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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琼河坝地 区 的含矿岩系
、

铜金 矿化
、

流体包裹体和氢氧同位素
,

认为

铜矿为斑岩型矿床
,

绿石沟铜矿为夕 卡岩塑矿床
,

剥蚀程度是本 区铜金找矿 的

关键
。

关键词 铜金矿化 夕卡岩 斑岩 剥 蚀程度 琼河坝

琼河坝位于伊吾县淖毛湖乡以北的边境

地区
。

年
,

新疆第二 区调大队在

化探 异 常 的基 础 上
,

发 现 了 铜 矿 点 和

金矿点
。

年又在绿石沟发现了品位

较高的铜矿体和含铜矿带
。

年笔者参加

国家 项 目
,

对绿石沟及其外 围异常进行

了地质
、

物化探综合研究
。

本文是该课题的成

果之一
。

区域地质概况

琼河坝处于北塔山一琼河坝晚古生代早

期火 山岛弧的东端
,

额仁山复背斜轴部 陈仁

义
, 。

区内出露地层为下泥盆统托让格

库都克组
、

下石炭统黑 山头组和上二叠统陆

相碎屑岩 图
。

区 内出露的花 岗岩类
,

从早到 晚依次 为

石英闪长岩
、

富斜花岗岩
、

二长花岗岩和花岗

斑岩
,

形成时代为华力西 中晚期 据 万

区调资料
。

含矿围岩

托让格库都克组是铜金矿化的围岩
。

其

下部为长石砂岩和灰岩透镜体
,

富含生物化

石
,

未见矿化现象
。

上部为中性火山熔岩和火

山凝灰岩
,

夹灰岩透镜体
,

是 主要 的赋矿层

位
。

火 山岩岩 石 化学成分 一
,

一
,

一
, ,

属于高铝玄武岩系列
,

富含碱质
,

尤其富钠
。

火 山岩 的稀 土特 征 为 表 乏 一

又 一 “

一
,

一 一 苗 一
,

说明轻

稀土明显富集
,

几乎没有铺的异常
,

与

的地壳平均稀土总量及配分模式基本

接近
,

反映岩浆中混熔有大量壳源物质
。

这与

其富铝特征是一致的
。

含矿岩体

富斜花岗岩在本区出露广泛
。

围岩可见

广泛的角岩化
,

内接触带不发育
。

岩体中见大

量后期中
、

基性岩脉
。

富斜花岗岩呈 肉红色

中 细 粒 结 构
,

矿 物 成 分 中斜 长 石
,

钾长石
,

石英 一
,

角闪石 。一
,

黑云母
。

花岗斑岩以暗色矿物少
、

含云母为特征
。

钾长石斑晶约占
。

铜矿直接产于花

岗斑岩中
。

本文 年 月收到
,

张旭明编辑
。



琼河坝花岩类也显示 出高铝
、

富钠 的特

征
,

为 一
,

平均为
。

花岗岩类的稀土化学特征为 表

乏 一 一 ,

稀

土总量 明显偏低 一 一
,

显示轻稀土富集型 占 一
,

具弱铺异常 另外 出现 明显的负异

常
,

原因尚不清楚
。

由此可见
,

琼河坝花岗岩类继承 了火 山

岩的高铝
、

富钠的岩石化学特征
,

其稀土配分

模式也基本一致
。

只是花岗岩的稀土总量偏

低
,

可能反映经历部分重熔的结果
。

因此
,

推

测本区花岗岩类是火山岩或火 山碎屑岩经部

分重熔后形成的
,

缺少深源物质的加人
,

说明

对成矿不利
。

铜金矿化地质特征

本 区 已发现的主要矿床 点

沟铜矿
、

铜矿
、

琼河坝铁矿
、

点和 金矿点等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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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琼河坝地区地质略图

