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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尔金地区是我国少数几个地质矿产调 查程度极低 的地 区之 一，近年来国土资源大调查 

在此投入 了大量工作 ，初 步查明了区内矿产资源的分布情况、主要矿床类型和找矿潜力。研 究表 明，具 

有漫长地质演化历 史的阿尔金成矿带发育类型较为 齐全的金属、非金属 和能 源矿床，其中金、铜、铅 、锌 

等矿种具有较大的成矿远景。重点介绍了该地区主要成矿 系列的地质特征和典型矿床，在此基础上初 

步总结 了该区的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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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区域地质背景 

阿尔金成矿带地处青藏高原的北缘 ，横跨塔里 

木地块 、柴达木地块 和昆仑褶皱系之间 J，是我国 

迄今地质矿产研究最为薄弱的地区之一。由于阿尔 

金地区是多个构造单元的结合带 ，其 内部区域构造 

单元依据不同历史演化时期应有不同的组成 ，这种 

复杂的大地构造位置和演化历史造就了复杂的构造 

岩浆活动和沉积过程 ，为成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该地区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地质演化历史，大 

于 3600Ma年代信息 的发现(李惠 民等，2001) 将 

本区地质演化推至了早太古代。以新太古代为主形 

成的太古宙陆壳(花岗片麻岩的颗粒锆石 u—Pb年 

龄主要为 2473Ma)集中产于阿尔金山北坡，构成 了 

本区的早期陆核，其主要岩石是 TrG质片麻岩和呈 

大小不等包体产出的一套辉石斜长角闪岩 、角闪斜 

长片麻 岩 、辉石 麻粒 岩 、变 粒 岩 和大 理岩 (米 兰 

群) J，原岩研究表明其岩石组合应 与花 岗岩一绿 

岩带相当，但经历了高角闪岩相一麻粒岩相的变质。 

古元古代的地质演化主要是围绕太古宙古陆核的侧 

向增生，在太古宙古陆核的南北两侧广泛发育了古 

元古界的被动陆缘型沉积(阿尔金山群)，主要发育 
一 套含石墨大理岩、含石墨的矽线榴石片麻岩，下部 

有少量的斜长角闪岩，因而主要为一套孔兹岩系，原 

岩为镁质碳酸岩和砂泥质岩建造夹少量中基性火山 

岩，经历了以角闪岩相为主的变质。古元古代晚期 ， 

本区发育了大规模 的构造岩浆活动，广泛发育了从 

花岗片麻岩 、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 

到富铝花岗岩组合 J。中元古代早期与华北地台 

相似发育了非造山的双峰式的岩浆侵入活动，包括 

辉长岩一斜长岩组合和巨斑状的钾质花 岗岩。前震 

旦系的中新元古界广泛分布于阿尔金 山中部地区， 

长城系巴什库尔干群主要为浅变质的石英砂岩 、大 

理岩 、变粒岩和绢云石英 片岩夹少量的中基性火山 

岩。蓟县系塔昔达坂群下部主要是长石砂岩、钙质 

砂岩 、粉砂岩夹少量基性火山岩 、白云质大理岩和硅 

质泥岩，中部为浅变质碎屑岩 、碳酸盐夹少量中酸性 

火山岩，上部为砂岩、含硅镁质大理岩和结晶灰岩互 

层 ，总体上表现为一套类复理石建造和浅海台地相 

建造。青白口系索尔库里群为一套弱变质的浅一滨 

海相碎屑一碳酸盐沉积建造 ，含丰富的叠层石。下 

部为紫红色及棕色石英砂岩、粉砂岩夹硅质灰岩，底 

部有不稳定的砂砾岩、含砾砂岩；中部为厚一中厚层 

状灰岩，上部为纹层状灰岩夹 白云岩和炭质灰岩，顶 

部碎屑岩增多。新元古代的 Rodinia超大陆的汇聚 

和裂解在本区有显著的反应 ，表现在呈近东西带状 

分布的榴辉岩和超高压变质岩 J、索尔库里蛇绿岩 

带和广泛发育的、年代大约在 500 Ma的基性岩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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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 

