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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东段磁场特征与金属矿产预测

刘振军，王德发，刘英才，薛典军，罗锦荣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北京100083)

摘要：利用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东段最新的1：20万航碰勘查资料，结合现有的地质、物、化、遥成果，用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方法对该地区的内生金属矿找矿远景进行了评价，共划出3十级别的找矿远景区28片，并在其中的一、

二级找矿远景区中确定找矿靶区21个。这些靶区中均有找矿意义较好的航磁异常，应是今后找矿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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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一江两河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勘查

后备基地，找矿潜力很大，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

环境，地质找矿工作相对滞后，地球物理工作程度更

低，1：20万航磁勘查。的完成，为该区的找矿和地

质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地球物理资料。充分利用

这一资料进行找矿远景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为此，

笔者以航磁资料为基础，结合现有的地质、物、化、遥

l地质矿产概况

西藏一江两河地区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分属

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板片、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喜

马拉雅板片3个构造单元。按地质构造特征又可进

一步划分为念青唐古拉弧背断隆构造带、冈底斯火

山一岩浆弧构造带、日喀则弧前蛇绿岩复理石构造

成果，对该区内生金属矿的找矿远景进行了评价。 带、白朗南一曲松变形陆缘类复理石构造带、北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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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正等值线及注记；2一Ar零值线；3一Ar负等值线厦注记

图2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东段航磁Ar等值线平面

1—航磁勘查范围；2一磁场分区及编号；3一磁场亚区厦编号；l一南术林—拉萨变化磁场区；I·一雄麦一典中平缓变化磁异常带；I 2一南

木林一拉萨影烈变化磁异常带；Ⅱ一雅鲁藏布’冱(谢通门一桑日)强磋异常带；Ⅱ。一谢通f}—仁布强磁异常亚带；丑2一尼木—桑日强磁异

常亚带；Ⅲ—普弄抗日一琼结平稳降低磁场区；Ⅲ，一孜橙一琼结平稳升高磁场亚区；Ⅲ2—普弄抗日一措美平稳降低磁场亚区

图3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东段磁场分区示意

异常图(图2)，可将研究区划分为3个特征磁场区 异常分布稀疏、平缓降低的负磁场为特征。其中负

(图3)。 磁场主要是念青唐古拉群弱磁性基底和盖层中正常

2．1南木林—拉萨波动变化磁场区(I) 沉积的碎屑岩、碳酸盐岩、部分酸性火山岩的综合反

该磁场区呈东西向展布在研究区北部，对应于 映，而叠加的局部异常主要由伴随弧背断隆构造沿

冈底斯—念青唐古拉板片南缘的冈底斯火山一岩浆 断裂形成的中酸性侵入岩和中基性火山岩引起。

弧构造带和念青唐古拉弧背断隆构造带。依据磁场 南部南木林—拉萨剧烈变化磁场亚带(I：)，

的微观变化，划分南北2个亚带。 对应于冈底斯火山一岩浆弧构造带，以宽缓波动降

北部雄麦—典中平缓变化磁场亚带(I．)，对 低的负磁场为背景，其上叠加分布密集、变化剧烈的

应于念青唐古拉弧背断隆构造带南缘，以Ar局部 △r局部异常为特征。其中形态各异、强度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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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局部异常主要由燕山—喜山期中酸性杂岩组成

的复式岩基带和岛弧型钙碱性中基性火山岩引起，

Ar局部异常梯度的剧烈变化主要与这些岩浆岩磁

性分布不均和多期活动造成磁性明显差异有关。降

低的背景场主要是弱磁性基底和盖层中碎屑岩、碳

酸盐岩、部分酸性火山岩的综合反映。

2．2雅鲁藏布江(谢通门一桑日)强磁异常带(Ⅱ)

该带由南北2条近乎平行、延展连续的Ar强

磁异常带组成，呈东西向贯穿全区，区内长约400

km。南北2条异常带之间距离总体为西宽东窄，变

化在5—40 km之间，向西延出研究区分别与青藏高

原中西部1：100万航磁概查发现的南北2条异常

带衔接，依据△r强磁异常带沿走向的变化，以东经

90。oo’为界划分为东西2个亚段。

2．2．1谢通门—仁布亚段(Ⅱ．)

