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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吉如斑岩铜矿床的发现过程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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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吉如斑岩铜矿是在=?;?!=??=年开展=@:"万日喀则幅区域化探成果图上发现了“弱小”铜异常，后来

通过对原始化探数据进行重新处理及成矿背景、成矿环境分析发现的斑岩铜矿床。这是一个“弱小”异常找矿的范

例。作者在首次系统介绍了该矿床特征、发现过程及勘查新进展的同时，客观展示了异常筛选及成矿预测研究的思

考过程，对于启迪人们对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化探数据进行二次开发，从原有的大量异常、特别是“弱小”异常中筛选

出最可能与矿化有关的异常，并提高查证的见矿比率等方面具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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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十几年来的找矿实践中，特别是在找金矿

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而区域化探异常在其中起到了

关键性的导向作用（任天祥等，=??;；朱裕生等，!"""；

谢学锦，!""=）。在区域化探工作中，人们筛选和评价

异常的主要依据是异常本身的特征，即选择的异常通

常成矿元素含量高、异常规模大、元素组合比较齐全，

也就是对“高、大、全”的异常进行查证，这在找矿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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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而且对全国大多数“高、

! 本文得到国家“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重大项目（+79!""!="!""""=）、“?#5”预研究项目（!"":OO.":$""）及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

“?#5”项目（!""!OK>=!$="）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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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全”异常几乎都进行过查证。但是否只有查证

“高、大、全”异常才能找到大矿呢？怎样看待“弱小”异

常的找矿意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

异常的强度、规模、元素组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物

源、原生、表生风化作用以及地貌景观等，甚至还受确

定异常、背景的方法的影响。笔者在系统学习、吸收

前人成矿预测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谢学锦，!""#；奚

小环，!""$；翟裕生等，!""%），通过对冈底斯成矿带化

探数据进行重新处理，在前人于#&’&!#&&#年绘制的

#()"万日喀则幅区域化探成果图上，对无异常编号的

“弱小”铜异常进行了重新处理和分析，找矿取得重大

进展，发现了吉如斑岩铜矿床。这是一个“弱小”异常

找矿的范例，它对于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化探数据进行

二次开发，从原有的大量异常、特别是“弱小”异常中

筛选出最可能与矿化有关的异常、并提高查证异常的

见矿比率等方面均具有参考价值。

# 矿区地质概况

吉如斑岩铜矿床位于西藏自治区南木林县秋木

乡境内，距离南木林县约!"*+，交通方便。其大地

构造位于冈底斯陆缘火山,岩浆弧北缘，形成于陆内

汇聚造山向造山后伸展走滑转换的过渡阶段。

矿区范围内岩浆岩大面积出露。以花岗斑岩为

中心，向外依次出现：花岗斑岩!黑云二长花岗岩!
斑状二长花岗岩，闪长玢岩以岩脉形式侵位于上述

各种岩石中，具多次侵入特点（图#）。黑云母二长花

岗岩在地表可划分出$个不同的岩相带，粒度由南

向北明显变粗，岩石主要成分为石英、斜长石、钾长

石、黑云母等，-,./法年龄为0$1$23（西藏区调队，

#&&0）"。斑状二长花岗岩具似斑状结构，斑晶半自

形,他形，粒度约"1)!#4+；基质为细粒结构，成分

图# 西藏南木林县吉如铜矿床地质简图

#—第四系；!—斑状二长花岗岩；$—黑云母二长花岗岩；%—花岗斑岩及编号；)—闪长玢岩；0—地质界线；5—围岩蚀变分界线；

’—黄铁绢英岩化带；&—青磐岩化带；#"—泥化带；##—矿化体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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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斑晶相当，暗色矿物极少。本区岩浆侵入时序为：

