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６卷 第 ６期 中 国 地 质 调 查 Ｖｏｌ．６ Ｎｏ．６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Ｄｅｃ．２０１９

ｄｏｉ： １０．１９３８８／ｊ．ｚｇｄｚｄｃ．２０１９．０６．０５
引用格式：涂其军，李建康，王刚，等．中国西部主要伟晶岩型锂辉石矿床成矿作用对比及找矿前景［Ｊ］．中国地质调查，２０１９，
６（６）： ３５ －４７．

中国西部主要伟晶岩型锂辉石矿床
成矿作用对比及找矿前景

涂其军
１， 李建康２， 王 刚３， 马宏超３

（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区域地质调查大队，昌吉 ８３１１００； ２．中国地质
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自然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调查院，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０）

摘要： 为了解中国西部伟晶岩型锂矿床的成矿地质背景和矿床地质特征，指导今后该类锂铍等稀有金属矿产资
源勘查与评价，总结研究了中国西部几个主要的大型、超大型伟晶岩型锂辉石矿床的成矿特点，并简要对比这些
矿床的成矿地质背景、矿床地质特征等。 结果表明： 中国西部伟晶岩型锂辉石矿床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较为相
似，大多处于褶皱造山带中，呈现集中成带分布，稀有金属矿化均发育在岩浆岩后期的伟晶岩脉中，围岩均为一套
变质砂岩、板岩、片岩类，伟晶岩脉的含矿性还与构造裂隙的交叉和相对封闭条件有关； 成矿时代集中分布在印
支晚期—燕山早期。 但不同地区的锂辉石矿床也表现出其特殊性，矿物组合上以可可托海最为复杂，甲基卡次
之。 今后勘查应以锂成矿带为重点，伟晶岩型锂矿为首要勘查对象，同时应因地制宜，以现有的典型矿床为模型，
寻找最有效的找矿技术方法组合，为后期找矿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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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锂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被誉为 ２１世纪的能

源金属。 锂辉石矿床是锂矿的重要类型，但曾经因
为开采成本高于盐湖提锂而被停止勘查。 近年来随
着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锂的需求成倍增长，对锂辉
石的重新开采已经成为锂资源的重要来源［１ －３］ 。 中
国锂矿资源丰富，矿床多，规模大，是我国的优势矿
产之一，其中花岗伟晶岩型是锂矿中最主要的类型，
储量、产量均占重要地位［４ －５］ ，该类型锂辉石矿床主
要分布在中国西部的四川、新疆和青海等地。 中国
西部甲基卡、可尔因、大红柳滩和镜儿泉等伟晶岩型
锂辉石矿床自 ２０世纪 ６０—８０年代发现后做过勘查
评价外，再无大的勘查进展。 近几年中央、地方和企
业的各类资金加大投入，在中国西部甲基卡、可尔

因、大红柳外围、阿尔金和玉树等地区均有重大找矿
突破。 众多学者对上述矿床的研究与讨论较
多［６ －１６］ ，但是综合性的对比却很少，该类矿床虽在地
理位置上相隔距离甚远，但在大地构造背景和成矿
带的方面较为相似，具有关联性。 本文通过对中国
西部主要伟晶岩型超大型、大型锂铍矿床成矿特点
的归纳总结，从成矿地质背景、矿床地质特征等方面
进行分析，对比了该类矿床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成
矿时间演化和控矿地质因素等，探讨了找矿方向，为
今后在该类地区找矿提供借鉴。

１ 中国西部主要伟晶岩型锂辉石矿
床分布

  锂矿床类型以硬岩型为主，硬岩型锂矿又以伟
晶岩型为主（图１）。 锂矿床在空间上的分布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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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集中的趋向，储量明显集中在青藏高原，所
探明的锂矿床分布于中国 ９个省（自治区），主要集
中在青海、西藏、四川、江西等 ４ 个省（自治区），４
个省（自治区）合计查明资源储量占全国锂查明资
源储量的 ９６％（图 １）。 锂矿资源主要集中于花岗
岩型、花岗伟晶岩型和盐湖型中，其他类型锂矿床
的规模较小［４ －５］ ，此类矿床的共性是多种稀有金属
共生，不同的历史时期偏重于开采某种矿床。 伟晶
岩型锂矿在我国各个重要的成矿区带内也都不同

