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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矽卡岩型和热液脉型铅锌多金属矿是冈底斯地区铅锌资源量的主要来源。本文在全面收集冈底斯成矿带

及其周边（主要包括冈底斯及其以南的喜马拉雅带）地质、矿产、物探、化探、遥感等基础地质资料的基础上，建立了

-.<平台基础上的资源预测评价系统。运用特征分析模型和数理统计方法，分别确定了预测区内矽卡岩型和热液脉

型铅锌多金属矿定位预测的找矿模型和定量化标志，其中对铅锌矿预测比较重要的地质变量（变量权重!"=$）有中

酸性花岗质侵入岩体，其他类型矿床（点），&>、(?、@:、%A、&B、%>、CD单元素化探异常，&>E(?E@:E%A、(?E@:、(?E@:E%AE
&B组合化探异常，磁异常正负场变化，中低负重力异常场等。在此基础上，利用/*%<资源评价系统，圈定了铅锌

矿成矿远景区共F;处，总体上预测成果与实际地质情况及已知矿床（点）分布吻合较好。采用面金属量法估算了各

远景区的铅锌矿资源量。统计结果表明，预测区内#"""G以浅潜在铅锌资源总量可达$=6亿吨，指示了冈底斯成

矿带及其周边仍具有良好的铅锌矿找矿远景和资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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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冈底斯地区是我国西部地质工作程度较低

的地区之一，但该地区具有十分有利的成矿地质条

件，其资源前景受到国内外地质工作者的普遍关注。

近些年来，在冈底斯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调查

和资源勘查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果，被列为

POON年中国地质工作“十大重要进展之一”（国土资

源部，POOP）。

经过多年来的地质勘查工作，西藏冈底斯地区

积累了丰富的地质、矿产、物化探等基础地质资料，

已发现大中型矿床多处。因此，充分利用已有的地

质资料，总结控矿规律和找矿标志，进行成矿远景区

的定位预测和定量评价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注意

到，矽卡岩型和热液脉型矿床是冈底斯地区重要的

矿床类型，矿化类型涉及到铁、铜、铅、锌等多种紧缺

金属，进一步查明其资源量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本文即是在充分收集冈底斯及周边地区地质、矿产、

物探、化探及遥感等资料的基础上，利用CJI平台基

础上的数理统计和面金属量法对该地区铅锌矿进行

了定位及定量预测，并对该地区铅锌矿找矿远景和

资源潜力进行了评估。

N 区域地质概况

西藏冈底斯多金属成矿带位于雅鲁藏布江缝合

带北侧拉萨地体南缘的冈底斯造山带中。研究表

明，冈底斯构造带是一个经历了复杂地质构造演化

史的多岛弧碰撞造山带（潘桂棠等，NQQL）。古生代

该地区处于冈瓦纳大陆北部的活动大陆边缘构造背

景；中生代发育岛弧与弧后盆地相间的构造格局；白

垩纪末期至古近纪早期，受雅鲁藏布江洋壳向冈底

斯俯冲、消亡及碰撞作用的影响，在冈底斯构造带南

缘形成了东西延伸大于POOO:2的火山 岩浆岩带

（李光明等，POOP；黄圭成等，POOX；左仁广等，POOL）。

新生代以来，冈底斯地区进入碰撞后剧烈的陆

内聚敛造山阶段，发育了一系列近东西向展布的大

型韧性剪切带。中新世，冈底斯造山带山根发生拆

沉和大规模的高原伸展作用，与此同时或稍晚，在冈

底斯造山带发育一套钾质的钙碱性熔岩（=&4’&%!"
#$Y，NQZ[）和广泛分布的规模较小的高位花岗岩体

和 花岗质斑岩体，由此造就了长达\KO:2、宽约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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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冈底斯多金属成矿带（曲晓明等，#$$%）。

自%&&&年开展地质大调查以来，冈底斯多金属

成矿带找矿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新发现了驱龙、白

容、厅宫、朱诺、雄村、南木林、吹败子、蒙哑啊、亚贵

拉、洞嘎普、尤卡朗等十多处具有大型 超大型规模

或远景的矿床!。已发现的矿床类型主要有斑岩型、

矽卡岩型和热液脉型，其次有热泉型和岩浆型，涉及

铜、铁、铅、锌、金、银、锑、铬、锂、钛铁矿、铯和盐类等

多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一条规模宏大的多金属成

矿带已初露端倪。

本文预测评价区范围在构造位置上大致包括冈

底斯构造岩浆岩带、念青唐古拉带和雅鲁藏布江碰

撞结合带以南的喜马拉雅带部分地区，经纬度范围

为’()*+$,"’&-*$$,，.#(*$$,$$/".+#*$$,，面积

约%&01万!"#（图%）。为叙述简便，本文仍将所有

研究范围简称为冈底斯地区。

# 234多元信息数据库及预测方法

!"# 收集资料并建立$%&多元信息数据库

本文全面、充分收集了冈底斯及周边地区地质、

物化探、矿产、遥感等地质资料。区域地质、构造、岩

图% 青藏高原大地构造简图及预测评价区范围［据潘桂棠等（%&&)）修改］

5678% 29:;:76<=;"=>:?@6A7B=6CD6E9FG;=F9=H（":I6?69I=?F9JG=A2H6F=A7!"#$8，%&&)）

%—蓝闪片岩杂岩；#—弧前盆地沉积；+—第三纪火山岩；1—花岗岩基；K—主要构造缝合带及构造单元分区界限；-—逆冲断裂带；)—拆

离断层；(—走滑断裂带；&—预测评价区范围；%$—主要金属矿床；主要构造缝合带：LMN4—阿尼玛卿 昆仑 木孜塔格缝合带；O4—金沙

江缝合带；PQ4—理塘缝合带；R.4—班公 怒江缝合带；3S4—印度河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主要断裂带：2PD—大反向逆冲断裂系；2D—

冈底斯逆冲断裂系；4DT4—藏南拆离系；NPD—主中央逆冲断裂；NRD—主边界逆冲断裂；构造单元：DU4—北喜马拉雅；UUN—高喜

马拉雅；QU4—低喜马拉雅

%—7;=H<:>B=A9V<B6VF<:">;9W；#—?:J9C=J<E=V6AV9I6"9AFV；+—D9JF6=JXY:;<=A6<J:<!V；1—7J=A6F9；K—VHFHJ9Z:A9；-—FBJHVF?=H;FE9;F；)—I9[

F=<B"9AF?=H;F；(—VFJ6!9CV;6>?=H;F；&—VFHIX=J9=；%$—:J9I9>:V6F；4HFHJ9Z:A9V：LMN4—LA6"=\6A7CMHA;HACNHZB6F=79VHFHJ9Z:A9；O4—O6A[

VB=]6=A7VHFHJ9Z:A9；PQ4—Q6F=A7VHFHJ9Z:A9；R.4—R=A7:A7C.H]6=A7VHFHJ9Z:A9；3S4—3AI6=A 6̂Y9JCS=J;HA7_=AE:O6=A7VHFHJ9Z:A9；2PD—

7J9=F<:AY9JV6:AFBJHVF?=H;F；2D—2=A7I6V9FBJHVF?=H;F；4DT4—4:HFBD6E9FI9F=<B"9AFVXVF9"；NPD—"=]:J<9AFJ=;FBJHVF?=H;F；NRD—"=]:J

E:HAI=JXFBJHVF?=H;F；DU4—D9FBXVU6"=;=X=；UUN—U67BU6"=;=X=；QU4—Q:‘U6"=;=X=

! 潘桂棠，李光明，佘宏全，等8#$$(8印度亚洲主碰撞带资源潜力与成矿预测（研究报告）8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和中国

