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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牦牛坪稀土矿为代表的攀西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稀土资源成矿带"攀西稀土矿包括岩浆热液型(伟晶岩

型(第四系砂矿型(火山岩型和离子吸附型等类型' 重点针对牦牛坪矿床的成矿地质背景(矿化特征及成矿条件

等成矿机制进行分析"研究控矿与成矿要素(成矿规律) 完善了岩浆热液型轻稀土矿床成矿模型) 厘清了区域上

不同类型矿床的产出特点及各类型矿床的内在成因联系"并科学分析区域稀土资源"圈定稀土找矿靶区"进一步

缩小找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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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稀土元素被誉为*工业的维生素+"具有无法取

代的优异磁(光(电性能"对改善产品性能(增加产

品品种(提高生产效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稀

土作用大"用量少"已成为改进产品结构(提高科技

含量(促进行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元素"被广泛应用

到了冶金(军事(石油化工(玻璃陶瓷(农业(新材料

等领域##$

' 稀土矿是四川省优势矿种之一"查明资

源2储量位列全国第二"主要集中分布于西南部攀

西地区"另外在绵竹一带什邡市磷矿中有稀土元素

以离子形态赋存于磷矿石中#)$

' 攀西地区是我国

重要的稀土资源成矿带"自 )* 世纪 W* 年代以来"

大致经历了 )* 世纪 W*,V* 年代早期发现及勘查

评价"1* 年代中期,!* 年代末大发现(大突破和 )#

世纪以来锦上添花的 0 个阶段' 通过近 W* ;的地

质勘查和研究"四川查明的稀土资源储量%jT[&达

数百万B"占全国查明资源储量的 1'V0^"同时也是

我国稀土产品第二大生产基地#0$

' 前人在该地区

开展了较多的研究工作"重点聚焦在牦牛坪矿床的

成矿机制分析上#O$

"对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还存在

不足"特别是对不同类型矿床的产出特点及各类型

矿床的内在成因联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期科学

分析区域稀土资源找矿靶区'

本次工作对攀西稀土成矿带上的典型稀土矿

床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对稀土成矿地质条件(矿

化特征(矿体特征进行了调查对比研究"并在里庄(

金林(腊窝(大陆槽等地区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取样

分析"充实了成矿系统相关的理论体系"圈定并优

选了 W 个找矿靶区'

#"区域构造背景

攀西稀土矿分布于上扬子陆块西部边缘"基本

上沿丹巴,茂汶断裂,小金河断裂东侧分布"主要

包括攀西陆内裂谷带%三级构造单元&的康滇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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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断隆带%四级构造单元&和盐源,丽江前陆逆

冲推覆带%三级构造单元&的小金河前缘逆冲带

%四级构造单元&'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期间"印度板

块向欧亚板块俯冲"自西向东强力推挤"受其影响"

盐源,木里地块向东推覆"到了喜马拉雅造山运动

后期"印度板块俯冲势力减弱"攀西地区随盐源,

木里推覆构造定型就位"区域释压"((T走向的深

大断裂系统局部张开"为深部富含稀土元素的成岩

成矿物质上侵提供了通道和储存空间#O 89$

'

攀西地区与稀土成矿和分布有关的大型断裂

主要有小金河断裂带(南河,磨盘山断裂带(安宁

河断裂带等"它们不仅控制着地层的分布"通常也

是岩浆上升的通道"稀土矿常沿这些断裂带成群成

带分布%图 #&'

#'喜马拉雅期富稀土碱性杂岩) )'印支期正长岩) 0'印支期碱性花岗岩) O'燕山期碱性花岗岩) 9'基底断裂) W'陆

缘海相中生界分布区) V'前震旦系古陆分布区) 1'古生界及陆相中生界分布区) !'构造单元分界线) #*'轻2重稀

土矿产地)

!

