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1 卷第 3 期 中 国 地 质 Vol.41, No.3

2014 年 6 月 GEOLOGY IN CHINA Jun. ,2014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14, 41(3)

娄德波, 王登红, 肖克炎, 等. 中国镍矿预测类型及主要战略接续区[J]. 中国地质, 2014, 41(3): 715-727.

Lou Debo, Wang Denghong, Xiao Keyan, et al. Prediction types and main successive strategic resource base areas of Ni ore deposits in China[J].

Geology in China, 2014, 41(3): 715-727(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锈钢产业的迅速发展，镍

矿资源的需求也不断扩大，至 2006年，中国已经成

为世界第一大镍资源消费大国，而在此背景下，中

国镍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却持续升高，话语权逐渐

变小，镍价格完全由外国主导，造成该局面的因素

很多，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是国内矿产勘查成效不

佳，镍矿资源自给率逐年下降造成的[1-2]，因此提高

中国矿产资源找矿水平，扩大镍矿资源储量已成为

当务之急。作为一项前瞻性和战略性任务，开展中

国镍矿资源潜力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找矿战略

接续区，对于立足国内，解决中国镍矿资源紧缺形

势，改善定价机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在此形

势下，2006年启动了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

该项目以矿产预测类型为主线，在地质成矿规律指

导下，使用先进的GIS分析技术，对地质调查长期积

累的多源勘查数据进行预测要素提取与挖掘，建立

了镍矿的区域预测模型，在此基础上圈定了全国镍

矿预测区，并估算了潜在资源量[3-4]。经过几年艰苦

卓绝的工作，在中国东部地区完成1∶5万比例尺、西

部地区完成1∶20万比例尺的镍矿预测工作，共圈定

了各类镍矿最小预测区近400个，分别估算了500 m

以浅、1000 m以浅和2000 m以浅潜在资源量。此次

预测成果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矿床地质研究和国

内镍矿勘查信息资料水平，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

数据，如何利用该成果服务于社会，有待政府进一

步开发。本文试图利用此次研究成果,系统总结镍

矿预测类型的基本特点，分析中国镍矿资源的潜

力，划分主要战略接续区，为进一步找矿工作部署

提供依据。

1 镍矿预测类型

矿产预测类型是从预测的角度对矿产资源的

收稿日期：2013-11-27；改回日期：2014-03-25

资助项目：中央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K141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002119）和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1212011121040）

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娄德波，男，1979年生，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数学地质及矿产资源评价工作；E-mail：llddbb_e@126.com。

中国镍矿预测类型及主要战略接续区

娄德波 1 王登红 1 肖克炎 1 孙 涛 1 王全明 2 阴江宁 1

（1.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7；

2.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 100037）

提要：为了充分展示和利用全国镍矿预测的思路及其主要成果，本文根据矿产预测类型的划分标准，将镍矿划分为

岩浆型镍-铜硫化物矿、风化壳型镍矿和海相沉积型镍-钼-钒矿3种类型，并系统总结了各矿产预测类型的基本特

征、成矿规律、利用现状、预测要素和预测方法。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镍矿从成矿地质背景、地球化学特征、矿床分布

密集程度、成矿强度以及资源潜力方面进行了分析与综合，结合矿床类型特点，提出了喀拉通克、觉罗塔格、北山、辽

吉、龙首山、祁曼塔格、墨江—金平和宝坛等8个战略接续区，用以指导镍矿找矿工作部署。

关 键 词：镍矿；矿产预测类型；定量分析；战略接续区；中国

中图分类号：P618.63；P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3657（2014）03-0715-13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14, 41(3)

