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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 麦兹晚古生代火山盆地位于西伯利亚板块阿尔泰陆缘活动带东段,盆地中赋存有丰富

的铅锌、铜铁等多金属矿产, 其中可可塔勒大型铅锌矿、蒙库大型铁矿床、阿克哈仁铅锌矿、大桥铅

锌矿等具有代表性,各类矿床表现出海底火山喷气沉积成矿的特征。麦兹盆地多金属矿床具有明

显的规律性,铁矿主要分布于盆地北侧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下亚组, 铅锌矿主要分布于盆地南侧

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上亚组。今后应注意在蒙库铁矿区及外围寻找铜矿, 在盆地中部的阿尔泰镇

组沉积岩区寻找红墩式(沉积)铅锌矿,同时加强可可塔勒铅锌矿带西段和深部的勘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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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引言

阿尔泰南缘在晚古生代处于大陆边缘环境, 火

山活动强烈,由西北向东南依次分布有阿舍勒、冲乎

尔、克朗和麦兹 4 个火山- 沉积盆地 [ 1- 6]。这些火

山- 沉积盆地发育了一系列铜、铅锌和铁矿床,构成

了著名的阿尔泰山南缘多金属成矿带, 其中麦兹盆

地分布有可可塔勒大型铅锌矿、蒙库大型铁矿床、阿

克哈仁铅锌矿床、大桥铅锌矿床等。近年来新疆有

色地勘系统在执行国家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补偿费

项目过程中对该火山盆地进行了大量的地质勘查工

作,进一步表明该盆地具有很大的找矿前景。

1 � 麦兹火山沉积盆地构造地质特征

麦兹晚古生代火山盆地位于西伯利亚板块阿尔

泰陆缘活动带东段。麦兹盆地基底由志留系库鲁姆

提群( Skl )和奥陶系哈巴河群 ( Ohb)中深变质浅海

- 滨海相类复理石碎屑岩建造组成, 盆地内沉积了

泥盆系下统康布铁堡组( D1k )和泥盆系中统阿勒泰

镇组( D2a)地层。其中康布铁堡组下亚组第一岩性

段( D1 k11 )为一套中等变质的海相流纹质火山碎屑

岩、夹安山玄武质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第二岩性段

( D1k
1
2 )为中等变质的流纹质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夹

砂泥岩、碳酸盐岩; 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一岩性段

( D1k21 )为一套中深变质的中酸性火山碎屑岩,第二

岩性段( D1 k22 )为一套浅- 中等变质的海相流纹质火

山岩- 火山碎屑沉积岩- 陆源碎屑沉积岩- 碳酸盐

岩组合, 第三岩性段( D 1k
2
3 )主要为一套中等变质的

流纹质火山碎屑沉积岩夹钙质砂岩、斜长角闪岩及

灰白色- 浅褐色大理岩。泥盆系中统阿勒泰镇组

( D2a)为一套浅- 中等变质的碎屑沉积岩- 泥质岩

- 碳酸盐岩组合。

麦兹地区构造活动比较强烈。褶皱构造主要有

麦兹复式向斜, 该向斜走向长 50 km, 呈舒缓波状延

伸,翼幅宽 10~ 15 km。核部地层为中泥盆统阿勒

泰镇组,两翼地层为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上、下亚

组。轴面倾向 NE,倾角 65�~ 82�。其南东转折端

位于可可塔勒铅锌矿区东南侧2km处, 在转折端



图 1 � 阿尔泰南缘麦兹盆地构造地质简图

F ig. 1� Geolo gical and tetonic map of M aizi basin in

southern margin of Altay mountains

1� 中泥盆统阿勒泰镇组第一岩性段 � 2� 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

三岩性段� 3� 下泥盆统上亚组第二岩性段 � 4� 下泥盆统上亚组第一岩

性段 � 5� 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下亚组第二岩性段 � 6� 下泥盆统康布铁

