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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况

菱镁矿是中国优势矿产之一，资源总量居世界之

首（储量约占世界总量的 1/3），与排其后的朝鲜、俄罗

斯、斯洛伐克等 4 个国家一起，查明资源储量占了全

世界的 84%（中国非金属矿资讯网，中国百科网）。 中

国菱镁矿资源优势主要体现在类型简单（沉积变质型

一枝独秀）、易采易选、矿石优质，据统计，中国菱镁矿

的产能不仅能满足自己需要，而且还有约 50%用于出

口[1-2]，正是因为如此优越，近年来对菱镁矿的勘查、科

研投入均较少，中国菱镁矿的资源储量 2007 年为 9.3
亿 t，到了 2011 年为 6.5 亿 t，储量数字的变化也从侧

面说明了对菱镁矿勘查、研究投入不多。 虽然中国菱

镁矿的资源量丰富，但是，由于是不可再生资源，从战

略储备的角度考虑，开展全国菱镁矿成矿规律研究和

潜力分析还是非常必需的。

2 菱镁矿资源禀赋特征

2.1 矿床类型较单一，以沉积变质型矿床为主

中国的菱镁矿成因类型较简单，主要为沉积变质

型，其次是与超基性岩有关的风化淋滤型和湖相沉积

型。 目前全国已发现的 60 处矿产地（图 1）中，有 46
处属沉积变质型菱镁矿， 主要分布于辽宁和山东，少

数分布于新疆和甘肃；10 处属于与超基性岩有关的

风化淋滤型，主要分布于西藏、内蒙和青海；全国仅有

4 处矿产地属湖相沉积型，全部分布于西藏。
2.2 大中型矿床多，储量高度集中

根据全国矿产资源评价成果分析， 中国的菱镁

矿主要分布在 12 个省（自治区），分别是辽宁、山东、
新疆、河北、西藏、四川、甘肃、安徽、青海、黑龙江、内

蒙和安徽。 目前已发现矿产地 60 处，其中超大型矿

床（按照我国现行的规范，一般超大型矿床金属储量

相当于大型矿床资源储量的 5 倍）5 处， 大型矿床 6
处，中型矿床 11 处（表 1），其余为小型矿床和矿点

（矿化点）。 5 个超大型矿床中有 4 个在辽宁，1 个位

于山东。 6 个大型矿床中有 4 个位于辽宁，山东、西

藏和新疆各有 1 个。
根据潜力评价成果数据， 中国目前已查明菱镁

矿资源量（矿石量）40.7 亿 t（图 2）。 资源量分布非常

集中，主要位于辽宁和山东，两省拥有 95.33 % 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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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资源量。 其中辽宁省查明资源量 35.16 亿 t，占

全国总量的 86.39%，山东拥有已查明资源量 3.64 亿

t，占全国总量的 8.94 %。
2.3 主要成矿地层时代集中，以元古宙为主

中国菱镁矿主要的成矿时代为元古宙， 有 65%
的矿产地和 92%的资源量产于元古代地层中。 少数

矿床形成于新太古代、中古生代的泥盆纪和新生代。
2.4 矿石质量优良，容易开采

中国菱镁矿矿石质地优良， 氧化镁含量一般为

46%~47.26%，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晶

质菱镁矿占全国总量的 92%。统计分析表明（中国百

科网），矿石中 MgO＞43%的一、二级品的储量占总

储量的 53%，其中一级品（含特极品）矿石储量超过

11.7 亿 t， 占 总 储 量 的 37.6%； 二 级 品 4.8 亿 t，占

15.4%。 中国菱镁矿绝大部分易于开采，可露采储量

占全国总储量的 97%。

3 菱镁矿预测类型

参考《中国矿床》中关于菱镁矿成因类型的划分[3]，
根据《重要矿产预测类型划分方案》[4]，结合全国潜

力评价结果，将菱镁矿归纳划分为 3 大预测类型：沉

积变质型、与超基性岩有关的风化淋滤型、湖相沉积

型。 全国菱镁矿的预测类型谱系如表 2。
3.1 沉积变质型菱镁矿

3.1.1 矿床特征
沉积变质型菱镁矿是指产于不同时代的含镁碳

酸盐建造中，后经区域变质而形成的菱镁矿矿床。该

类矿床的产出受限于一定时代的地层单元， 矿床常

呈带状分布，延长可达数十千米至上百千米，构成巨

大的菱镁矿带，如：分布在辽宁省的大石桥—海城—
辽阳大安口菱镁矿成矿带， 含菱镁矿矿体的钙镁碳

酸盐岩层沿北东东向延伸，断续长达 80 km。

图 1 中国菱镁矿矿产地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magnesite deposi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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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菱镁矿预测类型谱系

