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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世纪以来，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成矿区（带）内探明了一批大、中型铜矿床，致其铜矿资源储量和产

能大幅度增长，已形成了东西并驾齐驱的铜矿勘查开发格局。文章简要介绍了新世纪以来西部地区探明的主要大

型铜矿床的地质特征。通过综合评价，优选出#$个西部铜矿资源接替区，即在未来的7至#"年间可实现规模开发

的中观尺度的资源接替基地。预期到“十三五”末，通过加大勘查开发力度，西部铜矿接替区的铜产能和资源储量都

将显著增加。西部铜矿接替区大多地处高山深谷区或荒漠戈壁区，开发基础条件落后，生态环境脆弱，应加快其基

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应做好铜矿资源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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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是中国重要的短缺矿产，近年来随着需求量

不断攀升，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国务院《关于加强

地质工作的决定》和国家《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

明确铜为加强勘查的重要矿产。新世纪以来，通过

地质大调查和后续勘查，中国在西部地区陆续评价

了一批大、中型铜矿床，初步形成了一批铜的资源后

备基地，西部地区的铜矿资源储量及产能已赶上并

超过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铜矿资源勘查开发的潜

力很大，因此，加强其铜矿接替选区研究和勘查开发

规划，对保障我国铜矿资源的有效供给、进一步实现

西部地区铜矿资源的战略接替以及形成我国铜矿勘

查开发的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A 西部地区铜矿资源勘查开发总体现

状

自ABBB年国土资源部开展新一轮地质大调查

及CDDD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西部

地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发现并

评价了一批重要矿种的大、中型矿床，探明了一大批

资源储量，建起了一批大、中型规模的矿山。

就铜矿资源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西部地区先

后探明了西藏驱龙、甲玛（扩大资源储量规模）、雄

村、厅宫、帮浦，云南普朗、羊拉，新疆土屋、延东等一

批大型、超大型铜及铜多金属矿床，还有多不杂、波

龙、朱诺、冲江、包古图、蒙西、萨热克等具大型、超大

型前景的铜矿床正在勘查和评价，使西部地区的铜

资源储量大幅度增长（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ABBB；

CDAA"）（图A）。

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铜矿开发步入了快速发

展的轨道，一批新的开发接替基地正在形成。新疆

阿舍勒铜矿床、云南大红山铜矿床建成了规模矿山；

内蒙古狼山和乌鲁格吐山、青海鄂拉山@阿尼玛卿

山、西藏甲玛等铜矿基地的一期开发工程业已完成，

二期工程相继开始规划建设，新疆土屋铜矿床和西

藏玉龙铜矿床亦开始建设。

根据国土资源部全国矿产资源储量库的数据，

从ABBB年底到CDAA年底，全国铜矿资源储量（保

有，下同）从EFGFHIFJADK-增加到LGACHADJADK-，

增长了GDHGM；而西部地区的铜矿资源储量则从

CKIDHCDJADK-增加到KLDEHFFJADK-，增长了BKHEM。

图A 截止ABBB年和CDAA年中国西部地区铜矿资源储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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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截止"###年和!$""年中国西部地区矿山铜开采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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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的铜矿资源储量占全国的比例从"###年

