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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仑地区矿集区划分及成矿演化

冯宝山!李博秦!郭鸿军!刘铭涛!薛兰花!史老虎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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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随着对西昆仑基础地质#矿产评价工作程度的逐步提高!对该区地质背景及矿化信息的了

解也越来越多!对该区成矿区带地划分具备了条件"为了充分了解西昆仑找矿潜力!为下步矿产调

查做准备!需要对该区成矿区带进行系统研究"和田华勘矿业公司从
#$%#

年开始!在西昆仑东段

于田#民丰等县
!

万多
a7

# 的范围内持续做矿产资源远景评价工作!且选择成矿地质条件较好#矿

化信息较多区段做矿产勘查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们认真研读前人
%l#9

万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l#$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成果资料#西昆仑东部
%l9

万航磁测量成果资料#区域地质专著及早期的矿

产调查资料等!对西昆仑成矿区带进行了划分!在西昆仑划分出了
:

条成矿区带!每个成矿带与构

造带有一定关系!且各具成矿专属性"

关键词!西昆仑'成矿潜力'矿化信息'成矿区带'成矿专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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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仑作为中央造山带!秦祁昆造山带"的一部

分!姜春发等$

#$$$

#殷鸿福等$

%"":

#尹福光等$

#$$?

"与秦岭'祁连造山带一起经历了原特提斯'古

特提斯及特提斯洋的演化过程!李荣社等$

#$$:

"$每

个演化阶段毕竟伴随着相应的成矿作用$漫长的地

质演化历史造就西昆仑丰富的矿产资源%据中国成



矿区带划分方案!徐志刚等$

#$$:

"$西昆仑属于秦祁

昆成矿域!

"

#

"$昆仑成矿省!

#

&

"$西昆仑
]O

V6 CJ ;G )_ )--

硫铁矿 水晶 白云母 宝

玉石!成矿带
$

#?

"%研究区处于西昆仑成矿带上

!

$

#?

"%以康西瓦 苏巴什断裂为界将西昆仑成

矿带又划分为西昆仑北'南
#

个亚带&即西昆仑北部

]O V6 CJ ;G

硫铁矿 水晶 和田玉 石棉成矿

亚带!

CR

#

Ĉ

#

"和西昆仑南部
]O _G V6 E6

白

云母宝玉石成矿亚带!

CR

#

Ĉ

#

#

_̂

"%

由于西昆仑地理'地形'交通等自然条件较差$

地质工作及勘查程度相对较低%西昆仑地质工作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但系统的工作还是新中

国成立后$尤其是
%"""

年新一轮地质大调查以来$

陆续开展了较为系统的
%l#9

万地质调查$

%l9$

万'

%l#$

万的水系沉积物测量!新疆地调院$

#$$#

#

#$$D

"$局部做过
%l9

万地质矿产调查!新疆地调院$

#$$#

"'化探扫面'航磁测量等工作!李博秦等$

#$%!

"$

#$%#

(

#$%9

年天津华北地勘局在西昆仑东

段通过
%l9

万航磁测量!由北京航遥中心承担$正式

报告尚未提交"'部分区域
%l9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

!李博秦等$

#$%!

"$部分地段做过地面地质调查等

!李博秦等$

#$%!

"%通过以上这些工作在西昆仑陆

续发现了一批矿床'矿点'矿化点'矿化线索及化探'

航磁异常$为西昆仑矿集区划分提供了可靠的地质

依据%据此笔者在西昆仑成矿带
#

个成矿亚带上划

分出了
:

个矿集区$其分布位置'特征见图
%

%

%

!

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西昆仑东段$依据西安地质矿产研

究所,青藏高原北部空白区基础地质综合研究-成果

及韩芳林构造单元划分方案!图
%

"!

#$$&

"$结合近

几年工作获得的最新成果及实际资料$将西昆仑造

山带划分为,三带四块-构造格架$由西向东呈斜列

式分布%西昆仑造山带北界以柯岗断裂为界$以北

为塔里木陆块铁克里克断隆带$南界以康西瓦 苏巴

什蛇绿构造混杂岩带为界$以南为巴颜喀拉晚古生

代(中生代边缘裂陷带%其内部以北部库地 其曼

于特蛇绿构造混杂岩带为界$以北划分为库浪那古

微陆块#以南划分为桑株塔格微陆块#以南部蒙古包

普守蛇绿构造混杂岩带为界$以南划分为赛图拉微

陆块#将分布于东部于田县库地 其曼于特蛇绿构造

混杂岩带以北划分为吐木亚微陆块!图
%

"%

图
=

!