此为强磁异常带的西段，总体形态呈中间宽两

头窄的纺锤形。中间以日喀则负异常带为界分为南

北2条带，向西延出研究区，向东收敛于仁布一带与

东亚段断续衔接。

北带总体呈东西走向并向北凸出的弧形，宽度

变化在15—40 km之间，单个异常多呈团块状、条带

状，轴向具有多向性，Ar异常曲线南翼光滑相对较

缓，北翼梯度陡，且波动伴有负值，强度变化在260

一860 nT之问，最大幅值达1 350 nT，同时具有中间

强，东西两端逐渐减弱的变化特点。这种磁场特征，

反映了冈底斯火山一岩浆弧构造带前缘岩浆多期次

活动，中酸眭、中基性侵入岩发育的特点，同时从异

常规模大、强度大、梯度陡的特点看，其深部可能有

隐伏的超基性岩存在。也就是说，该异常带应是地

面出露的中酸性、中基性岩以及隐伏超基性岩的综

合反映。

南带Ar异常曲线圆滑、南缓北陡，并伴有负值。

强度变化在130一657 nT之间，最大幅值达l 000

nT。平面形态总体呈略向南突出的弧形，异常带东

宽西窄，变化在lO一25 km之间，单个异常轴向一

致，延展连续，但东部受北东向断裂干扰，单个异常

呈北东向斜列式或团块状。对比区域地质资料，该

带与沿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展布的超基性岩带的形

态、规模、走向基本吻合，无疑是已知超基性岩带的

反映。

夹持于南北强磁异常带之间的负异常带。其形

态、范围基本与日喀则山前断陷盆地吻合。由于研

究区属中纬度地区，受斜磁化的影响，该负磁异常带

应是南异常带的伴生异常与伴随的断陷盆地有关，

为沉积厚度较大，磁性弱(无)的复理石、磨拉石建

造的综合反映。

2．2．2贡嘎一桑日亚段(Ⅱ：)

该带为强磁异常带的东段，平面形态总体呈东

西向条带状展布，宽度5—25 km，单个异常轴向呈

舒缓渡状。Ar异常呈多峰叠加，曲线南缓北陡并伴

有负值，梯度变化较大。异常强度在310一1 115 nT

之间变化。对比区域地质资料，异常带沿雅鲁藏布

江缝合带展布，主要对应冈底斯火山岩浆弧前缘的

中酸性岩、中基性岩发育区和南侧的超基性岩带，在

桑日一带对应泽当超基性岩体，泽当岩体中已发现

有罗布莎铬铁矿。经研究，该异常带应主要由冈底

斯火山一岩浆弧南缘岛弧型钙碱性火山岩和I—s

形角闪质花岗岩、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闪长岩、

辉长岩引起，在异常带的南侧叠加了沿雅鲁藏布江

缝合带分布超基性岩的异常。已知超基性岩引起的

异常在大部分地段被北侧强度、规模更大的磁异常

掩盖，呈叠加异常存在，不易区分，在东部桑日一带

展现出超基性岩的异常特征。总体上显示出该段超

基性岩体比西段延深小、规模小的特点。另外，在与

该异常带对应的冈底斯火山一岩浆弧的前缘虽然出

露的中酸性岩和基性岩均有磁性，但由于异常的强

度、规模较大，很可能有隐伏的超基性岩存在。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雅鲁藏布江航磁异常

带南带，由伴随板块碰撞、俯冲成因的超基性岩引

起；北带由伴随雅鲁藏布江构造带多期活动形成的

中酸性岩、基性岩和隐伏超基性岩综合引起。

2．3普弄抗日一琼结磁场区(Ⅲ)

