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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雄村铜金矿是冈底斯成矿带上新发现的岛弧型斑岩铜金矿床，矿床由!个矿体组成，"号矿体位于#号矿

体北西侧!<=处。"号矿体中铜、金、银矿化主要分布在早期钾 硅酸盐化带以及绢云母 白云母 石英 硫化物带

中，早期钾 硅酸盐化的典型矿物组合为黑云母>磁铁矿?钾长石>黄铜矿>黄铁矿，热液磁铁矿含量较高。元素空

间分布特征以及相关性分析表明，’@和&@、&A呈显著正相关，黄铜矿是&@和&A的主要载体，分布在矿体中心。’@
与B、+C呈正相关，而与18呈负相关的特点表明矿化与钾质交代关系密切，晚期矿化以分布在外围的细脉状、脉状

方铅矿和闪锌矿化为主。由矿体中心向外，与矿化有关的"6种元素构成’@、&@、&A、B、+C、D8E03E’3、1FE)C、GH、

0H、&A、ICE18元素分带，元素带状分布特征与蚀变矿化分带吻合。分布在外围的18同时受钾质交代过程中18元

素向外迁移作用以及早期深部高温环境下的钠质 钙质蚀变共同控制。元素空间分带特征与蚀变与矿化分带机理类

似，受热液流体演化、运移、温压条件和原岩组分等综合因素控制，分带特征对今后的找矿与勘探工作具有一定的指

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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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喀则地区雄村斑岩型铜金矿床是近年来

