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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青海格尔木市哈是托西铁多金属矿成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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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哈是托西铁多金属矿处于青海省格尔木市野马泉地区铁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构造位置处于柴达木陆块与祁漫塔格陆块的结合部位。
本文在总结、分析预查阶段所取得的一系列进展及成果的基础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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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是托西铁多金属矿预查区成矿模式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成

矿模式，哈是托西铁多金属矿为三位一体成矿模式，即斑岩型矿床
与矽卡岩型矿床共生，同时可能还存在与火山作用有关的矿床的热
液型矿床。 
1 斑岩型矿床与矽卡岩型矿床共生 

通过斑岩成矿系统研究成果表明，斑岩成矿系统由斑岩体向外
具有内斑岩型矿床寅接触带矽卡岩型矿床寅外接触带层控改造型
矿床或热液脉型矿床的成矿系列的分带规律。在特定的条件下，斑
岩型矿床与矽卡岩型矿床存在着一定的共生关系。 
1.1 共生的条件 

（1）成矿地质 
我国上述两种矿体的形成时代都主要集中在中、新生代。其中

矽卡岩型矿体的成岩成矿时代主要为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其次是
印支期、海西期。预查区内发现的矿（化）体产出于印之期的浅肉
红色斜长花岗斑岩与古元古代白沙河（岩）组地层接触带附近，与
印之期的岩浆活动关系密切，其成矿时代处于印之期（晚期）阶段。 

（2）岩浆岩 
预查区及周边有华力西期及印之期的中酸性侵入岩分布。其中

浅肉红色斜长花岗斑岩近似环带状围绕于地层间，出露面积
1.82km2，其东侧还有隐伏的该类型岩体存在，晚泥盆世牦牛山组
上段地层下部隐伏有斑岩体的可能性也很大。岩体化学成分中 K、
Na 含量明显偏高，K2ONa2O。这些特征皆与形成斑岩型矿与矽卡
岩型矿的岩浆岩条件非常近似。 

（3）围岩 
预查区内出露有火山岩及变质岩（夹大理岩）等，即利于形成

“隔挡层”，又利于交代形成块状矿体或接触带附近的矽卡岩型>矿
体。且，不仅是地表已出露的斜长花岗斑岩成矿及共生有矽卡岩型
矿床，还存在有隐伏的斑岩体成矿及与围岩作用成矿的可能。牦牛
山组地层可能即为“隔挡层”，其下部可能隐伏有斑岩体的存在，
从而有利矿液在岩体内部，特别是顶部和接触带富集成矿。 

（4）构造 
预查区内断裂构造发育，存有 8 条断裂构造，尤以 F10、F12、

F14、F15 断裂规模最大。还有围岩层理及层间破碎构造、白沙河
（岩）组地层中可能还存在褶皱构造、捕虏体构造等。不仅如此，
结合地层、构造、岩浆岩等信息综合来看，还存在环形构造的可能。
斜长花岗斑岩呈似环状出现，加之在磁异常上亦有所反映，可能即
是环形构造的证据。而物探所推测的隐伏断裂，可能为放射性构造
的体现，这些构造常与角砾岩筒构造相伴随，成矿条件较为有利。
一系列的构造存在，有助于含矿热液的运移，更容易形成稳定的矿
床。 
1.2 找矿意义 

运用成矿系列理论，对预查区内可能存在的矿床类型做出较为
全面的评价，还可以根据已知的一种或少数矿床类型，预测可能存
在的其它相关的矿床类型。通过斑岩型和矽卡岩型矿床共生成矿系
列的研究，可以为提高矿体品位和扩大矿体规模提供依据，矿床的
成因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同时还应当结合其它地质因素的研究，如
热液型成矿作用。 
2 与火山作用有关的热液型矿床 
2.1 古火山机构 

预查区内有存在环形构造的可能。从斜长花岗斑岩的产出形态

来看，其呈似环状出现。结合毗邻的莫河下拉银多金属矿普查区钻
孔内验证到的隐伏的晚三叠世晚期斜长花岗斑岩体综合来看，该区
的斜长花岗斑岩体在古元古代白沙河（岩）组与晚泥盆世牦牛山组
上段地层间基本呈现出环状展布特征。这一特征在磁异常上亦有所
反映，从六个地磁异常的展布情况可以看出，异常基本围绕古元古
代白沙河（岩）组与晚泥盆世牦牛山组上段地层接触带部位呈环带
状出现。这些特征可能即是环形构造之证据，而物探所推测的隐伏
断裂，可能为放射性构造的体现，这些构造常与角砾岩筒构造相伴
随，为矿液的上升运移和富集沉淀提供了良好的运移通道和储存空
间，成矿条件较为有利。而围绕火山机构形成的环形及放射状断裂
与区域构造运动的叠加，往往形成规模较大、延伸很深的断裂，为
深部含矿热液的沉淀、储存提供了良好的容矿空间，这一点已在
F10、F12 两断裂构造上有所体现。地表已发现磁铁矿点、铁铅锌
矿化点、锌矿化点各 1 处，已圈定出磁铁矿体 2 条，磁铁矿化体 2
条，铁铅锌复合矿化体 1 条，锌矿化体 1 条。 
2.2 晚泥盆世牦牛山组上段（D3m2）地层下部隐伏斑岩体 

晚泥盆世牦牛山组上段地层下部隐伏有斑岩体的可能性较大。
从形成时代上来看，区内所出露的斜长花岗斑岩形成于晚三叠世晚
期，晚于晚泥盆世火山活动期。推测火山活动停止后，通道中的火
山熔浆冷凝堵塞通道，形成“隔挡层”，后期的熔浆（斜长花岗斑
岩）不能整体溢出，局部只能从地层与地层间的薄弱部位溢出呈环
带状展布，而斜长花岗斑岩体的主体部位还隐伏于晚泥盆世牦牛山
组上段地层之下，从而有利矿液在岩体内部，特别是顶部和接触带
富集成矿。亦或是晚泥盆世古火山机构中的环状断裂在该期火山活
动之后暂时休眠，被同期火山物质所充填，后经印支运动引发大规
模的造山运动，在晚三叠世晚期（印支运动后期）激发早期已经休
眠的古火山机构中的环状断裂，致使晚三叠世晚期斜长花岗斑岩大
量沿已经复活的环状断裂贯入，形成本区呈环状展布的斜长花岗斑
岩带之特点。 
3 结论 

综上所述，哈是托西铁多金属矿预查区内存在有三位一体成矿
模式，即斑岩型矿床与矽卡岩型矿床共生，同时可能还存在与火山
作用有关的矿床（热液型矿床）的可能。今后工作中应该针对该认
识加强收集相关证据，为该区地质找矿工作突破提供足够的理论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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