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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锂资源的特征 

• 中国锂矿资源丰富，矿床多，规模大，优势矿产之一。

截至2013年全国探明锂矿床（点）151处，其中超大

型3处，大型10处，中型15处，小型13处，矿点（矿

化点）112处。 
• 在空间上的分布具有区域性集中的趋向，探明的锂矿

床分布于我国9个省（自治区），青海、西藏、四川、

江西四省（区）合计查明的资源储量占全国锂查明资

源储量的96％。湖南、新疆、河南、福建、陕西五省

亦有。其中，四川甲基卡伟晶岩型锂矿床是我国最大

的锂辉石矿床，以往探明氧化锂储量约120多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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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锂辉石矿床主要类型 

• 花岗伟晶岩型、花岗岩型、云英岩型和岩浆热液型，

以花岗伟晶岩型最重要，但近年来在甲基卡也发现细

晶岩型锂辉石矿床。 
• 花岗伟晶岩型锂矿主要分布在新疆阿尔泰成矿带和川

西松潘-甘孜成矿带，以新疆可可托海锂铍铌钽铷矿床

和川西甲基卡锂铍铌钽铷矿床最典型，其特点是品位

高、易于开采。 
• 花岗岩型矿床是我国分布最广的锂矿类型，主要位于

华南地区，以江西414、湖南正冲和尖峰岭、广西栗

木等矿床最为典型，品位较低、开发利用成本较高，

锂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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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锂辉石矿床类型划分方案 

重要
性 

矿床
类型 矿床式（类型） 典型矿床 主要分

布地区 

重要 
硬岩
型锂
矿 

宜春式花岗岩型锂
云母矿 

江西宜春
414 华南 

甲基卡式花岗伟晶
岩型锂辉石矿 

四川甲基
卡、可尔

因 

松潘－
甘孜造
山带 

可可托海式花岗伟
晶岩型锂辉石矿 

新疆阿尔
泰 

阿尔泰
造山带 

湘源式云英岩型锂
矿 

湖南道县
正冲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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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锂辉石矿预测类型划分表 

成因
类型 

预测
方法
类型 

预测
类型 西北 华北 东

北 
西
南 

中
南 

华
东 

硬岩
型 

侵入
岩型 

花岗
伟晶
岩型 

可可
托海
式 

官坡
式   

甲
基
卡
式 

传
梓
源
式 

南
平
式 

花岗
岩型           

宜
春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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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锂辉石矿预测类型主要矿床式 

预测
类型 

矿床
式 

大地构
造分区 

成矿区
带 

含矿
岩系 

矿床
成因 

矿床
规模 

成矿
时代 

共生
矿产 

预测要
素 

花岗
伟晶
岩型 

可可
托海
式 

哈龙早
古生代
岩浆弧 

北阿尔
泰成矿

带 

花岗
伟晶
岩脉 

花岗
伟晶
岩型 

中型 C-T 
Be、
Nb、

Ta 

角闪辉
长岩围
岩，伟
晶岩脉 

花岗
伟晶
岩型 

甲基
卡式 

巴颜喀
拉-松潘
造山带 

北巴颜
喀拉-马
尔康成
矿带 

花岗
伟晶
岩脉 

花岗
伟晶
岩型 

超大
型 

印支
晚期 

Be、
Nb、

Ta 

印支晚
期-燕
山期花
岗岩，
伟晶岩

脉 

花岗
岩型 

宜春
式 

武功山-
玉华山
隆起 

武功山-
杭州湾
成矿带 

燕山
期雅
山花
岗岩
体 

花岗
岩型 

超大
型 K1 Nb、

Ta 

燕山期
高度分
异花岗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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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锂辉石矿床成矿规律 

• 三个锂矿带：阿尔泰、川西和华南，多处于各种大地

构造单元内部的褶皱造山带。成因上与板块碰撞导致

的构造岩浆活动有关，大多数锂矿床，特别是大型锂

矿床，形成于岩浆活动中晚期热液蚀变体或伟晶岩脉

中，形成似层状、脉状锂矿。 

• 容矿岩石主要为花岗伟晶岩和蚀变花岗岩。伟晶岩型

锂矿体主要赋存在花岗伟晶岩的钠长石-锂辉石带、石

英-锂辉石带中，花岗岩型锂矿体主要赋存在钠长石化

花岗岩带和云英岩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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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阿尔泰锂辉石成矿带 

