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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准噶尔位于西伯利亚板块与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两大板块的接合部位，晚古生代是该区最重

要构造岩浆活动期，并形成一系列的金（多金属）矿产。与此期构造-岩浆活动有关的金属矿床主要有金、铜、

锡。金矿类型为与韧脆剪切构造有关的金矿、和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的岩浆热液型，铜矿类型有与钙碱性岩浆岩

有关的斑岩型（岩浆热液型）、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岩浆熔离型矿床，锡矿类型有与富碱性岩有关的岩浆热

液型。金属矿床成矿时代、中酸性岩浆岩成岩时代均集中在石炭纪、二叠纪，与该区晚古生代洋-陆转换、构造

体制转折演化阶段密切相关，三者在时间域、空间域相伴发生。区域金属矿产找矿方向方面，金矿以沿大型剪切

构造带、铜矿以钙碱性岩浆岩出露区、锡矿以中酸性富碱岩浆岩出露区为找矿远景区。 

关键词  金属矿床；成矿；成岩；构造演化；东准噶尔 

 

东准噶尔地区以往地质工作程度较低，但随着近几年国家地质工作战略西移，在该区实施完成了一批

重要的区域地质调查、找矿、科研等地质项目，发现了一批重要的金属矿产，也积累了众多的成果资料，

这为开展该区区域成矿规律研究提供了基础工作。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结合作者 3 年来在东准地区承担

地质科研项目所取得的一些认识，本文拟从区域地质构造-岩浆演化、区域金属成矿等方面，来探讨东准地

区区域金属矿产的成矿与找矿问题，以期对该区今后的地质找矿工作有所帮助。 

1  大地构造背景 

东准噶尔作为中亚成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构造上位于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北缘古生代陆源活动

带。该区是一个地质构造和地史演化十分复杂的地区，经历了自前寒武纪以来长期而复杂的构造演化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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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晚古生代是该区最重要的板块（陆块）碰撞造山时期，是东准噶尔乃至中亚地区地质构造最为活跃的

时期，伴随有大规模的构造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众多的成矿年代学资料表明晚生代是该区金属矿产主要

形成时代。 
1.1  古板块构造格局 

古生代是东准地区重要的构造-岩浆演化和金属成矿时期，基于古生代东准噶尔地区大地构造格局，该

区可划分为 2 个三级构造单元和 7 个四级构造单元（图 1）： 
 

 
图 1  东准及邻区大地构造单元示意图（据何国琦等，2004） 

1－中-新生界覆盖区的地块；2－具有古生界盖层的地块；3－泥盆-石炭纪残余洋盆或边缘海；4－弧前、弧后盆地；5－岛弧；6－岩浆弧；7－裂陷

槽；8－陆缘火山岩带；9－裂谷；10－第四纪覆盖区；11－上叠火山沉积盆地；12－板块缝合带；13－次级构造单元界线；14－构造单元编号。图

中虚线框为为东准地区大致范围。Ⅱ1-1
1－萨吾尔晚古生代岛弧；Ⅱ1-1

2－阿尔曼泰早古生代岛弧；Ⅱ1-1
3－三塘湖晚古生代弧间盆地；Ⅱ1-1

4－库兰卡

孜干泥盆纪陆缘火山岩带；Ⅱ1-1
6－卡拉麦里泥盆纪-石炭纪残余海盆；Ⅱ1-2

1－巴塔玛依内山石炭纪上叠火山沉积盆地；Ⅱ1-2
2－准噶尔中央地块 

 

东准北侧以额尔齐斯-布尔根板块结合带为界与西伯利亚南缘的南阿尔泰晚古生代陆缘相接。   
1.2  地壳演化 

据现有资料（肖序常等，1992；李春昱等，1982；胡霭琴等，1997），东准噶尔地区构造演化大致可

分为 3 个阶段：①前寒武纪构造演化——古克拉通阶段；②古生代构造演化——洋-陆开合转化碰撞造山

阶段；③中一新生代构造演化——板内盆山体系演化阶段。其中，古生代洋-陆开合转化碰撞造山阶段是

东准噶尔地区最重要的构造演化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准噶尔地区主要经历了 3 次大的拉张聚合运动。 
第 1 次拉张大约在志留纪，区内莫钦乌拉野马泉一带出露的奥陶系一志留系荒草坡群、库布苏和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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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它乌群海相火山-沉积地层，表明该区当时处于边缘海盆环境。加里东晚期花岗岩侵入于奥陶系一志

