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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榆树沟铂(族)元素矿床位于塔里木板块东北边缘，主要含矿岩石为蛇纹石化橄榄岩；目 

前矿区共发现 4条铂矿化蚀变带，圈定 8条铂矿体，矿体长度一般为 100—500m，宽度为 1—4m，矿体平 

均品位 0．21×10～一1．05×10一。初步研究认为，矿 区超基性岩为成矿母岩，矿 区TiO 、FeO含量相对 

低，M／F值在2．85—7．4之间，而且矿区具有 Mg0低、Fe 0 较高的特点，该岩体为有利成矿(PGE)的岩 

体，而且矿区地质、岩石化学成分、围岩蚀变等特征与金川铂族元素矿床较为相似，找矿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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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族元素(PGE)是贵重的紧缺战略资源，是现 

代科学和尖端技术发展不可缺少的金属材料。在我 

国的矿产资源中，铂族元素始终是最紧缺的矿种之 
一

，全国铂族金属年产量只有几吨，而国内年需求量 

在30t左右  ̈’ J，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因此，加强对 

铂族元素矿床地质特征和找矿潜力的研究，寻找铂 

族元素矿床，对缓解供需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矿区目前已进行了初步地质普查工作，地表发现 

4条铂矿化蚀变带，矿床规模为小型，由于受地质勘 

查经费不足等原因的影响，地质工作仅在地表开展。 

本文通过矿区成矿地质条件分析和与已知矿床(金 

川铂族元素矿床)的对比研究，认为榆树沟超基性 

岩体内具有极大的找矿潜力，而且应特别注重在耀 

部寻找盲矿体。 

l 成矿地质背景 

矿床位于塔里木板块东北边缘 ，北东向与 

北西向断裂构造复合交汇处，和金川铜、镍、钴及铂 

族元素矿床有相似处，矿床地表有规模较大的钒化 

铁染带产出。岩浆岩活动以加里东晚期花岗岩为 

主，加里东超基性岩，基性岩次之，伴随有多处石英 

脉型金矿点和铜矿点产出，从而形成了复杂构造格 

局和良好的成矿地质背景(图 1)。 

出露地层有 中寒武统 、下奥陶统。中寒武统 

(∈，)为一套火山碎屑岩夹复理式沉积建造，分布 

于区域中北部，呈东西向展布，岩性为中基性火山碎 

图 1 欧亚大陆桥北山一天山结合部构造格架及基性、 

超基性岩分布图 

l一省界；2一山脉；3一基性、超基性岩岩体；4一地质界线；5一板 

块俯冲带；6一板块缝合带；T一塔里木板块；I一大奇山晚古生 

代裂谷带；Ⅱ一l一花牛山一黑山裂谷；I1—2一营毛沱 一白湖裂 

谷；11I一红柳河古生代弧后盆；IV一勒 巴泉大陆边缘山弧带； 

V一中天山一北山明水元古代岛弧带 ；VI一沙朱泉子 一泉水北 

早古生代碰撞带；Ⅶ一雅满苏 一阿齐山晚古生代岛链带；Ⅷ一康 

古尔 一苦水盆地；IX一黄山石炭纪岛弧带 ；X一康古尔晚古生代 

俯冲带；K一哈萨克斯坦 一准噶尔儿板块；①一玉石山岩体；②一 

大山头岩体；③一独红山岩体；④一营毛沱北岩体；⑤一黑山岩 

体；⑥一锡林柯博岩体；⑦一双井子岩体；⑧一牛圈子岩体；⑨一 

马鬃山岩体 ；⑩一榆树沟岩体 

[收稿日期】2006—09—14_[修订日期】2007一O5—24。 
[第一作者简介】杨 斌(1970年一)，男，2005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获学士学位，地质工程师，现主要从事地质勘查找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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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岩、安山岩；奥陶统阴沟群(0。yn)分布于区域南 

