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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土资源大调查在西昆仑-阿尔金成矿带部署完成1∶20万区域化探76701km2、1∶50万区域化探73
837km2,实现了该成矿带区域化探工作的全面覆盖,为矿产资源评价和基础地质研究提供了系统地球化学资

料。异常查证直接发现了维宝铅锌矿、黄羊岭锑矿等一批找矿信息,评价工作证实维宝铅锌矿已具中型规模,

有大型远景;圈定的新疆东昆仑锑、西昆仑岔路口铅等规模巨大的元素富集区具有重要找矿意义。后续工作先

后在黄羊岭地区发现锑矿床 (点)14处,这是新疆第一个锑矿化集中区;在岔路口一带发现了多宝山、甜水海、

宝塔山等铅锌矿、卡子勒铜银矿和一批矿产信息,使之成为新疆重要矿产勘查区。地球化学勘查效果显著,有

力推动了西昆仑-阿尔金地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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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ogressofRegionGeochemicalExplorationofMetallogenicBelt
from WestKunluntoAltunRangesin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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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havebeenfinishedabout76701km2withscale1∶200,000and73837km2with
scale1∶500,000regionallygeochemicalexplorationinWestKunlun-Altunmineralizationbelt
duringthelandandresourcessurvey.Itcoveredtotallythewholemineralizationbelt,and
providedsystematicalgeochemicaldataforthemineralresourcesappraisalandbasicgeologicalre-
search.Theprospectinginformationsuchaslead-zincoreinWeibaoandantimonyoreinHuan-
gyanglinghasbeenfoundbyanomalyinvestigationandverification.Evaluationprovedthat
Weibaolead-zincdeposithadamediumsize,inaprospectivelargescale;Thelargeelementen-
richmentregionsdeterminedwithgeochemicalmethods,suchasantimonyineastKunlunand
leadinChalukouofwestKunluninXinjiangaresignificantfortheprospects.Insubsequen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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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ntimonydeposits(spots)hadbeenfoundsuccessfullyinHuangyanglingarea,whichwasthe
firstantimonymineralizationconcentrationregioninXinjiang;Thelead-zincoredepositssuchas
Duobaoshan,TianshuihaiandBaotashan,andKazilecopper-silveroredeposit,withabatchof
mineralinformationinaddition,werefoundinChalukouarea,whichbecameanimportant
mineralexplorationareain Xinjiang.Thegeochemicalexploration withremarkableeffect
forcefullypromotedtheworkofmineralresourcesevaluationinwestKunlun-AltunregioninXin-
jiang.
Keywords:WestKunlun-Altun;regionalchemicalexploration;WeibaoPb-Zndeposit;Huan-
gyanglingSbdeposit;Xinjiang

  西昆仑-阿尔金地区地处新疆南部山区,包括帕

米尔高原东缘、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祁曼塔格山、阿
尔金山及青藏高原西北缘,东、南与甘肃、青海、西藏

相连,西、西南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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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地区及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管辖,呈东西长约1600km、南北宽

80~280km的弧形带状,面积约320000km2,是新

疆自然地理环境最差的地区。
新疆西昆仑-阿尔金成矿带位于古亚洲成矿域

与特提斯-喜玛拉雅成矿域结合部位,成矿条件优

越,属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该区是新疆地质工作程

度最低的地区。1999年前,区域地质调查处于

1∶100万水平,区域地球物理勘查基本处于起步阶

段,区域地球化学勘查仅完成应测面积的56%,
且多属1∶50万精度。

1999年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正式启动,全面

开展了该成矿带的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到2004年,
已实现成矿带1∶25万区域地质调查、1∶100万

航磁调查和区域地球化学勘查的全面覆盖,大大提

高了该成矿带基础地质工作程度,有力推进了该带

矿产资源评价工作,区域化探找矿成果尤为显著。

1 研究区地球化学勘查主要进展

1.1 地球化学勘查投入

1999~2004年,国土资源大调查在西昆仑-阿
尔金成矿带投入区域地球化学勘查资金1650万

元,先后安排项目6个,由新疆地调院、湖北省地

调院和陕西省地调院共同实施,累计完成1∶20万

区域化探76701km2、1∶50万区域化探73837
km2,共计150538km2。项目安排及具体情况见

表1。

表1 区域化探工作情况一览表

Tab.1 ThescheduleofregionallygeochemicalexplorationinXinjiang

项 目 名 称 工作年限 比例尺
面积
(km2)

