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４１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金　　属　　矿　　山
ＭＥＴＡＬＭＩＮＥ

　　　　　　　　　　　　　 总第４１１期
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学科研究项目。
卡哈尔·尼牙孜（１９８４—），男，新疆大学地质与勘查工程学院，硕士
研究生，８３００４６新疆乌鲁木齐市胜利路１４号新疆大学研究生院
０７级。

乌宗布拉克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条件分析

卡哈尔·尼牙孜　黄建华　木合塔尔·买买提　木合塔尔·扎日
（新疆大学）

摘　要　介绍了乌宗布拉克金矿床的地质概况：大地构造位置、矿区地质特征、矿体特征、围岩、矿石质量等，
并为以后的找矿工作提出了合理的建议。通过野外考察及室内分析，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

成矿有利地段，该金矿属于断裂破碎带有关的含金石英脉型及蚀变岩型金矿，金矿脉主要产于石英脉中，并受北西

向次级断裂破碎带控制。矿体为脉状、透镜状，具一定的规模，连续性好，属稳定矿体，矿石品位变化不大。通过采

样可知，４个金矿体中，Ｌ４号金矿体资源量可大幅度增加，具有很好的资源前景，其余３个矿体为非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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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宗布拉克矿区位于新疆吐鲁番市西南约１００
ｋｍ的乌宗布拉克一带。面积１．２４ｋｍ２，矿区中心
地理坐标∶东经８９°０７′００″，北纬４２°００′００″。矿区内
地形平坦，交通十分方便。矿区属低山丘陵地貌，地

势总体为东北高西南低。矿区最高海拔９１６ｍ，最
低为８１０ｍ，开采深度由８５０ｍ至７００ｍ标高。区
内水系较发育，属内流型，矿区属大陆性干旱气候。

１　区域大地构造背景
中天山前寒武纪块体为一个受穷（布拉克）—

查（瓦布拉克）和北天山深断裂夹持的楔形构造带，

向西张开，向东收敛，大约在吐鲁番以南的乌宗布拉

克一带相交，且一直延伸到鄯善以南的阿奇山一带。

乌宗布拉克金矿床位于这３个构造单元的衔接部
位，属塔里木板块北缘库米什古生代岛弧的东南部

（见图１）。区域范围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中元古界

中天山群星星峡组变质岩、上志留统阿尔皮什麦布

拉克组片岩、下泥盆统彩华沟组片岩和中泥盆统阿

拉塔格组变质沉积岩。

２　矿区地质特征
２．１　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志留系乌宗布拉克下亚群

（ＳＷ）（见图２），主要有灰绿色绢云石英片岩、黑云
绢云石英片岩及碎粒岩、碎裂岩等。片理较发育，走

向为４０°～１１０°，以近东西向为主，倾向北，倾角较
陡，均在８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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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天山地区构造单元划分及
乌宗布拉克金矿大地构造

Ⅰ—准噶尔板块（由北天山古陆核和古生代块体构成）；

Ⅱ—中天山前寒武纪块体；Ⅲ—塔里木板块；①—穷布拉克－

查瓦布拉克深大断裂；②—北天山深大断裂

图２　乌宗布拉克金矿区及外围区域地质

该地层片岩主要为区域变质作用产物，变质矿

物组合为绢云母 ＋票云母 ＋石英及少量的绿泥石
等，矿物颗粒较小，粒径０．０３～０．１ｍｍ，具有明显的
鳞片粒状变晶结构、片伏构造。碎粒岩、碎裂岩多顺

断裂带产出，宽窄不一，宽一般为０．４～２ｍ，局部可
达６ｍ，赭石化强烈，多呈砖红色或褐红色，岩石结
构疏松，多呈粉末状。

２．２　构造
矿区褶皱不发育，岩石因变质程度较深，原岩难

辩，原始褶皱已分辨不出，矿区为单斜构造，地层走

向４０°～１１０°，倾向北，倾角８０°以上。

矿区断裂构造较发育，断裂走向主要为北西向

或北西西向，断裂延伸长５０～３０００ｍ，断裂带宽１
～１０ｍ。断裂性质主要为张性或张扭性，个别为压
性，倾向均向北，走向为１１５°～１３０°。断裂带内岩
石较破碎，具强烈的赭石化，部分见有明显的黄铁矿