部以中性熔岩及凝灰岩为主 基性中酸性熔岩、凝灰 

岩次之，夹有粉砂质板岩、片岩和少量的大理岩、混 

合岩。该套岩性以海相火山岩建造为主，夹层较多， 

相变剧烈，均遭受不同程度的变质作用，反映了地壳 

活动及火山喷发旋回多期特点(图2)。 

图2 甘肃省玉门市榆树沟一带区域地质图 

l一第四系砂砾；2一新近系疏勒河群砂砾岩；3一白垩系新民堡 

群粉砂岩；4一侏罗系砾岩砂砾岩；5一下奥陶统阴沟群；6一中寒 

武中基性熔岩 、凝灰岩、砂岩；7一花岗岩；8一超基性岩体；9一地 

层界线；lO一不整合界线；1l一断层 

该区域在早元古代存在类似于岛弧型火山一沉 

积作用，中元古代时该活动大陆边缘山弧之后方出 

现伸展体制，形成活动大陆边缘后方裂谷一北山裂 

谷系统。在该裂谷系统里，沿着低角度逆冲断层向 

上迁移，形成初始岩浆房，由于后来构造作用产生的 

拉张环境，使岩浆不断向上迁移，并不断发生液态分 

异，岩浆分异形成超镁铁质及钙碱性系列熔浆，并侵 

位于同一空间形成了榆树沟岩体。受祁连加里东期 

陆间裂谷褶皱带的影响、区域内断裂构造极为发育， 

表现为近东西向、北东东向和北西向三组断裂复杂 

交汇及多期活动特征，其中东西向断裂规模较大，断 

层切割较深，多以高角度逆冲断层出现，说明在加里 

东期区内发生南北向强大挤压，在黑山北组成中寒 

武统的砂岩、板岩的地层走向，呈东西向延伸，构成 
一 个紧密背斜褶曲，其完整形态已被东西向逆冲断 

层所破坏。南缘断裂伴随有岩浆侵入活动，形成构 

造岩浆岩带与晕圈状或条带状接触蚀变现象，显示 

了断裂活动频繁复杂悠久特征。 

区域内岩浆活动强烈，主要有加里东期花岗岩 

( ；)，华力西花岗岩( ：)以及加里东期超基性岩 

(∑)，受地质条件的控制其展布方向多为北西向及 

东西向，个别北东东向，与区域构造形迹近乎一致。 

加里东期超基性岩呈 130。方向延伸，主要为蛇纹 

石化的橄榄岩、辉石岩等，与铂族元素矿化关系密切。 

2 构造控矿作用分析 

2．1 区域构造控制成矿岩体的产出 

深断裂不仅是连接基性超基性岩与地幔岩浆房 

的桥梁，而且对岩体岩相和矿体产出部位及其形状 

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图1)。榆树沟超基性岩体位于 

断裂带内，而且岩体本身又明显受近东西向的断裂 

控制，断裂为基性 一超基性岩浆的上侵提供了必要 

的条件。此外，岩体与围岩中的次级裂隙亦是岩浆 

熔离或岩浆期后矿浆贯入的良好场所。 

2．2 矿区断裂控制矿(化)岩体(脉)的展布 

矿区属单斜构造，南缘有 NW 向区域大断裂，由 

于断裂形成早 ，活动时间长，产生了一系列与之平行 

分布的断裂群。 

Fl断裂长约 15km，走向 NW，倾 向SW，伴随岩 

浆侵入活动，近似为宽缓弧形，表现为构造岩浆带。 

F2断裂分布于岩体内部，次级小断裂极为发 

育，断裂走向为 NW—SE，长为 1km，宽 10余米，以 

角砾岩、绿泥片岩、滑石片岩 蛇纹岩等为主，构造岩 

为次生铁质和碳酸盐胶结，表现为与之平行的岩脉 

群分布(图3)。 

圈  口  圈  圈  团 s圈  
圈  园 s四  囡  o囝  曰 12 

图3 玉门市橹树沟地质图 

1一冲洪积物；2一紫红色砂岩、砂质粘土；3一灰绿色绿泥石英片 

岩、凝灰岩；4一肉红色斜长花岗岩；5一深绿色全蛇纹石化纯杆 

岩；6一灰绿色单辉岩；7一深灰绿色蛇纹岩；8一滑石菱镁片岩； 

9一辉长岩；lO一断层；11一铂矿化带及编号；l2一岩相分界线 

2．3 矿(化)体与构造的关系 
‘

早期岩浆发生熔离使岩浆中部分有利物质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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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中形成聚集，然后受区域构造的影响，在矿区形成 

