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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吉尔吉斯斯坦地处中亚东南部，国土面积１９．８５×１０４ｋｍ２，人口５５０万，主要民族

为吉尔吉斯族，占总人口的５２．４％；官方语言为俄语和吉尔吉斯语；实行议会选举制，
是 ＷＴＯ成员国之一。

吉尔吉斯斯坦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尤其金矿资源在独联体国家居第二位，仅次
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金矿主要分布在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３个金矿成
矿带上。目前共发现２　７００处原生金矿，１７０处砂金矿，还有１　５００多处金矿异常。原
生金矿包括１处超大型金矿，即库姆托尔金矿：４处大型金矿和１０多处中型金矿，７０
多处小型金矿，约６００处矿化和大量矿点。此外还有砂金矿５０多处，砂金总储量约为

２６ｔ。据统计，吉尔吉斯斯坦黄金探明储量有７００余吨，黄金总资源量为２　５００～
３　０００ｔ，年产黄金３０余吨。吉尔吉斯斯坦黄金开采业产值占全国矿产开采业产值的

９０％，约占工业总产值的１／２。
吉尔吉斯斯坦立法保护外国投资，投资环境相对宽松，现行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者

参与其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既允许外国投资者与吉尔吉斯斯坦方合资合作勘探开采
（除金矿外，对于其他矿产的开发项目，外国人所占的股份比例不受限制），也允许外国
公司独资从事矿产资源的研究、勘探和开采。外国投资者无需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对
开采所得的矿产品进行分成，产品完税后即可依法向境外输出。此外，吉尔吉斯斯坦
对矿产资源开发的管理比较规范，矿权审批程序公开透明；地质矿产信息资料的开放
程度较高，其招标资料基本完备，可信度高，受到国际矿业界的普遍肯定和一致赞许。

鉴于以上情况，在国家“走出去”战略指引下，尤其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丝绸之
路经济带战略背景下，国内很多矿业公司积极奔赴中亚寻找和开发矿产资源，吉尔吉
斯斯坦成了首选国家。但由于缺少专业资料，很多矿业企业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后对外
方介绍的矿业项目感到眼花缭乱，无从下手，或者急于求成，以至于上当受骗。正是在
这些矿业企业对吉尔吉斯斯坦金矿资料求之若渴的情况下，新疆远山矿产资源勘查有
限公司联合新疆中亚科技经济信息中心的专家组织编写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金矿》这
本书，它也是新疆远山矿产资源勘查有限公司承担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际科技合作
计划项目“地球物理技术在吉尔吉斯斯坦矿产勘查中的应用前景研究”（编号：

２０１３６０２３）和新疆中亚科技经济信息中心承担的国家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中亚地
区应对气候变化条件下的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联合调查与研究”（编号

２０１０ＤＦＡ９２７２０－１７）的研究成果之一。《吉尔吉斯斯坦的金矿》一书全面系统介绍了吉尔
吉斯斯坦金矿成矿条件、成矿规律、成矿区划，并对中型以上金矿逐一进行介绍，对于我
国从事吉尔吉斯斯坦金矿研究的专家们、有志于开发吉尔吉斯斯坦金矿的企业家们，不
啻为一本资料翔实可靠兼具实践指导意义的专业性工具书。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吉尔吉斯斯坦的矿业投资环境，书中还增加了几个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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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它们是：吉尔吉斯斯坦《地下资源法》《投资法》和《地下资源使用许可证审批制度条
例》，而且都是经过修订的最新版本。

最后，衷心感谢本书的主编聂书岭，副主编叶小伟、马勋元，主审赵明玉，他们呕心
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花费两年时间，才使本书与读者见面。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为
中国矿业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多作一份贡献，也为推动中吉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
发展多出一份力量。

新疆远山矿产资源勘查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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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吉尔吉斯斯坦地质构造概述

吉尔吉斯斯坦拥有两大地质构造系统：一个是前中生代构造系；另一个是中新生
代构造系。第一个构造系以多相沉积岩、岩浆岩和变质岩为主，断裂广泛发育，内部结
构非常复杂；第二个构造系内的岩石主要由断裂不够发育的非变质岩构成，主要表现
为陆相沉积地层构成。

