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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矿产资源 丰富
,

矿种比较齐全
,

截止 目前已发现的各类矿产达 11 2 种
,

其中探明

了储量的有 “ 种
,

产地 5 10 处
。

在己探明的矿产中
,

有 17 种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

铝
、

汞
、

锑
、

金具有一定优势
。

重晶石
、

钾长石
、

石棉等非金属矿产潜在资源较大
。

从开发利用角度

分析
,

有色金属
、

富铁矿石严重短缺
,

部分非金属矿尚无产地
,

这方面的工作有待加强
。

( 一 ) 黑色金属
:

包括铁
、

锰
、

铬
、

钦
、

钒等五种
。

铁矿主要集中在陕南的汉中
、

商洛

地区
,

占全省储量的 94
.

1 3%
。

贫矿多
,

富矿仅占总储量的0
.

5%
。

铁矿的类 型主要有
:

海相沉积型
、

火山沉变型 ( 接触交代型 )
、

晚期岩浆型
、

混合岩热

液充填型等
。

柞水大西沟铁矿
,

储最 3 亿吨
, :扁位较贫

,

以菱铁矿
、

磁铁菱铁矿为主
,

尚未

利用
。

钒矿是陕西具有远景矿种之一
,

已知产地 39 处
,

探明储量 3 处
。

( 二 ) 有色金属
: 主要有钥

、

铅
、

锌
、

汞锑矿
。

铂 矿 :
探明储量居全国第二

,

仅次于河南
。

产地 25 处
,

其中探明储量 的 4 处
。

金堆城铝

可
`

为特大型
,
已成为我国最大铝业生产基地

。

矿床为细脉浸染型
,

矿体赋存于花岗斑岩及安山

扮岩中
,

伴生有铝
、

硫
、

硒
、

磅等元素
。

黄龙 铺 大 石 沟铝徕矿床
,

为一大型含稀散元素的综合矿床
,

其中锌金属储量居全国之

首
。

铅锌矿
:

是陕西颇有远景 的矿 种之一
,

产地 60 余处
,

其中探明产地共 3 7处 ( 铅 18 处
,

锌 19 处
。

铅锌主要分布于凤县一太白地 区
、

山阳一柞水地区
、

小秦岭地区
、

镇安一旬 阳 地

区和勉略宁地 区
。

含矿地层时代主要为泥盆纪
。

汞锑犷
:

汞锑是陕西省优势 D’’ 种之一
,

按储量名列全国第二
,

仅次于贵州
。

已知汞锑矿

产地 16 处
,

探明储量的 了处
。

分布在旬阳
、

商县
、

丹凤 和山阴一镇安地区
。

构成了旬 阳 公

馆一青铜沟汞锑矿带
,

镇安马家山一 山阳丁家 山汞锑矿田
,

商县高岭沟一丹风蔡 凹锑矿带
。

产出时代
,

以泥盆纪为主
,

明显受地层时代和岩性控制
。

( 三 ) 贵金属
:

主要为金矿
,

银矿次之
。

队西省金矿类 型较多
,

有石英脉型
,

蚀变岩型
、

微细粒浸染型和砂矿型
。

己发现各类金矿床 ( 点 ) 近 2的 处
。

有岩金
、

砂金
、

伴生金
、

共生

金矿床 38 处
。 .

成为全国 7 ,、

大产金省之一
。

小秦岭地区渔关金矿
,

主妥产在太华群地层中
,

属含金石英脉型
,

是我国四大金矿基地

之一
。

该区金矿品位富
,

易开采
。

太白县双王金矿
,

矿体赋存于中泥盆统钠长板岩角砾岩带中
。

角砾成分主要为钠
一

长板岩

类
。

金属矿物有自然金
、
谛金矿

、

秘谛金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等
。

金矿物呈裂隙金和

. d l -



粒间金赋存于晚期碳酸盐
、

黄铁矿胶结物中
。

经 1 9 8 6年对该区 8号矿体矿石进行堆淋提金生

产试验
,

金的浸出率为 62
.

