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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双亚幔柱模式及其控矿机制

夏
!

冬#

!牛树银!

!彭玉旋(

!王
!

磊#

!杨万志#

!杨在峰#

!徐永波#

!

#2

新疆地质调查院"乌鲁木齐
'(""""

#

!2

石家庄经济学院研究生院"石家庄
"5""(#

#

(2

新疆矿产实验研究所"乌鲁木齐
'(""""

$

摘要!

!

文章简述了新疆地区的地质理论研究成果)矿产地质特征'认为准噶尔)塔里木双亚幔柱

是新疆金属矿产呈现*

'

+字型分布的主要控制因素!双亚幔拉主体形成时期分别为石炭纪和二叠

纪%准噶尔亚幔柱斜向天山造山带'塔里木亚幔柱近垂直'前者作用强烈)短暂'后者温和而漫长%

准噶尔)塔里木盆地周缘薄弱带与内部构造体制为地幔深源岩浆及后碰撞造山岩浆的上侵提供了

通道%天山造山带形成于晚石炭世'它受双亚幔柱挤压隆起作用有限'成矿局部叠加!二叠纪以

来'以相对南北向挤压为主'是能源矿产主要形成时期!阿尔金)昆仑等山脉在新近纪快速隆升%

基于幔枝构造启示'建议金属矿产地质找矿勘查与石油)煤炭及铀矿地质勘查展开合作'在准噶

尔)塔里木两盆地内进行金属矿产综合找矿%

关键词!

!

双亚幔柱模式!幔枝构造!*

'

+字型成矿!控矿机制!新疆

中图分类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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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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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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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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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疆是我国重要的金属矿产)石油)煤炭及铀矿

资源矿产地'因其地域广袤'地质作用复杂'区内地

质演化与成矿机制的认识存在显著分歧%板块构造

较好的解释了挤压体制下油气成藏机制'幔柱构造

则与盆地内部的大量火成岩吻合%然而'无论是板

块构造还是地幔柱观点都局限于部分地区)局部地

段)特定范围'甚至个别矿床'缺乏系统性)综合性认

识!尚存在地质作用与成矿机制研究脱节的问题%

本文将在总结和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

幔柱理论阐述新疆的地质结构特征)地质演化作用

过程及矿产成矿机制问题%

#

!

地质作用认识及矿产特征

新疆北部阿勒泰山脉与南部昆仑)阿尔金山脉

的形成及演化'学者认识趋同,

#$

-

'主张分别受欧亚)

印度板块动力机制影响%笔者认为'欲深刻认识新

疆地质演化过程'天山造山带及其南北两侧盆地的

综合研究是关键'当前亦取得了大量成果%

"

#

$板块构造学说%李锦轶等,

5

-将天山地质演

化划分为自石炭纪以来碰撞)幔壳作用及壳内演变

三个过程%赵瑞斌等"

!""'

$认为天山南北构造具对

称性'准噶尔板块向南挤入'塔里木板块向北陆内俯

冲%高俊等"

!""%

$指出天山造山作用与早古生代
(

个洋盆演化相关'造山结束为早石炭世末期'二叠纪

属后碰撞演化阶段%卢华复等"

!""5

$主张塔里木板

块与准噶尔盆地岩石圈于天山下发生后剥拆离%赵

俊猛等"

!""(

'

!""$

$利用横跨天山造山带的库尔勒

吉木萨尔地震宽角反射(折射剖面
6

/

震相'推测天

山两侧盆地向天山造山带的深部对冲%李海鸥等

"

!""$

$运用宽频地震探测'总结南部俯冲挤压是天

山隆起的主因'准噶尔板块为被动挤压%李本亮

等,

1

-得出印度 欧亚板块碰撞远程效应穿越天山向

北传递时有所滞后的论断%刘绍文等"

!""1

$研究认

第
("

卷
!

第
!

