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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新疆阿尔泰山是中国稀有金属矿富集区，发育

著名的可可托海花岗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但目前

资源枯竭处于关停状态。在其东部的别也萨麻斯

一带发育有晚石炭世晚期岩基状二云母花岗岩体，

前人曾经报导发现中型规模的锂辉石矿。2017年

笔者依托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在阿尔泰富蕴县别

也萨麻斯一带新发现几十条花岗伟晶岩脉，均显示

锂、铍、铌、钽、铷、铯等稀有金属矿化，表明出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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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别也萨麻斯矿区伟晶岩脉分布(a,b)及矿物产出特征(c,d,e)
Fig.1 Distribution of pegmatite dykes (a,b) of Bieyesamas ore district and mineral characteristics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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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的找矿潜力（图1）。

2 研究方法（Methods）
通过开展别也萨麻斯一带成矿地质背景研究、

矿产专项调查、典型矿床解剖、物化遥综合异常检

查、中大比例尺地质测量、地质化探综合剖面分析

等工作，对各伟晶岩集中区进行检查和筛选，对成

矿有利地段实施调查评价，查明了区内各类伟晶岩

的分布特征和含矿性，在归纳含矿建造、控矿因素、

矿体特征和规模等基础上总结了找矿规律，探讨了

该区域稀有金属的找矿前景和成矿潜力。

3 研究结果（Results）
（1）通过开展1∶5万稀有金属矿专项地质测量，

查明区内晚石炭世晚期细粒二长花岗岩中发育的伟

晶岩脉和锂辉石出露区是稀有金属最有利的成矿地

段（图1a）。区内共圈定76条伟晶岩脉，其中56条岩

脉都具有明显的锂、铍、铌、钽矿化现象（图 1b、c）。

伟晶岩脉地表出露长度 100~1500 m，宽度 0.1～40

m，倾向210º～245º，倾角30º～45º（缓倾斜）。

（2）新发现别也萨麻斯北铍矿点和别也萨麻斯

西铍铷矿点。

① 别也萨麻斯北铍矿点共4条矿化伟晶岩脉，其

中ρ-38号矿脉（图1a）是地表出露规模最大的脉，呈

不规则脉状分布，长约1300 m，宽0.5～4 m，总体走向

127º，倾向北，倾角30º～47º。以铍矿化为主，伴生铷

矿化；矿脉可划分为石英-云母边缘结构带和长石-
石英结构带，石英-云母边缘结构带占该脉横断面

1%～10%，长石-石英结构带占该脉横断面 90%～

99%；矿石矿物有绿柱石、铌钽铁矿、石榴子石等（图

1d、e）；绿柱石呈柱状晶体，见浅绿色-浅蓝色，晶形完

整，粒径约0.3～5 cm，长1～3 cm；该脉东段局部见有

褐黑色零星分布的铌钽铁矿和不均匀分布的石榴子

石；该矿脉铍平均品位可达 0.080%，最高可达

0.112%，达到工业开采品位。别也萨麻斯北铍矿点

（334）类铍矿石量623.5万 t，BeO资源量6985.3 t。该

矿点铍矿预测资源量可达中型矿床规模。

② 别也萨麻斯西铍铷矿点出露的主要矿脉 ρ-
26（图 1a），呈不规则脉状分布，长 870 m，厚 1～25

m，平均厚 13 m，产状 210º～230º∠30º～45º。矿脉

可划分出石英-云母边缘结构带和长石-石英结构

带，石英-云母边缘结构带占该脉横断面 1%～5%，

长石-石英结构带占该脉横断面99%～95%；矿石矿

物有绿柱石、铌钽铁矿、电气石；其中绿柱石呈浅绿

色-浅蓝色柱状晶体，晶形完整，粒径0.3～1.0 cm，长

1～4 cm，黑色电气石与石英形成类似文象结构，并与

石英、叶钠长石、白云母共生。ρ-26脉铍品位较高，

平均品位为0.099%，最大可达0.297%，达到工业开采

品位；伴生 Rb2O 平均品位为 0.0527%，达到边界品

位；铌钽仅部分样品达到工业品位，Nb2O5最高为

0.0198%，Ta2O5最高为 0.0136%，但平均品位较低。

别也萨麻斯西铍铷矿点（334）类铍矿石量737.2万 t，

BeO 资源量 7298.4 t；（334）类铷矿石量 737.2 万 t，

Rb2O量3885.1 t。该矿点铍矿预测资源量可达中型，

铷矿预测资源量可达大型矿床规模。

4 结论（Conclusions）
阿尔泰山别也萨麻斯一带成矿地质条件十分优

越，已知稀有金属矿床和矿点分布广泛，特别是本次

新发现的稀有金属矿点具有矿化规模大、品位富、工

业利用价值大等特点，初步预测已达中型矿床规模，

是今后稀有金属找矿突破的重点区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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