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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迟亚地区水系沉积物测量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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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l：5万水系沉积物测龟的基础上，对西藏谢通门普迟亚地区的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对元素

分布特征、单元素异常特征、元素相关性分析、异常元素组合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Pb、zn、cu为区内具一定

潜力的找矿指标。推断区内町能的成矿类型为火山岩型铅锌多金属矿和与酸性侵入岩有关的斑岩型铜多金属矿，

优选了展咱木部铅锌找矿远景区和色药铜(钼)找矿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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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迟亚地区的地理坐标为：北纬29。30’～29。

50’，东经88000’～88。15’。工作区的行政区划隶属

于日喀则市谢通门县。研究区位于著名的冈底斯

铜．铅．锌．钼一铬．铁一金一银成矿带中的谢通门一墨竹

工卡铜．金一多金属次级成矿带内，矿产资源丰富，历

来受到地质学家的关注⋯。

1：50万、1：20万水系沉积物测量成果表明，

冈底斯成矿带谢通门一带区域地球化学异常以Cu、

(Mo)、Au为主旧o。本次进行了l：5万水系沉积物

地球化学面积性测量，对Ag、As、Au、Ba、Bi、Cu、Hg、

Mo、Pb、Sb、W、Sn、Zn进行了测试分析，研究了区内

地球化学特征，并进一步提出找矿方向。

出现。侵入岩以深成岩为主，也有一些具斑状或似

斑状结构的浅成岩产出。与矿化有关的侵入岩多为

(斑状)黑云角闪二长花岗岩。

区内褶皱不很发育，只出现在永珠组地层中，轴

线走向北东。断层相对比较发育；按走向可以分为

4组。北东向断层组为南倾的逆冲断层，主要分布

在测区的北部和中部，形成时间最早。近东西向断

层组为南倾的逆冲断层，主要分布在测区的南部。

近南北向断层组为高角度的正断层，是区内形成最

晚的一组断层，控制着区内主要河流的展布。北西

断层组性质多变，规模较小，分布较广，在形成时间

上可能略晚于近东西向的断层。

1地质特征 2地球化学特征

研究区位于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地块南部的燕

山晚期一喜马拉雅期陆缘火山一岩浆弧上，南部为

雅鲁藏布板块结合带一J。

区内地层出露面积约390．11 km2，占总面积

44％左右，以古近系的典中组、年波组火山岩为主，

另有一些石炭系和很少量的白垩系地层出现。石炭

系永珠组主要由浅变质的砂板岩组成，集中分布在

测区的西北角；而火山岩集中分布在测区的北部和

中部，以中酸性火山碎屑岩为主，另为与火山碎屑岩

成分相当的熔岩和玄武安山玢岩。

区内的喜山期中酸性侵入岩发育，岩浆的形成

与区域上南部雅鲁藏布特提斯洋壳向北的大规模俯

冲作用有关H J。中酸性侵入岩约占总面积56％，以

二长花岗岩为主，另有一些钾长花岗岩和闪长岩类

收稿日期：2009—02—26

采用浓集克拉克值(K)、变差系数(c，)、异常

衬值、浓集值(Ⅳ，)来阐述和讨论l：5万水系沉积

物地球化学特征及规律。K为某一地区元素含量

平均值与该元素克拉克值的比值；C，=S。／Xi×

100％，可衡量各元素分布的均匀程度；异常衬值，即

异常内元素的平均含量与背景值之比；Ⅳi=(X；×

&)脂：，置为单元内平均值，甄为区域背景值，&
为标准离差。

2．1区域地球化学特征(表1)

元素背景特征：普迟亚地区Ag、Mo、Pb、Sb、Sn、

w、As、Bi的浓集克拉克值均大于1．2，为明显区域

高背景分布，区域异常分布特征明显；Ba、Zn的浓集

克拉克值在0．85—1．2之间，属正常分布，区域异常

特征不明显；Cu、Hg、Au的浓集克拉克值小于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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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贫乏区。