据 万区 测 图编

一 第四系 一 二叠系 一 黑山头组 一 托让格库都克组 一 橄榄辉绿岩 一 花岗斑岩 一 二长 花岗岩 一 富斜花岗

岩 一 石英闪长岩 一 基性岩脉 一 断层 一 金矿化点 一 铜矿点 一 铁矿

表 琼河坝岩石稀土元素分析结果
“

样样号号 岩石类型型

一 玄武安山岩岩 只
。

飞 夕夕 气

一 凝灰岩岩一 花岗斑岩岩

一 花岗斑岩岩 三三

样品由地科院测试所秦红
、

李宇红分析
。

绿石沟铜矿

如图 所示
,

托让格库都克组主要 为火

山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

花岗岩类以花岗闪长

岩和黑云角闪二长花岗岩为主
。

次火山岩为



玄武扮岩和安山粉岩
。

压扭性断裂破碎带发

育
,

呈北东向展布
,

为成矿期后断裂构造
。

矿化带呈向北突出的马蹄形
,

可分为东
、

西两个矿段
。

东段长
,

宽 一 西

段长
,

宽
。

矿体呈似脉状
、

透

镜状
,

产状与地层一致
。

矿体产于花岗岩外接

触带的灰岩或其两侧
,

沿层间裂隙产出
。

主要

赋矿岩石为钙铁石榴子石夕卡岩
、

夕卡岩化

结晶灰岩和大理岩
。

金属矿物以黄铜矿
、

黄铁矿为主
,

另有少

量斑铜矿
、

磁铁矿
、

闪锌矿和方铅矿 次生矿

物 为孔雀石
,

次为硅孔雀石
、

黄钾铁矾等 非

金属矿物 为石榴子石
、

透辉石
、

方解石
、

石英

和绿帘石等
。

黝叭 不旦 海垅 。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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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绿石沟铜矿地质草图

据新疆第 几区调大队 年资料

一 中细粒砂岩
、

黑云角闪长英质角岩
、

长英质角岩 一 结晶灰岩
、

大理岩
、

石榴石 夕卡岩
、

粉砂岩 一 粉砂岩
、

中细粒砂

岩 一 砂岩
、

沉凝灰岩
、

晶屑凝灰岩 一 碱长花岗岩 一 黑云角闪二长花岗岩 一 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一 流纹斑岩 一 玄

