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区域地质背景及成矿条件

研究区位于冈底斯陆缘火山 " 岩浆弧带，该带自

北向南可分为相互平行的 # 个构造 $岩浆 %带，即北带、

中带和南带 & 则莫多拉铜金矿床属冈底斯构造带南

带，雅鲁藏布江地缝合线北侧，南邻多雄藏布陆相断陷

盆地，同时处在昂仁 " 日喀则构造带 $介于多雄藏布断

裂带与雅鲁藏布深大断裂之间，呈近东西向略向南突

出的弧形带状展布 % 与冈底斯构造带南带的交接处 $图
! % & 成矿区带划属冈底斯火山 " 岩浆杂岩铜金多金属

成矿带 &
!& ! 区域地质特征

!& !& ! 地层

本区出露的主要地层有新近系乌郁群、白垩系达

多群、侏罗 " 白垩系桑日群 &
新近系乌郁群为角砾状熔岩、安山岩、砂岩 & 白垩

系达多群为流纹质熔结凝灰岩、蚀变安山岩、砂质岩、

蚀变火山角砾岩 & 侏罗 " 白垩系桑日群为中 " 酸性火

山岩、火山碎屑岩、灰岩、砂岩、砾岩、硅质岩等，厚度大

于 ’((( )，与上覆新近系乌郁群呈不整合接触，该层

位为本区赋矿层位，冈底斯成矿带中的雄村铜金矿、洞

嘎普铜金矿赋存于该地层 &
!& !& * 断裂

区域上断裂构造十分发育，世界著名的雅鲁藏布

江深大断裂带在南侧通过 & 构造线方向以北西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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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则莫多拉铜矿床位于冈底斯中段南缘，矿体主要分布在破碎带中结晶灰岩（大理岩 %与火山岩、花岗闪长岩、角闪辉长

岩的接触带，土壤地球化学异常测量显示铜、金元素含量较高，具有矿致异常的特征 & 岩石地球化学测量显示在异常中心存

在含矿岩石，矿床地质构造条件较有利，找矿前景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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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向规模最大，发育在冈底斯构造带南带南北两侧，

以强烈挤压和多次活动为峙征，并控制着大型构造带

和岩浆岩、火山岩体的分布 ! 与洞嘎 " 雄村矿床有密

切关系的断裂带有 # 条：

多雄藏布断裂带：紧靠矿区南缘，控制着冈底斯构

造带南亚带之南界和昂仁 " 日喀则构造带之北界，同

时控制着洞嘎金矿之南界，呈近东西向略向南突出的

弧形带状分布，断层表现为强烈挤压和多次活动的特

征 !
南木林 " 努马断裂带：走向近东西或北东东，数条

断裂帚状排列，向北东方向收敛，南西方向撒开，雄村

和洞嘎金矿正处在向南西方向撒开的位置上，矿区两

侧被谢通门 " 青都断层 $ %&&’ (阻隔 !
谢通门 " 青都断层：近南北向展布，延伸大于 &))

