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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碰撞产物———强应变构造带对东准噶尔金矿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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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东准噶尔强应变构造带是板块碰撞作用的产物 ,控制了金成矿带的分布 ,而金的矿化富集

地段分布于强应变构造带与走向北北西的断裂交汇部位。金矿体及矿脉则形成于强应变构造带的次级

断裂和裂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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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遥感影像解译和实地调查研究 ,在东准噶尔

地区发现了 5 条与金矿关系十分密切的强应变构造

带 ,自北而南分别是玛因鄂博带、布尔根带、阿尔曼

泰带、库布苏带和卡拉麦里带 (图 1) 。本文着重探

讨这些强应变构造带与板块碰撞作用的成因关系及

其对东准噶尔地区金矿的控制作用。

1 　强应变构造带的特征及其成因

上述强应变构造带属于 Sibson (1977) 提出的以

韧性剪切和塑性变形为特征的深层次断裂构造带 ,

具有如下共同特征 :1) 它们都是狭长的强烈挤压片

理化构造带 ,宽 1 km～5 km ,长在 70 km 以上 ,走向

NWW ,向北陡倾 ;2) 构造带内岩石均已强烈劈理化

和片理化 ,并可见糜棱岩带 ,表明构造带具有塑性变

形和韧性剪切性质。如库布苏带和卡拉麦里带都具

有右行剪切性质 ;3)各构造带内岩脉均很发育 ,除成

群出现的石英脉外辉绿玢岩、玄武玢岩、闪长玢岩及

石英钠长斑岩等也很发育 ,这些岩脉走向多与片理

走向一致且常可见片理化现象和与金矿密切伴生。

上述应变构造带均分布于特定的板块构造部

位 ,其形成均与不同级别的板块俯冲碰撞作用有关。

玛因鄂博带属额尔齐斯挤压带的东段。王广瑞等

(1995)认为该带为西伯利亚板块与哈萨克斯坦 —准

噶尔板块间的碰撞缝合带。肖序常等 (1992) 则认为

该带属晚古生代裂陷槽的闭合带。阿尔曼泰带属加

波萨尔地块与野马泉地块间的碰撞缝合带 ,构造带

中分布着蛇绿岩块。布尔根带位于加波萨尔地块南

缘 ,大致相当于扎河坝 —阿尔曼泰洋板块向加波萨

尔地块俯冲阶段的火山弧带[6 ] 。卡拉麦里带位于哈

萨克斯坦 —准噶尔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的碰撞缝合

带中[4 ] 。库布苏带则位于野马泉地块南缘火山岩浆

弧[5 ]中 (图 2) 。

图 1 　东准噶尔强应变构造带与金矿及金异常分布图

Q —第四系 ;Pz —古生界 ;1 —表壳断裂 ;2 —深断裂及大断裂 ;

3 —强应变构造带及编号 ;4 —金矿化点 ;5 —金矿点 ;

6 —金矿床 ;7 —金化探异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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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各强应变构造带中发生了强烈片理化的

均属下石炭统及其更老的地层 ,中石炭统及其上的

地层影响较小 ,显示强应变构造带主要形成于早石

炭世末及中石炭世初。而海西中晚期大约 350 Ma～

300 Ma 间是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 —准噶尔和塔里

木三大板块拼贴为一个新统一大陆的时期[7 ] 。在这

一时期 ,东准噶尔地区的各地块在近南北向挤压下

发生强烈碰撞 ,并沿原来的俯冲 —缝合带及岛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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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断裂产生由北而南的大规模推覆[8 ]和一定程度的

右行剪切 ,从而在上述部位形成了具有韧性剪切特

征的强应变构造带。因此 ,可以认为这些与金矿关

系密切的强应变构造带是不同级别板块及地块碰撞

作用的产物。

图 2 　东准噶尔晚古生代构造格局及其演化示意图

A —早中泥盆世古构造格局 ;B —早泥盆世到中石炭世构造演

化 ;AM—阿尔泰地块 ;JBM—加波萨尔地块 ; YM—野马泉地块 ;

JM—准噶尔板块 ; IBAB —额尔齐斯裂陷槽 ; ZAO —扎河坝—阿尔

曼泰洋盆 ; KO —卡拉麦里洋盆 ;D1 —早泥盆系 ; C1 —早石炭系 ;

C2 —中石炭系 ;1 —稳定陆块 ;2 —洋盆 ;3 —古俯冲带 ;4 —陆壳 ;

