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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特征及资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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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在全国Ⅰ、Ⅱ、Ⅲ级成矿区带划分的基础上，结合西天山成矿特征及其最新找矿进展，重新厘定

边界并命名为“西天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矿带”。结合区域地质背景，进一步划分为６个Ⅲ级成矿区带，并

构建西天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矿带成矿谱系。区内矿产以铁、铅锌、金、铜、银、锰等为主，主攻矿床类型为

海相火山岩型铁矿，沉积－改造型铅锌矿，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斑岩型－矽卡岩型铜矿，碱性花岗岩型铌－钽－

锆矿及岩浆型磷矿等。区带内菱镁矿、铅矿、磷矿、金矿、锰矿等矿种资源潜力巨大，划定１０个远景区进一步指导

找矿工作。

关键词：西天山；成矿特征；成矿谱系；资源潜力

　　西天山地区是指喀什－柯萍－阿克苏－库车一

线以南，玛纳斯－和静县一线以西，依连哈比尔尕山

以南区域，是中国重要的铁铅锌金铜成矿带之一。

近年，随着固体矿产一轮、二轮成矿区划 （Ｘｕ

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全

国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全国找矿整装勘查及新

疆公益性地质调查和重要矿产勘查（简称新疆３５８

项目）等项目的实施（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ＬｉｕＤｅｑ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西天山地质找矿工作得

到全面加强，矿产勘查取得重大突破。近年新发现

多个矿床，包括乌拉根铅锌矿（Ｃａｉ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ＬｉＢｏｑ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ＨａｎＦｅｎｇｂ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阿吾拉勒铁铜多金属矿（ＷａｎｇＺｈｉｌｉ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ＬｕＺｏｎｇ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智博铁矿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ＪｉａｎｇＺ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ａ；ＷａｎｇＺｈｉ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阿希金矿（Ｊｉａｎｇ

Ｘｉａｏ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ＳｈａＤｅ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Ｚｈ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喇嘛苏铜矿（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ＸｉｅＨｏｎｇｊｉｎｇ，２０１３）、波孜果尔铌钽矿（Ｌｉｕ

Ｃｈｕ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ＹｉｎＪｉｎｇｗ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等。日前新疆地质工作者在新源县境内发现

一处 特 大 型 金 矿———卡 特 巴 阿 苏 金 矿 （Ｙａｎｇ

Ｗｅｉ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中期可提交金资源量５３

吨，金矿平均品位达３．５１克／吨，远景金资源量有望

超百吨，潜在经济价值近２００亿元，这是新疆地矿

局第一区调大队自１９８８年发现阿希特大型金矿后

的又一新发现，该矿是西天山地区最大的金矿。

同时关于西天山地区新的成矿理论、预测成果

不断涌现：《中国新疆矿床成矿系列》专著；Ｗａｎｇ

Ｙｏｕｂ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出版了《中国新疆金矿床》专

著；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开展新疆战略性固

体矿产大型矿集区研究；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出版专著《中国天山矿产及成矿体系》对天山

成矿体系开展了系统研究，认为天山成矿体系由太

古宙－古元古代陆核成矿体系、中－新元古代陆壳

增生成矿体系和古生代板块成矿体系三部分组成，

以古生代板块成矿体系为主（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前人对西天山地区重要矿床的成矿地质背景、

成矿特征认识，找矿新成果、成矿理论及预测成果的

完善，将进一步影响该地区今后找矿方向和勘查部

署工作。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划定一个重点成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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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区，厘定边界并命名为“西天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

多金属成矿带”，结合区域地质背景进一步划分成矿

亚带，总结研究区主要成矿类型及成矿系列，分析资

源潜力、划分远景区，进一步指导勘查部署工作。

１　西天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

矿带基本特征

１１　分布范围

西天山成矿带位置与伊犁成矿省位置相当（Ｘｕ

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本文在全国Ⅰ、Ⅱ、Ⅲ级成矿

区带划分的基础上，结合西天山成矿地质背景及其

最新找矿进展，对其边界进行了调整：新疆天山山脉

西段及塔里木盆地北缘，西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

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毗邻，东至玛纳斯－和静县一线，

北以依连哈比尔尕山北坡为界，南到哈尔克山南坡

黑英山－霍拉山一带延伸至塔里木盆地北缘。行政

区划主要隶属于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

县、阿图什市、乌恰县管辖，东部属阿克苏地区乌什

县、柯坪县、温宿县所辖，东南角盆地边缘少部分属

喀什地区巴楚县管辖。面积约２３．６０万ｋｍ２（图

１）。

１２　成矿特征

１２１　主要成矿区带

以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划分方案（２００８）为基础，

图１　西天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矿带地质矿产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ｍａｐ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结合研究区域地质背景、成矿地质特征、成矿构造环

境等因素，将本研究区域划分为６个Ⅲ级成矿区带

（图２），包括：Ⅲ９伊犁微板块北东缘成矿带；Ⅲ１０

伊犁（地块）成矿带；Ⅲ１１伊犁微板块南缘（造山

带）成矿带；Ⅲ１２塔里木板块北缘成矿带；Ⅲ１３塔

里木陆块北缘（隆起）成矿带；Ⅲ１６塔里木盆地成

矿带。详见表１。

１２２　主要成矿期次

区域成矿谱系，是研究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经历

的全部地质构造演化过程中成矿作用的演化及时空

结构。构建矿床成矿谱系是表达矿床形成规律的又

一种新形式。参照《中国天山矿产及成矿体系》

（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与《中国主要成矿区

（带）成矿地质特征及矿床成矿谱系》（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中国成矿区带划分方案》（Ｘｕ

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的研究思路和内涵，构建西天

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矿带成矿谱系（表２）。

１３　成矿成因类型及典型矿床

１３１　主要成因类型

西天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矿带内含大

中型矿产地３６处，其中含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１３

处，包括萨瓦亚尔顿金矿（大型），卡特巴阿苏金矿

（大型），阿吾拉勒铁矿（大型），乌拉根铅锌矿（大

型），波孜果尔铌钽矿（大型），奥尔塘铁磷矿（大型），

８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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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西天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矿带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卡乌留克塔格磷矿（大型），大西沟铁磷矿（中型），加

