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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祁连成矿带由原祁连成矿带及柴达木主要的钾盐产地合并而成，横跨甘肃、青海、内蒙三省区，面

积达１１．４×１０４ｋｍ２。成矿带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陆块南缘与特提斯构造带交界部位，地质演化历史复杂，岩浆

活动强烈。因此，该成矿带的成矿地质条件优越，所涵盖矿种齐全，是我国重要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及钾盐产地。

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祁连成矿带的区域地质背景、重要矿产、典型矿产成因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主攻矿种

成矿特征进行了研究，划分了成矿系列，建立了成矿谱系，并对资源潜力进行了评价。设定主攻矿种为钾盐、镍、

钨，划分出７个主要成矿系列。在此基础上，部署了２个重点远景区：柴达木盆地西部重点远景区；金昌一般远景

区。３个一般调查区：大道尔吉一般远景区；锡铁山重点远景区；下柳沟一般远景区，为指导本区勘查工作提供了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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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连成矿带是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及钾盐成矿

带。成矿条件良好，矿种齐全。诸多专家学者对该

区带的成矿特征及成矿谱系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ＹａｎＨａｉ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ＬｉＷｅｎｙｕａｎ，２００４；Ｊｉａ

Ｑｕｎｚｉ，２００６；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Ｔａｎ

Ｗｅｎ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ｈｕ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新划分的

祁连成矿带的区域地质背景、重要矿产、矿床成因等

进行分析，总结成矿带内的主要成矿系列，划分出重

点远景区及一般远景区并对祁连成矿带的资源潜力

进行评价。

１　祁连成矿带分布范围

祁连ＣｕＰｂＺｎＮｉ钾盐成矿带是在原有祁连－柴

北缘成矿带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向西进行了扩展，合

并了柴达木盆地的主要钾盐产地。成矿带呈北西－

南东向展布，面积约为１１．４万平方千米（图１）。成

矿带主体位于甘肃及青海两省境内，另有一小部分

位于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境 内。边 界 拐 点 坐 标 为：

Ｅ８９．３５°，Ｎ３８．１５°；Ｅ９７．１３°，Ｎ３９．５７°；Ｅ１０２．０４°，

Ｎ３８．２８°；Ｅ１００．２４°，Ｎ３７．３２°；Ｅ９８．１９°，Ｎ３８．１６°；

Ｅ９５．０８°，Ｎ３７．５９°；Ｅ９２．０１°，Ｎ３７．１８°。

２　祁连成矿带成矿特点

２１　成矿区带划分

参考全国成矿区带划分方案（Ｔ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祁连成矿带

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①Ⅲ４１－走廊古生代、新生代

铁锰萤石盐类矿床成矿带；②Ⅲ４２－北祁连元古宙、

古生代金铜锌铁铬铅钨成矿带；③Ⅲ４３－南祁连古

生代铜锌铅银镍磷成矿带；④Ⅲ４４－拉脊山早古生

代铜金镍成矿带。

２２　地质背景

祁连成矿带西北以阿尔金断裂为界，东北以龙

首山断裂为界，南部以柴北缘断裂带南支断裂为界。

区域地层整体呈北西向展布，从元古宇—新生界均

有出露（ＣｈｅｎＹｕｅ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下元古界

地层为一套砂泥岩、基性火山岩和富镁碳酸盐建造，

大多经过多期变质及变形作用，并不同程度的遭受

了混合岩化作用。中下寒武统地层分布较为广泛，

不同地区岩性差别较大，包括火山碎屑岩及火山岩、

滨浅海碎屑岩等。奥陶系多为一套大洋盆地环境的

洋中脊玄武岩及岛弧和弧后环境的火山沉积组合。

泥盆系—石炭系自下至上发育陆棚海沉积、滨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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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祁连成矿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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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陆相沉积，多呈不整合接触，具有明显的继承

