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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成矿系列研究及矿产勘查新突破
!

张新虎#，任丰寿#，余 超!，刘建宏#，赵彦庆!，张发荣!，贾志磊#

（#甘肃省地矿局，甘肃 兰州 ;6""""；!甘肃省地质调查院，甘肃 兰州 ;6""""）

摘 要 甘肃省地质环境复杂，成矿条件优越，矿产资源相对丰富，构造上位于古亚洲、滨太平洋、特提斯三大

构造域的交接部位，有北山、祁连山、西秦岭6个北西:南东向造山带，其间夹持着敦煌、阿拉善、中:南祁连、鄂尔多斯

等地块。根据甘肃省的构造演化、岩石建造组合及矿产分布规律，运用成矿系列理论，对全省各成矿单元成矿系列

和谱系作了初步研究与梳理，重新划分出#"个成矿系列组，$7个成矿系列，7!个成矿亚系列，9!个矿床式。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归并出7个矿床成矿系列组合、#8个矿床成矿系列类型。通过归纳总结祁连山:龙首山、秦岭成矿区矿

床成矿谱系，依据甘肃主要成矿大区不同构造环境、成矿旋回和成矿系列发育特征，运用缺位找矿思维，调整对区域

矿产勘查工作部署，开展新区域、新层位、新类型、新矿种勘查找矿，取得重要成果。西秦岭地区玛曲县大水金矿、夏

河县加甘滩金矿找矿成果卓著，先后列为国土资源部!"#"年度、!"#7年度全国#"大找矿成果，西成铅锌矿田厂坝

老矿山深部勘查资源储量大幅度增加，发现大桥金矿新类型；北祁连西段卡瓦铁矿富集区评价取得新进展，将成为

镜铁山铁矿资源接续区；阿尔金成矿带青砂沟锰矿勘查实现新层位找矿突破，显示出成矿系列理论在指导区域成矿

规律研究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依据。甘肃省内已设置国家级整装勘查区$个，据《!"#!年全国主要矿产资

源储量通报》，甘肃省金矿资源储量跃居全国第!位，锰矿居全国第9位，锌、铅矿分别位稳居全国第6、8位，找矿潜

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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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矿床系列研究”始于.RRR年，是甘肃省