*+，呈波状起伏，倾向东，表现为逆冲性断层，它分别

错断多雄藏布断层和南木林 " 努马断层带 ! 本矿区紧

靠它与多雄藏布断层交汇的东侧 !
&! &! # 褶皱

冈底斯构造带南带褶皱构造主要集中分布在该带

北部边缘地区的晚古生代地层中，走向北西，形态紧

闭、对称，以下二叠统为轴部构成一条规模较大的复式

向斜带，以矿区附近的布托 " 萨沃拉 " 南木切复式向

斜规模最大，走向近东西延伸 #,) *+，宽大于 ’) *+，

由达多群火山岩组成，并覆于老地层之上 ! 两翼零星

出露有中下侏罗统田巴群和未分白垩系 ! 由一系列极

其宽缓的复式褶皱构造组成，岩层倾角中—缓，沿轴部

岩石多被挤压破碎，矿区紧靠它南翼 !
&! &! - 岩浆岩

本区岩浆活动强烈，广泛出露由燕山晚期—喜马

拉雅早期的闪长岩类 " 二长岩类组成的谢通门大型复

式岩基杂岩体，东西向延伸达 .,) *+ 以上，宽 , / ,)
*+，出露面积达 ,#0& *+.! 由于喜马拉雅早期侵入体

的破坏，仅在岩体东部 $谢通门附近及其以北地区 ( 存

在燕山晚期中心相带石英二长闪长岩 ! 岩石具有绿帘

石化、绿泥石化、阳起石化、钠黝帘石化、绢云母化、高

岭土化等次生变化 ! 除岩体外，在白垩系地层中有中

基性 " 中酸性 " 酸性脉岩体分布，同时有次火山岩脉

$安山玄武岩脉、闪长玢岩脉 (并有伟晶岩脉 $辉石云煌

岩脉 ( 的侵入 ! 各类脉岩有相互穿插、切割之现象，说

明该区岩浆活动十分频繁，并引起围岩蚀变及矿化 !
&! .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根据 &1 .) 万谢通门 " 南木林幅区域地质调查报

告!，区内火山岩矿化元素丰度值高，变化系数大，而且

23、24、53、67、84、29、:; 等元素，局部含量亦高 ! 区

内岩浆岩化学成分以正常岩浆岩成分为主，微量元素

与维氏值相比，53、<;、67、5=、> 等偏高 !
根据 &1 .) 万和 &1 ,)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结果，本

区 53、?@、<;、67、23、24、5A、B、CD、29、:; 等多元素异

常发育，总体呈串珠状近 E " B 向带状分布 ! 异常可

划分为：南木林 " 林周 24、<;、67 异常带；谢通门 " 尼

木 " 曲水 53、?@、23 异常带；达孜 " 墨竹工卡 " 工布

江达 53、?@、<;、67、24、23 异常带 ! 则莫多拉铜金矿

床即位于谢通门 " 尼木 " 曲水 53、?@、23 异常带 !
&! # 区域地球物理特征

在 &1 &)) 万布格重力异常图上，本区处于冈底斯

南缘重力低谷带南梯级带，处于重力梯级带走向由东

西变为北西向的变化部位 !
在 &1 &)) 万航空磁测" ! 平面图上，本区处于雅

鲁藏布江磁异常区西段北强磁带南侧，呈指 $鼻 ( 状置

于负磁异常背景中的正磁异常上 !
&! - 区域矿产分布规律

本区位于冈底斯成矿带，该带从目前发现的矿床

$矿点）（东从甲马西到洞嘎）来看东西长 -)) *+，南北

宽近 ,) *+，受冈底斯花岗质岩浆弧的一系列南北向拉

张断裂控制 ! 矿带可能由若干个矿田构成，带内已发

现大型或具大型以上远景的铜矿床 &) 多处，各类铜矿

点 F) 多处 ! 主要的矿床有冲江 " 厅宫铜矿、甲马铜多

金属矿、拉抗俄钶 $钼 (矿、驱龙铜矿、达布铜 $钼）矿、冲

木达铜金矿、克鲁铜金矿、恰功铜富铁矿和勒青拉铜多

金属、洞嘎普铜金矿、雄村铜金矿等，在空间上形成冲

江 " 厅宫斑岩型铜矿、驱龙 " 甲马斑岩型 " 夕卡岩型

铜钼多金属矿、克鲁 " 冲木达铜金和谢通门铜金富铁

矿等 - 个重要的矿化集中区 G & / # H ! 则莫多拉铜金矿床

即位于谢通门铜金富铁矿矿化集中区 !

. 矿区地质特征

.! & 地层

矿区出露的主要的地层为侏罗 " 白垩系桑日群麻

木下组 $ I#" (、旦师庭组 $J.E # ( ! 麻木下组为一套中厚

层状灰岩、薄层粉砂岩夹灰绿色安山岩、浅灰色强蚀变

凝灰熔岩，且灰岩基本上重结晶为大理岩或粗粒结晶

灰岩；旦师庭组为一套中酸性火山熔岩及火山碎屑岩!
.! . 岩浆岩

矿区发育有多期岩浆岩，时代为燕山晚期，主要有

!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厅区域地质调查大队 ! 西藏谢通门 " 南木林幅 &1 .) 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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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兴海等：西藏冈底斯中段则莫多拉铜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黑云二长花岗岩、角闪辉长

