负伴生的条带正磁异常和负值

不大的磁异常为主, 而东南段从阿塔孜经康西瓦至

卡拉孔木达坂则为强度较大的北西向线性磁异常

带。异常宽度为40～60 km , 向北西延伸至区外, 向

南东止于卡拉孔木达坂。

( 2) 羌塘变化磁异常区: 在藏北高原磁异常略

显平静的背景上, 出现有一系列北东走向和东西走

向的局部磁异常, 异常强度为100～200 nT, 明显区

分于冈底斯北西西走向强度大的磁异常带。

( 3) 塔里木强度较大宽缓正磁异常区: 塔里木

盆地为一系列强度较大而宽缓的磁异常分布, 完全

不同于西昆仑及青藏高原总体磁异常较弱的特征,

一般磁异常强度可达300～500 nT ,梯度变化为10～

20 nT/ km。在南部地区为数条互相平行的北东向正

磁异常, 异常宽度为60～100 km。其中, 盆地南部

一系列北东走向磁异常带延至盆地边缘与西昆仑山

的交界处完全被北西走向的磁异常带所截。

1. 2. 2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新疆西昆仑地区区域化探工作已全面完成, 因

地处高寒山区, 区域化探工作比例尺主要是 1∶50

万, 工作方法为水系沉积物测量, 统计区内39种元

素的背景含量 (几何平均值) (表1)。

表1　新疆西昆仑地区与全国高寒山区地球化学元素含量对比

Tab. 1　Compar ison of element contents of w hole heavy cold mount ainous area and West Kunlun mountain

元素 Au Cu As Sb Hg Pb Zn Ag Cd W Sn M o Bi

新疆

西昆仑
1. 2 22. 6 12. 4 1. 0 43 20 65 57 0. 13 1. 4 2. 1 0. 9 0. 3

中国高

寒山区� 1. 2 19. 3 11. 8 0. 7 16 20 61 67 0. 13 1. 9 2. 6 0. 7 0. 3

元素 Cr Ni Co V T i Fe Mn Li Be Zr Nb La Y

新疆

西昆仑
50 25. 6 11 63 2 685 4. 4 787 31 1. 7 145 11. 4 31. 4 20

中国高

寒山区� 52 22. 5 10 65 3 153 3. 8 753 30 2. 0 241 12. 5 34. 3 22

元素 Sr Ba F B P U Th SiO 2 K 2O Na2O CaO M gO Al2O 3

新疆

西昆仑
303 552 484 38. 6 588 2. 2 9. 9 59 2. 1 1. 9 8. 5 2. 1 10. 9

中国高

寒山区� 173 448 473 42 531 2. 2 10 61 2. 3 1. 6 3. 6 1. 6 10. 9

　　　注: � 任天祥等 1996年资料。Au、Ag 含量为×10- 9, S iO 2、K 2O、CaO、MgO、Al2O 3 含量为×10- 2, 其他为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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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全国高寒山区水系沉积物中39 种元素含量

相比 (表1) , 可以看出, 西昆仑山大多数元素含量

高于全国高寒山区元素含量水平。以全国高寒山区

元素含量平均值为标准, 计算各元素的相对富集系

数 (新疆西昆仑/全国高寒山区) , 西昆仑大于1. 1的

元素依次为Hg、CaO、Sr、Mn、Mo、Sb、Mg O、

Na2O、Cu、Fe2O 3、Ni、Co 共12 种元素, 相对富集

系数最大的元素是Hg , 为2. 67, 其他元素, 如Mo

为1. 36, Sb为1. 35, Cu 为1. 17, 属明显富集的元

素; 小于0. 9的元素依次为Y、Ti、Ag、Be、Sn、W、

Zr 等7种元素, 相对富集系数在0. 89～0. 70; 其他

元素含量相当, 相对富集系数在0. 9～1. 1, 包括Au、

Pb、Zn等元素。

铜元素的富集区出现在乌孜别里、卡拉玛、乌

依塔克、恰尔隆、西若、阿克晓、杜瓦、麻扎大拉、

岔路口北、阿羌、上其汗和柯西等地, 以恰尔隆、杜

瓦、麻扎大拉、岔路口北和柯西规模较大, 它们多

与构造线方向一致, 呈带状展布。

金元素的富集区出现在乌孜别里、卡拉玛-乌依

塔克一带、瓦卡、阿克晓、俘虏沟、柯西等地, 与

铜富集区比较, 相对较为分散, 最大的富集区位于

布伦口-乌依塔克地区。

铅锌元素的富集趋势非常明显, 主要集中在黑

卡—岔路口一线, 单个富集区面积达万余平方千米,

是西昆仑, 也是新疆最为醒目的铅锌富集区, 找矿

潜力巨大; 此外, 铅的富集还出现在塔什库尔干西

和大红柳滩一带, 其他地段则比较零星。

汞、锑元素的富集特征类似铅, 集中大面积强

烈富集。汞的大面积富集区有两个: � 一个位于南

部的乔戈里—神仙弯—岔路口一线, 与这一地区铅

锌的富集区大体一致。� 一个位于东部的黄羊岭地
区, 与这一地区锑的富集区基本同位。锑只有一个

显著富集区, 位于东部的库牙克断裂东南的黄羊岭

地区。汞锑的富集区都具备或接近地球化学巨省规

模, 蕴藏着巨大的找矿潜力。

2　主要矿床及特征

研究区横跨塔里木、华南板块两大构造单元,地

层齐全, 岩浆岩发育, 变质作用广泛, 地质构造复

杂, 具有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截至目前, 区内已

发现矿产信息300余处。其中, 矿床19处, 矿点、矿

化点280多处。已知矿种达40多种, 以铅、锌、铜、

铁、锑和宝玉石等矿产为主。

从已有勘查结果及成矿地质条件分析, 铅、锌、

铜、铁、锑和宝玉石等矿产是该区的优势矿产, 根据

金属矿床、矿 (化) 点特征, 可将其归纳为9种主要

矿床类型: � 以碳酸盐岩为容矿岩石的沉积改造型铅

锌矿床, 以塔木铅锌矿床、卡兰古铅矿床为代表。�

砂岩型铜矿床, 以特格里曼苏铜矿为代表。 火山岩
型块状硫化物矿床, 以乌依塔石含铜黄铁矿床、上其

汗含铜黄铁矿和塔木其铜锌矿床为代表 (贾群子等,

1999)。!岩浆热液型铜矿床, 以库地含铜磁铁矿床

为代表。∀ 以浅变质碎屑岩为容矿围岩的脉状金矿
床, 以阔克吉勒嘎金矿床为代表。#脉状锑矿床, 以

黄羊岭锑矿床为代表。∃ 沉积型菱铁矿床, 以切列克

其、黑卡铁矿床为代表。%与菱铁矿密切相关的热液

脉状铜矿床, 以卡拉玛铜矿床为代表。&沉积变质型
铁矿床, 以布琼铁矿床为代表。

2. 1　典型矿床

2. 1. 1　卡兰古铅矿床
�

位于阿克陶县库斯拉甫村北东17 km 处, 地理

坐标: 东经76°24′, 北纬38°02′45″, 有简易公路直达

矿区, 交通方便。

矿床位于塔里木板块西南的铁克里克古陆地块

中 (Ⅲ1 )。出露地层为泥盆系: 其下统为塔木群灰绿

色细—中粒变余石英砂岩夹粉砂岩、千枚岩; 其中

统阿尔它西群为一套碎屑岩、碳酸盐岩, 在矿区可

分为7层, 下部3层中为含矿层。第一层为黑色—灰

黑色薄层石灰岩夹泥质灰岩和石英砂岩, 其中有10

m 砂岩具方铅矿浸染; 第二层为灰岩-白云质灰岩或

白云岩, 是主要的含矿层位, 厚约40 m ; 第三层为

灰质、白云质砾岩, 见石英脉和铅矿化。矿区构造

简单, 为一北东向向斜, 派生有很多次级断裂, 构

成矿液主要通道。矿区内及附近未见中酸性岩浆活

动, 仅在矿体上盘见辉绿岩脉, 与矿化无关。

矿体产于白云岩化石灰岩中, 个别产于白云质

砂岩中。发现的10余个矿体, 分布在向斜两翼, 北

　� 新疆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 新疆南疆西部地质矿产图说明书,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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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为主矿区。以Ⅱ号矿体最大, 占矿区总储量的85%

