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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查明新疆土屋 延东铜矿的围岩地层时代 !成矿时代和成矿环境等问题 文章通过野外调查 !岩矿鉴

定 !古生物化石鉴定和同位素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 提出围岩地层为石炭系而不是泥盆系 锆石 ≥ ° 定年结果

表明 ∗ 为围岩火山岩的形成时代 另外还有两期岩浆活动 ∗ 和 含矿直接围岩主

要是斜长花岗斑岩而不是闪长玢岩 矿田隶属觉罗塔格构造 成矿带而不是哈尔里克带 矿田内斑岩类以及矿带中的

石炭纪花岗岩类具埃达克岩特征 表明区域上具良好的斑岩铜矿成矿远景 ∀

关键词  地质学  成岩成矿时代  斑岩铜矿  埃达克岩  土屋 延东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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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地勘局第一地质大队 年在康古尔塔

格地区 Β 万区域地质调查 ≤ ! ⁄!

! ! ≤ ! ⁄!

≤ 和 ⁄八幅联测 ∀下文所指八幅联测与

此相同 过程中发现了土屋铜矿床 ∀ 年起由新

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进行勘查 ∀当年钻孔见矿

矿体视厚度 余米 ω≤∏平均 ∀ 年被

原地质矿产部地质调查局列为部控重点项目 ∀

年发现延东铜矿 第一个钻孔即打到视厚度

ω≤∏平均 的矿体 和上盘视厚度 ω≤∏

平均 的表外矿体 ∀ 年 上海/ 新风能公

司0购买该矿田勘查权 出资由新疆地勘局对土屋矿

床 号矿体进行勘探 ∀至 年底 已控制土屋

号矿体 ≤ ⁄级铜金属资源量 万吨 ω≤∏

平均 ∀延东矿床 个钻孔初步查明的矿体

厚度与土屋 号矿体相近或更大 矿化带长度为土

屋 号矿体的 倍以上 其规模可能超过土屋矿床 ∀

据 年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的最新报告

铜资源量为 万吨 其中土屋 含土屋

东 万吨 延东 万吨 ∀由此确定土屋 延东矿

田具大型铜矿床规模 ∀

该矿床为中国近年来对斑岩铜矿勘查的重大突

破 因此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注意 已有多篇有关

该矿床的论文发表 王福同等 芮宗瑶等

龙宝林等 刘德权等 王龙生

等 朱裕生等 ∀然而因目前矿田勘查仍

未结束 对矿床若干重大地质问题 如含矿岩层的时

代 !围岩岩性 !斑岩岩性和时代等的认识存在较大分

歧 ∀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对矿床的基本认

识和今后的找矿普查方向 ∀因此 对此进行深入的

研究和探讨是必要的 ∀本文将就笔者的初步研究成

果 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

 矿田地质概况

矿田位于新疆东天山觉罗塔格造山带北缘 图

∀该带从泥盆纪末起成为塔里木陆块北部的被动

陆缘 在早石炭世 局部至晚石炭世初期 为拉张阶

段 堆积双峰式火山岩 陆源碎屑建造 晚石炭世转

入汇聚阶段 堆积复理石及基 中 酸性火山岩建造

同时发育大规模钙碱性花岗岩链 其中斑岩类岩石

中发生斑岩型铜钼矿化 ∀觉罗塔格带在晚石炭世固

结 出现钾长花岗岩 碱性花岗岩及局部的中 酸性火

山磨拉石 ∀固结后期通过陆内堆叠作用形成康古尔

塔格和尾亚韧性剪切带 ∀固结期后的弛张期有弛张

性黄山深断裂生成 充填有含铜镍镁铁 超镁铁岩 ∀

Ξ 本文得到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和国家 项目 的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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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新疆哈密土屋 延东矿田区域地质略图 据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队 年资料 Ο修编

