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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背景 

地 质 与 勘 探  l 99j年 q乓 

塔里木盆地北缘兴地断裂地赜 

特征及与威矿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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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断裂位十塔里木盆地北绿库鲁克塔格地 ，釜雇b( 十断裂 

，它 以规模大、埋藏辣 活动时 间漫 长、线 性特征 明显、变形复杂 为 

，
对本区的沉积作用 、岩浆 活动和矿产的形成与分l布有 昵显的拄制 

，
是奉匹土要的挖 岩托矿掏造 研究 的地 顷特征 与发鹱演化 一对 

工作区位于新疆东天 山南支 ～库鲁克 

塔格地区，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塔里木盆地北 

缘的库鲁克塔格断隆。区内为近东西向、北 酉 

四訇分布的中高山地形和丘陵、戈壁景观(囝 

1) 

区内出露有 l随套性 质完全不同的地层 

是前震旦系变质岩 ，二是 以震旦 系、下古生 

界、新生界未变质的沉积岩所构成的沉积盖 

屠 前震旦系变质岩可分为以下三套变质岩 

层 (]j早元古界达 格拉克布拉克群 托格拉 

克布拉克群和红柳沟群 主要岩性为斜长角 

闪岩、角闪斜长 H麻岩、变粒岩 、黑云斜长 片 

麻岩和大理岩：(2)中元古界兴地群t主要 岩 

性为砾岩、含铁石英岩 、变粒岩 、片岩、石英岩 

和 大理岩；(3)晚元古 界的帕尔浏塔格群 ．主 

要 为一些浅变质的变 粉砂质泥岩、变泥质粉 

砂岩、干枚岩和结晶灰岩 。从震旦纪开始．本 

区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地台发展阶段 ，经历震 

嚏纪、早古生代 、晚古生代及中、新生代五 个 

阶段 ，主要沉积了碳酸盐岩 碎屑岩及含磷硅 

‘文 19 车 2王收 到．林镇毒编辑 

次 为橄 

榄辉绿岩、辉石闪长岩、角闪辉石岩，还有许 

多昧岩．它们多分布于兴地断裂的两侧地区t 

呈近 东西 向展布 

根据野外观察．结合前人资料，我们认为 

库鲁克塔格地 区有 明显的两分性 ：前震旦 系 

地层和震旦系及古生代地层呈明显的角度不 

整 台，即具地壳双层结构的特 ，固此t库鲁 

克塔格地 区属塔里木地台的一部分 ，为塔里 

术地台的二级均造单元 库鲁克塔格断隆 

(图 1) 它主要有两个发展阶段 ．即早期的基 

底发展阶段和晚期的盖层发展阶段。基底主 

要 由元古官的各种片麻岩、片岩、石英岩、大 

理岩和千枚岩所组成．遭受了多期变质和变 

形的改造；盖层主要为碳酸盐岩、碎屑岩及含 

磷硅质建造等，经历了多次构造变动，多为不 

对称褶皱 ，且多为断裂破坏 区域 内断裂构造 

十分发育．其中兴地断裂是 区内的主干断裂 

之一 ．两侧褶皱、断裂均与兴地断裂斜交 ，但 

不穿越 ，构成“入”字型构造体系 兴地断裂具 

有多次活动的长期演化历史，它控制了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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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沉积作用、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 。 

二， ～ l1ll _1_j 筛  ll ‘Ef- I_j，望 暑，、 二，，， I ]，· ，1， L 

- 囤 1 兴地断裂构造略图 

艰据新疆 士2质局置请大队区调报告“拦地幅、同克苏幅”臼有关圈哗修犏而成) 

卜一新 生代构黄屡 f2 早百生代构造层 震旦纪掏彗星：4 晚元古弋掏彗蔷；j一丰元古代构造层 6 早元古弋 

构造尽：7一晚元古气碱性岩 ；8 晓云古 岗岩；9 晚元古代 中性侵^岩 10 晚元古代基性 趣基 苎慢人岩：i】一中 

元古代片麻状花 高岩；12一构造单元界线 l13 背斜轴 l14 向斜轴 ；1 5 断裂 1￡ 推 断裂 

2 兴地断裂 的地质特征 

兴地断裂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在兴地 

村 附近 出露特征最 明显 ．它的存在不仅在地 

貌、遥感图象上得到证明，而且在重磁异常图 

上也有明显的反映。 

断裂 由兴地起 向东西延伸很远．长数百 

km，构造带宽度几百 m 至 Ikm 不等 ；延伸方 

向近东西 向，走 向 100～110。，微有弯 曲；断 

裂面产状以南倾为主，倾角 70。左右 ．有的近 

直立 ，局部 向北倾。 

兴地断裂的宏观地貌特征主要表现在断 

裂两侧形成 明显的地貌差异：在 断裂构造线 

的北侧 ，多为平坦 的戈壁或中低 山地形 ，构造 

线的南侧则为险峻的中高山地形 。构造线两 

侧地形的明显差异 ，反映出断裂的存在 

兴地断裂在遥感图象上有 明显的显示： 

在陆地卫星象片中．表现为一明显的舒缓波 

状的线性影象 ；航空象片上 ，兴地断裂形成的 

线性构造更为明显，地形差异更为突出．由各 

种构造岩组成的线性构造呈灰黑色色调异常 

带 ，断裂带两恻有许多线性构造，并与 地断 

裂斜交 。断裂南侧为斑纹状、条状结构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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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地群地层；北侧为灰色、浑圆状的花岗岩和 

