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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西天山尼新塔格铁矿床地质特征与矿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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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尼新塔格铁矿床所属的西天山阿吾拉勒成矿带赋存有多个中 大型铁矿，近年来这些铁矿床的成因类型以

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已成为该地区的一个研究热点。为了探讨尼新塔格铁矿床的矿床成因并进一步揭示其成矿过

程，本文对该矿床进行了系统的矿物学、岩石学、岩相学及地球化学研究。工程勘探资料显示该矿床赋矿围岩主要

为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玄武粗面安山岩、粗面安山岩及安山质火山碎屑岩。根据对围岩蚀变、矿石组构、矿物共

生组合的观察，将矿床的形成过程划分为矿浆期和热液期两个主要成矿期。稀土、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显示尼新

塔格铁矿区内的矿石与熔岩围岩具有同源性。岩相学及地球化学研究表明，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岛弧环境下形成

的玄武质岩浆。综合以上特征，认为尼新塔格铁矿床是由石炭纪岛弧环境下形成的玄武质岩浆分异演化的产物，在

成因类型上应属火山岩型岩浆 热液复合成因磁铁矿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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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西天山地区通常由北向南划分为北天山、

中天山、南天山F个构造单元（黄汲清等，GHIJ），阿

吾拉勒成矿带位于北天山中部，是近年来发现的一

条极其重要的铁、铜、金多金属成矿带，铁、铜、金矿

资源较为丰富（毛景文等，KJJL；陈毓川等，KJJI；

李文渊等，KJGK；张作衡等，KJGK）。通过近年的铁

矿勘查工作，在该成矿带内相继发现了查岗诺尔、备

战、智博、敦德等大型、超大型铁矿床，以及松湖、雾

岭、尼新塔格 阿克萨依等中型铁矿床（卢宗柳等，

KJJL；赵一鸣，KJGF），累计探获铁矿资源量GGMN亿

吨（张作衡等，KJGK），并拥有巨大的铁矿资源勘查潜

力。已有的研究发现，这些铁矿床普遍赋存在玄武

质 安山质熔岩及火山碎屑岩中（莫江平等，GHHN；

王军年等，KJJH；单强等，KJJH；冯金星等，KJGJ；

董 连 慧 等，KJGG；李 凤 鸣 等，KJGG；汪 帮 耀 等，

KJGG"，KJGG2；牛贺才等，KJGK；蒋宗胜等，KJGK；

洪为等，KJGK；王春龙等，KJGK；荆德龙等，KJGK）。

虽然不同学者对各铁矿床的具体成因类型还存有争

议，但随着研究程度的深入，火山作用对该成矿带内

铁矿床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逐渐被揭示，火山岩

型铁矿这一基本成因类型也逐渐被认可。

尼新塔格铁矿床是在KJJN年由新疆地矿局地

质九大队发现，至今该矿床仍处于勘查阶段，研究程

度较低。本文在大量野外调研和室内研究的基础

上，对尼新塔格铁矿床进行了系统的岩石学、矿物学

以及微量和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研究，以期对矿床的

矿床成因进行探讨，并进一步揭示成矿过程。