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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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岩、地层、矿产等基础地质资料主要根据最新的!"
#$万或!"%$万区域地质调查资料；区内不同类型矿

床（点）主要根据近些年来（截止到#$$&年底）大规

模地质勘查所取得的成果。以上基础地质资料涵盖

了整个冈底斯地区，区域!"#$万（或!"%$万）化探

异常除个别区采不到水系沉积物样品外，也基本上

覆盖了全区；区域重力异常、航磁异常等资料的覆盖

范围如图#所示。然后对这些数据资料进行了转

换、处理，建立了预测区!"%$万多元信息数据库系

统［数据处理及数据库建立按照《国家标准数字化地

质图图层及属性文件格式》（’(／)$!*+,!**+）进行］。

-./多元信息数据库建立的方法步骤参照肖克炎等

（#$$$）和刘治国等（#$$#）。该数据库系统主要由图

形空间信息数据库和地质体要素非空间信息数据库

两部分组成，内容涵盖了地质（地层、构造、岩浆岩、

变质岩）、矿产（主要矿床、矿点及矿化点）、物探（磁

法、重力）、化探（01、23、(4、56、51、57、/3、89、:、

;<、0=、/4、89单元素异常）、地理等多种信息，构成

了本次成矿预测和资源潜力评价的基础数据平台系

统。

!>! 划分网格单元

预测区内已发现的规模较大的矿床比较少，而

且多集中在冈底斯成矿带的南部，从而能用于成矿

预测的已知矿床模型也就比较少。笔者根据预测精

度要求和比例尺大小，采用等面积网格单元划分法

（赵鹏大等，!**?）将预测区划分成正方形网格，每个

网格单元面积为!?@@A!?@@B!*C@@#，共计

!!CACCB+C%C个网格单元。每个网格单元相当于

实际面积?*D@#，共计E+F%万D@#，单个网格单元

面积大致与中等规模化探异常区面积相当。

图# 西藏冈底斯地区区域基础地质资料覆盖范围示意图

G96># /DHIJK@LM7K<N946OH69<4LP6H<P<69JLP=LILJ<QHOL6HLOHL794-L46=97HOH69<4，)93HI

!>" 确定预测统计数学模型

成矿远景区定位预测的实质是对预测区内每个

统计单元成矿可能性或成矿有利度的一种统计评

估。特征分析统计模型即是通过研究模型单元的主

要成矿特征标志（包括地质、地球化学、地球物理、遥

感等信息），查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将这些成矿

特征标志定量化（转化为二态或三态变量），并根据

它们对成矿的贡献，确定它们的权重，由此建立起控

制区与预测区的定量类比模型，据此来评价预测区

成矿的有利性大小，并圈定出成矿远景区（赵鹏大

等，!**?）。这是一种简单实用的多元统计方法，适

用于资料水平不高地区的小比例尺成矿靶区预测。

其公式为：

!"B!
#

$B!
%$&"$ （"B!，#，⋯，’）⋯⋯⋯⋯（公式!）

式中：!9为统计单元成矿可能性或有利度，&"$为第

"个统计单元第$个地质变量的取值，%$表示第$个

地质变量的权系数，’、# 分别是统计单元和地质变

C&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E$卷

 
 

 
 

 
 

 
 

 
 

 
 

 
 

 
 

 
 

 

 

 

 

 

 

 

  

 
 

 



