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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天山构造带是中亚成矿域天山 兴蒙成矿省天山大型 超大型成矿带的重要地段 ,而冰达坂 - 阿拉沟一

带是最有利成矿地段之一。在 1∶5 万区调矿产研究基础上 ,以该带已知矿(床)点地球化学异常和实际调研新

认识 ,对该区带金属矿产分布规律 、地质 、地球化学背景等成矿条件进行了较系统研究 ,对冰达坂 - 阿拉沟一带

以金 、铜为主的多金属矿产成矿规律进行了分析总结 ,划分出冰达坂 夏热嘎韧性剪切带 构造蚀变岩型 Au 、Cu

成矿带 、察汗诺尔 阿拉沟构造蚀变岩型 Au、Cu 、Fe成矿带 、萨尔托斯 豹子沟黑色岩系 Au、Cu 3 个成矿带。在

此基础上 ,综合优选出东部地区豹子沟 、豹子沟北 、豹子沟西 、阿拉沟大桥 、夏格泽和八一公社 6 个有利成矿远景

区 ,并指出了今后找矿工作的重点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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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 ianshan tectonic belt is the most impo r tant metallog enetic reg ion of T ianshan la rge to super-lar ge met-

allo genetic belt in T ianshan-Xingmeng metallo genetic province in the Central A sia metallo genetic domain , and

Bingdaban-Alagou zone is the most favo rable one in this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geochemical anomaly in know n

mine ral deposits and minera lized sites and the new geo log ical r ecognization from 1∶50 000 investig ation , some

me tallogenetic facto r s in Bingdaban-Alagou zone , such as miner al distribution , geological se tting , geological

structur e , geochemical backg round etc , are analyzed the metallo genetic regula rity about multime ta l mineral de-

posits domina ted by Au and Cu is summarized , the zone is divided into three metallog ene tic belt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each me tallo genetic belt , six metallog enetic pro spective provinces of Au and Cu a re optioned syn-

thetically , that is , Baozig ou , North Baozigou , West Baozig ou , Alagou bridge , Xiageze and Bayi commune , and

furthe r explor atory tar get area s in this zone are propo 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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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天山构造带尤其西天山一直因其地形条件 、气

