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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花岗岩类成矿作用研究与找矿方向

殷先明
‘ ,

杜玉 良
2 ,

殷勇

(l
.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

甘肃 兰州 7 3 0 0 0 0 ; 2
.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

陕西 西安 7 1 0 0 5 4)

摘 要
:

甘肃省花岗岩分布广泛
,

与其有关的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
。

笔者将甘肃省划分为北山
、

敦煌一

阿拉善
、

祁连山及西秦岭 4 个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 区 ; 进一步在北 山
、

祁连山及西秦岭 3 个区划分出 20 个

构造
一

花 岗岩
一

矿化带
;
并就加强花岗岩成矿作用的研究和找矿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思路与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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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花岗岩类分布广泛
,

形成的大地构造环

境复杂
,

成因多种多样
,

与其有关的有色金属钨
、

锡
、

钥
、

秘
、

铜
、

铅
、

锌
、

锑和贵金属金
、

银等矿产资

源十分丰富
。

但长期以来
,

甘肃的铜及多金属找矿

一直侧重于
“

基性
一

超基性岩有关 的铜镍硫化物矿

床
” 、 “

海相火山岩型铜多金属矿床
”

的寻找和研究
,

对花岗岩成矿专属性研究和花岗岩地区的找矿与研

究工作有所忽视
。

近期通过地质大调查及其他资金

项 目的实施
,

发现了一批与花岗岩成矿作用有密切

关系的铜
、

钨
、

钥
、

金等矿产地与重要线索
。

从保

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和甘肃省成矿地质条件来看
,

加强花岗岩成矿专属性研究和花岗岩地区的找矿十

分必要
。

笔者仅就如何开创甘肃找矿新局面提供一

些资料和认识
,

旨在抛砖引玉
。

1 甘肃省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区 (带)初

步划分

甘肃的花岗岩浆活动强烈而频繁
,

从前寒武纪

到中生代均有发育
。

不同成矿带的花岗岩及其含矿

性
,

因其所处大地构造背景与地质构造发展演化特

征不同而各具特点
。

按其分布规律
、

综合大地构造

环境等因素
,

将甘肃省花岗岩划分为北 山
、

敦煌一

阿拉善
、

祁连山及西秦岭等 4 个构造岩浆区 (图 1 )
。

其中
,

北山地 区岩浆活动以晚古生代为主
,

敦煌一

阿拉善区以前寒武纪及晚古生代为主
,

祁连山区以

早古生代为主
,

西秦岭以中生代为主
。

现将北 山区
、

祁连山区 和西秦岭区 3 个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区及其

成矿带划分
。

1
.

1 北山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区

甘肃北山地区花岗岩类侵人岩分布极广
,

约占

露头面积的 3 /5 以上
。

形成时间为早古生代晚期至

中生代末期
,

古生代 中晚期最为发育
。

区 内早古生

代晚期主要形成石英闪长岩
,

少量的斜长花岗岩和

二长花岗岩
;晚古生代中期花岗岩侵人最为活跃

,

主

要为斜长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和闪长

岩 ; 少量的中生代花岗岩侵人岩仅分布在马鬃 山的

东端
。

大致分为 3 个构造花岗岩带
:

北部骆驼峰一黑

条山一六驼山华力西期岛弧岩浆岩带
,

白玉山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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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甘肃省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带划分略圈

Fig
.

1 S ke t eh m a p o f te e to n ie
一
g ra n ite

一

m in e r a liz a tio n be lt d iv is io n o f G a n s u p r o v in e e

1
.

北 山构造岩浆区 ; 2
.

教煌一阿拉善构造岩浆区
. 3

.

祁连山构造岩浆区
. 4

.

西秦岭构造岩浆区

构造单元
: 1

.

北 山古生代褶皱带
; l 一

1
.

北山北部构造带
,

卜 2
.

北山中部构造带
,

卜3
.

北山南部构造带
; 1

.

