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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成矿的地质构造背景、含矿岩石建造、成矿时代和主要矿种，并结合重砂和化探异常的分布特征，

初步将祁连Ⅱ级成矿带划分为北祁连和中南祁连 2 个Ⅲ级成矿带和 21 个Ⅳ级成矿带，简要论述了各成矿带金属矿

床成矿特征，总结了区内铜、铅锌、金、钨等主要矿床的分布规律。 

关键词  金属矿床  成矿带划分  分布规律  祁连山 

 
祁连山位于阿尔金山以东，龙首山以南，柴达木盆地—青海湖以北，东南与秦岭山脉相连，地跨甘肃、青海、宁夏、内

蒙四省（区）。地质构造上位于秦—祁—昆“中央造山带”的中间部位，根据地质构造差异，可进一步划分为北祁连造山带、

中南祁连地体。北祁连造山带经历了前造山阶段大陆板块的裂开及古祁连洋的形成→主造山阶段古祁连洋向北俯冲-消减、

增生，洋盆闭合、弧-陆碰撞及加里东造山楔的形成→后造山阶段的伸展作用和造山带地壳减薄的造山全过程（夏林圻等，

2001），形成了丰富的矿产资源；中南祁连具有古老隆起与裂谷或裂陷带相间产出的格局，不同阶段的构造-岩浆-成矿作用

形成铅锌、金、铜镍等矿产的富集。 

1  成矿带的划分 

祁连成矿带为秦-祁-昆成矿域的一个Ⅱ级成矿带。Ⅲ级和Ⅳ级成矿带的划分原则是：① 大地构造单元与成矿地质背景

相结合；② 含矿岩石建造、成矿时代、主要矿种及其成因类型相结合；③ 首先圈定Ⅲ级成矿带的界线，然后圈定Ⅳ级成矿

带的界线，即逐级圈定的原则；④ 以区域成矿地质背景为基础，物化遥资料印证的原则。据此，初步将祁连Ⅱ级成矿带划

分为北祁连和中南祁连 2 个Ⅲ级成矿带和 21 个Ⅳ级成矿（区）带。 

2  Ⅲ、Ⅳ级成矿带主要特征 

2.1  北祁连铜铅锌铁金钨铬锰成矿带（Ⅲ1） 

该带范围与祁连造山带大体一致，北东侧以龙首山—合黎山和同心—固原断裂为界，北西段被阿尔金深断裂所截，南界

大体以北祁连南缘断裂为界，与中南祁连成矿带相邻，向东延入北秦岭成矿带。带内早古生代海相火山岩及其有关的块状硫

化物矿床发育是其显著特点。 

（1）永昌—中宁加里东期、华力西期金铜（铅锌）成矿带（Ⅳ1）。该带位于北祁连山北侧走廊过渡带。中寒武世—中

奥陶世主要为香山群及米钵山组组成，为陆缘裂陷盆地沉积。侵入岩仅在西段永昌一带加里东中酸性侵入。该带的矿产主要

为金、铜、铅等，主要为热液型，以曹家口金矿为代表，其形成时代为加里东晚期。 

                                                                 
∗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编号：20011020008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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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嘉峪关—景泰加里东期铜铅锌金成矿带（Ⅳ2）。该带西起榆树沟山，经苏优河，向东到景泰一带。地层主要为下

—中奥陶统火山沉积岩系，为弧后盆地环境。其次为志留系和泥盆系的沉积岩系。带内侵入岩不发育。带内的矿产主要是金、

铅、锌、铜等，成因类型为主要热液型和海相火山岩型。 

（3）红口子—肃南晚加里东期铜铅锌钨金成矿带（Ⅳ3）。北祁连造山带在晚奥陶世末发生弧-陆碰撞，在造山带北部残

留海盆中形成了一套志留系浅海相碎屑岩沉积，在上部紫红色碎屑岩与绿色碎屑岩之间出现含铜砂岩层。处于该地层中东部

的天鹿铜矿床是该矿层的代表，层位稳定，向东西方向有很好的延展，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由于碰撞作用，形成金佛寺岩

