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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祁漫塔格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柴达木盆地西南缘、东昆仑复合造山带的西段，近十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实施，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青藏专项、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等的相继开展，以及地方财政资金和商业性投入的各

类矿产勘查工作的进行，该地区在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远景评价、矿产勘查等方面均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已成为青海省

重要的金属矿产基地，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本文在近几年对祁漫塔格地区金属矿床系统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初步总结了其区

域成矿规律。 

1  区域地质概况 

本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古亚洲与特提斯构造域结合部位的东昆仑弧盆造山系的西段，构造分区自北向南又可分为北祁

漫塔格岩浆弧、祁漫塔格结合带和北昆仑岩浆弧，成矿区带隶属秦祁昆成矿域、昆仑成矿省、东昆仑成矿带之祁漫塔格

Fe-V-Ti-Au-Cu-Pb-Zn-岩盐成矿亚带。区内出露地层可分为三个构造层群，即以长城系金水口群和蓟县系狼牙山群中深变质

岩系为特征的古－中元古界基底构造层，主要为奥陶-志留系滩间山群含碳酸盐岩火山-沉积岩系的下古生界构造层和包括泥

盆系牦牛山组、石炭系大干沟组、缔敖苏组的上古生界构造层。其中，常以剥蚀残留体形式零星分布于侵入岩体中的蓟县系

狼牙山群、寒武-奥陶系滩间山群、石炭系缔敖苏组与成矿关系密切。区内构造活动显著，北西向和近东西向断裂将本区明

显划分出不同的构造单元，北西向断裂是主要控岩、控矿构造，北西－近东西向断裂控制着矿体，北东向和近南北向断裂为

成矿后构造。加里东期、华力西期、印支期和燕山期岩浆侵入活动强烈，其中尤以印支期呈岩脉、岩枝及不规则状产出的中

酸性侵入岩对区内铁铜铅锌钼多金属成矿作用意义最大。 

2  主要金属矿床类型及时空分布 

到目前，区内已发现铁、铜、铅、锌、钼、钴、铋、金、锡、银、镍、镉等 10余个矿种的矿床、矿点、矿化点 100余

处，矿床类型主要有矽卡岩型、斑岩型、沉积变质型、沉积型、热水沉积-改造型、热液型、火山岩型等，其中以与中酸性

岩浆侵入活动密切相关的矽卡岩型和斑岩型多金属矿床数量最多、研究程度相对较高。 

目前所获得本区的有限成岩成矿年龄数据主要为中-晚三叠世，尽管如此，亦可根据地层时代、矿体产状、矿化特征、

变质变形以及地质体之间的相互穿插关系大致判断成矿时代和矿化类型。总体上，前寒武纪以形成沉积变质型、沉积型铁矿

为主，早古生代主要以热水沉积-后期岩浆热液叠加改造型铁钴铅锌金多金属成矿和沉积型铁铜多金属成矿为主，印支期是

本区成矿强度最大、最具有经济意义的多金属成矿期，以形成与高钾钙碱性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有关的矽卡岩型、斑岩型铁

铜铅锌银钼锡多金属矿床为特点，部分可延续到燕山早期。空间上，沉积变质型、沉积型和热水沉积-后期岩浆热液叠加改

造型铁多金属矿床（点）主要产于祁漫塔格结合带内，而矽卡岩型、斑岩型矿床（点）在北祁漫塔格岩浆弧、祁漫塔格结合

带和北昆仑岩浆弧中均有分布，且具有成群、成带产出的特点。 

3  多金属矿床成矿作用 

3. 1  成岩成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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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区内代表性矽卡岩型和斑岩型矿床以及与之有密切成因联系的花岗岩类岩体，利用锆石 SHRIMP U-Pb法、辉钼

矿 Re-Os 法获得了一批高精度成岩成矿年龄数据，包括卡尔却卡矽卡岩型铜铅锌多金属矿床辉钼矿 Re-Os 等时线年龄

（239±11）Ma（丰成友等，2009），花岗闪长岩锆石 SHRIMP U-Pb年龄（237±2）Ma（王松等，2008），卡尔却卡 A区似斑

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锆石 SHRIMP U-Pb年龄 227±2 Ma；鸭子沟斑岩型铜钼矿辉钼矿 Re-Os等时线年龄（224.7±3.4） Ma，