塔里

木一教煌地块 ; ,
.

阿拉普一华北板块
;

一1
.

龙首山构造带
, , 一

2
.

走廊断陷带
,

一3
.

西秦岭北部摺皱带 ; N
.

柴达木

一秦岭地块 ; IV 一

1
,

北祁连构造带
, N 一

2
.

中祁连构造带
, “ 一 3

.

南祁连构造带
, Iv 一

4
.

马衔山一通渭构造带
, 即 一

5
.

北秦

岭早古生代裂谷带
, IV 一

6
.

中秦岭构造带
, w 一

7
.

南秦岭构造带
, N 一

8
.

摩天岭地体

婆泉一 七一山华力西期岩浆岩带
,

南部北山古生代

裂谷型岩浆岩带
。

依据构造环境
、

花岗岩类型和火

山岩
一

侵人岩建造的特点以及区域矿化组合
、

地球化

学异常
、

矿化等特征
,

划分为 8 个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

亚带〔, ] (表 1 )
。

裹 l 北山地区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带划分及其成矿特征

T a b
.

1 T e e t o n ie
一
g r a n ite

一

m in e r a liz a tio n be lt div is io n a n d m e ta llo g e n e tie e ha r a e te r is t ie s in Be is h a n r e g io n

构构造
一

花 岗岩
一

矿化亚带带 }
地质范围围

}
成矿事实及找矿信息息

扫扫子山一红石山钨
、

钥
、

金
、、

扫子 山一清河 口一芦草井井 有流沙山斑岩铝
一

金矿
,

扫子 山等金矿 23 处
,

矽卡岩型钨矿 4 处
、

热热

铜铜
、

矿化带带 裂谷带带 液型铜矿两处
。

多金属化探异常多处处

红红尖兵山一狼娃 ilJ 鸽
、

金
、、

⋯
破 城 山一查 干春子 井断““ 有红尖兵山石英脉型钨矿

,

热液型铜矿 (化 ) 点 6 处
,

南金山
、

马马

钢钢多金属矿化带带 ⋯
盆 地 白山一狼娃 山的复 背背 庄山

、

狼娃 山等热液型金矿多处
,

铅锌矿化一处
,

综合化探异常 555

}}}}}斜斜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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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