留系火山-沉积地层中，以及下泥盆统磨拉石建造不整合盖在这套火山沉积建造之上等地质事实表明，边

缘海盆大约在志留纪末发生了闭合。 
第 2 次拉张是在早泥盆世一早石炭世早期，形成了区内最年轻的蛇绿岩——阿尔曼泰蛇绿岩和卡拉麦

里蛇绿岩，表明该区这一时期存在洋盆。洋盆大约在早石炭世早期至中晚期发生闭合并演化成为陆间残余

海盆，区域沉积环境逐渐由海相过渡到陆相，开始出现陆相火山岩。早石炭世中期至二叠纪，西伯利亚板

块与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在东准噶尔强烈碰撞，东准噶尔发生了大规模的陆内挤压-伸展造山，形成了一

系列自北而南的叠瓦式逆冲断裂，广泛发育多种多样的花岗岩类和安山质-英安质陆相火山喷溢-喷发岩，

形成了与此有关的多种类型金属矿床，它们和卡拉麦里蛇绿岩、阿尔曼泰蛇绿岩等一起共同构成了两大板

块之间的巨型缝合带，也称东准噶尔碰撞造山带。 
    第 3 次拉张是在晚石炭世末至二叠纪，由于碰撞造山后伸展作用深入地幔（陈衍景，1996；韩宝福，

1999），在阿尔泰南缘、东准噶尔北部形成了喀拉通克裂陷槽（板内裂谷），以喀拉通克基性岩带和布尔根

非造山型碱性花岗岩带的形成为标志。二叠纪以后，整个东准地区进入了板内盆山体系形成演化阶段。 
研究表明（喻亨祥等，2000；韩宝福等，1999），东准噶尔碰撞造山带是在早石炭世中期后至二叠纪，

由于西伯利亚板块与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强烈碰撞和随后发生的陆内俯冲推覆造山运动而逐步形成的。 

2  变形变质与金属成矿 

东准地区变形变质作用主要发生在加里东、华力西两个构造旋回期。前者波及泥盆系以前的地层，以

一套中深变质的角闪岩相变质作用为主，后者以线（或带）状的韧-脆性变形为主，与本区变质碎屑岩型金

矿（与韧-脆性剪切构造有关的金矿）成矿关系密切。 
华力西期构造变形变质作用的断裂构造包括两类，一为火山机构断裂系统，二为与挤压劈理配套的

NW 向高角度逆冲断裂。该期区域变质作用不强，一般仅达到葡萄石-绿纤石相，最高可达低绿片岩相。

在断裂带附近，动力变质现象明显，常见重结晶的变质矿物。 
华力西期呈带状的构造变质变形带，形成与碰撞造山的挤压构造环境。在区内可识别出 5 个此类构造

变形带，由北至南分别为：①玛因鄂博带；②布尔根带；③阿尔曼泰带；④库布苏带；⑤卡拉麦里带。 
华力西期呈带状的构造变质变形带是不同级别板块俯冲、碰撞作用的产物，控制着该区大部分内生金

矿的分布，并构成了该区最重要的金成矿系统。在洋壳俯冲和洋盆闭合阶段陆缘火山岩浆弧、残余海盆和

俯冲带上形成的陆缘火山碎屑沉积相、含碳质沉积相及混杂蛇绿岩块等是金丰度较高的地质体，构成了成

矿系统潜在的矿源层（体）。构造运动产生的和深部上升的热能是成矿系统中岩石强烈变形变质和 Au 活化

的能源，构造带内由于应力的差异，驱动成矿流体从强烈挤压地段向相对低压的伸展区迁移，使金矿床（点）

集中分布于二者过渡带附近，矿体及矿脉则形成于构造带较晚阶段形成的次级断裂及裂隙中。强构造变质

变形带对金矿成矿的控制作用，也得到了年代学的佐证。杨学昌（1993）、李华芹等（2004）分别通过测

试蚀变火山岩石，得到了 290 Ma、265 Ma 两个时代的地质热事件。 
受华力西期强构造变质变形带控制的与韧-脆性剪切构造有关的金矿是东准地区最主要的金矿床类型

