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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拉配泉铜矿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实施过程中新发现的矿化区。本文主

要介绍了该铜矿化区的地质构造基本特征。矿区矿化、控矿构造特征，及其矿区元

素组合分析，表明了该区的铜矿化是在区域早期的海底火山喷发、块状硫化物的原

始堆积基础上受后期阿尔金北缘断裂和拉配泉断裂带活动而富集成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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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金山脉位于青藏高原的北缘，它分隔了柴达木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连接祁连山和

东、西昆仑山（图 !）。该区自然、人文和交通条件十分恶劣，基础、矿产地质研究程度相

对较低，至今仍无一个较为成型的多金属矿床［! 4 (］。拉配泉铜矿的发现是最近几年来该区地

质找矿方面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 拉配泉铜矿发现简史

拉配泉铜矿位于新疆阿尔金山地区 56 向的拉配泉—红柳沟构造带与 575 走向的阿尔

金走滑断裂构造系的连接部位（图 !）。

青海地矿局区调综合大队（!*’#）曾在 ! 8%" 万俄博梁幅区调报告中报道!，在拉配泉西

发现一个小型的多金属矿化点；在该点的北侧存在一个乙级铜化探异常，并与印支期二长花

岗斑岩的外接触带相吻合，其内有两个样的 9: 含量分别为 #""" ; !"+ #和 !"""" ; !"+ #。另外

在拉配泉南中上奥陶统灰色绢云片岩和黄色泥质片岩内也发现一处铁铜矿点（图 %）。笔者

等在综合青海、新疆区调队区调资料的基础上，于 !**& 年参加国家科技攻关 (") 项目“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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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阿尔金山地质构造简图及拉配泉铜矿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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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金大型矿床成矿地质条件及远景预测”的野外地质调查时，在拉配泉西沟发现一个铜矿

点，铜的含量最高达 !<%=>?；并在拉配泉南发现铜矿化点多处（图 <），铜含量接近边界工

业品位。

!==@ 和 !=== 年，在全面收集和充分研究区内已有地质矿产、化探、重砂等资料的基础

上，新疆地勘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合作在该区开展了

铜矿普查评价工作。在拉配泉进行了 ! A<%B 万地质填图及部署了槽探和浅井工程。在以上工

作基础上，进一步重点研究拉配泉地区铜矿化富集规律，探讨外围扩大找矿方向。本文即是

上述地质找矿工作的部分成果，主要论述了该矿床的基本地质构造特征，探讨拉配泉铜矿的

成因类型。

此外，自 !==> 年以来，笔者等先后在阿尔金山的吐拉北、攸苏普阿雷克北、库勒萨依

等地发现了铜高含量点（图 !），其中在吐拉北的铜含量高达 !!%!?，攸苏普阿雷克北铜含

量达 <%CD?。这几个铜矿化点与拉配泉铜矿点的地质条件基本相似，都产在奥陶纪双峰式

火山沉积建造中，沿阿尔金主断裂带呈 EFE 向带状展布，构成了阿尔金山主要的铜成矿远

景区带，因而拉配泉铜矿化点的勘查和解剖对阿尔金地区寻找大型铜矿具有重要的意义。

< 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古元古界阿克塔什塔格群、上奥陶统拉配泉群以及上石炭统、

侏罗系含煤地层等!，地层的时代争议较大［!，G H >］（图 <）。

阿克塔什塔格群为一套高角闪岩相和麻粒岩相的中深变质岩系，是塔里木地块的结晶基

底。青海省地质矿产局（!=@I）把它划为古元古界，也可能属于新太古界［!，G，B］。

上奥陶统拉配泉群在矿区出露 J 组火山岩组和 - 组碎屑岩、碳酸盐岩。J 组岩性为火山

熔岩、熔结火山碎屑岩及火山碎屑岩等，局部出现次火山岩。火山熔岩包括：玄武岩、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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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拉配泉地区地质简图

"#$%! &’()*+ ,-. /0 )+( 1-.(#23-4 -5(- 6+/7#4$ )+( 8/*-)#/4 /0 )+( *3..(5 9(./6#)
:% 第四系；!% 中新统；;% 渐新统；<% 侏罗系；=% 石炭系；>% 拉配泉群 * 组；?% 拉配泉群 @ 组；A% 拉配泉群 - 组；