• 阿尔泰是我国最重要的锂辉石成矿带之一。呈北西

－南东方向展布，向北西伸展到哈萨克斯坦，向南

东延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主体在新疆，长约

500km，宽40~80km，面积约23000km2。已发现伟

晶岩脉10万余条，包括35个伟晶岩矿田，伟晶岩类

型比较齐全，是我国重要的稀有金属、宝石和工业

白云母成矿区。著名的锂铍铌钽稀有金属矿床有可

可托海、柯鲁木特、库卡拉盖及阿斯喀尔特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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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川西锂辉石成矿带 

• 川西锂矿带隶属松潘-甘孜造山带，造山带内伟晶

岩型稀有矿产种类多，分布广，已发现的矿床（点）

主要出现在造山带主体的东缘，如平武、马尔康、

丹巴、雅江、九龙等地区。1990年，四川矿产储量

表上有锂矿床11处，包括特大型矿床1处，大型矿

床1处，中型矿床4处，累计探明氧化锂储量居全国

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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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川西锂辉石成矿带 

• 特点：分布集中，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原的雅江、石渠、

金川和马尔康等地；品位较高，伴生或共生有多种有

益组分可综合利用。成矿时代较新，矿床类型单一；

锂、铍、铌、钽矿床几乎全为产于三叠系围岩中的花

岗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床；矿床埋深较浅，开采剥离

比小，部分矿体可直接露采。矿石选矿性能较好，多

为易采易选矿石；但多数矿区地处高寒山区，交通不

便，运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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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现稀有金属78处。总体工作程度低。找矿前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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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南锂矿带 

• 华南是重要的稀有金属、钨、锡多金属成矿带。 

• 稀有元素成矿一般发生在多期活动的晚期岩体之

中。目前探明的典型矿床主要有江西宜春414矿床、

湖南道县正冲锂矿床和尖峰岭锂矿床。其中，宜

春414是正在开发的典型矿床，但锂资源主要作为

陶瓷材料被开发，且资源消耗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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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宜春雅山岩体为一壳源复式侵入岩体，包括早期

（157Ma）夏家岭中粒斑状二云母二长花岗岩体局部

及深部中粗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为高酸度、富钾钠、

富稀有元素的花岗岩。与一般花岗岩比较，钽富集

8.8倍、铌3.4倍、锂11.5倍，同时还富含钨锡等元素；

银子岭钠长石、锂云母花岗岩体（130-136Ma）应属

岩浆晚期的残余岩浆侵入体，它以富碱（高钠）为特

点，除富含Ta、Nb、Li等金属元素外，还富含氟、钠

等挥发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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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时代和构造背景 

成矿区带 大地构
造类型 成矿时期 成矿的稀有金属

元素 矿床类型 典型矿区 

南岭Ta、Nb、
TR、Be、Li
成矿区 

板内
（低洼
区、活
化区） 

燕山期为
主，加里
东次之 

Ta、Nb、TR 
(ΣY为主)、Be、
（Hf、Rb、Cs） 

花岗岩型
（为主）、
伟晶岩型 

广西栗木，
江西葛源、
宜春、石城，
福建南平 

新疆阿尔泰Be、
Nb、Ta、Li、
Rb、Cs、Hf
成矿区 

褶皱造
山带 

海西、燕
山期为主 

Be、Ta、Nb、Li、
Rb、Cs、Hf 

花岗伟晶岩
型（为主）、
热液型、花
岗岩型 

可可托海、
柯鲁木特 

四川西部Li、
Be、Rb（Cs）
Nb、Ta成矿
区 

褶皱造
山带 

印支（燕
山） 

Li、Be、Rb、
（Cs）Nb、Ta 

花岗伟晶岩
型 

甲基卡、扎
乌龙、雪宝
顶、可尔因 

滇西Be、Nb、
TR（Ta、Li）
成矿区 

褶皱造
山型 

喜马拉雅
期为主 Sn、Be、Ta、Li 

花岗岩型、
花岗伟晶岩
型 

宝华山 

秦岭Li、Be、
Nb、(Ta、)成
矿区 

褶皱造
山带 

海西为主，
燕山次之 Li、Be、Nb、Ta 花岗伟晶岩

型 
河南卢氏官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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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辉石的成矿时代 