之一，包括双泉、库布苏、野马泉、清水、苏吉泉、科克萨依、萨尔布拉克（阿尔泰地区）等众多的金矿

床（点）。 

3  岩浆活动与成矿 

东准地区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岩浆活动主要发生在古生代，尤其晚古生代。晚古生代岩浆活动形成的火

山沉积岩系和各类侵入岩体与金属矿产具有密切的成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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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火山作用与成矿 
晚古生代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火山沉积地层岩相由海相逐渐过渡到陆相，反映了本区构造背景由

大洋逐渐转换为大陆。其中，泥盆系、石炭系是区内铁、铜、锡、金等金属矿产的主要赋矿层位。铜矿化

与泥盆系火山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夹层关系密切，金矿化与下石炭统南明水组及其相当层位关系最为密切，

双泉及其外围的金矿赋矿围岩多为南明水组地层。该期火山活动形成的一些火山机构本身就是极好的成矿

构造，如产于下石炭统巴塔玛依内山组(C1b)双峰山金矿、清水 48 号金矿、金山沟金矿即为此类金矿的代

表。 
3.2  岩浆侵入作用与成矿 

研究区岩浆侵入活动强烈，超基性、基性、中性、酸性及碱性岩均有发育，其中以花岗岩类分布最广。

岩浆活动是区内成矿作用的重要控制因素，不同岩性、不同成因类型的岩浆侵入活动控制着不同类型矿床

的成矿。 
3.2.1  超镁铁质岩与成矿  区内超镁铁质侵入岩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与蛇绿岩套有关的镁铁－超镁铁岩

类，主要沿卡拉麦里、阿尔曼泰两条缝合带分布，这类侵入岩是区内铬铁矿（点）的空间 分布。卡拉麦

里地区红柳沟发现的铬铁矿化点即受控于类侵入岩。 
二是陆内拉张背景侵位的镁铁－超镁铁岩类，集中分布于额尔齐斯－布尔根晚古生代缝合带南侧喀拉

通克一带，喀拉通克矿区铜镍矿体产于这类岩体中。 
与超镁铁质岩有关的铬铁矿、铜镍矿在成因上均为岩浆融离型矿床，矿化局限于岩体内，矿体形态与

岩体基本一致，成矿与成岩时代基本一致。 
3.2.2  花岗岩类与成矿 

（1）花岗岩空间分布特征 
在空间上，东准地区花岗岩存在 3 个北西向的花岗岩带，卡拉麦里岩带（南带）、乌伦古岩带（中带）、

布尔根岩带（北带）。 
卡拉麦里岩带位于卡拉麦里断裂以北、阿尔曼泰断裂以南地区，在卡拉麦里断裂与库布苏－哈萨芬坟

断裂之间地区集中分布，岩石类型复杂，其中钙碱性属 I 型，个别为Ｍ型（如清水地区与蛇绿岩共生的斜

长花岗岩和石英闪长岩），偏碱性属 S 型，碱性岩型属Ａ型，不同岩石类型呈现出从钙碱性（I 型）－偏碱

性（S 型）－碱性岩型（Ａ型）的演化趋势。 
乌伦古岩带在空间上与沿阿尔曼泰断裂分布的蛇绿岩带伴生，多呈岩株或小岩基产出，本带花岗岩成

分单一，属较典型的造山带 I 型或同熔型，主要岩石系列为二长闪长岩－石英二长闪长岩－二长花岗岩－

正长花岗岩－碱性花岗岩类，呈连续演化系列。 
布尔根岩带额尔齐斯断裂以南、阿尔曼泰断裂以北的狭长地带。岩石类型既有钙碱性（卡拉先格尔），

也有偏碱性、碱性岩（布尔根－塔克什肯口岸一带），成因类型有 I 型（以钙碱性为主）、S 型（以偏碱性

为主）、A 型（碱性）。 
（2）形成时代 
东准地区花岗岩形成时代以华力西中晚期为主，在此之前或之后，岩浆活动较弱。在同一个花岗岩演

化系列中，从早到晚有 M 型－I 型－S 型－A 型的演变趋势，这与该区大地构造演化相一致。 
收集该区已有的花岗岩同位素年代学资料进行统计（图略）发现，岩浆活动主要发生于晚古生代的石

炭纪、二叠纪，泥盆纪、三叠纪次之，而泥盆纪之前、三叠纪之后的岩浆活动微弱。 
（3）成岩与成矿 
根据区内花岗岩与成矿的关系，可分为 2 个系列：钙碱性花岗岩系列和富碱性花岗岩系列（包括偏碱