体，在其与志留系地层的内外接触带，形成了铜、铅锌、钨钼等矿产。该带成矿时代为加里东晚期，以砂岩型铜和夕卡岩型

多金属矿点产出为特点。 

（4）错沟—靖远加里东期铜锌成矿带（Ⅳ4）。该带西起错沟，经九个泉、老虎山，向东到靖远银硐沟一带。该带下—

中奥陶统火山岩发育，由于弧后拉张强烈，在九个泉、老虎山一带形成弧后扩张脊蛇绿岩套(夏林圻等,2001)。该带分布的主

要矿产是与基性火山岩有关的块状硫化物矿床，是一个块状硫化物成矿带，比较典型的矿床有九个泉铜矿床、石居里铜矿床

和错沟铜矿床等。矿体形态复杂，铜品位高是其特点之一。 

（5）昌马—冷龙岭—永登加里东期、华力西期铜金铅锌锰成矿带（Ⅳ5）。该带沿走廊南山分布，西起寒山，东到白银

厂北部一带，再向东伏没于陇东黄土高原之下。地层仍以下—中奥陶统火山岩系为主体，系岛弧火山作用的产物，它与北部

的弧后盆地的界线有些地段不十分明显。该带内加里东期和华力西期中酸性侵入岩发育，以岩株、岩脉、岩基的形式产出。

金矿主要分布在中西段，类型以构造蚀变岩和热液型为主，分别以寒山、车路沟等为代表。寒山和车路沟成矿时代分别为

395～303 Ma和 427～253 Ma（夏林圻等，2001）。铜矿床以海相火山岩型为主，多为一些小型矿床（浪力克、银灿）和矿（化）

点，但有很好的成矿信息，有扩大规模的条件。 

（6）肃北—百经寺加里东期金铜锰成矿带（Ⅳ6）。该带西段西起鹰嘴山，向东南到玉门昌马疏勒河沿岸；东段西起扁

马沟，向东到景阳岭。在空间分布上与北祁连海沟俯冲杂岩带（夏林圻等， 2001）大致相当。带内发现的主要矿床是鹰嘴

山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黑峡口火山-沉积锰矿床以及一些与基性-超基性岩热液有关的铜矿点如凤凰山、香毛山等。鹰嘴山

成矿年龄为 413 Ma，其形成与北祁连碰撞造山阶段初期的构造热事件有关（夏林圻等，2001）。 

（7）柳沟峡—小柳沟元古宙、加里东期铁铜钨铅锌钼金成矿带（Ⅳ7）。带内出露的地层为朱龙关群火山-沉积岩系，是

铁、铜、铅锌、钨等矿产的含矿岩系。该带是西北地区铁矿产的重要基地，主要有镜铁山、柳沟峡铁铜矿床，九个青羊和古

浪峡铁矿床等。铅锌矿床以大东沟和吊大坂为代表，为喷气-沉积型。本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有小柳沟大型钨矿床产出，