经费
(万元)

承担单位 备 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昆仑尼雅河中上游
地区1∶20万区域化探 1999~2002年 1∶20万 38929 622 新疆地调院 空白区

新疆维 吾 尔 自 治 区 西 昆 仑 玉 龙 喀 什 河

1∶50万区域化探 1999~2002年 1∶50万 35045 235 湖北地调院 空白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昆仑叶尔羌河上游

1∶50万区域化探 1999~2002年 1∶50万 38792 210 陕西地调院 空白区

新疆 昆 仑 山 东 段 木 孜 塔 格-阿 尔 喀 山

1∶20万区域化探 2001~2002年 1∶20万 10300 131 新疆地调院 空白区

新疆昆仑山东段布喀达板-依吞布拉克

1∶20万区域化探 2002~2003年 1∶20万 13668 230 新疆地调院 空白区

新疆嘎斯煤田、攸苏普阿雷克幅、牙鲁
拉克幅1∶20万区域化探 2003~2004年 1∶20万 13804 230 新疆地调院 数据更新

1.2 地球化学勘查成果综述

(1)实现了西昆仑-阿尔金成矿带区域地球化

学勘查工作的全面覆盖,为系统开展该成矿带区域

地球化学研究和地球化学找矿潜力评价奠定了

基础。
(2)在150538km2范围内,圈定以Cu、Pb、

111 第1期          杨万志等:新疆西昆仑-阿尔金成矿带区域地球化学勘查进展



Zn、Au、W、Sb、Hg等为主的地球化学综合异

常297处、地球化学找矿预测区96处,为进一步

地质找矿工作指明了方向。
(3)圈定了以岔路口Pb富集区为代表的Pb、

Sb、Hg等元素富集区,这些富集区规模大、强度

高、连续性好,均具备三层套合的地球化学模式谱

系 (谢学锦,1997;谢学锦等,1999),找矿潜力

巨大。后期找矿工作在岔路口Pb富集区发现了多

宝山、甜水海、宝 塔 山 铅 锌 矿 及 一 批 铅 锌 矿 产

信息。
(4)项目实施期间,查证异常49处,21处有找

矿新发现。发现的矿床、矿点、矿化点有黄羊岭锑

矿、长山沟汞矿、维宝铅锌矿、帕西木金矿、俘虏沟铜

铁矿、蟠龙峰铁多金属矿、喀帕金矿点、大龙河铜矿

点、奥依且克铜钼矿点、尼斯楚铅锌矿化点、
红山湖铜多金属矿化点、乌鲁瓦提铜矿化点、克

兹尔河铜矿化点、库娜提铅锌矿化点、洞列克铜矿

点、阿巴勒克铜矿点、不尔汉铜矿化点、夏河巴斯康

铜矿化点、月牙湾铜银矿化点、红龙岭铜矿化点、攀
岩峰铁矿、一道梁钨矿化点,共计22处。其中锑、汞
矿属西昆仑-阿尔金成矿带新发现矿种。

(5)实现了祁曼塔格构造带前寒武系铅锌矿找

矿的重大突破,发现的维宝铅锌矿具有大型矿床

远景。
(6)在新疆昆仑山中段实现了锑矿找矿突破,

发现了黄羊岭锑矿,后续工作又发现了盼水河、卧

龙岗、宿营地、红山顶、拾玉石、云母山、回风

口、野马滩、前进等矿床 (点)14处。从而证实

黄羊岭地区是新疆最具找锑矿潜力的地区,改变了

新疆锑矿分布格局。同期发现的矿产还有长山沟

汞矿。
(7)俘虏沟产于菱铁矿中富铜矿的发现,将新

疆西昆仑菱铁矿带向东延伸了120km。
(8)建立了新疆和田玉玉石矿带的地球化学找

矿模型,MgO和K2O+Na2O高含量带的结合处,
即是和田玉矿带产出的有利地球化学条件。

2 地球化学勘查主要找矿成果

2.1 新疆民丰县黄羊岭锑矿

黄羊岭锑矿被发现于2001年,属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西昆仑尼雅河中上游地区1∶20万区域化探

