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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汉水泉地区水系沉积物测量地球
化学特征及找矿方向

孙社良1，冯增会2，黄孝波1，曾凡淼2，张献河1，牛建忠2，朱昌杰2，陈士海2
(1．广东省地质调查院，广东广州510080；2．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江西南昌 330030)

摘要：对汉水泉地区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进行分析，结合工作区成矿地质条件共圈出8个综合异常。对Yl

综合异常进行查证，发现3条铜矿化蚀变带．其内发育数条铜矿化体，表明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在该区具有较

好的找矿效果。在综合异常分析和查证的基础上，结合区域成矿地质条件、区内矿产地质特征，圈定出3处找矿远

景区，即868高地铜金找矿远景区、咸水泉西部铜金找矿远景区和咸水泉石膏找矿远景区，为该区下一步找矿工作

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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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区域构造和区域地球化学是控制成矿的基本要

素．矿化往往形成于周围地质背景具有明显变化的

地段，这种变化表现在物质成分、地球物理、地球化

学等方面[1吲。区域地质资料显示[¨]．汉水泉地区

具有较好的铜、金找矿前景．但该区矿产地质调查和

研究程度偏低，影响地质找矿。水系沉积物地球化

学测量是区域化探的主要方法．在地质找矿方面具

有较高的效率．尤其在寻找铜、金等多金属矿产方面

表现突出，为我国地质找矿及调查研究提供了大量

的基础资料一。1 8|。

2015年在汉水泉地区开展了1：5万矿产远景调

查．获得了各种地质、地球化学数据．圈出8个综合

异常。笔者在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分析、异常

圈定、综合异常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区域成矿地质条

件、区内矿产地质特征．圈定出具有一定找矿潜力的

远景区3处，并对远景区进行评价。

1区域地质概况

工作区大地构造位置属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

准噶尔造山带东部．介于西伯利亚板块与塔里木板

块之间的洋壳板块。北以额尔齐斯大断裂为界，南

以艾比湖博罗科努北坡康古尔断裂为界[4】。

工作区属于北塔山地层小区。主要出露上泥盆

统江孜尔库都克组(D，f)、上石炭统巴塔玛依内山组

(C，b)、中二叠统卡拉岗组(P，k)、中侏罗统西山窑

组(Jzx)、中侏罗统头屯河组(J2t)及第四系(Q)地
层，总体呈NWW向展布(图I)。其中，江孜尔库都

克组分布于工作区西南角。呈NWW向展布．倾向

NNE，下段岩性为海相碎屑岩。上段岩性为火山岩夹

凝灰质砂岩。巴塔玛依内山组分布于工作区南部。

整体上呈一出露不完整的NW向向斜．下段岩性为

陆源碎屑岩，上段岩性为一套火山碎屑岩、火山熔岩

与陆源碎屑岩互层。卡拉岗组在工作区中部呈

NWW向展布．倾向NE或SW．下段岩性为一套火山

收稿日期：2018-03-14：修回日期：2018-06-01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勘查基金项目“新疆巴里坤县汗水泉南一带1：5 7J'13t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T15-卜LQl4)

作者简介：孙社良(1987-)，男，工程师，2012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获硕士学位，主要从事地质矿产勘查和综合研究工作。Emai