序号 } 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亚带 地质范围 成矿事实及找矿信息

东七一山一鹰 咀山钨
、

铝
、

铜
、

金
、

铅锌矿化带

东七 一 山一洪果 尔早古生

带洋盆褶皱带

公婆泉一通畅口铜矿化带
窑洞努如一公婆泉志 留纪

岛弧褶皱带

花牛 山一辉铜山铜
、

铅
、

锌
、

金多金属矿化带

北 山裂谷型 花 岗岩带 的西

段

将军台一孔雀梁钨
、

锡
、

铝
、

铜
、

金矿化带
北山裂谷带 中西段

黄尖丘一帐房山金
、

钨
、

锡

矿化带
北山裂谷带中东段

已发现索索井矽卡岩铁铜矿
、

老酮沟矽卡岩型铅金矿
、

东七一山斑

岩 型钨相矿
、

索索井铅矿
、

麻黄沟铜矿等

已圈 出化探综合异常 3 处
,

铅锌重砂异常 3 处
,

重力异常 13 处
,

航

磁异常 1 15 处
,

激电异常 15 处
,

瞬变电磁异常 5 处
,

地磁异常百余

处 ; 发现铜矿产地 33 处
,

其中中型矿床为公婆泉斑 岩铜矿
,

矿点 17

处
,

矿化点 15 处
。

铜矿成因类型复杂
,

有 2 个成矿系列
,

5 种成矿

类型
。

分为窑洞一努如一公婆泉岛弧铁铜成矿带和营毛沱一通畅 口

弧后盆地 的铁铜成矿带两个带

以铜为主的综合异常 4 处
,

发现有色金属矿产地 10 余处
。

有磨盘

山
、

玉石岭斑岩铜矿
、

花黑滩铝矿
,

辉铜山矽卡岩型铜矿
、

老金厂

金矿
、

花 西山金矿
、

狼山矽卡岩型铜 矿
、

花牛山矽卡岩 型铅锌矿等

已 圈定 C u
、

P b
、

Z n
、

W
、

M o
、

A u
、

A g 等综合异常多处
,

有色金

属矿点 12 处
。

主要有红沙井斑岩铜矿
,

金场沟一带金
、

铅
、

锌及红

珊瑚 一带的铜
、

锡
、

钨
、

钥等矿 (化 ) 点

多处金化探异常和金矿床 (点)
.

重要的金矿有小西弓
、

金庙沟
、

金

庙井等金矿
。

锡 石重砂与锡化探异常集中在华窑山
、

新井一野马井

一带
,

钨异常主要采集在华窑山和俞井子一带

北 山煤窑一天仑钥铅 锌矿

化带
北山裂谷带东段

与铜
、

金相关的化探异常 15 处
,

航磁异常 18 处
。

已发现中型斑岩

型 白山堂铜铅矿
,

东铅炉子铅锌矿
,

大红山矽卡岩型铁铜矿
,

玉山

矽卡岩型钨矿
。

并有钨锡化探异常和 白钨矿
、

锡 石重砂异常
,

白山

堂北一带有锡石重砂异常和 S n 化探异常

1
.

2 祁连山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区

该区花岗岩以古生代为主
。

除个别岩体属混合

花岗岩外
,

其余多为同造山期 I 型花岗岩
。

前长城

纪花岗岩见于肃北
、

昌马及马衔 山等地
,

侵人于马

衔山群和敦煌群中
。

早古生代早期花岗岩有斜长花

岗岩
; 中期石英闪长岩

、

闪长岩见于山丹
、

永昌及

兰州一带
,

断续分布于北祁连北缘
; 早古生代晚期

花岗岩最为发育
,

分布于中
、

北祁连
,

与成矿关系

密切
;
晚古生代花岗岩在昌马一带零星出露

。

中新

生代花岗岩主要分布于祁连东端
。

可进一步将祁连山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区划分为

9 个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亚带 (表 2 )
。

表 2 祁连山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带划分及其成矿特征

Ta b
·

2 T e e to n ie
一
g r a n ite

一

m in e r a liz a tio n b e lt d iv is io n a n d m e ta llo g e n e tie e ha r a e te ris ties in Q ili
a n m o u n t a in

序序号号 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亚带带 地质范围围 成矿事实及找矿信息息

lllll 阿尔金 山东段一祁连 山西 段铜铜 阿尔金 断裂带东段及与教煌地地 侵人岩为加里东早 一中期深源石英闪长岩
、

闪长岩
、

花岗岗

多多多金属矿化带带 块
、

祁连 山构造带交汇部位位 岩
,

华力西期中段为酸性岩浆侵人岩
,

较晚的有燕山期 花花

岗岗岗岗岗岩
.

1 / 2 0 万水系测量铜异常 3 处
,

钨异常多处
; 重砂异异

常常常常常有
:

毒砂异常
、

妮担铁矿
一

锡石
一

白钨矿异常
、

锡石
一

白钨钨
一一一一一

辉钻
一

辉翎矿异常
、

铅
、

锡异常
。

已发现龙尾沟斑岩铜矿
、、

雁雁雁雁雁丹图矽卡岩铅锌矿和热液铜矿点 5 处处

22222 野马山复背斜钨
、

翎
、

铜矿化带带 中祁连隆起的中部部 花 岗岩沿野 马山复背斜轴部侵人
。

已发现野马滩石英脉钨钨

铝铝铝铝铝矿
、

查干布尔吸斯斑岩型相矿 (? )
、

白石头河汞矿和热热

液液液液液型铜矿点 3 处
、

铅锌矿点 l处
。

有黑钨矿
、

锡石
、

辉相相

及及及及及铜
、

铅矿物重砂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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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jjj平号号 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亚带带 地质范围围 成矿事实 及找矿信息息

