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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天山康古尔塔格金矿带构造与成矿规律
¹ º

杨兴科 姬金生 罗桂 昌 陶洪祥
( 西安工程学院

,

西安 7 10 0 5 4)

提 要 康古尔塔格 金矿带是 近几年新疆东天 山境 内发 现的重要成矿带
。

以康古尔塔格一黄 山断

裂 为二级板块边 界
,

其南发育晚古生代岛弧系 和巨 型韧性剪切带
,

后者东西延 伸数百 k m
,

强弱应变

相 间
,

分 四期变形
,

第二
、

三 期变形与金矿关系最为密切
。

晚古生代碰撞构 造及其演化与金成矿亦具

有 重要的时 空控 制关系
。

碰撞花岗岩 系列特征与成矿对应 关系明显
。

成矿构造演化分 三个阶段
,

提

出 了六条该 区构造演化与成矿规律方 面的认识
,

表 明该带构造控矿 和动力 (变质 ) 热液成 矿均较 明

显
。

关键词 金矿 韧性剪切带 碰撞构造 碰撞花 岗岩 康古尔塔格

本文所述东天山成矿带是指乌鲁木齐一库尔勒公路以东至甘 (肃 )新 (疆 )交界
,

吐 (鲁番 )

哈 (密 )盆地以 南的东疆地 区
,

地理座标为东经 8 8 0
0 0 ‘~ 9 60 0 0 ‘ ,

北纬 4 1“2 0‘一 430
0 0 ‘ ,

区 内优势

矿种为金
、

铜
、

铁
、

镍
、

钥等
。

本文主要讨论东天山康古尔塔格金矿带构造与成矿规律
。

1 概述

康古 尔塔格金矿带是东天山乃至新疆地区近几年新发现的一条重要金成矿带
。

其东西延

伸数百 k m
,

宽 2 0 ~ 30 km
,

已发现大 中小型金 (铜 )矿床 (点 ) 59 个
,

其 中大型 3一 4 处
,

中小型 10

余处
。

自西 向东分布的西滩
、

麻黄沟
、

康古尔
、

马头滩
、

元宝山
、

大东沟
、

西凤 山
、

红西
、

红石岗
、

长

城山
、

翠岭
、

苦水
、

镜儿泉等金矿明显集中成带分布
,

构成一十分显著的康古尔塔格金矿带
,

且

与东天山碰撞构造带和秋格明塔什一黄山韧性剪切带及其伴生构造密切相关
。

根据作者的研究
,

该矿带主要分布有 中浅成低温热液型 (西滩金矿等 )
、

韧性剪切带蚀变岩

型 (动力热液型 ) (如康古尔
、

马头滩金矿等 )和与花 岗岩类侵人体有关 的石英脉型金矿 (西凤

山
、

红石岗等金矿 )三种类型
,

它们产 出的大地构造背景相同
,

成矿时代一致
,

物质来源相似
,

流

体包体成分类 同
,

属同一成矿系列 〔1〕。

本文从该带区域构造背景研究出发
,

探讨构造与成矿规

律
。

¹ 收稿日期
: 19 9 7 一。3一24

º 本文 系国家科技 攻关 85 一 902 项 目 05 课题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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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带地质构造新认识

2
.

1 地层岩石

研究 区主要为上古生界
,

以石炭系为主
,

次为泥盆系
,

另有少量二叠系
、

侏罗系等
。

按构造
一

地层沉积相带研究思路对石炭系进行了研究划分
,

分 为两大套地层系统—
有序

和无序地层
,

两个不 同的构造沉 积相带
,

具体划分见表 1
。

表 1 中也对 比列举 了不同构造沉积

相带的主要特征
。

石炭系以中酸性火山岩
、

火山沉积岩为主
。

在无序地层 出露区
,

由于原有序岩石地层已遭

受强烈构造变形
,

使 原岩多己变为各类糜棱岩
、

千糜岩等构造岩
。

而南北两侧的有序地层在岩

石组合
、

生物组合 (带 )面貌和构造变形
、

变质等方面均有一定差别 (表 1 )
。

表 ] 不 同构造单元地层特征对 比

T a b le 1 C o r re la tio n o f str a tig r aPh ie e h a r a e te r ist ie s in d iffe r e n t te e to n ic u n its

