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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早石炭世大哈拉军山组是西天山地区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地层之一，查明其古沉积环境， 

对于区域找矿规律的研究、找矿方向的确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沉积、构造、古生物、流体等的研 

究，对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的沉积环境进行了讨论，指 出大哈拉军山组为陆相喷发的产物。通过地层微 

量元素特征的对比研究，发现微量元素在围岩、蚀变岩、矿石三者闻有规律地变化，认为大哈拉军山组是 

阿希型金矿的主要矿源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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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石炭世大哈拉军山组是一套喷发岩系，广泛 

分布在西天山特克斯盆地、伊犁盆地等广大地区，具 

有厚度大、分布广、岩性和岩相复杂的特点。著名的 

阿希金矿就赋存在这套火山沉积岩中。长期以来， 

关于新疆西天山地区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的喷发环 

境，地质工作者们存在较多的争议 。作为西天 

山地区重要的矿源层和赋矿层位，查明大哈拉军山 

组的古沉积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大哈拉军山组地层的地质特征 

在新疆西天山地区，大哈拉军山组具有区域控 

矿意义，盆地内几乎所有的金矿均产于该组火山岩 

中。80年代以前，吐拉苏盆地及其周围地区的大哈 

拉军山组火山岩被划归上泥盆统，新疆地矿局第一 

区调大队 1985—1987年在本区进行 1：20万区域地 

质调查时，根据所采化石，结合地层层序、接触关系 

和区域对比等证据，认为其完全可以和伊犁盆地南 

缘的特克斯县大哈拉军山地区的下石炭统大哈拉军 

山组对比，因而，将本区及其附近的这套火山岩系从 

前人所定的上泥盆统分出来，划归下石炭统，并以大 

哈拉军 山组命名。同时，将前人划 出而未建组的 

“下石炭统”厘定为下石炭统阿恰勒河组，二者之间 

为不整合接触。包括两个亚组，上亚组以一套火山 

碎屑岩为主，下亚组为正常沉积的碎屑岩。1990 

年，新疆地矿局第一区调大队在该区进行 1：5万区 

域地质调查(配种站幅、契尔格幅)时，将1：20万区 

调所定的大哈拉军山组下亚组的正常沉积碎屑岩重 

新厘定为上泥盆统吐拉苏组；同时根据化石等证据， 

认为原划归下志留统泥勒克河组下亚组的一套以火 

山岩系为主的地层，与大哈拉军山组(原上亚组)为 
一 套地层 ，因而将其与原大哈拉军山上亚组统称为 

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1：5万区调报告根据大哈 

拉军山组岩性特征、地层层序将其划分为 5个岩性 

段，从下向上分别为：①灰色砾岩段(C。d )、②酸性 

凝灰岩段(C。d )、③下安山岩段(c。 )、④火山碎 

屑岩段(c。 )、⑤上安山岩段(c。d )。这种划分较 

为系统的反映了大哈拉军山组的全貌。 

大哈拉军山组总厚度约为 l500 m，主要由一套 

中一酸性火 山岩及 火山碎屑岩 组成。毋瑞 身等 

(1995)根据其岩性、岩相等特征，将其划分为两个 

亚旋回，7个韵律层(表 1)。 

2 大哈拉军山组的沉积环境 

前人对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的喷发环境有不同 

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其属于海相环境 -2]；另一种 

观点认为属于陆相喷发环境 。海相成因的证据 

[收稿日期】2002—02一o6；[修订日期】2002一ll一15；[责任编辑】曲丽莉。 

【基金项 目】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编号：200215000008)资助。 

[第一作者筒介】杨金中(1970年 一)，男，2000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获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现主要从事矿床地质、 

遥感地质和工程地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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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① 广泛发育海底熔岩地貌和枕状构造；② 