震旦系以明显的角度不整合覆盖在前震旦纪变 

质岩系之上 ，构成了本区第一套未变质的稳定盖层 ， 

主要是一套碎屑沉积岩。早古生代本区由中一新元 

古代相对稳定的构造状态转化为活动状态 ，统一的 

陆壳裂解 、在北阿尔金和南阿尔金分别出现 了两个 

扩张洋盆，形成 了奥陶系 巨厚的火 山沉积岩系 (拉 

配泉群)和志留系的复理石沉积，中晚志 留世洋盆 

的完全闭合留下了南北两条具有一定规模的蛇绿岩 

混杂岩带 引。晚古生代 的构造演化特点表现为 

早古生代构造旋回的结束和特提斯构造旋回的开 

始。早、中泥盆世仍为稳定发展期，发育陆相 、海陆 

交互相沉积，进入晚泥盆世 ，昆仑南坡的扩张出现洋 

盆使得本区西南部发育 了海相火 山沉积岩系，至早 

石炭世更为发育，晚石炭世一晚二叠世随着洋盆扩 

张的停止 ，转化为复理石沉积和磨拉石沉积。中新 

生代本区陆内造山活动强烈，发育陆相含煤建造 、岩 

浆侵入活动和推覆 、走滑构造。 

综上所述 ，阿尔金地区经历了复杂的地质构造 

演化历史 ，可概括为以下 6个地质演化阶段 ：太古宙 

古陆核的形成；古 中元古代太古宙古陆核的边缘增 

生 ；中元古代陆壳的裂解和会聚；新元古代末期一早 

古生代陆壳破裂和焊接 ；晚古生代活动大陆边缘演 

化和中新生代走滑作用。漫长而复杂的地质演化历 

史、多期多旋回的地质构造运动和岩浆热事件为成 

矿作用提供了优越的地质条件。不完全统计，阿尔 

金地区迄今已发现 150多个矿床和矿点(图 1)，研究 

表明加里东期和喜山期是本区成矿的最主要时期 ，中 

元古代 、华力西期和印支期次之。与各个时期地质构 

造演化特征相耦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成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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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阿尔金成矿带 区域地质及矿产分布图 

l一地名 ；2—煤矿；3一白云母矿床 ；4一白云岩矿床 ；5一盐类矿床；6一铬铁矿矿点 ；7一石锦矿床 ；8一玉石矿床；9一锰矿床；10一磁铁矿矿点； 

ll—铅锌多金属矿点 ；12—金矿点或矿床 ；l3一铜矿点或矿床；14一燕山期中酸性侵入岩；l5一印支期中酸性侵入岩 ；16一华力西期中酸性侵 

入岩；17--加里东期超基性岩 ；l8一加里东期中酸性岩；l9一中元古代基性超基性岩；2o一中元古代中酸性侵入岩 ；2l一奥陶系；22--石炭系； 

23—侏罗系；24一青 白口系；25一蓟县系 ；26一长城系；27一古元古界；28一太古宙片麻岩一麻粒岩 

2 主要成矿系列的地质特征 

2．1 中元古代蓟县系 Mn一白云石一玉石成矿系列 

中元古代蓟县系是本区重要的含矿层位之一 ， 

赋存有大量的金属和非金属矿床，但由于蓟县系和 

奥陶系在区内的划分还存在很大争议，本文根据近 

年来最新研究资料，暂将阿尔金北缘原划归蓟县系 

的一套弱变质的玄武岩 、玄武安山岩厘定为奥陶系， 

而将一套中低级变质碳酸盐和细碎屑岩仍保 留为蓟 

县系，目前在这套 中低变质岩系中已发现了沉积变 

质型的 Mn矿床、白云石矿床，在大理岩与晚期酸性 
一

基性一超基性侵入岩的接触带发育大量的玉石矿 

床。安南坝一带分布的锰矿床产于蓟县系白云岩一 

含硅质条带状白云岩中，赋矿围岩是红色硅质白云 

2 

岩。锰矿体呈层状 、似层状和透镜状产出，矿体上部 

为氧化矿 ，下部为碳酸锰矿。锰的品位较高为 10％ 
一 40％ 。 

2．2 与奥陶系火山活动有关的 Cu—Pb—zn—Fe— 

Au—Ag成矿系列 

奥陶纪是本区火山活动最为强烈的时期，在阿 

尔金山北缘 当金山口一拉配泉一红柳沟地区和阿尔 

金山南缘茫崖一秦布拉克地区广泛发育中基性一中 

酸性火山岩，形成 了大量与火山活动有关 的多金属 

矿床。 

2．2．1 与火山喷流作用有关的 Cu—Pb—zn矿床 

该类型矿床广泛发育，但 目前初具规模的矿床 

以新疆地调院发现的喀拉大湾 Cu—Pb—zn矿床为 

代表，矿床处于喀腊达坂黄铁矿化蚀变带 中。区内 

组 恐 囹哪 

" 圆圆 

圈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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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北西西向、近东西向两组断裂。出露地层为奥 