构构造单元元 地 层层 岩石组合合 生物组合 (带 )))

类类类别别 时代代 组名名名名

准准噶尔板块 III 有有 C 艺艺
底坎尔组组 火山岩

、

火 山碎屑 岩夹 粉粉 F u s u lin a 一Fu s u lin e lls 带 ;;;

康康一黄断裂裂 序序序序 砂岩
、

灰岩岩 P r o fu s u lin e lla
一

Ps e u d o sta ffe lla 带带

碰碰撞变形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苦苦水断裂裂裂裂裂裂 恰特卡尔尔 中 基
一
中酸 性 火 山 岩 夹夹 Y u a n o p y hllu n 带

;;;

塔塔里木板块 亚亚亚 C 111

塔格 群群 火山碎屑岩
、

灰岩岩 P la ty g o n ia tit es
一
N e o g g e r a thio p s ieee

小小小小小热泉 子组组 中酸性 火 山岩夹 碎屑 岩
、、

S y in g o th yr is a lt a ie a
一

G r a n d is l〕ir ife rrr

灰灰灰灰灰灰岩岩 带
;;;

MMMMMMMMMMMMM
e r o e a n lte s 一I〕c !、。n r a k ()e e r d s

带带
无无无无 CCC 梧桐窝窝 强 烈 韧 性 变 形 的 火 山一一一

序序序序序 子岩组组 沉 积 岩 系
,

普遍 糜 棱 岩岩岩

干干干干干墩岩组
、、

化
,

各 岩组间断层接触触触

苦苦苦苦苦水 岩组组组组

有有有有 C 222 马头滩组组 火 山 岩一火 山 碎 屑 岩 夹夹 P r o fu su lin e lla
一
Pse u d o s ta ffe lla 带 ;;;

序序序序序 沙泉 子组组 生物碎 屑灰岩
、

碎 屑岩岩 G a s tr io e e r a S
带带

CCCCCCC lll

雅满苏组组 生 物灰 岩
、

碎 屑 岩
、

火 山山 Y u a ; lo ph y llu m 带带

阿阿阿阿阿奇山组组 岩
、

火 山碎屑 岩岩 S t r ife r a st r ia t a
一

G ig a n to ---

PPPPPPPPPPPPP r o d u e tu s e d e lb u r g e n s is 带带

南南南南南北大 沟组组 糜 棱岩化碳酸盐岩岩 G o n ia tite 。 带带

2. 2 大地构造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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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 大地构造背景

本矿带产 出的大地构造背景独特
。

根据东天山地区构造岩石组合
、

变形特征
、

地球物理特

征
、

地壳结构
、

深部构造等研究〔5〕 ,

我们认为该矿带位于塔里木板块与准噶尔板块交汇部位
。

具

体 以 康古尔塔格一黄山深 断裂 (以下 简称康一黄断裂 )为界
,

南北分属于不 同的大地构造单

元
红2〕。 康一黄断裂带是南北两大板块最终缝合带

,

同时也是一 巨型多期演化的脆
一

韧性剪切带
。

2. 2. 2 大地构造单元

东天 山地区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和金矿分布见图 1
。

具体构造单元划分如下
:

0 吐香番
哈密

一一巡笑

意准挂茱
大南湖

竺于生

弓二气了
洲户
-

-

沪 尸 护户 一 二

\J 适
, 竺卜卖

尔塔格

子共顶 , 二巴勺碱二二‘砚
荔歹

I 3 ‘ 阿奇山
格桐沟 0 李月

庵遥李之
A YI 雅满苏 戳4 0 s ok m

~ ¼

⋯
构 造单元代号 ( I

、

l ) 与文 中单元 划分相 同 ; K sZ 与 ” }单元基本相 同
,

为康 古尔塔格一黄山 碰撞带
; A YI 为 阿奇山一雅

满 苏岛弧带
,

现有 金矿基本分布在 该岛弧带北缘 ; ¹ 康一黄断裂 ; º 苦水断 裂 ; » 阿奇 克库都克一沙 泉子断裂 ; ¼托克逊

一干沟断裂
; ½ 星星峡断裂 ; ¾中天山南缘 断裂

图 l 东天 山板块构造单 元划分与金矿分布

Fi g
.

