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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叶尔羌河上游区域地球化学特征及成矿预测

蔡分良!姚铁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陕西 西安!>+))+?#

摘 要!通过+@#)万区域地球化学勘查!初步查明了新疆西昆仑叶尔羌河上游地区元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规

律"圈出了一批地球化学异常!发现了铜#银#金#镍#铅#锌#汞#锂#钨#钼成矿带>条"对主要异常经过三级查证!新

发现铜#银#金#铅#锌矿化带?条"研究表明区内蕴 藏 着 丰 富 的 铜#镍#金#银#钼 多 金 属 矿 产 资 源"为 西 昆 仑 地 区 基

础地质研究和矿产资源评价提供了丰富的地球化学资料$

关键词!西昆仑"区域地球化学勘查"成矿预测

中图分类号!/?A!!!!文献标识码!5!!!文章编号!+)))B"C+""!))*#)#B)*)#B)#

!!!)))年*!C月!陕西省地质调查 院 在 新 疆 西

昆仑叶尔羌河上游地区完成了+@#)万区域地球化

学勘查工作!该项目是中国地质调查局+CCC年度公

开招标项目之一$该项目成果填补了该区区域地球

化学勘查的空白!为矿产评价和基础地质研究提供

了丰富的地球化学依据$此次勘查采用水系沉积物

测量!野外采用卫星导航仪定点$我院化探工作者

克服高寒缺氧等困难!在化探采样时还注重了矿化

信息的收集!先后发现铜#银#金多金属矿化带?条!
矿%化&点多处$

+!测区概况

测区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与塔里木盆地过渡带

上!西昆仑山#喀喇昆仑山横亘测区中央!地势由北

向南逐渐升高$区内发育叶尔羌河#喀拉喀什河!河
流落差大!下切强烈$冰雪融水是河流的主要补给

源$一级水系多呈树枝状#羽状!水系沉积物发育$
区内矿产以和田玉称著于世!另有铁#石膏成型矿床

及钨#锡#铜#金矿化点$
测区构造位置处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结合

部位!自北而南横跨塔里木板块#华南板块#冈瓦纳

板块$昆仑山区地层以元古宇为主!喀喇昆仑山区

地层以古生界#中生界为主!元古宇较少$区内火山

岩不发育!仅以熔岩和火山碎屑岩夹层产出$
区内下元古界为一套低角闪岩相变质岩!混合

岩化发育$中元古界长城系在西昆仑隆起为双峰式

火山岩建造!在铁克里克隆起为盖层型沉积!乔尔天

山一带为碎屑’碳酸盐岩建造!蓟县系为稳定过渡

型镁质碳酸盐岩建造$下古生界以含磷硅质岩#碎

屑岩#碳 酸 盐 岩 为 主!化 石 丰 富!属 稳 定 地 台 盖 层$
中奥陶系为滨浅海相碎屑’碳酸盐岩建造$志留系

分布广!为一套轻变质碎屑岩和浅海相碳酸盐岩建

造$上古生界泥盆系主要分布于阿克赛钦隆起!为

盖层型碎屑’碳酸盐岩建造$石炭系#二叠 系 在 西

昆仑北缘晚古生代裂谷#林济塘带为非岩浆型被动

陆缘碎屑’碳酸盐岩建造$中生界为复理 石#碳 酸

盐岩建造$新生界为海相膏盐沉积建造及陆相红色

碎屑岩建造!第四系成因类型繁多!具山麓相’冰碛

相’洪积相’风积相相变演化之特点$
测区内断裂构造十分发育!有多条超岩石圈断

裂#岩石圈断裂和壳断裂!主要有康西瓦断裂#空喀

山口断裂#柯岗断裂#库尔良南’卡拉克断裂等$测

区岩浆作用频繁!具多旋回性!以华力西中期旋回最

为强烈$元古宙第二期的侵入岩主要为片麻岩#花

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片麻状钾长花岗岩$华力西

期岩性为辉绿岩!辉绿玢岩#闪长岩#钾长花岗岩#闪
长岩!钾长花岗岩内外接触带分布有花岗伟晶岩脉!
混合花岗岩脉#石英脉$

!区域地球化学背景特征

!’"!元素地球化学背景特征

地层由老到 新!DE#4F#0G#/H#4I.含 量 呈 上

升

收稿日期!!))AB)*B)+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调查项目%J?’+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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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在二叠系"侏罗系"白垩 系 地 层 中 含 量 明 显 增