项目成果。矿床位于新疆东西昆仑山结合部位,大

地构造处于巴颜喀拉陆缘盆地,区域地层主要有二

叠系黄羊岭组、三叠系巴颜喀拉组和卧龙岗组及侏

罗系叶尔羌群,均属较单一的碎屑岩建造。构造线

方向近东西或北东东向。岩浆岩不发育,只在矿区

西北方向存在一条燕山期闪长玢岩带,岩带长约

60km,由十余个面积1km2左右的闪长玢岩体组

成,走向北东东 (胡建卫等,2004)。
矿区出露地层为黄羊岭组碎屑岩,主要岩性为

灰褐色岩屑砂岩和灰黑色页岩,在北部边缘的灰黑

色页岩中,有少量含铁泥晶灰岩结核,产海百合化

石。地层总体北倾,产状350°~10°∠50°~70°。
受断裂构造影响,岩屑砂岩节理发育,每平方米可

达15~30条,主要有2组,产状分别为340°∠55°
±和285°∠70°±。

区域化探圈定的黄羊岭 Sb异常,面积191
km2,平均含量7.1×10-6,呈南北向,有2个相

距约12km的浓集中心,均具二级浓度分带,极

大值分别为6.7×10-6和11.6×10-6,二级浓度带

的面积分别为12.4km2 和42km2。已发现的锑矿

位于北部规模相对较小的浓集区,元素组合简单,
为Sb、Hg。

在区域化探异常基础上开展的1∶5化探普查,
圈定的Sb异常面积28.8km2,平均含量8.1×
10-6,呈北东向,最大值分别为43.8×10-6,元

素组合为Sb、As、W、(Hg)。
在矿区4.6km2的范围内,脉体普遍而广泛,

计有石英脉、含辉锑矿石英脉、辉锑矿石英脉、辉

锑矿脉、含黑钨矿辉锑矿石英脉、重晶石石英脉和

碳酸盐脉。脉体大小不一,小者长十至数十米不

等,宽小者为0.01~0.5m;大者长数十至数百

m,以至上km,宽0.1~数 m,最宽可达6m。
从单脉大小、疏密和矿化强度来看,这些脉体存在

显著的差异。东部以细脉为主,中部细脉大脉并

存,西 部 以 大 脉 为 主。Sb 品 位 为 1.6% ~
43.70%,平均品位为4.31%~9.36%。

矿石成分简单,矿石矿物以辉锑矿为主,次为

雄黄、黄铁矿、黑钨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方

解石,有少量重晶石。矿石构造为脉状、网脉状、
致密块状和浸染状等。

继黄羊岭锑矿发现后,该区锑矿找矿获得了一

系列进展,后续工作,先后发现了盼水河、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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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宿营地、红山顶、拾玉石、云母山、回风口、
野马滩、前进等矿床 (点)14处 (图1)。诸多锑

矿的发现,使得黄羊岭地区成为新疆第一个锑矿集

中区,从而改变了新疆锑矿分布格局。

图1 黄羊岭地区锑矿分布与锑含量关系图

Fig.1 RelationalgraphbetweenthedistributionofantimonydepositsandcontentsofSbinHuangyanglingarea
1.样点位置及含量;2.等值线含量;3.低值区;4.背景区;5.高背景区;6.异常区;7.强异常区;8.锑矿床 (点)

