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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带尺度岩浆通道成矿系统的构建及其找矿

意义——以新疆黄山－镜儿泉成矿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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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硫化物矿床是我国镍、铂族元素、钴等战略性关键金属的主要资源形式，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

岩浆硫化物矿床的成矿物质来源于地幔，硫化物熔离大多发生在地壳深部，熔离的硫化物随岩浆沿稳定的

岩浆通道上升，到特定的浅部岩浆房聚集才能形成大的矿床。因此，岩浆硫化物最有利的成矿过程可以概

况为“两深一浅一通道”，即成矿物质来源“深”、硫化物熔离发生在“深部”，硫化物主要聚集在浅部的岩浆房，

同时硫化物随岩浆运移的通道较单一。尽管岩浆通道的膨大部位可以形成小的矿体，但其储量远低于浅部

岩浆房中形成的大矿体。最典型的实例就是加拿大的 Voisey’s Bay 超大型铜镍硫化物矿床，其主矿体在浅部

大的岩浆房底部，深部岩浆通道上形成了一系列小的岩墙状矿体。这个规律对于分析成矿带尺度的矿床规

律，确立找矿方向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亚造山带南缘的北天山黄山-镜儿泉铜镍硫化物成矿带先后发现了黄山、黄山东、黄山南、图拉尔根

等四处大型矿床，香山和葫芦两处中型矿床，以及一系列小型矿床和矿化岩体，是世界造山带型铜镍矿床

最发育的地区，探明镍金属储量近 100 万吨。除图拉尔根以外的三个大型矿床都是上世纪 80 年代发现的，

2015 年以后仅发现了一些小的含矿岩体，一方面说明仍然有很好的找矿潜力，另一方面却反映出找矿方向

不明确、找矿效果不佳的现状。因此，需要从整个成矿带岩浆通道系统的角度，分析和判断找矿方向。 
该成矿带的主要地层包括干墩组和梧桐窝子组，分别出露于干墩断裂的南北两侧。梧桐窝子组主要由

浅变质的中酸性凝灰岩夹沉积岩构成；干墩组下部为碳质、粉砂质板岩夹大理岩，上部为变质砂(砾)岩夹薄

层硅质岩。侵位于甘墩组地层的镁铁-超镁铁岩体大多呈菱形、椭圆等形态，不仅规模大，而且含矿性较好，

如黄山、黄山东和黄山南岩体赋存大型矿床，土墩岩体赋存小型矿床(Song et al., 2021)。而除葫芦岩体为岩

盆状外，侵位于梧桐窝子组地层中的超镁铁岩体均为岩墙状，其中，仅图拉尔根岩体含大型矿床，但其 Ni
金属储量也仅是黄山或黄山东矿床的大约三分之一；中型矿床有香山和葫芦，其它岩墙含矿较差。这些现

象表明这两套地层中含矿岩体的形态和含矿性具有显著差异，但前人对其原因的讨论很少，影响了对该成

矿带整体岩浆通道成矿规律的认识。 
烟墩幅 1/20 万地质图根据古生物地层学方法将干墩组和梧桐窝子组分别厘定为下石炭统和上石炭统。

然而，近年来发现侵入梧桐窝子组的一些侵入岩体的锆石 U-Pb 年龄为 370~389Ma，与上石炭统地层时代严

重冲突。考虑到地层古生物学方法的局限性，邓宇峰等(2021)对干墩组变质砂岩和碳质板岩以及梧桐窝子组

变质砂岩和凝灰岩的碎屑锆石进行了 LA-ICPMS 定年，获得梧桐窝子组和干墩组碎屑锆石最小 U-Pb 年龄分

别为 386-395Ma 和 307-315Ma，说明它们的沉积时代分别为中泥盆世和晚石炭世。因此，图拉尔根、香山

等侵位于梧桐窝子组的超镁铁质岩墙实际上代表了深部岩浆通道相的成矿，而黄山、黄山东等侵位于甘墩

组的岩体则代表了岩浆通道系统较浅部的大的岩浆房。尽管黄山-镜儿泉成矿带规模很大，各个矿床之间并

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总体上反映了深部熔离的硫化物在深部岩浆通道相的膨大部位堆积形成小矿床，

而更多的硫化物被运移到浅部大的岩浆房堆积，形成大的矿床的规律。这与加拿大 Voisey’s Bay 铜镍硫化物

矿床岩浆通道系统的结构极为相似，为理解该成矿带整体成矿规律，设计新的找矿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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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专题 8、岩浆矿床成矿作用与找矿勘查  

根据上述总结和分析，笔者认为黄山-镜儿泉成矿带较为实用的找矿标志包括：(1) 超镁铁质岩相越发

育的岩体找矿潜力越大；(2) 规模较大的岩体比岩墙状的岩体找矿潜力大；(3) 含橄榄石的镁铁质岩相比不

含橄榄石的镁铁质岩相找矿潜力大。鉴于这两套地层中含矿岩体的形态、规模、含矿性有明显区别，笔者

认为甘墩断裂南侧甘墩组地层有利于形成大的岩浆房并形成大的矿床，是未来找矿工作重点关注的方向。

而梧桐窝子组中更可能找到作为岩浆通道相的含矿岩墙，规模不会很大。因此，甘墩组覆盖区的找矿潜力

更大，应该加大以物探工作为先导的找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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