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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部特提斯构造域金矿
¹

找矿标志及找矿预测

杨庆德 敬成贵 魏振环 王宇明
( 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院 )

提 要 本文在简要分析论述 了中国西南部特提斯构造域金矿 成矿地质背景 的基础上
,

结合前人

对川西
、

滇西
、

西藏普查勘探所取得的成果
,

并利用了遥感等新技术 方法
,

总结 出了特提斯构造域金

矿找矿 的主要 标志
、

评价 准则
,

预测 了 14 个有 望远景 区
,

其中 A 级有望 区 5 个
、

B 级有望区 5 个
、

C

级有望 区 4 个
,

指 出了找矿前景
。

关键 词 特提 斯构造域 浅成低温 热液 型金矿 找矿标志 有望 区 预测

中国西南部特提斯构造域是我国主要金矿成矿远景区之一
,

其范围包括昆仑山以南
、

龙门

山一哀牢山 以西的西藏
、

滇西和 川西等广大地 区
,

总面积约 240 万 K M , (图 1 )
。

特提斯 ( T et hys )含义源 自古希腊神话中海神的名字
,

引入地学 中对中生代环球地槽叫特

提斯地槽
,

简称特提斯
,

系指具有大洋特点的巨大而宽阔的海域 (特提斯海 )
。

中国西南部特提

斯构造域经历 了原特提斯 ( 任一C )
、

古特提斯 (P l

一T 3 )
、

中特提斯 (J一K : ) 和特提斯封 闭及碰

撞挤压 (K Z

一R ) 四个演化发展阶段
,

形成 了我 国西南地区 独特的成矿地质条件
。

通过几年来的普查找矿和地质科研工作
,

于构造域 内目前 已发现各类金矿床 (点 ) 20 0 余

处
,

其中大型 特大型 10 处
、

中小型 50 处
、

矿点及矿化点上百处
,

初步证实具有广阔的找矿前

景
,

特别是对寻找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潜力很大
。

1 成矿地质背景

我国西南部特提斯构造域位于环球东西向特提斯
一

喜马拉雅构造域的东段向南转折部位
。

它由欧亚大陆与冈瓦纳大陆边缘不断发生裂离又互相拼接的陆块组成
,

并被不同时期的洋壳

消减带组成的板块结合带所连接
。

它夹持在稳定的塔里木
、

紫达木
、

扬子及印度地块之间 (图

1 )
,

具有多条代表消减洋盆和陆壳块体碰撞的蛇绿岩带
、

混杂岩带
,

并具有沉降速率较大
、

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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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西南部特提斯构造 域位置图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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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
、

深浅不一的各种类型的沉积盆地以及不同时代形成的构造岩浆带
、

变质带和强构造应变

带
。

在空间上它兼有北部欧亚古陆和南部冈瓦纳古陆的地壳结构及其过渡特征
。

在时间上
,

经

历 了漫长的构造变动史
,

特别是晚古生代 以来 的构造运动愈演愈烈
。

形成了 由数条
“

活动性

质
”

的板块结合带与
“

稳定性质
”

的陆块相间拼合 的构造格局
。

其 内
,

多种类型 的沉积建造
、

构

造
、

岩浆
、

热液活动及变质
一

变形作用
,

为金矿床的形成创造 了 良好的成矿地质环境
。

在前人资料和本课题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

将 中国西南部特提斯构造域 自北东而南西划分

为五个主要大的构造单元 (图 2 )
,

即 1
.

扬子地 台边缘陆块构造区 ; 2
.

可可西里
一

巴颜 喀拉构造

区 ; 3
.

喀喇昆仑
一

三江构造区 ; 4
.

冈底斯
一

念青唐古拉腾冲构造 区 ; 5
.

喜马拉雅构造区
。

构造区

边界多为板块结合带或深大断裂带
,

在构造 区 内还可进一步划分亚区或更小的构造单元
。

构造域内地层发育齐全
,

自前寒武系一第四 系均有 出露
。

金矿赋矿层位主要为三叠系
,

其

次为二叠系 (耳泽金矿 )和震旦系 (偏岩子金矿 )
,

此外
,

在第三系第四系中也有一定数量金矿分

布 (两河金矿 )
。

含矿岩系以富含碳质
、

沥青质
、

火山质
,

硅质岩及其浅变质岩 中金矿 比较集中 ;

