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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漫塔格找矿远景区成矿特征及其勘查对策* 

李文渊 

（中国地调局西安地调中心，陕西 西安  710054） 

 

祁漫塔格是地理名，指东昆仑的北支。西段在新疆，东段在青海，源自蒙古语，是一个传说中美丽公

主的名字。本文所指祁漫塔格找矿远景区，是国土资源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加快新疆矿产勘

查开发，合作开展新疆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即 358项目）部署方案所划定的 10个重要找矿远景区之一。

地域范围不仅限于地理上的新疆祁漫塔格山，是指阿尔金山与东昆仑山交汇，柴达木盆地西延掩没的三角

地段，面积达 3万多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东经 87°00′～91°00′，北纬 37°00′～39°00′。行政上属新疆巴州

的若羌县、且末县管辖，青海属海西州。该地区人口稀少，平均海拔 3 800 m左右，地势较为平坦，但交

通极不便。据规划，“十二五”期间将修建青-新资源性铁路，自新疆的库尔勒-若羌，连通到青海的格尔

木，将成为新疆连通祖国腹地的第二个交通要道。 

祁漫塔格整体地质工作程度较低，近 10 年 1∶25 万区域地质调查才覆盖全区。但该地区一直被认为

是多个地质构造带交织的区域（李文渊等，2008）。这种不同时代地质体交织镶嵌的关系，代表了多期地

质作用叠加的结果。由于地质工作程度较低的缘故，该区的地质演化认识，存在较多分歧：其一，阿尔金

构造带的形成时限问题，一种观点多认为阿尔金是一条长期发育、多期活动的构造带，从早古生代或晚古

生代就开始活动，甚至中新元古代就开始发育（郑剑东等，1992；崔军文等，1999），另一种则主张阿尔

金断裂是古近纪的晚渐新世（27～29 Ma）或始新世晚期（33～37 Ma）才开始强烈左旋走滑（葛肖虹等，

1998）的新生代构造。本文支持后一种认识，但塔里木与柴达木陆块的对接关系和时限证据尚不清楚。其

二，昆仑造山带的地质单元划分和构造演化问题。由于库地蛇绿岩的识别与争议（汪玉珍，1983；郝杰等，

2003），昆仑地质演化已愈来愈倾向于两期大的构造裂解拼合事件的认识，即新元古代中期响应于罗迪尼

亚超大陆的裂解，在塔里木-柴达木陆块与喀喇昆仑-羌塘陆块之间产生古昆仑洋，新元古代晚期古昆仑洋

向中昆仑地块下俯冲形成岛弧岩浆系，于早古生代两陆块发生碰撞构成原始冈瓦纳大陆的组成部分。泥盆

纪晚期伴随原始冈瓦纳大陆的分裂，塔里木-柴达木陆块分离，与现在南中国海“多陆洋”的面貌一样（郝杰

等，2005），至少分裂出了中昆仑陆片和阿其克陆片，在陆片北东侧形成了奥依塔格海槽和祁漫塔格海槽，

在南侧则产生了乌鲁克库勒湖和木孜塔格-鲸鱼湖大洋（印支大洋），二叠纪早期响应于潘吉亚大陆的聚合，

乌鲁克库勒湖和木孜塔格-鲸鱼湖大洋向北俯冲，奥依塔格海槽和祁漫塔格海槽亦向北俯冲，于三叠纪末，

大洋闭合形成昆仑造山带，而在此前二叠纪末，奥依塔格海槽已经闭合，祁漫塔格海槽则于三叠纪末才闭

合，使阿其克陆片与柴达木陆块碰撞，形成了祁漫塔格碰撞造山带。 

祁漫塔格区域地质找矿潜力巨大，成矿类型多样，现有的工作已发现 47处矿床（点），新发现矿床（点）

30处。已发现的矿产地，整体地质评价程度低，大部分在普查程度以下。 

