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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夏日哈木铜镍矿床是青海省第五地质矿产勘查院于２０１１年发现的超大型矿床，累计新增镍

资源量１１１万ｔ，是全国第二大镍矿。在分析该矿床的地质背景与特征、矿床成因的基础上，结合实物地质

资料的保存状况，中国地质调查局实物中心筛选 采 集 了 夏 日 哈 木 矿 区 的 三 个 典 型 钻 孔 岩 芯 及 一 套 系 列 标

本，这些实物地质资料将对未来东昆仑地区镍矿成矿作用及区域构造演化的研究提供重要实物依据，为进

一步地质勘查提供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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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哈 木 铜 镍 硫 化 物 矿 床 位 于 柴 达 木 盆 地 南

缘，地处全国２１个重点成矿区带之一的东昆仑成矿

带西段，行政区划隶属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所辖，是
东昆仑成矿带发现的首例具有一定规模的岩浆熔离

型铜镍硫化物矿床（岩浆熔离型是我国主要的铜镍

矿床类型，也是世界上主要铜镍矿床类型之一）。目

前，夏日哈木矿区累计新增镍资源量１１１万ｔ，达超

大型规模，一跃成为全国第二大镍矿，潜在经济价值

８００亿元以上，实 现 了 东 昆 仑 地 区 及 青 海 地 质 找 矿

矿种和类型上的重大突破［１］。
夏日哈木铜镍矿具有“小岩体成 大 矿”［２－３］的 特

征，以往找矿成功的类似矿床有金川、喀拉通克、黄

山等超大型镍矿床。青海东昆仑地区在过去的几十

年地质勘查工作中一直未能找到镍矿，在以前找矿

资料几乎空白的情况下，青海省地矿局第五地质矿

产勘查院于２０１１年在该地区发现夏日哈木铜镍钴

矿床，并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完成从异常查证、预查

和详查到开始首采段勘查工作。在青海省第五地质



中 国 矿 业 第２４卷

矿产勘查院相关人员的积极组织和配合下，中国地

质调查局实物中心（以下简称实物中心）成功筛选采

集了夏日哈木矿区的三个典型钻孔岩芯及一套系列

标本，这些实物地质资料将对未来东昆仑地区镍矿

成矿作用及 区 域 构 造 演 化 的 研 究 提 供 重 要 实 物 依

据，为进一步地质勘查提供信息服务。

１　区域地质背景

东昆仑造山带位于青藏高原北部，柴达木盆地

南缘，区内构造线总体呈近东西向展布，由北向南发

育昆北、昆中和昆南３条近东西向的区域性深大断

裂带［４－５］。根据 以 上３条 断 裂 带 的 特 征，孙 丰 月 等

（２００３）将东昆仑划分为东昆北加里东弧后裂陷带、
东昆中基底隆起花岗岩带、东昆南复合拼贴带及南

缘的巴颜喀拉造山带［６－７］。
夏日哈木铜镍矿床位于柴达木陆块南缘，东昆

中基底隆起花岗岩带（昆中断裂带）上。区域地层出

露齐全，主要有古元古代金水口岩群白沙河岩组，中
奥陶－志留纪滩间山群，晚泥盆世牦牛山组，早石炭

世石拐子组、大干沟组，晚三叠世鄂拉山组及广泛发

育的第四纪地层。区内岩浆活动强烈，从元古宙到

