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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勘查新发现铜矿床概况

2000年以来，全球勘查新发现了 115个大型铜矿床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2024），其中有 26个分

布在亚洲（图 1），占全球勘查新发现大型铜矿床总数量

的 22.61%，是除拉丁美洲外勘查新发现大型铜矿床数量

最多的大洲。

从国家看，2000年以来，亚洲勘查新发现的大型铜矿

床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菲律宾、蒙

古、哈萨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其中，中国是亚

洲勘查新发现大型铜矿数量最多的国家，有 9个，其余国

家新发现大型铜矿床数量均不足 5个（表 1）。

从新发现铜矿床规模看，2000年以来，全球勘查新发

现铜总金属量（储量+资源量（不含储量）+发现以来产量）

大于 1000万 t的铜矿床有 12个，其中有 2个分布在亚

洲，一个是蒙古 2001年发现的欧玉陶勒盖（Oyu Tolgoi）

铜矿床，铜储量 1003.40万 t，铜资源量 3021.20万 t，居

2000年以来全球勘查新发现铜矿床规模的第 3位、亚洲

第 1位；另一个是印度尼西亚 2013年发现的昂托（Onto）

铜矿床，铜储量 1663.32万 t，铜资源量 2208.99万 t，居

2000年以来全球勘查新发现铜矿床规模的第 7位、亚洲

第 2位（表 1）。 

2　勘查新发现铜矿床基本成矿特征

从矿床类型看，勘查新发现铜矿床绝大多数属斑

岩型，少数为矽卡岩型、浅成低温热液型及 VMS型

（表 1）。

从成矿时代看，勘查新发现铜矿成矿时代为古生代

至新生代，以新生代为主，其次为中生代及古生代。新发

现的古生代铜矿床主要分布在蒙古和哈萨克斯坦，新发

现的中生代铜矿床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土耳

其、菲律宾、伊朗、巴基斯坦等国新发现铜矿床的成矿时

代基本均为新生代（表 1）。

从成矿（区）带看，新发现铜矿床主要分布在特提斯

成矿域、环太平洋成矿域和古亚洲成矿域的次级成矿带

内（表 1）。 

3　其他勘查新发现的中—小型铜

矿床

2007年，蒙古发现宗莫德（Zuun Mod）斑岩型钼铜矿

床，采用的有效勘查手段是钻探，钻探网度为 200 m×

200 m。2023年钻探工作中有 3个钻孔见矿较好，ZMD−

131号钻孔从 116 m往下发现厚 374 m的矿体（Mo品位

0.067%、Cu品位 0.072%），ZMD−133号钻孔从 324 m往

下发现厚 168  m的矿体 （Mo品位 0.052%、 Cu品位

0.041%），ZMD−135号钻孔从 190 m往下发现厚 186.70

m的矿体（Mo品位 0.073%、Cu品位 0.065%）。目前，探

获钼资源量 19.56万 t，Mo品位 0.055%；铜资源量 23.97

万 t，Cu品位 0.067%。

2014年 6月，柬埔寨的寇萨（Kou Sa）铜矿带发现了

第 51 卷第 2 期 中　国　地　质 Vol.51, No.2
2024 年 3 月 GEOLOGY IN CHINA Mar., 2024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24, 51(2)

