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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班公湖;怒江成矿带发现硫化镍矿
!

曲晓明$，赵元艺$，王瑞江$，李佑国!，辛洪波$，代晶晶$，江军华$，陈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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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野外地质调查结合室内显微镜研究和电子探针分析，发现西藏班公湖;怒江缝合带西段班公湖地区产

有超基性岩型硫化镍矿和碳酸岩型硫化镍矿，中段班戈县产有超基性岩型-<、=*、=>多金属矿。这两个地区的含矿

岩体均为超基性岩，大小从几十米到几百米不等，沿-??方向展布，反映了蛇绿岩带对矿化的控制。岩体中普遍

具有强烈的蛇纹石化，金属矿物组合简单，主要为硫镍矿和硫铁矿，呈微细粒浸染状分布，在野外露头和手标本上肉

眼看不出矿化。由于该缝合带规模巨大，以基性;超基性岩为标志的蛇绿混杂岩数量多，分布广，因此，在该成矿带寻

找超基性岩型硫化镍矿的找矿潜力很大。而碳酸岩型硫化镍矿化作为一种新的矿化类型，对其岩体成因和矿化机

理的研究将具有探索造山带演化和指导地质找矿的双重意义。另外，无论是超基性岩型硫化镍矿还是碳酸岩型硫

化镍矿，在西藏地区很少报道，这种矿化类型是班公湖;怒江成矿带上一个新的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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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以发

育基性*超基性岩为标志，横贯青藏高原，东西长达

DEEE余公里，是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碰撞拼接的主

缝合带，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条缝合带（图F）。然

而，该缝合带的最大特点还在于它的横向展布范围

很大，一般在GE!FEE.4之间，在西段狮泉河和东

段安多一带南北向展布范围达DEE余公里。因此，

现在人们多数接受该缝合带是由多条洋内俯冲带复

合而成的观点（H&-4%/，FIJK；:%!!##!%/L，FIIK）。

该缝合带本身复杂的构造演化历史造就了十分优越

的成矿地质条件，近年来，这条带上的地质找矿工作

不断取得重要进展。西段的多不杂斑岩型铜金矿已

接近超大型规模，东段拉屋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已

达到大型。另外，还有一大批中*小型铜多金属矿及

矽卡岩型富铁矿。一条以斑岩铜矿为主的铜多金属

成矿带（曲晓明等，DEEK）已经在藏北高原上悄然确

立，这里将成为中国新的矿产勘查基地已经是不争

的事实。

近年来，笔者在班公湖*怒江成矿带上进行矿产

地质调查过程中，在西段班公湖一带和中段班戈县

先后发现了超基性岩型硫化镍矿和碳酸岩型硫化镍

矿（图F），本文将介绍它们的基本地质情况，以期为

区域地质找矿开辟新的方向。

F 班公湖地区超基性岩型硫化镍矿

*L* 含矿岩体

班公湖地区超基性岩型硫化镍矿位于班公湖西

南侧，由十几个含硫化镍的超基性岩体组成，岩体大

小从几十米到几百米不等，形态上多呈透镜体，沿

图F 藏西地区构造格架图（据西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DEEE资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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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班公湖地区"号含镍超基性岩体中硫化镍的电子探针照片

#$%&! ’()*+,-./$*,-0,-1)02-+-%,3024-56$47(5$8)$.6-&"6$91)3,$.%7(+,3134$*1-8:-5;3.%-.%<3=)3,)3

表! 班公湖地区含镍超基性岩体中硫化镍矿物的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0*,-1,-&(%.%’23(3-45036’407(/0.(,%’3-4+8(509&(%,0.:6’+,%&%30*&-720."%.:-.:;%<(%,(%（!"／#）

样品号及矿物名称 > #) ?7 @. A1 B% 6$ ?- ?, C D$ D) 合计

;EF9GH
硫镍矿 GI&G" JK&KL H&H" H&HH H&HM H&HN LH&IH H&HJ H&HJ H&HH H&H! H&GM MM&NK
硫镍矿 GI&"I L&GM H&JK H&HH H&HH H&HI LL&LN H&HG H&HH H&HK H&HG H&KM MM&!I