量的数目。该统计方法的实质是诸地质变量的加权

线性组合。由此可见，进行资源靶区预测的关键是

确定诸地质变量的权系数。

! 铅锌矿找矿模型及综合预测变量

矽卡岩型和热液脉型铜铅锌多金属矿床是预测

区内最主要的铅锌矿床类型。本节将对矽卡岩型和

热液脉型两种类型铅锌矿的找矿模型及综合预测变

量分别加以阐述。

!"" 矽卡岩型铅锌矿床区域预测找矿模型及综合

预测变量

矽卡岩型矿床是西藏地区重要的矿床类型之

一，涉及铁、铜、铅、锌、银等多种金属。据不完全统

计结果，西藏地区共有矽卡岩型矿床点#$%多处，其

中特大型#处、大型&处、中型$处、小型#$处。该

类矿床主要分布在班戈 腾冲燕山期岩浆弧带、革吉

措勤晚中生代复合弧后盆地带、隆格尔 工布江达

断隆带、冈底斯南缘火山 侵入岩带等$个!级构造

单元。

!"#"# 矽卡岩型铅锌矿床区域预测找矿模型

根据本区矽卡岩型矿床的成矿特点、预测目标

要求以及近些年来的研 究 成 果（李 光 明 等，’%%’，

’%%$；王全海等，’%%’；佘宏全等，’%%&；侯增谦等，

’%%()，’%%(*，’%%(+），确定矽卡岩型铅锌矿的区域

预测找矿模型如下：

（#）矿床主要位于冈底斯火山 岩浆岩带、革吉

措勤晚中生代复合弧后盆地带、班戈 腾冲燕山期岩

浆弧带、隆格尔 工布江达断隆带等成矿有利构造带

内，成矿构造背景与羌塘地块与拉萨地块沿班公湖

怒江缝合带俯冲碰撞、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碰

撞等构造事件有关，成矿时代从印支期至中新世。

（’）成矿岩体主要为中酸性岩体，岩体规模不

限，从岩株至岩基均可，岩体时代从三叠纪至中新

世，岩性有花岗岩、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闪长

岩、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及其对应的斑岩等。岩

石化学和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研究表明，控矿岩体可

以有多种成因，部分为俯冲期钙碱性花岗岩，部分为

碰撞期壳幔混源花岗岩，部分具有埃达克质岩浆岩

特征。

（!）区域上矽卡岩矿床具有呈带分布特点，成

矿带的展布总体上受东西向构造（断裂带、逆冲推覆

带和褶皱带）控制，处于东西向!级构造单元分区断

裂之间或其附近，遥感影像上表现为东西向线性构

造发育。

（$）单矿区范围内矽卡岩矿床的主要控矿构造

为岩体接触带、层间构造带，其次为断裂裂隙构造，

有利的层间构造带为层间滑脱带、灰岩、大理岩等碳

酸盐岩岩层与碎屑岩等的层间构造带。

（&）矽卡岩矿床的赋矿地层主要为以碳酸盐岩、

灰岩、大理岩、钙质页岩为主或含有碳酸盐岩、灰岩、

大理岩等富钙岩石的地层，其次为火山碎屑岩。研

究区内有利含矿地层有查曲浦组、叶巴组、多底沟

组、林宗组、楚林龙组、塔克拉组、比马组、麦龙岗组、

麻木下组、朗山组、桑卡拉组、桑卡拉佣组、下拉组、

洛巴堆组、蒙拉组、敌布错组等。

（(）矽卡岩矿床成矿远景区内具有较好的已知

矿化线索，有矽卡岩型磁铁矿、铜多金属矿、铅锌银

矿（点）分布，或有其他类型多金属矿分布。同一矿

集区或矿床内矽卡岩型矿床常常与斑岩型矿床和热

液脉型矿床密切共生，形成与岩浆作用有关的斑岩

型 矽卡岩型 热液脉型铜铅锌多金属成矿系列。

（,）矽卡岩矿床成矿远景区内一般具有良好的

以-./0*/12/34组合为主的化探异常，异常强度较

高，常常套合有35/6*异常，或在外围伴有35/6*组

合异常。异常分布范围较大，元素异常套合好，且具

有较好的浓度分带，浓集中心明显。

（7）矽卡岩矿床一般处于磁异常正负场变化位

置，磁异常值在8#%%"9#%%2:之间；一般在%值

线附近，正负磁场成对出现位置是潜在的找矿远景

区；矿床发育位置磁异常变化较快，磁场变化率中

等。

（;）矽卡岩矿床一般处于重力场中低负异常

场、重力异常变化梯度带位置，异常值在9$(%"
9&&&<=之间，重力场变化率中等偏高。

!"#"’ 矽卡岩型矿床综合预测变量

根据预测区内矽卡岩型矿床的分布和矿床规

模，选取克鲁、邦蒲、拉屋、蒙哑啊、新嘎果、勒青拉

（洛巴堆）、舍索、郎中、劣布、洞中松多、朗普勒、朗达

沟、下格拉、查郎拉、廷多山、恩玖南、明则等矿床作

为模型矿床点，进行矿产资源综合评价预测计算。

根据本区矽卡岩型矿床区域预测找矿模型、=>6数

据库信息资料及各成矿特征标志（变量）权重的计算

结果，确定矽卡岩型铅锌矿的综合预测变量见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矽卡岩型铅锌多金属矿

床预测起重要作用的地质变量（权重!%?’）为中新

,7第#期 谭 钢等：西藏冈底斯多金属成矿带铅锌矿定位预测与资源潜力评价

 
 

 
 

 
 

 
 

 
 

 
 

 
 

 
 

 
 

 

 

 

 

 

 

 

  

 
 

 



表! 西藏冈底斯成矿带矽卡岩型铅锌多金属矿床综合预测变量表

"#$%&! ’&(%()*+#%,#-*#$%&./(-0-&1*+#2*(3(/(-&1&0(.*2.*324&’#3)1*.&.5#-3%&#1#316*3+0(%78&2#%%*+(-&9/(-8*3)
$&%2，"*$&2

序号 预测变量 取值范围 变量权重 地质解释

! 地质复杂程度 熵值!"# #$!"!%%&
代表地质构造 岩浆作用的活动强度，强

度高有利于成矿

& 发育’，(，)，*中酸性岩体（脉） 存在 #$&&+#,, 有成矿有关的岩浆活动

-
以碳酸盐岩、灰岩、大理岩、钙质页

岩为主的地层分布
存在 #$!.&"%- 有利成矿围岩或赋矿地层

. 含碳酸盐岩、灰岩等富钙岩石夹层 存在 #$#/-!&& 有利成矿围岩

%
已知矽卡岩型铜矿、铜铅锌多金属

矿、铅锌（银）矿床点
存在 #$!/-/.. 代表直接的成矿（矿化）信息

"
有其它类型（斑岩型、热液脉型）铁、

金、铜、铅、锌、银矿床点
存在 #$&+"&#!

矽卡岩型矿床与斑岩型、热液脉型矿床具

有成因联系，构成一个成矿系列

+ 位于岩体接触带 #!&01以内 #$!+/"+- 有利控矿构造

, 断裂构造 存在 #$!&--,, 控制岩体、矿体的构造部位

!# 23化探异常 23!-#4!#5/ #$!.%"!%
!! 67化探异常 67!-%4!#5/ #$&#",&,
!& 89化探异常 89!,-4!#5/ #$!"./"/

矽卡岩型矿床常见的铜铅锌矿化组合

!- 2:化探异常 2:!-##4!#5/ #$&+"&#! 与中温热液阶段伴生的元素异常

!. ;化探异常 ;!.$#4!#5/ #$!,./-" 代表高温热液活动

!% <=化探异常 <=!!$/4!#5/ #$#+.+,%
!/ 23化探高值异常 23!/#4!#5/ #$#../-/
!" 67化探高值异常 67!"#4!#5/ #$!!.",/
!+ 89化探高值异常 89!!+#4!#5/ #$!-.%.,
!, >?化探异常 >?!!##4!#5, #$&#%!#.
&# >3化探异常 >3!&$#4!#5, #$&-%&&%
&! @A化探异常 @A!#$+4!#5/ #$!/#.#/

矽卡岩矿床形成的主要铜铅锌银矿化，中

低温阶段热液活动常见元素，重要的成矿

指示元素及其组合

&& >B化探异常 >B!-#4!#5/ #$!%#"#+
矽卡岩矿床外围和顶部伴生元素异常，晚

阶段热液活动

&- C7化探异常 C7!&$#4!#5/ #$#"%&/
&. >?化探高值异常 >?!.##4!#5, #$#+,!!&

矽卡岩矿床外围和顶部伴生元素异常，晚

阶段热液活动，含量高说明距成矿中心远

&% 89D2:组合化探异常 89!,-4!#5/E2:!-##4!#5/ #$!,!-!+
&/ 23D>3组合化探异常 23!-#4!#5/E>3!&4!#5, #$!",--,
&" 67D89组合化探异常 67!-%4!#5/E89!,-4!#5/ #$!,!-!+

&+ 67D89D>?组合化探异常 67!-%4!#5/E89!,#4!#5/E
>?!!##4!#5/

#$!"./&/

&, 23D67D89组合化探异常 23!-#4!#5/E67!-%4!#5/E
89!,#4!#5/

#$!!%.!.

-# 23D67D89D>?组合化探异常 23!-#4!#5/E67!-%4!#5/E
89!,#4!#5/E>?!!##4!#5,

#$&#",&,

矽卡岩矿床主要的铜铅锌银矿化及其组合

-! 处于磁异常正负场变化位置 E!##F!5!##9’ #$&&&%.!
矽卡岩期氧化物阶段有少量磁铁矿生成，

形成磁异常

-& 处于磁异常磁场变化率中等 #$!%!#$&% #$!&--,, 矽卡岩期氧化物阶段有少量磁铁矿生成

-- 处于重力场中低负异常场位置 5./#!5%%%1GHI #$&/,-%-
-. 处于重力异常变化率中等偏高 #$&"!#$%" #$#,&"+"

