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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景谷帕断山矿区土壤地球化学
测量效果及找矿前景

刘　 洪　 微
（华北有色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２１）

摘 要： 帕断山矿区位于兰坪—思茅中生代断陷盆地的普洱中轴断裂带上，成矿环境极为有利。 通过对该区开展 １
∶ ２．５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分析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地质背景，圈定了 １２ 个综合异常，并将其划分为 ６ 个综合异

常带。 在Ⅰ号综合异常带的 ＡＰ６ 综合异常处发现并圈定了 ４ 条铜矿体、１ 条低品位金矿体，取得了很好的找矿效

果。 结合成矿地质条件分析，认为该区找矿前景很好，是寻找热液充填交代型金、铜矿的有利地区，对该区继续开

展工作，有望获得突破性找矿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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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西南“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地区是古

特提斯构造域东段的重要组成部分［１ ３］，也是古特

提斯及喜马拉雅巨型成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隶属

于该成矿域的兰坪—思茅成矿带更是以发育热液型

铜矿、热液型铜铅锌矿、砂岩型铜矿、沉积改造型铜

铅锌矿、膏盐矿等而闻名于世。 区域内已发现宁洱

罗卜山中型铅锌矿、白龙厂小型铜矿、景谷昔朗铜

矿、帕娃山铜矿、大平掌铜矿、回萨铜矿、王家窝铜铅

锌矿、油窄房铜矿等 １０ 余个铜矿床（点），具备良好

的成矿地质条件和找矿前景。 该成矿带内的景谷帕

断山地区以往地质工作程度较低，投入的找矿工作

及方法、手段有限，仅发现了一些矿（化）点，未能实

现找矿突破。 笔者主要基于研究区开展的 １ ∶２．５ 万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数据，分析次生晕异常特征，结合

查证情况，探讨找矿前景，为帕断山乃至区域上的找

矿工作提供思路。

１　 地质概况

１．１　 区域地质特征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属西藏—三江造山系

（Ⅰ）扬子西缘多岛—弧—盆系（Ⅱ）兰坪—思茅双

向弧后—陆内盆地（Ⅲ）兰坪—思茅中新生代坳陷

盆地（Ⅳ） ［４］。 区内地层主要为侏罗系中统花开左

组及上统坝注路组，白垩系下统景星组、南新组、虎
头寺组，为一套中生代海陆交互相碎屑—碳酸盐沉

积、陆相红色碎屑—泥质夹膏盐沉积［５］。 二叠系、
三叠系、古近系、新近系、第四系分布零星。 区内岩

浆岩不发育，仅局部有中粒闪长玢岩呈岩株、岩枝产

出。 受印支期拗陷、燕山期走滑、喜山期拉分等 ３ 个

主要地史发展阶段影响，区内构造极其复杂。 早期

构造线以 ＮＮＷ 向为主，晚期被 ＮＥ 向、ＮＥＥ 向走滑

错移，形成区内较为复杂的似棋盘状构造格局。 研

究区属横断山系纵谷区南段，河谷深切，山岭纵横交

错，区内最高海拔约 ２ ２００ ｍ，最低海拔约 １ １００ ｍ，高
差较大，系中山深切割地貌区。 气候属南亚热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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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季风类型。 基岩上多覆盖土壤层，厚度一般在 ０．５
～２．５ ｍ 之间。 地表植被发育。
１．２　 矿区地质特征