;EF9GI
硫镍矿 GL&NM G&!K H&HI H&HH H&HH H&HH NH&H" H&HK H&HK H&HH H&HH H&HK MM&!!
硫铁矿 KG&MK GG&"G H&HH H&HH H&HH H&H! KN&LK I&KM H&HH H&HH H&HG H&GI MM&H"
硫铁矿 KK&NN GG&MJ H&HK H&HH H&HH H&HK KN&K" !&NL H&HH H&H" H&HJ H&JL MM&JK
硫镍矿 GN&GK H&MJ H&H" H&HH H&HH H&HH NH&H" H&HK H&HH H&G" H&HG H&KN MM&HH
硫铁矿 KK&KM GG&"" H&HH H&HH H&HG H&HK KN&MG !&KL H&HH H&KM H&HH H&JI MM&J!
硫镍矿 GL&!H J&LM H&HL H&HH H&HH H&HH NH&IH H&H! H&HJ H&KH H&HH H&KI MM&KI
硫铁矿 K!&HJ GK&K" H&HG H&HH H&JG H&H! KL&IN !&N! H&H! H&HH H&HJ H&GK MM&JL
硫镍矿 GL&JG K&LL H&HL H&HH H&HH H&HH L"&"I H&HH H&HH H&J" H&HH H&KL MM&GK

G 班公湖地区碳酸岩型硫化镍矿

=&! 含矿岩体

班公湖地区含硫化镍矿化的碳酸岩体与含硫化

镍矿化的超基性岩体是共生的，含矿碳酸岩体内可

见超基性岩透镜体（图I左），两者之间具有清楚的

接触边界。区内共见到K个含矿碳酸岩体，岩体呈

透镜状或带状，大小从几十米到几百米不等，沿6O
向或6OO向产出（图I右）。岩石的主要组成矿物

为菱镁矿、菱铁矿、方解石、石英，次要矿物为绿泥石

及少量副矿物和金属矿物，包括磷灰石、铬尖晶石、

磁铁矿及硫化物等。从岩石化学分析结果（表G）看，

碳酸盐矿物应以菱镁矿、菱铁矿为主，方解石很少。

石英在不同的样品之间含量变化较大，IP!JIP。

碳酸盐主要呈粒状集合体，有时呈菱形。石英多呈

结晶度很差的发状或束状集合体，部分呈他形粒状

或半自形粒状集合体。绿泥石主要呈鳞片状或发状

集合体沿裂隙充填分布。石英、绿泥石在岩石中多

呈斑点状分布，有时呈条带状分布，从而造成岩石的

斑点状构造或条带状构造。

=&= 矿化特征

与超基性岩中的镍矿化相似，碳酸岩中的镍矿

化也是以硫镍矿（6$>）为主，此外，有少量硫砷镍矿

（6$B4>）与硫镍矿共生（图L）。硫化物在岩石中呈

他形粒状，分布不均匀，往往局部成团聚集，这一点

与超基性岩中的镍矿化是不同的。在超基性岩中，

硫化镍矿物的分布是比较均匀的。从K个碳酸岩体

成矿元素?,、6$、?7的简项分析结果看（表略），J
号 岩体含矿性最差，GG个分析结果中有JG个6$含

GKN 矿 床 地 质 GHHM年

 
 

 

 
 

 
 

 



 
 

 

 
 

 
 

 



表! 班戈地区含镍超基性岩体简项分析结果

"#$%&! ’()*%&#+#%,-(.#%/&01%-023-4&5(6$&#/(+7
1%-/#$#0(.$28,(+9#+7&#/&#

矿区 样品号 !" !# $%

侧
波
绩
异

!&’( )*+(+ ),* -+.(
!&’) (*+./ (+/+ .0(*
!&’+ )+.-0 ()) /)+1
!&’/ )+-+, ((/* -..*
!&’- )0)1 ((/ )1.-
!&’, )0.. ((- (*/0
!&’* )(/0 .,2) (,/,
!&’. (+1( *.2/ (-+-
!&’(1 +/(( ))* ((,1*
!&’(( (+)1 ((0 )+/.
!&’() (/1( (1+ (*0(

达

如

错

34!’( +12/ ,2// ()2,
34!’) ((2) -2-1 ,2*0
34!’+ ),2. 0201 -20)
34!’/ ((21 -2), 02..
34!’- (*2* -20) ,201
34!’0 0.1, ()0 )(,+
34!’, +)1.0 (1) ))((
34!’* (,-1+1 (*1 (+(-
34!’. )//1 ((1 )1.)
34!’(1 (,1. ,.21 )/(,
34!’(( )0001) )// (-.(
34!’() )0. (2.- ,2,)
5!&’(+ ()./-0 )-* 0+)
5!&’(- +02) -20, .2*.

侧
波
绩
异
北

!&&’( (**,1 0*1 ,./,
!&&’) ((-) )// 0-(
!&&’+ /-20 )2/0 +-2.
!&&’/ /+2) )2*+ ).2/
!&&’- (*2+ )2(/ )-2*
!&&’0 (//0+ +-1 ,+/1
!&&’, (+*0* -++ **(/
!&&’* *.20 )200 /*2/
!&&’. ()) +2() 0(2.
!&&’(1 )+2* )2/, ++2.