) 第四系松散沉积物 ) 中侏罗统西山窑组砾岩 !砂岩夹煤层 ) 石炭系土屋组长石岩屑砂岩 !生物灰岩 !沉凝灰岩 ) 石炭系干墩组长

石岩屑砂岩 !生物灰岩 !沉凝灰岩 ) 下石炭统企鹅山群玄武岩 !安山玄武岩 !凝灰岩 !火山角砾岩夹英安岩 !凝灰质砂岩 !砾岩 ) 下泥盆

统大南湖组玄武岩 !火山碎屑岩 ) 晚石炭世固结期钾长花岗岩 沟权山超单元 ∗ ) 觉罗塔格带晚石炭世早期汇聚阶段花岗岩类 企

鹅山超单元组合 其中 ) 二长花岗岩 ) 石英闪长岩 ) 石英辉长岩 !角闪辉长岩 ∗ ) 哈尔里克带晚石炭世早期汇聚阶段花岗

岩类 大南湖超单元 其中 ) 二长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 ) 辉长闪长岩 ) 晚石炭世斜长花岗斑岩 ) 地质

界线 ) 地层不整合线 ) 断裂 ) 韧性剪切带 ) 铜矿化蚀变带 ) 构造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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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纪起隆起为陆相 何国琦等 ∀

矿田所在的区域分布有下石炭统企鹅山群细碧

角斑岩建造 基性火山岩及其凝灰岩 !少量凝灰质碎

屑岩夹碳酸盐岩 其南 !北侧分布有汇聚阶段形成

的复理石建造 ∀

矿田附近与成矿有关的花岗岩类为整个觉罗塔

格北带花岗岩链的一部分 是觉罗塔格汇聚阶段板

块俯冲作用的产物 ∀岩系为 辉长岩 闪长岩 石英

Ο  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队 五堡幅 Β 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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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 英云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连续系

列 ∀各岩性段成分相对稳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

质矿产局 ∀其中 土屋及其东侧赤湖地区的

花岗岩类在成分及演化方面与整个觉罗塔格北带无

显著区别 ∀这也暗示了整个北觉罗塔格带斑岩铜矿

成矿背景和远景的一致性 ∀

北觉罗塔格带石炭纪汇聚阶段花岗岩类岩石为

钙碱性低碱类型 里特曼指数 ∗ 区域平均

其铝饱和系数 ≤ 为 ∗ 多数

∗ 属铝不饱和至弱饱和类型 其锶初始比值

为 ∗ Δ 值为 ϕ ∗ ϕ 何国

琦等 ∀这些数值显示其具俯冲带 / 0型花岗

岩类的特征 ∀矿田围岩为下石炭统企鹅山群灰绿

紫红色拉斑玄武岩 !杏仁状橄榄玄武岩及玄武安山

岩 夹少量火山角砾岩 以及灰色 灰绿色砂岩和含

砾砂岩等 ∀地层总体南倾 倾角 ∗ β ∀矿田内分

布有斜长花岗斑岩 岩体大部分被砂 !砾岩掩盖 露

头零星 单个露头面积不足 岩石为偏碱性过

铝花岗岩 具斑状结构 !块状构造 ∀斜长花岗斑岩的

一部分已经全岩矿化 ∀

矿田构造为一向南倾斜的单斜 并有近东西向

的断裂及破碎带发育 ∀整个矿田斜长花岗斑岩均呈

近东西向延伸 矿体也呈近东西向延伸 显示成岩

成矿前的东西向线性构造对成岩 成矿具有控制作

用 ∀著名的盛产金矿的巨型康古尔塔格韧性剪切带

从土屋 延东矿田南侧通过 对矿田有轻微影响 部

分岩石 !矿石出现糜棱岩化 ∀

土屋 延东矿田 图 矿化蚀变带南北宽 ∗

长 以上 大部分被侏罗系覆盖 ∀赋矿

岩石为蚀变斜长花岗斑岩及其围岩下石炭统企鹅山

群第二组玄武岩 !安山玄武岩及凝灰岩类 ∀矿田内

已发现两个矿床 土屋矿床和延东矿床 ∀矿体均向

南呈陡倾厚板状 沿北东东向区域构造线延伸 ∀

土屋矿床由两个矿体组成 图 ∀ 号矿体 又

称土屋东矿床 基本上产于斜长花岗斑岩之中 以

ω≤∏ 为边界品位圈定的矿化体长 厚

图  土屋铜矿床 ! 号矿体地质略图 据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队 年资料 Ο修编

) 第四系松散沉积物 ) 中侏罗统西山窑组砾岩 !砂岩夹煤层 ) 下石炭统企鹅山群玄武岩 !安山玄武岩 !凝灰岩 !火山角砾岩夹英安岩 !