程度地发育，我国西部大型、超大型伟晶岩型锂矿床
所属的锂成矿带为阿尔泰锂成矿带、东天山锂成矿
带、西昆仑—阿尔金锂成矿带和松潘—甘孜锂成矿
带［５］ （图 １）。 其中，阿尔泰锂成矿带内锂矿床资源
丰富，是新疆重要的伟晶岩型稀有金属成矿地区，以
著名的可可托海 ３ 号脉、库卡拉盖锂矿床和卡鲁安
锂矿床为代表，其大地构造背景为阿尔泰造山带 ［１７］ ；
东天山锂成矿带内代表性的矿床为哈密镜儿泉锂

矿，但是该矿床浅部资源已经开采殆尽，目前该矿床
的深部和外围的勘查工作尚无找矿突破； 西昆仑内
锂成矿带以大红柳滩锂铍矿床、白龙山锂铷多金属
矿床、５０９道班锂铍矿床和大红柳滩南锂铍矿床为代
表，目前已经形成了锂矿的勘查开发基地； 阿尔金地
区目前发现了瓦石峡南、吐格曼锂铍矿，该地区锂铍
矿的发现对于西昆仑—阿尔金锂成矿带向东与松
潘—甘孜锂成矿带相连，向北东是否延入青海境内
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松潘—甘孜锂成矿带内以甲
基卡锂矿田和可尔因锂矿田为典型代表，尤其是近
年来寻找伟晶岩型锂矿的成果非常显著，先后发现
了众多大型、超大型锂矿床［１４］ 。 西昆仑—阿尔金锂
成矿带与松潘—甘孜锂成矿带的大地构造位置位于
松潘—甘孜—甜水海地体中，为古特提斯大洋闭合、
地体汇聚碰撞形成的巨型印支碰撞造山带 ［１７］ 。 上述
主要的伟晶岩型锂矿床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带集

中分布特点，大地构造位置较为相似，多处于各种大
地构造单元内部的褶皱造山带，形成于岩浆活动中
晚期高度演化的花岗岩体或花岗伟晶岩脉中，矿物
组合上不尽相同，分带性也不一致。

２ 典型矿床特征
近几年的勘查工作先后在四川甲基卡矿田、可

尔因锂矿田、大红柳滩锂矿区外围发现了众多的大
型、超大型矿床，扩大了锂资源储量，同时在新疆阿
尔金地区、青海玉树地区新发现瓦石峡南、草陇锂

铍矿床，掀起了该地区寻找锂铍稀有金属矿产的热
潮。 本文重点选取了甲基卡、可可托海、大红柳滩、
瓦石峡南、草陇等具有代表性的伟晶岩型锂辉石矿
床进行对比分析。
2．1 四川省康定县甲基卡锂矿田

该矿田位于四川省甘孜州康定与雅江两县交

界处，它在川西众多花岗伟晶岩型锂矿中规模最
大、品位富、共伴生矿产多、埋藏浅，是川西锂矿的
典型代表。 其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松潘—甘孜造山带
雅江被动陆缘中央褶皱 －推覆带中段雅江构造－
岩浆穹状变质体群内［１８ －２０］ 。 该矿区大面积被第四
系覆盖，矿区中含矿伟晶岩脉（矿脉）环绕二云母花
岗岩呈离心式环带状分布（图 ２）。 矿化类型也呈
环带状分布，呈现从微斜长石伟晶岩带（Ⅰ）→微斜长
石－钠长石伟晶岩带（Ⅱ）→钠长石伟晶岩带（Ⅲ）→
锂辉石伟晶岩带（Ⅳ）→锂（白）云母伟晶岩带（Ⅴ）
的分带性，富含铌、钽、锡者更靠近岩体，围绕成矿
母岩发育区域性分带，但单一矿脉的分带性较
差，含矿伟晶岩既可以顺层产出，也可以近垂直切