格斯泰地区铀矿（中型），巴音铜矿（中型），切特木斯

铜矿（中型），哈勒尕提铜矿（中型），喀拉台奇银铅矿

（中型）。矿产以铁、铅锌、金、铜、银、锰、钒、铀、磷、

铌钽、多金属为主。从区域矿产特征看，本区域金、

铜多金属矿产的时空分布严格受含矿火山沉积建

造、侵入体及构造等因素控制。其成矿时代主要为

石炭纪，其次为二叠纪和泥盆纪。

与侵入岩有关的铜、镍、铅锌、钨、锡等矿产：在

赛里木和博罗科努山北坡一带，主要形成矽卡岩型、

斑岩型和岩浆期后热液型铜多金属矿床，如喇嘛苏

铜矿等。在博罗科努山中西段主要形成矽卡岩型、

斑岩型和岩浆期后热液型铜、铜钼及多金属矿床，如

肯登高尔矽卡岩型铜钼矿、莱历斯高尔斑岩型钼铜

矿和东图津矽卡岩型多金属矿等。在那拉提西段沿

那拉提深大断裂带，主要形成与其有关的岩浆熔离

型铜镍矿，如菁布拉克铜镍矿。在阿拉套一带，主要

形成岩浆热液型钨、锡矿等。阿吾拉勒山西段则为

斑岩型铜矿分布区，如群吉萨依铜矿。

与火山－沉积建造有关的金、铜、铁、铅锌等矿

产，主要受海相中基性火山岩含铜建造、陆相中酸性

火山岩含金建造等控矿，分布地区包括伊犁盆地北

缘断裂和科古尔琴山南坡断裂间（吐拉苏火山沉积

盆地）、查布查尔、阿吾拉勒东段及艾肯达坂一带，如

查岗诺尔铁铜矿、胜利Ⅲ号铜（锌）矿、欠哈布代克铅

锌矿和吐拉苏铅锌矿等。在阿吾拉勒山以及哈尔克

山及南天山一带也有，如式可布台铁铜矿、穷布拉克

铜矿、大山口金矿等。

主攻矿种为铁、铅、锌、金、铜，兼顾菱镁矿、磷、

锰、镍、钼、锑等。

主攻矿床类型为：海相火山岩型铁矿；浅成低温

热液型金矿、地下热卤水溶滤型金矿；沉积－改造型

铅锌矿；斑岩型－矽卡岩型铜、铜钼（铅锌、银、金）

矿；碱性花岗岩型铌－钽－锆矿；岩浆型磷矿等。

１３２　典型矿床

１３２１　阿吾拉勒矿集区铁矿

新疆西天山铁矿床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呈线状

排列产出在伊犁－中天山板块的阿吾拉勒山一带，

自西向东依次分布有铁木里克、式可布台、松湖、尼

新塔格－阿克萨依、查岗诺尔、智博、敦德、备战、莫

托萨拉等数个大－中型的铁（锰）矿床，称之为阿吾

拉勒铁矿带（ＺｈａｎｇＺｕｏ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区内出

露地层主要为中石炭统则克台组（Ｃ２狕），由２个火山

喷发旋回和３个岩相带组成，自下而上分为第一酸

性火山喷发旋回（第一岩相带）、喷发间歇期（第二岩

相带），第二基－中性火山喷发旋回（第三岩相带）

（ＬｕＺｏｎｇ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备战铁矿地层总体呈向斜产出，主要为石炭系

９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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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西天山成矿带划分一览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狑犲狊狋犲狉狀犜犻犪狀狊犺犪狀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犫犲犾狋

大哈拉军山组及第四系。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

伴有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

矽卡岩矿物，矿石构造有块状、角砾状、浸染状和网

脉状，矿石结构常见充填结构、交代结构和半自形－

他形粒状结构等。矿石组构和围岩蚀变均有典型矽

卡岩型矿床的特征，火山－侵入活动导致了矽卡岩

化和铁矿的就位（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该矿归类

于海相火山岩型大类的类矽卡岩型亚类（Ｚｈａｎｇ

Ｚｕｏ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同类型矿床还有敦德铁

矿、查岗诺尔铁矿。

智博铁矿出露的主要地层为石炭系大哈拉军山

组和第四系冲积物、坡积物、冰积物以及冰川，主矿

体东西长８００ｍ，南北宽６００ｍ，向ＳＥ方向倾斜，品

位３５％～６０％，平均品位３８％。金属矿物主要为磁

铁矿，次为赤铁矿、黄铁矿，偶见黄铜矿；脉石矿物有

辉石、角闪石、斜长石等。矿区出露的花岗岩和闪长

岩形成时代分别为３０４．１Ｍａ和２９４．５Ｍａ，具有后碰

撞Ａ型花岗岩的地球化学特征。ＪｉａｎｇＺ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ｂ）、ＷａｎｇＺｈｉ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认为智博

铁矿与火山活动有密切的成因联系，可能主要由晚

石炭世大陆岛弧岩浆活动分异的富铁岩浆流体形

成，铁矿化与火山活动的岩浆－热液的交代作用有

关。该铁矿属于海相火山岩型铁矿大类的火山岩浆

－热液型亚类。同类型矿床还有松湖铁矿。另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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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西天山犉犲犘犫犣狀犃狌犆狌多金属成矿带成矿谱系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犾犻狀犲犪犵犲狅犳狑犲狊狋犲狉狀犜犻犪狀狊犺犪狀犉犲犘犫犣狀犃狌犆狌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犫犲犾狋

