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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新疆阿尔泰和蒙古阿尔泰同属阿尔泰成矿省，

古生代是其重要成矿期。蒙古阿尔泰成矿带铜、

银、钨、金、铁、稀有金属资源丰富，储量均居世界前

列。新疆阿尔泰除稀有金属和少量的铜矿外，有色

金属找矿在该区一直未有突破性进展。

2 研究方法（Methods）
通过研究阿巴宫复式岩体附近的康布铁堡组

地质特征，在综合分析成矿地质背景的基础上优选

找矿靶区，通过遥感解译、大比例尺地质填图、物

探、化探等综合方法手段，结合区内已有物化探资

料及阿巴宫岩体和康布铁堡组的已有研究成果进

行对比，圈定出克孜尕尔因和巴斯铁列克两个有利

找矿靶区，继续通过槽探、钻探工程控制地表和深

部钨矿体，圈定资源量。同时研究分析含矿建造、

控矿因素、矿体形态、规模、产状、矿石类型及矿石

结构构造、成矿时代等，确定找矿标志，对比蒙古钨

锡成矿带探讨该区钨找矿前景和成矿潜力。

3 研究结果（Results）
截止2017年底，克兹尕尔因钨矿床求得WO3金

属量10483 t，单矿体规模达中型。实现了新疆阿尔

泰成矿带钨矿找矿的重大发现和突破。其中的3条

白钨矿体和 10条钨（铜、锌、金）多金属矿体地表控

制长 150~850 m，厚 4.04~30.82 m，WO3品位 0.17%~

0.28%，最高达1.24%（图1a）。

矿床赋存于阿尔泰南缘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组

（D1k）与华里西早期淡色花岗岩接触的石榴石矽卡

岩带中（图2）。矽卡岩主要成分为石榴石、石英、钾

长石和透辉石（图 1b），岩石变形变质发育，特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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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阿勒泰克兹尔尕因钨矿床白钨矿标本(a)及含矿矽卡岩(b)
Fig.1 The photo of scheelite (a) and ore-bearing skarn (b) in the Kezigaeyin, Al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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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矿物为矽线石、红柱石，呈低—高绿片岩变质相。

花岗岩为浅灰白色巨粗斑中粒黑云母二长花

岗岩。斑晶主要为半自形板状条纹结构的钾长石

及条纹长石和微斜长石组成的轻度泥化的格子状

双晶，具细中粒结构的基质由斜长石、钾长石、石

英、黑云母和少量的白云母组成。与形成于中古生

代产于与花岗岩外接触带中的蒙古钨锡成矿带具

有较高总碱度的钾-钠型浅色花岗岩、较高的铁含

量、总碱度及硅含量的酸性、超酸性杂岩体中的含

矿花岗岩体非常相似。

目前工程对矿体深度控制仅为百米内，附近同时

发现的巴斯铁列克钨矿区矽卡岩厚度大且延伸稳定

但还未进行资源量估算，预计资源量也可达中型或以

上，区内钨资源量将会突破到大型—超大型规模。

4 结论（Conclusions）
阿尔泰地区克兹尕尔因中型钨矿床的发现填

补了中国新疆阿尔泰成矿带钨矿找矿的空白，该区

与成矿有关的华力西期淡色花岗岩与蒙古钨锡成

矿带成矿高分异花岗岩体类似，指示该区具有很好

的钨找矿潜力，同时指示了蒙古钨锡成矿带西延入

我国境内。对新疆阿尔泰山南部地区钨矿找矿和

成矿规律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指明

了阿尔泰山南缘华力西早期中酸性侵入体接触带

处发育的矽卡岩是白钨矿的主要赋矿岩性，极大地

拓展了新疆阿尔泰山南缘的找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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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阿尔泰南缘康布铁堡组和华里西期侵入岩接触地质略图（据Windley et al.,2002修改）
Fig.2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Cambrian Group on the southern margin of the Altay and the Warissey intrusive rocks

( modified after Windley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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