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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扎拉金锑矿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措美

县东南部古堆乡，东临隆子县，南近错那县，区

域上位于藏南拆离断裂（陈智梁等，1996）以北

的特提斯喜马拉雅（或称特提斯喜马拉雅）褶皱

造山带（许志琴等，2006）南部，属于隆子逆冲

推覆断裂的前缘。自 2014 年开始，成都地质调查

中心作为扎西康整装勘查的主要实施单位接受了

西藏雪域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在矿区开展

地质找矿工作，现已基本查明了金锑矿体围岩蚀

变和矿化特征。 

1  地质背景 

马扎拉矿区构造极为发育，包括近东西向、

北西向和近南北向三组断裂构造，构成了矿区的

网格状构造格局。矿区的矿化体及矿化现象集中

发育于矿区的近东西向断裂及其破碎带中，构成

了矿化蚀变破碎带，蚀变表现为断裂破碎带中的

硅化和碳酸盐化脉以及其旁侧的浸染状黄铁矿

化、毒砂化、绢云母化岩石，蚀变和矿化受断裂

控制明显。矿区主要含矿断裂为 F1、F2、F3、F7、

F11、F12。 

2  围岩蚀变类型 

马扎拉矿区在断裂带和岩浆岩侵位接触带中

多发育蚀变，常见的蚀变包括硅化、黄铁矿化、

毒砂化、绢云母化(白云母化)、叶蜡石化、碳酸盐

化。其中，硅化、黄铁矿化、毒砂化和绢云母化

与 Au 矿化关系密切，碳酸盐化主要与 Sb(-Au)矿

化有关。 

（1) 硅化： 在多数断裂带中均有发育，以

充填石英脉为特征，局部可见石英晶簇晶尖相向

排列，显示出张性充填特征。石英脉本身少见金

属矿物，在石英脉边部的钙质粉砂岩、泥质粉砂

岩、砂岩中，多发育有浸染状黄铁矿化、毒砂化、

绢云母化等。 

（2) 黄铁矿化：多与硅化相伴，产出于断裂

破碎带中石英脉边部围岩中。在粉砂岩的砂岩夹

层中亦有发育。黄铁矿呈星点状、浸染状、稀疏

浸染状产出，局部地段氧化为褐铁矿。 

（3) 毒砂化：与硅化、黄铁矿化伴生，产出

于断裂破碎带中石英脉边部围岩中。在粉砂岩的

砂岩夹层中亦有发育，呈星点状、浸染状、稀疏

浸染状产出，多数具有自形晶。 

（4) 绢云母化(白云母化)：常与硅化相伴产

出，在超基性岩脉的边部比较常见，在断裂破碎

带石英脉边部围岩中还与黄铁矿、毒砂等伴生，

在粉砂岩的砂岩夹层中亦有发育。多成星点状、

稀疏浸染状，片晶粒径可达 0.1mm。 

(5) 叶蜡石化: 与断裂中的超基性岩活动关

系较为密切，在发现叶蜡石化的地段及其近围多

见有超基性侵入岩。其与金属矿化的关系目前不

明：在探槽 TC0-1、TC1-1 中均有发现，但对应分

析样品未见有 Au 矿化；在 D8332 地质观测点所

采连续拣块分析样品D8332H8发育较为强烈的叶

蜡石化、硅化、黄铁矿化、毒砂化，同时具有 7.34g/t

的 Au 含量；在 D8097 观测点所采连续拣块分析

样品 D8097H1 发育叶蜡石化、绢云母化、硅化、

黄铁矿化，具有 1.02g/t 的 Au 含量。 

(6) 碳酸盐化: 包括铁锰碳酸盐化和方解石

化。铁锰碳酸盐化主要发育铁方解石，发现于矿

区中部，呈脉状充填于 F3 断裂东段。方解石化在

矿区含矿断裂 F7、F12 均有发育，在 TC2-1、TC2-3

中表现为与锑金矿化关系密切，辉锑矿多与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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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共同构成充填于破碎带裂隙、节理重的脉；在

发育方解石化的D8341地质点所采D8341H1连续

拣块样品分析结果也显示具有 0.25g/t 的 Au 含量

以及 0.089%的 Sb 含量。 

3  矿化类型 

马扎拉矿区发育的矿化包括两种类型。第一

种为发育在破碎蚀变带及其边部的蚀变岩型，第

二种为破碎带中的脉型。在矿种上，第一种矿化

类型以 Au 为主，第二种矿化类型以 Sb(-Au)为主。 

如上所述，马扎拉矿区的 Au 矿化与 Sb-Au

矿化虽均产出于破碎带中，但存在一定差别。首

先是矿化形式，Au 矿化以浸染状为主，Sb-Au 矿

化以脉状为主；其次是蚀变类型，Au 矿化主要与

硅化、黄铁矿化、毒砂化、绢云母化有关，而与

碳酸盐化关系不甚密切；Sb-Au 矿化主要与方解

石化、硅化有关，而与黄铁矿化、毒砂化、绢云

母化等关系不甚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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