陶系浅变质海相火山岩、碎屑岩建造，岩性主要有绿 

泥石片岩、石英片岩 、凝灰岩、霏细岩。岩石破碎强 

烈 ，裂隙、片理发育。北部分布有华力西期花岗斑 

岩，区内石英脉广泛发育。岩石蚀变强烈 ，主要有褐 

铁矿化、黄铁矿化 、绿泥石化、绢云母化 、高岭土化 、 

硅化等。铅锌矿体产出于含磁铁矿的黑云母片岩、 

黄铁绢英岩中，成因类型为火山沉积变质型。矿体沿 

东西向断裂分布，矿体产状与围岩岩层产状一致。矿 

石矿物主要有磁铁矿、黄铁矿、镜铁矿 、闪锌矿、方铅 

矿，少量黄铜矿、孔雀石。铜铅锌矿体产于石英片岩、 

黄铁绢英岩中。矿体产状与围岩岩层产状一致。矿 

石矿物主要有铜蓝、孔雀石、黄铜矿、黄铁矿等。 

2．2．2 与 火山一次火山一 浅成岩浆侵入活动有关 

的热液充填交代型 Cu—Au矿床 

该类型矿床主要形成在奥陶纪 ，是本区主要金 

属矿床类型之一。成矿与火山一次火山期后热液活 

动有关，矿化多呈石英脉型或细脉浸染型沿火 山一 

沉积岩中的断裂和构造裂隙产出，围岩蚀变通常有 

硅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 、绢云母化、黄铁矿化等。 

成矿表现为 Cu、Cu—Au、Cu—Fe—Au等不同金属 

矿化组合。石英一黄铜矿一黄铁矿脉型矿化在奥陶 

系中基性火山岩中分布普遍，品位较富 ，但具有规模 

者甚少。矿脉常伴有金矿化，一些矿体含金很高，构 

成铜金矿体，如我们在拉配泉东发现的玉勒山铜金 

矿点，Cu平 均 品位 1．5％，Aia平 均 品位 为 12 X 

10-6 0 

采石沟金矿是阿尔金地区已发现的较大金矿床 

之一 ，产于阿尔金山东段南坡 。矿区内出露地层主 

要为奥陶系滩间山群，其上部为变气孔状玄武岩、灰 

绿色安山岩夹粉砂岩及结晶灰岩透镜体，下部为灰 

紫色砂岩、粉砂岩夹砾岩和中基性火 山岩。构造 以 

北东东向、北东向和近东西向断裂为主。矿区内岩 

浆侵入活动发育，见有加里东期的蚀变超基性一基 

性岩 、中细粒闪长岩、闪长玢岩 、花岗闪长岩。目前 

发现的构造蚀变矿化带有 4条 ，其中 I、Ⅳ矿化带在 

地表已初步控制。构造蚀变带 内金矿化普遍，且在 

局部地段发现有富金矿体。金矿化带产于加里东期 

花岗闪长岩体与上奥陶统滩间山群接触带之内外 

侧 ，容矿围岩为灰绿色凝灰岩、凝灰熔岩和花岗闪长 

岩。具褐铁矿化 、黄铁矿化 、黄钾铁矾化、硅化、绿泥 

石化、绿帘石化、绢云母化等蚀变。矿体呈石英脉断 

续产于矿化蚀变带 中，新鲜矿石见有密集的细粒黄 

铁矿，含量可达 30％ 一50％ ，此外，可见少量闪锌 

矿 、黄铜矿 、方铅矿等金属矿物。矿区内还可见到镜 

铁矿体和硅质岩。初步研究认为采石沟金矿是受火 

山机构控制的浅成低温热液矿床。 

2．2．3 与火山作用有关的 Fe一(Cu)矿床 

