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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隆子县姐纳各普矿区金及多金属矿床

地电化学技术找矿研究

刘　刚１，罗先熔
１，郑超杰

１，杨笑笑
１，蓝　天１，刘延斌

１，陈　武２，李武毅
２

（１桂林理工大学 ａ地球科学学院；ｂ广西隐伏金属矿产勘查重点实验室；ｃ隐伏矿床预测研究所，

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２武警黄金部队十一支队，拉萨　８５００００）

西藏隆子县姐纳各普矿区位于藏南金多金属成矿带上，从区域位置上看，具有良好的成矿前

景。为了扩大藏南金多金属成矿带找矿靶区，进一步了解姐纳各普矿区矿床成因，通过对姐纳各

普矿区进行地电化学技术找矿研究，分析测试了所采集地电样品的 Ｍｏ、Ｃｏ、Ｍｎ、Ｚｎ、Ｂｉ、Ｓｂ、
Ｐｂ、Ａｓ、Ａｕ、Ｂａ等１０种元素。在已知矿体剖面上得出，地电化学法在已知剖面上的异常区域与
已知矿体的位置相互对应，可以很好地显示矿体位置，因此得出地电化学法在姐纳各普地区找矿

是可行的，有效的。利用多元统计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得出该地区共有３组成矿因子组
合：Ｆ１因子元素组合为Ｍｏ－Ｃｏ－Ｍｎ－Ｚｎ－Ｂｉ－Ｓｂ－Ｐｂ，Ｆ２因子元素组合为Ａｓ－Ａｕ，Ｆ３因子的
元素组合为Ｂａ，根据矿区元素组合关系、各成矿元素地球化学性质及区域成矿背景，得出该地区
具有多期次成矿，与构造背景相吻合。同时根据因子组合得出，该矿区成矿物质来源极可能与岩

浆热液、剩余岩浆等有关。最后根据成矿因子组合异常，以及前人在此工作区得出的结论，综合

分析得出，该矿区主成矿区为工作区东部、西南部，圈出多元素异常找矿靶区 Ａ类２个，Ｂ类１

个，Ｃ类１个。与区域成矿带上典型矿区马扎拉矿区和扎西康矿区对比，根据这两个矿区的成矿
阶段、矿物组合等得出，姐纳各普矿区的矿床成因与区域成矿具有高度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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