以上。Ⅱ号矿体呈似层状产出, 与地层产状基本一

致, 长657 m , 厚9～19. 5 m, 垂深600 m 以上, 其

他矿体长一般在百米以内, 一般厚2～6 m。

矿石矿物为方铅矿, 次为黄铁矿、黄铜矿和闪

锌矿, 并有微量砷钴矿; 次生矿物有孔雀石、铜蓝、

蓝铜矿、辉铜矿、钴华、白铅矿及铁锰氧化物。脉

石矿物主要是白云石, 次为石英、方解石及少量重

晶石。

矿石结构简单, 主要为粒状结构, 方铅矿呈自

形晶。矿石构造以浸染状为主, 其次为细脉状、致

密块状。

该矿以铅为主, 锌仅个别达工业要求, 伴生有

铜、钴、镓、银。

围岩蚀变主要为白云岩化, 次为硅化, 无明显

分带, 具有面形蚀变特征。

泥盆系陆棚-滨浅海相碳酸盐-碎屑岩建造, 是

铅锌矿的主要含矿地层,其中阿尔它西群最为重要,

该层中白云岩化灰岩与矿化最密切。断裂活动为热

液活动提供了良好通道,对矿层起到叠加改造作用。

矿床类型属沉积改造型。

2. 1. 2　上其汗含铜黄铁矿床

位于北昆仑晚古生代沟弧带内, 在民丰县城南

约90 km 处。地理坐标: 东经83°03′30″, 北纬36°27′

05″, 从民丰县到叶亦克可通汽车, 叶亦克至矿区38

km 交通困难。

矿床所处大地构造位置属塔里木板块南缘中昆

仑地块内 (Ⅲ3 )。含矿岩系为古生代火山沉积岩系。

岩性主要有细碧岩、石英角斑岩、酸性凝灰岩、大

理岩及碳质千枚岩等, 可分3个岩性段。矿体呈似层

状赋存于第二岩性段顶部的酸性凝灰岩中, 与顶板

岩石为突变接触, 与下盘岩石为渐变过渡关系, 矿

体长约520 m, 厚3. 72～16. 23 m , 平均厚度8. 19 m,

矿层倾向北, 倾角70°～85°。矿石具明显的垂向分

带, 上部以块状铜锌及含铜黄铁矿矿石为主, 下部

以浸染状黄铁矿或含铜黄铁矿矿石为主。在纵向上

以其汗河为界, 向东西两侧矿体厚度随地形升高有

变薄的趋势。

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 次为黄铜矿、磁黄铁

矿、闪锌矿及微量毒砂等。脉石矿物为石英、方解

石、绿泥石等。次生矿物有褐铁矿、锌铜绿矾、铁

矾、胆矾、黄钾铁矾、自然硫等。矿石结构主要有

他形粒状结构, 次为半自形—自形粒状结构、填隙

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为块状、浸染状、条带浸染

状、角砾状构造等。矿石品位Cu为0. 82%～2. 51% ,

S 为19. 46% , Pb、Zn 含量1. 88%～3. 11%。矿石

类型主要有铜锌黄铁矿矿石、块状含铜黄铁矿矿石、

块状黄铁矿矿石和条带浸染状黄铁矿矿石四类。围

岩蚀变有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绿

泥石化和绿帘石化, 主要发育于矿体下盘。块状矿

石Cu∶Pb∶Zn为47. 7∶0. 7∶51. 6, 矿床成因属铜

锌型块状硫化物矿床 (贾群子等, 1999)。

2. 1. 3　塔木其铜锌矿床

位于于田县阿羌乡皮希盖村南东约10 km 处的

皮希盖河河谷中。地理坐标: 东经82°09′20″, 北纬

36°28′15″, 从于田县到塔木其可通汽车, 塔木其至矿

区3 km 交通相对困难。

矿区位于塔里木板块南缘中昆仑地块(Ⅲ3)。出

露地层为前寒武系海相火山-沉积岩系, 呈单斜层产

出。侵入岩为华力西期花岗岩和闪长岩。矿体产于

角斑岩、石英角斑岩、变晶安山岩、次生石英岩及

变质砂岩中。地表可圈出3个黄铁矿带和两个铜锌

矿体 (芮行健等, 2002)。

L 1∶黄铁矿带走向82°～262°, 倾向约165°, 地

表出露长约90 m , 最大宽度8 m。主要围岩为石英

岩、绿泥石英砂岩、黄铁绢英岩、黄铁矿绿泥石英

岩。产Ⅰ号矿体, 主要矿石组合为黄铜矿、黄铁矿

矿石。

L 2 : 黄铁矿带地表呈近南北向延伸, 出露长约

170 m , 最大宽度5. 5 m。主要岩性有黄铁矿化砂岩、

绢云母化硅化安山岩、含黄铁矿安山岩、黄铁矿绿

泥石英片岩、黄铁矿石英岩等。产Ⅱ号矿体, 由黄

铜矿和黄铁矿块状矿石组成。

L 3 : 黄铁矿带亦呈南北向延伸, 出露长约120

m , 最大宽9. 5 m。岩性主要有黄铁矿绿泥黑云母片

岩、含黄铁矿安山岩。

Ⅰ、Ⅱ号两个铜锌矿体分别产在L1、L 2黄铁矿

带内, 均呈透镜状产出, 与地层产状一致, Ⅰ号矿

体北段被闪长岩脉穿切。矿体出露长分别为57 m 和

17. 5 m , 最大厚度分别为8 m 和5. 5 m , 矿石矿物有

黄铁矿、黄铜矿、闪锌矿和少量磁铁矿; 脉石矿物

主要为石英、绢云母和少量绿帘石、阳起石等。矿

石具中—细粒半自形粒状结构, 块状构造及浸染状

构造。成矿元素主要为铜、锌, 部分样品金、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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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高。Ⅰ号矿体 Cu 为 1. 0%～8. 54%, Zn 为