成矿旋回 成矿系列
成矿地质

环境
典型矿床

新
生
代

喜
马
拉
雅
期

晚

中

早

第四纪与碎屑岩类有关的铀矿矿床成矿系列

与陆相沉积、地下水沉积成矿作用有关的铀矿（可地浸砂岩型）矿床成矿系列

第三纪第四纪与蒸发岩类盐湖沉积作用有关的石膏石盐芒硝硝石矿床成矿

系列

古近系新近系与蒸发作用有关的石膏矿床成矿系列

新生代有盐湖沉积、蒸发和山麓冲积作用有关的盐类铀矿砂金矿床成矿系列

断块升降山

谷、山 间 盆

地沉积

伊梨盆地５１２式铀矿

克孜尔卡特式橄榄石矿

石红滩铀矿

中
生
代

燕
山
期

晚

中

早

印支期

中生代与上叠地堑陆相沉积作用有关的石膏锶铀矿床成矿系列

侏罗系与陆相沉积作用有关的铀石膏矿床成矿系列

印支燕山期花岗岩质岩浆作用有关的Ａｕ矿床成矿系列

断裂走滑及

推覆

山盆构造及

沉积作用

巴什布拉克铀矿，萨里拜铜银矿

乌拉根铅锌矿，伊宁市煤矿

萨瓦亚尔顿式锑金矿

晚
古
生
代

华
力
西
期

与晚古生代构造岩浆旋

回有 关 的 ＦｅＣｕＰｂＺｎ

ＡｇＭｎＷＳｎ稀有金属

钒钛磁铁矿金刚石宝

石石膏铝土矿成矿系列

与石炭二叠纪幔源岩浆作用有关的钒钛磁铁矿金刚

石稀有金属宝石成矿亚系列

与石炭纪残余海盆地蒸发岩有关的石膏、铝土矿成矿

亚系列

与泥盆纪汇聚盆地碎屑岩碳酸盐岩热水作用有关的

ＰｂＺｎ矿成矿亚系列

与海西旋回构造岩浆

作用有关的 ＦｅＣｕＰｂ

ＺｎＭｏＷＳｎＡｕＡｇ

ＮｉＣｏＶＴｉ蛇 纹 石滑

石矿床成矿系列

二叠纪陆相沉积含Ｃｕ砂岩矿床成矿亚系列

与石炭纪海相沉积有关ＣｕＰｂＺｎ矿床成矿亚系列

与海西中期中酸性侵入岩—次火山岩有关的ＦｅＣｕ

ＺｎＷＭｏＳｎ水晶ＡｕＡｇ稀有金属硅灰岩宝石矿

床成矿亚系列

与石炭纪陆相火山作用有关的 ＡｕＣｕ矿床成矿亚

系列

与二叠纪陆相火山岩、侵入岩有关的 ＡｕＡｇＣｕ矿床

成矿亚系列

与蛇绿岩套有关Ｃｒ透闪石玉滑石矿床成矿亚系列

与泥盆石炭纪海相火山—沉积作用有关的ＦｅＣｕＭｎ

矿床成矿亚系列

与海西中晚期幔源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亚系列

大洋衰没

南天山洋

闭合亚洲

大陆形成

波孜果尔式稀有金属矿、阿图什普

昌钒钛磁铁矿、瓦吉里塔格式钒钛

野云沟式石膏和乌什北山式铝

土矿

阿图什霍什布拉克式铅锌矿

昭苏加曼台锰矿，新源式可布台式

铁锰矿

博乐三台式铜铅锌矿

温泉喇嘛、温泉库斯台锡矿、莱历

斯高尔铜相矿

阿希金矿、尼勒克铜矿

乌苏沙大王式铬铁矿，玛纳斯清水

河透闪石玉石矿

昭苏加曼台锰矿，新源式可布台式

铁铜矿

　布拉克式铜镍矿

早
古
生
代

加
里
东

天山－北山与加里东旋

回研究、沉积作用有关

的 ＰＶＵＣｕＭｎ 重 晶

石－硫铁矿ＡｕＭｏＰｂ

ＺｎＦｅ莹石 － 稀 有Ｗ

Ｓｎ矿床成矿系列组

岩浆成

矿系列

与加里东后期幔源基性超基性岩有关Ｃｕ、Ｎｉ

硫化物矿床成矿亚系列

与志留纪板块汇聚阶段花岗闪长岩或岛弧火

山岩有关的Ｃｕ、Ｍｏ、Ａｕ、Ｐｂ、Ｚｎ、Ｆｅ矿床成矿

亚系列

与加里东旋回中晚期蛇绿岩（海相火山－沉

积作用？）有关的Ｃｕ、Ｃｒ、石棉、滑石、蛇纹岩

块状硫化物矿床成矿亚系列

沉积成

矿系列

与寒武纪黑色岩系有关的磷、Ｖ、Ｕ、Ｍｎ、重晶

石矿床成矿系列

板块活动

期北天山

洋开合岛

弧带发育

黑山式铜镍矿

乔霍特式铜矿、尤鲁巴依拉克锶

汞矿

可可乃克式铜矿、榆树沟式石棉、

坎岭式铜铅锌矿

科尔古琴式磷矿、沙依里克式磷矿

新
克
古
代

震
旦
期

西天山新元古代构造旋

回矿床成矿系列组

岩浆成

矿系列

与沉积变质作用有关的石墨矿床成矿

昭苏与晚元古代花岗岩有关白云母矿床成矿

亚系列

与碱性火山作用有关Ｃｕ、Ａｕ矿床亚成矿亚

系列

沉积成

矿系列

特克斯前震旦纪与沉积作用有关白云岩、石

英岩、磷、Ａｕ矿床成矿亚系列

华北、塔里

木古陆形成

和大陆离散

温宿萨瓦甫齐石墨矿

夏特式白云母矿

喇嘛萨依铜矿

巴克提萨拉苏白云岩矿、莫合西萨

依石英岩矿

中元

古代
晋宁期

中元古（晚太古）与绿岩有关的铜金矿床系列

基底活化与壳源花岗岩侵入作用有关的铜铅锌金银矿床成矿系列

原始古陆边

缘海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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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年

可布台铁矿床、莫托萨拉铁矿床、预须开普台铁铜矿

（ＬｕＺ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属于海相火山岩型铁

矿大类的火山沉积型亚类。

１３２２　乌拉根铅锌矿

乌拉根铅锌矿床位于新疆乌恰县康苏镇南约

５ｋｍ，塔里木盆地西段塔西南坳陷西部的喀什凹陷

的北缘（Ｙ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ＤｏｎｇＸｉｎｆｅ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长城系、侏罗系

－白垩系、古近系和新近系。铅锌矿赋存于下白垩

统克孜勒苏群第五岩性段（Ｋ１犽狕
５）灰白色砂砾岩和

下古新统阿尔塔什组（Ｅ１犪）底部的坍塌角砾灰岩中

（ＬｉｕＺｅｎｇｒ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ＨａｎＦｅｎｇｂ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乌拉根铅锌矿为层控型矿床，主要受控于下

白垩统克孜勒苏群（Ｋ１犽狕），经勘探证实具有超大型

资源潜力（ＬｉｕＺｅｎｇｒ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矿区未见与

成矿有关的岩浆活动。

初步估算乌拉根矿区南北矿带Ⅰ号矿体和Ⅱ号

矿体铅锌资源量为４４８万ｔ，其中铅３３３ 资源量

５０．７３万ｔ，锌 ３０１万ｔ，平均品位铅０．６３％、锌

３．１０％；铅３３４１资源量２０．８２万ｔ，锌７０．９５万ｔ，平

均品位铅０．５３％、锌２．４２％。铅（铅＋锌）（３３３＋

３３４１）资源量 ４４８．３６ 万ｔ（ＬｉｕＺｅｎｇｒ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矿石成分以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为主；矿

石以铅锌硫化物交代砂砾岩钙质胶结物形成的微细

浸染状构造为主，局部发育块状构造、脉状、细脉状

构造等，发育胶结结构、交代反应边结构等。围岩蚀

变较弱，且类型简单（ＬｉＺｈｉｄ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见碳

酸盐化、天青石化、石膏化，区域还原引起的褪色蚀

变广泛发育于容矿砂砾岩层中（ＸｉｅＳｈｉｙ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

乌拉根矿床成矿时代是塔里木盆地由白垩纪伸

展向第三纪挤压的转变期，这种应力状态的变化可

能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远程效应有关。大

规模盆地卤水（油田卤水）是造成铅锌矿的迁移与富

集的主要因素；活动的断裂构造以及断裂破碎带为

萃取深部成矿物质、含矿热卤水的形成以及循环提

供了通道，形成局部的铅锌矿富矿体；氧化淋滤作用

造成Ｐｂ、Ｚｎ的迁移和一定深度氧化矿的形成，是局

部铅锌矿富集的主要成因（ＬｉｕＺｅｎｇｒ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乌拉根是典型的层控砂砾岩型铅锌矿床，铅