１．二云母花岗岩； ２．微斜长石型伟晶岩； ３．微斜长石钠长石型伟晶

岩； ４．钠长石型伟晶岩； ５．钠长石锂辉石型伟晶型； ６．钠长石锂云

母型伟晶岩； ７．伟晶岩脉编号； ８．类型分带线； Ⅰ．微斜长石伟晶

岩带； Ⅱ．微斜长石 －钠长石伟晶岩带； Ⅲ．钠长石伟晶岩带； Ⅳ．

锂辉石伟晶岩带； Ⅴ．锂（白）云母伟晶岩带

图 2 四川省康定县甲基卡锂矿地质简图［5］

Fig．2 Geological sketch of Jiajika lithium deposit
in Kangding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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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产出，锂辉石等稀有金属矿物既有伟晶状又有细
粒状［２ －３］ 。 上三叠统浅变质岩系围绕岩体形成了
一套分布较广的接触变质岩带，自内向外分别是堇
青石十字石电气石云母片岩 、十字石红柱石二云
母片岩和绿泥石黑云母片岩等。 区内岩浆岩以印
支期—燕山期为主，岩性以酸性为主，矿区内以马
颈子二云母花岗岩体为主，围绕马颈子岩体分布了

上千条花岗质脉体。 野外观测锂辉石矿物颜色为
弱绿色、白色，呈梳状分布（图 ３），稀有及稀土元素
矿物包括锂辉石、钽铌铁矿、钍石、曲晶石、绿柱石、
腐锂辉石、磷锂锰矿、褐帘石和氟碳铈矿。 锂在甲
基卡主要富集于锂辉石中，少量在锂云母、磷锂铝
石及铁锰锂磷酸盐矿物中，其余呈分散状态主要赋
存于白云母中［２ －３］ 。

图 3 四川甲基卡锂矿区矿石和围岩特征照片
Fig．3 Photographs of ores and surrounding rocks characteristics in Jiajika lithium mine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2．2 新疆皮山县大红柳滩锂铍矿
该矿位于新疆皮山县的大红柳滩兵站（新藏公

路 ４８５ ｋｍ）附近，其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塔里木板块
与华南板块结合部康西瓦大断裂南侧的大红柳滩
大断裂带内。 区域上出露地层主要有中元古界蓟
县系塔昔达坂群、上石炭统、上三叠统及第四系。
燕山期中酸性侵入岩较发育，大都沿断裂带分布，
其长轴方向与区域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主要岩性
有二云母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和石英闪长岩等。 矿
区出露地层为三叠纪巴颜喀拉山群，空间上以不规
则长条形展布，总体走向 ＮＷ －ＳＥ，倾向 ＮＥ，局部
倒转，倾角变化不大，为一套角闪岩相区域变质岩，
主要岩性有斜长黑云母石英片岩、红柱斜长黑云母
石英片岩、含石榴石绢云母石英片岩及石英岩等。
南部分布晚三叠世二长花岗岩，岩体外接触带上发
育大量花岗伟晶岩脉，顺层贯入围岩之中，稀有金
属矿化与二长花岗岩关系密切，在与花岗岩接触处
则有绿帘石化、黑云母化。 矿区内构造与区域吻
合，为一单斜构造，地层发育较多的扭曲，表现为小
的褶皱。 矿区内分布众多花岗伟晶岩脉，脉体形态
一般为不规则扁豆状，具膨胀和收缩现象，走向大

多与地层走向一致或略有斜交，在花岗岩内外接触
带处脉体密集分布，远离岩体则分布稀疏（图４）。

图 4 大红柳滩锂铍矿床地质略图
Fig．4 Geological sketch of Dahongliutan

lithium－beryllium deposit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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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辉石矿主要分布于中粗粒伟晶结构带中，矿石
矿物主要为锂辉石，少量为锂云母、绿柱石及铌钽
铁矿。 锂辉石多呈灰白色，此外，还有紫红色—浅

红色和浅绿色，呈薄板状、扁柱状以及等轴柱状产
出（图 ５）。 锂主要赋存于锂辉石中，少量赋存于
锂云母中［１０］ 。

（ ａ） 伟晶岩脉分带 （ｂ） 锂辉石、绿帘石化

图 5 大红柳滩锂铍矿矿石特征照片
Fig．5 Photographs of ores characteristics in Dahongliutan lithium－beryllium deposit