C，(Ba)<30％，说明该元素分布较均匀，不易

形成异常；Ag、Cu、Hg、Mo、Pb、Sb、Sn、W、Zn的变差

系数为30％～60％，元素分布较不均匀；As、Au、Bi

的变差系数在60％一100％，表明它们分布不均匀，

易形成异常。

普迟亚地区强富集元素为Mo、W；富集元素为

Ag、Hg、Pb、Sb；弱富集元素为As、Bi、Sn、Zn；正常含

量元素为Ba、Cu；弱贫化元素为Au。普迟亚地区强

浓集元素为Mo、W；浓集元素为Ag、As、Bi、Pb、Sb；

弱浓集元素为Cu、Sn、Zn；正常变化元素为Au、Hg；

弱分散元素为Ba。

表1 普迟亚地区水系沉积物测量地球化学参数

1)据黎彤1976[5】

2．2单元素异常特征

异常面积较大且具三级浓度分带的元素有Ag、

Pb、Zn、As、Mo、W、Bi、Sb、Cu、Sn。Au、Hg也具三级

浓度分带，单异常面积较小。Ba为正常含量。

套合很好；Mo、W、Bi、Sn多富集在侵入岩内且彼此

之间套合很好；As、Au、Hg多与断裂关系密切且彼

此之间套合很好。

通过研究发现，区内有找矿前景的异常元素为

Ag、Pb、zn多富集在火山岩地层中，且彼此之间 Pb、zn、Cu(表2～表4)。

表2普迟亚地区水系沉积物测量铅异常排序

Cu6 15618—15620 3278—3281 3．4(3) 114．29(1) 242(1) 5．1(1) 17．42538(2) 3(1) 1

Cu4 15607—15612 3280—3286 14．3(1) 72．5(3) 165(2) 3．3(3)46．49103(1) 2(2) 2

Cu2 15604—15608 3280—3294 4．2(2) 71．7(5) 125(4) 3．2(5) 13．50404(3) 2(2) 3

2．2．1 铅异常(表2) 岩脉，浓集中心南端有一北东向小断裂。

Pb!异常形态不规则，面积很大，有3个明显的

浓集中心。北部浓集中心位于年波组和安山玢岩的

接触带附近；南部浓集中心位于年波组、安山玢岩、

二长花岗岩三者彼此接触部位；东部浓集中心位于

年波组内，面积较小，浓集中心西侧发现有一花岗斑

Pb2异常面积很大，西端未封闭，呈南北向展

布。异常范围内出露有典中组晶屑凝灰岩、黑云角

闪二长花岗岩、斑状黑云角闪二长花岗岩和黑云角

闪石英闪长岩，异常的浓集中心位于典中组晶屑凝

灰岩与斑状黑云角闪二长花岗岩及黑云角闪石英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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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岩的接触带附近。

Pb3异常面积较大，南北向展布，主要分布在北

东向、南北向、东西向3组断裂的交汇地带。Pb异

常范围内出露岩性主要为角闪黑云二长花岗岩内，

还有斑状钾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Pb异常浓度最

高的浓集中心正好位于南北向断裂与北东向断裂的

交汇处。

推测火山岩地层是测区寻找和铅有关矿产的目

标层位，重点关注脉体及断层等构造有利部位。

2．2．2锌异常(表3)

Zn2异常形态不规则，面积很大，北端未封闭，

有3个明显的浓集中心。北部浓集中心位于年波组

和安山玢岩的接触带附近；南部浓集中心位于年波

组、安山玢岩、二长花岗岩三者彼此接触部位；东部

浓集中心位于年波组内，面积较小，浓集中心西侧发

现有一花岗斑岩脉，浓集中心南端有一北东向小断

裂。

Znl异常形状近圆形，面积不大，位于永珠组地

层内。

Zn4异常南北向分布，异常主要分布在北东向、

南北向、东西向3组断裂的交汇地带。zn异常范围

内出露岩石主要为角闪黑云二长花岗岩，还有斑状

钾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

Zn3异常面积较大，西端未封闭。异常范围内

出露有典中组晶屑凝灰岩、黑云角闪二长花岗岩、斑

状黑云角闪二长花岗岩和黑云角闪石英闪长岩。

推测火山岩地层是测区寻找和锌有关矿产的目

标层位，重点关注脉体及断层等构造有利部位。

2．2．3铜异常(表4)