Table 2 Dendrogram of magnetite deposit types for prognosis in China

图 2 中国菱镁矿已查明资源量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magnesite reserv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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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矿床产出于各种大地构造环境中陆块相对

稳定的时期，沉积环境属浅海—陆缘相沉积。如辽宁

辽阳群大石桥组形成于中元古代辽吉裂谷回返后相

对稳定的时期的潮坪－潟湖环境； 山东粉子山群张

格庄组形成于古元古代因陆块不均匀上升而形成的

裂陷槽中，沉积于海水入侵时的浅海－陆缘环境下；
甘肃北大河群形成于中元古代中南祁连弧盆系中的

弧后盆地中； 新疆中泥盆统萨阿尔明组为一套白云

岩－生物屑灰岩－砾屑灰岩建造，形成于艾尔宾山晚

古生代残余海盆内，沉积环境为滨－浅海潮坪相。
此类矿床产出的地层时代有新太古代、元古宙、

中古生代的泥盆纪等， 其中又以元古宇中的菱镁矿

最为丰富， 查明储量占了该类矿床查明资源总含量

的 95%（图 3）。 可能是由于前寒武纪处于生命大爆

发前期，深海沉积物中普遍缺少碳酸钙，致使前寒武

纪的海水中 Mg/Ca 比值较高，由藻类的生物化学作

用或由海水直接化学沉淀形成的碳酸盐岩中镁的含

量比其他时代的均要高， 导致了前寒武纪地层中含

镁矿源层的广泛沉积。
矿体的围岩为白云质大理岩和白云岩， 矿体呈

层状、似层状、透镜状、脉状等产出，产状宏观上与围

岩一致，局部地段矿体与围岩呈不整合接触（如辽宁

的小圣水寺、平二房，矿体与围岩呈 70°~90°交角）。
矿体中常夹有白云质大理岩、 白云岩或石灰岩的残

余体，形状各异，大小不一，镜下常见交代残余构造。
矿石中有时会有与围岩中一致的生物化石（如：辽宁

海城王家堡子—下房身矿床， 矿体和围岩中均发育

聚环柱状叠层石）。

根据全国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果， 全国沉

积变质型菱镁矿的矿床式包括：（东北）海城式、上年

马式、环山子式、（华北）大河式、粉子山式、（西北）哈

勒哈特式、别盖式、四道红山式、（西南）甘洛—汉源

式、（华东）李老庄式等。
3.1.2 典型矿床式

海城式[6-10]：产于古元古界辽河群大石桥组三段

含镁大理岩中，原岩为浅海—滨海相火山、碎屑－粘

土－碳酸盐岩沉积建造。 成矿受穹状构造或者短轴

背形构造控制。矿体形态层状、呈似层状、扁豆状、透

镜状，矿石结构主要为不等粒花岗变晶结构等，构造

主要为块状构造及厚层－巨厚层状构造， 少量巨粒

菱镁矿形成放射状构造。矿石矿物以菱镁矿为主，含

有少量水镁石，脉石矿物有白云石、镁橄榄石－蛇纹

石化镁橄榄石、金云母、滑石等。蚀变以白云石化、千

枚岩化、伟晶岩化、滑石化为主要特征。 矿石类型主

要为纯镁型、高硅型（硅镁型），少量为高钙型（钙镁

型）和高硅高钙型。菱镁矿层经受区域变质与多期变

形作用，较好地保存了最初的沉积组构，如波痕、泥

（干）裂、变余层理等，区域内在矿层的上下围岩白云

石大理岩中均见有大量的藻叠层石。另外，矿区菱镁

矿的微量元素含量与海相碳酸盐岩中的克拉克值相

接近，而远远低于岩浆成因的产物，也表明本区菱镁

矿主要来源于地层。
大河式：赋矿地层为新太古代五台群板峪口组，

由夹不纯大理岩的长石石英岩和变粒岩组成， 原岩

为一套大陆裂谷初期沉积的蒸发岩系 [11-13]。 矿体呈

似层状、透镜状，局部呈不规则团块状，矿体产状与

围岩基本一致。 矿体顶底与白云岩或透辉长英变粒