2．3 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锂铍铌钽稀有金属矿
新疆可可托海锂铍铌钽矿可可托海矿区位于

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镇，距县城 ５０ ｋｍ，是国内外著
名的大型稀有金属花岗伟晶岩矿床，富含锂、铷、
铯、铍、铌、钽等，为我国开发最早的稀有金属矿产
资源的基地。 其大地构造位置处于西伯利亚板块
西南缘阿尔泰陆缘活动带哈龙—青河古生代岩浆
弧中部，位于哈龙—青河复背斜中部，可可托海—
二台断裂的东侧，北邻诺尔特复向斜，以红山咀断
裂为界，南靠克兰复向斜西段东端，以阿巴宫断裂
为界。 区域侵入岩十分发育，岩体多，类型较为齐
全，岩性、产状、形态均复杂，具有多期次、多成因等
特征，岩性以酸性花岗岩类为主。 构造和花岗岩为
区域伟晶岩的主要控制因素。 区内大部分伟晶岩
分布于花岗岩体的内、外（距花岗岩体 ２ ～１０ ｋｍ或
更远）接触带，以及花岗岩体顶部的凹陷残山地段
及捕虏体发育地段。 矿区出露地层为下—中奥陶
统青河岩群，主要岩性有棕色及灰色的含十字石黑
云母斜长石石英片岩、含红柱石黑云母 －石英片
岩、棕色灰色石英黑云母片岩。 矿区构造由一系列
ＮＷ向（３１０°～３３０°）线性褶皱（倾角 ６５°～７５°）和
沿走向侵入其间的大量花岗岩岩体组成。 相伴生
的有一系列 ＮＷ向压扭性高角度逆冲断裂，以及与
之相垂直的张裂面和与之斜交的扭断裂面。 区内
侵入岩以变质基性岩为主，次为花岗岩。 基性岩为
辉长岩，变质岩岩性为角闪岩及斜长角闪岩，著名
的可可托海 ３号脉即产于此，由外向内可以划分出

９个伟晶岩分带（图 ６），其中叶钠长石－锂辉石带、
石英－锂辉石带稀有金属矿物较为集中［２１］ ，锂的
含量相对较高。 含锂矿物主要是锂辉石，其次为锂
云母、磷锰锂矿及锂磷铝石； 含铍矿物主要是绿柱
石，其次是金绿宝石（微量）； 铌、钽的主要矿物为
铌、钽铁矿族矿物，其次是铀细晶石、铋细晶石等。
同时，宝石级的海蓝宝石、水胆海蓝宝石、绿宝石猫
眼石、绿碧玺、红碧玺、紫红碧玺和碧玺猫眼石等较
为发育。
2．4 新疆若羌县瓦石峡南锂铍稀有金属矿

该矿位于新疆若羌县瓦石峡镇南约 ６５ ｋｍ，交
通条件差。 该矿区地处塔里木盆地与阿尔金山结
合部，区域构造、岩浆发育，断裂既有ＮＥＥ向、ＮＷＷ
向，又有 ＮＷ 向、ＮＥ 向，其中 ＮＥ 向、ＮＷＷ 向断裂
规模宏大，ＮＷ 向、ＮＥ 向断裂次之，形成了区内独
特的构造格局。 区域地层经历了多期造山运动，构
造混杂岩相当发育，由于强烈的构造作用，在伸展
滑脱、逆冲、走滑剪切等作用下，岩石遭受了强烈的
变形变质作用改造，不同成因类型、不同时代、不同
变形变质特征的岩层发生剪切位移、混杂拼贴，地
层或岩体等多呈透镜体状分布，沿其走向追索往往
出现尖灭消失。 区域地层主要为古元古界阿尔金
岩群的一套低角闪岩相的变质表壳岩，总体可分为
片麻岩段和片岩段，矿体位于片岩段，围岩为黑云
母斜长石英片岩。 侵入岩以加里东期的为主，主要
为奥陶纪石英二长岩、石英闪长岩和志留纪二长花
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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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四系； ２．十字石 －黑云母 －石英片岩； ３．淡色花岗岩； ４．微晶花岗岩； ５．黑云母花岗岩； ６．石英闪长岩； ７．角闪
辉长岩； ８．辉长闪长岩； ９．角闪岩； １０．暗角岩墙； １１．闪长玢岩脉； １２．Ｂｅ －Ｎｂ －Ｔａ矿化伟晶岩脉； １３．Ｌｉ －Ｂｅ－Ｎｂ －
Ｔａ－Ｃｓ矿化伟晶岩脉； １４．地质界线； １５．细粒伟晶岩带（缓倾斜脉体下盘边部带）； １６．河流； Ⅰ．文象变文象结构中
粗粒伟晶岩带；Ⅱ．糖晶状钠长石带；Ⅲ．块体微斜长石带； Ⅳ．白云母－石英带；Ⅴ．叶钠长石－锂辉石带； Ⅵ．石英－锂辉
石带； Ⅶ．白云母 －薄片钠长石带； Ⅷ．锂云母 －薄片钠长石带； Ⅸ．块体石英核带