海相环境特有的化学沉积和胶体化学沉积，红色硅 

质岩和玉燧岩反复出现，代表火山旋回末期的海水 

中的硅质沉淀；③ 大哈拉军山组之上的阿恰勒河 

组的下部(二者为整合关系，亦为早石炭世沉积)中 

发育大量生物碎屑灰岩，其中含大量海相动物化石 

(如珊瑚类、腕足类等)；④ 根据火山岩岩石化学数 

据投影，证明它们产于岛弧环境或活动大陆边缘；结 

合区域构造演化背景，认为该区在早石炭世处于岛 

弧环境的初期，即水下岛弧期。陆相成因的证据主 

要有：① 大哈拉军 山组火山岩多呈紫红色、褐红 

色，而绿色、灰绿色少见；② 火山岩中沉积岩夹层 

延伸不稳定，分选差；③ 火山碎屑岩发育，火山角 

砾岩和火山集块岩中见有具氧化特征的塑性火山 

弹；④ 火山碎屑岩垂直分选差，而在水平方向上有 

分选；⑤ 在火山岩中常见脱玻化球粒结构，出现高 

温透长石。 

表 1 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岩性组合 

据毋瑞身等(1996)、沈远超等(1996)①资料整理。 

我们在实地调查和综合分析前人资料的基础 

上，认为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为陆相喷发环境，主要 

证据主要有： 

1)盆地中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系各韵律层的 

分布有局限性特征，特别是在水体中易于漂浮的凝 

灰质火山灰，其所形成的沉凝灰岩的分布也受地域 

的控制，未见广泛的分布。如第一岩性段中的火山 

灰凝灰岩(大致相当于毋瑞身等 的第一旋回第 1 

韵律的第二层)主要分布在盆地南北边缘的恰布坎 

卓塔和伊尔曼德一带，第二岩性段的凝灰岩(相当 

于第 Ⅱ韵律层的部分层位)主要分布在盆地北部伊 

尔曼德一带，第四岩性段中的凝灰岩(相当于第Ⅳ、 

V韵律层的部分层位)主要分布在盆地中部阿希一 

带东西两侧 ，第五岩性段中的凝灰岩(大致相当于 

第Ⅵ韵律层的部分层位)则主要分布于盆地的中心 

部位和盆地北缘的部分地区。如果当时盆地中存在 

水体的话，凝灰岩应在盆地中广布，而不应受区域限 

制。 

2)在区域构造古地理环境方面，本区在大哈拉 

军山组沉积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构造抬升剥蚀作用， 

全区普遍缺失泥盆纪沉积。大哈拉军山组以清楚的 

不整合面超覆在老地层之上，底界清晰，是一广泛分 

布的区域不整合面。 

3)海相观点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大哈拉军山组 

之上阿恰勒河组的下部 中(二者为整合关系，亦为 

早石炭世沉积)发育大量生物碎屑灰岩，其中含大 

量海相动物化石 ’。实际上，大哈拉军山组与上覆 

的阿恰勒河组之间为明显的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而不是整合接触关系，这种接触关系在阿希金矿采 

场掌子面上，由于人工挖掘而显示 的非常清楚。而 

且，到目前为止，未见本区大哈拉军山组中有海相化 

石的报道；而在大哈拉军山组下部或底部的薄层砂 

质灰岩和泥质灰岩夹层中，却发育有芦木茎干和叠 

层石化石 。 

① 沈远超 ，谭克仁，迟国彬 ，等．新疆金矿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研究，国家攻关305项目报告，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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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吐拉苏盆地地质略图 
一

