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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地质勘查基金项目勘查成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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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甘肃省地质勘查基金设立于
!%%-

年!至今共设置勘查项目
!.-

个!总经费
/&+ !

亿元" 勘查项目主要部

署在甘肃北山#阿尔金$祁连山#西秦岭及陇东地区等主要成矿区带!勘查矿种主要有能源矿产%煤炭#地热#页岩

气#铀&#金属矿产%铁#锰#钒#钛#铜铅锌#钨钼#金银#铌钽&#非金属矿产%萤石#石膏#晶质石墨#硅灰石#水泥灰

岩#重晶石#花岗岩饰面石材&" 其主要目的是增强矿产资源对甘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提高政府对

矿产资源的调控水平!规范矿业权市场" 通过省地矿局#省有色地勘局#省煤田地质局#省核工业地质局等单位的

组织实施!煤炭#页岩气#铁#铜#金#晶质石墨等矿种勘查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其中!以大会战的方式!相继开展了

环县#正宁县南部#宁县中南部等大型煤田勘查!创造了地质找矿的'陇东模式(!累计查明煤炭资源量
!"&+ '

亿吨"

为陇东能源基地建设奠定了资源基础" 在陇东#武威#敦煌盆地开展了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工作!其中敦煌盆地页

岩气调查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镜铁山外围卡瓦一带开展的铁矿勘查累计提交铁矿石资源量达
.+ /

亿吨!是甘肃又

一处在全国具有宏观影响的铁矿勘查重大成果" 白银铜矿深部勘查是老矿山深部探边摸底找矿突破的典型事例!

新增铜铅锌金属量
.0+ -/

万吨!对延长白银铜矿山寿命具有重要意义" 金矿勘查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累计探求金金

属资源量
&/+ "$ (

"晶质石墨作为新兴战略性矿产!连续找矿突破!初步探求资源量达
&-"

万吨"上述勘查成果显示!

在矿业市场持续低迷的环境下!省地勘基金对全省地质找矿和矿业开发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地质勘查基金)勘查成果)综述)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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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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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助理工程师#毕业于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主要从事矿产勘查管理工作%

甘肃省地质勘查基金设立于
!%%-

年# 勘查矿种

主要有能源矿产!煤炭&地热&页岩气&铀"&金属矿产

!铁&锰&钒&钛&铜铅锌&钨钼&金银&铌钽"&非金属

矿产!萤石&石膏&重晶石&晶质石墨&硅灰石&水泥

灰岩&花岗岩饰面石材"#勘查项目主要部署在甘肃

北山&阿尔金'祁连山&西秦岭及陇东地区等重要

成矿区带#其主要目的是增强矿产资源对我省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提高政府对矿产资源

的调控水平#规范矿业权市场%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

勘查成果#选择重点矿种&典型矿床#简要介绍成矿

地质条件#展示主要矿体特征及矿石质量&矿床规

模#以丰硕的找矿成果#力求客观反映省地质勘查

基金在甘肃地质找矿中的作用% 勘查成果显示#在

矿业市场持续低迷的环境下#省地勘基金对全省地

质找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地质勘查项目概况

!" !

项目数量"经费投入

自
!%%-

年至
-'*$

年底# 共设立省地质勘查基金

项目
!.-

个#省地勘基金累计投资
/&+ !

亿元% 发现评

价大型矿床
!'

处&中型
0'

处#小型
*!

处#主要项目&经

费及勘查矿种汇总见表
0

%

!" #

项目分布

项目主要分布于北山&阿尔金&祁连&西秦岭和

陇东等省内主要成矿地区% 其中祁连山地区以铁&

钒&铜&金矿及晶质石墨矿勘查为主#西秦岭地区金

矿勘查占据较大的项目数和经费# 北山'阿尔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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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甘肃省地质勘查基金项目主要勘查矿种汇总表

#$%!" # &'(($)* +,--. /0 ($1/) (23-)$4 +5-62-+ /0 7$3+' 7-/4/826$4 9:54/)$.2/3 ;'3<

矿产类别 矿种名称 项目数!个" 省基金投资!万元"

查明矿床类型 查明资源量

大型 中型 小型 单位 资源量

能源矿产 煤炭
=> !>= ?@? A!

亿吨
!>=B "

铀
@ CDE F F

地热
? @ ?G= H

兆瓦
"">

页岩气
= H C?> I I

黑色金属 铁
!= !C !JD ! =

亿吨
JK @

锰
J " C!@ H

万吨
! DHJL @"

钒
= ! @?> ! !

万吨
==

有色金属 铜
@H != >D! H !

万吨
!=B @"

铅锌
HH ! C!" H

万吨
=?B D

锑
! CC> H H

万吨
=B =!

钨
J J >D> ! H

万吨
!B ?C

贵金属 金
CD @C DC> ! C

吨
=@B >C

稀有金属 铌
H @ =!> H

万吨
!?

钪
@ CJ> @

吨
? >>"B =?

非金属矿产 晶质石墨
= H JD! ! H

万吨
=D>

饰面用花岗岩
@ C!H !

万立方米
HC !@JB C?

