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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首次对蒙甘新相邻 北山 地区各类金 !铜和铜 镍矿床 点 地质特征 !成因类型和空间分布特点进

行了系统总结 论证了金 !铜和铜 镍成矿作用与古生代岩浆活动的关系 对区域地壳演化过程中金 !铜和铜 镍成矿

的动力学机制进行了深入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 该区的金矿床 点 大体可划分为变质岩型 !火山岩型 !斑岩型和深

成侵入岩型 铜矿床 点 有斑岩型 !夕卡岩型和铜 镍硫化物型 ∀金和铜矿床 点 大都沿古板块汇聚带分布 与海西

期火成岩具密切的时空分布关系 它们是古板块对接碰撞期和碰撞期后大规模构造 岩浆活动的产物 ∀

关键词  地质学  金矿床  铜矿床  海西期岩浆活动  成矿作用  蒙甘新相邻 北山 地区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蒙甘新相邻 北山 地区呈东西向延伸 西与东

天山相连 东于弱水被巴丹吉林沙漠掩盖 南至敦煌

盆地北缘 北与蒙古国戈壁天山毗邻 东西长

南北宽 面积约为 万平方公里 聂凤

军等 刘雪亚等 ∀从大地构造位置上

看 该区地处塔里木 !哈萨克斯坦 !西伯利亚和华北

大古板块汇聚地带 图 ∀区内的前寒武纪和古生

代地层出露广泛 深大断裂纵横交错 各类岩浆岩十

分发育 金 !铜和铜镍矿床 点 星罗棋布 是我国最

重要的贵金属和有色金属矿化集中区之一 ∀

本区系统的区域地质调查和找矿勘查工作始于

世纪 年代末期 ∀迄今为止 中小比例尺 Β

万和 Β 万 区域地质调查和物化探测量工作已全

部完成 ∀同时 关键地区 Β 万区域地质调查和相

应的金属矿产资源评价工作也获重要进展 ∀通过上

述工作 先后发现金 !铜和铜 镍矿床 点 百余处 其

中代表性金矿床有南金山 !马庄山 !金窝子 !拾金坡 !

老金厂 !新金厂和小西弓 铜矿床有公婆泉 !白山堂

和辉铜山 铜 镍矿床有黄山 !黄山东 !土墩和葫芦 ∀

需要指出的是 近 年来 随着国家矿产资源地质调

查项目的实施 在该区范围内又获得了一大批新数

据和新成果 进一步深化了对贵重和有色金属成矿

作用的认识 Ο 聂凤军等 ∀

 成矿地质环境

蒙甘新相邻 北山 地区的主体是哈萨克斯坦板

块的东延部分 为叙述方便 以下简称为哈东板块

其北界位于北纬 β以北的骆驼山 ) 红石山 ) 黑鹰

山一线 南界位于柳园 ) 大奇山一带 图 ∀该板块

的北侧为西伯利亚板块 南部和东南侧分别为塔里

木和华北板块 ∀哈东板块自南向北大体可划分为

部分 即南部陆缘活动带 !马鬃山中间地块和北部陆

缘活动带 聂凤军等 刘雪亚等 ∀南部

陆缘活动带由花牛山地体和柳园 ) 大奇山地体组

成 出露的地层主要为奥陶系 泥盆系和石炭系 二叠

系海陆交互相沉积岩和中酸性火山岩 其内见有不

连续分布的蛇绿岩体 ∀马鬃山中间地块是哈东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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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蒙甘新相邻 北山 地区金 !铜和铜镍矿床地质矿产简图

图例说明  ) 前寒武纪基底 ) 前寒武纪变质岩 ) 古生代蛇绿岩体 ) 祁连山早古生代褶皱带 ) 华北板块 ) 实测及推测早古生

代板块俯冲带 ) 实测及推测晚古生代板块俯冲带 ) 逆冲断层 ) 实测及推测走滑断层 ) 实测及推测断层 ) 重要金成矿区带

) 重要铜成矿区带 ) 重要铜 镍成矿区带 ) 金矿床 点 及编号 ) 铜 镍矿床 点 及编号 ) 铜矿床 点 及编号 ∀构造地质方

面  西伯利亚板块 ) 雀儿山地体 ) 乌珠尔嘎顺地体 哈萨克斯坦板块 ) 红石山 黑鹰山地体 ) 公婆泉 月牙山地

体 ) 马鬃山地体 ) 花牛山地体 ) 柳园 大奇山地体 塔里木板块 ) 安北 旧寺墩构造带 ) 敦煌地块 ) 祁连山古

生代褶皱带 ∏ ) 华北板块 ≠ ) 骆驼山 红石山 黑鹰山断裂 ) 明水 石板井 小黄山断裂 ≈ ) 黑山 碱泉子断裂 … ) 柳园 大奇山断裂

) 安北 桥湾断裂 ) 阿尔金断裂 ) 且末 星星峡断裂 ∀矿化集中区方面  ) 狼娃山金矿集中区 ) 南金山 金窝子金矿集

中区 ) 新金厂 拾金坡金矿集中区 ) 小西弓 小宛南山金矿集中区 ) 公婆泉铜矿集中区 ) 白山堂铜矿集中区 ≤ ) 黄山 葫芦

铜 镍矿集中区 ∀金矿床 点 方面  变质岩型金矿床 小西弓 小宛南山 老硐沟 火山岩型金矿床 新金厂 老金厂

南金山 斑岩型金矿床 马庄山 深成侵入岩型金矿床 金窝子 照壁山 和拾金坡 ∀铜和铜 镍矿床 或矿

点和预查区 方面  斑岩型铜矿床 公婆泉 额勒根乌兰乌拉 乌珠尔嘎顺 白山堂 夕卡岩型铜矿床 辉铜山 铜 镍

硫化物矿床 黄山 黄山东 土墩 和葫芦 ∀其余未标编号者为金 !铜或铜 镍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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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 基底岩层主要为长城系白湖群 !蓟县系平头

山群和青白口系大豁落山群变质沉积岩 其上不整

合覆盖有古生代火山 沉积岩 它们的成岩环境 !岩

性组合和变形变质特征均可与研究区西部的伊犁 !

