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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西藏工布江达县亚贵拉铅锌矿床位于狮泉河-纳木错-嘉黎结合带南侧,隆格尔-工布江
达弧后断隆带内,矿体产于上石炭-下二叠统来姑组变石英砂岩与大理岩岩性转换部位,呈层状、似层状
产出,其产状与地层一致。 文章通过对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和流体特征的研究, 分析了矿床成因。
矿区岩、矿石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硫同位素分析表明,成矿物质主要来自深部物源区,氢、氧同位素
资料证明成矿溶液为岩浆水和变质水组成的混合水,矿床既具有明显的热水沉积成因特征,又受后期岩
浆热液的强烈叠加,属热水沉积-岩浆热液叠加改造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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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亚贵拉铅锌矿床位于西藏工布江达县境内,距
金达镇 40 km。 矿床地理坐标为东经 92毅40忆41义 ~
92毅46忆17义,北纬 30毅12忆21义 ~ 30毅13忆58义。 2003 ~ 2005
年间,河南省地质调查院在金达成矿远景区开展 1:
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时,发现了亚贵拉铅锌多金属
矿床,并对其进行勘查评价,目前已发现铅锌矿体 9
个,钼矿体 1 个,银、铅锌均达到大型矿产地规模淤。

在念青唐古拉成矿区,亚贵拉铅锌矿床具有规
模大、品位富的特点。 但在过去的几年间,对该矿床
所作的研究甚少,对该矿床的成因尚存在一定的争
议。 本文通过对该矿床的成矿地质背景、矿床地质
特征和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对亚贵拉铅
锌矿床的成矿物质和成矿流体的来源进行了探讨,
并结合区域地质构造背景分析了矿床的成因。 该项
工作对深化该区铅锌成矿作用的认识、总结区域成
矿规律及指导该区进一步找矿,均有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1摇 区域地质背景
亚贵拉矿区地处狮泉河-纳木错-嘉黎结合带

南侧,隆格尔-工布江达弧背断隆带中,在区域上出
露地层有中-新元古界、前奥陶系、古生界及中生
界。 其中上石炭统-下二叠统地层在区内广泛发
育,主要岩性有灰色板岩、板状千枚岩,夹有碳酸盐
岩,为一套典型的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 区域上
构造线总体呈东西走向,由一系列近于平行的东西
向断裂组成,常被北北西向、北西向或北东向断裂斜
切。 燕山晚期至喜马拉雅期酸性岩浆侵入活动在区
内十分强烈,岩石类型主要有黑云母花岗岩、黑云母
花岗闪长岩和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区内已发现金
属、非金属矿床(点)数十处,其中亚贵拉铅锌矿床、
空布拉石膏矿床及拉屋铜铅锌矿床均达到大型、超
大型规模。

2摇 矿床地质特征
2. 1摇 矿区地质特征

亚贵拉矿区出露地层为上石炭-下二叠统来姑
组,主要岩性为变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砂质板
岩、泥质板岩、硅质岩、泥晶灰岩及大理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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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亚贵拉铅锌矿床地质图淤

Fig. 1摇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Yaguila lead-zinc deposit淤

1—第四系;2—上石炭下二叠统来姑组第三段;3—上石炭下二叠统来姑组第二段;4—上石炭下二叠统来姑组第一段;5—变质石英
砂岩;6—砂质板岩;7—大理岩;8—燕山晚期花岗岩;9—燕山晚期花岗斑岩;10—石英斑岩;11—破碎带;12—产状;13—地质界限;

14—推测地质界限;15—矿体位置及编号

1—Quaternary; 2—3 rd unit of Upper Carboniferous and lower Permian Laigu formation; 3— 2nd unit of Upper Carboniferous and lower Per鄄

mian Laigu formation; 4— 1 st unit of Upper Carboniferous and lower Permian Laigu formation; 5—quartzy sandstone; 6— sandy slate; 7—
marble; 8—Late Yanshannian granite; 9— Late Yanshannian granite porphyry; 10—quartz porphyry; 11—fracture belt; 12—occurrence;
摇 摇 13—geological boundry; 14—inferred geological boundry; 15—location and number of ore body

淤河南省地质调查院.西藏当雄-嘉黎铅锌银矿产资源调查评价报告,2006.

