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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西藏塔惹增地区尺阿弄铁铜矿床详细的地质构造背景、含矿岩石及产出特征 

等研究表明，尺 阿弄铁铜矿床 ，形成于板块碰撞造 山到青藏 高原新生代板 内造 山的重大构造转 

折过程中，成矿期为晚白垩世，其与板块碰撞形成的花岗斑岩以及二叠系下拉组灰岩关系密切， 

依此把测 区内尺 阿弄铁铜矿床确定为矽卡岩型矿床。尺阿弄矽卡岩型铁铜矿床的确定，表明 冈 

底斯成矿带不仅有斑岩型矿床，亦有矽卡岩型矿床，对冈底斯成矿带成矿类型多元化及对在该 

成矿 带内寻找同类型矿床提供 了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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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藏高原冈底斯山脉，是著名的新构造运动 

活动带和板块俯冲碰撞造山带，冈底斯带地质现 

象典 型，构造变形复杂 ，岩浆活动强烈 ，成矿条件 

优越。测区属冈瓦纳北缘古生代一中生代冈底 

斯一喜马拉雅 I级构造区。次级大地构造单元中 

测区南部属隆格尔一江达断隆带 ；北部属革吉一 

措勤复合弧后盆地(图 1)；所属地层为滇藏地层 

大 区的 冈底斯一腾 冲地层 区，并 大致 以 昂拉仁 

错一塔若错为界 ，北部为措勤一 申扎地层分区，南 

部为隆格尔一南木林地层分 区。 

2 成矿地质背景 

测 区成矿 区带划分属特 提斯 成矿域 (Ⅱ)中 

的藏南一滇西成矿省 (Ⅱ3)之 冈底斯成矿带(Ⅱ3 
—

2)，(图 2)。该 区 自石炭纪开始 以碎屑岩沉积 

建造为主，至二叠纪发育台地相碳酸盐岩，缺失三 

叠纪沉积记录。中生代以来 冈底斯成矿带经历了 

多岛弧碰撞造山演化历程，是深部物质强烈交换 

的场所 ，拥 有独特的成矿地质背景 和丰富的铜、 

铁、铅锌、金等矿产资源，是我国著名的中生代成 

矿带之一。 

3 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出露地层为石炭一二叠系拉 嘎组一段 、 

三段 ，二叠系下拉组 ，侏罗系仁多组 ，白垩系隆格 

尔组 ，第 四系 ，岩浆岩分布广 ，围岩蚀变强。通过 

重点检查发现 4条蚀变带 ，多以岩浆岩接触 ，其 中 

二叠系下拉组与晚白垩世花岗斑岩接触矿化蚀变 

带面积最大 ，通过地表探槽工程控制，圈定铁矿体 

1个 ，铜矿体 1个及铅锌矿体 1个。(图 3) 

3．1 矿 区地层 

矿 区地层分 区属隆格尔一南木林 地层分区， 

出露地层主要是石炭一二叠系拉嘎组(C P 1)，二 

叠系下拉组(P：x)，侏罗系仁多组(J2-3r)，白垩系 

隆格尔组 (K．1)第四系(Q)。 

①石炭一二叠系拉嘎组一段(C P l ) 

岩性为浅灰色、灰绿色中厚层变余凝灰质粉 

砂岩 、流纹质凝灰岩 、变质含砾粉砂岩。 

②石炭一二叠系拉嘎组三段(C P l ) 

岩性组合为浅灰黄色中层状泥质细砂岩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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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测区大地构造位置(据潘桂棠、壬立全等，2004) 

Fig．1 Structural position of the testing aFea 

1一昆仑LU结合带；2一金沙江结合带；3一澜沧江结合带；4一班一怒结合带；5一雅鲁藏布江结合带： 

6一走滑断裂带 ；7一碰撞结合带 ；8一 区域性 大断裂；9一测 区 

新 

图 2 成矿 区带划 分及主要矿产分布图 

Fig．2 Metallogenic belts division and major mineral distribution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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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西藏 塔惹增尺阿弄矿区矿产 简图 