岩、辉长岩 ! 根据路线观察及剖面测量，本区岩浆侵入

活动分为两期，第!期是以辉长岩 "角闪辉长岩 # 为代

表的基性岩浆侵入活动；第"期是以石英闪长岩 "花岗

闪长岩 # 及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为代表的中酸性岩浆侵

入活动 ! 每次大的岩浆活动都伴有与之同成分的脉岩

贯入 !
辉长岩与角闪辉长岩应为同一期次的产物，角闪

辉长岩可能构成了辉长岩的边缘相，分布于测区南西

和"号矿体北部 !
石英闪长岩位于测区东部，与火山岩呈断层接触，

其与分布于测区西北部的花岗闪长岩，可能为同一期

次不同序列的产物，其中含角闪辉长岩的捕虏体，同时

局部可见孔雀石化，说明其与成矿关系密切 !
黑云角闪二长花岗岩位于测区中部，侵入于石英

闪长岩与花岗闪长岩之中，为测区最晚期侵入体 !
矿区脉岩具有酸性和基性两类，主要分布在矿区

南西的辉长岩中 ! 前者主要为似斑状花岗岩脉、花岗

细晶岩及闪长岩；后者有辉绿岩和煌斑岩 ! 岩脉规模

小，尤其是酸性岩脉宽度均为数十厘米，产状陡立 !
$! % 构造

断裂构造是矿区的主体构造，南北向和东西向断

裂相互交切构成了矿区的构造格架，控制着矿区的矿

化与蚀变的分布 ! 其中呈南北向展布的构造 &’ 断裂

"雅鲁藏布江深大断裂派生的次级断裂 # 为矿区的主干

断裂，位于矿区中部，近南北向、北北东向展布，倾向

东，倾角陡 ! 北西西向或近东西展布的构造有断裂和

韧性剪切带，断裂多发生在 &’ 断层的两侧，呈断裂组

产出，主要为 &’ 断裂派生及岩体侵入所致；韧性剪切

带主要位于"号矿体南西侧，带内主要见糜棱岩，未见

矿化，但混合岩化强烈 ! 根据路线观察及剖面测量，认

为混合岩化糜棱岩形成较早，主要分布于测区中部，被

角闪辉长岩侵入，以捕虏体的形式呈岛状分布于角闪

辉长岩中 ! 其糜棱面理产状较为凌乱，按走向可分为 $
组：一组为 $()左右；另一组为 *+ , ’+()! 与成矿关系

密切的为后一组 "图 $ # !
$! - 矿床特征

$! -! ’ 矿体产状、形态、规模

该区共圈出 $ 个矿体和 ’ 个矿化带 "# # ! 矿体主

要分布在破碎带中结晶灰岩 "大理岩 # 与火山岩、花岗

闪长岩的接触带，呈 .// 向展布，延伸长度 ’(( ,
*(( 0 不等，厚数米至 1(! $ 0，剖面上呈似层状、脉状

产出，局部有分叉现象，总的来说矿体形态简单 ! 其中

以"号主矿体规模最大，长大于 2(( 0! 其中"3 ’ 金

矿体平均厚 -’! 1 0，铜矿体平均厚 -4! % 0，矿体平均

品位 56 -! +* 7 ’( 3 2，86 (! ++4 7 ’( 3 $；"3 $ 金矿体平

均厚 $-! 2 0，铜矿体平均厚 $2! 4 0，平均品位 56
$! ’4 7 ’( 3 2，86 (! 4- 7 ’( 3 $!
$! -! $ 矿石结构、构造

常见的矿石结构为交代结构、充填结构、固溶体分

离结构等典型的热液成矿作用形成的矿石结构 !