同位素组成主要显示壳源特征，成矿物质来自于盆

地本身（ＬｉＺｈｉｄ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这与滇西北兰坪金

顶矿床幔源流体注入的动力学过程是不同的（Ｘｕｅ

Ｃｈｕｎ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乌拉根矿床成矿特征与区域内发育的砂岩型

铜、铀等矿床具有某些相似性，它们同样发育于山

间、山前凹陷盆地内，容矿主岩多为渗透性较好的中

－新生界碎屑岩建造，如伽师铜矿、拜希塔木铜银矿

（ＬｉｕＨｏｎｇ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巴什布拉克铀矿（Ｌｉ

Ｓｈｅｎｇ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Ｌｉｕ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ＨａｎＦｅｎｇｂ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萨热克铜银矿（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等。

１３２３　阿希金矿

阿希金矿位于伊宁县城北约３０ｋｍ处，伊犁－

中天山板块北缘博罗霍洛岛弧带的吐拉苏盆地中，

是新疆西天山产出的一个大型古生代浅成低温热液

型金矿（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Ａｎ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也是目前国内同类型矿床中发现的储量最大且最为

典型的矿床，累计探明Ｃ＋Ｄ级金金属量５０．０７ｔ。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第五岩

性段和下石炭统阿恰勒河组第一岩性组。赋矿围岩

为晚泥盆世火山岩，矿体以石英脉型为主。构造以

火山断裂为主，褶皱不发育。

矿体呈似板状、脉状、透镜状，产于断裂上盘，容

矿围岩为英安岩和英安质角砾熔岩。矿石金品位为

（３～８）ｇ／ｔ，常发育微晶结构、包含结构、交代结构，

角砾状构造、细脉浸染状构造和梳状构造等（Ａｎ

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主要矿物有银金矿、自然金、

黄铁矿、含砷黄铁矿、毒砂、白铁矿、磁铁矿、闪锌矿、

方铅矿和黄铜矿；脉石主要是石英、石髓、绢云母、斜

长石、方解石等。围岩蚀变发育，主要是硅化、黄铁

绢云岩化、绿泥岩化等。

该矿床成矿作用可划分为３个阶段，分别形成

灰白色含金石英脉、烟灰色含金石英脉和含金碳酸

盐－石英脉。其中灰白色含金石英脉的石英流体包

裹体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为３３９±２８Ｍａ，烟灰色石英

脉和碳酸盐－石英脉石英流体包裹体ＲｂＳｒ等时线

年龄 分 别 为 ３１１．５±１４Ｍａ 和 ３０１±２９Ｍａ（Ｌｉ

Ｈｕａ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阿希金矿具有低温（１２０～

１８０°）、低压（７．２～２１．８ＭＰａ）、成矿流体低盐度

（２．４％～４．５％，ＮａＣｌ）、以大气降水为主的特点，是

早石炭世火山活动晚期，含矿火山热液沿火山管道

边缘的环形断裂，多次充填交代，在低温、低压、弱酸

和还原条件下形成的浅成低温火山热液型金矿。

阿希金矿的发现对于中、新生代以前造山带中

寻找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年在其外围相继发现了伊尔曼得金矿（ＪｉａＢ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ＦｅｎｇＪｕａ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京希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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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ｎＦａ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ＦｅｎｇＪｕａ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塔吾尔别克金矿（Ｊｉａｂ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恰布

坎卓它等浅成低温热液金矿床（ＳｈａＤｅｍ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同时在吐拉苏火山岩盆地东部的大哈拉军山

组火山岩中发现了加曼特、郎布拉、小于赞等金矿床

及一些金矿点。

１３２４　哈勒尕提铜矿

哈勒尕提铜矿处于博罗科努晚古生代岛弧带

内，冬吐劲区域性深大断裂南侧，博罗霍洛复背斜东

段。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上奥陶统呼独克达坂组

（Ｏ３犺）及上志留统博罗霍洛山组（Ｓ３犫），区内构造为

冬吐劲深大断裂及其派生的次级断裂，褶皱构造发

育。岩浆岩以海西中期二长花岗岩为主 （Ｃａｏ

Ｊ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２００５）。

矿区附近主要为钾长花岗岩类侵入体，岩体外

接触带具矽卡岩化和铜、铁矿化。矿区共发现７个

矿体，总体走向呈ＳＥ向，倾角６０°～８０°。矿体形态

多为似层状和透镜状，长４０～３８０ｍ，厚１．１０～

５．３５ｍ，铜品位０．４３％～０．６６％，平均品位０．５２％，

地表矿体均产于大瓦布拉克钾长花岗岩体与呼独克

达坂组灰岩接触带中。矿石以硫化矿石为主，硫化

矿石主要类型有含铜矽卡岩、含铜磁铁矿、含铜大理

岩和块状黄铜－斑铜矿４种。

矿体产于酸性侵入岩及与碳酸盐岩的接触带

中，接触带上矽卡岩发育。垂向上具浅部为铁铜矿

化、深部为钼矿化的分带特征。另外，闪锌矿的出

现，表明地表及其浅部为热液脉状矿化，深部为斑岩

铜钼矿化，为矽卡岩型铜矿床。

研究区附近已发现铜、钼铅锌、金银等各类内生

金属矿产５０余处，与海西早－中期浅成中酸性花岗

岩、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等有关的铜（钼）矿床，

以莱历斯高尔铜钼矿床、肯登高尔铜钼矿床（Ｊｉａ

Ｚｈｉｙ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汗吉尕为代表；与海西中期钾

长花岗岩有关的矽卡岩型铜矿床，以哈勒尕提铜矿

床为代表；火山岩型铜矿以喇嘛萨依铜矿为代表。

岩浆热液型铜矿多为矿点或矿化点。与下石炭统中

酸性火山碎屑岩和中－基性熔岩有关的浅成低温热

液型金矿，以阿希金矿为代表（Ｚｈ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与海西中期中酸性浅成侵入岩有关的金矿，以塔吾

