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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龙沟河－鲜花 山 区水系沉积物测量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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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龙沟河 －鲜花 山地区 １

：

５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 ， 获得了较丰富 的区域地球化学测量成果 ． 利用变异系数 、浓幅分位

值 、相关性和异常特征研究对 １ １ 种元素进行了数理分析 ， 分析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 ， 发现 Ａｕ 、Ａ
ｇ

、 Ｍ〇 、Ａｓ 、 Ｓｂ 为主成矿元素 ． 结合

异常分布和元素成矿特征优选出 了２ 处成矿远景区 ，
经槽探验证 ，双 目咀金锑成矿远景区发现 ２ 条金矿化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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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沟河－鲜花山地区位于黑龙江省漠河县境内 ，代兴华渡 口群 （ｐｔ？Ａ ）片岩 、 片麻岩 、斜长角 闪岩 、变

黑龙江的南岸 ， 与俄罗斯仅一江之隔 ． 黑龙江流域砂粒岩 、混合岩 、大理岩． 盖层为中侏罗统绣峰组 （ ｊ＃ ） 、

金资源丰富 ，享有
“

黑龙江金镶边
”

的美誉［小 笔者认为二 十二站组 （ Ｊ２ ｅ ｒ ）
、 漠河组 （ Ｊ２

ｍ ）和上侏罗统木瑞组

砂金的来源为岩金
， 所以通过本区的水系沉积物测量（ Ｊ３ ｍｒ ） ，

为一套陆相砾岩 、砂岩 、粉砂岩及泥岩等组成

及异常查证工作意在寻找岩金 ． 总结本区异常查证的的陆源湖 、沼相碎屑岩沉积建造［
２

］

， 中上侏罗统的陆源

方法技术 ，可为今后本区的找矿工作提供帮助 ．碎屑岩面积约为全区面积的 ８０％ ． 中生代火山岩形成

于晚侏罗世
一

早 白垩世 ， 为
一

套基性 、 中酸性为主的火

１ 地质特征及工作方法山熔岩 、火 山碎屑岩 ，从下至上为上侏罗统塔木兰沟组

本区大地构造位置主体属于天山 －兴蒙造山 系大（
＿＾ ）

、玛尼吐组 （ ＞１ ３ ；？／１ ）和下白垩统白音高老组〇＾以 ） 、甘

兴安岭弧盆系漠河前陆盆地 ， 盆地基底为中
一

新元古河组 （Ｋ
， ｇ ）

，
主要分布于本区的东北部 ， 出露面积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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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面积的 １ ８％． 出露的侵人岩较少 ， 多数呈小的岩表 １ 研究 区元素背景值与 区域元素背景值对比表

株状产出 ， 主要岩石类型为花岗 闪长斑岩 ． 漠河推覆Ｔ？Ｗｅ 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ｍｅｎｔ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ｖａｔａｗ

构造为本区的主要控矿构造．

ｂｅ ｔｗｅｅｎｒｔｎｄｙ
ａｒｅａａｎｄｏｆｌｗｒ ｒｃｇｌｏＭ



研究区位于大兴安岭北部 ，属森林沼泽景观区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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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倒《＿麵 ４ 省
＿

＿

±ｍ
＿

黑龙江低山丘陵亚景观类型 ，多为低山丘陵区 ，地形较＾ｎ

°

ｎ！．ｎ

°

＼ｎＺ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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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
Ｌ

Ａ
ｇ０ ．０６５０ ． ０４９０ ．０６ １０．０９８０ ． ０９４０ ． ０８０

缓 ，
地形切割较浅 ， 沟谷宽 阔 ，

水系较发育 ． ２０ １ ２ 年％２ １ ７ ２４ ６２３ ９２２ ６２２ ３２４ ８

研究区开展 了 １ ： ５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 ， 面积为Ｍ。０ ． ８６０．９００． ８５１
． ３４１