水泥用石灰岩
= H !C! H H H

万吨
@@ CC@B ="

石盐
H H!D H

亿吨
!B HH

石榴子石
H @J> H

万吨
HH"B >=

石膏
! D!= H

万吨
= >>>

重晶石
H !=> H

万吨
H>?

合计
$%& %'( &') !" H" H"

要部署铁#铜#金#钒#铌钽及非金属找矿勘查工作$

!" #

勘查矿种

主攻矿种为煤炭%页岩气#铀#铁#锰#钒#钛#铜#

铅锌#钨#钼#锑#金#铌钽#铷#钪#萤石#石膏#重晶

石#石榴子石#岩盐#晶质石墨#硅灰石&还涉及地热%

矿泉水等 $ 其中 &煤炭勘查的投入经费最多 &达

!>= ?@?

万元'其次为金&经费
@C DC>

万元$

!

地质勘查项目进展及成果

$" !

能源矿产

$" !" !

煤炭

!

H

"环县沙井子西部煤炭勘查

勘查区位于环县西南部&属沙井子断褶带中部$

HD

勘查线北部及
@

勘查线南部以单斜构造为主&其余

地段基本构造走向为近
&M

&含煤地层为中侏罗统延

安组!

N

H

!

"&共含煤
!?

层&煤层平均总厚度
HDL D= (

&

"

层可采煤层的累计平均厚度为
H=L =D (

$ 煤层埋深

为
=JG * C!G (

$ 煤类为低灰%低硫%高挥发份%中(

中高发热量的长焰煤类& 煤的工业用途为发电%气

化%化工和动力用煤$

!

!

"合水县东(宁县北部煤炭勘查

勘查区位于宁县北部和合水县东部$ 区内总体

构造形态为大致
MO

方向平缓倾斜的单斜$含煤地层

为中侏罗统延安组!

N

H

!

"&含煤层数
! * H=

层&煤层总

厚
!L ?C * HCL == (

&平均总厚
"L =G (

$ 含可采煤层
=

层&自上而下依次为煤
JPH

%煤
JI!

%煤
"

和煤
?

层&其

中煤
JIH

层和煤
"

层为主要可采煤层&煤
JI!

和煤
?

层

为次要可采煤层$可采煤层总厚度
HB !? * HJB J> (

&

平均厚度
JB !? (

$ 煤层勘查垂深约
CC> * H >@> (

$

煤类低灰%低(中硫%中高挥发分%高发热量的不黏

煤或弱黏煤$煤的工业用途为动力用煤及化工用煤$

!

@

"正宁县罗川东部煤炭勘查

勘查区位于庆阳市正宁县西南部$ 区内总体为

一走向
M9

(

&O

%倾向
MO

%倾角平缓的复式单斜构

造$ 含煤地层为中侏罗统延安组!

N

H

!

"&含煤
J

层&

@

层

可采&煤层总厚度
>B CJ * CB @J (

&平均厚度
!B C@ (

&

可采总厚度
@B !" (

$ 煤层埋深为
=D> * "J> (

$ 煤类

为低(中灰%低(中硫%中高挥发分%中(高发热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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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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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地质勘查基金项目主要勘查成果分布图

"#$% & '()*)$#+,* -,. )/ -,0)1 1(23*42 )/ ',523 '()*)$#+,* 67.*)1,4#)5 "358

&

!肃北县黑山梁钨矿"

9

!肃北县孙家岭钪矿"

:

!肃北县大豁落重晶石矿"

!

!敦煌市五一山钒矿"

;

!肃北县红山井钼矿"

<

!敦煌市花岗石材矿"

=

!瓜州县老师兔饰面石材用花岗岩矿"

>

!敦煌盆地页岩气"

?

!瓜州县寒山金矿"

&@

!肃北县敖包山晶质石墨矿"

&&

!肃北县马石头泉石膏矿"

&9

!阿克塞县青砂沟锰矿"

&:

!阿克塞县余石山铌钽矿"

&!

!阿克塞县化石沟铜矿"

&;

!阿克塞县六五沟石榴子石矿"

&<

!肃南县卡瓦铁矿"

&=

!张掖市地热"

&>

!武威盆地页岩气"

&?

!白银铜矿"

9A

!兰州市地热"

9&

!环县沙井子西部煤炭"

99

!合水县东!宁县北部煤炭"

9:

!正宁县罗川东部煤炭"

9!

!灵台县独店煤炭"

9;

!武山县瓦碴沟水泥灰岩"

9<

!岷县锁龙金矿"

9=

!天水市天子坪金矿

祁文彬等#甘肃省地质勘查基金项目勘查成果综述

的不粘煤$ 煤的工业用途为发电%气化%化工和动力

用煤$

&

!

'灵台县独店煤炭勘查

勘查区位于泾川县东南部及灵台县$ 按煤层间

距大于
A% > -

的原则划分(区内煤层数达
&:

层以上$

主采煤层煤
;B9

为低灰%低硫%中高挥发分%低磷分%

高热值煤)煤类以不黏煤为主)少量属弱黏煤)个别

点为气煤%长焰煤"煤
>B:

为低灰%低硫%中高挥发分%

低磷分%高热值煤)煤类以不黏煤为主)少量属弱黏

煤$ 勘查区煤层的主要工业用途为动力用煤$

上述及陇东其它勘查区)共估算可采煤层&

::9C

:::C::!