0. 13%～18. 36%, Au 为19. 5×10- 6 , Ag 为5. 80×

10- 6～30. 50×10- 6; Ⅱ号Cu为1. 91%～4. 00% , Zn

为 0. 03%～6. 19% , Ag 为 1. 30×10- 6～13. 80×

10- 6。矿石类型主要有块状黄铜黄铁矿矿石、块状铜

锌黄铁矿矿石、浸染状黄铜黄铁矿矿石、浸染状铜

锌黄铁矿矿石和浸染状铜矿石五类。块状矿石Cu∶

Pb∶Zn为26. 3∶2. 6∶71. 1, 矿床成因属铜锌型块

状硫化物矿床。

2. 1. 4　特格里曼苏铜矿床�

该矿位于盖孜河支流特格里曼苏河上游, 地理

坐标: 东经75°29′14″, 北纬38°51′25″, 到矿区有8 km

驮运道, 通行困难。

所处大地构造位置属塔里木板块南缘北昆仑古

生代复合沟弧带(Ⅲ2 )。矿床产于下石炭统紫红色细

砂岩、含铁质砂砾岩、灰白色石英砂岩及黑色页岩

中。矿区为单斜构造, 地层倾向北东, 倾角30°～80°,

局部有倒转现象。矿区范围东西长5. 4 km, 宽400

m。共有4个含矿层, 初步圈定工业矿体22个。其

中, 底部含矿层2个、中部含矿层6个、上部含矿层

12个、顶部含矿层2个, 以上部含矿层最为重要。上

部含矿层断续长4 km, 矿化主要集中在1. 5 km 范围

内, 矿体呈似层状、扁豆状, 产于灰—灰白色砂岩

及灰黑色细砂岩中, 单个矿体长44～398 m , 厚1. 0

～ 10. 54 m , 含铜 0. 62%～ 4. 92% , 平均品位

1. 26%。金属矿物以硫化物为主, 主要是黄铜矿, 其

次为辉铜矿、黝铜矿, 另有微量斑铜矿、方铅矿、闪

锌矿、黄铁矿和磁铁矿。含铜氧化物有孔雀石、蓝

铜矿, 局部有赤铜矿、自然铜。脉石矿物为石英、方

解石和重晶石。矿石以浸染状为主, 局部为致密块

状、条带状及细脉状。矿石除铜外, 伴生银、镓、铅、

锌、锰、钴等有益组分, 其中银含量较高, 一般10

～30×10- 6 , 最高可达300×10- 6。矿床成因属沉积

改造型铜矿。

2. 1. 5　卡拉玛铜矿床�

位于喀什西南布伦口西南20 km 处, 地理坐标:

东经74°44′05″, 北纬38°48′38″。汽车可直达矿区, 交

通方便。

矿床所处大地构造位置属羌塘微板块西北缘慕

士塔格地块中段(Ⅲ6)。区内地层为古元古界黑云母

斜长片麻岩、黑云母石英片岩、石英岩、大理岩等。

矿区位于紧密倒转向斜的北翼, 地层倒转, 北倾, 倾

角50°～80°。断裂发育, 卡拉玛逆断层、东大沟断层

与成矿关系最密切, 矿体受北东、北西两组羽状断

裂控制明显。矿区内侵入岩发育, 有中生代第一次

侵入碱性花岗岩、花岗岩, 第二次侵入黑云母石英

闪长岩、角闪石英闪长岩。石英闪长岩和脉岩与矿

化有关。

矿区东西长8 km , 南北宽6 km , 主要由卡拉玛、

大东沟、西山头矿段组成。矿体赋存于镁铁白云岩

脉中, 部分产于碱性花岗岩的蚀变岩及绢云母石英

片岩中。矿脉围岩蚀变明显, 主要为镁铁白云岩化、

菱铁矿化、绢云母化、硅化和黄铁矿化等。矿体呈

脉状、凸镜状。卡拉玛矿段有5个矿体, 其中1号矿

体长为360 m , 平均厚为2. 36 m (最厚为7. 7 m) , 埋

深为160 m , 铜平均品位为3. 27% (最高11. 06% ) ,

其余4个矿体长为40～120 m , 厚为0. 7～2. 265 m ,

铜平均品位为 2. 09%～3. 395%。西山头矿段长 1

000 m, 有两个矿体, 长分别为45 m 和70 m , 厚为

1～3. 2 m , 铜品位为2%。东大沟矿段有3个凸镜状

矿体组成, 长为70～120 m , 厚2. 7 m , 铜平均品位

为4. 36%。

矿石矿物以黄铁矿、黄铜矿为主, 少量砷钴矿、

毒砂、斜方辉钴矿、菱铁矿。脉石矿物为菱铁矿、镁

铁白云石及少量石英。矿石具有星点状、细脉浸染

状、条带状及致密块状构造。铜平均品位为3. 16% ,

可选性好。矿石伴生金、银, 且具有金银与铜呈正

消长关系, 可综合回收利用。矿床成因为热液脉状

铜矿。

2. 1. 6　阔克吉勒嘎金矿床 

位于乌孜别里山口北东5 km 处, 地理坐标: 东

经73°52′20″, 北纬39°24′, 汽车可直达矿区, 交通比

较方便。

矿床所处大地构造位置属羌塘微板块西北缘阿

克赛钦古生代陆缘盆地西段(Ⅲ7)。金矿化产于志留

系—泥盆系木吉群硬绿泥石绢云母化千枚岩内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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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破碎带中, 破碎带长逾400 m, 宽20 m , 具有绢

云母化、高龄土化、黄铁矿化 (褐铁矿化)、硅化等

蚀变。有4个矿体, 均呈脉状, 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

长为114～225 m , 厚为 0. 76～8. 12 m , 金品位为

1. 03×10- 6～23. 95×10- 6, 平均品位为6. 3×10- 6。

矿石有两种类型, 石英脉型和破碎蚀变岩型, 成因

类型属变质碎屑岩型金矿。

2. 1. 7　切列克其铁矿床�

位于中巴公路177 km 西侧支沟8 km 处的高山

上, 地理坐标: 东经74°57′, 北纬38°32′, 汽车可达

矿区, 交通比较便利。

矿床所处大地构造位置属羌塘微板块西北缘阿

克赛钦古生代陆缘盆地西段 (Ⅲ7 )。含矿岩系为变质

的海相碳酸盐碎屑岩建造, 主要岩石类型有云母石

英片岩、大理岩、绿帘长石石英片岩、石榴黑云石

英片岩、矽线黑云石英片岩、方解石英变粒岩、阳

起石英黝帘石变粒岩等。可划分为片岩、大理岩、片

岩夹变粒岩三个岩性段。

矿区构造总体为单斜层。矿层与围岩中层间滑

动较发育。矿体在围岩中顺层展布, 与围岩同步褶

皱, 界线清楚。矿体走向近东西向, 倾角40°～50°。

矿区由3条矿体组成。其中, 1号矿体产于大理岩段,

有6个菱铁矿层; 2号矿体产于片岩段, 只有1层矿;

