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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东戈壁钼矿床是我国最新发现的特大型斑岩型钼矿床。通过分析该矿床的发现过 

程，总结出以下认识：1)大地构造方面，矿床位于区域构造分区的边缘，区域深大断裂所限制的断块是成矿有利的构 

造场所；2)区域重力、航磁、1／20万水系沉积物高温元素H0、W、Sn、B1组合异常是选择找矿靶 区的基础；3)矿体赋存于 

石炭系干墩组浅变质碎屑岩 中，与成矿有关的侵入岩为印支期(227．6±1．3 Ma)斑状(钾长)花岗岩(隐伏)；4)东戈壁 

钼矿床的发现，说明觉罗塔格成矿带仍具有巨大的找矿潜力；5)利用“三位一体”找矿模式进行了正确的选区，加之 

理论指导找矿并结合合理的快速评价方法是东戈壁特大型钼矿发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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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新疆东天山觉罗塔格成矿带是重要成矿区带， 

在新疆乃至全中国都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都是地 

质勘查和科学研究的重点区域。在该矿带已发现有 

20多种矿产，主要矿产地约100多处，包括有色金属 

矿、铁矿和金矿等。其中，土屋 一延东铜矿、黄山铜 

镍矿、康古尔塔格金矿 、白山钼矿、雅满苏铁矿等较 

为著名。众多研究者围绕该成矿带，在区域构造、矿 

床特征、成矿条件、成矿物质来源、成矿时代、成矿机 

制和成因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刮。本文将依据东戈壁 

特大型隐伏斑岩型钼矿的发现，探讨在成矿带进行 

选区及快速评价方面的经验 ，以期扩大对该成矿带 

找矿思路。 

东戈壁钼矿位于觉罗塔格成矿带中段。河南省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勘察院2010年提交勘 

探报告，2011年 1月17日通过新疆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中心评审，区内共查明(331)+(332)+(333)钼资源 

量508 032．49 t，平均品位 0．115％。该矿床的发现 

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地质找矿 

意义，它极大地丰富了该成矿带的成矿系列，为在该 

矿带寻找斑岩型钼矿床及相关的铜、铅、锌、金、银等 

矿床提供了范例。 

2矿床发现史 

2006年4月，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 

质勘察院为了单位的长远发展，组织了具有一定专 

业技术水平的人员到新疆进行调研并开展探矿权申 

办工作。到新疆后，首先对新疆区域地质资料进行 

了分析研究，认为东天山觉罗塔格成矿带具有较好 

的找矿前景。随后 ，在该带重点区域收集了数十幅 

1／20万地质 、物化探资料进行综合整理研究分析。 

1988年新疆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完成提交的(1／20 

万图兹雷克幅区域地球化学测量报告》中圈出的 

Hs一4异常，与栾川南泥湖钼矿 、竹园沟 、汝阳东 

沟钼矿 等特大型斑岩型矿床所处的构造位置及地 

球化学特征有类似之处 ，初步认为有形成斑岩型钼 

矿的可能性，随后即根据探矿权登记要求，依据异常 

特征及可能形成的矿种有针对性的编制了钼矿普查 

设计及相关资料，2006年7月向新疆国土资源厅递交 

了探矿权申请。8月份东戈壁勘查实施方案通过了 

国土资源厅组织的专家审查。 

2006年8月至 11月，我院成立新疆项目组并按 

设计要求对工作区开展了1／1万地质简测及1／2．5 

万岩屑测量。岩屑测量样点布置为250×250 in，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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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点多坑法，采样粒级为一4～+20目，采样介质为 