白干湖钨锡矿带矿带，分布于祁漫塔格远景区的中部，呈北东东方向展布，与阿尔金断裂带方向基本

一致。似乎是北西西向祁漫塔格构造带延向阿尔金断裂突然转弯呈北东方向的特点。可分为白干湖和戛勒

赛两个矿田。白干湖矿田位于整个矿带的东端，由 3个矿床组成，自北东而南西分为柯可·卡尔德矿床、白

干湖矿床和巴什·尔希矿床。最北东端的科可·卡尔德矿床，已求得 W2O3 和 Sn资源量达 24万吨。矿带中

矿体均产于加里东期云英闪长岩与古元古代金水口群绢云石英片岩接触带中，矿体呈板状或似板状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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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者初步分析认为属于矽卡岩-石英脉型矿床。成矿云英闪长岩为志留纪末的产物（416.9±2.9Ma），推

断应是塔里木-柴达木陆块与喀喇昆仑-羌塘陆块后碰撞环境形成。而位于祁漫塔格构造带西北端转弯处的

白干湖断裂带中的鸭子泉铜多金属矿化，可能是古昆仑洋壳向南俯冲作用的产物。区域中东部吐拉一带发

现木孜鲁克、野狼沟铜金矿化，分析可能与鸭子泉铜金矿同属古昆仑洋南岸中昆仑沟弧盆岩浆系的产物。

由于后期构造作用拼贴到了柴达木陆块南缘，即白干湖钨锡矿带所在的构造带上。 

维宝铅锌矿带，分布于地理上祁漫塔格山系新青交界新疆境内，位于远景区的东北端，呈北西西方向

展布，构造上属于前述晚古生代—早中生代祁漫塔格海槽矿的位置，但铅锌矿带产出于蓟县纪冰沟群狼牙

山组浅变质细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系中，同生呈层具有 SEDEX 型和后期改造成矿特点。总体应属前震旦纪

同生喷流沉积的产物，也有以印支期-燕山期花岗岩与古老碳酸岩岩接触交代的改造。值得指出的是发现于

新青边界青海境内的卡尔却卡铜多金属矿床，与维宝铅锌矿床并不处于一个构造带上，而是相隔一个新近

纪覆盖的山间盆地后，在远景区南东端山系中。应位于前述阿其克陆片北带，系中-晚三叠世侵入岩与滩间

山群的碳酸盐研接触带的矽卡岩带控制矿体的就位。晚三叠世早期的花岗闪长斑岩和黑云母花岗斑岩小岩

体与成矿关系密切（李世金等，2008），是发育祁漫塔格分支洋壳于中晚三叠世向南俯冲，在阿克其陆片

北缘形成岩浆弧背景的产物。矿床成因应属于斑岩-矽卡岩性矿床。 

迪木那里克沉积变质型铁矿，处于远景区北西端阿尔金断裂的南缘，主要出露中元古代浅变质的复理

石（千枚岩）。铁矿呈层分布，矿体顶层有明显的黄铁矿化特点。迪木那里克铁矿西邻前人所定阿帕-茫崖

蛇绿岩带中，近来发现了非蛇绿岩组成单元的的镁铁-超镁铁质层状侵入岩，并在其中查明存在有重要找矿

远景的钛磁铁矿矿体，侵入岩测年表明为中奥陶世的产物（462.1～469.9 Ma，马中平，2009）。应是古昆

仑洋闭合碰撞后伸张构造的产物。 

祁漫塔格作为一个亟待勘查开发找矿远景区，展示了巨大的找矿前景和丰富的成矿类型。从整体成矿

分布上，祁漫塔格远景区构成了一个“八字型”成矿分布构架，以鸭子泉白干湖断裂为界，西翼以磁铁矿和

铜钨锡多金属为成矿特色，东翼为铜铅锌矿为成矿组合。开展两翼，以已知矿床为依托区域展开的勘查评

价工作，应是进一步进行勘查工作的基本选择。同时加强基础地、物、化扫面，加速勘查进程，提高认识

程度是勘查成功的基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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