G 地质背景

新疆西天山位于中亚造山带的西南部。高俊等

（KJJH）将西天山地区划分为北天山弧增生体、伊犁

地块北缘活动陆缘、伊犁地块、伊犁地块南缘活动陆

缘、中天山复合弧地体和塔里木北部被动大陆边缘

（图G）。伊犁地块夹于天山主干断裂（中天山北缘断

裂）和南部尼古拉耶夫 那拉提北坡断裂之间，呈楔

形向东尖灭。尼新塔格铁矿床位于伊犁地块东北

缘、博罗科努山系主脊线上，属石炭纪岛弧带。该区

经历了复杂的构造演化历程，早古生代进入多陆块

（微板块）及多岛弧古亚洲洋演化阶段，先后发生过

向南、向北两次碰撞增生活动（左国朝等，KJJI）；早

石炭世末可能结束增生造山，二叠纪西天山至整个

中亚地区进入后碰撞演化阶段，属于晚古生代增生

造山带（高俊等，KJJH；O"1!"#$P，KJJH）。

石炭纪 二叠纪时期该区经历了从俯冲 碰撞造

山向后碰撞伸展 拉张环境的构造转变（熊小林等，

KJJG；朱永峰等，KJJL；龙 灵 利 等，KJJI；O"1!"
#$P，KJJH；高俊等，KJJH；朱志新等，KJGF），形成了

该区内广泛发育的石炭纪 二叠纪火山岩和火山碎

屑岩地层。阿吾拉勒铁成矿带内的铁矿床普遍赋存

于该阶段形成的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地层内。

K 矿床地质特征

*P+ 矿区地质概况

尼新塔格铁矿床位于阿吾拉勒山中部、阔尔库

岩体南侧的火山岩分布区域，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主

要有 下 石 炭 统 大 哈 拉 军 山 组（DG%）、阿 克 沙 克 组

（DG#）和上石炭统伊什基里克组（DK&）及第四系（如

图K、图F）。

矿区范围内出露的侵入岩主要为早二叠世侵位的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出露面积较广，分布于矿区的北部。

大哈拉军山组（DG%）：矿区仅出露大哈拉军山组

的 第F段（DG%F）地层，整体上由一套浅海相中基性

KQI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FF卷

 
 

 
 

 
 

 
 

 
 

 
 

 
 

 
 

 
 

 

 

 

 

 

 

 

  

 
 

 



 
 

 
 

 
 

 
 

 
 

 
 

 
 

 
 

 
 

 

 

 

 

 

 

 

  

 
 

 



图! 尼新塔格铁矿矿区地质简图

"#$%! &#’()#*#+,$+-)-$#./)’/(-*01+2#3#40/$+#5-4,+(-6#0

图7 尼新塔格铁矿区8—8’剖面图

"#$%7 9+-)-$#./)6+.0#-4/)-4$8—8’)#4+-*01+2#3#40/$+#5-4,+(-6#0

!%! 矿体地质特征

矿区内根据槽探揭露情况在地表圈定磁铁矿体

:;个，根据钻探工程在深部控制隐伏的磁铁矿体7:
个。主矿体有7条，编号为<::、<!7和<!=，三者均

为隐伏矿体，呈层状、似层状赋存于大哈拉军山组第

7段（>:!7）的安山质凝灰岩、玄武粗面安山岩、粗面

安山岩中。矿体倾向北东，上陡下缓，倾角?;@!A@
（如图=）。矿体与围岩无明显界线，只是矿体边缘磁

==B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77卷

 
 

 
 

 
 

 
 

 
 

 
 

 
 

 
 

 
 

 

 

 

 

 

 

 

  

 
 

 



图! 尼新塔格铁矿"—"’勘探线简易剖面图（据新疆地矿局第九地质大队!改绘）

#$%&! ’$()*$+$,-%,.*.%$/0*1,/2$.30*.3%"—"’,4)*.502$.3*$3,.+26,7$4$320,$5.3-,).1$2（0+2,57.&89,.*.%$/0*

