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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塔乌尔别克金矿是西天山吐拉苏断陷盆地火山岩带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集中区的一个金

矿床%矿体主要赋存于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地层中&文章阐述了塔乌尔别克金矿床地质特征%

探讨了矿床成因%认为塔乌尔别克金矿属于火山 次火山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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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地质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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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构造背景

塔乌尔别克金矿位于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

伊魿微板块北缘博罗科努复合岛孤带西段南部吐拉

苏断陷盆地火山岩带西段%其北侧以科古尔琴山南

坡大断裂为界%南侧以伊犁盆地北缘深大断裂为界

"图
#

$&吐拉苏断陷盆地火山岩带是西天山浅成低

温热液型金矿集中区&塔乌尔别克金矿是西天山金

矿矿集区的一个金矿床%北邻阿希特大型金矿床!矿

体主要赋存于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上安山岩段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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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

区域出露地层较简单%主要有中元古界蓟县系)

青白口系%二者构成了吐拉苏盆地的基底!基底之

上%依次沉积了古生界奥陶系)志留系和石炭系%其

次为新近系和第四系&

"

#

$元古界&主要
!

露蓟县系库松木切克群下

亚群"

67!"

.

$%呈近
+8

方向条带状展布在矿区东

北部%岩性主要为泥质及砂质灰岩)大理岩化灰岩)

碳质灰岩%厚达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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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生界&主要
!

露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

和石炭系%为一套海相中酸性 中基性熔岩)火山碎

屑岩及碎屑岩夹灰岩)砂岩)硅质岩组合&奥陶系为

中奥陶统奈愣格勒达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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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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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奥陶统呼独克

达坂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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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主要呈条带状分布于矿区的西

南部%岩性主要为砂岩)生物灰岩夹凝灰岩)硅质岩%

厚
9&929-

!后者呈近
+8

向条带状分布于矿区西

北部和矿区东部%其岩性主要为灰岩夹少量钙质粉

砂岩)含砾泥岩%厚
#9'$2'-

&志留出露有下志留

统尼勒克河组下亚组"

;

#

#

.

$和上亚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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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勒

克河组下亚组出露于矿区东部%呈近
+8

向楔形展

布%岩性主要为砂岩夹灰岩)硅质岩%厚
%*#2$-

!尼

勒克河组上亚组在矿区的西)西北和东南部均有
!

露%地层总体倾向
=+

%倾角近
'">

%岩性主要为中酸

性火山碎屑岩夹熔岩及灰岩)硅质岩%厚
*&'

"

#9#2&-

&泥盆系为吐呼拉苏组"

?

*

%

$石英砂岩)砂

砾岩%厚
#9'$2'"-

&石炭系地层是区内出露最为

广泛的地层%主要出露大哈拉军山组下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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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亚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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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恰勒河组上亚组"

@

#

'

<

$&大哈拉

军山组下亚组岩性为下部紫红色中厚层状砾岩夹钙

质石英岩屑砂岩%中上部为紫红色薄层状钙质石英

砂岩%厚
))*2$"-

!上亚组下部为浅灰紫色英安质

晶屑熔结凝灰岩%上部为灰绿色)暗灰绿色薄层状凝

灰质岩屑长石砂岩)火山灰沉凝灰岩)中厚层状火山

角砾岩%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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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尔别克金矿主要赋

第
*"

卷
!

第
!

期

!"#'

年
&

月'

!!# !!9

!!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4ABC/<DB/4AEB4FG404

HI

.AJK/AGC.0LGE4DC3GELGEG.C3M

!!!!!!!

N402*"

!

=42!

6DA2!"#'

'

!!# !!9



图
!

!

博罗科努岛弧带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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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生界!

!2

东图津组!

*2

阿恰勒河组!

$2

大哈拉军山组!

'2

吐呼啦苏组!

&2

阿克喀什组!

92

博罗霍洛组!

)2

库茹尔组!

%2

基夫克组!

#"2

泥

勒河组!

##2

千子里克组!

#!2

呼独克达坂组!

#*2

奈罗格勒达坂组!

#$2

库松水切克群!