g·3 Mineral di granl。f Chianong mining area 。f Tare
zeng Area，Tibet 

一

残坡积物；2一早白恶世隆格尔组二段；3一中侏罗～上侏罗统仁多组
；4一 中二叠统下拉组；5一上石炭 一下二叠统拉嘎组三段 

u
~：

一 lJ_L日-c-绠a,9_一下二叠统 拉嘎组 一段 ．7一晚 白垩世钾长花 岗斑岩 ；8
一

早自垩世黑云二长花岗岩；9一角岩化；l0～ ：一 

l1一褐铁矿化；12一角岩蚀变范围；13一矽卡岩蚀变范围；14一铁矿体；15--铜矿体；16--铅矿体： ’ 

l7一锌矿体；18一不明断层及编号；19一地层产状；20一探糟及编号
；21一地质界线 

’ 

砂 岩 。 

③二叠系下拉组(P2x) 

岩性为灰色、灰 白色中厚层泥晶灰岩
、生物屑 

泥晶灰岩 、白云岩化灰岩 、燧石灰岩
。 

④侏罗系仁多组(J，
一  r) 

岩性组合为灰色 、浅灰色灰岩 、大理岩
、石 英 

砂岩、粉砂岩。 

⑤白垩系隆格尔组二段(K l ) 

岩石组合为灰色、浅灰色凝灰岩、凝灰质火山 

角砾岩夹有粉砂岩、岩屑砂岩 、灰岩
。 

3．2 矿区构造 

构造线总体呈北西向及近东西向展布
。 区内断层 

发育 ，见有三组断裂构造 ，即两组近东西向断层
、 

--

-~iINJgigN断层 ；根据断层的切割关系
，近东西 

向断层 F16形成最早 ，断层 F17形成时间最晚
。 

近东西断层：分别为检查区中的 F16
、F17断 

层，F16、F17断层控制检查区岩浆岩分布
，形成于 

燕山晚期，断层带的形成为燕山晚期侵入岩的侵 

位提供 了运移通道及就位的空间。 

北西向断层：分别为检查区中的Flg断层
，该 

组断层于工作区内长约 3 km。 

3．3 岩浆岩 

矿区属隆格尔一工布江达断隆带，断层发育
， 矿区内岩浆岩发育，分布有早白垩世黑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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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花岗岩、晚白垩世花岗斑岩，其中晚白垩世花 

岗斑岩与矽卡岩型铁铜矿床关系密切。 

早 白垩世黑云母二 长花 岗岩 (K， ŷ)：主要 

分布于铁矿区北部 ，岩体呈岩株状产出，出露岩 

体面 积约 3．013 km ，其 侵位 于 拉 嘎组 地层 

之中。 

晚白垩世花岗斑岩(K： 1T)：主要分布于铁矿 

区东一北东侧，呈走向北西一南东向展布，为富钾 

及钾长石斑状钙一碱性花岗岩类。岩体呈岩株状 

产出，出露面积约 3．039 km ，岩体侵位于二叠系 

下拉组地层中，在二者接触带 中为矽卡岩化 ，面积 

约为 0。62 km ，Fe、Cu、Pb、Zn矿产于接触带内矽 

卡岩化之中。 

3．4 矿化蚀变带特征 

矽卡岩分布于花 岗斑岩与下拉组灰岩外接触 

带上，呈北西一南东向延伸的透镜体，产状 175。 

65。；矽卡岩中的磁铁矿矿体平均厚度 8．28 m， 

长度(东西向)400 m，向 170。方向陡倾，倾角 40。 

，、一65。。矿体形态为透镜状体。矿化体围岩具有 

矽卡岩化 、角岩化 、硅化、磁铁矿化 ，分布于花岗岩 

与围岩接触带附近的岩石中。(图4) 

图 4 矿体剖面 图 

Fig．4 Profile of orebdy 

1一细砂岩；2一含砾砂屑生物屑灰岩；3一花岗斑岩；4一二长花岗岩；5一二叠系下拉组；6一早白垩世二长花岗岩 

7一晚白垩世花岗斑岩；8一矽卡岩化；9一铁矿体；10一含铜磁铁矿体 

共圈出铁矿体 1个，其铁矿形态特征见(图 

5)、伴生金属矿体铅锌 2个及含铜磁铁矿矿体 1 

个。区内经探槽工程 TC3—1、TC3-2、TC3—3取样 

分析结果 Fe为20％一65．63％，TC3—1、TC3—3伴 

生金属 Cu为 0．87％，、一0．99％、TC3-5取样分析结 

果 Pb为 0．31％～ 1．25％、Zn为 0．73％～ 3．93％。 

I ● 2 — 3 f■ 4 ’ 