sunsll987@163．com

万方数据



6期 孙社良等：新疆汉水泉地区水系沉积物测量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方向

碎屑岩与火山岩不均匀互层，中段岩性为火山碎屑

岩、火山熔岩，上段岩性为火山碎屑岩夹陆源碎屑

岩。西山窑组分布于工作区中部，整体上呈一出露

不完整的NW向褶皱，岩性组合为岩屑砂岩、钙质粗

砂岩夹含铁砂岩、铁质粉砂岩。头屯河组与西山窑

组分布类似，岩性组合为砾岩、岩屑砂岩、细砂岩、粉

砂岩、泥岩夹含铁砂岩、煤层。第四系在区内大面积

出露，包括上更新统新疆群、全新统，新疆群为松

散一半固结的砂、砾石。全新统主要为第四系冲洪积

物，沿干冲沟、干河床发育，呈条带状分布。

受区域构造活动影响．区内断裂构造和褶皱构

造发育(图1)，其中。断裂构造主要包括NWW向断

裂、NE向断裂及NW向断裂。NWW向断裂在区内

最为发育，走向280。～300。，延伸长约几千米，宽约

几十米至几百米：断裂具有多期次活动，断裂|生质多

为逆断层；断层破碎带内片理较为发育，且硅化、钾

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等蚀变发育强烈。NE向断

裂在区内较为发育，规模较小，一般宽几米到几十

米，延伸长约几千米；该断裂为区内最晚断裂，切割

早期NW向断裂；总体表现为硅化破碎，伴有片理

化、绿帘石化、绿泥石化现象，局部褐铁矿化发育，且

断裂内见有石英脉。NW向断裂发育一般，走向

3000～330。，延伸长约数千米，宽约几十米至几百

米；断裂性质为逆断层，破碎带内片理发育，有时可

见透镜体定向排列；该断裂为压性断裂，具有多期次

活动的特点，破碎带中常见有构造角砾岩、断层泥

等，且硅化、绿帘石化、褐铁矿化等蚀变发育。褶皱

构造方面．工作区南部发育一向斜，呈NWW向展

布，核部为巴塔玛依内山组二段，翼部为巴塔玛依内

山组一段。受构造作用影响背斜出露不完整，且后期

断层将其切割成很多断块：工作区中部发育一背斜，

呈NW向展布，核部为西山窑组，翼部为头屯河组，

由于第四系覆盖背斜出露不完整。

区内岩浆岩较为发育，以中性到酸性岩为主(图

1)，主要有花岗斑岩脉(77r)、正长斑岩脉(打)、石

英二长斑岩脉("qoTr)、闪长玢岩脉(瓤)、辉绿玢岩

脉(叫)。岩脉主要呈NW向延伸，规模不大，多呈
岩脉状产出，宽度多为几米，延伸几十至几百米，岩

脉内钾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等蚀变发育。

圈·回z固s回·圈s回s回，圈s圈。固·。回··田·z
固·s回··田ts曰·e囫-，囝-s口·，圈∞口z，囤22口孙口烈

1一全新统；2一新疆群；3一头屯河组；4一西山窑组；5一卡拉岗组三段；6一卡拉岗组二段；7一卡拉岗组一段；8一巴塔玛依内山组二段；9一

巴塔玛依内山组一段；lO一江孜尔库都克组二段；1 1一江孜尔库都克组一段；12一花岗斑岩脉；13一正长斑岩脉；14一石英二长斑岩脉；15一

闪长玢岩脉；16一辉绿玢岩脉；17一整合地质界线；18一角度不整合界线；19一断层；20一铜矿化点；21一石膏矿点；22一综合异常；23一找矿

远景区；24一水系采样范围；0)--868高地铜金找矿远景区；②一咸水泉西部铜金找矿远景区；③一咸水泉石膏找矿远景区

图1汉水泉地区地质简图

2水系沉积物测量

汉水泉地区水系沉积物测量面积260 km2，采样

点主要布置在一级水系和二级水系15．本次共采集水

系沉积物样品1 502件，采样点密度5．78件／km2，采

样物质以粉砂为主，采样粒度为一10～+80目。样品

分析由新疆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实验室承担，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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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种元素，即As、Sb、Cr、Co、Ni、Cu、Zn、Mo、W、Pb、Bi、