• 中生代特别是印支期、燕山期是锂辉石矿床成矿的极盛时期，

在南方几乎所有的特大型、大中型矿床都与燕山期构造－岩

浆活动有关，属燕山期成矿。新疆阿尔泰成矿带的各类稀有

金属矿床也以燕山期最为重要，川西甲基卡、可尔因、扎乌

龙等稀有金属矿床形成于印支期-燕山期。在华南成矿省，江

西宜春414、湖南道县正冲、尖峰岭等矿床形成于燕山期，

广西栗木钽铌铷锂矿床形成于印支－燕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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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辉石同位素年代数据 

矿床名称 矿床类型 矿种组合 定年方法 定年结果 参考文献 
新疆可可托海 花岗伟晶岩型 Li-Be-Nb-Ta 白云母Ar-Ar 178~182Ma 王登红等，2002 
新疆可可托海 花岗伟晶岩型 Li-Be-Nb-Ta 辉钼矿Re-Os 208Ma 刘锋等，2012 
新疆柯鲁木特 花岗伟晶岩型 Li-Be-Nb-Ta K-Ar 198~220Ma 地矿部矿床所，1981 
新疆蒙库喀拉
苏 花岗伟晶岩型 Li-Be-Nb-Ta 白云母Ar-Ar 268~252Ma 邹天人，李庆昌，2006 

新疆镜儿泉 花岗伟晶岩型 Li-Be-Nb-Ta 白云母Ar-Ar 243Ma 陈郑辉等，2006 
新疆大红柳滩 花岗伟晶岩型 Li-Be-Nb-Ta 白云母Ar-Ar 192Ma 李华芹，陈富文，2004 

四川甲基卡 花岗伟晶岩型 Li-Be-Nb-Ta 白云母Ar-Ar 195~199Ma 王登红等，2005；Li et 
al., 2013 

四川可尔因 花岗伟晶岩型 Li-Be-Nb-Ta 白云母Ar-Ar 152~176Ma 李建康等，2007 

四川扎乌龙 花岗伟晶岩型 Li-Be-Nb-Ta 白云母Ar-Ar 236Ma 1/20万地质报告，石渠幅，
1987 

江西宜春雅山 花岗岩型 Ta-Nb-Li K-Ar 131~157Ma 林传仙，1994 

湖南道县正冲 云英岩型 Li-Rb 全岩Rb-Sr 142~153Ma 陈延愚等，1986；李耀松
等，1986 

湖南临武尖峰
岭 花岗岩型 Ta-Nb-Li K-Ar 167Ma 黄蕴慧等，1988 

广西恭县栗木 花岗岩型 Ta-Sn-Li 白云母Ar-Ar 214Ma 杨峰等，2009 
河南卢氏202矿 花岗伟晶岩型 Ta-Nb-Li K-Ar 396Ma 陈西京，1976 
河南卢氏南阳
山 花岗伟晶岩型 Ta-Nb-Li K-Ar 396Ma 陈西京，1976 

江西于都上坪 石英脉型 Li K-Ar 177Ma 袁忠信和白鸽，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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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矿
谱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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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辉石成矿演化与构造演化的关系 

• 锂是最轻的金属元素，具有异常的活泼型，
致使内生型锂矿床的形成多受到构造环境的
约束，如花岗伟晶岩的形成往往集中于造山
过程的相对稳定时期。 

强烈造山带中的相对“宁静”时段的相对稳
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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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锂辉石矿床成矿系列 

• 全国锂矿床有14个成矿系列，9个为内生型成矿系列。 
 

系列(组)
编号 系列(组)名称 亚系列编

号 亚系列名称 矿床式 

Pz1-1 

阿尔泰与加里东期变质－岩
浆作用有关的Fe、W、Mo、
白云母、稀有金属矿床成矿
系列 

Pz1-11 
与加里东晚期变质－花
岗岩有关的稀有金属、
白云母矿床成矿亚系列 

四矿式 

Pz1-11I 

秦岭与加里东旋回岩浆、沉
积作用有关的磷、Mn、Ni、
Mo、V、U、Cu、Zn、Ba、
稀有金属、白云母矿床成矿
系列组-岩浆成矿系列 

Pz1-114 

北秦岭与加里东－海西
期花岗伟晶岩有关稀有
金属、白云母矿床成矿
亚系列 

官坡式、
蔡家沟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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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组
)编号 系列(组)名称 亚系列