5 —古洋壳 ;6 —残余海盆 ;7 —深断裂 ;8 —强应变构造带

2 　强应变构造带对金矿的控制作用

2. 1 　强应变构造带对金矿带的控制

据我们统计 ,到目前为止东准噶尔卡拉麦里至

布尔根一带已发现内生金矿床、矿点及矿化点共 80

余个。除金山沟、双峰山等少数矿床 (点) 产于中石

炭统外 ,其余主要产于下石炭统及其以下地层 ,并且

主要集中分布于上述强应变构造带中 (占总数 87 %

以上) ,显示出大多数金矿与强应变构造带且有明显

的时空关系。经过 1∶20 万化探圈定的主要金异常

及与金相关的元素综合异常也具有带状分布的特

征 ,也主要沿上述强应变构造带分布 ,从而构成了以

卡拉麦里、库布苏和布尔根等为主的 5 条金矿化及

异常带 (图 1) 。由此可见 ,上述强应变构造带是东

准噶尔地区金的首要控矿构造 ,起导矿构造的作用。

这些构造带对金矿的控制作用与其构造演化有

关。在泥盆纪洋壳俯冲阶段野马泉地块和加波萨尔

地块的南缘火山喷发活动形成了一些含金丰度较高

的陆源及火山碎屑岩层 (如库布苏一带的托让格库

都克组 (D2 t) 。在泥盆纪末 ,玛因鄂博和卡拉麦里洋

盆虽已到闭合阶段但并未发生陆块碰撞 ,均形成了

早石炭世相对封闭的残余海盆 ,其中形成了金的丰

度较高的下石炭统南明水组 (相当于姜巴斯套组及

其上的那林卡拉组) 含炭质碎屑沉积岩。此外缝合

带中分布有大量蛇绿混杂岩块 ,由于金显示亲铁性 ,

所以蛇绿岩中金的丰度高于一般岩石。这些金丰度

相对较高的地层及岩块 ,可能为后期成矿提供矿质 ,

如卡拉麦里带大部分金矿脉多产于那林卡组及姜巴

斯套组 ,阿尔曼泰带中的臭水泉、扎河坝等金矿均产

于超镁铁岩附近。在板块碰撞、推覆即强应变构造

带形成阶段 ,由于这些强应变构造带切割深度较大 ,

且构造带中岩石变形发生的差异滑动 ,为流体在岩

石中的运移开辟了通道。深部岩浆和高温热液的渗

透上升 ,使构造带形成一个高流体/ 岩石比值的体

系。由于岩浆尤其是热液传导深部热能使构造带的

温度高于同深度的两侧围岩 ,而且高 PH
2
O也促进了

构造带内的变质程度明显高于两侧围岩 (图 3) 。深

部含金热液上升和高流体/ 岩石比值体系中的变质

作用引起原岩中金的迁移和再富集 ,因而显示出强

应变构造带对金矿化和化探异常明显的控制作用。

图 3 　强应变构造带与变质相及金矿的关系
(变质相资料据马文义 ,1986)

ppf —葡萄石 - 绿纤石相 ;1 —浊沸石相 ;

2 —低绿片岩相 ;3 —表壳断裂 ;4 —深断裂及大断裂 ;

5 —金矿化点 ;6 —金矿点 ;7 —金矿床

2. 2 　断裂交汇对矿化富集段的控制

在东准噶尔地区除大规模的 NW 向韧性构造

外 ,还发育了 NNW 向右行断裂和更次级的 NEE 向

左行断裂。前者最发育且规模较大 ,后者规模小而

且较少 (库布苏地区可见) 。按其构造性质和运动方

向这两组次级断裂应为 NNE 向压应力作用下的共

轭剪切断裂 ,该压应力方向大致与形成强应变构造

带的应力场相同 ,但是至少 NNW 向断裂较晚时期

还有活动。由图 1 可见 ,强应变构造带中金矿床、矿

点及异常并非均匀分布 ,而是集中分布分布于 NNW

向断裂与强应变构造带的交汇地段构成由矿点群和

异常显示的矿化富集段。如卡拉麦里带除金山矿点

群外清水、南明水矿 (床) 点群 ,白山包、六颗树等矿

点群均产于北北西向断裂与强应变构造带交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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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在库布苏带中 ,自西而东三巴斯它乌矿化点及

金异常、库布 苏金矿床及异常、库普金异常和 3 个

泉矿点群均位于 NNW 向断裂与强应变构造带交汇

的地段。在阿尔曼泰带 ,臭水泉金矿点和扎河坝金

矿也分布于强应变构造带与北北西向断裂交汇部

位。显然 ,这些断裂交汇地段是岩石强烈错动和破

碎的构造减压区 ,岩浆和热液活动更为强烈 ,从而成

为矿化富集段。

2. 3 　次级断裂、节理对矿 (体)脉的控制

在强应变构造带的边部和构造带内部的晚期脆

韧性及脆性变形阶段往往产生大量次级断裂和节

理。它们大致相当于里德尔 (1929) 剪切实验中平行

剪切带的主剪切裂隙 (D) 、低角度剪切裂隙 (R 及 P)