地矿局参与“中国成矿体系与区域矿产找矿潜力评

价”研究项目中完成的子课题，初步总结了全省主要

矿产成矿规律，划分了成矿区带，初步建立了成矿系

列组合、成矿系列类型、矿床成矿系列（李永军等，

.RR.；刘建宏等，.RR;；张新虎等，.RR\2），同时也开

展了找矿预测工作。

许多学者对甘肃地质构造、成矿区带及成矿系

列进行过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有利地指导了

甘肃的地质找矿工作。陈毓川等（:]]’）对秦岭地区

主要金属矿床成矿系列进行了划分并探讨了区域成

矿规律；张新虎等（.RR4）发表了甘肃省成矿区（带）

研究一文，探讨了各主要成矿区带的特征。贾群子

等（.RR.）研究了祁连山的金属矿床的分带性及其分

布规律。刘建宏等（.RR;）运用矿床成矿系列理论和

方法，对甘肃西秦岭地区进行了矿床成矿系列和成

矿谱系的研究。.R:.年，张新虎等完成了“甘肃省区

域成矿及找矿”研究，全面总结了:]]]年国土资源

大调查以来基础地质调查、成矿规律研究的新资料，

特别是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的系列成果，对甘肃成矿

系列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深入研究，在成矿系列理论

指导下，部署区域矿产远景调查和重点矿种勘查，取

得了一系列勘查新成果。本文通过对甘肃区域成矿

基本特征的规律性认识，展示成矿系列研究新成果，

以;个找矿突破实例，反映出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对

区域找矿部署的指导作用，以期对甘肃地质找矿及

勘查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甘肃省区域成矿基本特征的规律性

认识

*̂* 地质构造演化特征

甘肃省位于古亚洲、滨太平洋、特提斯三大构造

域的交接部位，北山、祁连山、西秦岭造山带总体呈

北西1南东向展布，其间夹持着敦煌、阿拉善、中1南祁

连、鄂尔多斯等地块。甘肃大地构造演化大致划分

为’个阶段（梁明宏等，.R:’2；.R:’0）：

（:）前南华纪—中元古代，属大陆地壳早期演

化阶段；

（.）南华纪—早泥盆世，进入洋陆演化1多岛洋

演化阶段；

（T）中晚泥盆世—中三叠世总体属陆内伸展演

化阶段，中晚泥盆世为伸展环境，陆相火山岩及石炭

纪—二叠纪裂谷双峰式火山岩在北山、祁连大量发

育，河西走廊及秦、祁地区普遍发育陆表海沉积；

（’）三叠纪—古近纪总体属陆内盆山构造演化阶

段，见有后造山花岗岩和后碰撞钾玄岩类陆相火山岩。

上述各阶段中，各类成矿作用复杂，并独具甘肃

特色，其中祁连山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早古生代与海

相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铜多金属矿床成矿带，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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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邻的龙首山则赋存有中国元古宙最主要的岩浆