在基性
、

超基性岩
、

基性至中酸性火山岩
、

侵人岩及其不同深度的蚀变或变质岩中
,

均发现有金

矿产 出
。

此外
,

在基性至中酸性岩脉中
,

如煌斑岩
、

云煌岩
、

辉绿岩
、

花岗斑岩
、

正长斑岩为脉岩

中含金克拉克值较高
。

区内岩浆活动十分发育并贯穿于各个地质历史时期
,

从加里东
、

印支
、

燕山到喜马拉雅期
,

由北向南 (西藏高原 )或由东向西 (三江地区 )有逐渐加剧的趋势
,

出现的岩类从超基性
、

基性至



第 于一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酸性均有分布
。

印支至喜马拉雅早期是岩浆活动最强烈的时期
,

也是本构造区成矿的主要时

期
。

构造域区域变质作用也十分普遍
,

与其有关的金矿主要产在中一低压相系浅变质带 中
。

构造域 内区域构造有 N W 向
、

N E 向
、

E W 向
、

S N 向和弧形
、

环形构造组成
,

主体呈 N W 向

展布
。

断裂构造对金矿的形成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总之
,

中国西南部特提斯构造域成矿地质背景独具特色
、

成矿条件十分优越
,

通过进 一步

的找矿勘查和地质科研工作
,

将会发现更多更大更新的金矿床
,

并可使本区进人我国重要产金

区的行列
。

2 找矿标志

特提斯构造域金矿床的找矿标志是进行金矿成矿预测并确定找矿远景区的必要依据
。

基

于对我国西南部特提斯构造域地质背景
、

地质地球化学条件以及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典型矿

床地质特征的研究
,

综合前人对川西
、

滇西
、

藏南金矿普查勘探所取得的成果
,

并利用了遥感等

新技术方法
,

总结出了特提斯构造域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的找矿标志
。

2
.

1 构造标志

构造域内金矿床分布几乎遍及各大构造单元
,

但从金矿床形成规模和 已发现矿床 (点 )数

量来看
,

矿床 (点 )集 中沿深断裂或板块结合带分布
,

走滑断裂
、

推覆构造
、

韧性剪切带和断陷盆

地是区 内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的主要控矿构造
。

断裂交叉部位
、

断裂破碎带或层间破碎带往往

是矿床富集的最有利场所
。

区 内长期活动的深大断裂带
、

走滑断裂
、

推覆构造
、

韧性剪切带
、

断

陷盆地以及层间破碎带和 多组 断裂的交汇部位是指示金矿化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重要构造标

志
,

是找矿的有利地段
。

2
.

2 层位建造标志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主要赋存层位为三叠系
,

其次为石炭系
、

寒武系和泥盆系
,

再次为二

叠系
。

另外
,

第三系和第四系中也有一定数量的金矿分布
,

其含矿建造以浊积岩建造为主
,

火山

一浊积岩建造次之
,

此外还有海底喷流沉积建造
,

复陆屑建造和碳酸盐岩建造
。

这几个有利的

含矿层位和容矿岩石类型
,

是找矿的最好标志
。

2
.

3 围岩蚀变标志

蚀变作用是金矿化的直接找矿标志
。

构造域内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的围岩蚀变为典型

低温热液蚀变组合
,

多以硅化
、

黄铁矿化
、

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
、

粘土化等为主
。

蚀变规模和强度

一般与矿化带规模成正相关关系
,

故在规模较大的低温热液蚀变带内有可能发现较大的工业

矿体
。

2
.

4 矿物组合标志

本类金矿具备典型 的低温热液矿物共生组合
,

脉石矿物 主要为石英
、

方解石
、

重晶石
、

氟镁

石 (偏岩子 )等
。

矿石矿物主要是 自然金
,

自然银
、

银金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
,

其次

有辰砂
、

辉锑矿等
。

典型 的矿石矿物和脉石矿物组合是寻找本类金矿的直接标志
。

2
.

5 地球化学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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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域 内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具有典型的低温元素组合
:
A u 、

A g
、

C u 、

H g
、

S b
、

A s 、

(B a )
、

(T e)
。

由这些元素构成的异常多沿断裂带呈线性延伸
,

是找矿的主要标志之一
。

2
.

6 地热异常标志

近代热泉主要沿深大断裂带
、

板块结合带
、

陆缘拗陷带
、

岩浆活动边缘带分布
,

据成都水文

中心 (1 9 8 9 )热泉调查结果
,

区 内约有近千处热泉点
,

古地热异常分布也较普遍
。

目前 已在腾冲

和羊八井两处大型地热 田中发现了两河和羊八井热泉型金矿点
,

因此区 内各类热泉点
、

热泉沉

积物等是寻找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特别是热泉型金矿的重要标志
。

2
.

7 遥感影象标志

据对构造域遥感地质研究
,

金矿化多与环形构造有关
,

特别是岩浆
、

构造成因的环形构造
、

环形构造迭加线性构造的地段往往是成矿的有利部位
,

通过图像处理提取的反映蚀变带信息

的彩色异常影像
,

可作为直接找矿标志
。

3 成矿有望 区预测

3
.

