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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查拉普岩金矿床是藏南著名的北喜马拉雅构造带中新发现的第一个也是最大一个岩金矿床 , 是西藏境内迄今为止

报道的首个卡林型金矿床.但它的发现只是藏南岩金找矿突破的前奏 ,随着勘查研究工作的深入 ,北喜马拉雅构造带在岩

金或以岩金为主的金锑找矿方面将会取得重大突破.首次系统介绍查拉普岩金矿床成矿环境 、成矿特征的同时 , 对其成矿

时代提出约束 ,得出该类型金矿最终成矿作用与藏南大规模拆离系的形成和演化密切相关 ,也显示北喜马拉雅与冈底斯斑岩

铜矿带在晚新生代成矿方面具有某种成因联系 ,为该区进一步的岩金找矿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 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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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a lapu gold deposit , situa ted in the no rthe rn H imalayas , is the la rgest ha rdrock gold deposit w hich happens to be

the very first one found in southe rn T ibet. I t is also the fir st Carlin-type gold depo sit repo rted so far . Its discove ry is the be-

g inning o f finding ha rdrock go ld deposit in southe rn Tibe t , and there will be many breakthroughs in ha rdrock go ld and anti-

mony depo sits pr ospecting in the no r thern Himalayas w ith further w ork. This pape r introduce s the me tallo genic backg round

and 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 ages re striction o f the go ld deposit. We conclude the mineralization o f the gold depo sit is

rela ted to the southern T ibet detachment fo rming and evolvement , and the o re-fo rming is r elated be tween the nor thern Hi-

malayas and the Gangdise porphy ry copper belt in Late Ceno zoic. This disco ver y is of g rea t significance both in theo ry and

practice for finding ha rdrock go ld deposits in the reg ion.

Key words:southern Tibe t;the no r thern H imalayas;Chalapu ha rdrock go ld deposit;the Ca rlin-ty pe;age restric tion.

0　引言

西藏南部著名的喜马拉雅构造带 ,特别是北喜

马拉雅构造带 ,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广大学者研究

与关注的热点地区 ,并在拆离构造 、变质核杂岩 、矿

床成因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陈智梁和刘宇

平 , 1996;尹安 , 2001;周志广等 , 2004;万晓樵等 ,

2005;聂凤军等 ,2005;杨竹森等 ,2006).该区广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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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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印 -亚两大板块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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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南北向的新生代断陷盆地 、强烈的地下热液活动

以及与深层拆离作用有关的变质核杂岩 ,显示了良

好的找矿前景.

图 1　藏南区域构造格架及矿床(点)分布图(郑有业等 , 2004)

Fig. 1 Tectonic map o f the southern Tibe t ,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g o ld deposits (spo ts)

　　在藏西的马攸木地区砂金 、岩金找矿已取得重

大进展(多吉等 ,2003),而藏南地区砂金遍布 ,古代

即有大量开采砂金的记载. 解放后广大地质工作者

在藏南先后发现了 40多个砂金矿(化)点 ,但不成规

模;而岩金找矿方面更是进展不大 ,虽然发现了马扎

拉 、姜仓 、春门达等金矿(化)点 ,但是“只见星星 、不

见月亮”. 1999—2002 年笔者对藏南地区的遥感及

化探异常结构特征 、成矿背景 、成矿条件 、成矿规律

以及成矿机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提出了“晚三

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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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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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认识 ,先后指导发现了措美县