#'2

花岗岩!

#&2

二长花岗岩!

#92

花岗闪长岩!

#)2

不

整合界线!

#%2

火山机构!

!"2

断裂!

!#2

地质界线!

!!2

金异常"点$及编号!

!*2

金矿床'

.2

阿希金矿%

<2

塔乌尔别克金矿

存于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上亚组安山岩段&阿恰

勒河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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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矿区北部和东北部%岩性

主要为砂岩)灰岩%厚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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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

区内褶皱构造不发育%主要发育断裂构造&断

裂以
=8

向和近
;=

向为主%其次为
=+

向&断裂

构造与火山机构有关%可分放射状)环状)不规则状&

主要的控矿构造为
=8

向和近
;=

向%它们严格地

控制着矿体的规模)形态)产状及其变化&

!"%

!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较发育%主要为二长花岗岩和花岗

闪长岩&在塔乌尔别克金矿区西北部有呈条带状分

布的二长斑岩&在塔乌尔别克金矿区大哈拉军山组

上亚组火山角砾岩的角砾中有二长斑岩和细粒闪长

岩角砾%它们可能是晚泥盆世#早石炭世火山喷发

时从深部捕获的岩浆岩角砾%或是岩体包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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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特征

#"!

!

赋矿地层特征

塔乌尔别克金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下石炭统大

哈拉军山组上亚组和第四系&塔乌尔别克金矿可分

为西塔)中塔)东塔
*

个矿段"图
!

$%金矿主要赋存

于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上亚组安山岩段&

第四系分布于矿区西南部低洼地带%多沿河谷)

冲沟及山坡分布%属于洪积)冲积砾石)粗砂层及风

积黄土%厚度
#

"

!"-

&

大哈拉军山组上亚组"

@

#

&

<

$为一套中性火山

碎屑岩 熔岩建造%由下而上划分为
!

个岩性段'安

山岩夹火山碎屑岩段和安山玢岩夹火山碎屑岩段&

"

#

$安山岩夹火山碎屑岩段"

@

#

&

<S#

$&主要为

安山岩夹火山角砾岩)凝灰岩)角砾凝灰岩%厚度

!"'

"

!#'-

&该段中部夹火山角砾岩)凝灰岩!上

部夹凝灰岩)紫红色角砾凝灰岩&西塔矿段的矿体

就赋存于该岩性段上部安山质火山角砾岩中&

"

!

$安山玢岩夹火山碎屑岩段"

@

#

&

<S!

$&主要

为安山玢岩夹安山质火山角砾岩)凝灰岩%厚度
!'"

"

!)$-

&中塔)东塔矿段的矿体就赋存于该岩性

段中下部的安山玢岩中&

#"#

!

控矿构造特征

矿区为单斜构造%产状
*">

"

$'>

"

'>

"

$">

&

矿区内断裂构造较发育%有
=8

向)

==+

向)

=+

向等
*

组断裂&其中%以
=8

向组"如
O

!

$和近

;=

向组"如
O

'

$断裂发育%它们是矿区重要的导矿)

容矿构造&西塔矿段主要受
==8

"近
;=

$向断裂

控制%中塔矿段主要受
=8

向)近
;=

向断裂控制%

东塔矿段主要受
==8

"近
;=

$向断裂控制&

=+

向

断层"如
O

#

$是成矿后断层%对矿体有一定的破坏作

用"最大视水平断距
#&-

$&

#"$

!

岩浆活动与金矿化

"

#

$侵入岩&矿区内的侵入岩主要为二长斑岩%

其次有少量的辉长岩&二长斑岩主要分布于西塔矿

段西部)中塔矿段西侧等地&西塔矿段西部的二长

斑岩体侵位于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上亚组第一岩

性段上部%呈近
;=

走向%长
!''-

%宽
)

"

#*-

!岩

体北部被
O

!

%

O

#"

错断&中塔矿段西部的二长斑岩体

侵位于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上亚组第二岩性段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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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尔别克金矿区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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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四系!

!2

凝灰岩!

*2

安山岩!

$2

安山玢岩!

'2

二长斑岩!