33333 刃 岗沟一塔尔沟钨
、

铅锌多金属属 中祁连 隆起带之大雪 山坳陷 的的 受北祁连南缘深断裂控制
。

大型塔尔沟矽卡岩白钨矿
、

脉脉

矿矿矿化带带 北缘缘 状黑钨矿床即产于该带中
,

有石洞沟铅锌矿及其他锑
、

毒毒

砂砂砂砂砂
、

铅锌矿点
.

1 / 2 0 万化探扫面圈有大的 w
、

S n
、

M o
、

Biii

异异异异异常
,

l / 2。万区调圈有黑钨矿
、

白钨矿
、

锡石 等重砂异常常

44444 石油河脑一镜铁山铁
、

炯钨铂多多 北祁连摺皱带中
,

受走廊南山北北 岩浆侵人以酸性岩为主
,

次为超基性
一

基性岩
.

除有 w
、

S n
、、

金金金属矿化带带 坡和黑河西部深断裂带控制制 M o 、 B i
、

Pb
、

Z n 异常外
,

尚有 A u
、

H g
、

A s
、

Sb 异常
,

有有

白白白白白钨矿
、

辰砂
、

铅族矿物
、

铜族矿物等重砂异常
,

石油河河

脑脑脑脑脑白钨矿异常达 “ k m Z ,

大型小柳沟矽卡岩型白钨矿和斑斑

岩岩岩岩岩铝矿
、

镜铁山铁 (炯 ) 矿产于该带中
,

其他矿化点有大大

洪洪洪洪洪沟铜矿
、

大东沟铅矿
、

石油河脑东铅矿等等

55555 西 柳沟一西抽 山鸽铜多金 属矿矿 走廊南 山北坡复向斜中
。

走廊南南 加里东晚期 黑云母花岗岩俊人于志 留系变质碎屑岩央 安安

化化化带带 山北坡深断裂北侧
,

妖魔山一西西 山玄武岩及凝灰岩中
。

已发现钨铝矿点 6 处
,

铅锌矿点 222

擂擂擂擂山摺皱带东段段 处
。

岩体内接触带为黑钨矿
一

辉铝矿
,

外接触带为石英脉型型

白白白白白钨矿
,

1 / 2 0 万化探有 W
、

S n
、

M 。 、

Bi 异常
,

并有黑钨钨

矿矿矿矿矿及方铅矿重砂异常常

66666 西 大河一莲花山钨
、

秘
、

拐
、

铜铜 北祁连走廊过彼带之内外接触触 出解地层为寒武系
、

奥陶系一套碎屑岩
。

加里东中晚期花花

矿矿矿化带带 带的盖掌大坂一莲花 山古隆起起 岗岩怪人其中
.

1 / 2。万化探的 4 个异常元家组合相似
,

主主

中中中中中 要为 W
、

B i
、

S n
、

M o
、

F
、

H g
、

S b
、

A u
等

,

与花岗岩有有

联联联联联系
.

馒头山一金井子一带有石英脉型秘
、

鸽
、

锡矿点
,

附附

近近近近近有铜多金属矿
、

萤石矿点
.