凝灰质砂岩 !砾岩 ) 斜长花岗斑岩 ) 闪长玢岩 ) 号铜矿体 ) 号铜矿体 ) 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带 ) 青磐岩化带

) 地表孔雀石浸染范围 ) 断层及推测断层 ) 地层不整合线 ) 勘探线 ) 钻孔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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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厚 铜品位在地表平均

钻孔平均为 钻孔中 ∏组合分析品

位为 ≅ ∗ ≅ ∀ 号矿体 又称土

屋矿床 紧靠 号矿体西段南侧 向西延伸 一半以

上的矿化赋存在围岩 玄武岩及凝灰岩 中 其余赋

存在斜长花岗斑岩中 ∀以 ω≤∏ 为边界品位

圈定的地表矿化体长 厚 ∗ 平

均厚 ≤∏品位 钻孔中矿体厚

∗ 平均 ∀单工程 ≤∏品位最高

一般 ∗ ∀其中以 ω≤∏ 为

边界品位圈定的矿体长 平均宽 最

宽 平均 ≤∏品位 ∀ ∗ 线控制斜深

图 ∀在矿体中段垂深 以上进行了勘

探 目前已控制矿体长 控制深度 ∗

厚度 ∗ 平均厚度 平均 ≤∏品

位 ∀

图  土屋铜矿床 号勘探线剖面图 据新疆地矿局第

一地质大队 年资料修编

) 复成分砾岩 ) 含砾长石岩屑砂岩 !砂砾岩 ) 沉凝灰岩

) 玄武岩 ) 表内矿体 ) 表外矿体

ƒ  ¬

×∏ ∏ °

÷

) ≤ ) ≥ ) ×∏

) ) ) ≤∏

  延东矿床位于矿田西部 土屋 号矿体西偏南

方向 处 ∀矿化主要赋存于斜长花岗斑岩中 少

部分在玄武质熔岩及凝灰岩围岩中 ∀矿体地表大部

分被侏罗系陆相含煤岩系掩盖 出露宽度 !长度都很

小 地表圈定矿体长 宽 ∀ ∗ 年

间施工钻孔 个 初步查明为一巨大厚板状矿体 ∀

控制矿体长大于 ∀单工程见矿厚度 ∗

平均 ∀ 钻孔中 ω≤∏ ∗

一般 ∗ ∀有 个钻孔控制矿体

延深达 但仍未穿过矿体 因此 矿体延伸尚未

查明 ∀

矿石以稀疏浸染状为主 部分细脉状 !团块状 ∀

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铜矿 !斑铜矿 !辉钼矿 !黄铁矿 !铜

蓝 !辉铜矿等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绢云母 !高岭

土 !长石等 ∀

矿床围岩蚀变围绕矿体分布 ∀大体上 矿体内

为强石英 黑云母 绢云母 硬石膏带 向外为较宽的

石英 绢云母化带 绢英岩化带 更外侧为青磐岩化

带 ∀

本矿床蚀变与国外典型斑岩铜矿床的蚀变具有

不同的特点 表现为泥化带不很发育 钾化不是出现

钾长石而是出现新生的黑云母 且钾化带范围较宽

部分进入绢英岩化带 中心带局部硅化强烈 ∀

 含矿围岩及斑岩时代问题

2 1  含矿围岩的时代

关于矿田内地层的时代 新疆区域地质调查队 !

