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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尕尔穷铜金矿床是近年来在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一个与斑岩成矿作用有关的铜金矿床，该矿床产于

冈底斯陆块北缘与班公湖=怒江成矿带的结合部位。!号矿体呈似层状，矿体长度大于@""’，沿倾向方向延伸大于

?""’，产状受接触带所控制；"号矿体沿北东构造破碎带分布，长度超过5A’，已控制矿体的长度大于>""’。主

要矿石类型为浸染状、网脉状、角砾状、块状、细脉状铜金矿石，矿石建造是（B%=）CD=/D建造，金属矿物由黄铜矿、斑

铜矿、磁铁矿、赤铁矿、自然金等组成，主要蚀变为矽卡岩化、大理岩化、角岩化、磁铁矿化、赤铁矿化、硅化、方解石化、

绿泥石化、绿帘石化。新发现的"号矿体金品位最高为!";E／F，平均品位在?E／F左右。该矿床的发现和评价对于

班公湖=怒江成矿带的区域找矿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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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青藏专项等公益性勘查项目及随

之跟进的商业性勘查项目的实施，一大批重要的矿

产地陆续被发现并被评价，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尕

尔穷铜金矿就是其中之一。自;<<G年开始，在尕尔

穷地区陆续开展了地质填图、地球化学测量、地球物

理测量和钻探工作；;<<H年，发现尕尔穷铜金矿的矽

卡岩型矿体中金的资源量达到了中型规模，同时在

钻孔深部陆续发现了花岗斑岩脉，它们与矽卡岩铜

金矿体存在密切的生成关系；;<II年，勘查工作又取

得了新的进展，在断层破碎带中发现了角砾岩型铜

金矿体，金品位最高达;<=0／*，平均品位在@0／*左

右。班公湖B怒江成矿带已被中国地质调查局列为

建设中国重要矿产资源后备基地的重点地区，而尕

尔穷铜金矿是在班公湖B怒江成矿带西段第一个达

到详查程度的矿床。对尕尔穷铜金矿地质特征的研

究，将有助于班公湖B怒江成矿带矿产资源勘查工作

的接续和找矿工作的突破。

I 地质概况

尕尔穷铜金矿床位于狮泉河燕山期结合带与冈

底斯B拉萨B腾冲陆块的交汇部位，区域构造线方向呈

北西西走向，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构造B岩浆活动强

烈而频繁（图I）。区域上出露的地层以二叠系、白垩

系为主。下白垩统多爱组（JIB;!）地层的碳酸盐岩、

火山碎屑岩为主要的赋矿层位"。

矿床由K个矿体组成（图;）。通过;<<H年的勘

查确定了#号、$号矿体分布于石英闪长质岩体和

碳酸盐岩的接触带中。#号矿体呈似层状，北西走

向，倾向北东，倾角在K;%GIL之间，呈上陡下缓现

象，矿体长度大于H<</，沿倾向方向延伸大于@<<
/，矿体产状受接触带控制。$号矿体总体上为一楔

形体，主要受石英闪长岩的内矽卡岩控制。;<II年

的进一步勘查发现了!号矿体的存在，!号矿体主

要赋存在MI断层中，严格受MI断层的限制，该构造

破碎带在矿区内延伸近;;<</，但该构造带长度大

于K5/。

; 矿床地质特征

尕尔穷铜金矿床位于冈底斯陆块北缘与班公湖

B怒江成矿带的结合部位，形成时代为晚白垩世（辉

钼矿N+BO4同位素年龄为PQRPHS#，李志军等，待

刊），该区经历了班公湖B怒江特提斯洋往南向冈底

斯陆块的俯冲，并于早白垩世在狮泉河结合带发生

强烈的弧B陆碰撞（潘桂棠等，;<<Q）。

矿区地层为白垩系多爱组（JIB;!）碳酸盐岩、安

山质火山碎屑岩，为矿区内岩体的顶盖；碳酸盐岩受

地形切割呈团块状产出，普遍大理岩化；火山碎屑岩

分布在矿区南东，发育黄铁绢英岩化、青磐岩化、硅

化等蚀变。

岩体主要为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花岗斑

岩，发育硅化、青磐岩化。闪长岩类属大陆和大洋板

块俯冲消减的岛弧环境的钙碱性重熔型中酸性岩

体；花岗斑岩属燕山晚期的陆B陆碰撞弧钙碱性重熔

