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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金山东段喀腊大湾地区铁矿带的发现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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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2)新疆地质调查院第一地质调查所, 乌鲁木齐 830011 

摘  要: 阿尔金山东段喀腊大湾地区具有形成火山-沉积改造型铁矿床的区域大地构造背景, 通过对已有铁
矿床的研究, 确认包括白尖山铁矿和八八铁矿在内的阿尔金山东段喀腊大湾地区铁矿床属于火山-沉积改造
型, 因此铁矿床分布具有成带的特点, 据此提出“八八铁矿——4337高地”和“3121高地——白尖山——3081
高地”两个找矿预测靶区, 并经过 2007年和 2008年两年野外工作的追索和验证, 新发现 8个铁矿, 确认“八
八铁矿——4337 高地”和“3121 高地——白尖山——3081 高地”两条铁矿带, 取得在该区铁矿地质找矿的
重大突破, 从前人 3 个孤立铁矿点扩大到两条铁矿带(新增 8 个铁矿)、铁金属储量从不足 1000 万吨增加到
超过 3000万吨。阿尔金山东段铁矿找矿的突破不仅为国家提供储量丰富的铁矿资源, 也为基础地质(祁连山
与阿尔金山东段的对比以及阿尔金断裂走滑距离的估算)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 火山-沉积改造型; 铁矿带; 喀腊大湾; 阿尔金山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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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of Iron Ore Zones in the Kaladawan Area with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Altun Mountains and Its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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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Rong2), CUI Ling-ling1), WANG Shi-x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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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exists a geotectonic setting for the formation of volcanic-sedimentary transformation type iron 
deposits in Kaladawan area, the eastern part of Altun Mountains. Based on a study of existent iron deposits, the 
authors hold that iron deposits in Kaladawan area (including Baijianshan and Baba) belong to the vol-
canic-sedimentary transformation type and are in zonal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these ideas, the authors propose 
two iron ore target area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i.e., the Baba iron deposit——4337 highland and 3121 high-
land——the Baijianshan iron deposit—3081 highland. As a result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test results in 2007 
and 2008, the authors have found two iron ore zones, namely, Baba iron deposit——4337 highland and 3121 
highland——Baijianshan iron ore deposit—3080 highland. The formerly three isolated iron ore spots have now 
become two iron ore zones, with newly-found eight iron deposits being in zonal distribution. The reserves of iron 
metal increased from less than ten million tons to more than thirty million tons. The iron exploration breakthrough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Altun Mountains provides not only abundant iron resources for nation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important data for basic geological researches such as the geologic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Qilian Mountain 
and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Altun Mountains and the calculation of strike-slip displacement. 
Key words: volcanic-sedimentary transformation type; iron ore zone; Kaladawan area; eastern part of Altun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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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金山东段喀腊大湾地区位于北东向阿尔金

走滑断裂北侧与东西向阿尔金北缘断裂所夹持的区

域, 北接塔里木地块南缘, 南与柴达木盆地毗邻。阿
尔金断裂带和阿尔金山地区的区域构造演化已经成

为近十几年来的研究热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
矿产局, 1993；车自成等, 1995；崔军文等, 1999；许
志琴等, 1999；周勇等, 1999；张建新等, 1998；Yin A 
et al, 1999；Sobel et al, 1999)。该区前中生代区域构
造的演化特点与北祁连西段一致, 经历了太古宙—
古元古代陆核和结晶基底的形成(崔军文等, 1999)、
中元古代稳定大陆边缘沉积、新元古代末期—早古
生代板块扩张(郭召杰等, 1998)、加里东期板块俯冲-
碰撞(许志琴等, 1999；周勇等, 1999；Sobel et al, 
1999；刘良等，1998, 1999)、晚古生代裂谷扩张及
闭合造山作用和岩浆活动；印支期表现伸展作用和

碱性岩侵位(Yin A et al, 1999)；而晚燕山期以来, 由
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造山的远程效应, 阿尔
金断裂带发生了大规模的左行走滑, 阿尔金山东段
喀腊大湾地区更多地表现出挤压体制的变形特点