堡组下亚组第一岩性段 � 7� 志留系库鲁姆提群 � 8� 奥陶系哈巴河群 �

9� 海西期花岗岩 � 10� 海西期辉绿岩 � 11� 铁矿 � 12� 铅锌矿

�

部位发育次级褶皱; 北西转折端位于蒙库铁矿西侧

5 km 处。复向斜南东翼地层层序正常, 北东翼倒

转。次级褶皱主要有蒙克木背斜及巴特巴克布拉克

向斜、铁热克萨依向斜等,多分布于麦兹复式向斜的

北东翼。本区域由北东向南西发育有巴寨、可依洛

甫、沙尔布拉克等大断裂(图 1) , 断裂走向约 310�,

倾向 NE,倾角 70�~ 80�,为压扭性。所有的断裂两
盘岩石的结构、构造发生变化, 形成片理化和构造

岩。NNE走向的断裂构造形成较晚, 造成局部地层

被错动。

麦兹地区侵入岩发育, 主要有分布于麦兹向斜

两翼外侧的海西期花岗岩岩株和麦兹向斜内的基性

- 酸性岩脉
[ 3]
。早泥盆世火山活动十分强烈, 具有

多期次、多旋回特征。火山岩具同源演化序列,早期

为基性- 酸性火山岩,晚期为酸性火山岩类, 早期富

钠、富铁镁,晚期富钾、贫铁镁,岩浆朝着富硅的方向

演化,并由铁镁端元向碱金属端元演化,碱金属中又

朝着富钾的方向演化。火山活动及其演化与区内成

矿关系十分密切,是最重要的控矿因素。变质程度

主为绿片岩- 角闪岩相。

2 � 麦兹盆地典型矿床地质特征

麦兹盆地赋存有大量的铅锌、铜铁等多金属矿

产,其中可可塔勒大型铅锌矿、蒙库大型铁(铜)矿

床、阿克哈仁铅锌矿、大桥铅锌矿等具有代表

性[ 3, 5, 7, 8]。

2. 1 � 可可塔勒铅锌矿

可可塔勒大型铅锌矿位于阿尔泰南缘麦兹盆

地泥盆系康布铁堡组中, 是以块状硫化物矿床为

主的大型铅锌矿床。矿床受火山喷发中心控制,

容矿岩石为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二岩性段中部的

变凝灰岩、黑云母石英片岩、变凝灰质粉砂岩及铁

锰质大理岩等组成的互层带。主矿体赋存于火山

喷发旋回与沉积旋回的过渡部位, 矿化具多层性

特点,在一定层位上常成群成带展布。

可可塔勒铅锌矿床可分为 3段:东段范围为 0

~ 40线区间,地表有 1~ 4号矿体,因矿体产于褶皱

转折端部位,矿体的膨大缩小现象明显。中段范围

为 0~ 63线区间,其间 0~ 19线因为是区内火山洼

地的核心部位,因而出现多层矿体,而单个矿体沿走

向和倾向也具分支复合现象,矿体规模大、品位较

富, 19~ 63线多为单层矿体或两层矿体,矿体向深

部变厚、变富。0~ 63线区间分布有 6~ 9号矿体,矿

体长 120~ 800 m, 矿体厚度 0. 80~ 87. 78 m,沿倾向

延深 200~ 750 m,最大延深大于800 m。西段范围为

63~ 135线区间,主要分布有 10号矿体,目前新疆有

色地勘局仍在西段开展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矿石品

位w ( Pb) = 0. 38%~ 4. 95%, 平均 1. 51 % ; w ( Zn)

= 0. 40%~ 10. 74 %, 平均 3. 16 %; w ( Ag)一般< 40

� 10- 6 , 最大值达 222 � 10- 6。矿石中金属矿物占

48. 51%~ 70%,主要有磁黄铁矿( 17. 4%~ 35%)、黄

铁矿( 13. 1%~ 20%)、铁闪锌矿( 13. 4%)、方铅矿( 3.

1% )、磁铁矿( 0. 56% ) ,其他金属矿物有毒砂、黄铜

矿、黝铜矿。非金属矿物占 30% ~ 52% ,其中以金云

母、白云石、透辉石、方解石为主。矿石构造以条带

状、稠密浸染状、稀疏浸染状、斑杂状,块状为主,另有

脉状、变余层状、角砾状等。矿石结构有粗粒、细粒、

自形- 半自形粒状、他形粒状、斑状变晶、交代溶蚀

等,如黄铁矿被磁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等交代溶

蚀。围岩蚀变为碳酸盐化、绢云母化、硅化、黄铁矿

化、萤石化等,尤以碳酸盐化与成矿关系密切。

可可塔勒铅锌矿床成因类型属火山喷流沉积改

造型铅锌矿床。其成矿机制如下: 火山活动形成酸

性熔岩及火山角砾岩、角砾凝灰岩, 并形成了有利于

矿质聚集沉淀的火山洼地等构造环境, 其后火山活

动减弱, 在火山碎屑、泥砂质、碳酸盐沉积成岩的同

时,火山后期喷气作用带入大量成矿物质并"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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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海水中的部分成矿物质,形成含矿热流体, 向沉积

