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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岗讲'白容铜钼矿系斑岩型矿床+位于冈底斯斑岩铜矿带的东段+矿区的含矿斑岩体显示

多期次复式岩体特征+铜钼矿化与钾硅化蚀变关系密切*断裂构造对含矿岩体具明显破坏作用+

对矿床的剥蚀程度也有明显的影响+研究认为岗讲矿区的剥蚀程度比白容矿区更浅+其#环状$矿

体中心的流纹
K

英安斑岩之下尚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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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岩型矿床"岗讲铜钼矿"白容铜钼矿"断裂构造"剥蚀程度"找矿潜力"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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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岗讲'白容铜钼矿床位于西藏自治区尼木县西

北部的麻江乡境内+距
a%$!

县道
#\E

*岗讲'白

容铜钼矿床是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
!$$$

年在尼

木地区开展
%

!

C$$$$

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

过程中圈定出的异常+后经系统的异常解剖和预查-

普查工作+发现并确定为具大型
K

超大型远景规模

的斑岩型铜钼矿床*近年来+矿业权拥有人拉萨天

利矿业有限公司%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为主要股

东之一&又对该矿区进行了大量的钻探工程控制+完

成了岗讲-白容矿区的地质普查工作*通过地表地

质测量和对大量岩心的观测研究+笔者认为在相邻

分布的岗讲-白容-夏庆
#

个矿床%点&中+岗讲矿区

受剥蚀的程度较浅+矿体保存相对较好+其资源潜力

大于白容矿区+具超大型远景规模(

%

)

*

%

!

区域成矿背景

矿区所在区域位于冈底斯斑岩铜矿带的东段+

属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北侧冈底斯火山
K

岩浆弧
DV

向构造带与念青唐古拉
?DK

近
@?

向构造带的交

汇部位+区内及周边已发现厅宫-冲江-岗讲
#

个大

型
K

超大型铜钼矿床和夏庆-渡布曲-总训等矿点*

区域航磁异常呈
DV

向条带状展布+显示基底以

DV

向构造为主+为重力低值区+表明该区地壳厚度

较薄+有利于构造岩浆活动*地层岩石主体由古近

系安山质弧火山岩和白垩纪
K

新近纪花岗岩基构

成+弧火山岩属安山岩
K

英安岩
K

流纹岩系列+为一

套中酸性的钙碱性火山岩*主要侵入岩为燕山晚期

%

%#$

(

"#97

&的花岗岩基+喜山期%

'$

(

!$97

&中

酸性小岩体星罗棋布+并有同源的次火山脉岩相伴

产出*区内与小斑岩体有关的矿产以铜为主+成矿

时期为
%#

(

%I97

%曲小明等+

!$$#

&+其次有钼-铅-

锌-金-银多金属矿化+是一个蚀变
K

矿化明显-成矿

远景极好的多金属矿带(

!KI

)

*

!

!

研究区地质特征

"#!

!

地层

研究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古近系始新统典中组

%

D

%

>

&+出露于矿区北
K

北西部的白容矿区+与矿化



复式斑岩体呈侵入接触+接触面呈港湾状+具较强的

接触变质*此外+还有第四系沿河流沟谷及低洼地

段分布*

%

%

&第四系%

b

&*矿区内第四系松散堆积物分

布广泛+按成因类型可分为冲洪积物%

b

<

1/

&-冰川堆

积物%

b

'

/

&*冲洪积堆积主要沿多列曲-古青浦和白

容央洼等河谷地带分布+由砾石-砂及亚砂土组成+

砾石成分复杂+磨圆度中等+稍具分选性+厚度
#

(

"

E

"冰川堆积主要分布于白容央洼与白容玛曲交汇

部位-多列曲南岸-古青浦南岸等地势低洼地带+由

巨砾-块石和砂土组成+巨砾和块石成分复杂+主要

为花岗闪长岩-含巨斑二长花岗岩+呈棱角状
K

次棱

角状+分选性差+地表高原草甸发育*厚度一般
%$

(

B$E

+钻探控制最厚达
%#$E

*

%

!

&古近系始新统典中组%

D

%

>

&*分布于白容

矿区北-北东部*岩性组合以玄武岩-玄武质凝灰

岩-凝灰岩为主+夹有火山集块岩+凝灰岩上部出现

流纹质英安岩+厚度达
%%'!E

"靠近岩体附近具程

度不一的青磐岩化现象*

"#"

!