(崔军文等, 1999；崔军文, 2002；许志琴等, 1999；
Yin A et al, 1999；尹安, 2001; 陈正乐等, 2002)。对
于阿尔金走滑断裂的走滑位移量, 不同的学者也存
在不同的认识, 部分学者以祁连山蛇绿岩带与昆仑
山蛇绿岩带的对比认为位移达到或超过 800~900 
km(李海兵等 , 2007), 但这是包括且末—星星峡断
裂在内的总位移量, 而目前被多数学者所认可的(狭
义)阿尔金走滑断裂的位移量为 400 km(黄立功等, 
2004)。 

对于阿尔金北缘地区的矿产, 除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初期新疆第一区调队开展 1/20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之外, 矿产地质勘查和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几乎是空白。90年代中期
起, 以化探为先导, 随着国家 305 项目和地质大调
查项目的实施, 于 90 年代中后期相继发现了大平
沟、红柳沟、祥云、盘龙沟等金矿床(点)和喀腊大湾、
索尔库里北山、拉配泉和索拉克等铜多金属矿床(点), 
并开展了相应的勘察和研究工作(杨风等, 2001；陈
柏林等, 2002, 2003, 2005；李学智等, 2002；陈正乐
等, 2002；杨屹等, 2004；李月臣等, 2007)。对阿尔
金山东段喀腊大湾地区的铁矿, 前人所进行的地质
找矿和研究工作就更少, 起步也更晚。1/20 万区域
地质矿产调查时发现了白尖山和喀腊大湾铁矿点 , 
但未开展相关的勘察和研究工作；2000 年开展的
1/10万化探未发现异常, 2006年 1/5万矿产调查在白

尖山西南 18 km 发现了八八铁矿(以 2006 年 8 月 8
日发现日命名), 至此, 在阿尔金山东段喀腊大湾地
区有三个铁矿点(白尖山、喀腊大湾和八八)。 

对喀腊大湾地区铁矿的地质特征和成因类型 , 
只有在八八铁矿发现之后才进行了初步研究, 目前
对喀腊大湾地区铁矿成因主要有两种认识, 第一种
观点是 1/5 万矿产调查单位新疆第一区调队和武警
黄金研究所依据八八铁矿南侧出露石英闪长岩和发

育绿帘石和石榴子石等矽卡岩类蚀变矿物认为八八

铁矿为矽卡岩型。第二种观点是祁万修等(2008)依据
铁矿产于石炭纪侵入体与围岩接触带附近的辉绿岩

内的特点认为属于与辉绿岩侵入体热液活动密切相

关、受区域性断裂控制的浅成热液交代充填型铁矿

床, 并指出进一步找矿标志是发育辉绿岩、大理岩
的接触带和阳起石化、纤闪石化、绿帘石化等近矿

蚀变(祁万修等, 2008)。但是依据上述认识, 在八八
铁矿发现之后一年多的 1/5 万矿产调查过程中未能
够在铁矿找矿上取得新的突破。 

本文作者依据对喀腊大湾地区铁矿的详细野外

调查和研究, 认为其属于火山-沉积改造型, 具有成
层和带状延伸的特点, 提出了找矿靶区, 并沿现有
铁矿走向追索, 发现 8处铁矿, 厘定了“八八—4337
高地”和“3121高地—白尖山—3281高地”两条铁
矿带, 同时对铁矿特征进行了研究。 

在大地构造上, 阿尔金山东段喀腊大湾地区位
于阿尔金走滑断裂北侧与东西向阿尔金北缘断裂所

夹持的区域, 北接塔里木地块南缘, 南与柴达木盆
地毗邻。如果按照目前普遍被认可的阿尔金断裂的

左行走滑距离是 400 km计算, 那么阿尔金山东段喀
腊大湾地区正是祁连山西段被阿尔金断裂左行切错

的部分(图 1)。阿尔金山东段与祁连山西段应该存在
相似的成矿大地构造背景, 祁连山西段已有著名的
镜铁山超大型铁矿床, 阿尔金山东段是否存在相同
类型的大型铁矿 ,  这是众多地质工作者最为关 

 

 

图 1  阿尔金山及邻区构造格架图 
Fig. 1  Tectonic map of the Altun Mountains and adjacen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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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感兴趣的, 也是我们多年坚持在阿尔金地区找
矿的主要指导思想所在。 

在区域构造上喀腊大湾地区位于位于红柳沟—

拉配泉奥陶纪裂谷带, 构造演化历史十分复杂, 环
境多变, 具有多旋回的岩浆作用和不同类型、不同
程度的变质作用历史特征, 并形成多样化的火山-沉
积-变质岩石序列。 