次级断裂构造 ，构造一热液使岩浆中部分初始成矿 

物质产生活化，并在断裂的低压扩容部位聚集形成 

了铂(族)矿化体。矿区内矿(化)体所在部位构造 

强烈，岩石破碎，岩石蚀变作用强烈，普遍可见碳酸 

盐化和绿泥石。 

3 岩浆岩及其与铂(族)元素的成矿关系 

矿区内岩浆岩为花岗岩类和超基性、基性岩类。 

前者以斜长花岗岩、石英闪长岩和黑云二长混合花 

岗岩为主，不规则侵人中寒武统地层中，边部见有蛇 

纹石化纯橄岩捕虏体，由此可见花岗岩应晚于超基 

性岩。由于受后期动力作用的影响，岩石具压碎一 

糜棱结构(碎斑结构)。 

超基性岩、基性岩由蛇纹岩、蛇纹石化纯橄岩、 

蛇纹石化辉橄岩、单斜辉石岩组成，它们与铂族矿化 

关系密切，伴生铬、镍、钴、钼等矿化。 

(1)超基性岩体的形态、规模与产状 

超基性岩体呈 130。方向延伸，长约4．6km，最宽 

2．3km，出露面积约 5．4km ，地表形态为一西窄、东 

宽，中部膨大的岩体，岩体南接触面产状北倾，倾角 

70。左右，北接触面产状南倾 ，倾角40。～50。，西界新 

近系地层不整合其上。据地表围岩和岩体接触面产 

状看，岩体南部基底深，北部基底浅，岩体是一个类 

似岩盘状岩体。 

(2)超基性岩岩石类型及分异程度 

岩体主要由纯橄岩、辉橄岩、单辉石岩、蛇纹岩 

组成，在纯橄岩中见有少量的单辉辉橄岩和单斜辉 

石英异离体，在西部和北部边缘见纯橄岩的风化壳， 

厚度20～30m，岩体分异良好，各类岩石都集中成为 

较大的地质体，但分带不明显，各岩相之间呈渐变的 

过渡关系⋯(表 1、2)。 

表 1 超基性岩体的化学成份表 ／％ 

注：由甘肃省地矿局第二实验室测定，1997。 

表 2 超基性岩体数字特征表 

据吴村仁法。 

从岩石特征表可以看出：该岩体按岩石组合是 
一 个纯橄榄石型的岩体，且蚀变强烈，全部岩石均有 

不同程度的蛇纹石化，同时蛇纹石化表现为多期性， 

岩石氧化程度较高，纯橄岩 h值88．2，辉橄岩h值 

86．4，单辉石岩 h值50．8，纯橄岩 ,n／f为 7．4，属碱 

过饱和系列，辉橄岩 m／y7．0属正常系列，单辉石岩 

m／f2．85为铁质超基性岩，属正常系列；3种岩石 b 

值均大于2．5，见表 1、2⋯。 

4 矿床地质特征 

4．1 矿体分布规律 

矿区初步圈定了铂矿化蚀变带 4条(I、Ⅱ、 

Ⅲ、Ⅳ)，铂矿体8条(图3)。矿体均分布于岩体内， 

受 EW、NE向断裂破碎带控制，最易成矿部位为岩 

石强烈破碎，具强的褐铁矿化、蛇纹石化、碳酸盐的 

破碎蚀变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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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矿体规模、形态及产状 