Cu6异常形状不规则，异常内出露斑状二长花

岗岩和典中组，异常浓集中心有一近东西向断裂穿

过。

Cu4异常形状不规则，面积较大，异常长轴呈北

东向。异常主要分布在北东向、南北向、东西向3组

断裂的交汇地带。异常范围内出露岩石主要为角闪

黑云二长花岗岩，还有斑状钾长花岗岩、花岗闪长

岩、石英闪长岩及典中组晶屑凝灰岩。异常北部的

浓集中心位于南北向断裂与北东向断裂的交汇处；

南部的浓集中心位于南北向断裂与东西向断裂的交

汇处。

Cu2异常形状近梨形，异常长轴南北向，出露在

年波组、安山玢岩、二长花岗岩的接触带附近。

cu异常多与断层、岩体地层接触带有关，推测

断层、岩体地层接触带有关是测区寻找和铜有关矿

产的目标层位。

2．3元素相关性分析

采用R型聚类分析的多元统计方法，研究元素

之间的相关程度，并分析元素组合与地质构造背景

的依存关系。依据元素谱系(图1)并结合实际情

况，可将测区元素大致分为3类(Ba与其他元素关

系不密切)：第一类为Au—Ag-Pb—Zn，其中Au-Ag-Pb

的关系更为密切，从测区来看，它们是一组与火山岩

关系较为密切的元素组合；第二类为As-Sb—Hg，主

要为一套亲硫元素组合，反映了与低温热液活动有

关的地球化学特征，一般与断裂活动有关；第三类为

Cu—Bi．W—Mo．Sn，反映了中高温成矿作用，一般与岩

浆活动有关。

l 0．8 0．6 0．4 0．2 0 —0．2

f

图1 晋迟亚水系沉积物测量兀素聚类分析谱系

2．4异常元素组合特征

根据元素的组合分类，对3组元素分别做累乘

异常，经研究发现3组异常的分布具有一定规律性。

As—Sb—Hg的累乘异常主要分布在断层的附近，

主要为一套亲硫元素组合，反映了与低温热液活动

有关的地球化学特征，一般与断裂活动有关。加之

Au在断层附近的富集现象也很明显。据此推测该

组异常可能的矿床类型为断层破碎带型金矿，断层

破碎带为找金矿的目标层位。

Au．Ag．Pb—zn的累乘异常主要分布在火山岩地

层内，在构造有利部位(如断层附近、断层交汇处

等)富集明显。据此推测该组元素可能的矿床类型

为火山岩型铅锌(银)多金属矿，找矿的目标区域为

火山岩地层，重点在火山岩地层中的构造有利部位

(如断层附近、断层交汇处、脉体附近等)。

cu．Bi—w—Mo-sn的累乘异常主要分布在侵入岩

岩体的附近，该组元素反映了中高温成矿作用，一般

与岩浆活动有关。据此推测该组异常可能的矿床类

型为侵入岩型铜钼多金属矿床，侵入岩为找矿的目

标层位，重点在岩体的接触带、断层、脉体的附近。

觚趣两孙舡鼢墩融肌&w№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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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找矿远景区划分

在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异常的基础上，结合地、

矿、物等找矿线索，区内以北东向的区域性断层(夺

日一弄姆拉断层)为界可以明显地划分出：西北部

的吓勒一档穷以Pb、Zn为主的Pb、Zn、Cu、Ag多金

属V级成矿远景区(卜1)和东南部的园则一邦弄以

Cu、Au、Fe为主的Cu、Au、Fe、W、Sn、Mo、Bi多金属

V级成矿远景区(I-2)。在成矿区划分的基础上，

综合地质、矿产、物探、化探、遥感特征，结合控矿因

素和找矿标志，在区内共圈定出展咱木部(II一1)铅

锌找矿远景区、色药(II-2)铜(钼)找矿远景区、央弄

(II一3)铜找矿远景区、帮弄(II．4)铁找矿远景区4个

具有开展进一步找矿工作价值的找矿远景区。区内

远景区均属C类。

3．1展咱木部铅锌找矿远景区(II-1)

展咱木部远景区面积约88 km2。远景区内出

露地层主要为年波组的火山碎屑岩、安山玄武玢岩，

侵入岩主要有二长花岗岩及两个小的花岗斑岩体。

在远景区的东南部有一条北东向和一条近南北向的

断层出露。

区内有一大面积Au—Ag—Pb-Zn累乘异常组成；

区内散布多个小面积的As．sb—Hg累乘异常。异常

元素主要为中、低温元素组合，异常面积较大(约

55．8 km2)，形状不规则。异常元素组合为Pb—Ag—

zn-Au-sb—Cu—Ba．Hg—sn—As，异常规模大，元素含量

高，元素组合复杂。Pb、Ag、zn异常面积很大；Au、

Sb、Cu异常面积次之；Hg、Sn、As异常面积较小且零

散分布。Pb、Ag、Zn异常有3个明显的浓集中心，各

个浓集中心的元素彼此套合都很好，是普迟亚地区

主要的Pb、Zn异常。北部浓集中心位于年波组和

安山玢岩的接触带附近，分布面积较大，Pb、Ag、Zn、

Au、Cu在此处套合较好，且各元素的浓度、异常规

模较大。南部浓集中心位于年波组、安山玢岩、二长

花岗岩三者彼此接触部位，分布面积较大，Pb、Ag、

zn、Au、cu在此处套合较好，且各元素的浓度、异常

规模较大。东部浓集中心位于年波组内，分布面积

较小，浓集中心西侧发现有一花岗斑岩脉，浓集中心

南端有一北东向小断裂，Pb、Ag、zn、Au在此处套合

较好，且各元素的浓度、异常规模较大。

上述异常面积很大，异常元素含量较高，异常组

合元素齐全而复杂，属典型的“高、大、全”异常，异

常可能由矿(化)引起。异常主要分布在火山岩地

层内，推测区内可能的矿床类型为火山岩铅锌多金

属矿床。

3．2色药铜(钼)找矿远景区(il-2)