矿区地层呈 ＮＮＷ 向展布，倾向 ＳＷ，倾角一般

３０° ～ ５０°。 侏罗系中统花开左组主要出露于矿区中

部，地层沿 ＮＮＷ 向展布，整体 ＳＷ 倾，局部西倾或南

倾，倾角一般 ３０° ～５０°，东部相对较陡，向西略缓，岩
性以灰—灰黑色泥质、粉砂质板岩及灰白色细石英

砂岩、变质石英砂岩为主，夹少量紫红色泥质板岩。
侏罗系上统坝注路组仅在矿区西北部和西南部有少

量出露，呈 ＮＮＷ 向展布，倾向 ＳＷ，西北部倾角在

５０°左右，相对较陡；西南部倾角 ３４° ～ ５０°，相对较

缓，岩性主要为灰白—灰黑色泥质、粉砂质板岩，少
量紫红色泥质板岩、灰白色细石英砂岩，泥质、粉砂

质板岩与灰白色细石英砂岩呈互层产出。 坝注路组

与下伏花开左组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白垩系下统景

星组主要出露于矿区东部及中西部，出露面积相对

较大，超过 ５０％，地层呈 ＮＮＷ 向展布，倾向南西、
西、南，倾角介于 １３° ～ ７５°之间，岩性主要有灰白至

灰黑色泥质—粉砂质板岩、灰绿色板岩、紫红色泥质

板岩、灰白色细石英砂岩、变质石英砂岩等，厚层灰

白至灰黑色板岩层往往夹灰白色石英砂岩、变质石

英砂岩薄层或透镜体，或厚层石英砂岩内夹灰白至

灰黑色板岩层。 白垩系下统南新组主要出露在矿区

西部，呈 ＮＮＷ 向展布，倾向 ＳＷ，局部倾向南或西，
倾角 ３５° ～６０°，东部略陡，西部渐缓，岩性主要为灰

白至灰黑色泥质—粉砂质板岩、灰至灰白色细石英

砂岩—变质石英砂岩。 白垩系下统景星组与上覆南

新组呈整合接触，与侏罗系地层呈断层接触。 矿区

内未见有岩浆岩出露。

图 １　 景谷帕断山矿区地质简图［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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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内构造以断裂为主，规模相对较大的断裂有

１１ 条，主要呈 ＮＮＷ 向和 ＮＥ 向分布，还有一条 ＮＮＷ
向含矿碎裂岩带（Ⅰ号）。 其中的 Ｆ１ 断裂位于研究

区南西部，呈 ＮＷ 向展布，走向延伸 ４ ｋｍ，断裂面倾

向 ＳＷ，倾角 ４０° ～７０°，断层性质为逆断层，该断层自

北向南依次被 ＮＥ 向 Ｆ５、Ｆ１１ 错断。 Ｆ１ 断层内有较

好的铜矿化显示，在断层内及其附近的石英砂岩碎

裂岩中见有孔雀石化、蓝铜矿化、辉铜矿化等，同时

伴有硅化。 Ｆ２ 断裂位于研究区中东部，呈 ＮＮＷ 展

布，走向延伸约 ５．１ ｋｍ，断裂面倾向 ＳＷ，倾角 ４０° ～
７０°，性质为逆断层，断裂内发育强褐铁矿化、硅化，
局部具孔雀石化、蓝铜矿化。Ⅰ号含矿碎裂岩带位于

矿区中部，呈 ＮＮＷ 向自北向南贯穿整个矿区，走向

延伸约 ４．７ ｋｍ，地表宽度最大处可达 ３５０ ｍ，最窄处

仅 ５０ ｍ，钻孔控制最大斜深 ３６０ ｍ。 该碎裂岩带近

地表显示为张性，向下逐渐演变为压性。 碎裂岩裂

隙极发育，且多为石英脉充填。 石英脉亦破碎，且有

被错断贯穿现象。 局部有较强的热液蚀变及矿化现

象，是区内重要控矿构造之一。 Ｆ３ ～ Ｆ１１ 断裂走向

ＮＥ⁃ＮＥＥ，断裂面倾角近直立，为右旋走滑性质断裂。
该组断裂切割地层，并切断了 ＮＮＷ 向的含矿断裂。

２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２．１　 样品采集与测试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采样网度为 ２５０ ｍ×５０ ｍ，测
线方向 ７０°，采用便携式 ＧＰＳ 定位，辅以罗盘进行定