有锡石
、

错石
、

曲晶石重砂砂

异异异异异常常

77777 银灿沟至天祝双 龙沟钥多金月月 走脚南山北坡复向斜和走廊南南 受北祁连山北缘深断裂带与走脚南山北坡深断裂控朋
。

出出

矿矿矿化带带 山南坡复背斜交接处处 峪地层为奥肉系一套火山岩及志留系
,

泥盆系
、

石炭系和和

二二二二二登系碎屑岩
。

花肉岩任人活动强烈
.
1 / 2 0 万化探有 3 个个

异异异异异常
:

一 为 W
、

Bi
、

M o
、

Sn
、

Pb 异常
,

其他两异常为 C u
、、

HHHHHHHHH g 、

A s
、

Sb
、

A a 、

P b
、

Z n 、

A g 异常常

88888 朱岔一仙密科钥
、

鸽
、

金
、

铅
、

锌锌 中祁连北缘仙密大山褶皱带中中 地层为前长城系马街山群一套中深变质破酸盐岩
一

火 山岩岩

多多多金月矿化带 [幻幻幻 建造和变质火 山岩硅质岩建造
,

加里东中期花肉岩沿朱岔岔

一一一一一乌鞘岭南北向基底断裂和北西向断裂交汇处畏人
.

区内内

有有有有有火山喷流沉积
一

区城变质
一

岩浆热液盛加层控改造型朱朱

岔岔岔岔岔白钨矿层控矿床
,

花石峡鸽相矿点
.

白钨矿 , 砂异常 333

处处处处处
,

曲晶石异常 1 处处

99999

⋯一一
处于南祁连山相皱带北缘西段

。。

主要地层为奥肉系
。

花岗岩为早古生代中期花岗闪长岩和和

南南南南北边界分别为北宗务隆断裂裂 斜长花岗岩
,

与花岗岩俊人活动有关的金矿 10 余处
,

矿床床

和和和和中祁连南缘断裂裂 位于岩体内外带
。

铜矿化 4 处
,

小黑刺沟可能为斑岩型铜铜

矿矿矿矿矿
。

沿党河有七十二道金沟砂金
、

l/ 2。万化探金异常多多

处处处处处
,

5 处查明为金矿引起
,

强异常元素组合为 A u
、

A 。
、

Sb
、、

CCCCCCCCC u
、

Z nnn

1
.

3 西 . 岭构造
一

花肖岩
一

矿化区

花岗岩出井受构造控制
,

呈带状分布
,

具分段

集中特点
。

岩体总体属钙碱性
一

碱性系列
,

普遍贫重

稀土而相对集中轻稀土
。

属 I 型和 S 型两大类
,

但

多数岩体具一个类型为主兼有另一类型的特点
。

花

岗岩侵人活动受控于区域构造运动
。

晋宁期
、

加里

东末期和印支期一燕山期是西秦岭构造运动最为强

烈的 3 个时期
。

空间分布呈现出 3 个构造
一

花岗岩
-

矿化亚带〔, 〕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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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西秦岭构 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带划分及其地质特征

T a b
.

3 T e e t o n ie
一
g r a n it e

一

m in e r a liz a t io n b e lt d iv is io n a n d m e t a llo g e n e tie e ha r a e t e r is tie s in th e
W

e st Q in lin g

序序号号 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亚带带 地质 范围围 成矿事实及找矿信息息

11111 北秦岭金
、

铜多金属矿化带带 处于北秦岭加里东摺皱带党川川 主要分布有早古生代李子园群
、

泥盆 一石炭系大草滩群等
。

广广

一一一一太 阳寺一带带 泛发育加里东期 和印支期一燕 山期花岗岩侵人体
,

主要为二 长长

花花花花花岗岩
,

具多旋回
、

多期次活动的特点
。

区内有多个 A u
、

A g
、、

SSSSSSSSSb
、

A s
、

H g
、

C u
、

Pb
、

Zn
、

W
、

S n 综合异常
。

铜
、

铅
、

锌
、、

铝铝铝铝铝矿产地 10 余处
,

金矿 30 余处
,

以 柴家庄中型金矿
、

太阳山山

斑斑斑斑斑岩型铜矿为代表表

22222 红崖一礼县铅锌
、

金
、

铜多多 中秦岭华力西期摺皱带中中 地层以泥盆系
、

石炭系为主
,

二叠系
、

三系叠零星分布
。

花 岗岗

金金金属矿化带带带 岩侵人活动强烈
,

具多旋回多期次特点
,

以印支期花岗岩侵人人

最最最最最为强烈
,

其次是华力西和燕山期
,

有习称
“

五朵金花
”