的<=>"?上升到!$""年的@@>A?，"!年间增长了

近"$个百分点。因此，中国西部地区的铜矿资源储

量已超过了东部地区，初步形成了新的资源分布格

局。

据有 关 统 计 资 料（中 国 有 色 金 属 工 业 协 会，

!$$$；!$"!），从"###年到!$""年，全国采出的矿山

铜的含铜金属量从<B>CCD"$<,增加到"!B>BAD"$<

,；同时，西部地区的矿山铜金属采出量从"$>C#D"$<,
增加到=!><$D"$<,（图!），其矿山铜采出量占全国

的比 例 从 "### 年 的 !<>C? 增 长 到 !$"" 年 的

@$>=?，"!年间增长了近!=个百分点。西部大开发

以来，中国铜矿开发已形成了东、西并驾齐驱的新格

局。

! 新世纪以来西部地区新探明大型铜

矿床简要地质特征

新世纪以来，在西部地区发现并探明了一批大

型铜矿床，主要位于冈底斯成矿带（西藏）、班公湖E
怒江成矿带的北段（西藏）、三江成矿带的南段（云

南）和东天山成矿带（新疆）。

!(" 冈底斯成矿带

驱龙超大型铜（银、钼）矿床 位于西藏墨竹工

卡县西南约!$*/的甲玛乡。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主

要为中侏罗统叶巴组，其岩性以中E酸性火山岩夹灰

岩为主。含矿斑岩主要为二长花岗斑岩、黑云母二

长花岗岩。蚀变类型主要是钾化、硅化、绢云母化、

高岭土化（张金树等，!$$#；刘玉琳等，!$$C），铜矿化

主要与黄铁绢英岩化有关（高顺宝等，!$$=）。矿体

长"A!@/，最宽"!!@/，厚B$$!@$$/，最大厚度为

@!C>A/。大多数钻孔的控制标高为<=$$!<C$$
/。 矿 石 平 均 品 位：!（:8）$>@$?，!（F3）

$>$B!?，!（G’）B>AD"$H=。截止!$""年底（下

同），探明资源储量：上表铜@C">=D"$<,，伴生钼

<@>@D"$<,，伴生银@B<$,，伴生金!A,（国土资源

部，!$""）。该矿床目前尚未进行开发。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 位于西藏墨竹工卡县甲玛

乡和斯布乡境内。矿区内出露多底沟组灰岩、大理

岩和下白垩统林布宗组碳质板岩、绢云母板岩、角岩

等。在上世纪末，区内探明的铜资源储量仅为@"D
"$<,，当时认为其属于单一的矽卡岩型矿床。中国

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团队对该矿区进行

了新一轮的勘查评价，提出了该矿床为斑岩E角岩E矽

卡岩复合型矿床（唐菊兴等，!$"$；!$""）。通过近年

的勘查，其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目前，其铜保有资源

储量为!B$(=D"$<,；银（伴生）、铅、锌、钼等保有资

源储量分别超过<@$$,、!$D"$<,、@@D"$<,、"@D
"$<,。 矿 石 平 均 品 位：!（:8）">"=?，!（IJ）

B><A?，!（K5）">$<?。预期其深部和外围仍有潜

力。

厅宫铜矿床 位于西藏尼木县城西北!$*/
处。黄铜矿呈浸染状、细脉状、星点状和少量团块状

产于二长花岗斑岩体中。发育典型的斑岩铜矿蚀变

分带（徐德章，!$$=）。矿化体的整体形态为变形的

钟状。其中，:8E"矿体控制长度为""=$/，宽!=$
!@$$/，出露标高<B$$!<@$$/；:8E#矿体长C$$
/，宽<$!"$$/，出露标高<B$$!<<$$/。矿体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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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分带明显，依次发育褐铁矿化带!氧化淋滤带