!"#$%#&’（&()）硫化物矿床成矿带，西秦岭是中国最

主要的铅锌、金、锑矿成矿区。

!*" 主要成矿旋回

甘肃省内自中元古代至新生代都有矿产形成。

各时期所形成的矿床在矿种方面无显著差异，但在

矿床类型及其系列组合上却极其复杂，具有各自的

特点和演化趋势。

依据省内大地构造演化特点，将金属成矿期划

分为：

（+）陆块期成矿旋回（!）。在武陵#扬子成矿期

（!+），发育有长城纪大陆裂谷带铁质超基性岩岩浆

型铜镍#铂族共生矿床和碳酸岩型稀土矿床。蓟县#
青白口纪出现沉积#变质型铁、锰、铜金组合矿床和

铅锌（锰）矿床。

（,）拼 接 期 成 矿 旋 回（"）。在 兴 凯 成 矿 期

（"+），震旦系#早寒武世赋存有沉积#改造型锰矿、沉

积型磷、钒、铀共生矿床。加里东成矿期（",）则是

甘肃省主要成矿期，以中寒武世—早奥陶世蛇绿岩

型铬、铜矿、中寒武世—中奥陶世火山#次火山型铜

多金属矿（伴生金、银及稀散元素）、喷气沉积型铜锌

矿为主，其次为火山沉积#热液再造型金矿、沉积#改

造型锰矿。志留纪发育与中酸性岩基有关的钨、铍、

钼、铁、（铜、铅锌）矿；在中间隆起边缘超基性、基性

杂岩体内赋存有岩浆岩型铬矿。在华力西成矿期

（"-），早泥盆世晚期#中泥盆世早期生成热水沉积型

铅锌（银）矿，在中泥盆世形成沉积#改造型铅锌（银）

矿和沉积铁矿，在晚泥盆世形成砂岩型铜矿，在早石

炭世形成火山沉积#再造型铅银、铅（银）锌矿、热液

型金矿。石炭纪与花岗岩类有关的矿床有斑岩型铜

（银）矿、（铁、锰矿）、金矿。二叠纪与花岗岩类有关

的有铅锌、铜、铁、金矿。在印支成矿期（".），三叠

纪与花岗岩基、小岩体有关的热液型金矿、低温热液

充填型锑、锑金矿、汞锑矿广泛发育。

（-）后构造成矿旋回（#）。在燕山期（#+），侏

罗纪发育与花岗岩类有关的铜（铁、砷）、铁矿、铅锌

（银）矿、金矿、斑岩型铜矿和热液型金矿，白垩纪发

育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古砂金矿和砂岩型铜矿。

在喜马拉雅期（#,），古近纪形成有热水型铀矿，第

四纪有砂金矿。

（.）成矿作用在时间维上的演化趋势。在成矿

元素组合上，从铜#铁族元素为主（陆块期旋回）!亲

铜元素为主（拼接期旋回）!金为主（后构造期旋

回）；在成矿作用方面，由幔源岩浆型、沉积变质型

（陆块期旋回）!壳幔混合源、部分幔源型的火山岩

型（拼接阶段）!以硅铝质壳源为主的层控型、花岗

岩热液型、复合热液型（断陷海盆阶段、造山阶段）!
上部壳源浅成低温成矿作用。

上述成矿演化趋势与省内构造演化史一致，反

映了地壳由薄变厚、地壳成熟度不断提高的趋势。

!*# 主要矿产空间分布规律

甘肃省矿产地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山、

祁连山、西秦岭、陇东地区，其次为河西走廊、龙首

