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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仑晚古生代弧后盆地与成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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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意义上的西昆仑地块介于康西瓦断裂与柯岗断裂之间，它的南侧是甜水海地块，北侧是塔里木地

块南缘（Xiaoetal., 2005）。在早古生代，西昆仑地块是由多个微陆块等聚合而成，并与北侧的塔里木地块拼

接构成晚加里东期造山带（崔建堂等，2006）。在晚古生代，‘康西瓦洋壳’指向西昆仑地块俯冲，除了在俯

冲带形成陆缘弧岩浆岩之外，还在西昆仑地块北缘形成一系列弧后盆地，它们包括奥依塔格、盖孜、恰尔

隆和库尔浪沉积盆地（柳坤峰等，2014），同时在塔里木地块南缘形成“远域大陆弧后盆地”，主要有塔木-
卡兰古沉积盆地（Zhang et al.,2014）。为了进一步查明这些弧后盆地沉积地层以及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的关

系，本文着重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通过晚古生代盆地建造和沉积特征分析，区分出弧后盆地和远域大陆盆地，它们具有构造驱动的共

性和物质组成差异性 
晚古生代盆地分布可分为两个带，一是位于塔里木地块南缘上的远域大陆盆地带，主要有塔木-卡兰古

沉积盆地；二是位于西昆仑地块北缘的奥依塔格-库尔浪弧后盆地带。 
远域大陆盆地：这一提法是指晚古生代“康西瓦洋壳”指向西昆仑地块俯冲过程中，远离俯冲带的塔南缘

受地幔上涌作用导致地壳变薄而形成的陆内盆地（远域大陆弧后环境，Bettset al.,2003）。以塔木-卡兰古沉

积盆地为例，其基底是前寒武地层（缺失早古生代沉积），中泥盆世开始沉积，出露地层包括阿克巴西麻扎

尔组（D2a）、克孜勒陶组(D2kz)和奇自拉夫组(D3q)，岩性分别为碎屑岩、碎屑岩夹灰岩和长石砂岩及少量喷

发岩，最大沉积总厚度 8439m，沉积环境由河湾-海滩沉积组合过渡到浅海陆棚-潮坪以及三角洲沉积组合。

上泥盆统与下石炭统过渡地层是克里塔克组(D3C1kl)，岩性为灰岩夹少量粉砂质泥岩，厚约 725.25m，沉积

环境为开阔台地沉积组合和台地边缘浅滩沉积组合。石炭系主要有和什拉甫组（C1h）、卡拉乌依组（C2kl）
和阿孜干组（C2a），岩性均为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总厚约 1395m，沉积组合显示为潮下-潮间沉积环境。

上石炭统与下二叠统过渡地层为塔哈奇组（C2P1th），主要为碳酸盐岩，厚约 281m，为碳酸盐台地沉积环境。

二叠系出露克孜里奇曼组（P1kz）、棋盘组（P2q）和达里约尔组（P3d），岩性分别为碳酸盐岩、碎屑岩-碳酸

盐岩和红色碎屑岩，总厚度 1079m，沉积组合显示由开阔台地沉积组合过渡到滨海沉积组合以及河流沉积

组合。三叠纪缺失沉积地层。 
奥依塔格-库尔浪弧后盆地带：在西昆仑地块与塔南缘结合带，受地幔上涌的侧向回流作用导致岛弧带

后侧地壳变薄而形成弧后盆地带（Bettset al.,2003），主要包括奥依塔格、盖孜、恰尔隆和库尔浪沉积盆地。

奥依塔格盆地出露乌鲁阿特组（C1w）、上石炭统和下二叠统（未分）。乌鲁阿特组自下而上分别为玄武岩夹

浅灰色安山岩、中-厚层炭质泥质灰岩夹结晶灰岩及薄层硅质岩、安山岩夹紫灰色英安岩，显示深水沉积环

境。上石炭统（未分）自下而上分别为细晶灰岩夹紫红色中厚层泥岩和灰岩、泥岩与灰黄色泥灰岩互层夹

薄层细晶灰岩、细晶灰岩夹紫红色粉砂质泥岩，显示开阔台地沉积环境。下二叠统（未分）主要为一套火

山岩及火山碎屑熔岩，主要岩性为浅灰绿色玄武安山岩和安山岩。棋盘组零星出露，岩性为生物屑砂屑灰

岩和安山岩。该盆地沉积物总厚约 7000m。盖孜盆地除了出露克孜勒陶组(D2kz)和奇自拉夫组(D3q)之外，还

有库山河组（D3C1k）、罕铁热克组（C1ht）。库山河组岩性主要为中-厚层灰岩夹薄层粉砂质粉晶灰岩和生物

屑鲕粒灰岩，厚约 1709m。罕铁热克组下部主要岩性为薄层泥质粉晶灰岩和厚层微晶灰岩，上部主要为灰

色厚层亮晶鲕粒灰岩和灰黑色薄板状粉砂质泥岩，厚约 2236m，沉积环境为开阔台地潮下带沉积环境。恰

尔隆盆地：出露有他龙群（C1T）、库尔良群（C2K）和特给乃奇克达板组（C2P1tg），以及达里约尔组（P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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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克斯麻克组（P3k）。他龙群主要为灰黑色细粒石英砂岩与炭质粉砂质泥岩互层，为深海－半深海沉积环境。