性和碱性岩）。前者与金、铜成矿关系密切，后者与锡成矿关系密切。 
钙碱性花岗岩系列是和金矿关系密切的一类中酸性侵入岩，主要是一套中性一中酸性的浅成-超浅成侵

入岩或次火山岩，岩石类型有辉石闪长岩、闪长岩、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及其浅成岩相。这类岩体的

分布多受深断裂及区域性大断裂的控制，沿断裂的两侧分布。岩体的侵入部位常是多组不同方向次级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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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交汇的部位。如区内卡拉先格尔铜矿带分布有众多闪长质-花岗闪长质含矿岩体，多定位于 NE 向或

NEE 向断裂与 NW 向断裂的交汇处。东准地区含矿钙碱性花岗岩成因属造山后陆内断裂深熔型，成岩物质

属壳慢混合源，成岩时代属华力西中晚期、华力西晚期。与钙碱性花岗岩有关的铜、金成矿系列矿床类型

有斑岩型、矽卡岩型、破碎带碎裂岩型及石英脉型。 
区内富碱花岗岩在空间上可分为卡拉麦里（南带）、乌伦古（中带）和布尔根（北带）3 个富碱花岗岩

带（刘家远等，1996）。可以将其分为形成环境和物质来源明显不同的 2 类（刘家远，1999）：A1 型具大

洋岛弧玄武岩的性质，形成于大陆裂谷或裂陷环境,或在板内岩浆作用下侵入；A2 型具从大陆壳到岛弧玄

武岩的过渡性特征，岩浆直接起源于经历了陆-陆碰撞或岛弧岩浆作用的陆壳或板下地壳。 
华力中晚期富碱花岗岩主要分布于卡拉麦里断裂带与阿尔曼泰断裂带之间（同位素年龄为 320~290 

Ma），均属 A2 型碱性花岗岩，其岩浆直接起源于经历了陆-陆碰撞或岛弧岩浆作用的陆壳或板下地壳，形

成于造山运动刚刚结束或行将结束的拉张、松弛构造环境，属造山后碱性花岗岩，它具有非造山的特征，

但它又不属于非造山花岗。 
华力西晚期富碱花岗岩则分布于布尔根带（同位素年龄为 280~250 Ma），并集中发育于该带东段，属

A1 型碱性花岗岩，具深源特征，代表着与洋岛岩浆、板内岩浆和裂谷带岩浆物质来源相同的地幔分异产

物，形成于造山运动早已逝去的非造山的板内裂谷或裂陷环境，属典型的非造山花岗岩。 
含锡花岗岩在成因上属 A 型（黄羊山、萨北碱性花岗岩）和 S 型（老鸦泉、贝勒库都克、苏吉泉等偏

碱性黑云母花岗岩），一般是同源岩浆多次侵入所构成的分异演化较充分、彻底的杂岩体（超单元），多为

岩枝状小岩体。具有中浅-浅成相特点。与富碱花岗岩有关的锡矿化主要集中在南带，中北带仅有零星矿

化，矿床类型以石英脉锡矿型为主，同时包括有云英岩型锡矿和蚀变花岗岩型，它们构成了一个锡成系列。 

4  主要金属矿产类型及成矿时代 

  东准地区已发现的矿床以金矿床为主，另有少量的铜（镍）、锡、铬等矿产。综合区内有关成矿年代

学资料发现，本区成矿主要集中在晚古生代。 
4.1  金  矿 

目前，新疆北部金矿地质研究工作仍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绝大多数矿床和矿点的研究程度较低，还不

