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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场金矿矿集区位于青海省曲麻莱县麻多乡境内，地处被誉为青海省“金腰带”之称的北巴颜喀拉

山金、锑成矿带中段，金资源量已突破 190 t。本文在系统收集和分析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总结

矿了集区成矿规律，评价了区域找矿潜力。研究表明金矿体主要赋存于三叠系地层，受控于甘德—玛多深大断

裂带，其中大场、扎家同哪、加给陇洼、稍日哦、扎拉依金矿体呈串珠状分布于断裂两侧，矿床类型为“中低

温热液成因的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成矿时代为印支晚期。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初始含矿热液，部分萃取于

围岩地层。阿鹏额一、格涌尕玛考等金矿点以及各大矿体之间的覆盖区与深部具有良好的成矿潜力，为区内重

要的找矿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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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场金矿矿集区位于青海省曲麻莱县麻多乡

境内，是近年来探明发现的一个特大型金矿矿集

区，地处北巴颜喀拉山金、锑成矿带中段，该金

矿带自西往东已发现了东大滩锑金矿床、大场金

矿矿集区、东乘公麻金矿床、青珍金矿床等矿

床，有青海省“金腰带”的美誉，蕴藏着丰富的

金、锑矿资源。尤其是大场金矿矿集区，已成为

我国又一个重要的、极具找矿潜力的金矿矿集

区，分布有大场、扎家同哪、加给陇洼、稍日

哦、扎拉依、阿棚鄂一、扎拉依陇洼、格涌尕玛

考、照大额和旁海等金矿床（点），其金资源总

量已突破 190 t[1-3]。前人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大场金

矿矿床地质[4-5]、矿床成因[6]、成矿期次[7] 等方面，

但缺乏系统的区域矿床地质和成矿规律研究工

作。本文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在矿集区尺

度，对区内不同金矿床进行剖析，分析总结矿集

区成矿规律，探讨区域找矿方向，对推动大场地

区开展进一步找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成矿地质背景

大场金矿矿集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东昆仑巴

颜喀拉山构造带中部，北邻阿尼玛卿古生代-早古

生代缝合带，南以可可西里-金沙江断裂为界与唐

古拉-羌塘地块相连[4]。成矿作用与晚海西-印支期

碰撞造山作用有关，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深断裂

带、大型韧性剪切带及旁侧相伴生的断裂-褶皱系

统控制着本区金矿的产出[8]。 

1.1　地层

大场金矿矿集区内出露地层主要有石炭—中

二叠系布青山群和三叠系巴颜喀拉山群地层。布

青山群为区内出露最老的地层，断续沿甘德—玛

多区域性断裂呈断块状分布，岩性以中基性火山

岩和碳酸盐岩为主，碎屑岩次之。三叠系地层为

矿集区主体地层，分布广泛，占出露的所有基岩

面积的 95％，是一套砂泥质复理石-类复理石建

造，岩性简单，主要为砂岩和板岩，颜色单调，

岩石浅变质，具活动型沉积特点，多为浅海-深海

相浊流沉积环境的产物。该套地层是区内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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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矿地层，地化特征表现为 Au、As、Sb、Hg 等