前中生代构造系的岩石覆盖了大部分的天山山脉，而中新生代的沉积多填充在山
间盆地，只有费尔干纳和外阿赖山由中新生代岩石构成（图１－１）。

　 　第一节　前中生代构造系


　

根据前中生代构造系岩石发育区地质构造的巨大差异，可以把天山的整体构造划
分成５个大型的构造带：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北帕米尔和塔里木地台北缘。人们
往往从北天山构造带中再划出塔拉斯构造区，因为它具有和周边构造区明显不同的地
质构造。由于上述构造带的共性很少，因此下面将分别介绍每个构造带的地质特点。

一、北天山褶皱系

北天山褶皱系覆盖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北部，包括吉尔吉斯山、塔拉斯山、苏萨梅尔
山、朱姆加利山、外伊犁山、昆盖山和泰尔斯凯山。北天山褶皱系北部边界在哈萨克斯
坦境内，其同中天山相接的南部边界是条构造线。这条构造线是由俄罗斯地质学家尼
古拉耶夫划定的，他认为这是天山最重要的构造线，也称“尼古拉耶夫线”。

这里较古老的是古元古界①。剖面的下部主要是石榴石－钾长石－白云母片麻岩、
云母片岩、大理岩，其中包含石榴角闪岩和榴辉岩透镜体。岩石厚度超过３　０００ｍ。原
生岩成分还不明确，与年轻的岩石存在构造关系。分布靠上的变质岩层在整个地区发
育较为广泛，其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岩石。第一种包括片麻岩、角闪岩、石英岩、结晶
片岩、混合岩、大理石和绿片岩，其基质有强烈变化。沉积地层和火山地层内都是原生
岩。第二种是原生沉积岩，包括石墨云母片岩、石榴角闪片岩、大理石、角页岩、石英岩
和混合岩。岩石总厚度达数千米，且呈构造接触。岩石的年代还未最终确定，一些地
层可能较为年轻。

① 书中沿用吉尔吉斯斯坦地质界将前寒武纪划分为前里菲（ＰＲ）（包括古元古代与太古宙部分）、里菲代
（Ｒ）（古中元古代）和文（温）德纪（Ｖ）的方案和地质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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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元古界地层（Ｒ１—２）在北天山分布很广。剖面的底部是反差较大的玄武－流纹岩
地层（Ｒ１，早里菲期），厚度达２　０００ｍ，包括石英斑岩、英安岩、凝灰岩、安玢岩、角闪岩、
辉绿岩和砾岩。上部分布着Ｒ２地层的千枚岩、页岩、石灰岩、砂岩、粉砂岩和石英岩，
其厚度超过７　０００ｍ。值得注意的是，在伊塞克湖和楚河盆地间的克明区未见伊谢顿
地层（Ｒ１—２）的岩石。

上里菲—文德纪地层（Ｒ３－Ｖ）也分为两类。在塔拉斯山脉，其剖面主要由千枚岩、
砂岩、粉砂岩、页岩和石灰岩构成，厚度为５００～５　０００ｍ；仅在剖面上部可见流纹岩、英
安岩和安玢岩，厚度为１００～７００ｍ。在北天山其他区域，Ｒ３地层的大部分岩石是喷发
岩、碎屑岩和燧石，厚达１　０００～２　５００ｍ，只有文德沉积层是由砂岩、粉砂岩、页岩和砾
岩构成，厚度为５００ｍ。

早古生代地层，实际上分布在北天山整个区域内。在塔拉斯地区它们表现为含黑
色燧石透镜体的块状石灰岩和白云岩层（∈—Ｏ２），厚达２　０００ｍ，不整合地分布在元古
宇沉积层。在其他区域，∈—Ｏ３剖面层属于陆源火山成因。一些地方较为发育的是
其下部的喷发层（∈１—Ｏ２），而在另一些地方较为发育的是其上部的陆源沉积层
（∈１—Ｏ３）。剖面的底部分布着辉绿岩、安玢岩、细碧岩、凝灰岩，夹杂着碧玉、砂岩、
页岩和石灰岩（∈１），厚度为８００～３　０００ｍ。剖面的上部分布着砂岩、砾岩、凝灰岩、安
玢岩、燧石（∈２—Ｏ１），厚度为１　０００～４　６００ｍ；再往上分布着厚达几千米的夹有凝灰
岩、安玢岩的灰绿色砂岩、页岩和砾岩层（Ｏ１—３）。

