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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昆仑它温查汉铁多金属矿床控矿因素、
找矿前景及方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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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矿床成矿地质背景和矿床基本特征入手,探讨了它温查汉西铁多金属矿形成的基本条件和

找矿前景,并指出了进一步找矿的方向。它温查汉西铁多金属矿矿床是一处隐伏于广厚覆盖层下的矽

卡岩型矿床,位于柴南缘祁漫塔格成矿带,华力西期的酸性侵入岩和滩间山群 (OST)碳酸盐岩接触

带形成典型的矽卡岩型铁铜锌金等工业矿体。发现该矿主要是根据1∶1万高磁测量圈定的11处异

常,今后找矿思路应逐步由磁异常导向找矿向地质规律和异常结合找矿的方向改变,并总结成矿规律

和异常-矿体空间分布规律,不断探索和使用新方法。认为C5异常东段、C11异常正负异常伴随处、

C6异常、C8异常南侧东西两端相对游离于大面积异常的地段都是找矿的有利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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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温查汉铁多金属矿床地处那陵格勒河西侧现

代沙丘腹地,矿体均隐伏在第四系风积砂覆盖层

下,最早是在2006年经验证物探磁异常所发现

(寇玉才等,2010),后经商业及地勘单位多年地质

勘查,现已获取铁矿石资源量超过2000×104t,
是继野马泉和尕林格外该区近几年发现的同类型铁

多金属矿床之一。

1 地质背景及区域矿产

它温查汉铁多金属矿床位于祁漫塔格山东南

段,昆北断裂之北侧,属大陆边缘活动区 (于文杰

等,1986),其成矿作用具有多期性和多样性的特

点。华力西—印支期是该带最重要的成矿时期,以

岩浆成矿作用为主,形成特色的矽卡岩型-热液型

铁、锡、铜、多金属矿产 (丰成友等,2010)。该

成矿带内生金属矿产比较丰富,是省内重要的铁、
多金属成矿带之一。成因类型主要为矽卡岩型和热

液充填型,在时间上多与华里西晚期中酸性侵入岩

体有关,围岩多为滩间山群和石炭系的碳酸盐岩。
印支期、燕山期侵入岩与寒武—奥陶纪、石炭纪、
古元古代的碳酸盐岩接触带内见有矽卡岩形成,并

形成了区域主要的矽卡岩型铁多金属矿床 (野马泉

矿床、尕林格矿床)。
区域内已发现的矿产丰富。其中,中型矿床5

处 (肯德可克、野马泉、牛苦头、尕林格、它温查

汉),已发现的矿床类型主要有矽卡岩型、斑岩型、
热水喷流沉积-热液改造型。发现的矿种多样,有

铁、铜、铅、锌、钴、铋、钼、锡及金、银。
矽卡岩型以野马泉矿床、它温查汉矿区为代

表。该类型矿床成矿母岩以中-酸性侵入岩为主,
围岩为奥陶—志留系滩间山群、上石炭统缔敖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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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岩 (李文渊,2010)。矿体多分布于外接触

带,受侵入接触带、岩浆岩条件、围岩岩性、断裂、
裂隙及层间构造综合控制。北西西向断裂控制了岩

体展布和矿体分布,为矿区控矿构造,晚华力西—
印支期中-酸性侵入岩与奥陶—志留系滩间山群、上

石炭统缔敖苏组碳酸盐岩缓接触带,尤其是舌状凹

陷带 是 寻 找 厚 大 矿 体 的 有 利 部 位 (刘 云 华 等,

2005),地磁异常是找铁最为重要的地球物理标志。
矽卡岩型矿产发现的较多,以往多以找铁为

主,近年在铁矿边部发现有多金属,并在野马泉矿

床、它温查汉矿床深部有较好的可控源和瞬变电磁

异常显示,地磁异常正演结果也表明深部存在隐伏

磁性体。
它温查汉地区位于野马泉以东、尕林格西南,

地表为现代沙丘覆盖,覆盖层 (风积砂层)达40
~250m,只有零星基岩出露。零星出露和深部的

地层主要是上泥盆统牦牛山组 (D3m)中基性火山

岩和滩间山群 (OST)碳酸盐岩岩、片岩、火山

岩。岩浆岩主要是华力西期酸性-中酸性侵入岩,
岩石类型为以二长花岗岩和钾长花岗岩为主的花岗

杂岩体。滩间山群实际上是侵入岩内的残留体,向

东厚度变大,向西宽度变窄 (图1),其与华力西

期侵入岩的接触带便形成了典型的矽卡岩型铁多金

属矿体 (曹德智,2010)

