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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西准噶尔哈图—萨尔托海金矿带 

控矿构造特征及找矿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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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哈图金矿和萨尔托海金矿区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西部。区内沉积岩主要为晚古生代海相火山−沉积岩系， 

岩浆岩以海西晚期碱性石英二长岩、石英正长岩和正长花岗岩为主，区内构造总体为北东南西向的达尔布特复背 

斜和扎拉特复向斜，海西−印支末期断裂构造展布明显。研究区金矿化有剪切带石英脉型、破碎蚀变岩型、剪切 

带超基性岩型、细脉浸染型四种类型。综合分析，认为本区金矿化带的形成与石炭纪多期次海相火山喷发活动有 

密切的物质来源关系，中基岩火山岩为本区金源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区内造山期后的碱性花岗岩类的巨大气 

水溶液和热力作用对以石炭系火山沉积岩含金源层的长期活化转移作用并通过哈图断裂带、安齐断裂带和达尔布 

特断裂带及其次级构造的有利部位，通过水岩反应卸载沉淀而形成 4种主要金矿化类型，组成了本区特有多种类 

型组合成矿系列。根据总体成矿规律，圈定了 3个找矿前景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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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tu and Saertuohai gold deposits are located in Western Junggar of Xinjiang. The typical sedimentary rocks 
in  this district are Neopaleozoic volcanic sedimentary rock series and the intrusions are mainly Late Hercynian alkaline 
quartz  monzonite,  quartz  syenite  and  syenite  granite,  moreover,  the  NESW  structures  named  Daerbute  compound 
anticline as well as Zalate compound syncline constitute the major structure of this region and the fault structures dated to 
Late HercyIndosinian are also pervasive. There are four gold mineralization types in these research deposits, like shear 
zone  quartz  vein  type,  clastic  altered  rock  type,  shear  zone  ultrabasic  rock  type  and  fine  disseminated  type. 
Comprehensivel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forming of gold mineralization belt has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Carboniferous 
multiple  volcanic  eruption  in  terms  of  oreforming  materials,  additionally,  intermediatebasic  volcanic  rocks  in  this 
district provide abundant materials  for gold source. The giant gasaqueous hydrothermal and the thermal effect coming 
from post orogenic alkaline granite seri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secular mobilization of goldcontaining ore source bed 
in Carboniferous volcanic sedimentary rock, then through waterrock interaction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Hatu fault belt, 
Anqi fault belt, Daerbute fault belt and secondary structures, the oreforming materials tend to be precipitated to form the 
four gold mineralization types.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three prospecting targets are delin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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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西准噶尔位于中亚造山带腹地，是中亚造山 

带重要组成部分 [1−4] ， 伴随着晚古生代构造−岩浆活动， 

发生了强烈的金、铜、铬等成矿作用 [5] 。自 20世纪末， 

以哈图金矿床为代表的一系列金矿床的发现，使西准 

噶尔南部哈图−萨尔托海金矿区成为新疆重要黄金生 

产基地 [6] 。哈图金矿位于托里县城东面  55  km，北距 
217国道铁厂沟站 30  km，1983年建矿投产，开采已 

达 28年，为新疆和我国的金矿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针对该金成矿区，国内众多学者进行过诸如矿床地质 