与中酸性岩浆活动中心有关

生代花岗岩体，其他类型矿床点，67、2:、>?、>3化

探异常，23D67D89D>?组合化探异常，磁异常正负场

变化，中低负重力异常场带等；其次（权重在#J!!
#J&）为地质复杂程度，以碳酸盐岩为主地层，已知矽

卡岩型矿床点，断裂构造，接触带构造，23、89、>B、

@A、; 化探异常，67、89化探高值异常，67D89、89D

2:、23K>3、67K89K>?、23K67K89K>?组合化探异常，

磁异常变化率等。总体上，各预测变量的重要性（权

重）与已建立的找矿地质模型一致。比较特殊的是

已知矽卡岩型矿床的权重（#J!/）小于其他类型（斑

岩型、热液脉型）矿床点的权重（#J&,），究其原因可

能与本区矽卡岩型矿床多与其他类型矿床密切伴生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有关。

!!" 热液脉型铅锌多金属矿床区域预测找矿模型

及综合预测变量

热液脉型银铅锌多金属矿床也是西藏地区重要

的矿床类型之一，主要发育在冈底斯斑岩铜矿带北

侧的念青唐古拉带和喜马拉雅带中，在班戈成矿带

中也有少量分布。

"!#!$ 热液脉型铅锌矿床区域预测找矿模型

根据本区热液脉型铅锌银多金属矿床的成矿特

点、预测目标的要求以及近些年来的研究成果（李光

明等，#%%#，#%%&；王全海等，#%%#；侯增谦等，#%%’(，

#%%’)，#%%’*），确定热液脉型铅锌银多金属矿床的

区域预测找矿模型如下：

（$）矿床位于冈底斯火山 岩浆带北部、念青唐

古拉复合岩浆带和班戈岩浆带中。

（#）近东西走向倾向向北的大型逆冲断层发

育，有近+,向中小型正断层分布。东西向大型逆冲

断层与近+,向正断层的交汇部位是矿体的主要赋

存空间。

（"）含矿围岩主要有林子宗群火山岩、火山碎

屑岩，石炭系来姑组、永珠组、昂杰组和二叠系洛巴

堆组的细砂岩、粉砂岩和碳酸盐岩等，围岩蚀变主要

有绢英岩化、硅化、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

（&）在念青唐古拉带中有白垩纪和古近纪花岗

岩分布，在冈底斯岩浆带中有中新世花岗质小岩体

产出，岩性有白云母花岗岩、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

岩以及二长花岗斑岩等。

（-）南冈底斯和念青唐古拉带东部的热液脉型

铅锌银多金属矿床的形成与同碰撞和后碰撞伸展时

期的构造 岩浆作用相联系，念青唐古拉带西部的热

液脉型铅锌银多金属矿床形成时代主要约为$&!-.
/(。

（’）矿床分布总体上受东西向构造控制，但与

中新世南北向裂谷构造也有密切关系，矿床常常分

布于东西向构造带与南北向裂谷系交汇部位，具有

东西成带、南北成行的分布特点。

（.）遥感影像上表现出东西向和南北向线性构

造发育。

（0）成矿远景区具有较好的已知矿化线索，有

热液脉型、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和其他矿点分布。

（1）成矿远景区具有良好的2)345367389369组

合化探异常，异常强度高，分布范围大，在外围常伴

有6736:3,)组合异常，元素异常套合好，且具有较

好的浓度分带，浓集中心明显。

（$%）在区域磁异常图上，热液脉型铅锌银多金

属矿床一般处于磁异常正负场陡变位置，变化率较

高，磁异常值在;$%%!<#%%5=之间。

（$$）在重力异常图上，热液脉型铅锌银多金属

矿床一般位于重力场中低负异常场中，处于重力异

常梯度带变化较大位置，重力场异常值在<&’%!
<--->?之间。

"!#!# 热液脉型铅锌矿床综合预测变量

根据预测区内热液脉型铅锌多金属矿床的分布

和矿床规模，选取松多雄、则学、尤卡朗、洞中松多、

郎达、蒙亚啊、洞中拉、龙马拉、日乌多、帮浦、亚贵

拉、那曲镇银多金属矿、卡则铅矿、鼓岗铅锌矿、麦热

铅锌矿、拉宗含铅锌银矿、仁钦则、查孜多金属矿、那

霖多铅锌矿、新嘎果铅锌矿、昂张铅锌矿、夺松卡铅

锌矿、拉拢多金属矿、卓青铅锌矿、拉屋（科波熊）金

银多金属矿、昂张铅锌矿、娘姑处金银矿、纳如松多

等矿床作为模型矿床点，进行矿产资源综合评价预

测计算。根据本区热液脉型铅锌多金属矿床区域预

测模型、?@,数据库信息资料及各成矿特征标志（变

量）权重的计算结果，确定热液脉型铅锌多金属矿床

的综合预测变量见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热液脉型铅锌多金属矿

床预测最重要的变量（权重!%A#）为新生代中酸性

岩体（脉），不同类型的已知金铜铅锌银矿床点，89、

2)、45、67、8B、69、CD单元素地球化学异常，2)345、

2)E45E67E8B、89E2)E45E67组合地球化学异常；其次

（权重在%A$!%A#）为地质复杂程度，含矿地层，已知

热液脉型矿床点规模，6:、/F单元素地球化学异常，

2)、8B、45、67单元素高值异常和磁异常变化率。总

体上，各预测变量的重要性（权重）与已建立的找矿

地质模型吻合。值得一提的是，已知热液脉型矿床

规模的权重（%A$&）明显比已知热液脉型矿床点的权

重（%A%0）高，表明热液脉型矿床的找矿应注意就矿

找矿；另外，其他类型金、铜、铅、锌、银矿床点权重

（%A##）明 显 大 于 已 知 热 液 脉 型 矿 床 点 的 权 重

（%A%0），可能与热液脉型多金属矿床常和其他类型

（斑岩型、矽卡岩型）矿床共生有关。

& 确定铅锌矿床成矿远景区

根据预测区内矽卡岩型和热液脉型铅锌矿床区

域 预测找矿模型及其综合预测变量的计算结果，在

10第$期 谭 钢等：西藏冈底斯多金属成矿带铅锌矿定位预测与资源潜力评价

 
 

 
 

 
 

 
 

 
 

 
 

 
 

 
 

 
 

 

 

 

 

 

 

 

  

 
 

 



表! 西藏冈底斯成矿带热液脉型铅锌多金属矿床综合预测变量表

"#$%&! ’&(%()*+#%,#-*#$%&./(-0-&1*+#2*(3(/(-&1&0(.*2.*324&’#3)1*.&451-(24&-6#%%&#1#317*3+0(%56&2#%%*+
(-&$&%2，"*$&2

序号 预测变量 取值范围 变量权重 地质解释

! 地质复杂程度 熵值!"# #$!%&’(!
代表地质构造岩浆作用的活动强度，强度

高有利于成矿

%
发育 )（)!、)%、)*）中 酸 性 岩 体

（脉）
存在 #$%#&&*! 提供成矿物质、流体来源并作为成矿岩体

* 含矿地层有中生代、晚古生代地层 存在 #$!+*+’+ 有利成矿围岩或赋矿地层

’
已知热液脉型金矿、铅矿、铅锌（铜）

多金属矿、银矿床（点）
存在 #$#,!#," 代表直接的矿化信息

(
已知其他矿种热液脉型矿床（点）分

布
存在 #$#(&’+"