中生代间歇性火山喷发与岩浆侵入频繁交替，其中，
以晚元古代和古生代的中－酸性侵入岩为主［８］。

Ⅰ．东昆北加里东弧后裂陷带；Ⅱ．东昆中基底隆起花岗岩带；Ⅲ．东昆南复合拼贴带；Ⅳ．巴颜喀拉造山带

图１　东昆仑断裂带及构造分区略图（孙丰月等，２００３）

２　矿区地质特征

矿区出露 地 层 为 古 元 古 代 金 水 口 群 白 沙 河 组

（Ｐｔ１ｂ）和第四系。白沙河岩组地层 是 区 内 的 主 体，
出露面积约占６０％，分布范围广，是寻找镍、铜等矿

化的目标地层。主要岩性有黑云斜长片麻岩、云母

二长片麻岩、斜长角闪岩、大理岩等。区内断裂构造

发育，主要有近东西向、北西西向、北东向和北北东

向四组断裂，其中近东西向和北西西向断裂规模较

大、形成时间 早；北 东 向 和 北 北 东 向 断 裂 为 次 级 断

裂，形成时间较晚。矿区岩浆活动强烈，主要有中志

留－早泥盆 世 镁 铁 质－超 镁 铁 质 杂 岩 体 和 正 长 花 岗

岩、晚三叠世中酸性岩体，均侵入金水口岩群的白沙

河组中，其中，镁 铁－超 镁 铁 质 杂 岩 体 形 成 了 岩 浆 熔

离型铜镍硫化物矿床，即夏日哈木铜镍硫化物矿床。
矿区圈出４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镁铁－超镁铁质杂

岩体，呈岩盆状或岩墙状侵入于古元古代金水口群白

沙河组地层中，岩石类型主要为橄榄岩、辉石岩和辉

长岩，４个岩体分别形成四个异常区：Ⅰ号岩体（ＨＳ２６
号异 常 区）、Ⅱ号 岩 体（ＨＳ２７号 异 常 区）、Ⅲ号 岩 体

（ＨＳ２５号异常区）、Ⅳ号岩体（ＨＳ２８号异常区）。

３　矿床地质特征

３．１　矿体特征

夏日哈木矿区范围内共圈出铜镍钴矿体１０条，

其中 Ｍ１矿体规模最大，为矿区内主矿体（ＨＳ２６号

异常区），占总资源量的９８％以上（青海省第五地质

矿产勘查院，２０１３）。除 Ｍ１矿 体 出 露 于 地 表 外，其

余矿体均为隐伏矿体，矿体严格受镁铁－超镁铁质杂

岩体的控制，呈似层状、透镜状产出。Ｍ１矿体为矿

区主矿体，特征简述如下。

Ｍ１矿体形态为似层状，矿体中心厚度大、品位

高，基本无夹石，从中心向东西两侧逐渐厚度变小、
品位降低、夹石增多；目前已控制矿体长度１３６０ｍ，
最大延伸９４０ｍ（１５勘探线），矿体厚度一般１．８５～
２９６．２６ｍ，平均厚 度 为８０．９ｍ。矿 体 走 向 上 从 东 到

西具有：分支明显、厚度小、品位低→矿体完整、厚度

大、品位高→矿体完整、厚度变小的趋势；矿体倾向

上北侧厚 度 大、品 位 高，向 南 逐 渐 分 支 分 叉，品 位

变贫。
含矿岩性主要为辉石橄榄岩和辉石岩，矿体一

般上部以浸染状、团块状为主，中下部及底部多为稠

密浸染状，局部为致密块状。

３．２　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根据硫化铜镍矿床矿石工业类型划分标准，夏

日哈木铜镍钴矿石属于高镁硫化镍矿石，矿石矿物

为：镍黄铁矿、黄铜矿、磁黄铁矿、少量和微量的黄铁

矿、墨铜矿、紫硫镍矿，铁氧化物主要为磁铁矿、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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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铁矿、赤铁矿、铬铁矿。
镍：主要以硫化镍的矿物形式存在，包括镍黄铁