区域构造线以近东西向为特征, 主干断裂主要
为东西向, 一级断裂有喀腊达坂断裂和阿尔金北缘
断裂, 呈东西向横贯区域南北两侧；二级断裂有白
尖山断裂, 呈东西贯穿研究区中北部；低级别(次级)
小断裂也非常发育, 呈北东东向和北西西向, 断裂
性质以压性、压扭性为主。其中阿尔金北缘断裂规

模巨大, 出露于研究区北部, 是太古界与元古界之

间的界线。在喀腊大湾沟沿北缘断裂发育糜棱岩化

带和碎裂岩化带宽度超过 600m。喀腊达坂断裂位于
研究区南部, 是元古界与新生界之间的界线。白尖
山断裂位于研究区中北部的白尖山南侧, 该断裂部
分为卓阿布拉克组(Jxzh)与斯米尔布拉克组(Jxs)之
间的界线(图 2)。 

研究区地层属于塔里木地层区中塔南地层分区

的阿尔金山地层小区。自老到新依次出露太古界达

格拉格布拉克组(Ardg), 上元古界蓟县系塔昔达坂
群卓阿布拉克组(Jxzh)、塔昔达坂群斯米尔布拉克组
(Jxs), 石炭系上石炭统因格布拉克组(C3y), 古近系
渐新统下干柴沟组(E3g)、新近系中新统上干柴沟组
(N1g)、中新统下油砂山组(N1y)和第四系(Q)(图 2)。
太古界达格拉格布拉克组(Ardg)出露于研究区北侧, 

 

 

图 2  阿尔金山东段喀腊大湾地区地质构造与矿产分布图 
Fig. 2  Geological map and ore distribution in the Kaladawan area, eastern part of the Altun Mountains 

N1y-中新世下油砂山组；N1g-中新世上干柴沟组；E3y-渐新世下干柴沟组；C3y-石炭系上统因格布拉克组；Zjj-金雁山组；Zjzh-
卓阿布拉克组；Zjs-斯米尔布拉克组；Ardg-太古界达格拉格布拉克组；ν 22-元古代辉长岩；δ2

2-元古代闪长岩；γδ2
2-元古代花

岗闪长岩；δ4
2-晚元古生代闪长岩；γδ4

2-晚元古生代花岗闪长岩；γ4
2-晚元古生代花岗岩；Mb-大理岩带 

N1y- Miocene Lower Youshashan Formation; N1g- Miocene Upper Ganchaigou Formation; E3y- Oligocene Lower Ganchaigou Formation; 
C3y-Upper Carboniferous Yin’gebulake Formation; Zjj-Jinyanshan Formation; Zjzh-Zhabulake Formation; Zjs-Simi’erbulake Formation; Ardg- 

Archean Dagelagebulake Formation；ν 22- Proterozoic gabbro; δ2
2- Proterozoic diorite; γδ2

2- Proterozoic granodiorite; δ4
2-Late Paleozoic diorite; 

γδ4
2-Late Paleozoic granodiorite; γ4

2-Late Paleozoic granite; Mb-marble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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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岩性为浅灰—深灰色变粒岩、片麻岩、斜长角

闪岩、紫苏辉石麻粒岩、条带状混合岩。斯米尔布

拉克组(Jxs)出露于研究区中北部, 主要岩性有灰色
绢云母片岩、绢云母石英片岩、千枚岩、板岩、中

酸性火山岩夹少量白色结晶灰岩、大理岩、石英岩

透镜体。卓阿布拉克组(Jxzh)出露面积最大, 分布于
研究区中部, 主要岩性为暗色、灰黑色泥岩、炭质
千枚岩、千枚岩化粉砂岩、浅灰色板岩、二云母片

岩、石英片岩、浅灰色及白色结晶灰岩、大理岩、

深灰色钠长霏细斑岩、变质英安斑岩、酸性火山凝

灰岩及玄武岩, 局部出露磁铁矿。因格布拉克组(C3y)
仅在白尖山南侧沿白尖山局部线状出露, 主要岩性
有石英砂岩、砂砾岩、粉砂岩、细砂岩夹灰岩、生

物碎屑灰岩、炭质粉砂岩、页岩。下干柴沟组(E3g)
出露于研究区南部, 为砖红、紫红及土红色砾岩、
砂砾岩夹砂岩、泥岩和石膏层。上干柴沟组(N1g)出
露于研究区东南角局部, 为土黄、黄绿、灰绿色泥
岩、粉砂质泥岩。下油砂山组(N1y)出露研究区东南
角局部, 为土黄色砾岩夹棕红色、黄棕色泥岩、粉
砂岩(图 2)。 