甘洛断裂)

"

小江断裂)

#

安宁河断裂)

$

南河断裂)

%

磨盘山断裂)

&

金河断裂)

'

小金河断裂)

(

大陆乡断裂'

图 !"攀西稀土成矿带地质构造略图"$$

;.:)!"*2,+,:.0'+'6-7207,6.0/>2709='?,5U'6V9.98' @W.09'6: 3'322'379=27'++,:26.0(2+7

#$$

""南河,磨盘山深大断裂及其上盘的哈哈次级断

裂带控制了牦牛坪矿区的成矿碱性杂岩体及稀土矿

床的生成#)$

) 定位于哈哈断裂带中的成矿碱性杂岩

体的主体英碱正长岩是稀土成矿母岩"含矿碱性杂

岩体的生成过程就是牦牛坪稀土矿的成矿过程#V$

'

近南北向南河,磨盘山断裂带%雅砻江断裂带&及其

次生的大陆槽断裂控制了大陆槽矿区的成矿杂岩

%霓辉正长岩(方解石碳酸岩&及稀土矿床的生成#1$

'

小金河断裂带上盘的棉沙湾次级断裂控制了木洛稀

土矿区的成矿岩体及稀土矿床的生成#! 8#*$

'

)"主要类型稀土资源的地质特征

#'!"岩浆热液型稀土矿&牦牛坪式)

攀西地区岩浆热液型稀土矿%牦牛坪式&典型

矿床主要包括牦牛坪稀土矿床(大陆槽稀土矿床(

木洛稀土矿床%碉楼山稀土矿床(郑家梁子稀土矿

床&和里庄羊房沟稀土矿床%表 #"图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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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攀西地区岩浆热液型稀土矿&牦牛坪式)矿床成矿地质条件

&'()!"T27'++,:26.0:2,+,:.0'+0,6-.7.,6/,5=':='7.094-3,7923='+74?23'322'379,32

%T',6.8?.6: 74?2& -2?,/.7/.6U'6V9.98' @W.09'6: '32'

代表矿床%点& 地层条件
与成矿有关的

岩性组合
岩浆岩条件 构造条件 围岩蚀变 成矿时代

牦牛坪稀土矿床

泥盆系中统浅变

质碎屑岩和碳酸

岩及第四系冲洪

积(残坡积层

碱性杂岩! 云 煌

岩(霓石英碱正长

岩(重晶霓辉伟晶

岩脉(碳酸岩

燕山期流纹岩 8

碱长花岗岩系列

和喜山期含矿碱

性杂岩体

((T向(压性(高

角度逆冲的哈哈

断裂破碎带

钠长石化(钠长石8

霓石 8霓辉石

化(重晶石化(萤

石化和碳酸盐化

O*'0 a)V'1 \;

大陆槽稀土矿床

碱性杂岩! 霓辉正

长岩(方解石碳酸

岩(云煌岩脉(碱性

伟晶岩(含霓辉萤

石锶重晶石

康定群混合石英

闪长岩

产于大陆乡断裂

与张门闸(南木

河断裂的结合

部) 发育隐蔽爆

破构造

萤石化(重晶石

%钡天青石&化(

碳酸盐化

#9'0 a#*') \;

木洛稀土矿床

%碉楼山稀土矿

床(郑家梁子稀

土矿床&

中二叠统阳新组

和上统峨眉山玄

武岩组"第四系

碱性杂岩! 辉 绿

岩(钾长花岗岩(碳

酸岩

晚燕山期角闪石

钾长花岗岩(喜

山期英碱正长岩

及少量变辉绿岩

((T向的构造破

碎带
09'9 a0#') \;

里庄羊房沟稀土

矿床

碱性杂岩! 霓石英

碱正长岩(碳酸岩

燕山期钾长花岗

岩(喜山期碱性

杂岩

(T向断裂及其

派生次级断裂
0*'W a)1'9 \;