B% 古元古界；:C% 燕山期碱长花岗岩；::% 印支期斑状二长花岗岩；:!% 加里东期超基性岩；:;% 走滑断层；

:<% 正、逆断层；:=% 地层产状；:>% 化探异常；:?% 前人发现的铜、多金属矿点；:A% 本项目发现的铜矿化点

岩、碱长流纹岩、石英霏细岩等。枕状构造易见，并发育球颗构造等，"(!D; E "(D 比值往往

小于 C%=，反映出海底裂隙喷发特征［>］。岩石组合及其地球化学特征显示了该火山岩组具有

双峰式组合特征［>］。* 组为碎屑沉积岩石组合，由凝灰岩夹碳酸盐岩、硅质岩等组成。在该

地层的碳酸盐岩夹层中曾发现有较多的腕足类化石，时代属晚奥陶世［?，A］。该套地层中见有

较好的铜矿化显示，是本区及外围较有利的寻找铜矿的标志层位。

上石炭统太原群为灰黑色粉砂岩或泥质粉砂岩、泥质岩等夹黑色生物碎屑灰岩，为海陆

交互相沉积或滨海相沉积。侏罗系在该区为含煤的陆相山间盆地沉积。

加里东期超基性岩带分布于阿尔金北缘断裂与拉配泉断裂之间，由多个长轴近东西向的

扁豆状小岩体组成，与附近的次级断层及地层展布方向平行，顺层侵位于上奥陶统拉配泉群

之中。加里东期中酸性侵入岩多为小岩株、岩枝，见有破碎及一定的蚀变现象，有绿泥石

化、绢云母化和碳酸盐化及零星的孔雀石化等。印支期似斑状二长花岗斑岩岩体侵位于上奥

陶统拉配泉群中，与围岩接触界线清楚，围岩中未见矿化蚀变现象。燕山期肉红色钾长花岗

岩侵位于上奥陶统拉配泉群 ! 组火山岩和加里东期辉长岩以及侏罗系中。同化混染现象严

重，致使围岩与岩体的界线不清。

; 控矿构造特征

矿区断裂构造发育，按其规模可划分为三级（图 !、;）：!级———阿尔金北缘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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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拉配泉断裂，!级———!"、"!" 向断裂。它们对本区铜为主多金属矿产分布起着分

级控制作用。

图 # 拉配泉地质构造剖面图

$%&’# ()*++,+-./%*0 +1*2%0& /1- /1)3+/ +4+/-5 6.)*++ /1- 768-%9360 6)-6
:’ 第四系；;’ 粉砂岩；#’ 砂岩；<’ 灰岩；=’ 凝灰质砂岩；>’ 凝灰岩；?’ 英安岩；@’ 玄武安山岩；

A’ 燕山期碱长花岗岩；:B’ 印支期二长花岗斑岩；::’ 片麻岩；:;’ 逆断层

阿尔金北缘断裂位于矿区的北部边缘，呈 C" 向延伸横贯全区，断层面南倾，倾角 >B D
>=E。下盘为阿克塔什塔格群深变质的片麻岩系，上盘为下古生界沉积 F 火山岩系及中、新

生界。断层早期为逆冲性质，晚期为正地层。断裂带较宽处约 #BB D @BB5，地貌上形成负地

形。岩浆岩及矿化蚀变带明显沿断裂带分布，为成矿有利区带。

拉配泉断裂位于本区中部，C" 向延伸贯通矿区。断层面南倾，倾角 >B D >=E，为逆冲

断层（图 ;、#）。上盘为拉配泉群 G 组火山岩，岩石坚硬，呈高耸山峰；断层下盘为石炭系

及上奥陶统拉配泉群 . 组细碎屑岩，呈负地形。断层带宽一般为 ;B D #B5，局部可达 :BB5。

沿断裂带破碎带和断层泥十分发育，沿断裂有多处含铜石英脉和铜矿点发现，为本区主要控

矿断裂带。

!"、"!" 向断裂被夹持于阿尔金北缘断裂与拉配泉断裂之间，它们的南东端常与拉配

泉断裂相交汇。沿断裂带早期发育韧性变形，变形带宽可达为 ;BB D =BB5，由糜棱岩、千糜

岩、超糜棱岩组成。后期为脆性破碎，形成较宽的断层破碎带。沿此带有基性超基性岩呈条

带状透镜体分布，也有铜矿化体发现。

< 矿化特征

本区铜矿化带沿拉配泉断裂带北侧呈 "!" 向断续延伸 :#H5 左右，主要赋存于拉配泉

群 . 组与 G 组地层之中。

矿化带东段较宽，可达 :BB5，矿化蚀变比较强烈，有绿泥石化、绢云母化、方解石化

和蛇纹石化等组成的蚀变带相伴产出。而中、西段矿化带变窄，最宽 ;B5，围岩蚀变较弱，

有大理岩化、硅化等。自 :AA? 年以来，在该矿化带相继发现 < 个矿点（; D = 号）（图 <，#
号矿点位于 < 号矿点以西约 =H5 处）。其中以东段 < 号、= 号矿点铜的品位最高。

!"# ! 号铜矿点

该铜矿点位于调查区中部。产出于拉配泉断裂破碎带上，距主断面不足 ;B5。断层北为

<?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BB;