6%
,

回收率为 6 0
.

9%
,

为开发利用双王金矿提供重要依据、

陕西已探明银矿储量产地 7 处
,

独立银矿床产地 2 处
,

主要为柞水县银洞子
,

占独立银

矿储量的 98 %
,

占全省总储量的 95 %
,

属大型多金属银矿床
,

矿体赋存于中泥盆统大西沟组

千 文岩一碳酸盐岩组合的岩层中
。

矿体呈层状和似层状
,

主要为铅矿石 和银铅矿石
。

除银外
,

还 半生有铅
、

锌
、

铜
、

铁
、

钻
、

硫等组分
。

( 四 ) 能源矿产
:

陕西省能源矿产有煤
、

石油
、

天然气等
。

石油
、

天然气主要分布在陕

北
、

渭北地 区
。

含油层位为三叠系和侏罗系
。

油茸岩分布于渭北一带
,

已探明产地 6 处
,

其

中中型矿床 2处
。

赋存于晚三叠世陆相地层中
。

煤矿主要分布在
,

陕北和渭北地区
。

煤种较齐全
,

但以低变质的长焰煤
、

不 粘 结 煤为

主
,

瘦煤
、

贫煤次之
,

肥煤
、

无烟煤短缺
。

成煤时代以侏罗纪为主
,

次为石炭二叠纪
。

陕北

神府煤田
,

是我国 已知最大优质造气动力煤田
,

远景储量 2。。。 亿吨
。

煤质好
、

埋藏浅
、

易气

化
、

易开采
,

为低灰
、

低硫
、

低磷
,

是优质动力煤
。

( 五 ) 非金属矿产
:

陕西省非金属矿产种类繁多
,

分布广
。

现 已发现各类非金属矿产 “

种
,

探明储量的 34 种
。

重 晶石
:

为陕西省优势矿种之一
,

已探明储量居全国第二位
。

主要分布于安康地区
,

以

及柞水和勉一略一宁地区
。

以沉积型为主
,

已知产地 1 5 处
,

矿层比较稳定
,

利于开采
。

钾长石
: 已探明储量产地 1处

,

即洛南长岭钾长石矿床
。

但从钾长石及含钾岩石中提取

钾肥工艺较复杂
,

成本昂贵
,

因此
,

钾长石的利用目前受到了限制
。

石棉
:
探明储量在全国各列第三位

,

主要分布在勉一洛一宁三 角地带的超基性岩体中
,

其中宁强黑木林石棉矿为特大型
,

略阳煎茶岭石棉矿为中型
,

以水镁石石棉为主
。

瓦板岩
:
是一种天然建筑石材

。

主要分布于镇 巴
、

紫阳等地
。

赋存时代为寒武一奥陶系

板岩
、

千枚岩
、

厚数米一数十米
。

呈灰
、

绿
、

黄
、

褐
、

红色板岩及含炭黑色板岩
。

此外尚有磷
、

硫
、

石灰岩
、

石英岩
、

石膏
、

大理岩等矿产
,

资源潜力大
,

已为农肥
、

水

泥
、

化工
,

建材等方面开发利用
。

还有透辉石
、

透闪石
、

钠长石
、

膨润土
、

海泡石 等非金属

矿产
,

目前尚未开发
。

( 参考文献略 )

西北地区28 种矿产储量居全国第一

据地质工作者目前已探明的储量表明
,

我国西北地区有 28 种矿产占全国等一
。

这些矿产 当 中
,

有甘肃

的镍
、

铂
、

钻
、

把
、

饿
、

铱
、

钉
、

锗
、

硒和铸型粘土 , 青海的锉
、

钾盐
、

镁盐
、

池盐
、

化工石灰岩
、

嗅
、

硅

石和石棉 ; 新疆的被
、

白云母
、

钠硝石
、

长石
、

陶士
、

蛇纹石和蛙石多 陕西的徕
、

钾长石以及宁夏的石膏
。

这些优势矿产资源将为开发大西北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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