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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西天山晚古生代吐拉苏火山盆地内

,

由于火山物质
、

构造
、

流体
、

成矿环境的差异
,

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阿希金

矿
、

伊尔曼得
一
吉兰德金矿 和塔吾尔别克金矿

,

构成 了成矿系列
.

成矿系列中的各类矿床成矿机理具有相关性
、

独特性

和规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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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世纪 8 0 年代
,

程裕淇等人曾根据 4 个铁矿成

矿系列系统地提出了成矿系列的理论
[ ’

·

“ 】
.

成矿系列

是指在一定的地质单元
,

在一定的地质发展时期
,

与

一定地质作用有关
,

在不同或相同演化阶段形成的

有相互成 因联系 的一组 矿床
.

但后来有些人将矿

点
、

矿化岩石及蚀变岩石等地质异常包括进来
,

甚至

还包括了作为这些异常反映的物化探及遥感异常
.

由于西天山晚古生代吐拉苏火山盆地火山作用

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3 ’ ,

多期次的火山喷发活动
,

以及

火山作用在空间上的随机分布特点
,

导致了不同类

型火山机构
、

不同构造部位以及不同喷发旋回的相

互叠置
.

火 山机构的原始面貌大多遭受到破坏和不

同程度的改变
,

因而单纯依靠火山岩岩性与岩相变

化特点进行研究
,

难以全面揭示火山岩 区成矿系列

规律
.

1 成矿系列的成矿期

西天山晚古生代吐拉苏火山盆地的金矿床的成

矿作用是长期的
,

多阶段的
,

是多次地质作用叠加的

结果
.

从早石炭世火山活动开始一直到火山活动结

束都有金矿化的形成
,

所以根据成矿作用
、

地质构造

环境
、

矿化作用的特点等将阿希地区金矿
、

伊尔曼得

一
吉兰德地区金矿和塔吾尔别克地区金矿的成矿作

用分成两大期次
,

即早石炭世浅成低温热液作用成

矿期和中石炭世的斑岩成矿期
.

1
.

1 早石炭世浅成低温热液作用成矿期

该期火山活动频繁
,

由东 向西火山作用趋强
.

形成大量火 山杂岩体
,

岩石 以钙碱性中酸性火 山岩

为主
,

其次有少量的中基性火山岩
,

岩性组合为玄武

安山岩
、

辉石安山岩
、

英安岩
、

流纹英安岩
、

晶屑岩屑

凝灰岩
、

含火山弹火山角砾岩
、

集块岩
、

沉凝灰岩等
.

形成的火山岩具斑状结构
、

玻晶交织结构
、

球颗结

构
、

间粒结构
、

霏细
一
交织结构

,

以流纹构造
、

块状构

造为主
,

次为火山角砾构造
.

火山作用既有 中心式

喷发
,

也有裂隙式喷发
,

均与长期发育的区域断裂系

统有关
.

在此期间形成的断裂主要有 3 种类型
: 一是

对喷发中心
、

喷发带和火山活动带的分布产生直接

影响的断裂构造和发育时间长
、

垂向深度大
、

延伸远

的断裂构造
,

如本区的东西向断裂
,

基本控制了火山

喷发作用 ; 二是火山机构形成期间的断裂构造
,

控制

了含金石英脉的分布
,

呈放射状
、

环状
,

此断裂有时

常继承早期 的断裂
,

如阿希金矿 区内的环状及放射

状断裂继承了区域性的大断裂 ; 三是晚期断裂
,

形成

一些简单的破碎带
,

并有少量含金石英方解石脉充

填
.

火山机构的类型基本有两种
,

一种有一个火山

通道
,

后经历一次或两次喷发旋回 ; 另一种 比较复

杂
,

火山呈线状排列
,

具有 4 一 5 个喷发旋 回
.

比较复

杂的火山机构在火山活动带早期就 已开始活动
,

爆

发作用和喷溢作用都较强
,

在火 山活动带底部即基

岩之上形成 了厚层的火 山碎屑岩
.

随着火 山活动的

演化
,

伴随有含矿热液的多次作用
,

成矿地质环境和

地质条件都有变化
,

在火山作用的不同阶段形成了

不同类型金矿化
.

1
.

2 早石炭世晚期斑岩成矿期

早石炭世大规模的火山作用 以后
,

伴随火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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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形成的一些成矿作用也基本结束

.

在早石炭世

晚期
,

火山活动的后期深部岩浆又产生分异作用
,

形

成少量二长斑岩体侵人
,

引起火山岩地区又一次 的

金矿化
,

构成斑岩成矿期
.

矿化规模限于岩体接触

带附近及岩体 内部
.

岩体含有大量 的 自形黄铁矿
,

呈星散状分布
,

普遍金矿化
,

但品位略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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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矿系列的成矿机理

在吐拉苏火 山盆地分布的矿床
,

就其矿床成因

而言
,

多而复杂
.

由于火山演化阶段的不同
,

成矿具

体空间部位不同
、

构造和围岩条件的不同
,

可以形成

不同类型的矿床
’ 4〕

.

2
.

1 成矿区金矿的成矿机理

2
.

1
.

1 伊尔受得 一吉兰德成矿区金矿的成矿机理

恰布坎卓它成矿区与伊尔曼得
一
吉兰德成矿区

的金矿成矿机理类似
,

在此一起讨论
.

早石炭纪大哈拉军 山组火山活动初期
,

形成 了

大量的火 山碎屑岩
,

主要为凝灰岩
、

火山角砾凝灰

岩
、

熔结凝灰岩
,

在底部为沉凝灰岩
、

沉火山角砾岩

和沉积砾岩
,

这些岩石为含矿热液的运移提供了大

量的孔隙
.