&2

辉长岩!

92

火山角砾岩!

)2

隐爆火山角砾岩!

%2

石英脉!

#"2

坑道!

##2

断裂!

#!2

推测断裂!

#*2

勘探线及编号!

#$2

金矿体及编号

部%走向
*!'>

%岩体长
#9'-

%宽
#'

"

$&-

&二长斑

岩为浅肤红色 灰白色%似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

晶含量
'W

"

#"W

%主要为钾长石)斜长石"

(

"

(A

$

X#"

"

#'

$和石英组成&斜长石斑晶呈自形 半自形

板状)长柱状%板状者结晶粒度
"2$--Y"2#--

%

最大
#2!--Y"2$--

!长柱状者长宽比最大可达

9

"

#

%发育聚片双晶&钾长石斑晶发育卡氏双晶%

呈自形短柱状%结晶粒度较小%最大
"2*--Y"2#

--

%内部包裹长石%多因高岭土化其表面混浊&石

英多呈浑圆状%粒径
"2!--

左右&基质成分与斑

晶成分相似%具微晶结构%粒径多在
"2!

"

"2"'--

之间&辉长岩仅见于中塔矿段的东部和矿区的西北

部%岩石为灰绿色%具有辉长结构和块状构造%矿物

成分以中性斜长石为主"

''W

"

&'W

$%其次为辉石

"

*'W

"

$'W

$&

"

!

$脉岩&矿区脉岩主要发育石英脉及辉绿岩

脉&石英脉主要分布于矿区中部凝灰岩中%一般呈

白色)块状%结晶程度高!脉体多受裂隙及接触带控

制%长
#""-

%宽
!

"

$-

%少量石英脉见碎裂构造)弱

褐铁矿化&在西塔矿段发现
#

条具有黄铁矿化的含

金石英脉%厚约
#-

%单样的金品位为
)

"

(D

$

X

$$2"$Y#"

S&

&辉绿岩脉分布于安山岩中%长
$"

"

#""-

%宽
!

"

'-

%岩石为黑色 墨绿色%由辉石和斜

长石等组成%局部可见绿帘石&

"

*

$火山岩&矿区出露的火山岩主要有安山质

火山角砾岩)火山熔岩)火山碎屑沉积岩及次火山

岩)爆破"隐爆$角砾岩等&安山质火山角砾岩主要

分布于矿区的中东部%岩石呈紫红色)灰紫色及灰绿

色%斑状结构%角砾状构造!角砾成分主要有二长斑

岩)细晶闪长岩和长石斑晶)硅化蚀变岩等%含量约

#'W

"

!'W

%砾径小者
!

"

*--

%而大者可达
!"

--Y'"--

!基质为安山质凝灰岩%含量约占
9'W

"

)'W

%主要为短柱状或针状的斜长石)角闪石及凝

灰质&

"

$

$火山机构&据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矿区的

构造特征%初步推测中塔和南塔存在古火山机构&

古火山机构是指晚泥盆世#早石炭世吐拉苏断陷盆

地形成时期的火山机构%主要由爆发相)次火山岩相

及火山颈相组成&该火山机构具有中心式喷发特

征%火山颈相中心被辉长岩及隐爆角砾岩侵位占据%

其边部为安山岩和安山玢岩所围绕&古火山机构的

边缘普遍有金矿化&

#"%

!

矿体特征

塔乌尔别克金矿在西塔)中塔)东塔
*

个矿段共

圈定了
!$

个矿体*

!

+

"其中工业矿体
#'

个%低品位矿

体
%

个$%各矿体特征见表
#

所述&

*!!

第
*"

卷
!

第
#

期 何英等'新疆伊宁县塔乌尔别克金矿地质特征及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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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鸟尔别克金矿区矿体特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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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编号 位置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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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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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 最大 平均 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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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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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塔矿段&位于矿区西南部%矿段内出露为

安山岩夹火山碎屑岩!矿段内断裂构造较发育%主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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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
O

!