洼地方向运移, 在一定的物理化学条件下在洼地及

其旁侧的斜坡部位矿质沉淀形成铅锌矿体。后期的

褶皱及区域变质作用, 对矿体形态、产状、矿石组构

等有- 定影响, 特别是对富矿体的形成可能有积极

作用。

2. 2 � 蒙库铁矿

蒙库铁矿位于麦兹复式向斜北翼的铁木尔下尔

滚向斜核部及邻近核部的位置, 赋存于下泥盆统康

布铁堡组下亚组第二岩性段地层中。矿体赋存于富

钠的细碧岩- 角斑岩火山(碎屑)岩- 沉积岩建造,

矿化区内基性火山岩以碱性玄武岩系列为主, 中酸

性岩以钙碱性系列为主, 二者均以钠质类型为特征。

其中- 基性岩以富碱的粗面玄武岩- 玄武粗安岩-

粗安岩- 粗面岩系列为主,少量为玄武岩和玄武安

山岩,而酸性岩则为正常的流纹岩类。在角斑岩中

见透镜状磁铁矿,含矿层内主要产出磁铁矿矿体,矿

化类型和矿石组分较单一,对应层位为康布铁堡组

下亚组第二岩性段上部。代表性矿床有蒙库铁矿和

结别特铁矿。目前新疆有色 706地质队在矿带东段

开展找矿工作。

蒙库铁矿床可分为东西两段: 西段范围为 0~

163线之区间, 地表有 1 ~ 9 号矿体, 矿体走向为

NW向,地表倾向 65�� 5�, 倾角 70�� 5�; 矿体产于

铁木尔下尔滚向斜的两翼,以向斜轴对称分布,一般

呈透镜状、似层状产出, 矿体向深部延伸较大,据物

探资料验证,个别矿体以似层状形态存在;东段范围

为 171~ 213线区间,其间分布有 10~ 22号矿体,其

中以 10, 11, 12, 18号矿体规模较大,尤其是 18号矿

体,不论沿走向上还是倾向上延伸都比较稳定。矿

体相互间呈平行、交互斜列、尖灭再现等形态。矿体

长 100~ 1 200 m , 厚 1~ 94 m, 矿体延深 50~ 300

m,长度大于延深。矿体与围岩产状大体一致,走向

290�~ 300�, 向 SW或 N E陡倾。蒙库铁矿床以 21,

22, 10, 18 号矿体全铁品位较高。品位变化区间

20. 0%~ 60. 0%, 矿体平均品位 45. 25%, 单样最高

全铁品位 62. 9% ,矿体沿走向及倾向上品位变化不

大,一般在 30%~ 50%之间,品位变化系数 10. 7%。

矿石中可利用的有益组分是铁, 含铜、锰等有益组

分。矿石构造主要是块状、条带状和斑杂状- 浸染

状,部分叠加了脉状和角砾状构造。矿石中有用铁

矿物主要是磁铁矿和赤铁矿, 少量褐铁矿,金属矿物

有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辉钼矿。脉石矿物主

要是钙铁辉石、石榴石, 少量角闪石、透闪石、方解

石、斜长石、石英,副矿物有榍石、磷灰石、褐帘石、萤

石、方柱石。磁铁矿和赤铁矿是矿石中最主要铁矿

物,含量占 15%~ 90%。

通过对蒙库铁矿床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其成

因类型应属喷流沉积- 变质改造- 岩浆热液叠加富

集型多因复成铁矿床 [ 9]。

2. 3 � 大桥铅锌矿
矿体赋于富钠的石英角斑质火山岩- 酸性火山

岩- 铁锰质大理岩建造中,矿化岩石为似夕卡岩、夕

卡岩化长英变粒岩、含磁铁矿条带的酸性火山岩和

大理岩等, 矿化区内火山岩主要为英安质- 流纹质

火山岩,火山岩中 Na2O/ K 2O比值为 1. 3~ 1. 8。对

应的层位为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一岩性段上部和第

二岩性段下部, 该含矿层的代表性矿床有大桥铅锌

铜矿和阿什勒萨依铅锌铁矿。

大桥铅锌矿的矿化类型主为块状磁铁硫化物

型,以 1号和 5号矿体为代表, 其中 1号矿体现探明

长度大于 100 m, 宽 32 m, 矿石品位 w ( Pb ) =

0. 01% ~ 0. 16% , w ( Zn) = 0. 11% ~ 2. 85%, w ( Cu)

