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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那曲县尤卡朗铅银矿床控矿条件与

矿化分布规律

张哨波1’2，杜 欣1”，张景超1”，孙 丹1’2

(1．河南省地质调查院，郑州450001；2．河南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郑州450051)

摘要：尤卡朗铅银矿床处于尤卡朗一同德铅银多金属成矿带中部，纳木错一嘉黎断裂带北侧。

主要控矿条件包括基底地层和构造。主断裂派生的次级断裂构造控制了矿床的定位和空间展

布，侏罗纪马里组地层是重要矿源层。后期热事件使成矿元索富集，并在压力驱使下沿构造裂

隙上升，在围岩有利地段充填交代形成矿床。根据矿体在空间上的展布和变化规律及异常特

征，对矿区边部和深部隐伏矿体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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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矿区地质背景

尤卡朗铅银矿床位于西藏那曲县尤卡乡一带，

是念青唐古拉地区发现的重要矿床类型。其大地

构造位置处于冈底斯一喜马拉雅构造区北中部，

尤卡朗一同德铅银多金属成矿带中部，纳木错一

嘉黎断裂带北侧的韧性变形带上⋯。矿区主要出

露地层为侏罗系中统马里组，为一套滨浅海相复理

石沉积建造。马里组第三岩性段粉砂质板岩与砂

屑灰岩的岩性转换部位和第四岩性段粉砂质板岩

与石英砂岩的岩性界面附近是主要赋矿层位。

地层呈单斜产出，构造类型总体表现为NE向

和近EW向两组断裂(图1)。

NE向断裂主要为F，、Fe、F7，F，断裂分布于矿

区西部，以强烈挤压片理化为特征；F6为F。断裂的

分支断裂构造，具明显的压扭性质；F7断裂分布于

矿区中部，与F。断裂大致平行，北端被后期发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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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向断层(F5)错断，断层带中岩石普遍受到剪切

和挤压应力作用，形成构造碎裂岩及构造角砾岩。

该组断裂为矿区重要的含矿构造，区内矿体均赋存

于该组断裂破碎带内，并严格受构造控制。近EW

向断裂构造主要为F5、Fs，F5位于矿区的北部，为成

矿期后断裂；F3分布于矿区东南部，呈EW向展

布，具左行走滑构造特征，为矿区主要破矿构造。

区域上岩浆活动较为强烈，出露燕山晚期黑云

母花岗岩，矿区北侧为大面积分布的建多花岗岩

体，呈不规则状岩基产出，面积约3．5 km2。铜、铅、

锌、钨、钼、金等多金属矿床(点)均有围绕燕山晚期

花岗岩发育的特点，成带状分布。

矿区内未见花岗岩，仅有石英脉在区内零星分

布，且规模小，多呈脉状，沿断裂带贯入，常具硅化、

黄铁矿化、褐铁矿化等。

2矿床地质特征

矿床主要有充填于断裂破碎带的脉状矿体组

成。

I、Ⅲ号银铅矿体赋存于断裂破碎带F，中上

部，呈似层状或大脉状，平行产出，产状1 15。／_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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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那曲县尤卡朗铅银矿区地质略图