:052;，<9=>?@.+A$3B$03%!）

性明显变弱，全铁含量偏低。

!&" 含矿岩石特征

如前所述，矿体的赋矿围岩为大哈拉军山组第C
段（DE!C）的安山质火山碎屑、玄武安山岩、安山岩，

熔岩围岩具富碱特征，按其化学分类主要为玄武粗

面安山岩、粗面安山岩。各类岩石特征描述如下：

粗面安山岩：斑状结构，块状构造。岩石主要

由斜长石、钠长石和少量角闪石及磁铁矿组成，偶见

辉石。斑晶以斜长石为主，少量的钠长石、角闪石和

黑云母，偶见辉石。基质具交织结构，微晶斜长石之

间为它形的碱性长石、微细粒状暗色矿物和粉尘状

细粒磁铁矿。岩石中局部具气孔构造，偶见有角砾，

成分为磁铁矿和玄武岩。

玄武粗面安山岩：斑状结构，块状构造。岩石

主要由斜长石、钠长石、角闪石和少量隐晶质、磁铁

矿组成。斑晶成分主要为自形、半自形的斜长石，少

量角闪石、黑云母和辉石。基质呈交织结构、间粒结

构或间隐间粒结构，充填在斜长石及钠长石微晶之

间的为暗色矿物集合体、玻璃质和磁铁矿。该类岩

石基质中普遍见有磁铁矿化，磁铁矿含量最高可达

FGH以上。矿区内存在一系列玄武粗面安山岩 弱

矿化玄武粗面安山岩 矿化玄武粗面安山岩 浸染状

矿石，它们具有一种特征：磁铁矿可以任何比例存在

于该类岩石的基质中（如图I）。

岩屑晶屑凝灰岩：紫红色、灰紫色、灰绿色，火山

角砾凝灰结构，层状构造。岩石主要有岩屑、晶屑、

细火山灰和磁铁矿组成，各组分在岩石中分布不均，

不同层位、不同区域含量变化较大。该类岩石中岩

屑成分以凝灰岩、（玄武）安山岩和磁铁矿为主。岩

屑多呈棱角状，粒度大多数在GJF((KGJF(("!
((KI((之间。晶屑成分以斜长石为主，石英次

之，少量钠长石，粒度GJF"C((。基质由隐晶质的

! 新疆地矿局第九地质大队&FGEE&新疆新源县尼新塔格铁矿详查报告（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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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气孔发育的磁铁矿角砾。该阶段形成的磁铁矿