点，对采样点及周围的地形地质特征作详细记录。

样品采自无污染的 Ｂ 层或 Ｂ＋Ｃ 层，采样深度一般为

２０～５０ ｃｍ。 样品处理严格按照干燥—碎样—过筛

（－４０ 目）—拌匀—称重（≥１５０ ｇ）流程。 共采集样

品 ３ １１５ 件，样品分析测试由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一

局测试中心完成，分析项目为 Ａｕ、Ａｇ、Ｃｕ、Ｐｂ、Ｚｎ、
Ｃｏ、Ｓｎ、Ｍｏ、Ｂｉ、Ｗ、Ｓｂ、Ａｓ、Ｈｇ。 Ａｕ 采用泡塑吸附—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分析，Ａｇ、Ｓｎ、Ｐｂ、Ｍｏ 采用发射光

谱法分析，Ａｓ、Ｂｉ 采用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

法分析，Ｈｇ 采用冷蒸气—原子荧光光谱法分析，
Ｃｕ、Ｚｎ、 Ｃｏ、Ｓｂ、Ｗ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法［８］分析。
２．２　 土壤地球化学特征

根据勘查地球化学中有关的定义和计算公

式［９］，对土壤地球化学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表
１）。 变异系数主要描述元素的分异特征［１０ ２０］，当变

异系数 Ｃｖ≥０．８，元素为强分异型；当 ０．４≤Ｃｖ ＜０．８
时，元素为分异型；当变异系数 Ｃｖ＜０．４ 时，元素为弱

分异型。 该区土壤 Ａｕ、Ｃｕ、Ｃｏ 变异系数均大于 ０．８，
均属强分异元素，尤其是 Ａｕ、Ｃｕ 分异程度很高；Ａｓ、
Ｈｇ、Ｐｂ、Ｚｎ、Ｓｂ、Ｗ、Ｍｏ、Ｂｉ 变异系数介于 ０．４ ～ ０．８ 之

间，属分异型；Ａｇ、Ｓｎ 变异系数小于 ０．４，属弱分异

型。 Ａｕ、Ｃｕ、Ｚｎ、Ｃｏ、Ｗ、Ｍｏ 浓集系数值小于 １，表明

这些元素相对地壳具有分散、贫化的趋势，背景含量

相对较低；Ａｇ、Ｓｎ、Ａｓ、Ｈｇ、Ｐｂ、Ｓｂ、Ｂｉ 浓集系数大于

１，尤其是 Ｓｂ、Ｈｇ，表明这些元素具有相对地壳富集

的趋势，背景含量相对较高。 区内 Ａｕ、Ｃｕ 具有低背

景、强分异的特点，说明 Ａｕ、Ｃｕ 有可能在区内局部

地段富集成矿。
表 １　 帕断山矿区土壤元素地球化学统计特征

元素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离差 变异系数 地壳元素丰度［１１］ 浓集系数 背景值 异常下限

Ａｕ ２．２７ １５１．０４ ０．４９ ４．７１ ２．０８ ３．４ ０．６７ １．６６ ４
Ａｇ ０．０９ ０．６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３９ ０．０７ １．２２ ０．０８ ０．１４
Ｓｎ ３．７７ １０．９６ １．５７ ０．７６ ０．２ １．７ ２．２２ ３．６９ ５
Ａｓ ８．５６ ８１．２４ １．６１ ５．１１ ０．６ ２．２ ３．８９ ７．５３ １５
Ｈｇ １０１ １６２３ １４ ６６ ０．６５ ９０ １．１２ ８８．７２ １８０
Ｃｕ １１．７１ ６２７．９ ２．１ １７．６３ １．５１ ５４ ０．２２ ８．２２ ２９
Ｐｂ １６．３５ ２６４．２ ２．６７ ９．５ ０．５８ １３ １．２６ １４．５２ ３０
Ｚｎ ３２．８５ ７１４．１ ７．２８ ２３．６２ ０．７２ ８５ ０．３９ ２８．７７ ６５
Ｃｏ ８．７１ １５０．６ ０．５７ ７．２７ ０．８３ ２０ ０．４４ ６．６１ ２０
Ｓｂ １．２７ １２．２ ０．３ ０．９３ ０．７３ ０．５ ２．５４ １．０４ ３
Ｗ ０．９７ ７．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４１ １．１ ０．８８ ０．９１ １．６
Ｍｏ ０．８１ １３．６７ ０．２５ ０．５３ ０．６６ １．２ ０．６８ ０．７３ １．４
Ｂｉ ０．３５ １０．３６ ０．０６ ０．２４ ０．６８ ０．１７ ２．０８ ０．３２ ０．７