* '总资源量
9A!% <

亿吨$其中#

:::

类及以上

资源量
&;:% =

亿吨)

::!

* 类资源量
;A% ?

亿吨$

"# !# "

地热

在兰州%酒泉%张掖%平凉%临夏等地区先后开展

了地热资源调查评价$

&

&

'张掖盆地地热勘查

通过施工地热勘探井)主要热储为新近系砂岩%

含砾砂岩)埋深
& 99!% ?; ! & >A!% ;A -

)划分热储

&;

层)厚度
:% ;; ! :A% A; -

)总厚度
&=:% ;; -

$ 稳定

水位埋深为
&:A -

)单井涌水量
&&A -

:

" D

&

9 <!A

-

:

" 8

')井口水温
;; # ! ;< $

)初步估算产能为
<<A

EF

)达到大型规模$ 是迄今为止甘肃河西地区盆地

传导型地热勘查井出水量最大%出水温度最高%水质

最好的地热资源)实现了地热资源勘查的重大突破$

&

9

'兰州市城区地热资源勘查

设计施工的
G&

地热勘探试验井位于+兰州断陷

盆地,中央部位的七里河区秀川)主要热储为白垩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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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夹砂砾岩和前寒武系片麻岩构造及风化带!累

计厚度达
#$% &

!利用测井和钾钠地热温标综合判定

热储温度介于
'% ! " $$( !

" 通过抽水试验表明!

该井实测自流量
"%% &

)

# *

!出口水温
"+ !

#该井的成

功实施对查清以$兰州断陷盆地%为单元地热田的热

水资源赋存特征! 确定和认识盆地内马滩&崔家大

滩一带导热断裂具有重要地质意义! 同时也对提升

$兰州断陷盆地%整装地热田地热资源勘查评价水平

提供了重要的水文地质依据! 通过进一步勘查兰州

盆地有望探明大型水热型地热田
$

处'

!" #" $

页岩气

根据甘肃省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专项规划

(

,%$"

&

,%,%

年)! 对全省
$#

个含油气盆地进行了优

化排序!分别对陇东*武威*民和*敦煌*潮水盆地及

花海*酒泉*民乐*苏干湖*定西*陇西*马鬃山*昌马

等盆地先后开展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其中对

武威盆地石炭系烃源岩进行了有机地化综合研究后

认为!其
!"#

含量高*有机质类型主要为
!,

和
"

型*

$%

值为
$- %. " $- (.

! 主要处于成熟&高成熟阶

段! 为页岩气有利目标区优选提供了有机地球化学

依据 "在大靖凹陷施工的武页
$

井在
$ $!'- /+ "

$ $0"- %1 &

钻遇
$+- +, &

厚的富有机质页岩层"岩

芯解析气点火可燃!火焰呈蓝色!页岩总含气量为

,- $1 " ,- /1 &

/

# 2

'敦煌盆地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实

施的敦页
$

井!在页岩气及常规油气调查方面取得了

突破性成果+见
",

层沥青!单层厚度为
%- %$ " $- %"

&

!累计厚度为
0- %( &

!现场荧光鉴定为蓝绿色!定

级为
1 " $%

级"此外!见
0"- ( &

厚的炭质泥页岩含气

层!气测全烃值最高达
,- "".

!解析气含气量为
$- 1%

" ,- 00 &

)

# 2

(不含损失气和残余气)!点火试验火焰

呈蓝色'上述成果对全省页岩气勘查具有指导意义'

!% !

金属矿产

!" !" &

黑色金属矿产

(

$

)肃南县卡瓦一带铁矿

通过分析北祁连西段镜铁山铁矿外围成矿条

件和物化探异常特征!认为该区具有形成沉积变质

型铁矿的地质条件! 镜铁山外围就矿找矿最为有

利,

$3/

-

' 由于省地勘基金的持续投入!先后发现和评

价了大中型铁矿床
"

处!累计提交铁矿石资源量
(- /

亿吨'是继镜铁山铁矿之后!我省又一处在全国具有

宏观影响的铁矿勘查重大成果! 是甘肃西部重要的

铁矿资源接续区!为缓解资源接续矛盾*培育优势资

源产业* 推进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矿产资源保

障'

目前卡瓦铁矿(铁矿石资源量
,- 0

亿吨)*黄沙

泉铁矿(铁矿石资源量
$- ,'

亿吨)已达大型矿床规

模!塔里干沟铁矿(铁矿石资源量
( 0""- ,(

万吨)*沙

梁铁矿(铁矿石资源量
0 %$(- %1

万吨)*小龙孔铁矿

(铁矿石资源量
, 1((- ,+

万吨)*双龙铁矿(铁矿石资

源量
/ ('0- ,$

万吨)达到中型规模' 其中

卡瓦铁矿包括
/

个矿段!共圈定铁矿体
+'

个' 矿

体赋存于桦树沟组
,

岩段的粉砂质板岩及硅板岩中!