具备按成因进行分类的条件。以成矿地质背景为主线，以控矿构造、含矿建造性质为依据，结合成矿作用，

把该地区金（铜）矿床分为 4 个主要类型（表 1）：与中酸性侵入岩有关的 Au(Cu)矿床、与陆相火山岩有

关的 Au(Cu)矿床、与韧-脆性剪切构造有关的 Au 矿床。 
 

表 1  东准噶尔地区主要金矿类型 
矿床类型 含矿建造及产出部位 成因类型 找矿指示元素 代表性矿床 

与中酸性侵入岩

有关的 Au 矿

床 

火山碎屑岩、斑岩、碳酸盐岩、碱长

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及岩体顶部、

接触带 

岩浆热液型、

斑岩型、矽卡

岩型 

Au、Ag、Cu、
Fe、Mo、Ag 

金山、苇子峡、绿石沟、艾南、老山口、乔夏哈拉、

托让岗、乌伦布拉克 

与陆相火山岩有

关的 Au 矿床 
基性、中酸性熔岩、火山碎屑岩和火

山机构 
角砾岩筒型、

火山岩型 
Au、Cu、Hg、
Ag 

金山沟、双峰山、索尔巴斯套、清水４８号、马热

勒铁 
与韧-脆性剪切

构 造 有 关 的

Au 矿床 

浅变质火山沉积建造 
强应变构造带 

变质（或混合）

热液型 
Au 萨尔布拉克、南明水１号和４号、清水４８号、野

马泉、库布苏、艾盖巴依、黑山、六棵树、白山

包、双泉、阿克塔斯、柯克萨依、小红山 

 
与韧-脆性剪切构造有关的 Au 矿床是本文提出的一种矿床类型，以往此类金矿被归属于浅变质碎屑岩

型和破碎蚀变岩型。近年来在东准发现的双泉金矿及周边的黄南、苏吉泉、南明水、苏吉泉东、红柳沟南

等矿床（点）和萨尔布拉克等金矿即为此类金矿的代表。此类金矿空间上，金矿床（点）均位于剪切构造

体系中，时间上，金矿形成于韧性变形期后的脆性变形阶段。区域上金成矿与韧-脆性剪切构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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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剪切变形形成的德尔剪切构造系统中的各类裂隙，是后期脆性变形阶段再次发生变形的部位，也是金

矿集中产出的有利构造空间。 
4.2  铜、镍、锡、铬等矿产 

铜（镍）矿床  近年来东准地区铜矿找矿成果较显著，已发现的铜矿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钙碱性的

斑岩型（和中酸性岩浆热液型）铜矿，往往伴生有金等的矿化，这是东准地区最有找矿前景的类型，代表

性矿床有卡拉先格尔铜矿、老山口铜矿等；二为与镁铁-超镁铁质岩有关的铜-镍矿床，这类矿床在喀拉通

克一带有较大找矿潜力。 
锡矿  主要是与富碱性花岗岩有关的岩浆热液型锡矿床，空间上主要分布在卡拉麦里断裂与库布苏-

哈萨坟断裂间的富碱性花岗岩带中。矿床类型以石英脉型锡矿为主，同时有云英岩型锡矿和蚀变花岗岩型。 
铬铁矿  区内没有成型的矿床，仅在卡拉麦里蛇绿岩带中存在一些与镁铁-超镁铁质岩有关的铬铁矿

化，成因类型为岩浆熔离型。 
4.3  成矿时代 

东准地区主要矿床成矿年龄见表 2。由表可以看出，研究区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晚古生代，中生代次

之。出现了 3 个年龄集中区间：330～280 Ma、 270～260 Ma、 230～220 Ma。  
 

表 2  东准地区金属矿（或岩体）同位素年龄表 

矿床名称 年龄/Ma、测试方法、资料来源 

老山口金铜矿 266±26 (斑岩全岩 Rb-Sr 等时线，杨文平,2005) 
可可塔勒铅锌矿 373±31（闪锌矿 Sm-Nd 等时线，李华芹等，2004)、274±19（Rb-Sr 等时线，李华芹等，2004)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 148±1、115±4（长石 Ar-Ar 坪年龄和等时线年龄，李华芹等，2004) 
双泉金矿 260～270(2 个石英、2 个绢云母，Ar-Ar 激光显微探针，本文) 

库布苏金矿 269±11(烟灰色石英流体包裹体，Rb-Sr 等时线，李华芹等，2004) 
野马泉金矿 300±36(含金石英流体包裹体，Rb-Sr 等时线，李华芹等，2004)；401±22(闪长玢岩 Rb-Sr 等时线，李华芹等，2004)；

302±11(石英钠长斑岩 Rb-Sr 等时线，李华芹等，2004) 

科克萨依金矿 227±24(含金石英流体包裹体，Rb-Sr 等时线，李华芹等，2004) 

