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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藏中拉萨地体中段的鑫龙金矿具有较大的成矿潜力。 通过矿产地质调查和初步钻探验证,圈定 3 条矿

(化)体,矿(化)体受 NW 向和 NNW 向断裂构造控制,赋存于流纹质角砾熔岩之中,其中 Au - II 金矿带长 300 ~
1 000 m,厚度可达 10 m,单工程品位可达 17. 97 g / t,预测鑫龙金矿矿体可达大型规模,整个矿区有望达到特大型

规模。 将矿区金的产出划分为“方铅矿 +辉砷镍矿 +金”组合和“黄铁矿 +石英 + 金”组合,矿区蚀变主要以硅化

和中 -高级泥化为主。 根据矿化和蚀变特征,认为鑫龙金矿是高硫化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是西藏陆相火山岩中

发现的首例该类型金矿。 根据综合地质分析,在鑫龙—郎美拉一带存在完整的斑岩 - 浅成低温热液型铜金成矿

系统,成矿潜力巨大。 鑫龙金矿的发现为藏北岩金矿的勘查开辟了新的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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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西藏地区金矿开发历史悠久,且以盛产砂金而
著名[1],尤其是藏北地区的砂金矿点星罗密布[2]。
陈伟等[3]将青藏高原中部(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与

洛巴堆—米拉山断裂之间)划分为南北两条金异常

带。 北带主要沿着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产出,以商

旭、屋素拉等金矿为代表[4 - 7]; 南带主要分布在中

拉萨地体的中部,与则弄群等陆相火山岩密切相

关,以种弄、 格弄、 茶欧穷、 松多等金矿点为代

表[3,8 - 10]。 西藏最大的砂金矿———崩纳藏布金矿
就产出在该带内[11]。 藏北金矿类型主要为砂金

型,金矿规模以金矿点和中小型金矿为主[12],尚未

有大型金矿发现,岩金矿找矿始终未取得重大突

破。 唐菊兴等[13] 提出,班公湖—怒江成矿带两侧

发育的陆相火山岩(145 ~ 110 Ma,包括则弄群、去
申拉组、多尼组等)具有火山机构发育,Cu、Au、Pb、
Zn、Ag 等元素异常套合较好的特点,具有寻找斑岩

型 -矽卡岩型 -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的潜力。 陈

伟等[3]通过 1∶ 5 万水系沉积物调查及异常查证,在
西藏中拉萨地体中段尼玛县当惹雍错西岸发现鑫

龙金矿,初步将其矿床类型认定为高硫化浅成低温

热液型金矿,查明了鑫龙金矿的赋矿围岩为则弄群

火山岩,并指出中拉萨地体广泛分布的则弄群等陆

相火山岩具有形成斑岩 - 浅成低温热液型铜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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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潜力[3,14]。 本文以新发现的鑫龙金矿为研

究对象,结合野外编录及前人资料,总结该金矿床

的地质特征,分析该地区找矿潜力。 研究可为在中

拉萨地体寻找该类型金矿开拓思路,提供借鉴。

1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中拉萨地体中段,当惹雍错西地区

(图 1(a)),一级构造单元位于冈底斯—喜马拉雅

造山系的二级构造单元位于拉达克—冈底斯—察

隅弧盆系,三级构造单元位于措勤—申扎岩浆弧

带,噶尔—隆格尔—扎日南木错—措麦断裂带与沙

莫勒—麦拉—洛巴堆—米拉山断裂之间。
鑫龙金矿位于当惹雍措湖西岸,区域出露地层

包括下石炭统—上石炭统永珠组(C1 - 2 y),上石炭

统—下二叠统拉嘎组(C2 - P1 l)、下二叠统昂杰组

(a) 青藏高原构造格架

1. 第四系; 2. 古新统典中组; 3. 下白垩统捷嘎组; 4. 下白垩统荣纳组; 5. 下白垩统郎穷组; 6. 下白垩统扎列拿

组; 7. 上二叠统下拉组; 8. 下二叠统昂杰组; 9. 下石炭统—上石炭统永珠组; 10. 上石炭统—下二叠统拉嘎组;
11. 晚白垩世花岗岩类; 12. 早白垩世花岗岩; 13. 晚侏罗世花岗岩; 14. 晚白垩世安山玢岩; 15. 晚三叠世二长花

