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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祁连地区是我国一个重要的构造成矿带, 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笔者通过对北祁连山地区

新构造运动特征的研究, 认为喜马拉雅运动以来的新构造运动不仅造成本区的强烈隆升、断裂褶皱构造

的复活和产生, 而且也影响着全区地貌、气候的形成与演化, 还对北祁连地区的砂金、铂等金属矿床、

油气田和非金属矿床的成矿作用以及分布都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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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祁连山构造带是在元古代褶皱基底上发展起来

的造山带, 既是中国大陆主要造山带, 也是主要的构

造成矿带。而北祁连山地区则处于祁连山造山带与河

西走廊构造盆地的过渡带部位, 这些部位是构造、岩

浆活动强烈的地区, 也是成矿的有利地段。因此, 该区

又是祁连山构造带中最重要的成矿带。区内自早元古

代开始, 构造运动、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强烈, 经历了

几十亿年的长期演变, 形成包括金属矿、非金属矿、

煤、石油、天然气等几十种矿产, 几百处矿产地[1, 2 ]。

在北祁连成矿带中, 前人对其新生代以前形成

的各类矿产与构造活动的关系研究较多, 而对该区

新生代时期与新构造强烈活动有关的矿产则研究较

少。所谓新构造, 它的定义、范畴等许多方面仍在

研究发展中,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但争论主要

是在持续的时间上。目前已被广泛接受的是: 新近

纪到现今的地壳运动都称为新构造运动, 这时形成

的构造则称为新构造[3 ]。而新近纪以来北祁连为强

烈活动的地区, 褶皱、断裂均很发育, 对在这个时

期形成的各类矿床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笔者曾在

北祁连山、河西走廊地区工作多年, 并查阅了大量

资料, 对该区与新构造活动有关的矿产进行了汇总,

以促进此类矿产的研究与找矿工作 (图 1)。

2　北祁连山新构造活动特征

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是新构造运动时期的重大

历史事件, 而祁连山、河西走廊地区, 是青藏高原

北部最为重要的新构造活动带之一。因此, 它的构

造特征和青藏块体的整体活动有关。

喜马拉雅运动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发生碰撞,

青藏高原内部沿挤压方向缩短而使地壳垂向增厚,

这时应为青藏高原隆升的开始[4 ]。随着印度板块进

一步向欧亚板块俯冲, 青藏高原大幅度隆升和强烈

变形, 其影响范围直达 1 600 km 以外的祁连山北缘

和河西走廊盆地[5 ] , 引起祁连山强烈上升, 走廊坳陷

带强烈下降, 使北祁连山、河西走廊地区地层褶皱、

断层形成, 特别是一些古老的区域大断裂重新复活。

当青藏高原隆升, 并向北强烈推挤时, 在青藏

高原东北缘受到了阿拉善地块和塔里木地块的阻抗

作用, 形成了NWW 向压缩区。在这样的挤压应力

　收稿日期: 2003204210; 修回日期: 2003210227

　基金项目: 北祁连山前陆活动断层与阶地上升速率 (中科院资源与环境类国际合作项目) 编号: KZ9522J 12059

　作者简介: 张小军 (19672) , 男, 陕西汉中人, 工程师, 曾从事区域矿产地质调查多年, 现为中科院兰州地质研究所在读

硕士研究生, 构造地球化学专业。



下, 北祁连地区主要发育有两组方向的活动断裂, 一

组为NWW 向主断裂带, 基本上是老断裂的复活;

另一组为NNW 向断裂带, 大多为古老断裂复活, 少

数为新形成的较小规模断裂。除了这两组方向的断

裂发育外, 还形成了其他两组为N EE 向与 EW 向

的断裂带及一些次级断裂[4, 6 ]。这 4 组断裂带形成了

本区的基本构造格局, 区内的新构造运动和与其有

关的矿产也主要受这 4 组断裂带的控制 (图 1)。

图 1　北祁连山、河西走廊地区主要活动断裂与矿产分布图

(资料来源: 据①; 陈志泰, 1993; 张心虎等, 1997; 贾群子等,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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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早峡- 大黄沟断裂; 21 玉门断裂; 31 嘉峪关断裂; 41 佛洞庙- 红崖子断裂; 51 榆木山北缘断裂; 61 榆林山东缘断裂; 71 民乐- 大马