西昆仑造山带构造单元及矿集区图#韩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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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单元主要有铁克里克断隆$早古生代增生

带$晚古生代增生带$三叠纪增生带$库地 其曼于特

超基性岩带'康西瓦苏巴什超基性岩带%库尔良裂

谷带$震旦(寒武纪裂谷小洋盆$阿羌裂谷$赛图拉

微陆块等地质单元%研究区包含了上述各地质单元

的部分地段%另外$还包含巴颜喀拉晚古生代(中

生代边缘裂陷带的部分地段%

#

!

矿集区划分方案

根据已发现的矿!化"点'矿床等矿化线索$以及

%l9

万航磁异常'

%l#$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异常$结合

地质背景$在研究区划分出
:

个矿集区%其中$铁克

里克!老基底"铁'金矿集区$柯岗金矿集区$阿羌 普

鲁裂谷铜铅锌矿集区$库地 其曼于特镍'铁矿集区$

托满 蒙古包钴镍铜铁钛矿集区$康西瓦 苏巴什钴

镍铜矿集区属于西昆仑北部
]O V6 CJ ;G

硫

铁矿 水晶 和田玉 石棉成矿亚带!

CR

#

Ĉ

#

"$苦牙克

镍钴矿集区及卧龙岗 黄羊岭锑汞矿集区划归西昆

仑南部
]O _G V6 E6

白云母宝玉石成矿亚带

!

CR

#

Ĉ

#

#

_̂

"各矿集区$特征如下%

>?=

!

铁克里克断隆#老基底$铁"金矿集区

其与构造单元划分上的铁克里克断隆!

"

%

"重

合%其北部与塔里木板块$南部与库尔良裂谷均呈

断裂接触%

从塔里木板块上分割出来的一块老基底$岩性

主要为一套变质程度较深的片岩'大理岩'片麻岩及

角闪岩等%主要寻找变质热液型金矿'变质型铁矿

及接触交代型玉石矿等%

这套地层在西昆仑造山带里也有出露$呈岩块

出露%相应的矿化也有%例如$民丰县南部一些小

的铁矿化点就产在这套老基底中$阿拉玛斯玉石矿

产在蓟县系阿拉玛斯岩群中%

>?>

!

柯岗金矿集区

其与柯岗深大断裂带一致$主要分布在研究区

北部$呈狭长的带状近东西向展布#为塔里木板块与

西昆仑地块的分界线#地表为脆性断裂$深部为韧性

剪切带#主要形成与韧性剪切带有关的动力变质型

金矿%

>?B

!

阿羌 普鲁裂谷铜铅锌矿集区

其形成于石炭(二叠纪$主要为一套海相火山

岩!玄武岩"$规模巨大#分布于西昆仑北部$近东西

向展布$从西部喀什'库尔良'库地一直延伸到苦牙

克一带#与构造单元划分上的晚古生代弧后陆内裂

谷带!

#

%

#

"重合$是形成块状硫化物型铜铅锌矿床的

有利构造单元%

>?C

!

库地 其曼于特镍"铁矿集区

其分布在阿羌(上其汗一带$与构造单元划分

上震旦(寒武纪裂谷 小洋盆位置重合#主要为一套

变质橄榄岩'辉橄岩'辉石岩'斜长岩'玄武岩等$主

要形成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铜'镍'磁铁矿'钛铁

矿等有色及黑色金属矿%

>?D

!

托满 蒙古包钴镍铜铁钛矿集区

其分布在研究区西部康西瓦北侧的托满一带$

为康西瓦结合带的一条分支$出露岩性主要有蛇纹

石化纯橄岩'云母二辉岩等变质超基性岩$带内断裂

构造发育$变基性岩'中酸性岩广布!崔建堂等$

#$%D

"$与基底围岩!西合休岩组"一起构成钴镍铁钛

等金属矿集区$与周边地质体断层接触%

>?E

!

康西瓦 苏巴什钴镍铜矿集区

其分布在西昆仑的中部$从西部的公格尔到中

部的康西瓦'苏巴什一直到东部与苦牙克断裂重合$

延伸千余千米$伴随着该带的活动演化形成大量的

矿产资源%

>?F

!

苦牙克镍钴矿集区

位于西昆仑东南部$北东(南西走向$这是一条

形成较晚的断裂构造带$主要出露基性'超基性岩#

与两侧地质体呈断层接触$是寻找与基性超基性岩

有关的黑色金属矿产的有利区带%

>?H

!