2.2 新疆若羌县维宝铅锌矿

维宝铅锌矿发现于2003年,属新疆昆仑山东

段布喀达板-依吞布拉克1∶20万区域化探项目成

果。矿床位于新疆东昆仑祁曼塔格构造带东段临近

青海省的高寒山区,矿体产于蓟县系冰沟群狼牙山

组 (Jxl)灰黑色大理岩化灰岩与碎屑岩之间。矿

石中矿物成分主要为方铅矿、闪锌矿及黄铜矿、黄

铁矿、孔雀,褐铁矿,非金属矿物主要为长石、石

英、绿泥石、绢云母。矿石中有用组分主要为铅、
锌,铜,局部较富,可构成独立矿体。

后续勘查工作①,对主要矿体地表按100~200
m不等的工程间距、斜深按100m 控制,在长度

约3km、宽100~200m范围内,施工20条探槽

和11个钻孔,初步圈定铅锌矿体21条,估算333
级铅+锌资源量224724.94t;3341级铅+锌资源

量389597.27t。累计求得333+3341资源量:铅

+锌614322.21t、伴生铜16945.77t、伴生银

420t,已达中型规模。

维宝铅锌矿的发现是区域化探成功用于地质找

矿工作又一成功案例,是新疆东昆仑地区地质找矿

的重要进展,也是新疆昆仑山前寒武系地质找矿的

突破。该矿的发现,开创了这一地区地质找矿工作

新局面,随着后续评价工作的展开,该区相继发现

了维东铅锌矿、青龙岭铅锌矿,后期部署的化探普

查,还圈定了一批Pb、Zn、Ag、W、Sn的高强

度异常,进一步展示了该区地质找矿潜力。

2.3 新疆东昆仑锑富集区

在新疆东昆仑存在一条长达700km、两端宽

中间窄、略向北突出的锑富集带,该带是新疆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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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富集程度最高、富集规模最大、找矿前景最好

的地区 (胡建卫等,2006)。区域地球化学特征显

示,该带处于相对富Ca、富Si而贫K、贫Na、贫

Mg的地球化学环境中,与Sb共同富集的元素有

As、Hg、Pb、Zn、B、Li、F等。构造上处于康

西瓦-鲸鱼湖缝合带、可可西里陆缘活动带及两者

的结合部位 (图2)。
以平均值的两倍为临界值,在新疆圈定面积大

图2 新疆东昆仑锑元素分布图

Fig.2 TheSbdistributionofEastKunlunMountaininXinjiang
1.构造单元界线;2.缝合带边界;3.构造单元及编号:Ⅰ11.中昆仑地块;Ⅰ12.阿尔金陆缘断块;Ⅰ21.祁曼塔格古生代复