． ４８０ ．８５

１２４０ｋｍ
２

，
每平方千米采集 ４￣５ 个样品 ，

采样点主要位Ｗ１
． ７０． ７９０． ８ １１ ．７３ １ ． ８５２ ．０ １

于
一级水系沟 口 和二级水系 的上游区段 ， 采样粒级Ｃｕ９ ． ３３ ． ８ １ １ ．２１ ８ ．０１ ８ ． ５２ １

．０

为－

１０￣＋６０ 目 ■ 样品分析元素为 １ １ 种 ，分别为 Ａｕ 、Ａｇ 、Ｚｎ５０ ５３４ ７５５ ．３８ １ ９７ １３６ ８ ５

Ｃｕ 、Ｐｂ 、 Ｚｎ 、Ｗ 、Ｍｏ 、Ａ ｓ 、 Ｓｂ 、 Ｂｉ 、 Ｃｄ ．Ａｕ采用化学光谱法
Ａｓ８ ７９１２１〇 °８ － ３９ ５９ １

？，
＜

ｍｉ Ｓｂ ０． ５ １０． ３４０． ４ １０ ．４４０．６ １０ ．７３

分析 ，
Ａｇ 、 Ｐｂ 、Ｍｏ采用发射光１日 法 （ＥＳ ）分析 ，

Ａｓ 、 Ｓｂ 、

Ｂ ｉ〇 ２２ 〇 １ ４〇 １ １〇 ，２９０． ３７〇 ．３４

Ｂｉ 釆用原子突光法 （
ＡＦＳ ）分析 ，

Ｃ ｕ 、Ｚｎ 釆用原子吸收０．０４７ ０ ． ０６ ８０．０５７０ ． １ １ ００．
１４０

法 （ＡＡＳ ）分析 ，
Ｗ 采用 ７Ｋ波极谱法 （

ＰＯＬ ）分析 ，
Ｃｄ 采含量单位 ． Ａｕ 为 １０

－

５ 其他均为 ＫＴ６

用石墨炉分析 ． 各项技术指标 （检出限 、报出率 、准确^

＾从表１可 以看出 ： 本区 Ｐｂ 、Ｍｏ 、Ｗ 、Ａｓ 、 Ｓｂ 兀素与
度 、精确度 、检查分析合格率 ）均达到了 《区域地球化学Ｌ＾＾ Ａ Ｌ

－

ｒ
－

＾ｒ－

４， ／ ｒ^

区域背景含量相当 ，说明本区上述兀素处于地球化学
勘查规范 》（ ＤＺｍ ） １６７－２００６ ）的要求 ，提供的分析数据雄屋 甘

—

串 工＃扯ｗ背景场 ；其余 ６ 种兀素的背景含量均明显低于森林沼

泽区 、全省及全国的背景含量 ，这与本区地质背景条件

＾有关 ，本区大面积分布中侏罗统的砂岩 ， 自然水体中上
２述元細Ｓ驗低 ，娜

＇

岩巾上航細含量也不高 ．

２ ． １

综上所述 ，
本区处于地球化学背景场或低背景场 ．

为了解本区元細 含量及其在区域地球化学研究区元素地球化学参数 （表 ２ ）显示 ：Ａｕ 、 Ｓｂ 、Ｍｏ

场上的含量水平 ，将本区元素的背景含量与全国 、森林 元素 的变异系数非常大 ，均大于 ２
，其次为 Ａｇ 、Ａｓ

，表

沼泽区 、全省及漠河
＾

漠河县 、连峯 、
二十五站幅 １

：２ ５ 万 明 Ａｕ 、Ａｇ 、ＡＳ 、 Ｓｂ 、Ｍｏ 分散 、富集的程度较高 ， 更易成

水系沉积物测量的元素含量进行了对比 （全国背景值矿 ．
二十五站幅 １ ：２５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变异系数显