新疆第一地质大队等在该区 Β 万 ! Β 万区域地

质调查中 根据区域地层化石对比 均将其划为石炭

纪 5新疆区域地质志6 新疆地质矿产局 等文

献中也将其划为石炭纪 ∀芮宗瑶等 对火山岩

中的单颗粒锆石进行了测年 获得两组数据 视年龄

? 和 ? 同时测得全岩 ≥

等时线年龄为 ? 由此认为围岩时

代为泥盆纪 ∀ 年笔者同新疆第一地质大队姜立

丰等一起 在矿田南侧 处的凝灰质粉砂岩中采

到化石 经新疆地质研究所周守  鉴定为 λιπσοελλιπ2

τιχυσ 椭圆椭圆茎 Λινοπροδυχτυσ 纹线长

身贝 Χψχλοχψχλιχυσ 圆圆茎 等 属石炭纪 ∀该

化石产地地层与矿田地层之间连续 无大的断裂 岩

性也相同 ∀所产化石与矿田外围本组地层中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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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区调 Ο 发现的 Εοσταφφελλα 始斯塔夫蜓 !

Λινοπροδυχτυσ 纹线长身贝 ! Λ . Σιε μενενσισ

Τσχηερνψσχηε ω 西门纹线长身贝 !Βυξτονια

波斯通贝 !Διχτψοχλοστυσ 网格长身贝 !Πλιχατ2

ιφερα 轮皱贝 !Σπιριφερ 石燕 !Βραχηψτηψρισ

腕孔石燕 !Χλατηροσπιρα κψαμοσα ± 小石格

子螺 以及放射虫 !苔藓虫碎片等的化石组合相同 ∀

因此 含矿地层的时代宜归属于石炭纪 ∀

至于芮宗瑶等 所获同位素年龄数据 其

原文也已指出 ≠ 所采锆石可能为捕获锆石 其真

实年龄应较分析计算数据 ∗ 小 全

岩 ≥ 数据有 组 基本都在线上 全部参加计

算得年龄值为 以上 为假等时线 ∀该文中

仅取其中三点 勉强计算出一个 的数值 但

误差却高达 ∀

∗ 年 芮宗瑶和本课题组一起对土屋

矿区及外围赋矿玄武岩层中的锆石 矿区 颗锆石

外围 颗锆石 进行了 ≥ ° 定年 分别获得

∗ 及 ∗ 的数据 表

∀在土屋矿区对已经矿化的玄武岩 样号 ×

测定了 个锆石颗粒 获得 个颗粒为 ?

置信度 的数据 只有一个颗粒测得

? 表 ∀对延东矿区地表赋矿玄

武岩 样号 × ≤ 中的 个锆石颗粒测得从

? 至 ? 的年龄值 其

中有 组比较集中的年龄为 ? 个颗

粒 ! ? 个颗粒 ! ?

个颗粒 表 ∀上述数据变化较大 是反映了测试

问题还是构造演化本身的复杂性还有待深入探讨

但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些信息 ≠ 本处火山岩中包含

有多时代的锆石信息 给确定成岩时代带来了困难

有 组年龄相对比较集中 ∗ !

∗ 和 尤其是 ∗ 的一

组更加突出 ∀考虑到矿区之北有泥盆纪岩浆活动

矿区之南有富碱花岗岩侵入到本套火山岩中 因此

早 !晚两组年龄可能是反映了这两次岩浆活动事件

而中间一组年龄很可能代表了本处火山岩的形成年

代 ∀

2 2  含矿斑岩时代及成矿作用时代

关于与成矿有关花岗岩类的时代 过去已有如

下数据 铁岭岩体斜长花岗岩的 ≥ 等时线年龄

为 王璧香等 企鹅山岩体石英闪

长岩单颗粒锆石 ° 年龄为 Π 赤湖岩

体石英闪长岩单颗粒锆石的 ° 年龄为

和 据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一区域地质

调查队 !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一地质大队等八幅联

测 ∀综合起来看 岩体侵位年龄应在 ∗

左右 ∀

笔者从土屋东 号探槽的斜长花岗斑岩中分

离出不同晶形的 颗锆石 进行原位微区定年 北

京离子探针中心测试 原始数据将另文发表 测得

其加权平均值为 ? 置信度 以同样

技术对采自延东矿床 孔的斜长花岗斑岩中的

锆石进行测试 得出不同晶形锆石的年龄为 ?