陆源喷发层（Ｄ１—３）分布在早古生代沉积地层之上，呈角度不整合。其下部主要是
安山岩、英安岩、安山岩－玄武岩、凝灰岩、泥质页岩和硅质页岩（Ｄ１），厚５００～６００ｍ。
它们上面是流纹岩、英安岩、霏细岩和凝灰岩（Ｄ１—２），厚５００～１　５００ｍ；再往上是厚

１００～３００ｍ的红色砂岩（Ｄ２），厚７００～１　１００ｍ的粗面安山岩、安山－玄武安玢岩及其凝
灰岩（Ｄ２），厚１　２００ｍ的玄武岩、安山岩和凝灰岩（Ｄ２），厚３００～６００ｍ的流纹岩、英安
岩、霏细岩及其凝灰岩（Ｄ２—３）。

Ｄ３—Ｐ红色陆源沉积层在火山岩层（Ｄ１—３）上有侵蚀及较弱的不整合现象，或在奥
陶纪层上角度不整合。Ｄ３—Ｐ地层的起始部分是夹有砾岩和页岩的红色复矿砂岩和
长石砂岩（Ｄ３—Ｃ１），厚３００～６００ｍ。它们同砾岩、砂岩、粉砂岩整合交替，夹有石灰岩
和凝灰岩（Ｃ１—３），厚１　５００～５　０００ｍ。剖面顶部是粗面玄武安玢岩、安玢岩、英安岩、凝
灰岩、泥质页岩、砂岩和粉砂岩（Ｃ３—Ｐ１），厚达１　５００ｍ。

上述地层未在北天山形成统一剖面，但在整个区域内分布着具有构造接触的独立
构造。

在北天山侵入岩浆作用发育强烈。其最有代表性的古老岩石是斜长花岗岩、花岗
岩、花岗闪长岩和片麻花岗岩（Ｒ），发育在塔拉斯山和吉尔吉斯山西侧。但其分布并
不广泛，其成因还未得到解释。

与下古生界陆源火山岩层紧连的是闪长岩、辉长岩、辉长－闪长岩、寒武纪蛇纹斜
方辉橄榄岩，它们在苏萨梅尔山、朱姆加利山、杰特姆别利山和卡拉卡特山形成一串小
透镜体，或在泰尔斯凯－阿拉套山形成带状次整合岩层。

花岗闪长岩、英云闪长岩和石英二长岩（Ｏ１—２）分布较广，与周围的陆源火山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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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它们在吉尔吉斯山、苏萨梅尔山和泰尔斯凯山形成了长达１５０ｋｍ、宽５０ｋｍ的侵
入体。许多岩块都有４种成分———辉长岩、辉长－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和花岗岩。

但北天山分布最广的是花岗岩（Ｏ３—Ｓ），出露着面积达２　５００ｋｍ２的大型岩体。所
有的岩体沿纬向延伸。侵入体穿破奥陶纪褶皱沉积层，记录下加里东构造的碰撞期。
侵入活动由闪长岩、石英闪长岩开始，经过石英二长岩和花岗闪长岩，以花岗岩、淡色
花岗岩及碱性花岗岩结束。志留纪淡色相往往呈独立态。

海西侵入发育较弱。在楚河盆地东缘多为小型淡色细晶花岗岩和花斑岩岩体
（Ｐ）。在吉尔吉斯山脉东麓分布着奥尔托托科伊正长岩、霞石正长岩和花岗正长岩岩
块（Ｐ），面积约２００ｋｍ２。类似的小型碱性岩块可见于朱姆加利山和苏萨梅尔山。

北天山的加里东构造带延伸后，形成了一个南突弧。在吉尔吉斯斯坦西部岩石和
地质构造呈北西向分布，在中部则呈纬向分布，而在东部呈北东向分布。在岩石的纵
向剖面上包括以下构造层：里菲期前地层（ＰＲ１）、伊谢顿地层（Ｒ１—２）、贝加尔地层（Ｒ３－
Ｖ）、加里东地层（Ｐｚ１）、前加里东地层（Ｄ—Ｐ）、阿尔卑斯地层（Ｍｚ－Ｋｚ）。