其中卓阿布拉克组(Jxzh)中玄武岩出露比较广
泛, 均具有隐晶质结构和块状、似层状、枕状构造, 
与沉积岩系呈平行互层关系, 是区内磁铁矿的赋矿
层位；而卓阿布拉克组(Jxzh)中的大理岩带为区内寻
找铁矿的标志岩性层(图 2)。 

区内侵入岩主要为晚元古代与古生代晚期侵入

岩。晚元古代侵入岩有辉长岩、闪长岩和花岗闪长

岩, 均呈规模较小的岩株或岩脉状产出。辉长岩沿
白尖山断裂的南侧呈比较零散状分布(图 2), 大体顺
层贯入, 随地层褶皱而弯曲；闪长岩和花岗闪长岩
出露于研究区西部偏北侧的大平沟西侧。古生代晚

期以中-酸性侵入活动为主, 中-酸性深成岩广泛分
布, 呈规模较大岩枝或岩基状产出, 岩体内有较多
的围岩残留体和顶盖。岩石类型有石英闪长岩、花

岗闪长岩、似斑状斜长花岗岩和花岗斑岩。脉岩发

育, 时代为晚元古代及古生代, 主要有基性岩脉、中
性岩脉和酸性岩脉等(图 2)。 

区内区域变质作用、动力变质作用及接触交代

变质作用比较强。岩石变质程度以低绿片岩相为主。

迄今为止, 区内已发现的矿种有：一是与中元古代
火山岩有关的铜多金属、铅锌矿床, 有喀腊大湾铜
多金属矿、喀腊达坂铅锌矿等；二是与石炭纪中酸

性侵入岩有关的热液型多金属矿, 有阿北银铅矿；
三是火山-沉积改造型铁矿床。 

1  已有铁矿及其主要认识 

1.1  已有铁矿 
在本轮地质找矿工作之前, 前人在阿尔金山东

段喀腊大湾地区共发现三个铁矿点, 即上世纪 80年代
初 1/20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时发现了白尖山铁矿和
喀腊大湾铁矿点, 2006年 1/5万矿产调查于 8月 8日
发现的八八铁矿。 

(1) 白尖山铁矿 
铁矿床位于喀腊大湾大沟东侧的乌鲁克尼 .齐

勒萨依沟, 铁矿体产于卓阿布拉克组(Jxzh)的火山-
沉积岩系中 , 围岩变质程度低 , 以玄武岩为主 , 并
具气孔构造和杏仁构造, 铁矿为赤铁矿类型。矿体
呈东西向, 与火山-沉积岩系岩性层基本一致, 在含
铁玄武岩北侧出露硅质灰岩。 