奥陶系拉配泉群 ! 组的一套碎屑岩夹碳酸盐岩。断层南为奥陶系拉配泉群 " 组的一套火山岩

夹碎屑岩。在断裂北有加里东期二长花岗岩体和斜长花岗岩体分布。

图 # 拉配泉普查区铜矿化带地质简图（据新疆地调院第一地质调查所，$%%& 改编）

’()*# +(,-.(/0 )/1.1)(!2. ,2- 13 45/ !6--/7 "10(/8 (9 45/ :2-/(;629 27/2
$* 第四系；<* 拉配泉群 ! 组；=* 拉配泉群 " 组；#* 加里东期斜长花岗岩；>* 加里东期石英二长岩；

?* 加里东期超基性岩；@* 石英脉；&* 浅井位置；%* 探槽位置；$A* 断层；

$$* 裂隙；$<* 矿体编号；.8 B 88 C 灰岩夹砂岩；43 B 4. C 凝灰岩与凝灰质砂岩；01. C 白云岩

图 > # 号矿化点浅井素描图

’()*> +D/4!5 851E(9) 45/ F1G # 17/ "10(/8
$* 铜矿体；<* 凝灰质砂岩；=* 裂隙；

#* 刻槽位置；>* 裂隙产状；?* 围岩产状

该矿化体为裂隙充填型的含铜石英脉，

呈楔状分布，受两组主干裂隙控制，裂隙产

状为 ==AH!@AH和 <$AH!?>H（图 >）。主干裂隙

间派生的小裂隙发育。矿化体地表宽 $*>,，

向下延伸 $*&,。孔雀石、黄铜矿呈细脉状、

星点状或团块状不均匀分布在石英脉中。围

岩蚀变较强，见有褐铁矿化、绿泥石化，含

铜石英脉与围岩界线分明。矿石类型属含铜

石英脉型，具碎裂结构、角砾结构、块状构

造。矿石矿物主要为孔雀石、黄铁矿、黄铜

矿、黝铜矿、斑铜矿、方铅矿、闪锌矿、铜

蓝、磁铁矿和褐铁矿等，呈细脉状、薄膜状、

星点状、团块状分布在石英脉裂隙中。铜含

量最高为 <*=I。

!"# $ 号铜矿点

该铜矿点位于拉配泉断裂北侧附近，围

岩岩性为奥陶系拉配泉群 ! 组第二段的一套

碳酸盐岩—白云岩建造。白云岩为厚层块状，

出露范围 A*<D,<，裂隙发育，有加里东期石

英二长岩体侵入，其附近还有加里东期斜长

花岗岩、超基性岩小岩体分布（图 # 的!处）。在白云岩中发育三组裂隙，产状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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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号矿化点浅井素描图