武安山岩 一 安山岩 一 辉绿岩脉 一 结晶灰岩 一 透辉石石榴石 夕卡岩 一 透辉石 夕 任岩 一 角岩化 一 绿

帘石化 一 铜矿体 一 压扭性断裂破碎带 一 断 层

此外
,

在东矿段南部
,

尤其在 中的 膏
,

或含有硼钙石和板硼钙石
。

但以上矿物不

结晶灰岩中
,

发现一种具鲜绿色荧光的白色 可能发荧光
,

因此推测是 由于含各种稀土元

矿物
,

呈薄膜状附于方解石表面
。

该矿物不溶 素造成的
,

值得进一步工作
。

于浓酸
,

射线粉晶分析认为主要成分为石 矿石构造 以星散浸染状 为主
,

次为细脉



浸染状
,

局部见脉状和块状构造
。

矿体与斑岩体展布方向一致
,

呈条带状
、

夕卡岩分布广泛
,

大多沿接触带发育
。

主 脉状产于斑岩体内
。

矿化以浸染状为主
,

少量

要夕卡岩矿物为石榴子石
、

透辉石和绿 帘石 为细脉浸染状
,

与岩体呈渐变过渡关系
。

目前

等
。

石榴子石主要为钙铁一钙铝系列
,

几乎不 已 圈出 个矿体
,

品位大多为 一

含锰铝榴石分子
。

石榴子石颗粒间常含少量
。

矿石矿物为黄铜矿
、

辉铜矿
、

孔雀石
、

透辉石
、

白钦石和方解石等
。

绿帘石次生石英 黑铜矿和黄铁矿等
。

岩中
,

绿帘石占
。

透辉石夕卡岩 围岩蚀变强烈
,

由内向外可分为钾长石

一般靠近花岗岩
,

二者常为断层接触关系
。

此 化带 绢英岩化带 青磐岩化带
。

钾长石化

外
,

区 内绿帘石化
、

绿泥石化
、

葡萄石化和次 带以发育钾长石脉为特征
,

含少量黑云母
。

绢

闪石化等蚀变普遍可 见
。

英岩化带以硅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为主
,

天工 石铜 矿 点 的矿化特征与绿 石 沟相 常叠加于钾长石化带之上
。

似
。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表 表 明
,

花 岗斑

铜矿 岩中钾长石斑晶 户 含量 明显高于玉龙斑

托让格库都克组主要为凝灰岩及少量硅 岩铜矿 中原生岩浆成 因的钾长石〔, 习 ,

反映其

质细砂岩
。

主要断裂为北西 向压扭性断裂
,

并 斑晶受到热液改造
。

此外见少量次生钠长石
。

对斑岩体起控制作用
。

矿化花 岗斑岩中的黑云母分析结果表 明
,

黑

含矿岩体为花岗斑岩
。

岩体呈北西一南 云 母 中的
、

含 量 偏 高
,

而
‘ 、

东向展布的岩枝
,

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
。

斑
、

偏低
,

显示黑云母属于次生矿物
,

岩体以其含 大斑晶为特征
。

钾长石 一 这与岩浆体系中暗色矿物含量极少有关
。

次
,

斜长石 一
,

石英 一
,

生黑云母进一步蚀变后形成的绿泥石
,

仍然

白云母
。

保留黑云母的假象
。

表 铜矿单矿物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样样 品品 矿物名称称 心
““ ,

乏乏

一 钠 长石石

花花岗斑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绢绢绢云母母

钾钾钾长石石

,

一 黑云母母
‘ ‘

矿矿化花岗岗岗
。

斑斑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绿绿绿泥 石石

‘
·

一一一

由此可以看 出
,

铜矿 的钾 化现象是

比较普遍的
。

金矿点

矿点处于东西向断裂与北东向断裂的交

汇处
。

其南侧为花岗斑岩
。

破碎蚀变带的围

岩为硅化凝灰粉砂岩
。

破碎带长
,

宽 一
。

其中发现

有 条石英脉
,

单脉宽 一
。

石英脉不

稳定
,

呈尖灭再现现象
。

石英脉两侧的蚀变带

宽大于
。

主要为褐铁矿化
、

硅化和绢云母

化
。

石英脉碎裂较强
,

含铁较高
。

呈铅灰色或

褐黄色
,

局部为紫红色
。

紫红色石英脉更有利

于金的富集
。

石英脉倾向 一
,

倾角 一
“ ,

局部可达
。 。

成矿 机理 研 究



流体包裹体特征

对绿石沟铜矿和 铜矿的矿物流体包

裹体观察表 明
,

包裹体类型均 以气液 包裹体

为主
。

铜矿见少量含 的三相包裹体

和少量含子晶的多相包裹体
。

因为子晶体积

太小
,

未能观测到子晶的消失温度
。

成岩成矿温度

对均一温度的测定结果表 明 图
,

铜矿的温度范 围为
,

主要集中于

一
,

代表主成矿期的形成温度
,

相当

于上升热流体作用阶段
。

而 一 温度

范围相当于天水对流循环作用阶段
,

上升热

流体的作用相对较弱
。

斑岩体中的斑晶与围

岩中的石英脉形成温度相近
,

反映受同一流

体系统的支配
。

绿 石沟铜 矿的温度范围 毛
,

其

中石 榴 子 石 夕 卡 岩 的形 成 温 度 为

石英一碳酸盐阶段为 一 ℃
。

闪

一

一
尸 ’

〔 飞
’