山、阿尔金山东段等地区。

（+）北山地区：主要有斑岩型铜矿、火山热液型

铁矿、石英脉型钨矿、沉积变质型钒、磷、铀矿、石英脉

型金矿，其次是矽卡岩型铜矿、铅锌矿、富铁矿；热液

型多金属矿、钼矿、锡矿，小型含煤盆地及非金属萤

石、大理岩、白云母、重晶石、蛇纹石、硅灰石等矿床。

（,）祁连山地区：主要有沉积#变质型铁、铜矿、

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铜多金属矿、石英脉型钨矿、火

山岩型金矿，其次是石灰岩、白云岩、菱铁矿、重晶

石、石膏等非金属矿床。

（-）西秦岭地区：主要有热水沉积改造型铅锌

矿、构造蚀变岩型、浅成低温热液型金、锑矿，矽卡岩

型铜、钨、锡、砷矿，沉积型铁、锰、磷矿，其次是重晶

石、石灰岩、白云岩等非金属矿床。

（.）陇东地区：主要是石油、煤（煤层气）、页岩

气富集区，规模大而集中。在埋藏深度上，由浅到深

依次为铀矿、煤炭、石油，为分层开采提供了良好条

件。其次为油页岩、铝土矿和石灰岩矿。

（/）龙首山地区：是中国重要的铜、镍、铂族矿

产富集区，具有共伴生元素多、规模大的特点。其次

是沉积变质型铁矿、磷矿、铀矿及稀土元素、膨润土、

白云岩、石英岩等矿床。

（0）河西走廊地区：主要有石油、煤炭及沉积型

芒硝、石膏、萤石、凹凸棒石、海泡石、水泥灰岩、岩盐

矿床，其次为砂金、黏土等矿床。

（1）阿尔金山东段地区：主要有超基性岩型石

棉，沉积变质型铁、锰矿床，其次是煤、区域变质岩型

蓝晶石、片岩型石榴子石矿床等。

, 甘肃成矿系列研究新成果

,222$,22-年，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

究所陈毓川院士任项目负责，笔者承担“中国成矿体

,-++ 矿 床 地 质 ,2+/年

 
 

 

 
 

 
 

 



 
 

 

 
 

 
 

 



据和命名原则，结合甘肃省构造、地层划分、各套岩

石建造组合及矿产分布规律，对全省各成矿单元成

矿系列和谱系作了初步研究与划分，厘定出!"个成

矿系列，"#个成矿亚系列，$#个矿床式，并进一步归

并出"个矿床成矿系列组合、%&个矿床成矿系列类

型（表%）。

根据成矿系列研究成果，结合甘肃主要成矿大

区不同构造环境、成矿旋回和主要成矿系列发育特

征，构建了成矿谱系图。从图#中可见，北祁连地区

古元古代到中新元古代，在陆核增生基础上，发育了

与沉积变质作用有关的铁、铜、铅锌、金、磷、重晶石

成矿系列，以镜铁山大型铁矿为代表。加里东期是

北祁连重要的铜、多金属、钨钼成矿期，以白银厂、塔

儿沟、小柳沟为代表，构成与火山’沉积作用有关及

与钙碱性岩浆侵入岩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在图(
中，甘肃西秦岭各成矿系列在不同成矿期的演化规