置信度 与外围石炭纪花岗岩年龄在误

差范围内一致 ∀

关于成矿作用时代 芮宗瑶等 获得矿床

辉钼矿 等时线年龄为 ?

点 相关系数 ∀此数据可能近似反映了主

成矿期时代 ∀

 矿体围岩及含矿斑岩问题

矿床勘查和研究初期 在土屋 号矿体地质图

上划出了较大面积的闪长玢岩 ∀因此有的文献将本

矿田表述为/ 矿化主要产于闪长玢岩中 少量产于斜

长花岗斑岩中0 王福同等 ∀并认为矿床属

/ 闪长岩模式0斑岩铜矿床 ∀芮宗瑶等 对/ 闪

长玢岩0的存在提出了疑问 认为可能大部为火山

岩 ∀陈文明等 研究后认为/ 闪长玢岩0应是钠

质中酸性 基性火山岩 ∀ 年 本课题组对此进行

了实地考察和岩矿样品研究 鉴定了近 片岩石

薄片 包括钻孔剖面 个 !地表剖面 条及笔者自采

样品 确认含矿岩石主要是斜长花岗斑岩 原划出

的大面积/ 闪长玢岩0多为玄武岩类火山岩 只有少

量闪长玢岩 ∀因此 成矿母岩是斜长花岗斑岩 而含

矿岩石是斜长花岗斑岩及其围岩玄武岩 !安山玄武

岩及凝灰岩 ∀早期文献提到的/ 安山岩类0岩石基本

不存在 ∀

据镜下观察 闪长玢岩呈全晶质 暗色率较低

Ο  新疆第一区域地质调查队 万五堡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Π  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 ≤ !⁄ ! !≤ !⁄ ≤ !⁄ Β 万区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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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卷  第 期           刘德权等 土屋 延东铜钼矿田与成矿有关问题的讨论             



 
 

 

 
 

 
 

 

                     矿   床   地   质                   年  



 
 

 

 
 

 
 

 

而且具中基性浅成岩特有的极细长针状副矿物磷灰

石 长宽比大于 ∀而玄武岩类火山岩则无此类磷

灰石 岩石暗色率一般比闪长玢岩要高得多 ∀

表 为区域火山岩的岩石化学成分 从表中也

看出 含矿的企鹅山群火山岩建造属于缺乏安山岩

类的细碧角斑岩组合 为构造带拉张阶段产物 ∀其

ω ≥ 落在 ∗ 之间者不是安山岩 而是

ω 含量 的角斑岩 ∀

表 3  土屋地区石炭系企鹅山群第二组火山岩化学成分

Ταβλε 3  Χηεμιχαλ 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ϖολχανιχ ροχκσφρομ Χαρβονιφερουσ Θιεσηαν Φορμ ατιον ιν Τυωυ