在冈底斯成矿带上发现的另一特大型斑岩铜金矿

床，矿床由L个BM向并近于等距分布的矿体组成。

雄村斑岩铜矿属特大型富金型斑岩铜矿床，截止到

NOPO年，<’.%,.".%$#A,."!$#+<’!6’!$%,’.公司（大陆

矿业）已在雄村斑岩铜矿区施工NOQ个勘探钻孔，获

得的铜金属量已超过NOO万吨，金金属量超过NOO
吨，银金属量超过POOO吨。前人已深入研究过!号

矿体（唐菊兴等，NOOR"，NOOS$，NOOS5，NOPO$；徐

文艺等，NOOQ；曲晓明等，NOOT；张丽等，NOOT；郎

兴海等，NOPO；黄勇等，NOPP$，NOPP5；?"2$$%&’U，

NOOS），但对#号矿体的研究相对薄弱（唐菊兴等，

NOPO$；黄勇等，NOPP$）。#号矿体位于!号矿体北

西侧LH1处，在蚀变、矿物组合、次生富集特征上均

与!号矿体存在明显的区别。斑岩铜矿的蚀变与矿

化过程必然伴随着物理和化学的变化过程，而这种

变化不仅反映在热液流体的温度、压力变化等方面

上，同样也反映在元素的空间分布特征上，因此深入

研究#号矿体的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具有理论与现

实意义。

P 矿床地质特征

雄村铜金矿位于冈底斯成矿带中段南缘，区内

出露的地层有中下侏罗统火山 沉积岩、中下侏罗统

安山质凝灰岩和全新统冲积物 崩积物。中下侏罗

统雄村组安山质凝灰岩是!号矿体的含矿围岩，其

EV?WAC锆石X*C5年龄为PTRYQZOA$（唐菊兴

等，NOPO$）。#号矿体中北东侧钻孔中上部见有安

山质凝灰岩，主要呈隐晶质纹层状结构。区内出露

的岩浆岩有成矿期的角闪石英闪长玢岩和含眼球状

石英斑晶的石英闪长斑岩（图P），其锆石EV?WAC

X*C5年龄为PTLYLZOA$，成矿晚期出露含粗粒石

英斑晶的石英闪长斑岩，成矿期后出露穿插矿体的

安山岩脉、煌斑岩脉、闪长岩脉。成矿期斑岩体属钙

碱性至高钾钙碱性系列（黄勇等，NOPP$）。

矿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以脆韧性断裂带及其相

关的裂隙带为主，呈BM、BMM或B[展布，主要断

层走为NRQ\$N]O\，倾角 Ô\$QO\，局部QO\$T]\，且

普遍平行于火山岩地层。9P断层和9N断层是!号

矿区最主要的两条断层。9P断层贯穿整个区域，呈

NRQ\$N]O\方向展布于!号矿区中部，破碎带宽一至

数十米不等，断层性质具典型的先压后张特征，倾向

北，倾角一般在 Ô\$QO\，局部RO\$TQ\。9N断层呈

NRQ\$N]O\方向展布，贯穿于!号矿区矿区的北侧，

倾向北，倾角一般在QO\以上，最大可达TL\，破碎带

宽约PO1（黄勇等，NOPP$）。9Q、9R断层贯穿#号矿

区，9Q断层呈PNO\$PRO\方向展布，产状较陡，一般

在QO\以上。9R断层呈LO\$RO\方向沿#号矿区北

西侧小沟展布，破碎带宽度一般在L$Q1左右，断

层倾向北西，倾角较陡，一般在QQ\$RQ\（图P）。

#号矿体内主要的蚀变类型有早期钾硅酸盐

化，特征矿物组合为黑云母 磁铁矿Y钾长石。早期

钾硅酸盐化普遍被细粒绢云母 白云母 石英 硫化

物蚀变交代，主要金属矿物均产于钾硅酸盐化带和

细粒绢云母 白云母 石英 硫化物蚀变带中。绿泥

石 绿帘石Y方解石蚀变沿外围和裂隙交代早期钾

硅酸盐化和绢云母 白云母 石英蚀变，矿体底部和

南侧见钠长石 阳起石 绿帘石蚀变（钠质 钙质蚀

变）交代早期蚀变。矿化以细脉浸染状和细脉状为

主，黄铜矿、黄铁矿、磁铁矿含量较高，闪锌矿次之

（图N），并见有少量的辉钼矿、磁黄铁矿、辉铜矿、蓝

辉铜矿、铜蓝、斑铜矿、赤铁矿、钛铁矿。

" 唐菊兴，李志军，钟康惠，等UNOORU西藏自治区谢通门县雄村铜矿勘探地质报告U成都：成都理工大学档案馆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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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雄村斑岩铜金矿床!号矿体地质简图［据"#$%&’（())*）"、唐菊兴等（())*）#等修改，坐标系统：+,-./，0/1］

2$34! ,&5#53$67#8795:054!5’&;5<=5:>?&@$5A36BA95’9?=’=6599&’C35#<<&95D$>
（7:>&’"#$%&’，())*"；E7A3FBG$A3!"#$4，())*#）

!—中下侏罗统雄村组安山质凝灰岩；(—中下侏罗统雄村组火山沉积岩；H—中下侏罗统角闪石英闪长玢岩；/—侏罗系含粗粒石英斑晶

的石英闪长斑岩；1—侏罗系含眼球状石英斑晶的石英闪长斑岩；*—钻孔位置；I—平移断层；.—推测断层；J—剖面位置

!—K7’#=CL$<<#&FB’7DD$67A<&D$>$6>B::；(—%5#67A$6CD&<$8&A>7’=’56MD5:N5O&’CL$<<#&FB’7DD$6@$5A36BA25’87>$5A；H—K7’#=CL$<<#&FB’7DD$6
?5’A;#&A<&<$5’$>&95’9?=’=；/—FB’7DD$6657’D&7B3&APB7’>Q;&7’$A3<$5’$>&95’9?=’=；1—FB’7DD$67B3&APB7’>Q;&7’$A3<$5’$>&95’9?=’=；*—;5’&C

?5#&#567>$5A；I—D>’$M&CD#$9:7B#>；.—$A:&’’&<:7B#>；J—#567>$5A5:6’5DDD&6>$5A

( 研究方法

!号矿体按照!))8R!))8工程间距，共计施

工H/个勘探钻孔。每个钻孔按($H8间距取样，

取样时均未跨越各岩性接触带取样，共计采取IJJ/
件样品，同时插入1S的重复样、1S的标准样和!S
的空白样控制分析质量。样品分析由加拿大TULK

实验室完成，每件样品共计分析/!种元素。本次研

究数据均由U5A>$A&A>7#L$A&’7#DU5’95’7>$5A（大陆矿

业）提供。在剔除第四系、成矿期后各类脉体的分析

数据以后（剩余I**!件样品），采用-V--!H统计分

析软件计算出各元素间的相关性，并筛选出与矿化

相对密切的!1种元素（表!）。用-B’:&’.4)绘制上

述!1种元素的南北剖面空间分布图（图H），并通过

因 子关联分析元素之间的关系，阐述元素空间分布

""#$%&’F4())*4,&5#53$67#8799$A35:>?&@$&>5A38&A9’59&’>=7A<65A>$AB5BD7’&7D，E$;&>，V&59#&’DW&9B;#$65:U?$A74V’$%7>&W&95’>>5

U5A>$A&A>7#L$A&’7#DU5’94内部报告4

# 唐菊兴，李志军，钟康惠，等4())*4西藏自治区谢通门县雄村铜矿勘探地质报告4成都：成都理工大学档案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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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雄村!号矿体元素相关性分析表

