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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位于三江造山带的中段，自古生代以来，

先后经历了晚古生代—中生代早期多岛海、弧后扩

张的同时伴随着造山作用，中生代中—晚期俯冲造

山和新生代陆内转换造山 3次不同类型造山过程完

成的陆内造山带。3 次不同造山阶段，相应形成 3
个重要成矿期。由于成矿期重覆叠加，成矿作用反

复发生，矿源多次活化富集，最终有利于大型、超

大型矿床集中产出。震旦系、中下寒武统矿源层形

成。从泥盆纪至晚三叠世，随着特提斯洋的打开和

闭合；在金沙江古生代海沟中有早二叠世铜、锌矿

床形成，华力西期大部关闭回返时（岛弧带），超

基性岩发生铬、镍、铂矿化（张少华等，2019），

是区域上超基性有关的铬、镍、铂等资源重要成矿

远景区域。

1 矿区地质特

工作区为西藏东部纬向构造带和四川西部经

向构造带的复合部位。由于两组方向的构造力在此

“折衷”，故成一系列北西—南东向的褶皱和断裂。

褶皱构造呈线状紧密排列，断裂构造以压扭性为主。

主要出露地层为义敦—沙鲁里岛弧带的三叠系上

统曲嘎寺组（T3q）、图姆沟组（T3t）、拉拉山组

（T3l）地层，岩相为一套浅海一滨海相的沉积。岩

性主要为变砂岩、千枚岩，夹大理岩、变砾岩、火

山碎屑岩等（图 1）。

2 超基性岩

本区超基性岩属忍庆龙—叶青岩带的南东段。发

现叶青—洛绒岩群，按产出位置和分布可份2岩体（表1）。

3 矿化体产出特征

矿（化）带位于青背斜和洛绒一伊柯背斜轴部。

走向东一南西，呈线状分布侵入于嘎寺组上部地层

中。铬铁矿在形成后常受到强烈的构造作用，呈现

不连续分布的透镜状或豆荚状（陈艳虹等， 2018）。
1号矿化带（1号岩体）：长 15000 m, 最宽 400

m,一般 100~200 m, 面积约 2 km2。已发现铭铁矿

体点 )30 余处,主要赋存于岩体复合部位，矿石品

位Cr2O3高者 39.18%~46.02%，低者Cr2O327%左右。

2号矿化带（2号岩体）：长 4350 m，最宽 360
m，最窄 55 m，面积 0.8 km2，岩 体略显水平对分

异现象。其中已发现铬体(群)17 处，最长 10 m，

宽 4.3~2.2 m，矿石品位 Cr2O3最高 13.27%。一般

6%，含镍 0.23%~0.05%。

4 控矿成因及矿床成因

洛绒地区含铬铁矿处在三江造山带的中段，属

特提斯洋的消亡位置，属蛇绿岩型豆荚状铬铁矿类

型，豆荚状的铬铁矿为是蛇绿岩的主要特征矿产，

表明金沙江蛇绿岩带中具有寻找我国的紧缺战略

性矿种铬铁矿的潜力。根据铬铁矿的产出背景，区

域上从泥盆纪至晚三叠世，随着特提斯洋的打开和

闭合；在华力西期大部关闭回返时（岛弧带），深

部地幔柱岩浆侵入，在超基性岩位移过程中，逐渐

发生分异作用，形成与超基性有关的铬、镍、铂矿

化，是区域上超基性有关的铬、镍、铂等资源重要

成矿远景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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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洛绒地区含铬铁矿超基性岩产出特征与类型情况表

岩体

编号

规模 形态

产状
岩石类型 蚀变特征 围岩与接触关系 矿化

长度(m) 宽度(m)

1 15000 100~400
呈“Y”
字形分

支

斜辉辉橄岩—斜

辉橄榄岩

强-全蛇纹石化。普遍具

强烈的碳酸盐化、滑石

化，岩体边缘为宽窄不

一的铁菱镁滑石岩

围岩为结晶灰岩和千

枚岩及石英片岩。部分

地段为顺层侵入，部分

为构造接触

岩体中已发现铬铁矿 30余
处。见 2个以上是小岩体，

长 200~500m铬铁矿化

2 4350 55~360 似脉状

斜辉橄榄岩为主，

斜辉辉橄岩、含斜

辉纯橄榄岩次之

强—全蛇纹石化。亦具

碳酸盐化和滑石化现象

围岩为绢云石英片岩及

薄层状结晶灰岩。岩体与

围岩走向近于一致

岩体中已发现铬铁矿17处。

见于岩体中部和边缘带

图 1白玉洛绒地区铬铁矿地质简图(a)，豆荚状含铬铁矿橄榄岩(b), 铬铁矿呈微细侵染状产出(c)

1-三叠系上统图姆沟组；2-三叠系上统曲嘎寺组；3-拉拉山组；4-橄榄岩及编号；5-铬铁矿化橄榄岩及编号；6-推测性质不明断层；7-地质接线

（a）

(b) (c)

km

T3t

T3l

T3q

T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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