合沟弧带,Ⅰ22.布尔汗布达地块;Ⅱ1.可可西里陆缘活动带;Ⅲ.康西瓦-鲸鱼湖缝合带4.东昆仑Sb异常带;5.Sb元素富集

区;6.富Sb地球化学巨省;7.富Sb地球化学省;8.Sb异常;9.区域异常及编号;10.黄羊岭锑矿

于10000km2、具有巨省规模的Sb富集区3个,

2 个 位 于 该 带。西 部 的 卧 龙 岗 巨 省,面 积

10500km2,向南进入西藏尚未圈闭,Sb平均含量

为2.03×10-6,同时富集的元素有 Hg、As、B、

Li、Ba、Mn、Sr等;东部的木孜塔格巨省,面积

10800km2,向南也未圈闭,Sb平均含量为2.06
×10-6,同 时 富 集 的 元 素 有 Hg、As、Au、Cu、

Pb、Zn、Cd、W、Sn、B、Li及铁族元素。两相

比较,面积和含量水平相当,但前者富集元素相对

简单,显著富集Hg、Li、Ba、Mn、Sr;后者元素

组合复杂,包括低温、中温、高温热液元素和铁族

元素。
以平均值的4倍为临界值圈定的异常,呈现的

组合特征有Sb-Hg组合 (Sb9)、Sb-As-Au组合

(Sb1)、Sb-As-Hg-Au-Cu-Ag组合 (Sb7)、Sb-As-
Ag-W-Li-P组 合 (Sb12)、Sb-As-Pb-Zn-Li组 合

(Sb13)、Sb-Cu-Au-Mo组合 (Sb16)和Sb-As-W-
Sn-Bi-Li-B组合 (Sb4)等。其中,以 As、Hg的

出现最为普遍,元素组合的差异,反映了异常形成

和控制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异常所处地质环

境及控制因素的综合表现。
西部卧龙岗锑巨省中的黄羊岭,已发现大面积

锑矿化,含矿岩系为二叠系黄羊岭群碎屑岩,带内

各类矿化脉体发育,锑矿化与石英脉关系密切,品

位较富,呈现脉状矿化的特点,其资源远景在大型

矿床规模以上。从Sb富集特征、控制因素、锑矿

化特征及其与异常关系的研究,认为新疆东昆仑锑

富集带具有寻找大型锑矿的地质—地球化学条件,
资源潜力巨大。

2.4 新疆西昆仑岔路口铅富集区

岔路口位于新—藏公路黑卡—甜水海一线以

南,构造上处于阿克赛钦古生代陆缘盆地和喀喇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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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中生代陆缘盆地的结合部位,两者之间以乔尔天

山-岔路口断裂分隔,该断裂在区域上归属喀喇昆

仑深断裂。古生界北部以碳酸盐岩、碎屑岩建造为

主,南部为深水浊积岩沉积;中生界南北沉积环境

趋于统一,侏罗—白垩系下部为陆相碎屑岩、上部

为碳酸盐岩建造。沿此断裂及其两侧,构成新疆富

集程度和规模最大的Pb富集区,同范围叠加有

Zn、Cd及在更大范围内叠加反映低温成矿作用的

Sb、Hg,Zn、Cd、Sb、Hg的富集在新疆也是少

见的 (李宝强等,2006)。
以32×10-6为下限,圈定的铅富集区连续而稳

定,沿乔尔天山-岔路口断裂及两侧分布,长度200
余km,宽30~60km不等,面积达10300km2(图

3)。异常最大值为230.9×10-6,平均值为42.7×
10-6,是地壳克拉克值16×10-6的2.67倍,新疆平

均值16.5×10-6的2.59倍,浓集趋势明显且具有

多个浓集中心。Zn、Cd富集特征与Pb类似,呈现

规模大、强度高、连续性好、浓集趋势明显的特点。

图3 新疆西昆仑岔路口Pb元素富集区分布图

Fig.3 ThedistributionofPb-richregioninChalukouareaofWestKunlunMountaininXinjiang
1.第四系;2.阿图什组;3.帕卡布拉克组;4.铁龙滩群;5.龙山组;6.红其拉甫组;7.河尾滩群;8.巴颜喀拉山

群;9.乌丽群;10.加温达坂组;11.黄羊岭群;12.神仙湾群;13.红山湖组;14.克勒青土布拉克组;15.卡提尔

群;16.提热艾力组;17. 帕斯群;18. 天神达坂组;19. 落石沟组;20. 温泉沟群;21. 冬瓜山群;22. 甜水湖组;

23.肖尔克谷地岩组;24.甜水海群;25.花岗闪长岩;26.二长花岗岩;27.二长花岗岩;28.二长闪长岩;29.二长

花岗岩;30.石英闪长岩;31.地质界线;32.不整合界线;33.推测界线;34.一般断裂;35.深大断裂;36.矿产;

37.Pb异常;38.国界;39.1∶5万矿调工作区

  1∶25万区域地质调查成果显示① (表2),地

层中Pb的含量以二叠纪为界,前后含量存在明显

差异。二叠纪以前的地层,包括石炭系、泥盆系、
志留系、奥陶系及长城系,含量相对较低,基本处

于正常值水平,即在地壳克拉克值上下。从二叠系

开始,一直到白垩系,Pb普遍富集,富集程度最

高的侏罗系龙山组,Pb含量是地壳克拉克值的3
倍,且富集地层分布广泛。各时代地层中Pb等元

素的富集又以碳酸盐岩最为显著,龙山组 (J2l)
灰岩段Pb平均值为58.28×10-6,是正常碳酸盐

岩平 均 值 的6.48倍,单 样 最 高 值 为 381.95×
10-6,出现在微晶灰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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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岔路口地区主要地层单元Pb含量