关系，反映一次强烈的造山运动。中生界祁连地区

由海相沉积逐渐过渡为非海相沉积。第三系的沉积

特征则反映了一次强烈的陆内伸展活动，扩大了旧

有盆地范围。

区内岩浆活动自古元古代至古近纪均有出现

（ＪｉａＱｕｎｚ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以加里东期最为强烈，中

寒武世发育海相中基性－酸性火山岩，晚寒武世—

奥陶纪火山活动发育，岩性以中基性火山岩为主，伴

有部分中酸性岩。侵入岩岩性以中酸性岩为主，持

续至志留纪。此外，区域上也少量出露海西期及燕

山期的基性—中酸性侵入岩。

成矿带的地质演化历史较复杂，经历基底形成

阶段、寒武纪－志留纪演化阶段、泥盆纪－二叠纪演

化阶段及中、新生代的陆内推覆隆升阶段 （Ｚｈａｎｇ

Ｄｅｑｕａｎ，２００６；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中元

古代早期，祁连山由华北陆块西南缘裂解，金川大

型铜镍硫化物矿在该过程中形成（Ｔ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ＤｏｎｇＳｈｕｎ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新元古代

末期，北祁连裂解、拉张，形成北祁连次生洋。与

此同时，中祁连从柴北缘分裂出，形成离散型岛弧

地体，北祁连山西部的微陆块也从柴北缘陆续分

裂出。祁连洋扩张导致河西走廊海盆的形成，与

蛇绿岩有关的块状硫化物、铜及多金属矿床（如石

居里、九个泉铜及多金属矿床）多在该阶段形成。

中寒武世，祁连洋开始向南俯冲，形成两期有关的

岩浆作用（ＷｕＣａｉｌ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与区域钨锡矿

成矿有关的岩体主要在后一期岩浆作用中形成；

中晚奥陶世，随着大洋板片不断消减，祁连洋盆最

终闭合（ＸｉａＬｉｎｑ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９）。海西期以后，区域

进入全面造山阶段，发生 Ａ类俯冲、滑移、韧性剪

切，沿剪切带形成了一系列金矿。中、新生代受邻区

特提斯运动影响，成矿带进入推覆隆升阶段，在柴北

缘及邻近区域形成了一系列由 ＮＷＷ 向逆断层和

ＮＥ向张性正断层围限的断陷盆地（ＸｉｎＨｏｕｔｉ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２３　矿产特征

迄今为止，带内已发现的金属、非金属矿产有：

铁、铜、镍、铂（钯）、铅、锌、钨、金、铬、锰、煤、石油、石

棉、石英岩、石膏、磷、盐等６０余种矿产，矿产地几百

个，是我国有色、黑色、贵金属及能源矿产的重要基

地之一。其中以铁铜、铜镍和钨钼最为重要。大型

４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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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祁连成矿带地质矿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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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主要有肃南县镜铁山铁铜矿（桦树沟矿区和黑

沟矿区）和祁连县小沙龙铁矿；大型铜镍矿有金川铜

镍矿、大型钨（钼）矿有肃北县塔尔沟钨钼矿、肃南县

小柳沟钨钼矿。

３　祁连成矿带成矿谱系和主要矿床成

矿系列

３１　成矿谱系

区域成矿谱系，是研究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经历

的全部地质构造演化过程中成矿作用的演化及时空

结构。构建矿床成矿谱系是表达矿床形成规律的又

一种新形式。参照《中国主要成矿区（带）成矿地质

特征及矿床成矿谱系》（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中国成矿区带划分方案》（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的研究思路和内涵，构建祁连多金属成矿带成

矿谱系（表１）。

３２　成矿系列

３２１　与元古宙海相火山喷发沉积作用有关的

犆狌、犣狀、犉犲矿成矿系列

　　该系列矿床主要分布北祁连古元古代火山－沉

积变质岩系中（ＴａｎＷｅｎ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多为与

沉积变质作用有关的铁矿。典型矿床包括镜铁山铁

铜矿、桦树沟铁铜矿等。铁矿体明显呈层状，镜铁矿

层与铁碧玉层、重晶石层和菱铁矿层相间出现（Ｍａｏ

Ｊｉ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杂色千枚岩呈现出沉积粒

级韵律变化。矿石自然类型主要有铁碧玉岩型和

千枚岩型。矿石矿物主要为镜铁矿、赤铁矿、菱铁

矿；脉石矿物主要包括重晶石、碧玉等。流体包裹

体测温结果显示主要成矿温度介于１８０～３２０℃

（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该系列矿床中的铜矿

体与铁矿体是不同热事件产物（ＹａｎｇＸｉｕｑ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前者被认为是与加里东期中酸性岩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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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祁连成矿带成矿谱系简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狆狉狅犳犻犾犲犻狀犙犻犾犻犪狀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犫犲犾狋