岩浆岩

岩浆岩是矿区内分布最为广泛的岩石+岩体显

示出多期次的复式岩体特征*岩石类型主要有流纹

K

英安斑岩-含巨斑黑云角闪二长花岗岩-含矿二长

花岗斑岩%锆石
Z(G/

同位素测年%

%I>"#j$>%#

&

97

(

C

)

&-花岗闪长%斑&岩-英云闪长玢岩-英安斑岩

%锆石
Z(G/

同位素测年%

%!>$%j$>!I

&

97

(

C

)

&-安

山玢岩-煌斑岩等
B

种*

矿化岩石的岩石类型主要有
C

种!二长花岗斑

岩-花岗闪长斑岩-英云闪长玢岩-英安斑岩-安山玢

岩等*其中+以二长花岗斑岩为主要的矿化岩石+其

余类型岩石主要呈岩枝或岩脉贯入矿化二长花岗斑

岩岩株中+其本身不具矿化*在浅部+由于次生氧化

淋滤作用+使得铜钼元素发生迁移+在该类岩石中富

集成矿"而在深部+仅在其与矿化二长花岗斑岩的接

触部位具有不均匀原生铜钼矿化*

二长花岗斑岩为矿区的主要含矿岩石+呈岩株

产出+岩石多呈似斑状结构+局部为斑状结构+斑晶

主要为肉红色钾长石+含量约为
%CJ

+有时出现聚

斑"斜长石斑晶较少+约为
%$J

*基质主要有钾长

石%

#$J

&-酸性斜长石%

!CJ

(

#$J

&-石英%

!$J

(

!CJ

&-黑云母和少量角闪石*化学全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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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钙碱性
K

碱钙性

岩石*

"#$

!

构造

!>#>%

!

断裂

矿区位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的北侧+区内主要

发育一组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平行的
DV

向逆冲

断裂和当雄'羊八井断裂带旁侧的一组
??D

向
K

近
@?

向断裂*

近
DV

向断裂主要有北部的冲江'麻达拉断

裂-多列曲断裂和南部的古青浦断裂%图
%

+图
!

&*

该组断裂为
?

倾的逆冲断裂+具多期活动特征+对

矿区的岩体有一定控制作用+同时+断裂的后期活动

对矿体亦具破坏作用*

??D

向
K

近
@?

向断裂以
Q

%'

断裂规模最大+

为晚期断裂+对矿体有明显的破坏作用+致使岗讲

)0(

/

#环状$矿体的#西半环$被错断消失*

各主要断裂的地质特征见表
%

*

!>#>!

!

节理

矿区内节理发育+主要为构造节理+次为原生节

理*构造节理分布较广+在岗讲矿区古青浦和多列

曲-白容矿区白容央洼及主矿体部位较为发育+节理

的力学性质以剪性为主+常发育成共轭
a

节理+节

理面较平直+延伸较远+产状较陡+节理线裂隙率一

般为
B

(

%!

条,
E

+局部密集可达
#$

条,
E

+填充物主

要为石英
K

硫化物脉-石英
K

钾长石
K

硫化物脉-石

英
K

方解石脉-孔雀石薄膜+裂隙率与矿化强度成正

比+节理越发育+矿化越强*

"#%

!

热液蚀变特征

矿区发育主要的蚀变有钾化-硅化-绢云母化-

黄铁矿化-泥化-青磐岩化及少量碳酸盐化*蚀变分

带明显+从岩体中心向外依次发育钾硅化带-黄铁绢

英岩化带-泥化带和青磐岩化带*岩体顶部边缘还

发育次生石英岩化+在次生石英岩中可见辉钼矿团

块*

钾化主要见于含巨斑二长花岗斑岩和二长花岗

斑岩之中+其他岩石中非常少见+表现形式为次生黑

云母的广泛发育和钾长石的次生加大*其中黑云母

化与铜矿化关系最为密切*

硅化主要见于二长花岗斑岩中+表现形式有
!

种!交代和充填*钼矿化与硅化关系最为密切+辉钼

矿通常与石英脉-次生石英岩产在一起*

黄铁绢英岩化主要发育在早期流纹
K

英安斑岩

中+表现为稠密浸染状黄铁矿化-硅化-绢云母化+该

蚀变带分布于钾硅化二长花岗斑岩上部%顶部&+基

本不具矿化+构成目前矿体#盖层%硅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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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闪长斑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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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钼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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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岗讲&白容铜钼矿区主干断裂构造特征

L7/43%

!