候恶劣等致使地质矿产工作和研究程度较低 ,近年

来 ,随着望峰 、萨日达拉 、冰峰等金矿床的发现及研

究[ 1 5] 和西部萨日达拉等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的

开展及深化研究 ,逐步发现了萨尔托斯金矿点和乌

苏腾铜矿点 ,展露出该带的金属矿产资源潜力。依

托近两年新疆自治区 1∶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

作 ,笔者在该区域进行了以金铜为主的基础地质和

矿产资源调查与研究 ,再结合前人工作成果 ,对该

区的成矿规律进行了总结和探讨。

1　区域地质背景

本区在大地构造划分上一直存在较大分歧 ,大

多数学者认为 ,该区位置处于西伯利亚板块和塔里

木 华北板块的结合部位
[ 6 9]
。以伊连哈比尔尕 西

拉木伦缝合带为界 ,区内的冰达坂属于该板块缝合

断裂的一部分 。该断裂以北属南准噶尔—北天山

地层分区伊连哈比尔尕地层小区 ,南部属中天山地

层分区博罗霍洛山地层小区。前者主要出露有前

石炭系博霍特组 、上石炭统奇尔古斯套组 、后峡组 、

下二叠统阿尔巴萨依组 、上二叠统芦草沟组 、中上

三叠统小泉沟群 、下侏罗统八道湾组和三工河组 、

中侏罗统西山窑组和头屯河组以及第三系和第四

系。其中 ,上石炭统奇尔古斯套组为一套复理石沉

积 ,是本区北部金矿(化)点的重要矿源层位[ 10] ,萨

尔托斯金矿化体就产于该层位;后者主要出露长城

系星星峡群和蓟县系卡瓦布拉克群 。星星峡群岩

性主要为黑云斜长片麻岩 、云母石英片岩夹斜长角

闪片岩及微晶大理岩组合;卡瓦布拉克群岩性主要

为厚层状灰岩 、大理岩化灰岩 、绿泥石英片岩 ,均为

本区南部金矿床的主要矿源层位。萨日达拉 、望峰

等金矿均产于长城系星星峡群与岩体的接触部位 ,

野外调查也发现该地层与岩体的接触部位均有矿

化蚀变现象。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 ,主要显示为加里东期 、华

力西期岩浆侵入作用 ,以华力西期中酸性岩浆侵入

活动最为活跃 ,岩性有辉长岩 、闪长岩 、花岗闪长

岩 、二长花岗岩和钾长花岗岩以及石英钠长斑岩。

另外有长城纪中基性海相火山岩 、前石炭纪海相中

基 中酸性火山岩组合和早二叠世中基性火山

岩 火山碎屑岩 ,反映了该时期区内较显著的构造

热事件活动特点 。在金属矿床形成过程中 ,这些侵

入岩体和火山喷发等构造 岩浆活动热事件为富集

成矿提供了有利热源和热液。

2　金铜矿床成矿条件

迄今为止 ,该区带内已发现望峰 、萨日达拉 、冰

峰等中型或具有大型前景的金矿床和较多的金 、铜

矿化点(图 1)。在已发现和勘探评价的金矿床中金

品位较富 ,其中萨日达拉金矿床金平均品位为 3. 92

×10
- 6
,最高可达 20. 60×10

- 6
;冰峰金矿平均 3. 92

×10- 6 ,最高达32. 87×10-6;望峰金矿 L1 矿脉金平

均品位为 5. 41×10- 6 ,最高达 20. 60×10- 6 。此外 ,

区内矿化点分布广泛 ,具点多面广特点 ,说明该区带

具有较好地金铜矿床成矿条件和找矿远景 。

(1)从宏观区域上看 ,该区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和

塔里木板块结合部位 ,经历了较复杂的海底扩张 、岩

石圈消减 、大陆增生到碰撞造山的反复过程 ,形成了

冰达坂具缝合性质的复合断裂。众所周知 ,古老的

弧 海 盆体系由于其复杂的构造变动和岩浆活动是

形成和聚集多种类型金属矿床的典型地区 。

(2)冰达坂断裂带是一个长期活动并以不同深

度层次 、不同变形行为和不同运动方向为特征的复

合型断裂带 ,呈北西西向延伸 ,控制了该区次级构

造和地质体总体的展布方向 。其华力西晚期以韧

性变形为主
[ 1]
,其宏观上表现为一系列糜棱岩化带

和强片理化带 ,延伸 30 km ,宽 5 ～ 10 km ,构成区内

主要的控矿构造 。对典型的萨日达拉金矿床和望

峰金矿床分析研究表明 , 含金热液主要沿次级

脆 韧性变形转换带[ 11 17] 有利部位聚集 、沉淀成矿 ,

因为在韧性剪切变形过程中 ,由于温度和压力较

高 ,使金的化学位升高而不稳定 ,并脱离原来矿物

或岩石的赋存部位 ,与 Si 、K 、Na、H 2O 等组分被活

化分异形成含矿流体 ,并向动 、热力梯度场降低的

方向迁移 ,最终在脆韧性变形转换带部位沉淀富集

成矿。通过对萨日达拉金矿床研究
[ 2 3]
认为 ,剪切

变形 、变质与金的成矿是统一的韧性剪切成岩成矿

作用过程。笔者在中天山北缘韧性剪切带中圈定

的察汗诺尔 —夏热嘎成矿远景区 、夏格泽成矿远景

区和八一公社成矿远景区等正是寻找萨日达拉型

金矿床的有利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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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期次的岩浆侵入作用和喷发活动为金 、