716 中 国 地 质 2014年

一种分类，其核心是在成矿规律与矿产预测之间架

起一座桥梁，以便于基于成矿规律的定性分析与基

于计算机软件的定量评价能够逐渐实现“无缝链

接”[5-7]。其理论基础是成矿系列理论的矿床式，既

高于具体矿床，又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因此矿产预测

类型比一般的矿床类型更具有可操作性，完全可以

在同一张中、大比例尺地质矿产图上实现从地质、矿

产到物探、化探和遥感等各类信息的自然整合，从而

实现利用综合信息开展定位和定量预测的目标[6]。

鉴于中国镍矿具有资源丰富且分布集中、探明资源

储量大、矿石品位高，伴生组分稳定、综合利用价值

大以及成矿条件优越、找矿潜力大等特点，本次潜力

评价工作也将镍矿作为预测矿种之一。根据矿产预

测类型的划分原则[5-7]，将中国镍矿预测类型主要划

分为岩浆型镍-铜硫化物矿、风化壳型镍矿和海相

沉积型镍-钼-钒矿 3 种类型，其基本特征、成矿规

律、利用现状、预测要素及预测方法分述如下：

1.1 岩浆型镍-铜硫化物矿

岩浆型镍-铜硫化物矿又称基性—超基性镍-

铜（铂）硫化物型矿，这类矿床与基性-超基性岩有

关；镍、铜常共生，镍大于铜，常伴有铂族、钴等多种

有用元素。在中国，该类矿床主要是与深断裂有关

的深部熔离-贯入型矿床，其成矿模式如图 1 所

示[8]。岩石类型主要有超基性岩类、基性—超基性

杂岩类和基性杂岩类，一般为铁质超基性岩，铁质

基性岩较少。硫化物矿体主要产于岩体内，其中就

地熔离型矿体，多呈似层状和透镜状分布于岩体的

底部或中下部，与岩体中基性程度较高的岩相关系

密切；深部熔离-贯入作用形成的矿体，其形态相对

较复杂，除受岩相控制外，还受构造控制，常呈透镜

状、板状、脉状、扁柱状和不规则状分布于岩体内，或

直接产于围岩中，与围岩界线清楚。矿石中主要金

属矿物有磁黄铁矿、镍黄铁矿、黄铜矿和黄铁矿等。

围岩蚀变一般较强烈，有蛇纹石化、滑石化、阳起石

化、透闪石化、菱镁矿化和方解石化等。该类矿床

主要产于大陆边缘裂陷槽区、大陆裂谷和造山带后

碰撞伸展3种构造环境；成矿时代主要为元古宙、晚

古生代、三叠纪；分布区域主要有龙首山、东天山、阿

勒泰、吉林东部、川西北、云南南部、广西宝坛等地；

主要预测类型（矿床式）有金川式、喀拉通克式、黄山

式、兴地式、煎茶岭式，小南山式、杏树台式、周庵式、

赤柏松式、红旗岭式、五星式、向阳式、力马河式、杨

柳坪式、金宝山式、大坡岭式、长基式[9]。近几年在

中国新疆坡北、青海夏日哈木等地也有重要发现，

矿床级别已经达到超大型[10-11]。该类矿床是中国镍

矿床的主要类型，由于其所具有的品位高、杂质少

和易选冶等特征，所以也是中国镍矿资源的主要来

源。其主要预测要素及预测方法见表1。

图1 岩浆型镍-铜（铂族元素）硫化物矿床成矿模式图[5]

Fig.1 Genetic model of magmatic Ni-Cu (PGE)
sulfide deposits[5]

表1 不同镍矿预测类型预测要素及预测方法
Table 1 Prediction factors and methods of different nickel prediction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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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风化壳型镍矿

