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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南金锑成矿带成矿规律研究及找矿取得重大进展

郑有业1�2�赵永鑫1�王　苹1�范文玉2�陈　静2�曹新志1�张晓保2
1．中国地质大学资源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2．西藏自治区地质调查研究院�西藏拉萨 850003

　　研究区位于北喜马拉雅地区�广泛发育石炭纪
－早二叠世地台型沉积建造、中生代陆隆－陆坡及
深海断陷盆地建造．受两大板块俯冲、碰撞作用的影
响�在藏南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在不同层次构造层发
育的拆离断层、与伸展背景有关的近南北向的新生
代盆地和强烈的地下热液活动与深层拆离作用有关

的变质核杂岩．
1999－2002年通过开展《西藏措美县马扎拉金

锑矿控矿因素与成矿规律研究》和《西藏江孜－隆子
金锑成矿带资源潜力调查评价》项目�笔者对藏南金
锑成矿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认识上有重大
突破�对藏南控矿因素及成矿规律提出了创新的见
解；在找矿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发现了一批具有重要
找矿前景的矿床（点）．主要体现在：
（1）提出了“以 NWW 向的拉孜－邛多江缝合

带及洛扎生长断层、近 SN 向的勒金康桑断裂带及
洞嘎伸展走滑断裂这4条构造围限构成的羊卓雍错
－哲古错深海断陷盆地四周�与然巴、也拉香波等变
质核杂岩的复合部位是赋矿最有利部位”的新认识
（图1）；并将成矿划分为被动大陆边缘裂陷（谷）喷
流（热水）沉积、浊流沉积、生物有机质富集的同沉积
期及逆冲推覆、伸展拆离、火山－次火山岩浆热液叠
加改造的同造山期．
（2）提出了“成矿地质环境和成矿流体具浅成

性、成矿物质和成矿热动力机制具深源性�含矿流体

图1　藏南江孜－隆子一带构造略图
Fig．1 Tectonic sketch map of Jiangz-i Longzi region in

southern Tibet

为以岩浆水为主的混合水�属沉积－叠加改造型矿
床”的成因观点．
（3）将藏南金锑矿床类型划分为喷流－沉积型、

喷（浊）流－沉积－改造型（包括卡林型、浊积岩型）、
浅成低温热液型（包括低硫浅成热液型、碱性杂岩
型、热泉型）�组成与被动大陆边缘裂陷（谷）喷（浊）
流－沉积－改造有关的 Au－As－Sb、W－Sb－
Au－As、Au－Sb、Sb 矿床系列�以及与火山－次火
山岩有关的浅成低温热液型 Au、Hg－Sb、Au－Ag、
Cu－Au、Cu－Pb－Zn矿床系列．

（4）提出了“晚三叠世－早白垩世的一套喷流或
浊流灰黑色碳硅泥岩系、同造山期的韧脆性剪切及
拆离构造叠加改造、中新世基－中基性浅成超浅成
脉岩（包括碱性杂岩）发育”的“三位一体”的找矿模
式．并认为东西向深大断裂与南北向构造交汇并夹
持变质核杂岩的部位是寻找金锑矿床的有利地区；

（下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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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S／m．由于上述系列产物的合成条件与掺杂剂
均相同�因此纳米 Fe3O4的存在是电导率下降的主
要因素．笔者认为由于 Fe3O4分布在聚苯胺基质之
中�其含量的增加必然引起聚苯胺分子链的连续性
下降�从而导致导电性降低；另外 Fe 能与聚苯胺链
中的 N 形成配位键�降低聚苯胺的掺杂程度�也导
致复合物电性能的下降．复合物的比饱和磁化强度
σs则随着 Fe3O4含量的增加由6．14A·m2／kg 增加
到18．11A·m2／kg�说明纳米 Fe3O4对复合物的磁
性起决定作用�同时纳米粒子影响了复合物的矫顽
力�其矫顽力在0．52～0．73A／m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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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向生长断裂与南北向断陷构造交汇部位是寻找

锑多金属矿床的有利区段．据此指导藏南的地质找
矿工作�效果显著：①2001年在措美县预测区内发
现了具大型找矿前景的车穷卓布锑矿�经7个地表
工程及4条物探剖面控制�矿带长2．8km�宽1．2～
7．9m�平均5．15m；锑品位平均为4．12％�锑资源
量可达16×104 t（地调局已认定）．同时还发现了勇
日、壤拉等中型锑矿点．②2001年在隆子县预测区
内发现了具中－大型找矿前景的查拉普金矿�矿带
长大于3km�宽6～9m�金最高品位46．1g／t�平均

品位8．8g／t�其金资源量在10t 左右�2002－2003
年该点已连续2年被列入国家资源补偿费项目．③
经过重新认识�2002年在措美县预测区内前人工作
过的矿点上�发现了具较好找矿前景的哲古金矿床�
经10条物探剖面及5个地表工程控制�矿带长近
3km�宽5～6．13m�金品位在1．0～14．1g／t 之间．
④2002年在江孜县预测区内发现了具中型找矿前
景的乌拉堆金（锑）矿点�经10条物探剖面及2个地
表工程控制�矿带长1．5km�宽5～15m�金品位为
0．17～9．01g／t�锑品位为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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