1 D is t r ib u t io n o f g o ld d e P o s it s a n d Pia t e t e e t o n ie d iv is i o n s in E a s t e r n T i a n s ha n

I 准噶尔板块

I ,

康古尔塔格一喀尔力克岛弧系

I :
吐 (鲁番 )一哈 (密 )地块 (盆地 )

亚 塔里木板块

l ,

阿奇 山一雅满苏晚古生代岛弧系

l { 秋格 明塔什一黄山海沟带

l { 阿奇山一雅满苏岛弧带

亚 2
中天 山地块 (早古生代岛弧系 、

1 3
南天 山早古生代活动带及晚古生代弧后盆地

1 4
北 山裂谷系

2
·

2
.

3 板块边界的地质证据

康一黄断裂带 (缝合带 )确定的地质依据是
:

( 1) 沿康古尔塔格一夹 白山一带发现多处混杂堆积
,

以无序地层苦水岩组
、

干墩岩组
、

梧桐

窝子岩组为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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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现有海沟杂砂岩
,

以苦水岩组为主
,

鲍马序列 明显
,

具重力流特征的浊积岩系 ;

(3 )存在大洋岩 (以梧桐窝子岩组为代表 )和不完整的蛇绿岩 (以恰特卡尔塔格一黄山 一带

为代表 ) ;

(4 )碰撞花岗岩以西段 8 个较大岩体为代表
;

(5) 对 岛弧火 山岩 的研究发现康一黄断裂带两侧存在两个性质不 同的岛弧带
;

(6) 为两大生物和植物区系的分界
,

其 中奥陶一石炭纪为华南和西伯利亚两大生物区系的

分界
,

晚古生代为安哥拉和华夏两大植物 区系的分界
。

2. 2. 4 板块边界的地球物理证据

该断裂带确定的地球物理依据是
:

(1) 布格重力异常和均衡重力异常均为一明显 的重力梯度带
,

梯度每 k m 达 2
.

4 x 10
一 “

一

2
.

S K IO一 s
m /s

2 ,

表现为北高南低 的重力场特征
,

在宽为 15 一 ZOkm 的带 内
,

重力差值可达 5 0 X

1 0 一 5

一 6 O X IO一 s
m / 5

2 ;

(2 )航磁异常截然不同
,

北为磁力高 (6 5 On T )
,

南为负磁异常区 (一 1 0 On T ) ;

(3 )大地 电磁测测差异明显
,

J匕为低阻体 (l0 0 0 n m )
,

南为高阻体 (s0 0 0 n m ) ;

(4 )地震波纵波速 ( V p )呈 台阶式变化
,

北侧为双层结构
,

有一高速体 ( V p 一 6
.

99 k m / s )
,

厚约 IOk m
,

推测 为洋壳性质
,

南为三层结构
,

地壳厚约 48 k m
,

对 应苦水慢隆 区
。

北侧地壳厚

5 4 k m
,

对应慢坳区
,

可能代表造山带的根部
。

据穿过该 区的综合地球物理测深剖面研究 〔3〕 ,

康一黄断裂两侧地壳结构有一定差别
,

壳内

速度具有明显 的横向分块和垂 向分层特征 (见图 2 )
,

莫霍 面起伏变化大
,

最大落差达 1 2k m
。

因

此
,

我们认为康一黄断裂是东天山地区 一条十分明显且具有划分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的重要深