哈密及卡瓦布拉克中间地块相对比 周济元等

刘雪亚等 ∀北部陆缘活动带位于马鬃

山中间地块北侧 由公婆泉 ) 月牙山地体和红石山

) 黑鹰山地体组成 出露的地层与南部陆缘活动带

相似 主要为奥陶系 志留系碎屑岩和石炭系中酸性

火山岩 局部地段分布有蛇绿岩 ∀在本区的最北侧

分布有西伯利亚板块的乌珠尔嘎顺和雀儿山地体

这两个地体主要由奥陶系咸水湖组和罗雅楚山组碎

屑岩 !中酸性火山岩和灰岩构成 局部地段见有志留

系和泥盆系火山碎屑岩和砂砾岩 ∀与此相比 研究

区最南侧分布有敦煌地块 属塔里木板块 安北 ) 旧

寺墩构造带 该构造带主要由前寒武纪混合岩 !片麻

岩 !片岩和大理岩组成 又称北山杂岩 其岩相学和

构造特征可与敦煌群相对比 甘肃省地质矿产局

∀

研究区西北一隅的大地构造样式较为复杂 对

该地段构造 地层单元的划分存在较大的分歧 争论

的焦点是它们究竟属塔里木板块 !哈萨克斯坦板块

还是西伯利亚板块 各板块边界在何处 尽管对上

述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但是均承认东疆的康

古尔塔格断裂带已延伸至本区 并且将其视为塔里

木板块与哈萨克斯坦板块的分界线 周济元等

∀该断裂两侧晚古生代硅质岩 !碳酸盐 !蛇绿

混杂岩和镁铁 超镁铁质侵入岩分布广泛 其中后者

与铜镍硫化物矿床具密切的空间分布关系 ∀

区内不同规模和各种走向的断裂构造极为发

育 骆驼山 ) 红石山 ) 黑鹰山断裂 !明水 ) 石板井 )

小黄山和柳园 ) 大奇山深大断裂不仅是前述古板块

的碰撞 !对接和俯冲带 同时也是岩浆和热液流体上

升运移的通道 断裂带两侧星罗棋布的金 !铜和铜

镍矿床以及各类镁铁 超镁铁质火成岩即是很好的

佐证 ∀需要提及的是 由于受且末 ) 星星峡北东向

断裂活动的影响 研究区西北地域的构造 地层单元

可产生一定规模的位移 位错距离为几十到百余公

里 图 ∀另外 区内不同类型和各种规模的侵入岩

十分发育 如在哈东板块北部陆缘活动带 花岗岩类

岩体约占全部岩层 体 出露面积的 ∀在所有前

寒武纪 !古生代和中生代侵入岩中 以海西期花岗岩

类最为发育 并且与众多金 !铜和铜 镍矿床 点 具

密切的空间分布关系 ∀

 金 !铜和铜 镍矿床时空分布特征与

类型划分

  本区是一个以金和铁为主 同时又有铜 !镍 !铅

锌 银和钼金属矿化的矿化集中区 ∀同其他类型金

属矿床 点 一样 本区金 !铜和铜 镍矿床无论在产

出环境上 还是在地质与地球化学特征方面均不同

于我国西北地区其他成矿带内的同类矿床 究其原

因 很可能与本地区独特的区域元素地球化学背景 !

成矿地质条件和独特的地壳演化过程有关 ∀

2 1  金 !铜和铜 镍矿床时空分布特征

区内金 !铜和铜 镍矿床 点 多呈群 !带或片在

一个有限的空间范围内产出 它们既可呈孤岛状存

在 也可彼此相连构成规模较大的矿化集中区 图

∀根据金属矿床 点 容矿围岩 !空间分布 !形成时

代和元素组合特点 可将本区划分为 个金矿化集

中区 ! 个铜矿化集中区和 个铜 镍矿化集中区 ∀

金矿化集中区包括 ) 狼娃山 !南金山 ) 金

窝子 !新金厂 ) 拾金坡 和小西弓 ) 小宛南

山 铜矿化集中区有公婆泉 和白山堂

铜 镍矿化集中区为黄山 ) 葫芦 ≤ 图 ∀

如若从大尺度地理范围角度看 各金 !铜和铜镍矿化

集中区可组成若干东西向延伸的条带 并且以研究

区为中心 向西与东天山铜和金成矿带相连进入新

疆腹地 向东跨越巴丹吉林沙漠延伸到阿拉善地块

聂凤军等 ∀

小西弓 ) 小宛南山 和新金厂 ) 拾金坡金矿

化集中区 分别位于本区最南部的敦煌地块和哈

东板块南部陆缘活动带内 图 区内各种类型和不

同规模的金矿床 点 星罗棋布 为西北地区金矿化

分布最密集的地段 聂凤军等

崔惠文等 陈祖伊等 ∀西起金滩子 东

到金庙井 在这一东西长约 南北宽 ∗

的地带内 产出有中型金矿床 处 小型金矿床

和金矿化点 处 ∀除小西弓和小宛南山金矿床位

于柳园 ) 大奇山深大断裂带南侧敦煌地块内外 其

余金矿床 点 大都在哈东板块柳园 ) 大奇山地体和

花牛山地体 属南部陆缘活动带 海西期富碱火山岩

和侵入岩体内产出 代表性矿床有新金厂 !老金厂和

拾金坡金矿床 ∀需要提及的是 该区铜矿化相对较

弱 辉铜山是迄今为止找到的唯一一处具有工业价

                     矿   床   地   质                   年  



 
 

 

 
 

 
 

 