= 0. 08%~ 0. 59%。硫化物(方铅矿、闪锌矿、磁黄

铁矿、黄铜矿)呈条纹状、条带状分布于磁铁矿中或

浸染状分布于大理岩中。另一矿化类型为层状夕卡

岩型, 以 2, 3, 4号矿体为代表。其中 3号矿体长度

大于 60 m, 宽 6 m,矿石 w ( Zn) = 1. 12% ~ 5. 33%,

w ( Pb)较低。大桥铅锌矿具有下部块状磁铁硫化物

和上部层状夕卡岩矿化的垂向分带现象,反映了海

底喷流沉积成矿的特征。

2. 4 � 阿克哈仁铅锌矿

矿体赋存于流纹质火山岩- 陆源碎屑沉积岩建

造中, 流纹质火山岩中 K 2O> N a2O, K 2O/ N a2O=

1. 3~ 2. 4, 矿化主赋于大理岩、变钙质砂岩、凝灰质

砂岩中。由硫化物- 重晶石- 萤石组成条带状矿

石,方铅矿- 闪锌矿化组成细脉状矿石。在靠近流

纹质火山岩一侧的铅锌金矿化不均匀,方铅矿、闪锌

矿呈星点状分布。矿石中硫化物(黄铁矿、黄铜矿、

方铅矿、闪锌矿)含量小于 10%, 脉石矿物占 90%,

主要为重晶石、萤石和石英。金矿化受火山机构旁

侧的构造裂隙控制,也以重晶石- 萤石脉的形式产

出。对应层位为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三岩性段顶

部,代表性矿床为阿克哈仁铅锌金矿和铁热克铅锌

银矿点。

阿克哈仁铅锌金矿已探明 15个工业矿体,其中

12个萤石- 方铅矿矿体, 3个闪锌矿- 方铅矿矿体。

矿体显示明显的垂向分带,下部由脉状、细脉浸染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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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组成, 围岩为火山角砾岩和流纹斑岩组成; 中、上

部由层状矿石组成, 围岩是铁锰质大理岩。单个矿

体长 100~ 600 m,厚 1~ 10 m。矿物组合主为萤石

- 重晶石- 方铅矿。主要有用组分为 Pb,伴生 Zn,

Ag 和 Au。矿石中 w ( Pb )平均为 2. 89 %, 含 w

( Zn)和 w ( Ag) 的平均值分别为 0. 13%和 10 � 10- 6

~ 129 � 10- 6[ 3]。矿床地质特征反映该矿床为海底
沉积喷流沉积成因。

3 � 成矿规律与找矿方向

3. 1 � 成矿规律
阿尔泰陆缘活动带发育麦兹、克兰、冲乎尔、阿

舍勒 4个晚古生代火山盆地。麦兹盆地最重要的矿

产为铁矿和铅锌矿, 以蒙库铁矿和可可塔勒铅锌矿

规模最大,阿克哈仁、大桥具有中等规模。这些矿床

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明显的层控性, 与区内早泥盆世

火山活动演化和不同阶段的火山喷流作用有成因关

系(表 1)。

铁矿主要产于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下亚组第二

岩性段( D1 k
1
2 )中。该岩性段以酸性火山岩、火山碎

屑岩为主,夹基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的组合。早期

以火山喷发沉积为主,晚期向正常碳酸盐沉积过渡;