!混合铜矿体!原生铜矿体（杨志明等，!""#）。其

保有资源储量为$%&’()$"(*，品位为"’(+,；其

中，氧化矿为!%’&)$"(*。目前，该矿区仅小规模露

采近地表的氧化矿。

雄村铜金矿床 位于西藏谢通门县城南东约%"
-.处，属于容马乡辖区，海拔为(!""!#"#".。该

矿床位于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的北侧，区内花

岗岩类发育。矿区内自南东向北西分布有"、#和

$号矿体，主要赋存于中/晚侏罗世含眼球状石英斑

晶的角闪石英闪长玢岩体及其接触带附近的蚀变英

安质/安山质凝灰岩中。矿体形态平面上呈大透镜

状，剖面上呈似层/层状。其中，"号矿体单个钻孔

的见矿厚度最厚为(&(’#.；可划分为次生氧化物富

集型和硫化矿型!个矿层。#号矿体见矿厚度为

!""!#"".。矿区内已上表的资源储量为0&’1)
$"(*。按含铜"’$#,为边界品位圈定，已查明资源

量："号矿体，铜$"(’%)$"(*，伴生金$((’!*；#号

矿体（纽通门），铜$%1’!)$"(*，伴生金0!’(*。矿

床品位：!（23）"’(",!"’0%,，!（43）（"’!!!
%’1#）)$"5+。围岩蚀变强烈、分带明显，以斑岩体

为中心依次出现强硅化带、黑云母/绢云母/红柱石/
硅化带、黄铁矿/绢云母/石英化带，为斑岩型铜金矿

床（张 万 平 等，!""1；曲 晓 明 等，!""&；徐 文 艺 等，

!""+）。该矿床目前尚未开发。

冲江铜矿床 位于西藏尼木县北西方向麻江乡

与帕古乡交界的冈底斯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脉的接

合部位。含矿岩石主要为始新世斑状黑云母二长花

岗岩。铜矿化主要与钾硅化蚀变有关（郑有业等，

!""(；孔牧等，!""&）。矿化范围长约$’%-.，宽约$
-.，形态呈椭圆状。金属硫化物为黄铜矿、黄铁矿、

辉钼矿、黝铜矿、斑铜矿、闪锌矿、方铅矿等。已圈定

出#个矿体，初步评价铜资源量已达大型，平均品位

!（23）"’+&,。

朱诺铜矿床 位于西藏昂仁县亚模乡境内，距

日喀则市约%""-.。矿区内出露%个斑岩体，"号

花岗斑岩体含矿，呈岩株状，长轴为$+"".，短轴长

&"".，面积约$’$!-.!。矿体位于该斑岩体及其外

接触带的斑状角闪二长花岗岩、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中。初步控制铜资源量$"&)$"(*，平均品位!（23）

"’0%,，伴生银。该矿床具有典型的带状围岩蚀变，

为斑岩型铜矿床（郑有业等，!""+）。

!6! 班公湖/怒江成矿带

多龙铜矿田 位于西藏改则县西北约0"-.
处，斑公湖/怒江缝合带北侧的铁格山岩浆弧内。区

域上分布有若干早白垩世闪长玢岩体、花岗闪长斑

岩体，侵位于中侏罗统雁石坪群。该矿田以多不杂

铜矿床为中心，东西长约%"-.，南北宽约$"-.，包

含多不杂、波龙、色那、拿顿、拿若、尕尔勤和铁格龙&
个矿床。含铜斑岩体及其围岩蚀变强烈、分带明显，

各种细脉、细网脉特别发育，由含矿斑岩体中心向

外，蚀变可划分出钾硅化带、中级泥化带、青磐岩化

带，局 部 地 段 可 见 绢 云 母/石 英 细 脉（李 光 明 等，

!""+）。矿化为细脉/浸染状，含矿斑岩全岩矿化；矿

体产于斑岩体及外接触带内。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铜

矿、斑铜矿，黄铁矿很少。其中，多不杂铜矿床东西

长$0"".，南北宽$""!("".，矿体产于岩体及外

接触带，最大延深(!#.，平均品位!（23）"’1(,，

伴生!（43）"’$!)$"5+，初步控制资源储量（%%%7
%%($）!!")$"(*以上；波龙铜矿床东西长0"".，宽

+"".，控制延伸(#".，平均品位!（23）"’%,!
"’0,，初步控制资源储量$0")$"(*。该矿田初步

控制资源量：铜("")$"(*以上，金$""*以上；远景

资源量：铜#"")$"(*以上。其中，探明次生富集带

中的氧化矿：铜资源量0")$"(*。

!6" 三江成矿带

普朗铜矿床 位于云南香格里拉县城东北&!
-.处，矿区海拔%1""!(""".。该矿床产于普朗

复式斑岩体内，在岩体中心形成由细脉浸染状矿石

组成的筒状矿体，岩体边部产出脉状矿体（范玉华

等，!""+）。在该矿区已圈定出工业矿体+个，其中，

主矿体89$的控制长度大于$+"".，宽$!"!+""
.，厚$&!&""’%.；!（23）平均为"’((,。已探明

资源储量：铜!(&)$"(*；伴生金$%!’+*。

羊拉铜矿床 位于云南德钦县北偏东+"-.的

羊拉乡境内。该矿床划分为里农、路农、江边等&个

矿段，其中，里农矿段的主矿体长$&"!$10".，厚

"’0&!%#’"!.，!（23）平 均 为"’+(,!$’"(,。

已累计探明铜资源储量&&’&)$"(*。该矿床是一个

大型复合叠加矿床，经历了海西期海底火山喷流/沉

积成矿作用、印支期/燕山早期矽卡岩叠加成矿作

用，以及燕山晚期岩浆/构造热液复合叠加成矿作用

（胡光龙，!""0）。

纳日贡玛铜钼矿床 位于青海杂多县西北0#
-.处金沙江缝合带与澜沧江断裂带之间的羌塘地

($# 矿 床 地 质 !"$(年

 
 

 

 
 

 
 

 