1 成矿有望区预测准则

有望区 (远景区 )是在成矿带 内受一定构造
、

层位
、

岩体控制的成矿有利地区或地段
,

范围

一般较小 (< 10 一 IO0k m
Z
)

,

由矿床
、

矿点
、

矿化点或异常组成
。

根据构造域内成矿条件
、

找矿标

志
、

资源潜力和 研究工作程度
,

将有望远景区分为 A
、

B
、

C 三级
。

A 级远景区
:

成矿条件十分有利
,

预测标志依据较充分
,

资源潜力较大
、

工作条件较好
,

有

一定工程控制
、

地质工作研究程度相对较高
,

有成型矿床或工业矿体 出现
,

可进行普查评价工

作的地区
。

B 级远景区
:

成矿条件较为有利
,

有一定的找矿标志和资源潜力
、

有矿化点或化探异常存

在
,

野外调查或遥感解译有蚀变矿化显示
,

可作为初查的地区
。

C 级远景区
:

具备成矿条件
、

有一定的金矿化信息显示
,

但研究程度较低
,

资源潜力 尚不清

楚
,

可进一步开展化探工作进行初步探索的地区
。

3. 2 成矿有望区 的划
_

分

在成矿带研究 的基础上
,

结合前人的工作成果
,

根据上述远景 区预测准则
,

在特提斯构造

域 内划分出 14 个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有望远景区
,

其 中 A 级有望 区 5 个
,

B 级有望 区 5 个
,

C

级有望区 4 个 (图 2)
。

A 级有望区
:

A
l :

松潘一平武预测 区

A
: :

炉霍一道孚预测 区

A
。 :

漾滇一巍山预测 区

A
; :

元 阳一金平预测区

A
: :

剑川一祥云预测区

B 级有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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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古生界一白翌系 7
.

古生界

变质带 8
.

变质岩带 (不 同时代 ) 9
.

三叠系 10
.

三叠一白奎系 n
.

侏罗系 12
.

侏罗白翌系 13
.

白要系 14
.

华

力西花岗岩类 15
.

燕 山花 岗闪长岩类 16
.

金矿 床 (点 ) 1 7
.

分 区 深断裂带 18
.

区 域断裂 19
.

地块边 界 20
.

地

质界线 21
.

一级预测 区及编 号 22
.

二级预测 区及编号 23
.

三级预测 区及编号 24
.

山峰及高程

圈 2 中国西南部特提斯构造域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分布及成矿预 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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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 :

赠科一呷村预测区

B : :

西盟一孟连预测 区

B 3 :

热海一硝塘预测 区

B
、; 妥坝一贡觉预测区

B
S :

泽当一桑 日预测区

C 级有望区
:

C
l :

碌曲一南坪预测区

C
: :

乡城一中甸预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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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

当雄一羊八井预测 区

C
4 :

拉孜一 日喀则预测区

4 找矿远景分析

成矿远景 区的预测为构造域内普查找矿指 出了方 向
,

并为今后在研究 区进一步普查勘探

扩大资源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

现将各成矿有望区 主要成矿地质特征和找矿方向简述如下
:

4
.

I A 级有望区

4
.

1
.

1 A
l :

松潘一平武预测区

松潘一平武预测区分布于川西北成矿区松潘一青川成矿带 内
。

大地构造位置属于扬子地

台与可可西里巴颜喀拉褶皱区
、

秦岭褶皱 区的交汇部位
。

区域矿产主要受东西向雪山断裂
、

北

西向虎牙断裂和南北 向眠山断裂控制
。

矿化主要赋存于三叠系和泥盆系中
,

此外石炭系中也有

矿化 出现
。

金与锑
、

砷
、

汞矿化关系密切
,

往往相伴产出
。

矿床成因属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
,

其

矿床特征与卡林型金矿相似
。

本区研究程度较高
,

投人了大量 的普查勘探和专题研究工作
,

多数地段开展 了 1/ 5 万化探

扫面
,

获得矿化点
、

异常区 上百处
,

先后查明了东北寨
、

桥桥上
、

联合村
、

甲勿池
、

松潘沟等矿床

(点 ) (图 3 )
,

获得了探明储量 7 2
.

5 1 吨 (C + D )
,

资源总量 5 0 4
.

8 4 吨 (C + D + E 十F 十G )(据西

南地质勘查局
,

1 99 2 )
,

此外
,

通过遥感解译和资料分析在平武的水晶
、

木皮
、

银厂沟
、

南坪的上

甘座一罗 依坝
,

松藩的黄龙寺等处均发现有矿化异常
。

因此本 区具有很大的资源潜力和较好的

找矿前景
,

是寻找
“

东北寨式
”

金矿的有望 区之一
,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
,

一定会发现一批新的

金矿床
。

4
.

1
.