矿、少量紫硫镍矿。
铜：主要以硫化铜的矿物形式存在，以黄 铜 矿、

微量墨铜矿、偶见蓝铜矿。
钴：主要以氧化态存在，分散于硅酸盐矿物和硫

化矿物中。
矿石结构主 要 有：自 形－半 自 形 粒 状 结 构、它 形

粒状结构、交代结构、交代残余结构、网脉状侵染结

构等等。
矿石构造主要有：带状构造、浸染状构造、星点

状构造、斑 杂 状 构 造、海 绵 陨 铁 状、脉 状 穿 插 构 造

等等。

４　矿床成因讨论

夏日哈木铜镍矿特征与甘肃金川、吉林红旗岭、
新疆坡北等我国著名岩浆熔离型铜镍硫化物矿床极

为相似，其主要表现在镁铁－超镁铁质杂岩体均侵入

于老变质岩中，矿体基本赋存于镁铁质－超镁铁质杂

岩中，因此，具 有 一 定 分 异 特 征 的 镁 铁 质－超 镁 铁 质

杂岩体是 直 接 找 矿 对 象。矿 体 呈 透 镜 状、似 层 状。
矿石具有他形粒状、半自形—自形粒状和海绵陨铁

结构，块状、海绵陨铁状、浸染状、斑杂状构造。矿石

矿物主要有镍黄铁矿、黄铁矿、黄铜矿、磁铁矿和磁

黄铁矿。这些特征表明矿床属典型的岩浆熔离型硫

化物矿床。
在对夏日哈木铜镍矿床进行区域地质背景、成

矿镁铁－超镁 铁 岩 体 地 质 特 征、矿 区 及 矿 床 地 质 特

征、同位素地球化 学 特 征、成 矿 时 代 和 成 矿 动 力 学

背景分析 的 基 础 上，一 些 专 家 认 为 夏 日 哈 木 铜 镍

矿床属于岩浆深部熔离－贯入型 矿 床［９］。根 据 王 秉

璋（２０１１）对东昆仑祁 漫 塔 格 火 成 岩 岩 石 构 造 组 合

的研究，早中泥盆 世 构 造 岩 浆 阶 段 为 碰 撞 晚 期（后

碰撞）构造环境，整 个 东 昆 仑 西 段 表 现 为 持 续 性 的

伸展体制，岩 浆 活 动 特 别 是 幔 源 岩 浆 活 动 极 为 强

烈，夏日哈 木 铜 镍 矿 床 就 是 在 这 种 岩 石 圈 构 造 伸

展环境下，大 量 幔 源 岩 浆 深 部 熔 离 和 上 侵 贯 入 形

成的产物［１０－１２］。

５　岩芯保存现状与采集入库

５．１　岩芯保存现状

由于天气恶劣，实物地质资料采集小组未能进

入矿区查看岩芯的保存状况，但据项目组相关人员

告知，野外验收结束后，岩芯就近临时存放，为露天

存放，岩芯整体保存状况一般。岩芯箱为木质材料，
按顺序整齐码放，每个岩芯箱上孔号、回次号、序号；
箱内岩芯完整，编号清晰，无顺序混乱情况。但由于

长时间的露天存放，少数木质岩芯盒变形损坏。
按照岩矿芯整理要求，青海五院夏日哈木项目

组对本次工作采集的岩芯进行了清洗、整理、包装、
重新装箱。将岩芯清洗完按顺序摆好，用红色油性

笔补齐岩矿芯各种标记，用厚透明塑料布紧密包裹

整理好的岩芯，为避免长途运输途中岩芯混乱；用塑

料薄膜包装的纸质岩芯牌替代原木质岩芯牌，标识

清楚。岩芯箱外侧正面标明矿区名称、孔号、箱号，
侧面有孔号、孔深、回次号，岩芯箱加盖封闭。另外，
建议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单位在完成实物地质资料汇