特征、矿床成因、地球化学 [7−8] 、成矿流体 [9−10] 等方面 

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认识。为了对本成矿区开展进 

一步研究，本文作者 2011年 7月受中信公司委托，对 

本区金矿找矿前景进行了区域性研究。 由于时间较短， 

前人大量资料尚未能吃透，而多年生产资料又局限一 

隅，特别是区内地层零乱，构造复杂，恐怕粗浅认识 

难以反映全区原貌，为了集思广益，现将本文作者近 

期对本区金矿的构造控制特点和面上找矿方向与前景 

的认识和分析提供参考。 

1  区域地质简述 

1.1  火山喷发沉积岩系 

介于阿尔泰早古生代褶皱带与天山古生代褶皱之 

间的准噶尔地块，其东西两侧均发育有大量的晚生代 

海相火山−沉积岩系 [11−12] 。而在中生代准噶尔地块则 

全面断陷，成为内陆盆地。 

自克拉玛依以西，直抵托里铁厂沟一带，晚古生 

代的火山沉积岩系特别发育，而早古生代地层出露绝 

少，前古生代的基底则深埋未见。大片的晚古生代构 

造层的存在，指示西准噶尔地区自泥盆纪以后处陆块 

边缘的拉伸裂陷环境，从泥盆纪开始经石炭纪直至二 

叠纪晚古生代火山岩分布东西宽 300 km，北东南西向 

延伸达 500 km以上，晚古生代包括泥盆纪、石炭纪、 

二叠纪的火山沉积岩系的分布情况大致如图  1  所 

示 [13] 。
西准噶尔地区自泥盆纪开始，即转入准噶尔边缘 

裂陷拉伸环境， 并随着西缘深断裂带的多次间歇活动， 

形成多期叠加的火山沉积凹陷带，最终随海西晚期的 

褶皱造山带形成而告结束。 

早石炭世早期沿达尔布特古准噶尔西缘深断裂带 

发现洋壳蛇绿岩套，其化学成分与现代大西洋型或太 

平洋型高镁低铝蛇绿岩有所不同，是一种高镁高铝型 

蛇绿岩 [14] 。该蛇绿岩时代至今未能准确定出，但其中 

含有石炭系包古图组及中上石炭统太勒古拉组岩片及 

有关化石，故应发生于 C1 或 C2 的早期，以后又经多 

次褶皱挤压挫动和破坏， 由 SW至 NE形成 10个岩体 

群。蛇绿岩典型剖面如图 2所示 [15] ，其中包含了变质 

的蛇纹石化斜辉橄榄岩(厚 1 700 m)，几条厚约 300 m 
的带状互层的堆积岩(含斜长橄榄岩，暗色橄长岩、辉 

石岩、橄榄辉长岩、辉长岩、辉长辉绿岩，具有堆晶 

结构)， 夹有枕状构造的细碧岩及少量杏仁构造的玄武 

图  1  新疆西准噶尔地区晚古生代火山岩分布示意图  (据  199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域地质志) [13] ：1—二叠系火山沉积岩； 

2—石炭系火山沉积岩；3—泥盆系火山沉积岩 

Fig. 1 Distribution map of Neopaleozoic  volcanic  rocks  in Western  Junggar, Xinjiang [13] : 1—Permian volcanic  sedimentary  rock; 

2—Carboniferous volcanic sedimentary rock; 3—Devonian volcanic sedimentary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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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疆西准萨尔托海蛇绿岩剖面图(据文献[15])：1—泥盆系咯依尔巴依组；2—中上石炭统太勒古拉组；3—中石炭统包 

古图组；4—化石；5—石炭系蛇绿岩；6—断层 
Fig.  2  Profile  map  of  ophiolite  of  Saertuohai  in  Westen  Junggar,  Xinjiang  (From  Ref.  [15]):  1—Devonian  geyierba  group; 
2—Middle to upper carboniferous Tailegula group; 3—Middle carboniferous Baogutu group; 4—Fossil; 5—Carboniferous ophiolite; 
6—Fault 

岩(厚  600  m)，最上部为放射虫硅质岩凝灰岩(厚  800 
m)，剖面总厚 4 200 m。 

下中石炭世本区火山活动强烈，形成多期多旋回 

活动，强烈的爆发喷发与相对的宁静喷溢活动交替进 

行，火山岩的化学成分大致以中基性开始到中酸性结 

束。爆发喷出岩与熔岩数量之比自下而上，各旋回均 

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火山碎屑岩量均大于熔岩量，火 

山碎屑岩与熔岩量之比大致为 31׃ 至 101׃，即愈至旋 

回末期熔岩量愈少， 而每一旋回的早期大多为中基性， 

末期为中酸性。中基性火山岩含金丰度较高，为地壳 

平均丰度的 10~30倍以上，为本区金的矿源提供了丰 

富的物质基础。 

本区的泥盆纪−石炭纪火山−沉积岩系岩性岩相 

特征及其分布情况简列如表 1所列。 

1.2  花岗岩类侵入活动 

哈图−萨尔托海地区的第二个大的地质特点是具 

有频繁的岩浆活动，其时代主要为海西晚期，岩性以 

碱性石英二长岩、石英正长岩和正长花岗岩为主，它 

们都属造山期后的碱性(A 型)花岗岩成因系列 [16] ，这 

些岩体大部分均呈规模较大的岩基状，只有少部分为 

岩株或小侵入体。由北到南呈近东西向分布，可分如 

下 4个花岗岩带： 
1) 谢米斯赛(哈图山)−和布克赛尔花岗岩带； 
2) 霍集尔特−白杨镇花岗岩带； 
3) 哈图−铁厂沟花岗岩带； 
4) 阿克巴斯套花岗岩带。 