%’第 ’ 期



矿石构造主要为细脉浸染状构造、块状构造 ! 氧

化矿石为蜂窝状构造、土状构造、分散状构造、薄膜状

构造、放射状构造、胶状构造等 !
"! #! $ 围岩蚀变与矿化

矿床主要围岩蚀变与矿化主要分早、晚两期 ! 早

期围岩蚀变使上侏罗统麻木下组 % &$! ’、晚白垩世 ( 古

新世 ( 始新世旦师庭组 %)"* " ’ 火山岩发生角岩化、大

理岩化、硅化、夕卡岩化，以及火山口或断裂边部岩石

中少量的黄铁矿化 ! 晚期围岩蚀变与矿化主要是指火

山期后或岩浆期后热液与早期蚀变与矿化的叠加作

用，地表围岩蚀变以强烈的高岭土化、黄铁绢云岩化、

角岩化、黄铁钾矾化、硅化、夕卡岩化为特征，矿化以黄

铁矿化、铜矿化、金矿化为特征 !
"! #! # 矿石类型及组分

按矿化类型可将矿石分为角岩型铜矿石、夕卡岩

型铜矿石、石英脉型铜矿石、硅化凝灰岩型铜矿石、构

造蚀变岩型铜矿石 ! 矿石中基本矿物组成相同，主要

金属矿物有黄铜矿、黄铁矿、自然金、黝铜矿、磁铁矿、

闪锌矿；次生氧化的矿物为孔雀石、蓝铜矿、硅孔雀石、

褐铁矿、铜蓝、蓝辉铜矿等 ! 主要的非金属矿物有石榴

子石、透辉石、绿帘石、绿泥石、绢云母、石英及大量黏

土矿物 !
"! + 矿区地球化学特征

通过矿区 ,- ,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原始数据经

处理后可得各元素特征值 %表 , ’ !
由表 , 可知主要成矿元素 ./、0/、12 的标准差、

变化系数均较大，说明土壤中的 ./、0/、12 的富集强

度和富集能力比较高 ! 根据各元素的变化系数确定了

土壤中元素的富集能力，从大到小排列的顺序为：0/
3 ./ 3 12 3 45 3 67 3 .8! 同时根据背景值和异常

下限圈出 $ 个以 0/、./ 为主的综合异常，异常特征如

下：

9: ( 甲 % , ’ , 异常 位于测线 "; < "= 线之间，异

常面积约 ;! + >?"，呈哑铃形分布 ! 异常浓集中心的异

常强度分别为：./ #@$# A ,; ( B、@@; A ,; ( B；0/ ,$"", A
,; ( =、,=$+ A ,; ( =；.8 $! ,= A ,; ( =、"! #+ A ,; ( =；45
+;! @ A ,; ( =、+,! C@ A ,; ( =；12 "+# A ,; ( =、,C= A ,; ( =!
异常元素套叠好，圈闭良好，长轴沿沟顺坡向呈近南北

向分布，短轴与!矿体分布近似，近东西—北西西向 !
异常元素组合为 ./ ( 0/ ( .8 ( 45 ( 1D ( 67，其中 67
的三级浓度梯度表现不明显，其他元素的三级浓度梯

度表现良好，!号矿体为异常原因 !
9: ( 甲 % , ’" 异常 位于 ," < ,@ 测线之间，异常面

积约 ;! " >?"，呈北西向的哑铃形分布 ! 异常浓集中心

的异常强度分别为：./ #,C A ,; ( B、#B= A ,; ( B；0/
$$+ A ,; ( =、#@$ A ,; ( =；45 @=! $ A ,; ( =、+" A ,; ( =；12
@C! = A ,; ( =、,"C A ,; ( =；.8 异常表现不明显 ! 异常元

素套叠好，圈闭好，三级浓度梯度明显 ! 异常元素组合

为 ./ ( 0/ ( 45 ( 12 ( .8 等，!号矿体的西延部分及其

残坡积物为异常原因 !
9: ( 甲 % , ’ $ 异常位于 "" < $; 线之间，异常面积

约 ;! " >?"，呈北西向分布，向南没有闭合，异常浓集中

心的异常强度分别为：./ ,+C A ,; ( B；.8 "! B, A ,; ( =、

0/ "@## A ,; ( =；45 "$! + A ,; ( =；12 ,;C A ,; ( =! 异常元

素套叠好，异常与"号矿体的走向基本吻合 !
9: ( 乙 " 异常位于测线 #; 以东，异常中有 " 个金

异常集中区，分别位于测线 #= < +" 线之间 ! 其他为广

泛的 45、12 异常，异常面积约 ;! C+ >?"，呈不规则形 !
异常浓集中心的异常强度分别为：./ ## A ,; ( B、0/
$, A ,; ( =、12 #"" A ,; ( =、45 "= A ,; ( =! 异常元素组合

主要为 ./ ( 0/ ( 12 ( 45 组合，异常元素套叠不好，显

得零乱 ! 45、12 元素异常面积较大，但异常强度不大，

.8 元素异常不明显，其对应#矿化带 !
9: ( 丙 , 异常位于测点 "= E $= < "= E $@ 之间，异

常 呈近 东西 向的 不规 则状 ! 异 常元 素组 合 为 ./ (
45 ( 12 等，异常元素套叠不好，强度不大，异常浓集中

表 , 则莫多拉矿区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参数表

!"#$% & ’%()*%+,)"$ )*"-").%-,/.,) 0"-"+%.%-/ (1 %$%+%2./ #3 /(,$ 4%()*%+,)"$ /5-6%3 ,2 7%+(85($" (-% 1,%$8

