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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东昆仑群力地区高精度弱磁异常的找矿意义
!

关有国$，李洪普$，!

（$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大队，青海 格尔木 7$<"""；!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7=）

摘 要 文章针对在东昆仑祁漫塔格群力地区圈出的#处$>8"""高精度磁异常，通过初步解译，<条剖面的磁

异常（"!）求解及磁性矿体的反演计算，结合测定的磁物性及野外地质观察结果，将在磁异常内发现的地表矿体、深

部隐伏矿体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8、,<等磁异常，地表强度大，峰值高，但反映的只是浅部矿体的特征，

而,"、,7两个弱磁异常，虽然磁异常强度小、峰值低，但这些磁异常规模比较大，反映的是深部磁异常的特征。提

出在以后的找矿工作中应重视对这种弱磁异常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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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昆仑成矿带面积约$$万平方公里，由于其大地构造位

置与成矿作用独具特色，所以历来都是有关地质工作者重点

关注的地区之一。近年来，随着基础地质研究与矿产资源勘

查工作的进展，已发展成为青海省探明铁、金、铜、钴等矿产的

主要矿集区。尤其是一批重要的勘查、科研项目的完成和一

批重要矿产地，如野马泉铁多金属（钴、锡等）矿、肯得可克铁

钴（铋）矿、虎头崖铅锌矿、四角羊铁多金属矿等近="处的发

现（李洪普等，!""#E，!""#)；刘云华等，!""8；潘彤等，!""=），

揭示了该构造带具巨大的资源勘查潜力。目前，在矿区外围

圈出了磁异常百余处，但大多数为弱小磁异常，对这些磁异常

能否进行进一步勘查，可否投入大量的工作，主要取决于针对

已发现的典型地区弱磁异常的找矿成果及其分析研究（李智

明等，!""9）。

群力地区地处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南缘（图$）。!"世纪<"

"""""""""""""""""""""""""""""""""""""""""""""""""""""""""""""""

年

! 本文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矿调项目“青海玛章错钦;周琼玛鲁$>8万矿产远景调查项目”（编号：!"":;!;!）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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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东昆仑群力铁矿区大地构造位置略图

（张雪亭等，"##$）

!—中生界%新生界；"—上古生界；&—下古生界；’—上元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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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至*#年代初，本区开展了几种比例尺的磁测勘探，包括