体的东北缘。矿区内，以喜马拉雅期为主的花岗岩

呈岩株状侵入到中!下二叠统尕笛考组玄武岩中（白

云等，"##$；南征兵等，"##$；鲁海峰等，"##%）。含矿

黑云母花岗斑岩体面积约#&’%()"。矿体赋存于硅

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斑岩及与围岩的接触带内，

呈带状、厚板状、不规则状。矿化呈细脉浸染状，主

要金属矿物为辉钼矿、黄铜矿和黄铁矿。目前，已发

现铜、钼及铜钼矿体""条，主矿体长*+##)，宽,+%
)，厚*!+,"&-)。该矿床于上世纪发现并进行了

初步评价，"#*#年完成了详查。已探明资源储量：铜

..&"/*#.0，!（12）!#&+*3，钼"#/*#.0以上，

!（45）!#&#$’3。

!6" 天山成矿带

土屋!延东铜矿田 位于新疆哈密市西南*"#
()处。区内出露大量海西期花岗岩类，呈岩株、岩

枝或岩脉状，其中，斜长花岗斑岩和闪长玢岩是主要

的容矿岩石（任秉琛等，"##"）。矿床类型属于斑岩

型。土屋铜矿床，矿体地表长*..-)，平均宽%*)；

其中的"!*、"!"号矿 体 和 深 部#号 矿 体 的 平 均

!（12）!#&-3，伴生金；矿体埋深浅，适宜露采；金

属矿物以黄铜矿、黄铁矿为主，有少量斑铜矿、铜蓝

和辉钼矿，易选。截止到"#**年底，该矿田已探明

铜资源储量.%"/*#.0，其中++"级别以上为*#.&-
/*#.0，!（12）!#&-3的有%+&-/*#.0。

萨热克铜矿床 位于新疆乌恰县乌鲁克恰提乡

北东+#()处。该矿床产于上侏罗统陆相紫红色砾

岩层中，受层间断裂系统的控制（李志丹等，"#**）。

矿区内产有少量辉绿岩脉，矿体及两侧发育广泛的

褪色蚀变，主要金属矿物为辉铜矿，有少量黄铁矿、

黄铜矿、蓝铜矿等。这些矿物主要分布在由方解石

等脉石矿物组成的胶结物中，部分呈浸染状分布于

碎裂的砾石裂隙中。矿床类型属于后生低温热液

型，其成矿作用与区域性的盆地卤水作用有关（祝新

友等，"#**）。矿体呈似层状!层状，长"##!*###)，

厚*!’)，平均.!-)，!（12）#&.3!#&’+3，伴

生!（78）**&-/*#9%，已探明铜资源储量-+&,/
*#.0，伴生银%%,0。

!6# 准噶尔周缘地区

蒙西铜矿床 位于新疆伊吾县淖毛湖镇北东%#
()处，东准噶尔谢米斯台!野马泉!琼河坝古生代陆

缘弧的东段。晚志留世—早泥盆世花岗斑岩（屈迅

等，"#*#）岩枝侵位于奥陶系荒草坡群的凝灰岩、凝

灰质砂岩中。花岗斑岩内有弱的浸染状、细脉状的

黄铁矿、黄铜矿化，而且，斑岩的上盘发育铜矿体、下

盘则发育钼矿体。矿区内的矿化类型多样，有黄铁

矿化、黄铜矿化、辉钼矿化、磁铁矿化、孔雀石化。矿

化蚀变在地表具有一定的分带特征，即内带为绢英

岩化带，中带为泥化带，外带为青磐岩化带。面状浸

染状蚀变矿化主要发育于闪长玢岩及花岗斑岩中，

脉状矿化则发育于不同类型的岩石中。在地表基岩

区的花岗斑岩体内，共圈出铜矿体+个、铜矿化体’
个。矿体呈脉状，长,#!’#)，最长达.’#)，厚*!
")。已探明铜资源储量.#&%/*#.0，!（12）平均为