喀拉通克铜镍矿 298±33（1 号岩体黑云角闪橄榄苏长岩，全岩 Sm-Nd 等时线年龄，李华芹等，2004）；296±18.5（2 号岩体黑云角闪

橄榄苏长岩，全岩 Rb-Sr 等时线年龄，王润生等，1987）；290±23.5（3 号岩体黑云角闪橄榄苏长岩，全岩 Rb-Sr 等时

线年龄，李华芹等，2004）；281.4±11.9（矿石的 Sm-Nd 等时线年龄，李华芹等，1998） 

萨尔布拉克金矿 271±30（含金石英 Rb-Sr 等时线，李华芹等，2004)），304.1±7.4 
清水 48 号金矿 311±46（灰白色石英脉流体包裹体，Rb-Sr 等时线，李华芹等，2004) 
双峰山金矿 226±44（含矿次生石英岩脉流体包裹体，Rb-Sr 等时线，李华芹等，2004)；226±21（蚀变石英钠长斑岩，全岩 Rb-Sr

等时线，李华芹等，2004) 

索尔库都克铜钼矿 284±8.9（含矿夕卡岩中石榴子石和绿帘石 Sm-Nd 等时线年龄，李华芹等，2004) 
萨热什克锡矿 263.6±3（含锡石英脉中锆石 U-Pb 年龄，卢秋霞等，1989）   290±11 
卡姆斯特锡矿 291±1（含锡花岗岩锆石 U-Pb 年龄，卢秋霞等，1989）；228±3（云英岩脉中锆石 U-Pb 年龄，卢秋霞等，1989） 
贝勒库都克锡矿 313±18（花岗岩锆石 Pb-Pb，沈湘元，1988） 
黄羊山锡矿 317.7（花岗岩锆石 U-Pb，王型珍，1988） 

索尔巴斯套金矿 268±8.3（灰白色石英脉）、265±6.7Ma(硅化、黄铁矿化蚀变岩，全岩 Rb-Sr 等时线，李华芹等，2004) 
干梁子锡矿 305±25(锡石-石英脉流体包裹体，Rb-Sr 等时线，李华芹等，2004) 

清水 16 号铬铁矿 510±51（辉长岩，全岩 Sm-Nd 等时线年龄，李华芹等，2004） 

 

5  区域成矿的时空演化规律 

新疆东准地区晚古生带早期为多岛洋的构造格局，晚古生代中期（350 Ma）各有限洋盆演化成为残余

海盆，并陆续闭合，至石炭纪末期（300 Ma）东准噶尔板块与西伯里亚板块聚合成一体，在整个新疆北部

地区，265 Ma 前后经历了一次大范围强烈的伸展构造，开始了陆内盆山演化。其中，晚古生代中、晚期是

区内最重要的构造、岩浆活动和区域成矿阶段，图 2 表示了本区构造演化与成成矿的时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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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准地区构造演化、成岩成矿二维体系图 

 
早石炭世中期（340 Ma 左右），东准噶尔洋壳闭合，造成卡拉麦里和扎河坝－阿尔曼泰一带的蛇绿混

杂堆积；而额尔齐斯断裂带南缘，在陆缘岩浆弧基础上进一步引张，发育浊积岩建造，为本区变质岩系有

关的金矿床提供了物质基础，即为金矿源层。 
早石炭世晚期（325 Ma 左右），海盆全部闭合，地壳强烈褶皱造山，伴随有广泛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

和喷发活动。因而形成了区内与中酸性岩浆作用有关的矽卡岩、斑岩型矿床，以索尔库都克、老山口铜金

矿带最为典型。此外，伴随造山运动，区域岩石普遍遭受区域变质作用，从而使矿源层中金进一步富集。 
中晚石炭世（295 Ma 左右）强烈造山隆起后，地壳呈现松弛引张状态，上地幔上隆。区内出现大规模

的偏碱性花岗岩的侵入（285 Ma 左右），标志着稳定陆壳的形成。喀拉通克裂陷槽环境发生广泛基性杂岩

体的侵入，形成铜镍硫化物矿床（308～285 Ma）；卡拉麦里一带偏碱性花岗岩的大面积侵入，形成了与之

有关的锡金矿化；同时促使区内岩石遭受较强热事件影响。 
前述早、中石炭纪陆陆碰撞造山作用，致使在卡拉麦里及喀拉通克一萨尔布拉克等形成强烈的韧性剪

切带和构造破碎带，并发育动力变质岩，从而形成了与强应变构造有关的变质热液型 Au 矿床。 
二叠纪时期（255 Ma 左右），新疆北部进入大陆地壳和陆内山链演化阶段，东准噶尔造山带发生大规