目前发现的该类型矿床都为 中小型，主要有 白 

尖山、喀拉大湾 、索尔库里南 、巴什考供北东、贝壳 

滩 、迪木那里克、古尔岔隘北西 、柴达木大门口、长草 

沟等矿床矿点。对该类型矿床容矿围岩的时代还有 

争议 ，在阿尔金北缘地区前人多划归蓟县系，而在阿 

尔金南缘地区划归奥 陶系 ，本 文认为均属奥 陶系。 

出露岩石下部为砂岩 、石英岩 、炭质板岩 、千枚岩，中 

部为绢云石英片岩、绿泥片岩 、变钠质凝灰岩，上部 

为结晶灰岩 、炭质板岩等，其原岩为正常海相碎屑 

岩 、碳酸盐岩和海相中基性火山碎屑岩、火山岩。在 

白尖山等铁矿主要发育中酸性火 山岩和英安斑岩。 

矿体多产在中部的变中基性火山岩和上部的灰岩 

中。矿石金属矿物有磁铁矿一赤铁矿 、磁铁矿一黄 

铁矿 、赤铁矿一斑铜矿一黄铜矿等不 同组合。围岩 

蚀变主要为钠长石化 、绢云母化、绿泥石化 、碳酸盐 

化、硅化、方柱石化等。该类型矿床的成矿作用可能 

经历 了多阶段的演化 ：从火山喷流沉积成矿、火山气 

液充填交代到变质改造成矿。 

2，3 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石棉一滑石一玉石一 

蛇纹岩 一Cu—Cr—Ni—C0一Au成矿系列 

阿尔金山广泛分布有基性超基性岩体，主要分 

布在红柳沟一安南坝 、茫崖一秦布拉克、苏吾什杰一 

木纳达坂 3条带上，其时代主要为加里东期 ，多数岩 

体是蛇绿岩带的组成部分。这些基性超基性岩浆活 

动形成 了岩浆熔离型 Cu(Ni、Co)矿床和铬铁矿矿 

床、岩浆期后热液型 cu—c0一Ni—Au或 Au矿床。 

岩浆熔离型矿床目前在区内都不成规模，多为矿点 

或矿化点。如攸苏普雷阿克 4号铜矿点 、盖勒克萨 

依铜矿点 、加尔乌增沟铜镍矿点 、金泉山镍矿化点 、 

红柳沟一带的铬矿点、阿克塞一带的铬矿点等。岩 

浆期后热液型cu—C0一Ni—Au矿床如茫崖石棉矿 

西矿点：卡特里西矿点，金矿床如盘龙金矿等。在超 

基性岩与蓟县系的接触带常形成玉石矿 ，如马特克 

布拉克玉石矿 、塔特勒苏大型玉石矿。石棉矿是阿 

尔金地区主要的矿产资源，有茫崖 、安南坝 、红柳沟 、 

巴什瓦克等大中型石棉矿和众多小型石棉矿。 

2．4 与华力西期钾质花 岗岩有关的 Au—Ag—Cu 

矿床系列 

该类金矿床是阿尔金地区最重要的金矿床类 

型，如阿尔金北缘大平沟金矿 、阿尔金南缘柴水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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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碎岩山东铜银矿点及攸苏普雷阿克地区的一些 