图 5 探檀铁矿对 比图 

Fig．5 Comparison of trench iron ore 

l一矽卡岩；2一铁矿体；3一含铜磁铁矿体；4一铁矿圈定范围；5一含铜磁铁矿圈定范围 

根据对已知地表铁矿体资源量的估算，尺阿 

弄矿 区 Fe矿 石量 25．16万吨，同时伴生 Pb 

880．81吨、Zn 2780．43吨、cu 26．78吨，综合规模 

已属小型规模。矿区铁矿石 Fe品位多在 40％～ 

60％，局部见矿 区氧化作用形成的铁帽。矿区地 

表基本为强矽卡岩化带，铁矿石中 Pb、zn、cu均 

达到伴生品位，综合利用价值高，特别是 zn伴生 

品位大于 1％。根据以往勘查经验可知，向下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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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zn、cu等品位均会有所升高，深部极有可能 

形成高品位的铁铜铅锌矿体。 

4 矿床成因及时代 

尺阿弄铁铜矿床位于隆格尔一工布江达断隆 

带 中，为中生代中酸性侵入体与碳 酸盐类 围岩接 

触交代成矿，其分布主要受侵入岩体和地层(特 

别是碳 酸盐岩 地层或 富含 钙质地层 )的双重 控 

制 ；矿区中酸性侵人岩 中铁含量远 高于远离矿区 

同时期岩体含量。说明矿区岩体可能为其成矿提 

供物质来源。而矿区构造为矿体形成提供了运移 

通道。通过矿体成 因分析 ，其成岩与成矿应 为同 
一 地质时期 ，钾长花岗斑岩(K ̂y订)锆石 U-Pb测 

年为 72．2±1．6 Ma，认为矿床成矿时代晚白垩世。 

5 意义 

测区发现的矿产有铁 、铜 、铅锌矿等，其 中具 

有找矿远景的矿产主要有铁 、铜 、铅锌矿 ，发现的 

该类型铁铜矽卡岩型矿床有尺阿弄、隆格尔、邦不 

勒三处 ，而在测 区外 围见措勤尼雄矽卡岩型铁铜 

矿床，几处矿床均位于冈底斯成矿带内；在以往研 

究 中，对 冈底斯成矿带内斑岩型矿床研究较多，也 

较为 深入 ，(如 甲马、驱 龙 、厅 宫 等斑 岩 型铜 矿 

床)；而对矽卡岩型矿床研究较少，测区内尺阿弄 

铁铜矿床的发现研究，对冈底斯成矿带内矽卡岩 

型矿床发现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也对冈底斯成 

矿带成矿类型多样性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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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Chianong Skarn Type 

Copper—iron Deposit in Tarezeng Area，Tibet 

HUANG Jian—guo，M A De—sheng，BAI Pei—rong，ZENG Yu—ren 

(1．Guizhou University colleg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Guiyang 550005，Guizhou， 

China；2．Guizhou Geological Survey，Guiyang 550005，Guizhou，China) 

[Abstract] By study the geological tectonic background and ore—bearing rock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Chianong copper—iron deposit，showed that it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significant tectonic transition of plate 

subduction and collision epeirogeny to the Cenozoic intraplate orogeny in survey area．Metallogenic epoch was 

the late Cretaceous．It was closed with the granite porphyry formed in the plates collision and the limestone of 

Xiala formation in Permian．In which Chianong copper—iron deposit in the survey area get identified as skarn 

deposits．The determination of skarn type copper—iron deposit in Chianong，improved not only the porphyry type 

but also the skarn type deposit being in Gangdese metallogenic belt．It provides new data for metallogenic types 

diversification in Gangdese metallogenic belt and looking for the same type deposit in there． 

[Key words] Gangdese；Chianong；Granite porphyry；Skarn type copper—iron depos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