成矿旋回 成矿系列 成矿地质环境 典型矿床

新生代

新生代蒸发盆地及石炭世海

盆或海陆交互沉积盆湾有关

的盐类矿床

蒸发盆地

中生代 印支期

与海相沉积作用有关的矿床 火烧沟、鲁家沟、喜集水、朱家山等多处石膏矿

与印支期造山活动有关的

金矿

造山带中韧性

剪切带

寒山（Ａｕ）、鹰嘴山（Ａｕ）、殊龙（Ａｕ）、昌马（Ａｕ）、东格沟（Ａｕ）、野

骆驼泉（Ａｕ）、清龙沟（Ａｕ）、滩间山（Ａｕ）、寒坝沟（Ａｕ）、千枚沟

（Ａｕ）、红格沟（Ａｕ）、青龙沟金矿床

古生代
加里

东期

晚

早

与加里东期酸性－中酸性岩

浆侵入活动有关的多金属矿

加里东期构造岩

浆带

塔尔沟（Ｗ、Ｚｎ）、小柳沟（Ｗ、Ｚｎ）、野马滩（Ｗ、Ｚｎ）、贵山（Ｗ、Ｚｎ）、

世纪（Ｗ、Ｚｎ）和祁宝等钨铜矿床

与加里东期基性－超基性岩

浆侵入活动有关的矿床

早古生代岛弧

蛇绿岩套

下柳沟（Ｐｂ、Ｚｎ）、弯阳河（Ｐｂ、Ｚｎ）、锡铁山（Ｐｂ、Ｚｎ）、青龙滩（Ｐｂ、

Ｚｎ）、石居里（Ｃｕ、Ｚｎ）、九个泉（Ｃｕ、Ｚｎ）、大岔（Ｃｕ、Ｚｎ）、银洞沟

（Ｃｕ、Ｚｎ）、错沟（Ｐｂ、Ｚｎ、Ａｇ）、阴凹槽（Ｃｕ、Ｚｎ）

与加里东期海相火山喷流－

沉积 作 用 有 关 的 Ｆｅ、Ｃｕ、

Ａｕ矿

早古生代岛弧

白银厂（Ｃｕ、Ｚｎ）、小铁山（Ｃｕ、Ｐｂ、Ｚｎ、Ａｇ）、郭未寺（Ｐｂ、Ｚｎ）、下沟

（Ｐｂ、Ｚｎ）、下柳沟（Ｐｂ、Ｚｎ）、弯阳河（Ｐｂ、Ｚｎ）、锡铁山（Ｐｂ、Ｚｎ）、青

龙滩（Ｐｂ、Ｚｎ）

与沉积变质作用有关的 Ｆｅ

矿成矿系列

北祁连中、新元古代古

岛弧（陆核边缘裂谷）

石居里（Ｃｕ、Ｚｎ）、九个泉（Ｃｕ、Ｚｎ）、大岔（Ｃｕ、Ｚｎ）、银洞沟（Ｃｕ、

Ｚｎ）、错沟（Ｐｂ、Ｚｎ、Ａｇ）、阴凹槽（Ｃｕ、Ｚｎ）

（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２００３），如 ＺｈａｎｇＬａｎｙ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获得桦树沟铁铜矿中与铜矿化关系密切的闪

长玢岩岩脉年龄为４２１±２４Ｍａ。近期研究表明，部

分矿床的铁矿体亦有可能是与中基性岩有关的热液

变质矿体（ＧｕｏＳｈａｏ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３２２　与加里东期镁质－超镁铁质岩浆作用有关

的犆狉、犉犲、犞、犜犻、犘、（犆狌、犖犻）、蛇纹石矿床成矿系列

　　该成矿系列代表性矿床包括大道尔吉铬铁矿、

玉石沟铬铁矿等，在预测区南侧化隆地区加里东期

超基性岩类也可见铜镍矿化（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ｏｗｅ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主要分布于北祁连、中祁连两个构造