#&%#3。

包古图铜矿床 位于新疆托里县庙尔沟乡境

内，东距克拉玛依市约+-()。矿区内发育海西中!
晚期花岗岩，侵入于石炭系凝灰质火山岩!火山碎屑

岩、火山碎屑沉积岩及安山岩中。含矿岩体以石英

闪长岩、花岗闪长斑岩为主，次为花岗闪长岩、花岗

斑岩等。岩石蚀变强烈，自岩体中心向外，形成钾长

石和粒状石英核!钾化带!绢英岩化带!青磐岩化带。

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铜矿、辉钼矿、黄铁矿、闪锌矿及

毒砂等。矿石呈细粒浸染状和细脉浸染状，矿化均

匀，属典型的斑岩型铜矿床。其中，$号岩体的地表

出露面积约#&,.()"，探明资源储量%.&$/*#.0，

!（12）为#&+3!#&.3，伴生!（72）为（#&"!#&+）/
*#9%（张锐等，"#*#；张连昌等，"##%；宋会侠等，"##$）。

+ 西部地区铜矿资源接替区选区研究

$6% 西部资源接替区的内涵

西部矿产资源接替区，简称西部资源接替区，是

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矿产的集中分布区，是目前尚未

开发或开发规模不大、通过加强勘查与开发规划可

在未来-至*#年间实现规模开发的中观尺度的资

源接替基地，面积一般为"/*#+()"，工作程度较低

的地区一般也不大于"/*#.()"。其特点是资源禀

赋好、勘查开发潜力大，可以在不远的将来承接东部

资源开发基地的战略接替。根据资源探明程度，可划

分为7类接替区和:类接替区。前者，探明资源储量

丰富、可在近期（+至-年）进行规模开发；后者，经初

步评价显示出未探明资源潜力丰富、并在近期可取得

重大突破，可于,至*#年内进行开发的后备区。

西部资源接替区除了资源禀赋好之外，还须满

足以下条件：% 主要资源开发在经济技术上可行

（经过经济技术条件预评价证实有经济效益或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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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边界效益）；! 区内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影响不

大或消除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在技术上成熟可行

（通过环境影响战略评价）。因此，从资源潜力禀赋、

经济技术开发条件及开发对环境的影响等多重视

角，开展西部资源接替区选区的分析研究，对推进西

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特色优势资源的开发、形成

重要矿产资源西部接替基地及实现资源开发的战略

接替具有重要意义。

!!" 西部铜矿接替区选区

西部铜矿资源接替区是指以铜为主的西部矿产

资源接替区。

（"）铜矿接替区选区标准

根据#、$类接替区的含义，对西部铜矿接替区

选区的资源储量，参考如下标准分类：

#类接替区 " 查明多于%个大型以上规模铜

矿床或"个超大型铜矿床；! 查明"个大型铜矿床

和%个以上中型铜矿床，或中型铜矿床密集分布区，

区内查明铜资源储量总量为大型铜矿床规模下限的

%倍以上（"&&’"&()以上）；# 接替区的铜资源开

发预期总规模对全国和所在省区市有一定影响，可

实现一定程度的资源开发利用接替（如未来的产能

可达全国总产量的%*以上）。

$类接替区 " 具有"个经预查为超大型远景

规模矿床，或%个经预查为大型及以上远景规模矿

床，查明+预测资源量（,,("级别及以上，下同）为大

型下限的,倍以上（"-&’"&()以上）；! 具有"个经

预查为大型远景规模矿床和若干中型远景规模矿床，

或中型远景规模矿床的密集分布区，区内查明+预测

资源总量为大型铜矿下限的,倍（"-&’"&()）以上。

（%）铜矿接替区选区结果

根据选区原则，优选出西部#类铜矿接替区"&
个，$类接替区(个。#类区位于西藏、内蒙古、新

疆、青海、云南和四川；$类区位于新疆、西藏和青海

境内（图,和表"）。

!!! 若干铜矿接替区资源勘查开发现状分析

各铜矿接替区的面积、保有资源储量、预测资源

量及截止%&""年产能等见表"。其中，内蒙古炭窑

口.霍格乞、乌鲁格吐山，青海赛什塘.德尔尼和四川

会理.会东等#类接替区的铜矿资源储量大多是上

世纪探明的，近年来已形成了一定的开发规模（尚有

大幅扩大产能的空间）。因此，本文仅对几个尚未形

成开发规模的重要#类铜矿接替区作一简介。

（"）新疆哈密市土屋.黄山

该接替区位于哈密市东南部地区，属东天山成

矿带的东部。上世纪末以来，该区东部先后发现和

评价了一系列铜镍矿床，在西部发现并评价了土屋.

表# 中国西部地区铜矿资源接替区资源勘查开发现状与潜力预测

$%&’(# )*+’,-%./,0%011(2(’,+3(0.4.%.54%01+,.(0./%’,67(4.(-089/0%’43%/0:,++(--(4,5-:(445::((1/0;<%-(%4

铜矿接替区名称
接替区

类别
面积

／/0%
大.中型
铜矿／个

保有资源

储量／"&()
预测资源

量／"&()!
产能／

"&()／1
%&%&年预期新增／"&()

产能 资源储量

新疆 哈密土屋.黄山铜（镍） # 2%&& 3
铜-"&!%；
镍-&以上

铜(-4；
镍"&&

镍"!-；
铜&!-

- ,&

青海 赛什塘.德尔尼铜（钴） # 2(&& ( "",!- %42 %!2 "!% ,&
西藏 墨竹工卡.工布江达铜 # 4,&& ( 2%, "-&& " "- "&&
西藏 尼木.曲水铜（金） # 52&& , ",5!( "5&& 6 - %&&

