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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敦得夏拉郭勒铁铜钼多金属矿具 有 良 好 的 成 矿 地 质 背 景 条 件．目 前 已 发 现 了 矽 卡 岩 型 磁 铁

矿体７条，钼矿化体２条，黄铜矿化体２条，斑岩型铜钼矿化体１条，地表铜钼矿化线索４处。该矿受矽卡

岩控制，多形成于岩体与大理岩的接触部位。通过对矿化类型、矿（化）体特征和找矿标志的研究，总 结 了

矿区的矿化分带，蚀变分带，认为该地 区 矿 床 类 型 属 于 矽 卡 岩－斑 岩 型，推 测 深 部 可 能 存 在 成 矿 斑 岩 体，具

有进一步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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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昆仑地区地处中国中央造山带西部［１］，成岩

成矿作用极为突出，近年来在东昆仑地区新发现了

多处铜钼多金属矿床（点）。如拉陵灶火、乌兰乌珠

尔［２］、托克妥等，依据对这些矿床的成因特征和成因

归属分析，认为它们矿床类型为矽卡岩型，斑岩型，
热液脉型，其中矽卡岩型无论在区域分布广度和成

矿强度上，均 呈 优 势，说 明 该 区 域 或 许 存 在 以 矽 卡

岩为主的 铁 铜 钼 多 金 属 成 矿 带。敦 得 夏 拉 郭 勒 地

区铁铜钼多金属矿即处该区祁漫塔格东段，矿床类

型初步拟定为矽 卡 岩－斑 岩 型。为 进 一 步 指 导 找 矿

勘察工作，综合分析、认识矿区成矿地质特征，矿化

蚀变分带，建立成矿模型很有必要。

１　成矿地质背景

敦得夏拉 郭 勒 地 区 大 地 构 造 位 置 处 于 柴 达 木

盆地西南缘、东 昆 仑 构 造 带 西 南 部、昆 仑 中 央 断 裂

北侧。昆中断裂以北为东昆仑北坡构造—岩 浆 带，
地层分区为柴南缘小区［３］。区内出露地层较 简 单，
主要为古元古界金水口岩群白沙河岩组（Ｐｔ１ｂ），有

少量的 第 四 系（Ｑ）；其 中 金 水 口 岩 群 白 沙 河 岩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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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１ｂ）按 照 岩 石 组 合 特 征 将 其 划 分 为 片 麻 岩 组