和张裂隙 (T) 。这些次级断裂和裂隙往往成为容矿

构造 ,控制着矿体或含金石英脉的分布。如布尔根

带和卡拉麦里带中的金矿多属石英脉型 ,南明水金

矿和清水金矿等含金石英脉就是受强应变构造带内

的这些次级裂隙控制 (图 4) 。在库布苏带中 ,库布

苏金矿分别为南北两个矿带 ,均属蚀变岩型金矿 ,分

别产于强应变构造带内部及北侧边缘部位 ,均受大

致平行于强应变带方向的次级断裂控制。首先中性

岩浆沿这些次级断裂侵位 ,而后在这些断裂再次活

动时在岩脉及岩脉接触带部位形成断裂破碎带 ,沿

破碎带上升的含矿气液交代破碎的脉岩造成这些中

性岩脉几乎全岩矿化。

图 4 　南明水金矿地质草图

Q —第四系 ;C1 —下石炭统南明水组凝灰岩及凝灰质

粉砂岩、砂岩 ;1 —含金石英脉 ;2 —基性岩脉 ;3 —断裂

3 　结论

经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

(1)东准噶尔与金矿关系密切的强应变构造带

是板块碰撞作用的产物 ,形成于陆块碰撞和推覆作

用阶段 ;

(2)在洋壳俯冲和洋盆闭合阶段 ,在火山岩浆弧

及缝合带中常可形成含金丰度较高的地质体 ,在强

应变构造带形成和金矿化阶段可能成为矿源层或金

矿脉主岩 ;

(3)强应变构造带是深部热液的上升通道并创

造了构造带内岩石变质和金迁移再富集的良好物理

化学条件 ,因而构成控制东准噶尔金矿形成和分布

的最重要的构造 ;

(4) NNW 向断裂与强应变构造带的交汇部位控

制着强应变构造带内金矿的富集地段 ,而矿体及矿

脉 则受强应变构造带内的次级断裂及裂隙控制。

新疆其它地区的金矿的分布规律与东准噶尔地

区有相似性。如阿尔泰南缘的金矿主要与额尔齐斯

碰撞缝合带有关 ,西准噶尔哈图金矿与达拉布特俯

冲碰撞作用有关 ,东天山康古尔金矿带与黄山 —康

古尔碰撞推覆作用产生的韧性剪切构造带有关。板

块的俯冲碰撞具有类似的构造演化过程 ,因此板块

碰撞作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中、深层次的强应变构造

带对金矿形成与分布的控制作用也应具有普遍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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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STRY OF THE SHEET - LIKE BASIC SWARM IN WUDANG BLOCK

AND ITS TECTONICS SIGNIFICANCE
ZHAO Guo - chun , HU Jian - min , GAO Dian - song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tabular basic intrusive bodies in Wudang block of South Qinling Orogenic zone. It has been confirmed , in tectonics , that they in2

truded into the Middle Proterozoic Wudangshan group during the Paleozoic extensional process of Wudang block. The geochemistry of the sheet - like basic swarm

shows that they are similar to that of diabases of ophiolites in Mianlue suture zone. It is very possible that the opening of Mianlue ocean and the intrusion of the

sheet - like basic swarm were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extensional stages during the same extension in South Qinling zone.

　　Key words :sheet - like basic swarm , geochemistry , tectonics , Wudang block , South Qinling orogen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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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DUCT OF PLATE COLLISION———METALLOGENIC CONTROL OF

HIGHLY STRAINED STRUCTURAL BELT TO EASTERN JUNGGAR GOLD DEPOSIT
GAO HUAI - zhong ,ZHANG Wang - sheng ,SUN Hua - shan

Abstract :Eastern Junggar highly strained structural belt is a product of plate collision. Distribution of eastern Junggar gold deposit is controlled by this highly

strained structural belt . Gold mineralization is much more developed in intersection parts of the highly strained structural belt and NNW trending faults. Gold ore

bodies and veins are developed in subsidiary fractures and fissures which are located in the highly strained structural belt .

Key words :eastern Junggar , plate collision , highly strained structural belt , gold deposit

第一作者简介 :

高怀忠 (1945 年 - ) ,男。1969 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 ,获学士学位。现为中国地质大学资源学院矿床

教研室副教授 ,主要从事矿床学科研和教学工作。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 　中国地质大学资源学院矿床教研室 　邮政编码 :430074

12

第 3 期 　　　　　　　　　　　　赵国春 :武当地块基性岩席群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大地构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