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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岩子铂一钯矿床的原生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及盲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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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迄今为止文献中未见有铂矿原生晕研究的报道，通过对大岩子矿区地表和不同中段坑道 

原生晕的研究，发现在铂一钯矿体周围有清晰的F、Sb、Cd、Hg、As、Ag、Au、Pd、Pt、Cu、Ni元素的原生晕， 

其中F、Sb、Cd、Hg、As为前缘指示元素，Au、Ag为近矿指示元素，Pt、Pd、Cu、Ni为成矿指示元素。元素的 

垂直分带序列为(地表至矿体)：(F、Sb、Cd、Hg、As)一(Ag、Au)一(Pd、Pt)一(Cu、Ni)。地表岩石地球化 

学测量发现的III号Pd、Pt异常带，具有多元素异常组合特征，判断为矿致异常，推测在该异常带下方可 

望找到隐伏矿体。坑道原生晕研究发现，在 PD4中段 出现浓集中·心醒目、浓度分带清晰的 F原生晕，推 

测在 PD4中段下方可能存在新的盲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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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 言 

岩石地球化学或原生晕测量，已被国内外勘查 

地球化学家公认为是寻找隐伏矿床的最有效方法之 
一

_l J
。 许多例案研究显示在金、银、铜、铅、锌、镍、 

钴、铁等矿床(体)周围存在以成矿元素为主的原生 

晕，尤其是热液矿床周围，均发育有规模较大的原生 

地球化学异常  ̈ J，迄今为止，文献中未见有铂族 

矿床原生晕的报道。 

大岩子铂一钯矿床位于四川省会理县城北西约 

3km处，矿床已探明储量 Pt+Pd为3．11t。该矿床 

先后在 1958年和 1974年分别被认定为铁矿远景和 

铜、镍矿的找矿远景区，并在 1974年确定大岩子为 

岩浆铜一镍硫化物矿床(点)。1998攀西地质队对 

该铜一镍矿点的铂矿资源进行再评价，发现该矿床 

富含铂、钯，并确定该矿为铂一钯矿床  ̈。本文拟 

以地表和坑道岩石地球化学测量结果，讨论该矿床 

的原生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1 大岩子矿床地质特征 

大岩子铂一钯矿床位于扬子地台西缘，属康滇 

地轴东侧的会理断陷盆地。矿区出露地层以震旦纪 

灯影组(白云岩)为主，次为白垩纪小坝组(K． )及 

第四纪，其中震旦系灯影组白云岩第三段(Zbdi)为 

含矿岩系。含矿岩系的主要岩石类型有条带状、条 

纹状含矿白云岩、砖红色含矿白云岩和黄褐色含矿 

白云岩。 

矿区内主要构造系 F3、F4断层组成的韧性剪 

切带，呈北北东向展布，破碎带宽 20～50m(图 1)。 

剪切带内除白云岩外，还侵入有辉石岩、辉绿岩脉及 

辉绿辉长岩脉。 

大岩子矿床属接触带型铂一钯矿床，具有明显 

的热液蚀变特征。接触带围岩有明显的分带性，自 

东至西，分别为条带状硅化 白云岩、褐铁矿化白云 

岩、孔雀石化矿石、铜蓝、孔雀石化白云岩、褐铁矿化 

白云岩 " 。 

矿区内自东向西已分别圈出IV、I、II、III号 4个 

矿体，其中IV号矿体系前人开铜矿时遗弃的荒碴。 

I—III号矿体主要赋存在蚀变破碎 白云岩中，是最 

主要的矿化类型。蚀变破碎辉石岩中也出现铂矿 

化，但圈不出工业矿体。 

主要矿石矿物有砷铂矿、铜锑钯矿、碲铋钯矿、 

黄铜矿、斑铜矿、自然铜、自然金、银金矿、黄铁矿及 

孔雀石、蓝铜矿、蓝辉铜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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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川大岩子铂 一铜矿床地质图 