营断裂; 81 皇城- 塔儿庄断裂; 91 武威- 天祝断裂; 101 石包城断裂; 111 马家埃- 红线线断裂; 121 昌马断裂; 131 肃南- 祁连断裂;

141 冷龙岭断裂; 151 雷公山- 毛毛山断裂; 161 哈溪- 大靖断裂; 171 阿尔金断裂; 181 龙首山南缘断裂; 191 龙首山北缘断裂

211　 北西西 (NWW ) 向大断裂

21111　北祁连北缘大断裂

位于祁连山北缘与走廊断陷交界处, 西被阿尔

金走滑断裂所切, 构成走廊断陷带与北祁连造山带

的分界线, 全长大于 700 km。断裂带两盘地貌差别

显著, 北为平缓的戈壁滩, 南为高峻壮观的北祁连

山, 地表由多条平行的走向逆断层组成, 宽数千米,

大部分地表断层倾向南西, 倾角 40°～ 75°, 形成叠瓦

状的断层组。断裂带形成于加里东期, 华力西、印

支和喜马拉雅期均有继承性活动。在嘉峪关以西的

白杨河口, 可见石炭系逆冲于新近纪形成的玉门砾

石层之上。据陈杰研究[7 ] , 该断裂晚更新世以来的垂

直运动速率为 1192～ 2100 mm öa。1609 年酒泉东南

618 级地震与 1927 年古浪 8 级地震均与此断裂活

动有关[8 ]。其中, 玉门断裂是祁连山北缘大断裂带最

西段中的一支断裂, 研究表明玉门断裂在中更新世

后仍以褶皱变形的方式持续活动[7 ]。可见此断裂在

新构造运动时期仍有较强烈的活动。

21112　龙首山 (走廊北缘) 大断裂

位于走廊北侧, 西被阿尔金走滑断裂所切, 北

为阿拉善地块, 南为走廊断陷带, 规模长达 400 km。

其南盘下降, 北盘上升, 有多期岩浆侵入特征, 可

能形成于加里东期, 并长期活动, 延续至今, 在山

丹北, 钻孔证实震旦系直接冲覆于第四系之上[9 ]。该

断裂带为近代地震活动区, 如 1954 年山丹 7125 级

地震等, 至今时有弱震发生[8 ]。

21113　昌马—俄博—毛毛山断裂带

全长近 800 km , 西端与阿尔金断裂带斜接, 由

7 条次级断裂组成。沿断裂带有一系列以早古生代

为主的基性、超基性岩体呈串珠状分布, 岩体的长

轴方向与断裂一致。断裂带形成时间早, 延伸长, 经

历的构造次数多, 断裂各段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

的活动性。其东段的冷龙岭活动断裂, 以左旋走滑

为主, 晚更新世的平均滑动速率为 4107 mm öa , 全

新世以来的平均滑动速率为 4162 mm öa; 而其西段

的昌马断裂则不存在明显的左旋走滑运动, 主要以

逆冲作用为主[10 ]。1932 年昌马 716 级地震在其西端

形成了长达百余千米的地震破裂带[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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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3 组断裂带规模大、活动强、切割深, 在加