依据 ５３０ 幅 １ ：２〇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资料 ，
森林沼泽区示 ，

人１ １ 、入８ 、人８ 、３１ ） 变异系数也较大 ， 但强度 比研究区

背景值依据 １ ：２０ 万森林沼泽区水系沉积物测量资料稍弱 ， 推测 １ ：５ 万水系采样介质主要位于
一

级水系沟

［任天祥 ，
１９９５ ］ ， 全省背景值依据黑龙江省 １ ：１００ 万水口

，
迁移距离近 ，更能代表基岩的成分 ，排除了有机质

系沉积物测量 ２２ 种元素资料 ） ，
各元素参数特征见表 １ ．等的干扰 ．

表 ２ 龙沟河
－鲜花 山地区水系沉积物测置元素地球化学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ｔｒｅａｍｓｅｄｆａｎｏｉ ｉｓ Ｉｎ Ｌｏｎｇｇｏｑｈｅ－Ｘｌａｎｈｎａｓｈａｎａｒｅａ

参数ＡｕＡ
ｇＰｂＭｏＷＣｕＺｎＡｓＳｂＢ ｉＣｄ

平均值０ ．８０ ．０７ ８２２． ３ １ ．０３１ ． ８２ １０ ． ２５ １ ． ８１ ２ ．４ １０． ８２０．２４０ ．０５３

标准离差１
．Ｔ ７５０ ．０９５７ ． １ ２２２ ． １ ３８１ ． ３７３７ ． １ ２０１６ ． ７０７２１ ．９２ ５ １ ． ９９９０ ． １９ １０ ．０３ １

变异 系数 （
本 区 ）２ ． ２１ ９１

．２ １ ７０ ． ３ １９２ ． ０７６０．７５４０．６９８０ ．３２３１ ．７６７２ ． ４３８０ ．７９６０． ５８ ５

变异系数 （
二十五站幅

）１ ．６５４１ ．７０ １０ ．２ １ ９０ ． ３６２０ ．５９３０ ．７５７０． ３２３ １ ．４４４０ ．６４９０ ． ２ １ １０． ５０９

最大值１００ ．０４ ． ３２４１ ５ １
． ７ ７８ ． ３８４ １

．４４ １９６ ． ８２０６．６７ ８５ ．９６６０．７４５ ．４２０． ５２

最小值０ ．

１０ ．０１ ８３ ． ５０． １７０ ． ３ １２ ． １１２ ． ９１ ．４３０ ． １ ３０ ．０４０．０２

样品数／个４６７ ０４ ６７０４６７０４６７０４ ６７０４６７０４６７０４６ ７０４６７０４６ ７０４６７０

含量单位 ：
ＡＵ 为 １０＇其他均为 １０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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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２
．
２ 元素离散特征可能性 ；