顶板围岩以浅色板岩为主! 底板围岩主要为深灰

色&灰黑色粉砂质板岩!局部为灰黑色细晶灰岩'其

中
$

矿段圈定铁矿体
00

条!主矿体为
45)"

*

45)'

!长度

, %0% " , ,%% &

!平均厚度
$1- 0, " ,+- 00 &

!探求

铁矿石资源量约
$- 1+

亿吨'

,

矿段圈定铁矿体
$1

个!

主矿体为
45$

*

45$,

!长度
, )+% " ) 0") &

!平均厚度

'- '" " $0- ') &

'

)

矿段圈定铁矿体
$(

个!主矿体为

45$1

*

45,$

!长
$ $+0 " $ "0% &

!平均厚度
"- ", "

"- "0 &

' 矿石自然类型为磁铁矿*赤铁矿混合矿石!

645

平均品位
,'- +"7

' 该矿床探求铁矿石资源量

,- "(

亿吨(其中
)))

类资源量约占
("- ,.

)'矿区矿石

呈细粒结构!块状*浸染状构造!矿石类型以赤铁矿*

磁铁矿为主!其次为菱铁矿!局部地段有单独产出的

菱铁矿"矿体底部普遍存在黄铁矿富集层!圈定硫铁

矿体' 选矿试验研究推荐采用直接还原焙烧&磨

矿&磁选的工艺流程! 获得铁精矿品位
",- "$.

!铁

回收率达
+1- "+.

'

(

,

)阿克塞县青砂沟锰矿

该项目.以
$ $ (

万面积性物化探扫面入手!加强

含锰层位对比研究!及时开展化探异常查证!追索矿

化线索%!在阿尔金成矿带发现了阿克塞县安南坝青

砂沟*赛马沟锰矿床'证实了阿尔金东段蓟县系为稳

定的含锰层位!为区域找矿指明了方向'

青砂沟锰矿勘查区位于阿尔金地区! 地处塔里

木板块与祁连*柴达木板块结合部位'锰矿体赋存在

蓟县系第二岩性组(

8&

,

)含锰白云质砂岩中!矿石与

围岩呈渐变关系' 全矿区共圈出
,

个矿体群
"$

条矿

体'

#

号矿体群均为较规则层状&似层状!共圈出
)"

条矿体!矿体长度为
'" % $ 1%% &

!矿体平均厚度一

般为
%- (' " +- ," &

!

9:

平均品位在
'- /. "

$(- 0$.

之间'

!

号矿体群分布在
#

号矿体南
/%% &

处!

!

号矿体群均为层状&似层状! 共圈出
,(

条矿

体!矿体长度为
10 " 1%% &

!矿体平均厚度为
%- (, "

"- "0 &

!

9:

平均品位在
'- %1. " $(- 0'.

之间'经钻

探工程控制矿体斜深在
$/' " ("0 &

' 矿石中锰矿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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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祁文彬等!甘肃省地质勘查基金项目勘查成果综述

地表主要是硬锰矿"深部为菱锰矿#镁菱锰矿$钙铁

镁菱锰矿等%&铁矿物含量很少"见有黄铁矿和褐铁

矿' 硬锰矿主要以复杂的不规则集合体形式浸染分

布在脉石中$呈条带状$细脉状$间隙充填状"沿脉石

间隙或矿物裂隙充填两种形式产出( 截至
"#$%

年区

内共估算锰矿石资源量
" &'&

万吨" 达到大型规模(

使甘肃锰资源量在全国的排名由
"##'

年的第
()

位上

升至
"#(%

年的第
&

位(

#

%

%敦煌市五一山钒矿

勘查区位于北山"地处马鬃山中间地块北缘(钒

矿体主要赋存于寒武纪西双鹰山组#

!

"*%

!

%炭硅质板

岩中"受褶皱控制(勘查区共圈出钒矿体
&

条"东西延

伸
(& +,

"控制斜深
)# ! %%# ,

"最大厚度
")- '. ,

"

/

"

0

)

平均品位
#- &%)1

( 矿石类型主要为炭质板岩型

钒矿石和泥板岩型钒矿石两种&具变余泥质结构$显

微粒状变晶结构$显微鳞片粒状变晶结构"板状构造

和微层理构造& 钒主要以类质同象形式存在于云母

类矿物和含钒电气石$石榴石等矿物中(初步估算钒

氧化物量
%2

万吨"达到中型矿床规模(在其外围实施

新泉北#钒矿资源量
!

万吨%$塔水井#钒矿资源量
$2

万吨%钒矿勘查项目(

!" !" !