Fig．1 Geological sketch of Youkalang lead—silver deposit

1．第四系；2．中侏罗统马里组第四岩性段；3．中侏罗统马里

组第三岩性段；4．中侏罗统马里组第二岩性段；5．中侏罗统

马里组第一岩性段；6．构造破碎带；7．断层8．产状；9．地球

化学异常及编号；10．矿体及编号

与构造带产状基本一致。矿体围岩为碎裂石英砂

岩及粉砂质板岩，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铁白云石

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等，各类矿化蚀

变大致具一定的分带性，靠近矿体主要为硅化、铁

白云石化，远离矿体矿化蚀变减弱，主要为绢云母

亿、绿泥石化等。矿体两侧围岩蚀变大致具对称分

布特点。Ⅱ、Ⅳ号银铅(锌)矿体分布于矿区西部，

分别赋存于碎裂粉砂质板岩、钙质细粒石英砂岩及

砂屑灰岩等岩性的转换界面附近。围岩蚀变主要

为硅化、绢云母化、铁白云石化、绿泥石化和碳酸盐

化等。

矿石具自形一半自形、中一粗粒结构，块状、

细脉状、浸染状及团块状构造。矿物组合为方铅矿

+闪锌矿+辉银矿+黄铁矿等。方铅矿具自形一

半自形晶状结构，粒径0．2—15咖，沿方铅矿矿物
解理及颗粒边缘向铅矾变化，在矿石中方铅矿含量

自浸染状_+细脉状一块状构造矿石，从5％4-叶

15％4-一30％变化。闪锌矿具半自形一它形粒

状，粒径0．3—1．3 mill，与方铅矿共生，有的被方铅

矿包裹，呈不规则脉状分布，构成细脉浸染状构造，

表1尤卡朗铅银矿床探矿工程见矿情况一览表

Table 1 Youkalang the lead·-silver ore deposit prospecting project sees the ore situation data sheet

ZKl00l 3．93 0．023 4．24 0．11 59．97 I．94 ZK3201 1．43 0．026 11．8 0．96 266．24 1．38

含量约l一5％，辉银矿约占3％4-，黄铁矿约占5—

25％。

从矿床探矿工程见矿情况一览表(表1)可以

看出，矿区主要成矿元素具有以下富集规律：

(1)矿体中间地段Pb，Zn，Ag品位较高，向两

端矿石品位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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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体上Pb，Ag具有正相关关系，Pb品位高