摇 摇 矿区断裂构造十分发育,中部北东向的次级断
裂破碎带 F1 其为区内重要的控矿构造(图 1)。 F1

断裂在区内出露长度大于 7000m,产状 356毅 ~ 12毅
蚁70毅 ~ 83毅,呈陡倾斜。 该断裂具多期活动性特点,
主断裂面上常具光滑的后期构造滑脱遗迹。 根据构
造面上的阶步特征判断,具逆断层性质,破碎带一般
宽 10 ~ 40m 不等,最宽可达 160m,断裂东段破碎规
模大于西段。 破碎带内岩石挤压片理化、构造透镜
体发育,沿断裂带多处地段有石英斑岩脉分布。 带
内矿化蚀变发育,主要有方铅矿化、闪锌矿化、黄铁
矿化、硅化、矽卡岩化及碳酸盐化等。 矿区内岩浆活
动强烈,主要为燕山晚期黑云母花岗岩、花岗斑岩及

石英斑岩等, 呈岩株、岩脉产于矿区北西部或 F1 断

裂带,岩体与地层呈侵入接触关系,在外接触带形成
矽卡岩型铅锌矿化。
2. 2摇 矿体特征

亚贵拉矿床共发现铅锌矿体 9 条,钼矿体 1 条,
其中 M1、M4、M6、ZM2、ZM3 为主铅锌矿体, M6-1
为钼矿体,赋存于变石英砂岩与大理岩岩性转换部
位,并受大理岩控制。 矿体形态均较为规则,呈层状
或似层状产出,与地层产状一致。 以 M1、M4、M6、
ZM2、ZM3,号矿体规模较大,品位较高。 各矿体特
征见表 1。

表 1摇 亚贵拉铅锌多金属矿床主要矿体产出特征淤

Table 1摇 Occurrence of main orebodies in the Yaguila Lead-Zinc deposit淤

矿体编号 矿体长度 / m 矿体厚度 / m 倾向 / 毅 倾角 / 毅 矿体形态
平均品位

Pb / % Zn / % Ag / 10-6

M1 760 5. 69 343 ~ 350 72 ~ 78 层状 5. 45 2. 53 86. 91

M4 740 4. 10 352 ~ 5 54 ~ 68 似层状 2. 68 0. 70 82. 08

M6 2000 11. 28 350 ~ 355 62 ~ 65 层状 8. 00 2. 11 145. 56

ZM2 1040 7. 97 335 ~ 355 72 ~ 75 似层状 5. 39 6. 72 64. 29

ZM3 650 4. 07 325 ~ 335 35 ~ 42 层状 1. 17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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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M6 矿体赋存于 F1 断裂上盘(北侧)的变石英
砂岩与大理岩岩性转换部位,矿体产状与围岩一致,
铅银含量高且分布较为均匀,矿体厚度稳定。 矿体
中的硫化物具有西部以磁黄铁矿、黄铁矿为主,向东
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逐渐增多的变化规律[1]。

ZM2 矿体赋存于 F1 断裂破碎带东段,呈似层
状,产状与断裂带基本一致,矿体围岩为碎裂大理岩
及石英砂岩,矿体厚度沿走向、倾向较稳定,局部有
膨大尖缩现象。 矿化较为均匀,铅锌矿化在平面上
呈现西部碎裂大理岩段矿化强度高,东部碎裂砂岩
段矿化较弱;矿化强度由地表向深部有增强的趋势。
2. 3摇 矿石成分

亚贵拉矿区矿石矿物组合简单,金属矿物主要
有闪锌矿、方铅矿、磁黄铁矿、黄铁矿、胶状黄铁矿、
黄铜矿、毒砂等,其中闪锌矿、方铅矿为目前主要的
工业利用矿物,磁黄铁矿为贯穿矿体始终存在的金
属矿物。 脉石矿物主要有透辉石、辉石、透闪石、石
榴石、绿帘石、绿泥石、石英、方解石以及少量绢云
母。
2. 4摇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为自形—它形粒状结构、填隙结
构、交代熔蚀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固溶体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纹层状构造、脉状构造、
浸染状构造、条带状构造、细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
等。 矿石组构特征反映该矿床既具喷流沉积特点,
又具有改造成因特征[2,3]。
2. 5摇 围岩蚀变