其辉钼矿Re-Os等时线年龄为 462 Ma，成矿发生在奥陶纪（毛景文等，1999）。矿区地表有花岗岩脉出露，深部有隐伏二长

花岗岩体存在，不仅为成矿提供热源，同时也提供了成矿物质，并有铜钼矿化，因此，该矿床可能属夕卡岩型。 

（8）郭米寺—白银加里东期铜铅锌金银锰成矿带（Ⅳ8）。该带在空间上分两个区段展布。西段分布于清水沟—白柳沟

地区；东段位于白银厂及其以西地区。这两个区具有基本相同的地层建造和地质环境，均发育早—中寒武世细碧石英角斑岩

类及其同质火山碎屑岩类，系双峰型火山岩组合，为大陆裂谷作用的产物（夏林圻等, 1998）。区内已知大型白银厂铜多金属

矿床、小铁山多金属矿床和下柳沟、湾阳河、下沟、郭米寺多金属矿床均产于酸性火山岩系中。该类矿床在空间上常与铁矿

床、锰矿床共生，构成一成矿系列。除上述矿产外，带内尚有独立的金矿产出如郝泉沟金矿床等。 

（9）玉石沟—川刺沟加里东期铜铅锌铬成矿带（Ⅳ9）。分布于玉石沟—川刺沟一带。地层以早奥陶世基性熔岩为主如

玄武岩、细碧岩及枕状熔岩，与基性-超基性岩构成相对完整的洋脊蛇绿岩（夏林圻等, 1998）。带内矿产主要有产于超基性

岩中的玉石沟铬铁矿和基性火山岩中的阴凹槽铜锌矿床。90 年代以来，区内陆续发现一些金矿床（点）如川刺沟金矿床，

其类型多属构造蚀变岩型。 

（10）红沟—庄浪加里东期钨铜铅锌金成矿带（Ⅳ10）。该带大致沿大坂山分布,向东南可到互助花石峡一带，再向东在

庄浪-静宁一带始又出现，一直延入北秦岭的铜峪地区。该带地层主要是晚奥陶世海相火山-沉积岩系，形成于陆缘裂谷环境

（夏林圻等, 1998）。此外，带内闪长岩、基性-超基性岩岩块、花岗闪长岩等广泛出露。在该带的东段，残留有前寒武纪地

块。矿床类型主要有火山岩型（红沟、蛟龙掌）、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松树南沟）、夕卡岩型（花石峡钨钼矿点），矿床类

型多，成矿作用复杂。 

（11）张家川元古代铁铜金成矿区（Ⅳ11）。位于北祁连成矿带的东部张家川地区，分布地层为秦岭岩群变质岩系。代

表性矿床为陈家庙铁铜矿床，属沉积变质型，铁矿体呈似层状，产于石英片岩和斜长角闪片岩中，硫化物矿体位于铁矿层的

侧向下部层位，具有上铁下铜的产出特点。 

2.2  中南祁连金铅锌铜镍钨铬成矿带（Ⅲ2） 

中南祁连成矿带北以北祁连南缘断裂为界，北西段被阿尔金深断裂所截，南界大体以西秦岭北缘大断裂和柴达木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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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断裂带为界，向东与秦岭成矿带相连。该带在古生代不同时期以裂谷作用为主，造成老地块与裂谷带或裂陷带相间分