（Ｐｔ１ｂ１－１ｇｎ）和 片 岩 岩 组（Ｐｔ１ｂ１－２　ｓｃｈ）及 大 理 岩 组

（Ｐｔ１ｂ１－３　ｍｂ）。矿区内仅出露片麻岩组（Ｐｔ１ｂ１－１ｇｎ）和

大理岩组（Ｐｔ１ｂ１－３　ｍｂ）地层，总体呈北西－南东向条带

状展布，多被后期侵入岩、断层所侵蚀、支解、破碎，
与岩体接触 部 位 是 形 成 矽 卡 岩 型 多 金 属 矿 产 的 有

利部位，第四 系 主 要 分 布 在 山 间 沟 谷 地 带，地 貌 上

多呈冲—洪积 扇，构 造 以 北 西 向 断 裂 为 主；岩 浆 岩

主要为中 晚 三 叠 世 的 侵 入 岩。总 体 为 中 部 展 布 古

元古界金水口岩群的变质岩地层，南北两侧为印支

期岩浆岩 所 侵 入 的 地 质 特 征。矿 区 侵 入 岩 具 有 东

北部分布面积大、期次多，西南部面积较小、期次相

对较少、强度 较 弱 的 特 征，主 要 岩 性 为 浅 灰－灰 色 石

英黑云母闪长岩（δβ）、灰白色石英闪长岩（δο）、灰红

色（似斑状）花岗闪长岩（πγδ）。以及少量呈岩株形

态侵入 的 钾 长 花 岗 岩（ξγ）。岩 体 中 节 理 发 育，以

１２５°∠７１°这组 最 发 育。与 成 矿 作 用 有 关 的 为 石 英

黑云母闪 长 岩 和（似 斑 状）花 岗 闪 长 岩。前 者 与 白

沙河岩组接触带形成铁铜钼多金属矿体，后者为斑

岩型钼矿化的载矿岩体。

２　矿化类型及矿（化）体特征

２．１　矽卡岩型铁多金属矿化

矿区位于盘羊沟中游东西两侧，Ｃ２６磁异常内，
面积约２ｋｍ２。矿区内共圈定磁铁矿体７条、钼矿化

体２条、黄铜矿 化 体２条（图１）。受 矽 卡 岩（构 造）
控制较为明显。

图１　矽卡岩型铁多金属矿区地质简图

　　通过地表工程及钻探揭露控制，该矿区上共发

现含矿矽 卡 岩 带４条（ｓｋ１～ｓｋ４），Ⅰ号 矽 卡 岩 带

（ｓｋ１）总体走向为北西向，以盘羊沟南北向隐伏断裂

为界，分为东西 两 部 分，东 段 长 度５５０ｍ左 右，圈 定

了 Ｍ６ 磁 铁 矿 体 （长 ２００ｍ，宽 ２．４５ｍ，ＴＦｅ：

２３．７２％，产状：２０２°∠６６°），西段长度３００ｍ左右，圈
定 Ｍ３磁铁矿体（长＞１５０ｍ，宽１．４２～２．４３ｍ，ＴＦｅ：

４３．１５～４６．３％，产状：２３５°∠６８°）和 Ｍ１０钼矿化体

（Ｍｏ：０．０３％）。Ⅱ号 矽 卡 岩 带（ｓｋ２）位 于Ⅰ号 带 南

侧总体长度８００ｍ左右，共发现 Ｍ１、Ｍ２、Ｍ２－１等３
条磁铁矿体（长 多＞２００ｍ，宽０．４６～８．１４ｍ，ＴＦｅ：

２３．４６％～４７．４％）、Ｍ８和 Ｍ１１等铜钼矿化体（Ｃｕ：

０．２１％；Ｍｏ：０．０３３％～０．０８５％）。Ⅲ号 矽 卡 岩 带

（ｓｋ３）位于Ⅱ号带西南侧总体长度８０ｍ左右，宽 度

２７ｍ，共发现 Ｍ５、Ｍ７等２条磁铁矿体（长与矽卡岩

相当，宽３．１７～９．２５ｍ，ＴＦｅ：２９．７５％～３１．３２％，产

状：２４０°∠４１°）、Ｍ１２铜 矿 化 体（Ｃｕ：０．２８％）。Ⅳ号

矽卡岩带（ｓｋ４）位于该矿区西南角，产于片麻岩的层

间界面处，总体长度７８０ｍ左右，发现 Ｍ４磁铁矿体

（长 ２００ｍ，宽 ３．９１ｍ，ＴＦｅ：２４．０％，产 状：２２１°
∠４２°）。矿体围岩蚀变有青盘岩化（绿帘石，绿泥石

蚀变），角岩－矽 卡 岩 化，硅 化 等。矿 化 有 黄 铜 矿，磁

铁矿，雌黄铁矿，辉钼矿等，矿体多产出在石英黑云

母闪长岩与大理岩的接触带附近的矽卡岩中，少量

产于大理岩 裂 隙，构 造 滑 脱 带 中，此 部 分 多 为 隐 伏

矿体。前者多以渗滤交代作用为主（横向），可形成

厚大的矽 卡 岩 带 或 矿 带。后 者 多 为 扩 散 交 代 作 用

为主（纵向），以 双 交 代 作 用 为 特 征，但 两 者 常 常 互

相伴随。部 分 钻 孔 中，斜 长 辉 石 角 岩 较 发 育，规 模

不大，辉钼矿化却 较 普 遍，测 井 资 料 显 示 多 为 低 阻

高极化，这 可 能 与 角 岩 多 沿 构 造 裂 隙 接 触 交 代 而

形成的成 因 特 性 有 关，说 明 该 区 隐 伏 次 级 构 造 发

育，且角岩 中 常 见 泥 化、绢 英 岩 化、碳 酸 盐 化 等 蚀

变，特别是角岩的 碳 酸 盐 化 有 一 定 的 找 矿 意 义，有

利于地球 化 学 障 的 形 成，角 岩 型 辉 钼 矿 应 适 当 给

予关注。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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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斑岩型Ｃｕ、Ｍｏ矿化