http://geochina.cgs.gov.cn


新铜矿化，铜矿化带长 8 km，铜资源量 2.95万 t，Cu品位

2.9%~4.75%，金资源量 2.54 t，Au品位 0.66 g/t。

2014年 1月，吉尔吉斯斯坦的查纳奇（Chanach）地区

发现一个新的铜金矿床，已圈出 3个矿化带：第一个见矿

厚 7 m，Cu品位 3.83%、Au品位 30.1 g/t；第二个见矿厚

10  m，Cu品位 1.73%，其中包括 1 m厚、金品位 106.3

g/t的富矿体；第三个见矿厚 9 m，金品位 6.03 g/t。临近

探槽的钻孔岩石样品分析显示，Cu品位 15.1%、Au品位

5.15 g/t，并可见自然金。

2018年 4月，蒙古在哈马戈泰（Kharmagtai）地区新

发现扎拉（Zarra）斑岩型铜金矿床。该矿床位于一个大规

模斑岩体的中心，圈定了 19个斑岩型铜金矿找矿靶区，

其中已有 5个经证实存在斑岩型矿化和蚀变，扎拉是其

中最大的靶区。目前，扎拉铜金矿床沿走向长 1500 m、

宽 500 m的矿体还没有穿透，有望成为世界级铜金

矿床。

2020年 5月，蒙古在其南部距离欧玉陶勒盖约 240

km处发现了占地 23.98 km2 的大型金铜矿体，该矿体与

欧玉陶勒盖铜矿位于同一矿带。

2020年 12月，蒙古西福克斯地区（West Fox）勘探发

现了 3个高品位的铜金矿床，Au品位 8.8~34 g/t，Cu品

位 0.33%~0.86%。

 

湖泊 Lake

河流 River 

军事分界线 Military demarcation boundary    

国界 National boundary    

洲界 Continent boundary    

首都 Capital    

铜矿床 Copper deposits    

审图号: GS 京 (2023) 2215 号

图 1  21世纪以来亚洲大陆勘查新发现主要铜矿床分布简图（据《世界矿情·亚洲卷》编写组，2023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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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
矿

岩
性

为
石

英
二

长

闪
长

岩
、

花
岗

闪
长

岩
、

含
普

通
辉

石
玄

武
岩

、

英
安

质
凝

灰
岩

。
蚀

变
类

型
有

钾
化

、
绢

英
岩

化
、

电
气

石
化

、
绿

泥
石

化
、

高
级

泥
化

等
。

矿

体
呈

圆
柱

状
、

角
砾

岩
筒

状
，

部
分

地
段

叠
加

高

硫
化

浅
成

低
温

热
液

型
矿

化
。

矿
石

矿
物

主
要

为

黄
铜

矿
、

辉
铜

矿
、

斑
铜

矿
、

铜
蓝

、
黄

铁
矿

、

磁
铁
矿
、
闪
锌
矿
、
硫
砷
铜
矿
、
辉
钼
矿
等

10
03
.4

30
21
.2

0.
69

斑
岩
型

晚
泥
盆
世

乌
拉
尔
—
蒙
古

成
矿
带

生
产

胡
朋
等
,

20
06

胡
冈
杜
梅
特

（
H
ug
o

D
um

m
et
t）

蒙
古

10
6.
76
76
2

43
.0
33
04

矿
床

位
于

蒙
古

欧
玉

陶
勒

盖
铜

金
矿

田
内

。
铜

、

金
成

矿
作

用
与

泥
盆

纪
石

英
二

长
闪

长
岩

有
关

。

石
英

二
长

闪
长

岩
侵

位
于

上
泥

盆
统

、
下

石
炭

统

和
火

山
岩

之
下

。
矿

石
矿

物
以

黄
铜

矿
、

斑
铜

矿

为
主
。
共
伴
生
A
u、

A
g等

有
用
元
素

63
1

12
34

0.
73

斑
岩
型

晚
古
生
代

乌
拉
尔
—
蒙
古

成
矿
带

生
产

S&
P 
G
lo
ba
l

M
ar
ke
t

In
te
lli
ge
nc
e,

2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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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

