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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近５年 来 在 西 昆 仑 地 区 大 量 矿 床（点）
检查、评价、解剖基础上，课题组新发现了喀依孜

钼矿（王核 等，２００８）、喀 拉 果 如 木 铜 矿（王 核 等，

２０１０）等一批矿点（刘 建 平 等，２０１０）。在 区 域 主

要矿床类型、区 域 成 矿 带 划 分、斑 岩 铜 钼 矿 床 成

矿、新的大 型 找 矿 靶 区、西 昆 仑 斑 岩 型 铜 钼 矿 床

成矿模式 和 找 矿 模 式 上 以 及 勘 探 方 法 方 面 也 取

得一些新 的 认 识。根 据 交 通 条 件、工 作 程 度、开

发前景等因素，综合分析成矿、控矿地质条件、控

矿因素、矿 床 的 分 布、遥 感 构 造 解 译 和 遥 感 矿 化

蚀变异常 的 集 中 分 布 预 测 的 遥 感 异 常 找 矿 靶 区

等资料，圈定了一批斑岩型铜钼矿化集中区和找

矿远景区，同时优选了一批具有斑岩铜矿找矿潜

力的找矿靶区。

１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西昆仑造 山 带 位 于 古 亚 洲 构 造 域 和 特 提 斯

构造域的结 合 部 位，成 矿 主 要 在 塔 里 木、秦 祁 昆

和特提斯三大构造岩浆成矿带的交接部位，表现

为演化 历 史 漫 长、构 造 复 杂 的 特 点（肖 序 常 等，

２００４）。新生代高原的隆升和帕米尔构造结的形

成，使该区地质变得更为复杂。西昆仑地区出露

地层较为 齐 全，从 古 元 古 界 到 新 生 界 都 有 发 育，
以元古界和古生界发育为特征。构造上，存在多

条缝合带，以断裂、构造混杂岩发育，构造形迹清

晰为特 征。岩 浆 岩 活 动 频 繁，在 各 时 期 都 有 发

育，以酸性 侵 入 岩 发 育 为 特 征，其 中 花 岗 岩 分 布

广，可称为“花岗岩的海洋”。
西昆仑斑 岩 型 矿 床 的 成 矿 条 件 也 一 直 受 到

关注（刘 德 权 等，２００１；张 洪 涛 等，２００４），西 昆 仑

中带花岗岩在空间上分为５岩带，时间上自从元

古代到喜山期都有发育，该带花岗岩形成环境主

要是碰撞期及其后形成的岛弧环境，蚀变分带较

好，其稀土配分模式具Ｅｕ负异常，是斑岩型铜金

矿及 夕 卡 岩 铜 金 矿 的 有 利 找 矿 区（王 书 来 等，

２０００）。近年 地 质 调 查 发 现 大 面 积 的 铜 钼 异 常

（如西若钼异常）和一些斑岩型铜钼矿床，如喀依

孜钼铜矿、小同钼矿、喀拉果如木铜矿等，显示该

区斑岩型矿床的勘探前景。

２　斑岩铜钼矿找矿远景区优选

综合分析成矿、控矿地质条件、控矿因素、矿

床的分布、遥感构造解译和遥感矿化蚀变异常的

集中分布预测的遥感异常找矿靶区等资料，本次

研究预测斑岩铜钼矿化集中区２处：阿然保泰斑

岩铜多金 属 矿 化 集 中 区 和 大 同 斑 岩 铜 钼 矿 化 集

中区，同时预测了２个寻找斑岩铜钼矿的找矿远

景区：喀 依 孜—恰 尔 隆 铜 钼 矿 找 矿 远 景 区、西

若—乃扎塔麻扎斑岩铜钼矿成矿远景区。
（１）阿然 保 泰 斑 岩 铜 多 金 属 矿 化 集 中 区：位

于阿然保泰－西若斑岩－岩浆热液铜、钼、钨多金属

成矿亚带 西 段。阿 然 保 泰 一 带 以 往 工 作 发 现 矿

点有阿然保泰铜矿化点、斯如依迭尔铅锌矿矿化

点、阿然保 泰 金 矿 化 点，其 中 阿 然 保 泰 铜 矿 化 点

已经地质普查，为一含铜菱铁矿点。
本次研究对阿然保泰一带进行了详细调查，

发现了喀拉果如木铜铅锌矿床、阿克希腊克铅锌

矿、干达迭 尔 铜 矿 点、阿 克 吉 勒 嘎 铜 矿 点。同 时

其他矿业公司在该地区新发现赫勒瓦特铜矿、干

乡吉列铜矿，具有斑岩型找矿潜力。如喀拉果如

木矿区 北 矿 带，破 碎 花 岗 岩 中 广 泛 发 育 孔 雀 石

化，局 部 发 育 见 富 集 黄 铜 矿。岩 体 矿 化 地 段 长

１０００ｍ，宽４００ｍ，在 其 外 围 发 育 多 条 脉 状 铅 锌

矿。矿化 系 统 中，在 花 岗 闪 长 岩 中 存 在 铜 金 矿

化，外围发 育 脉 状 铅 锌 矿 化 为 特 征，干 乡 吉 列 只

见较富的铜矿化，可能剥蚀程度较高。综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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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矿区特征，三个矿区可能为同一矿化系统中不

