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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仑地块位于塔里木地块南缘，介于康西瓦断裂和柯岗断裂之间（王肖杰等, 2005）。早古生代，西

昆仑地块由多个微陆块拼合而成，并与北侧的塔里木地块拼接形成晚加里东期造山带（崔建堂等, 2006）。
晚古生代，康西瓦洋壳向西昆仑地块俯冲，形成俯冲带的陆缘弧岩浆岩，同时在西昆仑地块北缘形成一系

列弧后盆地，包括奥依塔格、盖孜、恰尔隆和库尔浪沉积盆地（柳坤峰等, 2014）；并在塔里木地块南缘形

成远域大陆弧后盆地（Betts, et al., 2003），主要为塔木-卡兰古沉积盆地（张正伟等, 2014）。这些弧后盆地

的沉积地层和岩浆活动导致了一系列的成矿作用（张正伟等, 2009; 王肖杰等, 2019），位于恰尔隆盆地的

主乌鲁克锰矿就是其中之一。该矿床是恰尔隆盆地新近发现的锰矿，表明在西昆仑恰尔隆盆地具有寻找锰

矿床的潜力。 
主乌鲁克锰矿位于西昆仑北缘晚古生代陆缘裂谷恰尔隆盆地的北部，是继玛尔坎苏一带锰矿床勘查开

发之后在西昆仑地区锰矿勘查的又一进展。矿区内已发现 13 条铁锰矿化体，外围及深部具有良好的找矿潜

力（毛红伟, 2019）。但该区地处西昆仑公格尔山附近，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区内锰矿的勘察研究程度较低，

其矿床地质特征和成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矿床含锰岩系为下石炭统他龙群的细碎屑岩夹碳酸盐岩，锰矿

层为黑色泥质碳质页岩夹铁锰质泥晶灰岩。锰矿体严格受地层控制，沿 NWW 向展布，延伸较为稳定，规

模较大；锰矿石以原生菱锰矿为主，地表有少量氧化锰矿石。金属矿物主要为菱锰矿、黄铁矿和黄铜矿；

非金属矿物主要为白云石、方解石、石英和粘土矿物。矿体围岩蚀变较弱，见有绿泥石化、褐铁矿化和磁

铁矿化现象。矿床类型为在深海-半深海陆缘裂谷环境中形成的与黑色碳质页岩有关的沉积型锰矿床，锰矿

的成矿时代为早石炭世（毛红伟, 2019）。区域岩浆岩不发育，主要为海西晚期的中酸性侵入岩呈岩株状或

岩脉状侵入于上石炭统-下二叠统特给乃其克达坂组中，或充填于断裂构造带中，岩性主要为黑云母花岗闪

长岩（毛红伟, 2019）。 
古特提斯俯冲导致弧后裂谷开始扩张到关闭的演化过程中，不同构造阶段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性成

矿作用（张正伟等, 2009）。在扩张阶段，由北向南先后裂解了昆盖山裂谷带、库尔浪裂谷带及阿羌裂谷带，

分别沉积了碎屑岩夹中基性火山岩建造和辉长岩、辉绿岩墙，发育奥依塔格-库尔浪裂谷海相火山岩型块状

硫化物矿床以及主乌鲁克锰矿床（张正伟等,2011）。研究该矿床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和成因，对建立西昆

仑晚古生代奥依塔格-库尔浪弧后盆地与锰成矿作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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