矿
田
/矿

床
名
称

国
家

东
经

北
纬

矿
床
地
质
特
征

储
量

/1
04
t

资
源
量

/1
04
t

C
u品

位

/%
矿
床
类
型

成
矿
时
代

所
在
成
矿
带

状
态

参
考
文
献

赫
如
嘎

（
H
er
ug
a）

蒙
古

10
6.
75
76
2

43
.0
24
04

该
矿

床
位

于
蒙

古
欧

玉
陶

勒
盖

铜
金

矿
田

的
最

南

缘
，

为
斑

岩
型

铜
−金

−钼
矿

化
，

金
矿

化
在

钼
矿

化
上

部
。

铜
矿

化
始

于
地

表
以

下
50
0~
60
0 
m
处

。

矿
石

矿
物

主
要

有
黄

铜
矿

、
辉

钼
矿

等
，

共
伴

生

A
u、

M
o等

有
用
元
素

47
.0
4

0.
42

斑
岩
型

晚
古
生
代

乌
拉
尔
—
蒙
古

成
矿
带

生
产

哈
马
戈
泰

（
K
ha
rm
ag
ta
i）

蒙
古

10
6.
18
03
5

44
.0
36
19

矿
床

位
于

蒙
古

南
戈

壁
省

境
内

，
金

、
铜

矿
化

主

要
赋

存
于

哈
马

戈
泰

杂
岩

体
中

。
哈

马
戈

泰
杂

岩

为
由

似
斑

状
闪

长
岩
−石

英
闪

长
岩

系
列

组
成

的
杂

岩
体

。
铜

、
金

矿
化

主
要

与
斑

岩
体

及
角

砾
岩

筒
、

角
砾

岩
带

、
含

电
气

石
角

砾
岩

有
关

。
蚀

变

类
型

有
钾

化
、

绢
英

岩
化

、
青

磐
岩

化
、

电
气

石

化
等

。
矿

体
形

态
受

热
液

角
砾

岩
筒

控
制

，
呈

网

脉
状

和
席

状
。

矿
石

矿
物

主
要

有
黄

铜
矿

、
斑

铜

矿
、

黄
铁

矿
、

磁
铁

矿
、

辉
铜

矿
、

自
然

金
、

方

铅
矿

、
孔

雀
石

、
闪

锌
矿

、
砷

铜
矿

、
黝

铜
矿

等
。

目
前

，
该

矿
床

仍
处

于
勘

探
阶

段
，

勘
探

仅

覆
盖

了
8 
km

矿
化

综
合

体
长

度
的
30
%
，

仍
有

较
大

潜
力

34
1

0.
27

浅
成
低
温
热

液
型
、
斑
岩

型

早
石
炭
世

乌
拉
尔
—
蒙
古

成
矿
带

预
可
行
性

研
究

胡
朋
等
,

20
06

科
威
兹
利
德
尔

（
C
ev
iz
lid
er
e）

土
耳
其

39
.0
53
06

39
.2
52
22

矿
床

位
于

土
耳

其
通

利
杰

省
境

内
。

矿
体

赋
存

在

石
英

闪
长

岩
、

闪
长

岩
、

斑
岩

中
，

矿
化

面
积

约

3.
68
 k
m

2。
矿

石
矿

物
主

要
为

辉
铜

矿
、

辉
钼

矿

等
，
共
伴
生
A
u、

M
o等

有
用
元
素

16
9.
4

0.