里东期已形成, 在以后又有不同程度的活动, 到喜

山期活动性进一步加强, 前两组断裂带在西、北两

侧控制着河西走廊呈NWW 向带状展布[8, 11 ]。与这

3 组大断裂近似平行的次级断裂还有榆木山北缘断

裂、皇城塔儿庄等规模较小的断裂。

212　 北北西 (NNW ) 向断裂带

21211　嘉峪关断裂

倾向南西, 倾角陡立, 具较强烈的挤压逆冲特

征。该断裂新构造运动时期活动强烈, 特别是在晚

第四纪十分强烈, 据玉门石油管理局资料, 第四纪

该断裂垂直断距可达 400～ 500 m , 在嘉峪关水泥厂

西北该断裂的剖面上, 可见早白垩纪的地层逆冲于

第四纪中、晚更新世的地层之上[12 ]。嘉峪关断裂是

酒西盆地的东界, 由于它的活动使酒西盆地基底西

高东低, 落差达数百米[13 ]。

21212　武威- 天祝断裂

该断裂长约 100 km , 由水峡口—武威隐伏断

裂、中坝断裂、天祝断裂等组成, 大体呈右阶雁列

式排列, 该断裂带主要为隐伏断裂。据物探资料, 断

裂东盘新近纪地层埋深在 800 m 以下, 而断裂西侧

新近纪地层出露地表, 两侧高差悬殊, 反映断裂在

新构造时期活动强烈。1927 年古浪地震时该断裂仍

有活动表现, 沿断裂有地震变形带分布。

这组断裂带规模较小, 但活动强烈, 除了上述

的武威—天祝断裂、嘉峪关断裂外, 还有榆木山东

缘等断裂, 它们将走廊切割成隆起与坳陷相间排列

的地貌特征[4, 8, 11 ]。该组断裂大多形成于中生代, 在

新生代时活动强烈, 不仅改变了第四纪岩层产状, 而

且还使古近纪、新近纪及第四纪地层产生强烈褶皱

和断裂变形。

213　 北东东 (N EE) 向断裂带

阿尔金走滑断裂是我国西部一条N EE 向巨大

的走滑断裂带, 它切割祁连山构造带和河西走廊盆

地带, 是塔里木地块和祁连造山带的分界线, 长度

大于 1 600 km。A vouac 等认为[14 ] , 阿尔金中段走滑

速率达 30 mm öa, 东段减为 5 mm öa, 其运动转化为

沿祁连山、柴达木、东昆仑的逆冲分量, 对北祁连

山、河西走廊地区构造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

用。自上新世以来, 该断裂带活动较强。据国家地

震局研究[12 ] , 全新世以来其西段的平均水平滑动速

率为 8～ 9 mm öa, 东段为 4～ 415 mm öa。沿该断裂

带发现多期古地震事件及地震破裂变形带。N EE 向

断裂在该区规模较小的还有石包城断裂、火焰山—

小宛南山断裂等, 在野外可见它们切割了前长城系

敦煌群直至第四纪地层。根据石包城断裂两侧地层

错位以及压性分支断裂与主干断裂组成的入字形构

造的夹角, 在北侧指向东, 南侧指向西, 均可佐证

该断裂为左旋扭动的特征[8 ]。

214 　东西 (EW ) 向断裂带

这组断裂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盆地带内部, 有大

黄山—永昌断裂、哈溪—大靖断裂、宽滩山—敦煌断

裂等。据野外观察, 这些断裂对晚更新世的地层都有

切割现象。1927 年古浪 8 级地震在哈溪—大靖断裂

中段可见地震裂缝、地震滑坡等较为强烈的变形[9 ]。

在早第四纪以前该断层主要以挤压逆冲性特征为主;