浅灰色块状 、细纹状的震旦纪地层及黑色层 

状 、纹层状的寒武纪地层 ，灰 白色纹层状、白 

色斑点、杂斑的细结构景观 的帕尔岗塔格群 

地层 。航空象 片上还 可 见到 断层 崖、断 层 

坎 。 

兴地断裂附近还有一系列断层泉分布， 

这些泉水以 地村附近最为发育 ，形成兴地 

河的源头 此外 ．在兴地断裂构造线上 ，即使 

是在分水岭的地方 (如兴地东 lOkm 处的分 

水岭)也有芦苇生长，反映潜水面至少不低于 

地表 5m 以上 ，说 明 地断裂附近地下水相 

当丰富，这在异常干旱的戈壁附近实属罕见。 

在重 、磁异常图上兴地断裂也有 明显的 

显示 。在布格重力异常图上 ，有 3个线状分布 

的重力异常呈东西一北西西向分布，与兴地 

断裂的构造线相吻合 ，异常的长轴方 向与兴 

地断裂构造线近乎平行 ，说明兴地断裂深 部 

构造层有 向南 向下延伸的趋势；兴地断裂 的 

航磁异常属于局部高磁异常区。在兴地断裂 

带上 ，有一系列串珠状局部磁异常沿断裂分 

布．异常带走向为北东东一北西西 ．单个磁异 

常的走 向与异常带 约有 10～20。的交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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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磁异常强度不等，弱者为 100Y以上，强者 

为 10007以上 ，一般为 400T左右。异常形态 

各异 ，长短不等 ，强弱不等．有的孤立存在 ．有 

的连成一体 ．反映了沿断裂带侵入的基性岩 

体的磁场特征 。 

图 2 兴地 裂附近地区航磁 AT平面等值线臣 

1 兰等值蜢 ；2 霉等值线 ：3-～ 等售缱 

3 兴地 新裂与成矿 的关 系 

兴地断裂在其漫长 的投展演化中．控制 

了本区的沉积作用、成矿作用和岩浆活动．是 

本医主要的控岩控矿构造 

3 l 兴地断裂的发展演化与本 区沉积作用、 

成矿作用的关系 

本区处于塔里木地 台jE缘 ．活动相对强 

烈 ，在早元古代 早期地壳雏形地槽中沉积 了 

碎屑岩、中基性火山岩．由于这套岩石在该区 

中为最老的岩石 ，演化的历史比较长 ．保留了 

不同期次的变形痕迹 其变质程度为角闪岩 

相一高角闪岩相。至中元古代 ，北西西向巨型 

断裂 (兴地断裂)已经形成．并以此为界发展 

为早期地槽沉降带．并控制 了兴地断裂 中部 

地区的沉积作用 ，即在断裂南侧沉积具有 冒 

地槽特征的砂泥岩一碳酸盐岩复理石建造 ， 

而在断裂北侧却基本没有沉积，由于兴地断 

裂的多期活动．使本区环境动荡 ，具有多个沉 

积韵律 ．岩石遭受了强烈的变质作用和变形 

作用改造．其变质程度达高绿片岩相一低角 

闪岩相 ．在这个旋 回初期铁有明显的成矿作 

用 

进入晚元古代后，仍是由兴地断裂带所 

控制的断块活动为主要特征．在兴地附近 ，断 

裂线南侧．地壳抬升 ，遭受剥蚀，风化 ；断裂线 

北侧 ，在造山带 内发展的断陷地内形成 了晚 

元古代巨厚沉积。在兴地断裂的东部，兴地断 

裂的南北两晚元古代都有沉积 ，但北部的沉 

积厚度大 ．而南部的沉积厚度小 这些岩石遭 

受 了轻微的变 质作 用和较强 的变形作用改 

造 ．其变质程度只达低绿片岩相 ．原岩中一些 

原始的沉积特征基本上保留下来。在这个旋 

回中，具有金 铜 、镍 、稀土元素蛭石、磷等的 

矿化和成矿作用。至晚元古代末期，本区形成 

了具有多层结构 的前震旦纪结晶基底 ，从此 

本区进入地壳稳定的地 台发展阶段。 

至早古生代 ．兴地断裂继续活动 ．并控制 

了早古生代的沉积作用：在兴地断裂的中部， 

断裂线南侧地壳仍处于抬升 ．遭受风化剥蚀 ； 

断裂线北侧 ，则形成 了硅质岩、碳酸盐建造。 

在兴地断裂的东部 ，以断裂为界 ．南北部有沉 

积 ．但北部沉积厚度大 ，火山岩夹层较 多．寒 

武纪 的生物群以华北型居多；南部沉积厚度 

小 ，缺乏火山岩 ．寒武纪生物群则以东南型居 

多。这说明，兴地断裂控制了早古生代的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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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这个旋 回中，具有银、矾 、铀 、磷 的矿 