单元。ＧｏｕＧｕｏ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３）总结了祁连地区

与镁铁－超镁铁质岩有关的铬铁矿成矿规律。认

为其分布与断裂构造关系密切。赋矿岩体多具铝

过饱和系列富镁、贫碱、贫铁等特征。主要岩性组

合包括：纯橄岩—斜辉橄榄岩、纯橄岩—斜辉橄榄

岩—橄榄岩、纯橄岩—斜辉橄榄岩—单辉橄榄、斜

辉橄榄岩四类。成矿时代主要为加里东期。与成

矿有关的地层包括中寒武统黑茨沟群、下奥陶统阴

沟群等。

３２３　与加里东期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有关的

犠、犛狀矿成矿系列

　　与加里东期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有关的 Ｗ、Ｓｎ

矿主要分布于北祁连构造带西段，较为典型的包括

塔儿沟钨矿、小柳沟钨钼矿田、西柳沟钨矿等。矿床

多分布于深大断裂及不同构造单元的缝合带附近。

成矿有利地层为具有较高 Ｗ背景值的老地层，包括

下元古界北大河群及野马南山群；中－上元古界朱

龙关群、镜铁山群、大柳沟群等。岩性以中深变质的

角闪云母片岩、片麻岩为主 （ＬｉｕＤｕｉｆ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与成矿作用有关的岩体同样具有较高 Ｗ 含

量，岩体的侵位时代多介于４６２Ｍａ～４２４Ｍａ之间，

为加里东期。岩石类型介于Ｉ型及Ｓ型之间。如：

野牛滩岩体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４５９．６±２．５Ｍａ；塔

尔沟黑钨矿石英脉中白云母 ＲｂＳｒ年龄４３４．６４

Ｍａ；小柳沟钨矿石中辉铜矿ＲｅＯｓ年龄为４６２±１３

Ｍａ（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干巴河脑钨矿石英

脉型钨矿中辉钼矿ＲｅＯｓ年龄为４２４±１０Ｍａ（Ｌｉｕ

Ｘｉａｏ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钨矿成因类型可分为矽

卡岩型、云英岩型、石英脉型三类（Ｃ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ｍｉｎ，

２００７）。不同成因类型的矿体特征存在一定差异。

矽卡岩型矿体多分布于接触带部位，矿体形态受接

触带及地层产状的控制。矿石矿物以白钨矿为主，

次有黄铁矿、磁黄铁矿及少量闪锌矿、方铅矿。脉石

矿物以各种类型的矽卡岩交代矿物为主。石英脉型

矿体主要发育在围岩中，很少直接产于侵入体中

（ＬｉｕＤｕｉ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矿石矿物以黑钨矿为主，

伴有少量白钨矿、黄铁矿、毒砂、黄铁矿、辉钼矿等。

云英岩型矿体主要分布于地层中及岩体隆起部位，

矿化强度一般较弱，矿石矿物包括白钨矿、黑钨矿及

少量硫化物（ＺｈａｎｇＺｕｏ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３２４　与加里东期海底喷流－沉积作用有关的

犉犲、犆狌、犣狀、犃犵矿成矿系列

　　祁连地区与加里东期海底喷流沉积作用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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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状硫化物（ＶＨＭＳ）矿床主要可分为２类：①与中

酸性火山岩或中酸性、中基性火山岩相关的矿床。

该类矿床以清水沟－白柳沟（ＰｅｎｇＳｕｘｉ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矿田为代表，出露地层主要为晚奥陶世海相喷

发形成的中基性熔岩和酸性火山碎屑岩类。矿体赋

存于细碧岩中，呈脉状、透镜状、囊状。矿体产于绿

泥石化带及绢云母规划带中。矿石矿物主要有黄铜

矿、黄铁矿和磁铁矿。自上而下依次为：磁铁矿（含

少量赤铁矿）—黄铜黄铁矿＋赤铁矿—黄铜黄铁

矿—块状黄铜矿＋黄铜黄铁矿；②与基性火山岩相

关的矿床。该类矿床以青海红沟矿床和甘肃肃南石

居里铜矿床为典型代表。矿床属于典型的弧后盆地

蛇绿岩套中与基性火山岩有关的铜－锌型系列块状

硫化物矿床，时代为中晚奥陶世（ＸｉａＬｉｎｑｉ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ＬｉＷｅｎｙｕａｎ．２００４）。其中，石居里铜矿床大