车穷卓布 、勇日 、壤拉锑矿床 ,隆子县查拉普金矿床 ,

江孜县乌拉堆金(锑)矿床等 ,使该区的找矿工作取

得重大进展(郑有业等 ,2004).特别是查拉普金矿床

经过国家 4年多的投资勘查 ,现己成为藏南地区第

一个 、也是最大一个大型岩金矿床 ,受到多方的关注

和重视 ,自此拉开了在藏南地区寻找岩金矿床的序

幕.本文在首次系统介绍查拉普金矿床地质特征的

同时 ,系统论述了其发现过程及成矿时代 ,对藏南地

区岩金找矿的进一步突破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具有

深远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1　区域地质背景

查拉普金矿床位于西藏隆子县北西约 10 km

处 ,属喜马拉雅山北麓.大地构造位于喜马拉雅板片

之次级构造单元 ———北喜马拉雅构造带. 其区域构

造格架见图 1.拉孜 - 邛多江断裂是藏南多岛弧盆

系中的一个深大断裂 ,是与雅江缝合带大致平行的

又一条重要缝合带.藏南以此为界晚三叠世产生了

两种不同类型的古大陆边缘———康马 -隆子被动大

陆边缘与仲巴 -曲松活动大陆边缘 ,并伴生甲当蛇

绿混杂堆积 ,使整个藏南地区经历了由泛大陆→大

陆裂谷→统一的被动大陆边缘的变化过程. 在此大

的构造背景下 ,以 NWW 向的拉孜 - 邛多江缝合带

(北)、近 EW 向的绒布生长断层和洛扎生长断层

(南)、近 SN向的勒金康桑断裂带(西)和洞嘎(伸展

走滑)断裂带(东)围限 ,构成了羊卓雍错 -哲古错 -

拿日雍错深海断陷盆地 ,并在晚三叠世 —早侏罗世

沉积了一套陆源浊积岩 、中基性火山岩及浊流间隙

期的碳泥质岩石 ,并伴有明显的火山岩浆活动及热

水沉积作用 ,形成了一套含 Au 、Sb 、As 、W 、Bi等元

素的含矿建造 ,而在近 SN 向构造与拉孜 - 邛多江

结合带的交叉部位产生了然巴变质核杂岩与也拉香

波变质核杂岩.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前震旦系亚

堆扎拉岩群 、古生界曲德贡岩群 、三叠系及第四系.

亚堆扎拉岩群和曲德贡岩群构成也拉香波变质核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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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其中 ,前震旦系亚堆扎拉岩群主要岩性为一套老

的片麻岩夹大理岩 、变粒岩系.古生界曲德贡岩群主

要岩性为一套片岩及变粒岩系. 曲德贡岩群与下覆

前震旦系片麻岩和上覆上三叠统砂板岩均为剥离断

层接触 ,故属缺底无顶的滑脱构造岩片 ,出露总厚约

1 535 m.三叠系仅出露上统郞杰学群 、涅如群地层 ,

前者为活动陆缘泥质建造 ,后者为一套黑色陆缘碎

屑岩建造.除此之外 ,区内分布的燕山期 -喜山期脉

岩种类繁多 ,从基性 -中性- 酸性均有分布. 主要岩

石类型有辉绿(玢)岩 、闪长玢岩 、辉石闪长岩 、闪长

岩 、花岗斑岩等 ,尤以辉绿(玢)岩脉分布最广 ,其走

向为近东西向 ,产状陡立 ,出露宽度 20 ～ 50 m ,且多

分布于近东西向构造带内或其旁侧.据区域资料 ,该

区的辉绿(玢)岩中 Au平均含量为 8×10 -9 ,最高为

44×10
- 9
,高出区域背景值 5 ～ 29倍 ,岩石中 Au 的

高背景为金矿的形成提供了物源.

图 2　西藏隆子县查拉普金矿床地质简图

Fig . 2 Simplified geolo gical map of the Chalapu gold depo sit in Lhunze County , southern Tibe t

1.细砂质板岩夹碳质板岩;2.碳质板岩夹细砂质板岩;3.细砂质板岩夹碳质板岩 、细砂岩;4. 细晶岩脉;5.辉长辉绿岩脉;6.闪长玢岩脉;