有色金属矿产

#

$

%白银市白银铜矿深部

勘查区位于白银市白银区" 距市区北东
$) +,

(

四方山矿床位于折腰山与小铁山矿床之间" 共圈出

大矿体
$

条$小矿体约
$2

条"均为隐伏矿体"矿体距地

表垂深
)22 ! '.2 ,

左右"主要矿体
$

号矿体长度
&22

,

"沿倾向延伸
!22 ! )22 ,

"厚度
$ ! ") ,

"平均厚

度
. ,

( 铜品位
2- !'1 ! "- %%1

"铅
2- )1 ! $!- !"1

"

锌
2- '"1 ! ""- &!1

&平均品位铜
2- ..1

"铅
%- &&1

"

锌
.- &'1

( 其余小矿体一般走向长度小于
"22 ,

"倾

向延深小于
$.2 ,

( 矿体形态呈似层状$脉状和透镜

状"矿体多成群成带产出( 矿化由两部分组成"上部

在千枚岩或含角砾$ 集块石英角斑凝灰岩与石英角

斑凝灰岩接触带附近是似层状$ 透镜状产出的以块

状矿石为主的较规则矿体" 下部为产于蚀变石英角

斑凝灰岩中"呈浸染状$细脉状产出的形态很不规则

的矿体群(上部块状矿石中金$银含量分别高达
2- !

" $2

*.

! %)- % " $2

*.和
$$ " $2

*.

! $ $". " $2

*.

(矿石

矿物以闪锌矿$ 方铅矿和黄铁矿为主" 次为黄铜矿

等(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斜长石$绢云母等(

初步估算
%%%3%%!

)类铜铅锌金属资源量
)(- 4%

万吨"其中铜金属量
%- %.

万吨&铅金属量
('- %2

万

吨&锌金属量
%(- "'

万吨(

#

"

%阿克塞县化石沟铜矿

勘查区位于甘肃阿尔金地区" 处于柴达木地台

柴北缘华力西褶皱带与塔里木地台接合部位( 铜矿

体多分布在英云闪长斑岩$ 石英闪长玢岩的边部和

断裂构造叠加部位"受构造$岩体双重控制*

.*&

+

( 通过

详查工作"圈定铜矿体
!(

条( 矿体长度一般
!2 !

( '.2 ,

"最长达
" (!2 ,

"平均厚度一般
2- .4 ! (!- %. ,

"

控制矿体最大斜深
.!2 ,

"

56

平均品位
2- "27 !

(- (%1

"最高
(- "1

( 含铜矿物主要为黄铜矿,孔雀

石$蓝铜矿$铜蓝&矿石主要为半自形-它形粒状结

构$胶状结构$交代残余结构"细脉状$浸染状构造(

探求
%%"8%%%8%%!

)类铜金属资源量
"(

万吨"

56

平均

品位
#- !1

"具中型规模(

#

%

%肃北县黑山梁钨矿

勘查区位于甘肃北山地区" 地处西伯利亚板块

和哈萨克斯坦板块结合地带的红石山板块缝合带北

侧( 矿床已发现的白钨矿化分布范围达长约
(- '

+,

"宽约
"## ! '## ,

( 以
90

%

大于
#- ("1

为工业品

位"圈定钨矿体
."

条"矿体长度一般在
)# ! (## ,

&

90

%

平均品位在
#- ("1 ! (- #.41

之间(

9()

矿体是

矿区最主要的矿体"长
"') ,

"平均厚度
.- "% ,

"最

大延深
"'" ,

"

90

%

平均品位
#- %)&1

( 含钨的矿物主

要为赤-褐铁矿$白钨矿$钛铁矿$黄铁矿$金红石&

矿石中钨主要以白钨矿形式产出" 白钨矿中的钨占

'4- &.1

&矿石主要为它形粒状结构"细脉状$石英细

脉状$稀疏浸染状$条带-浸染状及团粒状$团脉状

构造(矿化主要类型为白钨矿化褐铁矿化碎裂岩石$

白钨矿化石英脉(探求
%%%8%%!

)类
90

%

资源量
(- 4"&

万吨( 达中型规模(

#

%

%肃北县红山井钼矿

勘查区地处甘肃北山东大泉-金场沟区域性大

断裂向北凸出的弧顶部位( 钼金多金属矿体主要赋

存于安山质凝灰岩夹含炭凝灰质板岩$辉绿岩$花岗

闪长岩中"受次级断裂破碎带控制&具有成带出现"

矿体成群集中的特点( 通过槽探揭露和钻探工程验

证"圈定钼矿体
(&

条$金矿体
%

条$铅矿体
("

条$银矿

体
"

条$铜矿体
.

条$钨矿体
%

条( 钼矿体长度
(## !

( #'# ,

"平均厚度
"- %! ! (#- (. ,

"

:;

平均品位

2- 2%(1 ! 2- 2.41

( 控制矿体最大斜深
(.2 ,

"金属

矿物有孔雀石$褐铁矿$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赤

铁矿$磁铁矿$辉钼矿$自然金$银金矿$白钨矿等"钼

主要赋存在辉钼矿中( 矿石中有用组分为
:;

$

<6

$

=>

$

<?

$

90

%

$

56

( 累计共求得
%%%8%%!

) 类钼金属量

. )%4- 4' @

"达中型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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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甘 肃 地 质

!" !" #

贵金属矿产

!

#

"瓜州县寒山金矿

勘查区属祁连山地区# 处于北祁连加里东褶皱

带的北西缘$ 金矿体赋存在奥陶纪阴沟群!

$!