断裂带
,

是晚古生代塔里木板块与准噶尔一哈萨克斯坦板块最终碰撞的缝合带
。

2. 3 韧性剪切带

韧性剪切带是本区地壳地质作用长期递进变形的演化结果
。

区 内规模最大的韧性剪切带

即沿康一黄断裂带分布
,

称为秋格明塔什一黄山韧性剪切带
。

经多年专题研究发现该韧性剪切

带长逾 7 0 Ok m
,

宽 5一 2 0 k m
,

由多条强弱相 间的应变带构成
。

单个韧性剪切带宽约 1一几 km
,

延

长几一几 十 k rn
,

区 内为一复合式韧性剪切带
。

带 内岩石变形强烈
,

糜棱岩
、

千糜岩发育
,

各类

宏观和微观韧性剪切标志均较 明显
,

仅 S
一

C 组构在大
、

中
、

小和显微尺度均有清晰的显示
,

甚

至在航片上也 清晰可辨
。

拉伸线理
、

变质分异条带
、

剪切透镜体
、

旋转碎斑系
、

鞘褶皱
、

石香肠
、

核慢构造
、

亚颗粒
、

压力影
、

波状消光等均可观测
。

据在该 带西段计算其剪切位移量
,

求得总位

移量在 1 0 Ok m 以上
。

因此
,

该韧性剪切带是一剪切变形位移规模较大的深大断裂带
。

2. 4 东天山碰撞构造

东天山碰撞构造是作者们研究该 区地质构造后提 出的新认识
,

康古尔塔格一夹 白山一带

发现的混杂堆积带代表本区古俯冲增生杂岩
,

它们处于古板块俯冲带这一特定构造部位
,

在南

北两大板块俯 冲碰撞后
,

经历了多期变形
,

故本区 属于汇聚型板块边界的强应 变域
。

俯冲到一

定阶段
,

就发生了弧陆碰撞
,

形成区 内明显的碰撞造山带
。

其 与阿尔卑斯型和喜马拉雅型碰撞

带相 比
,

该碰撞带时代稍老
,

为晚古生代碰撞造 山带
。

根据该碰撞造 山带特征
,

参考 J
.

F
.

De w cy 等 (1 9 84 年 )划分方案
〔6〕 ,

康古尔塔格碰撞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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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伯利亚板块一川卜一一一一 准噶尔一哈萨克斯组板块 塔里木板块

—
可可托海

将军庙 七角井

,, 甩竺鱼 , 阳口口

lll
+++

lll百牛牛

!!!
‘ :::

苦水 红柳园 阿克塞

6 o

k m

。 50 :

00bo 口
1

口
3

口
5

硼
7

困
_

9

目
2

口
‘

翻
6

曰
8

曰
10

1
.

中新生界 ; 2
.

火山一沉积岩
; 3

.

花岗岩质层 (5
.

5 ~ 6
.

Ikm / s ) ; 4
.

闪长岩质层 (6
.

1 ~ 6
.

7k m / s ) ; 5
.

玄武岩质层 (> 6
.

7k m /

s) ; 6
.

高速层 (体 ) ; 7
.

低速层 (体 )泌
.

层间断裂 ; 9
.

构造单元分界断裂及 编号 ;
10

.

莫霍面位 置及 清晰
、

较清晰
、

不清 晰的 M

面 ; F l
.

克拉美里深断裂 ; F 2
.

康一黄深断裂
; F 3

.

准噶 尔盆地南 缘深断裂 ; F ;
.

吐哈盆地北 缘深断裂
; F S

.

阿奇克库 都克一沙

泉子深断裂 ; F 6
.

三危山南湖深断裂

图2 东天 山大地构造单元与深部地壳结构圈

(据徐新忠等
,

1 9 92
.

简化修改 )

Fig
.

2 T e eto n ie m a p o f d e e p e r u s t a n d te e to n ie u n its in e a s te rn T ia n s ha n

单元可划分为三个
,

由北向南依次为
:

北部边缘褶皱 带 ; 中 间逆 冲带 ;南 部边 缘褶皱带
。

见图

3 E
。

3 矿带构造演化与成矿

本矿带最明显
、

最突出的构造是 区域上的康一黄断裂带 (缝合带 )和秋格明塔什一黄 山韧

性剪切带
。

二者在空间位置上具有一定的藕 合性
。

但在其形成演化和成矿控制关系上有所不

同
。

本文分别讨论之
。

3
.

1 韧性剪切带演化与成矿

秋格明塔什一南北大沟一苦水一黄 山一带构造变形强烈
,

在西段野外观测和室 内研究中

采用构造解析方法对其变形序列进行 了详细划分
,

系统建立 了四期变形序列
,

详见表2
。

多方面组构研究表明
,

第二期顺 层 (片)韧性剪切变形
,

对矿液活化
、

迁移富集起 了重要作

用
。

而第三期脆
一

韧性剪切变形和右行走滑是本 区最重要的成金事件和成矿阶段
,

是本区金矿

富集成型的重要动力条件之一
。

3. 2 碰撞构造演化与成矿

3
.

2
.

1 俯冲
一

碰撞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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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尸
人Y l

哥企 MM T 叭U少

逆冲体极性了位移指向

E

‘

一一卜

TR P

12345678

口.回觑口皿国曰

<
一
一一

-

1
.