律展示的更为清晰，在扬子古陆边缘发育了与中新

元古代沉积作用有关的铁、锰、重晶石、毒重石成矿

系列，与泥盆纪碳酸盐岩、火山作用有关的层控铅

锌、银、金成矿系列，构成西成铅锌矿田。印支期’燕

山期是大规模成矿期，形成与中酸性侵入岩有关的

高温热液型钨、锡、钼矿、矽卡岩型铁、铜、金矿、浅成

低温热液型汞、砷、锑、金矿成矿系列。整个西秦岭

地区，金成矿不具有选择性，在各系列中均发育，尤

以印支’燕山期与浅成低温热液型、构造蚀变岩型金

矿最为发育，形成大型、超大型矿床，如玛曲县大水、

西和县大桥、合作市早子沟、文县阳山等金矿床。

上述研究成果对区域矿产勘查工作部署，主攻

矿种勘查规划，运用缺位找矿思维在新区域、新层

位、新类型、新矿种找矿方向和预测等方面均具有重

要指导作用（王登红等，#))*）。（图#、(）。

( 矿产勘查新成果

近年来，自觉运用成矿系列理论于区域成矿规

律研究中，使金、镍、铅锌、铁锰、钨钼的找矿工作取

得了新突破。其中，汤中立院士在甘肃北山地区发

现评价了黑山铜镍大型矿床（汤中立等，#)))；徐刚

等，#)%#；张新虎等，#)%#；孙涛等，#)%"）。在祁连山

成矿系列研究基础上，建立了塔儿沟矿床式，在其东

部延伸部位发现了小柳沟钨钼矿床，已成为中国西

北地区最大的钨资源基地，远景资源量可达(!!")
万吨（刘堆富等，#))!）。通过研究沉积’变质型铁矿

富集规律，在北祁连西段，与古元古代—中元古代与

沉积’变质改造作用有关的+,、-.’/0’12、3.、/、重

晶石矿床成矿系列中，扩大镜铁山铁矿外围找矿，发

现了卡瓦铁矿富集区，初步探获铁矿石资源量!4""
亿吨（齐瑞荣等，#)%!）。在柴达木北缘阿尔金成矿

带东段，建立了新元古代与变质作用有关+,、52、

60、78、稀土成矿系列，发现并评价了安南坝锰矿，

实现新区域、新层位的找矿突破。

近年来，在西秦岭地区已设置甘肃崖湾’大桥地

区、寨上’马坞地区、阳山地区(个国家级整装勘查

区，金矿勘查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的有西和县大桥

（金资源储量9&:）、宕昌县竹园北（*#:）、夏河县加

甘滩（%!):）、礼县杜家沟（!&:）、岷县寨上（((:）、合

作市岗岔（#):）、西和县小东沟（#&:）、徽县九条沟

（#$:）等一批大型、超大型金矿床，老矿山如大水、早

子沟金矿的资源储量大幅度增加，在!))!%)));
勘查深度发现新的富集带（表#，图%），使甘肃金矿

资源储量跃居全国第二位。在西成铅锌矿田内厂坝

铅锌矿深部勘查取得突破性进展，主矿体斜深达**)
;，厚度、品位基本稳定，在深部及外围累计查明资源

量99)万吨。

!<" 阿克塞县安南坝锰矿床

通过对比分析阿尔金东段成矿区成矿系列特

征，认为该区西段具有寻找沉积型锰矿的地质条件，

#)%)年甘肃省地矿局第二勘查院根据勘查工作部

署，在安南坝地区开展了%=!万水系沉积物测量，经

异常查证发现青砂沟锰矿。这是锰矿勘查新区域、

新层位找矿突破的实例。

安南坝锰矿位于塔里木陆块成矿省柴达木北缘

成矿带，经历了复杂的地质演化，中新元古代沉积了

碎屑岩’碳酸盐岩过渡部位的含锰岩系，锰矿产于蓟

县系第二岩组含锰白云质砂岩中，矿石与围岩呈渐

变关系（赵保青等，#)%(；#)%"）。全矿区共圈出#个

矿体群，&%条矿体。矿体呈近>?向层状’似层状展

布，长度$&!%9));，平均厚度)4!#!*4#&;，52
平均品位在$4)9@!%!4"$@之间，矿体斜深在%($
!!&";。估算锰矿石资源量#$#(万吨，使甘肃锰