矿化钾长花岗斑岩锆石 SHRIMP U-Pb年龄（224±1.6）Ma（李世金等，2008a）；乌兰乌珠尔斑岩铜矿含矿花岗斑岩锆石 SHRIMP 

U-Pb年龄（215.1±4.5）Ma；长山矿区辉钼矿 Re-Os模式年龄 218 Ma、229 Ma，花岗岩锆石 SHRIMP U-Pb年龄（220±1）

Ma；景忍东（五一河）与矽卡岩型铁铜多金属矿化相关的钾长花岗岩的锆石 SHRIMP U-Pb年龄（219±1） Ma。可见，本

区与花岗（斑）岩侵入活动有关的矽卡岩型、斑岩型多金属成矿作用发生于中-晚三叠世，不同元素组合的两种类型矿床在

空间上常常相伴而生，其应为区域印支运动同一构造-岩浆活动在不同阶段、不同深度和不同部位发生成矿作用的产物。 

3. 2  成矿物质和成矿流体来源 

3个斑岩型矿床的 8件矿石矿物（黄铜矿、黄铁矿、辉钼矿）的 δ34S值为 0.5‰～4.5‰，显示为深部岩浆来源。6个矽

卡岩型矿床的 89件矿石矿物（黄铜矿、黄铁矿、辉铜矿、辉钼矿、闪锌矿、方铅矿、磁黄铁矿）样品的 δ34S值变化较大，

介于-2.1‰～+10.1‰，主要与矽卡岩的类型和被交代的岩性有关。以卡而却卡矿区为例，以基性火山岩为主要被交代围岩的

Ⅳ矿带 δ34S值为 3.1‰～7.2‰，均值为 4.88‰；直接以花岗岩为底板的Ⅶ矿带 δ34S值为 3.8‰～6.3‰，均值为 5.18‰；容矿

于外接触带大理岩中的矿带 δ34S值较高，为 7.5‰～9.6‰，均值为 8.82‰。 

乌兰乌珠尔斑岩铜矿含矿脉石英和斑晶石英中的流体包裹体较为发育，形态以较规则的负晶形为主，其中脉石英主要

发育富液相包裹体，均一温度为 241～381℃（平均 328℃），盐度（NaCl）为 4.8%～4.9%。斑晶石英中发育富液相、富气相

和含石盐子晶的流体包裹体，富液相包裹体的均一温度范围为 294～315℃（平均 369℃），盐度为 3.80%～9.73 %（平均

7.25 %），富气相包裹体和含子矿物包裹体的均一温度较高，多数>550℃，含子矿物包裹体以高盐度为特征（一般

w(NaCleq)>31 %）（佘宏全等，2007）。对卡而却卡矿区西北部受岩体断裂破碎蚀变带控制的铜矿体的流体包裹体岩相学、

显微测温和激光拉曼探针成分分析，表明铜矿化石英脉中发育气液两相、富气相、含子矿物三相、纯液相和纯气相 5类包裹

体，气液两相和含子矿物三相流体包裹体的盐度差异明显，但它们的均一温度比较一致（320～440℃），反映在成矿流体演

化过程中发生了强烈的流体不混溶，对成矿起重要作用，流体包裹体气相成分主要为 H2O 和 CO2，其次为 CH4、N2、H2、

H2S及烃类，总体显示为岩浆热液流体特征（李世金等，2008b）。 

4  几点认识 

（1）青海祁漫塔格地区主要矿种为 Fe、Cu、Mo、Pb、Zn、Co，同时注意寻找 Au、W、Sn； 

（2）重要矿床类型为矽卡岩型（包括接触带亚型和外接触带亚型）、斑岩型和沉积-改造型； 

（3）中-晚三叠世斑状和似斑状（二长）花岗岩产出区，以及高钾钙碱性中酸性侵入岩与元古代金水口群白沙河组、

狼牙山群、晚奥陶-早志留世滩间山群和石炭纪大干沟组、缔敖苏组等侵入接触部位成矿条件好、找矿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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