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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珠斯楞海尔罕铜矿为斑岩型铜矿床，矿体主要产在华力西中晚期花岗闪长岩体中，岩体铜矿化发育，

围岩蚀变以青盘岩化为主，分带性强。矿化强弱受 F2、F3断裂构造控制并与青盘岩化强弱有关。文章总结分析了

激发极化法、高精度磁法、连续电导率成像和化探等方法对该矿床勘查的有效性，提出了珠斯楞海尔罕铜矿床的

地、物、化综合找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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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斯楞海尔罕铜矿区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管辖，属戈壁荒漠，其北距阿拉善左旗至额济纳

旗公路约 30 km，西距额济纳旗旗府所在地 150 km。地理坐标：东经 102°35´00″~102°42´00″，北纬

41°34´0″~41°41´00″。  
珠斯楞海尔罕铜矿是内蒙古国勘院 2001 年在开展 1/20 万化探异常检查和 1/5 万水系沉积物加密测量

时发现的。随后开展了包括地质填图、物化探测量等找矿勘查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找矿效果。2004 年中国

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在矿区开展了大探测深度的连续电导率成像（以下简称 EH4），给出深部二维

电导率精细断面，对深化矿体深部特征的研究以及进一步工程验证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在充分研究分析

内蒙古国勘院近年来矿区大量勘查成果，并接合连续电导率成像成果的基础上，分析矿区综合物化探方法

的找矿效果，总结该铜矿的综合地物化找矿方法配套程序，建立其综合找矿模型，对于该区斑岩型铜（钼）

矿的勘查评价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矿区地质特征 
 
珠斯楞海尔罕铜矿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南缘，华北板块和塔里木板块交汇部位。矿区出

露地层为泥盆系西屏山组、卧驼山组和伊克乌苏组的一套浅变质富含生物化石的碎屑岩、灰岩及少量凝灰

质碎屑岩，呈北西向展布（图 1）。地层总体倾向北东，倾角 50~70°。其中卧驼山组地层因矿区内含矿岩

体花岗闪长岩、花岗斑岩空间位置上主要位于该组地层，使得地层受岩浆和断裂构造活动影响普遍发生了

青盘岩化、黄铁矿化和硅化，局部地层蚀变强烈，原岩成份已完全被交代改造变成青盘岩。矿区南部出露

的卧驼山组砂质灰岩、生物灰岩段地层因受后期热液作用，黄铁矿化极为发育。 
矿区断裂构造发育，主要有 NW 向和近 EW-NE 向两组。其中 NW 向断裂构造与地层和脉岩走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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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长 2~3 km，是矿区最主要的控矿构造，对区内矿体、含矿岩体、矿化带有明显的控制作用。断裂有

SW 和 NE 两种倾向，倾角约 70º，具张性特征，同方向、倾向相反的断裂似有共扼断裂的特点。EW-NE
向断裂倾向 SE，近于直立，具有平移断裂性质，形成时间晚于 NW 向断裂，在矿区表现为对岩体、矿体、

矿化带的切割作用，但被切割体空间移距不大。 
矿区出露华力西中晚期花岗闪长岩、花岗斑岩、闪长玢岩 3 种侵入岩。花岗闪长岩呈近椭圆状小岩株，

位于矿区中北部，蚀变强烈，表现为绿泥石化、高岭土化和绢云母化。花岗斑岩呈脉状成群产出，脉体总

体走向 NW 向，普遍具有星点黄铁矿化，位于Ⅰ号矿体附近和铜矿化带中的花岗斑岩受热液作用影响普遍

具有铜矿化、绿帘石化和碳酸盐化。沿花岗斑岩边部和局部发育有铜的次生氧化矿物黑铜矿和赤铜矿。闪

长玢岩呈宽脉状产出，走向 NW。闪长玢岩蚀变强烈，以绿帘石、绿泥石、碳酸盐、石英、黄铁矿为蚀变

特征。花岗闪长岩和花岗斑岩是矿区目前发现的主要含矿岩体，从其出露特征看，岩体很可能以隐伏体为

主，出露地表的仅是局部岩枝。 
矿区与铜矿化关系密切的蚀变有青盘岩化、硅化、钾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地表见有孔雀石、铜