)<7-7;,3-.1,.;1*FE7.+F-7;,0-31.+27+

5O

.7+

5

(N7.-*+

5

E.+.+

5

8.1,-.;,

断裂名称 走向 断面产状 性质 主要特征

冲江'麻达拉 近
DV !$]

'

'$]

逆断层
长

#

C>'\E

+宽
#

C$E

+破碎带由角砾状-砂糖状-粉土状英安斑岩及二长花

岗斑岩组成+局部见孔雀石化

多列曲 近
DV

##$]

(

%$]

'

'$]

(

"C]

逆断层

长约
I\E

+宽
%$

(

C$E

+断层北盘%上盘&为泥化-硅化碎裂二长花岗斑岩+局

部见孔雀石化+断层下盘大面积冰碛物覆盖+据钻孔控制为矿化二长花岗

斑岩

古青浦 近
DV

$

(

%C]

'

'C]

(

"C]

逆断层
长

#

#\E

+北盘为铜钼矿化二长花岗斑岩+局部岩石具糜棱岩化+南盘主要为

含巨斑二长花岗斑岩+推测为一控岩边界断裂

Q

%'

@?(?D

!"$]

(

!&$]

'

"$]

(

"C]

逆断层

平移%2&

长约
I\E

+北段长约
%>B\E

+走向近
@?

+山体具断层三角面+破碎流纹岩-泥

化二长花岗斑岩"流纹岩黄铁绢云母化-泥化及褐铁矿化强+泥化二长花岗斑

岩有较强孔雀石化*南段长约
%>!\E

+走向大致呈
?D

向+为沟谷地貌+局部

二长花岗斑岩具孔雀石化"有
!

个钻孔深部见断裂破碎带+显示压性特征

表
"

!

钾硅化蚀变强度分区特征

L7/43!

!

X(F3481

A

7-.[7,.*+e1.4.;.F.;7,.*+.+,3+1.,

6

8.M.1.*+7+8,<3;<7-7;,3-.1,.;1

矿区 蚀变区岩性 岩石结构 蚀变种类 蚀变强度 矿化 赋矿岩性 矿床规模

岗讲 二长花岗斑岩 斑状-似斑状

钾长石化

黑云母化

硅化

强

中等

中等

孔雀石化

黄铜矿化

辉钼矿化

二长花岗斑岩为主+少量英云闪

长玢岩等脉岩

以硫化矿为主+远景规

模为超大型

白容

英安斑岩

花岗闪长斑岩

二长花岗斑岩

似斑状-斑状

钾长石化

黑云母化

硅化

中等

弱

弱
K

中等

孔雀石化

黄铜矿化

辉钼矿化

氧化矿赋矿岩性多样+硫化矿为

花岗闪长%斑&岩-二长花岗斑岩

以氧化矿为主+硫化矿

厚度小+远景规模中
K

大型

夏庆 二长花岗斑岩 似斑状-不等粒

钾长石化

黑云母化

硅化

弱

无

弱

零星孔雀

石化
二长花岗斑岩+深部未见矿化

!!

泥化带主要呈弧形分布在岗讲矿区的东部*泥

化和岩石褪色蚀变的范围是铜元素迁移带出的范

围+矿化明显为弱*

青磐岩化带主要见于白容矿区北部凝灰岩和含

巨斑二长花岗斑岩中+岗讲矿区东部花岗闪长斑岩

中偶见绿泥石化+常伴随黄铁矿化+基本不具铜钼矿

化*

综上+钾硅化与铜钼矿化关系最为密切%图
#

&+

通过对矿区主含矿二长花岗斑岩体钾化-硅化蚀变

强度和相互叠加程度分析+划分了岗讲-白容-夏庆

#

个蚀变区%图
%

&+各区钾硅化蚀变强度及其矿化等

特征见表
!

*

矿区硫化矿中的矿石矿物主要有黄铜矿-斑铜

矿-辉钼矿和黄铁矿+其中黄铜矿和黄铁矿最为常

见+斑铜矿少见+黄铜矿以浸染状-细脉状构造最为

常见%图
I7

+图
I/

&"辉钼矿主要分布在石英脉-裂隙

面和次生石英岩中*

#

!