岩接触平直明晰，边缘与白云岩呈锯齿状交错接触，
有分枝变薄逐步尖灭的现象。 矿石结构为叶片状或

粒状镶嵌结构、他形粒状结构，块状构造。 矿石矿物

成分以菱镁矿为主，脉石主要为白云石，少量石英、
长石，偶见黄铜矿、黄铁矿、赤铁矿、孔雀石等矿物。
白云石与菱镁矿含量互为消长， 可以看到白云石被

菱镁矿交代， 也可见到较大颗粒的白云石交代菱镁

矿的现象。
桂贤式 [14-15]：矿床产于新元古界震旦系灯影组，

灯影组微晶白云岩为浅海相沉积。 菱镁矿矿体呈似

层状、透镜状产出，矿体产状与围岩一致。 矿体中见

残余的微晶白云岩包含体。矿石矿物为菱镁矿，脉石

矿物为白云石、方解石及微量的蛇纹石。菱镁矿以全

图 3 沉积变质型菱镁矿产出地层时代

Fig.3 Ages of ore formation of sedimentary metamorphic
magnesite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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髴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河南省锑矿资源潜力评价成果报告[R]. 2011: 1-134.

晶质半自形－他形为主，自形晶较少，属不等粒变晶

结构，矿石结构还有条带状结构、斑点状结构、变余

皮壳状结构等。
哈勒哈特式 [16-17]：矿体赋存于中古生界的泥盆

系萨阿尔明组， 地层为一套滨—浅海潮坪相富镁碳

酸盐岩沉积，岩性为白云质大理岩。 矿体形态、产状

受构造节理控制，呈大透镜状、透镜状、似层状、扁豆

状、囊状，但宏观上看仍受含矿层位控制，矿体中有

白云岩残余体。 矿石矿物主要为菱镁矿、水镁石、白

云石等，脉石矿物主要为方解石、石英、蛇纹石、滑

石、绿帘石，绿泥石、绢云母等。 矿石主要结构主要

有：他形－半自形－自形粒状结构、交代结构、交代残

余结构、网脉状结构等。构造以块状、条带状、粗晶菊

花状构造为主，其次为蠕虫状构造、条带状构造、浸

染状构造、 阶梯状构造等。 主要矿化蚀变有菱镁矿

化、水镁矿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蛇纹石化、滑石

化、褐铁矿化等。其中菱镁矿化、水镁矿化、脱硅化作

用与矿化关系密切。 成矿地质作用以沉积－变质成

矿作用为主，叠加有构造热液（如：哈勒哈特菱镁矿）
和岩浆热液（如：尖山菱镁矿）作用，先后经历了沉积

期－变质期－热液叠加交代期而综合成矿。
3.1.3 成矿模式

矿床形成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 一是沉积成岩

期，围岩中常见方柱石（如：辽宁大石桥组）[18-19]，说

明了白云岩最初形成于蒸发环境， 这个时期白云石

沉积时有少量水菱镁矿或三水菱镁矿生成， 成岩时

变为菱镁矿；后期经过区域变质作用、热液变质作用

等改造，成矿物质进一步富集，最终成矿。 该类矿床

的成矿模式见图 4。
3.2 与超基性岩有关的风化淋滤型菱镁矿

3.2.1 矿床特征
该类矿床矿体一般产于超基性岩风化壳中下部

图 4 沉积变质型菱镁矿成矿模式（据髴修改）
Fig.4 Metallogenic model of sedimentary metamorphic magnesite deposits（modified after 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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髴西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 西藏自治区锑矿资源潜力评价成果报告[R]. 2011: 1-272.