但是这些结构层之间很少有正常的空间和时间关系。到处可见块状构造，横向相
邻的岩块的成分和年龄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异在前古生代的基础地层中也存在。塔
拉斯山都是由沉积岩构成的，呈相对简单的褶皱形状，而其他区域内广泛发育有内部
结构较复杂的大中型喷发体。但沿着Ｐｚ１构造层走向对北天山进行了特别划分。根
据Ｐｚ１剖面层的每一部分（下部喷发或者上部陆源沉积部分）处于何种位置，曾划分出
多个构造带和构造亚带：早加里东带、晚加里东带、后地槽带、冒地槽带、地背斜带。根
据化学机理和成分，陆源火山岩（Ｐｚ１）属典型岛弧型。因此从地台构造理论的观点看
整个区域属于晚古生代岛弧系。其内部可以划分出火山弧、弧间地槽、堆积棱柱单元，
它们之间的构造关系复杂，含铝硅和硅镁基岩。在有些地方（如卡拉卡特山），蛇绿岩
层（Ｐｚ１）见于外来岩体中。因此，对岛弧层（Ｐｚ１）的地质位置有两种解释：它们或者位
于俯冲作用后的原生地，仅被随后发生的褶皱作用和断裂构造轻微错断；它们或者被
遮挡、被移置，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在不同单元空间内不规则分布着原有岛弧成分，在喷
发岩和超基性岩下存在被动大陆边缘的石灰岩和页岩。第二种情况可能性更大。

中上古生代沉积层是在加里东褶皱基底构造活跃（大陆裂谷作用）过程中形成的。
它们也有块状结构，很少见连续断裂。逆掩过程也影响到这些岩石，但它们通常构成
岩层分布相对平缓的褶皱构造。

因此，在北天山首先发育的是前古生代变质火山沉积层和晚古生代岛弧火山沉积
层。居于其次的是中晚古生代火山岩和陆成岩。该区域的一半地面覆盖着奥陶纪—
志留纪花岗岩，主要是加里东褶皱，呈块状构造。例如，塔拉斯区域，被视为一个独立
的构造单元，因为它和北天山的其他区域没有任何共同点。最为发育的是纬向（经向）
大断裂，稍次于它们的是北西向和北东向（横向）断裂，不太明显但非常重要的是加里
东、海西期和阿尔卑斯逆掩断层。

二、中天山褶皱系

中天山褶皱系以２０～１００ｋｍ宽的纬向带沿中天山延伸。塔拉斯－费尔干纳横向



— ５　　　　 —

断裂将其分为两部分：纳伦褶皱系（东部）和恰特卡尔褶皱系（西部）。其北部边界是尼
古拉耶夫线，南部是阿特巴希－伊内利切克断裂（在纳伦区块）和卡拉苏断裂（在恰特卡
尔区块）。

这里比较古老的岩石是片麻岩、结晶片岩、角闪岩和大理石（ＰＲ１），它们构成了构
造板块，仅有断层将其与年轻的岩石分割开来。

在该地区东部Ｒ－Ｖ沉积层形成了大单斜。剖面的底部是花岗质砂岩、流纹斑岩、
凝灰岩和覆有玢岩的凝灰砂岩（Ｒ），厚度为２　０００～２　５００ｍ。剖面的上部是含赤铁矿
和磁铁矿层的类冰碛砾岩、杂色砂岩、页岩和粉砂岩（Ｖ），厚度为７５０～３　５００ｍ。下部
和上部为构造接触。

∈１—Ｓ１地层分布在中天山的两个区块内。剖面的底部是夹有石灰岩的碳质－硅
质页岩和硅质－黏土质页岩（∈—Ｏ２），厚度为１００～１　６００ｍ。它们上面覆盖的是杂色
硅质和黏土质页岩（Ｏ１—２），厚度为２５０～６７０ｍ，再往上是灰绿色砂岩、页岩、粉砂岩和
夹有玢岩的砾岩（岩层Ｏ２、Ｏ２—３、Ｓ１），厚度为１００～７　０００ｍ。下志留统岩层仅发现于
恰特卡尔区域，而在纳伦区剖面层的顶部处于奥陶系岩层中。

火山剖面（Ｄ１—２）在西部（恰特卡尔）区块较为发育，主要由安山岩、英安岩、流纹
岩、凝灰岩、粉砂岩、砂岩和砾岩构成（岩层Ｄ１—２和Ｄ２），厚度为５０～４　５００ｍ，在东部区
块也能见到这些岩石构成的小构造断块。