Ａｕ 、 Ｓｂ 、Ｍｏ 分异程度非常强 ， 高值数据非常

变异系数能够体现数据的离散程度 ， 指示是否对多 ，富集成矿可能性较大．

成矿有利 ？ 离散程度高 ， 背景值高 ，成矿潜力较大 ；离据李 明喜＇ 浓幅分位 ｌ ／ｍｚＵｇＣｐ

－

ｌｇＣｂＶＵｇＣｉ

－

散程度低 ，背景值低 ，成矿潜力较小 ？ 未剔除离群数据ｌｇＣｂ ） ，其中 Ｇ 为元素工业边界品位 ，
Ｃｂ 为元素背景

（平均值加减 ３ 倍标准离差 ）的变异系数为 Ｃ
Ｖ
１

，剔除值 （使用测 区背景地球化学场元素平均值 ） ，
Ｃ

Ｐ 为浓幅

离群数据的变异系数为 Ｃ，２ ，
ＣＶ １ ／Ｃｖ

２ 能够反映剔除离 分位值 ． 给定浓幅分位 ｌ ／ｍ 可求出相应的浓幅分位值
群数据的多少 ， 即高雛量齡少 ？ 以 ＣＶ

１ 和 Ｇ
ｖ
ｌ ／Ｇ

ｖ
２从酶出＿分位酿 ，■麵分雖表与元素

ｕ ．

含量可得出某元素位于浓幅分位区晒数量 ， 并进而

５

「推断其成矿特点
［ ７ ］

．

４
＿为了判断区域找矿潜力 ，

计算全域元素 １ ／２ 、 １／４ 、

１ ／８ 浓幅分位值 ， 并统计大于 １ ／２ 、 １ ／４ 、 １ ／８ 浓幅的数据

？

３ ＿

量 （见表 ３ ） ．

ａ

２
．ｋ

Ｓｂ

３从表 ３可 以看出 ： 大于 １ ／２ 浓幅分位值的元素有

人１ １ 、入８ 、 ］＼１〇１ 、
（： １１ 、八８ 、 ３１３

，其中 他 元素大于 １ ／２ 浓幅
＂

分位細謹動时 ，删 Ｍ〇＃賴ｒ啊能性

〇

〇

＿＿ ｜＿＿ １＿＿ １＿＿ｉ＿＿１＿＿

＾极大 ． 浓幅分位值在 １ ／２ 与 １／４ 之间数据量较多的元

Ｃｖ ｌ ／Ｃ
ｖ
２素为 Ａ ｕ 、Ａｇ 、Ｍｏ 、Ａｓ 、 Ｓｂ 元素 ，说明上述元素成矿的可

图 １ 元素变异系数图解能性较大 ． 对原始数据的离群点 （平均值加减 ３ 倍标

Ｆｉｇ
－１Ｖａｒｉａｔｉｗｊ ｃｏｅｆｆｉｃ

ｉ
ｅｎｔ ｄ ｉ

ａ
ｇ
ｒａｍｏｆｅｌｅｍｅｎ ｔｓ准离差 ）进行剔除 ，统计离群数据点数 ． 离群数据点数

从变异系数图解 （ 图 １ ）可以看出 ：
Ｃｕ 、

Ｐｂ 、
Ｚｎ

、
Ｗ 、多说明经历了多期次的地质地球化学作用过程 ， 利于

Ｂ ｉ 、Ｃｄ 元素分异程度较弱 ，高值数据较少 ，成矿潜力较成矿 ． 离群点数大于 ３００ 的元素为 Ａｕ、Ａｇ 、Ａｓ 、 Ｓｂ 、 Ｃｄ
，

小 ；
Ａｇ 、Ａｓ 分异程度中等 ， 高值数据较多 ，具备成矿的说明部分区域经历了复杂的地质地球化学作用过程．

表 ３ 浓幅分位值表

Ｔａｂｌｅ３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ｏｆｄｅｍｅｎｔｏｏｎｏｏｉｔａｔｌｏｉｉｒａｎｇｅ

浓 幅分位值各浓 幅分位段样品 数

元素


离群点数样 品总数极 大值
１ ／２ １ ／４１ ／８＞ １ ／２１ ／２？ １／４１ ／４

？

１ ／８

Ａｕ２４．５３ ． ８１ ． ５３３９２４０３２８４６７０１００

Ａ
ｇ１ ．６０． ３２４０ ．

１４５１ ４３２ １ １３０７４６７０４ ．３２４

Ｐｂ３ １ ６．２８４． ５４２．７０ ３５６１ １４６７０１５ １ ．７

Ｍｏ１６ ．０６３ ．７２１ ．７９１ １３５９９２０９ ４６７０７８ ．３４

Ｗ３２ ．９６ ７ ．４８３ ． ５６２１ ７７０１ ２０４６７０４ １ ．４４

Ｃｕ１６ ６
．
９３９ ．４ １９ ． １２２５ １ ８７２２３４６７０１９６ ．８

Ｚｎ６３０ ． １１ ７７ ． ８９４．４０５８３ １ ０ １４６７０２０６ ．６

Ａｓ６６０ ．７７ ５ ．８ １２５ ．７１６２１ ８８４３６４６７０７ ８５
．
９６

Ｓｈ２０ ． １２５ ． １ ３ １ ． ６２２４６２９３５ ３６４６７０６０ ．７ ４

Ｂ
ｉ
２０ ．９５２ ． １５０．６９０７３３

１
０ １４６７０５ ．４２

Ｃｄ２． １６３０ ． ３ １ ８０． １ ２２０８１ ２６３４７４６７００ ．５２ １

含量单位 ：
Ａｕ 为 １０＇其他均为 １０＇

＃月喜 ，等 ． 浓幅￥＆及其应用 ． 青海省 １ ： ５００００ 地球化学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细则 （试行 ）附录 ７ ．１ ９９９ ．