同深度的产物，在深部可能存在具有较富矿体。
（２）大同 斑 岩 铜 钼 矿 化 集 中 区：位 于 西 昆 仑

山腹地叶尔羌河上游，出露地层主要为下元古界

赫罗斯坦群、布 伦 阔 勒 群，中 元 古 界 库 浪 那 古 岩

群、桑株塔格群、奥陶系玛列兹肯群、泥盆系奇自

拉夫群。柯岗断裂穿过该区北部，南部为康西瓦

大断裂，区内岩浆活动强烈，花岗岩分布广泛，主

要有两期，即加里东期和华力西期。区内已经发

现铜、钼、铅 锌、含 铜 黄 铁 矿 点 共２０余 处，如：小

同钼矿点、拉 依 布 拉 克 铜 矿 点、恰 帕 科 脯 铜 钼 矿

点等具有斑岩矿床地质特征。
（３）喀 依 孜—恰 尔 隆 铜 钼 矿 找 矿 远 景 区：位

于库斯拉甫 西 南，恰 尔 隆 乡 一 带，出 露 地 层 有 中

元古界的长城系巴什库尔干群、蓟县系塔昔达坂

群，中石统 的 细 碎 屑 岩、上 石 炭 统 及 侏 罗 系。华

力西花岗 岩 沿 米 亚 断 裂 分 布。圈 定 的 恰 尔 隆 异

常面积为２１８ｋｍ２，元 素 组 合 为 以 Ｍｏ、Ｃｕ、Ａｕ为

主。主要的矿 点 有：喀 依 孜 铜 钼 矿 床、阿 孜 拜 勒

迪铜矿、库斯拉甫南铜矿、库斯拉甫铜矿、库斯拉

甫砂金矿、恰尔隆一带铜矿点等。
（４）西若—乃扎塔麻扎斑岩铜钼矿找矿远景

区：该找矿远景区位于中巴公路的卡拉其古到赞

坎、西若一带。主要出露地层为上志留系温泉沟

组、石炭系 上 统 恰 提 尔 群 及 未 分 中 二 叠 统 组 成。
岩浆岩 主 要 在 西 若 一 带，为 燕 山 晚 期 第 二 阶 段

（斑状）细粒（黑云）二长花岗岩小热斯卡木岩体。
在该区圈定 了 西 若 异 常，异 常 面 积１２１８ｋｍ２，元

素组合极为复杂，以Ｃｕ、Ｍｏ、Ｗ 为主，伴生有Ｓｎ、

Ａｓ、Ｓｒ、Ｆ、Ｂ、Ｐ及Ｂｉ、Ｂａ、Ｌａ、Ｙ、Ｎｂ、Ｓｂ、Ｐｂ、Ｃｄ、

Ａｇ、Ｍｎ、Ｃｏ、Ｎｉ等，Ｃｕ、Ｍｏ、Ｗ 三元素中以 Ｍｏ的

强度最高，规模最大，可分为３个浓度带，而且元

素分带性明显，形成以Ｃｕ－Ｍｏ－Ｗ（Ｓｎ、Ａｕ）为中心

（内带），以Ｂａ、Ｍｎ、Ｐｂ、Ａｓ、Ｓｂ、Ｃｏ、Ｎｉ（Ｓｒ、Ｆ、Ｌａ、

Ｙ、Ｆｅ、Ｂ、Ｐ）为外带的组合异常分布格局，显示西

若异常 具 备 斑 岩 铜 钼 矿 矿 田 异 常 的 分 带 特 征。
在该区发 现 有 斑 岩 钼 矿 转 石，追 溯 至 冰 盖 未 果，
表明该区是寻找斑岩系列矿产的有利地区。

３　西昆仑古生代斑岩铜钼矿成矿动

力学分析

　　 早古生代随着康西瓦—苏巴什洋消减俯冲，
板片部分 熔 融，形 成 了 大 规 模 的 钙 碱 性 花 岗 岩，
如大同岩体、雀普河岩体、小同钼矿岩体，伴随大

规模的 中 酸 性 岩 浆 活 动，形 成 了 大 同 一 带 的 钼

矿、铜钼矿点、夕卡岩型－斑岩型钼矿（小同钼矿）、
石英脉型 铜 钼 矿、斑 岩 型 铜 钼 矿（拉 依 布 拉 克 铜

矿）。晚古生代塔里木板块边缘发育晚古生代陆

内裂谷 盆 地，西 段 发 育 恰 尔 隆—库 尔 良 裂 谷 盆

地。在弧后盆 地 发 育 较 大 规 模 的 火 山 岩。在 这

一过程中，喀依孜一带发育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

岩，并且伴 随 着 一 期 重 要 的 钼 矿 化，形 成 了 喀 依

孜斑岩钼矿床；近海一侧形成西昆仑最大规模的

三叠系花岗岩，从布伦口一直延伸到东部的阿塔

木帕下，成 为 最 具 有 潜 力 的 成 矿 带，在 慕 士 塔 格

岩体东南缘发育库克西里克夕卡岩型钼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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