这些花岗岩以其巨大的热动力和汽液活动，对本 

区金矿的物质活化迁移富集提供了重要条件。 

据金成伟和沈远超 [17] 的研究，本区花岗岩类的 
KAr 同位素年龄为 240~190 Ma，属晚海西−印支期。 

1.3  地质构造特征 

哈图−萨尔托海地区位于准噶尔界山海褶皱带内 

扎依尔−达尔布特复背斜北西端，区内经多次构造活 

动已受到很大改造，加之侵入岩的大量侵入破坏，使 

本区的地层构造系统显得支离破碎，总体为北东南西 

向的达尔布特复背斜和扎拉特复向斜，整个地区的构 

造活动至少经历了三大阶段即早期裂陷拉伸，末期挤 

压褶皱，后期先推覆再斜移剪切的一系列复杂构造动 

力变−演化过程，但末期海西−印支期后的断裂构造， 

展布却比较清晰。自北西往南东展布有 4 条规模较大 

的断裂带，即黑苏断裂带、哈图断裂带、安齐断裂带、 

达尔布特断裂带 [13] ，其总体分布如图 3。 

上述几条断裂带都有较大的规模，其中达尔布特 

断裂规模最大， 卫星照片上显示其走向平直延伸较远， 

长度达  70  km 以上，走向  N60°E，倾向  NW，倾角 
65°~80°，断裂带由几十条较密集的平行断裂带组成， 

宽度 1 200~4 000 m，断裂构造带内片理化带，碎裂岩 

极为发育，大多具有左行压剪性特征。达尔布特断裂 

带对其上盘一侧的木哈塔依金矿、萨尔托海金矿、大 

铬门沟金矿、红旗金矿以至宝贝金矿等都有直接或间 

接的控制作用。 

北西面的安齐断裂与哈图断裂则对本区西北侧的 

哈图金矿带控矿作用尤为明显，安齐断裂带和哈图断 

裂带走向均为 NE 50°~60°，倾向 NW，倾角 70°~80°， 

断裂带内与陡倾斜岩层相交形成倾角  85°左右的直立 

劈理切割。劈理主要走向接近东西向(80°~110°)，表明 

该区最后一次剪切构造活动主要为应力运移的结果。 

达尔布特断裂带安齐断裂带之间的相对运移形成 

其间自北而南的 4个近东西向次级剪裂带，即灰绿山 

次级断裂带、 潇洞山次级断裂带、 15号点次级断裂带、 

齐Ⅱ次级断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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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疆西准哈图−萨尔托海地区泥盆纪−石炭纪火山−沉积岩岩性、岩相特征表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lithology  and  lithofacies  of  DevonianCarboniferous  volcanic  sedimentary  rocks  in  westen  Junggar, 
Xinjiang 
时