在中更新世末期断层性质转化为走滑型[6 ]。

3　北祁连地区新构造运动与成矿作用

以上这些深大断裂带以及河西走廊盆地在新构

造运动时期, 具有活动时代上的同时性和活动性质

上的转换性[9 ]。它们深度大、延伸长、活动历史悠久,

常成为岩浆活动、矿物质运移聚集的动力及通道和

场所, 控制着该区各类矿床的形成和分布。但对不

同类型的矿床来说, 新构造活动对其成矿所起的作

用有所不同。

311　 新构造运动与金属矿产的成矿作用

北祁连地区已发现的金属矿产有铜、铅、锌、铁、

钨、金、镍、锰、钼、铂、钒、钴等, 这些金属矿

产含矿地层分布广、时间间隔长, 显示了多阶段、多

期次成矿的特点, 它们的分布也多受控于该地区的

断裂带[1 ] (图 1)。这些多期活动的断裂带是金属元

素活化运移的良好通道和动力, 也是金属元素富集

贮矿的有利场所。但已发现的金属矿床大多是在元

古代到新生代的构造活动中, 成矿物质经多期叠加

而形成。在新构造运动时期形成的原生金属矿床在

北祁连山、河西走廊地区却很少。新生代以来, 北

祁连山山体抬升发生在早更新世末的晚喜马拉雅运

动[15 ] , 这次运动在北祁连山、河西走廊形成了一系

列的隆起带与沉降区。这些地貌异常的过渡带是砂

金、铂等砂矿床分布较密集的地区, 如祁连山北麓

的疏勒河、党河、古浪河、黑河和大通河等, 以及

北祁连古老基底隆起区中的中新生代构造盆地的边

缘地带, 如祁连盆地、门源盆地等[16 ]。因此, 北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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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河西走廊地区已探明的新构造运动时期形成

的金属矿床, 多是一些砂金、铂矿床, 它们大都分

布在这些过渡带部位的由于新构造运动而抬升的阶

地上 (图 1)。这些砂金、铂矿床规模大、品位较高,

是这一地区新构造运动时期形成的主要金属矿产,

如仅就青海省祁连县洪水梁地区的砂金、铂矿的统

计①, 砂铂储量为 6123 kg; 砂金储量为 434168 kg。

且这些矿产的富集和分布明显受新构造运动、地貌

环境等条件的控制, 而北祁连、河西走廊地区的地

貌正是新构造运动的结果。

新构造运动决定了该区地势的总坡向和水系的

格局, 决定着侵蚀与堆积地形的空间分布和区域地

貌的发展方向, 从而对砂金的空间富集与分布有重

要控制作用。由于喜马拉雅运动引起北祁连山地区

强烈隆升, 使古老含金地质体隆起受到强烈剥蚀, 隆

升引起的气候强烈的冷暖变化, 也导致物理、化学

风化作用加强, 都为金元素活化、迁移和富集提供

了介质和动力; 同时, 间歇性的新构造运动, 使本

区地壳总体处于抬升, 为金元素在较短的时期内迅

速迁移、富集和封存提供了有利条件。该区的砂金、

铂矿床大都属冲2洪积型, 主要集中在河流阶地发育

地区, 一般这些河流至少有É —Ì 级阶地, 含矿层

主要集中在Ê —Ë 级阶地中, 在这些阶地中到处可

见采金老硐、矿坑及废石堆。据测定[17 ] , 阶地的年

龄主要在更新世—全新世, 海拔高度最高达 400 m ,

据野外观察, 在金矿富集地段, 阶地的海拔高度一

般不超过 100 m。在这些河流的分布地段, NWW、

NNW 及 EW 向构造发育。可见, 这些地方既有丰富

的物质来源, 又有适宜的新构造运动, 砂金矿床具

有成群分布的特点。如甘肃双龙砂金矿床, 在区域

构造上, 该矿床位于北祁连褶皱带与走廊坳陷带的

交接处, 即矿区叠加在北祁连深大断裂带之上, 主

体构造呈北北西向②。砂金矿床分布在黄羊内陆河

上游的天桥沟水域, 北为横梁山, 南为清分岭, 矿

床断续长达 16 km , 宽度一般在 200～ 400 m。由于

受北祁连深大断裂带新近纪以来强烈的构造运动影

响, 该区剥蚀作用强烈, 成矿物质来源丰富, 阶地

发育, 含矿层位主要出现在全新统É 级阶地和中上

更新统Ë —Ì 级阶地的基底面附近。 (图 2)

被剥蚀、搬运到河流中的金、铂及钨等重砂矿

图 2　双龙砂金矿区域地质略图

(据张峰等, 1992, 有修改)

F ig12　R egional geo logical sketch m ap of the alluvia l go ld o re depo sit in Shuanglong