基性火山活动以溢流相熔岩为主, 凝灰岩较少,存在

潜火山岩相辉绿岩, 形成火山沉积改造型铁矿,如蒙

库铁矿。

铅锌矿(化)均受层位的控制, 与特定的火山岩

及火山沉积建造关系密切,区内主要含矿层位有 3

个:①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一岩性段( D 1k
1
2 )上部酸

性火山岩及变凝灰质砂岩、变钙质砂岩和大理岩,矿

化类型为含星点状及条纹状方铅矿和闪锌矿的层状

磁铁矿,以阿什勒萨依铅锌铁矿为代表。②康布铁

堡组上亚组第二岩性段 ( D 1k
2
2 )中部的铁铅锌含矿

层,火山岩为英安质- 流纹质火山岩,矿化岩石为似

夕卡岩,以透镜状含硫化物磁铁矿体的形式产出,硫

化物(方铅矿、闪锌矿、磁黄铁矿、黄铜矿)呈条纹状、

条带状分布于磁铁矿中, 矿石中铅、铜、锌品位较高,

该含矿层的代表性矿点有大桥铅锌铜矿。康布铁堡

组上亚组第二岩性段中部铅锌硫化物含矿层, 岩性

为流纹质熔岩及火山- 沉积碎屑岩, 是区内最重要

的块状硫化物型矿床的含矿层位, 以可可塔勒铅锌

矿床为代表。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二岩性段上部铅

锌含矿层, 矿化产于铁锰质大理岩中, 方铅矿、闪锌

矿呈稀疏星点状分布于大理岩中,矿化普遍, 但未形

成工业矿体。③康布铁堡组上亚组第三岩性段

( D1k32 )顶部的含重晶石条带铅锌金含矿层,矿化岩

石为大理岩、变钙质砂岩和变流纹质火山岩, 产于大

理岩和变钙质砂岩中的矿化为条带状重晶石萤石条

带(透镜体)内的星点状及细脉状方铅矿、闪锌矿化;

产于流纹质火山岩的铅锌矿化含金(金品位最高达

5 � 10- 6 ) ,受火山口机构旁侧的构造裂隙控制,以重

晶石萤石脉的形式产出。代表性的矿点为阿克哈仁

铅锌矿(表 1)。

麦兹盆地成矿作用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铁矿主

要分布于盆地北侧,即可依洛甫断裂以北,铅锌矿主

要分布于可依洛甫断裂以南。按成矿元素组合在时

间上的变化,构成麦兹盆地成矿演化序列,从早到晚

成矿元素的演化为: Fe- Fe, Pb, Zn - Pb, Zn, Ag-

Pb, Ag; 相应的矿物组合由氧化物→氧化物、硫化物

→硫化物、氟化物,反映盆地总体成矿环境由氧化→

弱氧化、弱还原→还原→弱还原的演化趋势。同时

反映了麦兹盆地经历了由快速拉张和强烈火山活

动,到稳定断陷和接受沉积这一构造过程。

3. 2 � 找矿方向
在蒙库铁矿区及外围注意寻找铜矿。在对蒙库

铁矿 1号矿体西段勘查过程中,发现铁铜共生现象,

w ( Cu) = 0. 2% ~ 1. 53% , 以 0. 3%为边界品位, 圈

定 5条矿体, 其中 3 号矿体规模较大, 矿体长 300

m,延深 105 m,厚 5 m。今后应注意在其他地段寻

找铜矿体。

加强可可塔勒铅锌矿带西段勘查工作。矿带西

段 9号矿体主体为埋深较大的隐伏矿体,向深部普

遍有厚度增大、层数增多、矿石质量变好的趋势, 目

前工程所控制的仅仅是矿体的中上部, 深部还有很

大的找矿空间。7号矿体的主体( 0~ 15线)从目前

控制看已基本尖灭, 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段是矿床

内地层、矿体产状最为复杂的部位, 从地表走向上看

地层产状倒转与正常的临界部位应当在 0~ 3线间,

根据褶皱构造的特点, 在倾向上也应当存在一个地

层正常与倒转的临界部位,从目前控制深度看应当

在 700 m 中段以下。3~ 7线一带的厚大矿体其产

状在深部是否也象 0线一样反倾,很值得探索,如果

能证实这点,将是地质找矿一个新的突破。矿床东、

西部仍有较好的找矿前景,目前也正在作探索性工

作。矿床的主要伴生元素银及硫的品位较高, 局部

地段形成独立矿体, 合理地对伴生元素进行综合利

用将大幅度提高矿床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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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麦兹火山- 沉积盆地火山活动及成矿特征

Table 1 � The volcanic activ ities and ore- fo rming sequence in Maizi basin

旋回 亚旋回 次 相当层位 火山岩组合及岩性特征 与矿产的关系及代表性矿床

早
泥
盆
世
火
山
活
动
旋
回
Ⅰ

第

一

亚

旋

回

Ⅰ1

第一次Ⅰ1
1 D 1k

1
1

以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为主,夹基性、中性火山岩和火山

碎屑岩,岩石变质程度高

出现磁铁矿透镜体, 但未形成矿

体

第二次Ⅰ2
1 D 1k

2
1

以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为主,夹基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