代表其他与热液脉型矿床有关的矿化信

息

+ 已知热液脉型多金属矿床规模 大、中、小型 #$!’%’(" 代表直接的矿化信息和矿化规模

" 有矽卡岩型铜铅锌银矿床分布 存在 #$#"!!++
与热液脉型矿床密切共生，提供有用的矿

化信息

, 有其他类型金、铜、铅、锌、银矿床点 存在 #$%!,#+&
代表其他与热液脉型矿床有关的矿化信

息

& -.化探异常 -.!*##/!#0+ #$%’"!#% 与中温热液阶段伴生的元素异常

!# -1化探异常 -1!*#/!#0+ #$%#+’"’
!! 23化探异常 23!*(/!#0+ #$%&%’(’
!% 45化探异常 45!&*/!#0+ #$%+&!**

热液脉型铅锌多金属矿床常见矿化组合

!* 63化探异常 63!%$#/!#0+ #$#""!(+
!’ 78化探异常 78!!##/!#0& #$%+(,",
!( 71化探异常 71!%$#/!#0& #$%+&"+
!+ 79化探异常 79!*#/!#0+ #$!,(+%+

热液脉型矿床外围和顶部伴生元素异常，

晚阶段热液活动

!" :;化探异常 :;!%$#/!#0+ #$!(++(+ 代表热液活动和可能的岩浆作用

!, -.化探高值异常 -.!!%##/!#0+ #$!!’#(* 与中温热液阶段伴生的元素异常

!& -1化探高值异常 -1!+#/!#0+ #$#"#++(
%# 23化探高值异常 23!"#/!#0+ #$!"’+%+
%! <=化探异常 <=!#$,/!#0+ #$%%(!+(
%% 45化探高值异常 45!!,#/!#0+ #$!’&*&,
%* 78化探高值异常 78!’##/!#0& #$!’**%"
%’ 71化探高值异常 71!,/!#0& #$#*#*&,
%( 23？45组合化探异常 23!*(/!#0+>45!&*/!#0+ #$%,’*%#

%+ 23?45?78?-.组合化探异常 23!*(/!#0+>45!&*/!#0+>
78!!##/!#0+>-.!*##/!#0+

#$%(&+&#

%" -1?23?45?78组合化探异常 -1!*#/!#0+>23!*(/!#0+>
45!&*/!#0+>78!!##/!#0&

#$%%!&,+

热液脉型铅锌银多金属矿床常见的矿化

及其组合，中低温阶段热液活动常见元

素，重要的成矿指示元素及其组合

%,
处于磁异常变化中等，磁场变化率

中等 #$%"!#$(" #$!!,"! 与磁铁矿的形成有关

%&
处于重力异常梯度带位置，变化率

中等 #$!(!#$%( #$#+,*+’ 与中酸性岩浆活动中心有关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开发的 :@76资

源评价系统的基础上，运用特征分析统计模型，对冈

底斯成矿带及周边的矽卡岩型和热液脉型铅锌矿床

进行了定位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与实际地质条件

进行了对比分析，调整了部分预测变量或找矿模型，

对预测结果进行了优化，最终确定了铅锌矿的成矿

远景区，结果如图*所示。

由于矽卡岩型和热液脉型铅锌矿床是预测区内

最主要的铅锌矿床类型，其成矿地质条件有一定的

相似性，两种类型的矿床往往相伴生（或同时伴生铅

锌组分），据此所确定的找矿模型和综合预测变量也

较为类似，从而所圈定的成矿远景区往往会有重叠。

因此，我们对两种类型铅锌矿床的成矿远景区进行

了合并处理，依据矽卡岩型和热液脉型铅锌矿床成

矿有利度!#A+等值线的合并结果，共确定了铅锌矿

成矿远景区("处，其中，!#处位于班戈 腾冲构造岩

浆岩带，!%处位于念青唐古拉地区，%"处位于冈底

斯带，,处位于喜马拉雅带（图*）。从定位结果来看，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图! 西藏冈底斯成矿带及周边铅锌矿床成矿远景区分布图

"#$%! &’()#*+,(),+’$(,+’(+-./’/’()(0/-#,-#1,2(3+1$)#-(24)’/,2(’5+66(+)+1)7#1*0/645(,+66#*/’(8(6,+1)
-9’’/91)#1$+’(+-，:#8(,

（地球化学分区名称参见表!，成矿远景区名称和预测资源量参见表;）

成矿远景区与本区已知矽卡岩型和热液脉型铅锌矿

床（点）位置吻合较好，如编号为<<、<=、>=、!!、!=、

?@、?A远景区；部分远景区代表了与斑岩型铜（钼）矿

床共生的矽卡岩型铅锌矿床，或代表了已知矽卡岩

型铁、铜矿床所伴生的铅锌组分，如编号为!?、;<、

;>、;!远景区。总体上，定位预测结果与实际地质情

况及已知矿床（点）分布吻合较好。

? 铅锌矿床资源潜力评价方法

!%" 冈底斯成矿带地球化学分区及地球化学异常

下限的确定

由于预测区范围近>B万C5>，面积很大，除冈

底斯成矿带外，还包括念青唐古拉带及喜马拉雅带

等几个重要的地质构造单元，而且地球化学测量比

例尺也不尽一致，加之元素地球化学分布的不均匀

性，因此，需要划分地球化学分区，分别确定地球化

学异常下限。根据预测区内各个地质构造单元的特

点、地球化学特征及水系沉积物测量比例尺的不同，

可将其分为班戈 申扎（!）、比如 工青（"）、日喀则

谢通门（#）、当雄 嘉黎（$）、拉萨 墨竹工卡（%）、

拉轨岗日 康马（&）、措美 隆子（’）共A个地球化

学分区（图;）。

为了比较准确地反映预测区内各构造单元的地

球化学背景值，本文对冈底斯成矿带及邻区的主要

成矿元素（D9、&8、E1、F$）的地球化学异常下限值均

进行了计算。计算方法是：将各地球化学分区全部

化探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在迭代剔除!倍方差以外

的离群数据后，再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各分区的均值

和方差，以均值加>倍方差作为各地球化学分区主

要成矿元素的地球化学异常下限，其结果见表!。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部分采样点出现异常高值，

对预测结果会有较大的影响，我们对异常高值进行

了处理。处理的方法是利用全区成矿元素的平均含

量加上G倍标准差作为异常高值的下限。经计算得

出&8、E1的异常高值下限分别为;BBH<BI@和;GB
H<BI@。

!%# 资源量估计方法

目前，进行资源潜力预测的地球化学方法主要

为地球化学块体法（谢学锦等，>BB>；刘大文，>BB>）。

<=第<期 谭 钢等：西藏冈底斯多金属成矿带铅锌矿定位预测与资源潜力评价

 
 

 
 

 
 

 
 

 
 

 
 

 
 

 
 

 
 

 

 

 

 

 

 

 

  

 
 

 



图! 西藏冈底斯成矿带及邻区地球化学分区示意图

"#$%! &’()*’+#),-./0,1’,.#23*’&,2$4#.’*541(3*’1+,--’,4,246#2)7(-5+’3,--#)(1’0’-3,24./11(/24#2$,1’,.，8#0’3
9—:;<=万水系沉积测量范围，>—:;?=万水系沉积测量范围

表! 西藏冈底斯成矿带及邻区各地球化学分区名称及主要成矿元素背景值和异常下限值

"#$%&! ’&()*&+,)#%-.$#/&#-#01$#)23/(.014#%.&-#015*/&-*(.1-6(/%&#1#01(5*&/&%&+&05-,0&#)*-.$#/&#(65*&’#031,-&
*71/(5*&/+#%%&#1#018,0)9(%7+&5#%%,)(/&$&%5#01-.//(.01,03#/&#-，",$&5

地球化学分区 ! " # $ % & ’

各分区名称 班戈 申扎 比如 工青 日喀则 谢通门 当雄 嘉黎 拉萨 墨竹工卡 拉轨岗日 康马 措美 隆子

构造位置
班戈 腾冲

西段

班戈 腾冲

中北段

冈底斯带

西段
念青唐古拉带 冈底斯中段 喜马拉雅带 喜马拉雅带

数据比例尺 :;?=万 :;?=万 :;?=万 :;?=万 :;<=万 :;?=万 :;<=万

@/

A0

B2

9$

平均值 !%C <=%? :<%D :E%F <<%F <G%: <C%!
方差 ::%C G%= F%E F%? D%G :G%: D%!

