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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地矿局"十三五#期间地质勘查
进展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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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三五"期间#甘肃省地矿局地勘工作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新要求#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地质工作全过程实施绿色勘查#同时也经受住了经济下行$矿业市场低迷$投资环境不利等严峻考验% 文章反

映了甘肃省地矿局在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地质科研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 通过开展区域地质调查$矿产远

景调查等工作#全省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程度进一步提升% 在重要成矿带开展矿产勘查工作#发现一批新的矿

产地% 西秦岭金矿勘查继续推进#新发现天子坪金矿$饮马河金矿&玛曲县格尔珂金矿$合作市早子沟金矿$西和县

大桥金矿$夏河县加甘滩金矿持续勘查#矿山实现增储% 在甘肃北山相继发现五一山$塔水井$甜水井西$红柳沟北

等钒矿#杨岭为铁钒异体共生矿%铅锌$镍等有色金属找矿取得了显著找矿前景%在阿尔金东段新发现晶质石墨富

集区
-

个#先后发现大型晶质石墨矿床
,

处$中型矿床
%

处#探获晶质石墨矿物资源量累计达到
! %""

万吨以上%地热$

氦气$砂岩型铀矿等矿产勘查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萤石$蓝晶石$硅灰石$饰面石材等地优质非金属找矿工作持续

推进%地质科研有力指导了区域找矿勘查工作%文章还展望了!十四五"期间地质工作#提出了部署思路#对新时代

地质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十三五&地质调查&矿产勘查&找矿突破&甘肃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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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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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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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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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工程硕士结业#教授级工程师#长期从事矿产勘查%地球化学勘查技术管理和研究工作&

'十三五(期间#甘肃省地矿局地勘工作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新要求#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

理念# 地质工作全过程实施绿色勘查&

%"!$

)

%"%"

年# 受矿业市场波动% 地勘行业转型发展的双重影

响#地质勘查项目经费呈现逐年降低的态势#全局共

承担各类地质矿产勘查项目
,0"

个# 总经费
!,* &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出资项目
&#

个#经费
!* -

亿

元*省级财政出资项目
-$$

个#经费
!"* %,

亿元*合

作%委托勘查项目
-%"

个#经费
$* --

亿元& 与'十二

五(相比#项目数基本稳定#项目经费降低
#$1

& 在

投入萎缩的不利局面下#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

地质科研等仍取得了一些较好的成果# 调查研究水

平显著提升+

!2!!

,

&全省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进一步

提高#矿产勘查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累计新发现

矿产地
$#

处%矿致异常
!!#

处*勘查矿种主要为金%

铁%钒%铜%铅锌%钼%晶质石墨%萤石%磷%硅灰石%石

膏%石灰岩%水泥配料用粘土%饰面用花岗岩%地热%

天然矿泉水%氦气等&

!

基础地质调查工作进展

%"!$

年以来#区域地质调查%矿产远景调查等

基础性工作程度进一步提高& 完成
! ) 3" """

区域

地质调查面积
#& !0& 45

%

#涉及
!%-

个标准图幅*

全省累计完成面积
!33 30& 45

%

#占全省国土面积

的
-$* 3-1

#占全省基岩出露面积的
3-* &01

&

! * 3" """

矿产远景调查工作完成面积
0! !!,* !-

45

%

#涉及
%"-

个标准图幅 *全省累计完成面积

!3, 00- 45

%

#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 ",1

#占全省基

岩出露面积的
3#* ,,1

& 完成
! * %3

万土地质量地

球 化 学 调 查
%" 3"" 45

%

#全 省 累 计 完 成 面 积

33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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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省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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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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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 采用数字地质调

查等新技术"新方法!主要在祁连山西段"北山以及

大桥金锑矿整装勘查区等地区开展区域地质调查!

取得了一大批基础地质调查新成果! 促进了地质填

图与科学研究的融合#

"!#"$

$

%通过
" ! $% %%%

区域地质

调查!获得了丰富的区域地层"构造"岩浆岩等地质

资料%

&

"

'甘肃北山
&'()%"!%%"

等
*

幅
" ! $% %%%

区

域地质调查!在三叠纪珊瑚井组&

+

*

!

'底部发育一套

半原地底砾岩! 这一发现对区域上三叠纪的沉积环

境有了新的认识及提升! 该组地层整体为一套粒度

变化较大的河湖相碎屑岩建造! 本区应为盆地边缘

或河口! 向东粒度变细至野马大泉幅双井子一带为

盆地中心!继而判断古流向应为自西向东(在破城山

南坡长城纪古硐井群 &

,-"

' 和蓟县纪平头山组

&

./#

'之间新发现一条蛇绿混杂岩带!通过其与芨芨

台子蛇绿岩的对比!二者产出相似度很大!对探讨明

水)小黄山蛇绿蛇绿混杂岩构造属性! 乃至北山构

造格局均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

!