值的铜矿床 ∀

白山堂铜矿化集中区和南金山 ) 金窝子金矿化

集中区分别位于马鬃山中间地块东西两侧 图 铜

和金矿床 点 大都在其边缘裂陷盆地或断裂带内产

出 并且同海西期富碱火山岩和花岗岩类侵入岩具

密切的空间分布关系 代表性矿床有马庄山 !南金

山 !金窝子和 金矿床以及地块东南边缘裂陷槽

内的白山堂铜 铅 矿床 ∀

) 狼娃山金矿化集中区 和公婆泉铜矿

化集中区 位于研究区北部 除部分金矿床 点

沿西伯利亚板块和哈东板块汇聚带分布外 其余铜

和金矿床 点 均在哈东板块北部陆缘活动带内产出

图 ∀该活动带主要由公婆泉地体和红石山 ) 黑

鹰山地体构成 ∀金矿化多沿各不同构造 地层单元

分界线分布 并且与海西期富碱火山岩或花岗岩类

侵入岩体具密切的时空分布关系 ∀代表性矿床有

!扫子山和霍勒扎德盖东金矿床 ∀与金矿床 点

相比 铜矿化多集中分布在公婆泉地体的公婆泉岛

弧带内 与志留系中酸性火山 侵入杂岩体有关 代

表性矿床为公婆泉铜矿床 !大口子铜矿点 !红柳沟铜

矿点 !贾不泉铜矿点和红星山铜铁矿点 王大为等

∀另外 本区最北部的西伯利亚板块乌珠尔嘎

顺和雀儿山地体内也产出有一系列金铜矿点 具有

良好的找矿前景 如小甜水井金矿预查区 乌珠尔嘎

顺和额勒根乌兰乌拉铜矿预查区 聂凤军等

∀

黄山 ) 葫芦铜 镍矿化集中区 ≤ 位于研究区西

北角 图 铜镍矿化沿康古尔塔格深大断裂东段南

北两侧产出 并且同海西期镁铁 超镁铁质侵入杂岩

体具密切的时空分布关系 代表性矿床有黄山 !黄山

东 !土墩和葫芦铜镍硫化物矿床 黄崇轲等 ∀

2 2  金 !铜和铜 镍矿床类型

研究区范围内金 !铜和铜 镍矿床 点 的产出特

点可概述为分布广泛 !类型繁多 !成矿时代相对集中

和容矿围岩复杂 ∀另外 在所有收集到的 处金 !

铜和铜 镍矿床 点 的数据中 产于海西期各类侵入

岩内的矿床 点 为 处 约占全部矿床 点 数的

石炭 二叠系长英质火山岩地层内的矿床 点

为 处 约占总数的 ∀尽管尚有 的矿床

点 在变质岩和沉积岩地层内产出 但是它们的旁

侧或深部常常存在海西期深成侵入岩或火山岩 暗

示了火成岩与金 !铜和铜 镍矿床 点 的密切空间分

布关系 ∀就本区金属矿床 点 的形成时代 聂凤军

等 而言 前寒武纪和早古生代形成的

矿床 点 数量较少 而海西期则是大规模成矿作用

的/ 爆发期0 即金 !铜和铜 镍元素富集的高峰期 毛

景文等 ± 聂凤军等

崔惠文等 陈祖伊等 ∀根据容矿

围岩的性质和成矿作用的特点 金矿床大体可划分

为以下 种类型 ≠ 变质岩型 火山岩型 ≈ 斑岩

型和 …深成侵入岩型 聂凤军等 ∀铜

矿床可划分为 ≠ 斑岩型 夕卡岩型和 ≈ 与镁铁

超镁铁质侵入杂岩体有关的铜 镍硫化物型 ∀

 金矿床地质特征

3 1  变质岩型金矿床 点

此类矿床 点 大都在研究区中南部前寒武纪变

质岩地层内产出 赋矿围岩有片岩 !板岩 !大理岩 !混

合岩和斜长角闪岩 ∀代表性矿床有小西弓 !小宛南

山和老硐沟金矿床 ∀ 有资料 Ο 聂凤军等

表明 在上述所有矿床 点 中 小西弓以规模

大 !埋藏浅 !品位高和开采历史悠久而称著于世 ∀该

矿床位于研究区最南部 地处敦煌地块安北 ) 旧寺

墩构造带北缘 其北侧 处即是塔里木与哈东

板块的汇聚边界 图 ∀矿区范围内出露的地层主

要有前长城系西尖山群长英质片岩和硅质岩 侵入

岩为海西期石英闪长岩和钾长花岗岩 聂凤军等

∀区内各种类型和不同规模的断裂构造发

育 其中 • • 向断裂破碎带与金矿体具密切的空

间分布关系 ∀金矿床由 个矿带和 个矿体组成

金矿化大多呈脉状 !网脉状和细脉浸染状在蚀变破

碎长英质片岩和钾长花岗岩内产出 ∀矿化带长

∗ 宽 ∗ 最宽处 其分布范围与

前述 • • 向构造破碎带相吻合 ∀矿石中金属矿物

有黄铁矿 !磁黄铁矿 !毒砂 !闪锌矿 !方铅矿 !黄铜矿 !

自然金 !银金矿和黑铋矿 脉石矿物为石英 !绢云母 !