7.产状;8.金矿带(体)及编号;9.地质界线

2　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含矿岩系为上三叠统涅如群的一套次深

海- 深海环境碎屑复理石建造. 岩性主要为褐色斑

点状细砂质板岩 、灰黑色碳质板岩及泥质板岩 、粉砂

质板岩 、变质粉砂岩等 ,为一套黑色岩系 ,可进一步

划分为多个岩性段. 受到一定的变质作用影响 ,板理

面发育.黑色岩系 Au的丰度值较高 ,据区域资料其

平均值为 1. 008×10- 9 ,极大值为 3. 6×10- 9 ,且离

散性好 ,与 A u密切相关的 A s 、Sb 、A s 、Hg 、W 、A g 、

Cu 、Cd等元素富集.杜光树等(1993)认为该黑色岩

系是金的主要“矿源层”之一. 矿区广泛发育的辉长

辉绿岩脉 、闪长玢岩脉等宽一般为 15 ～ 27 m ,小者

2 m ,或顺层侵入板岩 、或近直立侵入板岩 、变质砂

岩中 ,并与地层同步变形 、变质.在实测地质 - 化探

综合剖面上 ,对应脉岩处 Au 、Ag 、As 、Sb 值未见明

显升高 ,其与矿化有无密切关系有待进一步证实 ,但

矿体发育的地区中基性脉岩也很发育确是不争的事

实 ,并成为寻找该类型金矿的重要标志之一.

2. 1　矿体(带)特征

矿带主要产于涅如群碳质板岩和砂质板岩等层

间构造破碎带中 ,受拆离及层间破碎构造控制.矿带

产状与岩层产状基本一致 ,呈似层状 、鞍状产出. 查

拉普金矿区共发现 8 条矿带(图 2),经对其中部分

矿带进行钻探工程控制 ,矿带被分解为多条金矿体 ,

如Ⅰ 、Ⅱ、Ⅴ、Ⅶ 号矿带就被分解为 2条 、6条 、2条 、2

条金矿体;受工作程度限制 、其他矿带目前只发现 1

条金矿体. 矿区目前共发现 14条金矿体. 其中规模

最大 、储量最多 、控制程度最高的是 Ⅱ号矿带 ,其储

量占总储量的一半以上. 以下仅就主要矿带或主要

矿体特征进行分述.

2. 1. 1　Ⅰ号金矿带　位于碳质板岩层间破碎带中 ,

长 1 450 m ,宽 3 ～ 10 m ,走向近东西 ,倾向北 ,倾角

54°～ 76°. 它主要由黄铁矿化 、毒砂化 、硅化碎裂碳

质板岩和砂质板岩 ,毒砂化 、硅化 、绢云母化闪长玢

岩 ,黄铁矿化 、毒砂化构造角砾岩 ,石英脉及硅化构

造角砾岩组成.带内赋存 Ⅰ - 1 、Ⅰ - 2金矿体. 其中

Ⅰ - 1金矿体长大于 500 m ,厚 2. 38 ～ 2. 96 m ,走向

92°, 倾向 NNE , 倾角 28°. 矿体品位为(1.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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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3)×10
- 6
.金矿化与毒砂化 、硅化呈正相关关系.

2. 1. 2　Ⅱ号金矿带　位于Ⅰ号矿带南部 ,其西段与

Ⅰ号矿化带呈近平行展布 ,东段向北偏移 ,呈 N EE

向分布于碳质板岩夹斑点状细砂质板岩地层中 ,矿

化带长 2 100 m ,宽 3. 0 ～ 12. 0 m ,经钻探工程控制

被分解为 Ⅱ - 1 ～ Ⅱ - 7矿体.

Ⅱ - 1矿体为矿区内规模最大的一个矿体 ,长

1 510. 0 m ,厚度变化于 1. 5 ～ 24. 0 m , 平均厚

4. 50 m ,呈似层状 ,西段走向 77°,倾向 NNW ,主体

倾角为 20°～ 52°(深部 80. 0 m 以下 , 倾角 60°～

68°),东段走向 68°,倾向 NNW ,倾角 25°～ 35°,向深

部倾角变大并倒转 ,已控制斜深 210. 0 ～ 265. 0 m ,

主要由黄铁矿化 、毒砂化 、硅化碎裂板岩(碳质 、砂

质)、硅化构造角砾岩 、黄铁矿化绢云母化硅质脉等

组成 ,地表易氧化. 矿石金品位为(1. 03 ～ 12. 7)×

10- 6 ,高者达46. 1×10- 6(含明金硅质脉),平均品位

4. 53×10- 6 ,总体看中间部位有较厚大的高品位硅

质脉.根据物 、化探资料 ,矿体长有可能达 1 870 m.