2 A
Z :

炉霍一道孚预测区

炉霍一道孚成矿远景 区分布于川西北成矿 区丘洛一乾宁成矿带中段
,

大地构造位置属于

可可西里巴颜喀拉构造区 的丘洛一炉霍构造带
,

控矿构造主要受 N N W 向炉霍一道孚断裂的

控制
。

矿化赋存于晚三叠世地层中的砂泥质岩
、

基性岩类和碳酸盐岩 中
。

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
、

绿泥化和碳酸盐化
,

金属矿物有黄铁矿
、

辉锑矿
、

毒砂
、

辰砂
、

黄铜矿
、

闪锌矿
、

辉蹄秘矿等
,

脉石

矿物有石英
、

绿泥石
、

方解石和重晶石等
。

元素组合以 A u 、

A s 、

S b
、

H g
、

T e 、

B a 为主
,

矿床类型属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
,

成矿时代为燕山期
。

区 内已发现佐莫纳协
、

三公里和阿色茶托等多处金矿 (化 )点
,

并分布有 10 余处汞
、

锑
、

铁
、

铜
、

钻
、

镍
、

锡多金属矿床 (点 )
,

通过 20 一 5 万分之一化探测量
,

A u 、

A s 、

Sb
、

H g 异常组合特征明

显
、

迭加较好 (图 4 )
,

远景 区的北延部分 已发现了丘洛
、

普弄 巴大型金矿床
、

预测在炉霍一道孚

主干裂带及其旁侧次级断裂破碎带中有望发现新的
“

丘洛式
”

金矿床
,

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

4
.

1
.

3 A
3 :

漾澳一巍山预测区

漾滇一巍 山成矿远景区分布于滇西成矿区 兰坪一思茅成矿带内
,

区域成矿地质条件优越
,

燕山期中酸性和碱性岩浆岩较为发育
,

且含金丰度值较高
,

沿断裂带有 C u 、

H g
、

A g
、

Pb 及 A u

异常
。

在漾澳阿富恒地区发现有多处分散流 A u 的异常
,

最高值达 1 50 x lo 一’

~ 2 00 x 10 一 ,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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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口曰团口口口口口口口国口口T l + 2

甲勿池

丫汉

运
¼

入

裂 /
了
一

掩
马

东北寨

裂

.
松潘沟 /

松潘

气 . 桥桥上
、、 砂护 ’

T

2 0 k n l

青州

1
.

二叠系中
、

上统 2
.

三叠 系中
、

下统 3
.

三叠系 4
.

石碳一二叠 系 5
.

中泥盆统 6.

系 8
.

元古界 碧口 群 9
.

燕 山期花 岗岩 10
.

断裂 n
.

背斜 12
.

遥感解译环形构造

下泥盆统 7
.

古生界 浅变质岩

13
.

金矿 (床 ) 点 14
.

村镇

图 3 松潘一平武远景 区地质略图

Fi g
.

3 G e o lo g i e a l sk e t e h o f S o n g p a n 一 Pin g w u A u o r e p r o sp e e t

伴有砷
、

汞矿点和 H g
、

S b
、

A s 异常 ( 图 5 )
。

远景区南部已探明了扎村中型金矿床
。

矿化产在上

三叠统麦初警组灰黑色砂页岩
、

粉砂岩夹泥灰岩 中
,

平均品位为 2
.

16 一 3
.

55 9八
,

阿富恒的槽

探样品含金值在 0
.

1~ 1
.

46 9 八之间
,

将构造
、

层位
、

矿物组合和相关元素异常组合特征与 已探

明矿床的类 比研 究表明漾滇至巍山一带可能为
“

扎村式
”

金矿的成矿远景区
,

值得进一步研究

和开展找矿工作
。

4
.

1
.

4 A 4 :
元阳一金平预测区

元阳一金平预测区分布于滇西成矿区哀牢山成矿带的南部
,

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扬子地台

西南部边缘板块叠接带 中
,

区域成矿主要受 N W 向展布的挤压断裂破碎带控制 (图 6 )
。

矿化多

产生在古生代浅变质岩系中
,

与金矿化关系密切的各类斑岩如花岗斑岩
、

石英正长斑岩等 十分

发育
。

区 内研究程度相对较高
,

已查明多处金矿 (化 )点
,

如金平县的长安冲金银多金属矿点
,

矿

化产于志 留系灰岩与正长斑岩接触带中
,

地表矿体长大于 80 米
,

厚 5
.

2 米
,

见有强烈的黄铁矿

化及硅化
,

矿石含 A u 4
·

129 八
,

A g 15 8 9 八
,

p b 31
.

7 %
,

Z n 0
.

8 7 %
,

C u 1
.

6 8 %
。

元 阳地区也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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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蒸Bar.Au合Bar护霍

诊
B a r .

A u

阿色茶托

C i
·

Ba r

‘

O

茶龙贡马

A u

{
之匕

c i

‘

公

A汁/曰芬C

I
C ‘

菜子坡

泰序毓
公 里 H g

少仪酬沙
纳协

八封‘ A rs

多处金矿化点
,

围岩蚀变主要为硅化
、

黄铁矿化
,

多伴有黄铜矿化
、

方铅矿化

和闪锌矿化等
。

预测区北部与金厂
、

老

王寨等特大型金矿区相连
,

区 内燕 山

期构造岩浆活动频繁
,

各类斑岩发育
,

是寻找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
,

特别是
“

姚安式
” 、 “

金厂管式
”

金矿的有利地

段
。

4
.