的组合,早期为火山喷发,晚期向正常碳酸盐沉积过渡;基性

火山活动以溢流相熔岩为主,凝灰岩较少,存在潜火山岩相

辉绿岩

形成火山沉积- 改造型铁矿,如

蒙库铁矿

第

二

亚

旋

回

Ⅰ2

第一次Ⅰ1
2 D 1k

1
2

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组合, 远火山相, 以火山喷发岩为

主,偶见溢流相熔岩,晚期为正常浅海相陆源碎屑沉积和碳

酸盐岩沉积,岩石变质程度较高

形成含硫化物磁铁矿矿层,如阿

什勒萨依铁铅锌矿点及有关异

常

第二次Ⅰ2
2 D 1k

2
2

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组合,主为熔岩、火山角砾岩或集块

岩、凝灰岩、热水沉积岩,近火山口部位有 3~ 5 个喷发次,喷

发间隙期形成正常碎屑和碳酸盐岩沉积,各喷发次均有先喷

发、后溢流之特征,前 1~ 2个喷发次火山活动强烈,波及范

围大

形成喷流沉积- 改造型铅锌矿

床和似夕卡岩- 磁铁矿型铅锌

矿化,代表性矿床有可可塔勒铅

锌矿床和大桥铅锌矿

第三次Ⅰ3
2 D 1k

3
2

为酸性(流纹质)、中酸性(英安质)火山岩、火山碎屑岩组合,

局部见基性次火山岩,有 4~ 7个喷发次,喷发间歇期均存在

正常碎屑或碳酸盐沉积;火山岩有熔岩、火山角砾岩和凝灰

岩等

形成喷气沉积重晶石- 萤石、纹

层大理岩型铅锌银矿化,代表性

矿点有阿克哈仁

中泥盆世火山活动旋回Ⅱ D 2a
仅在前期有弱火山活动,存在薄层状流纹质晶屑凝灰岩,火

山岩分布范围小,厚度薄
未发现与火山岩有关的矿产

� � 注意在阿尔泰镇组寻找红墩式(沉积)铅锌矿。
红墩铅锌矿是近年在阿勒泰东南 10 km 处的红墩

乡新发现的一个矿床 [ 10] ,矿区位于阿勒泰复式向斜

南翼布尔昆布拉克次级背斜两翼, 出露中泥盆统阿

勒泰镇组第四岩性段碎屑- 热水- 碳酸盐沉积岩,

主要岩性为硅质岩、钠长石硅质岩、粉砂岩、钙质砂

岩、纹层状泥质- 砂屑灰岩、绢云变粉砂岩等。在麦

兹盆地的中部, 阿尔泰镇组沉积广泛分布,应当有很

大的找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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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FEATURES OF SEDIMENTARY DEPOSITS INMAIZ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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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O Xue-jun

1
, KANG J-i chang

2
, ZHANG Lian-chang

3

( 1. X inj iang Nonf er r ous Geoexp lo ration B ur eau , Wul umuqi 830000, China;

2. N o. 706 Geological T eam , X inj iang N onf er r ous Geoexp loration Bur eau , A ltay 836500, China;

3. I 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 sics , CAS , Beij 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 T he M aizi Paleozoic volcanic-sedimentary basin is located in easter n mobile belt o f A ltay cont-i

nental margin of Siber ian plate. A larg e number of lead, zinc, and ir on deposits, such as Keketale,

Mengku, Akeharen and Daqiao deposit , were formed in the M aizi basin. These deposit s ar e char acterized

by vo lcano-sedimentary exhalat ion m ineralizat ion. T he iron and lead- zinc deposit s occur mainly in north-

ern and southern part of the M aizi basin, r espect ively. The paper presents further exploring directions for

metal deposit s: copper ore in the M engku iron distr ict and its surr oundings, Sedex- type lead-zinc deposit s

in sedimentary ro cks of Altay Town Format ion, and mor e explorat ion should be done in the w est sect ion

and depth of the Keketale lead-zinc ore belt .

Key Words: � vo lcanic-sedimentary rock, devonian, sedimentary deposit , M aizi basin, southern Altay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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