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攀西地区以良好的铂族元素 ! "#$% 成矿地质背景

而成为我国铂族元素找矿热点地区之一 "& ’ (’ ) 大量研

究工作表明，"*、"+ 可以作为铂族元素矿化的直接指示

元素",’，但矿化类型不同，其异常元素组合也不同"&-’)
因此，在西南暗色岩套分布较多的攀西地区，利用 "*、
"+ 异常来找铂族矿床应当是最有效的手段，容易发现

新的找矿方向和靶区 ) 按照谢学锦等人的地球化学块

体理论，川滇铂族元素地球化学省有可能孕育大型 .
超大型的铂族元素矿床 / && 0 ) 换句话说，攀西地区如果

出现大型铂族元素矿床则极可能与西南暗色岩套有关)
研究区范围介于东经 &-& ’ &-12，北纬 34 ’ 3(2，包

括四川省西昌市，盐源县、会理县、攀枝花市等地区 )
研究区的大地构造位置属于扬子地台西缘，区内断裂

构造十分发育，主要有菁河断裂带、攀枝花断裂带、绿

汁江断裂带、安宁河断裂带、则木河断裂带、黑水河断

裂带以及小江断裂带等 )

& 研究区的地球化学特征

&) & 岩石类型

主要岩石类型为玄武岩，次为粗面玄武岩和玄武

安山岩 ) 超基性系列岩石主要见于西部，其中盐源 .
丽江岩区出现苦橄岩、苦橄质玄武岩和少量碱玄岩 )
攀西岩区可见碱玄岩，还见有粗面岩和流纹岩，显示出

较为明显的双峰式特点 ) 响岩质碱玄岩仅见于贵州岩

区 )
&) 3 微量元素

镜下观察发现苦橄岩具明显的堆晶结构，为深部

岩浆房分离结晶产物 ) 峨眉山玄武岩具有不相容元素

富集程度相对偏低，非常突出的 "5 正异常、弱 67 和 89
负异常，:5、;5 含量低的特点；盐源 . 丽江岩区由云南

宾川、永宁向丽江和四川盐源方向，微量元素富集程度

有依次降低趋势 )
&) 1 岩浆演化

岩浆分离结晶作用主要表现在玄武岩斑晶成分、

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成分的变化方面 ) <=>3、?@3>1、

AB> 与 CD> 的关系显示出峨眉山玄武岩的演化完全

符合分离结晶趋势；同时盐源 . 丽江岩区玄武岩主要

经历了早期分离结晶作用，而攀西岩区和贵州高原岩

区玄武岩则是更为强烈的结晶分离作用的产物 )

3 研究区水系沉积物 "*、"+ 异常

研究区 ?E、A+、AF、AG、AE、HI、;=、8=、J、KL、"*，"+
等元素的分析数据 ! &M 3- 万区域化探之网格化原始数

据，每个数据代表 N OP3 范围组合样的分析值或多个

单点样的算术平均值 % 由四川省地质勘查开发局提供，

&M 3- 万水系沉积物样品的采样粒度为 N- 目以下的部

分 ) 其中，"*、"+ 为 &M 3- 万化探保存的副样于 3--& ’
3--1 年补充测试铂、钯而获得 )

国外研究资料表明，在水系沉积物中，"* 趋向于在

碎屑颗粒中富集 !主要集中在 3- ’ N- 目粒级 %，"+ 的

高含量多数集中在 N- 目以下的粒级中"&3’) 据此认为，

研究区 "+ 的丰度值可以反映水系中 "+ 的地球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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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但有可能漏掉一些 !" 的高值点 #
在攀西地区，分别用 $ % &’ ( ) 和 * % &’ ( ) 的异常下

