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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溪特大型钨铜矿床的发现,使大游山地区 W鄄Cu 多金属的成矿潜力受到广泛的关注。 本文依据 1颐 5 万水系

沉积物测量成果,探讨大游山地区成矿元素含量、分布、组合以及综合异常等特征。 结果显示,朱溪地区与长源坞地

区异常强度高,规模大,元素套合好,朱溪地区为 W鄄Cu 多金属找矿远景区,长源坞地区为 W鄄Bi 多金属找矿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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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勘查程度越来越高,发现的地表矿可能性

减小,找矿难度越来越大,必须寻找隐伏及埋深较

大的矿床。 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可在山地、丘
陵地区寻找金属矿产发挥重要的作用[1鄄9]。

近几年来在大游山地区发现了朱溪特大型钨

铜矿床,目前对朱溪地区的成矿条件[10鄄11]、找矿进

展与找矿方向[12鄄15]、岩石地球化学特征[16鄄18] 及控岩

-控矿特征[19]等方面做了较多的研究,但对区域地

球化学特征研究稍显薄弱。 1976—1986 年,研究区

开展过 1颐 20 万土壤测量和 1颐 10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

工作,在朱溪、沿沟等地圈定了异常;近年,李艳萍

等[20]对大游山地区地球化学特征与构造 - 成矿的

联系进行了讨论,但未对元素组合特征进行深入分

析,也未圈出找矿远景区;蒋起保等[21] 对双尖山地

区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对找矿的指示作用进行了研

究,但未对区域地球化学特征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

最新获取的 1颐 5 万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数据,
分析各元素地球化学参数特征和元素组合特征,结
合地质背景及成矿规律,圈定地球化学异常和找矿

远景区,为研究区下一步找矿提供地球化学信息。

1摇 区域地质概况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下扬子陆块江南古

岛弧带东南部,钦杭结合带萍乐坳陷带之东端(图
1a),赣东北深大断裂北西侧。 其成矿区带隶属于

钦杭结合带东段北部 Cu鄄Pb鄄Zn鄄Ag鄄Au鄄W鄄Sn鄄Nb鄄Ta鄄
Mn鄄海泡石鄄萤石鄄硅灰石成矿带之萍乡鄄乐平燕山期

Cu鄄Pb鄄Zn鄄Au鄄Ag鄄Co 成矿亚带东段大游山鄄清华 Cu鄄
Au 多金属成矿远景区[22鄄23]。

研究区基底地层为新元古界万年群,盖层由石

炭系—第四系组成。 万年群可细分为程源组、牛头

岭组,主要为一套深海盆地相夹浊流沉积相泥砂质

建造,间伴有海相火山岩;石炭系—二叠系主要为

碳酸盐岩及泥砂质碎屑岩,为区内最主要的 W鄄Cu
多金属矿床赋矿层位;三叠系主要为含煤碎屑岩夹

少量碳酸盐岩;侏罗系—白垩系主要为砂岩、砾岩

等陆相碎屑岩;第四系主要为砂、砾、黏土等松散沉

积物[19](图 1b)。
区域岩浆活动较为强烈,地表岩性以花岗闪长

(斑)岩、花岗斑岩、二云母花岗岩等中酸性岩为主,
受控于北东向构造,主要呈小岩株、岩脉、岩墙等产

出,规模较小;在朱溪、月形矿区等深部揭露到以黑

云母花岗岩、二云母花岗岩、云英岩化花岗岩为主

的隐伏花岗岩体[19](图 1b)。
受九岭南缘多层逆冲推覆构造作用影响,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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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大游山地区构造位置图(a)及地质简图(b)(据文献[24]修改)
1郾 第四系 / 白垩系;2郾 侏罗系 / 三叠系;3郾 二叠系 / 石炭系;4郾 新元古界;5郾 燕山晚期钠长花岗岩;6郾 燕山早期花岗闪长斑岩;7郾 燕山早期花岗