3号矿体产于片岩夹变粒岩段, 有4层菱铁矿。矿石

为粗粒半自形—自形晶结构, 有层状、块状、微条

带状或纹层状、浸染状构造等。矿石物质成分单一,

主要为菱铁矿。脉石矿物有石英、白云母, 此外普

遍出现黄铁矿、辉铜矿、黄铜矿等硫化物。矿石品

位较富, 分布均匀。单个样品铁最高品位为52. 25%,

最低品位为30. 85%, 平均品位为45. 07%。可溶铁

与全铁含量接近, 平均相差0. 74, 说明硅酸铁含量

极少。矿石中含锰量为0. 3～0. 4%, 含磷最高为

0. 01% , 硫除3号矿体含量为0. 216%外, 其余矿体

均在0. 2%以下, 铜含量一般为0. 01%～0. 6%。矿

石类型简单, 均为一级富矿。远景储量达3 000万t ,

有望成为我国西部一个重要的大型富铁矿基地。切

列克其铁矿容矿岩石为元古宇变质碳酸盐岩碎屑岩

系, 矿石具层状、块状、微条带状或纹层状构造, 以

菱铁矿为主, 矿体规模大, 品位富, 均产于碳酸盐

岩与碎屑岩的过渡部位, 层位稳定, 分布广, 属典

型的沉积改造型铁矿床。

2. 1. 8　布琼铁矿床

位于皮山县瑙阿巴提乡布琼村南, 地理坐标: 东

经78°03′, 北纬37°01′, 汽车可达布琼村, 布琼村到

矿区7 km 为驮运道, 交通比较困难。

矿区所处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塔里木板块南缘铁

克里克陆缘地块中段(Ⅲ1)。矿体产于新太古代—古

元古代喀拉喀什群和埃连卡特群的交界线附近 (芮

行健等 , 2002)。喀拉喀什群变质程度较深, 呈现片

麻岩、片岩和混合岩。埃连卡特群为浅绿片岩和绿

片岩相的千枚岩和板岩, 两套岩石呈构造不整合。矿

区岩性为黑云母片麻岩、绢云母石英片岩、含铁石

英岩、绿泥绢云母石英片岩。在硅铁岩层附近有两

层不太厚的玄武岩层, 并有大理岩夹层和透镜体。

布琼磁铁石英岩矿化带, 受推覆构造影响, 呈

弧形系列分布。弧线总长度大于10 km , 矿化带连续

长度大于4 km , 厚度0. 3～0. 7 km ; 矿化体呈层状,

一般为3层, 最多达8层, 矿化沿走向有分段富集趋

势。单矿体延伸长度一般数十米至数百米, 个别上

千米, 厚2～8 m。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 黄铜矿

也较普遍, 另有少量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 风

化矿物有褐铁矿、铜蓝、孔雀石; 脉石矿物主要是

石英、透闪石、阳起石、绿泥石、黑云母和方解石

等。矿石品位: TFe为15%～18%; SiO 2为12%～

45% , 一般为 29% ; Cu 为0. 1%～2. 3%, 一般为

0. 3% ; Au为0. 02×10- 6～0. 9×10- 6 , 一般为0. 2

×10- 6。布琼磁铁矿的条带状构造不明显,常被透闪

石、角闪石、阳起石粗晶或伟晶集合体所取代, 在

大理岩化变粒岩中赋存有致密块状的镜铁矿层或透

镜体。在布琼矿化带向东延约10 km 的皮亚特曼, 也

有硅铁建造出露。

布琼铁矿容矿岩石为新太古代—古元古代深变

质碎屑岩夹磁铁石英岩建造, 矿石矿物以磁铁矿为

主, 层位稳定, 与地层同步变形, 属典型的沉积-变

质型铁矿。

2. 2　找矿新发现

2. 2. 1　黄羊岭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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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 1　矿区地质特征

黄羊岭锑矿位于可可西里陆缘活动带 (Ⅲ5) 北

部, 矿区面积约27 km
2 , 呈北东—南西向的长条形

分布, 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矿区夹于南北两条

断裂之间, 北部断裂以北为厚层灰黑色页岩, 南部

断裂以南为厚层岩屑砂岩, 矿区内出露地层为下二

叠统黄羊岭组第1段。岩性为灰绿色、浅黄褐色中层

状中细粒岩屑砂岩、凝灰岩、凝灰质砂岩与灰黑色

薄层状泥质粉砂岩、粉砂质页岩不等厚互层。

矿区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为一系列北东—南西

向分布的断裂, 多为逆断层, 倾向北。少量发育次

一级北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北东—南西向断裂构

造为控制矿化、围岩蚀变范围的主要因素。矿区及

周边数千米范围, 不见岩浆活动。

2. 2. 1. 2　矿床地质特征

矿床硅化交代石英脉体十分发育, 矿化与其紧密

共生, 依据石英脉的分布及脉体岩性特征, 从东向西依

次划分为Ⅰ、Ⅱ、Ⅲ、Ⅳ 四个矿化带。前3个矿化带

依次沿矿区北部断裂斜列式平行排列, 北东—南西向,

Ⅳ号矿化带沿矿区南部断裂边缘分布, 近东西走向, 主

体呈向东撒开、向西收敛的“帚”状, 两断裂之间为厚

度较大的灰黑色页岩、泥质粉砂岩 (图2)。

图2　黄羊岭锑矿矿区地质图

Fig. 2　Geolog ical sketch of Huangyangling antimany o re depo sit

1. 岩屑砂岩与页岩互层; 2. 页岩夹岩屑砂岩; 3. 地质界线; 4. 逆断层及产状; 5. 性质不明断层; 6. 地层产状;

7. 黄铁矿化; 8. 辉锑矿 (化) 石英脉; 9. 方解石脉; 10. 矿带编号

　　Ⅰ号矿化带: 位于矿区东部砂岩及页岩中, 长

3 500 m, 宽300～1 000 m , 东窄西宽。石英脉为灰

—深灰色微粒状的致密块状, 裂隙不发育, 在地表

形成突起地貌。脉体走向以210°为主, 近东西向及近

南北向脉体规模较小, 最大脉体宽十余米, 延长达

1 km , 大多脉体宽在0. 1～1 m, 延长数十米到数百

米, 脉体与围岩界线清楚。

Ⅱ号矿化带: 位于Ⅰ号矿化带西南,长4 000 m ,

宽1 000 m, 宽度变化不大。石英脉为灰—深灰色微

粒状和灰白色细粒状两种, 灰白色细粒石英脉中含

较多砂岩、凝灰岩交代残余角砾。其中, 水晶芽较

发育。该带脉体较小, 多为连续性好的单脉, 宽度

一般1 m 左右, 延长数百米不等, 走向以210°方向为

主, 与地层走向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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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号矿化带: 位于Ⅱ号矿化带西侧, 其间以灰

