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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

杨宝凯１），徐美君１，２），苏旭亮１），张涛１），张学明１），赵永亮３），林贵３），薛斌１），赵闯１）

１）青岛地质工程勘察院，山东青岛，２６６０７１；２）山东省地矿局城市地质与地下空间资源重点实验室，

山东青岛，２６６０７１；３）青海省第三地质勘查院，青海西宁，８１００２９

内容提要：骆驼峰铜钼矿床是祁漫塔格成矿带新发现的斑岩型铜钼矿床，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南缘，区内出露地

层主要为古元古界金水口岩群片麻岩类；岩浆岩以印支期花岗闪长岩类为主，花岗闪长岩为区内主要含矿岩性；构

造以北东向张性断裂为主，为区内主要的控矿构造。区内地表及外围矿体以热液脉型铜多金属矿为主，深部矿体

以斑岩型钼矿为主，总体形成以含钼斑岩体为中心的斑岩型钼矿，外围为热液脉型铜多金属矿的岩浆热液成矿系

列，从地表向深部总体具绿泥石化—钾化—硅化＋绢英岩化的矿化蚀变分带特征，初步建立了“上铜下钼”的成矿

模式，今后的找矿思路是加强对斑岩体时空分布、成矿物质来源及成矿对比的研究，进一步建立找矿模型，为祁漫

塔格地区乃至东昆仑地区铜钼多金属矿床的找矿拓宽思路。

关键词：骆驼峰铜钼矿床；祁漫塔格；斑岩型矿床；找矿模型；成因探讨

　　祁漫塔格成矿带是青海省西部重要的成矿带，

已成为我国新的十大资 源 接 替 基 地 之 一 （Ｌｉ

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造就

了该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目前已相继评价了卡尔却

卡、尕林格、虎头崖、野马泉、肯德可克等一系列大中

型多金属矿床（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ＬｉｕＪｉａｎｎ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ＹｕＭ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ＺｈａｎｇＡｉｋｕ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ＬａｉＪｉａｎ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矿床类型以矽

卡岩型为主，随着青海省地质调查院、青海省第三地

质勘查院等地勘单位在祁漫塔格地区相继发现拉陵

灶火、克停哈尔等一系列斑岩型铜钼矿床（Ｃｈｅｎ

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ＳｕＸｕ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斑岩型

矿床逐渐成为祁漫塔格地区找矿工作的新亮点。近

两年青海省第三地质勘查院在克停哈尔邻区发现骆

驼峰斑岩型铜钼多金属矿床，采用算术平均法对铜

钼资源量进行估算，目前初步估算３３４铜矿石量

６８．６４ 万 吨，金 属 量 ３８１５．６７ 吨，铜 平 均 品 位

０．５６％；３３４钼矿石量２３９．７４万吨，金属量１９８４．３１

吨，钼平均品位０．０８３％。本文在详实的野外地质

调查的基础上，对骆驼峰铜钼矿床地质特征、蚀变分

带及矿床成因进行初步探讨，为骆驼峰地区深部找

矿提供进一步的理论实践基础，以期推动祁漫塔格

地区斑岩型矿床的找矿工作。

１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秦祁昆晚加里东造山系东昆仑造山

带的祁漫塔格都兰造山亚带，区域大地构造演化经

历了四个阶段，即元古宙基底演化阶段，早古生代多

岛洋演化阶段，晚古生代—中生代造山阶段和晚中

生代—新生代造山阶段（张爱奎等，２０１７）。

区域主要出露古元古界金水口岩群混合岩、片

麻岩；寒武奥陶系滩间山群火山沉积岩，上泥盆统

牦牛山组火山岩及碎屑岩。区域断裂构造发育，北

西北西西向断裂构造了区域主体构造格架，后期北

东向断裂与之交汇处为成矿有利部位，区域岩浆岩

十分发育，自古元古宙至侏罗纪均有出露，以华力西

期、印支期中酸性岩浆岩为主，其中印支期岩体为区

域主要的成矿岩体，岩体的空间展布受区域构造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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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明显（图１）。