斑岩;8郾 华力西晚期辉绿岩;9郾 华力西晚期辉长岩;10郾 晋宁晚期花岗闪长斑岩;11郾 基性岩脉:茁滋 辉绿岩、辉绿玢岩、辉长辉绿岩,自 辉长岩;
12郾 中性岩脉:啄 闪长岩;13郾 酸性岩脉:酌啄仔 花岗闪长斑岩,酌仔 花岗斑岩,q 石英脉,14郾 平行不整合界线 / 地质界线;15郾 实测性质不明断层 / 推
测性质不明断层;16郾 逆掩推覆断层;17郾 实测(推测)构造窗;18郾 正常岩层产状;19郾 倒转岩层产状;20郾 研究区

Fig郾 1摇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Dayoushan area (a) and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b) (modified after ref郾 [24])

新元古界万年群由北西向南东逆冲于石炭系—三

叠系之上,基底构造以褶皱、韧性剪切和片理化为

主,而石炭系—三叠系则呈走向北东 50毅 ~ 55毅、倾
向北西的单斜构造[19]。 区内断裂构造以北东向为

主,其次为北北东、北西和近东西向(图 1b)。

2摇 样品采集与加工分析

1颐 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在一级水系末端缓流处

采集样品 2175 件。 采集物质为冲积物中粒级为 40
目的中细粒砂、岩屑等物质。

样品加工分析由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九一二实验室完成,采用等离子体质谱( ICP鄄MS)、
原子荧光(AFS)、发射光谱(AES)等方法,分析了

Au、Ag、Cu、Pb、Zn、W、Sn、Mo、Bi、As、Sb、Ba、Cr、Co、
Cd、Hg、Ni、F 等 18 种元素。 按照普查规范要求共插

入 100 件外部监控样及 100 件国家一级标样与样品

同步 分 析, 报 出 率 均 为 100% , 合 格 率 均 大

于 96% 淤。

3摇 地球化学特征

3郾 1摇 元素含量特征

选用最大值(Max)、均值(X)、标准离差(S)、中
位数(Me)、背景值(C0)、变异系数(Cv)、富集系数

(K)等地球化学参数来讨论水系沉积物中元素含量

特征(表 1)。 K 为均值与中国水系沉积物元素丰度

之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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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大游山地区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参数

Table 1 摇 Geochemical parameters based on stream
sediment survey in Dayoushan area

元素 Max X S Me C0 Cv K

Au 100 3 8郾 9 2 1郾 822 2郾 97 1郾 478

Ag 9郾 057 0郾 085 0郾 274 0郾 06 0郾 064 3郾 23 0郾 904

Cu 1975 35郾 2 51郾 3 30 32郾 13 1郾 46 1郾 377

Pb 1279 40郾 4 53郾 5 33 35郾 01 1郾 33 1郾 384

Zn 2300 126郾 7 76郾 5 115 120郾 2 0郾 6 1郾 642

W 231 3郾 09 6郾 78 2郾 14 2郾 460 2郾 19 1郾 132

Sn 462 5郾 1 11郾 1 4郾 16 4郾 410 2郾 17 1郾 235

Mo 13郾 3 0郾 96 0郾 83 0郾 82 0郾 859 0郾 87 0郾 850

Bi 41郾 1 0郾 78 1郾 44 0郾 63 0郾 671 1郾 86 1郾 560

As 390 21郾 1 24郾 2 15郾 1 18郾 54 1郾 15 1郾 588

Sb 134 3郾 3 5郾 2 2郾 12 2郾 589 1郾 57 2郾 324

Ba 1997 360 115 347 358郾 9 0郾 32 0郾 690

Cr 5668 132郾 2 249郾 6 100 106郾 9 1郾 89 1郾 948

Co 175郾 8 17郾 9 9郾 1 16郾 6 17郾 73 0郾 51 1郾 366

Cd 12郾 6 0郾 43 0郾 711 0郾 27 0郾 306 1郾 65 1郾 667

Hg 5555 114 185 89 97郾 97 1郾 62 1郾 652

Ni 2491 56郾 5 112郾 5 42郾 87 45郾 06 1郾 99 1郾 971

F 19477 639 827 557 572郾 6 1郾 29 1郾 209

注:Au、Hg 含量单位为 伊 10 鄄9,其它元素含量均为 伊 10 鄄6。

大游山地区 Sb、Ni、Cr、Cd、Hg、Zn、As、Bi 富集

程度高,富集系数均大于 1郾 5;Au、Pb、Cu、Co、Sn、F、
W 富集程度相对较高,富集系数介于 1 ~ 1郾 5;而
Ba、Mo、Ag 相对贫化,富集系数均小于 1。 富集系数