５４


地 质与 资 源


２０ １ ７ 年

通过变异系数图解 、浓幅分位值表分析发现 ，本区表 ４ 人 １１ 、知 、知、 ８１）、＼１〇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表

Ａｕ 、Ａｇ 、Ｍ〇 、Ａｓ 、 Ｓｂ为本区的主要成矿元素 ．
Ｔ？Ｍｅ ４Ｇｅｏｃｔｏｎｋｌ ｆ一ｒｆＡｕ

． Ａｇ ．
Ｍ Ｓｂ －ｄ Ｍｏ

２ ３
异常编 号 面积／ｋｍ

２ 最 高值 平均值衬度规模 浓度分带

Ａｕ－ １０１０ ．３６７３０．２６．

１３ ．４０２３５ ．２６５内

为揭示元素成矿作用中所＿＿定的共生组合Ａｕ＿ １ ５ 刚 ２ １ ． ３７ ． ２■ 選 内

的本质联系 ，对 １ １ 种兀素进行了Ｒ 型聚类分析 ？ 从 ＲＡｕ－ １７１
．

１ ８７１００．０２３ ．０１
４． ３８８１ ７ ．０ ８５ 内

型聚类分析谱系图 （图 ２ ）可以看出 ：
Ｗ 与 Ｂ ｉ 的相关性Ａｕ－ ２００ ．６ １ ８２ １ ． ３９．３５ ．８３３ ３ ．６０３内

最强 ，
Ｐｂ 与其他 １０ 种元素的相关性较弱 ． 在 《＝０ ．５Ａ

ｇ
－Ｕ以５４． ３２４０ ． ５３８４ ．

１ ７２１３ ．４
１４内

的相关水平上 ，
１ １ 种元素可分为 ４ 组 ．Ａ

ｇ
－Ｍ ＩＴ５５３１ ． ５ １ ５０ ． ３７７２ ． ９２５５ １ ．３４０内

Ａ
ｇ
－

２ ８１
．７６３０． ４９ １０．２４０１

． ８６２３ ．２ ８２中

０ ． ９０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０ ． ４０ ．３０ ．２ ０ ． １０ ． ０
 







  