库尔良群下部为砾屑砂屑生物屑灰岩和薄层含砾泥质石英粉砂岩，中上部主要为含砾石英粉砂岩和炭质粉

砂质泥岩，为深海－浅海陆棚沉积环境，部分为浊流沉积环境。特给乃奇克达板组主要岩性为灰黑色炭质

泥岩、粉砂岩和泥晶灰岩，为浅海陆棚沉积环境。达里约尔组岩性为灰紫色薄层钙质粉砂岩、粉砂岩和泥

晶灰岩。克斯麻克组主要岩性为生物碎屑泥晶灰岩、泥岩和粉砂岩。库尔浪盆地出露地层主要有依莎克群

（C1Y）、他龙群（C1T）和库尔良群（C2Ke）。依莎克群岩性为玄武岩-安山岩和火山碎屑复理石，显示早期为

岛弧环境，晚期向弧后盆地构造环境过渡。他龙群岩性为灰黑色碳质绢云板岩及少量碳质粉砂质板岩，沉

积环境为浅海-深海相。库尔良群主要岩性为细粒长石砂岩和粉晶灰岩，沉积组合显示为不稳定浅海环境。 
2）通过对盆地有关的岩浆岩的地球化学和年代学研究，划分出海西期和印支期岩浆活动。前者是与盆

地扩张期同生的“双峰式”岩浆岩，后者是盆山转换后侵入的“造山型”花岗岩 
塔木-卡兰古沉积盆地内未发现大规模的岩浆活动，只是在且木干出露与孜勒陶组整合接触的玄武岩，

岩性显示形成于大陆板内环境，可能反映了中泥盆世发生的裂解事件。在其木干村西北部棋盘组上部出露

喷溢相的熔岩和辉绿岩，岩石化学显示为板内环境的碱性玄武岩系列，暗示一次间歇式拉张环境岩浆活动。

在卡兰古矿区出露辉绿岩脉，沿切穿石炭系地层的断裂或层间断裂分布。 
关于奥依塔格-库尔浪弧后盆地带中的岩浆活动，我们主要研究与盆地沉积地层有关的侵入岩。如奥依

塔格盆地出露的库里河花岗闪长岩、托喀依花岗岩和奥依塔克斜长花岗岩及基性岩，形成时代范围

338-310Ma，地球化学示踪显示拉张环境。盖孜盆地边缘出露的玉其卡帕碱长花岗岩与上其木干和卡拉吉拉

A 型花岗岩的构造背景相同（张荣臻等，2018），指示盆山转还的后造山伸展环境。恰尔隆盆地出露阿提加

依罗花岗岩是一个复式岩体，主体为海西晚期（330Ma）和基性岩，也有加里东期岩体的残余部分（460-480 
Ma）；塔尔花岗岩体锆石 U-Pb 年龄 230Ma，指示盆山转换的造山环境。库尔浪盆地出露的丘克苏花岗闪长

岩和二长花岗岩体 U-Pb 年龄 270Ma，岩石地球化学显示张性构造背景。 
3）根据盆地有关的矿床特征和成矿时代研究，划分出同生沉积矿床、热液矿床和“后生矿床” 
一是与盆地沉积同生的沉积矿床，主要包括盖孜盆地中的土根曼苏砂岩型铜矿床，塔木-卡兰古盆地中

的 Sedex 型铅锌矿床，奥依塔格盆地玛尔坎苏锰矿床和恰尔隆盆地中的主乌鲁克沉积锰矿床。 
二是盆地扩张期岩浆活动有关的热液矿床，主要有奥依塔格盆地中的“VMS”铜矿，包括萨洛依基性火

山岩铜矿床和阿克塔什酸性火山岩铜矿床。 
三是受盆地沉积地层制约的“后生矿床”，主要有塔木-卡兰古盆地中的“后生”热液型铅锌矿床，包括塔

卡提铅锌矿床和阿拉尔恰铅锌矿床，以及恰尔隆盆地中的恰特铅锌矿床。 
研究表明，晚古生代弧后盆地和远域大陆盆地都受“康西瓦洋壳”指向西昆仑地块俯冲所导致的地幔上涌

的制约，盆地演化始于中泥盆统而终于晚二叠统，三叠纪的盆山转换形成印支造山带。局部闭的盆地沉积

环境形成同沉积锰矿和铜铅锌沉积矿床，伸展环境的岩浆活动导致形成热液型铜-金矿床，地幔热流的下降

致使盆地构造变动并导致构造活化、热梯度升高并形成后生改造型的铅锌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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