绿泥石 !绿帘石和方解石 ∀金品位为 ≅ ∗ ≅

平均值 ≅ ∀围岩热液蚀变有硅化 !绢云

母化 !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 其中硅化与金矿化具密

切的时空分布关系 聂凤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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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火山岩型金矿床

此类矿床大都在哈东板块马鬃山中间地块南北

两侧各类断陷盆地内产出 容矿围岩主要是石炭纪

或二叠纪安山岩 !英安岩 !流纹英安岩 !凝灰岩和火

山角砾岩 ∀代表性矿床有新金厂 !老金厂 ! 和南

金山金矿床 在所有上述矿床 点 中 新金厂 !老金

厂和南金山为同类矿床中规模最大和品位最高者

而且都是正在开采中的矿山 聂凤军等

曾长华等 崔惠文等 陈祖

伊等 ∀

新 !老金厂金矿床  位于马鬃山中间地块南侧

地处柳园 ) 大奇山地体与安北 ) 旧寺墩构造带接合

部位 图 ∀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下二叠统哲斯

群安山岩 !英安岩和流纹岩 其中英安质火山岩与金

矿床 点 具密切的空间关系 ∀就侵入岩来讲 除了

金矿床北部和西南一隅出露有石英闪长岩和花岗岩

株外 矿区范围内主要产出有一系列辉绿岩 !辉绿玢

岩 !闪长玢岩和花岗岩类岩脉 Ο 聂凤军等 ∀

另外 受北侧柳园 ) 大奇山深大断裂影响 区内近

∞ • 向和 ∞向压扭性断裂以及 • • • 向张扭

性破碎带分布广泛 其中 • 向与近 ∞• 向断裂交

切处常常是金矿体所在部位 ∀

金矿床由 个矿段和 条矿体组成 西部新金

厂与东部老金厂矿段相距 分别拥有 条和

条矿体 ∀在新金厂矿段 金矿化多呈石英细脉和

网脉在英安岩和辉绿岩脉内产出 局部地段呈细脉

浸染状分布在火山角砾岩带内 ∀金矿体为似板状和

透镜状 长约 ∗ 宽 ∗ 沿倾向延伸

∗ ∀同样 在老金厂矿段 金矿化亦呈石英

脉和网脉在英安岩和辉绿岩内产出 矿体多为脉状

和透镜状 长 ∗ 宽 ∗ 倾斜延伸

∗ 顶部常存在含金次生氧化富集带 主要

由褐铁矿和碳酸盐矿物所组成 ∀新 !老金厂两矿段

的矿石矿物组合和金含量及热液蚀变类型大体相

似 其中金属矿物有黄铁矿 !方铅矿 !毒砂 !磁铁矿 !

钛铁矿 !闪锌矿 !黄铜矿和自然金 脉石矿物有石英 !

长石 !绿泥石 !绢云母和方解石 ∀金含量变化范围为

≅ ∗ ≅ 平均值 ≅ 局部地

段高达 ≅ ∀热液蚀变有硅化 !绢云母化 !绿泥

石化和铁碳酸盐化 其中硅化和绢云母化与金矿化

具密切的空间分布关系 Ο 聂凤军等 ∀

南金山金矿床  位于马鬃山中间地块与公婆泉

) 月牙山地体的交接部位 矿区南北两侧分别为石

板井 ) 小黄山和星星峡断裂带 ∀区内出露的地层为

下石炭统白山组英安质凝灰岩 !流纹英安质熔岩 !火

山角砾岩 !沉凝灰岩 !凝灰质砂岩 !板岩和灰岩 其中

硅化凝灰质碎屑岩为金矿体的直接容矿围岩 ∀除了

在南金山北侧 处出露有印支期花岗闪长岩基

1 ? 2 聂凤军等 外 矿区范围内

仅分布有一些闪长岩和闪长玢岩脉 ∀受矿区南北两

侧深大断裂多期次活动的影响 区内 ∞• ! ∞ ! ∞

向和近 ≥ 向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其中近 ∞ • 向和

∞向压扭性断层破碎带与金矿体具密切的空间关

系 ∀

金矿床主要由 条矿化带和 个矿体组成

金矿化呈脉状 !网脉状和细脉浸染状在硅化凝灰岩

和凝灰质砂岩以及次生石英岩内产出 ∀矿体多为透

镜状 !囊状和不规则团块状 长 ∗ 最长

宽 ∗ 最宽为 倾斜延深 ∗

∀矿石中金属矿物为黄铁矿 !闪锌矿 !方铅矿 !毒

砂 !黄铜矿 !磁黄铁矿 !磁铁矿 !银金矿 !角银矿和自

然银 脉石矿物有石英 !绢云母 !叶腊石 !方解石 !绿

泥石 !斜长石 !重晶石和明矾石 ∀热液蚀变为次生石

英岩化 !绢云母 绿泥石化和叶腊石化 其中次生石

英岩化与金矿化具密切的空间分布关系 ∀

3 3  斑岩型金矿床 点

斑岩型金矿床 点 多集中分布在马鬃山中间地

块北部的公婆泉岛弧带和狼娃山 ) 金巴山岛弧带

内 金矿化主要发生在海西期中酸性火山 侵入杂岩

体内 与浅成 超浅成侵入岩株或岩脉群具密切的空

间关系 ∀尽管本区斑岩型金矿化分布广泛 矿化点

较多 但是迄今为止仅发现和圈定了一处具工业价

值的金矿床 ) ) ) 马庄山金矿床 ∀

马庄山金矿床位于南金山西南方向 处

其所处的大地构造环境与南金山金矿床基本相同 ∀

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是下石炭统白山组英安岩 !流

纹英安岩和流纹岩 ∀石英斑岩和流纹斑岩呈椭球状

岩株 ≅ 侵位于前述火山岩地层中

并且同金矿床具密切的空间分布关系 ∀此外 闪长

玢岩和花岗岩脉常可见及 ∀受马庄山南北两侧深大

断裂多期次活动的影响 区内 • !∞ • 和 ≥ 向断

层破碎带发育 其中 ∞ • 向压扭性断裂带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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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金矿体的展布形态 为重要的控矿构造 曾长华

等 ∀

金矿床由 条矿化带和近百个矿体所组成 金

矿化多呈现脉状和细脉浸染状在石英斑岩和流纹斑

岩以及旁侧的流纹质凝灰熔岩内产出 ∀脉状和透镜

状矿体长 ∗ 宽 ∗ 最宽可达

倾斜延深 ∗ ∀矿石中金属矿物有黄铁矿 !

