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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槽地区铂"钯地球化学异常源的示踪

与镍矿体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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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四川大槽地区水系沉积物铂"钯异常源的示踪和查证!发现镍矿体中伴生的铂钯是水系沉积物中的

铂钯源!通过土壤测量和岩石剖面测量!发现一镍矿体!平均镍含量为*("$B!铂C钯矿的最高品位*(+DEF!地表矿

体已控制规模为@$*G宽!$"AG长!显示该地区具有较大的找矿远景#
关键词!铂"钯异常源$地球化学示踪$镍矿体发现$找矿远景$四川省

中图分类号!0,$"!!!文献标识码!6!!!文章编号!@***H#I@#""**+#*$H*""#H*A

!!铂矿资源的勘查通常采用地质C地球物理方法!
通过发现基性C超岩体!开展岩体铂矿资源的含矿性

评价及确定矿体的含矿部位等来完成#铂矿地球化

学勘查作为一种新的勘查概念开始引起勘查界的注

意%@!"&#@IIA年!我国在泛滥平原沉积物中发现 $
个铂"钯地球化学巨省%$&#这一发现使地质工作者

对我国铂族矿产资源的找矿前景有了新的认识!并
对铂族矿产的勘查开始予以特别的关注%+JK&!近@*
年的勘查工作未能获得重大的找矿突破的主要原

因!是缺乏有效的铂"钯异常源示踪技术和异常查证

方法!是其主要原因#因此铂"钯异常源的示踪技术

与铂"钯地球化学异常的查证方法已成为我国铂族

矿产资源勘查获得突破的关键问题#
作者选择四川大槽地区的水系沉积物中的铂"

钯异常为研究对象!讨论铂"钯异常源的示踪技术#

@!研究区地质概况

大槽地区隶属四川米易县#地貌景观为中高山

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IAIJ@I,*年!四川省

地质局@*+队在区内开展铜镍矿普查时发现岩浆熔

离型阿布郎当铜C镍矿床!但未作铂"钯分析!$@IK#
年!四川省地质局#*"队在阿布郎当"大槽两处采样

分析铂"钯!发现铂"钯矿化线索!但因铂"钯含量不

高!未作进一步工作$"***年!四川省地质调查院在

进行’四川攀西地区铜C镍C铂矿产资源评价(项目

时!在该区完成@LA万水系沉积物测量"*MG"!发
现多处铂"钯地球化学异常!但未作进一步的异常查

证工作#
研究区位于扬子地台西缘!攀西裂谷中段#区

内出露地层仅有震旦系及第四系!震旦系下统分布

在大槽至阿布郎当超基性岩体的东西两侧外接触

带!震旦系 上 统 可 分 为 列 古 六 组 和 观 音 崖 组)图

@N*!前者岩性主要为砂岩夹板岩!后者以砂岩和灰

岩为主#
区内构造有 O@"O""O$"O+"OA断裂!其中 O@"O"

近南北向分布纵贯岩体东西两侧接触带!并控制着

区内矿化带规模及产状!O$"O+"OA为成矿后断裂#
区内主要有海西期的阿布郎当+大槽超基性岩

浆侵入活动#岩体南北长#(AMG!东西宽I**G!出
露面积K(,MG"#在岩体北段 O$"OA断裂间的东西

两侧接触带上具强烈的黄铁矿化!形成@*J@AG宽

的硫化物富集带!并伴有矽卡岩化和透闪石大理岩

化#铜C镍C铂矿化带位于超基性岩体的东西两侧

O@"O"断裂接触带上#东接触带南北长,(AMG!宽

A*J@**G!西接触带长#(AMG!宽A*J@**G#
@LA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发现多处铂"钯地球化

学异常)图@P*!其中"号异常规模最大!异常强度

最高#本项目主要是评价""#号异常的含矿性#

! 四川省地质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L"*****盐边幅!矿产部分*(

收稿日期!"**$H*IH@*

基金项目!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I*!"**$@*"***"*"国土资源部科技项目)II"*$+*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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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川大槽地区水系沉积物中的铂$钯异常

"!样品采集与分析测试

采用@**J"**G线距!"*G点距部署土壤测

量剖面@A条)图@P*!同步进行岩石测量!共采集土

壤样品"#@件!岩石样品$@#件#样品由国土资源

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研究所监控站采用无污染玛瑙

罐加工碾磨!由该所中心实验室采用 :;O"450C93"
663"6.3方法分析了5>")Q"5&"5R"6>"6D"6S"3T"
0P"U?"3"5V"1D等@$种元素!样品的0V"0F含量由

河南中心实验室经活性炭预富集处理后!用化学光

谱法测定#样品分析过程中!以密码样"重复样插入

同类国家一级标准物质 -33@"-33""-33$"-0F@"
-0F""-0F$进行分析质量监控!分析质量满足@L"*
万化探扫面中规定的监控要求#

$!结果与讨论

#(!"土壤测量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对大槽地区土壤"岩石样品分析数据的统计表