高!K"2E"8%"L";M"NO"6I"DP"NQ含量呈锯齿状起

伏#总体呈下降趋势!4R"5R"5G"SO!.A"8E在 下 元

古界"志留系"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地层中明显富

集$
侵入 岩 从 元 古 宙 到 燕 山 期#/H"5G"DE"0G"

4R"5R"4P"4I."6Q"N含 量 逐 渐 增 高#K"NI"6I"

NO";M"(I!.";Q"T!."L"S"(H"含 量 逐 渐 降 低#

4R"(Q"4%"4P在基性岩体中聚集$

!’!!元素空间分布

4R"5R"5G"5U"2H是区内主要成 矿 和 伴 生 元

素#形成南北两条高背景带$北带主要分布在铁克

里克隆起和西昆仑北缘裂谷上#与基性岩体"元古宇

埃连卡特群和石炭系库尔良群有关!南带主要与阿

克赛钦隆起和大红柳滩三叠系上叠盆地南部对应#
主要受基性"中酸性杂岩体及志留系"三叠系含矿地

层控制$

/H"DE"4F"0G集中分布于喀喇昆仑深断裂以

南#与林济 塘 中 生 代 非 岩 浆 型 被 动 陆 缘 对 应$/H"

DE"4F高背景与基性火山"次火山岩带"二叠系"侏

罗系含矿地层和断裂含矿热液密切相关$0G主要

受燕山期断裂构造控制$

4P"(Q"4%"8G."SO!.A"8E"$";Q在空间上呈

南"北两条高背景带$北部高背景带与亲铜元素带

吻合#元素组合为4P"(Q"4%"8G."SO!.A"8E"$"

;Q#具典型的超铁镁岩石元素组合特征#与基性"超

基性岩体关系密切$推测该带有蛇绿混杂岩存在#
应为库地%他龙蛇绿混杂岩带向东的延伸$南部高

背景带受 喀 喇 昆 仑 断 裂 控 制#元 素 组 合 为SO!.A"

4%"8E"8G.";Q#与 志 留 系"三 叠 系 碎 屑 岩 中 铜"
金"铁矿化及中基性火山活动有关$

K"2E"NQ"8%"S的 高 背 景 主 要 分 布 在 西 昆 仑

隆起和阿克赛钦隆起上$S高背景主要分布在西昆

仑北缘裂谷内#8%"K"NQ高背景主要分布在阿克赛

钦隆起西部$上述元素高背景分布主要与中酸性杂

岩体和断裂热液关系密切$

L";M"6I"(H"1"DP"6Q"NO的高背景主要分布

在西昆仑隆起"西昆仑北缘裂谷和大红柳滩上叠盆

地中#呈北西西向带状分布#与华力西期钾长花岗岩

和印支期花岗岩"伟晶岩脉关系密切$

!’#!区域地球化学分区及特征

根据地球化学省"带"亚带的划分依据 和 原 则#
按上述元素区域背景分布特征#将测区划分为!个

地球化学省"?个 地 球 化 学 带"!个 地 球 化 学 亚 带$
各省"带"亚带基本特征见表+$

表"!区域地球化学分区及其特征

构造单元 地球化学分区

"级 #级 $&%’级 地球化学省 地球化学带"亚带 富集元素 地层"侵入岩

塔
里
木
板
块
&$’

塔里木
地块
&$!’

塔里木坳陷&$*!’

铁克里克隆起&$#!’

塔里木
南部大
陆边缘
&$A’

西昆仑北缘晚古生代裂谷&$+A’

西昆仑隆起&$!A’

塔里木地

球化学省

&$’

叶城地球化学带&$+’ NI"2P"4I. V"-A%(+"-+W!
铁克里克

地球化学带&$!’
4R"5R"DE"8E"5G"4%"
SO!.A"$";Q"DP"(H /=!+"/+B!"4M"!

西昆仑北缘裂谷
地球化学带&$A’

4R"(Q"4%"8G."4P"SO!.A"
$";Q"S"1"5R 4!BA""#!*"$!*"!

西昆仑地球化学带&$*’
K"2E"NQ"8%"L";M"6I"NO"
(H"T!."(I!."4R"5U"2H

/++"J!"4M""#!!"#$!!"

$!!