Tab.2 Pbcontentsofmainstratigraphic
unitsinChalukouregion

序号 地 层 地层代号 含量 (×10-6)

1 铁龙滩群 K2T 30.0
2 龙山组 J2l 48.0
3 神仙湾组 P1-2s 21.7
4 恰提尔群 C2Q 14.1
5 落石沟组 D2l 11.4
6 温泉沟群 S1W 10.7
7 冬瓜山群 O2-3D 18.0
8 甜水海岩群 ChT 19.2

  化探普查成果进一步证实①②③,以二叠系为

界,老于二叠系的Pb含量基本在正常值附近波动

且略高于正常值。二叠系及以后地层富集Pb,即

二叠系、侏罗系、白 垩 系 也 是 区 内 广 泛 分 布 的

地层。
表3显示,在区内地层以碳酸盐岩为主体的背

景上:①Pb、Zn、Ag、As、Sb、Hg的背景 (平
均值)普遍较高。②15种元素的平均值普遍明显

高于 对 应 元 素 的 中 位 数。③Pb、Zn、Ag、Cu、

W、Sn、Bi、Sb、As、Hg等普遍出现特高含量。

④W、Sn、Bi的背景含量不高,但仍出现特高含

表3 岔路口铅富集区1∶5万化探主要参数

Tab.3 Mainparametersof1∶50000geochemicalexplorationofPb-richregioninChalukouarea

元素 样品数 分析方法 检出限 (×10-6) 最大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Pb 25462 ICP-MS (HPI) 0.55 11160 39.5 25.9 2
Zn 25462 ICP-MS (HPI) 0.45 2717 94.3 73.2 10
Cu 25462 ICP-MS (HPI) 0.92 2393 23.3 14.4 1
W 25462 ICP-MS (HPI) 0.07 153 0.92 0.74 0.5
Mo 25462 ICP-MS (HPI) 0.05 15.5 0.73 0.65 0.4
Ag 25462 ES 0.017 7.52 0.086 0.054 0.020
Sn 25462 ES 0.24 200 1.8 1.2 1
As 25462 AFS 0.61 853 14.5 10.4 1
Sb 25462 AFS 0.041 298 1.4 0.73 0.1
Bi 25462 AFS 0.044 121 0.26 0.16 0.1
Hg 20779 AFS 0.003 8.047 0.046 0.033 0.003
Au 25454 Ch-ES 0.0002 0.044 0.0084 0.006 0.003
Cr 25462 ICP-MS (HPI) 0.2 1048 61.9 33.5 15
Ni 25462 ICP-MS (HPI) 0.60 705 40.9 22.8 2
Co 25462 ICP-MS (HPI) 0.27 79.4 11.2 7.8 1.3

  注:ICP-MS (HPI):等离子体质谱法;ES:固体缓冲剂-二次摄谱发射光谱法;AFS:原子荧光光谱法;Ch-ES:泡沫塑料吸附-发射

光谱法。

量。因 此,该 区 元 素 含 量 极 不 均 匀。Pb、Zn、

Ag、Sb是主要找矿目标;Cu、W、Sn尽管处于

低背景,因出现特高含量且在空间上局部集中,其

找矿意义值得关注。

1∶5万地球化探圈定浓集趋势明显、Pb极值

含量大于500×10-6的浓集区18个,其中有7个

Pb极值含量大于1000×10-6。加上一批Pb极值

含量小于500×10-6的异常,为这一地区铅矿找矿

工作提供了广泛领域。
近年,不同渠道资金在该区的投入,先后发现

了多宝山、甜水海、宝塔山铅锌矿和卡孜勒铜银矿

及鸡冠山、天神、骆驼沟、落石沟、祥云沟、长蛇

沟等一批铅锌矿化点,使岔路口地区迅速成为新疆

地质找矿重点勘查区。
各种信息显示,岔路口以Pb为主的多金属元

素富集带具有寻找大型、特大型铅锌矿的地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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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新疆地质调查院.新疆西昆仑甜水海地区1∶5万化探项目.2010.
新疆地质调查院.新疆西昆仑岔路口地区1∶5万化探项目.2010.