元素的高背景值，金含量较高，一般在 31.5×
10-9～90×10-9，高者可达 367.5×10-9[9-10]。 

1.2　构造及岩浆活动

矿集区断裂构造发育，总体构造线方向以北

西—南东向为主，北东向（近南北向）断裂构造

次之。北西—南东向断裂构造多为逆断层性质，

形成于印支晚期，具多期活动特征，与区域成矿

关系密切[5]。北西向断裂构造在区内的典型代表为

甘德—玛多深大断裂，位于大场地区的中南部，

横贯大场矿集区。大场金矿矿集区发现的大场、

加给陇洼、稍日哦、扎拉依、扎家同哪等金矿床

呈串珠状分布于断裂两侧，是矿集区最为典型的

控矿断裂。

甘德-玛多断裂带以夹持二叠系马尔争组为特

征，区域上断裂带宽约 300 m，最大宽度达 1 km，

断续长度达 800 km。构造带经受多期活动，产状

不稳定，时而北倾时而南倾，倾角 30～60°。该断

裂为区域性断裂，大场、扎家同哪位于该断裂南

测，加给龙洼、扎拉依金矿位于该断裂北侧，稍

日哦金矿位于该断裂上，且多处 Au、As、Sb 异常

沿该断裂展布，显示该断裂构造与区域金成矿关

系密切。由于该断裂构造切割深，且断裂构造具

多期活动特征，可为后期成矿作用提供了较好的

含矿热液迁移通道和储矿空间。北东向断裂构造

多为平移断层，形成时间为燕山期①，对印支晚期

形成的北西—南东向断裂构造、褶皱构造和区内

北西—南东向产出的 Au、Sb、Hg 元素异常和矿

体具破坏或改造作用，晚新生代以来，该组断裂

构造发生明显活动，控制了第四系地层的分布。

矿集区内岩浆活动较弱，侵入岩多沿区域性

大断裂出露，岩体规模一般较小，多呈小岩株状

侵入于三叠系地层中。火山岩仅在中二叠系布青

山群中局部发育，以中基性熔岩为主，局部有少

量火山碎屑岩。此外，区内脉岩较发育，主要为

石英脉。 

1.3　地球化学背景 

1.3.1　区域地球化学背景

矿集区属北巴颜喀拉 Au、Sb、As、Hg、Cu、
W 地球化学带，这几种元素在矿集区明显富集并

形成了多处矿床或异常。根据 1∶20 万区域地球化

学异常，涉及矿集区的有 Au、As、Sb、Cu 元素

组合异常，各元素异常套合程度较高，几乎完全

吻合，其中 Au 异常由 39 个样点组成，异常下限

2.5×10-9，峰值 18.0×10-9，平均值 7.52×10-9，异常

面积 144 km2，内、中、外浓度分带非常明显。大

场、加给陇洼等金矿床均产于该异常中。 

1.3.2　矿集区地球化学背景

矿集区 1∶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地球化学异常

均以 Au 异常为主（图 1），与 As、Sb 元素异常

套合最好，局部与 Cu、Pb、Zn 元素异常套合。

Au、As、Sb 形成的异常带具有明显的沿北西向构

造带展布的特点。表明 Au、As、Sb 高背景受甘

德—玛多大断裂带构造控制明显。通过对各异常

的解剖查证先后发现了大场、扎家同哪、加给陇

洼、稍日哦和扎拉依等 5 个金矿床及格涌尕玛

考、阿棚鄂一、旁海等个金矿化点。 

2　矿床特征

大场金矿矿集区已发现大场、扎家同哪、加

给陇洼、扎拉依陇洼和稍日哦五个中—特大型金

矿床以及阿棚鄂一、格涌尕玛考、旁安等金矿

点，以大场金矿床为中心形成方圆 20 公里的金矿

床群，大场、扎家同哪金矿床分布于甘德—玛多

区域性深大断裂的南侧，加给陇洼、扎拉依陇洼

金矿床位于大断裂北侧，稍日哦金矿床位于大断

裂上（图 1）。 

2.1　大场金矿

大场金矿是矿集区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金

矿床，位于甘德-玛多主断裂以南大场河以北宽约

5 km，长约 10 km 的范围内，呈斜列式排列，根

据矿体集中分布特征划分为北带、主带、南带三

个矿带，主带与甘德玛多深大断裂的距离约

2 km，该矿带规模最大，勘查程度最高，矿体连

续性也最好，次为大场南带、大场北带。金矿体

均产于由深大断裂派生的次级断裂（含矿破碎

带）中，大场矿化蚀变破碎带总体规模较大、连

续性较好，单条矿化破碎蚀带长度超过 2000 m，

宽度最大达到 70 m。矿化蚀变破碎带具有较为明

显的雁行排列的特征，矿体严格受破碎蚀变带控

制。大场主带已圈定的主要金矿体 2 条，次要矿

体 11 条，南带圈定金矿体 60 条，北带 47 条。矿

体总体上呈薄板状、似层状，矿体膨大缩小、尖

灭再现的特点比较明显。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

和毒砂，其次为金红石以及微量的黝铜矿、黄铜

矿、闪锌矿、方铅矿、褐铁矿、脆硫锑铅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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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矿石主要有用组分为金，

