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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登–托普坎铅锌矿床（简称阿矿），位于

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胡占德（苦盏）北东方向

110 km 处，是阿尔登–托普坎矿田主要矿床之一。

该矿田勘查与开发历史悠久，是塔吉克斯坦境内

最重要的铅锌矿集区，矿田内分布大小不等的十

二个铅锌矿床，其中主要的矿床为三个，即派布

拉克矿床、阿尔登–托普坎矿床及北阿尔登–托普

坎矿床，三个主要矿床相距 2 km 以内（周叶，

2010）。本文论述阿尔登–托普坎矿床的区域地质

背景和主要成矿特征，分析其主要控矿因素，并

对其成因类型进行归属研究，为塔吉克境内相同

类型铅锌矿床的找矿勘查工作提供依据。 

1  地质背景 

阿尔登–托普坎矿床位于哈萨克-准格尔板块

中天山造山带南缘，属于恰特卡尔陆块卡拉马扎

尔火山-沉积盆地。矿区内主要出露下石炭统灰岩

和泥盆系的火山碎屑岩、火山变质岩以及碳酸盐

岩，其中上泥盆统的薄层灰岩、泥灰岩与成矿关

系较为密切。岩浆岩以石炭纪侵入岩最为发育，

主要是由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岩、石英斑岩、

正长斑岩组成的中酸性侵入岩，呈岩脉、岩株形

式产出，其中花岗闪长斑岩岩脉与成矿关系最为

密切。广泛分布碳酸盐岩地层和强烈的中酸性岩

浆活动为该矿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成矿条件，岩 

体的分布明显受断裂构造所控制，其中南北向、

北东向断裂是区内重要控矿构造❶。 

目前已查明 8 个铅锌矿带，以 VI、VIII 矿带

为主，各矿带中赋存数量不等的矿体，截止 2009

年铅锌矿石储量达到 28.6 Mt。矿体主要呈似层

状、透镜状及不规则状产于花岗闪长斑岩与灰岩

或大理岩接触带矽卡岩内以及附近。矿区矿石矿

物主要可见方铅矿、闪锌矿和黄铁矿、黄铜矿，

脉石矿物为方解石、绿帘石、透辉石-钙铁辉石、

黝帘石、绿泥石、长石、石英。矿石具有自形–

半自形粒状结构、中–粗粒结晶结构，主要有浸染

状和致密块状构造，少量呈角砾状、条带状、斑

状构造。矿区围岩蚀变主要有大理岩化、矽卡岩

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黄铁矿化、硅化。 

2  控矿因素分析 

矿床的主要控矿因素包括：一是围岩条件，

矿体主要产于接触带（夕卡岩带）内和靠近围岩

一侧的外接触带，围岩主要是碳酸盐岩和少量碎

屑岩，该类围岩化学性质活泼，易与侵入岩互相

交代而发生矽卡岩化，且发生大面积蚀变，而呈

现大理岩化、矽卡岩化，与矿化富集有密切关系。

二是构造对成矿的控制作用，矿体和矿带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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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状及矿体分布受断裂构造的制约，最有利的断

裂构造是相对缓倾的近南北向断裂以及北东向且

倾向北西的断裂构造，以及这两组断裂交汇部位，

其中层间断裂裂隙、构造破碎带中是赋矿的有利

部位，同时岩脉在挠曲地段内易赋存较厚矿体。

此外受后期构造作用的影响对早期成矿进行改

造，主要表现为对早期成矿的破坏以及局部地段

矿物质的进一步富集。 

该矿床的成矿作用与海西期的花岗质岩浆侵

入具有密切联系，矿体的形成受到区域性大断裂

及派生的次级断裂的控制，矿体形态呈呈似层状、

透镜状，矿体连续性较差。尽管该矿床缺乏系统

的地球化学、同位素研究等资料，但通过矿床地

质特征、岩相学资料判断，该矿床成因类型为典

型的矽卡岩型，可与中国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床

（唐菊兴，2010；冷秋锋等，2015），罗马尼亚

OcnadeFier－Dognecea Fe－Cu－(Zn－Pb) 矽卡

岩矿田（Ciobanu et al., 2004）、智力北部 Maria 

Cristina 矽卡岩型铅锌矿床（Lieben et al., 2000）

等国内外典型矽卡岩型铅锌矿床相比。 

3  讨论与结论 

综上所述，阿尔登–托普坎矿床由石炭纪中酸

性侵入岩（花岗闪长斑岩）与围岩为上泥盆统的

薄层灰岩、泥灰岩在接触带构造及其附近发生交

代作用形成的，矿(化) 体分布明显受岩体和断层

构造控制。成因类型属接触交代作用形成的矽卡

岩型铅锌矿床，同时通过对区内地层、构造、岩

浆岩等控矿条件的分析，进一步确定在该地区寻

找该类与矽卡岩有关的矿床一些找矿标志。  

（1）成矿围岩为中酸性花岗闪长斑岩、灰岩

或碎屑岩-碳酸盐岩等含钙质及钙质岩系。 

（2）矿化发育于在侵入岩与围岩内外接触

带，南北向断裂与北东向断裂交汇处，以及北东

向断裂及其次级断裂内，在构造破碎带、层间断

裂裂隙易成矿。 

（3）围岩蚀变有矽卡岩化、大理岩化、绿帘

石化、绿泥石化、硅化、黄铁矿化。 

（4）地表找矿标志包括孔雀石化、褐铁矿化、

黄钾铁矾化等。 

 

注  释 /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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