"#$%&! ’%&(&)*+,--&%#*.,)#)#%/0&0,12.,)3+4)5,6!,-&$,7/
!" #" !$ !% &’ #( ) *+ *( ,’ ,- ./ 0/ 1/

#" 2345
!$ 2367 2348
!% 92328! 232:! 2382
&’ 23:; 23:< 23:; 923::
#( 232; 23:8 232= 2326 9232;
) 2385 23;: 2386 92325 23=: 232;!!

*+ 9238; 9238:9232:!! 23;2 923:7 23:; 9238;
*( 23;; 2372 23;: 92325 23:4 238= 2388 923:7
,’ 9232:!! 9232= 923:8 923:2 923829232:!! 923;; 9232: 9232<
,- 23:8 23:7 23:: 2324 923:7 2352 2325 23:; 23:2 232<
./ 9232;!! 232: 2382 23;7 9232:!!92328!!9232:!! 23;: 92324 92328 232;
0/ 23:4 2388 2382 9232:!! 23;= 2387 2342 923:: 238< 923;2 238: 92327
1/ 232: 232; 2382 2354 923:6 92327 923:2 23;< 92326 9232< 232: 2384 92326
>+ 2326 232< 23;2 237; 9232:: 23:< 9232= 2355 2328!! 92325 2388 2355 2326 23;6
! 置信度小于<5?，!! 置信度<5?，其余置信度为<<?，!@6==:。

图; !—&剖面示意图

A-$3; !—&BC(%%%DBE-(+

*(元素在近地表矿化较弱，但钻孔68;4深部

明显富集。相比!号矿体，"号矿体具有相对较高

的*(含量（平均为76F8G:29=，最高可达:76:F4
G:29=）。国内外现已报道的斑岩铜矿中钼矿化都

与钾交代有关（#’++DHH"#$%3，8225），随着钾质交代

的减弱，#"、!"、!$、*(含量显著降低。*(、!"、#"

具有相对较高的相关系数（表:），相似的元素空间分

布特征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图7’、7/、7I）。"号矿体

中*(的独立矿物只有辉钼矿，辉钼矿分布在石英

辉钼矿脉中或呈浸染状分布。显微镜下鉴定表明辉

钼矿以;0型居多，8J型较少，表明辉钼矿主要形成

于中温阶段。

5=;第;期 黄 勇等：西藏雄村斑岩铜金矿床"号矿体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指示意义

 
 

 
 

 
 

 
 

 
 

 
 

 
 

 
 

 
 

 

 

 

 

 

 

 

  

 
 

 



图! "—#剖面图元素含量分布图

$%&’! (%)*+%,-*%./.012131/*4./41/*+5*%./).0"—#4+.)))14*%./

667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78卷

 
 

 
 

 
 

 
 

 
 

 
 

 
 

 
 

 
 

 

 

 

 

 

 

 

  

 
 

 



!"和#$的独立矿物有方铅矿和闪锌矿，两者

通常紧密共生（图%&、%’），呈脉状产出，量少。#$与

()、*"、+$的相关性较高（表,），+$与#$的离子

半径相近，可广泛类质同像#$（刘英俊等，,-.%），暗

示闪锌矿中含有 +$、()、*"。与!号矿体类似，"
号矿体中闪锌矿的含量同样很低，属晚期矿化，因此

闪锌矿中的()含量对矿体中()的富集贡献不大。

"号矿体中未发现/0和12的独立矿物，/0与

32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表明（相关系数为45%6），部分

/0元素类质同像32而进入金红石以及钛铁矿中。

此外辉钼矿中也含有微量的/0。/0与硫的相关系

数达4789，这反映出热液阶段/0明显聚集。12与

:&、(;、+)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分别为47%<、47<6、

476<，暗示12主要以类质同像进入铁镁质矿物中，

可能有部分12进入黄铁矿和钛铁矿中。

=和1>是常见的造岩元素，两种元素的空间分

布特征可以有效指示热液蚀变。"号矿体中与矿化

关系密切的蚀变类型是早期钾 硅酸盐化和细粒绢

云母 白云母 石英 硫化物蚀变，黑云母、白云母、钾

长石、绢云母均为富钾矿物，因此=元素与/?、(?、

()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以及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图

