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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陆块南缘熊耳山地区是东秦岭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的研究认为东秦岭成矿带可以划分为 233～221 Ma，

148～138 Ma，131～112 Ma 三个成矿期（Mao et al., 2008；2010）。雷门沟钼矿床形成于（132.4±1.9）Ma（李永峰等，2006），

是熊耳山地区的重要的大型斑岩型钼矿床，在成矿时间上和空间上与该区金-银-铅锌多金属矿床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东秦岭

成矿带的第 3 期成矿事件。本文在野外详细观察矿床地质特征基础上，总结出了雷门沟斑岩钼矿床的围岩蚀变特征及其空间

分布规律，初步讨论了雷门沟钼矿床蚀变机制，对于进一步研究该矿床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对于建立熊耳山地区的钼多金

属成矿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1  成矿地质背景 

熊耳山地区位于华北陆块南缘，出露的地层主要为新太古界太华群结晶基底和中元古界熊耳群火山岩、官道口群碳酸盐

岩和新元古界栾川群碎屑岩-碳酸盐岩等组成的盖层（李永峰等，2006；郭保健，2006）。其中片麻岩基底和熊耳群火山岩是

区内钼-金-银-铅-锌矿床的主要赋矿层位。区内 NE 向和 NW 向断裂发育程度最高，分布最广，是控矿构造的主体方向。燕

山晚期的中酸性岩体与区内的钼多金属矿化密切相关（毛景文等，2005；郭保健等，2006）。 

2  矿床地质特征 

雷门沟钼矿床位于河南省嵩县西北部，地理坐标：东经

111°53′45″～111°56′52.2″，北纬 34°12′55″～34°11′40″。区内出露

地层主要为新太古界太华群片麻岩系，形成于（136.2±1.5）Ma 

（李永峰等，2006）的细-微粒斑状花岗岩株在空间上及时间上

与钼矿化关系密切，区内断裂较为发育，矿化受 NWW 向和 NNE

向断裂交切部位控制。 

2.1  矿体分布 

钼矿体产于斑岩体与片麻岩的内外接触带附近，平面上呈南

部开口的半环状；剖面上呈近水平的似层状及透镜状，走向近东

西，倾角平缓，倾向和倾角受接触带构造制约（图1）。 

2.2  矿化特征 

矿石特征：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为辉钼矿、黄铁矿，方铅矿

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钾长石、斜长石等。矿石结构主要为

自形-半自形鳞片状结构、他形晶粒结构。矿石构造主要有浸染

状、细脉浸染状、网脉状和角砾状构造。 

矿化类型：本区钼矿化主要类型有角砾岩型钼矿化和细脉-网脉-浸染状辉钼矿化。 

                                                        
*本文受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项目（20089949 和 200841019）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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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雷门沟钼矿地质平面图，B-雷门沟钼矿第Ⅰ

勘探线剖面图 
1—第四系沉积物；2—新太古界太华群片麻岩；3—燕山晚期

细-微粒斑状花岗岩；4—燕山晚期角闪二长斑状花岗岩；5—

隐爆角砾岩；6—断层；7—钼矿体；8—氧化钼矿体； 

9—勘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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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期次：根据矿石的结构、构造、各脉体的矿物共生组合、穿插关系及其含矿性，将矿化分为以下 4 个阶段：①面型

钾长石化阶段、②钾长石-石英阶段、③石英-辉钼矿化阶段、④方解石-萤石-石英阶段，其中第Ⅲ阶段为辉钼矿沉淀的主要

阶段。 

2.3  围岩蚀变 

2.3.1  围岩蚀变类型 

矿区热液活动十分强烈，形成的主要围岩蚀变有：钾长石化、硅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萤石化等。① 钾长石化：

可分为面型钾长石化和线性钾长石化。面型钾长石化：是区内最重要的蚀变，表现为形成肉红色钾长石化花岗斑岩、钾长石

化岩。线性钾长石化包括：钾长石-石英脉；钾长石-萤石-辉钼矿脉和钾长石化晕。 ② 硅化：矿区的硅化伴随着整个矿化过

程，形成石英网脉和带状分布的硅化花岗斑岩。③ 绢云母化：绢云母在辉钼矿脉的两侧分布，有时伴随有磁铁矿及金红石。

④ 碳酸盐化：以方解石-辉钼矿脉及钾长石化带中的星点状碳酸盐化为特征。⑤ 萤石化：包括紫色萤石-钾长石-辉钼矿脉和

晶形完好的绿色萤石脉 

2.3.2  蚀变分带 

矿区内岩浆期后热液活动多期多阶段，造成各类蚀变相互叠加。最为重要的蚀变为：钾长石化蚀变带和石英-绢云母化

蚀变带。其中钾长石化带分布在岩体中心至接触带的花岗斑岩体中；石英-绢云母化蚀变带主要分布在花岗斑岩体与围岩的

接触带附近。 

3  蚀变与矿化的关系 

雷门沟钼矿床围岩蚀变与矿化存在密切的时间、空间联系。热液早期阶段，温度压力骤然降低，岩浆气液沿着脆弱的接

触部位形成隐爆角砾岩体，高温强碱富钾的流体（胡受奚等，2004）交代斜长石，黑云母等形成钾长石，构成大面积钾长石

化，强烈时形成钾长石化岩，并伴随有少量的硅化；热液演化中期阶段，随着钾质、SiO2的沉淀和地下水与岩浆水的混合，

流体 PH 值、温度、压力继续降低，流体与围岩发生水-岩反应，形成硅化、绢云母化等蚀变，同时辉钼矿沿着构造裂隙沉

淀，形成细脉-网脉状的的矿化，构成钼矿主体；热液演化晚期阶段，大量的雨水加入到成矿流体中，温度、PH 进一步降低，

F-、Ca2+,CO3
2-等得以沉淀（胡受奚等，1980；2004），主要形成碳酸盐化和萤石化。 

4  结  语 

本次研究将雷门沟钼矿区的矿化分为：① 面型钾长石化阶段；② 钾长石-石英阶段；③ 石英-辉钼矿阶段；④ 方解石

-萤石-石英阶段。面型钾长石化在空间上与辉钼矿化密切相关；石英(绢云母)脉，碳酸盐脉，钾长石-萤石脉等为辉钼矿沉淀

的主要载体脉，与辉钼矿的沉淀具有密切联系，但是辉钼矿的搬运、沉淀物化条件及演化机制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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