第四系；N2一上新统；l一下石炭统(Cld为大哈拉军山组；Cl口为阿恰勒河组)；2一 下志留统；3一上奥陶统；4一中上奥陶统 ； 

5一震旦系；6一青白口系；7一蓟县系；8一二长花岗岩；9一石英闪长岩；lO一花岗斑岩；ll一断裂 

4)根据盆地中各金矿矿物包裹体成分分析，液 

相成分中阳离子以 K 含量高而引人注目，Na 离子 

含量低于 K 离子含量数倍，Na ／K <1(表 2)。 

椐现有资料，这种 Na ／K <1的现象在海水、同生 

水和大气水中是很难出现的。海水中 Na 》K ，而 

且，海水被封闭在沉积物中后，在成岩过程中，海水 

中的 K 一般进入粘土矿物的晶格中，而使同生的 

K 贫化 ，Na 却发生浓集 J。因此，可以认为由海 

水经成岩作用是不可能演化出具有这种特点的流体 

的。由于图拉苏盆地中未见有含钾岩地层存在的报 

道，在该盆地各地史时期，也不大可能有形成钾盐矿 

床的条件 ，因此，可以排除含钾岩地层提供 K 的可 

能性 。 

表 2 阿希型金矿成矿流体特征对比表 

据沙德铭等(2ooo)。 

5)包裹体成分 中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液相成 

分中阴离子富SO：一，其含量占阴离子总量的一半以 

上，cl一离子含量却低的多，Cl一离子含量少于SO：一 

离子含量的数倍至数十倍。一般而言，流体中 Cl 

离子含量高，显示海水的特征；而且，Cl 离子含量 

随时间并未见有增加，反而有减少的趋势。这表明， 

本区金矿的形成过程中基本上可以排除有海水的参 

与 

6)研究区含金石英脉的锶 同位素初始值与区 

内安山岩、钠长斑岩相近，矿石中黄铁矿的6弘S值 

在 0．9o‰ ～4．30％o之间 。̈。，均值在 0附近，极差为 

5．2~／oo，反映了深源硫的特点，说明成矿物质主要来 

源于深源的中基性火山岩、次火山岩等物质，而且形 

成时及形成后没有太多受到外界因素(如海水等) 

的干扰。 

7)在阿克沙克沟、特克斯达坂北部等她的大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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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军山组火山岩中，含有伊利石一蒙托石粘土岩夹 

层或高岭土等粘土矿物 。这充分显示了陆源火 

山喷发岩的特点。 

3 地层与成矿的关系 

如表3所示，本区各时代地层微量元素含量与本 

区丰度值相比，以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为代表的早石 

炭世地层普遍含有 Cu、Pb、zn、Au、Ag、As、Sb、Mg等 

亲硫元素，各元素的变异系数高达 0．58—2．19，属于 

分异一强分异型分布，具有典型的矿源层特征。而从 

阿希金矿床含金蚀变岩(矿石)、蚀变安山玢岩和围岩 

安山岩的微量元素含量变化看，由围岩、蚀变岩到矿 

石，Au、Ag、As、Sb、Bi、Hg、Se、Mo等元素的含量明显 

提高，Cu、Zn、Ni明显降低 J，进一步表明了微量元 

素在成矿过程中的迁移特点，即大哈拉军山组火山 

岩，尤其是安山岩段是成矿元素的主要来源。 

表3 西天山主要地层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参数表 ∞ ／10 I6 

据廖启林(1995)( 及本文数据整理。注：Au、Ag、Hg为 B／10一。 

4 结 论 

1)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无论从沉积特征、生物 

组合，还是从同位素、地层蚀变等方面看，其沉积环 

境均应为陆相。相应地，赋存在其中的金矿床，应是 

与陆相火山岩关系密切的金矿床，应按照陆相火山 

岩型金矿的成矿规律指导阿希型金矿的找矿工作。 

2)大哈拉军山组是阿希型金矿床的主要矿源 

层。结合金矿床多赋存在大哈拉军山组中的特点， 

应加强大哈拉军山组中蚀变信息的提取和研究工作 

中，将找矿工作的重点放在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出 

露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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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斟字矗在陆皿上发强 _■■囱 

据报载 我国科学家经过长期不懈的野外“追 

踪”，终于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完整的古海底“黑烟 

囱”，这些亿万年前生长在海底的“黑烟囱”不仅能 

喷“金”吐“银”、形成海底矿藏，而且很可能和生命 

起源有关。 

现代海底黑烟 囱及其硫化物矿产的发现 ，是全 

球海洋地质调查近 10年中取得的最重要的科学成 

就之一，因其和海底成矿、生命起源等重大问题有关 

而成为国际科学前沿。但因现代“黑烟囱”分布在 

海底，仅有美、德、法、加、日等少数国家有能力开展 

研 究。 

■ 

去年长期在野外奔波的北京大学李江海课题小 

组首先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发现了古海底“黑烟囱” 

残片，当年 10月终于又在河北兴隆发现了保存完整 

的古老“黑烟囱”，初步判断其地质年龄约有14．3亿 

“岁”。 

专家描述道 ：14亿 多年前，华北地 区仍是一片 

汪洋大海，河北兴隆一带正处于大陆裂谷最深的海 

底上。在海水循环加热后，这些两到三厘米高的“黑 

烟囱”成为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等地壳内部矿物 

质喷涌而出的通道，“黑烟囱”周围聚集了蓬勃的微 

生物群落。 

上图为我国科学家发现的完整的海底“黑烟囱”切面 

“显微镜下、可见从通道 中央向 

外壁有四五个矿物层，烟囱项部多 

被数毫米厚黄铁矿充填，表明镧 囱 

被埋藏时已经熄灭”。李江海说，通 

过对比上百个现代海底“黑烟 囱”资 

料和初步的矿物成分鉴定，课题组 

确定 这 些矿 石就 是 古海底 “黑烟 

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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