模逆掩运动。金山一带及其以东地区，由于在缝合带基础上叠加了北天山拉张洋盆闭合后的造山运动，广

泛发育小岩体，形成了与闪长岩类有关的岩浆热液矿床，以金山金矿为代表。金山沟一带则由于天水的长

期作用，最终形成浅成低温热液矿床。矿化年龄大约为 267～244 Ma。 
华力西中晚期大约 350～300 Ma间是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一准噶尔和塔里木三大板块拼贴为一个新

统一大陆的时期。其中卡拉麦里带在中石炭世约 330 Ma洋盆完全闭合，由此开始了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

一准噶尔两大板块的陆-陆碰撞。这一时期，在近南北向挤压下背景下，沿原来的俯冲一缝合带、深断裂

产生由北而南的大规模推覆和一定程度的右行剪切，形成了具有韧性剪切特征的卡拉麦里高应变构造带。

来自古地磁学和玄武岩40Ar/39Ar年龄的研究成果表明，至早二叠世，包括本区在内的整个新疆北部地区普

遍受到拉张作用。上述表明本区碰撞造山作用遵循碰撞造山作用的一般规律,在p-T-t轨迹上自然也呈先压后

张的特征。在 330～265 Ma期间，在陆-陆碰撞的体制下，早期经历了挤压环境下的以陆内推覆兼具右行特

点的剪切构造变形，形成了本区以韧性剪切变形为主、发育从宏观到微观的一套里德尔剪切构造系统。晚

期经过挤压伸展体制的转换，沿先存里德尔剪切构造系统中的各类剪裂面或裂隙，发生了以脆性变形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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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造变形。与韧-脆性剪切构造有关的Au矿床的典型代表—双泉及周边的金矿位于卡拉麦里板块结合带

的中段，作为卡拉麦里强应变带的主体，在中石炭世至早二叠世的陆-陆碰撞过程中，在陆内俯冲体制下，

受近SN向挤压的影响，形成了以由北至南推覆为主，兼具右行走滑的NWW向韧-脆性剪切构造体系-韧-

脆性剪切带。该区已发现的众多金矿床（点）与韧-脆性剪切构造的性质及形成、演化具有密切的时空关

系。在东准格噶尔地区发育有 5 条与本区类似的强应变构造带——大型韧-脆性剪切带，卡拉麦里剪切构

造体系即为其中之一。卡拉麦里剪切构造体系的形成始于 330 Ma的陆-陆碰撞造山运动，止于在挤压到伸

展的转换阶段。在整个新疆北部地区，265 Ma前后经历了一次大范围强烈的伸展构造，双泉金矿成矿时间

为 260～270 Ma，形成于区域性挤压到伸展的转换阶段。 

6  区域金属矿产勘查找矿方向 

前述工作区区域成矿地质背景、成矿地质条件、区域金多金属矿床成矿规律分析表明：金、铜、锡为

本区今后勘查找矿的主攻矿种，并兼顾铁、镍、铅、锌、铬等多金属矿床。 
其中金矿主攻矿床类型有与韧脆剪切构造有关的金矿，次为陆相火山-次火山热液型（及和中酸性岩

浆活动有关的伴生金矿）；铜矿主攻矿床类型有与钙碱性岩浆岩有关的斑岩型、接触带型等，次为与基性、

超基性岩有关的岩浆熔离型矿床；锡矿主攻矿床类型有与富碱性岩有关的岩浆热液型（包括石英脉型、云

英岩型、蚀变花岗岩型）。而兼顾的铁、镍、铅、锌、铬等多金属矿床，少见独立矿床，多以伴生组分出

现。 
据前述有关分析，并结合区域地球化学异常和已有的找矿成果，对本区主攻矿种金、铜、锡的找矿方

向进行了初步分析，圈定出金的找矿重点远景区 8 个、铜 6 个、锡 5 个（图 3）。 
 

 
 

图 3  东准地区金、铜、锡找矿远景区 

1－J-T 地层；2－P-D 地层；3－O-S 地层；4－钙碱性花岗岩类；5－富碱性花岗岩类；6－蛇绿岩、基性超基性岩类；7－超岩石圈断裂； 

8－大型构造剪切变形带；9－金找矿重点区；10－铜重点找矿区；11－锡重点找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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