色药找矿远景区面积约29 km2。该远景区处

在测区构造有利于成矿部位，测区内规模最大的近

南北向、北东向断层和一条近东西向的三组断层在

此交汇。远景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典中组的凝灰

岩，侵入岩主要有斑状二长花岗岩、斑状花岗闪长

岩、斑状钾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

区内异常元素组合为Mo—Cu—Bi—Pb—Zn—Sb—Sn—

W—Ag—Hg，元素含量高、异常规模大、异常元素组合

复杂。异常浓集中心明显，异常元素套合较好。从

元素的成矿度(DOM)№o等参数来看，主成矿元素为

Mo、Cu、Bi、Pb、Zn【_71。该异常有2套元素组合，一组

为cu—w—Sn—Mo—Bi高温元素组合，一组为Au—Ag—Pb—

zn中、低温元素组合。2组元素分带性不好。Cu—

w—Sn—Mo—Bi的累乘异常位于区内东西向断裂以北，

处于南北向断裂和北东向断裂的交汇部位，异常面

积约6．8 km2。Au．Ag．Pb—Zn的累乘异常也正好处

于南北向断裂和北东向断裂的交汇部位，异常面积

约1．5 km2。该异常面积大，异常元素含量较高，异

常组合元素齐全而复杂，属典型的“高、大、全”异

常，异常可能由矿(化)引起。在地表路线地质调查

过程中见有孔雀石矿化。

区内主要出露侵入岩，推测其可能的矿床类型

为侵入岩型铜(钼)多金属矿床。

4结论

普迟亚地区Ag、Pb、Zn、As、Mo、W、Bi、Sb、Cu、

Sn，Au、Hg异常分布明显。Pb、zn、(Ag)异常规模

大、套合好，多富集在火山岩地层中；Mo、W、Bi、Sn

多富集在侵入岩内，局部与cu异常套合较好；As、

Au、Hg多与断裂关系密切。区内找矿元素为Pb、

Zn、Cu。

区内找矿方向为在展咱木部铅锌远景区内寻找

火山岩型铅锌(银)多金属矿和在色药铜找矿远景

区寻找侵入岩型铜(钼)多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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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ncient grazing area on the southem margin of Junggar Basin has abundant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potential；neverthe—

less，due to the existence of blind areas in medium and deep layer seismic imaging，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area remain un—

clear，which has restrieted th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process．Using hish—precision gravity and magnetic and electrical CEMP inte—

grated geophysical technique，the author studie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cient grazing area and obtained valuable new tin—

derstanding．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ancient grazing a瑚is the front structure of Bogeda piedmont folded thrust zone．

Controlled by step fault，the ancient sn=ing al'ea is longitudinally characterized by multi—layer structure，in which the shallow layer is

tight type thmst overturned anticline，the medium layer is ridge-sbeped fault block controlled by step thrust，and the deep layer is

thrust anticline covered by buried hill．Gravity anomaly has revealed that the western pericline of the ancient grazing anticline is preba-

bly a complete anticline structure．The medium and deep structure of the ancient grazing area and the western perieline seem to be fa-

vorable targets for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Key words：integrated geophysical exploration；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ancient grazing structure；southern margin of Jungga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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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E SEARCH PRoSPECTS

oF PUCHIYA AREA IN TmET BASED oN STREAM SEDIMENT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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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geochemical features in Puehiya删．Xaitongmoin，Tibet，Was based on the l：50 000 stream

sediment survey．It ineluded element distribution eharacteristies。element anomalies，element correlation and element anomaly assem．

hinge．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tudy a瑚might be a prospective area for Pb．Zn and Cu．It is inferred that ore deposits in Puehiya

ales 8re probably volcanic type lead-zinc polymetallie deposits and船idic intrusive-associated porphyry copper polymetallic Ore depos-

its．The Zhanzanmubu a嘲is expected to be a prospective area for volcanic type lead-zinc polymetallie deposits and the Seyao area is

likely to have copper polymetallie Ore deposits associated with intermediate．acidic intrusive rocks．

Key words：stream sediment survey；exploration prospect area；Puehiya a嘲of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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