U、Sn、Hg、Ag、Au，分析方法及检出限见表1。

表1分析方法及检出限

3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

3．1背景值及异常下限

本次采用中国地质调查局MeMapGIS 6软件对

各元素平均值、标准离差等地球化学参数进行统计，

背景值采用元素平均值代替．变异系数=标准离差／

平均值，富集系数=平均缈新疆北部背景值，各水
系沉积物地球化学参数见表2。

确定背景值及异常下限的常见方法有计算法、

图解法以及长剖面法等．前两者均属于数理统计方

法C19]。区内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原始数据既不符

合正态分布，也不满足对数正态分布，因而确定异常

下限前需对原始数据进行必要处理。笔者采用常用

的迭代剔除法，先将原始数据转换成对数值，再用x

+2S进行特高值和特低值剔除，直到满足正态分布

后再进行统计。根据r=X+kS计算异常下限，试圈

后拟定比较符合区内地质矿产实际的异常下限值。

3．2元素富集特征

元素地球化学特征主要反映元素在区内的富集

与变化规律，从而指导找矿。由表2可知，与新疆北

部背景值比较，Hg、As、Mo、U、Cu、Sb、zn等富集系

数大于1，为富集元素，其中，Hg、As富集系数大于

2，表现为强富集状态：Au、Pb、Ag、Co、W等富集系

数在0．5一l区间内，分布相对均匀；其他元素富集

系数小于0．5．呈贫化状态。标准离差大于3的元素

有zn、cr、Cu、Hg、Pb、Ni、As、Co，为强分异元素；Co

标准离差为1．82，属弱分异型元素；其他元素标准离

差小于0．5，在区内分布相对均匀。区内Au、Ag、

Bi、Sn、As、Cr等变异系数较大，分异较强。

因而．Cu、Au等在区内地质、地球化学作用强

烈。元素迁移、富集特征明显，是区内最重要的成矿

(指示)元素。此外，通过对各地层中元素富集特征

统计发现．Cu、Au等在中二叠统卡拉岗组较为富

集。

3．3元素相关性分析

运用中国地质调查局MeMapGIS 6软件对区内

水系沉积物样品原始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表3)，

其中Cu、Co相关系数为0．788，其次为Cr和Ni、As

和Sb、As和Mo三组元素相关性较好，相关系数为

0．575—0．643。主成矿元素Cu与Co、Zn、Ni、Cr、Ag、

w呈正相关，其中Cu与Co、zn、Ni相关性较高，Cu

与Co的相关系数最大；Au与As、Ni、Sb、Bi、Ag、Hg、

表2汉水泉地区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参数

注：Hg、Au含量单位为lO一，其他为lO一；新疆北部背景值据参考文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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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5 0．479 0．202—0．193 0．297—0．256-0．084 1．ooo

0．107 0．082 0．024 0．095 0．000 0．029 0．188 0．089 1．000

0．057 0．275一o．140—0．071—0．120—0．0ll 0．104-0．052 0．190 1．000

0．155 0．17l 0．209 0．094 0．253—0．00l 0．130 0．126 0．274 0．063 1．000

0．045 O．135—0．330—0．133—0．430—0．188 0．139 0．07l o．243 0．338-0．009 1．000

0．075 0．147 0．210 0．098 0．073—0．024 0．203一O．007 0．087 0．050 0．100 0．112 1．000

-0．026-0．00l一0，07l一0．050—O．047—0．045-0．033 o．028-0，017-0．01l—o．009 0，0ll一0．044 1．000

0．05l 0，03l 0．187 0．129 0．197 0．084 0．090 0．056 0．035-0．056 0．094-0．125 0．217-0．017 1．000

0．173 0，095 0．035—0．072 0．143—0．048—0．129 0．176—0，014—0．064 0．047-0．042—0．006 0．038 0．043 1．000