北
拉

&6’) ,+1,/ +,0 )-,.
&6’+ 0-*,+ -/- -+0,
&6’/ +),11 )(+ (.0.
&6’- (+0(. (,) (,,)
&6’0 )*/(* /1. /0))
&6’, ()/*( ).+ )*-*
&6’* .//( (-) (1.1
&6’. )1*0, +./ (0/+
&6’(1 (-/*. )/) ++,,
&6’(( *(+( ))1 (-**
&6’() )/,+) /1, )0,/

量在(117(180!(1117(180之间，约占--9；/个

在(1,/7(180!(-/,7(180之间，占(*9；0个低

于(117(180，占),9。相比之下，)号和+号岩体

的含矿性要好得多。)号岩体(,个镍分析结果全部

大于(1117(180，在()(07(180!)(,-7(180之

间，平均为(-)/7(180。+号岩体的*个分析结果

中，镍 含 量 最 低 为(0/*7(180，最 高 为))(.7
(180，平均为(,/.7(180。根据目前矿业市场对硫

化镍矿开采品位的要求，后)个岩体具备商业开采

价值。

+ 班戈县超基性岩型硫化镍矿

目前在班戈县已发现超基性岩型硫化镍矿化/
处，都位于班戈县城北面。这些镍矿点是在开展铬、

铁矿点检查时发现的。含矿岩体呈长条状，大体呈

东西向展布（图,），大小从几十米到上百米。岩石蛇

纹石化强烈，已完全变为蛇纹岩，在显微镜下也没有

见到原岩的残留矿物，但从岩石中保留的结构形态

上看，分析原岩可能为橄榄岩。

镍矿化以硫镍矿形式存在，呈他形晶粒，大小不

一，从(7:";到(117:";，常见硫镍矿和铬铁矿

共生（图*），有时可见微细粒硫镍矿比较均匀地分布

于铬铁矿颗粒内。化学分析表明本地区镍矿化品位

较高（表+），多数样品镍含量为(1117:7(180，最

高的达到((,117(180（(2(,9），已构成富镍矿。

此外，矿石中!#、!"含量也较高，许多样品的!#、!"
品位也已达到工业要求。

/ 找矿前景分析

班公湖’怒江缝合带横贯西藏东西达两千多公

里，且以基性’超基性岩为标志的蛇绿混杂岩带<$
向展布范围大，常常达(11!)11=;，带内基性’超基

性岩体极多。这意味着班公湖’怒江成矿带具有形

成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等岩浆

矿床的巨大潜力。但是，由于该成矿带工作程度低，

空白区多，要取得地质找矿的突破还面临着很多问

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无疑关系到班公湖’怒

江成矿带$%、!>、!#、!"、?@等岩浆矿床找矿的成败。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青藏高原上同等重要的)条主缝合带———印

度河’雅鲁藏布江成矿带和班公湖’怒江成矿带，在南

面的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成矿带找到了中国最大的罗

布莎铬铁矿矿床，!>、$%硫化物矿床至今未见报道；相

反，班公湖’怒江成矿带上的铬铁矿矿床一直未取得突

/+, 矿 床 地 质 )11.年

 
 

 

 
 

 
 

 



 
 

 

 
 

 
 

 



感蚀变矿化信息提取为主要手段的找矿技术方法研

究成为决定找矿突破的重要因素。

! 结 论

（"）在西藏，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矿产有著名

的罗布莎铬铁矿矿床，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铜镍硫

化物矿床还未见报道。笔者近年来在班公湖#怒江缝

合带上发现的与超基性岩有关的硫化镍矿化为西藏

高原地质找矿开辟了新的方向。同时由于该缝合带

规模巨大，基性#超基性岩体分布很多，找矿前景很大。

（$）从目前在缝合带西段班公湖地区和中段班

戈县发现的硫化镍矿化的情况看，该缝合带上的硫

化镍矿化均与超基性岩有关，基性岩不含矿。从成

矿元素上看，只有镍，没有铜，这或许是班公湖#怒江

成矿带的基性#超基性岩型铜镍硫化物矿床的一个

成矿特点。

（%）在班公湖地区发现的与碳酸岩有关的硫化

镍矿化是一种矿化新类型。一方面碳酸岩本身的成

因对造山带构造演化研究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

碳酸岩中硫化镍矿的成矿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为

区域地质找矿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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