毒砂 !闪锌矿 !方铅矿 !黄铜矿和磁黄铁矿 金 !银矿

物为自然金 !银金矿和自然银 脉石矿物以石英为

主 次为绢云母 !叶腊石和方解石 ∀矿石中 ω ∏变化

范围为 ≅ ∗ ≅ 平均值为 ≅ ∀围

岩热液蚀变有次生石英岩化 !绢云母化 !碳酸盐化 !

叶腊石化和高岭石化 其中次生石英岩化与金矿化

具密切的空间分布关系 曾长华等 ∀

3 4  深成侵入岩型金矿床

此类矿床 点 大都在古生代花岗岩类侵入体内

部及其与围岩的接触带上产出 赋矿围岩主要有海

西期或印支期石英闪长岩 !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和似

斑状花岗岩 ∀代表性矿床有金窝子 ! !照壁山和

拾金坡金矿床 其中金窝子矿床以规模大 !品位高 !

埋藏浅和易采选为特点 陈富文等 席小平

∀

该矿床位于马鬃山中间地块西北侧金窝子裂陷

盆地内 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上泥盆统金窝子组

沉凝灰岩 !碳质板岩 !粉砂质页岩 !砂岩和灰岩 ∀金

窝子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呈岩株状沿 ∞向断裂侵位

于上述火山 沉积岩地层中 长约 宽 ∗

面积 ∀该岩体全岩 ≥ 等时线年龄和

锆石 ° 年龄分别为 ? 和 属

海西期构造 岩浆活动产物 陈富文等 崔惠文

等 ∀受矿区北侧金窝子深大断裂多期次活动

的影响 ∞ ∞∞向和 ≥ ∞向断层破碎带分布

广泛 并且对金矿体的空间分布形态具明显的控制

作用 ∀

该矿床主要由 余条含金石英脉构成 金矿

化多呈石英大脉和网脉在黑云母花岗闪长岩破碎带

内产出 ∀脉状和透镜状矿体长 ∗ 厚 ∗

倾斜延深 ∗ ∀矿石中金属矿物有黄

铁矿 !方铅矿 !黄铜矿 !闪锌矿 !自然金和银金矿 脉

石矿物有石英 !方解石 !绿泥石和绢云母 ∀ ω ∏变化

范围为 ≅ ∗ ≅ 平均值 ≅ 最高

≅ ∀围岩热液蚀变有硅化 !绢云母化 !绿泥

石化和碳酸盐化 其中绢云母化与金矿化具密切的

空间关系 ∀需要提及的是 该矿床石英流体包裹体

≥ 同位素等时线年龄为 ? 和 ?

李华芹等 与其所在岩体的同位素

年龄相差 ∗ 据此 陈富文等 认为

金的成矿作用与海西期金窝子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不

存在任何因果关系 很可能是印支期构造 岩浆活动

的产物 ∀

 铜矿床地质特征

4 1  斑岩型铜矿床

铜矿床 点 主要在中酸性火山 侵入杂岩体内

部及旁侧围岩中产出 与海西期浅成 超浅成侵入岩

株或岩脉群具密切的时空分布关系 ∀代表性矿床有

公婆泉铜多金属矿床和白山堂铜 铅 矿床以及额勒

根乌兰乌拉和乌珠尔嘎顺铜矿预查区 其中公婆泉

和白山堂均是我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斑岩型铜多金

属矿床 黄崇轲等 王伏泉 ∀

公婆泉铜多金属矿床  该矿床地处研究区中

部 位于哈东板块公婆泉 ) 月牙山地体公婆泉岛弧

带内 刘雪亚等 ∀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中

上志留统公婆泉群安山岩 !安山质凝灰熔岩 !集块

岩 !英安岩和大理岩透镜体 ∀侵入岩有海西中期辉

长岩 !辉绿玢岩 !石英闪长玢岩1 ?

法2 !花岗闪长斑岩 ∗ 法 和海西

晚期二长花岗岩 法 聂凤军等

王大为等 ∀需要指出的是 区内除分

布有一系列 • • ! ∞和 • 向断裂外 还可圈

定出 个破火山口机构和 个裂隙式火山机构 ∀有

资料表明 这些火山口机构被含矿火山岩和浅成侵

入岩所充填 是本区最重要的导矿与控矿构造 王大

为等 ∀

公婆泉是一处以铜为主 并且伴生有银 !镓 !铂

和金的中型多金属矿床 其矿化类型大体可划分为

斑岩型 约占总储量的 !黄铜矿 黄铁矿 石英

脉型 和夕卡岩型 ∀铜多金属矿化呈脉

状 !网脉状 !条带状和细脉浸染状在各类浅成侵入

岩 !火山岩和夕卡岩内产出 ∀在公婆泉东西长

南北宽 的范围内先后发现和圈定了各类

铜多金属矿体 条 其中石英闪长玢岩为容矿围

岩的有 条 花岗闪长斑岩为容矿围岩的有 条

英安斑岩为容矿围岩的为 条 ∀这些陡倾斜的板

状 !透镜状和不规则状矿体长几十至百余米 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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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厚几米至几十米 最厚 倾斜延深可