%@）。=与A"的相关系数为47.，与B>的相关系数

为458,，这是因为A"和B>是分散元素，常类质同

像进入长石和云母的含钾矿物中（图%C、%D）。与!
号矿体不同，"号矿体中常见钠质 钙质蚀变，以钠

长石E阳起石E磁铁矿F绿帘石组合为主，通常呈

脉体两侧的蚀变晕（&$G&;0H&）产出。世界上也见有

关于斑岩铜矿中的钠质 钙质蚀变的报道，如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和智利的IJ3&$2&$K&斑岩矿床

（:0LM，,-N.；/>$$&;;!"#$5，944<）。这种蚀变形成

深度较大，高温环境，受循环的大气降水控制，常交

代早期形成的钾硅酸盐化，并贫金属硫化物，易与晚

期青磐岩化相混淆。钠质 钙质蚀变以及晚期含粗

粒石英斑晶的石英闪长玢岩含有较高的1>元素，因

此1>与=和A"呈负相关（相关系数O4766，图

%$），并分布在矿体外围和深部。

*"的独立矿物有黝铜矿（/?,9*"%*,6），但黝铜矿

是微量矿物，因此*"与/?、(?基本没有相关性，而

与()、(P、!"、#$相关性相对较强（图%0），*"常以

类质同像分布于闪锌矿和方铅矿中，这种元素组合

特征代表了低温组分端员。

综上所述，"号矿体具有明显的元素空间分带

特征，矿体中心以/?、(?、()、+0为主，钻孔N99-和

N96.深部明显富集，且并未圈闭。=、A"、B>构成早

期钾质蚀变中心，其浓集中心与/?、(?、()浓集中

心一致。/0和 12分 布 在 矿 体 中 心 外 侧，!"、#$、

+$、()、*"分布在矿体外围。由矿体中心向外，构

成/?、(?、()、=、A"、B>Q+0Q/0、12Q!"、#$、+$、()、

*"Q1>元素分带特征。分布在外围的1>同时受钾

质交代过程中1>元素向外迁移作用以及早期深部

高温环境下的钠质 钙质蚀变共同控制。

%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采用*!**,654软件完成，在不损失或

少损失信息的情况下，因子分析可有效概括出关键

性的指标。首先将数据输入*!**软件中，绘制出碎

点图（图<）。由图<中可以看出前<个公共因子的

特征值大于,，因此选择前<个公共因子建立因子模

型（表9），通过因子关联识别地质意义。

图< 因子分析碎点图

:2)5< *RL&&H;0K

第,主因子由变量/?、(?、()、+0组成，代表主

成矿阶段铜、金、银、钼矿化，主成矿阶段以黄铜矿化

为主，(?和()分布在黄铜矿中，+0的独立矿物为

辉钼矿，常见辉钼矿 石英硫化物脉穿插早期石英硫

化物脉，依据脉体相互穿插关系，辉钼矿化稍晚于早

期铜矿化，因子分析与元素相关性及空间分布特征

吻合。

第9主因子由变量=、1>、B>、A"组成，代表了

早期钾 硅酸盐化，金属矿化主要产于早期钾 硅酸

盐蚀变带中。钾 硅酸盐化蚀变以黑云母E磁铁矿

F钾长石E黄铜矿E黄铁矿组合为特征，磁铁矿含

量较高，伴随着早期钾硅酸盐化被绢云母 白云母

石英 硫化物交代过程，1>易溶于水形成1>/;向外

迁移，此外早期钾 硅酸盐化深部被钠质 钙质蚀变

N86第6期 黄 勇等：西藏雄村斑岩铜金矿床"号矿体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指示意义

 
 

 
 

 
 

 
 

 
 

 
 

 
 

 
 

 
 

 

 

 

 

 

 

 

  

 
 

 