(2) 喀腊大湾铁矿点 
铁矿点位于喀腊大湾大沟中南段的南叉沟, 铁

矿体产于卓阿布拉克组(Jxzh)的中等变质程度的火
山-沉积岩系中, 围岩变质程度为中等绿片岩相, 主
要岩性为深灰色变质玄武岩、浅灰色二云母片岩、

石英片岩、滑石片岩、浅灰色及白色结晶灰岩、透

闪石大理岩、变质变形钠长霏细斑岩、变质英安斑

岩, 铁矿为磁铁矿-镜铁矿类型。 
(3) 八八铁矿 
铁矿床位于喀腊大湾大沟中段的南叉沟, 铁矿

体产于卓阿布拉克组(Jxzh)的浅变质火山-沉积岩系
中, 围岩变质程度为低绿片岩相, 主要岩性为深灰
色变质玄武岩、黑云母、浅灰色二云母片岩、石英

片岩及大理岩、变质变形钠长霏细斑岩、变质英安

斑岩、铁矿为磁铁矿类型。矿体呈东西向, 与火山-
沉积岩系岩性层基本一致。 
1.2  前人对已有铁矿成因类型的认识 

前人对已有铁矿的成因类型未开展专题性的研

究工作, 只有初步的认识。以八八铁矿为代表, 前人
对喀腊大湾地区铁矿成因类型有两种初步认识。 

(1) 辉绿岩热液成因类型观点 
新疆第一区域地质队矿产普查分队(祁万修等, 

2008)认为是与辉绿岩岩浆热液有关、受区域性断裂
控制的浅成热液交代充填型铁矿床。其主要依据是认

为铁矿化产于石炭纪侵入岩(斜长花岗岩和石英闪
长岩)与围岩(大理岩和片岩)接触带附近的辉绿岩内。 

(2) 矽卡岩成因类型观点 
1/5 万矿产调查承担单位(新疆第一区域地质调

查队区调分队和武警黄金研究所)将“八八”铁矿成
因类型归为矽卡岩型, 并认为与其南侧的石英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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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有关。其主要依据有 2 点：其一是空间上铁矿体
和含铁玄武岩南侧发育有石英闪长岩, 其二是在矿
化蚀变带中发育绿帘石和石榴子石, 具有矽卡岩类
的蚀变矿物组合。 

对喀腊大湾地区铁矿成因类型的认识, 严重地
限制了在该区铁矿的找矿思路。因此在 2006年 8月
8 日(八八铁矿发现日)之后一年多的矿产调查过程
中(其中野外调查时间就长达 6 个月)始终没有取得
铁矿找矿的突破。 

2  已有铁矿地质特征研究与成因类型再  
认识 

2.1  已有铁矿的基本特征 
作者自 2007年 7月进入阿尔金地区开展地质研

究与找矿工作, 通过成矿大地构造背景分析、区内
铁矿的野外调查, 特别是对铁矿体的宏观展布、赋
矿围岩特征、矿石特征、蚀变矿物等方面开展较详

细研究。通过研究对已有铁矿的基本特征可总结为

以下几方面。 
(1) 首先在大地构造背景上 , 本区与祁连山西

段具有相似的成矿作用背景, 区域上有成型的火山
沉积—改造型镜铁山超大型铁矿(图 1), 区域上矽卡
岩型铁矿很少或尚未发现。 

(2) 该地区铁矿类型不是祁万修等认为的辉绿
岩岩浆热液矿床 , 辉绿岩属于比较“干”的岩浆岩 , 
不具备形成岩浆热液矿床的条件。同时野外地质调

查发现八八铁矿体赋存或者与铁矿密切相关的不是

辉绿岩, 而是玄武岩。岩石为隐晶质结构(图 3(a)), 
而没有辉绿结构；并可见似层状构造、杏仁状构造

和枕状构造(图 3(b)、(c))。     
(3) 铁矿体的宏观展布都位于大理岩带南侧的

玄武岩中, 岩性组合和层位特点比较明显(图 3(d)、
(e)、(f))。虽然八八铁矿南侧有石英闪长岩, 但是其
他铁矿点(如白尖山, 喀腊大湾)却没有紧密伴生的
岩浆岩出露。 

(4) 绿帘石和石榴子石可以作为矽卡岩类矿床
的典型蚀变矿物组合, 是多数矽卡岩类矿床的必要
条件, 但是不是充分必要条件, 即绿帘石和石榴子
石也可以是高温条件的区域变质作用形成的。 

(5) 铁矿石往往具有条带状、似层状构造(图 4)。 
2.2  铁矿成因类型的新认识 

综合上述分析, 作者认为在喀腊大湾地区, 包
括八八铁矿、白尖山铁矿在内的铁矿床不是矽卡岩

型, 更不是辉绿岩岩浆热液型, 而是火山-沉积改造

型。改造是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质作用。 
结合大地构造演化历史分析, 在早古生代奥陶

纪时期 , 本区属于红柳沟—拉配泉奥陶纪裂谷带 , 
发育包括具枕状构造的海相玄武岩(图 3(c))在内的
火山-沉积岩系, 因此将区内铁矿床归属为火山-沉
积改造型也与本内大地构造演化背景相吻合。 

3  铁矿找矿靶区圈定和追索验证 

3.1  铁矿找矿靶区圈定 
在确定了铁矿床成因类型属于火山沉积-改造

型之后, 作者认为喀腊大湾地区铁矿床的产出就不
是单个分散的点, 而应该是成带分布的。 

同时, 依据已有铁矿床产出火山—沉积岩系组
合特征, 即铁矿体都产于大理岩带南侧的玄武岩中
的空间关系 , 结合已经掌握的大理岩带展布特点 , 
作者于 2007年 9月初野外工作期间提出了喀腊大湾
地区两个东西向呈带状的铁矿找矿靶区, 并在 2007
年度的专题总结报告中, 详细分析了“八八—4337
高地”和“白尖山——3121高地”的成矿条件和找
矿远景。 