区内与铅锌多金属成矿有关的围岩蚀变主要有

矽卡岩化、硅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碳酸盐化、黄
铁矿化、绢云母化等。 一般蚀变较弱,主要发生在近
矿围岩中,远离矿体基本没有矿化蚀变发生。 在矿
区这些与成矿有关的蚀变分带性较为明显,蚀变类
型沿远离矿体方向依次出现矽卡岩化、硅化、绿泥石
化、碳酸盐化等。 矿体矿化强度主要与其所处地段
矽卡岩化程度有关,矽卡岩化强的地段矿体矿化好,
表现为正相关关系。

矿体顶、底板围岩蚀变表现为不对称特点,常见
为底板围岩蚀变强于顶板围岩,这种非对称围岩蚀
变是喷流-沉积矿床热液活动的重要标志[4]。 另外
矽卡岩化中的石榴子石颗粒较小,与岩浆热液叠加
改造成因的粗粒石榴子石有着显著的差别,表明矿
床具有多期成矿的特征。
2. 6摇 成矿阶段及矿物共生组合

根据野外观察和室内对矿石结构、构造和矿物

特征及相互穿插关系分析,亚贵拉铅锌多金属矿床
经历多期次多阶段成矿作用, 总体上表现为热水沉
积成矿期和岩浆热液叠加改造期两期成矿作用。 根
据成矿演化过程及矿物共生组合特点划分为以下成

矿阶段:
热水沉积成矿期 是亚贵拉矿区的主成矿期,有

大量硫化物出现,以出现细粒铁闪锌矿、磁黄铁矿、
石英组合为特征,脉石矿物出现透辉石、透闪石和细
粒石榴子石,矿石具有典型的层纹状构造。

岩浆热液改造成矿期为次要成矿期,闪锌矿、方
铅矿等硫化物主要呈细脉状沿早阶段硫化物矿石内

部裂隙充填,主要与燕山晚期黑云母花岗岩浆热液
活动密切有关。 该成矿期可进一步划分出三个成矿
阶段[5]:

1) 石英硫化物阶段 是热液成矿期最早的一个
阶段,主要生成矿物为黄铜矿、磁黄铁矿、闪锌矿和
方铅矿、辉钼矿,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出现含矿热
液沿裂隙充填而形成的石英脉型矿石;

2) 绿泥石硫化物阶段 该阶段形成矿物主要为
闪锌矿、黄铜矿、黄铁矿, 脉石矿物为绿泥石、绢云
母、绿帘石,金属矿物含量较前一成矿阶段明显减
少;

3) 碳酸盐硫化物阶段 随着温度下降, 晚期围
岩蚀变发育碳酸盐化, 形成含硫化物的碳酸盐脉。
黄铁矿呈细粒集合体分布于碳酸盐细脉中。

3摇 矿床地球化学特征
3. 1摇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

亚贵拉矿区岩矿石样品的稀土总量为 88. 10伊
10-6 ~ 529. 30 伊10-6,LREE / HREE 为 2. 84 ~ 4. 70。
经标准化以后,啄Ce 为 0. 60 ~ 0. 93,啄Eu 为 0. 24 ~
0郾 97,(La / Yb) N 为 4. 86 ~ 18. 63。 (表 2)稀土元素
组成总体上具有稀土总量高,轻重稀土元素分异明
显的特点,轻稀土元素总量大于重稀土元素总量,大
多数样品具有负 Eu异常和弱或无负 Ce 异常,稀土
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曲线(图 2) 向右倾,这与塔斯
马尼亚、西秦岭山阳榨水银硐子等典型的热水沉积
矿床稀土模式相类似[6]。 YGG-27 条带状大理岩和
YGG-28 钠长石岩配分曲线较为相似,稀土总量低,
分别为 88. 10 伊10-6、155. 80 伊10-6,样品呈现 Ce 和
Eu 负异常,轻稀土富集,显示出原始热水喷流沉积
成矿的特征[7-11]。 M1、M4 稀土元素总量低,具有不
同程度的 Ce 负异常,这与海底热水与正常海水混
合的 Ce负异常特征相吻合,反映了亚贵拉矿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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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喷流沉积成因。 YGG-31 硅质岩 啄Eu 值为 0.
24,具有强的负 Eu 异常,轻重稀土分馏明显,其稀
土元素配分曲线形态与M1、M4 矿体相似性较好,说
明 M1、M4 矿体成矿物质来源和成矿环境与区内硅