西藏 昂仁.谢通门铜（金） # 24&& ,
铜%,5!2；
金%"2)

铜%-&；
金%&&) 6 3 "&&

西藏 江达.芒康铜（铅锌钼） # 5"&& -
铜"&%%!5；铅
锌%-&；钼"&& ",," 6 "& "&&

云南 德钦羊拉.香格里拉普朗铜（金） # -(&& ( 铜,2&!(；金"(&) "4-( % "% "-&
四川 会理.会东铜（钴） # 23&& - 4%!3 %,& "!- "!- %&

内蒙古 乌努格吐山铜（钼） # 4%&& " %-( "5& ( ( -&
内蒙古 炭窑口.甲生盘铜（铅锌） # --&& , 铜"-4!(；铅锌2&& ,,, % % -&

新疆 伊吾县淖毛湖地区（铜铁金） $ (5&& " (% %3( 6 &!- 3&
新疆 托里县包古图地区（铜、金） $ %-&& " 3,!5 ",4 6 &!- (&

青海
杂 多 纳 日 贡 玛.玉 树 赵 卡 隆

（铜钼铅锌） $ 5(&& , 3(!5 242 6 6 -&

西藏 革吉.改则（铜金钼） $ 32&& , ,4& ",25 6 6 ,&&
合计（铜） 442&& (3 (,5"!4 "&4", ",!2 3%!5 "%2&
!预测资源量根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成果统计，王全明提供。

3"-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中国西部地区铜矿床及接替区分布图

"#$%! &#’()#*+(#,-,./,001)210,’#(’3-2)1’,+)/1’’+//112#-$3)13’#-41’(1)-56#-3

延东超大型铜矿田。区内有土屋、延东大型铜矿床，

黄山7黄山东、镜儿泉、图拉尔根等大7中型铜镍矿床。

累计查明资源储量（!!!及以上，下同）：89:;<=9:>

(，另有镍<:=9:>(以上，铁矿石!=9:?(以上。根

据新一轮潜力评价结果，该区的预测资源量：铜>8@
=9:>(，镍9::=9:>(以上。

铜镍矿床位于接替区的东部，为赋存于基性7超

基性岩体内的铜镍硫化物型。黄山7黄山东铜镍矿

田，主要矿体的埋深为!::!8::A；!:号、!9号矿体

呈陡倾的单斜板状体，分别长B::A和!8:A，厚8
!8CA，延 深><<!9C8!A，!（5+）分 别 平 均 为

:;!9D、:;C@D，!（E#）均为:;>?D；累计查明资源

储量：铜>:;!=9:>(，共生镍<:=9:>(以上，易采易

选。图拉尔根地区的铜镍矿床赋存于!个镁铁质7
超镁铁质杂岩体中，矿体埋深:!>::A，品位高，

!（E#）:;<?D，!（5+）:;!8D；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铜8;<=9:>(，镍9:=9:>(；预测铜C?;<=9:>(，镍

>:=9:>(以上。

目前，土屋铜矿床首期日处理矿石8:::(的采

选项目已于C:9!年正式投产；黄山7黄山东铜镍矿

区?:=9:>(／3的采选工程已建成投产；图拉尔根铜

镍矿区<:=9:>(／3的采选工程已建成投产。

（C）西藏墨竹工卡县驱龙7工布江达县吹败子

该接替区的主体位于墨竹工卡县，包括达孜县、

工布江达县部分地区及桑日县、乃东县和扎囊县的

北部部分地区（图>），处于冈底斯斑岩铜矿带的东

段。区内燕山晚期7喜马拉雅晚期火山岩和中7酸性

侵入岩浆活动强烈，铜多金属矿化多与板块碰撞期

和后碰撞伸展阶段的中7酸性侵入岩及浅成斑岩体

有关，具 有 典 型 斑 岩 矿 床 的 面 型 蚀 变（刘 严 松，

C:99）。含矿斑岩常呈岩株状侵入于侏罗系—白垩

系火山7沉积岩系中，具有成带分布、成群出现的特

点。区内已发现了驱龙、甲玛、帮浦、拉抗俄、汤不

拉 、克鲁、得明顶、劣布、冲 木 达 等 铜 多 金 属 矿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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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墨竹工卡"工布江达铜矿接替区铜矿床与资源预测区分布图