#'流纹岩) )'文象碱长花岗岩) 0'浅灰色碱长花岗岩) O'紫红色碱

长花岗岩) 9'霓石英碱正长岩) W'碱性花岗斑岩脉) V'实测及推测

地质界线) 1'矿体'

图 #"牦牛坪稀土矿区地质略图

;.:)#"*2,+,:.0'+/>2709='?,5T',6.8?.6:

3'322'379=.6.6: '32'

#'#"离子吸附型稀土矿

该类型见于德昌阿月(会理半山田(德昌石马

村(德昌麻地 O 处矿点"皆位于康滇基底断隆带中

段安宁河深断裂带西侧' 离子吸附型稀土矿特征

为! 矿%化&体赋存于由原岩稀土含量较高的侵人

岩或火山岩风化形成的风化壳中"以有厚大的风化

壳为特征"厚大风化壳一般分布于低矮的山丘或平

缓的山麓"矿%化&形态受地形地貌控制"一般呈层

状(似层状面形展布'

#'B"砂矿型稀土矿

该类型主要有德昌茨达重稀土矿和会理绿湾

重稀土矿 ) 处矿点'

德昌茨达重稀土矿含矿原岩为茨达碱性花岗

岩"部分风化壳中形成了离子型稀土矿点' 茨达碱

性花岗岩为椭圆形岩株"略向南西倾伏"出露面积

)'# dR

)

' 与前震旦纪变质岩和海西期辉长岩呈侵

入接触"侵位较浅"属中浅剥蚀程度' 南(西侧出现

中酸8碱性岩脉' 茨达岩体不但是砂矿的成矿母

岩"本身也呈现稀有(稀土矿化"其中褐钇铌矿和锆

石具一定潜在远景' 岩体西高东低"东侧第四系发

育"砂矿即产于残坡积和冲洪积松散层内'

会理绿湾重稀土矿点含矿原岩为会理群河口

组的变质酸性火山岩(火山沉积岩"属以独居石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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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风化壳型砂矿床"伴生有钇易解石(褐钇铌矿(

磷钇矿和锆石等'

#'F"火山岩型稀土矿

该类型为铌钽伴生重稀土矿"仅发现会东干沟

# 处矿产地"为小型' 含矿岩性为力马河组浅变质

火山岩"矿体与围岩产状一致"顶板常为金红石矿

层"底板多为玄武质凝灰岩' 稀有矿物有铌钽铁矿(

硅铈铌钡矿(烧绿石(氟碳钙铈矿(独居石等"少量锆

石(细晶石(铌钇矿(褐钇铌矿(磷钇矿和钍石等'

#'C"碱性岩型稀土矿

该类型主要为米易路枯小型铌钽伴生轻稀土

矿"形成于印支期"含矿岩脉主要为碱性正长岩(碱

性正长伟晶岩(%碱性&钠长岩(碱性花岗伟晶岩及

正长%混染&岩及花岗伟晶岩) 主要矿脉类型是碱

性正长伟晶岩和碱性钠长岩"矿石中主要矿物为烧

绿石(锆英石"其次为铌锰矿(褐钇铌矿' 主要脉石

矿物为微斜长石(条纹长石(钠长石及少量石英(霓

石(霓辉石(钠铁闪石'

0"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据 #�)* 万地球化学图显示"在预测区内 i;的

分布大致以羊坪子,脚基坪一线为界"北部高值带

呈(T向条带状展布"浓集贫化分带清晰"规律特

征明显) 南部相对零乱"i;含量显著低于北部区

域"高值点多呈星散状分布%图 0&' 区内i;的含量

介于 V'W! aO OO*

`

525之间"平均为 OV')0

`

525"剔

除特异值后背景平均值为 0V'9

`

525' 共圈定出i;