(1)“八八”铁矿——4337 高地火山-沉积改造型
铁矿找矿靶区：自“八八”铁矿向东, 一直到喀腊达坂
北侧4337高地南, 东西向长度约12 km, 南北宽1 km； 

(2)白尖山——3121 高地火山-沉积改造型铁矿
找矿靶区：自白尖山中型赤铁矿床向西, 一直到克
什克尼齐勒萨依西侧的 3121高地南侧, 东西向长度
约 10 km, 南北宽 1 km； 
3.2  2007年铁矿找矿靶区的初步追索验证 

2007 年野外工作重点对“八八”铁矿-4337 高地
靶区沿走向进行了追索找矿。 

专题组于 2007年 9月 10日~9月 25日期间, 在
八八铁矿以东至 4337高地约 10 km范围的追索过程
中, 连续发现五处铁矿(图 2, 图 5(a)), 并对其中两
处地表矿化较好的铁矿区 (7915 和 7918)开展了
1/2000 地质草图的填图工作, 控制了该两个铁矿区
地表矿体延伸和展布, 并采集了 6 个剖面的连续拣
块样品 19个(图 6和图 7)。 

其中 7918铁矿区最大铁矿体长 580 m, 近直立, 
地表最大宽 17 m, 平均厚 12.5 m, 4个剖面连续拣块
品位为 32.92%~52.50%, 剖面平均品位为 44.83%、
42.17%、35.73%和 45.94%, 8个样品平均品位 41.05% 
(图 5(b)、(c))。7915铁矿区矿体长 280 m, 近于直立, 
地表最大宽 37 m, 平均宽 15.5 m, 3个剖面 11个连
续拣块品位为 40.24%~56.27%, 剖面平均品位为
50.14%、47.84%和 50.12%, 11 个样品平均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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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8%(图 5(d))。 

对于 2007年喀腊大湾地区铁矿的找矿成果, 已
经作了相关报道。 
3.3  2008年铁矿找矿靶区的进一步追索验证 

2008年度野外工作中重点对“3121高地——白
尖山火山-沉积改造型铁矿找矿靶区”沿走向进行了
追索找矿。 

专题合作单位——新疆一区调地质人员, 依据
本专题 2007 年年度总结中提出的铁矿靶区 ,  对
“3121 高地——白尖山火山-沉积改造型铁矿找矿
靶区”开展了野外追索, 并于 2008年 6月相继发现
了白尖山西、8617和 8618三个铁矿, 确认了“3121
高地——白尖山——3081高地”一带长达 21 km的
铁矿矿带(图 2、图 8和图 9)。 
 

 

 
 

图 3  喀腊大湾地区铁矿含矿玄武岩结构构造和铁矿产出层位特点 
Fig. 3  Structure of iron-bearing basalt and location of iron ore body in the Kaladawan area 

(a) 八八铁矿玄武岩隐晶质结构和似层状构造; (b) 白尖山铁矿含赤铁矿体玄武岩具有气孔和杏仁构造; (c) 玄武岩枕状构造(拉配泉
地区); (d) 白尖山铁矿矿体发育于大理岩南侧玄武岩中; (e) 八八铁矿矿体出露于大理岩南侧; (f) 八八铁矿矿体出露于玄武岩中 

(a) Cryptocrystalline texture and layer structure of basalt from the Baba iron deposit; (b) Vesicular and amygdaloidal structure of 
hematite-bearing basalt from the Baijianshan iron deposit; (c) Pillow structure of basalt (Lapeiquan area) from Lapeiquan area; (d) Iron ore 
body in basalt on to the south of marble in the Baijianshan iron deposit; (e) Iron ore body to the south of marble in the Baba iron deposit; 

(f) Iron ore body south of basalt in the Baba iron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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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喀腊大湾地区铁矿石构造特征 
Fig. 4  Structure of iron ore in the Kaladawan area 

(a) 绿帘石化和石榴石化蚀变及似层状构造铁矿石; (b) 条带状构造铁矿石 
(a) Alteration of epidotization and granetization and layer structure of ore from the Baba iron deposit; 

(b) Banding structure of ore from the Baba iron deposit 
 

 