#$%&! ’$()*$+,)$-.-/0-112*321-($)(4.3*2(-,*021*-%.-()$0)4*%2)(-/54$67-8,.%%4*"9-.%+-’%:4;34(,00223$.%4*24

地<=多处；其中，驱龙、甲玛、帮浦等矿床已完成详

查，部分矿段已完成勘探。累计探明资源储量：铜

><?@A=!)，保有资源储量><B@A=!)；伴生钼C=@
A=!)，伴生金、银分别为A==)和A====)以上。

目前，该接替区内仅甲玛铜矿床进行了一期开

发，形成产能A====)；二期工程在<=A<年启动，将

于“十二五”末投产运行。工程完工后，甲玛矿床年

处理矿石将达到A<D=@A=!)，铜精矿年产能将由现

在的A====)提升至>====)，另有伴生金AEA)。驱

龙铜矿床规划于“十二五”末至“十三五”进行开发。

根据新一轮矿产潜力评价结果，该接替区内分布有

最小预测区十多处，预测铜资源量为AC==@A=!)。

（B）西藏尼木"曲水

该接替区地处尼木县和曲水县境内，位于冈底

斯铜（钼）多金属成矿带的中部偏东。区内已发现并

评价了冲江、厅宫、白容等大型或具大型远景的斑岩

铜矿床以及达布等若干中"小型铜钼矿床。累计探

明铜资源储量：上表AB?E!@A=!)，待上表DDEC@A=!

)，保有资源储量<==@A=!)以上。正在勘查的几个

大"中型矿床合计初步探明铜金属资源量有望突破

C==@A=!)。根据新一轮潜力评价结果，该接替区内

铜矿勘查潜力很大，预测铜资源量达A!==@A=!)以

上，主要分布在冲江、白容、厅宫、达布等矿区。

目前，该接替区内仅局部开采地表氧化矿，尚未

进行规模开发。<=A<年，厅宫铜矿区的采矿扩建工

程及C===)电解铜建设项目已开工。

（!）西藏昂仁县朱诺"谢通门县雄村

该接替区位于昂仁县、谢通门县、南木林县一线。

区内已完成雄村（包括谢通门和纽通门）铜金矿床的

勘探，初步评价了朱诺铜矿、吉如铜矿、洞嘎铜金矿及

恰功铁矿等诸多矿床。累计探明铜资源储量：上表

>?EF@A=!)，待上表ACCED@A=!)；保有铜资源储量

<!BEC@A=!)，金<<D)；预测铜资源量<C=@A=!)以上。

雄村铜金矿床和朱诺铜矿床预期可在“十三五”

进行规模开发。

（C）西藏江达"芒康

该接替区位于江达县至芒康县一带，包括察雅

县、昌都县、贡觉县部分地域，地处三江成矿带。区

内喜马拉雅期大小不等的酸性岩株成群成带产出，

构成了玉龙"海通花岗斑岩带，属壳幔混合的钾玄岩

系列花岗岩（张玉泉等，AFF>）。含矿岩体或含矿层

主要位于上三叠统甲丕拉组、波里拉组和阿堵拉组。

上世纪>=年代，该区内从北至南探明了玉龙（详查，

部分完成勘探）、马拉松多（详查）、多夏松多（详查）、

>AC 矿 床 地 质 <=A!年

 
 

 

 
 

 
 

 



莽总（普查）等!个大型矿床，已查明各类大型矿床"
处。查明资源储量（上表）：铜#$%%&’(#$!)，伴生

钼#$$(#$!)，铅锌%*$(#$!)，铁矿石#&%(#$+)，

银,#+#)。区内的玉龙南、恒星错、扎那尕、马拉松

多、多夏松多、莽总南等地仍有很大的找矿潜力。根

据新一轮潜力评价结果，该区的预测铜资源量为

#,$$(#$!)以上。

玉龙铜矿床（唐仁鲤等，#""*；芮宗瑶等，#"+!）位

于江达县青泥洞乡。矿体埋深浅，易采易选。已探明

铜金属资源量-!$&,(#$!)，其中，氧化矿%’!(#$!)；

伴生钼#*(#$!)，钴-$!-)，银,#+#)，金%+)。!（./）

为$&""0!%&"0。马拉松多铜矿床的探明铜资源储

量为#*$&+(#$!)，!（./）平均为$&,-0。

目前，玉龙铜矿区的一期,(#$!)／1精铜矿的

项目已基本建成，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按期投产。

（-）云南德钦羊拉2香格里拉普朗

该接替区位于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和

东部地区，行政区划属迪庆州香格里拉县格咱乡、落

吉乡、三坝乡及德钦县羊拉乡所辖。区内已发现和

评价了大型铜矿床%个（普朗铜矿床和羊拉铜多金

属矿床），中型铜矿%个（雪鸡坪斑岩型铜钼矿床和

红山铜多金属矿床）。区内矿床类型众多，包括斑岩

型、矽卡岩型、喷流2沉积（改造）型、热液脉型等（胡

光龙等，%$$+；林仕良，%$$!），其中，斑岩型矿床的找

矿前景较好。累计探明铜资源储量：上表,%,&+(
#$!)，待上表--&*(#$!)，保有资源储量,+$&!(#$!