期

!"#5

年
1

月#

#&$ #'#

!!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849:;-<=:-49>:4?@4.4

/A

,90B-9@;,.C@>4=;3@>C@>@,;3D

!!!!!!!

E4.2("

!

F42!

G=92!"#5

#

#&$ #'#



为塔里木盆地的变形受印度 欧亚大陆碰撞的远程

效应影响%罗照华等"

!""(

$总结塔里木南北缘新生

代火山岩类成岩特点'认为岩浆源于板块碰撞并伴

有深源流体活动%李昱,

&

-利用横跨天山观察剖面'

发现
#""H+

深度内天山地壳上地幔
I

波速度结

构'揭示天山两侧盆山结合部存在低速体'并指出其

形成可能与两侧盆地地壳的插入和俯冲相关%陈正

乐"

!""%

$推测印度与亚洲大陆的碰撞及其随后陆陆

汇聚作用的远程效应是形成天山两侧山前新生代构

造变形在南北向上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姜

常义等"

#%%%

$分析南天山花岗岩类'显示具有碰撞

造山的地球化学特征%黄河等"

!"##

$通过对南天山

典型岩体年代学)岩石学)地球化学的研究'指出碰

撞作用发生后存在塔里木微板块北向俯冲和逆冲导

致南天山造山带地壳加厚的过程%朱志新等,

'

-通过

分析西天山古生代侵入岩时空分布)地质及地球化

学特征'认为侵入岩是南)北天山洋盆演化的产物%

赵振华等"

!""(

$对西天山北部富碱火成岩同位素定

年'结果表明岩石形成于后碰撞造山环境'属挤压向

伸展拉张体制'时代为石炭纪末至早二叠世%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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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金属矿产"

"

#字型分布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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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属矿产!

!2

非金属矿产!

(2

石油!

$2

煤炭!

52

环形成矿带!

12

板块缝合线!

&2

盆地界线

"

!

$幔源物质作用与地幔柱学说%杨经绥等,

%

-

提出以天山为中心的石炭纪&早二叠世大规模火山

事件不单由古亚洲洋闭合 碰撞造山 地壳增厚 岩

石圈拆沉诱发软流圈上涌 减压熔融而发生'怀疑存

在一个全球尺度的地幔柱%夏林圻,

#"

-将天山石炭

纪大火成岩省的形成归因为岩石圈与地幔柱共同作

用结果%熊小松等"

!"##

$对天山及周缘深部结构展

开深地震探测研究'认为天山地壳缩短)隆升不仅与

欧亚 印度板块碰撞的远程效应有关'亦与下方岩浆

活动相关%胥颐等,

##

-分析天山深部地球物理特征'

指出水平挤压变形是造成西天山与天山毗邻西昆仑

附近区域上地幔岩石圈缩短和增厚的主因'同时存

在上地幔物质上浮引起小尺度对流现象%王登

红,

#!

-指出新疆北部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
8=*F-*

"

6?)

$硫化物矿床是准噶尔地幔柱成因%毛景

文,

#(

-通过分析天山&阿尔泰东部铜镍硫化物矿床

与二叠纪幔源岩浆侵入杂岩的时空分布及特征'认

为强烈的镁铁质岩浆 火山事件属中亚地区地幔柱

的一部分%颉炜"

!"#"

$推定巴楚层状侵入体和基性

超基性岩墙群与塔里木地幔柱有关%张传林等,

#$

-

展开塔里木和中亚造山带西段二叠纪玄武质岩石研

究'认为巴楚大火成岩省的形成与二叠纪地幔柱密

切相关%李文渊,

#5

-指出新疆北部泥盆 石炭纪岩浆

与板块构造作用有关'晚石炭世&二叠纪以地幔柱

作用为主'二者时间上叠加和空间上并存'导致成矿

大爆发%

"

(

$矿产特征%新疆矿产资源丰富'具显著规律

性'即金属)非金属矿基本产于准噶尔)塔里木盆地

周缘地区,

#1

-

'尤其天山造山带'金属矿产种类多样)

大型矿床密集'而能源矿产则限于两盆地内,

#&

-

'储

量巨大%*周山都产宝'盆地聚油煤+是对新疆矿产

资源的高度概括%金属矿产分布呈明显双连环型'

具*

'

+字型分布特征"图
#

$%

!