尔别克金矿为代表；与中性浅成侵入岩和断裂构造

有关的岩浆热液型金矿，以查汉萨拉金矿为代表

（ＣｈｅｎＦｕ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１３２５　波孜果尔铌钽矿

波孜果尔碱性花岗岩型ＲＥＥＮｂＴａＺｒ矿床位

于拜城县北约４７ｋｍ的天山南麓，位于哈尔克早古

生代沟弧带南缘，塔里木－华北板块、塔里木微板块

之东阿菜－哈尔克古生代复弧带。区内地层出露有

古生代志留纪穷库什太组（Ｓ３狇）、石炭纪干草湖组

（Ｃ１犵）、二叠纪小提坎里克组（Ｐ１狓）。岩浆活动不甚

强烈，仅在区域中部的波孜果尔一带发育华力西晚

期碱性花岗岩小岩株１个。褶皱构造不甚发育，断

裂构造以近东西向断裂为主，北东向断裂次之。

含矿岩体主要是华力西晚期侵入的碱性岩岩

株，按岩性分为石英二长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和石英

二长岩。波孜果尔 Ａ型花岗岩主要造岩矿物包括

石英、钠长石、钾长石、霓石、钠铁闪石和铁叶云母。

副矿物包括锆石、烧绿石、钍石、萤石、独居石、氟碳

铈镧矿和磷钇矿等（ＬｉｕＣｈｕ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全

岩矿化，其中以 Ｎｂ、Ｔａ矿化为主，并伴有 Ｒｂ、Ｃｓ、

Ｚｒ、Ｕ、Ｔｈ和ＲＥＥ矿化。总体走向为２９５°，倾向为

ＮＮＥ向，倾角７０°左右。含铌的矿物为烧绿石，在锆

石、星叶石、氟碳铈镧矿中均含有不等量的铌，同时

为钽元素的载体。氟碳铈镧矿、独居石、磷钇矿为主

要含稀土元素矿物（ＹｉｎＪｉｎｇ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锆

石具有黑核白边结构，黑核是岩浆结晶形成，白边是

锆石受流体直接交代改造增生而形成。

波孜果尔碱性花岗岩型富含稀土的 ＮｂＴａＺｒ

矿床属于大型矿床（Ｎｂ２Ｏ５、Ｔａ２Ｏ５和锆石皆达超大

型规模），伴生的稀土已达中型。ＲＥＥ 含量约

０．０５８％～０．１４５３％，含重稀土 （ＧｄＬｕ＋Ｙ）达

０．０１８１％～０．０８３９％。特别是富含Ｎｂ、Ｔａ、Ｚｒ的霓

石钠长花岗岩，含Ｙ２Ｏ３达０．０５９１％～０．０６０８％，虽

达不到稀土矿床工业品位，但可在开采 Ｎｂ、Ｔａ、Ｚｒ

时综合回收。

霓石钠闪碱性长石花岗岩的平均ｔＺｒ＝７７１℃，

平均ｔＲＥＥ＝８２８℃；黑云母碱性长石正长岩的平均ｔＺｒ

＝９１４℃，平均ｔＲＥＥ＝８３３℃；霓石钠闪石英碱岩浆性

长石正长岩的平均ｔＺｒ＝８３２℃，平均ｔＲＥＥ＝８３３℃。

岩浆平均温度８３２～８３９℃，形成于非造山的板内构

造环境，且具高温、无水、低氧逸度的成岩特点（Ｌｉｕ

Ｃｈｕ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２　西天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

矿带重要矿种资源潜力分析及成矿远

景区划分

２１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西天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矿带构造上

位于塔里木微板块与准格尔微板块之间，隶属于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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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微型板块、塔里木北缘活动带、塔里木古陆块３个

二级构造单元，具体包括了哈尔克－巴仑台早古生

代沟弧带、南天山晚古生代陆缘盆地以及柯坪古生

代前陆盆地３个三级构造单元。

区内出露地层有元古宇、寒武系、奥陶系、志留

系、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和第四

系等地层。元古宇构成天山陆壳基底的主体，主要

为下元古界温泉群二云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片岩、

二云母片岩、角闪岩、大理岩和石英岩等。寒武系为

一套浅海棚相－台地相碳酸盐岩、碎屑岩、硅质岩沉

积，出现含钾盐沉积等。奥陶系上丘里塔格群为碳

酸盐沉积，萨尔干组为笔石页岩相沉积，坎岭组、其

浪组为红色疙瘩状灰岩与钙质泥岩互层沉积。志留

系出露不全，下－中统志留统为碳酸盐岩－碎屑岩

建造，含少量中性火山岩，上志留统以杂色碎屑岩沉

积和中基性火山岩为主，含灰岩、硅质岩。泥盆系为

砾岩、砂岩、粉砂岩、灰岩、凝灰岩和熔岩等（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石炭系东图津河组为海相

碳酸盐岩－碎屑岩建造、海相或海陆交互火山碎屑

岩建造，与铜、铁矿产关系密切；大哈拉军山为中酸

性火山碎屑岩、中基性熔岩和砂砾岩等，与金矿关系

密切，阿希金矿、阿庇因金矿赋存于该组安山岩性段

中，伊尔曼得金矿、京希开布拉克金矿和恰布坎卓它

金矿产于该组酸性火山灰凝灰岩性段中 （Ｗｕ

Ｒｕｉｓ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二叠系包括玄武岩、英安

岩、流纹岩夹砂砾岩，与铜矿关系密切。三叠系地层

以河湖相碎屑岩为主，上部发育湖沼相细碎岩沉积。

侏罗系为陆相碎屑含煤建造。新生界为冲坡积砾石

和砂土。

全区被北侧的依连哈比尔尕山北坡构造推覆断

裂带和南侧的黑英山－霍拉山推覆断裂所限，总体

上呈三角形并呈向北和向南逆掩推覆的扇状展布的

复合造山带（ＺｈａｎｇＺｕｏ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西天山

造山带经历了复杂的构造演化过程，包括古、中元古

代泛大陆的增生与裂解，新元古代Ｒｏｄｉｎｉａ超大陆

的形成与裂解（ＺｕｏＧｕｏ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早古生

代进入多陆块（微板块）及多岛弧古亚洲洋演化阶

段，先后发生过向南、向北两次碰撞增生活动（Ａｌｌｅｎ

ｅｔａｌ．，１９９２），早石炭世末可能结束增生造山，二叠

纪西天山至整个中亚地区进入后碰撞演化阶段，属

于晚古生代增生造山带（ＧａｏＪ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西天山火山活动较频繁，喷发时代主要为海西