化及金矿化。含金石英脉均分布于北西或北西西向

的断裂带中，受其控制十分明显。

３　矿床地质特征
３．１　控矿构造带特征

金矿体主要产于一条北西向的断裂破碎带中，

该破碎带长 ７２０ｍ，宽 ３５～５０ｍ，产状 ２１°～５４°
∠４７°～８１°，断裂性质为张性或张扭性，具多期活
动特点，矿区内金矿体严格受该断裂破碎带控制。

３．２　矿体特征
矿区矿体主要由含金石英脉及破碎蚀变岩组

成，以石英脉为主。顶、底板围岩均为绢云石英片

岩、黑云石英片岩。通过槽探及斜井、巷道及石门等

工程控制，矿区共圈出５个金矿体（见表１），并进行
了储量计算，求得矿石量７９８９．９７ｔ，Ｄ级金金属量
８２．４１ｋｇ，均为含金石英脉型。

表１　各矿体开采情况

矿体
编号

块段
以前开
采情况

延深深度金品位

／×１０－６
延深后
开采状况

Ｌ１ 已采完 ０．２６ 非矿体

Ｌ２ 已采完 ０．３７ 非矿体

Ｌ３

Ｌ４

西 已采完 ０．３６ 非矿体

东 已采完 ０．８０５ 非矿体

西 已采完 ５．６９ 可采矿体（未采）

东 已采完 ６．３１ 可采矿体（未采）

Ｌ５ 已采完 ０．６９ 已非矿体

　　（１）Ｌ１号金矿体。走向北西向，呈大透镜体产
出，地表由ＴＣ１６号探槽控制，控制长２０ｍ，控制厚
０．１～４．０ｍ（中部最宽处厚２．５～４．０ｍ，较宽地段
长约８．６ｍ），平均厚３．４３ｍ，总体产状３０°∠７５°，
Ａｕ平均品位 ４．１３×１０－６。该矿体目前已开采完
毕，采深至＋８２７ｍ处（采深１０ｍ）。通过在 ＋８２７
ｍ处的矿坑底部布置１条采样线采样分析，见矿化
宽０．４７ｍ，金品位０．２６×１０－６，为非矿体，表明该矿
体延深１０ｍ。

（２）Ｌ２号金矿体。位于Ｌ１号金矿体北侧６３ｍ
处。矿体走向近东西向，呈长条状产出，沿走向较为

稳定。由ＴＣ１２，ＴＣ１４号探槽及２条采样线控制，控
制长８３ｍ，控制厚０．３２～８．２４ｍ（沿走向和倾向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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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化明显），平均厚０．７５ｍ，总体产状 ２°∠７０°。
（地表倾角陡，下部有变缓的趋势），Ａｕ最高品位
８．２４×１０－６，最低 １．９３×１０－６，平均 ４．１１×１０－６。
该矿体目前已开采完毕，采深至＋８３２．５ｍ处（采深
１０ｍ）。通过在＋８３２．５ｍ处的矿坑底部布置３条
采样线采样分析，见矿化宽０．３７～０．７２ｍ，金品位
（０．３７～０．４２）×１０－６，为非矿体，表明该矿体延深
１０ｍ。

（３）Ｌ３号金矿体。总体北西西向，西段为北西
向，向东局部渐变为东西向，东端有一段矿体与 Ｌ２
号金矿体并列排布。

该矿体由东、西２个矿体构成，断续出露总长
１００ｍ。西矿体由ＴＣ３号探槽控制，控制长１７．５ｍ，
控制厚０．１～１．８ｍ（中部较厚，可达１．８ｍ，向两侧
迅速变薄），平均厚１．１４ｍ，总体产状２７°∠８１°（一
般１８°～３６°∠６６°～８２°），Ａｕ平均品位 ２２．８７×
１０－６。该矿体目前已开采完毕，采深至 ＋８３０ｍ处
（采深１０ｍ）。通过在＋８３０ｍ处的矿坑底部布置１
条采样线采样分析，见矿化宽０．７２ｍ，金品位０．３６
×１０－６，为非矿体，表明该矿体延深１０ｍ。
东矿体由ＴＣ４，ＴＣ６号探槽控制，控制长４６ｍ，