绿色岩屑砂岩相隔, 长5 000 m , 宽700～1 500 m。

石英脉体极为发育, 以灰白色细粒石英脉为主, 主

要分布矿化带中段,两端为深灰色微粒状石英脉,脉

宽大多在0. 5 m 以上, 1～2 m 者常见, 延长数十米

至数百米不等, 脉体方向以210°方向为主, 西南端有

少量脉体成北西向分布, 北东端地层较为破碎, 脉

体小而密集, 方向凌乱。

Ⅳ号矿化带: 位于矿区南部,东西向分布。东端

与上述矿化带相距数百米, 西端与Ⅱ、Ⅲ号矿化带相

距很近。长约6 000 m,宽约200～500 m ,其间约有1

500 m 长的地段无石英脉分布。因此,可分为东西两

个脉体集中区,石英脉体为深灰—灰黑色微粒状,最

大脉体宽十余米,延长数百米, 走向以北西向为主,

少数脉体呈东西向及南北向,规模较小,地表基本为

单脉,个别小脉体为“十”字形交叉。

辉锑矿化主要与深灰—灰黑色微粒石英脉有

关, 灰白色细粒石英脉中少见矿化。矿化强度及规

模与地层硅化强度和交代石英脉的数量呈正相关关

系。矿化主要发育于中—强硅化砂岩或凝灰岩地段,

石英脉体越多, 规模越大, 伴随的辉锑矿脉越密集,

规模也越大, 最宽可达0. 5 m。远离主石英脉体200

～300 m 以外, 硅化与矿化均很微弱, 辉锑矿脉宽度

小于0. 05 m , 矿脉两侧有数毫米宽石英外壳。矿石

矿物主要为辉锑矿, 少量黑钨矿、雄黄、黄铁矿以

及黄锑华、锑华等辉锑矿的氧化物; 脉石矿物为石

英。黑钨矿、雄黄与辉锑矿共生, 局部可见黑钨矿、

雄黄单独出现。矿物组合以石英 (石髓) 辉锑矿为

主, 有极少量石英 (石髓) 辉锑矿黑钨矿、石英

(石髓) 辉锑矿雄黄矿物组合。矿石为柱状显微粒状

变晶结构、自形柱状结构, 致密块状、浸染状、脉

状、晶簇状等构造类型。其中以晶簇、脉状构造品

位较高, 致密块状中含较多微粒石英。矿石中微量

元素组合受成矿热液性质、围岩地球化学特征的影

响, 成矿元素主要为Sb, 伴生元素Hg、As、W、Ag、

Mo、Zn、Sn, 以Hg、As、W与Sb 相关性最好, 微

量元素组合为Sb-Hg-As-W 型。

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碳酸盐化、黄铁矿化、褪

色化, 具明显的分带性。内部为硅化, 外部为碳酸

盐化, 黄铁矿化在石英脉内, 使石英脉呈褐红色, 褪

色化分布在含锑石英脉两侧砂岩中, 使砂岩呈灰色

调, 与褐色砂岩明显不同, 宽度仅几米。其中, 以

硅化分布最广泛, 硅化范围基本与整个矿区范围一

致, 可分为两期, 早期以形成显微粒状石英脉为特

征, 晚期以形成细粒状石英脉为特征, 而矿化与早

期石英脉关系更为密切, 可作为矿区最特征找矿标

志; 碳酸盐化与硅化具有互补性, 有硅化则无碳酸

盐化, 无硅化则有碳酸盐化。矿床成因属热液脉型。

2. 2. 2　俘虏沟铜矿点�

位于和田市南部高山区, 新藏公路大红柳滩站

西部, 地理坐标: 东经78°57′, 北纬35°46′, 交通困

难。所处大地构造位置属可可西里中生代陆缘活动

带 (Ⅲ5) 大红柳滩边缘盆地南缘, 北部出露三叠系

克勒青河群浅变质砂岩、片岩、千枚岩, 南部为甜

水海群变砂岩、千枚岩, 两者角度不整合接触。区

内燕山期岩浆活动强烈, 花岗岩和基性、酸性岩脉

均有分布。硅化、褐铁矿化、电气石化及接触交代

蚀变现象普遍, 局部形成铁帽。

目前, 共圈定 6处铜铁矿(化)体。最大矿体长

350 m ,宽1. 5～2 m, 铜品位为4. 65%～15. 12%; 其

他5处矿(化)体出露较差, 长40～150 m, 宽一般在

0. 5～2. 6 m ,呈脉状与菱铁矿长英质脉共生或产于

层间破碎带内,铜品位为0. 21%～11. 14%。拣块化

学样铜品位为4%～8. 6% ,最高达17. 4%。银品位为

33. 5×10
- 6
～1 030×10

- 6
, 锌品位为 0. 15%～

0. 17%,铅为0. 14%。所采铜铁矿石全铁品位一般为

18. 2%～44. 6%。矿石矿物主要有黝铜矿、黄铜矿、

菱铁矿、斑铜矿及其次生氧化物孔雀石、蓝铜矿、褐

铁矿等, 重砂样有石榴子石、钛铁矿、黑钨矿、白钨

矿、镁铝榴石( ? )、孔雀石、铌铁矿和磷氯铅矿等矿

物。该矿点已发现的铜铁矿(化)体与原生晕测量化

探异常空间吻合好,且铜铁矿体与银锑铅锌矿化体

相伴产出,矿(化)带延伸长度与异常长度相当(大于

1 000 m) , 区域延伸大于12 km ,具有较大找矿潜力。

同时,区内部分化探异常与燕山期花岗岩具有较好

的空间耦合性, 重砂中常见铜、铅、钨等矿物, 亦应兼

顾热液型及接触交代型铜金矿床的寻找。

2. 3　区域成矿规律

区内已知矿产地在地理上分布不均匀,昆仑山

136　　　　　　　　　　　 　西　北　地　质　　N ORTH WES TERN GEOL OGY　　　　　　　　　　　　2006 年

� 湖北地调院, 新疆西昆仑喀拉喀什河中上游地区矿产资源评价报告, 2004。



北坡靠近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地区,由于山势较低、交

通条件好,工作程度相对较高, 矿产地较多, 利用程

度也高。开发利用的主要矿产有煤、石膏、铜、铅锌、

硫、石灰岩等。西昆仑、喀喇昆仑、帕米尔高原腹地等

地区,由于海拔高、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工作程度

低而发现的矿产种类及数量均较少, 矿种主要有铁、

铜、锑、黑钨矿、白云母、水晶、宝玉石、锂辉石等,其

中白云母、玉石、砂金矿的开发利用程度较高。

空间上, 内生矿产受次级断裂控制,常成带状集

中分布于大断裂带或次级断裂交会处以及受这些断

裂控制的岩体或岩体周围。时间上,与中酸性火成岩

有关的内生矿产(铁、铜、铅、锌、锂、铍、黄铁矿、云

母、水晶等)成矿时代主要集中在中元古代、晚古生

代晚期及中生代中期, 玉石矿主要含矿地层集中在

元古宙;沉积型铜矿见于石炭系中;沉积型铁矿主要

有产于志留系及侏罗系的菱铁矿; 沉积变质型铁矿

主要产于古元古界喀拉喀什群硅铁建造中; 塔木—

卡兰古—库斯拉甫一带的层控型铅锌矿床与石炭系

有关; 脉状锑矿集中在二叠系黄羊岭群中的砂岩和

泥质岩中;上其汗和阿克塔什—萨洛依一带的块状

硫化物矿床主要与石炭纪火山岩有关;成煤期主要

是侏罗纪。不同的岩浆岩、岩浆系列及岩石化学特征

有明显的内生矿产成矿专属性, 如与超基性岩有关

的矿产有铬、镍、蛇纹石、滑石、石棉,基性岩与磁铁

矿有关, 中酸性侵入岩与铁、铜、铅锌、钨有关,伟晶

岩与稀有金属、白云母、水晶有关; 外生沉积矿产的

形成总是与一定的沉积建造、岩相组合相伴随, 如海

相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中产磷及铜,泻湖相含盐建

造产石膏、食盐,泥岩沼泽相含煤建造等。

3　潜力分析及靶区优选

3. 1　找矿潜力分析

从地球化学角度来看, 西昆仑相对富集的14种

元素,按元素组合可分为造岩元素CaO、MgO、Na2O

组, 成矿元素Mo、Cu组,低温热液成矿元素Hg、Sb

组,黑色金属成矿元素Fe2O 3、Mn和与基性-超基性

岩密切相关的元素Ni、Co 和分散元素Sr、Ba、P。

( 1)造岩元素 CaO、MgO、Na2O 组: 造岩元素

CaO、Mg O、Na2O 明显高于全国高寒山区平均水

平。CaO高出1. 36倍, MgO是全国的1. 3倍, Na2O

是全国的 1. 19 倍, 其他造岩元素基本相当,表明西

昆仑总体处于高CaO、MgO、Na2O 的地球化学环境

中,这与西昆仑显生宙地层中大量出现碳酸盐岩、前

寒武系中普遍有镁质大理岩、不同时期火山岩多高

钠的地质特征一致。从成矿地质环境来讲,则反映了

西昆仑地区寻找与细碧角斑岩有关的块状硫化物矿