风化壳型镍矿又称红土型镍矿，主要是指出露

地表的含镍超镁铁质（超基性）岩石，受异常强烈的

机械、化学风化淋滤作用，在地下潜水面以上及其附

近，形成一定规模的风化壳氧化镍-硅酸镍矿，其成

矿模式可以总结如图 2[12-14]。该类矿床一般由分布

在上部的红土氧化镍矿层和下部的硅酸镍矿层组

成。氧化镍矿层的矿物成分以表生的针铁矿、赤铁

矿、锰土类、钴土类、铝土类以及少量粘土类矿物为

主，硅酸镍矿的矿物成分以淋滤作用生成的绿高岭

石、含镍的蛇纹石、暗镍蛇纹石、镍绿泥石、石英等矿

物为主。风化壳矿体的形态和产状，受多种地质因

素决定，有面型矿体、裂隙型矿体、接触喀斯特型矿

体。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广西、海南等热带-

亚热带地区，成矿时代一般为第四纪。矿产预测类

型（矿床式）有墨江式。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

速发展，镍的需求量日益剧增，开采深度日益加深、

矿山开采难度加大，硫化物型镍资源日益减少；与此

同时，在新喀里多尼亚、巴西、古巴等赤道附近国家

发现了大型、超大型红土型镍矿床，全球镍资源分布

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此形势下，全球镍行业将资

源开发利用的重点放在红土型镍矿资源上面。另

外，由于红土型镍矿开发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

红土型矿石中的镍和钴是完全可以提取的；其次，随

着一系列大型硫矿床的发现，硫酸价格大幅度的下

跌，红土型矿石酸浸成本也随之降低；同时，在矿石

冶炼方面，随着高压设备技术的改进与提高，部分难

熔性金属矿石不再是冶炼中的难题[12-14]。因此在中

国南方，该类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一定的前景。其

主要预测要素及预测方法见表1。

1.3 海相沉积型镍-钼-钒矿

海相沉积型镍-钼-钒矿又称黑色页岩型镍-

钼-钒矿，主要是指早寒武世，在扬子地台与伸展构

造背景有关的被动大陆边缘斜坡上的裂陷盆地，受

同沉积断裂活动影响，使上地幔有关元素被热水

（泉）循环体系带入裂陷盆地中，在相对深水的还原

条件下，形成由黑色硅质岩、炭质岩、磷质岩等构成

黑色岩系中，常富含Ni、Mo、V、As、Se、Re、Au、Ag、

Pt、Pd等多元素矿化组合，并往往构成镍、钼、钒等

矿床，其成矿模式如图 3所示❶。矿体呈层状、似层

状及透镜状产出。矿石矿物有：方硫镍矿、硫铁镍

矿、辉砷镍矿、针镍矿、紫硫镍铁矿、硫钼矿、闪锌

矿、黄铁矿等，其中镍品位在 0.2%~7.0%，钼品位在

0.2%~8% [15]。该类矿床分布区域主要在贵州、湖南

和湖北；矿产预测矿床式主要有遵义式、天门山

式。由于该类矿床是一种多金属难处理复杂矿，因

此长期以来在中国很少被利用（尤其是镍）。近年

来，随着镍钼资源利用程度的加大，以及硫化物矿

床保有资源储量的的迅速减少，镍钼资源开发利用

快速发展，尤其是镍钼矿采用加钙氧化焙烧-低温

硫酸化焙烧-水浸处理工艺的日臻完善，不仅可以

有较高的回收率（镍回收率 92%，钼回收率 96%）同

时回收镍和钼，以及钒等有价元素，而且环境友好，

无污染，成本较低。因此初步展现了一定的应用前

景。其预测要素及预测方法见表1。

综上所述，岩浆型矿床仍然是中国镍矿资源的

主要来源，风化壳型和海相沉积型将越来越成为镍

矿资源的有益补充。

2 镍矿资源潜力分析

2.1 镍矿资源统计分析

中国镍矿资源丰富，累积查明资源储量仅次于

澳大利亚、新喀里多尼亚、巴西、俄罗斯、古巴、印度

尼西亚、南非和加拿大，列世界第9位。中国镍资源

❶杨捷, 金少荣, 龙宣霖, 等. 贵州省镍钼钒矿资源潜力评价报告. 2013: 131-212.

图2 风化壳（红土）型镍矿成矿模式图[9]

Fig.2 Genetic model of laterite nickel deposit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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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沉积型镍钼钒矿成矿模式
Fig.3 Genetic model of sedimentary Ni-Mo-V deposits

分布广泛、但储量高度集中，全国 31 个省（区、市）

中，19个省（区、市）查明有镍矿资源储量，但主要集

中于甘肃、新疆、吉林和青海，合计占全国总量的

79%；如果再加上四川、云南、广西 3省（区）总计占

全国的近90%。从类型上来看，中国镍矿类型与世

界大致相同，但不同类型资源储量分布差异却较

大，在世界上，岩浆型矿床占28%，风化壳型占72%，

海相沉积型微乎其微；而在中国，岩浆型矿床占

89%，风化壳型占 8%，海相沉积型占 3%（图 4）。通

过本次预测，由中国累计查明资源储量和预测资源

量对比（图5~6），可以看出，中国镍矿还有很大的资

源潜力。另外，从中国已经发现矿床（点）规模可以

看出，小型和矿化点占81%，随着勘探程度的加强，

部分矿床（点）规模升级的可能性很大，预示着中国

镍矿资源有着较大的潜力。

2.2 镍矿资源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更好地展示中国镍矿资源的空间分布特

图6 镍矿资源前景对比图
Fig.6 Ratio of proved reserves to potential resources

图4 中国不同类型镍矿查明资源储量对比图
Fig.4 Proportions of proved resourc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Ni ore deposits