Ⅱ - 6金矿体地表未出露 ,推测长 200. 0 m ,平

均厚度 2. 6 m ,控制斜深200. 0 ～ 335. 0 m ,产状倾向

北 ,倾角 35°. 矿体由毒砂化黄铁矿化构造角砾岩 、

毒砂化黄铁矿化砂质板岩构成 ,平均品位 3. 32 ×

10- 6 . 其他矿体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2. 1. 3　Ⅲ号金矿带　长 1 500 m ,宽 2 ～ 5. 0 m. 目

前只发现了Ⅲ - 1金矿体 ,地表规模较小 ,长 152 m ,

厚 1. 55 m ,似层状 ,走向 98°,倾向 SSW ,倾角 43°.

矿化较差 ,矿石品位为(1. 17 ～ 1. 86)×10- 6 ,主要由

硅化构造角砾岩 、毒砂化碎裂板岩(砂质 、碳质)、毒

砂化闪长玢岩等组成.

2. 1. 4　Ⅴ号金矿带　长 1 000. 0 m ,宽 2. 5 m .目前

发现Ⅴ- 1 、Ⅴ - 2金矿体.其中Ⅴ - 1金矿体分布在

Ⅴ号矿化带西段 ,长 250 m ,厚 0. 90 ～ 3. 94 m ,似层

状 ,走向 90°,倾向北 ,倾角 30°.矿石由硅化构造角

砾岩 、毒砂化 、硅化砂质及碳质板岩等组成. 品位为

(1. 02 ～ 5. 66)×10 -6 .

2. 1. 5　Ⅶ 号金矿带　位于矿区北东部 ,由于第四系

坡积物堆积较厚 ,只控制该矿带长 800. 0 m ,产状

70°∠60°,向外仍有延伸 ,宽度在 1. 2 ～ 7. 0 m 以上 ,

为查拉普金矿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含明金石英

脉型金矿带.目前在该矿带中发现 Ⅶ - 1 、Ⅶ - 2 号

金矿体 ,产于构造破碎带中 ,由含金石英脉 、毒砂化

强褐铁矿化蚀变碎裂变质砂岩构成.石英脉内见有

黄铁矿 、方铅矿 、闪锌矿 、黄铜矿 、自然金 ,自然金粒

径 0. 1 ～ 1. 0 mm. 此矿体可能是冲沟以西大片古砂

金采区的物源区.

Ⅶ - 1号矿体控制长 240 m ,平均厚 0. 99 m ,平

均品位 9. 94 g / t;Ⅶ - 2号矿体控制长度 400 m ,平

均厚度 1. 5 m ,且有向 NEE 方向延伸 、向深部变厚

的趋势 ,金品位 1. 48×10 - 6 ～ 90. 2 ×10- 6 , 平均

14. 14×10- 6 , 可见矿化极不均匀. 另外 , Ⅶ - 1 、

Ⅶ - 2号矿体在深部相连的可能性非常大 ,且 Ⅶ - 1

号矿体最高处高程 4 832 m ,最低处高程 4 580 m ,说

明该矿体倾向上已自然延深 252 m ,推测矿体延深

可达 300 ～ 400 m.

2. 2　矿石特征

2. 2. 1　矿石类型　依据组成矿体的矿石自然类型 ,

主要分为 3种 ,即含金蚀变岩型(包括毒砂化碎裂板

岩 、黄铁矿化毒砂化硅化碎裂砂板岩等)、含金硅化

构造角砾岩型 、含金石英脉型 ,以前两者(尤其前者)

为主 ,后者仅在 Ⅶ 号矿带和其他矿体膨大处有分布.

2. 2. 2　物质成分　组成矿石的金属矿物主要为毒

砂 ,次为黄铁矿(氧化带中为褐铁矿)、辉锑矿 ,局部

有少量闪锌矿 、黄铜矿 、偶见明金.黄铁矿有 2 个世

代:第一世代为同沉积草莓状黄铁矿 ,呈星散状分

布 ,自形 -半自形粒状 ,粒径一般0. 01 ～ 0. 5 mm ,个

别 0. 5 ～ 5 mm ,含量小于 1%～ 3%;第二世代黄铁

矿为热液期自形粒状 ,常包裹第一世代黄铁矿.毒砂

呈星点状分布 , 自形 - 半自形粒状 , 粒径 0. 01 ～

0. 5 mm ,少许 0. 5 ～ 4 mm ,含量小于 1%～ 5%.