交代，强钠质 钙质蚀变区域矿化很弱或无矿化，因

此!"的因子贡献为#$%&’’。

表! 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 ’()#)&*+(,-(.&.),#)/01
因子

’ ( ) * &

+, $-../ $-$$) #$-$)( #$-$.. $-$’*
0, $-/)’ $-$.1 #$-$$& #$-$12 $-’($
+3 $-.(/ $-$2& $-(*$ $-(&* #$-$$)
+4 $-$’1 #$-$’$ $-.)* $-$*. $-()$
5" $-$&’ $-2’. $-$’) #$-’&2 #$-’’1
06 $-$2* $-$&. #$-$&. $-$1/ $-22&
7 $-’.’ $-/$$ $-$$1 #$-’$2 $-$*/
89 #$-’). #$-’$’ #$-$.. $-22/ $-$2’
86 $-)() $-’&/ #$-$(* #$-$). $-$*.
!" #$-$11 #$-&’’ #$-$*) #$-)(& $-’’.
!: $-$.’ #$-$)) $-’1( $-$22 $-.)$
;< $-$.& $-.$2 #$-$$/ $-$). $-()(
=< $-$(2 $-$’) $-.$1 #$-$*& #$-$()
>9 $-$.& $-$’* $-((* $-2*) $-’&)
?< $-$** $-$*( $-&(& $-).( #$-’(2