卧龙岗 黄羊岭锑汞矿集区

位于苦牙克断裂以南$近东西向展布$面积较

大#与构造单元划分中的黄羊岭复理石楔!

#

#

!c%

"

一致$主要出露一套浅海相碎屑岩$时代为晚古生

代(中生代%由于大气降水及燕山期广泛的岩浆活

动$在该区形成了低温热液型金'锑'汞等矿化%

D

!

矿集区的划分依据及找矿前景

在西昆仑已发现的矿产资源大多集中在这
:

个

矿集区%目前$做过的
%l9$

万'

%l#$

万水系沉积物

测量异常'

%l9

万航磁测量异常及
%l9

万遥感解译出

的异常大多处于这些矿集区%这些区具有较好的形

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乃至非金属类矿产的

成矿地质条件%

%D%

!

第
!

期 冯宝山等&西昆仑地区矿集区划分及成矿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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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克里克断隆#老基底$铁"金矿集区

在本区已经发现沉积变质型铁矿!化"点
&

处$

热液型及蚀变岩型铜'铅'锌矿!化"点
?

处$热液型

铅锌矿!化"点
#

处$砂金矿点
#

处%另外$也发现了

不少非金属矿产$主要分布于本区塔里木盆地南缘

的阿其克山及玉龙喀什河中游两岸$主要有石膏'石

灰岩'白云岩'钾长石'白云母'蛇纹岩'石棉'大理

岩'石英砂'黏土矿'高岭土等
%%

种$产地
#$

处%

%""%

(

%""!

年$新疆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在西

昆仑开展
%l9$

万甚低密度化探水系沉积物测量$在

该区北侧圈定
+.%%

'

+.%#

'

+."

等
D

个异常%根

据水系沉积物异常迁移特点$异常源可能来自地势

较高的本区%异常元素主要有
]O

'

V6

'

CJ

'

;G

'

E6

等$在对个别异常进行踏勘检查时已经发现了铁'

金'铜'铅锌等矿化线索%

#$%9

年
%l9

万航磁测量!贾琦等$

#$%9

"结果显

示$该带处于正负背景变换区域$铁克里克断隆内升

高的正异常及伴有负异常的正异常是找矿有利区

域$区内有
V #$%! %?D

'

V #$%! %?&

'

V #$%!

%??

'

V #$%! %:!

等多个航磁异常%

华勘局
%l9

万遥感解译$在区内圈定
#

个遥感

找矿预测靶区$分别编号为
*>%

和
*>#

$磁铁矿'石

英矿物集中分布$代表岩性可能为磁铁石英岩%

以上各种异常及已经发现的矿化线索显示该区

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B?>

!

柯岗金矿集区

分布在西昆仑北侧大沙勒金矿点及大沙勒一带

E6

化探异常$窝依牙依拉克一带的金矿点及
E6

化

探异常'喀帕一带金矿点及
E6

化探异常!新疆地调

院$

#$$#

"$上其汗一带的沙金民采点等等均已证明

该带就是金成矿带#

另外$航磁异常在该带上反映也比较明显$主要

有新
V #$%# &

'新
V #$%# ?

'新
V #$%# :

'新

V #$%# "

'新
V #$%# D?

'新
V #$%# !$

'新
V

#$%# !%

'新
V #$%# !D

'新
V #$%# !9

'新
V

#$%# %9

!李博秦等$

#$%!

"%

B?B

!

阿羌 普鲁裂谷铜铅锌矿集区

目前$在该带陆续发现阿克塔什铜矿床'大勒大

铜矿点'萨洛依铜矿点'塔木其铜锌矿点'上其汗铅

锌矿点等!贾群子等$

%"""

#李博秦$

#$$#

#李博秦$

#$$D

"$

#$%D

年天津华北地勘局在实施,新疆和田东

三县矿产资源评价-过程中$分别在阿羌'上其汗这

套火山岩中发现了铜的矿化线索!刘志军等$

#$%D

#

李博秦等$

#$%!

"$

%l#$

万
V6

化探异常$也主要分布

在这套火山岩带之内!新疆地调院$

#$$#

"%

%l#$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仅仅包含了该区带的

东部地区$尽管如此$也圈出
+. %"

乙
%

'

+. #$

乙
%

'

+. #%

丙'

+. #"

丙等异常$元素主要为

E6

'

E

H

'

V6

'

;G

'

,6

'

_3

等多种元素#

%l9

万遥感解

译在该区划出
%?