"中#

赋矿岩石为安山质火山碎屑岩%碎屑熔岩%安山岩及

凝灰质砂岩% 板岩等# 矿体明显受脆韧性剪切带控

制#均产在构造蚀变带中#呈近
%&

向展布&

'(#)

'

$ 各矿

体在平面上总体呈平行线状排列# 在剖面上呈叠瓦

状排列$ 通过槽探揭露和钻探验证# 圈定金矿体
*'

条# 矿体长度
*! ! # )+! ,

# 矿体厚度
)- .' ! *- ""

,

#控制矿体最大斜深
*+) ,

#

/0

品位
# " #)

1"

! .2 *#

" #3

1"

$

/04

%

/0##

规模最大#其中
/0##

矿体地表长度

# 3+! ,

#厚度
#2 !* ! #*2 3. ,

#品位
#2 + " #3

1"

! +2 3"

" #3

1"

#矿体平均品位
!2 +. " #3

1"

$ 金的赋存状态有

包裹金%晶隙金%裂隙金#黄铁矿%方铅矿是最主要的

载金矿物(伴生元素主要为
/5

(矿石具有包含!裹"%

嵌晶%填隙%交代结构#浸染状%脉状%团块%蜂窝状构

造$累计提交
666766*

)类金资源量
#62 6"

吨#达到中

型规模$

!

!

"岷县锁龙金矿

勘查区位于西秦岭地区#处于岷!县"*礼!县"

金成矿带西段$ 矿体主要赋存于早二叠世崖下组第

二岩性段!

8

#

"

!

"#含矿岩性主要为蚀变碎裂粉砂岩(

北北东向张剪性断裂构造是矿区主要赋矿构造$ 圈

定金矿体
6!

条#矿体长度
*3 ! ""3 ,

#平均厚度
32 4#

! '2 !# ,

#控制矿体最大斜深
""3 ,

#金品位
#2 3! "

#3

1"

! !2 44 " #3

1"

$ 其中
/0!

矿体长度
*!3 ,

#控制最

大斜深
""3 ,

#平均厚度
62 "6 ,

#

/0

平均品位
#2 +4 "

#3

1"

#该矿体产于断裂破碎带及其劈理带中#含矿岩

性为硅化%褐铁矿化%黄钾铁矾化%黄铁矿化%毒砂化

的蚀变碎裂粉砂岩#由地表向深部#矿体具有厚度变

薄%品位局部富集的趋势$ 累计提交金金属量
.2 6*

9

#矿床平均品位
#2 ** " #3

1"

$ 达到中型规模$

!

6

"徽县天子坪金矿

勘查区位于西秦岭造山带东段# 地处北秦岭柴

家庄*庞家河金及多金属成矿带和中秦岭李坝金成

矿带结合部$ 矿体赋存于泥盆纪舒家坝组蚀变粉砂

质板岩%褐铁矿化斑点板岩中$ 共圈定金矿体
6!

条#

长度为
##3 ! '33 ,

#平均厚度为
32 4! ! 62 !" ,

#控

制矿体最大斜深
+4" ,

#金品位
#2 33 " #3

1"

! +2 *. "

#3

1"

$ 矿石矿物主要有自然金%黄铁矿%黄铜矿%方铅

矿(具有它形*半自形%填隙!间"%碎裂%交代残余%

包含结构#浸染状%角砾状%斑点状构造$估算金金属

资源量
'2 4 9

$ 达到中型规模$ 同时在祁连山地区实

施的豹子沟南金矿普查% 西秦岭地区新庄里% 周家

山%喂儿沟金矿普查均取得显著成果#为甘肃金矿资

源储量稳居全国第二位&

#

'作出了贡献$

!" !" $

稀有金属矿产

!

#

"阿克塞县余石山铌钽矿

勘查区位于阿尔金地区#处于阿北地块%中南祁

连和红柳沟拉配泉蛇绿混杂岩带交接复合部位$ 铌

钽矿体主要赋存于长城纪熬油沟组变粒岩中&

##1#6

'

$通

过槽探揭露和钻探验证# 在全区共圈出铌钽矿体
.+

条(主要矿体为
:;<=#

%

:;<=!

%

:;<=.

%

:;<='

#矿体

长度
# 3!+ ! ! 4!" ,

# 平均厚度
'- .6 ! !4- '6 ,

#控

制矿体最大斜深
"!3 ,

# !

:;

#

<=

"

!

$

+

平均品位为

3- 34. "> ! 3- #3* *>

$含矿岩性主要为变粒岩!碱

性蚀变岩"#主要矿石矿物为褐钇铌矿%铌!钽"铁

矿%易解石%复稀金矿%氟碳铈矿%独居石等$矿石中

普遍伴生稀土%锆和铪等元素$ 估算铌钽氧化物资

源量约
!4

万吨$

!

!

"肃北县孙家岭钪矿

勘查区位于北山# 地处天山*兴蒙造山带的甘

新蒙段#红石山断裂带南侧$勘查区内钪矿体主要赋

存于角闪石岩中# 总体呈北东东向脉状% 透镜状展

布# 与基性杂岩体长轴方向一致$ 通过工业指标论

证#并结合选冶实验研究#孙家岭钪矿的
?@

边界品位

为
"3 " #3

1"

$勘查区圈出钪矿体
6#

条#矿体长度
#* !