化和成矿作用。 

至中新生代 ，兴地断裂再次活动 ．且至全 

新世仍在活 动．南盘继续 上升．北盘继续下 

降，在升降差异运动的同时．北盘继续作右行 

扭 动，这可 由沿断层水系具有 向南东东的扭 

断；水系沿断层多数形成分流点 ．与断层阶地 

形成 一条直线 ；现代坡积一洪积物沿断层 与 

基岩形成笔直的界线；并有错动现象等等得 

和 证 明 

3 2 兴地断裂与岩浆活动、成矿作用的关系 

兴地断裂不仅控制 了本区的沉积作用． 

而且也与本Ⅸ的岩浆活动关系密切 在兴地 

断裂两恻地区岩浆岩广布，既有酸性花岗岩 

二长花 岗岩，又有碱性的正长岩，还有 中性、 

基性、超基性岩 ，如闪长岩 、辉 长岩、辉绿岩、 

透辉石岩、橄辉岩、辉橄岩等，它们多沿断裂 

附近同向展布 ．断裂带的南北两侧都有．在岩 

体广布区节理、裂隙非常发育 。 

兴地断裂在兴地附近 ，对基性、超基性岩 

有明显的控制作用．使基性、超基性岩在断裂 

的南侧 大致分成 3个带 ．各带岩性 、时代 、形 

成深度、规模等各有不同(见表)，说 明兴地断 

裂在该时期 随时间从老到新 ，切割深度 由浅 

到深的演化特点。 

兴地 裂对基性 、超基性岩的控制特点 

号  警 展 成 。童 岩体规嫫 喜关r厂 方向 时代 皇 (km 矿 化 
栅 啦 辉 岩 一 栏 盛 ． 兴 菪西 
栈岩 舅：长辉长岩 h 夏 再 浅 Cu、Ni 

n 盐 慧 拄 2～s 0 ； 鞍嚏 3 2 蛙石、磷葳 
口途 蛄 t兴地 角 噼 廿 辉 撤 岩 、礴 断裂 孝删 爵北 最 跪 小岩 辣 金 目石 (?j 

袭 村近 ) 辉岩 

兴地断裂对本 区火 山活动的控制更为明 

显 ，在断裂南北两侧火 山活动程度各有不同， 

一 般南侧火山活动微弱．北侧火山活动强烈 

下面将其特征分析如下： 

中元古代时期 ，只在兴地断裂附近有微 

弱 的火山活动—— 兴地 群泥砂岩、碳酸盐建 

造 中夹基性熔岩薄层，在兴地北侧为中酸性 

火山碎屑岩 ．正常碎屑岩夹灰岩的沉积 ，说明 

该时期存在着以爆发亚相为主的火山喷发活 

动 

晚古生代时期 ，在本区以震旦纪火山活 

动最为强烈 ，但在兴地断裂两侧活动程度不 

同，南侧火 山活动微弱 ．甚至无火 山活动 ，北 

侧火山活动强烈，可分为 4个喷发期 。 

中生代 时期 ，火山活动以寒武世最为发 

育，多发 育在兴地断裂北侧 ．可划出一个喷发 

期—— 西 山布拉克喷发期 ，该期火山活动可 

分出 3个韵律 ：第 1、Ⅱ韵律为基性熔岩、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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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岩，这反 映了火 山活动由喷溢 宁静的 由 

强而弱 的过程 ；第 Ⅲ韵律是基性熔岩一硅 质 

岩 、泥岩、粉砂岩 ，说 明火山活动 由喷溢 宁 

静的 自强而较弱的变化规律 。这期火山活动 

与该组磷块岩、含磷硅质岩中的磷在成固上 

有着直接联系 

兴地断裂附近脉岩也很发育，这些脉岩 

以辉绿岩为主，花岗伟晶岩脉、闪长岩脉、石 

英脉次之 其中石英脉有金的矿 比 

综上所述 ．兴地断裂是库鲁克塔格地区 

的主干断裂之一 ，在其漫长的演化中，控制了 

本区的沉积作用 ，如使中元古界地层都沉积 

在断裂南侧 ，晓元古界地层在断裂中部沉积 

在断裂北侧 ，断裂东部两侧都有沉积 ，但北部 

沉积厚度大 ．南部沉积厚度小等 ，同时也相应 

地控制了与沉积作用有关的成矿作用 ；兴地 

断裂还控制 了本区的岩浆活动和相应的成矿 

作用．如控制 了卒区的基性、超基性岩体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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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一使其在断裂南删形成丁_二个不同的岩带 ； 

也控制 了本 区的火山活动．使其在断裂两侧 

活动程度各有不同。因此，兴地断裂 ：仅控制 

了本区的沉积作用、岩浆活动，也控制了本区 

的成 矿 作 用，是本 区主 要 的控 岩、控 矿 构 

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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