处预测靶区!李博秦等$

#$%!

"#航

磁异常也反映的比较明显$在该带上有新
V #$%#

##

'新
V #$%# #D

'新
V #$%# #9

'新
V #$%#

#?

'新
V #$%# #:

等!李博秦等$

#$%!

"%

B?C

!

库地 其曼于特镍"铁矿集区

该带的工作程度相对较低$目前$仅在库地这套

超基性岩中已经发现有磁铁矿点!计文化等$

#$%D

#

李博秦$

#$$!

"%

航磁异常有新
V #$%# ?$

'新
V #$%# ?%

'

新
V #$%# ?

'新
V #$%# ?#

'新
V #$%# ?&

'新

V #$%# :#

'新
V #$%# :?

等!李博秦等$

#$%!

"%

B?D

!

托满 蒙古包钴镍铜铁钛矿集区

%l9

万航磁测量仅涉及到该区的东部托满$

%l#$

万化探测量未涉及到本区%

#$%!

年津华勘局的地

面调查已经在该区托满那格子一带发现一百多米宽

的钛矿化蚀变带!贾琦等$

#$%9

"$具有较好的找矿指

示意义%

B?E

!

康西瓦 苏巴什钴镍铜矿集区

在苏巴什'康西瓦附近均有铜铅锌矿点被发现

!崔建堂等$

#$%D

#韩芳林等$

#$$D

#贾琦等$

#$%9

"%

从地质上讲$该带具有板块缝合带的特点$后期

变形较强$局部地段形成韧性剪切带%因此$该带矿

化类型丰富$找矿潜力巨大%既有与基性 超基性岩

有关的钴镍铜矿化$又有与韧性剪切带有关的金矿

化$还有与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的铜铅锌矿化等%

航磁测量成果对这条带反映的比较明显$主要

有新
V #$%# %$%

'新
V #$%# %$D

'新
V #$%#

%$&

'新
V #$%# %$?

'新
V #$%# "!

'新
V #$%#

"9

'新
V #$%# ":

'新
V #$%# %$$

'新
V #$%#

"#

等!李博秦等$

#$%!

"%

B?F

!

苦牙克镍钴矿集区

在该带分布着新
V #$%# %#9

'新
V #$%#

%%?

'新
V #$%# %%:

'新
V #$%# %%"

'新
V

#$%# %#$

'新
V #$%#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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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V #$%#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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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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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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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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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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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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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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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

等航磁异常!李博秦等$

#$%!

"%

#$%D

年天津华勘局在检查新
V #$%# %#!

'新

V #$%# %#%

'新
V #$%# %#D

'新
V #$%# %#!

异常时$发现了
#

条镍矿化蚀变带!乌孜塔格镍矿化

蚀变带'

9##9

镍矿化蚀变带"!严振合等$

#$%D

"%

%l9

万遥感解译在该区圈定
"D

处硅化和
#%

处

含铁泥化蚀变$这些蚀变呈串珠状分布在苦牙克断

裂带内%

%l#$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结果表明$该区以富集

.J

!

%5"?

"'

ET

!

%5!D

"'

f>

!

%5#!

"'

_3

!

%5#D

"'

V6

!

%5##

"'

+

H

!

%5#%

"'

E6

!

%5#$

"等成矿元素而无显著

贫化元素为特征$区内分布有
+. #&

乙
%

等
"

个

综合异常%

B?H

!

卧龙岗 黄羊岭锑汞矿集区

区内围岩蚀变矿化比较发育$蚀变主要有高岭

土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褐铁矿化'硅化等%区内

已发现
%!

处锑矿床!点"和
#

处汞矿床%例如$盼水

河大型锑矿'卧龙岗中型锑矿'长山沟中型汞矿'黄

羊岭小型锑矿'前进达坂小型锑矿汞矿床!点"等!陈

文平等$

#$$"

#舍建忠等$

#$$"

"%且这一带!卧龙岗"

民采点较多!主要采锑矿"%

%l#$

万化探异常显示$区内有
#

个锑汞综合异

常&

+. D!

乙
#

综合异常'

+. !9

乙
#

综合异

常%且异常梯度分带明显$形态呈椭圆形!新疆地调

院$

#$$#

"$具较好的找矿潜力%

!

!