单元素异常 0O 个"其中具有三级浓度分带的异常 W

个"已知稀土矿产地均位于异常中带或内带中"有 V

个异常具有二级浓度分带"其余异常仅具有外带'

o元素的含量介于 )'1 a#90

`

525之间"平均为

0#'0

`

525"标准离差为 #*'9O"变异系数为 00'W1^"

为不均匀分布型"局部异常明显) 剔除特异值后"

背景平均值为 )!'1W

`

525"异常下限为 O0'9V

`

52

5' o的分布特征总体与 i;相似"但浓集带更清

晰"在北部呈(T向展布"南部大致呈 K(向展布'

图 B"远景区异常及靶区划分

;.:)B"X87+.62,5792'6,='+4 ?3,/?207.12'32' '6-7'3:27'32'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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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成矿模型

攀西地区稀土矿类型较多"岩浆热液型稀土

矿床%牦牛坪式&是最主要的稀土矿产类型"也是

四川省内目前唯一独立的具工业价值的稀土矿类

型) 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分布广"工作程度低) 其他

类型如砂矿型稀土矿(火山岩型稀土矿和碱性岩

型稀土矿出露较少"仅有少量的矿床%点&存在'

本次仅就岩浆热液型稀土矿床%牦牛坪式&展开

讨论'

F'!"矿床&点)空间分布特征

攀西地区稀土矿共有产地 )0 处%图 #&"分布

在北起冕宁"南到米易"东起安宁河"西至雅砻江一

线的广阔区域内' 四川省内目前唯一独立的具工

业价值的稀土矿类型集中分布于凉山州的冕宁县

和德昌县"形成南北长约 #9* dR的稀土成矿带和

集中分布区"成矿主要受 ((T,K(向深断裂系统

和喜玛拉雅期幔源含矿碱性杂岩%霓石英碱正长

岩(碱性花岗岩(碱性伟晶岩(碳酸岩脉等&的双重

控制'

F'#"成矿时间演化规律

攀西稀土矿所处的康滇轴部基底断隆带以带

状分布的太古宙,中生代早期变质岩浆杂岩构成

地垒式隆起带"其中以前晋宁期花岗质岩石及澄

江期火山岩和岩浆岩分布最广"构造线方向近 K(

向"其延展方向受 K(向断裂带所控制' 在漫长的

地质历史进程中"区内形成了以 K(向主干断裂带

及其配套的 ((T和 ((@向断裂网络' 安宁河断

裂带(金河,程海断裂带%北段为金河断裂&(南

河,磨盘山断裂(甘洛,小江断裂带等 K(向断裂

带都是有名的岩石圈断裂"它们多期次活动并将

深部的成岩成矿物质运送到地壳有利构造场所成

岩成矿' 由此"区内岩浆活动十分强烈而频繁"深

成作用与火山活动并重"生成了种类繁多(系列齐

全的各种各样火成岩共生组合体"重要的有晋宁

期中酸性火山岩及侵入岩(海西期峨眉山喷溢玄

武岩,层状堆晶杂岩(印支期环状碱性杂岩和喜

山期碱性杂岩体(富碱斑岩群(钾质煌斑岩群等'

盐源,丽江前陆逆冲 8推覆带由巨厚的三叠纪沉

积8蒸发岩系构成主体"东缘古生界成叠瓦状逆冲

岩片"由西向东推覆叠置于康滇前陆隆起带之上'

康滇轴部基底断隆带喜山期碱性杂岩体(富碱

斑岩群(钾质煌斑岩群等是主要的成矿载体"喜马

拉雅期也是主要的成矿期次"其中攀西地区稀土成

矿带成矿年龄从北至南逐渐变新"牦牛坪稀土矿床

成矿年龄为 O*'0 a)V'1 \;"木洛稀土矿床成矿年

龄为 09'9 a0#') \;"里庄稀土矿床成矿年龄为

0*'W a)1'9 \;"大陆槽稀土矿床成矿年龄为 #9'0 a

#*') \;%表 )&'