编号 亚系列名称 矿床式 

Pz1-13 
武夷－云开及周边地区与加里东运
动有关的W、Sn、Nb、Ta、Cu、
Au、Be、白云母矿床成矿系列 

Pz1-132 

武夷隆起区及其边缘与加里
东晚期碰撞造山混合岩化花
岗伟晶岩有关的Nb、Ta、Be、
白云母矿床成矿亚系列 

南平式 

Pz2-6I 

东天山与海西旋回构造－岩浆作用
有关的Fe、Cu、Pb、Zn、Mo、W、
Sn、Au、Ag、Ni、Co、V、Ti、
蛇纹石、滑石矿床成矿系列组-岩
浆成矿系列 

Pz2-64 
海西晚期与造山期后构造－
岩浆作用有关的Au矿床成矿
亚系列 

镜儿泉
式 

Mz-1 

阿尔泰与印支－燕山期造山期后与
碱长－偏碱性岩浆作用有关的稀有
金属、白云母、宝石、贵金属、有
色金属矿床成矿系列 

Mz-11 
与印支期花岗岩有关的Nb、
Ta、Cs、Be、白云母成矿亚
系列 

可可托
海式 

Mz-12 

与燕山期花岗岩类有关的稀
有金属Li、Be、Nb、Ta、Rb、
Cs、宝石、白云母、Au、W
矿床成矿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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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组) 系列(组)名称 亚系列 亚系列名称 矿床式 

Mz1-6I 

昆仑－阿尔金与印支旋回构造
－岩浆－沉积作用有关的Au、
Fe、Cu、REE、石膏矿床成
矿系列组之岩浆成矿系列 

Mz1-62 
昆仑与花岗质岩类有关的
稀有金属、REE、Fe、Cu、
Au矿床成矿亚系列 

大红柳
滩式 

Mz-23 
松潘－甘孜褶皱带与中生代岩
浆、热液作用有关的稀有金属、
Au矿床成矿系列 

Mz-232 

丹巴-康定构造岩浆带与印
支-燕山期花岗岩类有关的
Li、Be、白云母、水晶矿
床成矿亚系列 

甲基卡
式、可
尔因式 

Mz2-41 
南岭与燕山期中浅成花岗岩类
有关的REE、稀有、有色金属
及U矿床成矿系列 

Mz2-
412, 

湘粤桂海西坳陷区与燕山
期花岗岩类有关的W、Sn、
Nb、Ta、Be、Mo、Pb、
Zn、萤石矿床成矿亚系列 

尖峰岭
式、栗
木式 

Mz2-
415 

武功山－云开构造岩浆带
与燕山期花岗岩类有关的
Nb、Ta、W、Fe、Au矿
床成矿亚系列 

宜春
414式 

Kz-19 
西南三江南段与变质－岩浆作
用有关宝玉石、云母、稀有金
属成矿系列 

Kz-192 
高黎贡山－滇西与渐新世
未变质作用有关的宝玉石、
云母、稀有成矿亚系列 

宝华山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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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全国分布图 

3号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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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成矿省东西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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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全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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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托海—带不走的伟晶岩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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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性认识 

• 随着时代直老而新： 
• 伟晶岩脉规模越来越大； 
• 矿种由白云母→白云母＋稀有→稀有 
• 矿床规模：小→大→超大型 
• 伟晶岩脉分带性：越来越完备，复杂 
• 元素种类：单一→多样化 

 
• 稀有金属形成于相对稳定的构造环境或者相对
稳定的阶段封闭的环境，不同于造山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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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五、锂辉石找矿工作概况 

• 在全国范围内圈定了12个成锂区带。 

• 成锂区带是指以锂为主矿种的成矿区带或以锂作为特色矿种

的成矿区带。 

• 成锂带， 

• 成锂区，分别对应于硬岩型和盐湖型锂矿。 

• 成锂带可以与其他矿种的成矿区带重叠、交叉，也可以独立

存在。 

• 圈定或划分成锂带的重要目的也是为了便于集中力量、快速

部署、强化勘探以取得锂矿找矿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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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锂带的划分原则 