矿体地质特征

目前+矿区已圈定出
#

个主要铜钼矿体+其中岗

讲矿区
%

个+白容矿区
!

个+各矿体特征见表
#

*

氧化带的矿石矿物主要有孔雀石-蓝铜矿+其中

以孔雀石最为常见*矿区氧化矿体可以分为
!

种!

一种与寄主岩没有成因关系+所寄生的岩石本身不

具矿化或者矿化强度很弱+矿质主要来自其上部%或

边部&含矿岩石+成矿物质被风化
K

淋滤带出+并在

寄生岩石节理裂隙中形成薄膜-星点状-团块状产出

的孔雀石%图
I;

&和少量蓝铜矿(

'

)

"另一种为矿化岩

石本身经物理化学风化作用形成浸染状-星点状-细

脉状产出的孔雀石%图
I8

&和蓝铜矿+这种氧化矿对

寻找深部硫化矿具较强的指导意义+一般其深部可

见硫化矿产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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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钾硅化与铜钼矿化的关系

Q.

5

>#

!

:347,.*+/3,.M33+\(F3481

A

7-.[7,.*+e1.4.;.F.;7,.*+7+8)0(9*E.+3-74.[7,.*+

7>

浸染状黄铜矿与钾化关系密切"

/>

辉钼矿沿硅化脉产出

表
$

!

矿区主要铜钼矿体地质特征

L7/43#

!

23*4*

5

.;74;<7-7;,3-.1,.1*F)0(9**-3/*8.31.+,<3E.+.+

5

8.1,-.;,

矿区 编号 矿体形态 矿体规模 矿石平均品位
8

N

,

J

赋矿岩石特征

岗讲
)0(

/

地表呈#环状$+西半

环被断层破坏"空间

上推测呈#碗状$

矿体 #环 带$中 心 线 长

CB$$E

+控制宽度
I

(

'$$E

+平均
#B$ E

*控

制最大斜深
'!$E

氧化矿
)0d$>II

+

9*d

$>$%&

"硫 化 矿
)0 d

$>!"

+

9*d$>$#C

含矿岩石主为二长花岗斑岩+地表见英安斑

岩-安山玢岩具薄膜状孔雀石化"深部见少

量花岗闪长岩-英云闪长玢岩脉+局部含矿

白容

)0(

/

不规则哑铃状+长轴

方向近
DV

长
%!$$E

+宽
!$$

(

I!$

E

+平均
#$$E

*控制氧

化矿平均厚
%!>!BE

+深

部原生矿厚度小且变化

较大

氧化矿
)0d$>I#

+

9*d

$>$%

"硫化矿
)0d$>!#

+

9*d$>$C

)0(

0

呈弯曲的带状+总体

走向近
DV

长
%$$$E

+宽
I

(

C$E

+

平均宽
!!E

*控制氧化

矿厚度
C>BE

+原生矿厚

度不大+较零散

氧化矿平均品位
)0d

$>I%

+

9*d$>$%

"硫化矿

平均品位
)0d$>!%

+

9*

d$>$C

*

地表赋矿岩石种类多样+有二长花岗斑岩-

花岗闪长斑岩-英安斑岩-安山玢岩-煌斑

岩+孔雀石-蓝铜矿呈不均匀星点状-薄膜状

产出+多数岩石本身不具矿化+系后期淋滤

作用迁移富集而成"原生矿赋矿岩石为二长

花岗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主含矿的二长花

岗斑岩规模较小+呈岩脉产出+推测该区位

于主矿化岩体边部或遭受深度剥蚀

!!

矿化分为浸染状-团块状-网脉状和粗大的石英

K

辉钼矿
K

黄铜矿脉
I

种类型*其中浸染状矿化是

岗讲矿区最主要的矿化类型+根据已有数据的研究

和统计+单纯浸染状矿化中的
)0

+

9*

品位通常很

低+很难达到工业要求*而相对高品位的
)0

+

9*

矿化往往产于有后期网脉状矿化叠加的位置*而斑

团状矿化主要见于氧化矿带和混合矿带中+其中黄

铜矿团块多分散在二长花岗斑岩中+这种矿化类型

的
)0

品位一般为
$>CJ

左右+

9*

也能达到
$>$#J

以上(

'

)

*粗大的石英
K

辉钼矿
K

黄铜矿脉在白容矿

区多见+该类型矿化极不均匀*

成矿可划分为
!