38

斑
岩
型

始
新
世
—
渐

新
世

西
亚
成
矿
带

预
可
行
性

研
究

K
uş
cu
 e
t a
l.,

20
13

哈
里
拉
格

（
H
al
ila
ga
）

土
耳
其

26
.8
01
07

39
.9
20
93

矿
床

位
于

土
耳

其
恰

那
卡

莱
省

境
内

。
矿

化
分

布

于
石

英
二

长
岩

和
花

岗
闪

长
岩

中
。

矿
区

发
育

渐

新
世

火
山
−沉

积
岩

系
盖

层
，

在
B
ak
irl
ik
地

区
东

南

部
出

露
一

套
由

片
岩

和
碳

酸
盐

岩
组

成
的

基
底

。

蚀
变

类
型

有
钾

化
、

绢
英

岩
化

、
高

级
泥

化
等

。

该
矿

床
产

有
斑

岩
型

铜
金

矿
化

和
矽

卡
岩

型
、

浅

成
低

温
热

液
型

金
矿

化
。

与
矿

化
有

关
的

蚀
变

面

积
约
8 
km

2。
矿

石
矿

物
主

要
有

辉
铜

矿
、

黄
铜

矿
、

辉
钼

矿
、

铜
蓝

、
硫

砷
铜

矿
等

，
共

伴
生

A
u、

M
o等

有
用
元
素

90
.4

0.
25

斑
岩
型
、
浅

成
低
温
热
液

型
、
矽
卡
岩

型

渐
新
世

西
亚
成
矿
带

预
可
行
性

研
究

Y
ig
it,
 2
01
2

霍
特
马
登

（
H
ot
 M

ad
en
）

土
耳
其

41
.8
57
54

40
.9
82
96

矿
床

位
于

土
耳

其
阿

尔
特

温
省

境
内

。
矿

体
赋

存

在
南

北
向

展
布

、
广

泛
分

布
的

早
−中

白
垩

世
镁

铁

质
−英

安
质

火
山
−沉

积
岩

系
中

，
矿

化
主

要
分

布

在
北

北
东

向
延

伸
的

霍
特

马
登

断
裂

带
中

，
矿

化

带
长
7 
km

、
宽
30
0 
m
，

铜
、

金
矿

化
与

安
山

质
角

砾
岩

有
关

。
铅

、
锌

矿
化

分
布

在
铜

、
金

矿
化

带

的
东

部
及

西
部

局
部

地
段

。
矿

石
矿

物
主

要
有

斑

铜
矿

、
辉

铜
矿

、
黄

铜
矿

、
方

铅
矿

、
黄

铁
矿

、

闪
锌
矿
等
，
共
伴
生
A
u、

Pb
、
Zn

等
有
用
元
素

13
.0
1

2.
86

0.
17

浅
成
低
温
热

液
型
、

V
M
S型

新
生
代
　

西
亚
成
矿
带

可
行
性
研
究

《
世
界
矿

情
·亚

洲

卷
》
编
写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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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