银 、铜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来源 、成矿热

液 、热液运移通道和容矿空间 。区内以加里东期 、

华力西期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最为活跃 ,岩性有辉

长岩 、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和钾长花岗

岩以及石英钠长斑岩 。其中 ,加里东期岩浆侵入活

动主要发生在冰达坂断裂带以南地区 ,受到韧性剪

切作用影响 ,并与地层的接触部位均有矿化蚀变现

象 ,萨日达拉金矿床和望峰金矿床成因均与其关系

密切 。华力西期岩浆侵入活动和喷发活动在全区

极其强烈 ,说明华力西期该区构造 热事件活动强

烈 ,与前人认识的北疆地区大量热液矿床形成在华

力西期吻合。该区典型地望峰金矿就形成于 270 ～

290 M a[ 18] 。萨日达拉金矿区变基性岩脉平均金品

位 4. 21 ×10- 9 , 略高于金的地壳质量丰度值

(w(Au)=4×10
- 9
)
[ 19]
,加里东期花岗闪长岩金品

位平均为 11. 60×10- 9 ,近似于金地壳质量丰度值

的 3倍 ,而老地层的金平均品位为 27. 25×10 -9 ,近

似于金地壳质量丰度值的 7 倍
[ 3]
。这些数据表明 ,

在本区多期次岩浆活动过程中 ,对各类成矿元素已

进行了初步活化 、迁移等预富集作用 ,同时提供了

部分成矿物质 ,最终在韧性剪切作用下形成萨日达

拉 、望峰等金矿床。同样 ,北部萨尔托斯金矿化体

与石英钠长斑岩体密切伴生。

(4)线性构造对区域金矿化具明显的控制作

用。南部地区萨日达拉金矿床地表多呈近东西向 ,

沿剪切糜棱面理方向呈透镜状产出 ,矿体多产于次

级韧性剪切带之间的过渡部位或脆 韧性变形转换

部位;北部区带新发现的与黑色岩系有关的萨尔托

斯金矿化体受区内北西西向断裂构造控制[ 10] ,同时

沿此构造伴有石英钠长斑岩侵入 。可见这些线性

构造不仅控制岩浆活动的分布和区域变质变形作

用格局 ,而且是应力场释放的重要场所 ,其断裂交

叉部位或过渡部位是矿床赋存的重要场所 。

(5)区域内金异常分布较广 ,呈近东西向展布 ,

与区域构造线展布方向基本一致 ,异常浓度较高 、浓

集分带明显 ,在异常带上指示元素组合较好 ,且金与

之相关元素化探异常较为发育 ,亦是金成矿的有利

条件 ,北部发现有与黑色岩系有关的萨尔托斯金矿

化体 、豹子沟多金属矿床 ,南部已发现与韧性剪切带

蚀变岩有关的萨日达拉 、望峰等大中型金矿床。

3　成矿带划分及特征

从古生代成矿系列 、成矿系统区划思路分析 ,

该区属中亚成矿域天山构造带大型 超大型成矿带

的重要地段 ,具有形成大型超大型矿床的地质背

景 。根据已有矿产的分布规律 、地质 、地球化学背

景 、成矿条件及控矿因素等分析 ,可划分出 2 个 Ⅲ

级成矿带 ,3个Ⅳ级成矿带(图 1 ,表 1)。

3. 1　冰达坂 -夏热嘎 Au、Cu成矿带

区域上属于博罗科努山铜 、钼 、铅 、锌 、金多金

1 -主要断裂及编号(F1 冰达坂断裂;F2 红五月桥断裂);2- 成矿带单元代号(Ⅰ - 冰达坂—夏热嘎韧性剪切带构造蚀

变岩型 Au 、Cu成矿带;Ⅱ -察汗诺尔—阿拉沟构造蚀变岩型 Au 、Cu 、Fe 成矿带;Ⅲ - 萨尔托斯—豹子沟黑色岩系 Au 、

Cu成矿区);3 -冰达坂韧性剪切带;4- 重要矿(床)点编号;5- 金矿(床)点:(①萨日达拉金矿;②冰峰金矿;③望峰金

矿;④察汗诺尔金矿点;⑤萨尔托斯金矿点;⑥红五月桥砂金矿);6 -铜矿点(⑦阿拉沟大桥铜矿点)7 - 多金属矿(床)

点;(⑧豹子沟多金属矿床);8-黄铁矿化点;9 -磁铁矿化点;10 -菱铁矿化点;11- 中型煤矿床;12 -大型石灰岩矿床

图 1　冰达坂—阿拉沟一带成矿带 、矿(化)点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Gold Deposits or Mineralized Sites and Metallogenetic Belt in Bingdaban-Alagou Zone of Enri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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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Ⅲ级成矿带 ,西部已发现望峰 、萨日达拉和冰峰