!

双亚幔柱模式特征

用单纯板块构造或单一地幔柱理论解释新疆的

矿产特征都存缺陷%因此'笔者提出新疆双亚幔柱

模式'并就其特征进行简要阐述%

#2!

!

形成时限

准噶尔盆地及其周缘广泛发育火成岩"图
!

$%

在西准噶尔'早石炭世"

($"

"

(!"B,

$)晚石炭 早

二叠世"

(#"

"

!%"B,

$火山岩最发育'遍布周边地

区!东准噶尔主要分布碱性花岗岩'二者时间上没有

分带性,

#'

-

%石炭纪火山岩以中基性钙碱性系列为

主,

#%

-

'其发育程度与分布范围要大于早二叠世,

!"

-

%

晚二叠世准噶尔盆地和吐哈盆地分割成各自沉积体

系,

!#

-

%毛翔等"

!"#!

$通过分析准噶尔盆地周缘火

山机构特征'表明古生代火山岩年龄为
($"

"

(!"

B,

及
(""

"

!%5B,

%陈庆等"

!""%

$探讨了准噶尔

5&#

第
("

卷
!

第
!

期 夏冬等#新疆双亚幔柱模式及其控矿机制



图
#

!

北疆石炭系$下二叠统火山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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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性火山岩!

!2

中基性火山岩!

(2

中酸性火山岩!

$2

酸性火山岩

盆地西北缘石炭系火山岩油气藏地质特征'显示晚

石炭世火山间歇性喷发%滴西地区油气成藏亦受控

于石炭系火山岩储层次生孔隙,

!!

-

%

图
$

!

塔里木盆地早 中二叠世基性岩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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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盆地边界!

!2

构造单元界线!

(2

断裂!

$2

基性岩类

塔里木盆地火成岩主要发育于早 中二叠

世,

!(

-

'规模大"图
(

$%二叠纪是塔里木盆地热 构造

演化史上最重要的时期'盆地中部和西北部发生了

大规模基性&中酸性岩浆活动,

!$

-

%陈汉林"

#%%&

'

#%%'

'

!""%

$指出塔里木盆地广泛分布二叠纪岩浆

岩'面积约
!"T#"

$

H+

!

'强调大量早 中二叠世玄武

质岩)辉绿岩类由深部热物质控制的主动过程形成'

推测塔里木有来自地球深部地幔柱源的岩浆上升作

用,

!5

-

'并厘定了盆地北部源自地壳物质的部分熔融

的中酸性火成岩年龄为
!$&

"

!'&B,

%杨树锋等

"

!""5

'

!""1

$认为早 中二叠世的岩浆作用导致塔里

木盆地隆升'但不甚强烈以至未形成断陷'并测定巴

楚小海子正长岩体及石英正长斑岩岩墙的年龄为早

二叠世晚期"约
!&&B,

$'代表一次岩浆热事件%张

传林,

!1

-认为二叠纪玄武岩以
!'%21B,

为活动峰

期'深度为
1"

"

'"H+

%余星等"

!""%

$)励音骐,

!&

-

等分别测定塔里木大火成岩省年龄为
!'%21B,

及

其时限为
!&$

"

!%"B,

%陈咪咪等"

!"#"

$认为溢流

玄武岩主体喷发时期为
!'&

"

!%#B,

'属地幔柱头

部分熔融的直接产物,

!'