陆壳 2
.

洋壳 3
.

蛇绿岩 4
.

各类 侵人体 5
.

岛弧复理石 6
.

变形带及逆冲岩片 7
.

断裂及编 号 8
.

运动方 向

T R P
.

塔 里木板块 A Y I
.

阿奇山 一雅满苏岛弧 系 Z H P
.

准噶尔板块 BH T
.

博格达 弧后盆地 N T O
.

北天 山次大洋

H O X
.

混杂蛇绿消 减组 合 K SL
.

康古尔塔格缝合线 K S Z
.

康古尔塔 格缝合 带 MM T
.

上地慢逆冲断裂 BI
.

反逆 冲带

B :
.

缝合带 Bs
.

逆 冲褶皱带

A
.

碰撞前 (4 1 0 ~ 2 8 5M a ) B
.

碰撞 阶段初 期(2 8 5 ~ 2 7 0M a ) C
.

碰撞阶段 中期 (2 7 0一 2 5 0M a ) D
.

碰撞阶段晚期 (2 5 0 一

2 3 0M a ) E
.

碰撞阶段后 (2 3 0 ~ 2 0 0M a )

工
.

碰撞 前中酸性岩休 1
.

}砂碰揽期 中酸性侵人休 班
.

碰撞晚期 中酸性侵人体 Iv
.

碰撞后碱性玄武岩等

图 3 康古尔塔格碰撞构造演化示意 图

Fig
.

3 Sk e te h m a p o f e o llislo n tee to n ie e v o lu tio n in K a n g 、le r ta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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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该碰撞带俯冲
一

碰撞过程可划分为三大阶段
,

即碰撞前
、

碰撞期和碰撞后
,

具体分为五个

演化阶段
,

参见图3

—
即碰撞前 (图3A )

、

碰撞初期 (3 B )
、

碰撞 中期 (图3C )
、

碰撞晚期 (图 3D )

和碰撞后 (图 3E )
。

碰撞后还存在陆内变形 阶段 (2 0 OM a 至今 )
。

由于喜山期 印度板块的持续 向

北挤压
,

康古尔塔格碰撞带 内的地壳不断抬升剥蚀
,

在地壳浅部形成脆性变形构造
。

进一步发

展还可产生较大规模的推覆构造
。

表 2 研究区构造变形序列

T a ble 2 T ec to n ic d e fo r m a tio n se q u e n e e in th e s tu dy a r ea

变变形期期 第一期 变形形 第二期变形形 第三期变形形 第四期变形形

各各期名称称 紧闭同斜摺皱皱 顺层 (片 )韧性剪切切 右行 走 滑 及 脆一韧韧 挤压一膝折作用用

性性性性性剪切切切

构构造类型型 面 理
、

线 理
、

强 烈 褶褶 面 理
、

线理
、

韧 性 剪剪 劈理
、

线理
、

节 理
、

裂裂 不 对 称膝 折
、

节 理
、、

皱皱皱
、

火 山机构构 切带
、

火山机构构 隙
、

脆一韧 性 剪 切切 裂隙隙

带带带带带
、

岩桨岩体构浩浩浩
构构造特征征 大 中 型 紧闭 同斜褶褶 发 育俯 冲型韧性 剪剪 右 行 走 滑 型 脆 韧 性性 在 强 烈 劈理 化 岩 石石

皱皱皱发育
,

大量 透人 性性 切带
,

见 有糜棱岩 及及 剪 切作 用 发育
,

见 有有 中 见 有单膝折带 产产

轴轴轴面劈理 置换 层理
,,

糜棱 岩化 岩石
。

局 部部 不 对称倾竖 褶 曲及及 出 和 共扼剪节理 及及

褶褶褶 皱 见 于露 头 尺 度度 可 见 S
。

一S
。

面 状 构构 应 变滑 劈理
,

近水 平平 张 节理
,

表 明 以 近南南

上上上上 造
,

拉伸线 理 及旋转转 拉 伸线理等等 北 向挤压为主主

应应应应变等等等等

构构造线方向向 E WWW E WWW NW W 或 近 E WWW S N 向或多向性性

构构造样式式式

}嘶环环
一 SSS

!!!