'甘肃祁连西段德勒诺尔)石板墩地区
0

幅

" ! $% %%%

区域地质调查! 将调查区内前震旦系"震

旦系进行了解体!重新建立了调查区地层系统!划分

了岩石地层单位
!(

个! 根据新发现的冰碛砾岩"同

位素测年等依据及相互接触关系! 新划分了新元古

代石板墩组&

12

*

$

'(将调查区划分出
!

级构造单元
!

个&北祁连构造带"中祁连地块'"

"

级构造单元
$

个

&黑沟寒武纪裂谷构造带"野马河古元古代构造带"

红西峡)大红泉中元古代构造带"大冰沟)德勒诺

尔新元古代构造带"羊门沟)古勒布达乌早古生代

岩浆弧'(调查区内侵入岩划分出
3

个侵入岩体!通

过开展岩石学"地球化学"同位素年代学等研究!岩

石类型主要以中酸性侵入岩为主!侵入活动主要发

生于早"中奥陶世!其次发生在早志留世"晚泥盆

世%

&

*

'甘肃大桥金矿整装勘查区
" ! $% %%%

任藏

等
*

幅区域地质调查!通过构造解析!在测区共厘定

出主造山期前伸展构造群落! 印支主造山期推覆)

褶皱构造群落"燕山期陆内褶皱构造群落"喜山期断

块群落等构造事件序列!建立了测区基本构造格架(

在腊子沟一带三叠纪地层中发现大型由南西向北东

逆冲推覆构造系!对研究秦岭造山带盆山耦合关系"

三叠系地层划分等具有重要意义%

&

'

'甘肃省
" ! $% %%%

南坪等五幅区域地质矿

产调查!在南华纪关家沟组&

4-

!

%

'解体出一层寒武

纪干沟组&

#

"

%

'地层(对区内主要侵入体开展了岩石

地球化学"年代学等调查!确定该区侵入体锆石
5#

16

年龄为
!%!7 ' " !!!7 * 89

!本区岩浆侵入活动集

中在印支晚期( 填绘出 *郭元)石鸡坝构造混杂岩

带+!初步查明了该构造混杂岩带的物质组成"边界

断裂性质及其在区内的延伸情况! 为勉略构造带的

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

!" #

矿产远景调查

*十三五+期间!

" ! $% %%%

矿产远景调查项目主

要部署在北山"阿尔金"西秦岭等重要成矿&区'带%

运用成矿系列"成矿系统等理论!采用数字填图"高

精度磁法测量"水系沉积物测量等综合调查方法!重

点检查验证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含矿层"控矿构造"矿

化蚀变带"物化探异常等!圈定了一批重要的找矿靶

区!新发现的矿产地"矿致异常支撑了后续省地勘基

金项目立项#

"0#"(

$

%

&

"

' 甘肃省夏河县西科)塔哇地区
" ! $% %%%

矿产远景调查!通过矿产地质专项填图!划分出
"

个

群级"

'

个组级正式填图单位和
:

个段级非正式填

图单位!通过基本层序"岩相特征"沉积特征等分析!

三叠纪山尕岭群&

+%

'为一套活动大陆边缘陆源碎屑

浊积岩建造!三叠纪古浪堤组&

+

"

%

'为一套浅海陆棚

沉积环境建造!三叠纪大河坝组&

+

*

&

'为一套陆棚边

缘斜坡浊积相沉积建造% 通过对调查区侵入岩进行

了合理解体和岩石谱系单位划分! 新发现姜隆哇岩

体"库塞岩珠!姜隆哇岩体岩性主要为黑云石英闪长

岩!为高钾钙碱)钾玄岩系列!具壳源花岗岩特征!

为
;

型花岗岩系列! 形成于活动大陆边缘的构造环

境(库塞岩珠岩性为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为钾玄

岩系列!具壳源花岗岩特征!为
;

型花岗岩系列!形

成于大陆活动边缘的构造环境(对将其那梁岩体"当

浪喀岩珠"库塞岩体"姜隆哇岩体进行
<=#>,1#8;

锆石
5#16

同位素测年!年龄分别为
!'% 89 #

"

!*3

89 $

"

!!' 89 $

和
!*$ 89 $

! 确定了侵入地质时

代为早印支期%通过异常查证和矿产检查!新发现九

头山"希仓隆哇金矿点%

&

!

'甘肃省武都)康县云台地区
" ! $% %%%

矿

产远景调查!通过
" ! $% %%%

高精度磁测!圈定磁异

常
'%

处!其中甲类异常
!

个"乙类异常
'

个(通过

" ! $% %%%

水系沉积物测量!共圈出单元素异常
!0%

个!综合异常
!!