-

%罗静兰等"

!""1

$测定塔

北隆起英安岩年龄为
!$5

"

!&1B,

'指出正是这一

大面积火成岩活动事件'造成二叠系与石炭系间的

假整合接触并不同程度地缺失早二叠世沉积%

虽然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准噶尔)塔里

木盆地火成岩形成年龄)成因'尚没有一份全面性归

纳总结%为此'笔者概略认为准噶尔盆地于石炭

纪&早二叠世"

($"

"

!%"B,

$存在本区最大规模火

山活动'而塔里木盆地岩浆岩主体作用时期为二叠

纪中早期"

!5"

"

!%"B,

$%即准噶尔)塔里木亚幔

柱的主体形成时限分别在石炭纪和二叠纪%需要指

出的是'地幔柱对地壳的作用不仅局限于某一特定

时期'其具长期)多期性%

#2#

!

主体形态及作用强度

双亚幔柱主体形态与作用强度的研究对认识新

疆地区石炭纪以来地质演化及成矿机制有着重要作

用'该部分相关成果资料甚少%李玮等,

!%

-通过准噶

尔盆地周缘造山带裂变径迹研究'得出盆地西侧早

于东侧隆升'且西北缘隆升速率大于东部的推论%

钱辉等,

("

-运用地震层析成像技术开展对天山&准

噶尔地区进行壳幔结构研究'显示天山准噶尔接触

带的两个切片表现为西陡东缓特征%天山地区重力

资料与远震走时地震层析图像表明天山具北陡南倾

样式,

(#

-

%熊小松等"

!"##

$认为西天山地层的加厚

与垂向的岩浆活动有关%谭绿贵,

(!

-得出西准噶尔

恰其海
7

型花岗岩与东准噶尔乌伦古
7

型花岗岩

相似的结论'时限较东准噶尔岩浆活动早%准噶尔

盆地腹部缓坡型地层油气藏主要来源为深层二叠

系'车 莫古隆起可能与塔里木亚幔柱柱头有关,

((

-

%

天山南北两侧磁性结构存在差异'北部磁性强度较

大,

($

-

'这可能与准噶尔亚幔柱较高强度火山岩喷发

作用及盆地相对较薄岩石圈有关!塔里木盆地整体

低磁性特征可能与其低火山强度及岩石圈较厚有

关%准噶尔)天山)塔里木地壳厚分别约为
5"H+

'

&5H+

和
55H+

!其中'北天山西部地壳厚度大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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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据上述研究成果'结合准噶尔)塔里木盆地火成

岩深部特征及天山山脉地球物理特征,

(5

-

'推测准噶

尔亚幔柱热作用较塔里木强烈'其柱头位于准噶尔

盆地西南'岩浆作用分为两期'西部以侵入作用为

主'东部则以喷发作用为主%塔里木亚幔柱热交换

时间长且较温和'柱头位于盆地中部'产状近直立'

由于热作用较弱'地幔岩石圈减薄程度较低'达不到

产生伸展断陷盆地的临界值'地壳*隆而不陷+'加之

岩石圈厚度较大'使得塔里木盆地局部分布较多中

酸性侵入岩%二者对天山山脉具有一定侧向挤压与

顶托作用'准噶尔稍强%要说明的是'地幔柱构造的

研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2$

!

物质来源及其他特征

准噶尔)塔里木盆地内发育有大量火成岩'这与

地幔柱的存在关系紧密%许多地质工作者以地球化

学统计分析方法研究物质来源'尤其是持地幔柱理

论的学者给出了丰富数据%曹剑等"

!""&

$指出准噶

尔盆地石炭 二叠系含油气流体上升过程中存在深

源幔源流体的混入'且有偏向幔源的特征,

(1

-

%郑建

平,

(&

-展开准噶尔盆地基底火山岩
I;*F0

同位素研

究'发现中生代基底发生了强烈的壳幔作用%袁超

等"

!""1

$通过东准噶尔扎河坝钾质玄武岩的地球化

学特征研究'指出岩石具高
U

'富
I;

和
V,

'

F<*S,

亏损'

!

"

F<

$(

!