岩石 样数
ω

≥ × ƒ ƒ ≤ ° ≥ 烧失量
合计

细碧岩

玄武岩

安山玄武岩

角斑岩

石英角斑岩

流纹岩

 数据来源 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一地质大队 万八幅联测 ∀

 矿田含矿斑岩类具埃达克岩特征

埃达克岩是指具有高锶 !低钇等特定地球化学

特征的一套中酸性火山岩和侵入岩组合

一般认为是来自俯冲板片熔体或下地壳重熔

的岩浆产物 ⁄ ∀ 据 ×

等 统计 在全球 个 ∏! !≤∏! 低温热

液和斑岩矿床中 有 个与埃达克岩有关 ∀智利上

千万吨级的斑岩铜矿床的赋矿斑岩 均为埃达克岩

∏ 菲律宾的斑岩铜矿和低温热

液金矿床 个中有 个与埃达克岩有关 ≥

∀因此 埃达克岩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

究的热点之一 ∀

据本文初步研究 土屋 延东矿田所在的觉罗塔

格带石炭纪花岗岩类以及矿田斜长花岗斑岩类均具

高锶 !低钇等特征 其主要特征值见表 ∀由表 可

见 土屋成矿带汇聚期石炭纪钙碱性花岗岩类 ω≥

平均 ≅ ω≠ 平均 ≅ ω≠ 平均

≅ ω≥ ω≠ 平均 类似于埃达克岩

类 ∀而土屋 延东矿田斜长花岗斑岩的埃达克岩指

数与区域平均值完全一致 说明它们同源 ∀其镁指

数 为 ∗ 平均 比环太平洋带埃达克

岩的镁指数 平均 低 而与我国多数地区埃达克

岩相同 表明觉罗塔格带形成斑岩铜矿的岩浆不是

俯冲洋壳板片的重熔 而可能来自下地壳的重熔 ∀

土屋 延东矿床斑岩及觉罗塔格带区域花岗岩

类具埃达克岩特征 表明该成矿带对形成斑岩铜矿

是有利的 具有找矿远景 ∀

表 4  新疆东天山土屋 ) 赤湖地区花岗岩类埃达克岩指数表

Ταβλε 4  Αδακιτε χηεμιχαλινδιχεσ οφ γρανιτοιδσφρομ Τυωυ−Χηιηυ αρεα , Εαστ Τιανσηαν , Ξινϕιανγ

岩  石
ω

≥

ω

≥ ≠ ≠
ω≥ ω≠ ω≠ ω≠ 2 ∞∞ ∞∞ ∞∞ Δ∞∏

区域花岗岩

 最低

 最高

 平均 个样

土屋 延东矿田斜长花岗斑岩

 原始数据据新疆地矿局第一区调队 !第一地质大队等资料综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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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田所在构造带的归属问题

土屋 延东矿床所在构造 成矿带的构造归属 曾

有哈尔里克和觉罗塔格带两种说法 ∀笔者认为

土屋 延东矿床围岩和成矿斑岩为石炭纪

而不是泥盆纪 ∀

土屋 延东带北侧的大南湖 大草滩断裂带

是觉罗塔格造山带与哈尔里克造山带的地体拼接

线 ∀该线两侧的区域构造线走向 以及地层 !岩浆岩

的地球化学等都有明显区别 图 ∀该线西段在 Β

万区域地质调查过程中已发现多处蛇绿岩块 李文

铅等 ∀

上述地体拼接线南北两侧分属于不同的古

生物地理区 ∀该线以北 产安加拉植物群及大量单

带型珊瑚和腕足类 Παραμ υιρωοοδια等 属于西伯利

亚生物区 该线以南不含上述生物 而含 Γιγαντο−

Προδυχτυσ!Κυιχηοωπηλλυ μ 等温带型生物 属于华南

生物区 ∀因此 该线所代表的已闭合的洋盆曾具有

分隔生物区系的规模 即可能有古北天山大洋存在 ∀

应当说明 年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一地质队

在 Β 万八幅联测中 将土屋西 处的大草滩

断裂带上产安加拉植物群化石的碎屑岩地层归入其

新建的/ 企鹅山群0顶部 与产长身贝 !始斯塔夫蜓等

的中 !下部合称为/ 企鹅山群0 ∀一些作者便以此作

为将整个/ 企鹅山群0分布区 包括土屋 延东矿田范

围 划入北区 哈尔里克带的重要证据 ∀但据笔者研

究 该地产安加拉植物群化石的碎屑岩 原划为企鹅

山群第三组第二亚组 岩性与其下的第一亚组有很

大差异 ∀前者为正常沉积 碎屑成分中有大量碳酸

盐岩岩屑 属于汇聚环境产物 ∀而整个所谓/ 企鹅山

群0其他各组 均为玄武岩 角斑岩及其凝灰岩类 即

使是顶部凝灰质碎屑岩类中的碎屑 也不含碳酸盐

岩岩屑 属于拉张阶段基性火山岩建造 ∀而且 该地

安加拉植物群化石时代为晚石炭世 三分法的中石

炭世晚期 而其/ 第一亚组0及/ 第二组0中所产长身

贝 !始斯塔夫蜓类等化石为早石炭世晚期 ∀两者不

但生物区不同 时代也不同 ∀因此 年 Β 万八

幅联测新建的企鹅山群应分解 年新疆第一区

调队在该区 Β 万修测中已将其解体 ∀笔者认

为 原企鹅山群第三组第二亚组应归哈尔里克地层

图  新疆东天山哈尔里克带 觉罗塔格带分界带略图 据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一区调队 年 Β 万地质图修编

