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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一个实际工作地区为例 研究元素的共生

组合特征及其分带性和空间分布规律
,

从而建立元素

空间分带模式 为异常的推断解释和找矿预侧提供

依据
。

一 地质概况

本区位于天山褶皱系东缘的早山一风尾山复式向

斜轴部的斜山一东七一山一风尾山弧形向斜向南突出

的转折处 构造线呈近东西向
。

出尽地层主要为志留系下统斜山群安山质凝灰

岩 中上统公婆泉群人理岩
、

安山岩
、

凝灰质变砂岩
。

向斜南翼大部分被东西向的逆断层 截失
,

使料山群

逆掩于公婆泉群之上
。

除 外 还有北东向和南北向

的丙胜且断裂
,

彼此斜交穿切
。

区内岩桨岩分布较广泛
,

华力西期有闪长岩
、

石拘闷长岩
、

花岗闪长岩和斜长

花岗斑岩
。

燕山早加勺黑云母花岗岩为区内重要的岩

浆岩
,

与多金属矿的生成有关 多呈小岩株沿 断裂

侵入于斜山群和公婆泉群之间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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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矿有关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有 ’
‘

探明的钨
、

钥
、

锡多金属矿多呈细脉浸染状和网脉状

成矿母岩为高硅
、

富碱
、

贫钙的黑云母花岗岩
,

产于接触带的次级裂隙带
。

主要有长英细脉型钨铂矿
、

其中成矿元素
, , ,

石英网脉状钨钥矿
、

石英大脉型钨矿
、

夕卡岩型锡矿
、

等的丰度比地壳克拉克值高几倍到上百倍
。

角岩化胶锡矿及含被条纹岩
。

主要矿物有黑钨矿
、

白
, ,

主要斌存于锉云母
、

黑鳞云 钨矿
、

辉钥矿
、

辉秘矿
、

蓝铜矿
、

假象赤铁矿
、

微粒

母
、

倪担铁矿
、

细晶石和锐铁召等矿物中
,

分布于整 锡石和胶锡矿等
。

个岩体内
,

岩体即矿体
。

不同矿种具不同的围岩蚀变特征
。

夕卡岩化和

岩体与围岩接触带中次级裂隙发育
,

为成矿热 角岩化与锡
、

铁矿有关 硅化与钨
、

钥矿关系密切

液的运移和多种金属矿物澎】析出提供了良好场所
。

已 钠长石化和钾长石化与物
、

铿
、

锐
、

袒矿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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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 岩矿石中某些橄 元价含 平均位 《 班

岩岩矿石名称称 样品数数

黑黑云母花岗岩岩
。

凝凝灰质变砂岩岩
。

】

大大 理 岩岩
。

安安 山 岩岩 卜卜
。 。

钳钳 矿 石石石石石石 、、 飞片片

钨钨 矿 石石石石石石 呀 乡

锡锡 矿 石石石石石石 】

被被 矿 石石石石石石 弓 〔 】 几几

背背 景 值值值值值值
。

二宝
。

《

异异 常 下 限限限限限限 即即
。

克克 拉 克值值值值值值 弓
。 。

凡凡

据区侧资料 样品数为

二 矿区地球化学特征

岩
、

矿石中某些元素的分布分配特征 本区不

同岩
、

矿石中微量元素平均含量 嚷 表明 黑云

母花岗岩微量元素的含量普遍偏高
,

为某些元素的成

矿成晕提供了物质基础 凝灰质变砂岩是岩体的主要

围岩
,

其中
, ,

的含量也较高 安山岩

一般距岩体较远 各微量元素的含量均较低
。

前人认

为 黑云母是
, , , , ,

活化迁移的主要载体
,

岩体中含
, , ,

的黑云母 黑鳞云母
、

理刽牙分布极为普遍 故

岩体本身就是铆锉矿体
。

元素相关聚类特征 将 件样品
, , ,

, , ,

的光谱分析 结 果作 月

型簇群分析
,

得元素聚类谱系图 图
。

按
,

可分为 个簇团
, ,

在同一簇团 说明其

共生丝且合关系密切
,

表 中矿石的元素含量特征也显

示了
,

为共生产出
,

为同一簇团
,

共生关系也较密切
,

分带中应为同一带或相邻排列

单独为一簇
,

与其他元素的相关关系较差
,

相互之间和与 七述元素的关系都较差
。

成矿成晕元求的分带序列

水平分带 本区综合异常平面图 图 表明
,

元

素具较好的水平分带特征
。 ,

为内带
,

为中带
, ,

较分散 构成外带 异常

则多位于中
、

外带之间
。

根据分带指数和变化指数公

式
,

将剖面介分 个区段计算元素的水平分带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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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异常分布 图

一 矿带 一 矿带 一 矿带

化带 一 异常 一 异常 一

魂一决 矿

异常

一 异常 一 一 剖面编号

结果从内向外顺序 为 一 叶 一 卜 一 一



卜一 牙一 。

垂直分带 选择 剖面线的 孔岩心样分析

资料
,

将其分为 段计算元素分带序列
。

结果表明
,

由下到上顺序为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地质和钻探资料证实 由下往上顺序为岩

体
、

接触带 有钨相矿体产出
、

角岩锡矿
、

凝灰质

变砂岩及大理岩等
。

上述情况表明
,

该矿原生晕元素垂直分带序列和

水平分带序列基本一致
,

即以岩体为中心
,

向上和侧

方元素分带具有对称性 其分带序列可归纳为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氏

, , ,

四个元素未参加分带指数计

算
,

故彼此顺序刁请
,

按它犷哟分布特征
,

归为同一

带
。 , ,

三个元素在垂直和水平分带序列中

的顺序不一致
,

故也归在同 带内
。

三 元索分带 , 集徽式

根据该矿床异常元素呈同心环状分布
, , ,

位于内核 向外由
, ,

异常组成近

核第一环带
,

构成第二环带
,

异常为第三

环德
, , ,

在最外圈形成异常的特征
,

建立 了本区矿床地球化学理想分带棋式 图
,

表
,

以有效地指导找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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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常带

本区成矿素
, ,

等的富集与侵入岩体有直接关系
,

即岩体为矿源体
。

成矿成晕元素以岩体为中心分带富集
,

其空间

东七一山 多 口矿床 元 分 , 指标一览班 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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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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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区寻找 矿应着眼于黑

云母花岗岩体 找
, 。矿应在岩体与围岩接触部

位的内接触带 找 矿则应在外接触带

在东七一山地区采用原生晕方法寻找多金属矿

床 取得了良好效果
。

如对 异常进行工程揭僻
,

已探明是中型规模以钨
、

铝
、

锡为主的多金属矿床
。

根据元素分带模式
,

对该区所获
, 、 ,

’

二 个异常作了评价
,

属找矿有望异常 有待地质工程

验证
。

鉴于本人水平有限
,

不当之处难免 敬请批评

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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