床、镁质大理岩与碱性侵入岩并存地区的宝玉石矿

及碳酸盐岩与长英质侵入岩并存地区的接触交代型

矿床的潜力较大。实际上,就目前掌握的矿产情况来

看, 块状硫化物和宝玉石矿是西昆仑的主要优势矿

产或主要矿床类型, 接触交代型矿床仅有一些线索,

尚无成型矿床。结合成矿元素的分布特征,西昆仑地

区应注重与上述建造或建造组合有关的矿床或矿种

的寻找,并且潜力较大。

( 2)成矿元素Mo、Cu 组: 成矿元素Mo、Cu明显

高于全国高寒山区平均水平, Mo 高出0. 36 倍、Cu

高出 0. 17倍,而与全国总体平均水平相当, 表明西

昆仑铜、钼矿的成矿潜力至少与全国相当。西昆仑地

区有两个以Cu、Mo 元素为主要组合、伴随有其他多

种成矿元素和指示元素的明显富集区: 西部昆仑山

腹地的西若地区和东部山前地带的柯西地区。前者

呈等轴状,面积1 400 km 2, 以Mo 为主,是新疆昆仑

山钼元素富集程度最高的地区,构造上处于阿克赛

钦古生代陆缘盆地, 西临塔什库尔干断陷,北北西向

喀喇昆仑断裂从西南通过;后者以Cu为主,呈近东

西向带状,区内长约 100 km、宽约 25 km ,向东延入

新疆东昆仑, 构造上处于康西瓦-鲸鱼湖缝合带, 北

临阿尔金-苦牙克深大断裂。Mo 高值区除在上述两

个地区与Cu密切伴生外,在麻扎达拉—黑卡一带的

铜多金属元素富集区,出现相对的高值区。Cu的分

布特征更为复杂,就元素组合而言,除Cu、Mo 组合

外,与之并行的还有Cu-铁族元素组合、Cu-Ni、Cu-

Pb-Zn和Cu-Au。Cu-铁族元素组合主要是火山岩型

块状硫化物成矿环境的反映, 指示这类矿床的找矿

区域,如上其汗、塔木其、乌依塔克等; Cu-Ni组合可

能是矿化基性杂岩体的反映, 其区域主要在铁克里

克、北昆仑北缘两个成矿带结合部位,其次是苦牙克

断裂西南段、科岗断裂北西段和木吉西南地区; Cu-

Pb-Zn组合推测是与碎屑岩中的多金属矿化(沉积

喷气型)有关, 代表性区域为岔路口一带; Cu-Au 组

合以已知的卡拉玛铜矿区为代表, 这些特征表明Cu

在西昆仑分布的复杂性。

( 3)低温热液成矿元素Hg、Sb组:普遍认为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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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是低温成矿作用的特征性元素, 成矿时代一般较

新,并与断裂构造密切相关。西昆仑Hg、Sb 明显高

于全国高寒山区含量水平, Hg 高出1. 67倍、Sb 高

出0. 35倍, 也高于全国平均含量,是新疆 Hg、Sb 含

量最高的地区。Hg 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 南部的岔

路口和东部的黄羊岭, 前者位于喀喇昆仑中生代陆

缘盆地,后者处于可可西里陆缘活动带中的木孜塔

格中生代裂陷盆地, 均分布在中生代大地构造单元

中。Hg 在岔路口和黄羊岭地区高度富集, 形成极为

醒目的区域性异常,面积均上1万 km2 ,区内沉积建

造主要是高钙碎屑岩和碳酸盐岩, 在有自然重砂样

品控制的地段,均可圈出辰砂异常,其含量可达砂矿

品位。Hg 形成于裂陷盆地沉积环境,而Sb 主要属断

裂构造控制,具体属苦牙克断裂带控制, 因此, Sb的

富集区集中在西昆仑东部的苦牙克断裂带南缘,实

际上是新疆传统意义上的东昆仑西北缘。除上述两

区一带外, 其他广大西昆仑山地区的Hg、Sb 含量均

较低,起伏变化也不大 ,因此, 西昆仑地区的高Hg、

Sb 特征, 实际上是前述两区一带的高度富集引起

的,结合区域高钙特点,展示了两区一带中寻找汞、

锑矿的巨大潜力。

( 4)黑色金属成矿元素Fe2O3、Mn:与Hg、Sb相

比, Fe2O3、Mn 的相对富集程度较低, Fe2O 3高出全

国高寒山区 0. 16 倍, M n 高出全国高寒山区 0. 37

倍,尽管如此, 因Fe2O 3、Mn 属常量或宏量元素, 成

矿过程中元素富集程度与微量元素相比要低得多,

因此,其体现出的找矿意义值得高度重视。新疆西昆

仑已知的金属矿产主要是铁矿, 代表性矿床有切列

克其铁矿、黑卡铁矿、卡拉墩铁矿和布琼铁矿等。切

列克其铁矿为大型富铁矿, 黑卡铁矿为中型,卡拉墩

铁矿具有大型远景, 三者均为产于志留系温泉沟群

中的沉积型菱铁矿,沿温泉沟群分布区,还有大量菱

铁矿矿化点, 分布在近500 km 长的带上; 布琼铁矿

位于铁克列克陆缘地块,矿床类型属前寒武系硅铁

建造型铁矿。无疑,西昆仑Fe2O 3、Mn 的富集与铁的

成矿作用密不可分,实际上,这几个铁矿区均有面积

较大、强度不太高的Fe2O 3、Mn 异常。Fe2O 3的富集

除与已知铁矿有关外, 还与区内高铁岩石的大量出

现相一致, 这些岩石主要是超基性岩、基性火山岩

等, Fe2O 3 的富集表明这类岩石分布的广泛性。Mn

在包括黄羊岭地区在内的可可西里陆缘活动带中,

呈现相对富集, 与这一地区汞的高度富集关系,目前

还不清楚。但是,这一带沉积地层中锰矿的寻找是今

后找矿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 5)与基性-超基性岩相关的元素Ni、Co : 与全

国高寒山区相比,西昆仑Ni、Co 相对富集,结合前面

谈到的西昆仑富MgO、Fe2O3 ,同时又富CaO、Na2O,

Ni、Co 与CaO、Na2O 是不相容元素,而又在同一区

域中共同富集, 表明它们的富集区域各不相同。从地

球化学图可以看出, M gO、Ni、Co 的富集区主要分

布在康西瓦断裂以北的塔里木构造区, 其间沿区域

性深大断裂分布, 与已知的超基性岩和基性火山岩

的分布总体一致,但其范围要广得多,按已知推未知

的原则, 还应有相当数量的超基性岩和基性火山岩

在地质图上尚未表达,如西昆仑面积最大、强度最高

的MgO、Ni、Cr 异常区,位于于田县南部的克里雅山

口以北的阿什库勒盆地西南, 面积近5 000 km 2, 前

人仅在区内填出一个超基性岩体,结果尼雅河化探

项目在这一地区发现大量超基性岩, 一方面反映了

化探成果的客观性;另一方面表明这一地区超基性

岩分布的广泛性,存在寻找与之有关矿产(铜-镍矿、

块状硫化物矿床)的成矿地质条件。

以上区域化探元素背景分布特征表明,西昆仑

山具备寻找斑岩型铜-钼矿、层控型铅锌矿、岩浆熔

离型铜-镍矿、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铜矿和热液型

汞、锑矿的地球化学条件。

3. 2　找矿靶区优选

根据成矿地质背景、成矿特征和地球化学异常

分布规律,以寻找大型矿产地或特征矿产为目标, 初

步筛选出8处找矿靶区,作为西昆仑下一步部署地

质找矿工作的目标区域。

( 1)岔路口铜、多金属找矿靶区:构造上处于阿

克赛钦古生代陆缘盆地和喀喇昆仑中生代陆缘盆地

的结合部位,有利的地球化学特征表现为区内为铅、

锌、铜、汞等元素的共同富集区, Cu、Pb、Zn、Ag、Cd

累加值异常面积24 000 km
2
, 属新疆规模最大铅元

素富集区的中心部位。

从地球化学块体理论来看,该区处于岔路口铅、

麻扎-岔路口汞、黑恰-甜水海锌三个地球化学巨省

复合部位的中心地段,北部有甜水海铜地球化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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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 。岔路口铅地球化学巨省,面积29 926 km
2
,是