地构造位置位于北祁连错沟—靖远一带中晚奥陶世

弧后拉张盆地内。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奥陶系枕

状基性熔岩、块状基性熔岩、硅质岩、火山碎屑岩。

矿体多产于基性火山岩和沉积岩系内，容矿岩石为

蚀变玄武岩、基性凝灰岩为主夹（红碧玉）硅质岩，矿

体为似层状、扁豆状，矿石结构主要为块状和浸染

状，矿石矿物以黄铁矿、黄铜矿为主，伴生有少量闪

锌矿。对容矿火山岩的地球化学研究表明，两种矿

床的形成环境类似，但陆缘物质的参与程度不同

（ＺｈａｎｇＬａｎ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３２５　与印支期海相沉积作用有关石膏矿的成矿

系列

　　该系列石膏矿主要产于祁连山区，集中于西段

疏勒南山一带，典型矿床包括火烧沟、鲁家沟、喜集

水、朱家山等（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石膏

通常赋存于下石炭统地层，如城墙沟组，其下部往往

伴随上泥盆统红色碎屑岩分布范围较大。矿体呈层

状、似层状，含矿层位稳定。矿石可分为块状石膏、

含黏土石膏、条带状石膏及次生纤维状石膏。其中，

块状石膏的工业应用效果最佳。

３２６　与印支期造山活动有关的犃狌多金属矿成

矿系列

　　该系列矿床主要分布在祁连山的西段（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现已发现大大小小的金矿

点９３处（独立金矿床８１处，伴生金矿１２处），其中

中型金矿４处，小型金矿１６处（ＹａｎｇＸｉｎｇｊｉ，２００９）。

典型矿床如寒山、鹰嘴山、车路沟、黑刺沟、贾公台金

矿等。金矿化多受 ＮＷＷ 向剪切带控制。赋矿地

层包括太古宙基底变质岩系—早古生代地层中的安

山质玄武岩、超镁铁质岩、千枚岩、碎屑岩、角闪岩及

黑云母片岩等（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稳定

同位素及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成矿物质多为地幔

来源。该系列矿床的主成矿期为印支期，部分矿床，

如寒山 金矿的赋 矿围岩 发 现 原 生 铜 矿 化 （Ｌｉ

Ｗｅｎｙｕａｎ，２００４），表明成矿物质可能在更早的阶段

已初步富集。金矿石主要包括自然元素、硫化物、硅

酸盐、氧化物及氢氧化物、硫酸盐和碳酸盐等。金的

赋存状态有包裹金、晶隙金、裂隙金等。

３２７　与新生代沉积活动有关的盐类矿床成矿

系列

　　该系列矿床主要分布于成矿带西部柴达木盆地

内，包括大盐滩、吉尔乃、尕斯库勒、梁中凹地等现代

盐湖型钾盐矿，属于山间断块深盆构造湖（Ｚｈｅｎｇ

Ｍｉａ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９）。柴达木盆地形成于印支运

动以后的侏罗纪，于中新世后期全面进入隆起褶皱

阶段，进入衰亡期（ＺｈａｎｇＹｉｆｕ，１９９７）。盆地周边

的火山岩发育，为柴达木盆地的盐湖提供了丰富的

物质来源；盆地自第四纪经历的数次干旱寒冷气候

环境及柴达木盆地的差异性运动为盐类矿床汇聚、

富集提供空间（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以上

各种因素，为柴达木盆地内盐湖矿床的形成创造了

优越的条件。

４　资源潜力分析

４１　资源潜力分析的原则及依据

本次资源潜力预测的原则是：以综合信息预测

图和区域预测模型为基础，建立定量预测模型，开展

区域定量预测，圈定各类矿床成矿系统的综合信息

地质异常区及最小预测区，运用矿床模型地质参数

法估算预测资源量（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ＸｉａｏＫｅ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资源潜力预测的主要依据为：成矿系列理论、

成矿动力学理论和综合信息矿产定量预测理论，

在此基础上以成矿系列矿产预测类型为纲，在系

统编制建造构造预测底图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潜

力预测。

４２　资源潜力预测结果

近期，祁连成矿带内找矿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截止２０１０年，祁连成矿带及其邻近区域新发现大型