布的构造格局。 

（1）龚岔大坂—兴隆山加里东期钨钼铅锌成矿带（Ⅳ12）。该成矿带位于中南祁连成矿带北部，西起野马河，经宝库河，

东到棺材涝池一带，呈北西向带状展布。地层主要为中下元古界中—深变质岩系。中酸性侵入岩发育，主要为加里东期，成

因比较复杂，既有S型也有I型。区内已发现野马河钨钼矿床、塔儿沟钨矿床、棺材涝池铅锌矿点等。该带是以钨为主的成矿

带，以塔儿沟大型夕卡岩型钨矿床为代表。该矿床产于北大河岩群中，矿区北部有野牛滩花岗岩体出露，其锆石U-Pb年龄

459 Ma（毛景文等，2000），为奥陶纪上侵定位的岩浆岩，为钨矿床的形成提供了热源和物源。石英脉型钨矿叠加在夕卡岩

型白钨矿之上，形成相对较晚，其脉石矿物白云母K-Ar年龄 412.42 Ma。因此，钨矿化大约发生在 459～412 Ma之间。 

（2）大道尔吉—查干布尔嘎斯加里东期铬铜金成矿带（Ⅳ13）。该带位于中南祁连成矿带西北部，西起当金山口，经大

道尔吉、查干布尔嘎斯，东到五个山一带。区内主要出露古元古代中深变质岩系及中、新元古代火山-沉积岩系。加里东期

岩浆岩发育，从超基性、基性到中酸性岩均有分布。主要矿产有铬、铜、金等。铬矿床以大道尔吉为代表，产于超基性岩中。

铜主要产于辉长岩-闪长岩中，属岩浆热液型，以查干布尔嘎斯铜矿为代表。金则以近年来新发现的夏吾特构造蚀变岩型金

矿点为代表，该矿点的发现对中祁连隆起带内找金有指导意义。 

（3）党河南山加里东期铜金铅镍成矿带（Ⅳ14）。矿带内出露地层为下古生界奥陶系和志留系。加里东晚期的岩浆活动

形成了一些岩株、岩枝和小岩体。区内的矿产主要为金、铜、镍、铅等，其中金矿是该带的优势矿种。已发现黑刺沟、贾公

台金矿床和狼岔沟、东洞沟等一批金矿（化）点，以产于早古生代奥陶、志留纪地层中与碎屑岩或火山碎屑岩有关的蚀变岩

型金矿和产于中酸性侵入岩体内外和石英脉型为特征，前者规模可达中-大型如黑刺沟金矿床，后者如贾公台金矿。 

（4）拉鸡山—雾宿山—贾家河加里东期、印支期金铜铁镍钴成矿带（Ⅳ15）。位于中南祁连成矿带的中南部，与拉鸡山、

雾宿山裂谷相一致，向东可延至贾家河一带。该带是在前寒武纪基底上由拉张作用生成的陆内裂谷带。已发现的成型矿床主

要为与铁质超基性岩有关的元石山镍钴铁矿床、上庄磷铁（稀土）矿床、与基性火山岩有关的岩浆热液型金矿床如泥旦山、

天重峡等，在该带的东端形成印支期热液型金矿床。 

（5）哈尔腾—哲合隆加里东-华力西铅（锌）铜金成矿带（Ⅳ16）。该带西起土尔根大坂北缘，经宗务隆山北坡，东止青

海湖一带，南界为宗务隆深大断裂，北界为党河南山断裂，为早古生代断陷带。地层主要为下志留统硬砂岩、板岩、夹硅质

岩等。二叠系为滨浅海相碎屑岩-碳酸盐组合。加里东晚期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大面积分布，侵入于志留系地层中。矿

产为铜、铅（锌）、砂金等，类型主要为热液型以哲合隆铅矿床为代表和砂岩型铜矿以加油铜矿点为代表。 

（6）日月山—化隆加里东期铜镍成矿带（Ⅳ17）。该带北以拉鸡山南缘断裂为界，南以青海湖南山大断裂为界，与日月

山－化隆隆起一致。区内元古界化隆群变质岩系广泛分布。加里东期基性-超基性岩较发育，是铜镍成矿的母岩，已发现拉

水峡和裕龙沟铜镍矿床以及沙家、冶什春等铜镍矿点，是以铜镍为主的成矿带。 

（7）宗务隆华力西期铅锌铜（金）成矿带（Ⅳ18）。该带为晚古生代拉伸形成的裂陷槽，发育上石炭统中吾农山群浅变

质碎屑岩-碳酸岩盐-拉斑玄武岩组合。该区由于地质工作程度低，目前仅发现产于中吾农山群浅变质碎屑岩中的喷气-沉积型

蓄积山铅锌矿床和德令哈北铅锌矿点。 

（8）欧龙布鲁克华力西期钨铜金成矿带（Ⅳ19）。该区下元古界达肯大坂岩群为结晶基底，加里东期处于相对稳定的古

陆环境，火山活动不明显。华力西期—印支期的造山作用在该带产生强烈的构造岩浆活动，形成的钨铜金等矿产多为热液型

铜矿床、夕卡岩型、构造蚀变岩型，分别以布赫特山铁铜矿点、尕子黑钨矿点和求律特点金矿点为代表。 

（9）赛什腾山—锡铁山加里东、华力西期铅锌金铜锰银铬成矿带（Ⅳ20）。该带西起赛什腾山，东到锡铁山一带，是中

南祁连重要的成矿带。元古界达肯大坂岩群和万洞沟群以残留断块形式产出。中奥陶统—志留系滩间山群海相火山-沉积岩

系广泛分布。岩浆活动强烈，发育加里东期基性-超基性岩和加里东期、华力西期中—酸性侵入岩。区内脆韧性断裂十分发

育，且纵横交错。矿床类型主要有喷气-沉积型（锡铁山铅锌矿）、构造蚀变岩型（滩间山等金矿床）、海相火山岩型（青龙

滩含铜硫铁矿）、岩浆型（绿梁山铬铁矿矿床）等。构造蚀变岩型矿床受构造控制，并与特定的地层建造有关，滩间山金矿

床、青龙沟金矿床分别产在中元古宙万洞沟群的碳质千枚岩和白云质大理岩中，红柳沟金矿床、野骆驼泉金矿床均分布在滩

间山群火山-沉积岩系中。青龙沟、滩间山和野驼骆泉金矿床成矿年龄分别为 409.4 Ma、400 ～296 Ma、246 Ma（张德全等，

2001），主成矿期为加里东晚期和华力西期。 

（10）沙柳河加里东期、华力西期铅锌钨金锡成矿带（Ⅳ21）。该带在建造特征、构造变动、岩浆活动等方面同赛什腾

山—锡铁山成矿带相近。冯益民等（1996）根据二者在空间展布、超基性岩浆活动、成矿作用方面的差异，将其单独划出，

称为阿尔茨托山裂谷。带内的主要矿产有铅锌、钨、锡、金、锰、铁等，其中铅锌、钨、锡为海相火山岩型，产于滩间山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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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布规律 