由于大气降水渗人地下受到地热梯度的

影响
,

流体向上移动
,

逐渐形成热循环水
,

同时
,

在热

循环水不断运动当中萃取大量火 山物质中的 A u
元

素
,

从而形成含矿热液
.

含矿热液沿着火山碎屑岩

的孔隙渗透
,

并与火 山碎屑岩中的物质产生大量的

交代作用
.

含矿热液略显酸性
,

使长石产生强烈的

重晶石化和高岭石化
,

但由于成矿热液的酸度不够
,

未形成更酸性条件下的明矾石
.

在火山碎屑岩产生

大量重晶石和高岭石的同时
,

析出硅质
,

这些硅质形

成了大面积的硅化岩
.

硅质常混人成矿热液继续运

移
,

当遇到顺层断裂构造
、

层间滑动面和孔隙富集带

时
,

由于温度
、

压力和 p H 环境改变
,

而形成大量的硅

化岩和矿质沉淀
.

在这种条件成矿
,

其温差和 p H 变

化都很大
,

成矿部位距地表很近
,

石英和金属硫化物

结晶颗粒都非常细小
.

由于成矿作用顺层产生交代

作用
,

导致矿体呈层状和似层状 (图 1 )
.

构成介于酸

性硫酸岩型和冰长石
一
绢云母型之间的过渡型金矿

.

2
.

1
.

2 阿希金矿的成矿机理

阿希环状构造带成矿 区中的金矿成矿机理基本

类似
,

热液作用方式相同
,

但在局部造成的成矿规模

不一致
.

由大气降水组成的热循环水在受到地热梯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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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伊尔曼德 一 吉兰德金矿类型成矿机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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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温后
,

从深部上移
,

运动中萃取大量的成矿物

质
,

A u
直接从火山岩中带出

.

热循环水主要于大哈

拉军山组火山熔岩的下部运动
,

由大气降水组成的

热循环水经过火山活动中心地带时温度增高 ( 1 50
-

24 0℃ )
,

它的蒸汽压也很高
,

成矿热液混人少量的火

山热液
,

这样的热液萃取能力超过伊尔曼得
一
吉兰

德成矿区和恰布坎卓它成矿 区的热流体的萃取能力
.

因此
,

萃取能力强的热液成矿物质相对增多
,

运动速

度快
,

搬运矿物质的能力强
,

这种含矿热液在熔岩中

几乎不能进行渗透运移
,

只有 当区域断裂构造和火

山 口附近与火 山机构有关的断裂构造产生时
,

突然

减压并有空间形成
,

这时
,

金矿热液便沿着压力降低

的方向迅速运移
,

沿着断裂和裂隙空间充填和贯人
,

形成巨大含金石英脉
,

由于搬运通道宽敞畅通
,

大量

的金属矿物质被携带
,

形成多金属硫化物和其他金

属矿物的矿脉 (图 2)
.

形成的蚀变带一般沿着断裂

构造方向延伸
,

横向上 由矿脉向外蚀变作用有强弱

之分
.

由于成矿热液的 p H 值在 5
.

6 一 8 之间
,

所形

成的蚀变矿物主要为绢云母
、

水白云母
、

绿泥石
、

冰长

石等一般构成冰长石 一 绢云母型金矿 .ls]

2
.

1
.

3 塔吾尔别克金矿成矿机理

由大气降水构成的热循环水与岩浆残余热液混

合类型成矿热液 161
,

成矿物质来 自火山岩和斑岩体
.

这种 含矿热液蒸汽压较大
,

金属硫化物较多
,

温度处

于 中低温
,

成矿热液主要沿着斑岩体内的原生剪切

裂隙带充填成矿
.

由于裂隙的空间小
,

形成大量密集

分布石英细脉 (图 2)
.

这种斑岩型矿化距火山 口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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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阿希金矿和塔吾尔别克金矿类型成矿机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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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作用为主
,

这时由于原生节理和裂隙十分发育
,

含

矿热液沿节理和裂隙运移充填
,

形成了大量的含金

石英脉
.

主要形成了硅化
、

黄铁绢英岩化
、

冰长石

化
、

碳酸盐化
.

成矿热液为浅成低温热液
,

形成了冰

长石 一
绢云母型金矿

.

后期岩浆岩侵人
,

形成一些斑岩型金矿床
,

矿体

分布于斑岩内多组节理和裂隙密集带 中
.

斑岩中硅

化较强
,

其次为绢云母化
、

黄铁矿化
、

碳酸盐化
,

少量

重晶石化
.

A u
元素来 自火山岩

,

以上几种类型金矿
,

在空间上产生于同一吐拉

苏火山盆地
,

从时间上也存在相关的发展顺序
,

都与

火山作用
、

火山构造和火山岩有密切的关系
,

构成 了

同一成矿系列
.

固定的位置
.

由于成矿热液是混合型
,

所以热液的

p H 值范围变化比较大
,

形成了一种类似斑岩型的金

矿
.

3 结论

本区最初火山作用时期
,

形成大量的火山碎屑岩
.

当含矿热液沿裂隙进人火山碎屑岩时
,

沿碎屑岩的

裂隙和孔隙产生大量的交代作用
,

主要形成了硅化
、

黄铁矿化
、

重晶石化
、

高岭石化
、

碳酸盐化
.

金矿化

与硅化有密切的关系
.

矿化体形态一般呈面状
、

层

状或带状
,

很少呈脉状
.

成矿热液为浅成低温热液
,

形成了高岭石
一重晶石型 (硅化岩型 )金矿

.

当火山活动演化到晚期时
,

火山以大规模的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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