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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科学深钻是当代地球科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型科学工程，同时它也是一项投资巨大的科学工

程，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地学水平。目前国际上完成的超深钻有前苏联的科拉超深钻和德国的 KTB

超深钻，其中科拉超深钻井深为 12 261 m，德国 KTB超深钻井深为 9 101 m。中国已完成的超深钻有江苏

省东海县的超高压变质带科学钻探，井深为 5 158 m。其他的深钻还处于预选址或前期研究阶段，因此加

快超深钻计划，使我国在大陆起源、地球演化历史等一系列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就

显得尤为迫切。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由中国地质科学院主持，多家学、研、院、所参与的“深部探测技术

与实验研究”专项、“大陆科学钻探选址与钻探实验”项目得以确立和实施。本文是“金川铜镍硫化物矿集区

科学钻探选址预研究”课题实施过程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1  金川科学钻探面临的若干科学问题 

（1）汇聚板块边缘的构造研究。金川矿集区位于华南、华北板块、塔里木板块及汇聚造山带的交汇处，

通过深钻获取该特殊区域深部物质组成、流体组分、岩石组构、构造形迹等信息，探讨该区域各板块间的

构造演化。 
 

（2）成矿理论研究。成矿物质来源与岩体的深部延伸状况是解决和验证成矿理论的关键，通过科学钻

探研究，探求巨量金属堆积机理，Cu-Ni-PGE硫化物矿床的形成机制、金属元素堆积过程与壳幔相互作用

及地质背景间的关系，特别是流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幔源岩浆作用与成矿作用关系（特别是矿浆

与硅酸盐岩浆的分离控制因素，成矿流体特征等）。 

（3）完善金川成矿模式。金川矿床是世界“小岩体成大矿”的典型代表，其成矿模式的建立在国际镁铁-

超镁铁岩浆硫化物矿床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科学钻探获取深部资料，将不断丰富其理论体系。 

（4）进一步摸清金川超大型铜镍（PGE）金属矿产基地的资源前景。目前金川勘探深度为 1000m左右，

累计探明镍、铜资源量约 900万吨，含矿岩体尚未尖灭，因此开展深部找矿工作十分必要（汤中立，2006）。 

2  金川矿床大陆深钻选址预研究的新成果 

（1）前人确定的含矿岩体南侧中、新元古代地层为单斜地层，本次研究发现和确认为不完整的复式背

斜，并被几条区域大断裂破坏和控制；在震旦系地层中发现数条韧性剪切带，增加了区域构造，变形变质

的复杂性。该发现对区域成岩、成矿作用，岩浆活动及构造演化研究具有重大影响。 

（2）系统的采样分析研究表明该矿床富铜、富铂族元素矿体的形成与最晚一期岩浆活动有关（苏尚国，

2010）。这期岩浆成矿作用，较集中发育于 1号矿体的中西段，这一地段可能就是岩浆通道曾经赋存的位

置，值得结合其它因素进行深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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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相位激电测深等研究，初步诠释了矿区地表下 3 200 m以上电磁

性地质体的空间分布状况。 

（4）在龙首矿区标高 1 280 m段上盘矿体与围岩接触带附近首次发现大量矽卡岩型富矿、特富矿矿体，

该类型矿体的成矿作用有待深入研究。 

（5）随着金川矿床深部探、采研究的深入，该矿床地质钻探工作已推进到地表下 1 400 m（前期钻探

工作在地表下 1 000 m左右）。岩体深部（地表下 1 000~1 400 m）岩性、岩相、物质组分等研究工作同步

推进，为大陆深部钻探选址提供了地质依据，降低了深部钻探选址的风险系数。 

（6）综合分析矿区的地、物、化、遥感、钻探等资料，初步完成了金川铜镍矿集区大陆深钻设计（见

图 1）。 

 

 

图 1  金川镍铜（铂族）矿区地质图、深钻选孔示意图 

1—第四系；2—龙首山群白家嘴子组；3—龙首山群塔马子沟组；4—花岗岩；5—镁铁-超镁铁质岩体；6—前寒武系；7—二辉橄榄岩；8—含斜长二

辉橄榄岩；9—橄榄二辉岩；10—二辉岩；11—浸染状矿；12—海绵陨铁状矿；13—氧化矿；14—岩相界线；15—不同阶段岩相界线；16—实测/推测

断层；17—岩体；18—矿体；19—推测岩体；20—已实施钻孔；21—未实施钻孔 

3  结  语  

可控源大地电磁测深法提供的深部信息对深钻孔位设计的依据尚有欠缺，需要进一步的深部物探地质

信息，目前正在实施浅源反射地震工作，预计于 2010年 8月底可完成数据的初步收集与整理工作。随着

项目的推进研究，我们将不断向广大同行提供更多更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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