脉石矿物有石英 、长石 、绢云母 、少量石墨 、绿泥

石 、方解石等.其中石英为热液成矿作用形成的重要

载金矿物;绿泥石 、方解石为热液成矿作用形成的矿

物.石英可分为 2个世代:第一世代石英半自形 -他

形粒状 ,0. 01 ～ 0. 1 mm ,第二世代石英自形- 半自形

粒状 ,大小一般 0. 1 ～ 3. 0 mm ,呈脉状 、枝状集合 ,含

量1%～ 85%.可见明金产于第二世代石英颗粒之间

和石英脉裂隙面 ,他形粒状 ,大小一般均为 0. 1 mm×

0. 4mm ,最大为 0. 4 mm×0. 6 mm;长石以斜长石为

主 ,粒径一般 0. 1 ～ 0. 25 mm ,为砂岩碎屑 ,多为绢云

母交代 ,含量少;绢云母呈片状 ,定向排列 ,含量5%～

10%;石墨呈鳞片状 ,片直径 0. 01 ～ 0. 2 mm ,其集合

体部分呈细脉状分布 ,切过石英脉 ,部分呈毒砂假象

产出 ,显示其生成较晚 ,含量不等;方解石呈他形粒

状 ,0. 01 ～ 0. 05mm ,填隙状分布 ,含量不等.

从Ⅰ - 1 、Ⅱ - 1 、Ⅴ - 1矿体矿石主要元素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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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查拉普金矿床石英脉 ESR 测年结果

Table 1 ES R dating of quar tz vein in the Chalapu go ld deposit

序号 样号 岩性 矿物 顺磁中心浓度(1015 sp /g) 铀含量(μg /g) 年龄(Ma)

1 C LP - 14 石英脉 石英 0. 135 1. 89 14. 3±1. 4

2 C LP - 15 石英脉 石英 0. 142 1. 89 15. 0±1. 5

3 C LP - 16 石英脉 石英 0. 140 1. 69 16. 9±1. 6

测试者:成都理工大学核工系梁兴中,测试时间 2006年 6月.

均化学成分来看:SiO2 为 73. 28%、A l2O3 为

10. 76%、Au 为 3. 54 g / t 、TFe 为 2. 92%、Ag 为

0. 85 g / t 、C为 0. 52%、As 为 0. 41%、Sb为 0. 85%、

Na2O为1. 24%、MgO为 0. 40%、WO 3 为 0. 12%,其

余金属元素含量很低;金属元素组合以 Au 、Fe、Ag 、

As 、Sb为主 ,同时 C含量也较高 ,属较难选冶矿石.

2. 2. 3　矿石组构　矿石构造主要有角砾状 、浸染

状 、细脉状 、网脉状 、梳状 、晶族晶洞等构造. 矿石结

构主要为粒状 、柱状结构及草莓结构 、包含结构 、纤

维粒状结构等. 其中 ,角砾状构造:角砾为灰黑色碳质

板岩及脉状石英 ,胶结物为石英 、碳酸盐及粘土矿物.

浸染状构造:黄铁矿 、毒砂呈稀疏浸染状分布.脉状-

网脉状构造:由金属矿物沿裂隙节理 、劈理充填而成.

2. 3　金的赋存状态

矿石中金的赋存状态有 2种:(1)金矿物粒度极

细 ,其中不可见金占 97%～ 99%,呈显微包体状态

存在于黄铁矿 、毒砂中 ,放大 1 000倍仍不能发现独

立金矿物.(2)显微可见金仅在局部含金石英脉中呈

自然金产出 ,不规则粒状 、片状 ,粒度 0. 1 ～ 0. 4 mm ,

个别 0. 4 ～ 0. 6 mm.另外在硅化毒砂化的砂质板岩

中 ,金以 0. 005mm(5μm)的他形颗粒赋存于石英中.