２　矿区地质特征

研究区构造主要为断裂构造，呈北东向展布，断

图１　青海省祁漫塔格地区地质矿产图（据Ｌｉ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修改）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Ｑｉｍａｎｔａｇｅａｒｅａｉｎ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１—第四系；２—上三叠统鄂拉山组；３—中石炭统缔敖苏组；４—上泥盆统牦牛山组；５—寒武系奥陶系滩间山群；６—蓟县系狼牙山组；７—古元

古界金水口岩群；８—早侏罗世正长花岗岩；９—晚三叠世二长花岗岩；１０—晚三叠世似斑状二长花岗岩；１１—晚三叠世花岗闪长岩；１２—中三

叠世花岗闪长岩；１３—中三叠世英云闪长岩；１４—早二叠世二长花岗岩；１５—早二叠世似斑状二长花岗岩；１６—早二叠世花岗闪长岩；１７—早

二叠世石英闪长岩；１８—早石炭世二长花岗岩；１９—早石炭世石英闪长岩；２０—晚泥盆世二长花岗岩；２１—晚泥盆世花岗闪长岩；２２—早中泥

盆世超基性岩；２３—早泥盆世似斑状二长花岗岩；２４—晚志留世二云母花岗岩；２５—新元古代二长花岗岩；２６—矽卡岩型矿床位置及编号

（①—冰沟南；②—虎头崖；③—迎庆沟；④—肯德可克；⑤—野马泉；⑥—四角羊牛苦头；⑦—尕林格；⑧—它温查汉西；⑨—它温查汉）；２７—

沉积变质型矿床位置及编号（⑩—查可勒图； —那西郭勒）；２８—岩浆熔离型矿床位置及编号（ —夏日哈木； —哈西雅图）；２９—斑岩型矿

床位置及编号（ —乌兰乌珠尔； —卡尔却卡； —克停哈尔； —骆驼峰； —拉陵高里河沟脑）；３０—地质界线；３１—不整合地质界线；３２—

实测及推断断层；３３—研究区范围

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２—Ｕｐｐ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Ｅｌａ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３—Ｍｉｄｄｌ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Ｄｉａｏｓ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４—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Ｍａｏｎｉｕ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５—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Ｔａｎｊｉａｎｓｈａ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６—ＪｉｘｉａｎｉａｎＬａｎｇｙａ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７—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ｉｃＪｉｎｓｈｕｉｋｏｕＧｒｏｕｐ；８—ＬｏｗｅｒＰｈａｎｅｒｏｚｏｉｃ

ｍｏｙｉｔｅ；９—Ｕｐｐ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ａｄｍｅｌｌｉｔｅ；１０—Ｕｐｐ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ｉｄａｄｍｅｌｌｉｔｅ；１１—Ｕｐｐ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１２—Ｍｉｄｄｌ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

１３—Ｍｉｄｄｌ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１４—ＬｏｗｅｒＰｅｒｍｉａｎａｄｍｅｌｌｉｔｅ；１５—ＬｏｗｅｒＰｅｒｍｉａｎ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ｉｄａｄｍｅｌｌｉｔｅ；１６—ＬｏｗｅｒＰｅｒｍｉａｎ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１７—Ｌｏｗｅｒ

Ｐｅｒｍｉａｎｑｕａｒｔｚｄｉｏｒｉｔｅ；１８—Ｌｏｗｅｒ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ｅ；１９—Ｌｏｗｅｒ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ｑｕａｒｔｚｄｉｏｒｉｔｅ；２０—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ｅ；

２１—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２２—ＬｏｗｅｒＭｉｄｄｌｅｕｌｔｒａｂａｓｉｃｒｏｃｋ；２３—Ｌｏｗ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ｉｄａｄｍｅｌｌｉｔｅ；２４—Ｕｐｐｅｒ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ｔｗｏｍｉｃａｇｒａｎｉｔｅ；