!K(#万航磁异常、!K!#万地磁异常测量以及以找铁为主的地

磁普查工作。"##$年在矿区进行!K(###高精度磁测工作

时，圈出了L处磁异常!。结合地质勘查，在群力地区初步发

现了与磁异常极其吻合的矿体"。这为在本区内对其他磁异

常做进一步的解释勘查以便寻找铁多金属矿提供了研究思

路和找矿信息。本文在已圈定出的L处异常中的)处做了穿

过异常区的磁异常（#!）测定剖面，并通过对磁性矿体的反演

计算，结合近期完成的钻探施工成果，对磁异常进行了较系统

的分析、评价。

! 成矿地质特征

!.! 成矿地质背景

东昆仑群力地区位于柴达木准地台南缘，归属东昆仑西

段的昆北构造带祁漫塔格亚带。该区主要出露元古界金水口

群下岩组绿色蚀变岩、深灰色二云母片岩及浅红色花岗片麻

岩等。区内主要为MN向倾伏背斜南西翼的次一级不对称

向斜，其次级褶皱 强 烈 ，节 理 发 育 ，断 层 较 发 育 ，且 种 类 、

性质多样，并表现出多期性。主体构造为群力复式褶皱，从西

至东贯穿全区，并伴有次级褶皱。褶皱轴MN%O>向，局部扭

转，呈弧形褶曲，两翼产状 变 化 大。南 部 岩 层 倾 向 MN 和

M>，倾角"#$(#P，北部岩层倾向O>和ON，倾角($&#P。断

层以MN向逆断层为主，长&Q(RS，产状"#$&#P!’#$(#P。

断层切穿华力西闪长岩，因此，其形成时代应为华力西晚期至

印支早期。岩浆活动主要集中在华力西期，以中性为主，侵入

岩为浅灰、灰白色细%中粒闪长岩（%"’）及砖红色钾长花岗岩

（&"’）。脉岩主要为细粒闪长岩脉（图"）。

!." 矿体地质特征

区内矿体较连续，品位较高且均一（图"）。各矿体主要

特征分述如下。

（!）’号磁铁矿体：位于A!磁异常分布范围内，矿体产

于元古界金水口群下岩组蚀变岩内。’号矿体由&条羽状平

行排列的支矿体组成，长*#$""#S。平均真厚度约"Q"!S，

产状&(P!$($*(P，总体呈似层状、条带状，近MO向分布。

矿体中主要矿物是磁铁矿，伴生有少量黄铁矿，/+0平均品位

为’$Q!(T。

（"）(号磁铁矿体：与’号矿体相邻，位于A(磁异常分

布范围内，产于元古界金水口群下岩组蚀变岩内。矿体长度

!(#S，由一层矿体组成，矿体连续，平均真厚度约$Q(LS。

产状&(P!$($*(P，总体呈似层状、条带状，/+0加权平均品

位为’&QL!T。

（&）)号磁铁矿体：位于A’磁异常分布范围内，矿体赋

存在元古界金水口群下岩组蚀变岩内。矿体地表断续出露长

度’##S，平均厚度约&Q$LS，产状*$"#P!!"$!(P，总体呈

似层状、条带状，近东西向分布。矿体中主要矿物为磁铁矿，

伴生有少量黄铁矿，黄铁矿呈致密团块状嵌布于磁铁矿中。

化学分析/+0加权平均品位为’#Q*!T，个别样品品位出现

)’Q)&T的极高值。品位较高且均一。

（’）*号磁铁矿体：位于A)磁异常分布范围内，矿体赋

存在元古界金水口群下岩组蚀变岩内。矿体近*##S长，较

连续，平均真厚度约!Q&)S，产状在&&#$"(P!"$(’P之间，

总体呈似层状、条带状，近>N向分布。/+0加权平均品位为

&*Q!)T，品位较高。矿体中主要矿物是磁铁矿，伴生有少量

黄铁矿。

以上矿体中磁铁矿均呈浸染状及致密块状分布，局部可

见褐铁矿化、硅化、赤铁矿化等蚀变现象，矿石类型以磁铁矿

为主，富矿石呈致密块状，相对较贫矿石为稠密浸染状，其脉

石矿物主要为透辉石、方解石、石英等，围岩中可见少量星点

状磁铁矿。从磁异常形态看，以上矿体具有一定的找矿前景

（胡正国等，!LL*）。

! 湖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二四七队."##$.青海省格尔木市群力铁矿普查物探成果报告.内部资料.

" 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矿产勘查院."##*.青海省格尔木市群力铁矿普查工作总结.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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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磁物性（!）测定结果表!

"#$%&! ’#()&*+,-.-,&/*+$+%+*+&-（!）01*2&$03+&-

岩石名称
!／!"#$%!（&’单位制）

最大 最小 平均
块数

绿色蚀变岩 !%(" (% (") *)
花岗岩 **"" " %*% *)
闪长岩 !(%"" ("" +"!" *!
片麻岩 *%" *, -* *(
铁矿石 !)*"!" ,-(* !*"""" *,