湘湘
一 SSS

}}}

蘸
}
‘‘‘‘‘‘‘‘

一
SSSSSSSSSS

俐俐俐俐}}}⋯⋯
} ‘‘‘‘

⋯
、、、、

姗
}

{{{{}}}
)

)))
)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夕夕)))))))
变变形强列列 中一强强 强强 中一强强 中一弱弱

构构造 置换程度度 以层理 S 。为变形面
,,

以
“

构造 面理
”
为变变 未置换

,

以劈理 为变变 未置换
,

以早 期劈理理

置置置 换 比较 彻底
,

形成成 形 面
,

叠 加 强化早期期 形 面形成 不 对称褶褶 为 变 形 面 形 成 膝折折

“““

构造 面理
””

面理
,

置换较强强 曲曲 带带

变变形环境境 塑性流变变形形 塑性剪切变形形 脆一韧性剪切 变形形 韧一脆性变形形

变变形机制制 地 壳中 深部 的 压扁扁 地壳 中深部 的 俯 冲冲 地壳 中部构 造层 的的 地 壳 中浅 构 造 层 次次

一一一剪切褶皱作用用 型韧性剪切变形形 走 滑 型 脆一韧 性 剪剪 的弯滑和膝折作用用

切切切切切变形形形

与与金矿关 系系 提供金矿 含矿 层
,

引引 矿液 活化迁移富集集 成 矿富集矿床形成成 成 矿 后 改 造抬 升 变变

起起起矿液活动动动动 位位

相相对发育程度度 局部部 区域性性 区域性性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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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

2 碰撞花岗岩
、

碰撞时间及其与成矿关系

碰撞花岗岩是指 由于塔里木板块与准噶尔板块之间碰撞作用产生的花 岗岩类及少量基性

岩
。

主要分布于碰撞带 内
。

对带 内10 余个碰撞型岩体尤其是 8个较大岩体的研究表 明
,

它们的岩

石化学特征
、

稀 土元素特征值随本 区碰撞构造的演化 (从 3 00 一 23 OMa) 是逐渐有规律变化的

(表3 )
。

而且碰撞花岗岩体形成年龄 (U
一

P b) 与西滩
、

康古尔
、

西凤 山等典型矿区通过 U
一

Pb
、

R b
-

S r 、

A r 一A r 等多种同位素测年方法获取的矿区火山岩
、

侵人岩的成岩年龄具有一定的时空演化

阶段对应性
。

更明显的是
,

通过 R b
一

S r 、

S m
一

N d 等同位素测年获取的金矿成矿年龄与上述成岩

年龄亦具有显著 的时空演化阶段对应性 (表 3 )
。

成矿以中 晚海西期为主
,

具有 3个 明显的阶段
,

对应于区 内火山岩
、

侵入岩和碰撞花 岗岩的活动高峰 年龄值
。

它们分别 与碰撞早期 (以 2 85 M a

为代表 )
、

同碰撞期 (以 2 6 OM a 为代表 )和碰撞晚期 (以 2 4 0M a 为代表 )相对应
。

表 3所列测试结

果的显著对应关系等表 明
,

本带碰撞构造及其演化对区 内金矿形成具有重要的时空序列控制

关系
。

表 3 碰摘带花岗岩特征与成岩成矿时代

T a ble 3 G ra n ite e h a r a c te r istie s w ith tim e o f r
oc k

一
fo r m in g a n d m e ta llo g e n e s e in c o llisio n z o n e

子子蹂
\\\ 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IIIIIII UUU VVV VIII 四四 皿皿 mmm 粗粗

岩岩性类别别 二长花岗岩岩 花 岗岩岩 钾长 花岗岩岩 钾长花岗岩岩 花 岗闪长岩岩 花岗闪长岩岩 闪长岩 和和 斜长花岗岩岩

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长 花岗岩岩岩

...
N a 2 0 + K 2 000 9

.

4 5 ~ 1 1
.

0 777 7
.

5 ~ 8 888 8 ~ 9
.

222 8
.

6 999 8
.

4 5 ~ 9
.

6 111 8
.

1 9 ~ 8
.

7 444 5
.

3 9 ~ 7
.

5 777 5
.

2 3 ~ 7
.

1 000

KKK Z O / N a 2000 1
.

5 5 ~ 2
.

5 666 1
.

3 0 ~ 222 1
.

