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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南缘铅锌铜矿床同位素年代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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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南缘铅锌铜等多金属矿带在构造上位于

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和西昆仑造山带结合部位
，

沿克

孜勒陶一库斯拉甫断裂带发育
，

是一个与台地边缘

相碳酸盐岩
一

碎屑岩沉积建造有关的成矿带
，

总体呈

���‘��� 向展布
。

目前在这个长约 ��� ���
，

宽仅

�����的范围内
，

发现了 ��余个以铅锌为主的矿床

�点�
、

矿化点
，

矿体均赋存于晚古生代 �泥盆纪
、

石炭纪�地层中
。

赋矿层位由老到新依次主要有泥

盆统克孜勒陶组 �����
、

下石炭统卡拉巴西塔格组

��，���和霍什拉甫组 �����
。

该区虽经历了长期

的研究
，

但前人对其成矿作用和成因类型并没有形

成一个系统的认识
。 “
十一五

”
期间

，

我们对该区代

表性矿床及其外围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地质和理论

研究工作
，

同位素年代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

填

补了前人对该区这部分研究的空白
，

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

��� ��
一

��同位素体系
� �件阿巴列克铜铅矿

床黄铜矿样 品 的 ��
一

�� 模式年龄变化范 围为

���
�

�一���
�

���，

平均 ���一��� 该矿床 �件黄铁

矿样品的模式年龄为������月�
�

�� �� 。

这 �件硫化

物样品给出海西期的����
�

�土�
�

�� �� 等时线年龄
，

这些年龄均落入赋矿层位霍什拉甫组 ����� 形成

时代范围内
。

此外
，

获得 �件铁克里克铅铜矿床黄

铜矿样品的��
一

��模式年龄����
�

�月�������
，

该年

龄明显小于赋矿层位克孜勒陶组 ��认�形成时代
。

�����
一

��同位系体系
�

塔木锌铅矿床
，

是该

成矿带内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矿床
。

通过测试其闪

锌矿 �来自同一块手标本
，

具从黑色至浅黄色四种

不同颜色�流体包裹体��
一

��同位素组成
，

获得一

个暗绿色闪锌矿流体包裹体��
一

��等时线年龄����

���
，

但其所具有年代学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 户�
‘

�� 同位系体系
�

通过对 �件阿拉尔恰

锌铅矿床石英样品进行 ��
‘

�� 同位素组成分析
，

获

得其坪年龄与反等时线年龄近于一致
，

为 ��� ��，

该年龄与赋矿层位卡拉巴西塔格组 ��，���形成时

代相比要晚得多
。

尽管 目前所做的部分同位素年代学研究结果

不够理想 �如 ��
一

��和 ��
‘

�� 年龄精度不高
、

误差

偏大等 �
，

但结合矿床地质特征
、

区域地质事件和

构造演化
，

认为塔西南缘铅锌铜等多金属矿带内存

在两期成矿作用不容置疑
，

即第一期发生于晚古生

代泥盆纪一早石炭世地层沉积过程中的沉积喷流

成矿作用
�
第二期发生于晚古生代末一三叠纪 �印

支期�造山过程中的热液改造成矿作用
。

进而提出

该区成矿模式主体应为同生沉积一后期热液改造

成矿
，

该成矿模式 已经用于指导塔木矿区地质勘

查
，

在进行深部探矿方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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