往上是陆源－碳酸盐岩层（Ｄ２—С３），其底部是中天山特有的大陆性的红色细砾岩、

砂岩和粉砂岩（Ｄ２—３），与奥陶系地层呈明显的不整合接触，厚度为３５０～２　０００ｍ；再往
上是厚度为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ｍ的石灰岩层（Ｄ３—С１），然后是页岩、粉砂岩、砂岩和夹有石
灰岩的砾岩（Ｃ１—３），厚度约３　１００ｍ。

在恰特卡尔山西南麓，发育有独特的安山－英安玢岩层（Ｃ２），夹有砂岩、砾岩和石
灰岩，厚度达３　１００ｍ。

Ｃ３—Ｐ２火山－陆源岩层在剖面的最上层。在纳伦区块，它们主要表现为陆源岩石：
砂岩、粉砂岩、砾岩、杂色页岩（Ｃ３，厚度约１　０００ｍ）和砂岩、黏土质页岩（Ｐ１，厚度超过

１　０００ｍ）。在恰特卡尔区块，除了红色砂岩、页岩、砾岩（Ｃ３）外，还有大量的安山玢岩、
英安玢岩、粗面安山－玄武玢岩、凝灰砾岩和熔岩角砾岩（Ｐ１），厚度为６００～３　９００ｍ，填
充着年轻的山脊。

中天山的侵入活动比北天山地区要弱。
在最东部（纳伦河上游、萨雷扎兹河流域）和西部（桑达拉什河流域）发育有新元古

代斑状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斜长花岗岩和“球状”花岗岩。在萨雷扎兹区域岩体的侵
入长度达１００ｋｍ，与变质岩层（ＰＲ１）紧连，而恰特卡尔区域的岩体构成了一些小构造
断块。

志留纪岩体的侵入分布不是很广，它们主要为片麻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沿着中
天山东南缘延伸的狭长花岗岩带及恰特卡尔地区卡桑河流域的泽克赛花岗岩和花岗
闪长岩体就属于此类。它们的年龄还没有完全考证。

海西期侵入活动强烈，分布最广的是花岗闪长岩（Ｃ２—３）。最大的岩体（３００ｋｍ２）
在松克尔湖附近。在恰特卡尔和桑达拉什山发现了该构造体系的大量小侵入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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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体多出现在尼古拉耶夫线南侧。侵入体穿入石炭纪沉积，主要由一系列杂色岩构
成，包括辉长岩、二长岩、闪长岩、正长－闪长岩、花岗闪长岩、花岗正长岩、花岗岩和花
岗斑岩，分属４个阶段。

结束侵入活动的是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和花岗正长岩（Ｃ３—Ｐ１），其中包括花岗岩
和花岗闪长岩（Ｃ３），淡色花岗岩和白岗岩（Ｐ１），正长岩、二长岩和花岗正长岩（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恰特卡尔地区西南侧的晚古生代侵入活动规模较大，与中天
山其他地区完全不同。

中天山的东、西区块构造相异。
在纳伦区块褶皱构造主要呈纬向延伸。其东半部基本上是由上述物质结构系统

构成的，西半部是主要是Ｐｚ３沉积层构成的。对岩层结构系统相互关系的解释不尽
相同。

其中一种解释是这样的：在阿克希拉克山（中天山最窄的地方），其中心部位由变
质岩（ＰＲ１）构成。在该山脉两侧，从变质岩向南和向北，与最古老的岩石对称地陆续
分布着狭长的构造带，首先是酸性喷出岩和冰碛岩（Ｒ－Ｖ），然后是燧石和砂岩（∈—

Ｏ１），再次是石灰岩、页岩和砂岩（Ｄ２—С３）。北构造带向南倾斜，南构造带向北倾斜，
也就是说，山下形成了形状相反的构造。接触都是逆掩的、平缓的，明显与地形相符。
在褶皱向西抬升时，两翼上不同年代和不同岩相的岩石构造带（呈鳞片状）在地面上相
连起来，形成了典型的向斜构造。