Q-_第四系；K 一小坝组；Ẑ 一一灯影组第四段第四层；Ẑ _ 一灯影组第四段第三层；z6 _ ～灯影组第四 

段第二层；Ẑ ～一灯影组第四段第一层；Ẑ 一灯影组第=-a；Zbd~～一灯影组第二段下部；Ẑ《～一灯影组 

第二段上部； 一辉绿岩脉； 一辉石岩脉；1一矿体及编号；2一古矿碴；3一断层及编号 

2 样品采集与分析 

大岩子矿区地表岩石出露较好，局部地段被土 

壤及古采矿碴覆盖。为了研究大岩子矿床的原生地 

球化学异常特征，据矿床的现有工程控制程度，采集 

了地表、平垌 PD1、老垌和平垌 PD4四个不同中段 

的样品 ，样品采样点距 5—20m，同时对矿区地表采 

用(100—200)m×20m的网度进行岩石地球化学测 

量，采集样品共计 156件。 

样品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 

研究所分析质量监控站采用无污染玛瑙罐加工碾 

磨，由该所 中心实验室采用 XRF、ICP—MS、AAS、 

AES方法分析了Cu、Nj、Au、Ag、As、Cd、F、Hg、Sb、Bi 

等 10种元素，样品的 Pd、Pt含量由河南省岩矿测试 

中心经活性炭预富集处理后，用化学光谱法测定。 

样品分析过程中以密码样、重复样插入同类国家一 

级标准物质(GPtl、GPt2、GPt4、GPt7、GSD9、GSD12、 

GSD13、GSD17)来进行分析质量监控。监控结果显 

示 Pd、Pt的准确度(RE)在 一2％ 一28％之间，精密 

度(RD)在 5％ 一10％之间；其它元素的准确度 

(RE)在 一5％ 一5％ 之间，精密度 (RD)均小于 

10％ 

3 大岩子矿床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3．1 地球化学异常下限与浓度分带的确定 

地球化学异常下限是在计算出矿区岩石样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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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号矿体的上方。与 III号 Pt、Pd异常相一致的 

是，Au、Ag(图中未示出)也出现呈 NE向展布的带 

状异常，但异常强度较弱，未出现内带异常(图 3)。 

以50×10I6圈定的 Cu、Ni地表原生晕主要沿 F3控 

矿断层呈 NE向分布，异常浓集中心分布在 I、II号 

主矿体的上方，主要受辉石岩脉的空间分布所控制 

(图3)。As、Cd异常明显受断裂带控制，异常浓集 

中心主要出现在 I、II号矿体的上方。在 III号Pt、Pd 

异常分布的对应部位也出现了 As、Cd弱异常。 

地表 Hg、F原生晕主要分布在 F3断裂的局部 

地段，两者的差别在于，Hg异常主要分布在断裂带 

的上方，而F异常虽然也沿断裂带呈 NE向展布，但 

F异常的浓集中心主要分布在断裂带的两侧。在 

III号 Pt、Pd异常相对应部位出现浓集中心醒目、分 

带清晰的F异常，推测该F异常应是隐伏(盲)矿体 

的前缘异常。 

4 初 步结论 

通过对大岩子矿区地表和不同中段坑道原生晕 

的研究，获得下列初步认识： 

(1)大岩子铂一钯矿床的指示元素有：F、Sb、 

Cd、Hg、As、Ag、Au、Pd、Pt、Cu、Ni。其中 F，Sb，Cd， 

Hg，As为前缘指示元素，Au、Ag为近矿指示元素， 

Pt、Pd、Cu、Ni为成矿指示元素。元素的垂直分带序 

列为：(F，Sb，Cd，Hg，As)一(Ag、Au)一(Pd、Pt)一 

(Cu、Ni)。 

(2)地表岩石测量发现的III号 Pd、Pt异常，具 

有多元素异常组合特征，为矿致异常，推测在该异常 

带下方可望找寻隐伏矿体。 

(3)坑道原生晕研究发现，在 PIM 中段出现浓 

集中心醒目、浓度分带清晰的F原生晕，推测在 PIM 

中段下方可能存在新的隐伏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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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GEoCHEM ICAL ANoM_ALY AND BLIND oRE PROSPECT G 

IN 咖 DAYANZI PT —PD DEPOSIT．SICHUAN PRoVINCE 

CHENG Hang—xin 一，ZHAO Chuan—dong ，ZHUANG Guang—min ，LIU Yin—hart ，NIE Hai—feng2
， QI Lu 

(1．College ofChemistry and Molecular Engineering，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2．Institute ofGeo#y~ical an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Chinese Academy ofGeological Science，Langfang 065000) 

Abstract：Based on the study on surface and tunnel primary halos，there exist primary halos of Pt，Pd，Ag，Au，Cu，Ni，As，Sb，Cd，Hg and F 

around ore bodies in the Dayanzi Pt—Cu deposit．Amongthem As，Sb，Cd，Hg and F 8re thefront indicating elements，Au and Ag 8re the sub—ore in— 

dicating elements，an d Pt，Pd，Cuan d Ni 8rethe ore—formingindicating elements．The vertical zoning sequenceof primary halos intheDayan ziPt—Pd 

depositfrom surfaceto bottom was F—Sb—Cd—Hg—As，Ag—Au，Pd—Pt，and Cu—Ni．Th eIIIanonlalousbelt ofPtan d Pdwasinferredto be a re— 

flection of some ore bod ies．Th eanomaly ofF primary halointhe PD4 wasinferredtobe a reflection of blind ore bodies． 

Key words：Pt—Pd deposit，primary halo，blind ore prospecting，Dayan zi，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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