２５—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ａｄｍｅｌｌｉｔｅ；２６—ｓｋａｒ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ｄｉｔｓｎｕｍｂｅｒ （①—Ｂｉｎｇｇｏｕｎａｎ；②—Ｈｕｔｏｕｙａ；③—Ｙｉｎｇｑｉｎｇｇｏｕ；④—Ｋｅｎｄｅｋｅｋｅ；⑤—

Ｙｅｍａｑｕａｎ；⑥—ＳｉｊｉａｏｙａｎｇＮｉｕｋｕｔｏｕ；⑦—Ｇａｌｉｎｇｅ；⑧—Ｔａｗｅｎｃｈａｈａｎｘｉ；⑨—Ｔａｗｅｎｃｈａｈａｎ）；２７—ＢＩＦ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ｄｉｔｓｎｕｍｂｅｒ（⑩—Ｃｈａｋｅｌａｔｕ； —

Ｎａｘｉｇｕｏｌｅ）；２８—ｍａｇｍｔａｔｉｃｌｉｑｕ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ｏｓｉｔ（ —Ｘｉａｒｉｈａｍｕ； —Ｈａｘｉｙａｔｕ）；２９—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ｄｉｔｓｎｕｍｂｅｒ（ —Ｗｕｌａｎｗｕｚｈｕｅｒ； —

Ｋａｅｒｑｕｅｋａ； —Ｋｅｔｉｎｇｈａｅｒ； —Ｌｕｏｔｕｏｆｅｎｇ； —Ｌａｌｉｎｇｇａｏｌｉｈｅｇｏｕｎａｏ）；３０—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３１—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ｂｌ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３２—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ｆａｕｌｔ；３３—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裂力学性质表现为张性，亦是区内主要的控矿构造，

局部显示分枝复合的特征，断裂构造内发育矿化蚀

变带。

骆驼峰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古元古界金水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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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岩群，总体呈北东南西向展布，岩石变质变形强

烈，岩层无明显上下层序关系，接触面理为片麻理主

要为一套中深变质岩系，岩性主要为黑云斜长片麻

岩、黑云石英片岩。

研究区岩浆岩十分发育，岩石类型较简单，地表

主要出露的岩性为花岗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形态不

规则，呈岩株状产出，出露面积约３７ｋｍ２，地表含矿

的花岗闪长岩呈近北东向的不规则椭圆状，出露面

积约３．６ｋｍ２，深部发育隐伏的花岗闪长斑岩，呈近

南北向的不规则的椭圆状，分布面积约０．８ｋｍ２，岩

体与围岩的接触带上多具同化混染现象，围岩蚀变

有硅化、钾长石化、碳酸盐化、绿帘石化、高岭土化

等。侵入岩体主要受北西西向断裂构造控制。

研究区内圈定了４条矿化蚀变带，长４００～

２９００ｍ，宽８～１８ｍ，总体走向 ＮＥ，倾向 ＮＷ，倾角

５２°～８０°，受北东向断裂控制明显，发育众多的次级

矿化带，带内岩性为构造碎裂岩、碎裂状花岗闪长

岩，沿裂隙面断续发育黄铜矿化、铜蓝矿化、孔雀石

化等矿化，分布不均匀，局部发育少量鳞片状辉钼

矿；带内圈定了８条铜矿体，２条铜钼矿体（图２）。

图２　骆驼峰铜钼矿床地质略图

（据青海省第三地质勘查院，２０１８?修改）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ｔｕｏｆｅｎｇ

Ｃｕ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ｈｉｒｄ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８?）