的部位，Ag品位也较高。

(3)矿体厚大地段，Pb，Ag品位较高。

(4)矿体出露位置高的地段(地表)与出露位

置低的地段(深部)对比，矿石中zn品位由低到高，

地表Pb／Zn比值10一15：l，深部钻孔中Pb／Zn比

值为3．5：l。

(5)伴(共)生矿种Au主要富集在硅化、黄铁

矿化蚀变强的I号矿体西段，在其它矿体上零星分

布。

3控矿条件

3．1地球化学背景

矿区主成矿元素地球化学的主要特征是基底

地层中cu，Pb，Zn，Ag等元素含量普遍较高，一般

超出克拉克值几倍，反映了马里组地层是主要成矿

元素Pb，zn，Ag的富集层位①。据矿区统计资料分

析(表2)，矿体分布的第三、四岩性段主成矿元素

及指示元素含量明显低于尤卡朗异常区平均值，表

明成矿物质大部分已经被活化迁移到断裂构造有

利部位参与成矿，马里组第三、四岩性段可能为成

矿作用提供了一定的成矿物质来源。但主要的矿

源层可能来源于马里组下伏来姑组地层中第三岩

性段热水喷流沉积的铜铅锌多金属矿层⑦。

表2本区各地层成矿元素丰度表

T曲k 2 Abundance of ore elnments in the studied area

埘B／10一‘

注：克拉克值据黎彤．

构造岩中Cll、Pb、zn、Ag元素含量比地层高，

而花岗岩中则相对较低，这说明了地层在混合岩化

过程中，曾析出一定数量的成矿元素，使其进入重

熔岩浆，为后期成矿提供物质基础。

3．2地层及岩性控矿

矿区原生矿体中I、Ⅲ号矿体主要产于马里组

第四岩性段粉砂质板岩和石英砂岩的岩性界面附

近，严格受断裂的控制，矿体顶底板形成泥化带，矿

化比较强烈；Ⅱ、IV号矿体则产于马里组第三岩性

段粉砂质板岩和砂屑灰岩的岩性转换部位。由于

碳酸盐岩其化学性质活泼，有利于矿液的充填和交

代，当矿液呈酸性时，碳酸盐岩更易发生溶蚀、熔

解，为成矿溶液打通通道，提供了有利的成矿场

所‘2l。

3．3构造控矿

尤卡朗铅银矿床的形成与构造的关系极为密

切，主要矿体均呈似层状或大脉状，赋存于NE向次

级断裂破碎带内，并严格受该组断裂控制。赋矿岩

石为碎裂粉砂质板岩、砂屑灰岩及石英砂岩等，矿

体产状与构造带基本一致，构造控矿特征明显。矿

体矿化强度与构造带产状关系密切，矿化强烈地段

一般处于主构造面产状由缓倾斜向陡倾斜转换部

位，即断裂带产状变化剧烈部位矿化相对较好、矿

石品位相应较高，断裂产状相对稳定部位矿化则变

弱，矿石品位相应变低。

总之，区域性断裂构造为含矿流体的运移提供

了通道，而矿区内的次级断裂构造—枷向断裂
破碎带为成矿物质沉积、富集提供了有利的场所，

成为矿区重要的容矿构造。

4成矿作用与成矿预测

4．1成矿模式

矿区铅银矿石稀土元素总量为9．23，轻稀土元

素总量6．34、重稀土元素总量2．89，轻重稀土比值

2．19，分馏程度较差，8Eu值为0．83，反映成矿热流

体来源于深部基性一超基性熔浆分异形成的成矿

流体，判定成因可能与板块构造活动有关，是下地

壳或地幔岩部分熔融结晶分异的产物【3J。

834S的变化范围一6．29％0一一7．37％0，平均值

为一6．97％。，变化范围小。琉同位素组成具富轻硫

(32S)特征，来源单一，表明成矿物质主要来自地

①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西藏自治区l：50万那曲幅水系

沉积物测萤报告，1990．

②河南省地质调查院，西藏当雄一嘉黎一带铅锌银矿产资

源调查评价报告，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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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纳木错韧性剪切带形成时代109 MaH J，表明

