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中!国!地!质!调!查
X+IW$!6+W"!

"#$% 年 $$ 月 !"#$#!%&'$()*+",#-&.%/'

6+LW"#$%!

西藏尼龙玛地区战略性矿产远景调查主要进展及成果

杨长青$

! 刘 伟"

! 赵凤勇$

! 展 峰$

! 郭君功$

! 王柳林$

!$W河南省地质调查院"河南 郑州!%P###$# "W河南省地矿局第三地质勘察院"河南 洛阳!%Y$#"Z$

摘要! 项目以铜铅锌银为主攻矿种!以层控型'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等为主攻矿床类型!采用 $OP 万地质填图'地

面高磁测量'水系沉积物测量和遥感地质解译等为工作方法!基本查明了区内矿产地质背景!共圈定各类异常

$$$ 个!提交了 Z 处新发现矿产地!建立了铜铅锌矿床的找矿标志及找矿模型!圈定 [ 个成矿远景区和 "Z 处找矿

靶区( 首次在研究区新发现念青唐古拉岩群'蛇纹石化橄榄岩和云英岩\矽卡岩型铜钨矿床及矽卡岩型铋矿床'

矽卡岩型铟矿床%首次在念青唐古拉地区厘定来姑组和马里组 " 个具有重要找矿意义的控矿层位!提出了该地区

同生沉积'后期改造的区域成矿模式( 为该地区进一步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规划与开发提供丰硕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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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研究区处于冈瓦纳北缘晚古生代-中生代冈

底斯-喜马拉雅构造区中段北部*$+

"图 $#!横跨狮

泉河-申扎-嘉黎结合带南北两侧!北部属昂龙冈

日-班戈-腾冲岩浆弧带!南部属隆格尔-工布江

达弧背断隆带!区内构造 \岩浆岩发育%主要出露

石炭\二叠系来姑组'二叠系洛巴堆组'中侏罗统

马里组'中上侏罗统桑卡拉俑组和古'新近系林子宗

群*"!Z+

%区内区域物化探异常广布*% \G+

%同时又地处

雅鲁藏布江巨型铜多金属成矿带北亚带上!已发现 Z

处铜铅锌多金属矿"床#点( 总之该区成矿地质条件

极好!找矿前景优越( 为此中国地质调查局下达)西

藏尼龙玛地区战略性矿产远景调查,项目!承担单位

为河南省地质调查院!实施年限 "##G-"##[年(

本次工作充分收集'研究了研究区内已有地物

化遥资料!以 )Z_,技术为支撑!以主要成矿有利地

段或区域物化探异常集中地段为重点!以 $OP 万地

质填图'地面高磁测量'水系沉积物测量和遥感地

质解译等为工作手段!以铜铅锌银为主攻矿种!以

层控型'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等为主攻矿床类型!

图 9B工作区构造位置图
"据潘桂棠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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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亚洲陆块% "W冈瓦纳北缘晚古代-中生代冈底斯-喜马拉雅构

造区% ZW班公湖-怒江结合带% %W桑巴弧后盆地% PW狮泉河-申

扎-嘉黎结合带% GW科希斯坦-拉达克岩浆弧带% YW革吉-措勒晚

中生代复合弧后盆地带% [W念青唐古拉弧盆断隆带% ]W冈底斯-下

察隅晚燕山-喜马拉雅岩浆弧带% $#W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结合

带% $$W印度陆块% $"W工作区范围% $ZW分界断裂% $%W结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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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调查工作!系统圈定了地&物&化&遥各类异常#

在对各类异常信息综合研究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

筛选找矿有望的异常!采用大比例尺地&物&化工作

进行系统的异常查证和矿点检查!择优进行了地表

工程揭露# 通过 1 年时间!初步查明铜&铅&锌等多

金属矿区域控矿地质条件和矿产分布特征!圈定成

矿有利地段和物化探异常!总结了成矿规律!建立

了区内主要矿床的找矿模型!进行了成矿预测!圈

定了成矿远景区和找矿靶区!通过矿产检查工作!