在 I号铂矿化带内圈定铂矿体一条，矿体长度 

大于210m，平均出露宽度 1．3m，产状为 20。／65。。 

平均品位 Pt 0．31×10～，最高品位 Pt：0．35×10～， 

矿体产于近东西向破碎蚀变带内，含矿岩性为碎裂 

褐铁矿化蛇纹石化纯橄岩，岩石强烈破碎，呈红褐色 
一 青灰等斑杂色，具较强的褐铁矿化 ，蛇纹石化、碳 

酸盐化等。 

Ⅱ号铂矿化蚀变带出露宽度 1～4m，Pt平均品 

位0．21×10一。含矿岩性为蛇纹石化碎裂橄榄岩， 

岩石破碎，裂隙发育。 

Ⅲ号铂矿化蚀变带内圈定铂矿体 3条。Ⅲ 一1 

铂矿体长度大于 170m，出露平均宽度 1．5m。矿体 

产状为 330。／70。。Pt最高品位 0．33×10～，矿体 

产于北东向破碎蚀变带内，Ⅲ一2号铂矿体由TC80 

单工程控制，矿体长度大于 100m，出露平均宽度 

1．0m，Pt品位 0．37×10～。Ⅲ一3号铂矿体长度大 

于 100m，出露平均宽度 1．0m，Pt品位 0．26×10‘’。。 

含矿岩性为碎裂褐铁矿化蛇纹石化纯橄岩，岩石强 

烈破碎，呈红褐色 一青灰等斑杂色，具较强的褐铁矿 

化 ，蛇纹石化等。围岩为蛇纹石化纯橄岩，青灰色， 

蛇纹石化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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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号铂矿化蚀变带内圈定铂矿体4条，其中Ⅳ 
一 1矿体长度大于 500m，平均宽度为 2．0m，矿体产 

状为25。L65。，Pt平均品位为0．8×10I”，Pt最高品 

位 1．05×10I”。Ⅳ 一2、Ⅳ 一3号矿体长度大于 

160m，出露宽度均为 1m，矿体产状为 25。L25。，Pt 

平均品位分别为 0．27×10I”、0．26×10 I”。Ⅳ 一4 

号矿体长度大于 160m，出露宽度均为 1m，Pt平均品 

位分别为 0．26×10 I”。含矿岩性为碎裂蛇纹石化 

纯橄岩。岩石呈红褐色 一青灰色等斑杂色，岩石破 

碎，蚀变主要为褐铁矿化，蛇纹石化等。围岩为青灰 

色蛇纹石化纯橄岩，蚀变较弱。 

4．3 矿石质量特征 

1)矿石矿物组份：金属矿物为磁铁矿、镁(铅) 

铬铁矿、萤铁矿等。非金属矿物：菱镁矿、重晶石、石 

榴子、黝帘石、透辉石、阳起石等(表3)̈ 。 

表3 矿物组份含量表 

注：由甘肃省地矿局第四实验室测定，2006。 

2)矿石化学成份 

从常量元素含量显示表明(表 4)：矿化与非矿 

化特征变化 不明显，呈 渐变状 态，矿 (化)体 中 

A1 0，、Na 0+K 0值相对较低，而非矿化体中 

A1 0，、Na 0+K：0略有增高的趋势。钴、镍在岩体 

中含量普遍较高，co 80—100×10～，Ni 1000—5000 

×10。。。，作为铂矿伴生矿可综合评价⋯。 

3)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具有网状(环)结构、交代残余结构；浸染 

表 4 岩石化学成份表 ∞ ／％ 

注：由甘肃省地矿局第二实验室测定，1997。 

状构造 、角砾状构造等。 

网状(环)结构：主要由纤蛇纹石沿原生矿物边 

缘及裂纹交代以及尘粒状磁铁矿沿原生矿物边缘分 

布呈网状。 

交代残余结构：蛇纹石被菱镁矿所交代残余蛇 

纹石沿网环分布。 

浸染状构造：主要是磁铁矿、铬铁矿呈单体或聚 

合体，颗粒大小不等，不均匀地分布矿石中。 

角砾状构造：矿石在构造体作用下，形成大小不 

等的角砾、磁铁矿、铬铁矿大小不等分布于角砾间。 

4．4 围岩蚀变及其与铂成矿的关系 

与铂族矿化有关的蚀变主要为蛇纹石化、碳酸 

盐化、菱铁矿化、滑石化等。 

5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5．1 地球物理异常特征 

据 1：2万(200m×50m)地面磁法普查资料，岩 

体最大宽度4．0km，从磁测成果可知，磁异常与超基 

性岩体基本吻合，异常呈锯齿形，峰值尖锐，梯度大， 

正负磁场变化无规律，强度一般2000—3000y，最高 

达900y，从岩石磁参数测定结果认为，岩体与围岩 

之间的磁性差异是很显著的，所以磁测曲线确切的 

反映了岩体界线，由磁异常判定岩体东部有长约 

1．2km，宽 0．4km的隐伏岩体。 

5．2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 

l：20万区域化探资料显示，本区铂元素平均值 

50×10一一70×10～，远远高出地壳铂平均值9—12 

倍，为铂元素地化高值区，经 1：20万加密采样，圈出 

铂异常面积 25km ，均值 55．9×10一，峰值 28× 

10～，且该异常与镍、铬、钴、铜等异常叠加，分布范 

围与超基性岩体基本一致。 

1：5万水系沉积物显示 ，铂族异常平均值 33．6 

×10一，最大值 128×10～，面积 15 km ，具内、中、 

外浓度分带，异常展布不规则长条状，与超基性杂岩 

体内外接触带吻合，其均值与全国泛滥平原水系沉 

积物算术均值相比，高出铂丰度 80—85倍，钯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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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4．4×10一，最大值5．3×10一，面积2km ，呈 