的 555

个个个个个二长花岗岩体
,

其中的温泉岩体就有 5 期岩浆活动
。

同花 岗岗

岩岩岩岩岩有关的矿化 主要有金
、

铀
、

钨
、

锡
、

钥
、

铜等
。

以李坝金矿矿

为为为为为代表的产在花岗岩外接触带 的金矿 10 余处
,

雪花 山钨锡矿 lll

处处处处处
,

阴坡 山斑岩钥铜矿 1 处
,

铅锌
、

铜矿产地数处处

33333 夏河一冶力关铜
、

金多金属属 中秦 岭和南秦岭 华力西褶 皱带带 地层主要为二叠系和石炭系
。

印支一燕山期花岗岩侵人频繁
。。

矿矿矿化带带 交接处处 主要为花 岗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
、

二长花岗岩
、

石英二长花岗岗

岩岩岩岩岩等
。

主要矿床有龙得 岗斑岩铜矿
,

兴时沟斑岩型钨铝铜矿
,

阿阿

芒芒芒芒芒沙吉斑岩铜金 矿
,

早仁道斑岩金矿
。

甘坪寺锡矿
,

矽卡岩型型

和和和和和热液型钨
、

铜
、

钥
、

砷 矿床十余处
。

与花岗岩矿化有关的矿矿

床床床床床类型和元素组合复杂杂

2 加强花岗岩成矿作用研究与找矿工

作的几点建议

2
.

1 花岗岩相关矿产是实现甘肃找矿新突破的重

要方面

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化带的发育及其地质成矿特

征
、

成矿事实和找矿信息
,

说明与花岗岩相关矿产

是甘肃重要的成矿种类与类型
,

广泛发育
、

较为强

烈的花岗岩成矿作用与成矿有利条件
,

显示了良好

的找矿前景与成矿潜力
。

近年来
,

甘肃在祁连山西

段新发现的与花岗岩相关的小柳沟等数处大一中型

钨 (铂 ) 矿床
、

龙尾沟斑岩型铜钥矿
、

西秦岭北带

温泉斑岩型钥 (铜 ) 矿床以及北山玉山钨矿等
,

不

仅标志着找矿方面的主要突破与进展
,

也表明围绕

花岗岩矿产的找矿工作愈来愈显得重要和突出
。

作者通过区域成矿背景研究及重要矿床的成矿

条件分析认为
,

多期次的
、

尤其是印支一燕山期构

造
一

花岗岩浆活动
一

成矿作用
,

不仅在甘肃主要成矿

带形成了众多与花岗岩相关的多金属矿产地
,

而且

对先期形成的其他类型矿产有着一定的叠加
、

改造

与成矿富集作用闭
。

2
.

2 斑岩型矿床应是当前甘肃花岗岩地区的主攻

矿床类型

近年来
,

邻区东天山及蒙古在斑岩型铜
、

金及

多金属找矿方面获得的重大突破
,

以及区 内已发现

的两个中型斑岩型铜矿 (公婆泉
、

白山堂 )
,

证实了

甘肃北山地 区具有形成斑岩型铜及相关矿产的条件

与潜力
; 早已发现斑岩型矿床的西秦岭地区 ¹

,

近年

来又有新的发现 (武山县温泉等 ) ; 地质大调查项 目

陆续发现的小柳沟斑岩型铂 (钨 ) 矿
、

龙尾沟斑岩

型铜 (钥 ) 矿等
,

反映了祁连山地区具有 良好的斑

岩型矿产的成矿条件与找矿前景
。

甘肃斑岩型铜及多金属矿产的勘查研究
,

应从

已知典型含矿斑岩体解剖入手
,

将工作重点放在岩

体深部和近外围处
;
加强对有矿化或化探异常显示

的斑岩体 (群 ) 的检查评价与找矿工作
,

如
,

西秦

岭的夏河一合作
、

武山温泉一天水太阳山一带
,

祁

¹ 西秦岭斑岩铜矿成矿特征初步认识
,

甘肃省地质局研究队
, 19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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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东段的张家川一清水一带等
,