质岩有密切的联系。 M6 矿体稀土总量较高为 225.
43,轻重稀土比值 9. 66,与 M1、M4 矿体有明显的差
异,推测 M6 矿体可能是在热水沉积基础上受到岩
浆热液改造的结果。

图 2摇 亚贵拉铅锌矿床稀土元素配分曲线
Fig. 2摇 Chondrite-normalized REE patterns of Yaguila lead-zinc deposit

表 2摇 亚贵拉铅锌矿床岩、矿石稀土元素分析结果(伊10-6)
Table 2摇 Analytical results of REE content of surrounding rocks and ores in the Yaguila lead-zinc deposit (伊10-6)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La Ce Pr Nd Sm Eu Gd Tb Dy Ho Er

YGG-20 黑色板岩 72. 23 149. 80 16. 93 62. 95 11. 66 2. 00 9. 26 1. 48 8. 21 1. 63 4. 30
YGG-27 大理岩 20. 14 25. 60 4. 10 14. 95 2. 79 0. 58 2. 54 0. 40 2. 04 0. 39 0. 96
YGG-28 钠长石岩 32. 69 50. 74 6. 92 26. 23 4. 78 1. 00 3. 88 0. 64 3. 55 0. 74 1. 98
YGG-30 粉砂岩 22. 78 35. 00 4. 41 16. 64 3. 00 0. 89 2. 95 0. 43 2. 40 0. 49 1. 23
YGG-31 硅质岩 71. 42 143. 70 15. 83 57. 37 10. 93 0. 77 9. 93 1. 53 8. 83 1. 84 5. 13
YGG-32 铁白云岩 95. 13 187. 00 20. 43 73. 91 13. 66 1. 33 11. 50 1. 80 11. 47 2. 82 9. 79

1-1爷 / X1T4 M1 矿体 5. 98 8. 56 1. 00 3. 89 0. 96 0. 14 0. 87 0. 15 0. 81 0. 18 0. 47
1-1爷 / X1T6 M4 矿体 6. 98 9. 81 1. 25 5. 40 1. 27 0. 17 1. 16 0. 21 1. 37 0. 30 0. 75
3-3爷 / X1T6 M6 矿体 52. 3 70. 50 9. 39 36. 10 6. 55 1. 35 5. 69 0. 75 5. 42 1. 00 2. 59
陨石 0. 34 0. 91 0. 12 0. 64 0. 20 0. 07 0. 26 0. 05 0. 30 0. 08 0. 20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Tm Yb Lu Y 总量 LREE / HREE 啄Ce 啄Eu (La / Yb)

YGG-20 黑色板岩 0. 68 4. 13 0. 61 36. 85 382. 80 4. 70 0. 93 0. 61 11. 32

YGG-27 大理岩 0. 13 0. 70 0. 10 12. 71 88. 10 3. 41 0. 60 0. 70 18. 63

YGG-28 钠长石岩 0. 32 1. 97 0. 28 20. 09 155. 80 3. 66 0. 73 0. 74 10. 74

YGG-30 粉砂岩 0. 17 0. 95 0. 13 17. 08 108. 50 3. 20 0. 74 0. 97 15. 51

YGG-31 硅质岩 0. 84 5. 37 0. 77 51. 95 386. 20 3. 48 0. 92 0. 24 8. 61

YGG-32 铁白云岩 1. 80 12. 66 1. 77 84. 28 529. 30 2. 84 0. 91 0. 34 4. 86

1-1爷 / X1T4 M1 矿体 0. 47 0. 06 0. 37 0. 04 30. 87 1. 98 0. 73 0. 49 10. 46

1-1爷 / X1T6 M4 矿体 0. 75 0. 10 0. 55 0. 08 37. 08 2. 04 0. 70 0. 45 8. 21

3-3爷 / X1T6 M6 矿体 2. 59 0. 40 2. 15 0. 24 225. 43 3. 58 0. 67 0. 71 10. 74

陨石 0. 03 0. 22 0. 03

摇 摇 注:YGG-20、YGG-27、YGG-28、YGG-30、YGG-31、YGG-32 样品由国土资源部武汉矿产资源检测中心 2007 年分析;采用 12 个球粒陨石
组合样(Wakita)数据进行标准化。 1-1爷 / X1T4、1-1爷 / X1T6、3-3爷 / X1T6 的稀土元素测试数据来源于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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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摇 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
3. 2. 1摇 硫同位素组成