多以次显微金的形式存在于硫化物中，其次为微

细粒显微金，还有少量以自然金的形式存在。赋

矿地层为三叠系昌马河组砂岩和板岩。矿石的结

构较为简单，主要为自形粒状结构。大场矿区金

的平均品位 3.02×10-6，金资源量已超过 120 t，达

到了超大型规模[10]（表 1）。 

2.2　扎家同哪金矿

扎家同哪金矿位于大场金矿以东南 10 km 处，

是矿集区第二大金矿床。矿体均赋存于与甘

德—玛多深大断裂呈近平行展布的含矿破碎带

中，走向多为北西—南东向，矿体严格受含矿破

碎带控制。扎家同哪金矿共圈出规模不等的金矿

体 139 条，整体呈北西—南东向近平行展布，矿

体走向 105～150°，倾向南西，倾角 25～65°，长

度 44～1135 m 不等，厚度 0.794～9.19 m，矿体呈

似层状、脉状，沿走向及倾向具有明显的膨大缩

小、分枝复合、尖灭再现的特征[11]（表 1）。

扎家同哪金矿是一个以毒砂和黄铁矿为主的

硫化物金矿，矿石矿物主要有自然金、银金矿、

黄铁矿、毒砂、石墨以及微量的含铜矿物。赋矿

岩石以浅变质的碎屑岩、泥质岩以及石英脉为

主。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白云母、碳酸盐和浅

变质的隐晶质，这些脉石矿物主要呈变质碎屑

岩、变质泥岩和石英脉的矿物组合。矿石自然类

型主要为硫化物蚀变岩型金矿石，次为少量石英

脉型金矿石。赋矿地层为三叠系昌马河组砂岩和

板岩。扎家同哪金矿平均品位 2.84×10-6，金资源

量为 29.55 t，矿床达大型规模。 

2.3　加给陇洼金矿

加给陇洼金矿位于大场金矿西北部，距大场

金矿直线距离约 16 km。矿体均赋存于巴颜喀拉山

群昌马河组地层中，矿体严格受破碎蚀变带的控

制，控矿破碎蚀变带与甘德—玛多深大断裂平行

展布，系深大断裂派生的次级断裂。共圈出 19 条

金矿带，32 条金矿体，矿体长度一般在 100～
1290 m 之间。厚度一般在 0.35～7.93 m 之间，平

均厚度为 1.59 m，平均品位为 3.63×10-6，共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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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系；2-古近系沱沱河组砂砾岩；3-晚三叠系清水河组砂岩夹板岩；4-早-中三叠系甘德组砂岩、板岩；5-早-中三叠系昌马河组砂岩、板

岩、砂砾岩；6-二叠系马尔争组中基性火山岩、碳酸盐岩；7-Au 地球化学异常区；8-推测潜力区；9-实测断层；10-推断断层；11-韧性剪切

带；12-金矿床（点）

图 1    大场金矿矿集区金地球化学异常图及找矿潜力区
Fig.1    Gold geochemical anomalyandprospecting potential areamap of Dachang gold ore collec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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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场金矿矿集区典型矿床地质特征
Table 1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mineral deposits in Dachanggoldore concentration area

矿床名称 大场 扎家同哪 加给陇洼 稍日哦 扎拉依

所在位置 大场金矿矿集区核心 大场金矿东南侧约10 km 大场金矿西北侧16
km 大场金矿北侧6 km 大场金矿北侧10 km

矿床规模
特大型（3.02 g/t，
120.09 t）[10]

大型（2.83 g/t，
29.55 t）[11]

中型（3.65 g/t，
18.30 t）[12]

中型（2.99 g/t，
10.53 t）[10]

中型（4.95 g/t，
10.92 t）[10]

矿化元素
组合

Au、As、Sb、Hg Au、As、Sb Au、As、Sb Au、As、Sb Au、As、Sb

大地构造
背景

甘德—玛多断裂南部 甘德—玛多断裂南部
甘德—玛多断裂北
部

甘德—玛多断裂中部 甘德—玛多断裂北部

赋矿地层
三叠系巴颜喀拉山群
昌马河组砂板岩

三叠系巴颜喀拉山群昌
马河组砂板岩

三叠系巴颜喀拉山
群昌马河组砂板岩

三叠系巴颜喀拉山群昌
马河组和二叠系地层马
尔争组地层

三叠系巴颜喀拉山群
昌马河组砂板岩

控矿构造
甘德—玛多断裂形成
的次级断层、破碎带

甘德—玛多断裂形成的
次级断层、破碎带

甘德—玛多断裂形
成的次级断层、破
碎带

甘德—玛多主断裂及次
级断层

甘德—玛多断裂形成
的次级断层、破碎带

矿体形态
规模

共分为三个矿带，主
带金矿体13条，南带
金矿体60条，北带
47条。矿体呈北西-南
东向近平行展布，形
态单一，呈脉状，产
状比较稳定，多倾向
南西，矿体平均长度
690 m[10]。