)；伴生金#!$)以上。根据新一轮潜力评价结果，该

区的铜矿潜力很大，预测铜资源量为#"*!(#$!)。

“十一五”期间，年产%(#$!)铜的羊拉铜矿床的

一期开发工程已建成，正在启动年产,(#$!)的二期

开发工程。普朗铜矿床则尚在开发前期论证中。

! 西部地区铜矿资源勘查开发潜力分

析与对策建议

虽然我国铜矿资源勘查开发已实现了东西并

驾齐驱的格局，但占我国国土面积’#0的西部地区

仍有很大的铜矿勘查开发潜力。

!3" 勘查潜力分析

根据全国潜力评价成果，截止%$##年底，#$$$4
以浅的铜预测资源量：全国为%’,"+(#$!)，西部十二

省（区市）为%%$$-(#$!)，西部地区铜矿预测资源量

占全国的+$&,0。其中，本次研究优选出的#!个西

部铜矿接替区的面积为"&"+(#$!54%，仅占西部十

二省（区市）总面积的#&!*0，但其预测铜资源量

（#$"#,(#$!)）则 约 占 西 部 铜 矿 预 测 资 源 量 的

*$0，占全国预测铜资源总量的!$0。因此，西部地

区，特别是本次优选出的西部铜矿接替区，在未来实

现铜矿资源找矿与勘查突破中的潜力很大。其中，

墨竹工卡2工布江达、尼木2曲水、昂仁2谢通门、炭窑

口2甲生盘及革吉2改则等*个接替区已全部列入全

国第一、二批整装勘查区，德钦羊拉2香格里拉普朗、

杂多纳日贡玛2玉树赵卡隆及哈密土屋2黄山等,个

接替区的部分区域也列入了全国第一、二批整装勘

查区。通过加大勘查力度，预期在“十二五”和“十三

五”期间，这些接替区可新增铜资源储量#%$$(#$!)
以上。

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已查明的铜矿床，目前的工

作程度较低。根据全国储量数据库的数据，西部地区

的铜 矿 资 源 储 量 占 据 剩 余 资 源 储 量 的 比 例 仅 为

%,&%0，比全国低+&*0。通过进一步勘查提高储量

级别，可以增加高级别的经济可采资源储量。

!3# 开发潜力分析

据统计，至%$##年底，在全国可规划利用的铜

矿资源储量中，西部地区的可规划利用的铜矿查明

资源储量占*"3#0（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6），

说明西部地区仍有一批已探明但尚未开发的铜矿

床。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十二

五”以后，西部地区承载的铜等重要矿产资源开发的

接替步伐加快，其主要铜矿接替区在“十二五”后期

和“十三五”期间，矿山铜的产能、资源储量将大幅增

长。

根据目前西部地区已探明的主要铜矿床的开发

规划，结合矿床的资源禀赋、开发经济技术条件和环

境影响评价等因素，对西部地区主要铜矿接替区的

铜矿产能进行了预测（表#），预期这些铜矿接替区到

“十三五”末，将增加铜矿产能-$(#$!)以上。

!3$ 加快西部地区铜矿资源勘查开发的对策建议

西部铜矿接替区大多地处高山深谷区或荒漠戈

壁区，地理环境特点各异，一般来说，植被生长缓慢、

多处于大江大河的上游、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应做

好铜矿资源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与规划，制定出严

格措施。在矿产开发时要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扰

动，预防地质灾害，保护水资源和植被，防止三废污

染，确实保持西部接替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西部铜矿接替区的资源禀赋较好，但是，西南地

"#*第,,卷 第,期 叶锦华等：中国西部铜矿资源勘查开发现状和潜力及接替区选区

 
 

 

 
 

 
 

 



区的主要接替区面临交通、能源等条件的制约，而新

疆铜矿接替区则普遍面临水源不足的制约。因此，

为推动铜矿资源的规模开发，应加快改善接替区的

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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