• 12个锂成矿带中锂辉石成矿区带主要有7个。 

• 划分原则为：①成锂带需要以产出大量锂矿床（点），且

具有规模达到小型以上的典型锂矿床，否则区域不单独划

分成矿带；②成锂带范围参考全国Ⅲ级成矿带；③对于矿

床（点）分布范围与Ⅲ级成矿带不一致的区域，按照造山

带的范围进行划分，如秦岭成锂带；或参考地理单元进行

划分，如柴达木成锂带、藏北成锂带；④成锂带的命名参

考三级成矿带名称、地理单元名称、典型矿床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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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成锂带名
称 典型矿床 主要成矿

时代 

所在成
矿区带
编号 

所在成矿区带名称 成矿区带的
构造背景 

Li1 阿尔泰锂
成矿带 可可托海 海西-燕山

期 III-01 北阿尔泰稀有-Pb-Zn-Au-白
云母-宝石成矿带 

阿尔泰造山
带 

Li3 西天山锂
成矿带 沙音图拜   III-09 伊犁微板块北东缘(造山带)Au-Cu-Mo-Pb-

Zn-Fe-W-Sn-P石墨成矿带 

Li4 东天山锂
成矿带 镜儿泉 海西-印支

期 III-08 觉罗塔格-黑鹰山Fe-Cu-Ni-Au-Ag-Mo-W-
石膏-硅灰石-膨润土-煤成矿带 

Li5 西昆仑锂
成矿带 大红柳滩 印支-燕山

期 III-27 西昆仑Fe-Cu-Pb-Zn-RM-REE-硫铁矿-水晶
-白云母-宝玉石成矿带 

Li8 松潘-甘孜
锂成矿带 甲基卡 印支期-燕

山期 III-30 
北巴颜喀拉-马尔康Au-Ni-
Pt-Fe-Mn-Pb-Zn-Li-Be-云母
成矿带 

松潘-甘孜造
山带 

Li1
0 

秦岭锂成
矿带 

官坡 加里东期 III-66 东秦岭Au-Ag-Mo-Cu-Pb-
Zn-Sb-非金属成矿带 造山带 

官坡 燕山期 III-23 南祁连(含拉鸡山)Pb-Zn-
Au-Cu-Ni-Cr成矿带 造山带 

Li1
2 

华南锂成
矿带 

宜春 印支期-燕
山期 III-70 江南隆起东段Au-Ag-Pb-Zn-

W-Mn-V-萤石成矿带 板内构造带 

南平 加里东期 III-71 武功山-杭州湾Cu-Pb-Zn-Ag-Au-W-Sn-Nb-
Ta-Mn-海泡石-萤石-硅灰石成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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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阿尔泰-天山-昆仑山锂辉石资源勘
查评价区 

• 新疆的锂矿主要位于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昆仑山等造山带，特别是花岗

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床主要产于华力西期造山带内，目前发现的成型锂矿主

要集中于阿尔泰山南缘（可可托海、柯鲁木特、库卡拉盖），少量分布于东

天山（镜儿泉）和西昆仑（大红柳滩）。矿床成因类型主要为花岗伟晶岩型

锂矿床，少量现代盐湖型锂矿等。以往新疆矿产资源潜力预测已进行了一定

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新一轮潜力预测。但由于新疆除阿尔泰地区外的其它区

域锂矿地质矿产研究程度低，矿产勘查程度低，以往勘探深度普遍较浅，探

明资源储量也主要集中在阿勒泰地区的几处矿山企业，深部和外围找矿潜力

巨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进一步发现了西昆仑大红柳滩一带的

稀有金属矿集区具有极好的成矿条件，将是今后锂矿勘查工作的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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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托海式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的重点调查评价 

 

别也萨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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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松潘-甘孜造山带锂辉石资源勘查评价区 