上述每一个鳞片状构造都是由古老的岩石组成的。最下面的结构层是陆源－碳酸
盐岩（Ｐｚ３）。在褶皱轴线向西抬升的过程中，最古老的岩石在地表逐渐消失，使得中天
山纳伦区块西部的地表仅剩下构成最下部鳞片状构造的岩石———石灰岩、砂岩和页岩
（Ｄ２—С３）。发生逆掩推覆（入Ｐｚ３）作用之后，便形成了褶皱构造，然后多次被垂直断
裂破坏成小断块。

划分南、北天山的尼古拉耶夫线被大多数地质学家认为是条古老的构造线（前古
生代的）。但是，如果比较一下断裂两侧的里菲系、文德系、寒武系、奥陶系和志留系沉
积岩系、火山岩系和侵入岩系，那么可以明确的是，形成条件如此不同的岩石不可能是
同时相伴形成的，应该存在有较晚年代形成的岩层。因此，推测尼古拉耶夫线的形成
不会比Ｐｚ３ 更早，很明显是金矿和其他矿产形成后出现的。对于阿特巴希－伊内利切
克断裂，也可以做这样的结论。

无论从成分还是从年代看，中天山的岩石都很接近中国地台的此类岩石。在北天
山和南天山褶皱构造中，整个中天山是一个独特的构造单元。

在恰特卡尔地区，褶皱构造呈北东走向，在塔拉斯－费尔干纳断层附近变为南东走
向。恰特卡尔山东北侧主要由古生代的陆源岩和碳酸盐岩构成，它们形成北东向褶皱
并被一些小的侵入体破坏。恰特卡尔山的另一侧（西南侧）构造更为复杂，这里有中天
山的各种岩层———从元古宙的到二叠纪的。晚古生代的岩浆活动表现较为强烈，主要
是褶皱－断块构造，小构造板块，各种岩石、相互独立的断层很复杂地交错在一起。显
而易见，这不是它们的最初状态。导致小型构造板块形成这种复杂关系的构造机理还
不十分清楚，很有可能是天山地区最常见的一些构造活动连续作用的结果，即由逆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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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皱、侵入岩浆活动、数个陡断层的垂直交错、不均衡的剥蚀作用造成的。
关于贯穿中天山和南天山褶皱系的大型横向构造———塔拉斯－费尔干纳断裂，目

前还没有统一的观点。它沿着帕米尔（包括塔里木地台）边缘向东南方延伸，在喜马拉
雅地区同印度地台边缘平行。这是一个幅度达２５０ｋｍ的右行平移，这一地质运动目
前还在继续，据地球物理数据其深度达１０～１５ｋｍ，埋藏年代还不清楚，但不会早于晚
古生代。

三、南天山褶皱系

南天山海西构造带位于中天山褶皱系以南，南与北帕米尔褶皱系（塔拉斯－费尔干
纳断裂以西）和塔里木地台（萨雷扎兹河下游）相连。

Ｐｚ２沉积层和Ｐｚ３火山层在这一地区的构造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前古生代岩石和
侵入体的作用次之。褶皱形成的主要时期在晚古生代。

南天山最典型的地质特点是存在一些同年代的但岩相不同的岩石剖面，其相互关
系还可以解释该地区内部构造的成因。因此，下面就按剖面类型来介绍层状岩。

南天山被塔拉斯－费尔干纳断裂划分成两个褶皱系———突厥斯坦－阿赖褶皱系（在
西部）和科克沙阿利褶皱系（在东部）。尽管它们有很多共同特点，但实际上差别很大。

突厥斯坦－阿赖褶皱系被研究得更为充分，这里发育有至少８种前中生代岩石
剖面。

变质岩层（坎斯克、麦里苏斯克岩层，Ｒ＋Ｓ—Ｄ２）出现在费尔干纳河谷的南侧和东
北侧，以绢云母－绿帘石－绿泥石－阳起石页岩和硅绿泥页岩为主，夹有砂岩和石灰岩的
燧石、蛇纹岩夹层和透镜体构成，厚达１　２００ｍ。不能笼统地将其断代为里菲期。在绿
色页岩上整合地分布着非变质石灰岩、硅质和泥质页岩（Ｓ—Ｄ２），同千枚岩一起形成
了褶皱。