) 新生界松散沉积物 ) 侏罗系陆相碎屑岩 ) 哈尔里克带上石炭统下部碎屑岩建造 ) 觉罗塔格带下石炭统梧桐窝子组双峰式火山

岩建造 ) 觉罗塔格带下石炭统干墩组火山岩 碎屑岩建造 ) 哈尔里克带泥盆系 ) 哈尔里克带志留系 ) 哈尔里克带奥陶系 ) 侵

入岩类 辉长岩 !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 !钾长花岗岩等 未分 ) 断裂 ) 大南湖 大草滩断裂 哈尔里克带与觉罗塔格带的

地体拼接线 ) 康古尔塔格韧性剪切带 ) 冷水型安加拉植物群化石产地 ) 温水型长身贝 !始斯塔夫蜓 !石燕等化石产地 ) 矿体

ƒ  ∏ ∏ ∞ × ÷ Β

° ÷

) ±∏ ) ∏ ) ≤ ∏ ) √

≤ ∏ • ∏ ƒ ∏ ∏ ) ∂ ≤ ∏ ∏ ƒ ∏ ∏

) ⁄ √ ) ≥ ∏ ) √ ) ∏ √ ∏ 2
) ƒ ∏ ) ⁄ ∏⁄ ∏ ∏ ∏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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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 其余部分为拉张阶段基性火山岩为主的双峰

式火山岩建造 与过去东天山觉罗塔格带区调中建

立的梧桐窝子组是同一地层 不应另建新组 ∀

盛产金矿的康古尔塔格石炭纪韧性剪切带

从土屋 延东矿田南侧通过 ∀一些作者将此韧性剪

切带作为哈尔里克带和觉罗塔格带的/ 缝合线0 ∀笔

者认为 该韧性剪切带为觉罗塔格带内部的 !于固结

后期因继续挤压而产生的陆内堆叠产物 其南北两

侧岩性和时代以及构造样式 !岩浆作用等均相同 ∀

不同点仅在于南北两侧剥蚀程度不同 这是韧性剪

切带使南北两侧相对升降而造成的 该带不具有构

造单元分界的性质 ∀

另外 大南湖 ) 大草滩断裂带 哈尔里克带和觉

罗塔格带的地体拼接线 !康古尔塔格韧性剪切带和

充填黄山类型含铜镍镁铁 超镁铁岩带的石炭纪末

弛张性黄山深断裂带 这 条构造线成因不同 !时代

不同 仅仅因构造原因 中 新生代新疆地壳大幅度

缩短 使其现代地理位置相近 !甚至部分重合 以致

许多作者将它们混为一谈了 ∀

 矿床成矿模式

综上所述 笔者提出新疆土屋 延东斑岩铜矿田

成矿模式如下 矿床产于觉罗塔格晚古生代造山带

中 成矿与晚石炭世早期汇聚阶段钙碱性火山 深成

岩建造有关 ∀赋矿岩体为斜长花岗斑岩及围岩 玄

武质火山岩 !火山碎屑岩 ∀岩体就位及成矿均受线

性构造控制 致使矿体呈厚板状 图 ∀

图  哈密土屋 延东斑岩铜钼矿田成矿模式图

) 石炭系火山岩 !凝灰岩地层 ) 斜长花岗斑岩

) 铜钼矿化带 ) 围岩蚀变晕

ƒ  ×∏ ∏ ≠ ≤∏

) ≤ ∏ √ ∏ ) °

) ≤∏ )

  致  谢  本专题得到国家 项目办公室 !新

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及其所属第一地质大队 !第

六地质大队及第一区调队的支持和帮助 特此一并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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