图5 镍矿床（点）规模分布图
Fig.5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sizes of Ni ore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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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指导找矿工作部署，笔者分别设计了镍成矿构

造背景、地球化学省、矿床密度、成矿强度和资源潜

力等 5类图件，通过在全国层面上对它们进行分析

和筛选，为战略接续区的确定提供依据。

2.2.1 镍成矿构造背景分布特征

成矿构造背景是在宏观上确定该类矿床找矿

有利空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地构造成矿学研究的

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其在找矿工作中卓有成效，因

此，总结和划分镍矿在中国产出的主要构造背景，

对于指导找矿具有宏观意义。大地构造成矿学研

究的目的就是把地质构造单元与成矿物质单元相

结合，把构造活动和成矿物质迁移富集作为一个整

体来研究成矿的机理和演化规律，以及所形成矿产

的时空分布规律，以求更好地预测新的含矿区和选

择靶区，为进行有效的勘查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16]。

通过以往研究成果以及本次项目的研究，镍矿形成

于以下构造背景，岩浆型主要形成于大陆边缘裂陷

槽（金川式）、大陆裂谷（白马寨式）和造山带后碰撞

伸展环境（黄山式），海相沉积型矿床主要形成于裂

陷盆地（遵义式），而风化壳型比较特殊，主要形成

于南方热带-亚热带气候地区（墨江式）（图7）。

2.2.2 镍地球化学省分布特征

地球化学省被定义为岩石化学组分与地壳的

平均值有显著的不同的相对较大范围的区域，这个

省的位置及其范围可以提供具有相当经济意义的

初始勘查靶区[18]。本次镍矿地球化学省编图，采用

1978—2002年，中国在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

的1∶20万（少数为1∶50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成果

资料。采样介质以水系沉积物为主，少数水系不发

育地区采集土壤样品。1∶20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

采样密度一般为 1～2 个样品/km2，按每 4 km2网格

组合为 1 个样品送实验室分析。1∶50 万低密度样

品，直接将单点样送实验室分析。覆盖面积 650万

km2，1∶20万图幅1299个，1∶50万图幅18个，数据点

142 万个，近 5540 万个数据。在此基础上，以 80

km×80 km为网格化单元，采用正则化数据处理方

图7 中国镍矿成矿构造背景图[17]

Fig.7 Metallogenic tectonic setting of Ni ore deposits in Chin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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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数据拉伸保持在0～1，以0.2或0.3作为色阶，

以 0.2作为背景值，绘制镍地球化学省图件（图 8），

从图上可以看出，镍地球化学省主要受深大断裂以

及基性—超基性火山岩和侵入岩有关，如新疆阿勒

泰、西准噶尔、东天山、甘肃龙首山、青海东昆仑、西

藏班公湖怒江、雅鲁藏布江、吉林红旗岭、川滇黔地

区、广西宝坛、内蒙古索伦山等地区，这些地区的基

性-超基性岩浆岩的规模控制着镍地球化学省的规

模和强度。

2.2.3 镍矿床密度分布特征

矿床密度是指单位面积内矿床（点）出现的数

目，反映了矿床（点）的分布的数量和趋势[20]。事实

上，除少数个别情况（例如，白云鄂博），大多数大

型矿床都是与大大小小的同类矿床密切共生的，它

们共同组成了矿床分布密集区。本次数据采用全

国 19 个省份的 338 个镍矿床（点）数据，以 80 km×

80 km为网格化单元，并且采用正则化数据处理方

式，将数据拉伸保持在 0~1。在此基础上以 0.2 或

0.3作为色阶，以 0.2 作为背景值，绘制矿床密度异

常如图 9 所示。可以看出主要的镍矿密集区包括

新疆觉罗塔格、北山、甘肃龙首山、吉林红旗岭、川

滇黔、云南墨江—金平、广西宝坛、湖南天门山、贵

州遵义等地区。

2.2.4 镍成矿强度分布特征

矿床成矿强度是指单位面积内矿床的储量，反

映了相应地区金属量的浓集趋势[20]。本次数据采用

全国19个省份的338个镍矿床（点）数据，以80 km×

80 km为网格化单元，并且采用正则化数据处理方

式，将数据拉伸保持在 0~1。在此基础上以 0.2 或

0.3作为色阶，也以0.2作为背景值，绘制矿床成矿强

度异常图（图10）。从中可以看出，成矿强度较大地

区主要分布在：新疆喀拉通克、觉罗塔格、北山、甘

肃龙首山、青海祁曼塔格、吉林红旗岭、四川杨柳

坪、云南墨江—金平、广西宝坛、陕西煎茶岭、河南

图8 镍地球化学省分布图[19]