期，少量为加里东晚期，火山活动呈近东西向带状分

布。区内侵入岩发育，从岩基、岩株到岩墙均有出

露，呈近东西向带状分布，以中酸性岩体最为发育，

侵入时代为加里东晚期和海西期。加里东晚期侵入

岩以岩株状花岗岩为主，分布在温泉县城南部，岩性

为花岗闪长岩和花岗岩。海西早期侵入岩以岩株状

花岗岩为主，岩性主要为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

等，分布在依连哈比尔尕山和科古琴山；海西中期花

岗岩多呈岩株和岩基状产出，岩性为二长花岗岩、花

岗岩、花岗闪长岩、花岗斑岩和流纹斑岩等，主要分

布于阿拉套山、博罗科洛山和阿希金矿东部。海西

晚期花岗岩呈岩株和岩脉状产出，岩性为闪长玢岩、

二长花岗岩、石英钠长斑岩、花岗斑岩和流纹斑岩

等，主要分布于阿吾拉勒山一带（ＺｈａｎｇＺｕｏ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２２　重要矿种资源潜力分析

根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最新数据，统计西

天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矿带重要矿种资源

潜力。从表３可以看出，区内菱镁矿、铅、磷、金等矿

种的预测资源量占全国预测资源总量的比例均大于

２％，具有较大的潜力，锰、铜、锌、钨等矿种的预测资

源量占全国预测资源总量的比例均大于１％，而５００

米以浅、１０００米以浅和２０００米以浅的潜在资源量

同样巨大。

西天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矿带西段，

已发现大中型矿床有乌拉根铅锌矿、霍什布拉克铅

锌矿、坎岭铅锌矿、萨热克（沙里拜）铜矿、萨瓦亚尔

顿金矿、苏盖提布拉克钒矿、西格尔钒矿，本区上述

矿种的最小预测区分布密集，显示其具有较大资源

表３　西天山犉犲犘犫犣狀犃狌犆狌多金属成矿带

重要矿种资源潜力

犜犪犫犾犲３　犐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犿犻狀犲狉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狅犳狑犲狊狋犲狉狀

犜犻犪狀狊犺犪狀犉犲犘犫犣狀犃狌犆狌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犫犲犾狋

矿种

预测资源

量占全国

百分比（％）

累计查

明资源

储量

预测资源量

５００米

以浅

１０００米

以浅

２０００米

以浅

单位

菱镁矿 ３．９０ ０．４５ ５．１１ 矿石／亿吨

铅 ３．６８ ７９．５７ ９６３．１１ １０４１．９９ Ｐｂ／万吨

磷 ２．９４ ７５６８．６４１４２５９０．８８１４３９８１．０８ 矿石／万吨

金 ２．５９ １４２．４８ ５１４．７５ ８０６．９１ Ａｕ／吨

锰 １．９８ ４４１．０６ ６６８６．８４ 矿石／万吨

铜 １．８８ ４１．７４ ５５５．１５ ５７４．１９ ５７６．４４ Ｃｕ／万吨

锌 １．８０ ２５８．０９ ５１５．６３ ９０８．５２ Ｚｎ／万吨

钨 １．４４ ２．２１ ４２．１４ ＷＯ３／万吨

锑 ０．９２ １．２５ １０．９９ １３．２３ Ｓｂ／万吨

铁 ０．７９ ６．１０ １０．６２ １５．３４ 矿石／亿吨

钼 ０．５１ １７．２５ ４５．３０ Ｍｏ／万吨

重晶石 ０．３７ ８１．６１ ５３３．８５ 矿石／万吨

银 ０．２９ ７５．８３ ２１０５．６０ ２１０５．６０ ２１０５．６０ Ａｇ／吨

镍 ０．０５ ０．７２ １．２８ Ｎｉ／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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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是下一步寻找砂砾岩型铅锌矿、岩浆热液型铁

矿与次火山中热液型银铅锌矿、沉积型锰矿的有利

地区。在该成矿带北段，发育诸多金矿如卡特巴阿

苏金矿，以及库勒萨依铜矿、哈勒尕提铜铁矿、加曼

台锰矿，本区热液型铁矿、斑岩型铜钼矿、热液型重

晶石具有较大潜力。在该成矿带东段，集中发育大

量铁矿，如阿吾拉勒、松湖、式可布台、备战、敦德、查

岗诺尔铁矿等，是我国重要的铁矿产地，是寻找热液

型铁矿的重要地区，同时该区带含有巴音铜矿、天格

尔金矿，大型磷矿如卡乌留克塔格磷矿、奥尔塘铁磷

矿、大西沟铁磷矿，由此可见该区内矽卡岩型铅锌银

矿、岩浆型磷矿及沉积型锰矿有很好的找矿前景。

在该区带北段区域，发现大型波孜果尔铌钽矿，同时

钾盐最小预测区密集分布，表明这一地区找矿潜力

巨大，若加大勘查，有可能获取碱性花岗岩型重稀

土、碎屑岩型钾盐找矿的重大突破。

２３　找矿远景

目前区带内已有４个国家级整装勘查区：新疆

乌恰县萨热克地区铜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伊犁盆

地砂岩型铀矿整装勘查、新疆西天山阿吾拉勒铁矿

矿集区整装勘查、新疆西天山那拉提山一带铜金多

金属矿整装勘查（一区、二区、三区）。本次部署将在

西天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矿带内设３个重

点远景区，７个远景调查区（图３，表４）。

图３　西天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矿带工作部署图

Ｆｉｇ．３　Ｗｏｒｋ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ｍａｐ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１）乌拉根－萨热克铅锌铜重点远景区，主攻矿

种：Ｐｂ、Ｚｎ、Ｃｕ；主攻类型：砂砾岩型铅锌矿；砂岩型

铜矿；岩浆热液型铁矿；碎屑岩地层中热液型锑矿。

新发现矿产地：乌拉根铅锌矿（大型）、萨瓦亚尔顿金

矿（大型）。此区所在地区已设为新疆乌恰县萨热克

地区铜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

（２）库铁热克－阿合雅铅锌铁远景调查区，主攻

矿种：Ｆｅ、Ｐｂ、Ｚｎ、Ｃｕ、Ａｕ、Ｍｎ；主攻类型：海相沉积

型铁矿；碳酸盐岩－细碎屑岩型铅锌银矿；与次火山

中热液型银铅锌矿；与中酸性岩浆热液有关的脉状

银金铜矿床；沉积型锰矿；蚀变破碎岩型金银矿。

（３）乌什钒铅锌远景调查区，主攻矿种：Ｐｂ、Ｚｎ、

Ｆｅ、Ｖ；主攻类型：与次火山中热液型银铅锌矿；热液

型铁矿。

（４）阿希金铜钼铅锌多金属远景调查区，主攻矿

种：Ａｕ、Ｃｕ、Ｍｏ、Ｐｂ、Ｚｎ、Ａｇ、重晶石；主攻类型：陆相

火山岩型金银矿；斑岩型铜钼矿；热液型重晶石。新

发现矿产地：哈勒尕提铜铁矿（中型）。

（５）那拉提金铁铅锌重点远景区，主攻矿种：

Ａｕ、Ｆｅ、Ｐｂ、Ｚｎ、Ｕ、Ｃｕ、Ｍｏ、重晶石；主攻类型：海相

火山岩型铁矿；碳酸盐岩—细碎屑岩型铅锌银矿；热

液型重晶石；岩浆热液型钼矿。新发现矿产地：卡特

巴阿苏金矿（大型）、加格斯泰地区铀矿（中型）、切特

木斯铜矿（中型）、喀拉台奇银铅矿（中型）。此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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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西天山犉犲犘犫犣狀犃狌犆狌多金属成矿带远景区预测资源量及新发现矿产地