Ａｓ
－

１５ ．２６０２０５ ．６０９６ ． ８０４ ． ８６７２５ ．５ ９９内
Ａｕ


１

Ａｇ
ｈ

ｉＡ ｓ
－５３ ． １４３７８５ ．９６８７ ．４ ７１０ ． １ ５９３ １ ．９３２内

Ａ


ｃ
Ｊ

Ａｓ
－

６１ ３ ．９３２４６４ ． ２ １９ ０．９３４ ． ５７２６３ ．６９４内
ｗ

１



１
Ｂｉ



１ ｊＡｓ
－

１ １１ １ ． １４０１ ８２．４７ ３２ ． ８４３ ． ８ １４４２ ．４９３内

Ｓ ＺＺＺＺＺＺｌＪ
＂

］

Ｓｂ
－

７７ ．７６９４ ８ ． ８ ８４ ．０４９ ． ３８８７２ ．９３２^

Ｍｏ


１



，

Ｓｂ － １０１ ０ ．５ １
９６０．７４８ ．４９７ ．０７６７４ ．４ ３５内



Ｓｂ
－

２２７ ． ８４３１ ４．０９ ３ ．４０２ ． ８３２２２ ．２０８内

Ｐｂ ｌ



Ｓｂ －２３１ ７ ．００ １ ２３ ． ９５４ ． １ ８９ ．７２９ １ ６５ ．４０２内

图 ２Ｒ型聚类分析谱系 图Ｍｏ
－

４１ ３ ． ９０７７ ８ ． ３０ １ １
．７２７ ．６０９ １０５ ． ８ １ ６内

Ｆｉ
ｇ

．２Ｒ－ｍｏ ｄｅｃ ｌ
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ｓｐｅ ｃｔ ｒｕｍ ｄｉ

ａ
ｇ
ｒａｍＭ〇

－

８０．７８４７ ８ ． ３８１ ８ ．５４１６ ．４０４ １ ２ ．８６４内

２ ．４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含量单位 ：
ＡＵ 为 ｌ ＜ｎ其他元素 ：ｍ

１ ： ５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共圈定单元素异常 ３８３ 处 ，

＿

组合异常 ６２ 处． 本区共圈定金异常 ３０ 处 ， 其中具有
３ 成矿远景区划分

讲才被＋的 曰告 １ 抓 廿圈中姐 ？世 《 沾 甘由 ｓ右根据 １ ： ５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

及成矿地质条件 ，初步划分了两个成矿 ；ＧＥ景区 ，各成矿
找矿潜力的异常 ３处

；
共圈定砷异常 ５２ 处

，
其中具有

找矿潜力的异常 ４处
；
共圈定锑异常 ５９ 处 ，其中具有（ １ ）龙沟河金铜钼成矿远景区

找矿潜力的异常 ４ 处 ；共圈定钼异常 ４２ 处 ，其中具有区内 出露地层中侏罗统漠河组为
一套正常浅湖 、

找矿潜力异常 ２ 处 ． 人１１＾＞ 、３ １） 、 ］？〇 地球化学异常 沼泽相细碎屑岩建造 ， 主要岩性为变质石英砂岩 、 中 －

细粒岩屑长石砂岩 、粉砂岩 、泥岩 、泥质粉砂质板岩 ．

＇

＝

＾该套地层受漠河推覆构造的影响 ， 岩石普遍具有轻微
异常呈北东向展布 ， 异常带受漠河推覆构造带控＾＾＾^

的变质作用 ． 区内浅成相侵人岩发育 ， 以燕山期花岗
制 ？ 区 内面积较大的异常有 ２ 处 ‘ 第一处为龙沟河±账岩 花岗 闪长斑岩和岩衆后期脉岩为主 远景区

游 ，
八

１１＾山及 、 １
＼１〇 等元素异常面积非常大 ，异常强位于漠河推覆构造的前锋带 ， 由于受到推覆构造的长

度高
，
套合好 ，浓集中心明显 ，龙沟河金铜钼矿化点就期作用 ，外围断裂构造发育 ． 蚀变矿化主要有硅化 、碳

在异常区内 ， 矿化点的形成与早 白垩世花岗闪长斑岩 酸盐化 、絹云母化 、绿帘石化 、绿泥石化 ？ 金属硫化物

Ａ ＡＡｃｕｅ＾ ？ａ ＦｆＦ大多呈星点状侵染状分布在石英脉中 ，半 自形 、他形粒
有关？ 第一处为双 目咀附近 ，八心 、紅％ 异常强度

状结构 ，浸染状构造．

高
，异常面积大 ，

套合好
，浓集中心明显 ，异常位于 中侏远景区内 １ ：５ 万水系沉积物组合异常由龙－

２０ １２
－

罗统漠河组砂岩与上侏罗统塔木兰沟组基性火山岩的Ｈｓ
－

１ ３ 构成 ，异常 由 Ａｕ 、Ａｇ 、Ａ ｓ 、 Ｓｂ 、Ｃｕ 、Ｐｂ 、Ｚｎ 、Ｗ 、Ｍｏ
、

接触带上 ，
推测为岩浆期后热液引起的异常 ．Ｂｉ

、Ｃｄ 组成 ，异常组分复杂 ，异常套合较好 ，浓集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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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明显 ，
异常强度高 ，多数具内带或中带 ，其中 Ａｕ－ １ ０ 的罗统漠河组中粒岩屑砂岩 、细粒岩屑砂岩及粉砂岩 ，