地球物理（物性）前提。

4.4 磁异常特征

由!/+"""高精度磁法测量圈定出的-处磁异常"（图

*）特征如下。

0"异常：磁异常长!"""1，宽近,""1，呈长椭圆状，

表现为范围很大的低缓异常，#"极大值为,%*23，极小值为

#)(-23。

0!异常：磁异常长近,""1，宽*+"$%""1。从平面图

看由多个异常组成，整体构成一异常带，异常带总体呈近45
向展布，北侧伴生有负异常；主异常位于该异常带的北东端，

呈不规则的长椭圆状，走向与异常带不同，呈65向，#" 极

大值为**))23，极小值为#$$%23。

0*异常：磁异常长%""1，宽!%"1。异常形状规则，有

明显的近45走向，异常梯度变化较小。北部伴生有弱的负

异常。异常极大值为,!"23，极小值为#!+"23。

0(异常：磁异常长*+"1，宽!("1。异常呈一不规则

状，总体走向呈65向，#" 极大值为!(-*23，极小值为

#)+*23。

0%异常：磁异常长+""1，宽*+"1。异常形态较规则，

呈椭圆状，走向近45。异常强度高，#"极大值为)!,)23，

极小值为#,("$23。

0+异常：磁异常长度约+""1，宽!+"1。异常区由南、

北*个完全不同的子异常组成，南部为条带状正异常，北部伴

生有较强的、规则的带状负异常。异常梯度变化平缓对称，

#"极大值为!)-"23，极小值为#(-++23。

0$异常：磁异常长!%""1，宽*+"$%""1。异常带由

多个异常组成，呈65向展布，#"极大值为$"+,23，极小

值为#!$%(23。

0)异常：磁异常长度约*,"1，宽度!%"1。异常呈椭

圆状，#"极大值为,"+(23，北侧伴生负异常的#"极小值

为#%+-,23。

0,异常：由一近6&向展布的不规则带状异常组成，异

常长-""1，宽(""$%+"1，#"极大值为($)(23，极小值

为#!!*!23。

( 磁异常地质解释及验证

对比磁测成果与地质资料，并结合区内岩（矿）石的磁性

特征，笔者对引起磁异常的地质原因进行了推断。为了判断

磁性体在地下的产状，对部分磁异常进行了定量计算解释。

其中，$条剖面7!$7$分别经过磁异常0"、0!、0%、0+、0$
和0,（图*），对该$条剖面的磁异常#"进行了求解磁性矿

体的反演计算，成果示于图(。

0"异常：异常处对应元古界金水口群片麻岩和第四系，

片麻岩属弱磁性，但不足以引起如此强的异常。横穿该异常

的7!剖面异常宽约*"1，磁异常曲线比较平滑，形态宽缓，

#"极大值大于+""23，且曲线右侧伴生有负异常，#"极小

值达#(""23（图(）。经圆滑后利用切线法反演，求得该异

常地质体的埋深约!""1，宽度较大，结合在该区测定的岩石

物性特征，推断0"异常由深部磁铁矿引起。

*""-年对 0"异常区进行了施工钻探，孔深!-$8""$
*",8""1、*!$8+$*!-1、**%8$"$**,8$"1 和*(,8,"$
*%"8$"1各段均为磁铁矿化矽卡岩，磁铁矿品位均为!+9$
*"9；在孔深*",8""$*!$8+"1和*%!8,"$*%%8"+1处为

磁铁矿体，矿体产状较缓，磁铁矿品位+"9$$"9。沿走向、

倾向的钻孔证实，该磁异常是由深部磁铁矿体所引起，因此，

今后在进行实际工作中应注意这种弱磁异常的找矿前景。

0!异 常：7*剖 面)$$-*点 段 对 应 磁 源 体 宽 度 约

)8$1，上顶埋深约$1，磁源体产状较陡（图(），略向西北倾，

倾角大于$":。剖面方位与磁异常走向基本一致，因而据此

推定的磁源体几何特征准确性相对较差，!("点至!)"点间

的宽缓磁异常实际上反映的是沿磁源体走向的外源磁场特

征，由于剖面未通过异常中心部位，难以形成定量解释结果，

经槽探工程揭露，圈出了地表矿体，对该矿体有待用钻探工程

进行深部验证。矿体地表长度达!*"1，垂直延深*",1，在

矿体中部段高$"1的平硐中间!$*1的磁铁矿体，磁铁矿

体品位!"9$*"9。异常中通过槽探工程验证，已圈定出%
号磁铁矿体，因此该磁异常为矿致异常。

0*异常：异常区出露的岩石为花岗岩，局部有闪长岩存

在，根据该区岩（矿）石的地球物理特征，推断异常由闪长岩脉

引起。

0(异常：异常区与该处出露的闪长岩体对应较好，由此

推断异常也应由闪长岩引起。

0%异常：7(剖面穿过 0%磁异常主体部分，异常南正

北负特征明显，正异常极值达)"""23，负 异 常 极 大 值 达

#+*""23，正负极值间梯度变化剧烈，主峰异常梯度变化对

称，表明该磁性体为产状近于直立的棱柱体（图(），顶板埋深

" 湖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二四七队.*"").青海省格尔木市群力铁矿普查物探成果报告.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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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剖面"!磁异常和反演计算的磁性体图

%—最大埋深；&—磁性体宽度；’—磁性体位置的测点号

()*+! "!,-*./0)1-.2,-3)/4-32.*"#!"$4/10)2.4-.5).6/74)2.7/4830429,-*./0)1:25)/4
%—;-<),8,:87)/55/=0>；&—?)50>29,-*./0)@/5:25A；’—B/7)-3.8,:/729,/-487).*=2).0927,-*./0)1:25A

CCD 矿 床 地 质 CEEF年

 
 

 

 
 

 
 

 