犜犪犫犾犲４　犘狉犲犱犻犮狋犲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狀犲狑犾狔犱犻狊犮狅狏犲狉犲犱犿犻狀犲狉犪犾犱犲狆狅狊犻狋狊狅犳狆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犪狉犲犪狊犻狀狑犲狊狋犲狉狀

犜犻犪狀狊犺犪狀犉犲犘犫犣狀犃狌犆狌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犫犲犾狋

序号 远景区名称 矿种
预测资源量

３３４１ ３３４２ ３３４３ 单位
新发现矿产地

１
乌拉根－萨热克铅锌铜

重点远景区

铅 ４２．９３ １１２．５９ ０ Ｐｂ／万吨

锌 １１９．１０ ４５６．７５ ０ Ｚｎ／万吨

铜 １７．００ １３４．０２ ０ Ｃｕ／万吨

金 ３７．３３ ２７１．３８ ２７０．７４ Ａｕ／吨

锑 ０．１１ ０ ０ Ｓｂ／万吨

乌拉根铅锌矿（大型）、萨瓦亚尔

顿金矿（大型）

２
库铁热克－阿合雅铅锌

铁远景调查区

铅 １３．１７ ０ ６１４．４５ Ｐｂ／万吨

锌 ５．７７ ０ ２２４．３２ Ｚｎ／万吨

金 ０ １３．６８ １８．０５ Ａｕ／吨

铜 ０ ０．１４ ０．６９ Ｃｕ／万吨

锰 ０ ０ １６０６．３９ Ｍｎ／万吨

锑 ０ ０ ７．３７ Ｓｂ／万吨

３ 乌什钒铅锌远景调查区

铅 ７．４６ ０ ２１８．４４ Ｐｂ／万吨

锌 ０．２ ０ ５．８６ Ｚｎ／万吨

磷 １０９６２．４１ １５２１６．７５ ３２８５６．３７ 矿石／万吨

４
阿希金铜钼铅锌多金属

远景调查区

铅 ０．７１ ０．２６ ２．６３ Ｐｂ／万吨

锌 １．５０ ０．５５ １６．４２ Ｚｎ／万吨

金 １０．５２ ０ ０．４２ Ａｕ／吨

铜 ２５．５３ ８３．２５ ８０．３２ Ｃｕ／万吨

钼 ２．１３ ４．８１ １１．８８ Ｍｏ／万吨

伴生银 ４９７．９７ ０ １２．２２ Ａｇ／吨

重晶石 ６．３４ ２６．１３ ０ 矿石／万吨

磷 ７４８．８８ １４２７５．８０ １６６０５．０８ 矿石／万吨

哈勒尕提铜铁矿

５
西天山那拉提金铁铅锌

重点远景区

金 ０．７６ １．４４ ０．２０ Ａｕ／吨

铅 ０．９６ １．２１ １．５９ Ｐｂ／万吨

锌 １．３１ １．６５ ２．１６ Ｚｎ／万吨

铜 ０ ３．１０ ８．４２ Ｃｕ／万吨

钼 １０．４０ １２．５４ ０ Ｍｏ／万吨

镍 ０．７２ ０．５６ ０ Ｎｉ／万吨

重晶石 ６７．８０ ２８６．３０ ０ 矿石／万吨

钨 ０．０７ １．３８ ０ ＷＯ３／万吨

卡特巴阿苏金矿（大型）、加格斯

泰地区铀矿、切特木斯铜矿、喀拉

台奇银铅矿

６
阿吾拉勒铁铜铅锌多金

属重点远景区

铁 － － － Ｆｅ／亿吨

铜 ９．６２ ２．２１ ４３．３９ Ｃｕ／万吨

菱镁矿 － － － 矿石／亿吨

巴音铜矿、阿吾拉勒铁矿（大型）

７
拜城－和静锰锑金远景

调查区

锰 ０ ２２．０８ １３５．８６ Ｍｎ／万吨

锑 ０ ０ ５．０８ Ｓｂ／万吨

金 ２０．５２ ５．９４ ８．３５ Ａｕ／吨

铜 ２３．２０ ５１．４８ １８．２０ Ｃｕ／万吨

稀土 ０ ５８．６５ ７２．８５ ＴＲ２Ｏ３／万吨

８
敖如勒更拉锰金铅锌远

景调查区

锰 ５６１．７ ０ ０ Ｍｎ／万吨

金 ３．０６ １０．３１ ７．４６ Ａｕ／吨

铅 ３．９９ ６．６０ １５．００ Ｐｂ／万吨

锌 ０．６ ０．９９ ３．３２ Ｚｎ／万吨

硫铁矿 ８７．９９ １１２．８６ １４６．７７ 矿石／万吨

铜 ０．９１ １６．６４ ０．８４ Ｃｕ／万吨

９
库鲁克塔格磷铁金远景

调查区

金 ２．３３ ４．８６ ７．１０ Ａｕ／吨

磷 ６６５３．７１ ３０５９７．５９ １６０６４．４８ 矿石／万吨

奥尔塘铁磷矿（大型）、卡乌留克

塔格磷矿（大型）、大西沟铁磷矿

１０ 波孜果尔铌钽远景调查区 铜 ０ ２．３２ ８．７４ Ｃｕ／万吨 波孜果尔铌钽矿（大型）

注：表中“－”表示数据不详

在地区已设为伊犁盆地砂岩型铀矿整装勘查及新疆

西天山那拉提山一带铜金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一

区）。

（６）阿吾拉勒铁铜铅锌多金属重点远景区，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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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种：Ｆｅ、Ｃｕ、Ｚｎ、Ｐｂ、Ａｕ；主攻类型：热液型铁矿；海