达 ∀矿石中的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铜矿 !黄铁

矿和斑铜矿 次为辉铜矿 !方铅矿 !闪锌矿和辉钼矿

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 !钾长石和斜长石 次为黑云

母 !绿泥石 !绢云母 !白云母 !伊利石 !电气石 !绿帘石

和方解石 其中白云母的 同位素年龄为

与石英闪长玢岩形成时间1 ? 2大体

相同 王大为等 ∀ ω≤∏变化范围为 ∗

平均值 最高可达 ∀就围岩热液

蚀变来讲 自矿体中心向外分别为绢云母 次生石英

岩化带 黑云母 石英 钾长石化带和青磐岩化带 局

部地段见有角岩化 !石英 钠长石化和夕卡岩化带 ∀

研究结果表明 公婆泉矿床为岛弧环境中钙 碱性深

源岩浆分异演化的产物 属斑岩型铜多金属矿床 王

大为等 ∀

白山堂铜 铅 矿床  该矿床位于马鬃山中间地

块东南端 大红山 ) 老虎山 ) 石板泉断裂北侧 ∀区

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有蓟县系平头山群片岩和石英

岩 局部地段见有二叠系菊石滩组中酸性火山岩 ∀

侵入岩主要为一半环形次火山 侵入杂岩体 出露面

积 岩性组合为流纹斑岩 !英安斑岩 !斜长

花岗斑岩 !石英粗面岩和角砾熔岩 其中流纹斑岩和

斜长花岗斑岩全岩 ≥ 等时线年龄分别为 ?

和 ? 属海西期构造 岩浆活动产

物 王伏泉 ∀

铜矿化大都在次火山 侵入杂岩体下盘及其围

岩中产出 脉状和透镜状铜 铅 矿体与围岩呈渐变

接触关系 ∀迄今为止 在十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先

后圈定和发现铜矿体 处 铜 铅矿体 处和铅 锌

矿体 处 ∀单个矿体长约 ∗ 最长

厚 ∗ 最厚 倾斜延深 ∗ 最

深 ∀围岩热液蚀变为硅化 !次生石英岩化 !绢

云母化 !阳起石化 !透辉石化和绿泥石化 ∀矿石中金

属矿物有黄铜矿和黄铁矿 次为磁黄铁矿 !方铅矿和

毒砂 微量矿物有闪锌矿 !铁硫砷钴矿 !辉铜矿 !辉锑

矿 !镍黄铁矿和白铁矿 脉石矿物有石英 !绢云母 !绿

泥石 !石墨和方解石 ∀ ω≤∏为 ∗ 平均

值 ω° 为 ∗ 平均值 ∀

研究结果表明 白山堂矿床属与浅成侵入岩有关的

斑岩型铜 铅 矿床 黄崇轲等 王伏泉 ∀

4 2  夕卡岩型铜矿床

此类矿床 点 大都沿海西期或印支期花岗岩类

侵入岩与古生代碳酸盐岩地层接触带分布 ∀铜矿化

常与铁 !铅 !锌 !银和金矿化伴生 容矿围岩主要是一

些由钙硅 !钙铁和钙镁质矿物组成的夕卡岩 ∀代表

性矿床有辉铜山铜矿床 乌珠尔嘎顺铜 铁 矿床和

梭梭井铜 铁 矿床 其中辉铜山以规模大和品位高

为特征 其成矿环境和地质特征为国内外学者所关

注 聂凤军等 ∀

辉铜山铜矿床位于柳园 ) 大奇山地体五峰山岛

弧带内 刘雪亚等 ∀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是

中 下奥陶统花牛山群大理岩 !云母石英片岩和石英

岩 ∀侵入岩为海西期辉长岩 !辉石岩和钾长花岗岩

其中后者与夕卡岩型铜矿床具密切的空间分布关

系 ∀受近 ∞ • 向区域性深大断裂构造活动的影响

区内 • 向挤压破碎带和 ∞∞向张扭性断层十

分发育 并且对矿体的空间展布形态具明显的控制

作用 ∀

该矿床由东西两个矿带和 个矿体组成 铜矿

化多呈条带状和细脉浸染状在夕卡岩化大理岩内产

出 ∀透镜状和似层状矿体长 ∗ 厚 ∗

最厚 倾斜延深为 ∗ ∀矿石中金属

矿物有辉铜矿 !黝铜矿 !斑铜矿 !黄铜矿 !黄铁矿 !磁

铁矿和毒砂 局部地段见有方铅矿和闪锌矿 脉石矿

物有石榴石 !绿帘石 !透辉石 !透闪石 !硅灰石 !方解

石和石英 ∀ ω≤∏变化范围为 ∗ 局部

地段高达 ω 为 ∗ ω 为 ≅ ∗

≅ 最高达 ≅ ω 为 ∗

最高达 ∀围岩热液蚀变主要有石榴石化 !绿帘

石化 !透辉石化 !透闪石化和碳酸盐化 在距矿体较

远的地段 还可观察到角岩化和蛇纹石化 ∀在所有

上述热液蚀变带中 绿帘石化与铜矿化具密切的空

间分布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铜矿体多赋存在钾长

花岗岩/ 舌0状凸出部位之两侧的碳酸盐地层中 铜

矿化与夕卡岩具密切的空间分布关系 属典型的钙

夕卡岩型铜矿床 聂凤军等 ∀

4 3  铜 镍硫化物矿床

此类矿床大都在研究区西北部 沿康古尔塔格

深大断裂带产出 ∀铜镍矿化在海西期镁铁和超镁铁

质侵入杂岩体内产出 赋矿围岩主要为辉长闪长岩 !

二辉橄榄岩 !辉石岩 !橄榄岩和辉橄岩 ∀代表性矿床

有黄山 !黄山东 !土墩和葫芦铜镍硫化物矿床 其中

黄山矿床以规模大 !埋藏浅和品位高为特征 黄崇轲

等 ∀

黄山矿床地处康古尔塔格深大断裂南侧 区内

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上石炭统干墩组细碧岩 !角斑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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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和灰岩 ∀镁铁和超镁铁质侵入岩体分布广泛