偏度

",! "

,+! "C

"C! =@

#! +"

,C! $#

C! =C,

峰度

#@@! "

$;=! ,

@=C! =C

$#! =

$B@! "#

,";! @B

背景值

"

;! ,+

"#

,=

=;

"

众数

,! B;;

;! ,+

""! ,

,=! +

=;! ;

"! ,

样品数

,"$;

,"$;

,"$;

,"$;

,"$;

,"$;

最小值

;! B

;! ;C

@! $#

+! ;"

$@! #

;! C

最大值

#@$#

=! $C

,$"",

,;,! ;

"=C;! ;

$#! ;

"+F 分位数

$! C

;! "$

$=! "

";! +

CC! +;

$! ,

标准差

";$! B

;! "+C

#,;! ,+

C! ;CC

,;;! ;@

,! =#

变化系数

#,+@=

;! ;==

,=@""=

+;! ;B

,;;,=! =

"! C

异常下限

#

;! "+

#;

",

@;

$

元素

./

.8

0/

45

12

67

平均数

,B! @,

;! ",

=#! $C

,B! ;$

@"! C@

"! +@

";;C 年地 质 与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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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的含量为 #$ % &’ ( #) 在异常范围内，有强烈硅化

蚀变，但矿化不明显，所布置的探槽和剥土中铜、金的

含量均未达到边界品位，属于丙类异常， 其对应!矿

化带 )
*) + 矿区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为了解化探异常与浅部地质体的空间位置关系，

进一步确定异常源的确切位置，查明是否有新的含矿

层位、含矿破碎带、矿化富集部位及各地层的含矿性，

选择在异常中心 ,- ( 甲 . & / &、,- ( 甲 . & / * 异常附近进

行 &0 $’’’ 地球化学综合剖面测量 ) 其结果显示该区

岩石中成矿元素 !"、!1、2"、34、56 出现了富集，含量

明显高于围岩，通过与 ,- ( 甲 （&）&、,- ( 甲 . & / * 异常

对比，发现富集地段位于异常中心附近， 由此说明该

区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圈出的异常是矿致异常，能够反

映出浅部含矿体的存在 )
*) 7 矿床成因初步分析

通过对该矿床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的综合分析

研究，推测其形成与区内燕山晚期中酸性岩浆岩有密

切的成因联系 ) 成矿物质可能通过岩浆期后热液的搬

运作用，在构造破碎带、裂隙、结晶灰岩 .大理岩 / 与火

山岩或岩浆岩的接触带等空间，沉淀富集成矿 ) 同时"
号矿体南西侧的韧性剪切带对矿质的运移和富集也起

了一定作用 ) 结合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及前人对邻区的

洞嘎 8 9 :、雄村 8 $ : 铜金矿的成因类型认识，认为该矿"号

矿体属于典型的夕卡岩矿床，#号矿体属于中低温岩浆

热液交代构造破碎蚀变岩型铜金矿床，但两者与雄村、

洞嘎应属于同一热液作用系统 )

; 找矿前景及找矿方向

则莫多拉铜金矿床具备大矿量、品位较高的特点，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的异常显示铜、金元素含量较高，具

有矿致异常的特征 ) 目前，在"号主矿体异常中心布置

5<=’& 钻孔，在 *&) + > *=) 9 ? 见一层铜矿体，视厚度

为 +) = ?，2" 最高品位为 &) 77@ ，平均品位 ’) =*@ ；在

*;) 9 > *#) 9 ? 见一层金矿体，视厚度为 + ?，最高品位

为 9) ;$ % &’ ( + 、&) #+ % &’ ( +；在 &=$) ; > &#=) * ? 见一

层金矿化体，视厚度为 &*) # ?，最高品位为 &) &= % &’ ( +、

’) $* % &’ ( +，但在终孔岩心中见黄铁矿化和少量黄铜

矿化，显示深部应有铜金矿体存在，下一步钻孔布置应

打穿深部岩体以控制深部矿化体 ) 同时#号矿体北侧

的!矿化带虽然土壤地球化学异常较弱，但该带覆盖

层较厚，可能掩盖了深部异常 ) 通过野外观察，在该带

沟谷处见不同程度的孔雀石化和少量黄铜矿化，对该

异常进行深部查证有望扩大则莫多拉铜金矿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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