异常下限 <? E? E< <C != F= !C
平均值 :G%= <C%= <F%D <D%G <E%D <!%? <G%F

方差 F%< G%? :=%G :=%= F%? ?%C G%D
异常下限 E= !? ?= ?= != != !?

平均值 !E%= C=%? FE%? FC%: FD%? FG%< CG%E
方差 :!%G <!%F :C%G <F%F :C%< <?%? <=%F

异常下限 G? :E= :== :<? ::= :<= :E=
平均值 F= F! C: G? G: ?= GD

方差 :F << E! E: <C :G <D
异常下限 D< ::= :?= :!= :E= C? :!=

该方法是依据低密度地球化学数据来评价大规模地

质块体（小比例尺）总体资源潜力。王学求（<==E）提

出“成矿可利用金属”的概念，通过提取那部分易被

流体溶解和携带的活动态金属量，从而提高了预测

结果的可靠性。

鉴于本区具有较完整的区域地球化学资料，采

用面金属量法（索洛沃夫，:D?G）对预测区内各成矿

远景区的铅锌资源量进行了预测评价。该方法的原

理是利用次生晕和分散流资料对矿体进行定量评

价，依据晕的扩散模式，在使用分析结果并结合地质

资料圈定次生分散晕的条件下，研究某一水平截面

（或平行于斜坡的截面）上所含成矿元素的金属量与

同一水平上矿体中的金属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并籍

此进行资源量估算。其计算公式为：

!HI!J "
!=J#J$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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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 （公式%）

式中，&&为分散流取样介质计算得到的预测金属资

源量（单位：’）；"（小于#的常数）为呈非工业品位金

属量可能份额的校正系数或表外矿在总量中所占的

比例系数，本次计算按照"!()*计算；’为次生富

集系数；#"为单个成矿远景区的面积，%$为采样点

的实际成矿元素含量；%#为区域性地球化学背景值

（异常下限值）；( 为预测深度（单位：+）；!为面金

属量（单位：+,·-）；#／.(为在岩石密度以,)*’／+%

计的条件下得到的换算常数。公式及其应用参见文

献（丁建华等，,((/）。

!0" 相关参数的确定

利用面金属量法进行资源量估算时，需要确定

公式,和公式%中表外矿在总量中的比例系数"和

次生富 集 系 数’的 值。按 照 一 般 规 律，"取 值 为

()*。

次生富集系数’为水系沉积物或土壤中成矿元

素含量与岩石中含量的比值，它是资源量预测的重

要参数。’值的大小表明成矿元素从岩石中迁移出

来并演变成为土壤或水系沉积物的过程中富集（’!
#）或贫化（’"#）的程度，其大小受气候、地形地貌、

表# 西藏冈底斯成矿带成矿远景区铅锌资源量预测结果

$%&’(# )*+,-%+(.’(%.%/.0,/12(*(23(*4526%/7.,*(-(+%’’57(/,1&(’+，$,&(+

远景区

编号

地球化

学分区
远景区名称

成矿有

利度峰值

地球化学

平均值

／#($1

地球化学

异常下限

／#($1

23 45 23 45

远景区

面积／6+,
面金属量／（+,·-）

预测资源量

／#(.’

已控制

资源量

／#(.’

23 45 23 45 23745

1 $ 洛麦多金属矿南 (0/.8 *90## #%/0*/ .( #(( ,(,01. %118*/0/. /1#%#,0#8 %(*09( 1%.0.%
#/ % 当才马北 (019. /.0(, #((0%. .* #%( *80.( #/,%1/0,1 #.%01.
#1 & 甲岗 格布铜钨矿 (0/*, /. #%8011 *( #%( #..0#1 %.*88%0,* #%8,1,0,9 ,990%% ##10(*
,% & 下你弄巴多金属矿 (01,, 1/08/ ,*#08/ *( #%( /0.( #%%(#0,* 8(,*#0(8 ##0(9 /*0,#
,1 & 则学铅锌矿北 (01.# /90*% #,%0/, *( ##( ##0*( %,9(/0*/ #*/9%0,8 ,/0%. #%0#*
,8 & 则学铅锌矿 (01/. ##/0( #9#0.% *( #(( %(%0.1 ,(%,8**0. ,./#(,/0,#18.0#%,(*80#8 ,.(0(
%( & 恰功铅锌矿东 (01** 1*08#8 #%(018 *( #(( ,%,01% %/(%,80** /#%8,80*( %(901# *8.08.
%/ & 唐巴铜矿 (01%( /.0*,/ ##,0*1 *( #(( .9018 ##8.%%09. 1##.10#, 880*% *(081
%9 & 麦热铅锌矿:吉如铜矿 (09*( *(0/91 #(.0/9 *( #(( 8*.08. /*(*90(# .*11*(01, 1,0** %9(0*.
.( & 觉悟铜矿南 (09(% 180%%9#%.08(* *( #(( #*(09* ,8#/(/09/ *,1*%#0%1 ,.%0(8 .%90/9
#( ’ 马里勇金矿北 (0191 /#0%// #,10(% *( #%( 1#0.1 #%#%/,088 #(80.9
## ’ 马里勇 尤卡朗 (09#1 *%0%#,#%.0,19 *( #%( 9(10.% ,1/(990.9 %..#9,091 ,,,0*/ ,9109, #(/0%,
#. ’ 崩布弄金矿 (0/./ /*0(,, #*9 *( #%( 1(,0%1 #*(/,,%0, #1/%,%%0.#,*10(,#%8.0%1
#* ’ 崩布弄金矿西 (0/#( #,%0,% #(#089 *( #%( %#0%/ ,,8/%8081 #8#0.*
#9 ’ 拉屋多金属矿 (0/#8 1%0/..#*10#%% *( #%( #8(0*8 ,1#8*#09# .89(/90,( ,#90,8 .#*0(/ ,%*0*%
#8 ’ 蒙哑啊 龙马拉 (09*9 1#0., #%80##. *( #%( #,.*09*#.,,/*908 ##%*.110,##9*01%8.10,, %.801*
,( ’ 亚贵拉 沙让 洞中松多(09.8 /%0#, ,,(0,* *( #%( 9,(09# #98//(*0# /.(//9(0*#*9#0.,1#/%0#**%80%,
%# ( 苦攻来东北 (01*# #.%0% ,9(0% .( ##( #80## #8/%/.0#( %,*%8(0,, #1.0.9 ,/#0#1
%, ( 巴勇 奇龙岗多金属矿 (09/( .10,91 ###0(/ .( ##( **8089 %*,((*019 *88#90,. ,8%0%. .808%
%% ( 松多雄 下马日 弄入日(09*1 *80#/%#,.019. .( ##( #%1(0/(,1(991,0% #889(.*08,#/.0(*#11*0(. ##*0(
%8 ( 柏岗多金属矿 (09#/ ,90.#,#,90%,. .( ##( #*908. ,8#,%.0%% ,.,0/(
.# ( 白容 彭岗 总训 (09.. ./0%#% /,0*9 .( ##( .%#08, %#*91%0(# ,1%0,,
., ( 拉抗俄 驱龙 甲马 (09.% *,0911 88088* .( ##( /*.01, 8/(98*0%, 9(80(9 1809*
.1 ( 罗布莎铬矿北 (01.9 /#0*.1#.*0.*. .( ##( 901* ,/,980(9 %(1180/, ,,0/. ,*0*1
.8 ( 加查 (0/*( *#0(/9##,0%19 .( ##( %%08* %/1(10(# 9(%90** %#0%. 10/(
.9 ) 罗布莎铬矿西南 (01** #9,0(9 %%809 .* #%( 90*( ##1*1(0#* #/9%8.0*# 8/0#% #.9011
*( ) 舍里金矿 (0/.8 9%0%%, #*10%# .* #%( ,(0%# //91#0.9 *%..#08, 1.099 ..0*%
*% ) 翁布绒铅锌矿 (01,8 %(/0## #190%/ .* #%( #.091 %98.1.0*% */(#%0,8 %,.0** ./0*#
*/ ) 则当 吉松 (0/%, /#0,**#,(0#19 .* #%( .#80.* ##(#,/90# 8#/0/%