图 5  2007 年发现的八八铁矿——4337 高地铁矿带和相关铁矿体露头 
Fig. 5  The Baba iron deposit—4337 highland iron ore zone and outcrop of iron ore body in the Kaladawan area 

(a) 八八铁矿以东—4337高地一带新发现铁矿宏观位置; (b) 7915铁矿 I号铁矿体地表露头;  
(c) 7915铁矿 I号铁矿体地表露头; (d) 7918铁矿 I号铁矿体地表露头 

(a) Locations of iron deposits newly found in the area east of the  Baba iron deposit — 4337 highland;  
(b) Outcrop of No.1 iron ore body in the 7915 iron deposit; (c) Outcrop of No.1 iron ore body in the 7915 iron deposit; 

 (d) Outcrop of No.1 iron ore body in the 7915 iron deposit 
 

8618铁矿最大矿体长度大于 480 m, 最宽 32 m, 
矿体呈似层状, 延伸比稳定, 北东东走向。目估铁品
位 35~45%。白尖山西铁矿最大矿体长度大于 600
米, 最宽 40 米, 矿体呈似层状, 延伸比稳定, 近东
西走向。目估铁品位 35~45%。 

3.4  新发现铁矿深部控制 
2008 年还对 2007 年追索“八八铁矿—4337 高

地铁矿找矿靶区”中发现的 7915 和 7918 铁矿进行
了地表磁法测量和钻探工作, 初步控制主要矿体地
表以下 50~160m的延伸。钻探控制表明, 7915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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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7 年发现的 7915 铁矿地质草图 
Fig. 6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7915 iron deposit discovered in 2007 

 

 
图 7  2007 年发现的 7918 铁矿地质草图 

Fig. 7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7918 iron deposit discovered in 2007 
 

局部被晚期花岗岩侵位破坏(图 10(a)), 而 7918铁矿
矿体继续向下延伸(图 10(b))。 

同时,  我们发现的 7915铁矿和 7918铁矿及八
八铁矿三个铁矿已经得到开发, 2008 年采矿人员有
300~400人。 

4  找矿远景及意义 

4.1  已有铁矿铁金属储量的初步估算 
根据矿体的似层状特征、结合部分矿体的钻孔

控制, 进行铁矿铁金属储量的初步估算。 
7915 铁矿区中的主矿体长度 280 m, 平均厚度

15.5 m, 延深按已控制深度(160 m)外延, 以 210 m
计；铁品位按 11样品加权平均品位 49.58%计算, 则
铁金属量超过 160万吨。 

7918 铁矿区中的主矿体长度 580 m, 平均厚度
12.5m, 考虑钻孔控制地下 150 m的良好延伸, 矿体
延深为地表延长的一半(290 m)计算, 铁品位按 8个
样品加权平均品位 41.05%计算, 则铁金属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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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08 年发现的 8618 铁矿地质草图 
Fig. 8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8618 iron deposit discovered in 2008 

 

 

图 9  2008 年发现的白尖山西铁矿地质草图 
Fig. 9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West Baijianshan iron deposit discovered in 2008 

 
380万吨。 

此 2 个主矿体, 初步估算铁金属量超过 560 万
吨, 加上两个铁矿区内其他矿体铁金属量超过 700
万吨。考虑该找矿靶区内本次发现的其他 3 个铁矿
区及 2006 年 1/5 万矿产调查发现的八八铁矿, 八八
——4337 高地铁矿带地表矿体的铁金属量已超过
1200万吨。 

对“3121 高地——白尖山——3081 高地铁矿 
带”铁金属储量, 按矿体延深为地表延长的一半计
算, 8618两个主矿体约 500万吨, 白尖山西铁矿主矿

体 800万吨, 加上 8617和已有的白尖山铁矿, 该带内
目前已经发现的矿体的铁金属量已超过 2000万吨。 

因此, 截止目前为止, 喀腊大湾地区两条铁矿
带地表矿体铁金属量已经超过 3000万吨, 达到中型
偏大的规模。 
4.2  找矿远景 

(1) 剥露少, 铁矿体保存好。八八铁矿——4337
高地沉积-改造型铁矿带内除八八铁矿外, 沿带矿体
主要出露在沟底, 山梁没有剥露；由于剥蚀量少, 沿
沟铁矿石的滚石非常少, 甚至到 300 m 的下游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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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07 年新发现铁矿 