个&其中甲类异常
0

个"乙类异常

"%

个'(通过对综合异常查证及矿点检查!在西秦岭

地区首次发现钴矿产地! 对区域钴矿勘查具有指导

刘建宏等,甘肃省地矿局*十三五+期间地质勘查进展与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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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地矿局!十三五"期间新发现矿产地#矿致异常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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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

#甘肃省永昌县尖山$平口峡地区
$ % >? @@@

矿产远景调查%通过地层划分研究%调查区内草大板

一带出露的冰碛岩可与甘肃北山洗肠井群"

A7:B!

#

及新疆塔里木地区雨塘组"

B"

#&库尔卡克组"

B#

#对

比%最终归属为南华纪烧火筒沟组"

A7$

#'初步厘清

了工作区震旦纪草大板组"

B%

#底部含磷岩系的基本

层序%其韵律较为明显%自下而上依次为黄绿色泥质

板岩% 灰白色薄层状石英砾岩夹土黄色碎裂化细晶

白云岩透镜体%灰黑色硅质岩%灰黑色变石英砂岩%

顶部为灰黑色碳质板岩' 根据龙首山裂谷带发展演

化和构造体制转化的特征% 结合区内构造变形作用

与沉积作用&变质作用及岩浆作用的关系%将龙首山

基底杂岩带构造变形划分为
C

个演化阶段(

"

D

#甘肃省阿克塞县柳城子$红柳沟石棉矿地

区
$ % >@ @@@

矿产远景调查% 对测区岩石地层进行

重新厘定%建立了群级地层单位
E

个%组级地层单

位
C

个%其中太古宙$古元古代敦煌岩群第
E

岩组

"

F(:<3

$

&'

E

#为晶质石墨矿赋矿层位%相续发现豺狼

沟晶质石墨矿&碱沟晶质石墨矿&大龙沟晶质石墨

矿等'对豺狼沟晶质石墨矿&碱沟晶质石墨矿矿床

进行了重点研究%建立了豺狼沟晶质石墨矿的成矿

模式)

!" #

区域地球化学调查

*十三五+期间%通过甘肃省定西$静宁地区
$ %

E>

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项目的实施%全面系统

地获取了定西$静宁地区高质量的生态地球化学新

资料'科学地总结了区域土壤
>D

项指标的地球化学

分布特征' 获取了定西$静宁地区土壤表层重金属

元素分布' 研究了定西$静宁地区表层土壤
A

,

<

&

G

&

H"

&

I6

&

%

&

9.

&

H&

&

<#

&

B-

&

J

&

I-

&

%,

&

H*

&

K.

等农业

有益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分布%并对健康元素
%.

&

L

&

9

元素进行了客观评价' 对静宁苹果宜种植区进行

了划分' 编写了黄土高原等特殊景观区土地质量地

球化学调查方法技术专题报告&*甘肃省碱性富硒土

地利用开发技术+专题报告&编制了*黄土高原特殊

景观区特色农产品"富硒#图集+&*黄土高原特殊景

观图集+

-

$M:$C

.

) 选择山丹富硒区开展土地质量地球化

学调查%圈定富硒土壤"硒元素含量
! @N = '6 & O6

#

E@$N MP O'

E

,高富硒土壤"硒元素含量
! @N D '6 &

O6

#

M=N @$ O'

E

'/富硒农用地0"