Cr呈正相关，其中Au与Mo、As、Ni相关性较高，Au

与Mo的相关系数最大[2¨。

3．4元素聚类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水系沉积物中不同元素之间的

地球化学特征，应用中国地质调查局MeMapGIS 6

软件对水系沉积物样品原始数据进行R型聚类分

析(图2)。聚类过程中，Cu、Co、Cr、Ni、As、Sb最先

聚类，其次是Mo、Zn、Pb、U、w、Bi，最后是Sn、Ag、

Au、Hg。依据元素聚类次序将16个元素分为3组，

第一组由cu、co、Cr、Ni、As、sb组成，第二组由Mo、

zn、Pb、u、w、Bi组成，第三组由sn、Ag、Au、Hg组

成。截取相似性系数0．25和0．58进行分析，cu、

Co、Cr、Ni、As、sb相似性系数大于0．58，Mo、Zn、Pb、

u、w、B相似性系数为0．25～0．58，Sn、Ag、Au、Hg相

似性系数小于0．25。这与按照聚类顺序分成的3个

元素组合基本一致。根据聚类顺序对3个组合进一

步详细分组，第一组分为3个小组，即Cu、Co，cr、Ni

和As、Sb；第二组分为2个小组，即Mo、w、Bi和zn、

Pb、U；第三组分为2个小组，即sn和Ag、Au、Hg。
r

1．O 0．9 0．8 O 7 0．6 0．5 0．4 0．3 0．2 O．1 0．0-0．1

I——_L——_j

图2汉水泉地区水系沉积物元素R型聚类分析谱系

元素组合是元素亲合性在地质体内的表现．不

同的元素组合是不同地球化学信息的综合反映，且

与不同的地质环境和成矿作用有关[22’。因此，参考

元素相关性、R型聚类特征，结合元素地球化学分

类、矿产组合及区内地质特征，将区内16种元素分

为4大类。第1类Cu．Co．C卜Ni是铜元素与亲铁元

素组合，与断裂构造、火山活动及基性岩浆活动关系

密切．指示区内铜多金属矿以及基性岩浆活动：第2

类zn．Pb．U为中低温元素组合。与火山活动有关；第

3类w—Sn—Mo—Bi为高温元素组合，与断裂构造、火

山活动有关；第4类As．sb．Au．Ag—Hg为典型的低温

元素组合，与断裂活动和次生富集有关。

4化探异常圈定及评序

4．1化探异常圈定

采用Kring泛克里格法对区内水系沉积物测量

数据进行网格化处理．应用GeoIPAS3．2软件绘制区

内cu、Au等16种元素的单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图，

共圈定16种元素浓度高低不一、规模大小不等的单

元素异常151个，各单元素异常特征见表4。其中，

Cu单元素异常8个。异常面积38．98 km2，∑NAP值

49．51，异常最大面积19．38 km2；Au单元素异常20

个，异常面积29．85km2，乏；NAP值50．73，异常最大面

积6．41 km2．个别异常显示出三级浓度分带。各元

素异常的地球化学分布规律受地层、构造、热液、脉

岩等某几个因素联合控制．因而在研究水系沉积物

地球化学特征、圈定综合异常时，需综合考虑相关因

素。综合考虑区内各元素富集特征，主成矿元素

cu、Au与伴生元素的相关性，元素R型聚类特征，

瓜％c≥(3

M

m孙=呈w孙Ⅸu孙№船．墓

懈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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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素异常特征等因素后，结合区内成矿地质条件 异常圈定伊“]，本次共圈出8个综合异常，各综合异

对综合异常进行分析，借助MapGIS软件进行综合 常特征见图1。

表4汉水泉地区水系沉积物单元素异常特征

4．2综合异常评序

根据区域地质条件、区内矿产地质特征，工作区

主要是寻找构造蚀变岩型铜金矿，断裂构造为含矿热

液运移提供了良好的运移通道和有利的储存空间．区

内二叠统卡拉岗组为较好的成矿(铜矿)围岩，因而区

内成矿地质条件主要考虑异常区内断层构造发育特

征、异常区内地层及矿化特征。另外，Y5异常区内发

现的石膏矿属于沉积型石膏，因而Y5异常区成矿地

质条件主要考虑侏罗系头屯河组的发育情况、对应含

矿层位的稳定性及矿化特征。对各异常区相关因素

综合分析后。得出各异常区成矿地质条件类别(表

5)。根据综合异常面积、主成矿元素异常面积、主成

矿元素浓度分带特征、伴生元素发育情况、成矿地质

条件以及ENAP值，并结合地质成矿理论对各综合异

常进行评序、筛选(表6)。区内Y1、Y2、Y6、Y7号异

常得分较高，其中Y1异常最具找矿前景。

表5汉水泉地区各异常区成矿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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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Y1综合异常特征及查证

