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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北祁连中南沟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

高延光,，*，杨忠芳,，汪明启,，刘丽华,，刘艳青,，唐金荣,，郭莉,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 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 ,###,,）

摘 要：青海北祁连中南沟高山切割明显，坡下植被发育，属高寒草甸景观，不利于颗粒物质的机械迁移。该地区不

同粒级水系沉积物中成矿元素变化趋势一致，含量衰减迅速且在细粒级富集，并主要为硫化物相。研究结果说明，

在该地区常规水系碎屑沉积物测量方法存在一定问题。由于草甸发育，颗粒物质迁移受到抑止，水系碎屑沉积物

仅出现在 * @ " 级水系。因此，在普查阶段可能会漏掉许多矿化信息；由于受其分布所限，详查阶段无法保证采集

到真正的水系沉积物，只能用坡积物代替，导致采样介质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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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域展开，面中求点”是化探工作取得找矿成

果的主要模式。而在发现的众多异常中进行筛选和

查证是目前找矿中技术难度最大的工作［,］。

自 ,BC? 年以来，在我国地质找矿中，以水系沉

积物测量方法为主开始实施的区域化探扫面计划提

供的信息占有重要位置，是找矿卓有成效的重要手

段之一。区域化探异常筛选和查证的方法技术也取

得了飞速的发展［* A +］。其中，水系沉积物测量在区

域化探扫面及其异常筛选、查证以及普查过程中都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水系沉积物测量受到表

生作用较大影响［C］。

青海中南沟铅锌矿地理位置属北祁连高寒山

区，属高寒草甸型景观，该区的区域化探扫面已经完

成。为了研究在该景观条件下水系沉积物测量异常

筛选与查证方法技术，研究类似地形、地貌条件下风

成沙、风积物、冰啧物等对 ,D $ 万水系沉积物化探

方法的影响，提出 ,D $ 万水系沉积物最佳采样方法

（包括采样介质、部位、密度等），我们对中南沟水系

沉积物元素分布的地球化学规律进行了研究。

,! 研究区概况

中南沟矿区位置处北祁连大坂山北坡，海拔

" $## @ E #E? F，相对高差 E## @ +## F，属高山中等

切割区。山势陡峻，" $## F 以上冰蚀作用强烈，多

为冰蚀地形，基岩裸露。" $## F 以下为水系切割地

形，在山坡下部草甸层发育，山坡上部灌木丛发育。

区 内水系不太发育，水系多呈羽状，但一、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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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非常短，水系碎屑沉积物仅在三级以上水系发

育，其分布主要受当地气候和植被控制（ 草甸层对

颗粒物质的机械迁移起抑止作用）。每年 $ @ ,#
月，水流量较大，一般流量在 ,# ### F" G H 左右，雨

季最大流量可达数 ,# 万 F" G H。水源补给主要为大

气降水，属雨雪类型河流。每年冬季地面冰冻，水流

较小，最小流量为 , ### F" G H 左右，水质均为淡水，

类型属 5I（15/" ）*。在山麓陡坡与沟谷缓坡接壤

部位有泉或泉群出现，涌水量一般为 #( $ @ $ 7 G J，接

受大气降水补给，干旱时水量变小。第四系广泛分

布，主要由腐殖土、坡残积、冲积、冰碛物组成，厚度

为 # @ "# F。

*! 矿化水系沉积物沿水系衰减模式

为了研究矿化水系沉积物沿水流方向金属元素

衰减模式，沿流经矿化带的主矿化水系———中南沟

水系由南向北按一定间距采集了 ? 个水系沉积物样

品，各采样点水流及沉积物特征见表 ,。

表 !" 中南沟水流及水系沉积物特征

点号 ! ! ! ! ! ! ! ! ! ! 特! 征

, 河漫滩沉积物

* 河床附近，活性水系沉积物，细粒物质较多，矿化体位于两
侧山坡

" 河流变急，河床变陡，细粒物质较难采集

E 河床明显变宽，有巨砾堆积，细粒物质相对增多

$ 中南沟口，多巨砾，细粒物质较少

+ 中南沟与大坡沟交汇处上游，河床窄，多巨砾，细粒物质较少

C 中南沟与大坡沟交汇处下游，细粒物质明显增多

? 漫滩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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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 为中南沟水系不同粒级沉积物中金属元素