距地表 10~20 m 处，受地表淋滤生成，伴生残留，或

在蛇纹岩断裂断裂带中经水解蚀变作用而成。 矿床

的分布范围决定于超基性岩体的出露面积， 矿体形

态为网脉状、透镜状或沿水平方向面型分布。矿石矿

物以非晶质的菱镁矿为主，矿石质量一般不太好。该

类矿床按岩性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纯橄榄岩的风

化壳，一类是辉石橄榄岩、橄榄岩形成的风化壳，前

者更易于风化分解，淋滤作用更强烈，更易形成规模

大的矿体。
典型矿床式：（西北）草大坂式、（西南）巴夏式、

（华北）察汗奴鲁式、（东北）依兰宏克力式。
3.2.2 典型矿床式

巴夏式： 矿床的分布与深大断裂控制的超基性

岩的分布范围一致。 与成矿有关的超基性岩石类型

主要为辉石岩、橄榄岩、蛇纹岩。 矿体多赋存于次级

断裂或超基性岩与白云岩之岩性转换部位的橄榄

岩、蛇纹岩中，矿体与围岩没有明显的界限，为渐变

接触关系，接触带见角砾状菱镁矿，白云岩呈网状穿

插其中。 矿石结构主要为变晶结构、隐晶结构，构造

以块状、带状构造为主，团块状构造次之。 主要矿物

为菱镁矿，成分不均匀。其他矿物有方解石、白云石、
玉髓和微量蛇纹石。围岩蚀变主要有碳酸盐化、硅化

和大理岩化，其中硅化与菱镁矿化的关系较为密切。
察汗奴鲁式： 含矿侵入岩为早二叠世纯橄榄岩

和斜方辉橄岩岩体，含矿带面积分布虽然很大，但厚

度不大。矿体分布在碳酸盐化淋滤蛇纹岩带中，矿体

呈水平或近水平产于纯橄榄岩硅质的菱镁矿富集带

中，形态复杂，主要为不规则透镜状、网状和脉状，与

围岩互相交错产出，没有明显界线。矿石主要由非晶

质菱镁矿组成，含有蛋白石、玉髓、石英、方解石、褐

铁矿等，矿石质量不好。 围岩蚀变以蛇纹石化为主。
3.2.3 成矿模式

图 5 为与超基性岩有关的风化淋滤型菱镁矿的

成矿模式图（以巴夏式为例）。 后期的构造活动在早

期的蛇绿岩带中产生了大量次级断裂构造。 含有大

量 SiO2 及 CO2 的区域变质热液、 地表降水与层间

水沿断裂构造运移过程中， 与强烈构造破碎的超基

性岩体发生水－岩反应， 含有菱镁矿的地表水沿裂

隙渗入地下循环， 并在风化壳的孔穴和裂隙中将菱

镁矿沉积下来而形成菱镁矿体。

3.3 湖相沉积型菱镁矿

3.3.1 矿床特征
湖相沉积型菱镁矿多见于干旱和半干旱区的盐

湖， 此类矿床很少见， 较知名的如印度的皮塔古尔

（Pthargurh）菱镁矿[20]，矿床产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

季节性湖泊的湖边阶地、近代水下湖滨和湖底，为蒸

发环境下化学沉积形成。 由于藻类的大量繁殖提高

了湖水的 pH 值， 致使湖水 中 大 量 的 HCO3
-转 向

CO2-
3 ，镁元素与增多的 CO2-

3 结合形成菱镁矿。 矿床

的矿石矿物主要为菱镁矿和水菱镁矿，矿石构造主要

有角砾状、砾状、致密层状和粉面状，矿石结构主要有

泥晶－粗晶结构、鲕状结构。 此类矿床在中国主要见

于西藏，如：产于晚中生界上白垩统八达组地层中的

八达菱镁矿、 产于第四系湖相沉积层中的班戈错等。
此外，在其他的盐类矿床中也共生有菱镁矿，如云南

图 5 巴夏式与超基性岩有关的风化淋滤型菱镁矿成矿

模式图髴

Fig.5 Metallogenic model of weathering-infiltration
magnesite deposits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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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野井固体钾盐矿中就沉积有共生的菱镁矿[21-22]。
3.3.2 典型矿床式