图 6 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 3号脉地质简图（左）和立体示意图（右）［3］

Fig．6 Geological sketch （ left） and stereoscopic diagram （right） of
Koktokay No．3 pegmatite vein in Fuyun County of Xinjiang［3］

  目前新疆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在该矿区开展预
查工作，已发现 ３０ 条花岗伟晶岩脉，第四系砂土覆
盖严重，长一般 １５０ ～５００ ｍ，最长２ ４００ ｍ，宽一般２ ～
５ ｍ，最宽 ２９ ｍ。 其中 ρ６、ρ７、ρ８ 号 ３条伟晶岩脉被
圈定为 ３ 个锂铍稀有金属矿体，断续出露长 ３００ ～

２ ４００ ｍ（图 ７），宽 ０．６ ～１０ ｍ 不等，Ｌｉ２Ｏ 平均品位
１．５６％，ＢｅＯ平均品位 ０．０７３％，脉体西端被大量第
四系覆盖，东端为尖灭点，脉体具有分支复合现象，
为近 ＥＷ走向，向南陡倾，该脉体可见锂云母、白云
母及斜长石、石英矿物（图 ８）。

图 7 新疆若羌县瓦石峡南锂铍矿地质简图
Fig．7 Geological sketch of Washixianan lithium－beryllium deposit in Ruoqiang County of Xinjiang

·０４·

万方数据



第 ６期 涂其军，等： 中国西部主要伟晶岩型锂辉石矿床成矿作用对比及找矿前景

图 8 新疆若羌瓦石峡南花岗伟晶岩脉特征照片
Fig．8 Photographs of the granitic pegmatite veins characteristics in South Washixia of Ruoqiang County， Xinjiang

2．5 青海玉树地区草陇锂铍多金属矿
该矿位于青海玉树草陇地区（与四川石渠扎乌

龙地区接壤），其大地构造位置处于西金乌兰—金沙
江—哀牢山结合带中部自北西向南东转弯的部位，
并与歇武—甘孜—理塘构造带相接。 出露地层主要
为三叠系巴颜喀拉山群、古—新近系和第四系，其中
以三叠系巴颜喀拉山群出露面积最广。 区内岩体主
要为出露于邻区四川境内的石渠卡亚吉（扎乌龙）
岩体，为中细粒白云母花岗闪长岩，地表形态呈不规
则囊状或纺锤状，岩基侵入于由巴颜喀拉山群组成
的背斜核部中。 区内超基性、基性、中性岩脉均有，
岩脉规模大小不等（图９）。 区内花岗伟晶岩脉发育，