新疆最大的铅地球化学块体。该块体浓集特征极为

显著,具有5层套合的地球化学谱系结构,随着异常

下限不断地提高为 30×10
- 6
、35×10

- 6
、40×10

- 6
、

50×10- 6时, 块体逐步分解为各级子块体和局部异

常,各子块体单位面积内铅元素可供应量不断增加。

块体内铅元素含量及分布稳定, 资源潜力综合排序

处于第一位, 块体内及其单位面积内铅元素可供应

量巨大,分别为148 662万 t 和4. 97万 t。

黑恰-甜水海锌地球化学巨省面积为 14 289

km2 ,是新疆最大的锌地球化学块体之一,与岔路口

铅地球化学块体套合, 资源潜力综合排序在新疆名

列第一位,块体内及块体单位面积内锌元素可供应

量巨大,分别为192 022万t和13. 44万 t ;麻扎-岔路

口汞地球化学巨省是新疆第二大汞地球化学块体,

其资源潜力综合排序第二位, 块体内及其单位面积

内汞可供应量分别为193 074万 t 和6. 86万 t ; 甜水

海铜地球化学省面积3 352 km 2, 块体内铜元素可供

应量为19 112万t , 单位面积铜元素可供应量为4. 96

万 t。

该靶区找矿目标为以铅锌为主的铜多金属矿

床,矿床类型为热水沉积型或以砂岩为容矿围岩的

铅锌矿。

( 2)麻扎大拉多金属找矿靶区:构造上处于阿克

赛钦古生代陆缘盆地和慕士塔格地块的结合部位,

有利的地球化学特征表现为区内为铜铅锌银等元素

的共同富集区。

出露地层志留系温泉沟群为一套海相碎屑岩,

局部夹碳酸盐岩,主要岩性有变质砂岩、石英砂岩、

板岩、千枚岩,属西昆仑地区富集成矿元素最多的层

位,富集元素有Cu、Au、Zn、Pb、Ag、Mo、W、Sn、Bi、

Sb、As、Ni、Co、V、Fe、Li等。

在该地区圈定的麻扎铜地球化学省呈东西向条

带状
M
, 面积2 123 km

2
,该块体规模、形态总体稳定,

伴生有较大规模的钼异常,块体内铜元素可供应量

为10 413万t ,单位面积铜元素可供应量为4. 90万t。

主攻目标以铅锌为主的铜多金属矿床, 矿床类

型为热水沉积型或以砂岩为容矿围岩的铅锌矿。

( 3)乌孜别里金、铜、多金属找矿靶区: 构造上处

于阿克赛钦古生代陆缘盆地西端,乌孜别里深断裂

呈东西向纵惯全区�。

出露地层北部为下古生界志留系黑色岩系, 碳

质泥岩含面碳量可超过 5%, 岩石千枚岩化普遍, 石

英脉发育,这在西昆仑地区是少见的。主要岩石类型

为各种千枚岩, 此外有大量绿泥硬绿泥石片岩(或硬

绿泥石绢云千枚岩)、碳质泥岩及少量长石石英砂

岩、长石石英细砂岩、长石石英粉砂岩、铁质石英细

砂岩和结晶灰岩、结晶白云岩、含碳绢云板岩。总的

来看,为一套含铁、富炭、成熟度低的砂岩粉砂岩泥

质岩组合,以粉砂岩和泥质岩为主。地层富含金、铜、

铅、锌、砷、锑等亲硫成矿元素,构成长达32 km、宽7

km 的多元素富集带;同时自然金广泛分布,与化探

异常一样,构成长达32 km、宽7 km 的自然金重矿物

异常带。富集带呈北西西向的带状,面积165 km
2
。其

中,金异常 125 km
2、铜异常122 km

2 ,两者几乎完全

重合,其他组合元素有As、Bi、Sb、Pb、Zn、Cd、B、Ag、

Mo 及 Mn、Fe、Ca、Mg。从面积规模来看, Au、Cu、

Mn、Fe 四种元素相当, 面积在 100 km
2
以上, As 次

之,面积80 km
2, 其他元素多小于50 km

2。异常面积

较小的元素在整个异常带多表现为大面积区域性高

背景。从强度规模来看, Au 有别其他元素居于首

位,极大值为 130×10- 9, 其他均在 30×10- 9～2×

10- 9 , 多数在4×10- 9～2×10- 9,其他元素强度基本

相当,缺少明显的浓度分带。Cu、As 与Au 关系密

切,其下限值分别为80×10
- 6
和50×10

- 6
,极大值分

别为139×10
- 6
和10

4
×10

- 6
,强度较高。另一特点就

是组成综合异常的各单元素异常中心位置除Ca 偏

北、Mg 偏南外,基本上重叠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

内。

南部异常元素组合为 Ba、Ag、K、Cd、Sb、Au、

Pb、Zn、Mo ,异常以Ba、Ag 为主, K 2O 的异常引人注

目。从强度来看, Ba、Au可分出3个浓度带。

靶区内无大规模的中酸性岩体, 沿异常带内的

深断裂,在长15 km 的范围内见3处强蚀变的基性、

超基性岩, 地表呈脉状产出,与地层为侵入接触, 岩

石类型以蚀变辉长岩为主体, 另有少量蛇纹石化辉

橄岩及基性岩, 局部地段片理化发育,沿脉岩边部有

零星黄铜矿化及方铅矿化。主攻目标为产于黑色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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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金矿、火山岩中的银多金属矿,并对杂岩体进