仅反映研究区与中国水系沉积物丰度的相对比值,
并非代表各元素在研究区的总体分布态势,平均值

较低的元素在局部地区仍有相对富集的可能[6]。
为研究各元素含量变异程度、高强数据的多

少,进而探讨富集成矿的可能性,利用原始数据集

的变异系数(CV1)及 CV1 与背景数据集变异系数

(CV2)的比值绘制元素变异系数解析图(图 2)。
Ba、Co、Zn、Mo、As、Sb、F、Cd、Hg 等元素变异系数较

小,说明这些元素含量在区内分布较为均匀;而 Ag、
Au、Ni、Cr、Sn、W、Bi、Cu、Pb 等元素变异系数较大,
说明其含量变化幅度较大,富集成矿的可能性较

大,可作为区域找矿的指示元素。
3郾 2摇 元素分布特征

为探索元素富集贫化与地层、岩性的关系及不

同地质单元中元素的离散程度,制作相对丰度曲线

(各地质单元中元素均值相对于全区均值比值)及

变异系数曲线图(图 3、图 4)。

石炭系—二叠系中 Au、Ag、Cu、Pb、W、Mo、Bi、
As、Sb、Cd、Hg 等元素丰度较高,具有富集成矿的物

质条件。 其它地层中各元素相对丰度集中在“1冶上
下,且波动幅度小。

石炭系、二叠系中的 Au、Ag、Cu、Pb、W、Bi、Sb,
牛头岭组上段中的 W、Sn,三叠系、二叠系程源组上

段、牛头岭组上段的 Cr、Ni,程源组、牛头岭组上段

的 Au 表现为较高变异,说明元素分布不均匀,对应

地层为成矿有力地段。
结合相对丰度曲线与变异系数曲线,石炭系、

二叠系中 Au、Ag、Cu、Pb、W、Bi、Sb 不仅拥有较高的

丰度、还具有较高的变异系数,成矿可能性最大。

图 2摇 大游山地区各元素变异系数解析图

Fig郾 2摇 Variation coefficients of various elements in Dayoushan
area

图 3摇 大游山地区各地质单元水系沉积物中各元素相对

丰度

Fig郾 3 摇 Relative abundances of elements in stream sediments
from various geological units in Dayoushan area

图 4摇 大游山地区各地质单元水系沉积物中各元素变异系数

Fig郾 4 摇 Variation coefficients of elements in stream sediments
from various geological units in Dayoushan area

57



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1)

3郾 3摇 元素组合特征

对研究区 2125 个水系沉积物数据按相关系数

进行了 R 型聚类分析(图 5),截取距离系数(相关

系数)0郾 35 为指标,得到相关性较强的 2 个簇群。 I
簇 Cr、Ni、Co 等亲铁元素,可反映超基性岩、基性岩

的元素分布及相关成矿信息。 II 簇 Cu、Sn、Zn、Ag、
Bi、Sb、Pb、As、Mo、Cd 等亲铜元素,可反映中酸性侵

入岩的元素分布与金属矿化信息。

图 5摇 大游山地区水系沉积物 R 型聚类分析谱系图

Fig郾 5 摇 Cluster analysis diagram of elements from stream
sediments in Dayoushan area