• 四川西部锂辉石资源丰富。已经发现有康定县甲基卡、金川县

可尔因、马尔康县白湾、观音桥、石渠县扎乌龙、道孚县容须

卡、雅江县木绒、九龙县三岔河等。近年来，川西地区的花岗

伟晶岩型矿床的找矿工作取得较大突破，在可尔因地区发现李

家沟特大型稀有金属矿床，在甲基卡矿区的外围，“我国三稀

资源战略调查”项目的稀有金属找矿工作取得较大突破另外，

石渠县扎乌龙地区的工作程度很低，上世纪80年代的勘查工作

仅确定为中型规模，预计深部和外围找矿前景巨大，规模可能

扩大为超大型。九龙岩体的外围也具有一定的找矿潜力，虽然

矿脉比较小，但有希望发现高品位的稀有金属矿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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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全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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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34伟晶岩脉，其Li2O储量约50万吨 

2002年的甲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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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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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秦岭锂资源勘查评价区 

• 主要分布在河南卢氏县、陕西商丹县和太白县。 

• 锂主要以锂辉石、锂云母的形式赋存于花岗伟晶岩中。

河南卢氏的锂矿区主要有3处（中型1处，小型2处）。 

• 卢氏县南阳山锂矿矿石量77万吨；蔡家沟铌钽矿区伴

生锂矿石量222万吨，卢氏县官坡七里沟前台锂矿区

矿石量5.5千吨。陕西省代表性矿床为商南县凤凰寨矿

和太白县安沟梁锂矿。秦岭造山带伟晶岩的勘查工作

主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工作程度低，也具有较大

的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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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南锂资源勘查评价区 

• 是我国主要的锂资源产地，涵盖江西、湖南、广

西东北部、湖北南部等地区，存在江西宜春414、
湖南尖峰岭和正冲、广西栗木等重要矿床。 

• 类型主要以花岗岩型为主，但锂辉石占的比重不

如阿尔泰和川西。因此，该地区的勘查评价应以

花岗岩型锂矿资源为主，以寻找富F等挥发分的高

演化程度花岗岩为主体，如含萤石、黄玉的白云

母花岗岩，甚至锂云母花岗岩，富氟、锂的岩体

出露面积越小，演化程度越高，则成矿潜力越大。

花岗伟晶岩型矿床的勘查评价工作可围绕幕阜山

为中心开展，重点放在幕阜山外围地层中伟晶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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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重点矿集区稀有稀散和稀土矿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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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三稀资源综合研究与重点评价 

同安-上富远

景区，估算

Li2O 41.266万

吨。Ta2O5  

3317吨，伴有

铌、铷、铯、

铍等元素矿产。 



江西同安锂铯铌钽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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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锂辉石找矿的重大突破 

• 2011年开始，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始设立“我国三稀

资源战略调查”等项目，旨在已有资料综合研究的

基础上，通过大比例尺地质填图、物化探测量和遥

感解译等手段，圈定出新的找矿靶区并进行重点验

证，扩大稀有金属矿产资源远景。其中，四川地调

院等单位在甲基卡稀有金属矿床外围开展了重点调

查评价，至2014 年共计新发现锂辉石矿脉8条
（Li2O 1.3%~1.86%)，通过对其中的X03矿化脉和

异常进行查证，证实为一条巨大的锂辉石型稀有金

属工业矿脉（图7 )。该脉新增氧化锂资源量64.31
万t，其中333类资源量 50.64万t，达超大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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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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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康定、雅江 
及道孚三县交界处。 
 

青藏高原东缘海拔4000-4600米 

数名工作者遭雷击和患肺水肿以身殉职！ 



57 

工作基础   

• 1959年，四川省地质局甘孜地质队根据群众报矿

线索，周洪健普查组，白云母｡塔公寺大殿，走访

藏族老人，“尼西纳有”｡ 
 

• 1984年由唐国凡、吴盛先编写提交《四川省甲基

卡锂矿床地质研究报告》，总结了锂矿床的成矿

地质条件和矿化富集规律，建立了花岗岩型锂矿

－伟晶岩型锂铍铌钽矿－气成热液型铯矿的成矿

系列和成矿模式，获地矿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25年92万吨 No. 134，Li2O储量约50万t 



区域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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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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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区
地
质
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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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石云母片岩 



63 

长约6~10cm，宽约1~2cm
的红色长柱状红柱石，断
面 

长约6~10cm，宽约1~2cm的
红色长柱状红柱石，平行面 

经受退变质作用后的红柱石
十字石云母片岩，具空晶石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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堇青石化云母片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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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第四纪地质 

X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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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评价的方法 

• 第四系填图 
 
 