交工作之后，将剩余的岩芯重新清理，集中存放到条

件较好 的 岩 芯 库 房 中，为 今 后 岩 芯 就 近 服 务 提 供

可能。

５．２　实物资料采集

５．２．１　岩芯采集

夏日哈木铜镍矿是典型的岩浆熔离型铜镍硫化

物矿床，矿 体 基 本 赋 存 于 镁 铁 质－超 镁 铁 质 杂 岩 体

中，因此，根据岩芯采集的基本原则，围绕主要杂岩

体Ⅰ号岩体（ＨＳ２６号 异 常 区），最 终 选 定ＺＫ１１０７、

ＺＫ１３０２、ＺＫ１７０１等３个钻孔的全孔岩芯及一套系

列标本作为本次工作的采集对象。

１）ＺＫ１１０７钻孔：实际孔深３２６．９７ｍ，孔内岩芯

主要为花岗岩、橄榄岩、橄辉岩、辉石岩、辉橄岩、辉

长岩，底部见片麻岩，主要矿化为镍黄铁矿化，局部

见黄铜矿化。在 孔 深２６．２０～８４．９０ｍ见 镍 黄 铁 矿

化橄榄岩，矿化发育，呈浸染状均匀分布，局部见鳞

片状黄铜矿化，与镍黄铁矿共生，分布不均匀，上部

和下部均 为 破 碎 蚀 变 带，岩 石 破 碎 强 烈；９５．１０～
１６３．６７ｍ，连续见矿厚度７８．５７ｍ，主要为辉橄岩、辉
石岩，镍黄铁矿化呈浸染状、条带状、团块状、斑点状

分布，偶 见 鳞 片 状 黄 铜 矿 化；２５９～２７９ｍ见 镍 黄 铁

矿化辉石岩，镍 黄 铁 矿 化 呈 浸 染 状 和 斑 点 状 分 布；

３２３．０７以下见片麻岩，未见金属矿化。该钻孔控制

深度较深，见矿连续，反映了岩浆熔离型成矿岩矿体

的基本地质特征，控制了 Ｍ１矿体深部延伸趋势，具
有代表性。

２）ＺＫ１３０２钻孔：孔深４０３．５０ｍ，孔内岩芯岩性

主要有黑云二长片麻岩、黑云斜长片麻岩、浅粒岩、
橄辉岩和辉 长 岩 等。２．１～５５．５０ｍ为 黑 云 二 长 片

麻岩，未见矿化；６４．５０～１０６．３２ｍ为黑云斜长片麻

岩，未 见 金 属 矿 化；１３４．１２～２２９．９４ｍ、２４１．９４～
３２１．１７ｍ，弱镍黄 铁 矿 化 橄 辉 岩，见 矿 连 续，矿 化 呈

星 点 状、浸 染 状，局 部 呈 团 块 状，不 均 匀 分 布；

３２１．１７～３７９．８９ｍ为蛇纹石化橄辉岩，局部见星点

状镍黄铁矿化；底部见石英岩、浅粒岩，未见金属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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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该钻孔是１３勘探线上控 制 Ｍ１矿 体 边 界 的 重

要钻孔，见矿 连 续，反 映 了 成 矿 岩 体 的 基 本 地 质 特

征，反映了 Ｍ１矿体深部延伸趋势。

３）ＺＫ１７０１钻孔：孔深４１０．３４ｍ，孔内岩芯岩性

主要有黑云斜长片麻岩、二长片麻岩、二长花岗岩、
橄榄岩、辉 橄 岩，底 部 为 闪 长 玢 岩。１２３．７６ｍ以 上

为变质岩地层，主要为黑云斜长片麻岩和二长片麻

岩，花岗变晶结构，黑云母呈片状定向排列，构成片

麻状构造，未 见 矿 化；１５１．０８～３０５．７４ｍ弱 镍 黄 铁

矿化 辉 橄 岩，镍 黄 铁 矿 呈 星 点 状、少 量 斑 杂 状；

３３０．３４～４０５．７５ｍ镍 黄 铁 矿 化 辉 橄 岩，斑 杂 状、斑

点状，底部为辉长岩。
该钻孔见 Ｍ１和 Ｍ２矿 体，见 矿 连 续 且 深 度 较

大，反映了成矿岩体的基本地质特征，反映了 Ｍ１矿

体深部延伸趋势，最深见矿深度为４０５．７５ｍ。

５．２．２　系列标本采集

根据“采集标本要最大限度客观反映矿床基本

地质特征”的原则，通过钻孔岩芯取样和地表拣块样

的方法，选择主要顶底板围岩、岩脉和矿石标本，采

集系列标本２３块，系列标本主要特征见表１。

５．３　实物资料的整理入库

采集完毕后，青海省第五地质矿产勘查院相关

人员按要求，对所采集的两个钻孔的岩芯按要求进

行了清洁包装，对岩芯箱进行了适当的加固，最终采

集 岩 芯：ＺＫ１１０７ 钻 孔 ３２６．９７ｍ；ＺＫ１３０２ 钻 孔

４０３．５０ｍ；ＺＫ１７０１钻 孔４１０．３４ｍ；系 列 标 本２３块。
以上实物地质资料已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安全运抵国家