2. 4　蚀变与矿化

查拉普金矿主要蚀变类型有黄铁矿化 、毒砂化 、

硅化 ,次为绢云母化 、高岭土化 、绿泥石化 ,碳酸盐化

表现不明显.其中与矿化关系密切的是硅化 、毒砂矿

化及黄铁矿化 ,主要分布于构造破碎作用较强的地

段.另外 ,除含金石英脉型矿体外 ,矿体与围岩界线

均呈渐变过渡关系 ,完全靠样品结果来圈定 ,野外标

志不明显 ,应属卡林型金矿床.

3　成矿时代

金矿成矿时代的准确测定是矿床成因研究的关

键问题之一.为厘定查拉普金矿床的成矿时代 ,本次

研究将采用与成矿密切相关的石英脉进行热活化

ESR定年.本次所测样品均采自同一矿体 、同一成矿

阶段(主成矿阶段)的不同空间位置 ,保证了分析结果

的代表性和所得年龄的有效性.对 3个样品的石英热

活化 ESR测年结果见表 1.由此可知其成矿的平均年

龄为 15. 4 Ma.这与郑有业等①(2003)对该矿床含明

金硅化脉进行的 ESR测年结果(17. 1 Ma)相接近.

①郑有业 ,范文玉 ,张晓保 ,等 , 2003.西藏江孜———隆子金、锑多金属
成矿带资源调查评价报告.西藏地调院.

　　高洪学等(1996)认为在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碰

撞后的陆内调整阶段 ,北喜马拉雅淡色花岗岩浆生

成和侵位与地壳伸展 、深部物质上隆和多层次滑脱

剥离作用相关联.李德威等(2003)认为拉轨岗日变

质核杂岩是热隆伸展的结果. Debon et al .(1986)对

洛扎地区糜棱岩化花岗岩的全岩 Rb-S r测年结果为

15. 8 M a 、15. 1 M a.张金阳(2003)认为藏南变质核

杂岩内出露的淡色花岗岩体形成于挤压体制与伸展

体制转换后的最初伸展阶段 ,岩石为壳源 S 型花岗

岩 ,其岩浆来源于 MCT 上部基底副变质岩的部分

熔融 ,其生成与构造体制转换时的降压作用密切相

关.由此可以看出查拉普金矿床的最终形成时代与

北喜马拉雅变质核杂岩中淡色花岗岩的结晶年龄相

当 ,反映该类型金矿最终成矿作用与藏南大规模拆

离系的形成和演化密切相关 ,也与冈底斯斑岩铜矿

形成于陆内造山向伸展走滑转换的时代相吻合(郑

有业等 ,2004),显示北喜马拉雅与冈底斯成矿带在

晚新生代成矿方面具有某种成因联系.

4　矿床发现过程

1990 —1991 年 , 西藏地矿局区调大队开展

1∶20万加查幅水系沉积物及溪流重砂测量 ,圈定了

熊曲 、米穷朗 、查拉普 、宗许 、洗贡 、江绕 、冷达 、昂康

等地区以 Au 、As 、Sb 、W 等为主的水系沉积物异常

及众多的砂金异常 ,并对其中主要异常进行了三级

查证.

1992 —1995 年 , 陕西地矿局区调队开展了

1∶20万加查幅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初步建立了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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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构造格架 ,并对区内的砂金矿(化)点作了少

量的踏勘检查工作.

2000 —2002年 ,笔者主持的“西藏江孜 - 隆子

金 、锑多金属成矿带资源调查评价”项目在江孜—隆

子一带开展金锑多金属调查评价工作. 提出中新世

由陆内造山向伸展走滑转换的背景下 ,在近 SN 向

构造与拉孜-邛多江结合带的交叉部位产生了然巴

变质核杂岩与邛多江变质核杂岩 ,并伴随着中基性

火山岩浆活动 、区域动力热流变质作用及多层次伸

展剥离作用 ,为成矿提供了物质 、热液及热动力 ,使

上三叠统—下侏罗统含矿建造中的矿质进一步活

化 、转移 ,并在断陷盆岭耦合地带(盆地四周)与变质

核杂岩周围拆离断层叠加区域的负压部位成矿(郑

有业等
②
,2001;郑有业等 , 2004). 即羊卓雍错 - 哲

古错断陷盆地四周 ,围绕着也拉香波变质核杂岩 、然

巴变质核杂岩与康马变质核杂岩周缘地区是藏南金

锑成矿的关键部位. 上三叠统 —下侏罗统的一套深

色浅变质岩系(浊积岩)、中- 基性超浅成脉岩发育 、

脆- 韧脆性构造叠加的“三位一体” ,是本区岩金矿

重要的找矿标志.