颗粒细微，自形程度较差，常与微细的暗色矿物集合

体组成火山熔岩的基质，自形长条状或板柱状斜长

石微晶及斑晶分布其中，定向、半定向排列，呈流动

构造（如图!"、#$）。磁铁矿角砾及浆屑中见有玻璃

质及结晶不好的斜长石（如图!"、%&）。

（’）热液成矿期：该期成矿作用发生在矿浆成

矿期之后，形成了矿区内大部分的角砾状、条带状矿

石，以及少量的块状矿石。该阶段形成的磁铁矿颗

粒较粗，多在()’!*++以上，自形程度较好，多呈

网脉状、团块状交代围岩，此外，成矿热液还对矿浆

期形成的矿石进行了叠加、改造（图%"、%$、#&、#$）。

根据矿物共生组合关系，又可以将该成矿期划分成

磁铁矿 黄铁矿 绿泥石 阳起石绿帘石 钠长石阶段

和磁铁矿 赤铁矿 黄铁矿 碳酸盐阶段。后者所形

成的磁铁矿颗粒更粗，自形程度也更好。

, 矿床地球化学

!)" 样品

本次研究工作系统采集了矿区内各类岩石、矿

石样品，在对样品进行详细的手标本和光、薄片显微

镜下观察后，挑选相对新鲜并具有代表性的样品进

行岩石地球化学分析。此处用于研究分析的*-件

围岩样品采自矿区露头及钻孔中赋存矿体的新鲜火

山熔岩层位，包括.件玄武粗面安山岩、*件玄武安

山岩、,件粗面安山岩和*件安山岩。位于地层下部

层位中的玄武岩由于目前未见有与矿体的直接接触

或包含关系，在此不做讨论；赋矿的安山质火山碎屑

岩由于其成分来源的复杂性，其地球化学数据不能

够准确指示成岩、成矿作用特征，故在此也不做讨

论。*’件矿石有-件采自部分矿体露头、/件采自

钻孔岩芯，包括’件块状矿石、-件浸染状矿石、’件

条带状矿石、-件角砾状矿石。

!)# 分析方法及结果

对样品进行清洗、粉碎、缩分，将其在玛瑙研钵中

研磨至’((目以下粉末备用。样品分析在长安大学

西部矿产资源与地质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完成。

微量元素分析采用美国01#型234156完成。仪器工

作参数：4789:：*’((;，<9&=>?@9:A"B：(C%-D／+?E，

F=G?>?":HA"B：(C/(D／+?E，4>"B+"A"B：*,D／+?E。分析

结果如表*所示。受篇幅所限，围岩样品的主量元素

及微量元素丰度分析结果此处不附，另文发表。

,)’)*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

依据尼新塔格铁矿区围岩及矿石的微量元素测

试数据作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图如图

/所示。

从图上可看出，*-件围岩样品具有基本一致的

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其配分曲线大致相同，均为略微

向右倾的轻稀土富集型。围岩样品的"I=J(C/-!
*C*!，具有微弱的负I=异常或I=异常不明显。轻

稀土元素内部分馏程度以及重稀土元素内部分馏程

度均弱，轻、重稀土元素之间的分馏程度强。

*’件矿石样品具有相似的稀土元素配分特征，

即轻稀土元素内部分馏程度以及重稀土元素内部分

馏程度均较弱［（D"／6+）<J*C*#!,C’’，平均’C,/，

（K$／L&）<J*C,-!’C*(，平均*C%,］，轻、重稀土元

素之间的分馏程度强［（D"／L&）<J,C(!!.C.，平均

!C,#］，具微弱的负I=异常（"I=J(C%%!(C.%）。各

类矿石的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大致平行，均为向右倾

的轻稀土富集型。

对比尼新塔格铁矿区内矿石与围岩的的稀土元

素配分特征，两者配分型式整体上相似，略有不同。

整体上矿石的稀土元素含量略低于围岩，而稀土元

素分馏程度高于围岩，稀土元素配分曲线更分散，右

倾趋势更明显。由于稀土元素相对于富铁的矿浆更

相容于硅酸盐熔浆，故矿石中稀土元素含量要低于

围岩稀土元素含量。矿石中普遍具有弱的负I=异

常，说明铁矿浆及富矿热液成矿应该发生于岩浆演

化的晚期，岩浆氧逸度降低。矿石与围岩具有相似

的配分型式，说明尼新塔格铁矿区内矿石与火山熔

岩围岩具有同源性，即矿区内围岩与矿石均由同源

岩浆演化而来。

,)’)’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

依据尼新塔格铁矿区围岩及矿石的微量元素测

试数据作原始地幔标准化微量元素配分曲线图如图

.所示。

从图上可以看出，各类矿石的微量元素原始地

幔标准化分布模式总体相似，显著富集MN和O，D"、

39、<$元素也有小幅度的相对富集，<&、M"、6:元素

的负异常明显，微量元素配分曲线相对起伏较大，呈

现三峰两谷的特征。

围岩中也相对富集MN、O，此外有不同程度的

P&、Q"富集，<&、M"元素显著亏损，M?元素具微弱的

负异常，此外6:元素也具有不同程度的负异常。微

量元素配分曲线整体上相对较为平滑。

.-/第!期 荆德龙等：新疆西天山尼新塔格铁矿床地质特征与矿床成因

 
 

 
 

 
 

 
 

 
 

 
 

 
 

 
 

 
 

 

 

 

 

 

 

 

  

 
 

 



表! 尼新塔格铁矿矿石微量元素丰度表 !!／"#$%

"#$%&! "’#(&&%&)&*+,#*-’#’&&#’+.&%&)&*+,#$/*-#*(&,010’&,2*+.&3242*+#5&-&60,2+

岩性 角砾状矿石 块状矿石 浸染状矿石 条带状矿石

样品编号 &’()’* &’+,’- &’.)’/ &’()’% &’()’0 &’()’1 &’()’" &’+,’" &’+,’1 &’.)’2 &’()’- &’+,’0