金矿化点 。金成矿作用与碱性 、偏碱性的花 岗质岩 

浆活动有关 ，在矿区范围内发育 了大量的钾质花岗 

岩或石英钾长石脉。金矿床产于花岗岩体内外接触 

带的断裂构造中，而大平沟金矿的部分矿体即为石 

英钾长石脉与华北地台一些与钾质花岗岩有关的金 

矿床成矿特征相似 引。矿化蚀变带中广泛发育钾 

化 、绢云母化 、碳酸盐化、硅化和高岭土化等。根据 

成矿作用特点可将矿床划分为石英脉型、构造蚀变 

岩型和高硫型浅成热液矿床。 

碎岩山东铜银矿点具有高硫型浅成低温热液矿 

床的特征。含矿地层是片理化的钙质粉砂岩、结晶 

灰岩夹绢云绿泥片岩，容矿 围岩主要是中厚层的结 

晶灰岩。矿体沿地层层理产出，在地层层面与断层 

的交汇部位或褶皱的核部矿体变厚 、变富。矿石矿 

物主要是银黝铜矿 、硫砷铜矿 、黄铁矿，可见少量的 

闪锌矿、黄铜矿 、方铅矿 、赤铜矿 、辉钼矿 、辉锑矿等。 

围岩蚀变有黄铁矿化 、绿泥石化 、碳酸盐化和钾长石 

化等。矿石含 cu一般 2．6％，最高 23．4l％；Ag一 

般 50×10～，最高 1385×10～。 

大平沟金矿处于阿尔金山北缘断裂带的次级断 

裂中。矿区出露地层为奥陶系的一套褐灰一褐红色 

变粒岩 、灰绿色变粒岩夹片岩。矿 区处于阿尔金山 

北缘断裂与库木塔格一 白尖山深断裂之间，断裂发 

育，多为南倾陡立的压剪性断裂 ，主要有北西向、东 

西向两组 ，一般呈小角度斜切地层。沿断裂发育次 

级裂隙带及破碎蚀变带。这些破碎蚀变带普遍含 

金 ，是该金矿主要的赋矿构造。矿区东部二长花 岗 

岩 ，呈小岩体 、岩株 、岩脉状沿断裂带分布，岩体中的 

地层残留体较多 ，其形态大小不一。矿区主要脉岩 

有石英脉 、石英一钾长石脉 ，多沿断裂破碎蚀变带和 

裂隙分布，呈脉状 、透镜状 ，具平行排列和尖灭再现 

特征，其中石英脉普遍含金。矿石的主要金属矿物 

为 自然金 、黄铁矿 、黄铜矿 、闪锌矿 、磁铁矿 ，脉石矿 

物有石英 、绢云母 、绿泥石等 ，自然金呈微细粒一细 

粒包体金 、粒间金形态 出现。矿化类型可区分为含 

金石英脉型和破碎蚀变岩型两种。蚀变类型有绢云 

母化 、绿泥石化 、高岭土化 、碳酸岩化等 ，并呈多期矿 

化蚀变的特征，这种矿化蚀变的叠加作用有利于金 

的富集。围岩与含金破碎带具一定的矿化分带 ，初 

步可划分出以下 3个带：①石英一黄铁矿一黄铜矿 
— 绢云母带为矿体集中分布带，其宽度与石英脉分 

布范围吻合。矿化蚀变类型齐全 ，含金较高。②褐 

铁矿一黄铁矿一绿泥石带为过渡带 ，其宽度受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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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与破碎带边界控制 ，宽度不大 ，局部(如 IV号蚀 

变带)达十几米，以褐铁矿化、绿泥石化为主，含金 

不高，局部可构成表外矿。③褐铁矿一钾长石—绿 

泥石带 ，为矿体及含金破碎蚀变带的围岩，岩石以星 

点状 、团块状褐铁矿为特征，普遍发育绿泥石化、钾 

化 ，基本不含金。初步研究分析认为：大平沟金矿的 

形成与阿尔金北缘断裂长期活动及与之相伴的岩浆 

活动密切相关。华力西期岩浆活动是成矿热液的主 

要来源，区内的次级断裂为成矿热液的活动及富集 

成矿提供了有利导矿、储矿条件。 

柴水沟金银矿床产于奥陶系辉绿岩与中基性火 

山沉积岩的接触带，受近东西向的断裂构造控制 ，蚀 

变带北西部大面积分布着华力西期的钾质花岗岩 

体，岩石 的 K2O+Na2O为 7．26％ ～9．28％ (其 中 

K20为 4．58％ ～5．45％)。矿化蚀变带长 1200 m， 

宽 2～5 m，主要产于基性火山一沉积岩 中，部分位 

于钾质花岗岩中，发育硅化、钾长石化、碳酸盐化 、绿 

泥石化 、绿帘石化 、重晶石化和绢云母化等。石英脉 

呈透镜状断续分布在蚀变带中，以石英脉的品位最 

高 ，矿化最好。金属矿物主要为方铅矿 、黄铁矿 、闪 

锌矿、黄铜矿，少量为辉银矿、自然金。脉石矿物为 

石英、绿泥石 、钾长石 、石膏、重晶石、高岭土等。 

2．5 与印支期二长花岗岩有关的夕卡岩型 cu—Pb 
— Zn多金属成矿系列 

该成矿系列发育于阿尔金山东段，目前已发现 

雁丹图铅锌矿床和黄矿山铜铅锌多金属矿点。 

雁丹图铅锌矿点位于阿尔金山北坡。区内出露 

地层简单 ，主要为长城系，下部为中厚层状含透辉大 

理岩与薄层状 白云石英片岩互层，中部为灰黄色薄 

层状白云石英片岩夹透辉大理岩，上部为灰 白色厚 

层状含透辉大理岩。可见有 3组断层 ：近东西向、北 

东东向和北西向，其中以北西向最为发育。侵入岩 

见前寒武纪片麻状花岗质脉岩 、变质基性岩脉 ，华力 

西期二长花 岗岩。矿脉呈透镜状沿顺层(片理面) 