金矿床。空间上金矿体产在韧性剪切带中 ,矿床的

形成与韧性剪切带有直接关系 。强烈地钠化 、硅

化 、黄铁矿化蚀变是金富集的条件 ,含矿围岩为强

变形的加里东期花岗闪长岩体和长城系星星峡群。

矿床成矿时期为晚华力西期[ 10] ,韧性剪切变形带 、

强烈地钠化 、硅化 、黄铁矿化蚀变是此类矿床成矿

的首要条件 ,长城系变形 、变质地层和中晚华力西

期岩浆活动为重要条件。

冰达坂-夏热嘎韧性剪切带长约 30 km ,宽约

5 km 。区内以加里东华力西期岩体为主体 ,其上分

布有众多中酸性岩株状钾长花岗岩体 ,星星峡群地

层以较大的块体呈顶盖分布于岩体之上。在八一

公社 、夏格泽一带有长20 km 、宽 5 km 的金异常带 ,

浓集中心明显 ,梯度分布较好 ,具有较为富集的金

成矿前景 。

3. 2　察汗诺尔 -阿拉沟 Au 、Cu、Fe成矿带

区域上属依连哈比尔尕金 、铜 、铬 、镍多金属(Ⅲ)

成矿带。因为其中矿体呈层状似层状特征 ,曾被认

为属热水沉积金矿床 ,区内铁克达坂铁矿床 、夏热嘎

达坂西铁矿床多呈层状 、似层状 、脉状产出 ,均曾被

归为沉积变质型或热液型。有热液细脉穿插 ,围岩

蚀变均较发育 ,阿拉沟大桥北铜矿点亦呈似层状 、脉

状 ,围岩蚀变较强烈。根据对察汗诺尔金矿点的观

察 ,含矿地层为前石炭系博霍特组碎屑岩 火山碎屑

岩系。矿化体产于断裂带中 ,依据其较强烈地蚀变 ,

在地表发育的黄铁矿化 、硅化 、绢云母化等蚀变类

型。初步分析其应具有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特征 ,

该带内以阿拉沟大桥铜异常最具成矿意义。

3. 3　萨尔托斯 -豹子沟黑色岩系 Au、Cu成矿带

该带亦属依连哈比尔尕金 、铜 、铬 、镍多金属(Ⅲ)