34 *5#/ "#5*- "*5-% /506 "%5%* 0%52 "-5"" "152- *5%6 "*56 "-5#2 "1511
!7 #50* #5*/ #521 #51 #511 #560 #502 #56" #56* #5/ #5-% #5%1
89 #56/ "#5"2 "15-2 652" "15*- "0502 %5%" "/56- /5** 25"" "#52% "/56
:+ 1-5*- 0"5*2 0-500 0#5"% "*5-/ 1%5"1 "25/6 00501 00510 06511 0150% 005""
;< 1#50" *5/- -5"" "*56 "#05- "65-" 015/" %5*% 1"/50 /5%2 "*5% -5#"
8= -15/ 1*50* 10510 1#56% %65#1 -/52* 0%5*% *"51* -65-" -251- *05#* *-5"/
> -5#- "*5#" "052" "15/2 "65-0 250* "*51 "056* /5*" "15%* "*5- "05*
?= 1"51- ""52* --5/- 6-50* 2#52% 11510 %151- --5#% 1/5// *656 %25%6 -05/*
(< #5-" #5-/ 15-/ 15"0 05/1 #506 0526 15*- *5*% *5#- 0516 15-*
@A #5##/ #5*6 "5#1 #5#10 #5#*/ #5#1 251- #5"% #50" #5"- #5#"- #5"0
B. #5#-* #501 #5#%* #5#6- #5#-- #5#12 #5" #5#61 #5#* #5#1* #5#%" #5#61
@C #56 #5%0 #5* #5*% #5%" #5-2 #5/0 #5*2 15* #5%" #52% #5*
!+ -#5%- %*5// *65#" %651/ "-%# 1%521 6"560 1-56/ "2%52 0256- *251 105"-
3+ 05%/ "05#* /5*/ "/5/6 25- /5"6 25*6 "-5#1 ""56 "%5/2 0-5"% "-5"%
@7 "0522 0/50* 00510 -*5#2 0*5-" 0#5*6 0/5"/ 1"51- 1#5"* -#51- **5// 1"5*0
D= "502 15/- 1516 -510 056- 05"2 15"2 -502 -511 *5%" *5*/ -51"
(A *5/1 "-511 "15%/ "6560 "05#" 25-6 "1560 "%5"/ "*5// 0"5#* 0050% "%511
8E "5-1 056* 15#% 15/* 151/ 0510 15*- 15"" 052" 15/1 -56" 15"*
FG #51* #56% #562 #521 #52% #5%* #56% #52 #5// #521 "5"1 #5/6
:A "50* 15"# 15"6 15%0 15%/ 051" 15-1 15"0 05% 156" -51" 15"1
H< #5"/ #5-2 #5*0 #5-2 #5*2 #510 #5*0 #5-% #512 #5*- #5*6 #5-*
IJ "5#/ 0526 15#" 05/6 156* "520 150" 05*" 05#* 15#" 150* 05-/
&K #500 #5%/ #5%6 #5*2 #566 #512 #56 #5*% #5-- #5%6 #5%* #5*%
F= #5%* "5/% "5/2 "562 050- "5#/ 05#2 "5*6 "500 "52 "5// "5**
HE #5#21 #506 #502 #50/ #51" #5"% #51 #50* #5"2 #502 #50/ #50-
>< #5*0 "5/0 "520 "5%% 05#% #520 05#6 "5%* "502 05#- "5%% "5%1
3G #5#2* #511 #51 #51 #511 #5"% #510 #50/ #500 #51- #502 #506
&L #520 #511 "5-% 05#0 051- "5## "52 "51" "511 "562 "5// "502
H+ #5#"* #5#1* #51 #506 #50- #5#"" #50" #50/ #512 #5*6 #5"2 #506
D< 0500 6"510 "#"51 -5** 15#0 -5/" 15"0 0"5-/ 2%5%0 005%% 15/* 0051/
!4 #5* "5#* #56* #51% 05#1 #5** "%652 #516 #5-- #5"6 #5-" #51*
HM "506 05%0 -5/* -52% 05/0 "5-0 05-" *510 %56- 65-2 151/ *50*
N *5-1 050/ 05/1 1511 15** 05/% 1510 05-% -561 15*" 15"* 05-1

!;FF 0/5%/ 615*" %15*- "#051/ %65%* *#5%* 6"5%" /#50* 6-50* "#"5"% "0%5% /#5%%
!3;FF 0-5*/ %"52/ *"562 2#56/ *152 -151/ */526 %25/* %*5/% //5%* ""156" 6#511
!&;FF -5" ""5*1 ""56* ""5% "156* 650% "05%- "#5- /512 "05*" "05/2 "#510

3;FF／&;FF *522 *51/ -5-" 65/1 1520 *526 -5%6 %56" 65/* 65#2 /5/0 %5/"
（3+／><）( 15*" -5*" 15#* 656- 15"" %5#- 15"- *562 %5"% *5%1 252 *52
（3+／8E）( "5"6 056- "56% 15#6 "56- 050 "5%2 05/1 05*0 056% 1500 05/0
（:A／><）( "52* "51/ "51- "566 "5-* 05#1 "51- "5*1 "5%1 "5-6 05" "5**
"FG #566 #562 #56% #56* #5/1 #5/* #5%% #5/6 #52% #56- #56* #5/1
"@7 "5%/ " "5#" "5"6 "50 "5"% "501 #526 "5#1 " "5"1 #526

注："FGO（0FG／FG(）／（8E／8E(P:A／:A(）；（3+／><）(O（3+／3+(）／（><／><(），（3+／8E）(、（:A／><）(计算方法类似。

对比本区各类岩石、矿石的微量元素特征可以

发现，各类矿石具有大致相似的微量元素配分模式，

并且矿石与矿区围岩微量元素配分模式相似，均相

对富集HM和N，亏损(<、H+、8=，这进一步印证了矿

石与围岩具有同源性。矿石具有比围岩更显著的8=

亏损可能是由于矿浆形成之前岩浆发生了斜长石的

分离结晶，这也说明铁矿浆形成于岩浆演化的晚期

阶段。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图上，围岩;<、!+、

HM、N等元素的变化与大多数矿石不一致，可能是由

于后期富铁岩浆热液对矿石叠加改造导致矿石中这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11卷

 
 