展布的张性断裂裂隙产出，脉体斜列分布 ，总体呈向 

北西突起的南北弧状。矿石的矿物成分较复杂 ，由 

高温到中温矿物均有出现。主要矿石矿物有磁黄铁 

矿 、毒砂 、辉铋矿 、闪锌矿 、方铅矿、黄铁矿、黄铜矿． 

辉银矿 、铜蓝等，次生矿物有褐铁矿、白铅矿、黄钾铁 

钒、明钒 、蓝铜矿等。次生矿物多分布在地表 ，形成 

铁帽并组成 氧化矿石 ，深 2～4 m。其下为原生矿 

石。脉石矿物以方解石 、石英为主 ，次有石榴石 、透 

辉石和云母等。矿石结构可分为两类 ，一是 以闪锌 

矿、磁黄铁矿为主的块状矿石 ，另一类为夕卡岩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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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岩中的浸染状矿石。除铅锌外 ，有少量的铜 、铋可 

达工业要求，伴生元素有镉、镓、锑等。根据矿石结 

构构造及穿插关系可分为 3个成矿阶段 ：夕卡岩化 

大理岩伴生的辉铋矿；磁黄铁矿一闪锌矿一毒砂一 

方铅矿 ；方铅矿一黄铜矿一黄铁矿。该区矿石虽然 

矿物共生组合复杂，但空间分布上有明显的规律，由 

地表向深部闪锌矿、方铅矿有变贫的趋势 ，而磁黄铁 

矿、毒砂有相对增高的现象。铅锌矿脉的围岩为含 

透辉大理岩及 白云石英片岩 ，特别在两岩层接触面 

中的张扭性结构面 内，矿脉分布尤为密集。围岩蚀 

变强烈 ，其蚀变有绢英岩化、夕卡岩化、硅化 ，前两种 

蚀变与成矿关系密切。矿床的形成和华力西期二长 

花岗岩有密切的成因联系，矿脉分布在该岩体顶部 

的透辉大理岩和片岩中。由于后期扭动作用而产生 

的反时针张扭性帚状构造 ，岩浆活动期后含矿热液 

沿上述张扭性裂 隙充填成矿  ̈。根据矿脉 中的矿 

物共生组合及围岩蚀变特征 ，该矿床 的成因属中温 

热液交代脉状充填矿床。 

3 区域找矿方向 

通过成矿条件和业已发现的矿床矿点的成因类 

型分析 ，认为区内最具潜力的矿床类型有 ：断层破碎 

蚀变岩型金矿床(主要受阿尔金南北缘断裂控制)； 

以沉积岩(尤其含碳质)为容矿围岩的金矿床(长城 

系、蓟县系 、青 白口系和奥陶系普遍发育 (含碳 )沉 

积岩系，并在多处发育较好 的黄铁矿化等破 碎蚀 

变)；与碱质岩浆活动 (A型花 岗岩 和橄榄 粗玄岩 

系)有关的金矿床 ；与奥陶纪 中基性火山活动有关 

的铜铅锌多金属矿床 ；与基性超基性岩浆侵入活动 

有关的磁铁矿矿床等。已发现的优势矿种是石棉 、 

云母 、玉石等非金属矿床。 

根据地区化探、遥感综合找矿信息可以初步确 

定以下地区具有较好 的成矿条件 ：阿尔金北缘的拉 

配泉一红柳沟 、拉配泉一 阿克塞 ；阿尔金南缘的库勒 

萨依一吐拉 、茫崖一冷湖 ；阿尔金西北缘的哈迪勒克 
一 塔什萨依等。其中目前已发现的喀拉大湾铅锌铜 

多金属矿床具有层控 的 VOLEx型矿床的特征 ，蚀 

变带规模大，是最具找矿远景的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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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LLoGENIC SERⅡ S AND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ALTUN IETALLoGENIC BELT 

MAO De—bao‘
，
WANG Ke—zhuo ，ZHONG Chang—ting2

，

NI Kang3
，
WANG Jie ，YANG—Feng3，HU Xiao—die 

(1．China Unive~ity ofGeosciences，Beq／ng 100083；2．rianjin Institute of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rianjin 300170；3．Xinjiang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Ummqi 830011) 

Aimtraet：With much long history of geological evolution，the Ahun metallogenic belt has developed many metal，nonmetal and energy l'eflourc~ in a 

wide range of mineral deposit types，of which，~ atoa，muscovite，salt deposits are important re es in China．The paper gives a brief summary on 

the so~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in metallogenic series．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0re—forming conditions．a few prospecting tat~ts are painted out． 

Key words：Altun metallogenic belt，metallogenic series ，metallogenic p~ pect，pnmpecting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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