Fig.8 Map of Ni element geochemical province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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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国镍矿床成矿密度图（编号对应成矿省见图8）[19]

Fig.9 Map of Ni ore deposit density in China (for metallogenic province corresponding to serial number, see Fig.8)[19]

周庵、江西德兴等地区。

2.2.5 镍预测潜力分布特征

矿床成矿潜力是指单位面积估算的潜在资源

量的分布图。以通过地质参数体积法对全国镍矿

预测所圈定各类镍矿近400个最小预测区在2000 m

以浅预测的资源量为基础，以 80 km×80 km为网格

化单元，并且采用正则化数据处理方式，将数据拉

伸保持在0～1。在此基础上以0.2或0.3作为色阶，

以 0.2作为背景值，绘制矿床成矿潜力（图 11）。从

中可以看出，中国镍矿资源潜力主要分布在新疆喀

拉通克、觉罗塔格、北山、甘肃龙首山、吉林红旗岭、

青海祁曼塔格、云南墨江—金平、河南周庵、湖南天

门山、广西宝坛、陕西煎茶岭等地区。

2.3 主要战略接续区

综合镍矿资源的成矿构造背景、地球化学省、

矿床密度、成矿强度以及资源潜力，并结合不同类

型矿床的利用现状，划分中国镍矿主要战略接续区

包括：新疆喀拉通克、觉罗塔格、北山、辽吉（红旗

岭）、甘肃龙首山、青海祁曼塔格、云南墨江—金平、

广西宝坛等8个战略接续区（图12）。

2.3.1 龙首山战略接续区

该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阿拉善地块西南缘。

北以龙首山北缘断裂与潮水中新生代断陷相邻，南

以南缘断裂与走廊过渡带分开。镁铁-超镁铁质岩

体成北西向的带状展布，受龙首山隆起控制，东、西

长约 200 km，现称其为龙首山岩带，该岩带中镁铁

—超镁铁质岩体分布约20余处，以产出金川超大型

Ni-Cu-PGE 岩浆硫化物矿床而著名[21]。区域镁铁

—超镁铁质岩体分布显然受深大断裂控制，但深大

断裂本身极少有岩体存在，储岩场所受深大断裂附

近的次级构造裂隙控制，龙首山地区镁铁—超镁铁

质岩体无一例外全部侵位于深大断裂的上盘一侧

围岩中。按岩石类型可划分为 2类：一类是以金川

岩体为代表的二辉橄榄岩体，包括塔马子沟岩体和

毛草泉岩体等，主要分布于龙首山隆起的中段；另

一类是以藏布台岩体为代表的单辉橄榄岩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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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中国镍矿成矿强度图（编号对应成矿省见图8）[19]

Fig.10 Map of Ni mineralization intensity in China (for metallogenic province corresponding to serial number, see Fig.8)[19]

图11 中国镍矿成矿潜力图（编号对应成矿省见图8）[19]

Fig.11 Map of Ni mineral resource potential (for metallogenic province corresponding to serial number, see Fig.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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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中国镍矿主要战略接续区分布图(编号对应成矿省见图8)[19]

Fig. 12 Map of the main strategic base areas of Ni resourcers in China (for metallogenic province corresponding to
serial number, see Fig. 8)[19]