代 
地层 厚度 主要岩性岩相特征 分布地区及范围 

太勒古拉 

组 C23t 
3 000 m 

上亚组由下而上为灰绿色杏仁状球颗玄武岩，紫红色含铁碧 

玉岩，泥质粉砂岩夹灰岩透镜体，中粒钙质长石砂岩，硅质 

砂岩，夹细砂岩等。其底部杂色火山岩，沿走向稳定，一般 

宽数米至数百米，岩性以玄武和碧玉岩为主。下亚组东部以 

正常沉积碎屑为主，有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夹硅质岩等， 

底部夹蚀变安山岩，球粒橄榄玄武岩及红色碎裂状含铁碧玉 

岩等。向西相变以火山碎屑岩为主，有流纹质安山质火山凝 

灰岩夹硅质岩。 

本区出露最广， 主要分布于哈 

图断裂东南的广大地区， 与下 

伏包古图组呈假整合或断层 

接触， 下亚组东部为正常沉积 

碎屑岩， 西部相变为流纹英安 

质火山碎屑岩夹硅质岩和含 

凝灰质砾岩。 

包古图 

组 C2b 
4 000 m 

上亚组以泥质粉砂岩为主与粉砂岩凝灰质砂岩等呈不均匀互 

层，夹少量钙质砂岩透镜体，具复理石建造特征。该组地层 

普遍遭受区域动力变质作用，岩石劈理千枚理发育且普遍有 

绿泥石，绢云母化形成千枚状和板状岩石。下亚组为一套泥 

质为主的海相碎屑岩，以灰−灰黑色泥质粉砂岩为主夹少量钙 

质细砂岩，沉凝灰岩及生物碎屑灰岩，沿走向变化大，可渐 

变为凝灰质粉砂岩，凝灰质细砂岩及硅泥质粉砂岩等。 

分布于哈图断裂与达尔布特 

断裂之间， 呈大面积连续广泛 

分布，沿走向变化较大，为哈 

图地区金矿床的主要围岩， 在 

达尔布特断裂北侧萨尔托海 

一带有长 100 km，宽 1−8.5 
km。不连续的蛇绿岩包括块 

状枕状玄武岩硅质岩、 凝灰岩 

及辉长−辉绿岩，北东到南西 

共 10个岩群。 

石

炭

系 

希贝库拉 

斯组 C1x 
800− 

1 200 m 
凝灰质砂岩，凝灰质粉砂岩，细砂岩，砂砾岩，粉砂岩等， 

由粗到细，韵律构造明显，属滨海−陆相陆源碎屑沉积。 

分布于哈图断裂带北侧与北 

天山一带， 与火山碎屑岩夹熔 

岩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喀依尔巴 

依组 D2ky 
灰−绿色凝灰质粉砂岩为主， 夹少量凝灰岩， 硅质岩及角砾岩。 

仅见于本区西北部及东北角， 

出露很少， 与上覆石炭系火山 

沉积岩系为不整合或断层接 

触，与下伏岩层假整合。 

泥

盆

系 
巴尔勒克 

组 D2b 
灰绿色凝灰质粉砂岩、细砂岩、砂岩、角砾岩， 

上述碎屑以粗细相间组成复理石建造。 

本区分布很少，仅见于 

西北部及东北部。 

图 3  哈图−萨尔托海金矿带地质概略图：1—第四系；2—上新统；3—下−中侏罗统；4—中石炭统；5—下石炭统；6—中泥 

盆统；7—花岗岩；8—花岗斑岩；9—花岗闪长岩；10—超基性岩 
Fig. 3 Geologic sketch map of HatuSaertuohai gold belt: 1—Quaternary; 2—Pliocene; 3—Lower to Middle Jurassic; 4—  Middle 
Carboniferous; 5—Lower Carboniferous; 6—Middle Devonian; 7—Granite; 8—Granite porphyry; 9—Granodiorite; 10—Ultrabasic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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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齐断裂带与哈图断裂带之间的相对运移，因其 

间距较窄， 故其次级断裂与主干断裂之间的夹角偏小， 

这就是齐求Ⅰ与齐求Ⅱ总分布在安齐断裂带的不同两 

侧，但产状却大不相同的主要原因，如图 4所示。 

其次在达尔布特断裂带萨尔托海金矿Ⅰ号、Ⅴ号 

金矿体则受超基性岩中的剪切裂隙与片理化带控制， 

矿体全限于超基性蛇纹石化橄榄岩或辉橄岩的剪切断 

裂带或片理化裂隙带中，呈含金石英硫化物脉或细脉 

浸染状硫化物矿体，矿体的产状与主要构造断裂带产 

状或与之呈小角相交的陡倾片理化带产状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哈图−萨尔托海金矿带有其独特的地 