　 　 注：Ａｕ、Ｈｇ 含量单位为 １０－９，其余为 １０－６

　 　 运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土壤元素含量进行相关性分

析，可以看出（表 ２），Ａｕ 与 Ｈｇ、Ｓｂ 呈显著正相关，与
Ａｇ、Ｃｕ 呈较为显著正相关，表明 Ａｕ 成矿可能与中

低温热液活动有密切关系；Ａｇ 与 Ｐｂ、Ｚｎ、Ｃｏ、Ｃｕ、Ｓｎ

呈显著正相关，与 Ａｓ、Ｈｇ、Ａｕ、Ｗ、Ｂｉ 呈较为显著正

相关，表明 Ａｇ 与一套中高温热液元素关系密切；Ｃｕ
与 Ａｇ、Ｈｇ、Ｓｂ 呈显著正相关，与 Ａｕ、Ａｓ、Ｐｂ、Ｃｏ、Ｓｎ、
Ｂｉ 呈较为显著正相关。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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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帕断山矿区土壤元素相关系数矩阵

元素 Ａｕ Ａｇ Ｓｎ Ａｓ Ｈｇ Ｃｕ Ｐｂ Ｚｎ Ｃｏ Ｓｂ Ｗ Ｍｏ Ｂｉ

Ａｕ １
Ａｇ ０．１４ １
Ｓｎ ０．０６ ０．２６ １
Ａｓ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３２ １
Ｈｇ ０．２５ ０．１５ ０．１８ ０．１３ １
Ｃｕ ０．１６ ０．２７ ０．１２ ０．１７ ０．２５ １
Ｐｂ －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１４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３ １
Ｚｎ ０．０１ ０．４２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３９ １
Ｃｏ ０．０３ ０．２９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３３ １
Ｓｂ ０．２４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２２ －０．１５ －０．０５ －０．０４ １
Ｗ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４５ ０．２９ ０．１７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１６ ０．１１ ０．１８ １
Ｍｏ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１９ ０．４７ ０．１ ０．０２ ０ ０．２１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２１ １
Ｂｉ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３３ ０．２７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 ０．４３ ０．２１ １