型花岗岩（邓世林等，;<II）。闪长岩类为轻稀土元

素富集型，分馏程度较高，其铕异常不明显；花岗斑

岩具有弱负铕异常；两者均富集N-、J而亏损9)，具

有岛弧带岩浆作用的特征（姚晓峰，;<I<）。石英闪

长岩的成岩年龄为（II;R<T;RK）S#（曲晓明等，

;<<Q），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号、$号矿体关系密切

（图;）。

矿区内发育北东向及近南北向;组班公湖B怒

江缝合带的次级构造（图;）。其中，北东向MI断层

具有明显的张性特征，发育连续的构造角砾岩，见褐

铁矿化、赤铁矿化和孔雀石化，是!号矿体的直接赋

" 唐菊兴，李志军，姚晓峰，等U;<I<U西藏自治区革吉县尕尔穷铜矿详查地质报告U内部资料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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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区域地质图（据!"#$万日土幅、狮泉河幅、羌多幅、革吉幅、加措幅、物玛幅区域地质图改编）

!—新近系%第四系；#—白垩系；&—石炭系—侏罗系构造地层；’—燕山晚期花岗闪长岩、花岗岩、钾长花岗岩、二长花岗岩；

$—燕山晚期石英闪长岩；(—燕山中期花岗岩、二长花岗岩；)—燕山中期石英二长闪长岩；*—蛇绿混杂岩；+—地质界线；

!,—断裂；!!—矿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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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部位。

目前发现的!号、"号矿体为矽卡岩型铜金矿

体，#号矿体为构造角砾岩型铁铜金矿体。!号矿

体受石英闪长岩和大理岩之间的接触带所控制，"
号矿体赋存于石英闪长岩的内矽卡岩中。!号、"
号矿体的主要矿石矿物为黄铜矿、黄铁矿、斑铜矿、

赤铁矿和自然金；发育结晶结构、交代结构和固溶体

分离结构；矿石类型以浸染状、细脉状、网脉状矿石

为主，还有少量团块状和角砾状矿石。铜、金矿化主

要发生在热液成矿期，矿物组合分别为黄铜矿%斑铜

矿%辉铜矿组合和自然金%银金矿组合，其中金的成矿

可进一步划分为早期石英Q硫化物Q金矿物阶段和

方解石Q金矿物阶段，从早阶段至晚阶段，金矿物中

的含铜矿物比例减少（姚晓峰，#,!!）；主要蚀变为矽

卡岩化、绢云母化、硅化、绿帘石化、绿泥石化、碳酸

盐化和泥化。

#号矿体沿北东向构造破碎带分布，长度超过&
R8，已控制矿体长度约*,,8；矿体主要矿石类型为

角砾状、块状、脉状矿石，矿石建造是-2%J?%S?建

造；金属矿物主要为赤铁矿、镜铁矿等铁氧化物，黄

铁矿、黄铜矿、少量斑铜矿、辉铜矿、辉钼矿等硫化

物，以及自然金、自然银、铜金矿、碲金矿等 矿 物。

-2%J?%S?矿体赋存在北东向的-!断层破碎带中，主

要蚀变为磁铁矿化、赤铁矿化、硅化、方解石化、绿泥

石化、绿帘石化。矿石构造以角砾状、浸染状和细脉

状、网脉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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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评价的矽卡岩型铁矿、铜多金属矿床（例如班公湖

!怒江缝合带及冈底斯!念青唐古拉成矿带北缘产出

的嘎拉勒铜金矿、弗野铁矿、尼雄铁矿、恰公铁矿、拉

萨附近当雄、林周一带的铁矿等）的成因，重新厘定

这些矿床的类型，探索找矿方向，建立矿床勘查新模

式。按照新的矿床模型进行矿床勘查评价，有望取

得找矿重大突破，从而改变班公湖!怒江成矿带、冈

底斯!念青唐古拉成矿带铜金矿床的分布格局。

志 谢 感谢西藏卓朗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为

野外工作和资料收集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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