岗岩; 16. 晚三叠世含斑花岗岩; 17. 晚三叠世黑云二长花岗岩; 18. 花岗岩脉; 19. 花岗斑岩; 20. 闪长岩脉;
21. 石英脉; 22. 地质界线; 23. 断层; 24. 矿床(点); 25. 鑫龙矿区

图 1　 青藏高原构造格架(a)及当惹雍措湖西岸地质简图(b)(修改自文献[15 -18])
Fig. 1　 Tectonic framework of Tibet Plateau (a) and geological sketch of the west bank of Dangreyongcuo

Lake (b) (modified after [1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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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a)及下拉组(P2x),下白垩统扎列拿组(K1 z)、
郞穷组(K1 lq),荣纳组(K1 r)及捷嘎组(K1 jg),古新

统典中组(E1d)及新近系乌郁组(N2w)。 其中,中
生代地层出露面积最广,第四系主要出露在中部。
区内侵入岩较为发育,主要为分布于鑫龙矿区北部

的晚三叠世文部岩基,主要岩性为早白垩世灰白色

细中粒含斑黑云二长花岗岩、灰白色粗粒巨斑黑云

二长花岗岩,以及晚白垩世细粒闪长岩脉体,区内

还零星出露早白垩世小岩体构造活动,以断裂构造

为主,主要以 NE 向、NW 向、近 EW 向及近 SN 向的

4 组断裂[19](图 1(b))。 区域断裂多具有走向延伸

规模大、垂向切割深度大、横向分带性明显、形成演

化历史长、活动期次多、力学性质复杂的特征。

2　 矿区地质特征

2. 1　 地层与构造

鑫龙矿区内出露的地层较为简单,主要为下石

炭统—上石炭统永珠组(C1 - 2 y)、上石炭统—下二

叠统拉嘎组(C2 - P1 l)、下二叠统昂杰组(P1a)、下
白垩统则弄群扎列拿组(K1 z)及第四系(Q)。 其

中,则弄群火山岩分布于矿区的中部及南西部,第
四系覆盖于研究区中南部(图 2)。

永珠组(C1 - 2 y)以发育细碎屑岩为特征,下部

主要为灰黑色泥(板)岩、粉砂质泥(板岩)、粉砂

岩,夹中薄层(变)细粒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上
部为灰黑色中薄层粉砂岩与浅灰色薄层状细粒石

英砂岩互层,受低温动力变质影响,岩石具轻微变

质,且岩层褶皱及板劈理十分发育。 拉嘎组(C2 -
P1 l)主要为一套青灰色、灰黄色、灰绿色块状及层

状含砾碎屑岩岩系,岩性包括含砾细砂岩、含砾长

石石英砂岩、石英砂岩等,夹有少量黑色泥岩或板

岩、含屑泥晶灰岩。 昂杰组(P1a)主要为一套深色

细碎屑岩系,发育接触变质作用,岩性主要为深灰

色薄层状泥岩、深灰色中层状长石石英细砂岩、深
灰色中厚层钙质胶结石英细砂岩,整体具有向上变

细的特征。 第四系(Q)以冲洪积物为主,为河流相

沉积。
鑫龙矿区内发育 6 条断裂(F1 ~ F6)(图 2),区内

断裂构造的发育为金矿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其

中,F1 和 F3 断裂呈 NWW 向产出,F2 断裂呈近 NE 向

产出,F4 断裂呈 NW 向产出,F5 断裂呈近 SN 向产出,
F6 断裂呈 NW 向产出。 初步判断 F2 断裂形成时间晚

于 F1、F5 及 F6,该 3 组断裂被 F2 所截断,F4、F5 和 F6
断裂为主要的控矿构造,其中 F4 断裂控制 Au - I 矿
体,向北延伸尚未控制,F5 断裂控制 Au -Ⅱ金矿带,为
矿区的主矿体,F6 断裂控制 Au - III 隐伏矿体。

1. 第四系; 2. 下石炭统—上石炭统永珠组; 3. 上石炭统—下二叠

统拉嘎组; 4. 下二叠统昂杰组; 5. 下白垩统则弄群扎列拿组;

6. 花岗斑岩; 7. 钻孔及编号; 8. 矿体及编号; 9. 金矿带及编号;

10. 岩性分带; 11. 断裂及编号; 12. 流纹岩; 13. 英安岩; 14. 流纹

质集块角砾岩; 15. 流纹质含角砾凝灰岩; 16. 流纹质含角砾岩;

17. 勘探线及编号; 18. 侵入岩界线

图 2　 鑫龙矿区地质简图[3]