QJPE & ! D$DMRE@E@

#

地方标准发布% 对于推动我省富硒农用地划定及开

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E

固体矿产勘查新突破

E@$P

1

E@E@

年% 我局固体矿产勘查项目数
>@S

个%项目经费
$=N PP

亿元) 与*十二五+期间相比%项

目数降低和经费均有所降低%下降幅度分别为
E=T

年度
新发现矿产地 新发现矿致异常

数量"个# 主要矿产地 数量"个# 主要矿致异常

E@$P

年
$E

天水市妖魔山金, 夏河县多朗囊金, 敖包山晶质石墨,

肃北县红山井东钼矿,兰州城区地热田,天水市妖魔山

金矿

$C

天水市秦州区暖和湾金,迭部县查哇金,瓜州县平梁

东金,敦煌市新泉北钒,陇南市武都区年这沟金,敦

煌市塔水井东钒矿

E@$S

年
M

西和县饮马河金,天水市秦州区暖和湾金,阿克塞县余

石山金多金属,敦煌市塔水井东钒,敦煌市新泉北钒矿 $=

迭部县足彦金,夏河县央曲金,碌曲县九头山金,肃

北县小金沟金,肃北县振兴金,武都区马儿沟金,敦

煌盆地页岩气

E@$M

年
$P

瓜州县浪柴沟晶质石墨, 肃北县大敖包沟晶质石墨,肃

北县金庙沟南硅灰石,阿克塞县余石山西金,陇东地区

镇北砂岩型铀,张掖市民乐生态园地热

E>

夏河县龙洼努乎筹沟金,敦煌市甜水井西钒,金昌市

绿草泉沟磷,肃北县大旗山铅锌,阿克塞县豺狼沟晶

质石墨

E@$C

年
$>

敦煌市红柳沟北钒,敦煌市甜水井西钒,肃北县大旗山

铅锌,肃北县大案盆沟晶质石墨,阿克塞县豺狼沟晶质

石墨,金昌市绿草泉沟磷矿

EM

敦煌市成宣铜镍, 瓜州县铭杨铜镍, 瓜州县骆驼沟

金,瓜州县扬帆金,阿克塞县龙尾沟晶质石墨,永登

县石桥镇氦气

E@E@

年
$=

徽县大石湾钴锰矿,瓜州县长流沟石英岩矿,肃北县大

水泉钒矿,景泰县周家窑矿泉水,岷县维新镇锶矿泉水

水源地

EC

金塔县老虎山铅锌矿,肃北县双沟山铜矿,金塔县沙

红山西钴多金属矿,民乐盆地氦气矿,肃北县月亮山

钨矿,敦煌市海峰金矿,金塔县金蟾岭萤石矿

合 计
PD $$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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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 通过省地勘基金等持续投入"对西秦岭金#

阿尔金东段晶质石墨# 北山钒和铅锌# 民和盆地氦

气#陇东砂岩型铀矿#地热等矿种的勘查评价取得了

重要突破$

!%&!'

%

! &十三五'期间"全局共新发现矿产地

()

处#矿致异常
##)

处(表
#

)!

!" #

清洁能源调查

通过综合研究" 在陇东地区白垩纪地层中初步

圈定了砂岩型铀矿找矿靶区
)

个! 砂岩型铀矿体主

要赋存于早白垩世洛河组(

*

#

!

)砂砾岩及中细粒砂

岩中" 产于层间氧化带中氧化还原过渡带*还原带

的灰色砂体中"受层间氧化带控制! 通过钻探施工"

圈定厚大含矿层"已初步提交铀资源量
+++++

吨"

发现了甘肃省目前唯一的大型砂岩型铀矿" 取得了

新区新层系#新类型找矿的重大突破!该区铀矿层厚

度大#品位高"具有良好的勘查开发前景"不但丰富

了我国铀矿资源的战略储备" 也为庆阳市综合型能

源基地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和资源保障!

!" !

黑色金属矿勘查

(

#

)肃北县杨岭铁矿处于甘肃北山罗雅楚山复

式向斜南翼&红山式'铁矿带西段"通过持续勘查"该

矿为铁#钒异体共生矿"铁矿体赋存于蓟县系平头山

组第四岩性段(

,-"

)"钒矿体赋存于早寒武世双鹰山

组(

!

#

#$

)炭质板岩"铁#钒矿体严格受褶皱构造控

制+探获铁矿石资源量约
( %%%

万吨"

./0

平均品位

!12 '1$

+

3/0

平均品位
#42 '#$

+ 共生钒氧化物
'%

万吨"

5

!

6

"

平均品位
%2 1"$

!

(

!

)在敦煌市方山口*五一山一带"相继发现五

一山#塔水井#新泉北#甜水井西#红柳沟北等钒矿"

钒矿体赋存在寒武纪西双鹰山组(

!

!&'

%

)底部炭质板

岩中"受褶皱构造控制而在地表蜿蜒展布"局部含矿

层位基本稳定#矿体厚度大#品位高"累计查明钒氧

化物资源量达
#)%

万吨! 其中五一山钒矿探获钒氧

化物资源量
)"

万吨"

5

!

6

"

平均品位
%2 4#1$

!

!" $

有色金属矿勘查

&十三五'期间"北山地区铅锌#镍等有色金属找

矿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北山音凹峡地区"通过化探异

常查证"新发现陆相火山型大旗山铅锌矿"其化探异

常内带规模与矿化带一致" 显示了该地区良好铅锌

多金属成矿条件+铅锌矿体产于二叠纪方山口组

(

7

'

&

)安山质角砾凝灰熔岩和安山岩中"呈似层状#

透镜状产出" 初步估算铅锌多金属资源量达
#"

万

吨!在敦煌*瓜州县柳园一带新发现铭扬#成宣等铜

镍矿点"勘查区与新疆哈密坡北#启鑫大中型铜镍矿

相邻"成矿地质条件#物化探异常发育程度相似"具

有寻找岩浆熔离型铜镍矿的潜力+ 其中瓜州县铭扬

铜镍矿赋矿岩性主要为辉石橄榄岩" 矿石矿物主要

为黄铜矿和镍黄铁矿" 且发现具有海绵陨铁结构的

矿石!

!% &

金矿勘查

&十三五'期间"金矿勘查项目主要部署在西秦

岭"其次为阿尔金#北山等地区! 徽县天子坪金矿赋

存于泥盆纪舒家坝组(

8

!

#$

)"圈定金矿体
)'

条"金

矿体的分布受北西西向断裂控制"呈脉状#似层状产

出"探获金资源量约
#'

吨 "

9:

平均品位
!2 %; !