2 矿床及矿体地质特征

它温查汉矿区圈定4个矿带,与物探磁异常对

应。最主要的是C5异常的1号矿带,走向与异常

长轴方向一致,长度约3km。呈长条带状,走向

一般70°~85°,倾向北北西,倾角45°~50°。矿石

的工业类型为铁铜锌金矿石,矿石自然类型以原生

矿为主,靠近覆盖层处有赤铁矿化、褐铁矿化和轻

微孔雀石化等。已初步圈定铁铜锌等多金属矿体8
条,其中,多金属矿体5条,铜矿体2条,金矿体

1条(图2、图3)。
由北到南,由上到下分别编号Ⅰ-1至Ⅰ-8。其

中,Ⅰ-7矿体呈长条带状,平均厚度为15m,长

度约1730m,是预查区规模最大的矿体。铁、
铜、锌矿体为同体共生,并伴生Au,包括1层铁

矿体、3层锌矿体、5层铜矿体和1层伴生金矿体。
其中,MFe含量最高58.5%,平均36.2%;Cu
含量 最 高 4.48%,平 均 0.72%;Zn 含 量 最 高

14.9%,平均3.76%。矿体顶板为大理岩,底板

为钾长、二长花岗岩,属矽卡岩型多金属矿体。矿

石呈中细粒变晶结构,致密块状构造,主要矿石矿

物为磁铁矿、黄铜矿和闪锌矿等。脉石矿物成分较

复杂,主要有透辉石、石榴石、透闪石和方解石

等,次为绿帘石、绿泥石、石英等。Ⅰ-4矿体呈

脉状,平均厚度为7.22m,长度约880m。铁、
锌、铜矿体为同体共生,MFe含量最高达58.2%,
平均为33.9%。Cu含量最高为0.87%,平均为

0.60%。Zn含量最高达2.04%,平均为0.96%
(表1)。含矿岩性为闪锌矿黄铜矿磁铁矿化矽卡

岩,矿体顶底板岩性均为阳起石透辉石矽卡岩,属

矽卡岩型多金属矿体。矿石呈中细粒粒状变晶结构,

表1 它温查汉铁多金属矿区主要矿体特征一览表

Tab.1 ThemainorebodiescharacteristicsinthewestTawenchahanpolymetallicoredistrict

矿体编号
长度/
m

平均真厚/m 平均品位/% 主要矿石矿物

总体 MFe Cu Zn Au MFe Cu Zn
Au/
×10-6

Ⅰ-1 400 8.58 8.58 6.98 磁黄铁矿、黄铜矿

Ⅰ-2 400 3.82 2.34 1.48 0.49 4.88 黄铁矿、黄铜矿

Ⅰ-3 400 4.48 2.2 3.05 33.9 0.6 0.96 磁铁矿、黄铜矿

Ⅰ-4 880 4.64 4.64 2.43 3.33 41.6 0.66 1.13 磁铁矿、黄铜矿、闪锌矿

Ⅰ-5 880 7.66 7.66 3.56 0.77 50 0.93 1.0 磁铁矿、黄铜矿、闪锌矿

Ⅰ-6 880 1.88 1.88 0.95 黄铜矿、黄铁矿

Ⅰ-7 15.0 15.96 8.55 9.88 0.57 36.2 0.72 3.76 8.61 磁铁矿、黄铜矿、闪锌矿

Ⅰ-8 800 5.86 5.86 3.37 30.7 0.5 磁铁矿、黄铜矿

Ⅲ-1 400 3.56 3.56 2.74 1.93 40.6 1.05 1.37 磁铁矿、黄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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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它温查汉C5异常区254勘探线剖面图

Fig.2 The254prospectinglineprofilemapintheareaof
C5magneticanomaliesinTawenchahan

1.第四系风积砂层;2.第四系残积砂砾石层;3.滩间山群

结晶灰岩;4.滩间山群灰白色大理岩;5.透辉石矽卡岩;

6.中—粗粒二长花岗岩;7.铁多金属矿体及其编号

致密块状构造。主要矿石矿物为磁铁矿、黄铜矿和

闪锌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透辉石、阳起石、绿泥

石和透闪石等,局部也见有少量石榴子石。它温查

汉西C6异常也圈定了小规模的热液充填型黄铜矿矿

体和赤铁、磁铁矿矿体。该异常孔内上部为结晶灰

岩、黏土岩,下部为褐红色中粗粒大理岩。中间有

较小的辉绿岩脉和石英脉等,这些岩脉与铜、铁、
金等矿化关系极为密切,除围岩矿化蚀变外,本身

即构成铁、铜矿体。矿体厚度1~10m不等,黄铜

矿化基本为细脉状、稀疏浸染状,磁铁矿化则呈稠

密浸染状和团块状,近矿围岩内有明显的金矿化,
靠近地表处赤铁矿化强,赤铁矿与磁铁矿共生。

3 控矿因素分析

3.1 成矿母岩

它温查汉矿区主要的铁多金属矿体均赋存于华

图3 它温查汉C5异常区262勘探线剖面图

Fig.3 The262prospectinglineprofilemapintheareaof
C5magneticanomaliesinTawenchahan