华
南
板
块
&&’

喀喇昆
仑古生
代大陆

边缘
&&+’

阿克赛钦早
古生代岩浆
型被动陆缘
&&++’

大红柳滩三叠纪

上叠盆地&&+B++ ’
阿克赛钦隆起

&&+B!+ ’
林济塘中生代非岩浆型被动陆缘

&&!+’

喀喇昆仑
地球化学

省&&’

阿克赛
钦地球
化学带
&&+’

大红柳滩地球化
学亚带&&+B+’

阿克赛钦地球化
学亚带&&+B!’

林济塘地球化学带&&!’

NO"6Q"6I";M ;A"’+#

4R"5R"5G"SO!.A"8%"NQ"K"
5U"2H"8E"4%"DP"(H"6Q"1";Q

2+"2!BA";A".+".!"
X!"4+""#!#"$!#"#$+#"#$!#

/H"DE"4F"0G"4I."N"4R"5G"
2E"5U"2H"K"SO"8E"DP"(H"6Q

/++"/!+"J!"T!";A"#$!#"
"#!#

A!区域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异常分布规律

4R"5R"5G形成南"北!个异 常 带$北 带 主 要

分布在铁克 里 克 隆 起 和 西 昆 仑 北 缘 晚 古 生 代 裂 谷

上#与下元古界"石炭系地层"基性侵入体和断裂热

液活动有关$南带与阿克赛钦隆起和大红柳滩三叠

纪上叠盆地南部吻合$异常带受基性"中酸性杂岩

体及志留系和三叠系地层控制#是岩浆热液和期后

热液成 矿 作 用 的 反 映$南"北 带 上 已 发 现 多 条 铜"
银"金矿化带和矿&化’点#具有良好的铜"金"银找矿

前景$

/H"DE"0G异常主要与林济塘中生代非岩浆型

被动陆缘对应$异常带主要与基性火山%次火山岩

带"二叠系"侏罗系地层"喀喇昆仑断裂热液成矿作

用有关$带内已发现+条银"铜多金属矿化带#具良

好的铅"锌矿找矿前景$
钨钼族元素异常集中于西昆仑隆起和阿克赛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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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起西部"前者异常与元古宇钾长花岗岩有关#后

者与中酸性岩体和断裂热液关系密切"
稀有$稀土$放射性元素异常自北而南形成A个

异常带"北 带 与 西 昆 仑 北 缘 晚 古 生 代 裂 谷 对 应 较

好#主要为1$6Q$(H异常"中带主要分布在西昆仑

隆起和哈巴克一带#以NO$6Q$L$;M异常为主#与华

力西期钾长花岗岩和印支期花岗岩中的伟晶岩脉有

关"南带见于喀喇昆仑古生代大陆边缘#以L$;M$

DP$(H$6Q$1异常为主"
铁族元素形成南$北异常带"北带主要 分 布 在

西昆仑北缘晚古生代裂谷中#与亲铜元素密切伴生#
吻合 良 好#异 常 元 素 为 4P$(Q$4%$8G.$SO!.A$

8E$$$;Q"南带分布在阿克赛钦隆起上#与亲铜元

素异常重 合 好#元 素 组 合 为SO!.A$8E$4%$8G.$

;Q$$"南$北带元素组合有明显差异"北带具有典

型的超铁镁岩石元素组合特征#由基性$超基性岩体

引起"南带具有矿化指示元素特点#与中基性岩浆

热液和断裂活动有关"

4I.$NI$2P异 常 主 要 分 布 于 叶 城 坳 陷 和 林 济

塘带东部"该类异常与侏罗系$白垩系$古近系及新

近系沉积建造中石膏层有关"

综上所述#区内各类元素异常明显形成了>个

异常带#各异常带严格受地层建造$岩浆活动$断裂

构造控制"自北而南异常带是!叶城NI$2P$4I.异

常带#铁 克 里 克4R$8E$5R$5G$DE$4%$SO!.A 异

常带#西昆仑北缘裂谷4R$(Q$4P$4%$8G.$SO!.A
异常带#西昆仑 K$2E$8%$NQ$L$;M$6I异常带#大
红柳 滩NO异 常 带#阿 克 赛 钦 4R$5R$5G$SO!.A$

8%$2H$5U$8E$4%异 常 带#林 济 塘 /H$DE$4F$

0G$5G$4R$4I.异常带"