实物地质资料中心，相关文字资料、图件也已经接收

完毕。实物地质资料经验收全部符合要求，至此，青
海省夏日哈木铜镍矿的实物地质资料采集工作全部

结束。具体采集结果见表２。

６　结　论

夏日哈木铜镍矿特征与甘肃金川、吉林红旗岭、
新疆坡北等我国著名岩浆熔离型铜镍硫化物矿床极

为相似，是我国近几年镍矿找矿的重大成果。该矿

床在东昆仑地区的首次发现，以及对矿床特征的初

步研究，进一步阐明了“小岩体成大矿”的地质事实，
昭示着东昆 仑 成 矿 带 此 类 矿 床 具 有 巨 大 的 成 矿 潜

力，对于进一步认识和研究东昆仑造山带地质构造

演化以及铜镍矿成矿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表１　系列标本主要特征

序号 样品编号 样品类型 采样层位 样品名称 采样位置 采样方法

１ ＺＫ１１０３－ｂ１ 围岩 矿体顶板 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ＺＫ１１０３：１０．９６ｍ 岩芯取样

２ ＺＫ１１０３－ｂ２ 含矿岩体 弱镍黄铁矿化矿体 蚀变橄榄岩 ＺＫ１１０３：７４．１９ｍ 岩芯取样

３ ＺＫ１１０３－ｂ３ 后期侵位岩体 矿体夹石 辉长岩 ＺＫ１１０３：１６３．９９ｍ 岩芯取样

４ ＺＫ１１０３－ｂ４ 矿石 镍黄铁矿矿化矿体 镍黄铁矿化蚀变橄榄岩 ＺＫ１１０３：１４０．３６ｍ 岩芯取样

５ ＺＫ１１０３－ｂ５ 矿石 镍黄铁矿矿化矿体 弱镍黄铁矿化橄辉岩 ＺＫ１１０３：３３６．１０ｍ 岩芯取样

６ ＺＫ２０３－ｂ１ 岩体 辉石岩相 辉石岩 ＺＫ２０３：５２．４６ｍ 岩芯取样

７ ＺＫ９０９－ｂ１ 矿石 矿体橄辉岩岩相 镍黄铁矿化橄辉岩 ＺＫ９０９：７４．０ｍ 岩芯取样

８ ＺＫ９０９－ｂ２ 矿石 矿体橄辉岩岩相 镍黄铁矿化橄辉岩 ＺＫ９０９：９８．０２ｍ 岩芯取样

９ ＺＫ１０７Ｓ－ｂ１ 矿石 矿体橄辉岩岩相 镍黄铁矿化橄辉岩 ＺＫ１０７：１０８．９８ｍ 岩芯取样

１０ ＺＫ５０９Ｓ－ｂ１ 矿石 矿体橄辉岩岩相 镍黄铁矿化橄辉岩 ＺＫ５０９Ｓ：９４．６ｍ 岩芯取样

１１ ＺＫ９０９－Ｓ－ｂ１ 矿石 矿体橄榄岩岩相 镍黄铁矿橄榄岩 ＺＫ９０９－Ｓ：１０８．０ 岩芯取样

１２ ＺＫ９０９－Ｓ－ｂ２ 岩体 不含矿辉石岩岩相 碎裂辉石岩 ＺＫ９０９－Ｓ：１６．９ 岩芯取样

１３ ＺＫ９０９－Ｓ－ｂ３ 矿体围岩 矿体底板围岩 花岗岩 ＺＫ９０９－Ｓ：２９０．６２ 岩芯取样

１４ ＱＨＸＲＨＭ－０１ 矿石 地表 辉石岩 ＴＣ０Ｅ 拣块样

１５ ＱＨＸＲＨＭ－０２ 岩脉 地表 闪长岩 ＴＣ０ＥＷ 拣块样

１６ ＱＨＸＲＨＭ－０３ 岩脉 地表 辉长岩 ＴＣ０ＥＷ 拣块样

１７ ＱＨＸＲＨＭ－０４ 岩脉 地表 电气石花岗岩 ＴＣ１Ｅ 拣块样

１８ ＱＨＸＲＨＭ－０５ 矿石 地表 蚀变橄榄岩 ＺＫ００４机台 拣块样

１９ ＱＨＸＲＨＭ－０６ 岩脉 地表 闪长岩 ＨＳ２６号异常区 拣块样

２０ ＱＨＸＲＨＭ－０７ 岩脉 地表 大理岩 ＨＳ２６号异常区 拣块样

２１ ＱＨＸＲＨＭ－０８ 围岩 地表 花岗岩 ＨＳ２６号异常区 拣块样