明!与岩石样品元素含量的平均值相比!6>"6D"5&"
5R"5>")Q"0F"0V在土壤中明显富集)表@*#

对#号0F"0V异常内的土壤地球化学测量成果

表明)图"*!在测线 WX@*JWX@$之间出现明显的

5&"5R")Q强异常及 5>"0F"0V弱异常!6>"6D异常

主要出现在WX,JWX@@之间#同时在WX@+JWX@A
之间出现一空间分布重叠的0F"0V异常#地质填图

发现!与该异常对应的地质体主要为纯橄榄岩"橄榄

岩及含长辉石角闪橄榄岩!尽管5&"5R")Q"5>"0F"

表!"大槽地区土壤$岩石中的元素平均含量

元素 6> 6D 5& 5> )Q 5R 0F 0V

土

壤

! ",A ",, ",, ",, ",, ",A "#@ "#@
GQ? *($* # @(K $($ #(K @# *(@, *(@K
GNY@*A($*@I** ,$@(#+AK(A+*$#(* $*II* KK(K#@@$(",
!" $(,@ "+# I$(" ,*(+ K,"(K +,@+ A(A@ +(@K
# #(,* "A+ @*,(I ,"(I I,,(@ ,I@K @*(A+@*(A$

岩

石

! "#@ "#$ "#$ "#$ "#$ "#$ $@# $@#
GQ? *(@A "* @(* @(* A(I $ *(@, *(@A
GNY+#("" $I,$ $*"(#$##(A$A,,(@ @#I$#@K#(I+@IK("*
!" @(@I @$* $+(+ "$(K $I"(, @@*" $("+ $($@
# $(+I "KA AK(I +*(# #"@($ "K@, @$("*@A(#$

$)Z土壤*
$)Z岩石*

$(*A @(I" "(K@ "(AA @(I+ +(@I @(K* @(",

! 注,!为样品数$GQ?为最小值$GNY为最大值$!"为算术平均值$#

为标准离差#$)0F"0V"6>"6D*E@*HI!$)其它元素*E@*H,#

下表同#

0V为基性"超基性岩的特征指示元素!但对 )Q异常

而言!其内带异常浓度高达"***[@*H,!已达工业

品位要求!推测在该异常下方应存在与基性"超基性

岩体有关的)Q矿体#
#($"岩石测量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为了检查土壤测量中发现的 5&"5R")Q组合异

常!对岩石测量剖面WX@@"WX@"的样品进行了系统

分析!结果示于图$"图+#发现在 WX@@线的@HK
号采样点!岩石样品中的 )Q含量均超过 "***[
@*H,!已达工业品位要求!形成宽达@$*G的 )Q矿

体#同时在)Q异常对应的部位出现显著的 5&"5R
异常!0F"0V"6>"6D异常主要出现在5&"5R")Q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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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川大槽地区土壤测量地球化学异常

图#"四川大槽地区%&’!!线岩石测量地球化学异常 图("四川大槽地区%&’!$线岩石测量地球化学异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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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槽地区岩石和矿石中微量元素平均含量

地质体 参数 6> 6D 5& 5> )Q 5R 0F 0V

镍
矿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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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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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侧#在空间分布位置上!异常具有)5&"5R")Q*C
)0F"0V"5>*C)6>"6D"5>*的水平分带特征)图$*#
同样在WX@"线的@J#号采样点!)Q含量也均超过

"***[@*H,!构成的)Q矿体宽达@A*G)图+*#受

地形影响!施工时WX@@"WX@"之间未能按@**J"**
G线距布置!两测线之间的实际线距为$"AG!故该

矿体的长度应大于$"AG#由于WX@@"WX@"线的长

度未能全部控制矿体!导致 WX@@线的@号样点以

西"WX@"线@号样点以东5&"5R")Q异常均未封闭!
因此矿体的实际宽度还有待进一步工作才能确定#

研究区镍矿体中矿石的铂"钯平均含量分别为

@K(#[@*HI和@A(A[@*HI!局部地段铂C钯达*(+[
@*H,!明显高于研究区纯橄榄岩"橄榄岩"含长辉石

角闪橄榄岩"英安岩"观音崖组砂岩"列古六组灰岩

的铂"钯平均含量)表"*!说明镍矿化体伴生铂"钯!
是水系沉积物中铂"钯异常的主要来源#

+!结论

通过对大槽地区铂"钯异常源的示踪!发现大槽

地区水系沉积物中的铂"钯异常源主要为镍矿体伴

生的铂钯所致#
对""#号铂"钯异常的局部地段的异常查证!

已发现了够品位的镍矿体!镍品位*("$B!铂C钯矿

最高品位*(+DEF#表明该区已有良好的镍和铂"钯
矿化显示!说明该区应具有较大的找矿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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