随水流方向含量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各金属元素在

$ 号点处含量明显增大，随水流距离增加，含量趋于

稳定，在大坡沟与中南沟水流交汇处，多数元素含量

都有明显变化，但不同元素及同一元素在不同的沉

积物粒级中，含量变化规律略有不同。

由于在 $ 号点东西两侧的山坡上有铅锌矿化点

存在，因此，$ 号点的 %& 含量明显增高，由 # 号点的

’( ’)* + #’ ,)增至 ’( $$ + #’ ,)，经过近 "’’ - 的水流

逐渐稀释后，.、* 号点的 %& 含量降至 ’( ’)/ + #’ ,)

和 ’( ’)$ + #’ ,)。"、) 号样品分别为接近中南沟和

大坡沟交汇处的中南沟和大坡沟水系沉积物样，$
个样品 %& 含量接近，因此，在上游采集的样品 %&

含量基本稳定在 ’( ’) + #’ ,) 左右。对比不同粒级

沉积物中 %& 含量的变化可以看出，在 $ 号点由河流

东西两侧山坡的铅锌矿化点带入到河流沉积物中的

%& 在细粒级中略高，粒级试验的结果也表明，%& 在

, ’( #$" -- 沉积物含量比在其他粒级中稍高。

01 在各采样点的全样和各粒级样品中含量略

有差异，# 2 . 号点 01 总量呈逐渐下降趋势，之后在

整个采样的水系内，01 总量并没有显著变化。在各

粒级沉积物中，01 与 %& 的变化相似，表现为 $ 号点

上含量显著增大，# 2 $ 号点上各粒级的 01 含量增

至（#( " 2 $( /）+ #’ ,)，其中 , ’( #$" -- 沉积物中

01 的变化最明显。经过近 # ’’’ - 的水流稀释，各

粒级的沉积物中01含量趋于一致，01含量稳定在

图 !" 研究区水系不同粒级水系沉积物 #$、%&、#’、(&、)*、+, 含量随水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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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由于大坡沟各粒级沉积物中 *+ 含