#%

&(

!西和县饮马河金矿处于大桥金矿北东向延伸部

位"含矿层位与大桥金矿一致"金矿体赋存在三叠纪

滑石关组第一岩段(

.$

)的硅质角砾岩中"主要呈似

层状#板状#透镜状分布"沿走向和倾向具膨大缩小#

分枝复合现象"探获金资源量约
" <

"

9:

平均品位

#2 11 ! #%

&(

! 天水市喂儿沟金矿赋存于早古生代太

阳寺岩组(

7=

#

'

)"受断裂构造控制"圈定金矿体
!4

条" 探获金资源量约
) <

"

9:

平均品位
)2 "! ! #%

&(

!

阿克塞县余石山西金矿产于时代拉配泉岩群

(

!&6(")

)"受控于阿尔金走滑带派生的低序次北西

剪切断层构造"圈定金矿体
#"

条"金矿体主要赋存

在北西向矿化蚀变带中"探获金资源量约
) <

"

9:

平

均品位
'2 ;) ! #%

&(

!

通过对老矿山的持续勘查" 玛曲县格尔珂金矿

累计探获资源量
#"% <

"合作市早子沟金矿累计探获

资源量
#)% <

"西和县大桥金矿累计探获资源量
#%4

<

"夏河县加甘滩金矿累计探获资源量
#)% <

"使上述

金矿均达到超大型规模! 其中早子沟金矿实施深地

勘查工程"在
! %%% 3

以下发现金矿体"存在较大找

矿空间+大桥金矿获得
!%#1

年度全国十大地质找矿

成果! 上述找矿成果保障了甘肃省黄金资源储量稳

居全国第二位!

!% '

非金属矿勘查

&十三五'期间"我局积极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建

设"开展晶质石墨#萤石#重晶石#石膏#饰面用花岗

岩等优质非金属矿勘查工作"

(

#

)在阿尔金东段敖包山一带相继发现东巴兔#

敖包山#双石山晶质石墨矿集区!查明晶质石墨大型

矿床
1

处#中型矿床
!

处"探获晶质石墨矿物资源量

刘建宏等,甘肃省地矿局&十三五'期间地质勘查进展与成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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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达到
! "##

万吨以上!远景资源量超过
$ ###

万

吨!晶质石墨矿层赋存于敦煌岩群"

%&'()!"

#二云石

英片岩中!层位稳定!部分矿床晶质石墨片径大$品

质好!回收率高!易选冶!具有良好开发前景%其中敖

包山晶质石墨矿区圈定矿体
"!

条! 受向斜构造控

制!长度
!## # ! *+# ,

!厚度
"- !! # .!- !! ,

!最大

斜深
./# ,

!固定碳品位
"- *01 # 0- 2"1

!查明晶

质石墨矿石资源量
..#

万吨! 矿区固定碳平均品位

为
.- 0"1

% 选矿试验结果表明!本区晶质石墨为高

品质晶质石墨矿! 风化矿石可获得精矿固定碳含量

+*- *1 ! 3 $ ++- +1

! 回收率
+/- $*1

的高碳石墨

指标! 原生矿石可获得精矿固定碳含量
+/- #!1 !

3 $ ++- +1

!回收率
++- ""1

的高碳石墨指标%

&

"

#金昌市绿草泉沟磷矿矿体赋存在震旦纪草

大坂组&

4#

#!含矿岩石主要为灰黑色砂质磷块岩!矿

体受褶皱控制!圈出磷矿体
!2

条!长度
*# # ! /*#

,

!厚度
!- #/ # 2- #! ,

!

(

"

5

.

品位
!"- #*1 # "*- #/1

!

查明磷矿石资源量
".#

万吨%

&

$

#肃北县金庙沟南硅灰石矿赋存于敦煌岩群

的石英硅灰大理岩中!通过地表揭露和深部验证!圈

定硅灰石矿体
+

条!长度
!## # /!/ ,

!厚度
$- $+ #

!*- !0 ,

!硅灰石品位
$#- 0"1 # .#- /$1

!查明硅灰

石资源量
$.$- 2/

万吨% 肃北县鱼脊山蓝晶石矿产

于敦煌岩群!含矿岩性主要为蓝晶白云石英片岩$蓝

晶黑云石英片岩!圈定蓝晶石矿体
+

条!矿体长度

! #"# # " *2# ,

!厚度
"- "/ # "#- !+ ,

!

%6

"

&

785

*

#

5

平均品位为
!!- #21 # !"- !"1

!查明蓝晶石资源量

!##

万吨%

&

*

#玉门市前红泉萤石矿产于中三叠世花岗闪

长岩中! 矿体严格受断层控制! 共圈定萤石矿体
+

条!长度
!"# # /## ,

!厚度
!- #$ # /- #0 ,

!