 
 

 
 

 
 

 
 

 
 

 
 

 
 

 
 

 

 

 

 

 

 

 

  

 
 

 



图! 尼新塔格铁矿矿石和岩石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图（标准值据"#$%&%’()*&+,’&，-../）

01(2! 3)%&+41567&%48*91:6+;<<=*5564&>%?4%#@>*&+%46>1&5)6A1B1&5*(6+6=%>15（&%48*91:1&(C*9’6>*?564"#$%&%’()
*&+,’&，-../）

图. 尼新塔格铁矿矿石和岩石的微量元素配分曲线图（标准值据"#$%&%’()*&+,’&，-../）

01(2. D418151C68*&5967&%48*91:6+54*#669686&5>>=1+64+1*(4*8%?4%#@>*&+%46>1&5)6A1B1&5*(6+6=%>15
（&%48*91:1&(C*9’6>*?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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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元素受到热扰动所致。而浸染状和块状矿石中各

有一件样品的!"、#$、%&、’元素变化与围岩相似，

其他矿石类型则无此现象，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两

种矿石的岩浆成因。

(讨论

!)" 成矿年代学及动力学背景

大哈拉军山组是西天山广泛出露的一套浅海相

中基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组合。近年来对该套火

山 沉积岩系的岩石学、年代学和岩石地球化学研究

逐渐增多，对其沉积构造环境的认识虽依旧存在争

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该套岩石可能形成于岛

弧环境（姜常义等，*++,，*++-；顾连兴等，.///；

朱永峰等，.//0；钱青等，.//0；龙灵利等，.//1；

李永 军 等，.//+；2&3!"#$)，.//+；李 继 磊 等，

./*/，汪帮耀等，./**$）。笔者对尼新塔格铁矿区

石炭纪火山岩进行研究后发现，该套火山岩具富碱

特征（尤其以富钠为特征，4$.5平均(6+.7，8.5
平均.6.07），地球化学分类上属于碱性系列（如图

*/）。在9: %& %$及%&／;" 4"／;"构造环境

判别图解（图**）中，大多数围岩样品点都落入了<
火山弧玄武岩区及大陆岛弧玄武岩区，在再加上

=!>>富集的右倾型稀土元素配分曲线与矿石与围

岩中 普 遍 的 4"、%$亏 损 以 及 围 岩 中 出 现 弱 的

图*/ 尼新塔格铁矿区围岩%?@图解

ABC)*/ %DE$F$FG$FBHBFBI$（%?@）JB$CK$LD:MDFI$NBI
KDIGH:KDLE&O4BPBNE$COBKDNJOQDHBE

%B负异常特征都表明，这些火山岩应形成于大陆型

岛弧环境或活动大陆边缘环境（RO$KIO，*+S+，*+1.，

*++-；李昌年，*++.；邓晋福等，.//(）。

笔者尚未获得矿区安山岩形成年龄，但在距尼

新塔格矿区约*/GL的松湖铁矿区东侧（如图*.）安

山岩 中 获 得 的 该 套 岩 石 年 龄 为,(,6.T. U$
（U@V<W*61），属早石炭世维宪期。茹艳娇（./*.）

曾对西天山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做过系统的研究，

通过统计分析得出西天山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形成

时代为,0+!,,,U$，主体为早石炭世杜内期，早期可

图** 尼新塔格铁矿区火山岩构造环境判别图

ABC)** <BHIKBLBN$EBDNJB$CK$LH:DKEOIEDNBIHOEEBNCHD:MDFI$NBIKDIGHBNE&O4BPBNE$COBKDNJOQDHBE
?—4型U5!#；#—>型U5!#和板内拉斑玄武岩；X—碱性板内玄武岩；<—火山弧玄武岩

?—4YEZQOU5!#；#—>YEZQOU5!#$NJBNEK$IDNEBNONE$FE&DFOBBEOH；X—BNEK$IDNEBNONE$F$FG$FBNO"$H$FEH；<—MDFI$NBI$KI"$H$F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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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跨于晚泥盆世晚期，晚期可达早石炭世维宪期。