亚贵拉铅矿床采集金属硫化物硫同位素样品

10 件,测试结果见表 3。 从表可知硫同位素组成变
化为 1. 7译 ~6. 7译, 除一个样品 啄34S<3 外,其余样
品均在 3译 ~7译之间,平均值为 5. 36译(n = 9),极
差 3. 09译,在硫同位素直方图上(图 3),具有变化
范围窄、正向偏离陨石值、离散度小、均一化程度高、
数据点分布集中的特点。 与深部岩浆作用有关的硫
同位素组成(5译)相一致,反映了深部岩浆硫源的
同位素组成特点。 各硫化物 啄34 S 值依磁黄铁矿 >

方铅矿(在同一个样品中更为明显),表明成矿过程
中硫同位素分馏基本达到平衡。 另外矿石手标本上
矿物之间的穿插关系显示矿区硫化物生成顺序早到

晚依次为磁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这与
矿区富集重硫的顺序基本相同,故所测的磁黄铁矿、
方铅矿是在平衡共生条件下形成,应为同一矿化期
的产物。 根据亚贵拉矿区主要矿化阶段出现大量的
磁黄铁矿,显示当时 fS2较高,fO2和 pH 值较低,因此
矿物的 啄34 S 与成矿热液 啄34 S撞s 值接近,这种低的
啄34S撞s 值具有深源硫特点[12,13]。

表 3摇 亚贵拉铅锌矿床硫同位素组成
Table 3摇 Sulfur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Yaguila lead-zinc deposit

序号 样品名称 测试矿物 啄34S 序号 样品名称 测试矿物 啄34S

1 致密块状磁黄铁矿矿石 磁黄铁矿 5. 83 6 方铅矿矿石 方铅矿 1. 70

2 磁黄铁矿-方铅矿矿石 方铅矿 4. 81 7 方铅矿矿石 磁黄铁矿 6. 59
3 磁黄铁矿-方铅矿矿石 磁黄铁矿 6. 41 8 方铅矿矿石 方铅矿 3. 61
4 方铅矿矿石 方铅矿 4. 34 9 方铅矿矿石 方铅矿 4. 09
5 方铅矿矿石 磁黄铁矿 6. 70 10 方铅矿矿石 磁黄铁矿 5. 85

摇 摇 国土资源部中南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室分析测试。

图 3摇 亚贵拉铅锌矿床硫同位素直方图
Fig. 3摇 Histogram of sulfur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the Yaguila Pb-Zn deposit

3. 2. 2摇 氢氧同位素特征
该区矿石中石英包裹体氢氧同位素组成特征见

表 4。 由表 4 可知包裹体 啄DH2O为 - 51. 2译 ~ -
68郾 7译,啄18OSMOW为-9. 37译 ~ 13. 08译。 投影到 啄D
-啄180 图(图 4)上,投影点多数落入变质水区,靠近
岩浆水和原生水。 根据地质地球化学特征,结合氢、
氧同位素组成,可知亚贵拉矿区热水沉积期成矿流体
应主要来自盆地卤水,可能是地层原生水与经过水-
岩反应改造过的海水所形成的混合流体。 叠生改造
期成矿流体可能是岩浆水和变质水的混合流体。
3. 2. 3摇 硅同位素

矿区硅质岩的 啄30Si值为-0. 3译和 0. 1译,平均
为-0. 1译,与马里亚那海槽现代海底黑烟囱热水沉
积物以及秦岭热水沉积硅质岩的同位素组成极其相

似,而与交代成因硅质岩(2. 46译 ~ 3. 4译)和生物
成因硅质岩( -1. 1译 ~ 3. 4译)相差甚远,反映出热
水沉积的特点[14,15]。

表 4摇 亚贵拉铅锌矿床氢氧同位素分析结果
Table 4摇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the Yaguila Pb-Zn deposit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啄18OSMOW(译) 啄DSMOW(译)

YGK-8 石 英 13. 08 -51. 2
YGK-4 方解石 -9. 37 -68. 7
YGK-29 石 英 11. 23 -55. 4

摇 摇 国土资源部中南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室
分析测试,测试仪器为气体质谱计,测试对象为石英流体包裹体。