提交了新发现矿产地!圆满地完成项目目标任务#

!"主要进展及成果

!'!"成矿地质背景调查取得明显进展

)!*通过矿产地质填图!厘清了地层层序$将区

内侵入岩进行了岩相带划分!划分为喜马拉雅山期

和燕山期!提高了地质调查精度)图#* #基本查明

图 @"尼龙玛地区地质矿产图

#$%&@"L(+>+%$)/>/,70$,(./>0/9+-Y<>+,0/ /.(/

!'第四系$ #'帕那组$ 1'竞柱山组$ *'桑格拉佣组$ -'马里组$ 0'来姑组$ 6'念青唐古拉群$ 5'欧玛黑云母花岗岩$ 4'胆布中细粒花岗

闪长岩$ !)'巴仁弄斑状中粒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都花岗斑岩$ !#'哈日波斑状中粒花岗岩$ !1'哈日波斑状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脏白汤粗中粒角闪钾长花岗岩$ !-'脏白汤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0'脏白汤粗中粒角闪花岗岩$ !6'拉屋白云母花岗岩$ !5'拉

屋二长花岗岩$ !4'超镁铁质岩蛇纹石化辉长岩$ #)'蛇纹石化辉长岩$ #!'地质界线$ ##'不整合地质界线$ #1'构造单元分界

断裂$ #*'断层$ #-'接触变质岩带$ #0'铅锌矿$ #6'铜铅锌矿$ #5'铯矿$ #4'铜矿$ 1)'铜铅矿$ 1!'铜钨矿$ 1#'多金属矿$

11'重晶石矿$ 1*'石膏矿$ $ 1-'卡布荣拉矿产地)3*$ 10'尤恰乡矿产地)P*$ 16'扎利矿产地)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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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区内纳木错"嘉黎断裂带的构造性质#划分了大

地构造单元#了解了各个地质单元的成矿环境$矿

化类型$矿化特征及成矿控制条件#为进一步指导

找矿提供了依据%

&!'首次在中生代的中侏罗统马里组中解体出

念青唐古拉岩群#为研究区域地质发展历史及演化

提供了最新的资料% 首次在纳木错"嘉黎断裂带

的西端中发现蛇纹石化橄榄岩&图 "##'#结合地球

物理及地球化学资料对之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是

该断裂带中生代特提斯洋盆的组成部分($#%)

#为念

青唐古拉地区的区域构造发展演化提供了新的资

料%

图 !"纳木错!嘉黎断裂带蛇纹石化橄榄岩特征

#$%&!"'()*(+,$+$-(.*()$./,$,($+012,3/45$16$7186,

图 9"纳木错!嘉黎断裂带蛇纹石化橄榄岩镜下特征

#$%&9":;(2$<)/*;/,/%)1*;3/7'()*(+,$+$-(.

*()$./,$,($+012,3/45$16$7186,

&&&"'通过地物化异常及矿产分布规律研究#首

次在念青唐古拉地区厘定石炭 '二叠系来姑组和

中侏罗统马里组 ! 个具有重要找矿意义的控矿层

位#突破了以往围绕岩体$断裂构造部署找矿工作

的思路% 提出了赋存于来姑组碳酸盐岩及碎屑岩

内的层状铅锌矿床早期为火山喷流沉积型块状硫

化物矿床&()*)+型'#后期遭受燕山期岩浆热液

叠加改造的新认识*中侏罗统马里组与燕山晚期花

岗岩的侵入接触部位及其附近是矽卡岩型及中低

温热液型铅锌银成矿带中的主要赋矿层位#这两个

组中的细碎屑岩及灰岩与铅锌银多金属矿床的成

矿作用关系密切% 为进一步的矿产调查工作部署

提供了依据%

&#'区内,$-.$/0$12$34$50$67等矿产多分

布在燕山期中酸性侵入岩的内外接触带附近#它们

依次逐渐远离岩体构成一个具有水平分带的与燕

山晚期中酸性侵入岩浆活动有关的钨 '铋 '铟 '