残积层。通过上述工作在工作区圈出了1条硅化带 

和1个化探综合异常。 

2006年工作所圈出的综合异常规模大，元素组 

合较好，组分分带及元素浓度分带较明显，且在异常 

内有面状硅化分布，认为有必要对该异常进行二级 

异常查证。因此，2007年主要安排了槽探及1／1万岩 

屑测量 ，要求探槽应揭穿整个化探异常范围，初步查 

明引起异常的原因。同时在综合异常内元素组合较 

好，浓度分带明显的地段开展 1／1万岩屑测量(样点 

布置为 125 m×50 m)，查明异常是否重现，元素强度 

是否提高。探槽完工后，在云母化蚀变岩中见褐铁 

矿化石英脉，局部黄铁(褐铁矿)绢英岩化较强，偶见 

孑L雀石化。由于当时没有发现其它的金属矿化，尚 

不能判断异常引起的原因，所以又在探槽中按 10 m 

间距采集了岩石光谱样，光谱分析结果显示部分样 

品w、Mo含量大于100 X 10，且与褐铁矿化石英脉及 

黄铁绢英岩化关系密切。经刻槽取样 ，在 l 500 m长 

的探槽中钨钼矿化长度断续达800 m；1／1万岩屑测 

量结果显示w、Mo、Bi等主要元素异常均重现，且w、Mo 

元素强度也大幅度提高，异常形态变化不大。依据 

钨钼矿化范围，面状云母化、硅化蚀变分布特征以及 

化探异常元素组合、元素分带、异常形态等特征初步 

证实了当初推论基本正确，该区有形成斑岩型矿床 

的可能性极大。 

根据前期取得的成果，2008年主要工作是对异 

常及矿化体进行深部工程验证(一级异常查证)。由 

于第一个孔意义重大，在对所取得的地质资料进行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异常内选择TCO探槽中钨钼矿 

化较好 、相对连续的1 050～1 080 m之间进行工程 

验证。同时为了达到第一孔取得较好的验证 目的， 

又派专人携带便携式元素分析仪对验证区域进行了 

详细测量，测量数据显示钨钼含量及矿化范围更令 

人满意。5月22日第一个孔开钻，钻进到28 m后，连 

续见到厚227 m的钼矿，品位 0．179％，斑岩型矿床的 

雏形已基本形成 ，即要求钻机应打过含矿岩体后终 

孔，但由于各种原因，钻机钻进到397 m时终孔未见 

到含矿岩体。随后施工的部分钻孔穿过矿体后见到 

钾长花岗岩，但岩体不含矿。根据斑岩型钼矿一般 

均为大型、特大型的特点，为了快速评价矿床规模 ， 

按勘查工程间距400 m×400 m对矿体进行控制，开展 

普查工作。到年底共施工钻孔8个，其中4个钻孔穿 

过矿体后进入花岗岩体而终孔。 

2009年施工钻孑L 13个。矿区累计施工钻孔 21 

个，钻探进尺9 172．57 m，完成了对矿体的稀疏控制， 

基本达到普查程度。 

2010年，由于找矿取得重大突破，该项目被列为 

河南省地矿局重点勘查项 目，并要求年底提交勘探 

报告。为完成局下达的目标任务，我院组织精兵强 

将开展大会战，完成钻探工作量 25 665．61 m(累计 

34 838．18 in)，施工钻孑L 55个(累计76个)，累计采集 

基本分析样 1l 167个。8月底提交了详查报告 ，l1 

月底提交了勘探报告。至此，该项 目勘查工作基本 

完成。 

3矿床地质特征 

3．1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觉罗塔格造山带是天山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位于塔里木板块北缘，其基本构造格架由4条近 

东西向的区域性断裂组成 ，由北向南分别为大草滩 

断裂带、康古尔塔格断裂带、雅满苏和阿其克库都克 

(沙泉子)断裂带。其问自北向南夹持有3个不同的 

构造单元，分别为小热泉子 一大南湖岛弧带、秋格明 

塔什一黄山复理石岩(韧性剪切岩)带、阿奇山一雅满 

苏岛弧带。。 。由于受北山构造岩浆岩带影响，在雅 

满苏附近造山带由东西向变为北东东向展布(图1)。 

区域金属矿产主要有金矿、铁矿、铜矿、铜镍矿以及 

钼矿等。 

对于觉罗塔格造山带的构造属性、构造位置、地 

质演化等，历来有不同认识。这说明该造山带具有很 

复杂的构造演化历史，具备较好的成矿地质条件，作 

为东天山一个重要多金属成矿带是个不争的事实。 

3_2地球物理特征 

在区域重力异常图上(图2)，区域重力场总体特 

征表现为沿深大断裂带均出现正值异常，重力等值 

线出现密集分布区域，方向性极明显 ；反之，在大断 

裂所限定的断块中均出现负值重力梯度区；勘查区 

恰位于重力负值区内的密集等值线与稀疏等值线的 

过渡区段。这一区段为负值较低的重力值分布区。 

这种现象与我国钼矿床的重点产区的秦岭东段钼成 

矿带内栾川 一汝阳等几个特大型钼矿床所处重力梯 

度带(稀疏重力负值区)的特征相一致。 

在区域航磁异常 图上(图 3)，显示 出一100 nT 

至一300 nT的负异常与50 nT至250 nT的正异常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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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东天山大地构造略图(据 1／25万大黑山幅区调报告，略有修改) 