斑状二长花岗岩!黑云二长花岗岩!花岗斑岩!闪

长玢岩脉，其侵位深度由深成!浅成!超浅成，构成

了一个复杂的岩浆成矿系统。

! 成矿特征

!"" 含矿斑岩体特征

矿区地表共圈出#个含矿斑岩体，岩性以花岗

斑岩为主。!号斑岩体位于矿区中北部，长约$%&
’，宽约!&&"#&&’，长轴方向为()向；#号斑岩

体位于矿区西部，直径约*%&’，面积为&+$,’!，为

一复式岩体，北东部被一闪长玢岩脉侵入；$号斑岩

体位于#号斑岩体的东部，近东西向展布，长约-+%
,’，宽约!&&".&&’，面积约&+%*,’!。

!"! 蚀变及矿化特征

本区蚀变为带状展布，具中心式面状分布特征。

其中，黄铁绢英岩化主要分布在花岗斑岩体内及其

与黑云二长花岗岩的接触带附近，呈细脉状、浸染状

分布；硅化见于各斑岩体中，尤以$号斑岩体北部最

发育，表现为石英细脉、网脉等，密度在-&"#&条／

米之间，往往叠加了黄铁绢英岩化；高岭石化主要见

于#号斑岩体中部裂隙发育地段；青磐岩化分布于

外围，表现为绿泥石化、绿帘石化及碳酸盐化等，同

时叠加了弱的硅化。以斑岩体为中心向外为硅化

（泥化）!黄铁绢英岩化!青磐岩化。矿化主要见于

黄铁绢英岩化带和硅化带。

矿区地表圈定了!个矿体。!号矿体位于#号

斑岩体的南部，呈椭圆形，长#&&’，宽-*&’，黄铁

绢英岩化发育，地表普遍见有孔雀石及少量蓝铜矿

化。#号矿体位于$号斑岩体北部，长-/&&’，宽

-%&"!%&’，东西向展布，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铜矿、

黄铁矿、辉钼矿、方铅矿、孔雀石、斑铜矿等，结晶结

构和交代结构发育。

# 发现过程

-0*0"-00-年西藏地勘局完成了日喀则幅-1%&
万区域地球化学图，测量工作积累了原始化探数据，

并发现了“弱小”铜异常。

图! 西藏吉如2驱龙地区34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图

（5"原始数据按统一背景处理成图；678"原始数据分不同背景处理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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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笔者在对冈底斯东段地球化学原始数