金矿体139条，呈北西
—南东向近平行展布，
倾向南西，长度
44～1135 m，厚度
0.794～9.19 m不等，含
矿破碎带的规模框定着
矿体的规模[11]。

金矿体32条，矿体
长度100～1290 m，
厚度0.35～7.93 m
不等，平均厚度为
1.59 m。矿体长度
大于500 m的有
12条。矿体走向北
西-南东向，倾向
北东，矿体形态简
单，沿走向和倾向
上厚度和品位的变
化较大[12]。

金矿体39条，长度
30～1115 m，厚度
0.02～20.83 m不等，
平均厚度为2.78 m。矿
体长度大于500 m的有
6条，占矿体总数的
18%[10]。

金矿体18条。矿体长
度100～1180 m，不
等，长度大于500 m
的矿体有7条，占总
数的39%。破碎蚀变
带和矿体走向北西-南
东向，倾向北东。[10]。

矿石矿物

矿石中的矿石矿物主
要为黄铁矿和毒砂，
其次为金红石以及微
量的黝铜矿、黄铜
矿、闪锌矿、方铅
矿、褐铁矿等

矿石矿物主要有自然
金、银金矿、黄铁矿、
毒砂、石墨以及微量的
含铜矿物，

主要有自然金、银
金矿、黄铁矿、毒
砂、磁黄铁矿、石
墨以及微量的含铜
矿物和辉锑矿等。

主要为黄铁矿、毒砂辉
锑矿等。

主要为黄铁矿、毒砂
辉锑矿等。

脉石矿物

主要为石英，其次为
云母、长石以及少量
的菱铁矿、白云石、
高岭石。此外，矿石
中还含有微量的磷灰
石、方解石、萤石、
重晶石和锆石等其他
矿物

主要为石英、白云母、
碳酸盐和浅变质的隐晶
质为主，总含量
94.7%，这些脉石矿物
主要呈变质碎屑岩、变
质泥岩和石英脉的矿物
组合

脉石矿物主要是石
英、白云母、碳酸
盐等矿物。这些矿
物主要以变质碎屑
岩、石英脉、千糜
岩、变质泥岩的矿
物组合。

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
云母、长石、绿泥石、
碳酸盐矿物

脉石矿物主要是石
英、云母、长石、绿
泥石、碳酸盐矿物

矿石结构

主要包含自形粒状结
构、自形柱状结构、
半自形—他形粒状结
构、压碎结构和压碎
斑状结构、穿结构和
包含结构等。

主要包含自形粒状结
构，自形柱状结构，半
自形—他形粒状结构，
鳞片状结构，交代结
构，微粒结构等

矿石结构比较简
单，主要有它形粒
状结构、微细粒状
结构、鳞片状结
构、交代结构、微
粒结构等

自形粒状结构；自形柱
状结构；半自形—他形
粒状结构；压碎结构和
压碎斑状结构；穿插结
构和包含结构。

自形粒状结构；自形
柱状结构；半自形
—他形粒状结构；压
碎结构和压碎斑状结
构；穿插结构和包含
结构。

矿石构造

主要包含浸染状构
造、细脉状构造和细
脉浸染状构造、条带
浸染状构造、角砾状
构造。

主要包含浸染状构造、
细脉状构造、细脉浸染
状构造：和条带浸染状
构造。

主要包含浸染状构
造、脉状构造等

主要为星点状构造、浸
染状构造。

主要为星点状构造、
浸染状构造。

矿石类型

主要为硫化物蚀变岩
型金矿石，次为少量
细脉状、网脉状石英
脉型金矿石。

主要为硫化物蚀变岩型
金矿石，次为少量石英
脉型金矿石。

主要为微细粒浸染
型硫化物蚀变岩型
金矿石。

主要为硫化物蚀变岩型
金矿石

主要为硫化物蚀变岩
型金矿石

围岩蚀变
蚀变类型有硅化、绢
云母化、碳酸盐化及
退色蚀变现象等

蚀变类型有硅化、绢云
母化、碳酸盐化及退色
蚀变现象等。

蚀变类型有硅化、
绢云母化、碳酸盐
化等。

蚀变类型有硅化、绢云
母化、碳酸盐化等。

蚀变类型有硅化、绢
云母化、碳酸盐化
等。

成因类型 中低温热液型 中低温热液型 中低温热液型 中低温热液型 中低温热液型

成矿时代
大场绢云母Ar-Ar年
龄为218 Ma，成矿时
代为印支晚期[13-14]