Fig．1 Geotectonic sketch map of Eastern Tianshan 

F。．康古尔塔格断裂；F：．雅满苏断裂；F ．沙泉子断裂；F ．拱拜子断裂；F -巾白尔岗断裂；F ．卡瓦布拉克断裂；F ．辛格 

尔断裂；F ．兴地断裂；F。．星星峡断裂；F 阿拉塔格断裂；F 车尔臣断裂；I ．准噶尔板块；I _／j、热泉子一大南湖 

岛弧带；Ⅱ．塔里木板块；Ⅱ ．秋格明塔什一黄山复理石岩带；Ⅱ ．阿奇山一雅满苏岛弧带；Ⅱ ．卡瓦布拉克地块； 

Ⅱ _巾白尔岗地块；Ⅱ ．兴地地块；Ⅱ ．北山华力西期裂谷；Ⅱ ．巴伦台地块；I1 ．南天山碰撞带；Ⅱ ．库鲁克塔格地块 

靴 l ， 兰2 hn I--I矿区位置 

图2 康古尔塔格 一黄山布格重力异常示意图(据1／25万大黑山幅区调报告 ，略有修改) 

Fig．2 Booger gravity anomaly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Kangguertage—huangshang 

东西向相间分布。重力异常与航磁异常图面特征基 

本相吻合。 

东戈壁钼矿在重力异常图上位于东西向的梯 

级带上 ，在航磁异常图上位于东西向负异常南部。 

重力异常梯级带与康古尔塔格断裂和雅满苏断裂 

所处位置基本相对应；航磁异常对应于两断裂所控 

制的区域。区域重力及航磁异常特征显示出了东戈 

壁钼矿位于区域构造分区的边缘，受区域性断裂构 

造控制。 

区内开展过1／1万高磁测量、电法剖面测量及激 

电测井工作。由于含矿地质体及侵入岩体与围岩物 

性差别不大，故大比例尺物探方法对于该钼矿的找 

矿效果不明显。 

3．3地球化学特征 

3．3．1 1／20万地球化学特征 

1／20万图兹雷克幅Hs一4综合异常，是一个以 

Mo、Bi、w元素为主的异常，元素组合为Bi、w、Mo⋯B F 

cu、sb、Au等，异常总面积321．40 km ，其中Mo异常面 

积22 km ，异常下限0．3×10；W异常面积39 km。，异 

常下限0．5×10；Bi异常面积 39 km ，异常下限 

0．1×10；Mo、W、Bi三元素NAP值较高 (NAP值Mo 

198．73、W 361．92、Bi 425．10)，由内 向外 Mo-Bi- 

w—B—F有清楚的组分分带。Bi、w、Mo、B元素有浓集中 

心，浓集分带和组分分带比较清楚(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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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4．1成矿条件 