5．1 Y1综合异常特征

Yl综合异常区位于工作区中部，异常区出露中

二叠统卡拉岗组，主要岩性为凝灰质砾岩、凝灰质砂

岩、晶屑凝灰岩、角砾凝灰岩等。区内NWW向、

NNE向断层构造发育，构造破碎带内硅化、褐铁矿

化、绿帘石化发育。侵入岩主要为花岗斑岩、石英二

长斑岩，呈NWW向、NW向岩脉状产出(图3)。

异常为甲类异常，呈不规则椭圆状，面积约

17．1 km2。异常空间展布与NWW向断层构造方向

基本一致，总体呈NWW向延伸(图1)。主要成矿

元素为cu、Au，伴生有co、Ag异常。Au显示出二

级浓度分带，其余元素多呈一级浓度分带(图3)。

Cu异常最为发育．异常面积9．87 km2，呈不规

则状，最大值91．42×10‘。1，异常平均值为52．48×

10～，标准离差10．71，衬度为1．31，NAP值25．43。

Au发育Au．9、Au一10两个异常，异常总面积4．21

km2，呈圆状、椭圆状，最大值1．87x10一、7．Oxl0～，异

常平均值为1．77×10～、1．97×10～，标准离差0．14、

1．79，衬度1．77、1．97，NAP值1．3l、6．83，且Au．10呈

现二级浓度分带．其余元素特征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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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影∥、＼ )雠 S 净p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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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全新统；2一新疆群；3一卡拉岗组三段；4一卡拉岗组二段；5一卡拉岗组一段；6一正长斑岩脉；7一石英二长斑岩脉；8一地质界线；9一断

层：lO—Yl综合异常

图3 Y1综合异常剖析

表7 Y1综合异常特征

元素
／面km积2

形状 芊蔫平均值誓篓极大值衬度 规模NAP值粪霉霉褰
∑NAP

值

Cu．2 9．87 不规则 40 52．48 10．71 91．42 1．31 241．97 25．43 1 1

Ag一4 0．27 圆状0．07 0．1 0 0．098 1．4 0．叭0．38 I 19

Ag．5 1．16 椭圆 O．07 0．09 O．叭0．119 1．35 O．03 1．57 1 10

Ag．6 O．94 不规则 O．07 0．1 0．05 0．21 1．41 O．03 1．33 1 7 51．05

Au一9 O．74 圆状 1 1．77 0．14 1．87 1．77 0．57 1．3l 1 11

Au．10 3．47 椭圆 1 1．97 1．79 7 1．97 3．36 6．83 2 1

Co一1 12．03 不规则 12 14．16 1．84 20．85 1．18 26．01 14．2 l 1

注：Au含量单位为10～，其他元素含量单位为10-6

5．2 Y1综合异常查证

Y1综合异常为区内重点异常，具有较好的找矿

前景。为验证水系异常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本次主

要通过岩石地球化学剖面测量，磁法、电法剖面测

量．矿产地质调查及槽探工程初步查明引起Y1异

常的地质原因。从化探剖面看，在石英脉及构造裂

隙上方cu、Au等出现明显峰值，其中Cu含量值最

高达10 699．4x10～．Au最高达100．43×10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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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法测量和激电测量在工作区共圈出8个磁异常、5