行含矿性评价。

( 4)黄羊岭锑矿找矿靶区: 构造上跨康西瓦-鲸

鱼湖缝合带和可可西里陆缘活动带,处于北东东向

库牙克锑地球化学富集带与东西向黄羊岭汞地球化

学富集区的复合区域, 东南已发现黄羊岭、野马滩

北、云母山、盼水、红山顶等锑矿。独特的地质特征表

现为该区存在两条北东向分布的闪长玢岩带,两带

相距 15 km ,区内有13个面积不到1 km
2 的闪长玢

岩,时代为燕山期, 西段处于库牙克断裂带上,这在

西昆仑是独一无二的, 属典型的地质异常区。

地球化学特征表现为该靶区属东西向黄羊岭-

木孜塔格汞地球化学巨省和北东东向库牙克锑地球

化学富集带的重叠区域。

黄羊岭-木孜塔格汞地球化学巨省面积50 524

km
2
,具有5层套合的地球化学谱系结构, 块体及其

单位面积内汞可供应量分别为313 672万t 和10. 18

万 t ,是新疆最大的地球化学块体, 资源潜力综合排

序第一位,具有寻找大型超大型汞矿床的地质地球

化学条件。靶区东的长山沟已发现汞矿体� 。

库牙克锑地球化学带沿苦牙克谷地南缘呈北北

东向延伸,构成长达400 km 富集带, 宽30 km 不等,

在南段干湖滩以南,高含量向南部溢出。该带总面积

达8 000 km
2, 带内Sb的均值为2. 28×10- 6 ,该值是

西北邻区平均值0. 70×10- 6的3. 25倍,是东南邻区

平均值1. 34×10
- 6
的1. 70倍。因此,该带Sb含量水

平,与其西北或东南邻区存在显著差异,属明显的高

含量地带,是典型的异常区域� 。

主要找矿目标为大型锑汞矿, 同时兼顾对燕山

期玢岩的含矿性评价。

( 5)阿克晓铁(金刚石)找矿靶区:构造上处于铁

克里克古陆地块,出露地层以前寒武系结晶片岩为

主,区内已发现布琼条带状含铜磁铁矿,含矿岩系为

元古宙喀拉喀什群深变质岩系,原岩属陆源碎屑岩-

双峰式火山岩建造。布琼铁矿西部的阿克晓埃连卡

特群绢云石英片岩中, 发现多条钾镁煌斑岩脉( ?) ,

无疑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为追寻金刚石来源提供了

一个新的途径 。西部还圈定了较好的金、铜异常。

该地区的煌斑岩(赵磊等, 1998) ,经赵磊等鉴定

为钾镁煌斑岩,呈脉状产出,煌斑岩褐黑色,斑状结

构,块状构造。斑晶主要为云母类矿物,呈片状集合

体, 六边形,片径一般2～5 mm ,最大达20 mm ,少量

辉石、斜长石、正长石斑晶。基质由辉石、斜长石等组

成。镜下观察呈绿黑色、绿褐色、灰黑色,煌斑结构,

斑晶有金云母、霓辉石、含霓辉石、透长石及假白榴

石等。金云母斑晶大者可达8cm×8cm。基质由金云

母、单斜辉石、钾长石、方解石、铁白云石等组成。开

展该煌斑岩的深入研究, 对阐明塔里木地壳西南缘

壳幔作用过程, 查明金刚石的成岩成矿条件, 指导寻

找金刚石矿床具有重要价值。

靶区目标是继续寻找钾镁煌斑岩和前寒武系中

的磁铁矿,对钾镁煌斑岩的成因进行研究,指导该地

区金刚石矿的找矿工作

( 6)阿羌铜找矿靶区:构造上处于铁克里克古陆

地块,出露地层以前寒武系结晶片岩和火山岩为主,

岩浆岩发育,区内出现石炭纪—二叠纪普鲁-阿羌裂

谷系统, 存在俯冲型的石英闪长岩-石英二长岩组

合、碰撞型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组合和英云闪长

岩-二长花岗岩组合等类型的侵入岩。地球化学特征

为铜、铁族元素异常集中区, 局部叠加有金、锌、砷、

锑等元素的异常。区内已发现产于前寒武系细碧角

斑岩中的塔木铜锌矿点, 矿化类型为块状硫化物型。

近年,又在塔木其、苏克之间的奥依且克,发现产于

蚀变闪长岩中含铜、钼矿化的浸染状黄铁矿化带和

含高品位金矿的多条含毒砂黄铁矿金属硫化物脉。

另外,该区内有一蚀变闪长岩体, 蚀变具面型特征,

金属矿化有黄铜矿化、黄铁矿化、辉钼矿化、方铅矿

化及金矿化等。区内有新疆和田玉开采历史最为悠

久、最负盛名的阿拉玛斯玉石矿。

塔木其地球化学区!, 元素组合主要为铜-铁族

元素。铜地球化学区呈北东东向块体, 形态规则, 长

40 km ,宽13 km,面积420 km 2,西北进入第四系。下

限值提高到40×10
- 6
。具有东西两个浓集中心,极值

分别为59. 7×10- 6和 66. 4×10- 6 ,分别发现塔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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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锌矿和苏克含铜黄铁矿化点。铁族元素(包括

MgO)高值区范围远大于Cu 区,在区内总的变化趋

势与Cu 一致,即西高东低, 最高含量与Cu 的极值区

重叠,局部有Zn异常存在, 而在中部叠加有以Au为

主、元素组合为Au、Ag、As、Sb、Cu、Pb 的多元素异

常,各元素单点样最大值: Au 为 17×10- 9、Ag 为

228×10
- 9
、As 为 115×10

- 6
、Sb 为 2. 3×10

- 6
、Cu

为118×10
- 6
、Pb 为38×10

- 6
,异常与中酸性侵入岩

空间吻合。目前,在石英闪长岩中已发现3条蚀变

带,具斑岩矿床面型蚀变特征,化学分析结果: Cu为

0. 3%、Mo 为0. 01%, 其中的金属硫化物脉含Au高

达12×10- 6和18×10- 6。

该区主攻目标:以块状硫化物铜锌矿为主, 兼顾

与蚀变闪长岩有关的多种金属矿化和玉石矿。

( 7)恰尔隆铜、金找矿靶区: 构造上处于北昆仑

晚古生代复合沟弧带, 该区西北部同构造带是西昆

仑块状硫化物矿床集中分布区, 区域地球化学异常

图上, 属铜异常区, 同时出现砷、锑、汞等的异常,南

北分别叠加有金、钼异常。

出露地层主要为石炭系含炭砂岩,东、南以深断

裂与前寒武系或侵入岩相邻,地层显著富集Cu、As、

Hg、Li、F,相对富集Zn、Sb、W、Mo、Bi、B、Cr、Ni、V、

Ca、Fe等元素, 区内北部有一华力西期花岗闪长岩

岩枝。在南部圈定的恰尔隆异常面积218 km
2, 元素

组合以Mo、Cu、Au 为主;北部圈定的艾捷克异常面

积135 km
2
, 元素组合以Au、Cu、As、Sb、Mo 为代表。

主攻目标以铜多金属矿床为主, 矿床类型为块状硫

化物型,同时兼顾金矿的寻找。

( 8)库牙克断裂沿线铜、镍、锑找矿靶区:该区位

于中昆仑地块和康西瓦-鲸鱼湖缝合带结合部位库

牙克断裂两侧,地质构造环境的多样性为不同矿种

和不同类型矿床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沿库牙克断裂,超基性岩体断续分布。东段除发

现多处石棉矿外, 在沙巴恰普进行沙金矿普查时,发

现这一带自然重砂中矿物组合极其复杂, 并有锇钇

矿、粗铂矿;中段苦牙克谷地的康赛音,在超基性岩

中,前人发现了以硫化物形式存在的镍矿化;中西段

硝尔库勒南, 圈定的中等强度铜异常与以高强度铬、

镍异常为代表的铁族元素异常叠加, 还出现锑、汞等

元素的富集。所以,这一带超基性岩体的含矿性值得

重视,有必要开展前期评价工作。同时,库牙克断裂

带控制了新疆最大的锑元素富集带-库牙克锑富集

带,在进行超基性岩体的含矿性评价的时,可以兼顾

锑等矿产的寻找。

靶区目标是岩浆熔离型铜-镍矿、铂族元素矿床

及脉状锑矿。

4　结论

　　西昆仑地处秦祁昆成矿域西段, 北与古亚洲成

矿域相连, 南与古特提斯成矿域相接,地质构造复

杂,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地质找矿应以大型有色金属

矿产为主要目标,矿床类型重点为沉积型铁矿、斑岩

型铜(钼)矿、层控型铅锌矿、岩浆熔离型铜-镍矿、火

山岩型块状硫化物矿床及热液型汞-锑矿。铁克里克

古陆地块东段具有寻找金刚石矿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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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 estern Kunlun mountains, in an area of 18, 000 km 2, are lo cated on the southw estern mar-

gin o f the T arim massif in NW China. T he unfavor able w orking condit ions have resulted in a backw ar d ge-

olog ical study. With the implementat ion of national sur vey pr ojects for land and resources in recent y ears,

a ser ies of regional surv ey s have been conducted and mor e and more or e deposits have been reported, from

which, a gr eat metallo genic potent ial has emerged. T his paper , based on synthet ic analy ses of geolog ical

set t ings and metallo genic characterist ics as w ell as elemental g eochemist ry , discusses pro spect ing potent ial

and suggests 8 target areas for explorat ion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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