1
.

S A
: :

剑川一样云预测区

剑川一祥云远景 区
,

分布于扬子

地台西边缘成矿区剑川一姚安成矿带

内
,

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扬子地 台与可

可西里一巴 颜喀拉
、

喀喇昆仑一三江

褶皱区 的嵌合部位
,

区域成矿受金沙

江深断裂带及 N E 向展布的剑川一丽

江断裂 的控制
,

赋矿层位 主要为 中生

代地层
,

并 与中新生代的碱性斑岩类

和碱性火 山岩类有一定 的成 因联系
。

矿化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
、

钠长石化
、

黄铁绢英岩化
,

成矿元素组合有 A u -

A g
一

P b
一

C u 一

Bi
一

A s 一C r 一T i
。

区 内已发现

金厂警
、

北衙
、

姚安
、

大荒田
、

甭哥等多

处金矿床 (点 )
。

其容矿岩石为花岗斑

岩
、

正长斑岩和蚀变粉砂岩类
,

矿石品

位达 1
.

27 ~ 33
.

26 9 八
。

预测区 尚有多

处砂金矿点和重砂异常
,

遥感解译 的

线性构造
、

环形构造均较发育
,

预示了

该区具有 良好的找矿前景
。

特别是功

�

AI

.4
--l�‘、1 ..刀,‘

圆困口困园口口回困回口回回回

l 断层 2
.

金矿点 (化 ) 3
.

汞 矿点 4
.

锑矿点 5
.

A u 分散流异 常

6
.

Sb 分散 流异 常 7
.

A s 分散流 异常 8
.

H g 分 散流 异常 9
.

雄 黄

重砂异常 10
.

毒砂重砂异常 n
.

重晶石重砂异常 12
.

辰砂重砂异

常 1 3
.

辉锑矿重砂异常 14
.

自然金重砂异常

图 4 炉霍一道孚远景区矿点异常分布图

(据西南冶金科研所
, 1 9 9 3)

Fig
.

4 A u o r e o e e u r r a n e e a n d a n o m ly d is t r ib u t i o n m a p o f lu h u o

一 D a o fu P r o s Pe e t

果一石头地一带的成矿地质条件和矿化信息最好 (图 7) 可作为进一步工作的 区段
。

4
.

Z B 级有望区

4
.

2
.

1 B
l :

赠科一呷村预测区

位于川西义敦一乡城成矿带的北段
,

呷村为已查明的含金富银的火山岩型特大型金矿床
,

它产于中生代火山沉积盆地 中
,

围岩蚀变有硅化
、

绢云母化
、

青盘岩化
、

矽卡岩化和黄铁矿化
、

矿物组合为闪锌矿
、

方铅矿
、

辉银矿
、

黄铜矿
、

黄铁矿
、

自然金
、

银金矿
、

重晶石
、

石英和钡冰长

石
。

通过对呷村金矿 的解剖研究与外围成矿条件类 比表明
:

在呷村矿区 以北的赠科地区为另一

个火山一沉积盆地
,

具备与呷村类似 的成矿条件
,

经工作 已发现很好的矿化线索
,

可能成为第

二个
“

呷村式
”

矿床
,

值得进一步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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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王世恨

]
1

圆
2

匠圣卜

阿里那富恒乡

\

H g

O

认 食
。

阿富恒

:
5 0 0 0 0 (据西南冶金 6 0 5 队

,
1 9 9 0 )

1
.

矿点 2
.

金元素异常( x 1 o 一 9 ) 3
.

水系

图 5 该西灌弃阿宫恒地区分散流金异常分布图 (据 西南冶金 605 队
,

1 9 9 0)

Fig
.

5 A u a n o m ly d is tr ib u tio n m a p o f riv er se d im e n ts in A fu h e n g A re a , the w e st Y u n n an Pro
v in e e

4. 2. 2 B
Z :

西盟一孟连预测区

位于滇西临沧一西盟成矿带的西段
,

成矿受昌宁一孟连裂谷带的控制
,

矿化与中生代侵人

的花岗岩
、

基性火山岩有一定的联系
。

金矿化多产在岩体边缘的构造破碎带中
,

如孟连茶厂金

矿产于石炭系泥质 白云岩和辉绿岩接触部位的 N E 70
“

/ S E匕 7 00 的断裂破碎带中
,

矿体露头长

8 0 米
,

厚 5 米
,

平均 品位 4
·

2 9 八
,

伴生元素主要有 A g (7一 1 09 八 )
、

A s (2 % ~ 3 % )
、

C u 、

Z n 、

P b
、

Sb (1 % )
、

S (1
.