#’!异常查证成果

查证异常#处#其中铁克里克成矿带!处$西昆

仑北缘裂谷成矿 带+处$阿 克 赛 钦 成 矿 带+处$林

济塘成矿带+处#共发现铜$银$金多金 属 矿 化 带?
条#成矿类型为岩浆熔离型$斑岩型#构造蚀变岩型

和热液型"

*!成矿预测

$’"成矿区!带的划分及特征

根据成矿区$带及成矿远景区的划分依据和原

则#将测区划分成为!个成矿区#?个成矿带和!个

成矿亚带"各成矿区$带基本特征见表!"
表!!成矿区!带划分及其特征

区划级别

# $%%&
大地构造单元 成矿元素 含矿层时代及主要岩性 岩浆岩 成因类型

矿床
%点&

远景
评价

塔
里
木
成
矿
区
%$&

叶城石膏成矿带%$+& 叶城坳陷 第三系碎屑岩 沉积型 石膏
一般

成矿带

铁克里克铜$银$锰$金$铁
成矿带%$!&

铁克里克
隆起 4R$8E$5G$5R$SO

埃连卡特群片岩$
片麻岩

辉长岩$辉绿岩 !岩浆型!
!沉积型!

!铜!
!锰!

重要
成矿带

西昆仑北缘裂谷铜$镍$钴$铬$
铁成矿带%$A&

西昆仑北缘
晚古生代裂谷 4R$(Q$4P$4%$SO 石炭系碎屑岩

闪长岩$辉长岩$辉
绿岩$钾长花岗岩

!岩浆型!
!层控型!

!铜!
!铜!

重要
成矿带

西昆仑钨$锡$铜$铀$钍$玉石
成矿带%$*&

西昆仑隆起 K$2E$8%$L$;M$
4R

元古宇片岩$片麻岩$
碳酸盐岩

钾长花岗岩$花岗
闪长岩$闪长岩

!热液型!
接触交代型

!钨!
玉石

主要
成矿带

喀
喇
昆
仑
成
矿
区
%&&

阿克赛
钦成矿

带
%&#&

大红柳滩稀有稀土$
放射性金属成矿亚带

%&+B+&

阿克赛钦铜$金$银$铁$
钼成矿亚带%&+B!&

林济塘铅$锌$银$铜$汞$
石膏成矿带%&!&

大红柳滩
三叠纪

上叠盆地
NO$6Q 三叠系碎屑岩 花岗岩 伟晶岩型

铍锂
云母

主要
成矿带

阿克赛钦
隆起

4R$5R$5G$SO$
8%$8E

志留系碎屑岩Y碳酸盐岩
钾长花岗岩$

闪长岩$花岗闪长岩
!热液型!
!沉积型!

!铜!
!铁!

重要
成矿带

林济塘中生
代非岩浆型

被动陆缘

/H$DE$5G$4R$
0G$2E$SO

二叠系碎屑岩#侏罗
系碎屑岩$碳酸盐岩#

白垩系碎屑岩

花岗闪长岩$
钾长花岗岩

沉积型 石膏
重要

成矿带

$’!各成矿带矿产资源远景评价

*’!’+!叶城石膏成矿带

该带位于测区北部叶城坳陷#出露地层为新生

界第三系和 第 四 系"该 带 主 要 富 集 元 素 为NI$2P$

4I.#与第三系碎屑岩中的石膏层有关#在该地层中

有望找到石膏矿"

*’!’!!铁克里克铜$银$锰$金$铁成矿带

该带位于铁克里克隆起上"主要出露下元古界

埃连卡特群绿片岩相变质岩$古生界碎屑岩’碳酸

盐岩建造和第三系钙质砂岩与生物灰岩"侵入岩主

要为辉长岩$辉绿岩小岩体$岩脉"
成矿带位于重力梯度带上#带内构造活动强烈#

岩浆活动频繁"异常以4R$5G$8E$5R$SO!.A 为

主#同时伴生 有DE$4%$6Q$1$/H$6I异 常#异 常 规

模大#强度高$元素组合多#浓集中心清晰"带内已

发现+条杜瓦锰矿床和铜矿化带#铜矿化带呈带状

展布#与基性岩体关系密切"锰矿产于第三系钙质

砂岩与生物灰岩接触面中"带内铜$银$锰$金等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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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探!与!化!探 !"卷 !