1.第四系风积砂层;2.滩间山群结晶灰岩;3.滩间山群

灰白色大理岩;4.透辉石矽卡岩;5.中—粗粒二长花岗岩;

6.铁多金属矿体及其编号

力西期二长花岗岩、钾长花岗岩和大理岩等碳酸盐

岩的接触带。因此,华力西期酸性侵入岩是重要的

成矿母岩,与区域上印支期成矿时代不尽相同 (李
光明等,2001)。图4中二长花岗岩和蚀变花岗岩

Ag、Au含量平均值偏高,未蚀变的大理岩和灰岩

内各类元素含量偏低,说明矿质来源为华力西期酸

性侵入岩。

3.2 地层及围岩岩性

祁漫塔格地区赋矿围岩一般为奥陶—志留系滩

间山群 (OST)和上石炭统缔傲苏组 (C2d),岩

性为大理岩、含碳灰岩等 (党兴彦等,2006)。它

温查汉西地区则主要为滩间山群 (OST)大理岩,
少量为灰岩。一般而言,大理岩与岩体的接触带与

矽卡岩型黄铜矿黄铁矿磁铁矿矿化关系密切,灰岩

则主要与热液型铜金矿化有关。成分不纯对成矿有

利,在构造变形及岩浆侵入过程中破碎,也易形成

层间滑动及层间剥离,这对成矿非常有利。硅泥质

岩惰性组分高,化学性质不活泼,有效孔隙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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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它温查汉西地区各类岩石成矿元素平均含量对照图

Fig.4 Contrastshowingtheaveragelevelofore-formingelementsinvariouskindsofrockintheTawenchahanarea