3 ~ 1
.

777 1
.

3 ~ 2 555 1
.

2 7 ~ 1
.

8 555 ]
.

6 6 ~ ] 1 777 0
。

1 4 ~ 0
。

6 555 0
‘

1 6 ~ 0 8 000

(((((1
.

9 ))) (1
.

6 ))) (1
.

6 ))) (1 7 7 ))) (1
.

7 0 ))) (1
.

4 ))) (0
.

6 3 ))) (0
.

5 0 )))

666 值值 3 5 222 2
,

1 6 ~ 2
,

3 777 2
.

0 8 ~ 3 8 333 2
.

4 222 2
.

8 3 ~ 2
.

8 555 2
.

8 333 1
.

13 ~ 2 4 999 1
,

0 4 ~ 2
.

0 333

AAA /N K CCC 0
.

6 3 ~ 0 8 666 0
.

8 2 ~ 1
.

000 0
.

9 6 ~ 1
.

0 222 0 9 333 0
.

7 7 ~ 0
.

8 888 0 8 777 0
.

9 4 ~ 1
.

000 0
.

9 5 ~ 1
‘

000

(((((0
.

7 6 ))) 二二
111 二匕 1111111111111

RRR l
一R ZZZ 444 666 666 666 333 333 2

.

3 666 2
.

3 000

名名
R E EEE 1 5 5 98 ~ 2 54

.

2 555 1 1 4
.

9 6 ~ 1 4 4
.

1 333 1 3 7
.

9 8 ~ 1 4 4
.

1 333 15 6
.

9 888 1 0 6
,

4 6 ~ 1 28
.

5 999 1 4 2
‘

0 ??? 5 0
.

9 1 ~ 9 4
.

4 666 4 4
.

3 999

各各E t胜胜 0
.

0 3 ~ 0
.

1 999 0 0 3 ~ 0
.

2 555 0
.

1 888 0
.

5 111 0
.

3 ~ 0 5 888 0
,

7 222 0
.

8 1 ~ 0
.

8 999 0 9000

构构造期期 碰撞 晚期期 同碰挺期期 碰撞早期期 碰恤初期期

造造山 年龄 (Ma))) 2 3 0 ~ 2 5000 2 5 0 ~ 2 7 000 27 0 ~ 2 9 000 2 9 0 产 3 0 000

成成成 岩体体 U
一
P bbbbb U 一P 卜卜卜卜卜 U

一
P bbb 云 英闪长岩岩

岩岩岩 年龄龄 2 3 2 ~ 2 5 00000 艺5 4 土 666666666 2 7 7士 555 2 9 3士 111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和 谐 2 8 7士 33333

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

(((M a ))) 西滩滩 花 岗斑 岩 U
一
Pbbbbb 花 岗斑岩岩 花 岗岩

、

流纹 岩岩岩 贫矿石英脉脉 变安山 岩 R b
一
S rrr 石 英脉 R 卜S rrr

矿矿矿区区 2 3 4士 44444 U
一
P bbb R b

一
S rrrrr R b

一

S rrr 2 8 5士 1 222 2 8 8士 777

22222222222 6 6 士 333 2弓6
.

8 士 13
.

66666 2 7 6士 7777777

康康康古尔尔 云 英岩 R b
一

Srrrrr 4 0 A r / 3 9A rrr 花岗岩 R b
一
S rrrrrrr 石英斑岩 R b

一

srrr 安山岩
、

流纹岩岩

矿矿矿 区区 2 3 4士 55555 2 5 4
.

7 士 0 222 2 6 7
.

6士 3
.

2222222 2 8 2士 1 666 R b
一
S rrr

222222222222222222222 9 0 上 5
,

3 0 0 土 1 333

成成成 西滩滩 三号矿 R b
一

srrrrrrr 二号矿 R b
一
S rrrrrrr 一号矿 R b

一
S rrrrr

矿矿矿矿 2 4 4士 9999999 2 7 6士 7777777 2 8 8 士 77777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龄龄龄 康古尔尔 破酸盐石英脉脉脉脉 多金属 硫化物物物物 磁铁
一

黄铁
一

绿泥泥 早期 Sm
一
N ddd

(((M a ))))) 阶段 R 卜srrrrrrr 阶段 R b
一
S rrrrrrr 一

石英 阶段 R b名rrr 2 9 0
.