合计

冈底斯带 1.8,08(*89808(
念青唐古拉带 *,#.0%(89*(0(.
藏南喜马拉雅地区 #.(.0%( ,.(0/#
全部 #%###0*##1(9(0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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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蚀程度、元素地球化学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一

般情况下!值介于!"#!$"!之间，容易在氧化带富

集或易被有机物吸附的元素!值一般大于%，如&；

易于分散的元素!值小于%，如’$(、)*$(（王世称，

$!!$）。由于未能收集到全区岩石中成矿元素的平

均含量，不能直接确定成矿元素次生富集系数。根

据近年来我们采用面金属量法进行资源量估算的经

验，矿床类型和矿体形态对预测结果有较大影响，对

于斑岩型铜矿等面型矿化，矿体本身形态即为面状、

分散流等次生晕形态与之相似，!值取%!%+#比较

合适。矽卡岩型和热液脉状铅锌矿的矿体形态呈脉

状和带状分布，矿体规模相对较小，但风化形成的分

散流和土壤等次生晕由于元素受水系等自然因素影

响可以扩散到很大范围，异常规模常常被放大很多

倍。由于!取值大小对资源量预测结果影响很大，

出于谨慎，避免预测结果过于偏大，本次估算!取值

为%"#。

, 铅锌资源量预测结果及结论

在公式$、公式-中的相关参数确定后，以面金

属量法为基础，采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

所开发的 ./01资源评价系统对各成矿远景区内

的铅锌资源量进行了综合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在计算过程中，比例系数!取值为!"#，次生富集系

数!为%"#，预测深度" 为%!!!3，各成矿远景区

面积"1在图$中由 .04561软件直接读出，再根

据比例尺换算为实际面积。若某远景区的地球化学

平均值低于所在地球化学分区的异常下限，或者远

景区范围内没有地球化学数据时，则预测资源量为

!，这样的成矿远景区在表#中没有列出。#7处铅锌

矿远景区中共有$8处得出预测资源量。

需要说明的是，利用面金属量法预测资源并不

考虑矿床类型，其预测资源量应该包括该地区异常

所代表的所有铅锌矿床类型的资源量。本文采用的

预测区范围是根据矽卡岩型和热液脉型铅锌矿床的

预测结果确定的，这是因为该地区已发现的铅锌矿

主要为矽卡岩型（如甲马、明则铅锌矿），其次为热液

脉型或者为矽卡岩型9斑岩型复合型（如蒙哑啊 亚

贵拉一带的铅锌矿），少量为斑岩铜矿的伴生组分

（如驱龙斑岩型铜矿的伴生铅锌矿）。因此，采用矽

卡岩型和热液型铅锌矿床来预测全区的铅锌资源潜

力是合理的，基本上包含了预测区内的主要铅锌矿

床类型，其预测结果可以代表预测区内铅锌矿的总

体资源潜力。

从表2中可以看出，$8处成矿远景区潜在铅锌

资源量共计$8%8$"%,:%!2;，其中，铅%-%%%"#%:
%!2;，锌%,!<!",#:%!2;。除洛麦南、当才马北外，

预测资源量主要分布在冈底斯带、念青唐古拉带和

喜马拉雅带，与已知矿产分布情况吻合。其中，冈底

斯带（地球化学#、$区）预测铅锌资源量合计为

%$2<$"<!:%!2;，矿床类型以矽卡岩和热液脉型为

主，部分为斑岩型矿床伴生矿产。念青唐古拉带（地

球 化 学%区 和6区 ）预 测 铅 锌 资 源 量 合 计 为

%#!,2"-#:%!2;，矿床类型主要为矽卡岩型，其次为

热液脉型。喜马拉雅带（&、’）预测铅锌资源量合

计为%,2#"!%:%!2;，矿床类型以热液脉型为主。

从单个成矿远景区来看，预测资源量比较大的

区（4=9>?!%!!:%!2;）有洛麦、甲岗 格布、则学、

恰工铅锌矿等共计$,处，其中亚贵拉 沙让 洞中松

多、帮浦 松多雄 下马日 弄入日、则学铅锌矿、崩布

弄金矿、蒙哑啊 龙马拉等#处的铅锌资源量在$!!!
万吨以上，是今后寻找大型 特大型铅锌矿床的重点

远景区。

对比各成矿远景区预测铅锌资源量与已控制资

源量可以发现，区内已控制资源量总计约%7!!:
%!2;，主要集中在预测资源量较大的几个远景区内，

如龙马拉 蒙哑啊、亚贵拉 沙让、则学等，即已控制

资源量较大的远景区往往预测资源量也较大，两者

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这说明资源量预测成果具有

一定可信度。然而统计发现，已控制资源量仅有预

测资源量的,@左右，二者相差很大，这同时也暗示

了冈底斯成矿带及其周边仍具有极大的铅锌矿找矿

潜力。推测预测资源量与已控制资源量相差如此之

大的原因可能还有以下几点：

（%）运用面金属量法进行资源量估计是计算远

景区内存在的超过背景值以上的过量金属或异常金

属的总量，从而揭示金属元素潜在的成矿能力。确

定成矿远景区时，尽管已经通过预测变量的权重对

成矿有利的地质要素进行了全面统计，但仍不是实

际成矿地质条件和成矿潜力的全面表达，矿床的形

成与否还与地表剥蚀、后期保存等多种因素有关。

（$）本次进行资源量估计时，各成矿远景区均

按照%!!!3深度进行计算，未考虑各个远景区矿床

类型、矿体形态、矿化深度、剥蚀程度等各方面的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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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成矿远景区矿床类型以斑岩型矿床和