火山作用从伊犁地块南北部向伊犁地块内部逐渐变

年轻，从伊犁地块西部向东部逐渐变年轻（如图!"）。

该年龄无论从地层学及区域地层年代学特征上均可

以大致代表本区火山岩的形成时代。综上可以认

为，从早石炭世初期开始，北天山洋向南伊犁地块之

下俯冲，研究区所处的伊犁地块北缘即为活动大陆

边缘，这期间伴随着大量的岩浆活动并形成了上述

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及其中赋存的铁矿床。

!#" 成矿物质来源

图!" 西天山“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形成年龄分布图（据茹艳娇，"$!"修改）

%&’#!" %()*+,&(-+’./&0,)&12,&(-(3,4.5(67+-&7)(780(39+4+6+:2-04+-%()*+,&(-&-;.0,<&+-04+-=(2-,+&-0
（+3,.)>2?+-:&+(，"$!"）

矿物学、岩石学证据表明，该矿区矿石中磁铁矿

为矿浆结晶或火山热液交代围岩的产物。大量的光

片、薄片研究发现，矿区内存在一系列玄武粗面安山

岩 弱矿化玄武粗面安山岩@矿化玄武粗面安山岩

浸染状矿石，它们具有一种特征：磁铁矿可以任何比

例存在于该类岩石的基质中（如图A），而矿区内其他

岩石中没有这种现象。加之相似的稀土、微量元素

地球化学特征显示，各类磁铁矿矿石与围岩具有同

源性，由此认为，矿浆期磁铁矿的形成与富钠的碱性

玄武安山质岩浆关系密切。

目前自然界中还未识别出独立的玄武粗面安山

质岩浆源区，玄武粗面安山岩多为富碱的玄武质岩

浆或安山质岩浆演化的产物。考虑到本区玄武粗面

安山岩的数量远远多于安山岩的数量，所以玄武粗

面安山质岩浆不可能由安山质岩浆分异形成。大哈

拉军山组第B段地层下部层位出露有玄武岩，即在

玄武粗面安山质岩浆阶段之前有玄武质岩浆活动。

因此，矿区内的玄武粗面安山岩、粗面安山岩及矿石

应是由同源的玄武质岩浆演化而来。矿石与围岩中

普遍出现C1和<+的显著亏损，而C1、<+亏损是湿

地幔楔部分熔融的陆缘弧玄武岩的鉴别性特征（=7D
E266(74+-/F+*16(，!GG!），上述特征指示本区围岩

及矿石在成因上可能与俯冲板片脱水引起的湿地幔

楔部分熔融有密切联系。

BAH第A期 荆德龙等：新疆西天山尼新塔格铁矿床地质特征与矿床成因

 
 

 
 

 
 

 
 

 
 

 
 

 
 

 
 

 
 

 

 

 

 

 

 

 

  

 
 

 