质环境和背景：①有广泛分布和发育含金丰度较高的 

中下石炭统海相基性−中性−中酸多旋回火山喷发沉 

积岩系，可提供大量的全金属矿源与硫化物载体；② 

有多期次强烈的构造活动，构造动力的递增演化最终 

形成多条北东−南西向剪切断裂构造格架，为矿提供 

了有利的容矿空间；③海西印支期的强烈造山期后侵 

入作用，其动力与热能促使金自源层中活化迁移，最 

终导致本区各类型金矿的形成与定位。 

2  金矿化类型及其主要矿化特征 

本区西起托里，东至克拉玛依，北达铁厂沟，南 

到包古图庙儿沟，宽 60 km，长 150 km，面积约 9 000 
km 2 。区内已发现的金矿床与矿化点  200 余处，其中 

大型的哈图金矿 1 个，中型金矿床 2个，小型金矿床 
5 个，矿点 100 余个。以哈图断裂带与安齐断裂带之 

间矿化最为密集，其范围长约 70 km，宽仅 3~5 km， 

是本区金矿储量最为集中的矿带，包括齐求Ⅰ号、Ⅱ 

号、Ⅲ号、15号、鸽子沟、潇洞山、灰绿山等。其次， 

达尔布特断裂带两侧矿化也较密集，包括萨Ⅰ号、萨 

Ⅴ号、铬门沟、红旗、木哈塔依、宝贝等。 

按各矿床的产状和成因特点， 可以分为如下 4类： 

剪切带石英脉型、破碎带蚀变岩型、剪切带超基性岩 

型、细脉浸染带型。 

2.1  剪切带石英脉型金矿 

这类矿床主要分布于哈图断裂带及安齐断裂带两 

侧，以齐求Ⅰ与齐求Ⅱ两个矿脉群为代表，其储量占 

全矿带总储量的 62％。 

齐求Ⅰ矿床位于安齐断裂带北侧，矿体围岩为中 

上石炭统太勒古拉组海相火山−沉积岩内，该套火山 

沉积岩系由基性熔岩，火山碎屑岩，沉火山碎屑岩以 

及侵入于其中的次火山岩组成。基性喷出火山熔岩主 

要为溢流相玄武岩， 有些地段还保留原来的枕状构造， 

其次有玄武质凝灰角砾岩，凝灰集块岩，玄武质含砾 

凝灰岩，凝灰岩， 以及混有少量陆源碎屑的层凝灰岩。 

次火山岩主要为辉绿岩。此外还有少量硅质团块状， 

条带状的红色铁质碧玉岩。由于后期褶皱造山运坳， 

特别是造山期后区域北侧的阿尔泰向南推覆构造和沿 

达尔布特复背斜和扎依尔复向斜翼部的几条走滑剪切 

断裂，使本区的火山−沉积岩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动 

力变质。因此在哈图断裂带两侧，安齐断裂带两侧都 

产生了较强烈的韧性变形，断裂带两侧的火山沉积岩 

都呈现出韧性变形特征与韧性变形标志。 

图 4  新疆西准哈图−萨尔托海主要金矿脉分布与断裂构造关系图：1—主干剪切断裂带；2—运动方向；3—次级剪切断裂； 
4—金矿脉 
Fig. 4 Relation map between typical gold ore veins and fault structures in Westen Junggar, Xinjiang: 1—Dominant shear fault; 2— 
Motion direction; 3—Subdominant shear fault; 4—Gold ore v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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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剪切变形的特征，主要表现于较深的部位， 