3郾 4摇 单元素异常特征

将分析数据取对数后,统计其均值 X 与离差 S,
用逐步剔除法检验,对大于 X +3S 与小于 X - 3S 的

数据进行剔除,直至获得服从正态分布的母体,剩
下的数据(正态分布的母体)统计其均值作为研究

区的背景值 C0,再按 T = C0 + 2S 求得异常下限[26]。
本次共圈定 18 种元素 252 处单元素地球化学

异常 ( 表 2 ), 其 中, W 异 常 7 个, 异 常 面 积

72郾 14km2,单个异常多表现为规模大,强度高;Au 异

常 25 个,异常面积 78郾 45km2,分布较零星,多具三

级分带;Cu 异常 12 个,异常面积 15郾 19km2,主要分

在朱溪、长源坞地区,其余地区强度弱;Pb 异常 20
个,异常面积 43郾 95km2,沿中生代与新元古代的不

整合接触界线分布; Zn 异常 15 个, 异常面积

53郾 99km2,以外带为主,强度不高,但面积较大;Ag
异常 13 个,异常面积 36郾 73km2,多分布在研究区西

侧。 各元素异常多呈北东向展布,与研究区构造方

向一致,构造地球化学特征明显。

表 2摇 大游山地区单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Table 2 摇 Geochemical anomalies of single element in
Dayoushan area

元素 异常个数
异常面积

/ km2

异常

百分比 / %
最高浓度

分带

W 7 72郾 14 16郾 30% 3

Cu 12 15郾 19 3郾 43% 3

Bi 17 60郾 35 13郾 64% 3

Au 25 78郾 45 17郾 72% 3

Ag 13 36郾 73 8郾 30% 3

Pb 20 43郾 95 9郾 93% 3

Zn 15 53郾 99 12郾 20% 3

Sn 16 37郾 71 8郾 52% 3

Mo 13 45郾 85 10郾 36% 3

As 14 67郾 44 15郾 24% 3

Sb 12 107郾 23 24郾 23% 3

Ba 6 3郾 11 0郾 70% 2

Cr 16 53郾 89 12郾 18% 3

Co 14 9郾 17 2郾 07% 2

Cd 5 95郾 13 21郾 49% 3

Hg 15 45郾 85 10郾 36% 3

Ni 19 51郾 05 11郾 53% 3

F 13 43郾 45 9郾 82% 3

3郾 5摇 综合异常特征

将空间上密切相伴、同种成因的所有单元素异

常归并为一个综合异常,共圈出 12 处综合异常。 异

常分布总体与构造格局一致,由北西向至南东向可

分为长源坞—谢家坞、朱溪—立新、珍珠山三个呈

北东向展布的异常带,分别与凰岗—景德镇推覆构

造带、塔前—赋春推覆构造带、临港—乐河推覆构

造带相对应,可见构造是影响研究区地球化学异常

的主要因素之一。
长源坞—谢家坞异常带位于研究区北西部,分

布 2 个综合异常。 异常以 W、Bi、Au 等元素为主,异
常以强度较高、规模较大,组合元素较少为特征,寻
找钨、金矿的前景较好。

朱溪—立新异常带位于研究区中部,分布有 7
个综合异常。 异常以 W、Cu、Pb、Mo、Ag、Zn 等元素

为主,异常强度、规模较大,找矿前景好,为研究区

主要异常带。 异常与构造、地层、岩体均呈显著相

关:异常带沿构造带方向分布,单元素异常的展布

方向也多与断裂方向一致;异常区出露地层为二叠

系、石炭系及其与新元古界浅变质岩系不整合带附

近,晚古生代地层在横路—外横塘一带形成南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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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地层,异常也顺地层形成透镜状;异常带中较好

的异常通常分布在花岗斑岩、花岗闪长岩、花岗闪

长斑岩、闪长岩、闪长玢岩等小岩体或脉岩出露

地区。

珍珠山异常带位于研究区南东部,异常以 W、
As 等元素为主,该异常的形成与珍珠山岩体密切相

关,异常强度、规模较高,地表见有白钨矿化,有一

定的找矿前景。 (图 6)

图 6摇 大游山地区综合地球化学异常及找矿远景区

1郾 第四系 / 白垩系;2郾 三叠系 / 二叠系;3郾 石炭系;4郾 程源组;5郾 牛角岭组;6郾 花岗斑岩;7郾 钠长花岗岩;8郾 花岗细晶岩;9郾 断层 / 平行不整合界