4士 7
.

222

2222222 5 4士 7777777 2 5 8 士 2 飞飞飞飞 2 8 2士 55555

西西西凤 山山山山山 石 英脉 R b
一

Srrrrrrr 花 岗岩 R 卜
一
S rrrrr

2222222222222 7 2士 3333333 2 8 4士 1 33333

表内括号 ( ) 内数 值为平 均值
,

稀土元素含量单位 为10 一 6
,

同位索年龄侧定 由地 矿部宜昌地质矿产研 究所测定 (1 9 9 2年一 1 9 9 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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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构造与成矿规律

4
.

1 成矿构造演化史

根据该带构造
、

地层
、

火山机构
、

侵人岩
、

成岩成矿物质来源
、

同位素年代学等研究
,

提出如

下成矿构造演化史
:

第一 阶段
:

早石炭世
,

塔里木板块北侧的北天 山次大洋 向塔里木板块之下俯冲
,

形成塔北

缘阿奇山一雅满苏岛弧系
,

其上喷发了大量 中一中酸性火山岩
,

它们为金矿主要物源
。

第二 阶段
:

晚石炭世早期
,

随着第二次俯冲加剧
,

塔北缘 岛弧火山岩和海 沟浊积杂砂岩发

生强烈韧性剪切作用
,

变形期产生的动力热液及来 自深部的成矿流体活动
,

从流经岩石 中活化

淋滤成矿物质
,

富集沉淀于变形较强的与碰撞带相伴的韧性剪切带 内
。

第三 阶段
:

晚石炭世晚期
,

准噶尔板块与塔里木板块碰撞
,

地壳抬升
,

变形性质转变
,

由韧

性剪切向韧
一

脆性变形转化
,

韧性剪切带 内出现韧脆性和脆性剪切裂隙〔4〕 。

海西末期
,

花 岗岩侵

位
,

热液流动
、

循环
、

矿质再次富集沉淀于韧性剪切带 内新生裂隙构造中而成富矿
。

4
.

2 构造与成矿规律

根据本带区域构造特征
、

成矿构造背景与金矿关系
、

成矿构造演化史
,

提出如下成矿规律

方面的认识
:

(1) 东天山康古尔塔格一黄山俯冲一碰撞带与区 内金属矿产存在显著的时空演化对应性
。

碰撞 带北侧以 C u 、

M o 、

A u 为主
,

南侧 由北 向南依次出现 C u 一

N i
、

C u 、

A u 、

Fe 、

A g
、

Pb
、

Z n
、

A u 等

的空 间分带
。

在碰撞主期是金矿化主要成矿期
,

且有三阶段演化的序列性
。

(2) 塔里木板块北部陆缘岛弧构造带控制金矿带
。

现有大 中型金矿均分布于塔里木板块北

缘康一黄断裂以南的阿奇山一雅满苏岛弧带北缘 (图 1 )
。

(3) 东天山秋格明塔什一黄山韧性剪切带控制金矿带展布和延深
。

康古尔金矿等的平面展

布和延深均受该韧性剪切带控制
。

(4 )岛弧 区火 山机构
、

构造 岩浆活动 带控制金 矿 田分 布
。

如 西滩金矿 (田 )
、

康古尔金矿

(田 )
、

西凤山金矿 (田)等均有此明显的构造控矿特点
。

(5) 韧
一

脆性变形构造转换区和剪切裂 隙密集 区控制金矿床分布
。

现有大中型金矿主要分

布于韧性剪切带内由强应变域 向弱应变域转换的过渡带或强弱应变相间构造域中
,

或分布于

构造裂隙密集区
。

(6) 韧性剪切带 内断裂破碎带裂隙控制金矿脉 (体 )产出部位
。

金矿脉 (体 )均表现 出斜列
、

雁列脉特点
,

以尖灭再现
、

尖灭侧现为特点
,

利用破碎带构造裂隙特征
、

产状变化
、

延伸等可 预

测深部构造控矿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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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
,

东天 山康古尔塔格金矿带各级构造控矿规律和动力 (变质 )热液成矿规律

十分 明显
。

在今后科研与找矿生产实践中应加强矿带基础地质研究和构造解析
,

明确各级构造

格局和其特征
,

指导区带找矿和深部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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