成矿时代为印支晚期
成矿时代为印支晚
期

成矿时代为印支晚期 成矿时代为印支晚期

•  10  • 矿产综合利用 2022 年



金资源量 18.3 t，达到中型规模。矿体走向 120°，
倾向北东，倾角 30～70°。矿体形态简单，为层

状—似层状，以似层状为主，沿走向和倾向上厚

度和品位的变化较大，具长度大、厚度小、品位

低的特点。矿石中 As、Fe、S、C 及 Sb 含量较

高，Cu、Pb、Zn、Ag 及其它元素含量相对较低，

这一特征与大场金矿床非常相似。矿石类型为以

毒砂和黄铁矿为主要硫化物的高砷金矿类型。矿

石矿物主要有自然金、银金矿、黄铁矿、毒砂、

磁黄铁矿、石墨以及微量的含铜矿物和辉锑矿。

赋矿岩石主要以浅变质的碎屑岩、泥质岩、石英

脉为主，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白云母、碳酸盐

等矿物。赋矿地层为三叠系昌马河组砂岩和板

岩。加给陇洼金矿平均品位3.65×10-6，金资源量为18.30 t，
矿床达中型规模[12]。 

2.4　稍日哦金矿

稍日哦金矿床位于甘德-玛多主断裂上，大场

以北约 6 km 处。由南北两个次级矿化蚀变带组

成，其中北带紧挨甘德-玛多断裂带分布，南带

位于断裂带南约 1.5 km。共圈出 39 条金矿体，矿

体长度一般在 30～ 1115 m 之间，厚度一般在

0.94～4.7 m 之间，平均厚度为 3.38 m。品位一般

在（1～8.67）×10-6 之间，平均品位为 2.99×10-6，

已估算金资源量 10.53 t（表 1）。赋矿地层为三叠

系昌马河组砂板岩和为二叠系马尔争组火山岩夹

碎屑岩。矿体均位于断裂带或其次级构造内，产

状变化较大，总体走向 120°，与区域构造线方向

基本一致，倾向北东，倾角 30～70°。矿体在走向

上被北东向断裂切割而发生平移，在倾向上的延

伸不稳定，向深部变窄的趋势明显，膨大缩小、

分支复合特征明显。 

2.5　扎拉依金矿

扎拉依金矿床位于甘德-玛多北侧，大场以北

约 10 km，主要由两条矿化蚀变带组成，矿化蚀变

带由多条次级蚀变带组成。共圈出 18 条矿体，矿

体分布于宽约 1500 m，长约 5000 m 的区域内，矿

体长度一般在 100～1180 m 之间，厚度一般在

0.39～10.19 m 之间，平均厚度为 2.40 m。品位一

般在 1.08～21.45×10-6 之间，平均品位为 4.95×10-6。

矿体均赋存于巴颜喀拉山群昌马河组地层中，矿

体受破碎蚀变带的控制，控矿破碎蚀变带与甘

德—玛多深大断裂平行展布，系深大断裂派生的

次级断裂，矿体走向一般为 120°，倾向北东，倾

角 30～70°。矿体形态简单，以似层状为主，沿走

向和倾向上厚度和品位的变化较大，扎拉依金矿

床已估算金资源量达到 10.92 t（表 1）。 

3　矿集区成矿规律

从矿集区主要矿床的地质特征对比来看，五

个主要金矿床具有相似的矿床特征，主要表现在

具有相似球化学元素组合、成矿年代、控矿构

造、围岩蚀变和矿石结构构造等。因此，本文认

为矿集区的金矿成矿规律是一致的。 