产丰富!有希 望 找 到 大 型 与 基 性 岩 有 关 的 铜"银 矿

床"沉积型锰矿床和热液型金矿床#

*’!’A!西昆仑北缘裂谷铜"镍"钴"铬"铁成矿带

该带位于西昆仑北缘晚古生代裂谷中#带内构

造$岩浆活动频繁!基性"中酸性杂岩体发育#带内

异常以4R"(Q"4P"4%"SO!.A"8G."$";Q"0G"2H"

5U"(H"1为主!异常规模大"强度高"元素组分多!
浓集分带明显#带内新发现与基性岩和二长花岗岩

有关的铜矿化带各+条!沿裂谷呈北西西带状分布#
说明本成矿带对寻找铜多金属矿床极为有利!有希

望找到大型"超大型铜"镍硫化物矿床和斑岩型铜矿

及火山岩块状硫化物型铜矿床#

*’!’*!西昆仑钨"锡"铜"铀"钍"玉石成矿带

该带位于西昆仑隆起上!为前寒武系基底出露

区#出露蓟县系片岩"片麻岩"碳酸盐岩!侵入岩主

要为钾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带内蓟县系和长城

系变质岩富 集 K"2E"NO"NQ#钾 长 花 岗 岩 富 集 L"

;M"NO"2E"K#这为区内 K"2E和稀有"稀土"放射

性矿产提 供 了 成 矿 物 质 基 础#带 内 以 K"2E"L"

;M"6I异 常 为 主!从 异 常 元 素 组 合 和 强 度 看!西 部

钾长花岗岩体有形成稀有"稀土"放射性矿的可能!
东部地区除 扩 大 找 钨"锡 矿 外!还 有 找 到 铜 矿 的 希

望#带内已知矿产主要为钨"锡和玉石矿#该成矿

带是寻找钨"锡"铀"钍"铜"玉石等矿产的有利地区#

*’!’#!大红柳滩稀有"稀土"放射性金属成矿亚带

该带位于大红柳滩三叠纪上叠盆地上#出露三

叠系克勒青河群变质碎屑岩!带内印支期花岗岩外

接触带有大量伟晶岩脉!其中多含白云母"绿柱石#
带内富集元素主要为NO!其次为6Q";M";I等#NO
异常呈带状分布!东西走向!与哈巴克花岗岩体及伟

晶岩脉吻合#是寻找伟晶岩型铍矿床的重要地区#

*’!’?!阿克赛钦铜"金"银"铁"钼成矿亚带

该带位于康西瓦断裂和喀喇昆仑断裂之间!与

阿克赛钦隆 起 和 大 红 柳 滩 三 叠 纪 上 叠 盆 地 南 部 对

应#出露地层主要为志留系温泉沟组和三叠系克勒

青河群#带内基性$中酸性杂岩体"构造破 碎 带 和

韧性剪切带发育#
带内志留系温泉沟组和三叠系克勒青河群是区

内铜"金"银"钼多金属矿产的主要赋矿地层!燕山期

花岗闪长岩富集5R等元素!为本区铜"金"银"钼多

金属等矿产的形成提供充足的成矿物质#带内异常

以4R"5R"5G"8%"NQ"K"5U"2H"SO!.A"8E"4%为

主!异常规模大"强度高!元素组分多!重合好#异常

带西段 以 4R"8%"5G"5R"NQ"5U"2H"K"/H"DE"

SO!.A"8E"4%异常 为 主!而 东 段 则 以4R"5R"5U"