铜'铅'锌 '银矿床成矿系列#其应为区内热液

型$矽卡岩型多金属矿的成矿母岩%

=&>"查明了地磁异常及其背景"丰富了找矿地球

物理信息

&8'总结了区域磁异常分布规律% 通过 89: 万

地面高精度磁测工作#全区圈定出磁异常 ;! 个%

通过推断发现#磁异常与构造及岩浆岩关系密切#

异常长轴多为近东西向和近北西向#或沿着地层或

构造带呈串珠状分布%

&!'总结了磁异常与矿产分布的空间关系% 结

合区内已知矿床&点'和磁异常对比发现#已知矿

&床'点多数位于正负磁异常的梯度带或规模较小

的卵形正异常上#与矿化关系密切% 这些规律性的

认识#为下一步矿产预测提供了地球物理方面的依

据%

=&!"查明了地球化学背景"并圈出一大批重要的

化探异常

&8'根据水系沉积物测量成果#研究了主要成

矿元素在地层及岩体中的分布特征% 通过研究发

现#区内铅锌银等元素异常在纳木错"嘉黎断裂南

侧主要沿上石炭统"下二叠统近东西向分布#在北

西向与东西向断裂交会部位形成异常浓集中心%

在纳木错"嘉黎断裂带北侧#化探异常主要沿燕山

晚期中酸性岩体分布#其中 ,$-.$(0 等高温元素

呈环带状分布于岩体接触带附近#中高温元素综合

异常主要分布在高温综合异常外侧#而62$12$34$

50$67等中低温元素综合异常主要分布在中高温

综合元素异常的外侧#形成了完整的元素分带%

&!'根据 89: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成果#区内共

圈出单元素异常 "<% 个#根据元素共生组合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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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套合程度等!圈出综合异常 *4 个)图 -*# 并

依据异常面积&异常强度&元素组合等条件对综合

异常进行分类和综合排序# 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的

矿产调查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地球化学方面的依据#

图 B"研究区主要水系沉积物综合异常分布图

#$%&B"E+09.(3(,6$J(/,+0/>$(60/96+-*3(0/$,6*.(/06(7$0(,*6$,*3(6*;7< /.(/

!'第四系$ #'帕那组$ 1'竞柱山组$ *'桑格拉佣组$ -'马里组$ 0'来姑组$ 6'念青唐古拉群$ 5'欧玛黑云母花岗岩$ 4'胆布中细粒花岗闪长

岩$ !)'巴仁弄斑状中粒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都花岗斑岩$ !#'哈日波斑状中粒花岗岩$ !1'哈日波斑状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脏白汤

粗中粒角闪钾长花岗岩$ !-'脏白汤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0'脏白汤粗中粒角闪花岗岩$ !6'拉屋白云母花岗岩$ !5'拉屋二长花岗岩$ !4'超

镁铁质岩蛇纹石化辉长岩$ #)'蛇纹石化辉长岩$ #!'地质界线$ ##'不整合地质界线$ #1'构造单元分界断裂$ #*'断层$ #-'接触变质岩带$

#0'以金为主的综合异常$ #6'以银为主的综合异常$ #5'以铜为主的综合异常$ #4'以铅为主的综合异常$ 1)'以锌为主的综合异常$ 1!'以

砷为主的综合异常$ 1#'以钼为主的综合异常$ 11'以锑为主的综合异常$ 1*'以钨为主的综合异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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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出具有重要找矿意义的土壤化探异常

8;< 个% 通过 898 万土壤&剖面'测量#共圈出有重

要找矿意义的各类土壤化探异常 8;< 个#较好地指

导了找矿工作%

=&9"总结了?:@数据铁染异常及遥感地质特征

应用遥感图像处理技术#在)>?$#8 波段假彩

色合成卫星影像图上#对区内地层$岩浆岩$构造等

进行了系统解译#利用主成分分析提取了遥感铁染

异常信息#并进行了野外验证#建立了区内主要地

质构造单元及矿化信息的解译标志%

=&A"找矿工作取得重要发现

&8'新发现矿产地 " 处%

!

卡布荣拉矿产地!