矿
田
/矿

床
名
称

国
家

东
经

北
纬

矿
床
地
质
特
征

储
量

/1
04
t

资
源
量

/1
04
t

C
u品

位

/%
矿
床
类
型

成
矿
时
代

所
在
成
矿
带

状
态

参
考
文
献

查
尔
福
尔
罗
兹

（
C
ha
h 
Fi
ro
oz
）

伊
朗

55
.0
17
22

30
.3
93
8

矿
床

位
于

伊
朗

克
尔

曼
省

（
K
er
m
ān

）
境

内
，

与

萨
尔

切
什

梅
铜

钼
矿

床
处

于
同

一
个

斑
岩

型
铜

矿

带
。

矿
化

包
括

氧
化

型
和

原
生

硫
化

物
型

两
种

类

型
，

原
生

铜
矿

化
赋

存
在

中
新

世
斑

岩
体

内
。

矿

体
呈

脉
状

、
透

镜
状

，
矿

石
矿

物
主

要
为

黄
铜

矿
、
黄
铁
矿

61
.1
3

0.
41

斑
岩
型

中
新
世

西
亚
成
矿
带

生
产

《
世
界
矿

情
·亚

洲

卷
》
编
写
组

格
拉
斯
贝
格

（
深
部
）

（
G
ra
sb
er
g）

印
度
尼
西
亚

13
7.
11
36
1

−4
.0
56
67

矿
床

位
于

印
度

尼
西

亚
巴

布
亚

省
新

几
内

亚
岛

。

矿
体

赋
存

在
石

英
二

长
斑

岩
中

，
呈

透
镜

状
、

似

层
状

、
层

状
，

矿
石

矿
物

主
要

有
黄

铜
矿

、
斑

铜

矿
、

蓝
辉

铜
矿

、
辉

铜
矿

、
磁

铁
矿

、
黄

铁
矿

、

自
然

金
等

，
蚀

变
类

型
主

要
有

钾
化

、
磁

铁
矿

化
、

阳
起

石
化

、
绢

云
母

化
等

，
共

生
A
u、

A
g等

有
用
元
素

16
63
.3
2

22
08
.9
9

0.
8

矽
卡
岩
型
、

斑
岩
型

中
新
世

新
几
内
亚
岛
成

矿
区

生
产

陈
喜
峰
等
,

20
20

昂
托
（
O
nt
o）

印
度
尼
西
亚

11
8.
43
57
7

−8
.8
47
67

矿
床

位
于

印
度

尼
西

亚
西

努
沙

登
加

拉
省

（
N
us
a

Te
ng
ga
ra

 B
ar
at
）
境
内
。
矿
化
分
布
在
中
新
世
侵

入
岩

内
，

蚀
变

类
型

主
要

有
硅

化
、

钾
化

、
高

级

泥
化

等
。

铜
矿

化
主

要
以

浸
染

状
铜

蓝
、

黄
铁

矿

−铜
蓝

细
脉

的
形

式
产

出
。

主
要

矿
石

矿
物

有
铜

蓝
、
黄
铁
矿
等
，
共
生
A
u、

A
g等

有
用
元
素

17
25

0.
84

新
生
代

苏
门
答
腊
—
爪

哇
—
班
达
—
东

帝
汶
成
矿
带

预
可
行
性

研
究

《
世
界
矿

情
·亚

洲

卷
》
编
写
组

多
不
杂

（
D
uo
bu
za
）

中
国

83
.4
34
88

32
.8
36
44

矿
床

位
于

中
国

西
藏

改
则

县
多

龙
地

区
。

矿
化

分

布
在

花
岗

闪
长

斑
岩

体
内

，
矿

体
走

向
近

东
西

向
，

倾
向

北
，

倾
角
65
°~
80
°。

矿
体

长
14
00
 m

、

宽
10
0~

40
0 
m
、

厚
50
0 
m
，

蚀
变

类
型

有
钾

化
、

绢
英

岩
化

、
青

磐
岩

化
等

，
矿

石
矿

物
有

辉
铜

矿
、

蓝
铜

矿
、

孔
雀

石
等

。
此

外
，

矿
区

分
布

有

一
条

厚
60

~
70

 m
的

表
生

富
集

带
，

C
u品

位

1.
17
%
，
A
u品

位
0.
28
 g
/t，

矿
石

矿
物

有
孔

雀
石

、

蓝
铜

矿
、

铜
氧

化
物

、
褐

铁
矿

和
辉

铜
矿

等
。

共

生
A
u元

素

47
8

1.
17

斑
岩
型

新
生
代

冈
底
斯
—
三
江

成
矿
带

预
可
行
性

研
究

Zh
u 
et
 a
l.,

20
17

包
古
图

（
B
ao
gu
tu
）

中
国

84
.4
27
29

45
.3
91
6

矿
床

位
于

中
国

新
疆

西
准

噶
尔

地
区

，
成

矿
作

用

与
晚

石
炭

世
中

酸
性

斑
岩

体
有

关
，

铜
矿

化
面

积

大
于
0.
88
 k
m

2。
铜

矿
化

主
要

呈
浸

染
状

、
细

脉
浸

染
状

分
布

于
似

斑
状

（
石

英
）

闪
长

岩
、

闪
长

玢

岩
、

隐
爆

角
砾

岩
和

少
量

花
岗

闪
长

岩
中

，
矿

体

长
16
0~
34
0 
m
，

宽
15
0~
20
0 
m
。

蚀
变

类
型

主
要

有
硅

化
、

钾
化

、
泥

化
、

青
磐

岩
化

等
。

矿
石

矿

物
主

要
有

黄
铁

矿
、

黄
铜

矿
、

毒
砂

、
磁

黄
铁

矿
、

辉
钼

矿
、

闪
锌

矿
、

辉
铜

矿
、

自
然

铜
、

赤

铜
矿

、
蓝

辉
铜

矿
等

，
矿

石
构

造
呈

浸
染

状
、

斑

杂
状

、
细

脉
状

、
网

脉
状

、
角

砾
状

等
。

共
生

A
u、

M
o等

有
用
元
素

63
0.
28

斑
岩
型

晚
石
炭
世

乌
拉
尔
—
蒙
古

成
矿
带

矿
山
建
设

张
志
欣
等
,

20
10
; 魏

少

妮
等
, 2
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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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