矿床多处，包括余石山铌钽矿、国宝山铷矿、孙家岭

钪矿、多若诺尔铁矿等，小型矿床１处（长干峡铜

矿），矿（化）点１００余处（杨岭铁钒矿、怪石山铜镍

矿、拾金滩镍矿点、昭格呼都北金矿、巴诺尔东、哈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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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格铁矿、张稀山铷矿、王稀山铷矿、勒巴泉北西锰

矿、长山子铁矿点、白疙瘩北山铜矿点、潘家井铷铌

钽矿、赵家山铷矿、火焰山铌钽、任家山金矿点、３３４０

锰矿点、红石山西铁矿、黑山梁钪矿、大交通瑞铜矿

点、簸箕掌铜矿、西吉盆地磁铁矿点、立洼峡铅锌矿

点、杨岭铅锌矿点、三关口铜矿点、秋千架铜矿点、圆

疙瘩铜矿点、南马场铜矿点、白草滩铁矿点、小红山

南磁铁矿点等）。提交中型矿床１处（化石沟铜矿），

提交矿产地多处。

此外，区内原有矿山及其外围近年来取得了

显著的找矿进展。白银矿田深部找矿取得重要突

破，新发现四方山铜多金属矿床；红山铁矿和黑山

铜镍矿达到大型规模；在黑山铜镍矿区外围红柳

沟、三个井、大泉东和炭山子等地区新发现了多处

铜镍矿化基性－超基性杂岩体；肃南县卡瓦一带

已发现卡瓦、卡瓦东、光滑岭、栅栏沟、沙梁、小龙

孔和塔里干沟等一批铁（铜）矿床，铁矿总资源量

已达大型规模。下柳沟－尕大坂成矿带延伸达到

２０ｋｍ，对下沟、下柳沟等矿床深部验证钻孔仍然见

到铜铅锌矿化，并且从地表到深部矿化类型具有从

铅锌－铜的分带性，显示出黑矿的典型特征，从而认

为该成矿带深部及外围具有较大找矿前景，具有进

一步工作价值。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进行的资源潜力评价项目，涉及

该区的矿种（除能源外），共有１２个矿种，所获得的

２０００米以浅资源潜力见表２。

表２　主要矿种资源潜力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犿犪犻狀犿犻狀犲狉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

矿种

预测资源

量占全国

百分比（％）

累计查明

资源储量

预测资源量

５００米

以浅

１０００米

以浅

２０００米

以浅

单位

镍 １２．２ ５３５ ３００ ３００ 万吨

铬铁矿 ８．２ ２５０ ４６４ ７７７．９ 万吨

钾 ４３ １０．５７ １０．５７ 亿吨

钨 ２．１ ３１．５ ６０．４ ８９．２ １２５．７ 万吨

铅 ２．１ ５７ ４６２ ５０１ 万吨

金 １．４ １２６ ４２１ 吨

银 １．０ ９６５ ３５０５ 吨

铁 ０．９５ ８．１ １１．２ １８．４ 亿吨

铜 ０．７ ５１ ２０５．６ ２６３．４ 万吨

菱镁矿 ０．４４ ０．５ ０．５７ 亿吨

钼 ０．４ ７．９ ３５．１ ５２．７ 万吨

锰 ０．３ ３０．７ ８６０．６ 万吨

４３　找矿远景区划分及资源量估算

目前，带内已有整装勘查区２处，为青海咸水

泉—油墩子钾盐整装勘查区及青海锡铁山铅锌矿整

装勘查区。本次工作在该带部署２个重点远景区，

即：①塔里木盆地西部钾盐重点远景区：主攻矿种：

钾盐；主攻类型：新生代盐湖型；②下柳沟钨重点远

景区，主攻类型：热液脉型钨矿、矽卡岩型钨矿。

３个一般远景区：①青海锡铁山铅锌一般远景

区：主攻矿种：Ｆｅ、Ｐｂ、Ｚｎ；主攻类型：喷流沉积型；②大

道尔吉铬铁矿一般远景区：主攻矿种：Ｆｅ；主攻类型：

蛇绿岩型铬铁矿；③金昌镍一般远景区：主攻矿种：

Ｎｉ、Ｃｕ；主攻类型：岩浆熔离型铜镍硫化物矿（表３）。

表３　远景区预测资源量及新发现矿产地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狆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犿犻狀犲狉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狀犲狑犱犲狆狅狊犻狋狊犻狀狆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犪狉犲犪狊