成矿带。西部萨尔托斯地区在奇尔古斯套组中找金

已取得许多有意义的新认识 ,初步研究认为 ,这套岩

系具有金成矿的远景。其中 ,矿体和矿化体与围岩

界线不清晰 ,需借助化探手段加以区分。矿化岩石

一般有碳酸盐脉和石英细脉网脉密集穿插 ,矿化岩

石比重较大 ,重要蚀变有黄铁矿化 、碳酸盐化 、硅化

和褐铁矿化。矿化区内发育众多的浅成闪长玢岩

石英钠长斑岩脉。黄铁矿化普遍是与成矿有关的重

要因素之一 ,与黑色岩系金矿成矿关系密切。

同时 ,艾维尔沟以北地区具有和萨尔托斯相同

的地质背景和地层条件 ,经过 1∶20万水系沉积物

测量和 1∶5万化探异常解体 ,异常浓集中心和梯

度更加清晰 ,多元素异常整合较好 ,又有豹子沟多

金属矿床的发现 ,使该区段成为较重要的有利成矿

区段 ,具有寻找黑色岩系层控型金矿床的前景 。

4　成矿远景靶区及找矿方向

通过以上区域成矿规律分析研究 ,结合调查区

内矿产分布特征 、成矿条件 、成矿地质背景 、区域地

球化学等 ,在原 3个Ⅳ级成矿区带的基础上 ,进一

步筛选出 6个重点找矿远景靶区(表 1)。
表 1　冰达坂- 阿拉沟成矿带 、重点找矿远景区划分

Tab. 1　Division of Metallogenetic Belt and Metallogenetic

Prospective Province in Bingdaban-Alagou Zone of Enrichment

Ⅱ级
成矿带

Ⅲ级
成矿带

Ⅳ级
成矿带

找矿远
景靶区

远景区

面积 /km2

Ⅱ 3 北 天

山金 、铜 、
铬 、镍 、钨
多金属成

矿带

Ⅲ 8 依 连

哈比尔尕
金 、铜 、铬 、
镍多金属

成矿带

萨尔托斯 -
豹子沟黑色

岩系 Au 、C u
成矿带

察汗诺尔 -阿
拉沟构造蚀变

岩型 Au 、Cu 、
Fe成矿带

豹子沟西 Au 、
C u远景区

10. 4

豹子沟北 Au 、
C u远景区

14. 0

豹子沟 Au 、
C u 、Pb 、Zn 远
景靶区

28. 5

阿拉沟大桥北
Au 、Cu 远景
靶区

47. 0

Ⅱ 4 博 罗

科 努 金 、
铜 、钼 、铅 、
锌多金属
成矿带

Ⅲ 11 博 罗

科努山铜 、
钼 、铅 、锌 、
金多金属
成矿带

冰达坂 - 夏
热嘎韧性剪
切带构造蚀

变岩型 Au 、
Cu 成矿带

夏格泽 Au 、
C u远景靶区

16. 0

八一公社 Au
远景靶区

35. 0

4. 1　豹子沟 Au、Cu、Pb 、Zn成矿远景靶区

位于豹子沟多金属矿床及其周围地区 ,面积约

28. 5 km2 ,地层为上石炭系奇尔古斯套组 ,为一套

灰黑色硅泥质岩夹泥岩 、粉砂岩 ,少量凝灰质粉砂

岩 、凝灰质硅泥质岩组合 ,岩石组合具有黑色岩系

特征 ,具较高金丰度值。岩性单一 ,宏观组合差异

不明显 ,纹层理发育 ,岩石厚度较大 。岩石中多见

褐铁矿结核 ,呈透镜状 。地层顶部含有植物化石碎

片 。岩石以脆性变形为主 ,基本没有变质 ,以宽缓

的线性褶皱和脆性断裂变形为主要构造 ,并以线性

复式褶皱和脆性断裂组合为主 ,轴向 290°～ 300°,

向西倾伏 ,显环形和多方向线性交汇影像特征。岩

浆岩以灰绿色 、浅黄色浅成石英钠长斑岩脉为主 ,

与围岩呈侵入接触关系 ,接触边界不平整。石英钠

长斑岩脉向南有变宽的趋势 ,节理产状 2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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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脉中发现其围岩硅泥质岩的捕虏体。石英钠长

斑岩中有褐铁矿 、黄铁矿等硫化物 ,呈星散浸染状

分布 ,偶见团块状分布。地层与岩体的接触部位均

有矿化蚀变现象 。化探异常组合复杂 ,主要是 Au 、

Ag 、Cu 、Pb 、Zn 、Bi 、As 、Sb 、Mo 等元素组合 ,梯度变

化大 , 3级浓度分带齐全 。指示元素最大值 w(A u)

6. 5×10- 9 、w(As)28. 7×10 - 6 、w(Ag)318×10- 9 、

w(Pb)432. 5×10 -6 、w(Cu)611×10 -6 。主要指示

元素形成的异常均具有较高衬度 ,异常十分清晰。

已发现有豹子沟 Cu 、Pb 、Zn 多金属小型矿床 ,圈定

有 10个矿体 ,其中 1号矿体长 480 m ,宽 20 ～ 100

m ,有 12条矿脉 ,平均品位 w(Cu)0. 42%、w(Pb)