位于盘 羊 沟 下 游 及 东 侧 的 支 沟，１／５万 水 系

ＡＳ１１、ＡＳ８异常中，面积６ｋｍ２。矿点内发现辉钼矿

化体１条、地表铜钼矿化线索４处、钻孔中矿化显示

多处，且岩石样显示有金的高含量点（图２）。

图２　铜钼矿化区综合地质简图

　　矿化多发育在似斑状花岗闪长岩中，岩体节理

发育，主要有四组，其 中 以 产 状 为１２５°∠７１°的 一 组

节理最为发育，含矿细脉即充填其内。含矿细脉宽

１ｍｍ左右，个别 达１ｃｍ，细 脉 间 距５ｃｍ～１ｍ不 等，
密集区１ｍ 范 围 可 达１０余 条，细 脉 延 伸 长 度１～
２ｍ，各脉间相互平行分布。节理裂隙即为该区浅部

主要的 导 矿、容 矿 小 构 造。Ｍ１３矿 化 体 即 产 在 其

中，矿化体真厚度０．４６ｍ，推测长度１００ｍ，Ｍｏ品位

０．０３１％，产状１３５°∠６５°，呈隐伏透镜状产出。处于

铜、钼异常套合部位。从钻孔资料显示，蚀变有一定

的分带性，从深部到地表分别为钾化、云英岩化－黄铁

绢英岩化（石英、黄铁矿、白云母、绢云母）－青盘岩化

（绿泥石、绿帘石）。热液蚀变较广泛，岩体矿化有裂

隙矿化、石英脉矿化和浸染状矿化几种形式，以裂隙

矿化为主，石英脉矿化为辅，浸染状矿化多出现在裂

隙和石英脉矿化密集地段。岩体中矿化虽有一定的

分布广度，但目前尚未发现成型的矿体。

３　找矿标志

根据以上 有 关 成 矿 控 制 因 素、成 矿 规 律、成 矿

条件分析，可以总结如下几方面的找矿标志。

１）岩石标志：古元古界金水口岩群大理岩与华

力西期石英 黑 云 母 闪 长 岩 体 接 触 带 上 形 成 的 矽 卡

岩是直接的找矿标志，矽卡岩矿物主要为透辉石及

石榴石。浅 绿 色 中 细 粒 透 辉 石 矽 卡 岩（无 磁 铁 矿

物）有利于辉钼矿的富集。

２）构造标志：岩体与大理岩接触面的转折部位

或大理岩与片麻岩层间位置，金水口岩群大理岩段

中向斜轴 部，是 矽 卡 岩 变 厚、变 大 部 位。似 斑 状 花

岗闪长岩的１３０～４２°∠６０～６５°节理裂隙。

３）蚀变标志：肉红色分布的钾长石细脉为最直

接的蚀变标 志，不 仅 在 侵 入 体 内 部 产 生，而 且 可 在

围岩中形成空间上数公里的钾化晕［４］，往往能见到

明显的金 属 矿 化。同 时 硅 化、绿 帘 石 化、绿 泥 石 化

与矿化关系亦十分密切。

４　成矿系列与成矿模式预测

根据赵一鸣、丰成友等人［５］对祁漫 塔 格 地 区 的

研究，认为该区矽卡岩型铁多金属矿体主要受印支

期侵入岩与碳酸盐岩接触带的控制，岩体正接触带

内大多以铁矿体为主，在离接触带有一定距离的碳

酸盐围岩的层间断裂（滑脱带）中，有铜钼多金属矿

体产出，而在远离接触带的围岩中则可能有受断裂

裂隙系统控制的 热液脉状多金属矿体出现，同时部

分浅层花岗岩类岩体中还可能有斑岩型铜钼矿化产

出，上述各类矿体共同构成了一个与印支期酸性侵入

岩有关的矽卡岩为主的铁多金属矿床的成矿系列。
以此成矿系列作为指导，结合矿区内成矿控制因素、
成矿规律、成矿条件和已发现的斑岩型矿化线索，笔
者大胆的预测了以下一种成矿模式（图３）。