图 4摇 亚贵拉铅锌矿床氢氧同位素投影图
Fig. 4摇 H-O compositions of the Yaguila lead-zinc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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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 矿床成因探讨
初步认为,亚贵拉铅锌矿床的成因属于热水喷

流沉积—岩浆热液叠加改造型矿床[2,16],主要成因
标志如下:1) 矿体产于以细碎屑岩夹碳酸盐建造
中,主要呈层状、似层状顺地层产出,产状与地层一
致,矿石中保留有典型的同生沉积组构[17];2) 矿体
围岩中多见有热水沉积岩,主要由硅质岩、钠长石
岩、硅质结核灰岩、纹带和条带状灰岩、透辉石矽卡
岩、铁白云石岩等组成,这是热水喷流矿床区别于其
他类型矿床的重要标志与特征之一[18,19];3) 近矿
围岩蚀变以矽卡岩化、硅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为
主,矿体顶、底板围岩蚀变不对称,常见为底板围岩
蚀变强于顶板围岩。 非对称围岩蚀变是喷流-沉积
矿床热液活动的重要标志;4) 在燕山期岩浆岩外接
触带见有沿裂隙充填的脉状矿体,在岩体内也见有
方铅矿矿脉分布,显示燕山期岩浆侵位过程中,伴随
有热液活动和方铅矿化。 另外层状铅锌矿体有被后
期铅锌矿脉穿切的现象,显然两者并非同一成矿期
形成,前者层状矿应早于后者脉状矿,表明存在后期
岩浆热液的叠加改造作用;5) 硫同位素数据反映出
矿石硫具有深部还原硫的特点;氢氧同位素数据表
明,成矿过程中有变质水和岩浆水的参与;稀土元素
与硅同位素数据显示矿床具有热水喷流成矿的特

点。
综上所述,亚贵拉铅锌多金属矿床的形成过程

可以简单概括为,晚古生代初期,本地区开始发生裂
解、断陷,形成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区晚古生代裂谷
带。 随着裂谷带内部次一级的断隆和凹陷的加深加
大,在凹陷盆地边缘由于同生断裂的活动出现海底
热水作用,富含金属元素的热水溶液沿同生断裂上
升,在海底的断陷洼地中沉淀富集,形成初始层状矿
体,为亚贵拉铅锌多金属矿床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
础。

燕山期运动该区发生大规模的褶皱及断裂作

用,在变石英砂岩与大理岩岩性转换部位不同的岩
性层界面上形成大量的构造滑脱面。 这些界面成为
后期岩浆热液成矿作用的通道及定位空间。 在燕山
晚期由于岩浆侵入作用,岩浆热液沿着构造界面对
早期热水喷流成矿作用形成的铅锌矿体进行改造,
初始矿层中铅、锌等元素及硅在岩浆热液作用下又
使发生活化、迁移,在有利的构造部位富集沉淀形成
含铅、锌硫化物的石英脉及石英细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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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sis of Yaguila Lead-Zinc Deposit in
the Gongbujiangda County of Tibet Province

LIAN Yong-lao1,2, CAO Xin-zhi 1,YAN Chang-hai3,DU Xin3, GAO Ming3, LUO Xue1

(1.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 Wuhan摇 430074;
2. No. 1 Gold Geological Party of CAPF, Mudanjiang摇 157021;

3. Henan Geological survey , Zhengzhou摇 450007)

Abstract:Yaguila lead-zinc deposit in the Gongbujiangda county of Tibet is located in the back-arc fault uplift area of Longgeer-Gongbujiangda of
the south part of Shiquanhe-Namucuo-Jiali belt. The deposit is occurred in the lithology transformation of altered quartzose sandstone and marble of upper
Carboniferous-lower Permian Laigu group. Orebodies, consistent occurrence with the strata, exists as layer and stratabound. The authors analyzed its gene鄄
sis through an integrated study of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geochemistry and ore forming fluid characteristics. The REE and S isotopic composition show
that the ore-forming metallic materials were derived from depth, and the H-O isotopic data indicates that the ore-forming fluids were mixture fluids of
metamorphic water and magmatic water. The deposits are of obvious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submarine hot water deposition and also sustained intensely
reformed by later magmatic solutions. The genesis of this deposit is a sedimentary exhalative-magmatic hydrothermal deposit superimposed and altered by
later fluids.

Key words: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rigin of the deposit, lead-zinc deposit, Yaguila, Tibet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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