6'3 ,

#平均厚度
!- #* ! !#- *' ,

#延深
*3 ! #*+ ,

#

?@

平均品位
"3- *! " #3

1"

! '!- #+ " #3

1"

$ 估算钪金

属资源量
*4.- +6 9

$

!" #

非金属矿产

!

#

"肃北县敖包山晶质石墨矿

勘查区位于祁连造山带与敦煌地块的交接部

位# 阿尔金大断裂呈近东西向从勘查区南侧穿过$

晶质石墨主要产于太古宇*古元古界敦煌岩群!

/A1

89#

" 中$ 其中敖包山晶质石墨矿矿化带长约
!- "

B,

#宽约
"33 ,

(主要赋存于敦煌岩群第
$

岩段白云

母石英片岩中#顶底板与含矿层一致#无明显界线$

共圈定石墨矿体
'

条#各矿体间相互平行分布#矿体

长度
*33 ! # 3+3 ,

#厚度
6- *6 ! *6- '. ,

#平均品位

!- '+> ! 4- +.>

之间#大部分集中在
">

(主矿体为

C+

#长
# 3+3 ,

#厚
+#- 66 ,

#目前控制斜深
#+3 ,

#平

均品位
"- 6.>

(矿体深部厚度稳定#初步估算晶质

石墨
6!3

万吨#达大型规模$在该区外围又发现红柳

峡!晶质石墨资源量
"3

万吨"%白台沟!晶质石墨资

源量
##3

万吨"富集区#进一步证明矿区域具有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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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祁文彬等!甘肃省地质勘查基金项目勘查成果综述

找矿潜力"

#

"

$肃北县马石头泉石膏矿

勘查区位于南祁连党河南山地区% 地处祁连山

褶皱带之中祁连隆起带西部野马山隆起& 石膏矿体

主要赋存于青白口纪窑洞沟组#

#$!

$灰岩与板岩接

触带上& 勘查区圈出石膏矿体
!

条%矿体长度
%& !

' ()( *

% 厚度
'+ )" ! ,-+ . *

%#

/012

!

'

"3

"

24 /012

!

$

平均品位为
)5+ !.6 ! %.+ ".6

" 顶底板岩石类型分

别为灰岩(泥质板岩"矿石主要为石膏(硬石膏"该石

膏矿厚度稳定%质地较纯%为滨海泻湖相沉积而成"

初步估算石膏资源约
! 7&&

万吨% 达到大型矿床规

模"

)

(

$阿克塞县六五沟石榴子石矿

勘查区位于阿尔金地区% 处于南祁连岩浆弧与

柴北缘弧盆系缝合带*构造混杂带西端% 石榴子石

矿体赋存于达肯大坂岩群第一岩组石榴石黑云母二

长片麻岩和片麻状石榴石英岩中%矿体呈层状(似层

状%近南北向延伸& 区内共圈出石榴子石矿体
.&

条%

长度一般
"&& ! ,&& *

%最长达
%"5 *

%厚度一般
(+ &.

! .&+ )& *

%石榴子石平均品位
.!+ -.6 ! "5+ %&6

&

主要含矿岩石为石榴子石黑云母二长片麻岩和片麻

状石榴子石石英岩%岩石中石榴子石呈变斑晶产出+

矿石具有斑状变晶结构% 片麻状构造和似斑点状构

造& 提交石榴子石矿物量
..)+ &!

万吨%石榴子石平

均品位
.5+ ,"6

%达到中型矿床规模&

)

!

$肃北县大豁落重晶石矿

勘查区位于北山地区%地处柳园裂谷带内&重晶

石矿体赋存于寒武纪西双鹰山组含泥硅质岩中%呈

似层状(透镜状产出%近东西向展布%顶板主要为灰

黑色含泥硅质岩& 圈出重晶石矿体
-

条% 矿体长度

"&5 ! 5(! *

%平均厚度
&+ 5" ! (+ (5 *

%控制矿体最

大斜深
.", *

%

8012

!

平均品位
!"+ 5"6 ! ))+ &%6

&

矿石具有中细粒状镶嵌变晶结构(同生角砾结构%块

状构造(斑块状构造(结核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

重晶石& 探求重晶石矿石资源量
.&5

万吨%矿床平均

品位
)&+ !(6

%达到小型矿床规模&

)

,

$敦煌市花岗石石材矿

该项目分青墩峡北(水晶滩
"

个勘查区块%其中

青墩峡北矿区位于敦煌市
(,&"

方位
-" 9*

处%水晶滩

位于敦煌市
((&"

方位
."& 9*

处%属敦煌市管辖%勘查

矿种为饰面用花岗岩& 通过地质勘查共圈定矿体
..