诸如构造糜棱岩带，沉积凝灰岩夹薄层条带及韵律条 

带构造形成复杂的尖棱挤压小褶皱，斜卧小褶皱，陡 

倾角次级韧性断层，大脉旁侧挠曲构造，布丁构造以 

及构造透镜体等。 

韧性剪切变形的标志更是十分普遍明显，主要是 

成群的密集剪切断裂带，剪切带内面理常与围岩层理 

呈一定角度相交，即通常所称的 SC面理，在矿脉旁 

侧的片理化带中，经常可见有黄铁矿的压力影，旋转 

碎斑，石英晶体错位，波状消光等。 

齐求Ⅰ号矿体为受剪切带控制的石英脉型金矿， 

长达 980  m，尚有多条较小矿脉与之平行。矿体厚度 
2~5 m，延深 250 m，走向 NE72°，与安齐断裂带走向 

夹角约 30°，矿体倾向 NW，倾角 63°~72°，沿倾向略 

呈微带弯曲的舒缓波状，其上部尚有与之平行较小的 

矿脉 L7 与 L8， 这两条矿脉倾向延伸较短， 仅为 150 m， 

尾端现分支尖灭。这些矿脉全部产于辉绿岩的片理化 

裂隙带中，有人曾认为是受古火山破火山颈构造所控 

制 [12,18] 。但实际上这种剪切构造十分明显，即使有火 

山颈断裂构造存在，也应是全部受到了后期剪切断裂 

作用的改造，而成矿作用的定位，则是在剪切构造带 

形成以后。在齐求Ⅰ号矿体以及相邻的其他矿体形态 

产状都严格受到脆韧性构造、形态和产状的制约，如 

图 5所示 [19] 。 

矿体中的矿物组合一般比较简单， 主要有黄铁矿、 

毒砂、自然金，另有极少量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绢云母、绿泥石、碳酸盐等。 

矿体的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其次为绢云母化、 

黄铁矿化，局部见毒砂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 

矿体的围岩蚀变自石英脉向两侧，一般具对称分 

带特征，脉旁由强硅化—弱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 

化， 而黄铁矿化与碳酸盐化则叠加于前述蚀变带之上。 

根据矿物组合和结构构造分析，成矿作用大致可 

分 3 个阶段：①早期石英黄铁矿阶段，以纯净乳白色 

石英脉为主，同时有细粒立方体黄铁矿散布于近脉围 

岩辉绿岩中；②主期石英、黄铁矿、毒砂、自然金阶 

段，本阶段石英呈灰白色至烟灰色，黄铁矿多呈五角 

十二面体晶粒，毒砂呈银白色板状，有时可见细小自 

然金颗粒；③碳酸盐阶段，其中未见  Au 的存在，方 

解石呈白色细脉分支叠加于早期石英脉蚀变带和围岩 

之上。据石英包裹体均—法测温，与金矿化有关的石 

英包裹体均一温度在 230~260℃之间， 包裹体盐度(质 

量分数)为 4.1%~6.3%， δ 34 SCDT  在−0.3×10 −3 ~4.6×10 −3 

之间。因此，可以认为金的成矿类型为后期岩浆热力 

作用使围岩中  Au 源活化继而沉淀于剪切断裂带中形 

成中温热液矿床。当然，并不排除部分次火山岩中构 

造或破火山口构造受走滑剪切构造活动叠加改造的可 

能，但此时的控矿构造，已不是破火山口构造或次火 

图 5  齐求Ⅰ号金矿区 0线地质剖面图(据文献[19])：1—人工堆积；2—第四系冲积物；3—辉绿岩；4—玄武岩；5—黄铁矿 

化辉绿岩；6—石英脉；7—硅化；8—碳酸盐化；9—褐铁矿化；10—构造破碎带；11—工业矿体；12—矿化带；13—产状(倾 

向及倾角)；14—竖井及编号；15—平硐及编号；16—矿脉及编号 

Fig. 5 Geological section map of zero prospecting line in QiqiuⅠgold deposit (From Ref.[19]): 1—Manual deposit; 2—Quaternary 

sediment; 3—Diabase;  4—Basalt;  5—Pyritization  diabase;  6—Quartz  vein;  7—Silicification;  8—Carbonation;  9—Limonitization; 

10—Structure fracture zone; 11—Economic ore body; 12—Mineralizing belt; 13—Attitude (inclination and dip); 14—Shaft well and 

numeration; 15—Adit and numeration; 16—Ore vein and nu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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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岩构造。 