主要有辉长闪长岩 !橄辉岩 !辉石岩 !苏长岩 !辉长岩

和橄榄岩 ∀ 全岩 ≥ 同位素等时线年龄值为

? 和 ? 全岩 矿石 ≥

等时线年龄和锆石 ° 年龄分别为 和

? 属晚石炭世 早二叠世构造 岩浆活动产

物 毛景文等 ± 李华芹等

∀受康古尔塔格断裂多期次活动影响 区内近

∞ • 向 ! ∞向和 • 向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并且对

矿体的空间分布形态具明显的控制作用 矿体大都

位于 ∞• 向与 • 向断裂的交汇部位 黄崇轲等

∀

该矿床主要由 条地表矿体和 条隐伏矿体所

构成 铜镍矿化多呈水滴状 !稀疏或稠密浸染状 !斑

杂状 !块状和角砾状在辉长闪长岩 !橄榄岩和辉橄岩

中产出 ∀似层状和透镜状矿体东西长 ∗

宽 ∗ 最宽 倾斜延深约 ∗ ∀

矿石中的金属矿物主要有磁黄铁矿 !镍黄铁矿和黄

铜矿 次为辉钴镍矿 !辉钴矿 !马基诺矿 !紫硫镍铁

矿 !磁铁矿 !铬尖晶石 !钛铁矿和白铁矿 ∀矿石中的

脉石矿物与镁铁和超镁铁质侵入岩主要造岩矿物组

合相似 此外 尚见有蛇纹石 !滑石 !纤闪石和绿泥

石 ∀ ω 为 ∗ 平均值 ω≤∏为

∗ 平均值 ω≤ 为 ∗

平均值 ∀受表生风化淋滤作用影

响 原生矿体顶部硫化物常为一椭圆状铁帽所覆盖

主要由黄钾铁矾 !孔雀石 !褐铁矿和铜蓝所组成 为

明显的地表找矿标志之一 ∀研究结果表明 黄山矿

床为海西期幔源镁铁和超镁铁质岩浆多期次分异和

熔离以及上侵贯入的产物 黄崇轲等 ∀

 区域地壳演化与金 !铜和铜 镍成矿

作用

  蒙甘新相邻 北山 地区金 !铜和铜 镍矿床 点

时空分布特征表明 金 !铜和铜 镍成矿作用均与古

板块碰撞 !对接和消减过程所诱发的构造 岩浆活动

密切相关 Ο 聂凤军等 ∀ 矿床

点 的成因类型 !空间类型 !空间几何分布形态 形

成时间和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从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

板块运动中某种机制在地质体上的具体反映

√ 因此 本区金 !

铜和铜 镍矿床 点 的全方位研究可为重朔蒙甘新

相邻 北山 地区区域地壳演化过程提供理论依据 ∀

中新元古代时 塔里木与哈东板块应为同一整

体 同属非稳定性古陆块 北与中亚 ) 蒙古洋和西伯

利亚陆块 板块 相对峙 聂凤军等 刘雪亚

等 ∀在古大陆内部 受深大断裂活动影响 各

类构造形迹 !岩浆岩和变质岩分布广泛 并且为后续

的金 !铜和铜 镍矿床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创造

了有利条件 ∀一般来讲 地质流体在上侵定位过程

中不断地对围岩中的有用组分 如金 !铜 !硫等 进行

淋滤与萃取 进而形成含矿溶液 并且在构造有利部

位沉淀形成金和铜的矿源层或矿胚 Ο 聂凤军等

小西弓 !老硐沟和小宛南山金矿区内含变质

火山 沉积岩地层中的部分金矿体就是这种流体活

动的产物 聂凤军等 ∀另外 受区域变形变

质作用和岩浆活动的影响 部分含金镁铁质侵入岩

中的金和铜元素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与热动力作用相

关的/ 再就位富集0效应 这包括金和铜的萃取 !运

移 !沉淀和预富集全过程 小西弓和小宛南山地区镁

铁质火成岩变形变质作用发生前后 金 !铜和铜 镍

丰度的明显差异即是对上述推测的最好注释 Ο ∀

奥陶纪到志留纪时 古亚洲 ) 蒙古洋壳分别沿

骆驼山 ) 红石山 ) 黑鹰山和明水 ) 石板井 ) 小黄山

断裂与北侧的西伯利亚板块和南侧的塔里木古大陆

发生双向俯冲作用 进而导致古大陆板块裂解和哈

东板块马鬃山中间地块的形成 图 ∀在志留纪 洋

壳对陆块的持续俯冲作用 分别在马鬃山地块北 !南

两侧形成公婆泉 ) 月牙山地体和花牛山地体 ∀公婆

泉和白山堂铜矿化集中区范围内一些早期含铜的中

基性侵入岩体即是此期构造 岩浆活动的产物 王大

为等 ∀此外 洋 陆壳的相互作用还在西伯利

亚板块的最南缘形成雀儿山地体 刘雪亚等 ∀

研究结果表明 雀儿山 ) 乌珠尔嘎顺俯冲带向西可

与东疆境内的克拉麦里 ) 莫钦乌拉沟 弧体系相衔

接 同为西伯利亚与哈东板块的分界线 聂凤军等

周济元等 ∀在马鬃山中间地块北缘的

俯冲带上 一系列镁铁 超镁铁质岩体和混杂岩体构

造侵位于早古生代火山 沉积岩地层中 并且在该俯

冲带中东段形成一个南倾的/ 高重 !高磁 !高阻和高

速0综合性异常带 暗示了地幔隆起带或洋壳残留体

Ο 聂凤军 江思宏 白大明 等 蒙甘新相邻 北山 地区综合找矿预测与评价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调查项目技术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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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蒙甘新相邻 北山 地区区域地壳演化与成矿模式图

以刘雪亚等 提出的北山地区构造演化图为基础 结合近几年来最新基础地质和矿产资料编绘 聂凤军等 ∀图例说明

) 陆缘沉积物 ) 洋壳 ) 大陆壳 ) 上地幔 ) 镁铁 超镁铁质侵入岩 ) 花岗岩类侵入岩 ) 断裂 ) 变质岩型金属矿床 点 )