条%多呈不规则条带状&其中青墩峡北圈出矿体
5

条%

长
"-& ! . "&& *

(宽
(& ! ))& *

不等%主要有肉红色

)敦煌红$(浅肉红色)敦煌市
"

号$两个品种%矿石具

中粒花岗结构%块状构造%矿物组成为正长石(条纹

长石(微斜条纹长石(石英(斜长石(黑云母等%另有

少量为磷灰石(锆石(磁铁矿等副矿物& 水晶滩共圈

定矿体
(

条% 长
. ,%& ! " ).& *

( 宽
,& ! . .%& *

不

等%呈条带状展布&矿石主要有,西京红-和,西丽红-

两个品种%经切面(抛光%色泽纯正%感观较好%质地

均匀%色调庄重(大方& 矿石抗压强度(抗折强度(肖

氏硬度(耐磨度(光泽度(耐酸率(耐碱率(吸水率均

符合国家标准% 放射性比活度达到建筑材料
:

类产

品的要求&共求得花岗石矿石量
5 %.7+ 7(

万
#

$

%荒料

( ,.,+ ,"

万
#

$

%平均荒料率
!7+ ()6

&

)

)

$瓜州县老师兔饰面石材用花岗岩矿

勘查区位于位于瓜州县西南& 区内饰面石材用

花岗岩矿赋存于晚石炭世浅红色细*中粗粒二长花

岗岩)

/

"

!

$中%按具备成为石材的块度(色泽等特点%

圈定矿体
)

条%各矿体均由地表探槽和少量深部钻孔

控制%矿体内部结构简单%矿石类型分布集中%有,瓜

州红
.

号-(,瓜州红
"

号-和,瓜州白-

$

个品种&矿石的

各项物理性能( 天然放射性水平和荒料率均符合工

业指标要求& 共求得饰面石材用花岗岩矿资源量为

5 ,",+ %,

万
#

$

&

)

%

$武山县瓦碴沟水泥灰岩矿

勘查区位于武山县城西南直距约
(7 9*

处&属西

秦岭造山带&区内水泥灰岩矿体呈单斜层状产出%沿

走向
(7," ! .","

延伸%延伸长度大于
. -,7 *

%总厚

度
!%5+ 5 *

&产状
".," ! ")7"!,-" ! 55"

&矿石中有

益组分
/02

平均含量为
,!+ ".%

% 主要有害组分
;<2

平均
7+ -,%

%其质量较好%化学成份变化较小%属水

泥用
!

级品&共求得水泥用灰岩矿资源量
.! (%!+ ,"

万吨&

(

勘查成果的意义

)

.

$甘肃省地质勘查基金设立以来%在能源矿产

)煤炭(地热(页岩气(铀$(金属矿产)铁(锰(钒(钛(

铜铅锌(钨钼(金银(铌钽$(非金属矿产)石膏(水泥

灰岩(花岗岩饰面石材(重晶石(晶质石墨(硅灰石$

勘查方面取得显著找矿成果% 对甘肃地质找矿起到

了促进作用%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上

述成果是我省推进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典型实例%

是省国土资源厅实施 ,基金带帽(地勘单位登记矿

权(成果归政府处置-省地勘基金投资管理新举措取

得的重要成果& 省地矿局(省有色地勘局(省煤炭地

质局( 省核工业地质局等作为甘肃地质找矿主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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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甘 肃 地 质

发挥了重要作用!

#$

"

#

$

!

%地质科学研究对项目部署&找矿突破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特别是通过研究省内区域成矿地质

背景(认为白银铜矿外围及深部具有进一步找矿潜

力(持续实施深部勘查取得新突破(为白银铜矿接

续资源开发奠定了基础)镜铁山外围是形成沉积变

质型铁矿的最有利部位(在卡瓦一带实现了铁矿勘

查的重大突破(该成果在全国具有宏观影响(是甘

肃西部重要的铁矿资源接续区(缓解了资源接续矛

盾*祁连山地区晶质石墨矿连续突破为甘肃培育优

势资源产业+推进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矿产资

源保障#

,

%

%甘肃省金矿资源丰富(其查明资源储量位居

全国第二位( 地勘基金项目在金矿勘查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果* 在西秦岭地区发现评价了徽县天子坪金

矿&岷县锁龙金矿等)祁连山地区评价了寒山金矿&

豹子沟南金矿等( 其主要的控矿因素为区域性断裂

及次级构造&岩浆热液等*

,

$

%分析阿尔金成矿带地质背景(认为具有寻找

沉积型锰矿& 斑岩铜矿& 稀有金属矿良好的成矿条

件(通过应用物&化探&遥感技术方法(先后发现了阿

克塞县安南坝青砂沟锰矿&化石沟铜矿&余石山铌钽

多金属矿&延龙山钪矿(是甘肃稀有金属找矿的新突

破*

,

&

%煤炭资源勘查(大致查明了甘肃陇东地区煤

炭资源赋存特征和资源潜力( 为甘肃东部能源基地

建设提供了资源保障) 敦煌地区页岩气调查取得突

破性成果(展现出甘肃页岩气勘查良好前景*通过兰

州&酒泉&张掖&平凉等地区开展的地热资源调查评

价(在张掖盆地&兰州断陷盆地均获得地热资源勘查

突破性进展(对提升-兰州断陷盆地.整装地热田地

热资源勘查评价和全省地热资源勘查提供了重要的

水文地质依据*

致谢/ 在写作本文过程中得到了刘建宏教授级

高工及贾志磊博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对本文提出

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启发性的修改意见( 对本文的

改进和最终定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众多的省地勘

基金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实施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和智慧(提供了第一手野外资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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