3.1　矿床的空间展布特征

青海大场金矿矿集区以大场金矿为中心，各

矿床成串珠状分布于甘德-玛多区域深大断裂带内

及其两侧次级断裂的一定距离内，明显受构造带

控制，形成方圆 20 km 的金矿床群，空间分布非

常集中（图 1）。其中加给陇洼、扎拉依金矿床位

于大断裂北侧，稍日哦金矿床位于大断裂上，大

场、扎加同哪金矿床位于大断裂南侧。 

3.2　成矿时代

前人研究认为，大场金矿矿石中绢云母 Ar-
Ar 年龄为 218.6±3.2 Ma[13-14]，该年龄和巴颜喀拉

造山带的印支期碰撞造山时代是一致的。矿集

区东部扎日加花岗岩体锆石 U-Pb 年龄为 201±
2 Ma[15]，从二者年龄和区域构造演化上来看，大

场金矿和扎日加花岗岩体均属于巴颜喀拉造山带

内陆碰撞造山阶段的产物，成岩和成矿可能存在

某些内在联系，可以认为大场金矿矿集区成矿时

代为印支晚期。 

3.3　成矿控制因素

大场金矿矿集区内断裂构造很发育，以甘

德—玛多深大断裂为代表的北西向断裂及其派生

次级断裂不仅控制着区内的地层、侵入岩的空间

展布，也控制着各类矿产的形成和分布，岩金主

要分布于甘德—玛多区域性深大断裂的两侧，受

次级断裂构造控制，尤其是多期构造的交汇、复

合部位往往发现有金矿体或金矿化存在。圈定的

物化探综合异常大部分都呈北西—南东向展布，

与区域构造线具有一致性。区域性断裂构造的多

次期活动和后期次级断裂的叠加，不仅为成矿热

液的运移提供了通道，而且也为矿物质的富集成

矿创造了储矿空间，显示出了区域性断裂构造和

次级断裂的控矿、容矿特征。区域上大场、加给

龙洼、扎家同哪、稍日哦、扎拉依金矿床及阿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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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一、格涌尕玛考等金矿点的产出均与断裂关系

密切，表明构造蚀变，是区域成矿的主要控制

因素。 

3.4　成矿物质来源

矿集区主要载金矿物为黄铁矿和毒砂为代表

的硫化物矿物，硫同位素可以反映出金的来源。

矿床围岩和蚀变碎裂岩金锑矿石中的黄铁矿单矿

物的 δ34S 值介于 -7.78 ‰～6.54 ‰之间，平均为

-3.356‰[16]，数值变化范围小，有地层硫和再循环

的地幔硫两种硫的来源。

从矿集区矿石中石英碎斑包裹体显微测相、

测温结果认为，成矿物质与 CO2-NaCl-H2O 体系的

流体有关，该体系有两种流体，一是 CO2-H2O 体

系流体，形成温度在 236～315℃，盐度为 2.62%～

7.48% NaCl，富含 CO2、少量的 CH4 和 N2 组分。

二是 NaCl-H2O 体系流体，形成温度有两个区间，

分别为温度 232～275℃，盐度 4.86%～9.47% NaCl
和温度 149～ 229℃，盐度 2.41%～ 8.95%  NaCl。
流体不混溶发生在 236～275℃ 之间，经流体不混