11 中、下三叠统; 21 下二叠、石炭统; 31 中、下奥陶统; 41 逆断层; 51 性质不明断层; 61 推测断层; 71 向斜轴;

81 水系; 91 原生金矿点; 101 多金属伴生金矿; 111 砂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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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在有利地段聚集后, 还是松散的沉积物, 必须

要有良好的封存条件, 不被剥蚀, 不被其他地质作

用破坏掉, 才能最终成矿。因此, 当主要含金层形

成之后, 由于侵蚀基准面的上升, 而使搬运能力减

弱, 沉积能力加强, 在含金层上部就沉积了一层较

细的沉积物, 使含金层封存了起来, 砂金的封存对

砂金的保存具有重要意义。而砂金形成之后的封存

条件, 主要受控于新构造运动的稳定程度或升降的

幅度[16 ]。如肃北的西水沟砂金矿点, 该矿点分布面

积东西长 2 km , 南北宽 015 km , 范围较大, 砂金品

位已达工业要求, 砂金赋存在玉门砾岩中①。而据研

究[6 ] , 从 3145 M a 开始, 北祁连强烈隆升, 典型的

标志就是玉门砾岩的出现, 这说明西水沟砂金矿床

正是由于这期间新构造的强烈活动, 砂金与阶地同

时形成的。

可见, 在这些地区砂矿床的形成, 包括原生金

矿床和含金地质体的抬升剥蚀、元素的迁移、富集

和封存, 均与新构造运动紧密相关。

还有另一与新构造运动有关的重要类型的砂金

矿床, 即冰碛扇型砂金矿床, 它的特征与河成砂金

矿床有很大不同, 其成矿模式是[18 ]: 造山带下地壳

富含的活化金, 通过新构造运动活化的断裂运移地

表, 经地下流体和地表流体的迁移聚集到冰碛扇这

一封闭稳定的生物、物理及化学环境中, 主要经高

效聚金微生物有机胶体成矿作用沉淀、再生加大形

成砂金, 逐步富集成矿体。它一般成带、成群沿具

有新构造运动活化的巨大碰撞带、推覆带和滑脱的

巨大山系分布。该类型矿床在北祁连地区现有的资

料中未见有报道, 但在新构造运动活跃, 冰川作用

发育的北祁连有利成矿区域, 对找该类矿床应引起

重视。

实际上, 砂金矿床形成之后也存在着改造再成

矿作用。砂金矿形成后的改造作用亦受控于新构造

运动。地壳上升一次 (一个侵蚀旋回) , 已形成的砂

金矿就有可能被改造一次, 这种改造作用可使新形

成的砂金矿得到进一步富集。但这种改造作用如果

频繁地发生, 对砂金矿的封存显然是不利的。

312　新构造运动与油气的成矿作用

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地区是我国油气勘探较

早的地区之一, 前人对该地区油气地质的研究也有

很长的历史。最早发现的油田位于酒泉盆地 (坳

陷) , 酒泉盆地又被嘉西隆起和榆木山隆起分割成了

3 个盆地, 即酒西盆地 (坳陷)、酒东盆地 (坳陷) 和

民乐盆地 (坳陷) , 由 3 个坳陷、两个隆起组成, 而

每个坳陷由于断裂活动被分割成了几个次一级的凹