２８



第９期 高　彪，等：青海省敦德夏拉郭勒地区铁铜钼多金属矿找矿方向及前景探讨

图３　敦得夏拉郭勒矿区综合成矿模型图

　　之所以 有 如 此 预 测 是 建 立 在 对 矿 区 一 系 列 成

矿现象的观察和认识的基础上的，一般隐伏斑岩型

矿床在其围岩中形成广泛的外围矿化，这是斑岩型

矿床的特征 之 一，这 些 外 围 矿 化 表 现 了 分 带 性，外

围的成矿特 征 即 硅 铝 质 岩 石 中 的 裂 隙 矿 化 和 含 钙

质岩石中的矽卡岩矿化［６］，所以本区可能亦存在隐

伏含矿斑岩 体，依 据 如 下：①敦 得 夏 拉 郭 勒 矿 区 存

在的成矿分 带 性 特 征 包 括 蚀 变 分 带（钾 化，云 英 岩

化－黄铁绢英岩化－青盘岩化－角岩，矽卡 岩 化），矿 化

分带（中心浸染状矿化，中间裂隙充填矿化，外围矽

卡岩型矿 化 和 裂 隙 充 填 矿 化）以 及 构 造 特 征（裂 隙

系统）显示 了 斑 岩 型 矿 床 的 基 本 模 型 特 征；②地 表

出露的似斑状花岗岩体虽有铜钼矿化，进一步工作

并未发现成型的矿体（钻探深度２００～４００ｍ），表明

该岩体不是成矿斑岩体，但从已有斑岩型矿化线索

显示，没 有 发 现 斑 岩 型 矿 床 不 能 说 明 没 有 斑 岩 成

矿；③地表分布的矽卡岩矿床说明深部还一定存在

成矿岩体而 且 能 够 形 成 矽 卡 岩 矿 化 的 岩 体 不 会 有

很大的距离；④地表花岗闪长岩体中的裂隙矿化并

不是斑岩 型 矿 化（浸 染 状，脉 状），且 裂 隙 具 有 一 致

的产状，是成矿斑岩体的围岩中可能出现的断裂系

统，同样反映 在 深 部 可 能 存 在 成 矿 斑 岩 体，这 些 含

矿裂隙系统 为 深 部 斑 岩 体 在 冷 凝 降 压 的 过 程 中 产

生［７］，并伴随含矿热液的上升；⑤已开展的１／１万激

电测量，异 常 亦 主 要 显 示 在 似 斑 状 花 岗 闪 长 岩 区

域，且反映深度较深，但未进行有效验证。

５　结语

本文介绍 了 敦 得 夏 拉 郭 勒 地 区 铁 铜 钼 多 金 属

矿在矽卡岩 区 和 斑 岩 区 的 地 层、构 造、岩 浆 岩 与 成

矿的关系以及找矿标志，在此基础上总结两种不同

类型矿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一个找矿模型，推

测深部存在成矿斑岩体，依照已有成矿事实笔者认

为该区继续找矿前景可观，今后应重点留意大理岩

中层间断裂 和 远 离 接 触 带 的 围 岩 中 受 断 裂 裂 隙 系

统控制的热液脉状多金属矿体的寻找（即大理岩中

的角岩化 以 及 角 岩 中 碳 酸 盐 化 的 发 现），同 时 通 过

综合的物探方法对深部地质体进行解译推断，以期

发现隐伏成矿斑岩体和隐伏矿体，找矿方向应向深

部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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