Fig. 2　 Geological sketch of Xinlong mining area[3]

2. 2　 岩浆岩

鑫龙矿区东北部出露小范围的早白垩世花岗

斑岩,以岩株形式侵位于拉嘎组(C2 - P1 l),岩石呈

浅灰绿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主要为钾长

石、石英、斜长石及少量黑云母,斑晶晶型较好,多
呈自形—半自形状,矿物粒度一般为 0. 2 ~ 2 mm,
少量可达 3 ~ 4 mm,含量 10% ~20% 。 基质为微细

粒结构,由钾长石、石英、斜长石及长英质微晶构

成,副矿物为锆石、磷灰石、榍石及磁铁矿。 花岗斑

岩的局部裂隙中可见稀疏浸染状辉铋矿。
区内火山活动强烈,以早白垩世则弄群火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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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其岩性主要为中酸性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

岩。 根据火山沉积地层及其接触关系,将区域内则

弄群划分为 3 个喷发旋回,分别对应扎列拿组

(K1 z)、郎穷组(K1 lq)和荣纳组(K1 r)。 但在矿区内

仅出露了则弄群火山旋回第一旋回的扎列拿组火

山岩(K1 z)。 扎列拿组火山岩以中酸性火山岩为

主,夹沉积碎屑岩,其下部由流纹质熔结凝灰岩组

成,夹一层安山岩; 中部以安山岩为主,与流纹岩

不等厚互层; 上部英安岩夹晶屑凝灰岩,夹 4 层喷

发 - 沉积相碎屑岩,岩性主要为凝灰质砾岩、砂岩

和沉凝灰岩等[19]。

3　 矿床地质特征

3. 1　 矿体特征

矿区内目前已知有 3 条规模较大的金矿(化)
体(图 2),其中 Au - II 金矿带为鑫龙矿区的主矿

体。 Au - I 矿体呈 NW 向展布,地表断续出露超过

300 m,矿体两端延伸尚未被控制; Au - II 金矿带沿

F5 断裂展布,露头呈现串珠状产出; 鑫龙矿区东部

的 Au - III 隐伏矿体在地表可见较弱矿化,激电测深

推测下部存在规模可观的隐伏矿体[3](图 2)。
2023 年度施工的首个钻孔 XLZK0701 见矿效果

良好,以 Au 边界品位(0. 8 g / t)圈定矿体,该钻孔累

计见矿厚度为 68 m,其中主矿体视厚度达55 m,真厚

度约10. 5 m,金最高品位可达545 g / t,单孔平均品位

可达 17. 97 g / t,含矿岩层主要为流纹质含角砾熔岩,
主要蚀变为黄铁矿化、硅化、云母化、叶蜡石化、高岭

石化等。 金矿化与铜、铅、锌的金属硫化物密切相关

(图 3)。 综合 1∶ 1 万地质填图、激电测深等工作,推
断 Au - II 金矿带在走向上延伸超过 1 000 m,矿体宽

度超过 10 m,倾向延深最大超过 290 m。 预测仅

Au - II 金矿带的金远景资源量即可达到大型规模以

上,整个矿区有望达到特大型规模。

1. 残坡积物; 2. 流纹质角砾岩; 3. 流纹质(含)角砾熔岩; 4. 流纹

质角砾凝灰岩; 5. 含砾粉砂岩; 6. 流纹质含角砾熔岩; 7. 金矿带

及编号; 8. 断层及编号; 9. 钻孔编号及孔深,m
图 3　 鑫龙矿区 07 勘探线剖面

Fig. 3　 07 exploration line section in Xinlong mining area

3. 2　 矿石矿物特征
鑫龙金矿 Au - III 隐伏矿体的赋矿围岩主要为

流纹质含角砾熔岩(图 3),颜色为浅灰色,含角砾
结构,块状构造,岩石由角砾凝灰物质组成,角砾由
石英、晶屑和少量沉积碎屑岩角砾组成,凝灰物质
主要成分为石英、长石和晶屑,胶结物为流纹质熔
浆,岩层可见细脉状、网脉状金矿化、黝铜矿化、方
铅矿化等,裂隙开面发育较强黄钾铁矾、黄铁矿化、
褐铁矿化。 结合野外编录、钻孔 XLZK0701 显微镜
下鉴定及电子探针分析测试,主要金属矿物为方铅
矿、闪锌矿、黝铜矿、黄铁矿、黄铜矿、斑铜矿、铅矾、
自然金、辉硒铋矿、硒银矿等。 非金属矿物主要包
括石英、长石、绢云母、白云母、叶腊石、高岭石、绿
帘石、高岭石和石膏等。