3.1  铜矿床  

铜矿床主要类型为海相火山岩型，其次为沉积变质铁-铜型、岩浆铜-镍型、砂页岩型、斑岩型、热液型等。海相火山岩

型铜（多金属）矿床主要分布在北祁连，在裂谷、弧后盆地、岛弧、洋壳岩片等环境中均有产出，以拉张构造环境如裂谷、

弧后扩张区的成矿最为有利。矿床产于富钠的火山岩系内，与含矿火山岩系同期或准同期形成。成矿时代主要为中寒武世、

早中奥陶世、晚奥陶世。按成矿元素组合可划分为 Cu、Cu-Zn、Zn-Pb-Cu 型。Cu 型以石居里、红沟等为代表，多产于基性

火山岩系内；Zn-Pb-Cu 型以郭米寺、小铁山、蛟龙掌等为代表，产于酸性火山岩系内；Cu-Zn 型以阴凹槽、白银厂等为主，

在基性火山岩系和酸性火山岩系均有产出。在矿床规模上 Cu 型矿体小，但品位高，产出层位多，多形成中小型矿床；Cu-Zn

型和 Zn-Pb-Cu 型矿体规模大，多形成大中型矿床。 

铁-铜型主要分布于北祁连元古宙裂谷带内，具成群分布的特点，受火山-沉积岩系的控制；砂岩型铜矿主要产于北祁连

的志留系地层中和南祁连的二叠系地层中，受沉积相的控制；岩浆铜-镍型，分布在陆内裂谷带内如日月山—化隆地区；斑

岩型铜矿目前仅发现小赛什腾山一处小型矿床，分布于柴达木盆地北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类型；区内热液型铜矿点多面广，

且多为一些矿点，查干布尔嘎斯一带与中基性侵入有关的铜矿床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3.2  金矿床  

祁连的独立岩金矿床其特征类似于造山型金矿床（张德全等，2001），可归纳为两种类型：构造蚀变岩型和热液型。在

这两类矿床中，前者是主要的，多形成大中型矿床。这些矿床有 3 个普遍特点：① 矿床受构造控制，多产于北东向与北西

向两组构造的交汇部位；② 虽然矿体产出的围岩具多样性，包括中酸性火山碎屑岩、超基性岩、砂岩、花岗岩等，但多集

中于元古界、早古生界地层中；③ 成矿具多期次的特征，主成矿期为加里东晚期和华力西期，形成于主造山末期和后造山

阶段；印支期形成的矿床目前发现较少，多显示叠加成矿的特点。 

3.3  钨矿床 

钨矿床在北祁连和中南祁连均有分布。已发现的钨矿床均位于钨组合异常或重砂异常中。塔尔沟和小柳沟钨矿是祁连造

山带目前发现的两个大型钨矿，是我国继南岭之后又一钨矿富集区。小柳沟和塔儿沟钨矿床的形成与特定的岩浆、地层、构

造条件息息相关即“三位一体”。矿床产于前寒武纪地层中，矿区附近或深部有中酸性岩浆岩存在，北西向主断裂构造与北

东向或近南北向断裂的交汇部位对成矿起控制作用，成矿期为加里东中晚期。 

3.4  铅锌矿床 

铅锌的主要成矿类型（不包括与海相火山岩型有关的铅锌矿床）为喷气-沉积型，产于裂谷带和裂陷槽环境中，成矿时

代为元古宙、加里东和华力西 3 个时期，以前两者为主。容矿岩石为碳酸盐岩、绿泥绢云千枚岩、细碎屑岩等。喷气岩如重

晶石岩、石膏岩呈多层产出，为喷气作用的产物。后期的构造热事件，使矿体发生变形变位，产生一些脉状体。该类矿床的

典型实例为锡铁山、大东沟、蓄积山等。 

4  结  论 

祁连成矿带矿产的分布与大地构造演化密切相关，构造发展演化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成矿作用特征。该区经历了前寒

武纪古陆形成、早古生代裂解和闭合主造山、华力西-印支早期后造山和中—新生代叠复造山等 4 个重要旋回，每个旋回均

有矿床的形成和富集，早古生代是最重要的成矿旋回。区内的大中型铁、铜、钨、铅锌矿床主要形成于加里东和前寒武两大

成矿旋回，加里东晚期-华力西成矿期多是在前寒武纪成矿旋回和加里东成矿旋回预富集的基础上，由于构造-岩浆热事件的

作用而形成热液型和构造蚀变岩型金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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