八达式： 矿体赋存于晚中生界上白垩统八达组

滨海－浅海相泥晶白云岩地层中，规模、形态均受地

层制约。晚白垩世时，一些残留的陆表盆地形成封闭

的潟湖环境， 富含镁质的溶液在干燥炎热的气候条

件下逐渐结晶，白云石首先沉淀，当潟湖中 Mg2+ 富

集到足够程度，并有足够的 CO2-
3 时， 发生菱镁矿沉

淀，在重力作用下沉积形成泥晶菱镁矿。
班戈错式：主要赋矿地层为第四系湖相沉积层。

矿体产于班戈湖Ⅰ～Ⅲ级阶地， 矿体高出湖面 1~5
m，呈“长堤”状环湖分布，单个堤状矿体长数百米至

数千米，宽数十米至 400 余米。水菱镁矿矿层的层理

平整， 表层为角砾状－砾状构造，向下为致密层状构

造和粉面状构造。 在矿层中可见数层中—薄层含水

菱镁矿碳酸盐粘土夹层，为湖相沉积的典型特征。
3.3.3 成矿模式

图 6 为湖相沉积型菱镁矿的成矿模式图。 随着

地壳运动的抬升， 一些构造控制的湖泊湖面开始分

割萎缩，普遍发育了盐湖。 而在地壳运动过程中，湖

泊周边的各岩层发育了不同程度、 不同期次的断裂

和层间裂隙， 地表水及岩石孔隙水随着构造裂隙从

湖盆周边的白云岩、白云质灰岩中溶滤、溶解、淋滤

出大量含镁质水溶液，随着地势继续不断地升高，气

候日益干旱，在此蒸发环境下，当潟湖中 Mg2+ 富集

到足够程度, 并有足够的 CO2-
3 时, 在湖边阶地发生

碳酸盐湖相沉积， 部分地段沉积形成菱镁矿或水菱

镁矿矿体。

4 菱镁矿资源潜力

4.1 菱镁矿资源定量预测成果

本次全国潜力评价共有辽宁、新疆、山东、河北、
西藏、甘肃、青海、黑龙江、内蒙等 9 个省（自治区）对

菱镁矿进行了预测， 共获得 2 000 m 以浅预测资源

量 131.38 亿 t。 预测资源量的分布如图 7 所示。 辽宁

省仍为菱镁矿预测资源量大省， 预测资源量占全国

预测资源总量的 85.65%。 显著的变化是，随着西部

开发政策的实施，西部原来工作程度较低的省（自治

图 6 湖相沉积型菱镁矿成矿模式图

Fig.6 Metallogenic model of lake sedimentary magnesite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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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新增了一批矿产地和预测资源量，新疆的菱镁矿