主要分布在东侧卡亚吉岩体的内外接触带，以外接
触带最多，常成群出露，尤以卡亚吉岩体的南侧、西
侧最为集中。 根据出露的伟晶岩脉矿物特征，可将
伟晶岩划分为微斜长石型、微斜长石钠长石型、钠长
石型、钠长石锂辉石型、锂辉石型和锂云母锂辉石型
６ 种类型。 其中以微斜长石钠长石型、钠长石型、钠
长石锂辉石型为主要类型。 含矿花岗伟晶岩脉发
育，主要分布在白云母花岗闪长岩岩体的内外接触
带中，以外接触带最多，常成群侵入于巴颜喀拉山群
黑云母石英片岩中。 草陇锂铍矿区发现伟晶岩脉 ２６
条，其中含矿伟晶岩脉 １１ 条。 矿化脉的规模大小不
等，长２０ ～５００ ｍ，宽５ ～５０ ｍ，矿脉总体走向１１０°。

１．第四系； ２．新近系； ３．三叠系上统巴颜喀拉山群下岩组砂岩夹板岩段； ４．三叠系上统巴颜喀拉山群中岩组； ５．三

叠系上统巴颜喀山群上岩组； ６．花岗闪长岩； ７．花岗伟晶岩； ８．地质界线； ９．走滑断层； １０．省界

图 9 青海玉树草陇地区地质略图［12］

Fig．9 Geological sketch of Caolong area in Yushu of Qinghai Provinc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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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陇地区含锂云母锂辉石花岗伟晶岩为主要矿体，
锂主要赋存于锂辉石、锂云母矿物中，锂矿脉中锂矿
化一般连续稳定，常为全脉矿化，锂矿体主要产于石
英钠长石锂辉石交代带以及石英锂辉石交代带 ［１２］ 。

３ 对比分析

通过开展中国西部阿尔泰锂矿带、西昆仑—阿
尔金锂矿带、松潘—甘孜锂矿带内典型伟晶岩型锂
辉石矿床成矿地质背景、矿床地质特征等方面的对
比研究［１２ －１３，１５，２０ －２８］ （表 １），加深了对上述成矿带内
锂矿成矿作用的认识，对于指导中国西部地区锂铍
等稀有金属矿产资源勘查与评价工作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3．1 矿床空间分布规律

目前发现的超大型、大中型矿床（点），大地构
造位置上较为相似，多处于各种大地构造单元内部
的褶皱造山带，形成于岩浆活动中晚期高度演化的
花岗岩体或花岗伟晶岩脉中。 从西昆仑大红柳滩、
阿尔金瓦石峡南、玉树草陇、松潘、甘孜甲基卡矿床
（点）来看，成矿作用对比发现，其均为花岗伟晶岩
型，具有一致性，成矿带上东西可以相连。 此类伟
晶岩型锂辉石矿床为集中成带分布，地层与构造总
体走向一致，形成似层状、脉状锂矿，此类矿床的特
点是容易识别、品位高、易于开采。 锂矿化均发育
在印支末期—燕山早期酸性岩浆岩后期的伟晶岩
脉中，围岩均为一套发生了区域变质作用的板岩、
片岩类。 从典型矿床特征及其矿床（点）分布来看，
稀有金属矿化主要围绕矿区内的主岩体分布，在离
岩体 １ ～３ ｋｍ 处矿化比较集中，为锂辉石富集地
段，主要矿石矿物为锂辉石、绿柱石、锂云母和铌钽
铁矿等。 不同矿床的锂辉石的形态和颜色也有差
异，如甲基卡的锂辉石为弱绿色、白色，呈柱状、梳
状，大红柳滩的锂辉石多呈灰白色，此外还有紫红
色—浅红色、浅绿色，呈薄板状、扁柱状、等轴柱状
产出的。 典型矿床的矿物组合对比发现，矿物种类
以可可托海最为丰富，甲基卡次之，尤其是可可托
海发育宝石级的海蓝宝石、碧玺等矿物，组合相对
复杂，分带性也不一致。
3．2 矿床成矿时间演化

从时间上看，甲基卡锂矿田内 １３４号脉和１０４号
脉中白云母片的 Ａｒ －Ａｒ法坪年龄分别为 １９５．７ Ｍａ
和 １９８．９ Ｍａ［２２］ ； 可尔因锂矿田内岩体中白云母微