5 % )及少许 C
。

区 内已发现金矿 (化)点 1 0 余处
,

如翁嘎科
、

公信
、

老厂 (Pb
、

A g
、

A u 矿 )等
,

另外尚有多处砂金矿点分布
,

在耿马
、

西盟
、

孟连地区 尚有多处化探异常存在
,

是寻

找金矿的有望地段
。

4. 2
.

3 B 3 :

热海一硝塘预测区

分布于滇西腾冲一梁河成矿带 内
,

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冈底斯一察隅一腾冲岩浆弧带
,

区域

成矿受怒江深断裂带及腾冲一梁河大断裂的控制
。

赋矿地层主要为第三
、

第四系的花岗质砂砾

岩
,

矿床类型 为典型的热泉型金矿
。

沿断裂构造裂隙发育大量的热泉
,

包括硝塘
、

郎蒲
、

黄瓜管
、

蛤蟆咀
、

大滚锅
、

瑞滇等 79 处
,

而以黄瓜警一硫磺塘地段最为集中 (称热海见图 8) 水温 78 一

9 7 ℃
,

泉水中含 A u O
.

01 一 0
.

16 纳克 /克
,

高 出世界温泉水含金丰度的 4
.

2 倍
,

泉华含 A u 一般



第十一卷 第二期 杨 庆德等
:

中国西南部特提斯构造域金矿找矿标志及找矿预测

内才一吕

回口团

���
断 裂

\
,.

产2
.

带\恢�丫;/
、

、卜n
。
、

\、械\、
.、�人、、

.
态�了�价、

·

、
.

。 哈埂 了
5

士、 叼
“

长安冲误
铜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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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义书夭三
一

) 越
一

\, 成青
赴
孟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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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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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南

, 5 00 00

1
.

中生界 2
.

上部 占生界 3
.

下部古生界 4
.

前寒武系 5
.

花 岗岩 6
.

闪长岩 7
.

金矿点 8
.

砂金 9
.

断裂

图 6 滇西元阳一金平远景区地质略 图

F ig
,

6 G e o lo g ie a l s ke t e h o f y u a n y a n g 一 Ji n p in g A u Pr o sp e e t

为 0
.

0 01 ~ 0
.

6 3 微克 /克
,

硅帽含 A u o
.

0 03 ~ 4
.

65 微克 /克
,

并具有 A u 、

A g
、

A s 、

S b
、

H g
、

T l 等

元素组合
。

酸淋滤蚀变带发育
,

并见有强硅化
、

高岭石化
、

明矾石化
,

酸淋滤带含 A u 达 0
.

0 01 ~

1
.

7 3 微克 /克
,

在硝塘热泉的泥盆纪浅变质围岩中见有大量黄铁矿细脉
,

含 A u
高达 1

.

8 9 八
。

目

前已发现两河和上芒冈两处矿化点
,

矿化异常多处
。

此外尚有多处砂金矿点
,

集中分布在盈江
、

陇川江流域
,

区 内已发现有硫铁矿
、

铀矿
、

铜矿
、

锡矿等矿床
,

其 中伴生有金
。

因此该区是寻找浅

成低温热液型金矿特别是热泉型金矿很有希望的地区
。

4. 2. 4 B 4 :

妥坝一贡觉预测区

分布于藏东成矿区玉龙一海通成矿带 内
,

区域构造总体呈 N N W 向延伸
,

为一 由背
、

向斜

相间组成的中生界盆地
。

盆地中发育了一系列 中
、

酸性浅成一超浅成燕 山期至喜 山期的斑岩

体
,

在多霞松多斑岩体外围带中发现了 3K M
“

的含 A u 石英脉和镜铁矿脉群
,

初步圈出了 5 个

矿 (化 )体 (图 9 ) ; 在玉龙矿区西南侧 T C 29 号槽东段与中段硅化与黄铁 矿化 的二长花岗斑岩

中
,

发现 A u 异常
,

平均品位为 2
.

73 9 八 ;在莽扎
、

扎拉
、

莽总斑岩体 的外接触带也发现有金矿点

或 A u 高异常区
。

区 内除已发现多霞松多
、

马拉松多
、

马牧普等 C u 一

M任A u (A g )多金属矿点外
,

尚发现多处砂金矿点
,

金含量为 0. 3一 0. 5 9 / m
3 ,

最高达 1 9 / m
3 。

区 内断裂构造发育
,

中新生代

岩浆活动强烈
,

地层含 A u 背景值高 (平均大于 30 X 10 一 , )是寻找与火山一次火 山岩有关的金

矿床的有利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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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系 2
.

白噩系下统 3
.

侏 罗系 七统坝注路组 4
.

侏 罗系中统花开佐组 5
.

三叠 系上统 6
.

碱性杂岩 7
.

逆

断层 8
.

金矿 (化 ) 点 9
.

环形构造 10
.

热泉 H
.

砂金矿点 12
.