"

W<

$'

!

"

F<

$(

!

"

S,

$'

!

"

X;

$(

!

"

YM

$值高的特征'认为岩石来自经交代作用的地幔

源区%励音骐等"

!"#"

$分析塔里木瓦吉里塔格超镁

铁质隐爆角砾岩铂族元素和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

征'推测岩石可能发生过地幔交代作用%余星

"

!""%

$通过对比塔里木与峨眉山两个大火山岩省地

球化学特征'认为二者同具有深源及地幔柱源特征'

推测二者可能源于核幔边界的同一地幔柱%厉子龙

等,

('

-对广泛发育于塔里木盆地的二叠纪玄武岩类

展开研究'运用
U*7;

法测定岩石年龄为
!'%21

B,

'岩石具有高
S-

和
Q,

'低
X;

(

F<

值'暗示其源于

富集地幔'推测塔西南玄武岩受地幔柱作用%可见'

双亚幔柱形成的幔源)幔 壳源及壳源火成岩特征于

准)塔两个盆地内有充分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两

盆地内皆发育有基性岩墙群'双亚幔柱可能源于同

一个超级地幔柱,

(%

-

%

#2%

!

双亚幔柱后期地质作用

中二叠世以来'准)塔双亚幔柱热作用并未停

止'以一种小尺度对流形式存在'这是形成深源成油

气流体的重要时期%印度板块向北挤压的水平作用

断续"新近纪显猛烈$'原本存在于岩石圈内部"主要

石炭 二叠系火山岩储油气层$尺度不等的断裂构造

因后期水平挤压'使塔里木地壳局部下陷'而呈现类

断陷盆地样式'这为油气藏的圈闭提供了必要条件%

准噶尔亚幔柱热作用与塔里木类似'区别在于来自

南部的水平挤压作用甚弱'深源油气流体主要形成

于准噶尔盆地西部%

准噶尔)塔里木盆地与周缘山脉局部上表现为

板块伸展或挤压体制下的*盆山耦合+效应,

$"

-

%双

亚幔柱幔源物质上升'盆地中央岩石圈巨厚及深部

热物质上升强度较弱'使得盆地周缘因构造滑脱带

存在微陷'在地幔拗陷带'由于幔源物质的亏空'在

重力均衡代偿作用下'导致周缘山脉隆升'即造山带

与盆地间深部存在横向物质迁移,

$#

-

'双亚幔柱为周

缘山脉隆升提供了物质和能量%由于塔里木亚幔柱

引起的岩浆作用'使盆地岩石圈力学性质减弱,

$!

-

'

来自印度板块向北挤压应力在特定时期集中释放于

盆地南缘山前'这可能是形成新疆南部高大山脉的

部分原因,

$($1

-

%

(

!

双亚热幔柱模式与成矿

$2!

!

幔枝构造的启示

牛树银等,

$&$'

-提出幔枝构造是地幔热柱多级

演化在岩石圈浅部的综合表现形式%受岩石圈应力

场及岩石圈断裂的控制'地幔亚热柱蘑菇状顶冠中

会发生一系列岩浆活动'岩石圈中的岩浆活动形成

了一系列三级构造'在其次级构造和岩浆活动集中

区'含矿流体于构造有利部位形成不同类型及不同

规模大小的矿床空间组合%笔者认为该理论对于深

化地幔柱理论及指导寻找与地幔柱相关的矿床有着

重要现实意义%

$2#

!

构造特征

在准噶尔)塔里木盆地内部及其周缘地区'断裂

构造十分发育"图
$

$%曲国胜等,

$%

-对准噶尔盆地周

缘断裂构造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分析'查清了其周缘

主要断裂空间展布特征'指出盆地基底存在近
IF

向及近
)Z

向的岩石圈断裂'盖层中存在断裂密集

带'形成以深部断裂为树干'盖层断裂为枝体的构造

组合样式'推测盖层与深部断裂的长期活动密切相

关"图
$,

$%邵学钟等,

5"

-运用地震转换波测深法对

准噶尔盆地基底面构造展开研究'确定了
5

条近
IF

向莫霍面超壳断裂'

&

条近
)Z

和近
FZ

向规模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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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深大断裂"图
$<

$%塔里木盆地基底冲断层及

盖层滑脱过程中形成的阶梯状断裂比较发育,

5#

-

%

赵俊猛等,

5!