陷和凸起, 如青西凹陷、石北凹陷等, 它们是北祁

连、河西走廊地区主要的油气源成矿区。现已发现

的有老君庙、鸭儿峡、石油沟、白杨沟、单北、青

西等 6 个油田。研究表明[19, 20 ] , 该地区油气藏类型

多样, 但以构造油气藏为主 (图 3)。

北祁连山的构造活动对盆地的形成演化以及油

气藏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该区盆地有过两次成盆

期, 第一次是早白垩世, 第二次是在古近纪—第四

纪, 而构造发展对盆地的形成以及盆内构造对生油

凹陷的形成都起着控制作用, 显示新构造运动对该

区油气藏成矿作用的影响在第二次成盆期[20 ]。

该区主要的含油气盆地——酒西盆地 (坳陷) ,

其南缘的北祁连山北缘逆冲大断裂带和北缘的阿尔

金走滑断裂在坳陷演化过程中多次活动, 并派生出

不同性质的次级断裂, 控制了不同时期坳陷的构造

格局及沉积环境, 对坳陷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的

影响[21 ]。

古近纪以来的喜山运动使祁连山北缘大断裂带

向坳陷内部强烈逆冲, 随着构造幅度和逆冲断裂活

动持续增强, 盆地南部外来系统北祁连推覆体的推

覆距离进一步加大, 导致坳陷内沉积盖层发生断裂

与褶皱变形, 在坳陷南部形成一些规模较大的古近

纪—新近纪构造带 (如老君庙背斜带) , 而在坳陷中

央和北部区则形成向斜和单斜构造, 为油气聚集提

供了圈闭条件②。晚喜马拉雅运动由于印度板块继

续向北推挤, 该区形成了NWW 向压缩区, 在酒西

盆地内形成了一系列北西西—南东东向的断裂, 形

成的断裂、裂缝系统沟通了油源层与储集层, 使凹

陷深部成熟烃源岩生成的油气顺利地沿断裂、裂缝

系统向位于构造高部位的鸭儿峡、老君庙和石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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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酒西盆地油气田与构造分布图

(据玉门油田石油地质志编写组, 1989, 有修改)

F ig13　T he distribu tion of o il fields and structu re in J iux i basin

构造圈闭运移聚集, 形成了整个老君庙背斜带的各

油田[19 ]。而与其相邻的酒东盆地在新近纪以来, 内

部几乎没有发生断裂活动, 其深部烃源岩生成的油

气难以象酒西盆地一样向浅部储集层运移。到目前

为止, 还未发现具有规模的油田[22 ]。

可见由于新近纪末以来的新构造运动, 使酒西

盆地的断裂褶皱活动强烈, 破坏了原有的压力平衡,

为油气运移、聚集、圈闭和保存创造了条件。

313　新构造运动与非金属成矿作用

由于青藏高原大幅度隆升, 北祁连地区发生了

强烈的新构造运动, 使得该区气候也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 为该区非金属矿产的形成和富集提供了必要