%

O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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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O

#

&

=8

向的断裂为

成矿前或成矿期导矿构造%

=+

向断裂
O

#

为成矿后

断裂%对地层和矿体有破坏作用&金矿化赋存于安

山质火山角砾岩中&西塔矿段共圈定了
#$

个矿体%

其中工业矿体
%

个%矿体编号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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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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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品位矿体
'

个%

其编号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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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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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矿

体规模较大的为
#

'

"图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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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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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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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裂使
#

号矿体的视水平断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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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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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塔矿段&位于矿区东部%矿段内出露安山

玢岩夹火山碎屑岩段%在其西北部出露有二长斑岩

岩脉&矿段内
=8

向断裂较发育%矿体主要受
=8

向断裂控制&在东塔矿段共圈定了
)

个矿体%其中

工业矿体
$

个%低品位矿体
$

个&工业矿体规模较

大的为
$

#

和
$

!

矿体"图
'

$&

#"&

!

矿石质量

"

#

$矿物成分&矿石矿物成分较简单*

*$

+

&金属

矿物主要有自然金)褐铁矿)黄铁矿%其次为银金矿)

赤铁矿)磁黄铁矿及微量的黄铜矿)方铅矿和闪锌矿

等!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石英)方解石)高岭土%其次为

绢云母)绿泥石)绿帘石及微量磷灰石等&自然金形

态以不规则粒状为主"占
*)2!%W

$%树枝状"占

*!29#W

$和长条状"占
!*29%W

$次之&金的粒度较为

细小%

"2"$*

"

"2!")--

粒径金占
)&2!$W

%属微粒

金&金的赋存状态有晶隙金"赤铁矿与石英晶隙中%

不规则状为主%占
$*W

$)包体金"赤铁矿及石英颗

粒中%占
*%W

$和裂隙金"赤铁矿裂隙中%占
#)W

$三

种&黄铁矿多以他形粒状产出%粒度
"2"'

"

"2#"

--

%浅黄色%在矿石中呈稀疏浸染状%且普遍被赤

铁矿交代溶蚀%有些交代不完全%构成假象结构及交

代溶蚀结构&褐铁矿以不规则粒状及脉状产出%镜

下呈粉末状)土状集合形式和他形粒状产出!粉末

状)土状褐铁矿为浅黄色%单体粒度极细%一般为

"2""'

"

"2"#--

!他形粒状褐铁矿颜色为褐色)棕

褐色%粒度
"2"#

"

"2#'--

&赤铁矿呈他形粒状产

出%部分呈黄铁矿假象产出%颜色为褐色)棕褐色!赤

铁矿广泛交代黄铁矿%常形成交代残余结构及假象

结构!赤铁矿与金关系极为密切%常见金产于赤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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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脉石的晶隙中%或包裹于其内&石英是最常见的

脉石矿物%多为白色%他形粒状%粒径
"2#'

"

"29

--

!早期石英多为乳白色)白色%细粒状%呈脉状)

网脉状分布!成矿期石英多为烟灰色)灰白色%微细

粒状%主要呈网脉)细脉状分布!晚期石英为白色)浅

黄色%粒度较粗%常表现为交代和重结晶的自形粒状

石英%主要呈浸染状)团块状%局部呈细脉)网脉状&

硅化与金矿化关系较为密切&

"

!

$矿石组构&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 半自形粒

状结构)他形粒状结构%其次为交代残余结构)假象

结构&矿石构造以浸染状构造)块状构造为主%次为

条带状构造和土状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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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化学成分&有益元素主要为
(D

%伴生

(

H

%部分样品含
@D

&有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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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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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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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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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样品

"2!W

%达综合利用指标$&

"

$

$矿石类型&矿石有石英脉型和蚀变岩型两

类&从地表向深部%按矿石氧化程度可分为氧化矿

石)混合矿石和原生矿石&氧化矿石分布于地表以

下
!'