预测资源量 13.6 亿 t， 预测资源量占了全国总预测

资源量的 10.35%，排名全国第 2。要特别说明的是西

藏自治区的菱镁矿预测，鉴于工作程度太低，本次潜

力评价仅对与超基性岩有关的风化淋滤型菱镁矿做

了预测， 而对沉积变质型和湖相沉积型仅做了定性

分析，有理由相信，随着西部地区地质工作程度的增

加，菱镁矿的分布格局还将会随之发生改变。
本次预测资源量均为 1 000 m 以浅的预测资源量，

其中 500 m 以浅预测资源量 85.54 亿 t，500~1 000 m 的

预测资源量为 45.85 亿 t，主要分布在辽宁和新疆。
4.2 菱镁矿成矿区带

基于全国成矿区带的划分方案[23]和全国潜力评

价研究成果[24-28]，结合菱镁矿的自身特点，参考省级

菱镁矿预测工作区和最小预测区的分布特征等，在

全国范围内划分了 7 个菱镁矿成矿带（图 8）。
4.2.1 Ⅰ－辽东菱镁矿成矿带

该带位于华北陆块区的胶辽古陆块内， 是中国

最重要的菱镁矿出产地， 区内已有桦子峪、 小圣水

寺、青山怀、下房身、祝家村、黑沟、平二房等矿床，拥

有已查明资源量 35.16 亿 t。 菱镁矿主要赋存在两个

时代地层里， 即古元古界辽河群大石桥组及中元古

界长城系三岔子群关门山组，含矿岩系为由白云岩、
白云质大理岩、粉砂岩、板岩等组成的碳酸盐岩－碎

屑岩建造。区内大石桥组总厚度变化较大，最薄处仅

几十米甚至迅速尖灭，而西部最厚处可达 4 000 m，
平均厚度可达 1 600 余米 [29]，其中碳酸盐岩层占地

层总厚度的 90％以上，而菱镁矿大理岩、菱镁矿层约

占本层位的三分之一。 区内中元古界长城系关门山

组厚度较稳定，最厚处达 1 700 余米。 区内菱镁矿已

有预测资源量 112.53 亿 t， 均为 1 000 m 以浅预测

资源量。 类型为沉积变质型。
4.2.2 Ⅱ－塔里木板块北缘菱镁矿成矿带

该带位于南天山—红柳河缝合带艾尔宾晚古生

代残余盆地，北邻那拉提—乌瓦门蛇绿混杂岩带，南

接东阿赖—哈尔克山弧前增生带。 菱镁矿主要形成

于其拉张－汇聚沉积阶段， 其中在早泥盆世本区处

于被动陆缘盆地－浅海陆棚环境沉积， 形成了阿尔

彼什麦布拉克组砂岩粉砂岩－泥岩－碳酸盐岩建造，
尖山菱镁矿即产出于该地层中的富镁碳酸盐岩中；
中泥盆世早期汇聚阶段， 在较稳定的浅海开阔台

地－盆地边缘相环境， 形成了阿拉塔格组一套含生

物碎屑灰岩、灰岩、砂屑灰岩建造，梧桐沟菱镁矿即

形成于该时期； 中泥盆世中期演化为局限盆地构造

环境，沉积了萨阿尔明组白云岩－生物屑灰岩－砾屑

灰岩建造，哈勒哈特菱镁矿形成于该时期。区内菱镁

矿成矿物质来源于地层中的镁质碳酸盐岩， 经过区

域动力热流变质作用，富镁热液在层间运移，并在富

镁碳酸盐岩中经过一系列的交代作用， 并发生脱硅

化作用、菱镁矿化作用、滑石化作用、重结晶作用等，
形成以中—粗晶为主的晶质菱镁矿床， 至华力西中

期的岩浆活动，区内较广泛的热接触变质作用，给区

内菱镁矿的二次重结晶提供了条件。 区内已有尖山

（大型）、哈勒哈特（中型）、梧桐沟（小型）、胡尔哈提

图 7 中国菱镁矿潜力评价预测资源量分布图

Fig.7 Histogram of magnesite predicted reserv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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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中国菱镁矿成矿区带

III 级成矿区带划分据徐志刚等(2008)[23]

Fig.8 Magnesite metallogenic units in China (partition of III-grade metallogenic belt after Xu et al., 2008[23])

（矿点）等 4 处菱镁矿矿床，查明资源量为 1.18 亿 t，
全国潜力评价中本区共获得菱镁矿预测资源量 13.6
亿 t，均为 1 000 m 以浅。 该区工作程度较低，区内已

知矿床的矿体形态简单，呈厚层状，与地层产状一致，
严格受层位控制，具有良好的成矿条件和资源潜力。
4.2.3 Ⅲ－鲁东菱镁矿成矿带

该带位于华北陆块区的胶辽古陆块的胶北隆起

内， 赋矿地层为古元古代粉子山群张格庄组浅海陆

缘相的一套富镁质碳酸盐岩系。 区内已有粉子山外

围（大型）、优游山（中型）、大原家—山刘家（大型）及

中心矿区（中型）等多个矿区，已有查明资源量 3.64
亿 t， 本次全国潜力评价共预测了菱镁矿预测资源

量 3.24 亿 t，均位于地表以下 500 m 以浅范围内。 其

内矿床类型为沉积变质型菱镁矿。 已知矿床的矿石

属晶质菱镁矿，矿石品级很好，一级品≥46%，二级

品≥45%，三级品≥42%，再加上区内的赋矿地层张

格庄组第三段白云石大理岩段，厚度稳定（404~564
m）[30]，都说明了该区菱镁矿潜力巨大。
4.2.4 Ⅳ－祈连菱镁矿成矿带

该带位于秦祁昆造山系祁连弧盆系的祁连岩浆

弧，区内菱镁矿的预测类型有两种，一种是以别盖为

代表的沉积变质型菱镁矿， 赋矿地层为古元古代北

大河群第三岩组以厚层白云质大理岩夹深灰色结晶

灰 岩 为 主 ，夹 片 岩 和 条 带 状 磁 铁 矿 ，厚 度 1 800~
2 159 m[31]，其中白云石大理岩为含矿岩性，区内已

知矿床如别盖。 另一种菱镁矿是以草大坂为代表的

与超基性岩有关的风化淋滤型矿床， 含矿建造为加

里东时期的镁质超基性岩，已全部蛇纹石化。本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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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查明资源量 503 万 t，本次潜力评价预测了 500 m
以浅资源量 5 700 万 t。 该区工作程度较低，随着工