的条件。

根据祁连山北麓季风西北边缘区的河流阶地系

列和风成黄土的研究[23 ] , 发现发生于 0183 M a 和

0114 M a 的青藏高原隆升构造事件, 可以分别与

0164 M a 时沙漠的显著扩张及沙漠周期性进退的开

始、末次冰期以来中国西北的极端干旱相对应, 这

些构造2气候耦和事件可能暗示了构造隆升对气候

的驱动, 而构造、气候的变化又影响着该区非金属

的成矿作用。

随着高原的持续隆升, 第四纪中后期, 北祁连

山、河西走廊地区气候进一步干旱, 湖水变浅, 并

逐步咸化、干涸, 含盐量增加, 形成盐湖和盐沼[2 ]。

因此, 干旱的气候和强烈的蒸发浓缩作用, 使食盐、

芒硝、钾盐及石膏等蒸发化学沉积矿产在该区广泛

发育。如已查明的有大型食盐矿 1 个, 分布在苏干

湖地区; 中型矿 1 个, 分布在雅布赖地区; 小型矿

3 个, 分布在敦煌、玉门关及高台地区。芒硝矿在该

区储量较大, 有高台芒硝矿、敦煌芒硝矿、沙枣园

芒硝矿、小苏干湖芒硝矿等。钾盐矿点主要分布在

安西伊塘湖、高台深沟、民勤苏武山等地区。石膏

矿实际上是石膏与食盐、芒硝共生的矿床, 可综合

开采利用, 主要有肃南大红沟石膏矿点、民勤白土

井食盐石膏矿点、西硝池芒硝矿点等。

在全新世中期, 河西走廊地区曾一度出现了温

暖潮湿气候, 降水量增加[24 ] , 这为植物生长创造了

条件, 形成了大量的沼泽沉积的泥炭, 这些泥炭是

一种在工农业中有多种用途的新型非金属矿产资

源, 主要分布在酒泉等地。

另外, 由于该区新构造运动强烈, 断裂构造发

育, 地壳深部大量超低温硫化氢气体沿断层、裂隙

上升地表, 在第四系松散地层及基岩的裂隙、空隙

中呈薄膜状, 形成自然硫矿产, 如硫磺山等地。

31第 36 卷　第 4 期　　　　　　 　　　　　张小军等: 北祁连地区新构造运动与成矿作用　　　　　　 　　　　　



4　结论与认识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

(1) 喜马拉雅运动使青藏高原隆升, 而位于青

藏高原东北缘的北祁连山在这个时期新构造活动强

烈, 断裂构造发育, 主要有NWW、NNW、N EE、

EW 向以及一些次级活动断裂的复活和产生。

(2) 北祁连地区是我国一个重要的构造成矿

带, 由于强烈的新构造运动, 北祁连山的隆升, 对

该区地形地貌产生了较大影响, 使原生矿床遭受强

烈剥蚀和搬运, 并在有利区段富集形成该区丰富的

砂金铂矿床。因此, 这些矿床的成矿作用和分布明

显受新构造运动的控制。

(3) 北祁连地区新构造活动强烈, 断裂褶皱构

造的复活和产生, 为盆地中大规模的油气运移和聚

集成藏提供了通道和场所。

(4) 强烈的新构造运动, 使北祁连地区强烈隆

升, 并造成了该区气候的变化, 为食盐、芒硝、钾

盐及石膏等非金属矿产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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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tecton ic m ovem en t and m inera l iza tion
of the North Qil ian area

ZHAN G X iao2jun1, TAO M ing2x in 1, DON G X in2, W E I X iao2hu i2

(11K ey L abora tory of Gas Geochem istry , L anz hou Institu te of Geology , Ch inese A cad em y of S ciences,

L anz hou 730000, Ch ina; 21 Gansu Institu te of Geology f or N onf errous2m eta ls, L anz hou 730000, Ch ina)

Abstract: T he N o rth Q ilian area is one of the mo st impo rtan t tectono2m inera lized belts in w h ich there are

rich m inera l resou rces in Ch ina1 Based on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neo tecton ic movem en ts of the

N o rth Q ilian area , the au tho rs believe that the neo tecton ic movem en ts since H im alaya movem en ts no t on ly

m ade the N o rth Q ilian area in ten sive up lif t ing, and the recu rrence and genera t ion of fau lts and fo lds, bu t

a lso b rough t abou t the fo rm at ion and evo lu t ion of the su rface featu re and clim ate1 T herefo re, the

neo tecton ic movem en ts is an impo rtan t con tro led facto r on the m inera liza t ion and dist ribu t ion of m eta llic

o re depo sit of the alluvia l go ld2p la t inum p lacer, o il and gas fields and nonm eta llic1
Key words: the N o rth Q ilian area; H ex i co rrido r; H im alaya M ovem en ts; neo tecton ic movem en ts;

m inera liza t ion

甘肃省地调院 2003 年矿产勘查有重大突破

　　甘肃省地调院 2003 年在实施地质大调查项目中, 在甘肃北山南带玉山、华窑山一带发现了较好的钨矿

化, 矿化带出露有一定规模, 矿 (化) 体规模大, 品位高。进一步工作, 有望提交大型钨矿勘查基地。加

上以前发现的塔尔沟钨矿、小柳沟钨矿等, 甘肃西部将会成为我国的又一处钨资源基地。

甘肃省地调院还在铅锌、铜、金等找矿方面有突出进展, 发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土大坂铅锌矿、具有前

景的化石沟铜矿, 并在舟曲发现了规模较大的金矿化集中分布区。在青海玉树化探异常查证中, 找到了规

模较大的铅、锌、银、铜矿化带, 品位较高。初步预计, 该区可提交一处大型以上多金属矿产基地。

(甘肃省地调院　齐瑞荣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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