#$%&! ’()*+, -,./$0% *,) 1.2 " .3) 4.5$)-
6& 白云岩；7& 含铜矿体；8& 氧化矿体；

9& 裂隙；"& 刻槽位置

7::;!<:;，78:;!<";和 86:;!=";。其

中 66:;方向延伸的裂隙中充填有石英

脉、方解石脉、花岗细晶岩脉，并有铜

矿化发育。矿化体一般长十几到几十

米，最大延伸达一百多米，宽度在几厘

米到几十厘米，最宽达 9:+>。含铜裂

隙共 " 条，相距十几到几十米，呈平行

排列。

其中的一条进行了浅井揭露（图

!）。矿化主要受控于两组主干裂隙，地

表间距为 6&9>。两个主干裂隙间的白

云岩中派生小裂隙发育，普遍具有铜矿

化。向深部由于受裂隙间相互改造作

用，其矿化体宽度及产状发生变化。地

表附近产状略向南陡倾，深部产状略向

北陡倾，由于倾角的变化不同，造成矿

化体向深部变宽。浅井底部最大宽度达 8>。总体上矿化体与围岩界线清楚，矿化体集中分

布于两主干裂隙间，并表现为沿裂隙中充填的脉体矿化程度更强的特点。浅井深部出现氧化

的铜矿石，其形态和产状受裂隙控制，宽度约 6>，呈不规则透镜状。矿石破碎程度越高，

铜矿化越强，含铜品位越高。铜含量最高达 69&9"?，68 个样品的平均品位为 9&"?，并有

向深部增高的趋势。浅井深部出现的透镜状氧化矿石的铜含量也较高。

" 拉配泉地区铜矿化成因探讨

含铜样品的分析结果（表 6）表明，含铜较高的石英脉型矿石中铜含量高达 67&@=?；

含铜的孔雀石化硅质岩和硅质灰岩中铜含量达 7&8?，已达到工业品位，A4、B0 含量也已够

工业品位，其他元素如 CD、E$、’4、C%、C-、F5 等都达到了铅锌矿伴生元素综合利用的矿

石品位。根据多项分析结果，铜矿化矿石和含铜硅质岩中 G、’0、H. 含量较低，说明与花

岗岩类在成矿上可能没有太密切的关系；而 EI 的含量较高，表明可能与海底喷流有成因上

的联系［@］。

表 ! 拉配泉铜多金属矿化点样品测试结果（!" # !"# $）

JI4K) 6 C0IKL-$- 3)-DK*- .M -I>NK)- M3.> *,) OIN)$PDI0 +DNN)3Q5)N.-$*
编号 岩性 FD CD EI A4 B0 F5 G H. ’0 C- ’4 R% E$ C%

@=68@ S 6 铁帽 86:: :&:!7 "=&< 86&88 7!"&8 :&@ 8 = 8=: 7::: 8&< :&7 9&"

@=68@ S 8 铜矿石 67@=:: :&:68 !<&< 6!8 6":: 9 6=! " " 99" 8@:: :&<6 :&:@ 6!&<

@=68@ S 9 含铜硅质岩 78::: :&" <8" 9@<:: 686:: 66: 6&8 =&7 7" 7::: =@:: !&! 7@9 6<9

@=69: S 6 含铜石英脉 6<":: :&::! 9"8 "@&= 76&9 9 7&7 8&" 9&= < :&6! 6&! =&!

@=69: S 9 硅化大理岩 8=! :&::= 8@9 6:9 6:8 7 6&9 7: "&6 67 :&:8 :&9= :&7<

分析者：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铜矿化有关的隐爆角砾岩构造。隐爆角砾岩出现在含较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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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铜矿化的白云岩山头的下部，可能为一套次火山岩建造。这种角砾岩呈脉状发生，并具有

追踪裂隙，充填有较丰富的赤铁矿等矿物质。因此，这里很可能曾经是一个火山喷发中心。

同时，考虑到该地区双峰式火山岩岩石组合和矿化围岩（白云岩），和较高的 !" 含量和

重晶石脉的发育，以及该地区硅质岩、枕状熔岩的存在和矿化类型［#］，我们初步推测，拉配

泉地区的铜矿化具有了黑矿型铜矿化的地质特征［$］。%$$$ 年新疆地调院第一地质调查所对

上述铜矿化较好的拉配泉 & 号铜矿点进行了激电法物探测量评价工作（未公开发表的结果），

测量结果反映了 & 号铜矿点周围的物探异常特征明显，异常值普遍偏高，异常范围较大，与

地表地质、矿化特征十分相吻合。& 号铜矿点附近激电法极化率平面等值线图和电阻率平面

等值线图中物探异常的带状分布明显，与地层的产状关系密切。“十”字激电测深（最大深

度选为 ’(()）的结果显示了在 &( * %(() 深度以下存在一个高阻良导的极化体，这一极化体

有可能就是块状硫化物铜矿体。而目前在该地区发现的石英脉型铜矿化，可能是由于阿尔金

北缘断裂、拉配泉断裂等的断裂作用，促使了原生矿体的搬运而在有利的构造部位富集而

成。

总之，根据目前的地质事实，笔者推测拉配泉铜矿普查区的铜矿化可能是在区域早期海

底火山喷流 + 块状硫化物原始堆积的基础上，由于后期阿尔金北缘断裂和拉配泉断裂带的强

烈活动导致了原生铜矿化体的搬运，并在有利的构造部位，如阿尔金北缘断裂与拉配泉断裂

之间不同方向断裂的复合部位，东西向拉配泉断裂的分支断裂与主断裂的汇合部位等，富集

成矿。上述这些关键部位也是目前我们在阿尔金地区寻找大型铜矿床的重点工作区域。其

次，拉配泉地区发育的双峰式火山岩建造呈 ,- 走向向西一直延伸，至少可达 %&(.)；沿阿

尔金断裂带这套双峰式火山岩也有展布，断续延伸超过 /((.)，但是由于整个阿尔金山地区

的交通条件极差，自然气候恶劣，地质工作程度相对较低，许多地区仍属地质找矿空白区，

因而，在这套双峰式地层中寻找到原生铜矿仍是很有希望的。0((% 年野外地质踏勘也佐证

了这一点：在拉配泉西的喀喇大湾一带，大致相近的地层层位中，发现了层状、条带状黄铁

矿矿体，同时在不同方向（主要为 1- 和 1,, 向）断裂复合、东西向主断裂与分支断裂汇

合部位及断裂拐弯部位，探槽揭露出了以石英脉型为主的铜矿化。进一步的物探结果和化学

测试分析结果正在进行之中，初步的结果显示了该区的铜矿成矿远景远比拉配泉铜矿普查区

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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