序号 远景区名称
新发现矿产地

矿种名称 ３３４１ ３３４２ ３３４３

１
塔里木盆地西部钾盐

重点远景区

卤水锂（万吨） １９２５．３６ １２４６．９６ １３５４．５１

硼矿（万吨） ３６０６．０７ ２７６８．９６ ２９９４．４４

卤水钾（万吨） ３０７２２．７６ ２１５３８．５ ２８４５３．５５

大盐滩、吉尔乃、尕斯

库勒、梁中凹地

２
青海锡铁山铅锌一般

远景区

Ｚｎ（万吨） １７７．８２ ６７．７６

Ｐｂ（万吨） １４６．９４ ５６

Ｃｕ（万吨） ８．７８ １３．８２

３
大道尔吉铬铁矿一般

远景区

铬铁矿（万吨） １８０．６９ ２６２．７１ ９７．５１

菱镁矿（万吨） ２８４５ ８５６

４ 金昌镍一般远景区

Ｎｉ（万吨） ５０７．３８ １９３．７ ２．１６

Ｃｕ（万吨） ３１１．７９ １０２０．７９ １３．４５

伴生Ａｇ（吨） １．１ ０．５ ０．５

白家嘴子

５ 下柳沟钨重点远景区

Ｗ（万吨） ８１．７６ １．５３ ４２．４

Ｃｕ（万吨） ２４．３６ ４．１４ ３３．７８

铬铁矿（万吨） ６１．９９ １４９．４９

５　结论

（１）祁连成矿带的优势矿产为钨、锡、镍、钾盐、

铁等，主攻矿床类型为现代盐湖型钾盐矿、岩浆熔离

型铜镍硫化物矿、蛇绿岩型铬铁矿、矽卡岩及热液脉

型钨锡矿、造山型金矿、沉积—变质型铁矿、火山块

８１４１



书书书

第７期 刘建楠等：祁连成矿带成矿特征与资源潜力分析

图３　祁连成矿带工作部署图

Ｆｉｇ．３　Ｍａｐｏｆｗｏｒｋａｎｄ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Ｑｉｌｉａｎ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１—ＩＶ１１走廊弧后盆地；２—ＩＶ１２走廊南山岛弧；３—ＩＶ２１中祁连岩浆弧；４—ＩＶ２２疏勒南山－拉脊山蛇绿混杂岩带；５—ＩＶ２３南祁连岩

浆弧；６—ＩＶ５柴北缘结合带；７—ＩＶ６柴达木地块；８—一般远景区；９—重点远景区；１０—省界；１１—地质界线；１２—水体；１３—区带边界；１４—三

级成矿区带边界；１５—断层；１６—推测断层；１７—大型矿床；１８—中型矿床；１９—钾盐矿；２０—钨锡矿；２１—金矿；２２—镍矿；２３地名

１—ＩＶ１１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ｂａｃｋａｒｃｂａｓｉｎ；２—ＩＶ１２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ｏｕｔｈ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ｉｓｌａｎｄａｒｃ；３—ＣｅｎｔｒａｌＱｉｌｉａｎｍａｇｍａａｒｃ；４—ＩＶ２２ｓｏｕｔｈｏｆＳｈｕｌ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Ｌａｊ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ｉｃｍéｌａｎｇｅｂｅｌｔ；５—ＩＶ２３ＳｏｕｔｈＱｉｌｉａｎｍａｇｍａａｒｃ；６—ＩＶ５ｎｏｒｔｈ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Ｑａｉｄａｍ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ｌｔ；７—ＩＶ６

Ｑａｉｄａｍｂｌｏｃｋ；８—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９—ｋｅｙ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１０—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１—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１２—ｗａｔｅｒｓ；１３—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１４—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ｉｒｄｌｅｖｅｌ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１５—ｆａｕｌｔ；１６—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ａｕｌｔ；１７—

ｌａｒｇ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１８—ｍｅｄｉ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１９—ｐｏｔａｓｈｄｅｐｏｓｉｔ；２０—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２１—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２２—ｎｉｃｋｌ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２３—ｔｈｅｎａｍｅ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ｉｔｙ