39:

"

平

均品位
".- 201 # .0- !/1

! 查明萤石资源量
$0

万

吨%

!" #

水气矿产勘查

'十三五(期间!相继对兰州中心城区$张掖城

区$临泽县$民乐县$永登县等地热资源进行了调查

评价!对优化甘肃省能源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

仁寿山庄地热井水温
2"%

$水量达
" !#! ,

$

& ;

)在张

掖盆地民乐六坝工业生态园实施地热勘探井! 水温

2/%

!水量
" "0+ ,

$

& ;

!该地热井是目前甘肃境内单

井涌水量最大$出水温度最高$水质最好的地热井!

有望达到大型地热田规模%

首次在民和盆地$民乐盆地发现氦气资源!其中

民和盆地水溶性氦气品位
#- $1 # "- $1

!表明该盆

地具有良好的氦气生成和成藏条件) 民乐盆地水溶

性氦气含量一般在
#- //1 # "- !!1

之间!平均为
!-

*!1

% 以上区域巨厚的中新生代沉积盖层形成有效

封闭空间$潜在氦源岩!具有良好的氦气资源勘查前

景% 通过对民乐盆地地热井井口水溶气样品进行了

氦同位素及气体组分测试!井口氦气含量在
#- $01

# "- !!1

之间!平均为
!- !2+1

!高于
#- $1

的工业

品位!大部分样品已达到富氦&

#- 21

#标准!反映出

富氦程度较高%

$

地质科技研究成果

'十三五(期间!我局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进一步推动基础地质研究工作!提升了重大基础

地质问题$成矿规律等研究能力*

"*'$"

+

% 共承担基础地

质研究项目
!$#

个!经费
!- $2

亿元% 与'十二五(相

比!项目数和经费均大幅度增加%

$" %

地质科研项目进展

&

!

#甘肃省矿产地质志编撰研究%项目以板块构

造理论和成矿系列理论为指导!遵照省域$矿种$矿

产地全覆盖原则! 系统全面梳理甘肃省百年来发现

并评价的
!!0

个矿种
!00+

处矿产地的勘查开发利

用状况$矿床特征!总结区域成矿规律!完成了,中国

矿产地质志-甘肃卷.志书
!

套
0

册$甘肃省矿产地

质图&

! ' !##

万/

"

张及说明书$甘肃省成矿规律图

&

! ( !##

万/

$

张及说明书$ 中国矿产地质志甘肃卷

数据库
!

套)完成了,甘肃矿产地质0中国矿产地质

志-甘肃卷-普及本.

!

册!已于
"#!+

年
!"

月由地质

出版社公开出版%通过本项目工作!完成首部甘肃省

矿产资源专业志书! 提升了甘肃省矿产地质研究水

平!将为新时期地质找矿工作者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为政府部门提供矿产资源领域规划决策的参考资

料!为地质工作者提供工具书!为广大群众提供矿产

资源领域科普读物%

&

"

/甘肃重要成矿带
! ( .

万标准图幅多元地质

信息集成与应用% 针对传统方法填图完成的区调成

果资料进行数字化建库 %

"#!0

0

"#!/

年共完成

! ( .

万区域地质图建库工作
"0

个标准图幅% 通过

本项目的实施!系统地收集与整理这些成果!对资料

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 再应用成熟的数据库理论与

<=7

技术! 将数据采集和存贮管理纳入到地质信息

化工程的过程之中!保护了这些珍贵资料!积累了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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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源! 最大限度地发挥地质调查成果长远应用效

益" 实现了区域性地质图资料系统化#规范化#数字

化管理"

$

"

%甘肃省酒泉市&三稀'金属找矿研究"通过对

余石山钽铌矿#红尖兵山钨铍矿#塔儿沟钨铍矿#国

宝山铷矿等重要&三稀'金属矿床研究!总结了酒泉

市重要矿床区域地质背景#地球物理特征#地球化学

特征#矿区地质特征#矿体特征#矿石特征等!初步探

讨了矿床成因及成矿模式!总结了找矿标志!初步建

立了不同矿种#不同类型重要矿床模型!为靶区优选

提供了依据" 并在研究区内划分出了
!