青井子等岩体，它们主要分布于龙首山隆起的西段

和东端，为不含矿岩体。中段金川超镁铁质岩体以

二辉橄榄岩为主要特征，常见到橄榄石堆晶岩，其

余镁铁质岩体以单辉橄榄岩为特征，该区查明资源

储量占全国查明资源总量的42%。

2.3.2 坡北战略接续区

该区位于新疆塔里木板块东北部北山裂谷带

内。区内出露的地层除第四系外仅见下石炭统红

柳园组。红柳园组下亚组构成了基性超基性岩体

的直接围岩。岩带内褶皱构造发育，轴向多为北东

和北东东向。但由于大量岩体的侵入，使地层支离

破碎或以残留顶盖出现，褶皱多被破坏而分辨不

清。岩带内最主要的断裂构造为北东向白地洼深

断裂，它直接控制着坡北岩带的分布。坡北岩带呈

北东向分布，主要岩石类型为角闪辉长岩、苏长辉

长岩、橄榄辉长岩、橄榄辉石岩和斜长岩。目前该

岩带内发现的矿床主要有坡一、坡十、罗东、红石

山、漩涡岭等矿床（点），尤其是近年来，坡一、坡十

进展巨大，资源量已达超大型规模，该区查明资源

总量占全国查明资源总量的17%，显示出巨大的找

矿潜力。

2.3.3 觉罗塔格战略接续区

该区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觉罗塔格岛弧带

和中天山地块。区内构造主要包括两条近北东东

向大断裂带，即北部的康古尔韧性剪切带和南部的

阿奇克库都克断裂带；区内地层主要为泥盆—石炭

系火山岩，其中梧桐窝子组是一套海相喷发的基性

熔岩，绿色-暗绿色细碧岩；干墩组是一套巨大的火

山碎屑沉积岩和含炭硅质岩；雅满苏组，主要为一

套双峰式的火山岩；阿奇克库都克断裂以南为一套

前寒武纪变质岩。区内岩体主要为镁铁超镁铁岩

类和花岗岩岩类，其中镁铁超镁铁类岩体主要分布

在该两条大断裂带附近，岩石类型有橄榄岩、辉橄

岩、橄辉岩、二辉岩、辉长苏长岩以及辉长岩和闪长

岩，岩体规模较小，最大者不超过 10 km2，该类岩石

中往往产出镍铜硫化物矿床；目前区内已经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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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有黄山和图拉尔根 2个大型矿床和香山、黄山

南、二红洼、葫芦、土墩和马蹄、白石泉和天宇等中

小型矿床[22,23]。该区目前已经是中国第二大镍矿资

源生产基地，查明资源储量占全国的7%。

2.3.4 祁曼塔格（夏日哈木）战略接续区

该区地处东昆仑造山带西段祁漫塔格地区。

区域出露地层有下元古界金水口岩群、奥陶—志

留系滩间山群，少量上泥盆统牦牛山组、下石炭统

石拐子组及大干沟组。区域构造以北西向、近东

西向断裂为主，北北西向、北东向断裂次之。岩浆

活动强烈是区内最显著的一个特征，以华力西、印

支期的中酸性岩体为主，多与不同时代的碳酸盐

岩接触形成矽卡岩型铁多金属矿，尚有热液型、斑

岩型铜钼多金属矿。华力西早期超镁铁质、镁铁

质岩体出露较少，形成了夏日哈木式的铜镍硫化

物矿床。青海省地矿局第五地质矿产勘查院经过

两年的勘查，在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地区发现该

矿床，已探获资源量镍达 100 万 t 以上、品位达

0.78%。该矿的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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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了青海无