线;10郾 推覆断层;11郾 综合异常;12郾 找矿远景区

Fig郾 6摇 Comprehensive geochemical anomalies and promising ore鄄forming areas in Dayoushan area

4摇 找矿远景区圈定

根据地球化学特征、结合地质、物探工作成果

及区域成矿类型、控矿因素,圈定出朱溪 W鄄Cu 多金

属找矿远景区及长源坞 W鄄Bi 多金属找矿远景区。
4郾 1摇 朱溪 W鄄Cu 多金属找矿远景区

远景区位于研究区南西部朱溪地区,出露新元

古代浅变质岩基底和石炭系—白垩系沉积盖层;位
于塔前鄄赋春推覆构造带中段,构造断裂发育,以北

东向为主,破碎带内岩石强烈揉皱、破碎、蚀变、糜
棱岩化发育,显示压扭性结构面特征[27];岩浆岩主

要有、(蚀变)花岗岩、花岗斑岩、花岗闪长岩、煌斑

岩及二长岩脉[27鄄28],其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为主要

成矿岩体[29]。
远景区面积 12郾 2km2,组合异常为 W、Cu、Mo、

Pb、Zn、Au、Ag、Sn、Bi、As、Sb、Cd、Hg、F。 异常形态

规整,异常强度高,规模大,各元素套合好,浓集中

心一致,多呈北东向板状或椭圆状,浓集中心明显,
多数元素发育有三级浓度分带。 W 异常面积

8郾 25km2,平均强度为 8郾 05 伊 10 鄄6,峰值为 33郾 9 伊
10 鄄6;Cu 异常面积 4郾 89km2,平均强度为 206郾 9 伊
10 鄄6,峰值为 801 伊 10 鄄6;Mo 异常面积 5郾 38km2,平均

强度为 2郾 88 伊 10 鄄6,峰值为 12 伊 10 鄄6; Ag 异常面积

12郾 19km2,平均强度为 0郾 65 伊 10 鄄6,峰值为 9郾 06 伊
10 鄄6;Au 异常面积 12郾 19km2,平均强度为 8郾 65 伊
10 鄄9,峰值为 100 伊 10 鄄9(表 3、图 7)。

异常存在分带现象,内带为 W、Cu、Pb、Zn、Mo、
Sn 等中高温元素;外带为 Au、Ag、Bi、As、Sb、Cd 等,
多为中低温元素。 通过朱溪矿区的普查工作可知,
成矿元素主要为内带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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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朱溪地区综合异常基本地球化学参数统计

Table 3摇 Geochemical parameters of comprehensive geochemical anomalies in Zhuxi area