②郑有业 ,赵永鑫 ,王苹 ,等 , 2001.西藏措美县马扎拉金锑矿控矿因
素与成矿规律研究报告.西藏第二地质大队.

　　2001年初根据上述找矿认识 ,在系统分析藏南

1∶20万加查幅区域化探资料时 ,发现也拉香波变

质核杂岩 SE方向与 Au 元素有关的水系沉积物异

常发育 ,异常元素组合复杂 ,面积大 ,衬度高 ,形态较

规整 ,浓集中心明显 ,异常内各元素套合较好. 众所

周知 ,异常的空间结构是成矿环境 、深部构造等在化

探异常上的反映.经进一步分析 Au 异常的空间结

构 ,惊奇地发现在米穷朗 、查拉普 、宗许 、洗贡 、江绕 、

冷达等地区异常呈 NE 向串珠状排布(图 3),同时

还存在一个 NW向串珠状排布的异常带 ,并在查拉

普一带交汇 ,说明这些串珠状分布的异常 ,特别是交

汇部位的查拉普异常有很好的找矿前景. 经对这些

异常的元素组合进行研究 ,发现惊人的相似 , 均为

Au 、As 、Sb加 /或W 组合 ,且套合良好 ,如查拉普异

常(图 4).遂决定对 1∶20万查拉普 、宗许 、洗贡等

Au异常进行三检查证(下面只讨论查拉普异常).

2001年 5—8月 ,通过查证证实查拉普异常的

真实存在 ,并分解为多个子异常(图 5). 子异常仍以

Au 、A s 、Sb为主 ,伴有 Cu 、Zn 、Ag 元素组合.并在南

侧组成了一个东西向带状分布 ,长 15 km ,宽 1. 5 ～

4. 0 km ,最高值为 2 700×10
- 9
,另有 206 ×10

- 9
、

图 3　藏南加查 - 隆子县一带 1∶20 万水系沉积物异

常图(据西藏化探数据库成图)

Fig. 3 Distribution of 1∶200 000 stream sediment a-

nomalies in Lhodak County and Lhunze County ,

southern T ibe t

490×10- 9高值点的大规模异常带 ,且与 1∶20万原

异常相比形态也发生了较大改变.

2001年 8 —11月间 ,笔者 4次派项目组到查拉

普异常区寻找异常源. 但由于该类型金矿找矿标志

不明显 ,矿体与围岩没有明显界线等原因 , 1次道路

被毁未达目的地 、2次无功而返 、第 4次项目组在异

常西南段才发现了含金硅化角砾岩带 ,宽9. 4m , Au

最高品位 46. 1×10- 6 ,其位置与异常的高值区相对

应.自此一个重要的 Au 异常源被发现.

2002年项目组在已发现的含金硅化角砾岩带

两侧 、按 400 m 间距 、20 m 点距对异常进行地质 -

地球化学土壤剖面测量控制. 通过该项工作 ,进一步

缩小了异常范围.通过地表工程对土壤剖面异常进

行验证 ,结果剖面上的高值点与矿体对应性较好 ,连

续发现了查拉普矿区 Ⅰ 、Ⅱ、Ⅲ 、Ⅳ、Ⅴ号等金矿带.

2003—2005年项目组仍采用地质- 地球化学剖

面测量指导地表及钻探工程控制 ,相继扩大了Ⅱ- 1

矿体规模 ,并新发现了 Ⅶ - 1 、Ⅷ - 1等矿体 ,找矿取得

较大突破.另外也说明在成矿环境分析的基础上 ,通

过化探指导藏南该类型的找矿工作效果明显.

