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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甘肃省晶质石墨成矿地质条件优越，2012年以

前，甘肃省仅发现晶质石墨矿床2处，累计提交晶质

石墨矿物资源量不足100万 t。2012年以来，甘肃省

地矿局四勘院在敦煌地块（图 1a）敖包山一带开展

了大量的晶质石墨矿找矿研究工作，通过对成矿地

质背景、矿床地球化学和年代学、矿床成因、成矿规

律的系统研究，对敖包山一带晶质石墨成矿进行评

价和预测，并建立晶质石墨综合信息找矿预测模

型，旨在为该区晶质石墨找矿提供理论支撑。

2 研究方法（Methods）
通过对敖包山一带太古宇—古元古界敦煌岩

群含晶质石墨岩系进行岩石学、岩石化学、赋矿层

位、变质变形特征、叠置规律等的综合研究，与典型

孔兹岩系进行对比，确定其形成时代、变质程度、变

形特征、形成环境及与成矿作用的关系。同时利用

遥感解译及相应的地质调查对敖包山一带各种类

型、各种尺度构造形迹的规模、形态、产状、性质及

展布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尤其是对敖包山一带区域

性褶皱、断裂构造对晶质石墨含矿层的影响进行系

统研究。进一步对该区典型矿床的矿区地质、矿体

特征和矿石矿物特征进行研究，采集相应研究样

品，开展矿物成分、主微量、稀土、锆石U-Pb年龄、

流体包裹体及碳同位素组成研究，研究成矿环境、

成矿物质来源、成岩年龄及成矿年龄，总结成矿规

律、矿床成因及成矿模型。在建立成矿模型的基础

上，建立区域综合信息找矿预测模型，指导敖包山

一带晶质石墨找矿工作，开展成矿预测，确定晶质

石墨找矿靶区，为后续勘查工作提供依据。

3 研究结果（Results）
通过以上研究，在敖包山一带新发现晶质石墨

矿床 8 个（图 1b），截止 2020 年，已完成普查评价 5

个，均达大型规模以上，累计提交晶质石墨矿物资

源量1953万 t，远景资源量在5000万 t以上。实现了

甘肃省晶质石墨的找矿重大突破，使甘肃省晶质石

墨资源跻身全国前列，2020年敖包山晶质石墨矿普

查被自然资源部评为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优秀找矿

成果。

该区晶质石墨矿床均赋存于敦煌岩群，属同一

含矿层，整体受向形构造控制，矿体长50～4068 m，

厚 2.0～51.11 m，固定碳平均品位 2.03%～14.44%，

赋矿岩性主要为二云石英片岩，局部地段为大理

岩，（含石墨）大理岩是重要的找矿标志层。矿石矿

物为晶质石墨，石墨片度一般 38～147 μm，工艺厚

度 10～20 μm。晶质石墨与其他矿物多平直接触，

单体解离难度小，利于获得较高的精矿品位，深部

原生矿可获得石墨精矿固定碳含量98.01%，回收率

99.22%；地表风化矿可获得石墨精矿固定碳含量

94.40%，回收率98.34%，属高碳石墨范畴。

4 结论（Conclusions）
敖包山一带晶质石墨矿床集中分布于太古宇

—古元古界敦煌岩群地层中，（含石墨）大理岩是重

要的找矿标志层，晶质石墨主要赋存于二云石英片

岩中，为区域变质形成，矿体整体受复式向形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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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该区晶质石墨矿具有开采技术条件简单，易选

冶、高回收率、高精矿率等特点，属高碳石墨范畴；该

区晶质石墨矿找矿取得重大突破，使甘肃跻身晶质石

墨资源大省行列，目前该区已探获晶质石墨矿物资源

量近2000万 t，远景资源量在5000万 t以上，具有极高

的开发利用前景，已成为甘肃省又一重要矿产勘查开

发基地，对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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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敖包山矿集区地质简图
1—调研区范围；2—第四系；3—长城系朱龙关群；4—太古宇—古元古界敦煌岩群C岩组；5—太古宇—古元古界敦煌岩群B岩组；6—太古

宇-古元古界敦煌岩群A岩组；7—二长花岗岩；8—英云闪长岩；9—（含石墨）大理岩；10—产状；11—实测/推测断层；12—逆断层；13—正断

层；14—平移断层；15—石墨矿床；16—省界；17—一级构造单元界线及编号；18—二级构造单元界线及编号

Fig.1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the Aobanshan ore-concentrated area
1-Study area; 2-Quaternary; 3-Changcheng zhulongguan group; 4-C Formation of archean Paleoproterozoic Dunhuang Group；5-B Formation of

archean Paleoproterozoic Dunhuang Group; 6- A Formation of archean Paleoproterozoic Dunhuang Group; 7- Monzogranite; 8- Tonalite;

9-Marble; 10-Stratigraphic attitude; 11-Measured and inferred faults; 12-Measured reverse faults; 13-Measured normal faults; 14-Translational

fault; 15-Graphite deposit; 16-Provincial boundary; 17-First-order tectonic unit boundary and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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