2H"SO!.A"8E"4%"DP"(H"6Q异常为主#该带西段

是寻找铜"钼"银"金多金属矿床的有利地区!东段是

寻找铜"金矿床的有利地区#
带内已发现+处铁矿床和几处铜"多金属"铁矿

点!新发现铜金矿化带"铜矿化带!条#该带是形成

铜"金"银"钼 多 金 属 矿 产 的 有 利 地 区!有 望 发 现 大

型"超大型斑岩型铜钼矿床和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

及热液型铜银矿床#

*’!’>!林济塘铅"锌"银"铜"汞"石膏成矿带

该带位于喀喇昆仑深断裂以南的林济塘中生代

非岩浆型被动陆缘上#出露地层主要为二叠系"侏

罗系和白垩系!基性火山岩"次火山岩带发育#该成

矿带严格受喀喇昆仑深断裂控制!异常均分布在深

断裂的南侧!并靠近深断裂!说明喀喇昆仑深断裂是

导矿断裂!而南侧次级断裂为储矿构造#区内断裂

破碎带和基性火山岩"次火山岩带对成矿有利#
带内异常以/H"DE"4F"0G"5G"4I.为 主!并

伴有4R"2E"K"5U"2H"8E等异常#上述元素异常

在东部地区表现的比较突出!是带内最具有找矿前

景地段#异常查证在带内已发现+条银"铜矿化带!
其它异常区也有较好的矿化显示#该成矿带银"铜"
铅"锌"汞等矿产资源丰富!有望找到大型"超大型火

山热液型铅"锌"银矿床和热液型银"铜多金属矿床#

#!结论

利用+@#)万区域化探资料!研究分析了区域

地球化学特征!揭示了不同时期地层"侵入岩中元素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规律#根据元素分布规律"
异常特征!划分了地球化学区带!圈定了成矿带和成

矿远景区#通过异常查证和矿产评价!新发现?条

铜"银"金多金 属 矿 化 带!A处 矿 产 地#通 过 对 成 矿

带和 成 矿 远 景 区 的 研 究!认 为 铁 克 里 克 铜"银"锰"
金"铁成矿带!西昆仑北缘裂谷铜"镍"钴"铬"铁成矿

带!阿克 赛 钦 铜"金"银"钼"铁 成 矿 带 和 林 济 塘 铅"
锌"银"铜"铁"石膏成矿带!是测区最重要"最具有找

矿前景的成矿带!是寻找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有利地

区!成矿类型主要为岩浆熔离型"斑岩型"构造蚀变

岩型"火山热液型"热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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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OFUQa]QEOPI&QcOFHO&=U%[<%̂ ÔP$UQ&‘OP$G%&F$&OIF$cQE<%E=MOHIUQU%[[%&&%dYR̂ %[=MO]IQEIE%]I&QOU$IEF<IPPQOF%R=

O‘I&RI=Q%E%E=MO P̂%=OE=QI&%[]QEOPI&POU%RP<OUQEKOU=TRE&REPOGQ%E’:OUOIP<MOUUM%d=MI==MQUPOGQ%EMIUPQ<M]QEOPI&P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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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农业地质调查样品形态分析方法研讨会$在沈阳召开
农业地质调查样品形态分析是目前开展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十分关键的环节(为落实国土资源部与各有

关省%区市&农业地质调查%生态地球化学调查&合作项目$保证区域评价样品形态分析数据质量的精确和可靠$中
国地质调查局基础部于!))*年>月+!!+A日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了农业地质调查样品形态分析方法研讨会(

参加会议的主要为目前承担农业地质调查样品分析的吉林)辽宁)山东)山西)江苏)福建)安徽)浙江)江西)河
南)四川)湖北)湖南)海南及河北等有关省%区市&地质实验测试中心技术负责人$国家地质测试中心)地科院物探

所领导和专家$全国区域地球化学样品测试质量检查组成员及有关地球化学专家等(参加会议人数共计*!人(
会议主要内容!+)各有关实验室介绍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形态分析方法与质量监控方案’!)补充完善

*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指南+’A)讨论制定*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外部检查质量控制暂行规定+(
会议由测试所吴淑琪副所长等主持(在会上先后发言的题目是*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面临的形势和任

务+%叶家!&)*关于生态地球化学评价及对分析测试工作的要求+%杨忠芳&)*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外检质量

控制办法+%王苏明&)*生态地球化学评价各类样品前处理方法+%何红蓼&)*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元素有效态分析

有关问题+%李锡坤&)*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元素形态分析方法+%刘文长&)*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元素价态分析

方法+%熊采华&)*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过程中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熊及晃)张勤)江泓&等(
大会发言后$与会人员主要围绕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形态分析方法与外部检查质量控制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与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样品全量分析不同$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形态分析特点$一是样品介质种类多$
二是样品前期处理复杂$三是缺乏标准物质$四是没有行之有效的质量监控方案等(随着农业地质调查进入区域

生态地球化学评价阶段$形态或价态分析样品大量出现$迫切需要建立形态分析标准方法体系和质量监控体系(
会议提出$根据会议讨论意见由全国区域地球化学样品测试质量检查组进一步修改完善*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

分析指南+$由国家地质测试中心和物探所完成制定*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外部检查质量控制暂行规定+$并
尽快确定外检分析实验室(

奚小环供稿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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