级&三稀'金

属成矿区带
#

个#成矿远景区
$%

个!圈定找矿靶区

!$

处!对部分矿点进行实地查证!为后续工作奠定

了基础"

$

&

%甘肃省酒泉市晶质石墨矿调查研究"酒泉地

区晶质石墨矿主要分布于阿尔金成矿带东侧! 地处

祁连造山带与敦煌地块的交接部位" 晶质石墨主要

分布于
"

个矿集区( 以敖包山晶质石墨矿为主的敖

包山晶质石墨矿集区# 是以大水峡北晶质石墨矿为

主的东巴兔晶质石墨矿集区# 以双石山晶质石墨矿

为主的双石山晶质石墨矿集区" 各矿集区晶质石墨

矿床集中分布于敦煌岩群! 晶质石墨主要赋存于二

云石英片岩中!局部地段赋存于大理岩#黑云二长片

麻岩中" 石墨呈显微鳞片)鳞片状分布于脉石矿物

颗粒之间!晶质石墨矿成因为区域变质形成"

$

#

%甘肃省干热岩资源靶区优选"对全省物探资

料进行整合解译! 完成甘肃省省重力异常与中酸性

岩体套合图! 完成甘肃省航磁异常与中酸性岩体套

合图!对全省中酸性岩体的分布进行了圈定和推断*

对全省居里面特征进行研究! 初步查明甘肃省居里

面深度*收集数据并完成甘肃省大地热流值图*依据

甘肃省干热岩评价指标对全省范围进行筛选! 初步

确定北大坂岩体# 温泉岩体# 石门岩体为重点工作

区*夏河岩体#美武岩体#天子山岩体#中川岩体为一

般工作区* 遥感解译出岩体及周边的断裂构造及地

温异常分布* 结合地形参数对工作区的重磁资料进

行重新解译!对区内每个酸性岩体的范围#埋深#空

间展布状态都进行了初步的推断* 通过地质剖面测

量对工作区酸性岩体的岩相岩性变化进行了划分!

采取相关岩#水样*通过测试分析结果计算岩体放射

性生热量#判断热源来源"

$

'

%甘肃北山地区寒武系钒矿成矿规律研究"通

过对方山口#塔水泉#五一山#七角井#大豁落山等五

个典型矿床进行研究! 钒矿体均赋存于早寒武世双

鹰山组$

"

$

!"

%黑色岩系中!岩性自下而上为砂屑白

云岩#炭质板岩#炭硅质板岩#粉砂质板岩!硅质板岩

由下往上岩石矿物粒度由粗变细! 为一套次深海相

碎屑)化学沉积建造" 从矿石化学分析及薄片鉴定

结果推测原岩应为炭质#泥质岩!表明钒是在较稳定

的还原环境下形成的"稀土地球化学研究结果表明!

典型钒矿床围岩的平均
())

与北美页岩相近!矿石

的平均
())

低于北美页岩!但高于鄂西黑色岩系中

的银钒矿石" 无论是稀土元素的含量!还是其组成!

均反映围岩形成于近岸的海洋环境! 矿石沉积于相

对近海的环境"

$

%

%甘肃省特殊景观区典型地质剖面综合调查

研究" 综合新技术#新方法应用!科学解释与科普表

达相结合!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地质学#旅游地质学

和审美理论为指导! 将彩色丘陵典型地质剖面作为

研究对象!对其成景机制进行了剖析!系统论述了彩

色丘陵强烈视觉冲击下所蕴含的科学知识! 对科普

教育和科学研究# 研学旅游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社会效益"

!" #

科技论文发表!成果专著出版

&十三五'期间!甘肃省地矿局地质工作者更加

重视野外地质成果的展示! 通过发表论文# 出版专

著#参加会议等形式!将地质观点与同仁交流!地质

科研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

)

!*!*

年!+甘肃地

质,共发表文章
!*"

篇!集中反应了我局&十三五'期

间的地质勘查成果!总结了找矿经验!提出了找矿新

思路#新观点!也是长期奋战在野外一线的地质工作

者辛勤劳动的结晶" 对于指导重要成矿带地质工作

部署#矿床外围及区域地质找矿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科研项目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整理#分析

研究!出版专著
"

册!分别为+甘肃西秦岭金矿成矿

与找矿研究,+甘肃省石板墩大型磁铁矿地质找矿方

法技术研究,+张掖地质公园)彩色丘陵成景机制研

究,"

!" !

省部级科技成果奖申报及奖励

甘肃省地矿局重视地质科技成果转化! 积极组

织推荐地质研究成果申报省#部级科技奖励!提升了

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其中甘肃省合作市早子沟金矿

详查获得
!*$%

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甘肃

省西和县大桥金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和甘肃省夏河

县加甘滩金矿详查分别获得
!*$'

年度#

!*$+

年度

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 西秦岭金矿的成矿与找

刘建宏等(甘肃省地矿局&十三五'期间地质勘查进展与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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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研究获得
!"!"

年度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甘肃

崖湾"大桥地区金锑矿整装勘查区专项填图与技术

应用示范获得
!"!"

年度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自然资源部为系统总结$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开

展以来取得的工作成果! 经申报& 评审甘肃省共有

#!

个项目成果获得优秀奖!其中甘肃省地矿局承担

的$甘肃省合作市早子沟金矿接替资源勘查&肃北县

敖包山晶质石墨矿普查&西和县大桥金矿详查&阿克

塞县安南坝青砂沟锰矿详查%入选自然资源部$找矿

突破战略行动%优秀找矿成果#

$

$十四五%地质勘查设想

!" #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和省委加快

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 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的

决策部署!落实省厅$两个聚焦%的地质工作总体思

路!根据我局$提供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提供地质专

业技术服务& 支撑生态文明建设& 支撑自然资源管

理&支撑防灾减灾工作%的职能定位!明确需求导向!