-利用人工地震探测'显示库车坳陷与塔

北隆起之间的过渡带可能是连接地幔与地壳甚至地

表的通道%龚铭等"

#%%5

$归纳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

存在
'

种断裂构造样式%汤梁杰等,

5(

-总结了塔里

木盆地从加里东期至燕山期断裂分布与活动特征'

明确指出该区海西晚期断裂活动非常强烈'控制着

岩浆活动及分布"图
$3

$%徐鸣杰等,

5$

-推测了塔里

木盆地结晶基底面构造分布特征"图
$0

$%

根据上述研究成果'准噶尔)塔里木盆地周边及

内部皆发育规模不等的密集断裂构造系'且大致具

环状特征%两盆地基底内的深大断裂为深源流体与

岩浆提供了通道及成岩空间'盖层内中小规模密集

断裂则是运载并容存含矿流体的导矿)控矿空间%

$2$

!

成矿机制

新疆双亚幔柱成矿机制可概述为'前寒武纪至

石炭纪中后期'准噶尔)塔里木盆地形成了具火山岩

结晶)褶皱双层结构基底'并沉积较厚盖层%南天山

洋壳与古亚洲洋壳向准噶尔板块俯冲,

55

-

'于准噶尔

板块南北缘形成阿勒泰山及天山的雏形'在盆地碰

撞边缘形成一系列韧性挤压 剪切带"额尔齐斯等断

裂$'同时阿勒泰山)天山内部形成一系列褶皱及断

裂系%随着洋壳继续俯冲'至石炭纪末'南天山洋壳

与古亚洲洋壳趋于闭合'于阿勒泰山)天山边缘残留

部分洋壳残片'后碰撞造山作用引起幔源物质扰动'

幔源物质上升与地壳发生重熔'于天山)阿勒泰山形

成部分矿产%

石炭纪末&早二叠世准噶尔亚幔柱主体形成'

盖层与结晶基底较厚'幔源物质与岩石圈发生强烈

交代'作用强度较大'盆地局部"主要为东部$发生断

陷'深源物质沿构造密集带纵向)横向迁移'周缘山

脉隆升!在盆 山结合部出现虚脱构造带'深源含矿

流体上升与部分岩浆残液混合形成的含矿热液于准

噶尔盆地周缘虚脱及内部构造有利的部位形成一系

列类幔枝构造型矿床%由于其柱头偏向盆地西南'

其顶托)挤压作用致天山北缘发生陡倾)微隆'幔源

热物质和深源流体沿天山北侧内部断裂构造系上升

并与其地壳"洋壳残片$重熔'进而形成大量不同类

型金属矿床'单环型及天山北部)阿勒泰山南部优质

成矿特征显现%中 早二叠世塔里木亚幔柱主体形

成'作用过程与准噶尔亚幔柱主体类似'区别在于其

图
%

!

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断裂构造分布图

J-

/

2$

!

J,=.:0->:;-<=:-49+,

P

4MG=9

//

,;,90S,;-+V,>-9>

,2

准噶尔盆地周缘主要断裂分布图,

$%

-

!

<2

准噶尔盆地结晶基底面构造分布图,

5"

-

!

32

塔里木盆地断裂分布图,

5(

-

!

02

塔里木盆地断裂分布推断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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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新疆双亚幔柱作用模式图

J-

/

25

!

[4=<.@*>@3490,;

A

+,9:.@

P

.=+@+40@.-9N-9

O

-,9

/

#2

地幔!