　 　 运用 ＧｅｏＩＰＡＳ 软件对土壤地球化学原始数据

进行 Ｒ 型聚类分析［１２］（图 ２）。 研究区元素可以分

为三组：第一组 Ｗ、Ｓｎ、Ｂｉ、Ｍｏ，为一套高温元素组

合；第二组 Ｃｕ、Ｐｂ、Ｚｎ、Ｃｏ、Ａｇ，为一组中温元素组

合，Ｃｕ、Ｐｂ、Ｚｎ、Ｃｏ、Ａｇ 密切相关，其组合异常可以作

为该区寻找铜多金属的地球化学标志；第三组 Ａｕ、
Ｈｇ、Ｓｂ，为一低温热液元素组合，Ｈｇ、Ｓｂ 同时又是前

缘元素，可以作为该区寻找金矿的一种间接标志。

图 ２　 帕断山矿区土壤元素 Ｒ 型聚类分析谱系

２．３　 异常圈定

经元素含量分布累积频率直方图检验，研究区

土壤 １３ 种元素均呈明显的单峰式近似对数正态分

布，故采用元素对数含量计算各元素背景值及异常

下限。 首先对各元素原始数据转换成以 １０ 为底的

对数后，计算出对数平均值、对数标准离差，再循环

迭代剔除（对数平均值±３ 倍对数标准差）对数高

值。 经反复剔除高值后，按照 ｌｇＴ（异常下限值） ＝
ｌｇＣ０（背景平均值） ＋２ｌｇＳ（标准离差）求出理论异常

下限值［１３］。 实际采用异常下限值还需结合累积频

率法（累积频率 ９０％～９５％区间内的值）及圈定效果

来确定［１４］。 背景及异常下限值详见表 １。

综合考虑元素 Ｒ 型聚类分析特征以及单元素

异常在平面上的分布特征，选取 Ａｕ、Ｃｕ、Ａｇ、Ｐｂ、Ｚｎ、
Ｃｏ、Ｓｂ、Ｈｇ 进行综合异常圈定，形成综合异常图。 圈

定出 １２ 个综合异常（ＡＰ１～ＡＰ１２），并根据异常的特

征及所处的地质背景归并为 ６ 个综合异常带（图
３）。

Ⅰ号综合异常带：由 ＡＰ３、ＡＰ４、ＡＰ５、ＡＰ６ 组成，受
北侧的 Ｆ４、东侧的Ⅰ号碎裂岩带、南侧的 Ｆ５、西侧的 Ｆ１
断裂夹持，形成北东向的串珠状。 该带内的 ４ 个综合

异常以 Ａｕ 异常为主，同时伴有 Ｃｕ、Ａｇ 等异常。 Ａｕ
异常浓集中心呈串珠状展布，异常强度高、规模大，尤
其是东部的 ＡＰ５、ＡＰ６ 均具三级浓度分带。Ⅰ号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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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带具备很好的寻找 Ａｕ 矿的潜力。
Ⅱ号综合异常带：主要由 ＡＰ９、ＡＰ１０ 组成，沿Ⅰ

号碎裂岩带呈 ＮＮＷ 向展布。 ＡＰ９ 是以 Ａｕ、Ｈｇ 为主

的异常，异常浓集中心位置吻合较好，且强度高，均
具三级浓度分带。 异常恰好位于碎裂岩带与 Ｆ８ 断

裂构造的交汇部位，具备很好的找矿潜力。 ＡＰ１０ 是

以 Ｐｂ、Ｚｎ 为主，伴有 Ａｇ、Ｃｕ 的异常，异常范围较大，
且南侧未封闭。 Ⅱ号综合异常带具备寻找多金属矿

的潜力。
Ⅲ号综合异常带：由 ＡＰ１１、ＡＰ１２ 组成，沿 Ｆ２ 断

裂呈北北西向展布。 ＡＰ１１ 以 Ａｕ 异常为主，异常强

度高，具三级浓度分带。 ＡＰ１２ 以 Ａｕ、Ｈｇ、Ｓｂ 异常为

主，伴有 Ｚｎ、Ｐｂ、Ａｇ 异常。 Ａｕ 异常强度较高，具三

级浓度分带，浓集中心明显，且与 Ｈｇ、Ｓｂ 异常吻合

较好，Ｚｎ、Ｐｂ、Ａｇ 异常位于外围。 ＡＰ１１、ＡＰ１２ 异常

恰好分别位于 Ｆ２ 断裂与北东向 Ｆ７、Ｆ８ 及 Ｆ９ 断裂

交汇部位，具有很好的 Ａｕ 成矿潜力

Ⅳ、Ⅴ、Ⅵ号综合异常带：均位于工作区的边角

部位，未封闭，且是以 Ｃｕ、Ａｇ、Ｐｂ、Ｚｎ、Ｃｏ 等为主的异

常，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强度，且异常附近一定范围均

发育规模不等断裂构造。 从异常特征及地质背景分

析，也具有一定的找矿潜力。

图 ３　 帕断山矿区土壤元素综合异常

２．４　 异常查证

因交通条件等客观原因，仅对Ⅰ号综合异常带
的 ＡＰ６ 综合异常开展了相关的异常查证工作。 ＡＰ６
位于研究区的中北部，帕断山寨子北约 ０．６ ｋｍ 处。
异常呈不规则状北西向展布，北侧未封闭。 异常是