"

*"-

!受矿区地形的影响%在西塔矿段由西

向东)由南向北氧化矿石的界面有由低变高的趋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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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塔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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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勘探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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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塔矿段与东塔矿段氧化矿石的界面有由北往南

由低抬高的趋势&在长期风化淋滤作用下%氧化石

英脉型矿石呈灰褐色 红褐色%具多孔状)蜂窝状构

造!氧化蚀变岩型矿石则呈黄褐色%具斑点状构造&

二者均具交代残余结构&金属矿物以褐铁矿为主

"

'$2%9W

$%其次为赤铁矿"

"2$"W

$%及微量的黄铁

矿"

"2"!W

$和磁黄铁矿"

"2"#W

$!非金属矿物主要

为石英和绢云母&混合矿石分布于氧化矿石带之下

"深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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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脉型矿石呈褐灰色%蚀变岩

型矿石呈浅灰色%普遍保留了原生矿石的结构构造&

原生矿石保持了原岩的本色!石英脉型矿石呈灰白

色 烟灰色%蚀变岩型矿石呈浅灰绿色 灰白色!金属

矿物主要为黄铁矿及少量磁黄铁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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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品级&按矿石的含金品位可分为工业

矿石和低品位矿石两类&工业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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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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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岩地球化学特征

矿区内安山岩和安山质火山角砾岩分布广泛&

其中%安 山 岩 类 岩 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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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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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低镁)

高铝)高钾)富碱特征%属于高钾钙碱性火山岩&高

钾钙碱性到钾玄岩系列火山岩可能属于俯冲过程末

期阶段大陆岛弧岩浆作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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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山岩中的细

晶闪长岩在岩石化学成分上与中性岩相当&安山质

碎屑岩中的二长斑岩角砾因受后期碳酸盐化的影

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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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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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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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特点&

矿区安山岩类岩石的稀土元素分析结果显示岩

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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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弱的负铕异

常&安山质岩石中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而相对亏

损高场强元素%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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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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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亏损%总体特

征类似于岛弧火山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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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火山岩微量元素蛛网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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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二长

斑岩角砾)细晶闪长岩包体具有近乎一致的形态!球

粒陨石标准化
L++

配分曲线图"图
&

$反映%二长斑

岩角砾)细晶闪长岩和安山岩也具有近乎一致的形

态&以上表明%安山岩)二长斑岩角砾)细晶闪长岩

包体三者是同源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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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岛弧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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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中落入富集

地幔范围内%反映安山岩石在岩浆源区俯冲板块熔

体加入有限%而可能主要是俯冲流体交代地幔楔性

质"

M̀DGB.0

!安芳等%

!"")

$%即本矿区的赋矿岩石

属大陆岛弧火山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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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 次火山活动与成矿的关系

塔乌尔别克金矿体赋存于大哈拉军山组上亚组

安山岩夹火山碎屑岩中%自然金产在安山质火山角

砾岩的二长斑岩)细粒闪长岩的角砾中%并与黄铁矿

伴生&西塔矿段
&

#

号矿体主要赋存在二长斑岩

的构造裂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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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采坑
&

#

号矿体中见含黄铁

矿石英脉厚
#-b

%金平均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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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样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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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矿区火山 次

火山岩活动期间产生金的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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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时代

据翟伟等
!""&

年对阿希金矿区上安山岩段安

山岩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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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研究资料%安山岩锆石

;]LcK5

年龄为"

*&*2!b'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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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唐功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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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塔乌尔别克金矿区上安山岩段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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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研究资料%安山岩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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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龄为
*$92!K.b#2&K.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吐拉

苏盆地的火山活动集中于晚泥盆世#早石炭世&下

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上亚组安山岩是塔乌尔别克金

矿床赋矿岩石%金矿化与火山 次火山活动有关%金

矿床形成时代应该在早石炭世&

$"%

!

成因分析

塔乌尔别克金矿体赋存于大哈拉军山组上亚组

安山岩夹火山碎屑岩中%安山质火山角砾岩中的二

长斑岩)细粒闪长岩角砾含自然金!在野外也可看到

含黄铁矿石英脉穿插安山质火山角砾岩中的细粒闪

长岩角砾与基质的现象!安山质火山角砾岩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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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资料显示这套以中性火山岩为主的火山岩类具

有大陆岛弧火山岩性质&由此推断%塔乌尔别克金

矿床属火山 次火山低温热液型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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