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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矿地质背景 

西藏墨竹工卡县甲玛铜多金属矿床构造上位于冈底斯火山－岩浆弧东段，是最具代表性的世界级特大

型多金属矿床。矿床内主要出露下白垩统林布宗组沙板岩和上侏罗统多底沟组灰岩，矿区岩浆岩主要呈脉

岩产出，岩石类型包括花岗斑岩、黑云母二长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石英闪长玢岩、闪长玢岩、闪长

岩、闪斜煌斑岩、角闪辉绿（玢）岩、石英辉长岩等，由于矿区岩浆活动频繁,成矿前后岩脉均很发育。矿

化发生于岩体与上侏罗统多底沟组接触带附近，以及岩浆热液导通的多底沟组和林布宗组界线的层间破碎

带，矿体在平面上呈北西西走向，倾向北北东，矿体总体上隐伏－半隐伏，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矿

体在走向上长3 400 m，沿倾向方向延伸超过2 000 m。主要矿体类型为矽卡－角岩型矿体，主要成矿元素

为Cu、Mo、Au、Ag、Pb、Zn。 

2  成矿元素比值分析 

本文以矽卡岩为研究对象，根据勘探完成的167个钻孔的成矿元素化学分析结果，进行主要成矿元素

的比值分析。 

根据各钻孔中矽卡岩型矿体内成矿元素的平均品位，结合各元素的相关性做比值图，用来解释矿床的

成因和成矿流体的运移方向问题。对于Au/Cu比值分带图，比值较大的区域主要为矿区的西北部牛马塘地

区，该区的ZK4702矿体段中，金的品位十分高，为4.15 g/t。铜的品位相对较低，为0.02 %，且附近的钻孔

都呈现类似的现象。推测其为晚期浅成低温热液成因的独立金矿体（郑文宝等，待刊）。在矿区西南ZK3101

号钻孔中出现Cu、Au矿体伴生现象。而在（Pb+Zn）/Cu比值分带图中，铅锌主要分布在矿区西南的近地

表处，沿矿体的倾向SW－NE方向存在Pb+Zn矿化的弱化，以及Cu矿化的增强，其矿石组合主要为方铅矿+

闪锌矿+（斑铜矿+黄铜矿）。在Zn /Pb元素比值分带图中，铅锌的矿化富集规律高度一致，都是在矿头部分

富集，位于矿区南西的铅山附近矿区内。在Mo/Cu元素比值分带图中，Mo/Cu其高值主要富集在矿区的北

东方向，表明近岩体接触带和隐伏含矿斑岩就在这附近。尤其以钻孔ZK1616附近矿化最为强烈，连续圈定

铜钼矿体厚度达252.2 m，Cu平均品位达0.75%， 当量铜平均品位达1.90%；Mo元素矿化强度仅次于Cu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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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主要位于矿区NE方向，矿化富集中心与Cu元素基本一致，矿化最强部位是钻孔ZK1616附近，连续圈

定钼矿体厚度为252.2 m，全孔Mo平均品位0.10%。成矿元素的平面分带由SW向NE总体表现为（郑文宝等,

待刊）： Pb+Zn（Au+Ag）→Pb+Zn（Cu+Au+Ag）→Cu（Mo+Au+Ag）→Cu+Mo（+Au+Ag）→Mo从地

表、浅地表到深部，矿化由铅锌矿化向铜钼矿化、钼矿化变化规律明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与岩浆作用有

关的成矿元素分带、矿石矿物分带；反映了从远离成矿中心至矿化中心形成低温至高温的元素组合、矿物

组合演化规律。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属于典型的斑岩-矽卡岩型矿床（唐菊兴等，待刊）。该区ZK3203矿体段有斑岩型铜

钼矿体产出，且通过对矿区Mo/Cu元素比值的特征研究发现，沿矿体倾向NNE方向铜矿化逐渐减弱，钼矿

化逐渐增强，且以ZK026钼矿化为中心钼矿化最为强烈，钼平均品位已达0.08%，显示了在矿区NE部则古

朗地区深部寻找的斑岩型矿床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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