矿区内矿床的形成时代为晚侏罗一早白垩世，相

当于燕山晚期，也表明尤卡朗矿区铅、银(锌)多金

属矿的主成矿期应为燕山晚期。

因此，矿区应在侏罗纪中早期Pb，zn，Ag等多

种金属的含量都比较高。随着地壳构造运动，地热

发生很大变化。在地热异常区深部，地层发生混合

岩化和花岗岩化，经过重结晶和交代作用，地层中

的部分成矿元素被析出重熔入花岗岩浆，随着上升

热源的持续作用，局部形成重熔岩浆。

伴随岩浆侵入活动，岩浆不断进行演化和分

异，并萃取围岩中大量成矿物质，使成矿元素初步

富集，并随气水溶液富集于顶部，在纳木错一嘉黎

断裂带的导矿构造的配合下，进人次级断裂及围岩

断裂、裂隙等容矿构造中发生充填交代作用而形成

矿床(图2)。

囫1
回7

圆2
回8

图3
回9

圈4
回lo

圃5
团II

回6
囫12

图2尤卡朗铅银矿床成矿模式

Fig．2 Youkalang lead silver deposit mode

1．断裂带；2．断层；3．辉绿岩；4．花岗斑岩；5．铅银矿体；6．中

侏罗统马里组第一岩性段；7．中侏罗统马里组第二岩性段；

8．中侏罗统马里组第三岩性段；9．中侏罗统马里组第四岩性

段；10．中侏罗统桑卡拉佣组；11．上侏罗统马；12．岩浆运移

方向

4．2成矿预测

4．2．1找矿标志

(1)岩性标志：中侏罗统马里组粉砂质板岩和石

英砂岩的岩性界面附近及粉砂质板岩和砂屑灰岩

的岩性转换部位等都是成矿的有利层位。

(2)岩浆岩标志：建多花岗岩体外接触带l～4

km范围内为热液型Cu、Pb、Zn多金属矿化的有利

地段‘51。

：(3)矿体露头、铁帽是最直接的找矿标志。金属

矿物在近地表氧化为铅矾、孔雀石、褐铁矿等金属

氧化物，地表具明显的铁染现象与围岩较宜区分。

“)构造标志：NE向、近EW向的次级断裂破

碎带是本区重要的含矿构造，尤其是NE向、近EW

向的次级断裂产状由缓倾斜向陡倾斜变化部位是

成矿的最有利部位。

(5)围岩蚀变标志：在硅化、黄铁矿化、钠长石

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等蚀变强烈地段，预示着铅

锌矿化体的存在，是找矿的间接标志。

(6)地球化学标志：C11，Pb。Zn，Au，Ag水系沉积

物或土壤异常。异常内各元素具较好的浓度分带，

浓集中心突出，异常强度高，元素组合关系好的地

段。

(7)地球物理找矿标志：视极化率≥4％的激电

异常。

(8)遥感解译找矿标志：环状构造、环线构造的

切点附近，为成矿的有利部位。

4．2．2成矿预测

通过对矿区地层、构造、矿体形态产状、规模及

空间上的延伸变化规律的研究，初步掌握了矿床的

成矿规律，结合地球化学异常特征和深部探矿资料

分析，认为尤卡朗铅银矿床的隐伏矿体的深部和边

部一些地段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1)Ⅲ号矿体往深部有变陡、变薄的趋势，但没

有尖灭，因此要重视深部原生矿体的存在。I号矿

体往深部则有膨大，合拢的趋势，推测矿体有变富

变厚的可能，不排除厚大透镜体的存在(图3)。

(2)5号异常(图1)呈不规则状沿F。破碎带展

布，w，Pb，Ag异常强度较高，破碎带中发育构造透

镜体，带内岩石矿化蚀变强烈，主要为硅化、铁白云

石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及碳酸盐化，推测破碎带

中应有隐伏铅锌矿体存在。

(3)6号异常发育于F7断裂破碎带的次级断裂

F8处，附近石英脉发育，土壤测量发现该处有一个

样品Au的品位很高，结合地质特征进行分析，初步

认为该处应隐伏有含金石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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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尤卡朗铅银矿区20勘探线剖面图

Fig．3 Youkalang lead—silver deposit of 20 exploration line

profile

1．中侏罗统马里组第三岩性段；2．中侏罗统马里组第四岩性

段；3．构造带；4．探槽；5．坑道；6．钻孔；7．推测界限；8．矿体

(4)该矿床金属矿物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

垂直分带特征和水平分带特征。垂直分带主要表

现为：地表以铅银为主，往深处则以锌为主，再深则

以铜、金为主，这种自上而下的矿种递变现象，常常

是浅部与深部矿种组合的变化，结合矿区地质特

征，认为深部铜金矿种的出现应引起重视，从而对

矿山进行综合开发。水平分带主要表现为：矿区从

北往南，即远离岩浆岩方向，金属矿物由金铜到铜

锌再到铅锌的变化趋势，反映了金属矿物在不同成

矿温度下的富集特征，从而指示矿区北部构造活动

地带一直到岩浆岩体这段空间内应有隐伏矿体的

存在，是矿区重要的找矿潜力地段，有必要可进行

深部钻探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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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 Controlling Condition and Mineralization distribution of Youkalang

Lead—-silver deposit in Xizang

ZHANG Shao—b01”，DU Xinl，一。ZHANG Jing—cha01，一，SUN Danl·。2

(1．Henan Geological Survey，Zhengzhou 450001，China；2．．Henan Regional Geological Bureau，Zhengzhou 450051，China)

Abstract：Youkalang lead-·silver deposit in Youkalang—-Tongde lead silver polymetallic ore belt in the

central，Namucuo—Jiali fault zone on the north side．The main ore—controlling conditions are the basement

strata and structure ete．Main fault deriV酣from sub—faults controlled the location of the deposit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Jurassic Mali Group is an important sourog bed．Hot events of the late—forming element enrich-

ment，and the pressure driven by rising along the tectonic fissures in the surrounding lots filled favorable ac—

count of the formation of deposits．According to spacial distribution of the ore body，abnormaly in the law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ing area，the edge and deep concealed ore body had been forecast．

Key words：：Lead—silver deposit；ore conditions；metallogenic model；hidden ore body forecast；Tibet

Youka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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