２２ ＱＨＸＲＨＭ－０９ 围岩 地表 花岗质片麻岩 ＨＳ２６号异常区 拣块样

２３ ＱＨＸＲＨＭ－１０ 围岩 地表 黑云斜长片麻岩 ＨＳ２６号异常区 拣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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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实物地质资料采集情况一览

资料类别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实物资料

１ ＺＫ１１０７全孔岩芯 ３２６．９７ ｍ

２ ＺＫ１３０２全孔岩芯 ４０３．５０ ｍ

３ ＺＫ１７０１全孔岩芯 ４１０．３４ ｍ

４ 系列标本 ２３ 块

相关资料

１ 青海省格尔木市夏日哈木铜镍矿区详查报告 １ 份

２ 青海省格尔木市夏日哈木地区综合地质图（１：１００００） １ 幅

３ 青海省格尔木市夏日哈木地区综合地质图（附工作部署）（１：１００００） １ 幅

４ 夏日哈木铜镍矿 ＨＳ２６号异常区 Ｍ１矿体水平投影（１：１０００） １ 幅

５ 夏日哈木铜镍矿 ＨＳ２６号异常区采样平面图（１：２０００） １ 幅

６ 夏日哈木铜镍矿 ＨＳ２６号异常区１１勘探线储量估算图（１：１０００） １ 幅

７ 夏日哈木铜镍矿 ＨＳ２６号异常区１３勘探线储量估算图（１：１０００） １ 幅

８ 夏日哈木铜镍矿 ＨＳ２６号异常区１７勘探线储量估算图（１：１０００） １ 幅

９ 夏日哈木铜镍矿 ＨＳ２６号异常区ＺＫ１１０７钻孔柱状图（１：２００） １ 幅

１０ 夏日哈木铜镍矿 ＨＳ２６号异常区ＺＫ１３０２钻孔柱状图（１：２００） １ 幅

１１ 夏日哈木铜镍矿 ＨＳ２６号异常区ＺＫ１７０１钻孔柱状图（１：２００） １ 幅

１２ 夏日哈木铜镍矿 ＨＳ２６号异常区典型标本采集编录表 １ 份

１３ 岩芯整理照片 １ 份

　　在青海省第五地质矿产勘查院相关人员的积极

组织和配合下，本次夏日哈木铜镍矿的实物地质资

料采 集 工 作 最 终 选 择 了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ＺＫ１１０７、

ＺＫ１３０２和ＺＫ１７０１三个典型钻孔岩芯及一套系列

标本。现阶 段 找 矿 勘 探 过 程 中，该 矿 床 的 研 究 工

作仍十分薄弱，本 次 采 集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将 对 未

来东昆仑地区镍矿 成 矿 作 用 及 区 域 构 造 演 化 的 研

究提供重 要 实 物 依 据，同 时 丰 富 国 家 实 物 库 东 昆

仑成矿带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满 足 国 家 库 库 藏 体 系

建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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