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  床  地  质 
2014 年                                   MINERAL  DEPOSITS                             第 33 卷  增刊 

 

 

青海省中昆仑夏日哈木超大型镍-钴硫化物矿床 

发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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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大陆裂谷，尤其是地幔柱背景下的大陆裂谷是形成超大型岩浆硫化物铜镍铂族元素矿床最

有利的构造背景，例如俄罗斯 Noril’sk-Talnakh、加拿大 Voisey’s Bay、中国金川等。然而，尽管中亚造山

带南缘中国新疆北部多数晚古生代—早中生代一系列大型铜镍硫化物矿床与塔里木地幔柱岩浆活动的时

间相似，但甘肃（黑山大型矿床，365 Ma）和吉林（红旗岭大型矿床，217 Ma）等地其他一些同类矿床及

含矿岩体的年龄并不一致，因此，这些矿床与地幔柱背景的关系值得商榷。青海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

五地质矿床勘查院经过近 4 年的的艰苦工作，在东昆仑造山带中带探明了一处超大型镍-钴硫化物矿床——

夏日哈木矿床，该矿床的地质特点及构造背景将为超大型岩浆硫化物矿床成矿背景的多样性提供重要依据。 

夏日哈木矿床赋存于侵入于元古代变质岩中的基性-超基性岩体，该岩体主要有苏长辉长岩、橄榄方辉

岩、斜方辉石岩等岩相构成。笔者最新的 SHRIMP 锆石 U-Pb 年龄表明，该岩体形成于早泥盆世（~410 Ma），

与中昆仑广泛分布的早泥盆世火山岩时代高度一致。最新的勘探资料显示，夏日哈木矿床镍金属储量超过

100 万吨，镍的平均品位为~0.65%，达到超大型规模。 

根据该地区早泥盆世火山岩组合（玄武安山岩-安山岩-英安岩-流纹岩），以及广泛出露同的时代的花

岗岩基，多数学者认为该地区的早泥盆世处于碰撞后伸展阶段。该矿床的发现不仅是青藏高原岩浆硫化物

矿床的重大找矿突破，改变了中国岩浆硫化物矿床分布的版图，更说明造山带背景同样具有形成超大型岩

浆硫化物矿床的潜力，其中的基性-超基性岩体是不容忽视的找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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