据进行统一背景处理时（以前地球化学图均是采用

统一背景），发现在谢通门—吉如一带存在多元素大

面积的高背景场和大面积的低缓异常（图!$）。随后

对该区地球化学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该区的东

部为中等地质背景中的高强度异常（甲马等已知

区），西北部为低背景中的极低缓异常区，而吉如地

区所在的西南部为高背景中的低缓异常，且尤以

%&、’(、)、*+、,-等高值场强度较高，重合性好，面

积达数百平方公里。随后对该幅地球化学图进行检

查，结果在吉如地区未发现任何有编号的异常。那

么这些低缓异常对找矿有无指示意义呢？怎样使这

数百平方公里的低缓异常找矿目标更加明确、提高

野外找矿效率呢？笔者针对谢通门—吉如一带地球

化学背景很高而异常很低这一实际情况，决定对原

始数据进行分背景处理（图!+、.），结果在吉如、熊

村、勒宗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铜异常（熊村、勒宗也先

后发现铜矿床）。随后对吉如地区所处的构造背景

及成矿环境进行了研究，发现该区大片出露黑云二

长花岗岩、花岗斑岩及火山岩等，地质条件有利；且

该异常位于雅江缝合带的北侧，距缝合带约/"01，

与东部已知的斑岩铜矿处于同一个异常带上，成矿

背景有相似性，故推测该区有存在斑岩铜矿的可能。

接着对%&、’(、2&、23元素的衬值进行累加处理，

结果异常明显增强，更显示斑岩铜矿致异常特征，说

明很可能是斑岩铜矿化引起，很有必要进行野外查

证。

同年4月，西藏地勘局组织开展了对圈出的吉

如铜异常三级异常查证工作，#56万水系沉积物查证

结果获得了一个以%&、’(、)为主，伴有78、23、*+、

,-的组合异常（图9）。异常面积大于#!:601!，具

有三 级 浓 度 分 带，异 常 梯 度 大，峰 值%&!;44<
#"=;、’(9;:/<#"=;、)99:;<#"=;，具有典型的

斑岩铜矿异常组合特征。后经野外踏勘证明为典型

的斑岩铜矿致异常，至此一个新的斑岩铜矿重要找

矿线索诞生了。

/ 勘查新进展

根据冈底斯带勘查进度和总体工作部署，!""6
年，西藏地勘局及作者的项目组到吉如开展地质工

作。土壤地球化学测量进一步确定了矿化范围，%&
异常总体呈北北西向，有9个浓集中心，均具三级浓

度分带，元素组合有%&、’(、2&、23、)、78等，在南

图9 吉如矿区#：6万%&、’(、)、78地球化学异常图

>83?9 #：6""""%&，’(，)，783@(.A@18.$B$-(1$BC1$D(EFA@G8H&(H@I8JFH8.F

"!9 矿 床 地 质 !""K年

 
 

 

 
 
 
 
 



北走向上未封闭；进行地质草测，发现!个含矿斑岩

体，同时在地表圈出"#!、"#"矿体$个，普遍孔雀

石化、辉钼矿化，其中"#"矿体地表规模较大；经地

表工程揭露，铜矿（化）体长%&’#%’’’(，宽$’#
%’’(，最高"#品位为$)$*，一般’)%*#’)+*；

外围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中"#含量’)’&*#’)%*。

通过与驱龙矿床比较（郑有业等，$’’,），认为本区斑

岩铜矿为盲矿体，中心分别位于!、"、$号斑岩体

的下部，外围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内黄铁矿化和青磐

岩化强烈，与驱龙斑岩铜矿赋矿围岩一致，!、"号

斑岩体一带可能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盲矿体，其面积

有望达%)&-($，据此，中国地质调查局同意将吉如

矿区作为《雅江铜多金属矿勘查》重大项目$’’+年

的重点勘查靶区。目前矿区正在施工的./$’%孔见

矿情况良好，目估铜品位’)!*#’)+*（分析结果未

到），预测该矿床规模有望达到大型。

& 结 论

（%）中国自%010年开始用水系沉积物法进行全

国区域地球化学扫面，至今取得了!0种元素的数以

千万计的高质量数据，覆盖面积达+0’万-($，占到

全国计划可做面积的近0’*，发现了数万处化探异

常（史长义等，$’’’）。在目前中国重要矿产资源严

重短缺的情况下，如何对原有化探数据进行重新处

理，从大量异常、特别是“弱小”异常中筛选出最可能

与矿化有关的异常是关键。因为异常高、低受所选

取的异常筛选准则控制，“高、大、全”异常不一定成

大矿，“弱小”异常不一定就成小矿，这一点必须引起

足够的重视。

（$）吉如铜异常为典型的高背景中的弱小异常。

前人按同一背景筛选异常时，致使该“弱小”异常未

显示出来或没有被注意到。因此，只有针对不同的

成矿背景、成矿环境，赋予化探数据以客观的地质内

涵，才能不漏掉有重要找矿前景的异常。

（!）由于不同地质体的成矿元素含量不同，造成

不同地质背景中元素的地球化学背景也不同。但背

景高或低对成矿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高或低背

景区都有可能可以成大矿。因此工作中要特别注意

高或低背景区的“弱小”异常、主成矿元素伴生组分

的“弱小”异常以及矿集区中的“弱小”异常。

（,）在进行成矿预测时，特别是在中国西部工作

程度极低的地区进行成矿预测时，选取的找矿信息

不一定越多越好。吉如铜矿是利用“弱小”异常、空

间位置、成矿环境这!条信息发现的。因此只要优

选出少数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目标一致的关键性找

矿信息，就可能导致矿床被发现（郑有业等，$’’+），

这一点在西藏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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