为!"#$%，对应&’号测点。该磁性体南北走向长度可根据

以往磁异常等值线成果中约()**+,的等值线范围确定。

推断棱柱形磁源体为磁铁矿体。对该异常已经地表槽探工程

验证，圈出!号磁铁矿体，应为矿致异常。但在段高&*%和

矿体斜深(**%处用钻孔进行深部验证时，均未见矿。由此

说明，该异常由地表的磁铁矿矿体引起，而且，矿体向深部也

没有延伸，说明地表的强磁异常并不一定是有前景的磁异常。

-&异常：在./剖面/*"$!点段对应磁异常强度大于

/&**+,，属强磁异常（图’）。从对应位置的磁异常等值线形

态分析，该异常对应的磁源体有三度体异常特征，磁源体规模

不大，切线法计算结果，磁源体宽度约)#&%，上顶埋深约

0%，局部接近地表，异常两翼接近对称，反映磁源体产状较

陡，向下延深不大，倾向难以确定。推断认为磁源体为磁铁矿

体，推荐布钻点位为&$号点。该剖面(**至(/$点间出现’
个峰值明显的异常，结合对应地段的磁异常等值线特征分析，

此’个峰值异常与其他剖面一样，实际反映了磁源体沿走向

的磁场变化特征，难以根据这样的异常对磁源体进行定量计

算，但强度上可以认为其磁源体成分中磁铁矿含量占有较大

比例。后经槽探工程揭露，发现了#号矿体，所以认为该异常

由浅表磁铁矿体引起。

-$异常：异常内测制的.&剖面表现为!个异常段（图

’），其中!*"$*点为强异常，最大值达(’**+,，由切线法计

算上顶埋深约!&%，磁源体宽度约(&%，分析磁源体由含磁

铁矿的岩体组成，不排除在/$至&)点段磁铁矿富集成矿的

可能。$/至0/点段异常强度较低，最大值不到/**+,，但该

异常位置与$号铁矿对应，因而认为该异常由铁矿中的磁铁

矿引起。经计算，上顶埋深约$#*%，宽度约’#)%。)!至"$
段表现为双峰异常特征，异常强度较小，不到!**+,，该类异

常可能是不均匀分布的磁性物质引起，对找矿的指示作用有

待查证。后在$线经钻探深部验证，发现两条磁铁矿体与物

探剖面解释的磁性体较一致，但矿体厚度在!%左右，且向

深部、两侧延伸不稳定。说明磁异常是由规模较小的中浅部

矿体所引起的。

-0异常：在-0异常下方发现有磁体矿转石。推测，该

异常应浅表磁铁矿体引起。

-)异常：在.$剖面，磁异常由$个连续分布的独立异

常组成，最大%!除’**至’&*点段低于)**+,外，其他都

在(***+,至(&**+,之间。!**"!($点段：磁源体上顶埋

深约0#*%，宽度约/#’%。磁源体性质难以确定，但其中含

磁铁矿的可能性较大。!!$"!/!点段：磁源体上顶埋深约

)#*%，宽度约&#)%。磁源体性质难以确定，但其中含磁铁

矿的可能性较大。!0*"!)*点段：%!极大值达(’$*+,，异

常梯度变化较大，宽度较陡，推断磁源体中磁铁矿含量较多，

上顶埋深约&#&%，宽度约/#*%。!))"!"$点段：%!极大

值达(&**+,，异常梯度变化较大，宽度较陡，推断磁源体中

磁铁矿含量较多，上顶埋深约’#*%，宽度约’%。’**"’&*
点段：由!个并列的磁异常组成，磁异常强度在)**+,左

右，异常形态平缓，显示出异常体具有较大的深度，属于磁铁

矿引起的异常。

位于第四系上的异常，地表碎石流普遍发育，东西两侧有

蚀变岩出现，异常内地表发现大量的磁体矿转石，经钻探验

证，在深部(**%处发现了’条磁铁矿体、一条铜矿体，产状

较陡，证明该异常为矿致异常，对其进行下一步工作的价值较

大（董英君等，!**)年）。

/ 结 论

区内已圈定的较具规模的"处磁异常，与深部隐、盲矿体

较对应，说明该区应从发现的各类磁异常入手进行找矿。东

昆仑西段的昆北构造带中圈出的多处弱磁异常带可作为重点

勘查地带，有望实现找矿突破。通过本次研究工作，形成以下

几点结论。

（(）研究区磁异常揭示了区内重要找矿远景，磁异常较

好的部位，可以作为寻找浅部磁铁矿的首选地段，布置一定的

地表工程。

（!）前述"处磁异常中，-(、-/、-&、-$磁异常强度大，

峰值高，反映的是浅部磁铁矿体的特征；-*和-)磁异常异

常强度低，峰值低，反映的是深部磁性体的特征。因此，地表

磁异常的强弱由于受埋深的影响，并不反映深部磁铁矿体的

真实状况，在这方面，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要注意异常强

度比较弱，但形态规整的磁异常，它往往暗示深部磁铁矿具有

较大的找矿潜力。

（’）从以上几点可以认为，在东昆仑祁漫塔格群力地区

一带，应重视低缓异常，而不应将其盲目地定性为岩体异常。

志 谢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张季生研究员、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物理学院张贵宾教授

的热情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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