矿
田
/矿

床
名
称

国
家

东
经

北
纬

矿
床
地
质
特
征

储
量

/1
04
t

资
源
量

/1
04
t

C
u品

位

/%
矿
床
类
型

成
矿
时
代

所
在
成
矿
带

状
态

参
考
文
献

羊
拉

（
Y
an
gl
a）

中
国

99
.0
38
36

28
.9
37
98

矿
床

位
于

中
国

云
南

省
昭

通
市

盐
津

县
与

镇
雄

县

交
界

处
。

成
矿

作
用

与
早
—

中
三

叠
世

路
农

花
岗

闪
长

岩
、

里
农

花
岗

闪
长

岩
和

江
边

花
岗

闪
长

岩

有
关

。
由

路
农

、
里

农
、

江
边

、
贝

吾
以

及
加

仁

等
7个

矿
段

组
成

，
其

中
里

农
矿

段
规

模
最

大
。

矿

体
呈

层
状

、
似

层
状

、
脉

状
。

矿
石

矿
物

主
要

为

黄
铜

矿
，

其
次

为
斑

铜
矿

、
方

铅
矿

、
闪

锌
矿

、

辉
钼
矿
、
磁
铁
矿
等

30
0

0.
5

斑
岩
型
、
矽

卡
岩
型

早
—
中
三
叠

世

冈
底
斯
—
三
江

成
矿
带

生
产

边
晓
龙
等
,

20
20

驱
龙

（
Q
ul
on
g）

中
国

91
.6
08
23

29
.5
93
21

矿
床

位
于

西
藏

拉
萨

市
以

东
50
 k
m
处

，
成

矿
作

用

与
中

新
世

中
酸

性
杂

岩
体

有
关

，
具

体
岩

性
有

花

岗
闪

长
岩

、
黑

云
母

二
长

花
岗

岩
、

二
长

花
岗

斑

岩
、

花
岗

闪
长

斑
岩

以
及

闪
长

玢
岩

。
蚀

变
类

型

主
要

有
黑

云
母

化
、

钾
化

、
绢

云
母

化
、

青
磐

岩

化
、

硅
化

等
，

铜
矿

化
与

钾
化

、
绢

英
岩

化
密

切

相
关

。
铜

钼
矿

化
以

细
脉

浸
染

状
、

网
脉

状
分

布

在
斑

岩
体

顶
部

及
接

触
带

，
具

明
显

分
带

性
。

矿

体
呈

柱
状

、
层

状
。

矿
石

矿
物

有
黄

铜
矿

、
辉

钼

矿
、

黄
铁

矿
、

斑
铜

矿
及

磁
铁

矿
、

闪
锌

矿
、

方

铅
矿
等

14
68
.4
9

42
1.
15

0.
33

斑
岩
型
、
矽

卡
岩
型

中
新
世

冈
底
斯
—
三
江

成
矿
带

生
产

张
金
树
等
,

20
13

罗
卜
岭

（
Lu
ob
ol
in
g）

中
国

11
6.
43
77

25
.1
84
79

矿
床

位
于

福
建

省
上

杭
县

紫
金

山
矿

田
的

北
东

部
。

矿
体

主
要

赋
存

在
罗

卜
岭

花
岗

闪
长

斑
岩

和

四
坊

花
岗

闪
长

岩
中

，
垂

向
上

呈
上

铜
下

钼
的

空

间
分

布
特

征
。

蚀
变

类
型

主
要

有
钾

化
、

绢
英

岩

化
、

绿
泥

石
化

、
高

岭
石

化
、

地
开

石
化

、
硅

化

等
。

矿
体

在
空

间
上

总
体

呈
马

鞍
状

，
走

向
长

50
0~
80
0 
m
，

倾
向

延
伸
27
0~
18
00
 m

。
矿

石
矿

物

主
要

为
黄

铁
矿

、
黄

铜
矿

、
辉

钼
矿

，
其

次
为

铜

蓝
、

斑
铜

矿
、

蓝
辉

铜
矿

、
硫

砷
铜

矿
、

方
铅

矿
、

闪
锌

矿
，

偶
见

磁
铁

矿
、

赤
铁

矿
等

。
共

生

M
o元

素

16
5.
09

0.
34

斑
岩
型

早
白
垩
世

华
夏
地
块
成
矿

区

预
可
行
性

研
究

郭
祥
清
,

20
20

木
吉
村

（
M
uj
i）

中
国

11
4.
87
72
2

39
.3
35

矿
床

位
于

河
北

省
涞

源
县

杨
家

庄
镇

木
吉

村
，

成

矿
作

用
与

闪
长

玢
岩

有
关

。
矿

体
长
15
00
 m

、
宽

40
0~

80
0 
m
、

厚
20
0~

12
00
 m

。
蚀

变
类

型
有

硅

化
、

钾
化

、
绢

英
岩

化
、

青
磐

岩
化

等
。

矿
石

矿

物
主

要
有

黄
铁

矿
、

黄
铜

矿
、

辉
钼

矿
、

磁
铁

矿
、
闪
锌
矿
、
方
铅
矿
及
镜
铁
矿
等

98
.1
1

0.
26
~

0.
49

斑
岩
型
、

矽
卡
岩
型

晚
侏
罗
世

中
朝
克
拉
通
成

矿
区

预
可
行
性

研
究

陈
超
等
,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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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