斜长石伟晶岩脉和党坝白云母钠长石锂辉石伟晶

岩脉白云母４０Ａｒ －３９ Ａｒ 法坪年龄分别为（１７６．２５ ±
０．１４）Ｍａ 和（１５２．４３ ±０．６）Ｍａ［２３］ ； 可可托海 ３ 号
脉中的白云母 Ｋ －Ａｒ 法坪年龄分别为 １６０．３８ Ｍａ
和 １９４．５１ Ｍａ［２１］ ； 库卡拉盖锂铍稀有金属矿区内
６５０号脉锆石 ＬＡ －ＩＣＰＭＳ Ｕ －Ｐｂ 年龄为（２０７．９ ±
５．１）Ｍａ［２４］ ；卡鲁安锂铍矿区内 ８０５、８０６、８０７号脉的
锆石 ＬＡ－ＭＣ－ＩＣＰＭＳ Ｕ －Ｐｂ年龄分别为（２１６．０ ±
２．６） Ｍａ、（２２３．７ ±１．８） Ｍａ 和（２２１ ±１５） Ｍａ［２５］ ，
属三叠纪岩浆活动的产物；大红柳滩锂铍矿区 ９０号
脉中获得白云母 Ａｒ －Ａｒ 法坪年龄为 １９０．１ Ｍａ［２１］ ；
青海玉树地区草陇锂铍多金属矿 １４号、９７号脉中获
得白云母 Ａｒ－Ａｒ法坪年龄为（１８０ ±１） Ｍａ和（１７４ ±
１） Ｍａ［１３］ ； 镜儿泉锂铍稀有金属矿区中白云母的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法坪年龄为（２４３ ±２） Ｍａ［２６］ 。 上述几个
著名的稀有金属矿床的成矿时代从 ２４３ Ｍａ 到
１５２．４３ Ｍａ，成矿时代集中分布在印支晚期—燕山早
期，中间最大跨越了 ９１ Ｍａ，说明至少存在多期次的
伟晶岩脉动侵入，中国西部处于造山作用高峰期（加
里东期与海西早期）形成的伟晶岩脉含矿性较差，而
造山后与非造山阶段（印支期—燕山期）形成的伟晶
岩脉锂、铍、铌钽等稀有金属矿化较好，从而为该地
区今后地质找矿指出了新的方向。
3．3 矿床控矿地质因素

从典型矿床对比分析，矿区的围岩均为变质砂
岩类、板岩类，靠近岩体的周缘由于受岩浆热的影
响，遭受热接触变质作用形成了一系列的角岩类、
片岩类，出现了一些特征的变质矿物，如堇青石、石
榴子石、红柱石等。 锂的成矿物质来源可能为此类
浅变质沉积岩的部分熔融，这可能是由于此类沉积
岩在沉积过程中，其内的黏土类矿物更容易吸附
锂［３］ ，例如川西可尔因矿区的伟晶岩脉出露于三叠
系西康群中，原岩为粉砂岩、泥岩等，是含矿伟晶岩
脉的主要成矿物质来源［１５］ 。 伟晶岩是花岗岩分异
作用后期的产物，与花岗岩（母岩）有着继承性关
系，因此花岗伟晶岩型锂矿与岩浆作用密切相关，
岩浆为锂的预富集和运移提供了物质和能量。 不
是岩浆演化的所有阶段都有锂辉石矿化出现，锂矿
化也仅仅富集出现在几个特殊的结构带中，如： 甲
基卡锂矿伟晶岩的造岩矿物呈现 ５ 个分带，锂辉石
仅在锂辉石伟晶岩带和锂（白）云母伟晶岩带中相
对集中； 可可托海 ３ 号脉分为 ９ 个结构分带，但是
锂辉石也仅在叶钠长石－锂辉石带、石英－锂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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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白云母－薄片钠长石带和锂云母－薄片钠长石
带相对富集。 从含锂矿化伟晶岩脉的构造产出部
位对比，伟晶岩脉的形状和分布规律严格受断裂和
多组节理、裂隙、片理控制，含矿伟晶岩浆主要沿节
理裂隙贯入，伟晶岩脉的含矿性还与构造裂隙的交
叉和相对封闭条件相关，前者有很多含矿物质的加
入，后者有更大的分异、交代、富集的空间。