根据金的产出形式,将鑫龙金矿金的产出划分
为两种主要类型: “方铅矿 + 辉砷镍矿 + 金”组合
和“黄铁矿 +石英 +金”组合(图 4),其中金可以直

(a) 金产出于马赛克石英之中,并与黄铁矿共生　 　 　 　 (b) 方铅矿直接出溶金　 　 　 　 　 　 　 　 (c) 金产出于马赛克石英之中

图 4　 钻孔 XLZK0701 自然金产出形式镜下照片

Fig. 4　 Microscopic photos of native gold hosted in quartz from borehole XLZK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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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出溶在方铅矿中,可见金与方铅矿存在共生关

系,自然金还可以在硅化的马赛克石英中出溶,可
见金与硅化作用密切相关。
3. 3　 蚀变特征

研究区矿体主要受断裂控制,热液沿断裂侵

入,可在断裂开放部位发育不同程度的蚀变,区内

蚀变主要以硅化(图 5(a))和中 - 高级泥化((图 5
(b)),包括高岭石化、叶蜡石化及绢云母化)为主,
还包括褐铁矿化、孔雀石化及角岩化(图 5(c))等。
其中与金矿化密切相关的是方铅矿化、硅化、叶腊

石化及云母化,编录结果显示浅表发育强烈褐铁矿

化和黄钾铁矾化,并伴随有弱金矿化。

　 　 　 (a) 孔雀石化、硅化与褐铁矿化　 　 　 　 　 　 (b) 高岭石化、硅化与褐铁矿化　 　 　 　 　 　 　 (c) 发育角岩化与褐铁矿化

图 5　 鑫龙矿区地表蚀变野外照片

Fig. 5　 Field photos of surface alteration in Xinlong mining area

4　 矿床成因

鑫龙金矿位于中拉萨地体中段,区域上中生代

岩浆作用广泛发育,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则弄群火

山岩。 鑫龙矿区矿石的金属矿物组合主要以黝铜

矿、砷黝铜矿及铁砷黝铜矿等黝铜矿族矿物为主,
此外发育辉硒铋矿、黄铁矿、黄铜矿、斑铜矿、铅矾、
自然金、硒银矿等,矿石矿物中硒化物较为发育,与
岩浆活动相关[20 - 21]。 鑫龙金矿主要发育硅化和