Ｓ２—Ｃ１火山型岩层（吉尔吉扎钦岩层）主要由厚５００ｍ的玄武岩、硅质和泥质页岩
（Ｓ２—Ｄ），厚１　５００～３　２００ｍ的玄武岩（Ｄ１—２），厚１００ｍ夹有石灰岩、喷出岩的燧石
（Ｄ２—Ｃ１）构成。

Ｓ１—Ｃ２陆源硅质岩层（沙兰岩层）厚度不大（仅几十米），由志留纪的硅质及泥质笔
石页岩、泥盆纪的硅质页岩、石灰岩及硅质页岩（Ｃ１—２）构成。

Ｓ２—Ｃ２石灰岩层（阿克图尔、亚乌龙图兹岩层）由厚１００ｍ的鲁德洛夫石灰岩，厚

３００ｍ的有机石灰岩（Ｄ１），厚５５０ｍ的浅灰石灰岩（Ｄ２），厚３００ｍ的层状石灰岩（Ｄ３），
厚２００ｍ的浅色石灰岩块（Ｃ１），厚１００～３００ｍ的石灰岩、砂岩、页岩（Ｃ２）构成。陆源
岩层（恰乌瓦斯克岩层）Ｓ１—Ｃ２为厚４００ｍ的杂色页岩，厚０～２５０ｍ的石英砂岩，厚

６００ｍ的粉砂岩、页岩和砂岩；Ｄ为厚０～１　７００ｍ的泥盆纪的砾岩、细砾岩、粉砂岩和砂
岩；Ｃ１ 为厚０～４００ｍ的夹有黏土和硅质页岩的层状石灰岩（Ｃ１）构成。

Ｄ２—Ｃ２石灰白云岩层（阿赖岩层）由厚８００ｍ的黑色白云岩，厚５００ｍ的石灰岩和
白云岩，厚５００ｍ的层状石灰岩和白云岩（Ｄ３ｆｒ），厚６００ｍ的白云岩（Ｄ３ｆｍ），厚３００ｍ
的深色石灰岩和白云岩（Ｃ１ｔ），厚３００～４００ｍ的石灰岩块（Ｃ１ｖ），厚１００～２００ｍ的含燧
石透镜体的层状石灰岩（Ｃ１—２），厚０～８０ｍ的斑状石灰岩（Ｃ２ｂ），厚２００ｍ的层状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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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Ｃ２ｍ１），厚５０～３００ｍ的砂岩（Ｃ２ｍ１－２）构成。
上述所有岩层在突厥斯坦－阿赖褶皱系北侧有规律地相互穿插，形成了狭长的

（１～３ｋｍ）纬向构造带，它们之间呈构造接触。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属于逆掩断层，其
接触面同周围的岩石整合。现在很少有人怀疑该地区的鳞片状推覆构造。石灰白云
岩层属于原地岩体，它们沿着逆掩断层同陆源沉积层（Ｓ１—Ｃ２）交错。石灰岩（Ｓ２—Ｃ２）
冲向陆源沉积层，然后盖住陆源硅质岩层（Ｓ１—Ｃ１）和喷发岩（Ｓ２—Ｃ１），而这些喷发岩
又俯冲到前寒武纪的绿色页岩之下。从动物区系学的角度已经证明，石炭纪石灰岩—
中志留世砂岩和页岩的大型构造残丘（横向延伸２０ｋｍ）存在于伊斯法拉姆河和阿布
希尔河之间。

所有鳞片状构造整合地分布在大型褶皱构造（反式构造和向斜式构造）中，被垂直
断裂（首先是纬向断裂）破坏，结果使不同相岩石构成的狭长构造带呈现出目前这种结
合状况。

在南天山的科克沙阿利区块也可以看到与上述剖面类似的中古生代变质型、火成
型、石灰岩型和陆源型岩层。从岩石的成分和年代看，它们同突厥斯坦－阿赖地区（特
别是其南侧）的岩层差别不大。各种岩石分布在地表，呈弧状和带状，多为逆掩接触。
可以说，这里广泛发育着逆冲推覆构造。

东阿赖地区、阿特巴希山和萨雷扎兹河流域的复杂岩层（Ｓ２—Ｃ１）也形成了覆盖构
造。那些中古生代陆源岩、石灰岩、喷发岩、燧石构成的小型鳞片状构造一起插入褶
皱，被垂直的晚古生代断裂破坏成小岩块。