元素 异常下限 单元素异常面积 平均强度 最高强度 异常衬度 异常规模 / km2 元素浓度分带

W 3郾 4 8郾 25 8郾 05 33郾 9 2郾 25 18郾 54 内、中、外

Cu 50 4郾 89 206郾 9 801 4郾 14 20郾 24 内、中、外

Mo 1郾 4 5郾 38 2郾 88 12 2郾 06 11郾 06 内、中、外

Ag 0郾 11 12郾 19 0郾 65 9郾 06 5郾 9 75郾 72 内、中、外

Au 3 12郾 19 8郾 65 100 2郾 88 35郾 51 内、中、外

Pb 50 5郾 07 154郾 7 1024 3郾 09 15郾 68 内、中、外

Zn 150 4郾 51 259郾 7 835 1郾 73 7郾 81 中、外

Sn 7 6郾 63 20郾 08 117 2郾 87 19郾 02 内、中、外

Bi 0郾 9 12郾 25 3郾 49 41郾 1 3郾 88 47郾 54 内、中、外

As 28 11郾 3 86郾 31 245 3郾 08 34郾 83 内、中、外

Sb 3郾 2 12郾 19 21郾 94 134 6郾 85 83郾 56 内、中、外

Cd 0郾 44 10郾 57 0郾 95 12郾 6 2郾 16 22郾 83 内、中、外

Hg 150 5郾 5 290 682 1郾 93 10郾 63 中、外

F 780 4郾 01 1212 2981 1郾 55 6郾 23 中、外

注:Au、Hg 的单位为 伊 10 鄄9,其它元素均为 伊 10 鄄6。

图 7摇 朱溪远景区异常剖析图

1郾 第四系;2郾 三叠系;3郾 二叠系;4郾 石炭系;5郾 新元古界万年群程源组;6郾 新元古界万年群牛头岭组;7郾 碱性岩脉;8郾 中酸性岩脉;9郾 远景区

范围;10郾 2015、2016 年提交资源储量范围

Fig郾 7摇 Geochemical anomaly map of Zhuxi

摇 摇 取远景区内 60 件水系沉积物样品原始数据进

行 R 型聚类分析,当 R = 0郾 5 时,将研究区内 18 种

元素分为 4 簇(图 8)。 I 簇 W、Cu、Bi、Pb、Sn、Zn、
Sb、Ag、Cd、Hg、As 亲硫元素组合,是与已发现的朱

溪钨铜矿床密切相关的元素组合,可作为区域寻找

矽卡岩型钨、铜矿的指示元素;II 簇(Mo、F、Cr、Ni、
Co),III 簇(Ba)及 IV 簇(Au)可能是与朱溪钨铜矿

不同成因的元素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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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摇 朱溪地区水系沉积物 R 型聚类分析谱系图

Fig郾 8 摇 Cluster analysis diagram of elements from stream
sediments in Zhuxi area

摇 摇 该远景区内已发现朱溪超大型钨铜矿,水系沉

积物异常元素组合与已发现的钨矿及伴生的铜矿、
银矿对应良好。 异常产出位置也与朱溪钨铜矿对

应,但异常规模远大于矿体规模。 现资源储量估算

范围在异常区西侧,因此扩大找矿规模,可在异常

区东侧着手。 同时,远景区的伴生元素 Au、Ag、Pb、
Zn、Bi、Sb 等亦呈高异常,可寻找金、银、铅锌、铋、锑
等伴生或次生矿床。
4郾 2摇 长源坞 W鄄Bi 多金属找矿远景区

远景区在研究区北西部长源坞地区,出露万年

群程源组下段、牛头岭组上段浅变质岩;断裂构造

发育,以北东向断裂为主;岩浆岩主要为花岗斑岩

脉、辉绿岩脉;地表见有大量石英细脉或网脉,脉内

见有黄铁矿化。
远景区面积 15郾 5km2,异常元素组合为 W、Bi、

Mo、Cu、Pb、Zn、Au、Ag、Sn、As。 异常形态较不规整,
W、Bi 等部分元素异常强度高,规模大,浓集中心明

显,其中 W、Bi、Au、Cu 等元素具有三级浓度分带。
W 异常面积 15郾 15km2,平均强度为 12郾 13 伊 10 鄄6,峰
值为 231 伊 10 鄄6;Bi 异常面积 4郾 72km2,平均强度为

1郾 79 伊 10 鄄6, 峰 值 为 7郾 15 伊 10 鄄6; Mo 异 常 面 积

1郾 35km2,平均强度为 2郾 8 伊 10 鄄6,峰值为 11郾 3 伊 10 鄄6;
Au 异常面积 3郾 51km2,平均强度为 9郾 7 伊 10 鄄9,峰值

为 100 伊 10 鄄9; Cu 异常面积 2郾 75km2,平均强度为

212 伊 10 鄄6,峰值为 1975 伊 10 鄄6(表 4、图 9)。
远景区可分为南、北两个异常中心,南异常中

心以 W、Bi、Ag 元素组合为主。 通过异常查证,该异

常中心地表处见有白钨矿脉及金矿脉。 在南异常

中心处施工了 796m 的钻孔,共圈出 5 条白钨矿体,
累计矿体视厚度 7郾 70m, WO3平均品位约 0郾 180% 。
北异常中心处未展开系统找矿工作,虽然北异常中

心面积较小、强度也稍弱于南异常区,但北异常区

元素组合较多,W、Mo、Au、Ag、Cu、Zn、Sn、Sb 等元素

在该处均有一定规模的异常,且各元素异常套合良

好,地表石英细、微脉发育,是该远景区的一个找矿

方向。

表 4摇 长源坞远景区基本地球化学参数统计

Table 4摇 Geochemical parameters of comprehensive geochemical anomalies in Changyuanwu area