资源量在全国的排名上升至第$位（蒙轸等，#)%!）。

矿石主要是硬锰矿，次为菱锰矿；矿石结构主要为胶

状、隐晶、粒状变晶结构；构造主要有块状、浸染状、

网格状构造。勘查评价时，通过还原焙烧’酸性浸出

选矿试验研究，锰金属总回收率可达$#<$&@，进一

步 论证工业指标，确认该锰矿是具有一定经济意义

"(%% 矿 床 地 质 #)%!年

 
 

 

 
 

 
 

 



 
 

 

 
 

 
 

 



 
 

 

 
 

 
 

 



 
 

 

 
 

 
 

 



表! 甘肃省近年来新发现、评价大型矿床一览表

"#$%&! ’#()&*+,-&./,0&(#%.&12+,3+.,+425&(&.2(&5#%6#3&.(&4&03%7,08#0+69(25,04&
图!中编号 矿产地名称 所在成矿区带（!""级） 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规模 矿床成因类型

! 阿克塞县安南坝锰矿床 塔里木陆块成矿省，柴达木北缘#$"%&"’&"()"
*+"稀土白云母成矿带

,-,.万吨 大型 沉积变质型

, 肃南县卡瓦铁矿床 阿尔金"祁连成矿省，北祁连(+"#$"%&"/0"()"*+"
*1"硫铁矿"石棉成矿带

,亿吨 大型 沉积变质型

. 合作市早子沟金矿床 秦岭"大别"苏鲁成矿省，西秦岭#$"%&"(+（/0）"
*+"21"3$成矿带

!,,吨 超大型 岩浆热液型

4 夏河县加甘滩金矿床 秦岭"大别"苏鲁成矿省，西秦岭#$"%&"(+（/0）"
*+"21"3$成矿带

!56吨 超大型 变质热液型

5 玛曲县大水金矿床 秦岭"大别"苏鲁成矿省，西秦岭#$"%&"(+（/0）"
*+"21"3$成矿带

!,6吨 超大型 岩浆期后中"
低温热液型

7 西和县大桥金矿床 秦岭"大别"苏鲁成矿省，西秦岭#$"%&"(+（/0）"
*+"21"3$成矿带

87吨 大型 热液型

另要注意区域相变规律，研究矿床分带性，矿石类型

自西向东出现菱铁矿、赤铁矿"磁铁矿、磁铁矿石分

带，对区域找矿预测和勘查目标层位确定具有指导

意义。

:;: 合作市早子沟金矿床

甘肃西秦岭金矿成矿规律研究表明，夏河"合作

是金资源富集区，先后发现了早子沟（超大型）、格娄

昂（大型）、加甘滩（超大型）、早仁道（中型）、直合完

干（中型）、也赫杰、答浪沟、桑曲、索纳贡玛等一批金

矿床。早子沟金矿距合作市仅!69:，处于夏河"合

作断裂以南的*+、21、*;、3$、*1等中低温元素成矿

亚带，其赋矿地层主要为下、中三叠统古浪堤组板岩

及与闪长玢岩内、外接触带，主要受<=向、<>向

和近3<向断裂的控制（刘春先等，,6!!）。金矿体与

喜马拉雅期花岗岩关系密切，岩浆热液"构造"围岩的

耦合富集作用是形成金矿床的主要原因（刘春先等，

,6!!；陈国忠等，,6!,；梁志录等，,6!,）。

在矿区共圈定金矿体,!,条，其中主矿体（单矿

体金资源量大于!吨）!,条，矿体长度.66#!,66
:，平均厚度,#4?6-:，控制斜深-5#-56:，平均

品位.?4!#4?@@1／A。*+!矿体总体形态呈较规则

脉状，矿体长!,46:，斜深大于!666:，控制最大垂

深!,,-:，单工程矿体厚度6?-,#!-?!.:，平均品

位.?4@1／A。近矿围岩蚀变类型丰富，主要以低温

热液蚀变为特征，金矿化与硅化、褐铁矿化、黄铁矿

化、毒砂化、辉锑矿化密切相关。矿石具自形"半自

形粒状、柱状结构；矿石构造有脉状、星散浸染状、细

脉浸染状及块状等。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铁矿、毒砂、

褐铁矿和辉锑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矿石伴生

有用金属元素为*1、3$。截至,6!.年底，矿区累计

提交金资源量!,,A。矿床成因类型为岩浆热液型。

:;< 夏河县加甘滩金矿床

加甘滩金矿床属于秦岭"大别"苏鲁成矿省，西秦

岭成矿带，位于早子沟金矿南西.69:处。出露地

层为三叠系下统隆务河组（BC），岩性为长石石英砂

岩、粉砂质板岩、岩屑砂岩等。区内褶皱、断裂构造

发育，断裂主要分<>向、近=>向及=>向.组，

其中近=>向断裂/!断层控制着金矿体的产出、产

状、规模及变化，在走向和倾向上呈舒缓波状变化，

具膨大、缩小、分支特征。矿化带长!.-6:，矿体密

集分布于.66#566:宽的断裂带内，呈雁行状、羽

状分布，共圈出金矿体..6条，其中主矿体!8条，矿

体赋矿岩性为角砾岩、砂岩、板岩。主矿体呈脉状、

长条状，倾向上，矿体近地表倾角较大；向下延伸倾

角逐渐变缓，为.7#45D，属缓倾斜矿体；在断层走向

变化地段、倾角由陡变缓部位、羽状裂隙发育地段，

是成矿的有利部位，往往形成厚大的矿体。矿区内产

出锑矿体与金矿体。矿石中矿石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毒砂、赤铁矿、褐铁矿、辉锑矿。矿石结构主要有粒状

结构、交代结构、胶状结构。矿石构造主要有星点浸

染状、块状、细脉"网脉状等。矿石中*;元素达到伴生

组分指标。矿床成因属岩浆热液型。

:;= 玛曲县大水金矿床

大水金矿位于南秦岭成矿亚带，玛曲"略阳大断

裂北侧附近（代文军等，,668），金矿赋存于下三叠统

马热松多组（B!!）灰岩和印支期花岗闪长岩脉中，

矿化受到<>>向和近3<向断裂严格控制（赵彦

庆等，,66.；韩春明等，,664；赵向农等，,6!!）。!88,
年发现该金矿，经多年持续勘查、开发，,66@年通过

实施全国危机矿山找矿项目，勘查工作取得了重大

-.!! 矿 床 地 质 ,6!5年

 
 

 

 
 

 
 

 