控制厚０．９３～２．６９ｍ（中部较厚，可达２．６９ｍ，向两
侧迅速变薄），平均厚１．８１ｍ，总体产状１７°∠８１°。
Ａｕ最高品位１９．８８×１０－６，最低６．０７×１０－６，平均
１２．９８×１０－６。该矿体目前已开采完毕，采深至
＋８３５ｍ处（采深１０ｍ）。通过在＋８３５ｍ处的矿坑
底部布置 ２条采样线采样分析，见矿化宽 ０．３７～
０．６８ｍ，金品位（０．７９～０．８２）×１０－６。有金的显
示，但为非矿体，表明该矿体延深１０ｍ。

（４）Ｌ４号金矿体。位于Ｌ３号金矿体以西２５ｍ
处，总体呈北西或北西西向展布。

该矿体由东、西２个矿体构成，断续出露总长
１２２ｍ。西矿体地表由 ＴＣ２１，ＴＣ１９号探槽控制，控
制长４２ｍ，控制厚０．６７～１．３８ｍ，平均厚１．０３ｍ，
总体产状３２０°∠７５°（平面上呈舒缓波状，立面上矿
体上下部倾角较陡，中部较缓，其产状平缓处矿体厚

度大、品位增高）。地表探槽中 Ａｕ最高品位２３．７６
×１０－６，最低３．４３×１０－６，平均１０．０７×１０－６。通过
在＋８２０ｍ，＋７９０ｍ处的开采巷道中布置３条采样
线刻槽采样可知，＋８２０ｍ处矿体平均厚０．９２ｍ，
Ａｕ平均品位６．３８×１０－６；＋７９０ｍ处矿体平均厚
０．５２ｍ，Ａｕ平均品位４．９９×１０－６，表明该矿体向下
仍能延深，矿体资源量可大幅度增加。

东矿体地表由ＴＣ１１，ＴＣ１３，ＴＣ１５号探槽及 ＱＪＺ
号浅井控制，控制长６０ｍ，控制厚０．３０～０．８４ｍ，平
均厚０．７１ｍ，总体产状３２°∠７５°。地表探槽中 Ａｕ
最高品位 ３１．９６×１０－６，最低 ４．７２×１０－６，平均
１７．８２×１０－６。通过在 ＋８２０ｍ处的开采巷道中布
置２条采样线刻槽采样可知，矿体平均厚０．７３ｍ，
Ａｕ平均品位 ６．３１×１０－６（４．３６×１０－６～８．２６×
１０－６），表明该矿体向下仍能延深，矿体资源量可增
加。该矿体原核定的资源量（即 ＋８２５ｍ以上资源
量）已开采完毕，新增资源量也已部分开采，现 ＋
８２０ｍ水平以上矿体已采空，矿方准备对 ＋８１０～
８２０ｍ水平进行地下开采。

Ｌ４号矿体的开采实践表明，该矿体向下仍在延
深，在＋８２０ｍ，＋７９０ｍ开采巷道采样得知，含金品
位为（４．３６～８．２６）×１０－６，该矿体资源量可大幅度
增加，求得该矿体新增矿石量５５２８．６１ｔ，金金属量
３０．０１ｋｇ。

（５）Ｌ５号金矿体。位于 Ｌ４号金矿体西侧，总
体呈近北东向弧形展布。矿体由 ＴＣ２７号探槽控
制，控制长 ２０ｍ，控制平均厚 １．５８ｍ，总体产状
３００°∠６８°。Ａｕ平均品位１０．２９×１０－６。该矿体目前
已开采完毕，采深至 ＋８３３ｍ处（采深 １０ｍ）。在
＋８３３ｍ处的矿坑底部布置１条采样线采样分析，见
矿化宽０．９２ｍ，金品位０．６９×１０－６，为非矿体，表明
该矿体延深１０ｍ。
３．３　矿体围岩蚀变特征