以 Ｃｕ、Ａｕ 为主，伴有 Ｈｇ、Ａｓ、Ｓｂ、Ａｇ、Ｐｂ、Ｚｎ 的多金

属异常，异常面积约 ０．３４ ｋｍ２（图 ４）。 该异常主要
地球化学特征列于表 ３。

ＡＰ６ 综合异常中 Ｃｕ、Ａｕ 异常强度较大，具有三

级浓度分带，异常浓集中心明显；Ｈｇ、Ａｓ 异常具二级

浓度分带，Ｓｂ、Ｂｉ 异常具一级浓度分带，异常强度相

对较弱；以 Ｃｕ、Ａｕ 异常为中心，自内向外依次出现

Ｃｕ⁃Ａｕ、Ｈｇ⁃Ａｓ⁃Ｓｂ、Ａｇ⁃Ｐｂ⁃Ｚｎ 元素组合分带，Ａｇ、Ｐｂ、
Ｚｎ 异常位于 Ｃｕ、Ａｕ 异常外带外侧，较分散，与其他

元素套和性相对较差。
踏勘发现 ＡＰ６ 综合异常恰好位于Ⅰ号碎裂岩

带的北端，地形陡峭，出露岩石为板岩碎裂岩和石英

·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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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碎裂岩。 自异常中心沿碎裂岩带向南北两侧，
构造裂隙极发育，且多为石英脉充填。 石英脉呈多

期次的网脉状、细脉状。 石英脉局部发育黄铜矿化、
黄铁矿化、方铅矿化，伴随孔雀石化、蓝铜矿化、褐铁

矿化、赤铁矿化、硅化等，边缘可见绢云母化。 通过

进一步槽探、钻探揭露，发现并圈定了 ４ 条铜矿体

（平均品位１．３３％） 、１条低品位金矿体（平均品位

１．１９ ｇ ／ ｔ），取得了很好的找矿效果。

图 ４　 帕断山矿区 ＡＰ６ 综合异常剖析

表 ３　 帕断山矿区 ＡＰ６ 综合异常主要参数统计

异常编号 峰值 异常点数 异常平均值 异常下限 面积 衬度 规模

Ｃｕ４ ６２８．００ １９ ７９．６９ ２９ ０．２３５ ２．７４８ ０．６４６
Ａｕ２ ５８．７０ １１ １１．２１ ４．００ ０．１６０ ２．８０３ ０．４４９
Ｈｇ６ １２９９．００ ３ ５０２．８３ １８０ ０．０４４ ２．７９４ ０．１２４
Ａｓ２ ５１．００ ４ ３２．５０ １５ ０．０６０ ２．１６７ ０．１３０
Ａｓ３ ４８．１０ ２ ３９．５０ １５ ０．０２９ ２．６３３ ０．０７６
Ｓｂ２ ７．２９ ３ ５．３８ ３ ０．０２２ １．７９３ ０．０３９
Ａｇ４ ０．２９ ２ ０．２０ 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１．４２９ ０．０２４
Ｚｎ１ ８４．００ ３ ８０．０７ ６５ ０．０１４ １．２３２ ０．０１７

　 　 注：Ａｕ、Ｈｇ 含量单位为 １０－９，其余为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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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找矿前景