矿体作为矿区地质体的一部分，其形成过程即

是成岩过程的一部分。李新光等（!"#"）对尼新塔格

铁矿床围岩及矿石中的流体做了氢 氧同位素研究，

获得该区矿石及围岩中流体氢同位素（!$%&’(）为

)*+,-.")+*,/.，平均)//,/.，具原生岩浆水

特征；氧同位素（!#*’%&’(）为)-,-0."-,#/.，平

均",1!.，显示岩浆水中有其他流体的混合。氢 氧

同位素特征显示成矿热液主要来自岩浆演化末期形

的富铁火山热液，后期有大气降水等的混合。

综上可知，该矿床中的铁质主要来源于岛弧环

境下产生的玄武质岩浆。

!2" 矿床成因

尼新塔格铁矿直接赋矿围岩为一套中基性火山

岩、火山碎屑岩，铁矿体与围岩多为整合或渐变过渡

关系，表明矿体是作为火山岩地层的一部分，为同一

火山活动的产物。

国内外大量实验和矿床实例研究分析表明，矿

浆成因的磁铁矿具有典型的树枝状或板条状结构

（345367879:6;<=8>84?8@6=<）以及流动状构造等，其中

自形板条状磁铁矿多见于块状构造矿石中，而半自

形 他形细粒状磁铁矿多见于流动状构造中（A67B
48C9D， #0/*； E>C86FG， #0*1； H>:5C， #0**；

E>C86FG=53 I456JK@4L，#001；E=C<@53!"#$2，

!""!；M<=6N=53O:58=N，!""1；MD45!"#$2，!"#"）。

本矿区内尚未发现典型的板条状或树枝状结构磁铁

矿，但是在浸染状矿石中常见有半自形 他形的微细

粒磁铁矿与微晶斜长石等呈定向、半定向排列显示

流动状构造，部分条带状矿石中见有气孔发育的磁

铁矿层，并且气孔被拉长定向而显示流动构造，这一

特征说明，这些矿石明显具有火山矿浆成因特征（宋

学信等，#0*#）。在角砾状矿石及火山碎屑岩中出现

的磁铁矿浆屑以及富气孔的磁铁矿角砾（可能是火

山弹）则是由矿浆快速喷出，在空中快速冷凝的产

物。这些特征都无疑证明，尼新塔格铁矿床形成过

程中存在铁矿浆的喷发成矿过程。

角砾状矿石及条带状矿石中磁铁矿多为粗粒、

自形 半自形，呈网脉状、团块状交代岩石，与绿泥石

绿帘石 阳起石 方解石等矿物伴生，显示后期有热

液成矿作用的叠加。而氢氧同位素显示，成矿热液

主要来自岩浆演化末期形成的火山热液。由此可

见，矿床的形成与火山作用密不可分。

矿石与围岩的稀土、微量元素特征指示它们是

由同源岩浆演化而来。岩石学与岩相学研究表明，

尼新塔格铁矿床的成矿母岩浆为玄武质岩浆分异演

化产生的富钠的碱性玄武安山质岩浆。富碱（尤其

是富钠）的中基性火山岩有利于火山岩型铁矿的形

成（徐志刚，#0*+；E>C86FG!"#$2，#001；余金杰

等，!""!）。对矿区岩石地球化学研究发现，该区安

山岩及玄武安山岩具有典型的富碱特征，尤其富钠，

说明成矿母岩浆富碱、富钠，具有良好的成矿条件。

如前所述，新塔格铁矿所处的伊犁地块东北缘，

属石炭纪岛弧带。强烈的碰撞造山过程中，幔源岩

浆上涌，经历漫长的运移及多次喷发，玄武质岩浆发

生分异演化，残余岩浆基性程度逐渐降低，铁质发生

富集。岩浆中富碱时，E=P与OP与硅酸盐络阴离子

结合，而铁质则优先与’!)结合形成氧化物多面体

液相，在有利的动力和物理化学条件下，岩浆中铁质

与硅 酸 盐 熔 体 熔 离，聚 集 形 成 铁 矿 浆（张 光 耀，

#0*Q）。矿浆经喷出作用，形成了矿区内第一期磁铁

矿。该期磁铁矿呈半自形 他形的细粒结构，形成的

矿石构造类型主要为浸染状和块状矿石，此外有少

量矿浆快速喷出，在空中边下落边冷凝，形成磁铁矿

浆屑以及气孔发育的磁铁矿角砾。火山作用末期，

岩浆活动减弱，而由浆演化末期形成的富铁火山热

液对之前形成的岩石、矿石进行交代作用，铁质析

出，形成热液期粗粒磁铁矿。由于火山碎屑岩中空

隙发育，为成矿热液的运移和铁质的析出成矿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故该期矿石类型以角砾状矿石和条

带状矿石为主，少量块状矿石。

基于以上特征，认为该矿床在成因类型上应属

于岩浆 热液复合成因的火山岩型磁铁矿矿床。

Q 结论

（#）尼新塔格铁矿床的赋存于大哈拉军山组第

-段（M#%-）的安山质凝灰岩、玄武粗面安山岩、粗面

安山岩中，磁铁矿矿石与熔岩围岩具有相似的稀土

元素、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它们由同源岩浆

演化而来。

（!）铁矿的形成经历了矿浆期和火山热液期两

个阶段，分别形成了矿区内的浸染状、块状矿石和角

砾状、条带状矿石，火山热液对早期矿石进行了叠加

改造。

（-）矿浆期磁铁矿成矿母岩浆为富钠的碱性玄

武安山质岩浆，氢氧同位素显示晚期热液成矿阶段

成矿热液主要来自岩浆演化形成的火山热液，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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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铁质主要来源于岛弧环境下产生的玄武质岩

浆。

（!）综合矿床地质及地球化学特征，认为尼新

塔格铁矿床为火山岩型岩浆 热液复合成因磁铁矿

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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