• 电阻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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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甲基卡地区伟晶岩分带地质略图 
（据四川三稀资源重点评价与综合利用项目组资料修编） 

矿床地质——分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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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晶状和梳状锂辉石 

矿床地质——矿石类型 
伟晶岩型 
细晶岩型 
岩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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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柱石 矿床地质——矿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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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石 
• X09脉体附近的伟晶岩
碎石以及668脉体附近
的伟晶岩脉体。锡石，
黑色，棕黑色，金属光
泽，自形、半自形晶体，
少数可见膝状双晶，粒
度较大。在X09脉体附
近的伟晶岩中所见锡石
为短柱状，粒径大小约
为0.5~1cm。 

• 在668脉东南侧附近的
山坡上出露的伟晶岩中
见一宽约20cm的锡石
带状集合体，与云英岩
化的脉体接触，且界线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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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子石Cs 

晶形完好的粒径约5mm~1cm的石榴子石，见于X09脉体附近出露的伟晶岩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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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地质 

绿柱石 

锂辉石 

铌钽铁矿 
锡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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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验证 
对X03矿体
向南部追索 

重力一阶
导异常和
电法异常
验证。 

X09矿化
及异常
验证。 

2013-2015
电法异常图 

地物化遥先行-多元分析-综合选区-钻探验证。 
重点选区：X03号南延区，东部异常区和南部X09矿化异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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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呈斜列分枝状，向深部复合为一条巨大的锂辉石矿脉，主矿体
走向近南北。倾角25-35度。  

勘
探
地
质
学 
| 
矿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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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成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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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断面法初步估算氧化锂
资源量64.31 万吨，超大型规模。 

勘探地质学——X03矿体资源量 



78 



79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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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矿、好矿（品位高、露采）、好找、好找 
投入产出比高，影响大 

475万元  →  64.31万吨          1∶24289 

社会经济、勘查效益显著！ 

价值1318亿元，300万吨Cu，500t Au 



到2014年底 

 1、新发现8条锂矿化伟晶岩脉 

2、仅对其中X03脉钻探验证： 
新增氧化锂资源量64.31万吨， 
共、伴生的铌、钽、铍、铷、铯等稀有金属以及锡等
品位可达到工业要求 

3、及时实现科研与找矿有机结合和转化，建立了隐蔽
型伟晶岩型稀有金属找矿评价的技术方法和流程： 
专题研究→遥感解译和地质填图→优选靶区→化探定性
→物探定位→钻探验证 

4、总结找矿规律和找矿标志，建立勘查模型，以
点带面预测新靶区 



83 

 

全国百篇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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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 
2014年6期 
有系列文章 
介绍甲基卡的 
情况，包括 
成矿理论 
找矿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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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 锂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被誉为21世纪的能源金属。

我国锂主要来自于盐湖型锂矿和硬岩型锂矿，其中
伟晶岩型锂辉石矿床在我国成矿条件好、采选冶工
艺比较成熟，是当前和今后找矿的重点。 
 

• 我国锂辉石矿床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新疆阿尔泰和
川西两大成矿省，甲基卡、可可托海等 

• 成矿规律：多发生于区域构造演化的相对稳定阶段，
处于相对封闭的构造环境，尤以花岗伟晶岩型矿床
最为明显。成矿时代主要集中在中生代，尤其是造
山运动结束趋向于构造稳定的时段最有利于成矿，
这也是我国锂辉石矿床与国外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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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锂矿床可归为14个成矿系列，自中国北方→中
国中部→中国南方，成矿系列数量依次增加，成矿
强度也增大。南方地区是今后锂找矿勘查工作的
重点，同时应在我国北方和中部地区加大成矿预
测工作。 

• 我国可划分为12个成锂带，5个锂资源重点勘查评
价区。锂辉石的找矿重点在新疆阿尔泰-天山-昆仑
山远景区和松潘-甘孜远景区，在东秦岭和华南远
景区也可深入勘查，均有望取得找矿突破。 
 

• 四川甲基卡新三号脉等的发现，不但新增氧化锂
资源量64.31万t，而且带动了整个川西地区锂辉石
地质找矿的新高潮，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川西设立
了多个调查评价项目，预测仅甲基卡伟晶岩田有
望突破200万t氧化锂资源储量，将为川西锂资源综
合开发基地的建设提供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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