0. 27%、w(Zn)0. 28%。矿物组合复杂 ,有黄铁矿 、

方铅矿 、闪锌矿 、孔雀石 、蓝铜矿和斑铜矿 ,可见该

区有巨大的成矿潜力 ,是火山热液型(豹子沟型)多

金属矿产成矿有利区段。

4. 2　豹子沟西 Au、Cu成矿远景区

位于豹子沟多金属矿床西约 6 km 处 ,面积约

10. 4 km
2
,构造位置为北西西向与近东西向构造交

汇部位 ,是上石炭统后峡组与中上三叠统小泉沟群

的接触界线上 ,其中后峡组是一套灰岩 钙质泥岩 、

泥质岩组合 ,构造以线性复式褶皱变形为主 ,与下

伏奇尔古斯套组呈微角度不整合接触 ,小泉沟组以

一套灰 灰黑色粉砂岩夹泥岩组合 。石英钠长斑岩

脉广泛分布 ,并沿裂隙侵入为特点 。地表发育强烈

地矿化蚀变 ,主要表现为褐铁矿化 、黄铁矿化 、碳酸

盐化和硅化。异常中金单元素异常呈南北向展布 ,

以金为主的综合异常呈北西西向。w(A u)6. 38×

10- 9 ,最高 28. 9×10 -9 ,具明显浓集中心 。除 Au

外 ,Ag 、A s 、Sb 、Bi 、Pb 、Mo 、Hg 均呈现一定规模的

异常显示 ,前缘元素异常 Hg 、Sb发育 ,具较好浓集

中心 ,与萨尔托斯金矿化点有相似性 ,这意味着与

黑色岩系有关的金铜矿产成矿的可能深部潜力。

4. 3　豹子沟北 Au、Cu成矿远景区

位于豹子沟多金属矿床北部上石炭统奇尔古

斯套组深灰色碎屑岩内 ,为灰黑色硅泥质岩夹泥

岩 、粉砂岩 ,少量凝灰质粉砂岩 、凝灰质硅泥质岩岩

性组合 ,面积 14. 0 km
2
。岩石以脆性变形为主 ,近

东西向构造线从区中部通过。浅黄色浅成石英钠

长斑岩脉沿裂隙与围岩呈侵入接触关系 ,并发生强

烈地褐铁矿化 、黄铁矿化 、碳酸盐化和硅化等矿化

蚀变 ,地层中石英 、碳酸盐细网脉异常发育。化探

异常呈较规则的等量圆 椭圆形 , Au 浓度梯度大 ,

浓集中心清楚 ,最高 w(Au)20. 9×10 - 9 。前缘元素

A s 、Sb 、Hg 均形成大规模区域异常 ,呈近东西向展

布 ,且与 Au多金属异常在横向表现不对称分布 ,反

映出金矿化体向南倾斜趋势 ,这在萨尔托斯金矿化

点已得到证实。总之 ,该区成矿条件与西邻萨尔托

斯金矿化点极为相似 ,是产出黑色岩系有关的金 、

铜矿产的最有利地段 。

4. 4　阿拉沟大桥北 Au、Cu成矿远景靶区

位于阿拉沟大桥以北地区 ,属察汗诺尔 阿拉

沟构造蚀变岩型 Au 、Cu 、Fe成矿带范围内 ,面积 47

km2 。出露地层为前石炭系博霍特组变细砂岩夹变

泥质粉砂岩 、变粉砂岩夹变凝灰质粉砂岩。北侧有

华力西中期花岗岩侵入 ,南侧广泛发育基性岩脉 。

化探异常是以 Cu为主的综合异常 ,北西西向展布 ,

有较大的浓集中心 。异常组合中等复杂 ,主要为

Ag 、Au组合。异常内已有铜矿点发现 ,其中铜矿

带呈北西向分布 ,走向断续延长达 2 km , 宽 2 ～ 5

m ,矿体多呈透镜状产出 ,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

黄铜矿 、毒砂 ,铜品位为 0. 22%～ 0. 5%,具中型以

上矿床成矿远景 ,显示金的成矿潜力巨大 。此外 ,

区内影像特征与豹子沟相似 ,表现为一形态较规则

的环形影像 ,是寻找与火山岩系有关的金 、铜矿产

成矿的有利地段之一 。

4. 5　夏格泽 Au、Cu成矿远景靶区

位于冰达坂韧性剪切带内 ,属冰达坂 -夏热嘎

韧性剪切带构造蚀变岩型 Au 、Cu 成矿带 ,面积约

16 km
2
。地层为蓟县系卡瓦布拉克群厚层状灰岩 、

大理岩化灰岩 、绿泥石英片岩 。该地层从原长城系

星星峡群解体 ,也具有较高的金丰度值 ,岩石普遍

遭受强烈地剪切变质变形作用形成动力变质岩 。

岩浆岩为华力西早—中期花岗闪长岩 、花岗岩。在

剪切变形 、变质作用和同期岩浆侵入作用下 ,金等

成矿元素和其他组分更易于活化 、迁移和富集。野

外调查发现 ,该地层与岩体的接触部位均有强烈矿

化蚀变现象 ,显示出该区强烈热液活动的信息 ,也

反映了金成矿潜力巨大 。区域化探异常也表现为

以金为主的综合异常 ,Au 、As 、Hg 、Sb 异常套合较

好 ,既具有小区域异常面积 ,又具局部异常特征 ,浓

集中心明显 ,浓度分带清晰 ,成矿元素 Au的峰值较

高 。异常组合属中等复杂程度 ,前缘组合中 A s 、

Hg 、Sb 、Ag 等较发育。其成矿条件与西邻萨日达

拉 、望峰金矿床具有相似性 ,是寻找与韧性剪切带

有关的金 、铜矿产的有利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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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八一公社 Au、Cu成矿远景靶区