元素 异常下限 单元素异常面积 平均强度 最高强度 异常衬度 异常规模 / km2 元素浓度分带

W 3郾 4 15郾 15 12郾 13 231 3郾 57 54郾 04 内、中、外

Bi 0郾 9 4郾 72 1郾 79 7郾 15 1郾 99 9郾 41 内、中、外

Mo 1郾 4 1郾 35 2郾 8 11郾 3 2 2郾 7 中、外

Au 3 3郾 51 9郾 7 100 3郾 23 11郾 35 内、中、外

Cu 50 2郾 75 212 1975 4郾 24 11郾 66 内、中、外

Ag 0郾 11 6郾 63 0郾 18 1郾 02 1郾 67 11郾 07 中、外

Pb 50 0郾 24 79 132 1郾 58 0郾 38 外

Zn 150 2郾 42 314郾 5 2300 2郾 1 5郾 07 内、中、外

Sn 7 2郾 75 46郾 59 462 6郾 66 18郾 3 内、中、外

As 28
7郾 6

37郾 87 101 1郾 35 10郾 28 中、外

Sb 3郾 2 4郾 52 5郾 64 29 1郾 76 7郾 97 中、外

Cr 150 2郾 05 194郾 4 894 1郾 3 2郾 66 中、外

Ni 64 1郾 99 86郾 15 398 1郾 35 2郾 68 中、外

注:Au、Hg 的单位为 伊 10 鄄9,其它元素均为 伊 10 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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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摇 长源坞远景区异常剖析图

1郾 第四系;2郾 新元古界万年群程源组;3郾 新元古界万年群牛头岭组;4郾 远景区范围

Fig郾 9摇 Geochemical anomaly map of Changyuanwu area

5摇 结论

(1)与中国水系沉积物丰度相比较,大游山地

区水系沉积物中 Sb、Ni、Cr、Cd、Hg、Zn、As、Bi 较明

显富集;W、Cu、Bi、Sn、Pb、Ag、Au、Ni、Cr 变异系数较

大,富集成矿可能性较大,可作为区域找矿的指示

元素。
(2)Au、Ag、Cu、Pb、W、Bi、Sb 在石炭系、二叠系

等赋矿层位中丰度值和变异系数均较高,是研究区

最有利的成矿元素。
(3)圈定出朱溪 W鄄Cu 多金属找矿远景区和长

源坞 W鄄Bi 多金属找矿远景区,通过地球化学分析

认为前者可在东部扩大找矿规模,或寻找金、银、铅
锌、铋、锑等伴生或次生矿床;后者可在北异常中心

处寻找钨、铜、金等金属矿床。

注释:

淤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912 大队 郾 2016郾 江西塔前鄄大游山地

区矿产地质调查成果报告[R]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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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stry of stream sediment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ore鄄finding,
Dayoushan, Jiangxi Province

Jiang Qibao1, Wei Jin1, Ouyang Yongpeng1, Rao Jianfeng1, Li Yanping1, Zhang Xuehui2

(1. No. 912 Geological Surveying Team, Jiangxi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Yingtan 335001, Jiangxi, China; 2. Nanjing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Nanjing 210016, Jiangsu, China)

Abstract: Dayoushan area has become a focus of potential ore鄄finding areas since the discovery of Zhuxi tungsten鄄
copper deposit, a super鄄large鄄scale tungsten鄄copper deposit in the region. Based on the geochemical survey data of
stream sediments at the scale of 1 颐 50000,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ent, distribution, assemblage, and
comprehensive anomalies of ore鄄forming elements in the Dayushan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Zhuxi area and
Changyuanwu area are potential for ore鄄finding of tungsten and copper, and both areas are with large scale intensive
geochemical anomalies which are related to ore鄄forming of tungsten and copper. We believe that Zhuxi area is a
prospective area for W and Cu and Changyuanwu area is a prospective area for W and Bi.
Key words: stream sediments;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potential ore鄄prospecting area;Dayoush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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