限圈出 !"、!+ 区域地球化学异常 ,图 & - # 铂和钯的地

球化学异常总体上呈近南北向的带状分布，其浓集中

心主要位于盐源县和布拖县等地区，除了通安镇地区

与较多的基性、超基性岩体相对应外，铂和钯的异常基

本上与峨眉山玄武岩的分布区吻合 # 图 & 表明，峨眉

山玄武岩的铂族元素丰度值普遍偏高，导致传统方法

圈定的铂族元素异常，很难获取铂族元素矿化的有效

信息 #
经统计，水系沉积物中 !"、!+ 元素丰度与岩浆岩

类型和地层的时代密切有关，而与大地构造分区的关

系不明显 # 作者将攀枝花 ( 西昌地区出露的地层按

系、岩浆岩按大类进行统计，专门提取以不同地层单元

,地质体 - 为基岩的水系沉积物样品的分析数据，统计

结果列于表 & 中 #
经统计，基岩为泥盆系、石炭系、三叠系以及基性

( 超基性岩，其水系沉积物的铂、钯含量服从对数正态

分布，其他地层单元的水系沉积物，往往具有多重母体

分布的统计特征 # 以峨眉山玄武岩为基岩的水系沉积

物，其 !"、!+ 频率直方图 ,图略 - 的样品点主要集中在

高含量区，表明峨眉山玄武岩的丰度值较高，是一种正

常的高背景现象 #
由于大多数地层单元 ,地质体 - 中的水系沉积物的

!"、!+ 含量不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本文采用了数据滤波

处理方法圈定铂族元素异常 #
数据滤波处理化探数据是把地球化学背景面看成

是一个连续起伏变化的曲面，不同子区采用不同的异

常下限，一般用窗口代子区，以小窗口为局部异常或噪

音，以大窗口为局部背景来拟合地球化学背景的变化

趋势，用衬值来圈定异常 # 衬值滤波是数字滤波技术

中的一种，用它来识别化探异常，特别是弱小异常则更

为有效 . &$ / &0 1 #
从图 2 和表 & 可知，水系沉积物中 !"、!+ 背景值呈

现出规律性的变化，古元古界、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

的铂族元素背景值 ,中位数 - 较低，大约为 & % &’ ( )# 从

志留纪开始，地层中铂族元素含量逐渐增高，直到中二

叠世晚期喷发的峨眉山玄武岩中 !"、!+ 达到最大值，

其背景值分别为 *# * % &’ ( ) 和 0# * % &’ ( )，表明在志留

纪至二叠纪期间，沉积岩物源中铂族元素含量有逐渐

增加的趋势，可能暗示攀西裂谷在晚古生代的强烈活

动造成亲地幔的铂族元素逐渐进入地壳沉积物中#
用衬值圈定的 !"、!+ 异常，主要分布在峨眉山玄

武岩的外围地区 ,图 $，!" 衬值 3 !" 含量 4 !" 异常下限5 !+ 衬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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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异点 ! "# $ 上四分点 % &’ # $ 下四分点；含量单位：&( % )’

*+*,

*, 含量 - *, 异常下限. 异常下限采用表 & 中的上异点值）’ *+
异常主要分布在通安镇、盐边县东、佑君镇北、宁南县

东等地区，*, 异常主要分布在通安镇、树河镇、佑君镇

北、布拖县、宁南县、铅锌镇等地区 ’ *+ 异常和 *, 异常

在空间上往往重叠在一起，而在树河镇、盐边县东等地

区表现出明显的分离现象 ’
米易新街铂矿床、会理大岩子以及会理清水河铂

矿床均存在较好的 *+ 和 *, 衬值异常，异常面积 / 0 &"
12"，异常强度中等或较强，表明水系沉积物 *+、*, 衬

值异常可以指示铂族矿床的存在 ’

3 结论

由于水系沉积物中 *+、*, 分离现象的存在，导致

*+、*, 单个元素的衬值异常不一定很好地反映铂族元

素矿化的信息，作者使用铂族元素综合衬值异常来进

行找矿远景区筛选 ’ 研究发现，铂族元素综合衬值

4 *56 衬值 7大于 &，表明具有 *+、*, 综合正异常 ’ 根据

铂族元素综合衬值的大小、异常面积、异常浓集中心、

表 & 攀西地区各地层单元中水系沉积物的铂、钯含量统计表

!"#$% & ’("()*()+* ,- .( "/0 .0 +,/(%/(* )/ *(1%"2 *%0)2%/(* ,- 0)--%1%/( *(1"(" )/ ."/34)45"67)+4"/8 "1%"

&()第 " 期

最小值

(’ &&

(’ "&3

(’ "

(’ &"8

(’ &(&

(’ &)

(’ "8

(’ "9)

