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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北祁连造山带作为华北板块和柴达木—中祁

连板块的缝合带，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局部发育，岩

浆活动强烈，基性—超基性岩有一定分布，是一个

具有良好找矿前景的铜、金、铁、钨等多金属矿产

成矿带。甘肃省地矿局第四勘查院在分析对比区

域成矿地质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北祁连西段具有寻

找岩浆熔离型铜镍硫化物矿床的潜力，在该处部署

地质勘查项目预期能够取得找矿新突破，将会对甘

肃省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起到重要支撑作

用。2022年，笔者在北祁连造山带西段首次发现了

一处中型岩浆熔离型镍矿床，其成果对在祁连造山

带内寻找同类型矿床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2　研究方法（Methods）
在系统开展 1∶50000水系沉积物测量及矿产

地质专项填图的基础上，综合航磁异常特征并在遥

感蚀变信息提取的基础上，圈定找矿靶区；在研究

区通过 1∶10000岩石测量、1∶10000重力测量、

1∶10000磁法测量及 1∶2000重磁电综合剖面测

量、激电测深、CSAMT测深、测井等手段，初步圈

定超基性岩体 4个，划分了岩相分带；通过槽探、钻

探等工程揭露、验证，圈定镍矿体 2条。室内通过

同位素年代学、主微量元素分析测试、电子探针、

岩相学和矿相学观察、典型矿床对比研究等，总结

了红川镍矿床控矿因素、找矿标志及成矿规律，初

步揭示其构造背景、成矿时代、矿床成因等，进一步

探讨了北祁连造山带西段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潜

力及找矿前景。 

3　研究结果（Results）
研究区超基性岩体多呈岩墙、岩枝状侵位于太

古宙—古元古代北大河岩群二云石英片岩中，二者

局部为断层接触（图 1a）。岩体地表出露长 280~
810 m，宽 20~120 m，总体呈NWW向展布，倾向 350°~
60°，倾角 40°~60°。超基性地表分带明显，具从辉

石黑云角闪石岩相→辉石岩相→单辉橄榄岩相→
蛇纹岩（二辉橄榄岩）相过渡的特征。本年度在Ⅲ号

和Ⅳ号超基性岩体中发现了镍矿体，含矿岩性均为

蛇纹岩（二辉橄榄岩）。锆石 U−Pb年龄显示，其成矿

时代为新元古代（590 Ma），微量元素特征表明岩体

成岩环境属裂谷环境，m/f值在 3.16~6.00，属铁质

超基性岩系列，显示了良好的铜镍硫化物矿床找矿

潜力。

通过探槽揭露和钻孔验证，圈定镍矿体 2条，

伴生钴、铜及铂族元素。镍矿体地表出露长 180~
660 m，厚度 7.25~27.55 m，最大厚度 62.38 m，最大

控制斜深 280 m，Ni平均品位 0.392%~0.413%，局

部出现富矿体，Ni平均品位 0.602%~1.037%；伴生 Co
品位 0.016%~0.025%；局部 Cu品位 0.12%~0.26%。

组合样分析结果显示，Pt平均含量 0.080 g/t，Pd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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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含量 0.0945 g/t，（Os、Ir、Rh、Ru）平均含量 0.025
g/t，均高于伴生矿产综合利用指标。矿石具海绵陨

铁结构、他形粒状、半自形—自形粒状结构，稠密浸

染状构造、稀疏浸染状构造等；矿石矿物主要有镍

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等（图 1b~f）。初步估算

镍推断资源量 3万 t，达中型规模。 

4　结论（Conclusions）
红川铜镍矿具有海绵陨铁结构、稀疏—稠密浸

染状构造等典型岩浆熔离型硫化物矿床的特征，其

大地构造背景和矿化特征与金川、夏日哈木等超大

型铜镍硫化物矿床有一定的相似性。研究区矿化

超基性岩体具有高磁、高重、中高极化和中、低电

阻的地球物理特征 ，CSAMT显示异常体埋深

800ｍ以上，规模可达 600ｍ×200ｍ；地表海绵陨铁

状和浸染状矿化多为超基性岩体的顶部或边缘矿

化，其中、下部找矿潜力巨大；此外，矿石中可见有

少量残留橄榄石，暗示深部含矿超基性岩存在的可

能。红川铜镍矿工作程度偏低，深部矿化有待进一

步验证，已具备成为大型铜镍硫化物矿床的潜力。

该矿床是北祁连造山带西段首次发现的岩浆熔离

型铜镍硫化物矿床，对拓展该区找矿思路和找矿方

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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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川镍矿地质简图及矿石特征
Ol—橄榄石；Pn—镍黄铁矿；Ccp—黄铜矿；Po—磁黄铁矿；Mt—磁铁矿；Phl—金云母；Py—辉石；Tr—透闪石；Ilm—钛铁矿；Hem—赤铁矿；

En—顽火辉石；Metminernals—金属矿物；Srp—蛇纹石
Fig.1  Geological map and ore characteristics of Hongchuan Nickel Deposit

Ol−Olivine;  Pn−Nickel  pyrite;  Ccp−Chalcopyrite;  Po−Pyrrhotite;  Mt−Magnetite;  Phl−Phlogopite;  Py−Pyroxene;  Tr−Tremolite;  Ilm−Ilmenite;
Hem−Hematite; En−Enstatite; Metminernals−Metallic minerals; Srp−Serpen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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