可望发现新的斑岩

型铜多金属矿产地
。

注意加强北 山
、

祁连
、

西秦岭

近东西向构造带与北北东 向印支一燕山期构造
一

岩

浆岩带交汇地段的斑岩型及其他类型矿产的找矿
。

斑岩型矿床的矿产种类和组合也极为多样
,

有

钥
、

铜
、

金
、

铜
一

金
、

铜
一

钥
、

金
一

钥
、

钨
一

钥
、

铜
一

砷
、

铜
一

铅 等
。

斑岩矿床往往不是孤立的一种类型
,

经常

形成系列和多类型组合
。

因此
,

工作中应注意斑岩

型
一

矽 仁岩型
一

热液型等成矿类型与多矿种的综合找

可

2
.

3 科学筛选靶区是提高花岗岩区找矿成效的关

键

七; 期以来
,

国内外在花岗岩地质与成矿关系研

究及其相关矿产的找矿方面
,

已有很丰富的成果与

成熟的经验值得借鉴
。

甘肃花岗岩区找矿靶 区优选
,

应结合有利于花岗岩成矿的大地构造背景
,

紧密围

绕含矿花岗岩 (或隐伏花岗岩 ) 体进行
。

从甘肃花

岗岩类岩石的时空分布与地质构造发展演化的关

系
.

以及花岗岩的形成
、

演化与相关矿源层的形成

历史与构造环境出发
,

充分收集利用已有地质
、

矿

产和物
、

化
、

遥有关资料
,

研究分析所有矿化信息

及新发现矿化线索
,

按照花岗岩成矿序列
、

有关成

(找 )矿模式理论进行科学分析
。

总结与花岗岩相关

矿产的空间组合
、

分带及区域成矿规律
,

分析确定

成矿类型与主要控矿因素
,

以含矿花岗岩体为中心

进行综合研究分析
,

结合已有矿化线索与成矿地质

条件
,

预测成矿有利地段
,

合理圈定
、

筛选找矿靶

区
。

2
.

4 加强与花岗岩有关的典型矿床研究
,

推进新区

找矿工作

花岗岩的成矿作用极其复杂
,

不是有花岗岩就

有矿
。

矿化与成矿地质构造背景和花岗岩地区地质

发展演化密切相关
,

因此研究典型矿床的形成过程

十分重要
。

例如
,

李坝金矿的含金建造为成矿提供

了七要矿源
,

花岗岩岩浆不仅提供了热动力条件
,

也

带来了一定的成矿物质
;
断裂形成了导矿和容矿构

造 北山地区的红尖兵山石英脉黑钨矿床
,

矿体产

于花岗岩中
,

岩体产于酸性火山岩的破火山 口中
,

火

山岩与花岗岩为同源岩浆
,

钨从喷发到侵人逐步富

集而形成高温热液矿床
。

塔儿沟大型钨矿为火山沉

积 变质
、

交代似矽卡岩矿床以及混合矿源
、

热液
一

充

填石英脉型两类矿床 的组合
,

前长城系围岩的高钨

背景和岩体富钨
,

加上构造和热液的作用 而形成矿

床仁5一 6」
。

小柳沟钨钥大型矿床属火山喷发沉积
一

岩浆

热液改造型矿床
,

火山喷发沉积形成 W
、

M o 矿源

层
,

花岗岩侵入上拱形成有利的构造
,

岩浆侵人产

生的含矿热液进人原始矿源层使其富集形成矽卡岩

型钨矿床川
,

岩体形成斑岩型铂矿床
。

龙德岗为爆发

角砾岩型铜砷矿床
。

可见所谓地层
一

构造
一

花岗岩
一

矿

化
“

四位一体
” ,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成矿作用
“

组

合
”

而成的成矿体系
。

为提高找矿成功率
,

必须认

真总结区域成矿作用和典型矿床的成 (找) 矿模式
,

以指导
、

推进新区的找矿工作
。

2
.