第)主因子由变量+4、=<、?<组成，第*主因子

由变量89、>9、?<组成。第)主因子和第四主因子

共同指示晚期中低温脉状铅锌矿化端员，+4和=<
以类质同像分布在方铅矿和闪锌矿中。

第&主因子由变量06和!:组成，06和!:分布

在含钛矿物中，如金红石和钛铁矿，可能有部分06
和!:分布在铁镁质矿物中，这种组合代表高温组分

端员。

因子分析表明!号矿体经历了早期的0,、+,、

+3矿化以及晚期的?<、>9、+3矿化，早期矿化以细

脉浸染状黄铜矿@黄铁矿化为主，晚期矿化以脉状

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化为主。早期矿化主要产

于早期钾 硅酸盐蚀变和绢云母 白云母 黄铁矿 石

英带中，晚期矿化分布在矿体外围，因子分析与元素

空间分布以及地质观察吻合。

& 讨论

在已研究的区域中，富金型斑岩铜金矿床主要

集中分布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相对于岛弧环境而

言，产于陆缘造山的斑岩铜矿趋向于富钼贫金，如科

迪勒拉 安第斯成矿带（8:4A"，($$$）。近年来在冈

底斯成矿带新发现的大陆环境斑岩铜矿床，趋向于

富钼而贫金，如驱龙、甲玛、宫厅、冲江等大型斑岩矿

床（唐菊兴等，($’$<）。但也有很多例外，如位于美

国西南部大陆边缘环境的5:93B"C斑岩矿床富金且

同样富钼，位于澳大利亚克拉通前缘逆冲断层带内

的DEFGH:和IA"44<GA矿床富金而贫钼，位于阿尔

卑斯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的=":9H"E矿床也同样富

金（8:4A"，($$$）。=:JJ:K6G（’/2/）详细探讨了富金型

斑岩铜矿床的特征后指出，控制斑岩铜矿富金的因

素与动力背景、主岩成分、围岩成分、剥蚀率以及矿

体规模均无明显关系。但富金型斑岩型铜金矿与大

部分贫金型斑岩铜矿一样，具有统一的蚀变矿化分

带 模 式（IG6A3G，’/*2；I,:J<GAK，’//&；=:JJ:K6G，

’//2），而这种分带也可体现在元素空间分布上。雄

村!号矿体’&种元素的相关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

野外地质观察表明，矿体中心以细脉浸染状0,、+,、

+3矿化为主，+,和+3主要的寄主矿物为黄铜矿，

86矿化位于矿体中心，但平均品位较低（*&%/L
’$#1）。铜金矿化主要产于早期钾 硅酸盐化带和绢

云母 白云母 黄铁矿 石英带中，因此0,、+,、+3、

86与7、;<相关性较高。早期钾硅酸盐化带中见

有较高含量的磁铁矿，世界上除5:93B"C和DEFGH:
富金型斑岩铜矿明显缺少磁铁矿外，其余所有大型

富金 型 斑 岩 铜 矿 均 含 有 较 高 的 磁 铁 矿（=:JJ:K6G，

’//2）。!号矿体中磁铁矿常分布在石英 黄铜矿脉

中，属热液产物。=,9等（($$*）研究发现，磁铁矿结

晶致使从残余岩浆中出溶的初始氧逸度降低，可能

是弧环境斑岩矿床+,、0,富集的重要机制。西藏

除雄村外，班公湖成矿带的多不杂富金斑岩铜也富

含磁铁矿（李光明等，($$2）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上

述观点。脉状?<、>9矿化分布在矿体外围，?<、>9
与+4、=<、+3相关性较高，这一组合代表了晚期低温

组分端员。?<、>9矿化很弱，不能作为伴生元素回

收利用（?<平均含量($L’$#1，>9平均含量/&L
’$#1，据211’件样品统计）。

受早期高温钠质 钙质蚀变的交代，矿体深部

!"元素含量较高。同时元素分布元素空间分布显

示，7元素趋向于向内富集，而!"趋向于向外迁移，

矿体中心7／!"值明显高于外围，显示出钾质交代

与富金斑岩铜矿存在亲和性（=:JJ:K6G，($$$），岩浆弧

环境、大陆碰撞带以及陆内环境富金型斑岩铜矿均

是如此（7GAA:MB!"#$-，($$$；侯增谦等，($$/）。高

钾岩浆的成因机制有多种（详见江迎飞，($$/），虽

然随着加厚陆陆壳的深入研究，使得部分学者认为

地壳混染和低压演化作用对其有约束（FB6ANG!"

.1)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01+2!-.$%&&；345,+!/6!!"
#$#，$%%7；江迎飞，788%），但多数学者认为弧岩浆

富钾与俯冲板片脱水、释放的流体交代地幔密切相

关（9)""，$%&7），而火山岩／侵入岩富:;:3元素和轻

稀土元素、<)=7!$>、较小的0?!值（黄勇，78$$!）

等特点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因此原岩组分也是

矿体中心富@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号矿体由中心向外，蚀变组合由早

期钾硅酸盐化、绢云母 白云母 石英 硫化物蚀变向

青磐岩化过渡，矿体深部及南部发育有钠质 钙质蚀

变，"号矿体与#号矿体类似，均富富金而贫钼。由

矿体中心向外形成AB、CB、C?、@、D2、E!F01FA1、G)F
H2、I/、0/、C?、J2FG!元素分带，元素带状分布特征

与蚀变矿化分带吻合，分布在外围的G!同时受钾质

交代过程中G!元素向外迁移以及早期深部高温环

境下的钠质 钙质蚀变共同控制。元素空间分带特

征与蚀变矿化分带机理类似，均受热液流体演化、运

移、温压条件、原岩组分等综合因素的控制，因此元素

分带与蚀变矿化均可有效指示今后的找矿勘探工作。

K 结论

不同于#号矿体，雄村铜矿"号矿体由内向外

发育有早期钾硅酸盐化、白云母L绢云母L石英L
硫化物蚀变、青磐岩化以及矿体深部和南部的钠质

钙质蚀变，主要的金属矿物有黄铜矿、黄铁矿、磁铁

矿，外围发育有方铅矿和闪锌矿化。

矿体主要分布在早期钾硅酸盐化和白云母L绢

云母L石英L硫化物蚀变带中，矿化以细脉浸染状

矿化为主，矿体中心见有较多的热液磁铁矿。元素

空间分布表明@元素趋向于富集在矿体中心，而G!
趋向于向外迁移，显示出钾质交代与斑岩铜金矿的

亲合性。与#号矿体类似，"号矿体同样富金而贫

钼，黄铜矿是CB和C?的主要载体，因此AB与CB、

C?的空间分布、相关性以及因子分析均很吻合。H2
和I/的独立矿物是方铅矿和闪锌矿，闪锌矿是部分

C?的载体，方铅矿和闪锌矿主要呈脉状分布在矿体

外围。由矿体中心向外构成了AB、CB、C?、@、D2、

E!F01FA1、G)FH2、I/、0/、C?、J2FG!元素分带特征，

元素分带特征与蚀变和矿化特征吻合，均受热液流

体演化、运移、温压条件、原岩组分等综合因素控制

的结果，分带特征对今后的找矿勘探工作具有一定

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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