３．１　 成矿地质条件

研究区位于兰坪—思茅盆地中轴断裂带上，该
带构造、岩浆、热液活动频繁、矿化类型多样，是一个

铜多金属矿富集区带。 该带西侧以产于石炭系、侏
罗系、白垩系的铜、铅矿化为主，东侧以产于中、上三

叠统中的金、汞、锑矿化为特征［１５ １７］。 景谷幅 １ ∶２０
万 水系沉积物测量圈定的Ａｕ异常（ Ａｕ异常下限

１．７×１０－９）正好覆盖研究区。
研究区内断裂构造发育。 ＮＮＷ 向的Ⅰ号构造

碎裂岩带和 Ｆ１、Ｆ２ 断裂规模较大，是区内主要的控

矿、容矿构造。 ＮＮＷ 向构造又被 ＮＥ、ＮＥＥ 向断裂

切割，形成似棋盘状格局。 构造的多期次发育为矿

质活化、运移、沉淀提供了有利条件［１８］。
３．２　 找矿前景

根据研究区土壤地球化学综合异常特征、异常

查证情况、成矿地质条件分析，认为该区找矿前景很

好，是寻找中低温热液充填型金、铜多金属矿的有利

地区［１９］。
此次异常查证仅对Ⅰ号综合异常带的 ＡＰ６ 综

合异常开展了若干的槽探、钻探揭露工作，发现了若

干矿（化）体。 由于 ＡＰ６ 所处的构造情况较复杂，若
选择合适的电法等物探手段，进一步查明含矿构造

及矿（化）体的特征，再辅以若干探矿工程验证，有
望进一步扩大找矿规模。

Ⅱ、Ⅲ号综合异常带显示了极佳的 Ａｕ 成矿潜

力，若开展 １ ∶１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配合必要的原

生晕剖面测量，初步掌握矿化蚀变带位置，再辅以必

要的探矿工程揭露，有望寻找到矿化蚀变体。
Ⅳ、Ⅴ、Ⅵ号综合异常带是以 Ｃｕ、Ａｇ、Ｐｂ、Ｚｎ、Ｃｏ

等近矿元素为主的异常，规模相对较大，且具一定强

度。 下一步需在地表详细追索的基础上，开展激电

中梯测量，再视结果辅以必要的工程验证，以期实现

找矿突破。

４　 结语

通过开展 １ ∶２．５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及查证工

作，在帕断山Ⅰ号综合异常带圈定了 ４ 条铜矿体和

１ 条低品位金矿体，取得了较好的找矿效果。 若针

对圈定的综合异常带开展针对性的工作，必将会有

更大的找矿突破。 普洱中轴断裂带地质情况复杂，
成矿类型多样，这就造成了找矿难度的增加和找矿

方法效果的巨大差异。 因此，只有针对研究区的具

体特征，采用有针对性的手段、方法，才能达到最佳

的找矿效果，实现找矿突破。

致谢：野外工作和成文过程中得到了华北有色工程

勘查院有限公司云南昔朗项目部全体成员的指导和

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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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地球化学测量报告［Ｒ］．华北有色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９］ 　 刘英俊，邱德同．勘查地球化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０］ 臧金生，王东晓，赵瑞强．化探异常定量评价［ Ｊ］ ．物探与化探，

２０１４，３８（６）：１１１４ １１１８．
［１１］ 黎彤，袁怀雨．大洋岩石圈和大陆岩石圈的元素丰度［ Ｊ］ ．地球

化学，２０１１，４０（１）：３ ４．
［１２］ 阳正熙．地学数据分析教程［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３］ 刘珊，陈亮，段先哲，等．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在黔东八瓢达冲金

矿勘查中的应用与找矿效果［Ｊ］ ．物探与化探，２０１６，４０（１）：２７
３２．

［１４］ 谢彪武，贺文华，钱建平，等．湖南曾家溪锑钨矿区外围土壤地

球化学特征及找矿研究［ Ｊ］ ．物探与化探，２０１５，３９（６）：１１３２
１１３７．

［１５］ 林舸，范蔚茗，尹汉辉．中国滇西兰坪—思茅地洼盆地“中轴断

裂”及其对金矿区域成矿的控制 ［ Ｊ］ ．大地构造与成矿学，
１９９１，１５（１）：２０ ２５．

［１６］ 张泰身，和浪涛．兰坪—思茅盆地内中轴断裂带的初步研究

［Ｊ］ ．大地构造与成矿学，２０００，２４（增刊）：６３ ６６．
［１７］ 管烨，王安建，李朋武，等．云南兰坪—思茅盆地中轴构造带的

特征及其研究意义［Ｊ］ ．中国地质，２００６，３３（４）：８３８ ８３９．
［１８］ 吴南平，蒋少涌，廖启林，等．云南兰坪—思茅盆地脉状铜矿床

铅、硫同位素地球化学与成矿物质来源研究［ Ｊ］ ．岩石学报，
２００３，１９（４）：７９９ ８０６．

［１９］ 毕晓路，张春晓，胡永兴．云南景谷县龙洞河铜矿成矿地质条件

［Ｊ］ ．云南地质，２０１５，３４（４）：５２１ ５２５．
［２０］ 王瑞军，李名松，汪冰，等．内蒙古希莫勒地区次生晕特征及找

矿潜力［Ｊ］ ．物探与化探，２０１６，４０（２）：３１０ 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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