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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亚啊铅锌矿床位于西藏自治区嘉黎县绒多乡南东 18 km 处，构造上隶属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板片中

部的隆格尔-念青唐古拉中生代岛链带东段，是念青唐古拉-冈底斯成矿带门巴-金达铅锌铜银钼多金属矿集

区中一个十分重要和典型的矿床。该矿床由西藏地勘局第二地质大队于 2002 年发现，迄今为止研究程度

较低，程顺波等（2008）对蒙亚啊铅锌矿床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基本厘定了矿床成因类型；王立强等（2010）

对矿床硫、铅同位素组成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探讨了矿床成矿物质来源问题。 

1  矿床地质概况 

蒙亚啊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上石炭—下二叠统来姑组和中二叠统洛巴堆组。来姑组自下向上分为

(C2-P1)l
1、(C2-P1)l

2、(C2-P1)l
3
3 个岩性段，矿权范围内主要出露来姑组第三岩性段-（C2-P1)l

3，岩石类型主

要有浅变质长石石英砂岩、炭质板岩、钙质板岩夹灰岩、大理岩透镜体。洛巴堆组出露于来姑组之上，岩

性主要为灰白、浅灰至灰色中厚层结晶灰岩（局部夹生物碎屑灰岩）、白云质灰岩和大理岩。矿区岩浆活

动频繁，发育多期次的花岗斑岩、辉绿岩和辉绿玢岩脉（体）。辉绿岩和辉绿玢岩主要以岩脉的形式侵位

于洛巴堆组中，与成矿关系不大。花岗斑岩分布较广，地表主要以岩脉的形式侵位于洛巴堆组、来姑组以

及两者的接触部位，与成矿关系密切。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以近东西向为主，SW-NE 向、NW-SE 向、SN

向次之，近东西向断裂为导矿构造，与成矿关系密切，控制了矿体的走向和分布。 

2  稀土元素组成特征 

本文选取 7 件原生金属硫化物单矿物进行了稀土元素组成测试，测试在核工业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研

究中心完成。分析仪器为 Finnigan MAT 制造的高精度 HR-ICP-MS，测试方法和依据为《DZ/T0223-2001

电感藕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方法通则》，分析误差小于 10%。硫化物稀土元素测试结果经球粒陨

石标准化后的配分模式图示于图 1。 

蒙亚啊铅锌矿床硫化物的稀土元素总量（ΣREE）变化范围很大，除样品 Pm3-8 外，其余样品 ΣREE

均小于 10×10
-6；轻、重稀土元素比值（LREE/HREE）在 3.19~12.13 之间，LaN/YbN变化于 2.3~130.9 之间，

稀土元素配分曲线整体为向右缓倾斜的轻稀土元素富集型；硫化物样品 δCe 变化于 0.87~1.14 之间，铈元

素不具明显异常；δEu为 0.22~1.44，铕异常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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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样品铕异常特征不同，可将所测试硫化物样品分成 3 组：第 1 组样品具较为微弱的铕负异常，δEu

为 0.56~0.76，测试样品为磁黄铁矿（图 1b）；第 2 组样品具有弱的铕正异常，δEu为 1.09~1.44，测试样

品为 1 个黄铜矿和 1 个闪锌矿（图 1c）；第 3 组样品具明显铕负异常，δEu为 0.22~0.33，样品为 2 个闪锌

矿和 1 个方铅矿（图 1d）。根据野外地质特征和镜下鉴定，所测试样品的生成顺序为磁黄铁矿早于黄铜矿，

黄铜矿与闪锌矿、方铅矿近于同时形成。 

 

图 1 蒙亚啊铅锌矿床金属硫化物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图 

a. 硫化物整体配分模式；b. 磁黄铁矿稀土元素配分模式；c. 黄铜矿-闪锌矿配分模式；d. 闪锌矿-方铅矿配分模式 

3  讨论和结论 

硫化物单矿物稀土元素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成矿时流体的物理化学特征，且对矿床流体来源具

有示踪作用。铕存在 Eu
2+和 Eu

3+两种状态，在还原条件下呈 Eu
2+状态，与其他三价稀土元素发生分离，形

成流体的铕异常。流体铕正异常发育指示其具有相对较高的温度和相对还原的性质（丁振举等，2003）；

在中等温度和中等还原条件下，溶液中 Eu
2+和 Eu

3+均占有相当的比例（Sverjensky，1984），此时沉淀形

成的矿物中可出现微弱的铕正异常、无异常或铕负异常。 

2 件磁黄铁矿稀土元素表现出弱的铕负异常，黄铜矿和 1 件闪锌矿（MYA-14KD-2）略具有微弱的铕

正异常可能正是由于矿物沉淀时所处中等还原条件下溶液中 Eu
2+和 Eu

3+均有一定比例造成的；闪锌矿和方

铅矿明显的铕负异常，表明此时成矿物理化学条件为还原环境。成矿流体从较早阶段的中等还原条件逐渐

向更为还原成矿环境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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