１—古元古界金水口岩群片麻岩；２—花岗闪长岩；３—蚀变带；４—

铜矿体；５—铜钼复合矿体；６—断层；７—钻孔位置及编号；８—隐

伏钼矿体界线

１—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ｉｃＪｉｎｓｈｕｉｋｏｕＧｒｏｕｐｇｎｅｉｓｓ；２—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３—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４—ｃｏｐｐｅｒｏｒｅｂｏｄｙ；５—ｃｏｐｐｅｒａｎｄ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ｂｏｄｙ；６—ｆａｕｌｔ；７—ｄｒｉｌｌａｎｄｉｔｓｎｕｍｂｅｒ；８—ｂｕｒｉｅｄ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ｂｏｄ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３　矿体地质特征

研究区内地表圈定了１０条热液型铜钼多金属

矿体，总体呈北东向展布，受ＮＥ向断裂构造控制明

显；深部圈定３条斑岩型铜钼矿体，２条钼矿化体，

呈近水平似层状分布。

３１　热液型铜钼矿体

主要分布于花岗闪长岩体构造裂隙中，矿体多

呈细脉状、透镜体状，其产状与构造破碎带基本一

致，呈串珠状分布，走向 ＮＥ，倾向 ＮＷ，倾角５７°～

８０°，矿体长１４０～３６０ｍ，厚１．４３～８．８７ｍ，Ｃｕ品位

０．２２％～３．１８％，Ｍｏ品位０．０４％～０．７６％。赋矿

岩性为构造碎裂岩，沿裂隙面发育孔雀石化，局部可

见黄铜矿化，铜蓝矿化，矿体受ＮＥ向断裂构造控制

明显，矿床类型为热液型。

矿石类型为星点状—浸染状类型，脉石矿物为

长石、石英、黑云母、绿泥石等，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铜

矿、黄铁矿、辉钼矿（图３ａ、ｂ）和少量磁铁矿。其中

黄铜矿呈半自形—他形粒状，大小一般０．０１～

０．０５ｍｍ，少量为０．１～０．２ｍｍ，星散状、脉状分布，

局部尖角状、细脉状交代黄铁矿。黄铁矿呈半自

形—他形粒状，大小一般为０．１～０．２ｍｍ，少量为

０．３ｍｍ～０．５ｍｍ，极个别可达１～２ｍｍ，星散状分

布，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斜长石、方解石、绿泥石、

绿帘石等。

３２　斑岩型钼矿（化）体

钼矿（化）体为隐伏矿体，厚度较大且矿化较连

续，赋存于花岗闪长岩体中，矿体形态呈似层状，控

制钼矿体长５４０～１１８０ｍ，厚２．３０～１０．８７ｍ，Ｍｏ品

位０．０３６％～０．０４９％。钼矿体周围发育１０．２～

６２．５ｍ厚的钼矿化体，Ｍｏ品位０．０１％～０．０２９％。

目前尚未揭露到品位高、连续厚大的矿体，矿（化）体

分布范围总体呈近水平状层状展布，分布在地表以

下１００～４００ｍ之间，深部未控制，含矿岩性主要为

花岗闪长岩，矿化以硅化细网脉状、浸染状、薄膜状

辉钼矿化（图３ｃ、ｄ）为主，与岩体中硅化网脉状关系

密切，矿床类型为斑岩型。据钻孔深部岩心特征，深

部发育岩脉状花岗闪长斑岩（图３ｅ、ｆ），推测深部存

在隐伏的花岗闪长斑岩体。

矿石类型为细网脉状、或细脉—浸染状类型，脉

石矿物为斜长石、石英、绿泥石、角闪石、黑云母等，

主要金属矿物为辉钼矿、黄铁矿，其中辉钼矿呈鳞片

状、细网脉状，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浸染状构造，

局部为细网脉状构造。镜下呈鳞片状，叶片状，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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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骆驼峰矿石特征及花岗闪长斑岩特征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ｏｒｅｂｏｄｙａｎｄ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ｔｕｏｆｅｎｇＣｕ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黄铜矿矿石；（ｂ）—辉钼矿矿石；（ｃ）—硅化细网脉状辉钼矿；（ｄ）—薄膜状辉钼矿；（ｅ）—花岗闪长斑岩；