表 #"攀西稀土成矿带岩浆热液型稀土矿&牦牛坪式)年龄测试结果

&'()#"T27'++,:26.0':2,5=':='7.094-3,7923='+3'322'379,32%T',6.8?.6: 74?2& .6

U'6V9.98' @W.09'6: 3'322'379=27'++,:26.0(2+7

矿床名称
成岩年龄

样本岩性 测试方法 年龄2\;

成矿年龄

样本岩性 测试方法 年龄2\;

资料来源

牦牛坪
正长岩全岩 k8UE O*'1%KF& 黑云母 k8UE O*'0%f/&

碳酸盐中的钠铁闪石 k8UE 0#'V%UM& 黑云母 k8UE )V'1%f/&

袁忠信等"#!!0

###$

骆耀南等"#!19

#W$

木洛 微斜长石 UE2UE 0#')%k& 金云母 UE2UE 09'9%_-& 田世洪等")**W

##)$

里庄 微斜长石 UE2UE )V'#%k&

黑云母

辉钼矿
UE2UE

0*'W%f/&

)1'9%\%&

田世洪等")**W

##)$

大陆槽

正长岩全岩 KAjh\_锆石n8_- #O'9%KF& 黑云母 k8UE #*')%f/&

碳酸岩 KAjh\_锆石n8_- #0'*%N;& 白云母 k8UE

##'0%\I&

#9'0%\I&

杨光明等"#!!1

##0$

田世洪等")**1

##O$

""注!%&中的元素表示年龄测试所用的矿物元素'

F'B"岩浆热液型稀土矿&牦牛坪式)成矿模式

本次工作结合前人研究资料"认为岩浆热液型

稀土矿%牦牛坪式&的矿化可细分为两类! 牦牛坪脉

状(伟晶状矿化和大陆槽角砾岩筒矿化"并提出岩浆

热液型稀土矿%牦牛坪式&二元成矿模式%图 O&' 喜

马拉雅期在印度,亚洲大陆碰撞带东缘"引起的一

系列压扭性(张扭性变形"为岩浆的向上运移提供了

通道)喜马拉雅期地幔深部富含jTT(碳酸岩的岩浆

流体沿这些通道向上运移"随着岩浆的逐渐冷却"岩

浆分异作用形成稀土矿体' 超浅层岩浆流体由于温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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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熔融场) )'燕山期碱长花岗岩) 0'喜马拉雅期碱性岩8碳酸岩系列) O'燕山期流纹岩) 9'脉状(伟晶

状稀土矿床) W'角砾岩筒状稀土矿床) V'含稀土矿细脉) 1'岩浆及矿液运移方向'

图 F"岩浆热液型稀土矿&牦牛坪式)二元成矿模式"!C$

;.:)F"I.6'34 =27'++,:26.0=,-2+,5=':='7.094-3,7923='+74?23'322'379,32%T',6.8?.6: 74?2&

#!C$

度急速冷却形成隐爆角砾式矿体"中深层岩浆逐渐

冷却形成牦牛坪式矿体"矿床的规模与当时形成的

岩浆通道大小有关' 成矿模式主要表现为! 构造

通道形成,富jTT流体侵入,岩浆冷却成矿'

9"找矿靶区

综合整理(分析(研究前人资料和本次野外调查

成果"总结牦牛坪式(离子吸附型稀土矿的成矿规律

及分布规律"在优化成矿模型和总结找矿标志%线

索&的基础上开展预测评价"圈定并优选找矿靶区'

C'!"找矿靶区圈定依据

9'#'#"岩浆热液型稀土矿床#牦牛坪式$靶区圈定

依据及找矿标志

岩浆热液型稀土矿%牦牛坪式&属岩浆型稀土

矿"其成矿受喜山期碱性杂岩和构造控制"对围岩

没有选择性' 与成矿有关的主要是地质构造(侵入

岩体%喜山期碱性杂岩&(矿化蚀变等"圈定靶区的

依据及找矿标志为##W 8#V$

!