突破，累计提交金资源量!"#$。目前共圈出金矿体

!%%条，其中格尔珂矿区的金矿体!!"条，贡北矿区

"!条。格尔珂矿区金矿体长度!&##’，走向呈现由

近()向、*)向到近+*向的规律变化，矿体倾角

,-!.#/；形态呈不规则枝杈状、透镜状、囊状等，并

具有膨大缩小、尖灭再现等特征；矿体长"#!%"#’，

厚#0.,!"&0%1’，金品位一般为!0#!"&0%12／$。

贡北矿区矿体长度"#!-1#’，厚度!0".!!30%.
’，金品位一般!0#!10%12／$。矿石结构主要有自

形4半自形4他形结构、碎裂4角砾状结构；以稀疏浸染

状构造、细脉4网脉状构造为主，次为角砾状构造、块

状构造；矿石中金属矿物成分主要为赤铁矿、褐铁

矿；金的赋存状态以独立自然金为主。

矿区内灰岩、灰质砾岩是赋存金矿的重要岩性，

由于灰岩化学活动性较强，砾岩裂隙及空隙发育，利

于含矿热液的运移及渗透交代作用的发生；区域北

西向断裂和热穹窿（格尔括合岩体）是矿质热液交代

沉淀的良好场所，往往形成厚大且品位富的矿体；矿

脉群与中酸性岩脉群之间存在着对应的时空关系，

后期硅化和赤铁矿化（黄铁矿化）与金矿化关系最为

密切，蚀变带宽者含矿率较高，所赋存的金矿体厚度

较大、品位较富（李文军等，"#!#）。矿床为岩浆期后

中4低温热液矿床。

!"# 西和县大桥金矿床

大桥金矿的发现是西秦岭区新类型找金的重大

突破。矿床位于西秦岭成矿带东段，"##-年甘肃省

地质调查院通过!5-万矿产远景调查圈定化探异

常，次年通过异常查证发现地表金矿体，经过近年的

地质勘查工作，累计查明金资源量超过&#$，并已转

入开发阶段。金矿赋存于三叠系下部岩性段的角砾

岩中（尤关进等，"##&），总体呈似层状，局部分枝复

合。共圈出了金矿体%1条，矿体多呈*(向展布，

严格受硅质角砾岩控制，产状与硅质角砾岩层基本

一致，沿走向和倾向具膨大缩小、分枝复合现象。其

中"4!金矿体规模最大，呈层状、似层状，长度"###
’，平均厚度!"0!1’，延深"#!,#-’，平均品位

%0"-2／$。矿石矿物成分较为简单，金属矿物主要以

黄铁矿、褐铁矿、白铁矿为主，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方解石、绢云母等。矿石结构主要有隐晶4微晶结

构、微鳞片粒状变晶结构等；构造以角砾状构造、块

状构造和浸染状构造为主。矿石类型为硅质角砾岩

型金矿石，矿石总体氧化程度弱，硫化物普遍发育

（尤关进等，"##&；刘月高等，"#!!）。初步认为矿床

属热液型金矿床。

, 结 论

甘肃省位于古亚洲、滨太平洋、特提斯构造域的

交接部位，通过对全省成矿系列的研究，深化了构造

演化与区域成矿基本特征的认识。

（!）甘肃省内自中元古代至新生代均有重要矿

产形成，各时期形成的矿床各具特色，大致划分出陆

块期成矿旋回、拼接期成矿旋回、后构造成矿旋回。

（"）根据甘肃地质构造演化、岩石建造组合及

矿产分布特征，对全省主要成矿单元成矿系列和谱

系作了系统研究，重新厘定出成矿系列-,个、成矿

亚系列,"个，建立矿床式."个，进一步归并出矿床

成矿系列组合,个、矿床成矿系列类型!1个。通过

总结祁连山4龙首山、秦岭成矿区矿床成矿谱系，展

示了甘肃主要成矿大区不同构造环境、成矿旋回和

主要成矿系列的发育特征，其意义在于启发缺位找

矿思维，在新区域、新层位、新类型、新矿种找矿预测

方面发挥指导作用。

（%）目前甘肃已设置国家级整装勘查区-个，玛

曲大水金矿、夏河县加甘滩金矿分别获得国土资源

部"#!#年度、"#!,年度全国!#大找矿成果，阿尔金

成矿带青砂沟锰矿是甘肃勘查的新矿种，北祁连卡

瓦铁矿富集区将成为镜铁山矿区主要资源接续区，

西秦岭西成铅锌矿田厂坝老矿山深部实现资源储量

大幅度增加，据《"#!"年全国主要矿产资源储量通

报》，甘肃金矿资源储量跃居全国第"位，锰矿居全

国第.位，锌、铅矿分别稳居全国第%、1位，找矿潜

力巨大，显示出成矿系列理论指导区域成矿规律研

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依据。

志 谢 甘肃省地调院李通国总工、刘义科高

工、甘肃省地矿局第三勘查院刘伯崇高工对本文提

供了相关资料并帮助修改，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

源研究所王登红研究员对文章选题、修改提出宝贵

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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