中 -高级泥化蚀变,矿区西南部发育大面积的硅化

蚀变,为次火山热液交代扎列拿组火山岩形成的硅

化岩石。 泥化蚀变主要为高岭石化、叶腊石化、绢云

母化,鑫龙金矿的矿化、蚀变矿物组合与高硫化浅成

低温热液型金矿的矿化、蚀变特征相似[3,22],综上本

文认为鑫龙金矿属于高硫化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

床,是西藏陆相火山岩区发现的首例该类型金矿。

5　 成矿潜力

5. 1　 区域成矿条件

鑫龙金矿位于中拉萨地体中段。 区域内主要

发育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则弄群火山岩,而根据西

藏自治区班公湖—怒江成矿带西段 1∶ 50 万水系沉

积物金地球学异常分布[19],发现金异常在空间上

主要分布于则弄群等陆相火山岩中[3],指示中拉萨

地体内部的陆相火山岩具有巨大的金成矿潜力。
鑫龙金矿的发现也进一步印证了西藏陆相火山岩

区具有巨大的金成矿潜力。
5. 2　 矿区成矿前景

一般而言,高硫化型浅成低温热液矿床与斑岩

型矿床联系紧密[22 - 24],笔者及团队在鑫龙金矿东

部开展高精度磁测,发现了环状磁异常(可能为斑

岩铜矿中钾化带内黑云母、磁铁矿引起的磁异

常) [19],且地表异常查证可见孔雀石化(图 6( a))
和角岩化(图 6(b)),推测鑫龙金矿东部还有寻找

隐伏斑岩型矿床的潜力。
在鑫龙金矿以南 2. 5 km 处还发现了郎美拉金

矿。 通过探槽控制,郎美拉金矿初步控制 4 条矿

体。 其中以郎美拉西南Ⅳ号矿体规模最大,矿体露

头宽约 40 m,地表出露长约 600 m,捡块样品位最

高值4. 56 g / t,成矿潜力较大。 矿石主要为含角砾

的非晶质石英(图 6(c)),局部发育条带状玉髓(图
6(d)),蚀变主要以硅化、褐铁矿化、去碳酸盐化为

主,金属矿物主要以黄铁矿、黄铜矿和自然金为主,
总体矿化蚀变特征类似于低硫化浅成低温热液型

金矿。 此外,在环状高磁异常东北方向 1 km 处发

现有茶仑铅银矿点,蚀变主要以硅化为主,矿化主

要以方铅矿为主,该矿点呈脉状产出,宽约 0. 5 m,
地表出露约 30 m,矿石品位较富,3 件捡块样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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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 36. 94% ~ 49. 70% ,平均品位为 43. 85% ,银
品位为 137 ~ 458 g / t,平均品位 326 g / t[19],该铅银

矿点最可能为斑岩铜矿外围次浅成低温热液型的

铅银矿。

　 　 　 　 　 　 　 　 　 　 　 　 　 　 　 　 　 (a) 孔雀石化　 　 　 　 　 　 　 　 　 　 　 　 　 (b) 角岩化

　 　 　 　 　 　 　 　 　 　 　 　 　 　 　 (c) 含角砾非晶质石英　 　 　 　 　 　 　 　 　 　 (d) 条带状玉髓露头

图 6　 鑫龙矿区外围地表蚀变照片

Fig. 6　 Field photos of surface alteration in peripheral Xinlong mining area

　 　 综合分析,本文认为在西藏当惹雍错湖西岸鑫

龙—郎美拉一带可能存在完整的斑岩 - 浅成低温

热液型铜金矿成矿系统,该系统具有发现 2 个大型

以上金矿和 1 个大型以上的铜矿的找矿潜力。

6　 结论

(1)鑫龙金矿共圈定 3 条矿(化)体,受 NW 向

和 NNW 向断裂构造控制,赋存于流纹质角砾熔岩

之中,其中仅 Au - II 金矿带即可达到大型规模,整
个矿区有望达到特大型规模。

(2)矿区金的产出可分为“方铅矿 + 辉砷镍

矿 +金”组合和“黄铁矿 + 石英 + 金”组合,蚀变主

要以硅化和中 -高级泥化为主,属于高硫化浅成低

温热液型金矿,是西藏陆相火山岩中发现的首例该

类型矿床。
(3)西藏当惹雍措湖西岸鑫龙—郎美拉一带可

能存在完整的斑岩 - 浅成低温热液型铜金矿成矿

系统,成矿潜力巨大。

致谢: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的悉心审阅

和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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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ng potential of Xinlong gold deposit in
the central section of Middle Lhasa block of Tibet

DI Mengxiang1, CHEN Wei2, ZHAI Degao1, LIU Qingping1, YU Jiajia2, WANG Yankai3, LUO Long4,
WU Wenxian4, BAI Chao4

(1. School of Earth Science and Resource,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MNR Laboratory of
Metallogeny and Mineral Assessment, 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China;
3.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Institute of Hebei Province, Hebei Langfang 065000, China; 4.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Military -

Civilian Integration Geological Survey Center, Sichuan Chengdu 610036, China)

Abstract: Xinlong gold deposit in Middle Lhasa block of Tibet has great prospecting potential. Through mineral
geological survey and preliminary drilling verification, three ore bodies were delineated, which are controlled by
the NNW and NNW fault structures. These three ore bodies exist in rhyolitic breccia lava, and the Au - II gold
belt are 300 ~ 1 000 m long and up to 10 m thick, with single engineering grade of 17. 97g / t.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 ore body of Xinlong gold deposit can reach large scale, and the whole mining area is expected to reach super
large scale. The output of gold is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at is galena + arsenonickel + gold combination and
pyrite + quartz + gold combination. The alteration in the mining area is mainly dominated by silicification and
medium to high grade argill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neralization and alteration, it is considered
that Xinlong gold deposit is a high sulfide epigenetic type gold deposit, which is the first gold deposit of this type
in continental volcanic rocks in Tibet.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analysis, there is a complete
porphyry - epithermal type Cu - Au metallogenic system in Xinlong - Langmeila area, which has great prospecting
potential. The discovery of Xinlong gold deposit could open up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exploration in the northern
Tibet gold deposit.
Keywords: Xinlong gold deposit; epithermal type gold deposit; metallogenic system; Middle Lhasa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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