讨论及结论

西昆仑成矿系统是极其复杂的$其成矿过程漫

长$每个时期具有每个时期的特点$与构造单元关系

比较密切%受不同构造单元特性地影响$每个成矿

区带均有其成矿专属性%

西昆仑的成矿始于元古宙$即西昆仑造山带形

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韩芳林$

#$$&

"%例如$,铁克

里克变质铁克里克断隆!老基底"铁'金矿集区-$是

在塔里木板块形成过程中形成的$后经造山运动从

塔里木板块上裂解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单元%主

要形成一些与深变质作用有关的变质型金矿'变质

型铁矿等%其在西昆仑造山过程中有过
E6

的再次

富集及后期岩浆活动!古生代"在大理岩块体附近形

成接触交代型玉石矿%

西昆仑的主成矿主要集中在古生代$像阿羌 普

鲁裂谷铜铅锌矿集区'库地 其曼于特镍'铁矿集区'

托满 蒙古包钴镍铜铁钛矿集区'康西瓦 苏巴什钴

镍铜矿集区'苦牙克镍钴矿集区%其中$阿羌 普鲁

裂谷铜铅锌矿集区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矿集区$经历

了
D

个阶段的演化$形成于奥陶纪'二叠纪及侏罗纪

!李博秦等$

#$%9

"#主要形成与裂谷火山岩有关的块

状硫化物型铜铅锌矿化#库地 其曼于特镍'铁成矿

带$托满 蒙古包钴镍钛矿集区'康西瓦 苏巴什钴镍

矿集区$这
D

个矿集区均形成与板块结合带内基性

!超基性"'酸性岩有关的钴镍铜铅锌矿化%另外$还

有个别矿集区的部分地段形成!后期"韧性剪切型金

矿化等#苦牙克镍钴矿集区主要与晚古生代超基性

岩有关%

中生代主要是卧龙岗 黄羊岭锑汞矿集区$该区

主要是大气降水'侏罗纪酸性岩体等热液萃取二叠

系碎屑岩!黄羊岭群"中成矿物质$在合适地物化条

件下形成低温热液型汞锑矿#而柯岗金矿集区成矿

跨度时间较长$从造山开始一直到造山结束$其主要

形成韧性剪切带型金矿%

致谢(首先感谢早已涉足西昆仑的前辈们!是他

们不畏艰险!在海拔高#缺氧#寒冷等恶劣的自然条

件下!忍饥挨饿!克服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为我们

提供了分析#研究的第一首资料'其次感谢参加)新

疆和田东三县矿产资源远景评价*项目组的所有成

员及前来现场指导的专家#领导!为我们顺利完成该

项课题给予的帮助"项目组同志们付出了很大辛

苦!对以上各位同仁#专家#领导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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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贺兰山磷矿发现史话#

%

$

据0中国矿床发现史2宁夏卷1记载$宁夏磷矿发现于
#$

世纪
9$

年代%

%"9!

年
&

月$地质部西北地质

局
&$&

队在贺兰山苏峪口一带寒武系开始找寻磷矿时$宁夏工业厅勘查队派地质人员王友文随同该队进行

工作和学习$他挑选了点滴钼酸铵试剂黄色反应最好的矿石带回
D

块作标本%

%"99

年冬$宁夏工业厅勘查

队改建制为甘肃省工业厅勘查处
!$9

队开展矿物肥源勘查$王友文遂将珍藏标本送交资源勘查处化验室分

析$这
D

块标本的
C

#

(

9

含量分别达到了
%9e

'

%&e

'

%:e

$据此结果$王友文'高世武于
%#

月底冒着严寒赴

苏峪口野外考察
%:

天$对下寒武统底部的碎屑岩层$用钼酸铵进行滴定试验$终于找到了稳定的含磷层位$

并在含磷层位上刻槽取样$于
%"9&

年
D

月收到分析结果$确定本区含磷地层具有工业勘探价值%此后$王友

文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主持评价$于
%"9?

年
%$

月提交,甘肃省贺兰山磷矿
%"9?

年初步勘探报告-%

%"9:

年

!$9

队改建为苏峪口地质队继续详勘$并积极组织外围普查$扩大矿区范围$于
%"9:

年底提交了矿区勘探储

量报告$获取磷矿石储量
#9#

万
R

$

C

#

(

9

矿石品位
%!e

-

#%e

%宁夏地质局实验室和化工部连云港矿山设

计院$多次进行浮选试验$获得了
D$A9e

的精矿品位和
"!A%"e

的回收率$证明这里的矿石可以制造高质量

磷肥'磷酸和各种磷酸盐%

%宁夏地质调查院 艾宁!毛自力!武丹'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杨合群&

9D%

!

第
!

期 冯宝山等&西昆仑地区矿集区划分及成矿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