兰和褐铁矿化现象。 

图 1  珠斯楞海尔罕铜矿区地质-物探综合图（据内蒙古国勘院，2002） 
1—第四系；2—泥盆系西屏山组二岩段；3—泥盆系西屏山组一岩段；4—泥盆系卧驼山组三岩段；5—泥盆系卧驼山组二岩段；6—泥盆系卧驼山组一

岩段；7—泥盆系伊克乌苏组三岩段；8—泥盆系伊克乌苏组二岩段；9—花岗闪长岩；10—花岗斑岩脉；11—石英斑岩脉；12—铜矿化花岗闪长岩脉；

13—铜矿化带及编号；14—青盘岩化带；15—黄铁矿化带；16—铜矿（化）点；17—铁帽；18—实测断层编号及产状；19—推测断层及编号；20—实

测地层界线；21—地层产状；22—钻孔及编号和勘探线及编号；23—砂质页岩夹粗砂岩；24—生物灰岩；25—碎屑生物灰岩；26—结晶灰岩；27—泥

质结晶灰岩；28—砂质灰岩；29—变质砂岩；30—变质含砾砂岩；31—变质砾岩；32—变质晶屑凝灰岩；33—激电极化率异常等值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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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矿化带内地表铜矿化普遍，多呈细脉状，脉宽数厘米~十数厘米，最宽的脉假厚 4 m，含铜

0.23%~0.43%，最高 1.87%，矿化岩石普遍含金，其含量 0.1~0.38 g/t，最高 1.6 g/t。该矿化带花岗闪长岩

段施工的 ZK2901、ZK5701 两个孔，控制长 560 m，两个钻孔均为花岗闪长岩，全孔铜矿化，局部地段富

集成矿，铜含量 0.10%~0.42%，矿体与围岩呈渐变过渡关系。 
 

2  综合物化探方法找矿效果 
   

找矿勘查实践表明，珠斯楞海尔罕铜矿区开展的多种物、化探找矿方法中，以激发极化法、高精度磁

法、EH4 和土壤地球化学测量较为有效，可查明含矿岩体中矿化富集部位，进而寻找深部隐伏矿体。 
2.1 激发极化法和高精度磁法 

岩矿石物性测定结果表明，含黄铁矿化、黄铜矿化的花岗闪长岩、花岗斑岩、变质细砂岩较同类不含

矿岩石存在极明显的物性差异。前者极化率和磁化率均值在 4.38%~9.48%和（93.4~245.7）×（4π×10-6）SI，
而后者仅为 0.37%~1.26%和（20.0~61.17）×（4π×10-6）SI。因此在矿区进行电法和高精度磁法勘探具有物

理前提。 
矿区开展的激发极化法（中梯）圈出长 3.3 km，宽 0.6 km，面积 2.0 km2的高视极化率（异常值 3%~14.7%）

（图 1）、低视电阻率（异常值 50 ~300 Ω⋅m）激电异常和低缓磁异常（异常值 10 nT~100 nT）。 
激电分南、北两异常带，异常走向 NW-SE，异常沿走向两端均未封闭，且有大幅度向外延伸之势。北

带异常视极化率峰值一般 4%~6%，由若干局部异常构成；南带异常一般为 7.0%~9.0%，最大值可达 14.7%，

地表黄铁矿化极为发育。低视电阻率异常与高视极化率异常相吻合，异常值一般 100~300 Ω⋅m，最小值为

40 Ω⋅m。激电测深表明高极化体埋深 30~50 m，强极化体埋深在 150 m 左右。 
高精度磁测 ΔT 高异常与激电异常大体吻合，沿走向两端向外延伸方向也完全相同。 
钻探验证结果，北带异常区圈定具工业价值铜、金矿体 2 个，且在局部激电异常之间鞍部的钻孔中铜