上

极大值为 ３０．２ｘ ｌ ０＇Ａｇ
－

１ ４ 的极大值为 １ ．５ １５ ｘ ｌ 〇Ａ Ｃｕ
－

８侏罗统塔木兰沟组安 山玄武岩 、 角闪安山岩 ． 漠河推

的极大值为 １９６ ．８ ｘ １ ０＇ Ｍｏ
－

４ 的极大值为 ７ ８ ．３０ｘ １０＇覆构造是本区的主要构造 ，对成矿极为有利 ．

异常面积大 （表 ５ ） ．Ａｕ 、Ａｇ 、Ｃ ｕ 、
Ｍ〇 为主要成矿元素 ．远景区内 １ ：５ 万水系沉积物组合异常龙－

２０１２
－

在 １
：２０ 万区域化探中也发现金铜钼异常 ，异常特征与Ｈｓ

－

２４ 由 Ａｕ 、Ａｇ 、Ａｓ
、
Ｓｂ 、 Ｐｂ 、Ｗ 等元素组成 ，异常组分

该异常基本相符 ． 在成矿远景分类中为乙 １ 类
，
在总复杂

，
主要为贵金属元素异常 ，

Ａｕ 、Ａｇ为主要成矿元

规模排序中位于第
一位 ． 在该异常的北部 ３ 条二级水素 ，

Ａｓ
、
Ｓｂ 为伴生元素 ． 异常套合较好 ，浓集 中心明显．

系的沟谷及异常区中部的沟谷中均富含砂金矿体 ，属异常强度高 ，
Ａｕ－ １５ 、

Ａｕ－２０ 的极大值均为 ２ １ ．３ ｘ １０＇

于中小型砂金矿床 ． 已设置有探矿权．Ａｇ
－２８ 极大值为 ０ ．４９ １ ｘ ｌ０＇Ａｓ

－

ｌ ｌ 极大值为 １ ８２ ．４７ Ｘ

表 ５ 龙沟河金铜银成矿远景区地球化学特征表ｌ Ｏ＇ａ－

２ ３极大值为 ＺＳ ．

＾
ｘ ｌ Ｏ

＂

６

（表 ６ ） ．Ａｕ 、Ａ ｓ 、 Ｓｂ 均

ＴａＵｅ５ｆ３？？ｍ
？ｈｗｉｉ ｉｒｎｌｆｐｑｔｉｉｒｐｇｎｆＴ ＾ｉｉｙｐｎｎｔｉＡＡｎ－ｆＳｉ －Ｍｎ具内带 ． 异 吊面积较大 ， 冋达２０ｋｍ

２
． 该异 吊Ｗ异常

ｐｒｏｑｐｅｃｔｔｖｅ ａｒｅａ较弱 ， 未见 Ｍｏ
、
Ｂｉ 异常 ，推测异常剥蚀较浅 （图 ３ ） ． 在

异常编号 面积 ／ｋｍ
２ 最高值 平均值 衬度规模 浓度分带成矿远景分类中为乙 ２ 类 ， 在总规模排序中位于第二

Ａｕ
－

１０１ ０． ３６７３０．２６ ．
１３ ．４０２３ ５ ． ２６５内位 ？

Ａｕ－２ １
°－ ８２８５ ９４ ６２ － ５３７２ －

１ ００中表 ６ 双 目 咀金锑成矿远景区地球化学特征表

Ａ
ｇ
－

１ ３０．９７００．
１ ６６０ ． １４２１

．０９９ １ ． ０６６夕卜Ｔａｂｌｅ６ｆｐａ＊ｎｒｇｆｆＳｈｎｆｔｉｉ
ｇ
ｍｉｗａｉ ｌ

Ａ
ｇ
－

１４ １ ７ ． ５５３ １ ． ５ １５０ ．３ ７７２ ． ９２５５ １ ． ３４０内Ａｕ－Ｓｂ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

Ａｓ
－

６１ ３ ．９３２４６４． ２ １９０ ．９３４ ． ５７２６３ ． ６９４内异 常编号 面积／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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