溶作用分离出的 CO2 -H2O 流体和 NaCl-H2O 流体

构成了矿集区最重要的金的成矿流体，为矿集区

提供了丰富的成矿物质。矿集区含矿地层具有金

的高背景，金元素丰度值一般在（31.5～90）×
10-9 之间，高者可达 367.5×10-9。当含矿热液运移

过程中萃取了地层岩石中的部分金，为含矿流体

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来源。可见，矿集区主要成矿

物质来源于原始含矿热液，地层岩石中的金在热

液作用下被活化，补充了一定物质来源，成矿物

质来源呈多源特征[6-7,17-20]。

大场金矿矿集区成矿与区域构造运动关系极

为密切，成矿时期为印支晚期。多期活动的断裂

构造为金矿的形成提供了运移通道和储矿空间，

深源岩浆活动及变质作用为金矿的形成提供了重

要的物质来源，区内三叠系地层岩补充了一定物

质来源。 

3.5　找矿标志

矿集区的找矿标志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构

造破碎带，已发现的金矿床均产于构造破碎带

中，金矿构造控矿明显，矿体严格受构造蚀变破

碎带控制，因此破碎带是区内最重要的找矿标

志；二是土壤异常，通过土壤异常查证进而发现

金矿是区内成熟的找矿方式，土壤异常也是找矿

标志之一；三是围岩蚀变，区内主要的围岩蚀变

有绢云母化、硅化等，这些蚀变与矿化关系极为

密切。 

4　找矿潜力

通过上述对大场金矿矿集区的成矿规律研

究，结合本区已有的研究工作和找矿实践，未来

该区找矿的主攻方向主要为中低温热液成因的构

造蚀变岩型金矿床，且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找矿潜

力区类型（图 1）。

第一类找矿潜力区为已知的阿鹏额一、格涌

尕玛考、旁海等金矿点，断层破碎带、土壤异常

及围岩蚀变等找矿标志明显，通过地表工程圈出

了有一定规模的金矿体，但整体工作程度低，是

未来进一步勘查的重要潜力区。

第二类找矿潜力区为已知矿床延伸的覆盖

区，这部分地区以大场金矿与扎加同哪金矿之间

的第四系覆盖区为代表，其长度约 3000 m，由于

地表覆盖厚，尚未发现具有规模的矿化蚀变带或

矿体。除此之外扎家同哪东部与阿棚鄂一之间的

覆盖区，以及稍日哦、扎拉依矿带均存在规模不

等的覆盖区，这些地区是控矿构造的延伸区，具

有一定的找矿潜力[21]。

第三类找矿潜力区为已有矿床的深部延伸

区，矿集区目前探明的资源量主要来自于浅部近

地表，大场部分矿体向深部未圈闭且矿体具有一

定的品位和厚度，证实了金矿矿体向深部延伸及

巨大的找矿潜力。 

5　结　论

（1）大场金矿矿集区由大场、扎加同哪、加

给陇洼、扎拉依陇洼和稍日哦五个中—特大型金

矿床以及阿棚鄂一、格涌尕玛考、旁安等金矿点

构成，以大场为中心形成方圆 20 km 的金矿床

群，资源量已突破 190 t，资源量巨大，资源分布

集中。

（2）金矿床（点）严格受甘德—玛多区域性

深大断裂带控制，其中加给陇洼、扎拉依陇洼金

矿床分布于大断裂北侧，大场、扎家同哪金矿床

分布于大断裂南侧，而稍日哦金矿床则位于大断

裂上。矿床主要赋存于三叠系地层内，成矿物质

来源于地层和地幔，成矿时代为印支晚期，矿床

类型主要为中低温热液成因的构造蚀变岩型金

矿床。

（3）划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区域找矿潜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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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别为已知矿床点、覆盖区和已知矿床深部

找矿区，扩大了区域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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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logenic Regularity and Prospecting Potential of Dachang gold Ore
Concentration Area in Qinghai Province

Liu Yingdong1,  Cheng Daoming2

(1.Institute of Multipurpose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CAGS, Technical Innovation Center of Rare
Earth Resources,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Research Center of Multipurpose Utilization of Metal Mineral;

Resources of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Chengdu, Sichuan, China; 2.Sichuan Geological and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ureau, Xichang, Sichuan, China)

Abstract: Dachang  gold  ore  concentration  area  is  located  in  Maduo  township,  Qumalai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It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gold  and  antimony  metallogenic  belt  in  the  north  Mount
Bayankala , whichis known as the "gold belt" in Qinghai Province. The estimated gold resource amount has
exceeded  190  t.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e
metallogenic rules of the gold ore concentration area a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o evaluate the regional
ore-prospecting  potential.Research  shows  that  gold  deposits  mainly  occur  in  the  Triassic  strata  and  is
controlled by Gande-Maduo deep fault belt, Dachang, Zhajiatongna, Jiageilongwa, Shaorio and Zhalayi gold
deposits are distribu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fault in a beadlike manner, and the type of deposit is "middle-
low  temperature  hydrothermal  tectonic-altered  rock  type"  gold  deposit,  the  metallogenic  epoch  of  the  late
Indosinian.  The  ore-forming  materials  are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initial  ore-bearing  hydrothermal  fluid,
and some of them are extracted from the surrounding rock strata. There are good metallogenic potential in
the  overburden  area  and  the  deep  part  of  the  gold  deposits,  including  Apengeyiand  Geyonggamakao  gold
point, which are important prospecting areas in this area.
Keywords: Dachang gold mine; ore concentration area;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prospecting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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