位于八一公社周围 ,属冰达坂 夏热嘎韧性剪切

带构造蚀变岩型 Au 、Cu成矿带内 ,面积约 35 km2 。

具有与夏格泽Au 、Cu成矿远景靶区一样的成矿地质

条件 ,地层为长城系星星峡群结晶片岩 、绢云石英片

岩和蓟县系卡瓦布拉克群厚层状灰岩 、大理岩化灰

岩 、绿泥石英片岩 ,二者是原长城系星星峡群解体 ,

对西端萨日达拉及周边长城系星星峡群地层 124件

岩石化学样品中 Au元素含量进行过统计 ,在老地层

中的几何平均值相近 w(Au)6. 6×10- 9 ,标准方差

4. 25×10- 9 ,变异系数为 0. 77 ,具有较高的金丰度

值。岩浆岩为华力西早 —中期花岗闪长岩 、花岗

岩。岩石强烈地剪切变质变形作用极有利于金元

素活化 、迁移和富集 。已发现 Cu 、Au 矿化点 ,其地

表矿化蚀变强烈 ,主要表现为孔雀石化和黄铜矿

化 ,矿体呈脉状和浸染状产出 ,一般沿裂隙或解理充

填 ,断续出露 ,最长脉长 15 ～ 16 m ,宽 0. 1 ～ 0. 15 m ,

w(Cu)0. 1%～ 0. 5%,显示出该区强烈含矿热液活

动的信息和成矿潜力 。区域化探异常 ,其与夏格泽

Au 、Cu 远景区处于同一 Au异常带内 ,都具指示元

素组合好 、浓集中心明显 、浓度分带清晰 , Au 峰值

高的特点 。该地段化探异常是金单元素异常 ,是萨

日达拉型(韧性剪切带型)金矿成矿有利地段之一。

5　结论

(1)冰达坂 —阿拉沟地区位于天山构造带晚古

生代南北不同板块的结合部位 ,经历了复杂的构造

变动 、岩浆活动等作用 ,导致区内望峰 、萨日达拉 、

冰峰等一批金铜矿(床)点的形成。其中 ,沿冰达坂

断裂南缘展布的中天山北缘韧性剪切带是区内南

部的主要控矿因素 ,而北部奇尔古斯套组中的北西

西向断裂和沿其侵位的中酸性浅成相斑岩脉是区

内矿(床)点形成的重要控矿因素;此外 ,区内多期

次的岩浆沿构造线的侵入作用和喷发活动为金 、

银 、铜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来源 、成矿热

液 、热液运移通道和容矿空间 。以上这些因素同时

致使区内金铜矿床形成 ,并形成区域 Au 、Ag 、Cu及

相关元素化探异常的发育 。

(2)从古生代成矿系列 、成矿系统区划思路分

析 ,划分出了冰达坂 -夏热嘎韧性剪切带构造蚀变

岩型 Au 、Cu成矿带 、察汗诺尔 - 阿拉沟构造蚀变

岩型 Au 、Cu 、Fe 成矿带 、萨尔托斯 -豹子沟黑色岩

系 Au 、Cu成矿带 3个Ⅳ级成矿带。

(3)在 3个 Ⅳ级成矿带基础上 ,在冰达坂—阿

拉沟东部一带筛选出豹子沟 Au 、Cu 、Pb 、Zn成矿远

景靶区;豹子沟西 Au 、Cu 成矿远景区;豹子沟北

Au 、Cu成矿远景区;阿拉沟大桥北 Au 、Cu 成矿远

景靶区;夏格泽 Au 、Cu 成矿远景靶区和八一公社

Au 成矿远景靶区 6个重点找矿远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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