!2

洋壳!

(2

陆壳!

$2

基性岩体!

52

中酸性"小$岩体!

12

中酸性"大$岩体!

&2

断裂!

'2

构造虚脱带!

%2

地幔亚热柱作用方向

上升强度显温和'柱头于塔里木盆地中部近直立'盆

地基底与盖层巨厚'幔源热物质与上覆地壳作用'盆

地微隆而*不破+'深源含矿岩浆沿周缘虚脱及内部

构造有利部位形成环塔里木单环成矿带,

51

-

%至此'

*

'

+字型成矿特征形成'在天山局部存在叠加"图

5

$%双亚幔柱幔源热物质上升'于两个盆地内发育

的火成岩带来深部热液流体'浅部发生蚀变作用'形

成良好火成岩油气储层,

5&5%

-

'为现存古生界原生油

藏的主要形成时期,

1"

-

%

二叠纪以来'双亚幔柱热物质交换作用断续'表

现为一种地幔小尺度对流'深源成烃流体与火成岩

向上运移'为油气藏)煤及铀矿等的形成提供了必要

的物源%三叠纪至古近纪'印度板块向北断续挤压

作用减弱,

1#

-

'塔里木*微隆+盆地内部因断裂系存在

而发生局部断陷'这为油气圈闭提供了良好条件%

喜马拉雅期强烈的南北向挤压应力使塔里木盆地南

缘山脉快速隆升'这是次生油藏及气藏的主要形成

时期%

$

!

找矿方向与前景

新疆的矿产资源*

'

+字型双连环分布为金属矿

产找矿指明方向'天山山脉的找矿潜力最佳%但是'

该区段多高山峻岭'气候变化强烈'生产 生活条件

较差'找矿难度很大%鉴于石油)煤田地质已于*

'

+

字型双连环区域内部开展了大量勘查工作'获得了

巨量的深部数据'而*

'

+字型双连环空白范围内同样

具备尚佳的金属矿床成矿条件%作者建议将石油)

煤炭地质原始勘查资料'尤其是深部钻孔资料为金

属矿产勘查领域所共享'地质勘查成果实现整合'并

在两个盆地内部展开金属矿产系统找矿'充分利用

现有石油)煤炭地质资源'极大节约成本'提高金属

矿产找矿效率%准噶尔西部与塔里木盆地亦具有巨

大的非金属矿产)油气)煤炭资源的前景'金属地质

找矿方法可为其作必要补充%可以预见'两个面积

约
%$T#"

$

H+

! 的盆地内矿产资源储量非常之巨

大'这将为新疆乃至国家建设提供强力支撑和重要

保障%

5

!

结论与讨论

"

#

$前寒武纪&石炭纪中后期'受印度 欧亚板

块挤压'天山)阿勒泰山山脉隆升'形成一系列后碰

撞造山型矿床%

"

!

$石炭纪末&二叠纪晚期'准噶尔)塔里木亚

幔柱相继形成'幔源物质与岩石圈发生物质)能量交

换'两个盆地内部形成密集断裂系并发育大面积火

成岩'深源物质沿着盆地周缘虚脱构造带横向迁移

使得周围山脉隆升'成矿热液沿盆地周缘环型断裂

束上侵形成新疆独特的*

'

+字型成矿特征%二叠纪

晚期以来'岩石圈力学性质因岩浆作用而减弱'印度

板块向北挤压远程效应弱化'新生代有短暂强烈期'

为新疆油气藏重要形成时期%

"

(

$*

'

+字型成矿环准噶尔)塔里木盆地及周缘

良好的金属)非金属矿产找矿前景!塔里木和噶尔盆

地西部具有巨大的非金属)油气)煤炭找矿潜力%

致谢!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新疆地矿局董连慧

总工程师%石家庄经济学院高永丰教授%新疆地质调

查院王克卓高级工程师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

项目办公室马华东高级工程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

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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