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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仑塔木铅锌矿床地质特征与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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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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et al., 2005）。在早古生代，

西昆仑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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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古生代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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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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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塔里木地块南缘形成远域大陆盆地（Betts, et 
al., 2003），主要为塔木-卡兰古沉积盆地（张正伟等, 2014）。通过对晚古生代盆地建造和沉积特征的分析，

这些盆地可以进一步分为弧后盆地和远域大陆盆地，它们具有构造驱动的共性和物质组成差异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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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塔木-卡兰

古远域大陆弧后盆地的塔木铅锌矿床就是其中之一。 
塔木-卡兰古铅锌成矿带整体上沿塔里木板块西南边缘大断裂展布，受克孜勒陶-库斯拉甫 NNW 向断裂

控制，目前已发现 20 多个矿床（点），具有巨大的铅锌矿成矿潜力（冯光英等, 2009;祝新友等, 1999）。塔木

矿床的矿体主要赋存于下石炭统卡拉巴西塔格组（C1kl）白云质灰岩，总体近南北向展布（张正伟等, 2011；
游富华，2011）。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主要包括走向北北西和北西向两组，倾角 65°左右，为逆冲断层。区

内无明显岩浆活动特征。成矿元素以锌为主，铅次之。 
已有学者对该矿区做了较为详尽的地质学和地球化学工作。成矿年代学方面，得出闪锌矿 Rb-Sr 等时线

年龄 337 Ma；粗粒块状石英的 40Ar-39Ar 年龄为 240 Ma，代表后期改造热液成矿年龄（张正伟等,2010）。硫

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分布范围较大，δ34S=-39.2‰～+14‰。早阶段块状黄铁矿矿石（草莓状结构）黄铁矿

δ34S< -30‰；主成矿阶段细粒硫化物 δ34S 一般为-30‰～-10‰，晚阶段中粗粒硫化物 δ34S 分布在 0 值附近，

δ34S=-3.6‰～+14‰（汪东波等，2000; 游富华，2011）。前人认为不同阶段硫化物硫同位素组成的差异可能

代表本区成矿过程中存在两种地球化学性质差异较大的热液（汪东波等，2000）。矿石中硫化物铅同位素分

析显示，大部分矿石的铅同位素组成为 206Pb/204Pb=17.798-18.364，207Pb/204Pb =15.481-15.727，208Pb/204Pb 
=37.969-38.588，表明铅具有造山带成因特点，主要来源于赋矿围岩和下伏基底（汪东波等, 2000;张正伟

等,2010）。矿石与围岩的稀土特征基本一致，表明成矿物质来源于围岩或地层，没有岩浆活动参与。流体包

裹体测温结果显示，成矿流体温度为 92.6-238.7 ℃，盐度为 11.93-14.89 wt%，成矿作用可能是热卤水和深层

流体混合，导致矿质沉淀富集的结果（张正伟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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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碳酸盐岩-碎屑岩层控型铅锌铜矿床的塔木-卡兰古台地边缘相碳酸盐岩-碎
屑岩沉积建造是初始扩张阶段的产物（张正伟等,2011）。晚古生代的裂谷沉积作用、海西末期盆山转换为本

区大范围、高强度的铅锌铜成矿创造了条件（王肖杰等,2019）。了解该矿床的地质特征，原位微区地球化学

特征和形成过程，对建立西昆仑晚古生代弧后盆地与成矿作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成矿作用在

时空上构成了与古特提斯构造作用相联的区域性成矿带，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和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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