状硫化物矿等。

（２）划分出７个主要成矿系列，包括：与元古宙

海相火山喷发沉积作用有关的Ｃｕ、Ｚｎ、Ｆｅ矿成矿系

列；与加里东期镁质－超镁铁质岩浆作用有关的

Ｃｒ、Ｆｅ、Ｖ、Ｔｉ、Ｐ、（Ｃｕ、Ｎｉ）、蛇纹石矿床成矿系列；与

加里东期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有关的Ｗ、Ｓｎ矿成矿

系列；与加里东期海底喷流－沉积作用有关的Ｆｅ、

Ｃｕ、Ｚｎ、Ａｇ矿成矿系列；与印支期海相沉积作用有

关石膏矿的成矿系列；与印支期造山活动有关的Ａｕ

多金属矿成矿系列；与新生代沉积活动有关的钾盐

成矿系列

（３）划分出２个重点远景区，包括：①塔里木盆

地西部重点远景区；②下柳沟钨重点远景区。３个

一般远景区，包括：①青海锡铁山一般远景区；②大

道尔吉一般远景区；③金昌镍一般远景区。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Ｊｉｆｕ，Ｚｈｕ

Ｍｉｎｇｙｕ，ＸｕＪｕｅ，Ｙ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ｘｉｎ，ＢａｉＧｅ，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ｈｕｉ，

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ｈｕｉ，ＨｕａｎｇＦａｎ，ＹｉｎｇＬｉｊ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ｅｉ，Ｌｉ Ｈｏｕｍｉｎ，Ｇａｏ Ｌａｎ，Ｆｕ Ｘｕｊｉｅ，Ｚｈａｎｇ

Ｄａｑｕａｎ，ＳｕｎＴａｏ，ＦｕＹｏｎｇ，ＬｉＪｉａｎｋａｎｇ，ＬｉｕＤｅｑｕａｎ，Ｗｕ

Ｇｕａｎｇ，ＴａｎｇＪｕｘｉｎｇ，Ｆ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ｙｏｕ，Ｓｈａ Ｄｅｍｉｎｇ，Ｌｉｕ

Ｃａｉｚｅ，ＧｅｎｇＲｕｑｕａｎ，ＬｉＪｕ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ｑｉ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ｂａｏ，ＬｉｕＸｉｎｘｉｎｇ，ＬｉＬｉｘｉｎｇ，ＬｉｕＸｉｆａｎｇ．２０１５．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７７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ｍｉｎ．２００７．Ｗ ｏ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ｏ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Ｑｉｌｉａｎａｒｅａ．Ｇｏｌ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５（２）：２６～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ａｒｃｔ）．

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ｈｕｉ，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Ｊｉｆｕ，ＹｉｎｇＬｉｊｕａｎ，Ｌｉａｎｇ

Ｔｉ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ｈｕｉ，ＬｉｕＬｉｊｕｎ，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ｌｅｉ．２０１５．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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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年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ｔｉ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８９（６）：１０２６～１０３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ａｒｃｔ）．

ＤｏｎｇＳｈｕｎｌｉ，ＬｉＺｈｏｎｇ，ＬｉＪｉａｎ，Ｚｈｕｌｉａｎ．２０１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Ｅａｒｌｙ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Ｒｏｃｋ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ｌｔｕｎＱｉｌｉａｎＫｕｎｌｕｎ Ｏｒｏｇｅ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５９（４）：７３１～７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ａｒｃｔ）．

ＧｏｕＧｕｏｃｈａｏ，ＴｉａｎＰｅｉｚｈａｏ，Ｚｈｏｕ Ｈｕｉｗｕ，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ｈｕ，Ｔｉａｎ

Ｌｉｐｉｎｇ．１９９３．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ｔｙｐｅｕｌｔｒａｍａｆｉｔｅｉｎＱｉｌｉ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Ｇａｎｓｕ，１２（１）：３５～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ａｒｃｔ）．

ＪｉａＱｕｎｚｉ，Ｙ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ｔａｎｇ，Ｘｉａｏ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ＱｕａｎＳｈｏｕｃｕｎ，Ｚｏｕ

Ｘｉａｎｇｈｕａ，ＬｉＢａｏｑｉａｎｇ．２００６．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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