其他类型（如浅成低温热液矿床）为主，成矿以铜或

金锑为主，铅锌只作为伴生元素存在，不是主要成矿

元素，运用面金属量法进行资源量估计时对此未能

加以区分。

（"）目前，预测区内铅锌矿的实际勘查程度非

常低，铅锌矿的勘查工作是#$$$年开展地质大调查

后才展开的，在此之前，仅有甲马铅锌矿床做过详查

工作，大多数远景区勘查程度仅为预查或普查，达到

勘查阶段的几乎没有，而且探矿深度也远没有达到

#%%%&深度范围，客观上造成预测区内已控制资源

量远远小于预测资源量，对于预测成果的可靠性有

待于今后长期的勘查实践检验。

需要指出的是，本次资源量预测时采用的地球

化学数据为分散流测量数据，属次生晕，而非原生

晕。一般情况下，水系沉积物异常的范围远大于原

生晕的范围，可能会引起远景区范围非正常扩大，影

响资源量预测结果。本次预测过程中注意到了这一

问题，在确定远景区范围时主要依据多元信息定位

预测成果确定，该成果综合考虑了地质、矿产、物探、

化探、遥感等多个地质要素，对成矿远景区做出了较

好的限定，成矿远景区仅限于成矿有利度!%’(的等

值线所圈定的范围，其面积小于分散流异常面积，不

会造成预测区范围非正常放大。另一方面，本文选

择部分分散流异常数据与成矿有利度!%’(范围所

含数据分别按照面金属量法进行资源量计算，其结

果差异不大，误差在#)*以内，有时按照单个分散流

异常数据计算的资源量甚至小于按照成矿有利度!
%’(范围计算结果。这是因为，随着远景区范围的扩

大，地球化学异常外带的低含量数据会被带入计算，

从而降低远景区的地球化学平均值，造成资源量计

算结果相差不大，甚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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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华，肖克炎，刘 锐，薛顺荣，程 勖48NNT4区域资源定量评

价中面金属量法的应用———以东天山为例［3］4矿床地质，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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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48NN848NNF年地质工作重要进展［S］4中国国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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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增谦，曲晓明，杨竹森，等48NNW$4青藏高原碰撞造山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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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增谦，杨竹森，徐文艺，等48NNW/4青藏高原碰撞造山带：Y—主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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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圭成，刘女后群，邱瑞照，等48NNG4西藏冈底斯造山带西段铁铜多金属

（金、银）成矿远景［3］4地质科技情报，8:（8）：MT!9:4
李光明，潘桂棠，王高明，等48NNG4西藏冈底斯成矿带矿产资源远景评

价与展望［3］4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F（F）：88!8T4
李光明，王高明，高大发，等48NN84西藏冈底斯南缘构造格架与成矿

系统［3］4沉积与特提斯地质，88（8）：F!T4
刘大文48NN84地球化学块体的概念及其研究意义［3］4地球化学，

:F（W）：;:9!;GT4
刘治国，池顺都，周 顺48NN84成矿预测中应用5YH的主要步骤

［3］4地质找矿论丛，FT（8）：FGN!FGG
潘桂堂，陈智梁，李兴振，等4F99T4东特提斯地质构造形成演化

［K］4北京：地质出版社，9M!FNF4
曲晓明，侯增谦，黄 卫48NNF4冈底斯斑岩铜矿（化）带：西藏第二

条“玉龙”铜矿带［3］4矿床地质，8N（G）：:;;!:WW4
佘宏全，丰成友，张德全，等48NN;4冈底斯中东段矽卡岩铜铅锌多金

属矿床特征及成矿远景分析［3］4矿床地质，8G（;）：;NM!;8N4
索洛沃夫&’4F9;T4金属量测量的理论和实践基础［K］4北京：中

国工业出版社，GW!F8F4
王全海，王保生，李金高，等48NN84西藏冈底斯岛弧及其铜多金属

矿带的基本特征与远景评估［3］4地质通报，8F（F）：:;!GN4
王世称48NN84综合信息矿产预测理论与方法［K］4北京：科学出版社4
王学求48NN:4大型矿床地球化学定量评价模型和方法［3］4地学前

缘，FN（F）：8;T!8WF4
肖克炎等48NNN4矿产资源5YH评价系统［K］4北京：地质出版社4
谢学锦，刘大文，向运川48NN84地球化学块体———概念和方法学的

发展［3］4中国地质，89（:）：88;!8::4
赵鹏大，胡旺亮，李紫金4F99G4矿床统计预测［K］4北京：地质出版

社，F9M!8N;4
左仁广，夏庆霖，谭 宁，等48NNT4西藏冈底斯斑岩铜矿综合信息预

测［3］4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M（8）：: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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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FN年第一届“《岩石矿物学杂志》优秀论文奖”评选结果揭晓

为发挥学术期刊在科技创新、培育学术新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激发青年地质学者为我刊投稿的积极性，促进更多的优

秀地质新人脱颖而出，同时提升我刊的学术影响力，在第五届编辑委员会的倡议下，我刊决定自8NFN年起开始评选“《岩石矿

物学杂志》优秀论文奖”。在广泛征集编委们建议的基础上，编辑部经与主编商量，最后确定“《岩石矿物学杂志》优秀论文奖”

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8篇文章，入选者须符合下列条件：必须是前两年度正式发表在《岩石矿物学杂志》正刊中的论文，

并以原创性、研究性论文为主；获奖者原则上为GN周岁以下（含GN周岁）的青年作者。

我刊首次优秀论文评奖活动于8NFN年;月正式启动，由常务副主编负责筛选出符合上述评选条件的FN篇论文，再由编

辑部将备选文章及相关要求发给所有编委进行投票，并允许专家可以另外提名文章。至T月底编辑部陆续收到G8位编委的

反馈结果，据此最终确定两篇获奖论文为：

宋玉财，胡文王宣48NN94昌乐玄武岩内刚玉巨晶（蓝宝石）中发现富碳酸盐和硫酸盐熔融包裹体及其意义4岩石矿物学杂

志，8M（G）：:G9!:W:4
丁炳华，史仁灯，支霞臣，郑 磊，陈 雷48NNM4江南造山带存在新元古代（!M;NK/）俯冲作用———来自皖南HH?型蛇

绿岩锆石HAOYK@VU@!年龄证据4岩石矿物学杂志，8T（;）：:T;!:MM4
颁奖仪式已于8NFN年FN月:N日上午九点在北京大学举行，由我刊荣誉主编沈其韩院士和常务副主编耿元生研究员在

全国岩石学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的会前讲座上，为获奖作者宋玉财和丁炳华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金。

由于我刊是首次开展评奖活动，有考虑不周之处希望大家谅解。在此，编辑部代表侯增谦主编及常务副主编，感谢各位

编委对此次活动的支持和配合，也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能持续关注我刊，积极踊跃投稿，让我刊更好地发挥学术交流平台的

作用！

《岩石矿物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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