火山岩型金属矿床 点 ) 与花岗岩类侵入岩有关的金属矿床 点 ) 斑岩型金属矿床 点 ) 夕卡岩型金属矿床 点 ) 与镁

铁 超镁铁质侵入岩有关的金属矿床 点 ) 大地构造单元及编号 同图 中构造单元编号 ) 岩浆上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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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 聂凤军等 ∀另外 这一镁铁 超镁铁

质侵入岩带向西延伸至东疆境内 可与康古尔塔格

深大断裂带相连 ∀需要提及的是 受大规模右旋走

滑断裂活动影响 康古尔塔格与柳园 ) 大奇山断裂

在甘肃与新疆交界处发生明显位移 位错距离达几

十到百余公里 ∀与前述两俯冲带相比 在马鬃山中

间地块南侧的辉铜山 !花牛山至五峰山一带 古洋壳

向北俯冲所诱发的构造 岩浆活动不仅形成大面积

分布的中酸性火山岩 而且产生了一系列不同规模

的逆冲与推覆断裂 此种构造活动一直持续到泥盆

纪 ∀

泥盆纪时 本区主要由 个大洋盆地和 个古

陆块 板块 所组成 图 ∀敦煌地块和马鬃山中间

陆块的北缘均为稳定的被动陆缘带 ∀相比之下 南

部的大洋盆地沿黑山 ) 碱泉子断裂一线继续向北消

减 进而形成 个井群和墩墩山群岛弧型火山岩建

造 与此同时 北部的洋盆也继续向西伯利亚板块发

生俯冲 进而形成泥盆系雀儿山群岛弧型火山岩系 ∀

受后期板块构造活动影响 迄今尚未找到与这次构

造事件相对应的金铜矿床 点 ∀

石炭纪是该区大地构造演化与金铜成矿作用的

鼎盛时期 ∀在研究区北部的骆驼山 ) 红石山 ) 黑鹰

山和明水 ) 石板井 ) 小黄山一线 古大洋盆地继续

进行双向俯冲活动 并且在马鬃山中间地块北侧形

成红石山 ) 黑鹰山海沟带和狼娃山 ) 金巴山岛弧

带 ∀与此同时 西伯利亚板块南侧的乌珠尔嘎顺和

雀儿山地体再次发生活化 并且形成大面积分布的

花岗岩类侵入岩 ∀另外 强烈的中酸性岩浆活动亦

为火山岩型 !斑岩型和深成侵入岩型金和铜矿床

点 的形成提供了动力和物质来源 南金山 !马庄

山 ! 和狼娃山金矿床 !乌珠尔嘎顺和额勒根乌兰

拉铜矿预查区即是此期构造 岩浆活动的产物 ∀在

研究区的南部地区 古大洋盆地在柳园 ) 大奇山一

线与北侧的马鬃山中间地块和南侧的敦煌地块发生

双向俯冲作用 进而形成安北 ) 旧寺墩构造带 !红柳

园海沟带和音凹峡 ) 野马井岛弧带 ∀板块双向俯冲

作用所诱发的构造 岩浆活动可导致大规模花岗质

岩浆上侵定位 局部地段形成金矿床 点 金窝子和

拾金坡深成侵入岩型金矿床就是最好的例证 聂凤

军等 ∀

石炭纪末期至早二叠纪世 研究区各大洋盆先

后闭合 先是西伯利亚板块与马鬃山中间地块碰撞

对接 继而是塔里木板块与马鬃山中间地块拼合为

一体 ∀随着马鬃山中间地块南北两侧大洋盆地的闭

合 安北 ) 旧寺墩构造带与柳园 ) 大奇山地体的碰

撞对接可导致陆内大规模火山喷发 并且在新 !老金

厂地区形成一整套火山 沉积岩地层 其内产出有一

系列火山岩型金矿床 点 ∀同样 在西伯利亚板块

乌珠尔嘎顺和雀儿山地体与哈东板块红石山 ) 黑鹰

山地体发生碰撞对接的同时 大规模镁铁质 超镁铁

质岩浆沿板块缝合线侵位于晚古生代火山 沉积岩

地层中 并且形成一系列规模不等的铜 镍硫化物矿

床 点 黄山 !黄山东 !土墩和葫芦铜镍硫化物矿床

的成矿作用均与此期构造 岩浆活动有关 ∀

二叠纪末期 随着古洋盆的完全消失和各古大

陆板块的拼合 整个研究区进入到统一的板块内部

构造演化阶段 ∀三叠纪中晚期 印支期 受区域性

深大断裂再次活动的影响 本区的陆壳又开始出现

明显的活化迹象 主要表现在中 !晚三叠世和早侏罗

世磨拉石建造分布广泛 另外 古大陆内部印支期碱

性和钙碱性岩浆活动频繁 与之相关的热液流体活

动对早期形成的金 !铜和铜 镍矿床产生明显的叠加

改造作用 局部地段形成高品位的铜或金矿石 ∀

 结  论

根据容矿围岩性质和成矿作用特征 本区

金矿床 点 大体可划分为 种类型 即变质岩型 !火

山岩型 !斑岩型和深成侵入岩型 ∀铜矿床可划分为

斑岩型 !夕卡岩型和与镁铁 超镁铁质侵入岩有关的

铜镍硫化物型

根据金 !铜和铜 镍矿床 点 分布特点 本区

大体可划分为 个铜矿化集中区 个铜镍矿化集中

区和 个金矿化集中区 它们分别产在板块构造的

不同部位 与特定的构造 岩浆活动有关

金 !铜和铜 镍矿化的强度不仅表现在空间

上 同时 也反映在时间上 大规模成矿作用主要发

生在海西期 并且与本区主要的构造 岩浆活动高峰

期相吻合 因此 可以认为金 !铜和铜 镍矿床 点 是

板块对接碰撞期和碰撞期后大规模构造 岩浆活动

的产物 ∀

Ρεφερενχεσ

≤ ƒ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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