处激电异常。矿产地质调查中，在Y1综合异常区

西北部发现3条铜矿化蚀变带，其内发育数条铜矿

化体(图4)。

1一全新统；2一卡拉岗组凝灰质砾岩段；3一卡拉岗组凝灰质砂岩段；4一正长斑岩脉；5一地质界线；6一断层；7一铜矿化蚀变带及编号；8一

石英脉；9一孔雀石化

图4汉水泉地区铜矿点地质简图

Sbl铜矿化蚀变带：宽40～60 m，走向1150，延

伸约730m。通过探槽揭露，发现数条铜矿化体，矿

化体宽1～3．6m．Cu品位0．15％～0．33％，走向延伸

大于80 m。蚀变带原岩为凝灰质砾岩夹薄层状凝

灰质砂岩，受构造作用影响，岩石较为破碎、裂隙较

为发育。沿裂隙见数条石英脉发育，石英脉走向与

蚀变带走向基本一致，脉宽2。20 cm。沿石英脉及

裂隙见明显孑L雀石化，局部见少量辉铜矿化。蚀变

以硅化为主．伴随有绿帘石化、绿泥石化。

Sb2铜矿化蚀变带：宽50。120 m，走向40。，延

伸约250m。通过探槽揭露，发现3条铜矿化体，矿

化体宽1～2 m。Cu品位O．23％～0．36％。走向延伸大

于90 m。蚀变带原岩为凝灰质砾岩，受构造作用影

响．岩石碎裂岩化明显、构造裂隙发育。裂隙多被石

英脉充填。铜矿化体由多条矿化石英脉组成，脉宽

3～25 em不等。沿石英脉及裂隙面孔雀石化发育，

偶见星点状斑铜矿。蚀变主要为硅化、绿帘石化。

Sb3铜矿化蚀变带：该蚀变带宽30。110 m，从

东向西走向由NWW向转为NW向．总体走向280。。

走向延伸约850m。通过探槽揭露，发现6条铜矿化

体，矿化体宽1～2 m．Cu品位0．14％～0．47％，走向

延伸大于160 m。蚀变带原岩为凝灰质砾岩夹薄层

状凝灰质砂岩，受构造作用影响。岩石碎裂岩化明

显、构造裂隙发育。铜矿化体与矿化石英脉关系密

切，石英脉主要沿裂隙发育，脉宽2～18 cm不等。

沿石英脉及裂隙见孔雀石化发育，偶见星点状斑铜

矿。岩内硅化、绿帘石化发育。

6找矿远景区

在对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异常圈定、综合异常

解释和查证的基础上，结合区域成矿地质条件、区内

矿产地质特征，圈定出具有一定找矿潜力的远景区

3处[12-181：868高地铜金找矿远景区、咸水泉西部铜

金找矿远景区、咸水泉石膏找矿远景区(图1)。

6．1 868高地铜金找矿远景区

远景区位于工作区中部868高地一带，面积约

27．35 km2。区内出露地层为中二叠统卡拉岗组．主

要岩性为杂色砾岩、凝灰质砂岩、凝灰质细砂岩、角

砾凝灰岩。区内NWW向断层、NNE向断层发育，

断层构造为含矿热液运移提供了良好的运移通道和

有利的储存空间，已发现的铜矿点位于两组方向断

层交汇处。侵入岩主要为花岗斑岩、正长斑岩、石英

二长斑岩、闪长玢岩、辉绿玢岩，多呈岩脉状产出。

远景区内包括Y1、Y2两个综合异常。其中。Y1

异常总体呈NWW向展布，主成矿元素为cu、Au，伴

生元素有co、Ag，cu最大值91．42×10～，异常平均

值52．48X 10～，Au最大值7．0×10一，异常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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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X10一，主成矿元素浓集中心明显，且Au异常显

示出二级浓度分带。化探剖面测量中，在石英脉及

构造裂隙上方cu、Au等出现明显峰值．其中cu含

量值最高10 699．4×10～，Au最高100．43×10一。激

电和磁法测量中．区内圈出5处激电异常、8个磁异

常，激电和磁法异常呈带状分布，与断层构造基本吻

合，显示区内深部找矿前景较好。矿产地质调查中，

在Y1异常内发现3条铜矿化蚀变带。其内发育数

条铜矿化体。Y2异常总体呈近EW向，主成矿元素

为Cu，伴生元素有Pb、w、u、co、sb、Ag，元素组合丰

富，套合较好。其与Y1为同一cu异常，Pb异常显

示出二级浓度分带。化探剖面测量中．在石英脉及

花岗斑岩脉上方cu、Au等出现明显峰值，cu最高

值达8 255．2×10～，Au最高值达5．46×10一。此外，

在Y2异常内见多条孔雀石化石英细脉发育。

综上，区内成矿地质条件良好，NWW向、NNE

向断层构造为含矿热液运移提供了良好的运移通道

和有利的储存空间；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综合异常

发育，元素组合齐全、强度高、浓集中心明显：激电、

磁法异常明显。指示区内深部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已发现3条较好的铜矿化蚀变带，其内发育数条铜