仁

图 均一温度直方图

一绿石沟 一琼河坝 一频数
‘

一均
一

温 度

总之
,

两铜矿主成矿温度大致相近
。

含 少量
、 一 、 一 ,

说 明流体属 于 十 一

流休的 盐度 犷 体系
。 、

含量极少
,

与斑岩体

铜 矿 气 液 包 裹 体 盐 度 为 一 中暗色矿物含量极少有关
。

总体上反映流体
,

峰值为 一
。

从盐 受斑岩体系 的控制
,

与黑 云母成分 中

度一均一温度关系图解可以看出
,

二者成正 和
‘

含量偏低相吻合
。

气相成分以

相关关系
,

即流体主要是沿被稀释的趋势线 和 为主
,

十 一 一

演化
。

由于天水作用不断增强
,

造成流体盐度
,

反映流体处于弱还原环境
。

缓慢降低
。

绿 石 沟铜 矿 的液 相 成分 以
、

叶 和

绿石沟铜矿的流体盐度为 一 豪
一

为主
,

含少 量 一 、 一 、 一 ,

流体属 于
,

没有明显的峰值
。

一 抖 一
一

体系
。

气相成分中含丰富

成矿压 力 的 及少量
,

为

根据含 三相包裹体和共生 的主要
,

说明绿石沟铜矿处于较氧化环境
。

含 包裹体的密度值
,

在 一 等容 由此可以看 出
,

铜 矿与绿石沟铜 矿

线图解求得压力值
。

铜矿的成矿压力为 的成矿流体成分和氧化还原环境均有所差

一
,

估算其成矿深度大约 一
。

异
。

成矿流体的 成分 氢氧同位素组成

流体包裹体成分分析结果表 明 表
,

对 铜矿的石英进行氢
、

氧同位素研

铜矿的液相成分以 和 犷 为主
,

另 究
,

结 果 为 占 一 一 。一 一 。 ,

尸



。一 。一
·

。 ,

属于原生岩浆水范 围
。

这说 明成矿流体主要来 自岩浆水
,

为斑岩型

矿床提供有力的证据
。

表 流体包裹体的成分分析结果

产产地地 样号
·· 石告 呼书书 液相成分

‘

拜 气相成分 拼

幼幼幼幼 可刀刀 卜卜 十十 一一 牙一一

一 石英英 砚。
、

。叭自 ‘、。
〕

伙长长
夕夕夕

一
,

⋯⋯
、 、 ‘ 、、

、 、 、、。 、一
。

几几几几几几几几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绿绿石沟沟 一 石榴石石
·

国国
, 液相成分中

、

鳍一 、

矛 的分析值 为 。 。。
。

样品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所陶恭益
、

徐玉琳测试
。

矿床成因探讨

绿石沟铜矿和 铜矿同处于华力西褶

皱带
,

成矿均与华力西期造山花 岗岩有关
,

矿

化围岩均与托让格库都克组有关
。

表 明二者

可能受同一构造运动的控制
。

绿石沟铜矿接

触带 角岩化和夕卡岩化极为发育
,

并叠加绿

帘石化和绿泥石化
。

矿化常与透辉石夕卡岩

和石榴子石夕卡岩密切伴生
。

石榴子石的形

成温度为 一
,

最高达 成矿流

体的盐度 为 一
,

流体体系 为

一 一
一

型 流体处于 相对 氧 化环

境
。

因此
,

本文认为绿石沟铜矿属于 夕卡岩型

矿床
,

而不可能是火山热液型矿床
。

火 山热液

型矿床的流体温度较低
,

不足以形成较广泛

的夕卡岩
。

铜矿矿化呈浸染状直接产于花 岗斑

岩体 内
,

具较 明显的斑岩铜矿床的蚀变分带

特征
,

广泛的钾长石细脉
,

钾质对钾长石斑晶

的改造作用
,

以及次生黑云母的存在
,

都说明

铜矿存在较典型钾硅酸盐蚀变
。

主成矿

温度 为 一
,

流体盐度 以 一

为主
,

成矿压力达 一
,

流体体

系为 ‘ 一 犷 型 流体的氢
、

氧同位素组成

显 示流体主要 为岩浆水
。

以 上特征均 表 明

铜矿具斑岩型铜矿的地质特征和成矿条

件 〔, 〕。

因此
,

铜矿为斑岩铜矿类型是不容

置疑的
。

结论与讨论

绿石沟铜矿和 铜矿分别属于夕卡岩

型和斑岩型矿床
。

但是夕卡岩型矿床的含矿

部位主要是在其上部的硅化
、

葡萄石化的石

榴子石夕卡岩中
。

而 已施工的钻孔和物探资

料表明
,

绿石沟铜矿矿化深度极为有限
。

花岗

岩岩基大面积出露说明本区 已遭受较强的剥

蚀
。

类似地
,

作为斑岩铜矿主要含矿部位是

钾硅酸盐蚀变上部的绢英岩带和泥英岩带

物探 异常也表 明该矿 化 延深有限
。

这也是

铜矿品位偏低的原因
。

由此可见
,

在琼河坝地 区铜金找矿工作

中
,

确定剥蚀深度是今后找矿的关键
。

本文工作期 间得到 茵 宗瑶 研匆员的指

导
,

在此深表谢意
。

参考文献

马洪文 西藏玉龙斑岩铜矿带花岗岩类 与成矿 武汉 中

国地质大学 出版社
, ,

一
。

苗宗瑶 等 中 国斑 岩铜 余目 矿 床 北 京 地 质 出版社
,

。

一
,

一 ,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伴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