４ 找矿前景

中国西部在经历了海西期强烈的褶皱造山运

动之后，印支期逐渐进入稳定的演化阶段， 构造上
相对稳定，满足了伟晶岩型矿床形成所需要的相对
稳定、封闭的构造条件，此时的岩浆侵入活动仍然
有延续，并且形成了花岗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床。
应以锂成矿带为重点，以伟晶岩型锂矿为首要勘查
对象，在川西、新疆等优势地区以“就矿找矿”的原则
进行勘查，应该加强调查距离主岩体（母岩）１ ～３ ｋｍ
发育的伟晶岩脉，扩大资源储量。 从目前发现的甲
基卡、镜儿泉、大红柳滩、瓦石峡南等稀有金属矿床
（点）来看，矿区外围伟晶岩脉分布甚为广泛，尚有
发现新的矿脉的可能，找矿前景巨大。 通过西昆仑
的大红柳滩与川西的甲基卡锂矿床资料对比，两者
具有类似的成矿地质背景和形成大型或超大型花

岗伟晶岩型锂矿床的条件，说明了西昆仑的锂矿带
向南东延伸与松潘—甘孜锂矿带相连，同时在阿尔
金地区最近发现的瓦石峡南和吐格曼锂铍矿印证

了西昆仑锂矿带向北东延伸有可能进入青海和甘

肃，所以在该成矿带内具有相同的成矿地质背景条
件及相同的成矿特征的区域开展伟晶岩型锂铍等

多金属矿床的找矿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从现有的典型矿床对比发现，大多数锂矿

区主岩体的外围第四系覆盖较严重，找矿难度加
大，如四川省甲基卡矿区第四系残坡积物覆盖整个
矿区，锂辉石伟晶岩转石随处可见，转石大小一般
在０．３ ～２ ｍ，此地区如此众多的锂辉石伟晶岩是否
能够指导深部找矿，如何在该类地区寻找隐伏的伟
晶岩型锂辉石矿成为该地区找矿工作亟须解决的

问题。 又如新疆阿尔金地区发育众多的花岗伟晶
岩脉，新发现了瓦石峡南、吐格曼等伟晶岩型锂铍
矿点，显示了该地区稀有金属找矿的潜力巨大，但
是该地区属于深切割、高海拔地区，大面积基岩山
区都盖有几米甚至几十米的第四系砂土层，野外无

法识别花岗伟晶岩脉，在该地区进行大比例尺水系
沉积物测量，根据沟底的锂辉石转石寻找上游和两
侧花岗伟晶岩的野外工作方法比较有效，也为该类
地区寻找花岗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提供了借鉴。
因此，因地制宜，以现有的典型矿床为模型，确定每
个地区最有效的一套找矿方法组合，将有助于地质
勘查工作的部署，对后期指导找矿具有重要意义。

５ 结论

（１）中国西部典型的伟晶岩型锂辉石矿床所处
的大地构造位置较为相似，多处于各种大地构造单
元内部的褶皱造山带，形成于岩浆活动中晚期高度
演化的花岗岩体或花岗伟晶岩脉中，具有集中成带
分布的特点，稀有金属矿化主要围绕矿区内的主岩
体（母岩）分布，在离岩体 １ ～３ ｋｍ 处矿化比较集
中，为锂辉石富集地段，矿物组合上以可可托海最
为复杂，甲基卡次之。

（２）矿化均发育在印支末期—燕山早期酸性岩
浆岩后期的伟晶岩脉中，围岩均为一套发生了区域
变质作用的板岩、片岩类，伟晶岩脉的含矿性还与
构造裂隙的交叉和相对封闭条件相关。

（３）成矿时代集中分布在印支晚期—燕山早期。
（４）今后勘查方向应当以锂成矿带为重点，以

伟晶岩型锂矿为首要勘查对象。 川西、新疆等优势
地区典型矿床外围伟晶岩脉分布甚为广泛，尚有发
现新的矿脉的可能，找矿前景巨大。

（５）从目前发现的典型矿床和勘查来看，因地
制宜，以现有的典型矿床为模型，确定每个地区最
有效的一套找矿方法组合，将有助于地质勘查工作
的部署，对后期指导找矿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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