矿体围岩主要为绢云石英片岩或黑云石英片

岩，围岩与矿体界线清晰，为突变接触关系，局部地

段（破碎带中）矿体与围岩为渐变接触关系。矿体

与围岩产状有１０°～２０°的夹角。矿体的近矿围岩
有不同程度的金矿化。围岩蚀变主要有赭石化、硅

化、黄铁矿化、褐铁矿化、碳酸盐化、绢云母化、绿泥

石化等。

３．４　矿石质量
矿区矿石主要为含金石英脉型，少量为蚀变岩

型。

（１）含金石英脉型金矿石。结构致密，具隐晶
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以石英为主，含量在

８５％以上，其次为方解石（含量３％ ～８％）、黄铁矿
（含量１％～１５％）、磁黄铁矿（含量１％左右）、自然
金等，偶见金银矿、方铅矿等。①石英为隐晶质，结
构致密，常见石英晶洞，晶洞大小一般为２～１０ｍｍ，
晶洞中水晶发育，水晶大小一般为 ５ｍｍ×７ｍｍ。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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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方解石颗粒较大，呈菱形，大小一般为７ｍｍ×１５
ｍｍ，为灰褐色，偶有灰白色，解理发育，一般有方解
石的地方，石英脉较纯，结晶较好。③黄铁矿在矿石
中分布极不均匀，颗粒大小相差较大，粒径０．１～３
ｍｍ。一般呈星点状，颗粒较大，以五角十二面体为
主，少有立方体者，其晶面上模纹较发育；部分呈细

脉浸染状，颗粒较小。黄铁矿一般在地表以下至地

下１０ｍ以上均被氧化，一般呈黑褐色。黄铁矿与金
密切共生，凡黄铁矿含量较高地段，金矿化品位较

高，且多见明金。④自然金与黄铁矿密切共生，一般
呈金黄色，个别为红黄色，以砂金、薄膜金为主，少量

见有颗粒金，其粒度为０．２４～０．５ｍｍ。自然金成色
亮高，一般在７８０～８５０ｇ／ｔ之间。

（２）蚀变岩型金矿石。主要为含金石英脉两侧
的碎裂岩、碎粒岩等，岩石结构疏松，多呈粉末状。

赭石化强烈，矿物成分不宜辨认。

矿石具他形 －半自形 －自形粒状结构、碎裂结
构、交代结构，具星点状、细脉浸染状、团块状等构

造。

由上可知，矿区金矿石成分、结构较简单，矿石

自然类型可归为金－石英 －黄铁硫化物系列，工业
类型为含金石英脉型。金矿石品位变化较大，一般

为（２～５）×１０－６，局部高达１０５．３３×１０－６，较富地
段可达７０×１０－６，在同一含金石英脉中矿石品位较
稳定、连续，品级较好。

４　结　论
（１）从大地构造单元划分来看矿区处于塔里木

板块、中天山前寒武纪块体和北天山古生代块体

（或准葛尔盆地南缘）的衔接部位。从小的范围来

看位于库米什断裂、铜花山—梧桐沟断裂和克孜勒

塔格弧后盆地的分界线。受塔里木板块与中天山前

寒武纪块体的多期碰撞和挤压作用影响，从图中也

可看出，研究区内断裂构造十分发育，极其有利于成

矿。

（２）该地层片岩主要为区域变质作用产物，矿
石自然类型可归为金 －石英 －黄铁硫化物系列，工
业类型为含金石英脉型，Ｌ４号金矿体资源量可大幅
度增加，含金品位高，具很好的资源前景。依据前人

资料，矿床成因主要为受韧性剪切带控制的中低温

火山—变质热液型金矿。

（３）在今后边采边探的过程中，需对断裂破碎
带的含矿性及对矿体的规模、矿石质量、有益和有害

元素等作全面的了解，矿体的深部也应作相对的了

解。特别应对深部岩石破碎情况、断裂发育情况等，

这样便于掌握金矿的控矿地质特征，以指导今后的

开采和找矿工作。

（４）另外，还应加强对区域断裂破碎带的找矿
工作。这是因为南天山地向斜褶皱带的加里东构造

层广泛发育断裂破碎带，往往是含矿热液沉积成矿

的有利地带，许多金矿点及小型矿床均产于其中及

其附近。因而，在断裂破碎带内寻找破碎蚀变岩型

及石英脉型金矿应为该地区的主攻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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