南天山晚古生代沉积层（Ｃ３—Ｐ１）主要由陆源岩构成，即由能代表海西期构造发
育造山阶段的磨拉石－类复理沉积层构成，包括砾岩、细砾岩、砂岩、粉砂岩，夹有石灰
岩及酸性喷发岩的黏土质页岩，呈红色，厚度达数千米。

南天山侵入活动不算剧烈。比较古老的超基性岩体（蛇纹石化斜方辉橄榄岩）与
火成岩、变质岩紧连。

花岗岩岩浆作用始于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和二长岩（Ｐ），它们仅分布在突厥
斯坦—阿赖地区。构造岩系分为两类：正长－闪长－花岗闪长岩相和花岗闪长－花岗岩
相。基奇卡赖岩体最大，面积达５５０ｋｍ２。

稍晚便出现了花岗闪长岩、花岗岩和白岗岩（Ｐ），它们在突厥斯坦—阿赖地区东
部较为发育。这些岩系也分为两类：一类为花岗岩、石英二长岩、花岗闪长岩和花岗正
长岩；另一类为细晶花岗岩和淡色花岗岩。较大的乌奇科什孔和阿克希拉克岩体分布
面积达２００～３００ｋｍ２。

侵入岩浆作用结束于碱性正长岩和霞石正长岩（Ｐ—Ｔ），复杂的侵入岩形成了中
小型（１～３０ｋｍ２）侵入体。它们在突厥斯坦—阿赖地区较为发育，沿着侵入带南缘形
成长度超过１５０ｋｍ的碱性岩带。

因此，南天山与北天山及中天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一些同时代（中古生代）
的岩石构成，这里推覆断层构造活动和海西造山运动非常剧烈。

四、北帕米尔褶皱系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外阿赖山地区分布着一小部分北帕米尔海西构造带，它是由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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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岩系构成的。
沉积－火山岩层（Ｃ１）底部是由玄武岩和含石灰岩、页岩透镜体的细碧岩构成的；中

部是由凝灰角砾岩、凝灰岩构成的，偶尔可见安山－玄武火山熔岩；上部主要为英安岩
层，偶尔可见流纹岩。该岩层厚度达１　５００ｍ。

造山岩层（Ｐ）分布在石炭系岩层之上，接触关系表现为角度不整合。该岩层主要
由砂岩、页岩、粉砂岩和砾岩构成，厚度约２　０００ｍ。

由于勘探条件复杂，北帕米尔构造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五、塔里木地台北缘构造系

塔里木地台北缘分布在萨雷扎兹河下游，其底部是由构造变动强烈的元古宙变质
岩和花岗岩构成。覆盖层中有厚３００～１　３００ｍ 的缓倾斜非变质石灰岩和白云岩
（∈—Ｏ）、厚２５０～６００ｍ的砂岩和泥质岩（Ｓ—Ｄ）、厚３００～４００ｍ的红色砂岩（Ｃ１）、石
灰岩（Ｃ２）、页岩和石灰岩（Ｃ３—Ｐ１）。它沿着破碎强烈的基普恰克断裂同南天山相
毗邻。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地质学角度看，吉尔吉斯斯坦的天山区域是由几
个互不相同的大型前中生代板块构成的，每个板块都有复杂的发育史。据古地磁学研
究，有些岩石是在南半球形成的，板块的拼合发生在中生代初期。由于缺少三叠纪岩
层，因此恰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发生了剧烈的构造重组。

　 　第二节　中新生代构造系


　

这一阶段的岩石连接了上述大型地质板块，包括两种岩系———次地台岩层（Ｔ—

Ｐ）和新造山期岩层（Ｎ—Ｑ）。
次地台岩层（Ｔ—Ｐ）主要发育在塔拉斯－费尔干纳断层以西，包括大陆含煤层（Ｔ—

Ｊ）、红色陆源构造层（Ｋ１）、陆源石灰岩层（Ｋ２）和含石膏的杂色陆源碳质沉积层（Ｐ），总
厚度达５ｋｍ。

新造山期岩层（Ｎ—Ｑ）最初从晚渐新世形成于山间和山内盆地，但在大多数情况
下直接形成于古生代基底上。它主要由大陆磨拉石构成，厚度达几百米，其构造活动
仍在持续。垂直造山运动的规模沿着陡峭断层深入１０～１５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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