2.2  破碎蚀变岩型金矿 

破碎蚀变岩型金矿常分布于剪切带石英脉型金矿 

带内或其旁侧，主要为含金黄铁绢英岩化玄武岩和含 

金黄铁绢云岩等。这类矿床在哈图断裂与安齐断裂之 

间的金矿带中较为常见，如齐求 L7−1 和 L27 号矿脉等。 

现以 L27 号矿体为例加以说明。 
L27 号矿体为隐伏矿体， 矿体产于黄铁绢英岩化玄 

武岩中， 矿体海拔标高 1 114 m至 799 m， 垂深 315 m， 

矿化体长 340 m，走向微呈弯弧形，由 NEE向至 SEE 
向，矿体倾向北，倾角约  75°，厚度变化大，中部矿 

体最厚 14.30 m，标高 815 m处矿体厚度仅为 0.38 m。 

围岩属中上石炭统太勒古拉组上亚组灰绿色玄武 

岩，绢云母化，硅化及黄铁矿化均极强烈，金属硫化 

物有黄铁矿、毒砂、黄铜矿等，黄铜矿以半自形及它 

形为主，毒砂与黄铁矿多呈半自形及自形晶体，自然 

金粒度细呈星点状。浸染状不均分布于蚀变岩体中。 

蚀变岩型金矿常有较明显的水平侧向分带，即以 

石英脉型矿体为中心， 逐渐向外出现不同的蚀变类型， 

并依次逐渐减弱，即石英大脉→毒砂、黄铁矿化→绢 

云母化硅化玄武岩→碳酸盐化玄武岩→绿泥石化玄武 

岩→正常玄武岩。 

蚀变破碎带型金矿除发生于玄武岩熔岩外、在凝 

灰岩、凝灰角砾岩，凝灰质粉砂岩中也常见到，但其 

规模相对较小，如安齐断裂带东北端灰绿山、潇洞山 

一带，蚀变破碎带型金矿蚀变围岩即以黄铁矿化、硅 

化、绢云母化的凝灰岩、凝灰质粉砂岩为主。 

2.3  剪切带超基性岩型金矿 

剪切带超基性岩型金矿主要发育于达尔布特断裂 

带上盘，产于其次级分支剪切带中，该次级分支剪切 

带走向为 NE 45°，倾角 78°，倾向 SE，与主干断裂达 

尔布特走滑剪裂带呈  25°锐角相交。达尔布特走滑剪 

切带走向 NE  65°，倾向 NW，倾角 70°~80°，剖面上 

控矿断裂与主干断裂交叉呈向西的 Y形(见图 6)。 

萨Ⅰ矿体呈集束状石英硫化物脉状，赋存于蛇纹 

石化斜辉橄榄岩，暗色橄长岩及辉长辉绿岩中。矿体 

均受剪切作用所形成的片理裂隙带控制，单个矿体厚 

几厘米至几十厘米。沿倾向大致呈右侧列，向深部有 

尖灭再现与尖灭侧现状况(见图 7)。 

矿床的矿物组合，主要有石英、黄铁矿、毒砂、 

少量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磁黄铁矿，脉石矿物 

除石英外，尚有绢云母、绿泥石、方解石等。 

金矿物主要为自然金， 粒度很细， 一般为 0.01~0.3 
mm，金以晶隙金裂隙金及少量包体金含于载金矿物 

黄铁矿、黄铜矿及毒砂中。 

矿体的围岩蚀变主要有蛇纹石化、绿泥岩化、绢 

云母化、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与金矿化关系 

最密切的蚀变为黄铁矿化、硅化、绢云母化。 

图 6  新疆萨尔托海金矿床萨 I号、萨 V 号矿床位置图：1—第四系；2—中上石炭统太勒古拉组；3—中石炭统包古图组； 

4—下石炭统希贝库拉斯组； 5—泥盆系咯依尔巴依组； 6—海西期花岗闪长岩；7—海西期花岗岩； 8—蛇纹石化橄榄辉石岩； 

9—玄武质熔岩；10—次级剪切带；11—主剪切带；12—金矿床名称 

Flg. 6  Location map of Saertuohai  I, V gold deposits  in Xinjiang: 1—Quaternary; 2—Middle  to Upper Carboniferous Tailegula 

group;  3—Middle  Carboniferous  Baogutu  group;  4—  Lower  Carboniferous  Xibeikulasi  group;  5—Devonian  Geyierba  group; 

6—Hercynian  granodiorite;  7—Hercynian  granite;  8—Serpentinization  koswite;  9—Basalt;  10—  Subdominant  shear  belt; 

11—Dominant shear belt; 12—Name of gold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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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萨  I 号金矿  0 线剖面图：1—蛇纹石化超基性岩； 
2—金矿体；3—糜棱岩化带；4—剪切运动构造运动方向； 
5—片理化带 
Fig. 7 Profile map of zero prospecting line of SaI gold deposit: 
1— Serpentinization  ultrabasic  rock;  2—Gold  ore  body; 
3—Mylonite  zone;  4—Motion  direction  of  shear  structure; 
5—  Schistositized zone 