Fig. 10  G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iron deposit discovered in 2007 
(a): 7915铁矿 0线剖面; (b): 7918铁矿 0线剖面  

(a): Geological section along No. 0 exploration line of the 7915 iron deposit; (b): Geological section along No. 0 exploration 
line of the 7918 iron deposit  

 
少见及(除了认识上的因素外, 刚刚被剥露这一特点
也正是 1/10 万化探扫面和 1/5 万矿调过程中铁矿没
有被发现的重要原因)。铁矿体向下延伸可能性较大, 
初步钻探控制显示 7918铁矿主矿体向下 150 m具有
较好的延伸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深部矿床前景非常

可观。 
(2) 阿尔金山东段红柳沟——拉配泉一带也是

复杂的构造带, 褶皱构造比较发育, 在倾向上可能
出现铁矿带的重复, 因此除了“八八铁矿——4337
高地铁矿带”和“3121 高地——白尖山——3081 高
地铁矿带”外, 仍然有可能发现新的铁矿带。 

(3) 阿尔金山东段红柳沟——拉配泉一带是北
祁连山西段成矿带被阿尔金走滑断裂长期左行断错

的部分, 在北祁连山西段已经存在有著名镜铁山铁
矿, 初步研究表明, 目前发现的阿尔金铁矿带与镜
铁山铁矿具有非常相似的特点, 可以说是镜铁山铁
矿带的西延部分, 一些地质特征也与阿尔泰蒙库铁
矿相似。 

因此, 阿尔金山东段铁矿资源储量巨大, 有望
发现储量超亿吨的第二个镜铁山或蒙库。 

5  结论和讨论 

阿尔金山东段喀腊大湾地区具有形成火山-沉
积改造型铁矿床的区域大地构造背景, 通过对已有
铁矿床的研究, 确认包括白尖山铁矿和八八铁矿在
内的阿尔金山东段喀腊大湾地区铁矿床属于火山-
沉积改造型, 因此铁矿床分布具有成带的特点, 据

此提出“八八铁矿——4337高地”和“3121高地——
白尖山——3081 高地”两个找矿预测靶区, 并经过
2007年和 2008年两年的追索和验证, 新发现 8个铁
矿, 确认“八八铁矿——4337 高地”和“3121 高地
——白尖山——3081高地”两个条带状铁矿带, 取得
在该区铁矿地质找矿的从前人 3 个孤立铁矿点到两
条铁矿带(新增 8个铁矿)、从铁金属储量从不足 1000
万吨到超过 3000万吨的重大突破。 

在我国东部地质找矿正在向千米以下的深部找

矿的同时 , 包括阿尔金地区在内的我国西部地质 
工作低程度地区, 还存在地表矿, 这是非常值得庆
幸的。 

从阿尔金山东段喀腊大湾地区铁矿带的发现过

程进一步证明了理论指导在找矿实践中的重要性 , 
特别是由于对该区铁矿床成因类型认识的差错, 在
2006 年 8 月 8 日 1/5 万矿产调查发现八八铁矿后一
年多的时间里(其中 1/5 万矿产调查野外工作时间就
达 6个月以上), 没有取得铁矿找矿的突破。 

因此, 在我国西部地质工作程度较低地区, 在
对矿床成因类型和空间分布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 
通过扎实的野外地质工作, 有望发现更多的矿产地, 
甚至地表矿体。 

阿尔金山东段铁矿找矿的突破不仅为国家提供

储量丰富的铁矿资源, 也为基础地质(祁连山与阿尔
金山北缘的对比以及阿尔金山东段其他矿床断裂走

滑距离的估算)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除铁矿之外, 祁连山西段与阿尔金山东段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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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也值得进一步对比研究, 北祁连山出露有镜铁
山式铜矿、白银厂式铜铅锌多金属矿床、弧后扩张

脊型(塞浦路斯型)富铜矿(夏林圻等, 1999), 而阿尔
金地区近年来已经发现的喀腊大湾铜锌矿、喀腊达

坂铅锌矿具有某些类似特点；在金矿床方面, 北祁
连山西段有鹰咀山、寒山及车路沟蚀变岩型中大型

矿床(叶得金等, 2003), 阿尔金山东段贝壳滩地区的
祥云金矿和盘龙沟金矿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也具有
一些相似特征。所以该铁矿对阿尔金山东段金、铜、

铅锌多金属矿床与祁连山西段的对比研究和进一步

找矿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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