该区位于研究区南部，根据磁场的微观变化，分

为南北2个亚区。

北部孜松一琼结磁场亚区(Ⅲ．)，以△r局部异

常少、连续平稳降低的正磁场为特征。该亚区与雅

鲁藏布江缝合带南缘白朗一曲松变形陆缘类复理石

构造带吻合，是一套岩性单一、厚度大于万米、磁性

微弱的砂板岩的反映，表明区内以断陷构造为主，岩

浆热液事件不发育的地质构造特征。

南部普弄抗日—措美磁场亚区(Ⅲ：)，以连续

平稳降低的负磁场中叠加少量弱缓的条带状、环带

状Ar局部异常为特征。平稳降低的负磁场主要是

组成喜马拉雅板片北喜马拉雅构造带的弱磁性基底

(前石炭系)和盖层中的碎屑岩、碳酸盐岩的反映；

而其上叠加的A 7T局部异常主要由规模有限的基

性、中酸性侵入岩和蚀变岩引起，反映北喜马拉雅构

造带相对隆起，构造一岩浆热事件比较发育的地质

构造特征。其中分布的由△r相对高值组成的环状

磁力高，可能与促使古地核凸起的穹隆构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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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可以看出，航磁成果较好地反映了研究

区区域地质构造及岩浆活动情况。由于在内生金属

矿的成矿作用中。构造、岩浆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是内生金属矿形成的重要控制因素，因此，利用

航磁资料进行找矿预测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通过对

研究区已知矿成矿、控矿条件的研究，笔者认为本区

航磁应能够在间接寻找与超基性岩有关的铬铁矿，

与岩浆热液有关的斑岩型、夕卡岩型、火山岩型、热

液型铜、多金属矿和与岩浆活动有关的金矿等矿产

方面发挥作用。

3找矿远景评价方法

由于研究区跨3个大地构造单元，各单元之问

存在不同的地质构造环境、成矿条件、控矿因素和

物、化、遥特征，故对不同构造带、不同矿种的预测采

取不同的评价方法。

3．1定性评价

3．1．1铬铁矿

由于铬铁矿只产于沿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侵位的

超基性岩中，赋矿围岩为斜辉辉橄岩或纯橄岩，找矿

预测采用定性的方法，即以与罗布莎铬铁矿有关的

超基性岩的航磁异常特征为依据，对沿雅鲁藏布江

缝合带发现的强磁异常带进行研究，结合异常带中

局部异常的解释分析，找出由出露或隐伏超基性岩

引起的异常，探讨寻找铬铁矿的可能性。然而，铬铁

矿与超基性岩岩体相比，规模小、磁性弱，航磁异常

往往是超基性岩和铬铁矿的综合反映。也就是说，

只能根据航磁反映的超基性岩进行间接找矿。

3．1．2铜、多金属矿

铜、多金属矿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北部冈底斯火

山一岩浆弧构造带中，具有矿床(点)多、规模大、分

带性明显的特点，往往与深大断裂带旁侧的次级褶

皱、断裂控制的钙碱性中酸性岩株、各类斑岩体和次

火山岩有关。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对雅鲁藏布江

构造带及其以南地区铜、多金属矿的预测采用定性

的方法，以北地区(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构造带)采

用层次分析法评价。

3．1．3金矿

研究区金矿(化)分布广泛，具有区域性分布规

律，与大地构造单元和构造活动带密切相关。金矿

化的空间分布对长期活动的深断裂带及其派生的断

裂构造，具有明显的的依附性。受深断裂带制约的

低序次断裂破碎带或层间裂隙是赋矿的主要场所。

由于航磁较好地反映出了区域构造及岩浆活动情

况，对间接寻找金矿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本

次金矿预测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以北，采用定性与

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与铜、多金属矿预测一并进

行；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以南，采用定性方法评价。

3．2层次分析法评价

层次分析法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在充分研究区

内航磁、地质、化探、遥感资料与矿产关系的基础上，

建立层次分析模型，优选出地质、地球物理、化探与

遥感影象特征等变量；然后，将预测区按经度5’、纬

度4’划分成492个预测单元(每个单元的面积约73

km2)，按一定规则对每个单元的各个变量赋值，并

计算出每个单元的评序值；最后，根据评序值的大小

将单元排序，排序的前后即表示各单元之间找矿的

相对优劣。为了更加直观，以各单元的评序值为基

础，绘制等值线平面图(图4)。评序值较大的区域，

就是具有找矿希望的地区，可作为找矿远景预测区

图4层次分析单元评序值等值线

划分的主要依据。

4找矿远景区的划分

依据航磁反映的成矿地质环境和不同类型矿产

的找矿标志，采用上述定性或层次分析与定性相结

合的方法，在全区共划分出铬、铜、金、多金属找矿远

景区28片。其中一级找矿远景区10片；二级找矿

远景区11片；三级找矿远景区7片；同时，在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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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找矿远景带界线