发现具有开发价值的矿体 ! 条% ?! 铅锌矿体工程

控制长度 $8< @#矿体平均厚度 8A"$ @% 矿体平均

品位12 <A%<B$34 %A8<B$ 50 "A$%B% ?# 铅锌

矿化体工程控制长度 8 8%< @#矿体平均厚度 !A!;

@#矿体平均品位12 8A8# B$34 :A#<B$ 50 "A#"B%

整个矿区共估算资源量&""#

8

'!34 8%A; 万吨#50

88A8 万吨#12 "A: 万吨%

"

尤恰乡北矿产地!发现

一条呈 88:C展布的矿化带#工程控制长度 :#< @#

矿体平均厚度 %A%$ @#矿体平均品位 34 $A<#B$

50 <A=!B% 估算资源量 ?8 矿体&""#

8

'!34 8<A$

万吨#50&""#

8

'8A# 万吨%

#

扎利矿产地!发现一

条呈 %;C展布的矿化带#矿体工程控制长度 =<< @#

矿体平均厚度 88A=; @% 矿体平均品位34 8A<#B$

50 <A%8B#资源量估算&""#

8

'!34 $A<# 万吨#50

:A: 万吨%

&!'新发现矿&化'点 8< 处% 通过路线地质矿

产调查以及各种异常的检查#新发现各类矿&化'点

8< 处% 其中铅锌矿点 ; 处*铜钨矿点 " 处*铜铅矿

点 8 处%

=&B"总结了成矿规律"建立了区内主要矿床的找

矿模型

&8'总结了区内的主要成矿规律% 通过区内成

矿地质背景$地物化遥异常特征综合研究认为!矿

床受制于不同级别构造单元#火山喷流'热水沉积

型矿床主要赋矿层位为石炭'二叠系来姑组三段#

矿种主要为铜铅锌*矽卡岩型铜钨铅锌矿床系列主

要分布在燕山"喜马拉雅期岩体接触带及其附近#

中低温热液型铅锌银矿床主要分布于近北西向$北

北东向共轭断裂破碎带中% 另根据对拉屋(=)等矿

区的典型矿床研究#区内新发现了云英岩'矽卡岩

型铜钨矿床及矽卡岩型铋矿床$矽卡岩型铟矿床#

确定了工作区优势矿种为铜$铅$锌$银等#其次为

钨$铋$铟*矿床类型以火山喷流'热水沉积型铅锌

多金属矿床及矽卡岩型多金属矿床为主#其次为岩

浆热液型$中低温热液型铜钨铋铟矿床%

&!'建立了区内多金属矿床的综合找矿模型%

通过矿产检查和对拉屋铜锌矿床$尤卡郎铅锌矿

床(8<)及古露热泉型铯矿床(88#8!)的典型矿床研究#

并结合尤恰乡北铅锌矿$卡布荣拉铅锌矿$扎利铅

锌矿$嘎布龙铜矿及杂儿种玛铜钨矿等新发现矿床

&点'的地质特征及控矿因素综合研究#对区内铜铅

锌矿床的成矿地质背景$空间分布规律$矿化类型$

矿化特征$成矿控制条件等有了较为全面的感性认

识#总结了成矿规律#厘定了工作区成矿演化的时

空框架#划分了成矿带#建立了区内的层控型铅锌

矿床$矽卡岩'热液型铜钨铅锌银矿床的地质 '地

球化学 '地球物理 '遥感多元信息找矿标志&表

8#!'#厘定晚古生代&"<= ?D'$中生代&8$: E88$

?D'和新生代&#<" E# FD'

(8"#8#)

" 个成矿期次#其中

铅锌矿多期次成矿特征明显#而钨矿$金矿主要形

成时期为燕山期% 并首次建立了念青唐古拉地区

同生沉积$后期改造的区域成矿模式&图 ;'% 为下

一步的成矿预测和评价提供了依据%

图 B"念青唐古拉地区铜多金属矿床热水沉积

C岩浆热液叠加改造成矿模式图

#$%&B"@(,166/%(+$<2/.(6/7;D.)/,;()216.(*/3$,$/+4

21%21,$<;D.)/,;()21638*()$2*/3(.,D*(</**()

*/6D2(,166$<.(*/3$,$+0D1$+E(+,1+%6;1 )(%$/+

8A白云母二长花岗岩* !A二云母二长花岗岩* "A条带状大理岩*

#A泥质灰岩* :A粉砂质板岩* ;A石榴石矽卡岩化大理岩* $A矽卡

岩化层状铅锌矿* %A铅锌矿体* =A重晶石岩* 8<A断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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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西藏尼龙玛地区火山喷流=热水沉积型铅锌矿床综合信息找矿模型