长条状 ，仅有外带，为我国大陆地壳(1992年黎彤) 

丰度的 l0倍 ，铂钯套合不好，无明显相关性。 

金异常平均值 l0．43×10一，最大值 43．4× 

l0～，面积2．5 km ，具内、中、外浓度分带，高出地壳 

丰度 2—3倍(黎彤，1992)，主要分布于构造岩浆岩 

带和断裂蚀变带内。 

经 1：1万岩石测量表明 】J，区内超基性岩是构 

成铂族元素富集的母岩，围岩(砂岩、砂板岩)铂含 

量均值0．6×10一一8．4×10一，岩体内均值为44．4 

×10一，岩体外接触带铂含量变化幅度较大为 2．2 

×10一一200×10一，岩体内橄榄岩相中铂最高达 

0．92×10-”，钯含量范围为0．4×10一一41．2×10 

(围岩中均值2．5×10一，岩体内3．34×10～，外接 

触带 1．3×10一一41．2×10-9)(表 5)。 

由围岩一外接触带一岩体趋势中看，其 Pt／Pd 

比值依次变化为1．81一l8．19—46．4—60．23—134， 

岩石测量表明铂在整个超基性岩体中均强分异富 

集，而钯在不同岩相中变化不大，呈平缓背景分布， 

形成一种铂高钯低分离分布模式。 

由统计计算获得，铂在全域内异常下限高达 

100×10一一115×10一，对数离差难以剔除高值，上 

述下限偏高，结合河北和南非铂族矿异常特征资料 

对比，确定铂以50×10 作为下限圈定异常。铂异 

常特征参见表 5 】 J。 

表 5 1：1万岩石测量 Pt元素异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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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甘肃省地矿局第二实验室测试，1997。 

铂钯异常整体呈近东西向展布，异常浓集部位 

多数为纯橄岩区，个别在单辉岩相区，人工重砂显示 

铂矿化与铬铁矿、尖晶石关系较密切(目前人工重 

砂见砷铂矿 1—2粒)。 

6 找矿前景分析 

6．1 成矿地质条件分析 

(1)岩浆岩 

目前小岩体(面积小于10km )成大矿已得到共 

识：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发现、勘查了 

甘肃金川，吉林红旗岭 1、红旗岭 7、赤柏松，河北铜 

硐子，新疆喀拉通克、黄山，内蒙小南山，云南白马 

寨、金宝山、朱布，青海拉水峡，陕西煎茶岭，广西大 

坡岭，四川力马河、杨柳坪，黑龙江五星等一系列 

Ni．Cu．PGE岩浆硫化物矿床。这些矿床的含矿岩 

体都很小，岩体的最大变化面积一般大到 ( <10) 