（ｆ）—花岗闪长斑岩镜下特征；（ｇ）—孔雀石化；（ｈ）—绿泥石化；（ｉ）—钾化

（ａ）—Ｃｈ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ｔｅ；（ｂ）—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ｃ）—ｓｉｌｉ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ｄ）—ｐｅ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

（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ｆ）—ｔｙｐｅｓｏｆ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ｕｎｄｅｒ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ｇ）—ｍａｌａｃｈｉｔｅ；（ｈ）—ｃｈｌｏ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ｐｏｔａｓｓｉｃ

大小为０．０２～１．５ｍｍ，可见明显的反射多色性，部

分呈集合体状，局部较为集中分布于脉石矿物中。

３３　矿化蚀变特征

骆驼峰地表发育不同方向的热液脉型铜矿，受

北东向断裂构造控制明显，地表矿化以孔雀石化、褐

铁矿化、硅化为主，普遍发育不同程度的绿泥石化。

深部０～１００ｍ岩石总体较破碎，岩性以花岗闪长岩

为主，另有少量的石英闪长岩，发育绿泥石化，靠近

地表褐铁矿化较强，向深部褐铁矿化减弱。１００～

２００ｍ岩石较完整，岩性以花岗闪长岩为主，另有少

量的花岗闪长斑岩及钾长花岗岩，沿裂隙面发育不

同程度的钾化，自南向北钾化距离地表有变浅的趋

势。２００ｍ以深岩性主要为花岗闪长岩及少量的花

岗闪长斑岩，花岗闪长岩较完整，为主要的含矿岩

性，矿化蚀变以硅化、绢英岩化为主，灰黑色硅化细

网脉是辉钼矿的典型的找矿标志，灰黑色硅化细网

脉越发育的地段，辉钼矿含量越高，花岗闪长斑岩总

体矿化蚀变较弱，局部沿裂隙面断续发育星点状、细

脉状薄膜状辉钼矿。

地表铜矿体直接相关的矿化蚀变为孔雀石化。

钼矿化围岩蚀变类型主要有绿泥石化、钾化、硅化、

绢英岩化，蚀变分带特征总体较为明显，其中硅化、

绢英岩化与钼矿化关系密切。

孔雀石化：主要沿地表构造裂隙面呈薄膜状发

育，分布不均匀，由原生黄铜矿经分解蚀变产生（图

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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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泥石化：在地表普遍出现，分布不均匀，深部