在三级成矿带上寻找与岩浆岩有关的内生多金 

属矿床时一般应考虑区域断裂构造、岩体及异常这三 

个基本前提，本文称之为“三位一体”的区域找矿模 

式。构造即为区域『生断裂构造，其规模应大于500 km 

以上，深达下地壳或上地幔以下，具有长期多次活动 

特征，控制着岩浆岩带的分布，造成区域磁场及重力 

场发生变化 ，此类断裂为深部的成矿流体和成矿物 

质提供了输运的通道，特别是断裂构造的交汇复合 

部位以及区域构造线方向发生变化的部位更具有成 

矿的可能性。断裂附近侵入岩体的分布虽不能直接 

说明其为成矿物质的载体，并为成矿元素的活化富 

集提供了热源，但构造岩浆活动一般均具有继fix'l生， 

因此，在其附近或深部不排除有这类岩体的存在。 

在断裂及岩体附近分布的化探异常可能说明含矿流 

体由于物理化学条件改变，造成成矿物质沉淀并形 

成化探异常。依据异常形态及不同的元素组合和分 

带特征，大体判断可能形成的不同成因类型的矿床 

及矿种，随化探勘查比例尺加大，主要元素异常均重 

现，且极大值有明显的提高，其成矿的可能性极大。 

东戈壁钼矿是依据“三位一体”找矿模式预测的钼矿 

工作区，首先它位于成矿带上，有区域性断裂构造通 

过，且位于区域性断裂构造的交汇复合部位，附近有 

岩体及化探异常分布。依据该矿床地质、物化探异 

常特征与汝阳东沟钼矿及栾川南泥湖钼矿等对比， 

推断其可能形成斑岩型矿床。 

4．2理论指导找矿 

斑岩型钼矿成矿模式对东戈壁钼矿床的发现起 

到了重要作用。我们通过地化资料与已知栾川南泥 

湖钼矿、竹园沟、汝阳东沟钼矿等特大型斑岩型矿床 

所处的构造位置及地球化学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初 

步判定了其形成斑岩型钼矿的可能性；此后普查地 

质工作所取得的勘查成果 ，验证了我们的初步判 

定。随后的详查、勘探工作所收集的地质资料更加 

丰富和完善了斑岩型钼矿床成因的依据。因此，地 

质成矿理论对地质找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3工作方法的选择 

依据推断的矿床类型采用有针对性的系统的基 

础性地质及物化探工作是发现矿床的重要手段。东 

戈壁钼矿是根据i／2o万化探异常初步判断可能形成 

斑岩型矿床的基础上 ，首先采用 1／1万地质简测及 

i／2．5万、1／1万岩屑测量等常规的工作方法，缩小找 

矿靶区，发现矿化及蚀变并确定其相互关系；其次， 

对圈定的化探异常进行地物化综合剖面测量及槽探 

工程揭露，最后对发现的矿化体大胆进行钻探工程 

验证，证实为斑岩型钼矿。因此，无论在何时何地开 

展地质找矿均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的基础地质工 

作，这是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被取代的。 

总之，东戈壁钼矿是根据矿床所处的区域构造 

岩浆岩带(成矿带)位置，结合区域物化探成果，通过 

综合研究对比，初步判断可能形成的矿床成因类型， 

然后采取针对性的、有效的、系统性的大比例尺基础 

性的地质找矿工作，并对发现的化探异常及矿化蚀 

变大胆验证后，发现的隐伏斑岩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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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of the Eastern Gobi Hugesize M olybdenum Ore Deposit and 

Its Prospecting Singnificance in Eastern Tianshan 

HUANG Chao—yong ，WU Bang—you ，WENG Ji—chang 一， 

LI Zhan—ming ，LI W en—zhi’，XI Guo—zeng ，YUAN Dong—feng ，ZHAO Xiao—bin 

(1．NO．2 Geoexploration Institute of Henan Bureau of Geoexploration and Mineral Development，Xuchang 46 1 000，China；2．Henan 

Geological Survey,Zhengzhou 450007，China；3．Henan Geologic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stitute，Zhengzhou 450006，China) 

Abstract：East Gobi molybdenum ore deposit，which is newly discovered in Hami，Xinjiang in China，belongs to 

an oversize porphyry—type-molybdenum deposit in China．Based on the discovery process of this deposit，it is 

concluded the following results：1)the ore deposit is geotectonicly located in the edge of the regional tectonic 

belt．The fault blocks limited by the regional deep faults are great metallogenic favorable places．2、The hihg—tern- 

perature elements composite anomaly of Mo，W ，Sn，Bi of the regional gravity,aeromagnetic，1／200 000 stream 

sediment are the basis for prospecting enrichment target．3)Orebodies occur in the shallow metamorphic clastic 

rocks of Gandun group in Carboniferous system，and the intrusive rocks related to the mineralization are porphy- 

ritic(K．feldspar)granite(hidden)in Indo—Chinese epoch(227．6M．3 Ma)．4)Discovery of the Eastern Gobi molyb— 

denum deposi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still a big prospecting potentiality in the Luojuetage metallogenic belt．5)Us— 

ing the”trinity”prospecting model for selecting correct exploration area，combing with reasonable fast evaluation 

method is the key in the discovery of Eastern Gobi hugesize molybdenum deposit． 

Keywords：molybdenum；discovery process；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guiding significance；East G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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