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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天山觉罗塔格地区位于吐鲁番-哈密境内，构造上处于西伯利亚板块与塔里木陆壳板块的聚合部位（Xiao et al., 2008）。

该区晚古生代壳幔相互作用引起的构造-岩浆活动频繁，与之相关铜、金、铁等多金属矿床（矿化点）非常发育，是新疆北

部重要的金属矿产分布区（王京彬等，2006；董连慧等，2005；Wang et al., 2008）。本文从矿床类型角度对东天山觉罗塔格

地区矿床的类型和时空分布规律进行初步总结分析。 

1  矿床类型及地质特征 

东天山觉罗塔格地区晚古生代铜、金、铁等多金属矿床的主要有斑岩型铜矿床、火山岩型铁-铜矿床，基性-超基性岩型

铜镍矿床和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床等矿床类型，其次也发育有 VMS型铜矿床、玄武岩型自然铜矿床和矽卡岩型铜矿床等，如

图 1所示。 

 

图 1 东天山觉罗塔格地区构造-矿产分布略图 

断裂：① 大草滩断裂，② 康古尔塔格-黄山深大断裂，③ 雅满苏断裂，④ 阿奇克库都克-沙泉子断裂，⑤ 星星峡断裂，⑥ 托克逊-干沟断裂，⑦

中天山南缘断裂，⑧ 白干湖断裂；矿床类型：1—斑岩型 Cu矿床；2—火山岩型 Fe-Cu矿床；3—VMS型 Cu矿床；4—玄武岩型 Cu矿床；5—矽卡

岩型 Cu矿床；6—基性-超基性岩型 Cu-Ni矿床；7—韧性剪切带型 Au矿床 

 

斑岩型铜矿床：位于哈尔里克-大南湖岛弧带内，集中分布于康古尔深大断裂北缘，典型矿床有研究区中部的延西、延

东、土屋、灵龙、赤湖等和东部的三岔口、白山等，延西、延东、土屋等斑岩型矿床的赋矿围岩为下石炭统中基性火山岩；

三岔口和白山矿床的赋矿地层为下石炭统火山碎屑岩及沉积岩，并受到了动力变质作用。 

火山岩型铁-铜矿床：分布于阿奇山-雅满苏岛弧带内，可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的红云滩、阿奇山、铁岭、百灵山等矿

床主要出露于中性侵入岩体的边缘部位，赋矿岩层为下石炭统雅满苏组火山岩，地质特征指示为同一构造背景的产物；东部

的库姆塔格、雅满苏、雅西-371、景峡等矿床赋矿于下石炭统雅满苏组火山岩中，其中雅西-371、景峡和寨北山等地以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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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主。 

VMS型铜矿床：位于研究区西北部，处于哈尔里克-大南湖晚古生代岛弧带内，代表是小热泉子铜矿床，其赋矿围岩为

下石炭统小热泉子组的海相火山碎屑岩夹沉积岩。 

玄武岩型自然铜矿床（化点）：分布于阿奇山-雅满苏岛弧带内，矿化点自西向东有十里坡、黑龙峰、长城山和东尖峰等，

赋矿围岩为上石炭统土古土布拉克组玄武岩和凝灰岩夹层中，在玄武岩杏仁体内也有少量矿化现象。 

基性-超基性岩型铜镍矿床：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东部的康古尔韧性剪切带及其边缘部位，基性岩提侵位于下石炭统干墩

组和中石炭统梧桐窝子组地层中，典型矿床有黄山、香山、黄山东、土墩、图拉尔根和镜儿泉等。近年来在研究区南近沙泉

子断裂附近还发现天宇、白石泉等矿床，研究区西部恰特卡尔地区也有超基性岩铜镍矿化的报道（郝国江，2010）。 

矽卡岩型铜矿床：目前报道的仅有维权铜（银）矿床，位于阿奇山-雅满苏岛弧带北缘，临近康古尔韧性剪切带，赋矿

地层为上石炭统土古土布拉克组中酸性-基性火山岩。 

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床：主要分布于康古尔韧性剪切带内及其边缘，集中在库姆塔格沙陇以西地区，赋存于下石炭统雅满

苏组和干墩组地层中，构造变形显著。矿床主要有石英滩、马头滩、康古尔、西凤山等，成矿与康古尔的韧性剪切活动密切

相关。 

2  时空分布规律分析 

东天山觉罗塔格地区晚古生代矿床的成矿年代前人做了大量研究工作（芮宗瑶等，2002；刘德权等，2003；秦克章，2000；

李华芹等，2004； Mao et al., 2005；张连昌等，1998；陈文等，2007；袁峰等，2007；张达玉等，2009；肖庆华等，2010；

周涛发等，2010），研究表明觉罗塔格地区晚古生代具有从斑岩型铜矿床（340～320 Ma）、火山岩型铁-铜矿床（340～317 Ma）、

VMS型铜矿床（339 Ma）→玄武岩型自然铜矿床（307 Ma）、基性超基性岩型铜镍矿床（298～265 Ma）、矽卡岩型铜（银）

矿床（297 Ma）、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床（290～252 Ma）斑岩型铜矿床（278 Ma）演化的特征，在早中三叠世，在康古尔韧

性剪切带内也形成了斑岩型的钼矿床（约 230 Ma）。 

结合地质特征和成矿时代特征分析表明，觉罗塔格地区晚古生代的成矿作用主要集中于早中石炭世和石炭纪末—二叠世

两个阶段，矿床分布具有南北两侧的阿奇山-雅满苏岛弧带、哈尔里克-大南湖岛弧带→中部的康古尔韧性剪切带演化特征。

早中石炭世形成的矿床可能与觉罗塔格地区后碰撞早期伸展-挤压转换环境下的构造-岩浆活动有关；石炭纪末—早二叠世成

矿作用与研究区挤压-拉张转换背景下幔源岩浆活动以及大规模右型剪切引起的构造-岩浆活动相关；早中三叠世因特提斯远

程挤压作用使得研究区构造薄弱部位也发生了零星的岩浆-成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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