期!

第
%

期为热液期*矿化主要形成于二长花岗斑

岩中+成矿部位的岩石破碎强烈+裂隙发育+局部甚

至出现隐爆角砾岩*英云闪长玢岩-花岗闪长斑岩

脉大量侵位+破坏早期矿%化&体的同时+也使前期含

矿岩体中的成矿物质活化迁移+一般在脉岩两侧富

集形成工业矿体+少数脉岩在形成过程中将铜钼矿

质带入+脉岩本身即为矿体*该期是矿区硫化矿的

主要形成期+矿化主要为浸染状-网脉状-团块状黄

铜矿和辉钼矿+偶见少量斑铜矿+品位一般
8

%

)0

&

d$>!J

(

$>IJ

+

8

%

9*

&

d$>$%J

(

$>%J

*

第
!

期为次生氧化富集%剥蚀&期*热液期形成

的矿化岩体和矿体经过长期物理化学作用+导致次

生氧化%剥蚀&和富集+该期成矿作用受
?V

向次级

小断裂和岩石节理控制明显+基本与构造发育程度

%裂隙率&正相关+该期成矿作用对铜元素富集作用

明显+在岗讲矿区南部形成近地表约
'$E

厚的富铜

氧化带+矿化以孔雀石化为主+少量蓝铜矿化+

)0

品

位一般
#

$>CJ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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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剥蚀程度研究

研究认为+本区含矿斑岩的剥蚀程度!岗讲矿区

为浅
K

中等剥蚀-白容矿区为中等
K

深度剥蚀+夏庆

矿区为深度剥蚀*

%#!

!

断裂构造依据

近
DV

向冲江'麻达拉-多列曲-古青浦断裂

均为向
?

陡倾斜的逆冲断裂+具多期活动特征(

"

)

+

其后期活动对含矿斑岩体造成破坏*近
@?

向
Q

%'

断裂为向
V

陡倾斜的逆冲断裂+为成岩-成矿期后

断裂+对含矿岩体和矿体具破坏作用%图
!

&*

岗讲矿区位于冲江'麻达拉断裂-多列曲断裂-

Q

%'

等
#

条断裂的下盘+处于相对#滑落$的空间部

位+造成含矿斑岩体顶部的剥蚀程度相对较小+有利

于岩体及矿体的保存*

白容矿区位于冲江'麻达拉断裂-多列曲断裂-

Q

%'

断裂的上盘+处于相对#抬升$的部位+致使含矿

斑岩体较岗讲矿区空间位置较高+遭受剥蚀的程度

相对要大*

夏庆矿区位于
Q

%'

断裂的上盘+处于相对#抬升$

的部位+遭受剥蚀程度相对较大*

%#"

!

岩体特征依据

岗讲矿区含矿二长花岗斑岩呈#环状$产出+出

露面积约
'\E

!

+岩石以斑状结构为主+具强钾化-

中等硅化+含矿岩体顶部见有面积约
%>I\E

! 的流

纹
K

英安斑岩产出+钻孔控制深部二长花岗斑岩厚

度大-延深稳定+在
'$]

倾斜钻孔中后期岩脉穿插含

矿斑岩中近似呈#互层$产出+局部地段还可见原生

流动构造+显示为岩体顶部特征+证明该区含矿斑岩

体遭受的剥蚀较浅%图
C

&*

白容矿区含矿二长花岗斑岩呈#脉状$产出+出

露面积约
%\E

!

+岩石以似斑状结构为主+具弱钾化

弱硅化+仅矿区东部见有
$>C\E

! 的流纹
K

英安斑

岩分布+且二长花岗斑岩在钻孔中所见均为厚度较

小-分布零散的#小脉$+后期的花岗闪长岩大量分

布*显示该区含矿斑岩体遭受剥蚀程度较大*

夏庆矿区的二长花岗%斑&岩出露面积
#

B\E

!

+

岩石以不等粒结构为主+热液蚀变弱+仅局部见弱硅

化-弱钾长石化+岩体中后期岩脉不发育+与岗讲-白

容矿区相比较+该区受剥蚀程度最大*

图
%

!

矿石金属矿化显微照片

Q.

5

>I

!