量稍高于中南沟的 *+ 含量，因此在两条沟交汇处的

沉积物中 *+ 含量增高，但经过约 ,## - 的水流后，

各粒级沉积物中 *+ 含量逐渐下降，趋于稳定。对比

各粒级沉积物中 *+ 含量可以看出，*+ 有在细粒级

沉积物中富集的趋势，但粒级效应不太明显。

./ 在沉积物的全样和各粒级中的含量变化在 "
号点以后基本一致，& 号点比 $ 号点的 ./ 含量高出

约 $ 倍，水流向下 ,## - 左右各粒级 ./ 含量趋于一

致，含量为（&# % &,）’ $# ()。由于大坡沟水系沉积

物中的 ./ 含量略高于中南沟水系沉积物中 ./ 含

量，因此，& 个水系水流混合后，沉积物中的 ./ 含量

稍高，但水流在向下 ,## - 后 ./ 含量趋于稳定。

0+ 在整个水流剖面中沉积物全样和各粒级的

含量变化趋势一致，但沉积物全样 0+ 变化不如各粒

级沉积物中 0+ 含量变化显著。在 & 号点水系沉积

物中 0+ 含量大幅度增加，一般比 $ 号点 0+ 含量高

$# % $, 倍，随着水流向下距离增加，各粒级沉积物

中 0+ 含量迅速降低，经过约 $ ### - 后，沉积物中

0+ 含量基本稳定，各粒级沉积物中 0+ 含量为（&, %
,#）’ $# ()。大坡沟水系沉积物 0+ 含量略高于中

南沟水系沉积物中 0+ 的含量，因此，& 条水系交汇

后沉积物中 0+ 含量略有增加，由于 & 条水系交汇

后，河床变宽细粒沉积物增多，因此水系沉积物中

0+ 含量增至（,# % $,#）’ $# ()。

12 在整个水系中的变化与其他元素差异较大，

除 ( #3 $&, -- 沉积物中 12 含量的变化规律与其他

元素相同外，其他粒级沉积物中 12 含量变化规律

性不明显。这说明，在 & 号点上加入到水系沉积物

中的 12 主要存在于 ( #3 $&, -- 粒级的沉积物中，&
条水系汇合后，细粒级的沉积物中 12 含量略有增

大。

45 在沉积物的全样和各粒级中的含量变化规

律性很明显，均表现为 & 号点上 45 含量增加，一般

比 $ 号点增高约 & 倍，经过近 $ ### - 的水流稀释，

各粒级沉积物中 45 含量趋于一致，在 6 号点上稳定

在（7# % 8#）’ $# ()。由于大坡沟水系沉积物中 45
含量略高于中南沟水系沉积物中 45 含量，因此，&
条水系汇合后，水系沉积物中 45 含量略有增高，尤

其是细粒级中 45 含量基本为（7, % $"#）’ $# ()。

综合各元素在整个水系流域的变化，总结出如

下规律：

（$）由于研究区水系多呈羽状，一、二级水系非

常短，由其带出的物质很快进入较大水系或河流，加

上海拔 " ,## - 以下地段草层非常发育，大大抑制

了物质的机械迁移，因此，导致水系沉积物异常快速

衰减，低密度水系沉积物测量可能损失一部分信息；

（&）细粒级沉积物中的成矿元素含量变化一般

比粗粒级和全量沉积物中成矿元素的含量变化显

著，尤其是 .9、0+、45 在各采样点的含量多与粒级

呈反比，即它们均富集在细粒级的沉积物中，但不同

粒级沉积物的成矿元素含量差异不大；

（"）12 在各粒级沉积物中的含量变化差异较

大，在 & 号点进入水系沉积物中的 12 主要是赋存在

( #3 $&, -- 的沉积物中。

"! 水系沉积物粒级研究

金属元素在不同粒级沉积物中的分布见图&。

图 !" 研究区水系沉积物不同粒级 #$、%&、’(、%)、*+、,+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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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工区采集的 # 个水系沉积物大样进行了粒级筛

分，划分 $ 个粒级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图中可以看出，各元素在不同粒级沉积物中

的分布差异不大。相对而言，01 在 % &’ ( ) *’ ++
和 % ’, *&" ++ 粒级的沉积物中含量略高；23 和 45
除在 % &’ ( ) *’ ++ 中含量较低外，其他各粒级沉