(’ "/

(’ &)

(’ &#

(’ ""

(’ &&

(’ &

(’ "(&

(’ &&

(’ "9

(’ &

最大值

&/’ 9

9’ :

)’ )(:

"(’ #

&9’ )

"&’ /

&9’ 8

&(’ :

&&’ #

&:

)’ )(:

&8’ :

"&’ )9"

/:

&#’ &

&&’ &

:’ :

/:

平均值

"’ (8#

&’ #3:

&’ &#:

&’ &:"

"’ "(9

#’ 8:#

3’ )3

3’ )3&

"’ )9#

"’ #8"

&’ 38#

&’ #3:

&’ 9)3

&’ )""

"’ "#3

(’ )9"

&’ 88"

"’ &"/

最小值

(’ 3&

(’ 3"

(’ "

(’ &/

(’ &"8

(’ ""

(’ &/9

(’ /#

(’ 3

(’ 3#

(’ "#

(’ &#

(’ &

(’ &

(’ ""

(’ &#

(’ #

(’ &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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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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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岩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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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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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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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

D

*+&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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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基岩环境

第四系

第三系

白垩系

侏罗系

三叠系

峨眉山玄武岩

二叠系

石岩系

泥盆系

志留系

奥陶系

寒武系

震旦系

古元古界

基性超基性岩

中酸性岩

碱性岩

全部样品

中位数

&’ ("

&’ &"

(’ )&

(’ ::

&’ 93

#’ /

3’ &

"’ :8

"’ ":

&’ #8

(’ )8

(’ )

&’ (3

&’ &9

&’ ""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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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点数、地质条件、与其他成矿元素的关系和异常成

因分析的基础上，作者筛选出 ! 个铂族元素异常区作

为铂族矿产的成矿远景区：!大桥远景区；"树河镇远

景区；#盐边县远景区；$大槽远景区；%黎溪镇远景

区；&通安镇远景区；’鹿鹤村远景区；(宁南县远景

区 "图 # $ % 初步显示出铂族元素的多种矿化信息 %
由于峨眉山玄武岩分布区的水系沉积物的 &’、&(

异常下限高达 )*% # + ), - . 和 )/% 0 + ), - . "表 ) $，因而

很难出现明显的铂族元素综合衬值异常 % 对以峨眉山

玄武岩为基岩的水系沉积物中 &’、&( 元素含量与 12、

3(、34、35、32、67、89、:9、;、<= 的含量进行了逐步回归

研究，发现同期喷发相玄武岩中 &’ 和 &( 的亏损，通常

是基性 - 超基性岩体铂族元素富集成矿的地球化学标

志之一 > )?@ )/ A，因此，攀西地区峨眉山玄武岩出现明显的

&’、&( 负异常，可以意味着其附近的基性岩体有成矿

的可能性 % 根据峨眉山玄武岩分布区 &’、&( 正异常和

负异常的强度、异常面积及 32、12、67、:9、; 等元素的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作者又筛选出 ? 个铂族元素成矿

远景区 "图 #$，即)麦架坪远景区：&( 和 32" B ,% ,*C $
的综合异常显著，伴有 12、67、:9、; 的异常，异常面

积 )? DE?；*茨竹箐远景区：水系沉积物中 35、:9、;
含量高于背景值，而 &’、&( 的含量小于 ) + ), - .，异常

面积 ! DE?，异常附近的基性岩体发育 %
采用按地质体确定背景与异常的方法，在攀枝花

?,,0 年地 质 与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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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昌地区初步筛选出 +? 个可供进一步勘查的!类

异常区 ; +? 个!类异常区只有 6 个分布于玄武岩区，

有 ++ 个异常区与会理群、基性 \ 超基性岩体以及震旦

系地层的出露地区有关，X 个异常区与震旦系、寒武系

及断裂构造分布区有关，6 个异常区与花岗岩和断裂

构造有关，初步显示出可能存在着多种矿化信息 ; 其

中，在玄武岩分布区，铂族元素矿化可能存在两种类

型：一种可能与铜的矿化有关 :特别是 BM 与 N1 的关系

密切 A，另一种与 NG、2*、N0 的矿化有关，矿体可能存在

于铁质超基性岩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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