矿化体。因此，该区是寻找构造蚀变岩型铜金矿的

有利地段，应进一步深人开展工作。

6．2咸水泉西部铜金找矿远景区

远景区位于工作区南部，面积13．12 km2。区内

出露地层主要为石炭统巴塔玛依内山组、中二叠统

卡拉岗组，巴塔玛依内山组岩性主要为安山岩、凝灰

质砾岩，中二叠统卡拉岗组岩性主要为凝灰岩、岩屑

砂岩、凝灰质砂岩。区内NW向断层构造发育，受构

造作用影响裂隙较为发育，其内多充填孔雀石化石

英细脉。

远景区内包括Y7、Y8两个综合异常。其中，Y7

异常呈NW向椭圆状展布，主成矿元素为cu．伴生

有Co、Bi、Au、Hg、Cr、Sn、Ag、Zn、Pb、U异常。Cu异

常最为发育，呈片状，最大值66．36x10一，异常平均

值49．88×10～。化探剖面测量中，在断层破碎带及

石英脉发育处Cu、Au等出现明显峰值，Cu、Au最高

值分别为2 541．79×10～、13．98X10一。Y8异常向南

延伸出工作区外不封闭。主成矿元素为Cu．伴生有

Co、Sn、w、Hg异常。cu异常最为发育，其与Y7均

为6号Cu异常。化探剖面测量中，在断层破碎带及

石英脉发育处Cu、Au等出现明显峰值，Cu、Au最高

值分别为3 577．01×10一、12．24×10一。矿产调查中，

在Y8异常内见多条孑L雀石化石英细脉沿构造裂隙

发育。

综上，区内成矿地质条件良好，NW向断层构造

有利于成矿物质运移和富集；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

综合异常发育、元素组合齐全、强度高；区内见多条

孑L雀石化石英细脉沿构造裂隙发育。因此，该区是

寻找构造蚀变岩型铜金矿的有利地段，应做进一步

的勘查工作。

6．3咸水泉石膏找矿远景区

远景区位于工作区东南部，面积4．62 km2。区

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中侏罗世西山窑组和头屯河组，

总体呈北西向展布。西山窑组岩性主要为黄色粗砂

岩、黄色砂岩夹红褐色铁质砂岩。头屯河组底部为

灰白色含玛瑙砾岩．中部为黄色中层状粗砂岩与浅

黄色中薄层状细砂岩互层．上部为灰色泥岩与泥质

粉砂岩互层。远景区内Y5综合异常发育，异常元

素为Mo、u、sb、Cu、Hg，各元素异常套合较好。

通过矿产地质调查，区内发现一石膏矿，矿脉产

状25。／400．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矿脉地表出露

宽1～10 m，北西向断续延伸约3 km。赋矿层位稳

定。围岩为头屯河组泥质粉砂岩、泥岩。石膏呈中薄

层状、纤维状，与极薄层状泥岩互层产出，石膏单层

厚5～50 cm。捡块样分析，硫酸钙含量为72．81％，

已达工业品位。

综上，头屯河组提供有利的赋矿围岩，石膏矿赋

矿层位稳定，品位较富，厚度稳定，延伸可观。因此，

该区具有较好的寻找石膏矿前景．建议下一步通过

槽探、钻探工程开展深部勘查工作，查明石膏矿深部

延伸和赋存情况。

7结论

1)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可以缩小找矿范

围，快速确定找矿方向。本次水系沉积物测量共圈

出8个综合异常．为工作区地质找矿奠定了基础。

2)结合地质成矿理论对综合异常进行评序、筛

选，确定Y1为最具找矿前景的综合异常。对Y1综

合异常进行查证，发现3条铜矿化蚀变带，其内发育

数条铜矿化体，表明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在该

区具有较好的找矿效果。

3)在综合异常分析和查证的基础上，结合区域

成矿地质条件、区内矿产地质特征，圈定出3处找矿

远景区：868高地铜金找矿远景区、咸水泉西部铜金

找矿远景区、咸水泉石膏找矿远景区。前两者是寻

找构造蚀变岩型铜金矿的有利地段，第三者具有较

好的寻找石膏矿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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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e-search prospects of Hanshuiquan area

in Xinjiang based on stream sediment survey

SUN She．Lian91，FENG Zeng．Hui2，HUANG Xiao—Bo 1，ZENG Fan．Mia02，

ZHANG Xian．Hel，NIU Jian—Zhon92，ZHU Chang．Jie2，CHEN Shi．Hai2

(1．Guangdong Geological Survey Institute，GuangzhOU 510080，China；2．Jiangxi Institute ofGeological Su～ey，Natwhang 330030，China)

Abstract：The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tream sediments in the Hanshuiquan area were analyzed．Combined with ore—forming geo—

logical conditions，the authors delineated eight anomalies．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 Y1 comprehensive anomaly，the authors deline—

ated three copper mineralization zones which include several copper mineralization bodies．The geochemical prospecting of stream sedi—

ments exhibit ideal
ore—prospecting effect．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comprehensive anomaly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regional met—

allogenic and local geological setting，three potential ore-prospecting areas were delineated，which included 868 highland Cu—Au area，

western Xianshuiquan Cu—Au area and Xianshuiquan gypsum area．The results obtained by the authors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prospecting．

Key words：stream sediments；comprehensive anomaly；Cu mineralization；potential ore—prospecting area；Hanshuiqu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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