'/5>(!"L(,(./>$,-+.0/*$+,9.+69()*$,% 0+7(>+-J+>)/,+ (U3/>/*$J(?3<7.+*3(.0/>

6(7$0(,*/.< *<9(>(/7?N$,)7(9+6$*6+-Y<>+,0/ /.(/! '$5(*

控矿

因素

区域构造位置 念青唐古拉弧背断隆带

地层 上石炭.下二叠统来姑组三段砂质板岩夹灰岩!洛巴堆组灰岩! 受'盆&相&位(控制

构造 褶皱构造的核部及同生断层附近!不同岩性的接触面为区内矿化赋存构造

岩浆岩 燕山期及喜马拉雅期的花岗闪长岩&花岗岩外接触带 ) M* e8范围对此类矿床具有叠加作用

找
矿
标
志

露
头
标
志

矿体露头
地表多氧化!呈灰黑色&灰褐色&红褐色!常具蜂窝状褐铁矿或孔雀石化&蓝铜矿化&闪锌矿发育$附近常与

沉积型石膏矿&重晶石矿共生

围岩蚀变 常常叠加有矽卡岩型矿化围岩蚀变

地
球
化
学

水系沉积物

异常面积在十几至数十平方千米!成矿元素和指示元素组合较好!浓度分带及浓集中心明显的异常!指示

矿带的位置!异常中带 5) h!)

.0含量线以上范围异常长轴方向和矿体走向延伸位置基本一致!异常浓集

中心对应有矿体露头$浓度高的单元素异常!多发育钡单元素异常

土壤 异常面积在 ! 至几平方千米!成矿元素和指示元素组合好!具三级浓度分带露头

地
球
物
理

航磁异常 航磁
3

:负异常!低值异常及 ) 值线部位和燕山晚期岩浆岩&隐伏岩体及多金属地球化学综合异常相一致

高精度磁测 平缓的线性磁性异常带或卵形正负异常的梯度带

激电异常 激电低阻高极化体!视电阻率
!

n!) M!))

4

-8!视极化率
"

A

#

*i激电异常指示矿化带位置

遥感影像 环形影像的边部或环形影像和线性影像相切的部位

时代标志 晚古生代来故期

表 @"尼龙玛地区矽卡岩型$岩浆热液型铜铅锌矿综合信息找矿模型

'/5>(@"L(,(./>$,-+.0/*$+,9.+69()*$,% 0+7(>+-62/.,*<9(/,70/%0/*$)3<7.+*3(.0/>

)+99(.?>(/7?N$,)7(9+6$*6+-Y<>+,0/ /.(/

控矿

因素

大地构造位置 念青唐古拉弧背断隆带&班戈弧后盆地

地 层
上石炭.下二叠统来姑组砂质板岩夹大理岩!中侏罗统马里组&桑卡拉佣组砂板岩与薄层灰岩互层&碎裂

石英砂岩是区内赋矿层位

构 造
北西向&北东向次级断裂破碎带!近东西向断裂与近南北向&近北西向&近北北东向断裂交会部位!不同岩

性的接触面为区内矿化赋存构造

岩浆岩 燕山晚期及喜马拉雅期中酸性岩浆岩外接触带及其附近 ) M* e8范围是区内矿化部位

找
矿
标
志

露
头
标
志

矿体露头 地表多氧化!呈灰黑色或灰褐色!常具蜂窝状褐铁矿或孔雀石化&蓝铜矿化发育

围岩蚀变

矽卡岩型矿化围岩蚀变为矽卡岩化&硅化&绿帘石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表现为中高温热液蚀变矿物组

合!热液型矿化围岩蚀变为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表现为中温热液蚀

变矿物组合

地
球
化
学

水系沉积物

异常面积在十几至数十平方千米!成矿元素和指示元素组合较好!浓度分带及浓集中心明显的异常!指示

矿带的位置!异常中带 5) h!)

.0含量线以上范围异常长轴方向和矿体走向延伸位置基本一致!异常浓集

中心对应有矿体露头!自岩体到围岩常见有铜&钨&铅&锌&金等异常分带现象

土 壤 异常面积在 ! 至几平方千米!成矿元素和指示元素组合好!具三级浓度分带露头

地
球
物
理

航磁异常 航磁
3

:负异常!低值异常及 ) 值线部位和燕山晚期岩浆岩&隐伏岩体及多金属地球化学综合异常相一致

高精度磁测 卵形正负异常的梯度带

激电异常 激电低阻高极化体!视电阻率
!

n!) M!))