积物中含量基本一致；67 和 85 在各个粒级的沉积

物中含量无差别；29 在 % ’, *&" ++ 粒级的沉积物

中含量略高，其他各粒级沉积物中含量一致。

总之，中南沟水系沉积物粒级效应不明显，各粒

级中金属元素分布模式无显著差异，因此，在进行水

系沉积物测量时，粒级选择范围较宽。

.! 元素赋存状态

对中南沟水系沉积物进行水溶相、可交换相、铁

锰氧化物相、有机相、硫化物相和残留相的 29、23、
45 和 67 分析，结果见图 /。

从中可以看出，29 主要赋存的相态是硫化物相

和残留相，它们分别各占 $":和 &;:，说明 29 除与

硫化物结合外，有相当一部分 29 是以类质同象或

包体的形式存在于硅酸盐矿物中。29 其次在铁锰

氧化物相和水溶相中，所占百分比分别为 /, .;: 和

&, /.:。29 在可交换相和有机相中的含量最少，两

个相态均不到 &:。

23 主要赋存在硫化物相中（;;, #*:），其次为

有机相和铁锰氧化物相，它们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

*’, .*: 和 #, .":。与其他元素赋存相态有较大差

异的是，23 在残留相中的含量非常少，只有 ’, ’&.:
的 23 是存在于硅酸盐和黏土矿物的晶格里。在水

溶相和可交换相中的 23 含量也比较少，各自的百分

比分别为 &, -/:和 ’, /;:。

45 赋存的相态主要为硫化物相和有机相，它们

各占 .., *$:和 .’, ;.:，其次是在残留相和铁锰氧

化物相中，所占百分比分别为 *’, -#:和 &, ;:。45
在水溶相和可交换相中的含量非常少，均不到 *:。

说明在水系沉积物中 45 主要呈硫化物和与有机质

螯合形式存在，其他状态 45 含量甚微。

67 也主要以硫化物相和残留相存在，各占到

"$, -*:和 &., .-: ，其次是在有机相和铁锰氧化物

相中，所占百分比分别为 -, "":和 ", $*:。在水溶

相和可交换相中的 67 含量比较少，只有 &:左右。

综合各元素赋存状态可以看出，与土壤类似，中

南沟水系沉积物中成矿元素赋存相态主要为硫化物

相，所占百分比范围为 ..: ( ;#:，其次为残留相

和有机相，表明该区以物理风化作用为主。不同元

素赋存状态有所不同，23 在残留相中含量很少，在

有机相和铁锰氧化物相中比例增加。45 在有机相

中含量很高。成矿元素在水溶相、可交换相和铁锰

氧化物相中的含量相对较低，可能与元素地球化学

性质差异有关。

图 !" 研究区水系沉积物金属元素相态分布

"! 结论

青海北祁连中南沟矿区高山切割明显，植被较

发育，属高寒草甸景观，在该区的水系沉积物地球化

学研究表明：

（*）由于研究区植被发育，特别是 / "’’ + 以下

坡地草甸层发育，水系不太发育且多呈羽状，一、二

级水系非常短，一般为干沟，碎屑物质的机械迁移受

到抑止，水系碎屑沉积物只能在二级以上水系出现，

但其带出的物质很快进入较大水系或河流，因此，按

水系分布分析，该区 *< &’ 万区域化探扫面很难保

证采样介质一致，所采集的样品可能主要是沟底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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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

（$）从水系沉积物元素沿水系分布看，切割矿

化体的水系沉积物异常快速衰减，因此，水系沉积物

测量圈定异常范围小，低密度普查（如 %& $# 万）可

能会漏掉许多矿化信息，而详查阶段（%& ’ 万），由

于受其分布所限，无法采集到真正的水系沉积物，多

数只能用坡积物代替，导致采样介质不统一。

（"）细粒级沉积物中的成矿元素含量比粗粒级

含量高，表明他们在细粒级的沉积物中富集。从元

素沿水系衰减模式看，本区水系沉积物粒级效应不

明显，各粒级中金属元素分布基本类似，说明其迁移

距离短，分选作用不明显，因此，粒级选择范围较宽。

（(）)*在各粒级沉积物中的变化差异较大，

+ #, %$’ -- 沉积物中的 )* 含量变化规律与其他元

素相似，其他粒级沉积物中 )* 含量变化不明显，说

明在 $ 号采样点进入水系沉积物中的 )* 是赋存在

+ #, %$’ -- 的沉积物中。

（’）水系沉积物中成矿元素主要以硫化物态、

硅酸盐结合态和有机结合态存在，其他形式如水溶

态、可交换态和铁锰氧化物态含量相对较低，表明该

区物质以物理变化为主，化学风化作用相对较弱。

在此感谢青海省有色勘察局 . 队总工程师王星

和西北有色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罗才让及 . 队全体工

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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