球化学条件。主要找矿类型为以碳酸盐岩为容矿岩

石的铅锌矿 (侏罗系、白垩系)和产于碎屑岩中的

沉积-喷气型铅锌矿 (二叠系)。

3 基础地质问题地球化学分析

利用区域地球化学成果,对新疆东、西昆仑结

合部位的库牙克、康西瓦、阿尔金断裂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论证 (杨万志等,2005)。
新疆昆仑山中部苦牙克地区,处于不同大地构

造单元的结合部位,一些重要的构造线,包括康西

瓦、鲸鱼湖-木孜塔格、阿尔金等断裂,均交汇于此,
它们之间关系的焦点就是库牙克断裂(图4)。

  关于库牙克断裂的延伸前人有不同的看法,基
本认为库牙克断裂经硝尔库勒后,主体继续向西南

延伸,由克里雅山口进入西藏境内。

图4 新疆西昆仑苦牙克地区地质略图

Fig.4 GeologicalsketchmapofKuyakeareaofwestKunlunmountaininXinjiang
1.前寒武纪变质岩系;2.显生宙沉积岩系;3.超基性岩;4.闪长岩类;5.花岗岩类;6.第四纪火山口;7.地质界限;8.主要

深断裂:①阿尔金断裂;②苦牙克断裂;③阿什库勒断裂;④其曼于特断裂;⑤苏巴什断裂;⑥苏巴什南断裂;⑦泉水沟断裂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表明,该区存在一条主要由

Cr、Ni、Co、MgO等元素呈现的区域性地球化学

南北分界线,以这条分界为基础,研究区可明显分

成南、北两个地球化学区:北部富 Au、Cr、Ni、

V、La、Be、MgO、CaO、K2O、Na2O 贫 Hg、

As、Sb、B、Li地球化学区和 南 部 富 Hg、As、

Sb、B、Li、Mn贫 MgO、K2O、Na2O、Cr、Ni、

V地球化学区。它们分别对应地球物理上的塔里

木宽缓正磁异常区和可可西里平静磁异常区。
上述重要的地球化学分界线中段与苦牙克断裂

一致,沿苦牙克-康赛因河谷延伸,东段与阿尔金

断裂重叠,西段与阿什库勒断裂对应。构造地球化

学特征清楚地表明,阿尔金、库牙克和阿什库勒三

条断裂两侧地球化学差异及分隔意义极为相似。因

此,控制地球化学分界线的地质因素就是阿尔金、
库牙克和阿什库勒三条深断裂。依据有相似地球化

学特征的区域通常为同一地质构造单元的原则类推

(张本仁等,1990),3条深断裂同属一个整体,即

库牙克断裂东连阿尔金 (断裂),西接阿什库勒

(断裂),继续向西并入康西瓦断裂。也就是说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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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向的阿龙断裂经苦牙克-康赛因河谷至硝尔库勒

后,其主体向西折,经由阿什库勒弧形断裂与康西

瓦断裂连接,构成新疆昆仑山引人注目的弧形构造

带。这一认识对研究新疆中昆仑地区构造格架有重

要意义。

4 结论

1999年,国土资源大调查全面启动,由中国

地质调查局统一部署,区域化探在西昆仑-阿尔金

成矿带全面展开,有序推进。在新疆地质工作程度

最低、工作环境最为恶劣的西昆仑-阿尔金成矿带,
仅用了6年时间就实现了区域化探工作的全面覆

盖,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和基础地质研究提供了系

统地球化学资料,直接发现了维宝、黄羊岭等重要

矿床及一批找矿信息,圈定了一些规模巨大的元素

富集区带及大量有找矿意义的异常,后续工作发现

了多宝山、甜水海、宝塔山等铅锌矿。地球化学勘

查效果显著,有力推动了该成矿带矿产资源调查评

价工作。随着地质找矿工作的深入,这批成果将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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