主要位于０～５０ｍ处，分布于含暗色矿物的岩石中，

多由黑云母、角闪石蚀变产生（图３ｈ）。

钾化：地表零星出露，主要位于深部５０～１１０ｍ

处，早期富含钾质的成矿热液对原岩矿物中的钠质

进行置换，形成钾长石，其显著特征是岩石呈浅肉红

色，钾长石颗粒粗大，岩石碎裂时，钾化沿节理发育

（图３ｉ）。

硅化：地表主要分布于构造蚀变带及周围，深部

主要分布于１１０ｍ以深，分布不均匀，形态主要为灰

黑色细网脉状，脉宽０．１～３ｍｍ不等，常与辉钼矿、

黄铁矿、黄铜矿相伴生。

绢英岩化：在地表构造破碎带内较发育，深部与

硅化紧密伴生，是碱质交代和水解的综合作用过程。

４　讨论

４１　矿床成因分析

骆驼峰矿区内地表北东向的断裂构造内发育热

液脉型铜钼矿，深部花岗闪长斑岩内发育斑岩型钼

矿。印支期是祁漫塔格地区岩浆活动爆发时期，受

昆南洋（布青山阿尼玛卿洋）形成和消亡的影响，区

内晚古生代—早中生代造山旋回岩浆活动强烈（Ｘｕ

Ｚｈ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印支晚期，由于花岗闪长岩岩浆侵位较浅或与

围岩温度差异较大，随着深部含矿的花岗闪长斑岩

岩浆不断上侵、体积膨胀，使已经形成的花岗闪长岩

产生了较多北东向的构造裂隙，北东向构造裂隙为

热液脉型铜钼矿床提供了导矿及容矿通道；而深部

的含矿流体沿深部细小裂隙侵入，前期早已固结的

花岗闪长岩发生蚀变矿化作用，从而形成硅化细网

脉状钼矿化。似斑状花岗闪长斑岩主要形成于印支

晚期，显示印支晚期具较强的成矿能力，在斑岩型矿

床地表及外围还有大量的铜、铜钼矿，综合分析构成

了上部热液脉型铜钼矿＋下部斑岩型钼矿的成矿系

列，矿床属岩浆热液成因。

４２　找矿模型

目前骆驼峰铜钼矿区蚀变分带主要为硅化＋绢

英岩化、钾化、绿泥石化，表明斑岩型矿床蚀变分带

的差异性，但硅化、绢英岩化、钾化等主要蚀变的存

在，具典型斑岩型矿床的特征。蚀变分带受多种地

质环境作用的影响，不可避免存在各种差异。

骆驼峰矿区内深部主要为斑岩型钼矿，地表主

要为热液脉型铜多金属矿，研究区外围克停哈尔主

要为热液脉型铜多金属矿，矽卡岩型铅锌等多金属

矿床，表明该地区的成矿作用由斑岩体中心向外围

推进，反映出成矿岩浆热液由高温向低温演化的趋

势。构成了典型斑岩型钼矿＋热液脉型多金属矿的

成矿系列，以深部斑岩型钼矿为成矿中心，其成矿温

度向周围逐渐降低，出现由钼→铜钼等多金属矿化

的分带性，总体构成了上铜下钼的成矿模式。蚀变

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分带性特征，矿床属岩浆热液成

因。初步建立本区成矿模式（图４）。

图４　骆驼峰铜钼矿床成矿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ｔｕｏｆｅｎｇＣｕ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

１—花岗闪长岩；２—花岗闪长斑岩；３—钼矿体；４—钼矿化体；５—铜

多金属矿体；６—绿泥石化带；７—钾化带；８—硅化及绢英岩化带；

９—蚀变分带界线；１０—推测地质界线

１—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 ２—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 ３—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ｏｄｙ；４—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ｂｏｄｙ；５—ｃｏｐｐｅｒ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ｏｒｅｂｏｄｙ；６—ｚｏ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ｌｏ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７—ｚｏ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ｔａｓｓｉｃ；８—

ｚ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ｉｓ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９—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１０—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运用成矿系统理论与方法，根据现有的找矿成

果，结合祁漫塔格地区成矿地质背景，对祁漫塔格地

区斑岩型铜钼矿进行综合解析，加强斑岩体时空分

布，矿化蚀变分带、成矿物质来源及成矿对比的研

究，重视ＮＥ向断裂构造的研究，因为ＮＥ向断裂构

造可能是祁漫塔格地区岩浆与成矿流体的主要运移

通道，亦可是斑岩矿区的导矿构造和／或容矿构造，

进一步建立找矿模型，为祁漫塔格地区乃至东昆仑

地区的找矿拓宽思路。

５　结论

（１）矿床地质特征表明，骆驼峰铜钼矿床赋矿岩

性为花岗闪长岩，深部存在隐伏的花岗闪长斑岩体。

（２）结合区域成矿地质背景，骆驼峰矿床成矿时

代为印支晚期，矿床蚀变分带自上而下为绿泥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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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化、硅化＋绢英岩化。矿种分带自上而下为铜、

钼，构成了“上铜下钼”的成矿模型，反映出成矿岩浆

热液由高温向低温演化的趋势。矿床成因为岩浆热

液成因，找矿潜力较大。

致谢：野外实施过程中得到了青海省第三地质

勘查院各位同仁的帮助和支持。长安大学地球科学

与资源学院杨高学教授和王梦玺副教授对稿件提出

了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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