汞矿点

图 7 云南功果一石头地一带地质简图 ( 据傅凤鸣
,

1 9 92)

Fi g
.

7 G e o lo g ie a l sk e t e h o f G o n g g u o 一 S h it o u d i A r e a , Y u n n a n Pr o v in e e

4
.

2
.

5 B
S :

泽当一桑日预测区

分布于藏南拉孜一泽当成矿带中
,

处于雅鲁藏布江深断裂结合带 (缝合线 )的东段
,

成矿受

近东西向断裂碎破带 的控制
,

赋矿层位为中生代地层
,

喜 山期 中酸性小岩体和基性
、

超基性岩

脉分布较普遍
,

沿断裂带有产在超基性岩 中的铬铁矿分布
,

如著名的罗布莎铬铁矿
、

区 内砂金

矿点密布
,

较大的有加查
、

工肠多
,

岩金工作程度狠低
,

具代表性为分布在泽当的娘姑处金矿点
,

矿体产在断裂破碎带与上三叠统凝灰质板岩
、

安山玄武岩
、

火山角砾岩夹砂岩
、

结晶灰岩 中
,

常

见矿物有 自然金
、

黄铁矿
、

毒砂 ; 围岩蚀变有黄铁矿化
、

硅化
、

绢云母化
、

高岭石化 ; 矿化呈 网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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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喇喇喇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
,,,,,,,,,,

回回回
4 222 4 333 4 444

应应

1
.

黄铁矿
、

白铁矿硅质矿脉 2
.

硅
、

钙质泉华 3
.

酸淋滤蚀变范围 4
.

热泉

圈 8 腾冲热海热田地质圈 (据郭光裕
,
1 9 9 2)

F ig
.

8 G e o lo g ie a l m a p o f R e h a i g eo the r m a l field
,

T e n g e h o n g
,
Y u n n a n P r o v in ee

状
、

条带状 ; 矿石类 型可分 为金
一

黄铁矿
、

金
一

多金属
、

金
一

毒砂三种类 型 ; 已查 明的矿体共有 3

个
,

地表工程控制长 4 00 米
,

矿体厚 5
.

26 米
,

晶位一般 1一 3 9 /t
,

平均 1
.

78 9 /t
,

矿体 中含金较

高
,

品位 1 0 一 1 2 9 八
,

其矿床成因类型属与火 山一次火山有关 的低温热液型金矿
; 由于品位低

,

加之工作程度低
,

矿床尚未开采
,

该区成矿条件 良好
,

并有多种金矿化显示
,

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工作
。

4
.

3 C 级有望区

4. 3. 1 C
l

碌曲一南坪预测 区

位于川西北成矿区玛曲成矿带内
,

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南秦岭西倾 山隆起带
,

金矿化明显受

东西向断裂破碎带控制
,

赋矿地层主要为寒武一泥盆系含炭质
、

硅质岩及板岩
。

围岩蚀变主要

有硅化
、

重晶石化
、

地开石化和黄铁矿化
。

矿石类型有硅岩型
、

板岩型和英安斑岩型
。

金属矿物

有自然金
、

辉锑矿
、

黄铁矿
、

辰砂
、

雄 (雌)黄
、

黝铜矿
、

闪锌矿和沥青铀矿等 10 余种
,

非金属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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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2 一 / / / / 一

z / (Q 一 Se r) /

产 护气
.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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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乡
’

夕
(Pro )

/ /

/ /

, 试‘

/ /

/ /

二

//狐
T3j

"//�
/\户

有石英
、

重晶石
、

地开 石 等
,

区 内已发

现拉尔玛
、

牙相
、

九源
、

坪定
、

黑多寺
、

马脑壳等金矿床 (点 )
,

区 内除在古生

界地层中发现金矿化外
,

尚在侏罗纪

陆相煤系地层的断裂破碎带 中发现有

金矿化
。

综 合分析可知
,

该 区是寻找
“

拉尔玛式
”

金矿的有利地段
。

4. 3
·

2 C
Z :

乡城一中甸预测 区

位于川西义墩一乡城成矿带的南

段
,

成 矿 特 征 与 赠 科一呷 村 预测 区

(B
l
)相类 同

,

本 区是义墩一 乡城成 矿

带南部另一个 火山沉积盆地
,

矿化带

南延至滇西的中甸一带
。

在 乡城亚金

己发现多处 金矿 化和 多 层块状硫 化

物
,

在中甸一带上三叠统深灰色板岩

夹砂岩
、

灰岩及 硅质岩 中发现有多处

金矿化点
。

元素组合为 A u 一

A g
一

P b
一

C u -

T i
一

H g
一

C r

一 般 品位为 1 ~ 6 09 /t
。

该

预测 区值得进一步工作
。

4
.

3
.