4

-8!视极化率
"

A

#

*i激电异常指示矿化带位置

遥感影像 环形影像的边部!或环形影像和线性影像相切的部位

时代标志 燕山晚期

!&T"进行了成矿预测'圈定了一批找矿靶区

)!*提出了区内进一步找矿的方向和建议# 通

过成矿地质背景的综合研究提出"纳木错%嘉黎断

裂带明显地控制了矿产的分布情况!其北侧优势矿

种以铜&铅&锌&钨为主!少量的金&银等!这些多金

属矿产与中侏罗统马里组&桑卡拉拥组浅海相细碎

屑夹碳酸盐岩建造和燕山期中酸性岩体的接触部

位关系十分密切$其南侧矿种主要以铜&铅&锌等为

主!与晚石炭.下二叠统来姑组细碎屑岩与灰岩关

系密切!在来姑组三段铅锌矿床具有较大规模和远

景# 因此!下一步的矿产调查工作北部应该加强铜

钨铅锌金矿种的勘查!主攻矿床类型应以热液型&

矽卡岩型铅锌多金属矿床为主$工作区南部应加强

与来姑组三段有关的喷流 .热水沉积型铜铅锌矿

的寻找!兼顾矽卡岩 .中低温热液型铜钨铋铟矿

床#

-#1-



第 ! 期 杨长青等! 西藏尼龙玛地区战略性矿产远景调查主要进展及成果

&!'圈定了 % 个成矿远景区和 !" 处找矿靶区%

结合地物化遥等成果资料#开展了系统的成矿预测

工作#圈定出 % 处成矿远景区#其中 6类成矿远景

区 8 个#-类成矿远景区 : 个# 1类成矿远景区 !

个*提出 !"个有望取得突破的以铜钨铅锌金为主的

找矿靶区#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意见和建议%

!&结论与建议

>&="结"论

区内首次在马里组中解体出念青唐古拉岩群

及首次在嘉黎"纳木错断裂带中发现蛇纹石化橄

榄岩#提出该断裂带是中生代特提斯洋盆的组成部

分#为该区域构造发展演化提供了新的资料*首次

从地质'物探 '化探等综合信息方面对尼龙玛地

区的铜多金属成矿地质背景$大陆动力学背景和成

矿地质环境进行了研究#按成矿带$矿床类型$矿体

等不同层次#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尼龙玛地区的沉积

建造及其含矿性$岩浆过程与成矿控制$成矿条件

和关键控矿要素#确定矿化作用类型#结合同位素

资料#精测不同金属矿床形成年龄#揭示了工作区

铜铅锌矿床成矿作用过程*并且在区内新发现了云

英岩'矽卡岩型铜钨矿床及矽卡岩型铋矿床$矽卡

岩型铟矿床#建立相应成矿模型及综合找矿信息标

志#明确念青唐古拉地区铜多金属矿床的找矿方

向*总结和建立铜多金属矿床成矿系统的空间 '时

间结构格架#厘定矿床成矿系列#利用地物化遥综

合信息预测找矿靶区#并进行了初步工程验证*提

交了 !" 处找矿靶区及 " 处新发现矿产地#实现了

该区铜铅锌地质找矿的重要突破#为开展新一轮的

成矿预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议

由于本次仅将 !" 处找矿靶区中的 8$ 处作为

本次工作的矿产检查区进行了查证#建议以后对这

些靶区继续开展异常查证$预查和重点地段普查等

工作% 特别是根定戎马$给顶拉$卡布荣拉及甲赤

岗找矿靶区成矿地质条件良好#进一步找矿潜力较

大#建议在今后的青藏高原地质调查专项工作中给

予关注#通过进一步工作#有望实现找矿突破%

致谢# 本次工作中得到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成

都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所的大

力支持"特别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齐先茂!黄志英高级工程师!李光明研究员#广东省

地矿局伍广宇!陈锡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地

质大学曹新志!张旺生教授#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

资源研究所曲晓明!赵元艺研究员#河南省地矿局

王建平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河南省区调队刘彦明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河南省地质调查院总工程师燕长

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及杜欣!马瑞申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等亲临工作区进行了野外检查或技术指导工

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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