不利于溶液渗透,且岩石可塑性强,不易破碎,对

矽卡岩化和热液蚀变的进行有一定的阻滞和隔挡作

用。

3.3 小构造的控矿作用

接触带产状:较缓接触带成矿比陡接触带好,

C5西段、C11异常区都存在这样的规律,接触带

产状较缓,一般小于50°,产出的矿体较连续,厚

度大,且品位高。
小断裂带:C5异常262线上可见与较小的断

层破碎带有关的金矿化,厚度达12m,Au含量最

高达34×10-6。含矿岩石为碎裂状矽卡岩、碎裂

岩化二长花岗岩。除Au外,无其他元素矿化,显

示了铁多金属成矿期后低温条件下构造叠加成矿的

特点。

4 找矿前景及方向

它温查汉地区矿体均为盲矿体,隐伏在现代沙

丘之下,找矿手段主要是磁法物探加钻探,主要依

据是磁异常。2009~2011年的地质工作初步建立

了勘查区覆盖层下各种地质体分布架构,绘制了勘

查区基岩地质推断图,对勘查区物探磁异常找矿向

地质规律和磁异常 (地面、井中)结合的综合信息

找矿过渡有积极意义。
(1)从磁异常角度来看,该区2009年圈定11

处磁异常,形成南正北负、大致东西向展布,长达

18km的磁异常带。通过两年来的异常钻探验证工

作,C5、C6、C11、C8等异常已发现铁多金属矿

体。尤其C5异常,规模较大,峰值较高,带状展

布,已圈定8条铁、铜、锌和金矿体。根据对比分

析看出,在沙丘覆盖区,相邻3~4条磁测线磁异

常峰值大于300nT,且异常游离于大面积低缓异

常者能找到磁铁矿型铁多金属矿体的可能性较大。
异常呈等轴状者矿体规模较小,带状分布者矿体

(或矿带)长度与异常长度相当。Cu、Zn一般与

Fe同体或异体共生,很少形成独立矿体。
从本区情况来看,C1异常形态虽然较好,规

模较大,但经钻探验证,认为异常由含弱磁性的火

山岩引起。C5异常东段异常趋弱,可寻找铁多金

属矿体,西段异常衰减很快,找矿前景不大。C6
异常强度很大,但规模较小,已找到异常源 (赤铁

矿磁铁矿矿体),但两侧布置的勘探线见矿较差,
进一步找矿的价值不大。C11、C9异常面积较大,
但异常低缓,负异常不明显,可能是磁性体埋深大

或由其他地质体引起,需进一步进行钻探验证。
(2)从地质的角度出发,该区含矿的矽卡岩带

和矿体均赋存在岩体和滩间山群碳酸盐岩的接触

带。因此,勘查区广泛分布的接触带是找矿的有利

部位。磁异常较强的地段可寻找磁铁矿矿体,无磁

异常或磁异常较弱的地段可寻找多金属矿化线索及

矿体。
结合二者分析,该区C5异常东段可在异常引

导下先确定接触带或矽卡岩带的空间位置及其产状

特征,再寻找铁、铜、锌、金等矿体。C11—C9
异常为弱磁的正异常,负异常不明显,应选择异常

相对较强,且正负异常伴随的地段优先开展钻探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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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寇玉才等,2010)。找到接触带、矽卡岩带或

矿体后,以地质、物探手段相结合,沿走向和倾向

进一步追索控制。C8异常面积大,形态呈近似等

轴状,异常内部 (尤其正异常区)形态复杂,有叠

加复合的现象。2009~2010年布置2条勘探线、4
个钻孔,虽然成矿地质条件充分具备,也有较好的

磁铁矿矿化,但未找到具规模的矿体。下一步可在

异常南侧东西两端异常相对游离、峰值相对较高的

地段布置钻探工程进行验证找矿。

5 结论

它温查汉地区成矿地质背景与野马泉、尕林格

相类似,同处构造带,控矿因素主要有成矿母岩

(华力西期酸性侵入岩、辉绿岩脉等)、围岩等因素

(滩间山群大理岩)。此外,成矿后期也有热液交代

和与构造破碎带有关的多金属矿化。
该区异常众多,目前,对这些异常基本均进行

了钻探验证,但除C5外其他异常均只有1~2条

线或1~2个钻孔进行了初步验证。该区成矿地质

条件优越 (华力西期酸性花岗岩和滩间山群大理岩

接触带)、分布广、成矿周期较长。因此,该区寻

找铁多金属矿的潜力仍然较大。
今后找矿思路应逐步由磁异常导向找矿向地质

规律和异常结合找矿的方向改变,并总结成矿规律

和异常-矿体空间分布规律,不断探索新方法的使

用。C5异常东段、C11异常正负异常伴随的地段、

C6异常、C8异常南侧东西两端相对游离于大面积

异常的地段都是找矿的有利地段。同时,根据钻孔

深部地质体揭露情况,完善基岩地质推断图,掌握

接触带分布和空间位置,加强异常衔接部位和其他

低缓异常区多金属找矿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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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ControllingFactors,MetallogenicConditionandProsp-
ectinginWestPartofTawenchahanPolymetallicoreDistrict,

EastKunlunMountains,QinghaiProvince

CAODe-zhi1,2,WANGJun2,YANGWei-yi2,PENGZhong-fa2,
LIYan-qing2,WANGCheng-ping2,ZHAOSheng-nan2

(1.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Beijin100083,China;2.ThefouthinstituteofGeology
andMineralExplorationofQinghaiProvince,Xining810024,China)

Abstract:Thebasedontheore-forminggeologicalbackgroundandcharacteristicsoftheTawenchahande-
posite,itsmetallogenicconditionandprospectingareinquiredintoanditsprospectingcriteriaaresumma-
rized.Tawenchahanpolymetallicoremineraldepositsisathickcoatinglurksinthewideundertheskarn
deposit,locatedonthesouthedgeofthewood-formingzoneQimantag,ore-controllingfactorsistheacid-
ityoftheVariscanHillsbetweenintrusiverocksandthebeach(OST)carbonaterocks,formingatypical
contactzonebetweenthetwoskarnironorecopperzincgoldandotherindustries.Itsfindingsaremainly
basedon1/10000highmagneticmeasurementsdelineated11anomaliesinthefutureprospectingideas
shouldbegraduallydrivenbythemagneticanomaliestogeologicalprospectingandunusualcombinationof
lawtochangethedirectionofexplorationandsummaryofthelawandabnormalmineralization-spatial
distributionoforebodies,andconstantlyexplorenewmethods.ThatabnormaleasternC5,C11positive
andnegativeanomaliesassociatedwithabnormallocation,C6abnormal,C8isrelativelyseparatedfrom
theabnormalsoutheastandwestendsofthelotsarelargeareasofabnormaldirectionofexploration.
Keywords:ore-controllingfactors;prospecting;polymetallicFedeposit;Tawencha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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