3 C
3 :

当雄一羊八井预测区

位于藏北成矿区隆格尔
一二当雄成

丁
升犷厂

‘

只

丫 / / / / 二 , 丫民 \ /

书
· _

,

甲
飞

/

/了
!

子译生不止\z斗(K
尸

书茹

几 /

飞/
侧山. !厂

洲* ‘ 广) 杀

黔
/ / / /

/ / / /

‘

/

/

/ /
/

/

、/ / / /

(P ro )
‘ .

飞/ /

了

/

才了:
. ‘

(户而

1占,口‘J月吮�合湘勺

一一幽臼口因口囚价
一?‘

!

万
一

一
�

:
七

2 0 0 4 0 0 m

叮二 黑云母二长花 岗斑岩 行 黑云母花岗斑岩 T 3) 上三叠统 甲王拉组

( K )钾 长石一石英一绢云母化带 ( Q一Se r ) 石英一绢云母化带 (Pr o) 青

矿带的东段
。

著名的羊八井地热 田分 盘岩化带

布在本区 内
。

羊八井为热泉型金 (银 )

矿化点
。

构造上处于第 四纪裂陷盆地

中 N E 向 与 SN 向断 裂 交 汇处 ( 图

1 0 )
。

水热活动十分强烈
,

温泉
、

热泉
、

背斜轴部

1
.

铜 ( 铅 ) 矿体 2
.

岩体及界线 3
.

推测 压扭性断裂 4.

5
.

蚀变带界线 6
.

金矿 ( 化 )体及编号

图 9 多双松多金矿点地质图 ( 据西藏地质队 )

Fig
.

9 G e o lo g ie a l m a p o f D u o x i a s o n g d u o A r e a Sh o w in g A u o r e

O C CU r l a n C e S

沸泉
、

热水湖露头 20 余处
,

不仅有硫磺矿产出
,

还有几处硫质喷气孔
。

围岩水热蚀变很显著
,

主

要有高岭土化
、

硅化
、

绿泥石化
、

绿帘石化
、

绢云母化
、

黄铁矿化
、

碳酸盐化和明矾石化
,

偶尔见

到冰长石
、

蛋白石
、

玉髓
、

方解石和 黄铁矿等
。

此外
,

还可见到星散状分布的辰砂和辉锑矿等
。

热

液蚀变常呈现 出明显的水 平分带和垂直分带现象
,

通过分析
,

蚀 变岩中 A u 、

A g 含量平均达

O
·

0 2 2 3 只 1 0
一 6

和 O
·

4 8 6 又 1 0 一 ‘ ,

是地壳丰度值 的 5
.

6 倍和 6
.

9 倍
‘

伴生元素 A s 、

S b
、

B i
、

H g 的含

量分别为地壳丰度值的 1 6
.

9 倍
、

7 0 6
.

2 倍
、

8
.

9 倍和 34
.

5 倍
,

尤其 S b
、

H g 含量偏高较多
,

本 区

为寻找热泉型金矿
一

最有远景的地区
。

4
.

4
.

4 C
、 :

拉孜一 日喀则预测区

分布于藏南成矿区拉孜 一泽当成矿带西段
,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新生界碎屑岩
,

并不整合

于侏 罗一 白要 系之
_

_

[
,

在 E W 向与 N W 向断裂交汇部位见有加拉 嘎等含金多金属矿化点多

处
。

但基本 未做地质工作
,

其中洞嘎矿化较好
,

经过化探采样和地表槽探
,

已圈出 3 个金矿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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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全新统 冲洪积泥砂砾层 2
.

上更新 统冰水沉积砾砂 层 3
.

中更新统冰琐 冰水泥砂砾层 4
.

上白蟹一始新统 宗给

组 火山 岩
、

火山 碎屑岩 5
.

石炭系旁多群砂板岩夹火 山岩
、

大理岩 6
.

前震旦系片岩 片麻岩 7
.

喜马拉雅早期花 岗岩

8
.

当维 尼木裂陷槽边界断裂 9
.

航片解译线性构造 10
.

航 片解译环形造 n
.

物探推测 断层 12
.

热水湖位置

图 1 0 羊八井金矿化点地质 图 (参考西藏地热队资料拟编 )

F19
.

1 0 G e o lo g i e a i m a p o f Y a n g b a
jin g A r e a , s ho w in g A u o r e a n d m in e r a liz e d oc

e u r r a n e e s

体
,

含 A u 一般为 3 一 5 9 八
,

其中一小矿体品位最高可达 20 9 八
,

受断裂破碎带控制
,

含矿围岩为

灰岩
。

A u 矿化与黄铁矿化关系密切
,

伴生元素为 C u 、

A g
、

Z n 等
。

区内尚有多处民采砂金矿点

分布
,

平均品位 可达 0. 1 9 / m
3 ,

最高可达 2. 3 8 8 9 / m
3 ,

总的来看
,

区 内工作程度很低
,

金矿化信

息远远没有查清
,

有待今后进一步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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