5 根据不同的情况
,

选择有效的找矿手段

甘肃的地质工作程度普遍较低
,

地表露头矿仍

在不断发现
。

就花岗岩与成矿作用的关系研究以及

花岗岩地区的找矿而言
,

与华南地区相差甚远
,

从

目前看尚难进行理论找矿
。

现阶段花岗岩区的找矿

工作应选择与相关矿种
、

成矿类型勘查的有效方法

手段
。

如
,

结合化探异常
,

利用较大比例尺遥感解

译
、

圈定环形构造
,

有效发现小的含矿花岗岩体
; 利

用重砂异常追索法对确定钨
、

锡
、

钥
、

秘
、

金等矿

产的矿化范围十分有效
; 1 / 2 0 万化探扫面的多金属

综合异常
,

特别是 W
、

S n 、

M 。 、

Bi 的综合异常更是

与花岗岩有关矿床的间接标志
。

在找矿中要因地制

宜
,

选择不同的物探方法寻找隐伏成矿岩体和隐伏

一半隐伏矿体
。

钻探和坑探深部工程
,

是实现找矿

突破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

尤其是对 以往勘查过的
、

由

于某些原因停下来的矿床
,

应进行深部工作
,

以求

区域内的点上突破
。

甘肃省区域矿产调查工作程度

相当低
,

1 /5 万区调完成的面积很少
,

应选择有利地

段有计划的开展战略性矿产远景调查
。

开展成矿基

础地质与多方信息综合分析
,

进行区域成矿研究预

测
,

不断提高找矿效果和水平
,

逐步实现由就矿找

矿向理论指导找矿的过渡
。

2
.

6 资料二次研究和开发是提商找矿效率的孟要

保障

几十年来
,

甘肃地质矿产工作获得了极丰富的

资料
。

对以往资料的分析研究
,

从中提取找矿信息

和线索
,

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s 一 9〕
。

近期发现的有

价值的工业矿床
,

绝大多数是以往的矿化线索
,

老

矿点或老的找矿信息
。

应重视花岗岩体内部的矿产
,

尤其是大的花岗岩体的多旋回
、

多期次
、

多阶段特

点的观察研究
;注意加强有成矿意义的小斑岩体

、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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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花岗岩类成矿作用研究与找矿方向

期岩脉和蚀变岩体的调查研究
。

对各种 比例尺的地

质矿产调查
、

矿产勘查
、

物化探
、

科研和多轮次成

矿预测等资料的开发研究
,

是现阶段找矿极其重要

的途径
。

一些老一代地质工作者累积了大量的成矿

信息与认识
,

并随着地质科学的发展
,

以新的思路

参与了多轮次的矿产调查
、

研究与论证工作
。

在当

前年轻技术人员相对缺乏的情况下
,

充分发挥他们

的作用
,

搞好资料的二次开发与研究
,

是切实可行

和行之有效的举措
。

新形势下的甘肃矿产勘查工作
,

既有新的机遇
,

也遇到新的挑战
。

利用新的成矿理论
、

新的矿产勘

查研究成果与成功经验
,

对于老矿床
、

老矿点
、

矿

化线索重新认识和系统研究
,

寻找新的成矿类型
、

开

辟新的找矿区段
,

是实现甘肃找矿新突破的基本思

路与策略
。

强调加强甘肃花岗岩区的地质找矿与研

究工作
,

是具体落实找矿突破的重要切人点
。

我们

不仅要有在甘肃实现找矿新突破的信心和意识
,

更

要探索开创找矿新局面的有效途径与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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