9.;-*1;*

A

.;

A

<*,**F*-3

7>

浸染状黄铜矿%光片+

%!C̀

&"

/>

细脉状黄铜矿%光片+

%!C̀

&"

;>

团块状孔雀石%

E.

&%光片+

%!C̀

&"

8>

细脉孔雀石%

E.

&%光片+

%!C̀

&

C$#

第
!"

卷
!

第
#

期 张庆松等!西藏岗讲'白容斑岩铜钼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图
M

!

西藏尼木岗讲铜钼矿区
"

&

"

_

地质剖面图

Q.

5

>C

!

23*4*

5

.;7413;,.*+

0

'

0

.+27+

5O

.7+

5

)0()*E.+3

%>

第四系冰碛物"

!>

流纹
K

英安斑岩"

#>

二长花岗斑岩"

I>

花岗闪长岩"

C>

英云闪长玢岩"

'>

地质界线"

">

铜钼矿体"

B>

铜钼矿化体"

&>

钻孔及编号

%#$

!

矿化特征依据

岗讲矿区已探获资源量绝大部分为硫化矿*硫

化矿含矿岩性相对单一+主要为黄铜辉钼矿化二长

花岗斑岩+矿体规模较大+倾向延深稳定+黄铜矿以

浸染状-细脉状-网脉状产出"氧化矿赋矿岩石以二

长花岗斑岩为主+具浸染状孔雀石化+显示原地氧化

特征*推断该区矿体保存较好+遭受剥蚀较浅*

白容矿区已探获资源量以氧化矿为主*氧化矿

含矿岩性多样+有二长花岗斑岩-英安斑岩-安山玢

岩-煌斑岩+氧化矿呈#蛋壳$状分布于%近&地表+矿

化不均匀且厚度不大+孔雀石多呈薄膜状-星点状产

于岩石裂隙面+少见浸染状+显示铜质主要来自岩体

上部的矿化体+经氧化淋滤作用迁移至寄主岩石中

富集形成"硫化矿赋矿岩石主要为花岗闪长斑岩+次

为二长花岗斑岩+黄铜矿主要呈单脉状%粗大的石英

K

辉钼矿
K

黄铜矿脉&-星点浸染状产出+深部所见

煌斑岩-安山玢岩完全不具矿化*据此推断该区的

剥蚀程度较大*

夏庆矿区仅见零星孔雀石化+未能圈定出矿体+

推测其矿体已被完全剥蚀+该区应为深度剥蚀*

C

!

找矿方向及建议

M#!

!

找矿方向

根据上述矿化特征-构造及剥蚀程度等综合分

析认为+矿区进一步扩大矿床规模的找矿方向主要

有
!

个重点地段*

%

%

&岗讲
)0(

/

#环状$矿体中心的黄铁绢英岩

化流纹
K

英安斑岩%硅帽&之下+探查硅帽的厚度+验

证#碗状$矿体的推断+寻找#碗$的底部+可能会大幅

度地增加资源量*

%

!

&岗讲与白容矿区结合部位的
Q

%'

断裂西盘-

多列曲断裂-冲江'麻达拉断裂夹持的第四系冰碛

物覆盖地段+该区遭受剥蚀程度虽然比岗讲矿区深+

但比白容矿区
)0(

/

矿体分布区浅+且尚有流纹斑

岩分布+周边基岩已见到氧化矿的露头+假如
Q

%'

断

裂逆冲的同时发生右行平移+则岗讲
)0(

/

#环状$

矿体的西段很有可能被错断平移至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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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工作建议

针对上述
!

个重点找矿地段+提出以下工作建

议!

%

%

&岗讲
)0(

/

#环状$矿体中心的流纹
K

英安

斑岩黄铁矿化发育+黄铁矿对激电测深方法干扰较

大+建议首先采用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开展物

探剖面测量+再根据物探异常和其周边钻孔情况+布

设施工探索验证钻孔*

%

!

&岗讲与白容矿区结合部位由于冰碛物覆盖

层较厚+建议加强对
Q

%'

断裂性质的研究+重点是研

究其是否在逆冲的同时发生平移+加强对该覆盖区

周边矿化露头的工程控制+对已有物探成果资料进

行深入分析+结合地质工作成果+优选有利位置实施

钻探工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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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冶金地质勘查院开展的西藏尼木岗讲及外围铜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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