5　勘查新进展

查拉普矿区平均海拔 4 700 m 左右 , 经过

2001 —2005年的预查 、普查工作 , 施工钻孔共 29

个 ,进尺 4 900 m ,先后发现及圈出了 14个 A u 矿

体 ,已控制 333+3 341金资源量 14. 28 t ,平均品位

3. 90×10 -6 ,其中 333金资源量 5. 29 t.考虑到目前

勘查范围只是长15km 、宽1. 5 ～ 4. 0km的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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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藏南隆子县查拉普 1∶20 万水系沉积物异常平面图(据西藏化探数据库成图)

Fig. 4 Distribution of 1∶200 000 stream sediment anomalies in the Chalapu depo sit , Lhunze County , Tibe t

图 5　藏南隆子县查拉普一带 1∶5万水系沉积物异常平面图

F ig . 5 Distribution of 1∶50 000 str eam sediment anomalie s in the Chalapu depo sit , Lhunze County , T ibe t

异常带中的一小部分(图 5),预计沿异常向外围 、特

别是向东找矿仍会有较大发现 ,随着勘查工作的拓

展 ,查拉普金矿床 333 +3 341 资源量应在 20 t 以

上.从而也显示出邛多江成矿远景区有寻找大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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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型岩金矿床的巨大潜力.

6　结论

(1)查拉普金矿床的容矿围岩变质程度浅 ,只达

板岩级.矿体产于角砾岩化 、碎裂岩化 、硅化含碳质

泥质岩石 、砂质岩石 、硅质岩石中 ,并受拆离及层间

破碎构造控制. 矿带产状与岩层产状基本一致 ,大多

数矿体与围岩界线呈渐变过渡关系 ,完全靠样品结

果来圈定 ,标志不明显. 矿物共生组合主要为毒砂 、

黄铁矿 、辉锑矿 ,局部有少量闪锌矿 、黄铜矿 ,偶见明

金.主要蚀变类型有黄铁矿化 、毒砂化 、硅化 ,次为绢

云母化 、高岭土化 、绿泥石化 、碳酸盐化 ,均显示中低

温成矿作用特点.除含金石英脉型矿体外 ,金矿物及

载金矿物呈极细粒 、超极细粒结构特点 ,其中不可见

金占 97%～ 99%,呈显微包体状态存在于黄铁矿 、

毒砂中 ,放大 1 000倍仍不能发现独立金矿物. 矿石

呈浸染状构造 ,元素组合 As 、Sb 、Ag 等含量高 ,围

岩中出现异常 ,与美国的卡林型金矿床以及我国黔

西南 、桂东北的卡林型金矿床特点相吻合.

(2)查拉普金矿床的最终成矿时代与北喜马拉雅

变质核杂岩中淡色花岗岩的结晶年龄相当 ,反映该类

型金矿最终成矿作用与藏南大规模拆离系的形成和

演化密切相关 ,也与冈底斯斑岩铜矿形成于陆内造山

向伸展走滑转换的时代相吻合 ,显示北喜马拉雅与冈

底斯在晚新生代成矿方面具有某种成因联系.

(3)藏南邛多江一带的含矿岩系为上三叠统涅

如群的一套含 Au 、Sb 、As 、Hg 、W 、Zn等成矿元素的

热水沉积和浊流沉积岩黑色岩系 ,其中发育碳硅泥

岩和基性火山岩 ,为该区后期成矿提供了矿质来源.

与变质核杂岩相关的拆离作用及中基性脉岩的侵位

为矿质富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 A u元素为主 、伴生

As 、Sb等元素异常的集中分布 ,显示出也拉香波变

质核杂岩周缘是岩金成矿的最佳地段 ,是寻找岩金

或以岩金为主的金锑矿床的最有利远景区.查拉普金

矿床的发现只是藏南岩金找矿突破的前奏 ,藏南不久

的明天在寻找喷(浊)流 - 沉积 - 改造型(包括卡林

型 、浊积岩型)金锑矿床方面将会取得重大突破.

致谢:项目组齐立平 、范文玉 、张晓保 、严军等同

志作了大量的野外地质工作 ,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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