大型镍矿的历史 [10]，并将进一步带动东昆仑地区

乃至青海省镍矿找矿工作。该区查明资源储量占

全国查明资源储量的 3%，目前夏日哈木铜镍钴矿

已经发现异常处有 10 余处，成带分布的化探异常

显示了巨大的找矿潜力。

2.3.5 墨江—金平战略接续区

该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扬子地台边缘哀牢山

构造带东南端的金平基性—超基性岩带上。区内

构造主要有红河深大断裂、哀牢山深大断裂、九甲

—安定深大断裂和墨江大断裂带。区内出露地层

主要有哀牢山变质岩系，二叠系阳新统与乐平统，

以及三叠系海陆交互相沉积及绿丰统陆相沉积，另

有分布不广的侏罗系、古近—新近系和第四系陆相

沉积。区内已发现的岩浆岩体有10余个，岩性主要

为基性-超基性岩类，主要由辉石岩、辉长岩、橄榄

岩、橄榄辉石岩、辉绿岩、苦橄岩、细晶辉石岩等组

成，次为中碱性正长岩、正长斑岩、脉岩类煌斑岩

等。目前区内已经发现多个矿床（点），其中规模矿

床主要有墨江风化壳型镍矿和白马寨岩浆型镍矿，

查明资源总量占全国查明资源总量的4.2%。

2.3.6 喀拉通克战略接续区

该接续区位于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大地构

造位置上位于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北缘。区

域构造上处于额尔齐斯构造带和可可托海—二台

断裂交汇部位的南西侧。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下

石炭统南明水组，其次有中泥盆统蕴都喀拉组、古

近系古新—始新统红砾山组以及第四系全新统。

含矿岩体岩石类型主要有辉长岩、橄榄苏长岩。在

该接续区内有多个镍元素异常分布。区内已经探

明喀拉通克大型镍铜硫化物矿床，该区虽然已发现

矿床数较少，但是已探明资源储量和预测资源量规

模都比较大，喀拉通克单矿矿床查明储量占全国的

2%，该区已成为新疆乃至全国重要的镍矿资源基

地。主攻矿种仍然是岩浆型镍铜硫化物矿床。

2.3.7 辽吉战略接续区

该区位于兴蒙造山带东段吉林褶皱带南部边

缘。加里东期形成并演化至今的NE走向的辉发河

深断裂作为矿田的南部边界，在整个区域地质演化

和成矿作用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区内出

露的地层为下古生界呼兰群，是一套由石榴石二云

斜长片麻岩、黑云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岩、白云母

片岩等组成的变质岩系。区内基性超基性岩石类

型主要有辉长岩、二辉岩、含长斜方辉石橄榄岩以

及橄榄辉石岩等。区内已经发现的矿床有红旗岭、

漂河川、长仁、彰项以及赤伯松等矿床（点）。该区

查明资源总量占全国查明资源总量的2%。

2.3.8 宝坛战略接续区

该区在大地构造上位于桂北台隆九万大山褶

皱带。区内出露地层主要有四堡群文通组、鱼西组

的浅变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等。断裂构造主要包

括北东向、北西向和南北向断裂，其中北东向的池

洞大断裂和四堡大断裂延长均大于100 km，控制着

镁铁质-超镁铁质岩体的产出。镍矿严格地受四堡

期橄榄岩-辉橄岩，辉长辉绿岩-辉石橄榄岩控制。

区内产出大坡岭、池洞、四堡、文得、红岗山、陶家、

田蓬、清明山等 11处岩浆熔离型镍矿床（点），其中

小型矿床 7处、矿点 4处。该区查明资源总量占全

国查明资源总量的不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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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1）中国镍矿具有资源丰富，且分布集中；探明

资源储量大，贫矿多，富矿少；镍矿床伴生组分稳

定，综合利用价值大；成矿条件优越，找矿潜力大等

特点。中国主要镍矿床类型有岩浆型镍-铜硫化物

矿床、海相沉积型镍-钼-钒矿床和风化壳型镍矿。

（2）岩浆型硫化物仍然是中国镍矿资源的主要

来源；风化壳型和海相沉积型，尤其是风化壳型将

越来越成为弥补硫化物矿床不足的重要镍矿来源。

（3）综合镍矿资源的成矿构造背景、成矿地球

化学省、成矿密度、成矿强度以及资源潜力，并结合

不同类型矿床的利用现状，划分中国镍矿主要战略

接续区包括：①喀拉通克；②觉罗塔格；③北山；④
辽吉；⑤龙首山；⑥祁曼塔格；⑦墨江—金平；⑧宝

坛等8个战略接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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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types and main successive strategic resource base areas of
Ni ore deposits in China

LOU De-bo1, WANG Deng-hong1, XIAO Ke-yan1, SUN Tao1,

WANG Quan-ming2, YIN Jiang-ning1

（1. MLR Key Laboratory of Metallogeny and Mineral Assessment, 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China; 2. China Geological Survey，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xhibit and utilize the main ideas and results of national Ni ore resource potential,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Ni

resources prediction types, i.e., magmatic type, weathering crust type and marine sedimentary type, and summarize their basic

characteristics,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utilization status, prediction factor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Based on analyzing the ore-

forming geological background, ore geochemical features, intensity distribution, intensity of mineralization and potential resource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l kinds of Ni ore deposits,the authors have assigned Ni resources to eight main successive

strategic base areas, i.e., Kalatongk, Jueluotag, Beishan Mountain, Liaoji, Longshou Mountain, Qimantag, Mojiang- Jinping and

Baotan, which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Ni ore exploration deployment.

Key words：Ni ore deposit; prediction type; digital analysis; successive strategic base areas of resource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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