作程度的增加，有希望获得找矿突破。
4.2.5 Ⅴ－丁青—波蜜菱镁矿成矿带

该带位于班公湖—怒江俯冲杂岩带和隆格尔—
工布江达复合岛弧的东端， 区内菱镁矿的预测类型

有两种，一种是与超基性岩有关的风化淋滤型，以巴

夏菱镁矿床（大型）为代表，与矿化有关的含矿建造

主要为橄榄岩、辉石岩和蛇纹岩，区内沿班公湖—怒

江缝合带还出露有较多未分超基性岩， 是形成风化

壳型菱镁矿的有利岩体。另一类是湖相沉积型，以八

达菱镁矿床（矿点）为代表，赋矿层位主要是中生界

上白垩统八达组滨海－浅海相泥晶白云岩地层，周

围的超基性岩体的风化淋滤为在低凹处形成的沉积

型菱镁矿提供了丰富的成矿物质。 区带内研究程度

很低，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将会有找矿突破。
4.2.6 Ⅵ－斑怒缝合带菱镁矿成矿带

该带位于班公湖—怒江结合带西段之班公湖—
怒江俯冲增生杂岩带的中部，区内蛇绿混杂岩主要为

三叠纪—侏罗纪超镁铁质岩，本区在第四纪时，构造

活动以差异性降升为特征，形成了以色林错、班戈错

为代表的一系列受构造控制的湖泊。区内菱镁矿的形

成与三叠纪—侏罗纪超基性岩及班戈错湖盆周围含

白云质地层关系密切，第四纪是区内菱镁矿形成的主

要时期。 该区的主攻类型为湖相沉积型菱镁矿。
4.2.7 Ⅶ－雅鲁藏布江缝合带菱镁矿成矿带

该带位于雅鲁藏布江结合中段的雅鲁藏布蛇绿

混杂带， 区内蛇绿混杂岩主要为三叠纪—侏罗纪仁

布岛弧型蛇绿岩块、昂仁蛇绿岩群等，与菱镁矿成矿

相关的建造主要为侏罗—白垩纪纯橄榄岩、橄榄岩、
二辉橄榄岩、橄榄辉石岩等。 目前，由于工作程度太

低，区内尚未发现成形的菱镁矿矿床，仅有昂仁—仁

布菱镁矿矿化点一处， 但是本区有着很好形成与超

基性岩有关的风化淋滤型矿床的条件， 取得菱镁矿

找矿突破前景看好。

5 小结与勘查建议

中国菱镁矿资源优势突出， 主要体现在类型简

单、易采易选、矿石优质。 考虑到矿产资源的不可再

生性，从战略储备的角度出发，应该加强菱镁矿成矿

规律研究和找矿勘查工作。 根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

评价结果，未来的工作重点可以考虑两个转移：

（1）勘查工作区域向西部转移，如前文提到的，
新疆艾尔宾晚古生代残余盆地中已有沉积变质型菱

镁矿查明资源量 1.18 亿 t， 本次预测又获得预测资

源量 13 亿 t，已形成了著镁矿的一个后备资源基地；
又如西藏，目前已发现的菱镁矿（化）点 7 个，其中仅

巴夏菱镁矿达预查工作程度（规模大型），其余工作

程度均很低，规模、品位不详，仅在区调报告中有记

录，本次全国资源潜力评价，西藏的菱镁矿仅与超基

性岩有关的风化淋滤型一种类型的预测资源量就已

排全国第 3 位，有理由相信，继续加强工作，必定会

有大的突破。
（2）主攻类型的转移，中国的菱镁矿产品（如：镁

化合物）主要来源于符合炼镁的一、二级优质的沉积

变质型菱镁矿，而发达国家，在寻求菱镁矿的同时，
更在研发先进的生产技术，如：美国有 57%的镁化合

物来自海、井、湖中的卤水。本次潜力评价工作，已经

开始注意到了湖相沉积型菱镁矿这一类型， 虽然目

前由于工作程度低，没有对潜在资源进行预测，然而

西藏、青海、新疆等地区均有着适宜的沉积环境（盐

湖和干旱、半干旱气候条件），建议加强这一类型菱

镁矿的勘查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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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logeny and resource potential of magnesite deposi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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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gnesite is one of the dominant minerals in China. The striking features of magnesite deposits in
China are abundant reserves,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simplex metallogenic types and excellent quality.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reports of National Mineral Resource Assessment Project, the authors summarized the metallogeny
of magnesite, established the genetic lineages of prospecting types, and generalized three types of magnesite
deposits (metamorphosed sedimentary type, weathering-infiltration type associated with ultrabasic rocks, and lake
sedimentary type). In this paper, metallogenic models of 3 types were built. The authors delineated 7 magnesite
metallogenic belts and analyzed their resource potential.
Key words: magnesite; prospecting type; metallogenic model; resource potential; metallogenic belts of magne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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