相火山岩型铁矿；海相火山岩型铜锌（银铅金）矿；与

中酸性岩浆热液有关的脉状银金铜矿床。新发现矿

产地：巴音铜矿（中型）、阿吾拉勒铁矿（大型）。此区

所在地区已设为新疆西天山阿吾拉勒地区铁多金属

整装勘查区。此区所在地区已设为新疆西天山那拉

提山一带铜金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二区）。

（７）拜城－和静锰锑菱镁远景调查区，主攻矿种：

Ｍｎ、Ｓｂ、菱镁矿、稀土、重晶石；主攻类型：重稀土；碎

屑岩地层中热液型锑金多金属矿；沉积型锰矿。

（８）敖如勒更拉锰金铅锌远景调查区，主攻矿

种：Ｍｎ、Ｚｎ、Ａｕ；主攻类型：矽卡岩型铅锌银；海相火

山岩型铁矿；沉积型锰矿。此区所在地区已设为新

疆西天山那拉提山一带铜金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

（三区）。

（９）库鲁克塔格磷铁金远景调查区，主攻矿种：

Ｆｅ、Ａｕ、Ｐ；主攻类型：岩浆型磷矿；沉积变质型铁矿。

新发现矿产地：奥尔塘铁磷矿（大型）、卡乌留克塔格

磷矿（大型）、大西沟铁磷矿（中型）。

（１０）波孜果尔铌钽铜远景调查区，主攻矿种：

铌、钽、锆、Ｃｕ、钾盐；主攻类型：碱性花岗岩型铌－

钽－锆矿床；砂岩铜（银）矿；碎屑岩型钾盐。新发现

矿产地：波孜果尔铌钽矿（大型）。

３　结论

（１）西天山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矿带位

于新疆天山山脉西段及塔里木盆地北缘，西至国界，

东至玛纳斯－和静县一线，北以依连哈比尔尕山北

坡为界，南到哈尔克山南坡黑英山－霍拉山一带延

伸至塔里木盆地北缘。区内主要的地层为志留系、

泥盆系以及石炭系，构造运动强烈、岩浆活动频繁。

（２）划分为６个Ⅲ级成矿区带，分别为：Ⅲ９伊

犁微板块北东缘成矿带；Ⅲ１０伊犁（地块）成矿带；

Ⅲ１１伊犁微板块南缘（造山带）成矿带；Ⅲ１２塔里

木板块北缘成矿带；Ⅲ１３塔里木陆块北缘（隆起）

成矿带；Ⅲ１６塔里木盆地成矿带。并构建西天山

ＦｅＰｂＺｎＡｕＣｕ多金属成矿带成矿谱系。

（３）区内矿产以铁、铅锌、金、铜、银、多金属为

主，主攻矿床类型为海相火山岩型铁矿（备战铁矿、

敦德铁矿、查岗诺尔铁矿、智博铁矿等），沉积－改造

型铅锌矿（乌拉根铅锌矿），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阿

希金矿、伊尔曼得金矿、京希金矿等），斑岩型－矽卡

岩型铜矿（哈勒尕提铜矿、肯登高尔铜钼矿），碱性花

岗岩型铌－钽－锆矿（波孜果尔铌钽矿）及岩浆型磷

矿（大西沟铁磷矿、卡乌留克塔格磷矿、奥尔塘铁磷

矿）等。

（４）区内菱镁矿、铅、磷、金、锰等矿种资源潜力

巨大，预 测 资 源 量 占 全 国 比 例 分 别 为 ３．９％、

３．６８％、２．９４％、２．５９％、１．９８％。区带内划分１０个

远景区，其中３个重点远景区，７个远景调查区，对

下一步找矿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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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Ｚｈｉｄａｎ，Ｘｕｅ Ｃｈｕｎｊｉ，Ｄｏｎｇ Ｘｉｎｆｅｎｇ，Ｌｉｕ Ｚｅｎｇｒｅｎ，Ｚｈｏｎｇ

Ｔｉａｎｚｈｉ，ＱｉＳｈｕｊｉ．２０１３．Ｏｒ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Ｓａｎｄ 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ＷｕｌａｇｅｎＺｎＰｂ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ｕｑｉａｃｏｕｎｔ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２０（１）：４０～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Ｚｈｉｄａｎ，ＸｕｅＣｈｕｎｊｉ，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Ｓｉ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Ｚｈｉｙｅ，Ｓｈｉ

Ｈａｉｇａｎｇ，Ｄｏｎｇ Ｘｉｎｆｅｎｇ，Ｓｈａｏ Ｘｉｎｇｌａｉ．２０１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ｅ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Ｓａｒｅｋｅｃｏｐｐｅ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Ｗｕｑｉａｃｏｕｎｔｙ，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５（４）：７２０～

７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Ｃｈｕｎｈｕａ，ＬｅｉＭｉｎ，ＷｕＣａｉｌａｉ，ＹｉｎＪｉｎｇｗｕ，ＳｈａｏＸｉｎｇｋｕｎ，

ＹａｎｇＨａｉｔａｏ．２０１３．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ａｔｈｏｄ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Ａｔｙｐｅ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Ｂｏｚｉｇｕｏｅｒ，Ｂａｉ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３２（１）：４２～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Ｃｈｕｎｈｕａ，ＹｉｎＪｉｎｇｗｕ，ＷｕＣａｉｌａｉ，ＣａｉＪｉａ，ＳｈａｏＸｉｎｇｋｕｎ，Ｙ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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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ａｓｈｉｂｕｌａｋｅｕｒａｎｉ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Ｗｏｒｌ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８（３）：１２５～１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ｕＺｏｎｇｌｉｕ，ＭｏＪｉａｎｇｐｉｎｇ．２００６．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ｎｄ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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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４２（５）：８～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ＱｉｎＫ Ｚ，ＳｕｎＳ，ＬｉＪＬ．２００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ｅｐｉ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ｕａｎｄ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Ｃｕ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Ｅｐｏｃｈ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ｋｉｎｋａｇｅ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５２（４）：２９１～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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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Ｄｅｍｉｎｇ，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ｚｈｕ，ＤｏｎｇＬｉａｎｈｕｉ，Ｔ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ｌｉｅ，ＪｉａＢｉｎ．

２００５．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 Ａｘｉ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４（２）：１１８～１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ｕａｎ，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ｈｕｉ，

Ｓｈｅｎｂａｏｆｅｎｇ，Ｔ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ＰｅｉＲｏｎｇｆｕ．２０１１．Ａｄｖ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ｃｔ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４）：３８５～

３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 Ｙｏｕｂｉａｏ，ＺｈａｏＤｉａｎｊｉａ．２００６．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２０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Ｚｈｉ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Ｚｕｏ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Ｚ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ｏｎｇＷｅｉ，Ｔｉａｎ

Ｊｉｎｇｑｕａｎ．２０１２．Ｍａｇｎｅｔｉ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Ｚｈｉｂｏｉｒｏ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３１（５）：９８３～９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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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Ｚｈｉｌｉａｎｇ，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Ｚｕｏｈｅｎｇ，ＺｕｏＧｕｏｃｈａｏ，Ｗ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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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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