矿
田
/矿

床
名
称

国
家

东
经

北
纬

矿
床
地
质
特
征

储
量

/1
04
t

资
源
量

/1
04
t

C
u品

位

/%
矿
床
类
型

成
矿
时
代

所
在
成
矿
带

状
态

参
考
文
献

必
鲁
甘
干

（
B
ilu
ga
ng
an
）

中
国

11
4.
93
63
9

44
.0
05
56

矿
床

位
于

内
蒙

古
阿

巴
嘎

旗
境

内
。

铜
钼

矿
体

主

要
赋

存
在

黑
云

母
花

岗
斑

岩
和

角
岩

内
。

矿
体

呈

似
层

状
、

脉
状

及
透

镜
状

，
长
10
0~
23
00
 m

，
宽

10
0~
10
00
 m

，
厚
1.
96
~2
9.
21
 m

。
蚀

变
类

型
主

要

有
钾

化
、

黑
云

母
化

、
绢

英
岩

化
、

绿
泥

石
化

、

绿
帘

石
化

、
硅

化
及

碳
酸

盐
化

等
。

矿
石

矿
物

主

要
为

辉
钼

矿
、

黄
铜

矿
、

黄
铁

矿
，

其
次

为
磁

黄

铁
矿

、
闪

锌
矿

及
少

量
的

黝
铜

矿
、

方
铅

矿
及

白

铁
矿

等
。

矿
石

结
构

主
要

为
填

隙
、

叶
片

结
构

，

其
次

为
自

形
晶

粒
状

、
他

形
晶

粒
状

、
乳

滴
状

和

包
含

结
构

。
矿

石
构

造
主

要
为

充
填

脉
状

、
浸

染

状
、

晶
簇

状
、

梳
状

及
块

状
构

造
。

共
伴

生
W

、

C
u、

Pb
、
Zn

、
S、

B
i、

R
e 
等
有
用
元
素

50
1

斑
岩
型

中
三
叠
世

乌
拉
尔
—
蒙
古

成
矿
带

可
行
性
研
究

李
俊
建
等
,

20
16

谢
通
门

（
X
ie
to
ng
m
en
）

中
国

88
.4
28
23

29
.3
64
17

矿
床

位
于

西
藏

日
喀

则
地

区
谢

通
门

县
荣

玛
乡

雄

村
。

矿
化

赋
存

于
石

英
正

长
斑

岩
中

。
矿

体
呈

厚

板
状

，
长
12
00

多
米

，
宽

约
60
0 
m
，

平
均

厚
度

大

于
20
0 
m
。

主
要

矿
石

矿
物

有
黄

铜
矿

、
辉

铜
矿

、

辉
钼

矿
、

黄
铁

矿
、

闪
锌

矿
、

磁
铁

矿
及

自
然

金

等
。

蚀
变

类
型

有
钾

化
、

硅
化

、
绢

云
母

化
、

绿

泥
石

化
、

绿
帘

石
化

、
堇

青
石

化
及

红
柱

石
化

等
。
共
生
M
o元

素

81
.9
5

20
9.
49

0.
34

斑
岩
型

中
侏
罗
世

冈
底
斯
—
三
江

成
矿
带

矿
山
建
设

邹
银
桥
等
,

20
15

尼
木

（
N
im
u）

中
国

89
.9
48
8

29
.5
93
71

矿
田

位
于

西
藏

自
治

区
中

南
部

，
距

离
拉

萨
市

约

15
0 
km

。
铜

矿
化

主
要

赋
存

在
始

新
世

角
闪

黑
云

二
长

花
岗

岩
内

。
铜

矿
化

主
要

有
氧

化
型

和
原

生

硫
化

物
型

两
种

类
型

。
蚀

变
类

型
主

要
有

硅
化

、

钾
化

、
黄

铁
绢

英
岩

化
等

。
矿

体
呈

板
状

、
柱

状
、

透
镜

状
等

。
矿

石
构

造
呈

细
脉

状
、

浸
染

状
、

团
块

状
等

。
矿

石
矿

物
有

蓝
铜

矿
、

黄
铜

矿
、
辉
钼
矿
、
闪
锌
矿
、
孔
雀
石
等

59
.1
3

13
7.
35

0.
1~

1.
75

斑
岩
型

始
新
世

冈
底
斯
—
三
江

成
矿
带

预
可
行
性

研
究

黄
艳
丽
等
,

20
19

　
　
注
：
表
中

资
源
量
不
包
括
储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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