图5西藏一江两河地区航磁异常分布及找矿远景预测

表l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东段找矿远景区(带)一览

成矿区(带) 级别 找矿远景区名称及编号

麦热一盟Ⅱ学铁、铜、金、多金属一级找矿远景区(I．)

干昌俄银、金、铜多金属一级找矿远景区(I 2)

一级 冲扛一厅官铜、金、多金属一级找矿远景区(I，)

德庆一典中铜、铅、锌、金一级找矿远景区(I一)

色康一知币拉铜、金、多金属一级找矿远景区(I s)

南术林一拉萨铜、金、多金属成矿区(A)
柏岗铜(钳)、金、多金属二级找矿远景区(Ⅱt)

二级 普下铜、金、多金属二级找矿远景区(Ⅱ：)

趴把林一卡当铜、铅、锌、金、多金属二级找矿远景区(Ⅱ，)

吉如金、银、多金属三级找矿远景区(Ⅲ．)

普当一日月叫金、银、铜多金属三级找矿远景区(Ⅲ2)
三级

石奠锑、铜多金属三级拽矿远景区(Ⅲ，)

边觉林—俄拉金(银)、铜多金属三级找矿远景区(Ⅲ。)

谢通门一帮勒金、铜一级找矿远景区(I e)

一级 来岗金、铜(铬、镍)一级找矿远景区(I，)

日喀则一桑目铬、金’铜成矿带(B)
姐德秀一晕口铬闱、金一级找矿远景区(I s)

二级 柳区一仁布铬、金二级找矿远景区(Ⅱ。)

帕当一曲水铬、金三级找矿远景区(Ⅲ，)
三级

甲当铬、金三级找矿远景区(Ⅲs)

总嘎郎一勒金康桑金一级拽矿远景区(I。)
一级

马扎拉锑、金、多金属一级找矿远景区(1-o)

苦堆锑、金二缎哉矿远景区(Ⅱ，)

雅拉努金、锑、锡二级找矿远景区(Ⅱ。)

普弄抗日一琼结金、锑、多金属成矿区(c)
加克西金、锑、锡、多金属二级找矿远景区(Ⅱ，)

二级 少岗舍．锑二级找矿远景区(Ⅱ。)

姜桑拉姆金、锑二级找矿远景区(Ⅱ。)

洛扎铅、锌、银二级拽矿远景区(Ⅱ，。)

曲德贡一江塘_盘、锑、铬二级找矿远景区(Ⅱ．I)

三级 切不蛆金．锑、锡、多金属三级找矿远景区(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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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找矿远景区内圈出找矿靶区21个(图5)。各找

矿靶区中均有找矿意义较好的航磁异常。这些靶区

应是今后找矿工作的重点。

鉴于研究区跨3个不同的大地构造单元，单元

之间的地质背景、成矿环境各不相同，反映出的物、

化、遥特征差异明显。因此，将区内划分的找矿远景

区按其所对应的大地构造单元，分别划归南木林一

拉萨铜、金、多金属(A)，日喀则一桑日铬、金、铜

(B)和普弄抗日一琼结金、锑、多金属等3片成矿区

(带)(C)(表1)。这些找矿远景区及找矿靶区，可

作为今后开展地面工作的重要参考。

5结束语

航空磁测作为一种勘查手段，已经广泛的应用

在研究地质构造、矿产勘查的各个领域，在地面地质

找矿工作程度低的地区更能够发挥兑作用。西藏一

江两河地区地面工作程度低、难度大，是航磁发挥作

用最理想的地区之一，充分利用这一成果进行找矿

工作将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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