%#&扬子地台西缘康滇前陆逆冲带%攀西裂谷

带&北段与盐源,丽江逆冲带结合部)

%)&已知矿床%矿点(矿化点&或已发现有一定

规模的矿化体)

%0&喜山期霓石英碱正长岩分布区)

%O&重晶石(碳酸岩(萤石(霓辉石的岩性组合"

岩体内脉状团块黑色粉状风化物以及铅矿脉等是

直接找矿标志"特别是萤石(重晶石组合是野外找

矿的明显标志)

%9&放射性元素%:?(n&异常)

%W&化探i;%N,&(f;%KE&(:?%n&(_-%><&(+(

K等元素综合异常是间接的找矿标志)

%V&氟碳铈矿自然重砂异常是间接的找矿标志'

以上 V 点的分布范围(遥感最小预测区等为靶

区面积圈定的依据'

9'#')"离子吸附型式稀土矿床靶区圈定依据及找

矿标志

%#&含稀土矿岩体%包括喜山期碱性岩 8碳酸

岩(印支期碱性花岗岩(黑云母花岗岩(晋宁期磨挲

营钾长花岗岩等&)

%)&较厚的高地质背景(高化学风化程度岩浆

岩风化壳)

%0&较重要的地球化学异常(自然重砂组合异常'

以上 0 点的分布范围(遥感最小预测区等作为

靶区面积圈定的依据'

C'#"找矿靶区圈定

参考上述找矿靶区圈定条件%依据&"初步圈定

了 W 个找矿靶区%图 0&"从北到南列于表 0'

/1)/



第 # 期 范国强"等!"四川攀西地区稀土资源成矿规律及找矿靶区

表 B"找矿靶区圈定特征统计

&'()B"G7'7./7.0'+7'(+2,5-2+.62'7.,609'3'0723./7.0/,5792?3,/?207.6: 7'3:27'32'