本类矿床规模不大，一般为中小型。 

2.4  细脉浸染型 

这类矿床在本区主要分布于达尔布特断裂带以南 

的札依尔山一带，围岩有花岗闪长岩小岩体，也有变 

质的凝灰质砂岩，凝灰质粉砂岩，在哈图断裂带与安 

齐断裂带之间，也有分布。 

矿体呈密集的细脉及浸染状，整个矿化带规模不 

大，一般长仅十余米至数十米，宽数米至十余米，在 

构造上多位于次级断裂旁侧或两组及两组以上不同方 

向的次级剪裂带交会部位。 

细脉带浸染体，主要为硫化物，以黄铁矿为主， 

细脉的单脉宽仅  1~5  mm，除黄铁矿外，也偶见毒砂 

和黄铜矿。 

这类矿床的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黄铁矿化，有 

时见碳酸盐化，近地表部分黄铁矿常氧化为褐铁矿， 

形成棕褐色铁帽。 

3  矿化分布规律与找矿前景 

从上面所提到的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和金矿带的  4 
类金矿床的主要特征可以看出，首先，本区金矿化带 

的形成与本区的石炭纪多期次海相火山喷发活动有密 

切的物质来源关系，中基岩火山岩中含 Au背景值高， 

为地壳平均丰度的 10~30倍以上，为本区金矿化提供 

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其次，本区的构造活动也非常活 

跃， 从海西早期的拉伸断陷到海西晚期侧压褶皱造山， 

再到造山后的阿尔泰向南推复与北西—南东向的多对 

走滑剪切。每期构造都受到后期构造的叠加和改造影 

响， 最终形成以 4条北东南西向的主干断裂构造格架。 

再次，海西运动以后的后造山岩浆活动形成了铁厂沟 

花岗岩体、哈图花岗岩体、哈克巴斯套岩体以及达尔 

布特断裂带以南的花岗岩带，这些岩体的形成年代 
KAr 同位素年龄为 240~190  Ma，其岩石成分主要为 

碱性石英二长岩、石英正长岩和正长花岗岩等，都属 

造山期后的碱性 A型花岗岩。这些花岗岩类的巨大汽 

水溶液和热力作用对石炭系火山沉积岩含金源层产生 

长期活化转移作用，在哈图断裂带、安齐断裂带和达 

尔布特断裂带及其次级构造的有利部位，通过水岩反 

应卸载沉淀而形成 4 种主要金矿化类型，组成了本区 

特有多种类型组合成矿系列。 

根据哈图−萨尔托海地区这一总体成矿规律，可 

以从下列不同地段分析出其找矿前景。 

1)  哈图断裂带安齐断裂带之间及两条断裂带旁 

侧，在现知矿床矿点的周边与深部是找矿最有前景的 

地区。

哈图断裂带安齐断裂带之间，太勒古拉组火山岩 

系厚度大，总厚达 3 000 m，有多层玄武岩、橄榄玄武 

岩、安山岩，含  Au 丰度高。哈图断裂与安齐断裂规 

模较大，剪切动量大，两条断裂带之间的距离相对较 

小，以齐Ⅰ、齐Ⅱ为代表的矿脉较大，延长达数百米 

至千余米，延深深度也较大，而且旁侧有哈图岩体侵 

入，带内次级剪切裂隙有左形斜列特征。因此，在齐 

Ⅰ矿体的南北两侧均有找到类的齐Ⅰ大矿体的希望。 

同时齐Ⅰ南侧深部也许还有侧列的隐伏矿体。应对钻 

孔的深部作化探原生晕和蚀变岩的分带，对构造岩的 

分带进行详细研究。 
2)  安齐断裂带与达尔布特断裂带之间有两组次 

级剪切带非常发育，其一是 NEE 80°~260°，可分为灰 

绿山、潇洞山、齐求 15号、齐求Ⅱ号 4组，其间距大 

致为 12  km，这 4组可能对控矿都有较大作用；其二 

是 NE25°的一组，相对发育较差，但它与 NEE向剪切 

断裂交会部位是一个有利储矿构造，值得在其结点附 

近加强化探工作，加密取样找矿。 
3) 达尔布特断裂南侧， 特别是大断裂带南部台吞 

阿克阔、腊司、卡德尔一带已知金矿点附近，金矿化 

异常点多，有可能找蚀变岩型与细脉浸染型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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