围绕国家紧缺&地方继续等部署工作!提高地质工作

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力争实现找矿突破!

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 $

基本原则

'

#

(严守生态红线!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坚持资源与环境并重!环境保护优先的原则#项

目实施中全面推行绿色勘查! 所有勘查项目均严格

避让生态红线等$三条控制线%#

'

!

(突出重点!统筹安排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甘肃骨干企业急需资源!

初步优选金&钒&晶质石墨&铜铅锌&镍&铀和氦气等

大宗及战略性矿种!努力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提

高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综合利用水平! 为甘肃转型

跨越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

%

(科学部署!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科学划定重点工作区! 矿产勘查工作主要部署

在省内北山&西秦岭&阿尔金&陇东地区和民和盆地

等成矿带!选取经济合理有效的工作方法!充分发挥

现代勘查技术的先导作用!科学部署&规范管理&高

效实施!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 &

主要目标任务

夯实基础地质调查#扩大地质技术服务领域#以

北山&西秦岭&阿尔金&龙首山&陇东地区和民和盆地

等成矿区带为重点! 聚焦战略性矿产资源 '晶质石

墨&铜镍和铀(&甘肃省优势矿产资源'金和铅锌(和

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钒和氦气(!优选重点勘查区!

设置矿产勘查项目!采用综合找矿方法!查明矿体特

征!探求资源储量!实现地质找矿突破!为甘肃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 !

工作部署

根据省情&矿情!在已有基础调查&矿产勘查成

果基础上!主要部署)

'

#

(夯实基础地质调查&扩大地质服务领域#

筑牢西北生态屏障! 加强地球关键带综合地质

调查#开展生态地质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调查'生

态
&

# 实施内流盆地和黄河中上游水文地质和水资源

调查'水文(# 开启丝绸之路境内段城市群综合地质

调查'城市(#继续实施土地地球化学调查'土地(#服

务防灾减灾!提高地质灾害调查与监测预警能力!重

点加强黄土高原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监测预警# 开

展西北盆"山系统演变和深部地质调查# 以重要盆

地&重点成矿区带&重要经济区城市群&重大工程建

设区&重大地质问题区&生态环境脆弱区为重点!开

展以
# # '

万为主的地质&遥感&地球物理&地球化学

等调查
(

盆山结合带深部地质结构&构造活动区地表

作用与表生系统演变等方面基础地质调查
(

探索构

建地球系统科学地质框架# 在秦岭西部重要成矿区

带&主要地质构造单元&以及重要找矿远景区
# # '

万
) # # !* '

万基础地质调查!为甘肃深部资源开发

利用提供基础数据!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和生态

环境保护#大力加强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持续推

进$地质云%建设进程*实现地质调查数据信息的高

效共享和精准服务! 全面提升甘肃地质数据信息服

务水平和效果#

'

!

(优选找矿靶区!聚焦重要矿产勘查#

聚焦重要成矿区带!优选找矿靶区!

!+!#

"

!+!%

年优先部署煤炭&金&钒&晶质石墨&铜镍&地热等重

要矿产及老矿山外围资源勘查工作!

!+!$

"

!+!'

年

有序开展铀&氦气等矿产勘查!进一步提升资源保障

能力#重点支撑国家资源能源安全保障!推动甘肃大

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 加强清洁能源矿产地质调查

评价!开展页岩'油(气等非常规资源调查评价*加强

大宗紧缺矿产地质调查评价# 加强战略新兴矿产地

质调查#推进河西及中部地区煤炭资源勘查!打造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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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黄金绿色勘查基地!加大晶质石墨矿勘查力度!推

动北山地区钒铜镍勘查! 加强老矿山深部和外围资

源勘查!深化地热氦气资源勘查!开展砂岩型铀矿勘

查!拓展钴矿新类型新区域找矿!促进优质非金属矿

产勘查" 优选重点找矿靶区
""

个!拟部署勘查项目

#$%

个"

$

结论

#十三五$期间!面对矿业经济不景气%地勘工作

转型升级等影响!我局地质工作者发扬&三光荣$精

神!在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地质科研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特别是阿尔金东段

一批大中型晶质石墨矿% 五一山(方山口一带钒矿

的发现和评价!以及地热%氦气等新能源%新领域的

不断拓宽!是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有望成为新的矿

产资源勘查开发基地)&十四五$期间!地质工作面临

新形势%新要求!甘肃省地矿局广大技术干部以科技

为引领!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探索地勘工作转型

升级!提高市场竞争意识!努力开拓地质技术服务新

领域!实现地质找矿的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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