km ，小到 0．00x km ，迄今没有发现与大型层状岩 

体有关的岩浆硫化物矿床，所以我国的这类矿床都 

以小岩体为主(汤中立等，1992、1995、1996、2002、 

2004，)。榆树沟超基性岩体面积 5．4km ，为金川 

铜、镍 、钴及铂族元素成矿带的西延，根据以上理论 

该区具有极大的找矿潜力。 

(2)岩体有利成矿化学成分 

矿区TiO2、FeO含量相对低，M／F值在 2．85— 

7．4之间，而且矿区具有 MgO低、Fe O 较高的特 

点，该岩体为有利成矿(PGE)的岩体，并且 M／F值 

大于5，说明是以与铬铁矿有关的铂矿化，所以下一 

步应注意在岩体内寻找铬铁矿化体，根据光谱半定 

量分析，岩体中co、Ni、cr含量较高，有的已达工业 

指标，今后工作中应综合评价co、Ni、cr。 

6．2 与已知矿的对比分析 

矿区为金川铜、镍、钴及铂族元素成矿带的西 

延 ，本矿床成矿地质条件及矿化特征与金川特大型 

矿特征  ̈J 基本相同，因此该岩体内具有极大的找 

矿潜力(表 6)。 

6．3 找矿方向 

1)对目前发现的矿(化)带，加强深部的探矿 

工作，根据矿区岩石特征值的分析研究以及与已知 

矿床的对比分析，初步预测矿区深部应存在盲矿体。 

2)矿区区西南部为Au、Pt、Pd、Ag、Pb、zn综合 

异常，在接触带发现有接触交代作用的产物钙铝榴 

石(高温)，所以本异常元素为高温一中温组合，今 

后对该区的金应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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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背景 

矿区地质特征 

岩体规模 

矿化蚀变 

化探异常特征 

矿(化)体特征 

铂矿富集程度与特 

征 

岩石化学成分 

矿床规模 

位于塔里木板块东北边缘，为金川铜 、镍、钴及铂族元素 

成矿带的西延 

含矿岩体为纯橄榄岩和辉石岩，矿体所在部位构造强 

烈，岩石破碎 

长约4．6km，最宽2．3km，出露面积约5．4km ，地表形态 

为一西窄 、东宽，中部膨大的岩体 

碳酸盐化、滑石化、蛇纹石化 

经 l：20万及 1：5万化探异常，均圈出金、铂钯综合异常， 

异常面积 12km ，其中铂异常峰值达73．6×10一。l：l 

万岩石测量，圈定铂钯异常近 3O个，浓度分带明显，异 

常峰值大于 200×10一 

目前圈定4个矿化带，8条铂矿化体，矿体呈似层状，长 

度 1130～500，矿度 l一3m，含矿岩石为蛇纹石化纯橄岩 

矿体所在部位构造发育，矿石破碎，蛇纹石化、滑石 一碳 

酸盐化现象显著 

SiO2含量小于45％ ，M／F值在 2．85～7．4 

小型 

位于阿拉善台块南西缘晚生绿岩建造基性 一超基性岩带 

的龙首山东段 

含矿岩体为橄榄岩组成，边缘有部分单辉橄榄岩和单辉 

石岩，矿体所在部位构造强烈，岩石破碎 

岩体长6500m，宽 20～528m，为一不规则状岩墙 

碳酸盐化 、滑石化 

经 l：20 万及 l：5万化探异常，均圈出铜镍、铂钯综合异 

常，异常面积大 

矿区圈定四个矿区，矿体主要产于岩体深部近底盘部位 ， 

形态多为厚 、中厚的透镜或似层状 ；全矿区圈定铂矿体51 

个，钯矿体 7个，矿体长度数十米 ～500m，含矿岩石为含 

辉纯橄岩、部分为二辉橄榄岩 

矿体所在部位构造发育，矿石破碎，滑石 一碳酸盐化现象 

显著 

SiO2含量小于45％，M／F值在2．7～5．9 

特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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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Y AND PRoSPECT G PoTENTIALITY 0lF YUSHUGoU 

PLAT M —GRoUP ELEM ENT DEPoSIT YUM EN．GANSU PRoVINCE 

YANG Bin，XIE Wen—xin，DU Lu—ping 

( ．2 Institute ofGeology and Ore Prospecting，Gansu Bureau ofGeology and Mineral 

Prospecting& Exploration，Lanzhou 730020) 

Abstract：Yushugou pl~inum—group element(PGE)deposit is situated on the northeast margin of Tarim block．Main ore—bearing rocks are set- 

penitnized pefidotite．Four PGE mineralization and alteration zones are found，and eight PGE orebodies are delineated．Length and width of orebodies is 

100～500m and 1-4m respectively．with average grade 0．21×10一。一1．05×10一 ．It is considered that ultrabasic rocks ale matallogenic parent rocks 

in the ore filed．Contents of TiO2 and FeO llYe lower comparatively，and M／F is between 2．85 an d 7．4．Besides，content of Mso is low but Fe203 is 

high．Geology，petro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wall rock alternation in the depo sit are similar to Jinchuan PGE depo sit，showing higher prospecting po ten。 

tiality． 

Key words：Platinum—group element deposit。geologic characteristic，geochemistry feature ，prospecting po tentiality，Yushu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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