成矿靶区名称 面积2dR

) 矿床类型 靶区特征

牦牛坪深部找矿靶

区
W')0 原生稀土矿床

位于牦牛坪矿区"安宁河断裂带以西"((T方向哈哈断裂纵贯全矿区"有与成矿有

关的喜山期碱性杂岩) 具有 0 级碱性浓度分带"有显著的 i;异常和低缓 o异常

显示' 自然重砂异常显示为独居石(氟碳铈矿(磷钇矿组合异常
a

级异常"钻孔

9** R以下可见稀土矿体(钼矿体"增加该矿床资源储量"达大型以上

里庄烂柴湾找矿靶

区
)O'** 原生稀土矿床

位于 K(向的安宁河和磨盘山深大断裂之间"((T向断裂发育"有与成矿有关的

碱性杂岩) i;元素具有三级浓度分带"异常区内i;含量达0W#

`

525)有稀土矿脉

发现"可见氟碳铈晶体"有达到大(中型稀土矿床的可能性

沙坝镇老鸦村找矿

靶区
OO')V

与基性岩脉有

关的含钪矿床

位于 K(向的安宁河和磨盘山深大断裂之间"(T向断裂西侧"大面积出露黑云角

闪石英闪长岩(黑云角闪二辉辉长岩"有与成矿有关的基性岩脉"辉绿岩脉样品 K6

品位达到了 09 Q#*

8W

' 有可能找到一个与基性岩脉有关的含钪矿床

宽裕镇找矿靶区 #OO'**

离子吸附型稀

土矿床

位于 K(向的安宁河和磨盘山深大断裂之间) 区内出露大面积风化花岗岩"风化

壳厚度大"具有较高的稀土背景值"具有 ) 级碱性浓度分带"有显著的 i;异常和

低缓o异常显示' 自然重砂异常显示为独居石(氟碳铈矿(磷钇矿组合异常hhh级

异常) 有离子型稀土矿%化&发现"风化壳厚度 #* a9* R" jT[含量为 *'*9^ a

*'*V^"浸出相jT[含量为 *'*)9^ a*'*O!^%以轻稀土为主&"有达到大(中型

稀土矿床的可能性

大陆槽乡营盘山,

大山村找矿靶区
##'** 原生稀土矿床

位于已知大型矿床,,,大陆槽稀土矿床东部"K(向断裂构造发育"次级构造是控

矿%脉&构造"有与成矿有关的喜马拉雅期岩体' 化探i;异常明显"且具三级浓度

做分带) 发现稀土矿脉 # 条"品位最高达到 #')W^"有达到中(小型稀土矿床的可

能性

大陆槽乡刘家湾找

矿靶区
9'1* 原生稀土矿床

位于已知大型矿床,,,大陆槽稀土矿床西侧"K(向断裂构造发育"次级构造是控

矿%脉&构造"有与成矿有关的喜马拉雅期岩体' 化探i;异常明显"且具三级浓度

做分带) 区内发现稀土矿脉 0 条"品位最高达到 0'**^"有达到大(中型稀土矿床

的可能性

W"结论

在充分收集区域资料及矿区资料的基础上"对

攀西稀土成矿带上的典型稀土矿床,,,牦牛坪稀

土矿床(大陆槽稀土矿床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对

中型以上规模的牦牛坪稀土矿床(大陆槽稀土矿

床(羊房沟稀土矿床(木洛稀土矿床的稀土成矿地

质条件(矿化特征(矿体特征进行了调查对比研究"

总结其成矿规律及分布规律) 在对攀西地区中酸

性(碱性侵入岩体"特别是英碱正长岩及碱性岩脉"

攀西地区重点区域的稀土矿点(成矿远景区等分析

研究后"在里庄(金林(腊窝(大陆槽(德昌,米易(

盐边德石镇(盐边小黑箐乡(攀枝花大田镇调查区

等地进行了野外地质调查"利用手持快速分析仪(

手持放射性测量仪(草酸%烧碱&现场试验等进行现

场取样分析研究"取得以下成果!

%#&本次研究工作总结了攀西地区牦牛坪式轻

稀土矿床(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床的矿化特征(成矿

地质背景及成矿条件"研究控矿与成矿要素(成矿

规律"优化并完善了牦牛坪式轻稀土矿床(攀西地

区离子型稀土矿床的成矿模型"从而充实了成矿系

统相关的理论体系'

%)&圈定并优选了 W 个找矿靶区%O 个岩浆热

液型稀土矿%牦牛坪式&靶区(# 个离子吸附型稀土

找矿靶区(# 个钪找矿靶区&"按其远景及重要程度

分为! U类"含大陆槽乡刘家湾(里庄烂柴湾(牦牛

坪(宽裕镇 O 个找矿靶区) f类"大陆槽乡营盘山,

大山村靶区) N类"沙坝镇老鸦村靶区' 这些成矿

靶区主要分布在已知中型以上的规模矿床上或其

外围"证实对已知矿床深部及其外围找矿效果好"

为下一步稀土矿产勘查工作奠定了基础'

%0&进一步肯定了攀西地区稀土矿以岩浆热

液型稀土矿%牦牛坪式&床为主"由冕宁三岔河(

牦牛坪(麦地(软心沟(木洛(里庄%羊房沟&稀土

矿床和德昌大陆槽乡矿床等矿床组成"且具工业

价值) 其次为离子吸附型稀土矿"浸出相 jT[含

量为 *'*)9^ a*'*O!^%以轻稀土为主&'

%O&认为岩浆热液型稀土矿%牦牛坪式&成矿

与构造及喜山期的英碱正长岩(碳酸岩有关"并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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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和岩体双重控制) 初步揭示了德昌,攀枝花

一线离子吸附型稀土的含矿性"缩小了离子吸附型

稀土矿找矿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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