矿体品位较富。南带异常区以黄铁矿为主，铜品位不高，可能与黄铁矿化有关。 
2.2  连续电导率成像（EH4） 

为了矿区深部隐伏矿探测，弥补激发极化探测深度相对较小之弱点，作者在矿区利用 Stratagem EH4
连续剖面浅－中层电磁成像系统开展了连续电导率成像法测量，EH4 是一种同时使用天然场源和人工场源

信号的频率域电磁观测系统，是全新概念的电导率张量测量仪。其天然场源信号频率从 1~1000 Hz，人工

场源信号则由一对正交的水平谐变磁偶极子产生，频率从 500 Hz~100 kHz。具有探测深度大（0~1 km），

实时电导率成像的特点。 
由 29 线 EH4 电导率成像剖面可见，电导率断面较为准确地显示了深部岩体与地层接触带的形态，铜

矿体与低阻带吻合，并显示出深部含矿的良好前景（图 2）。 
2.3 地球化学测量 

1:20 万区域化探资料表明，矿区以 Cu 元素异常为主，伴生有 As、Sb、Hg、Bi、Zn,表现为一套以前

缘元素特征为主的中低温热液元素组合。该异常组合元素在地化图上均表现出大面积的高背景特征。 As、
Sb、Hg 明显地呈北西向的宽带状，与矿区构造方向一致；Cu 则呈宽带状、椭圆状，各异常元素浓集中心

吻合较好。 
对 1/20 万异常开展 1/5 万水系加密测量发现了地表矿化体，圈定出 6 个 Cu 子异常，矿区即位于 AS26-1

号 Cu-As-Sb-Au-Ag-Bi-Sn-Mo-Zn-Pb 组合异常区，异常区与矿区的弧形构造相一致，反映出矿区存在一种

与断裂构造、岩浆热液活动密切相关的铜多金属地球化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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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找矿模型 
 

（1）矿区处于活动大陆边缘，华力西中晚期侵入的花岗闪长岩、花岗斑岩属含矿岩体（Cu、Ag、As、
Sb、Bi 元素含量明显高于同类型侵入岩），是有利的成矿母岩。岩体多呈小岩株或脉状产出。  

（2） NW 向断裂既是容矿构造，也是导矿构造。它控制含矿岩体的空间分布，铜矿化带被严格限定

在两组 NW 向断裂构造内。 
（3）矿区与铜矿化关系密切的蚀变有青盘岩化、硅化、钾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由矿化中心向

外具有明显分带性。铜矿化与青盘岩化强弱有关，蚀变强铜矿化呈细脉状，蚀变弱铜矿化呈浸染状。 
（4）1/20 万区域化探异常是此类矿床普查找矿的主要线索，大面积、高背景中低温热液元素

Cu-As-Sb-Hg-Bi-Zn 组合异常是化探异常的重要特征。1:5 万~1:2 万加密化探采样是发现地表蚀变矿化的有

效手段，其组合异常是 Cu-As-Sb-Au-Ag-Bi-Sn-Mo-Zn-Pb。 
（5）激发极化法辅以高精度磁测，是圈定矿化体，寻找矿体富集部位的主要物探手段。矿体的异常

特征为高极化率（3%~5%）、低电阻率（100~500 Ω⋅m）和弱正磁异常（20~100 nT）。极化率异常高（＞8%）

则应注意黄铁矿化干扰。 
（6）EH4 或其他大探测深度电磁法是深部矿体二维或三维定位的有效手段，成像断面上矿（化）体

呈低阻特征，可据此对矿体和围岩直接进行定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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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珠斯楞海尔罕铜矿区 29 线勘探剖面和 EH4 电阻率断面（勘探线剖面据内蒙古国勘院，2002） 

1—第四系风成砂及残坡积层；2—结晶灰岩；3—变质粉砂质凝灰岩；4—变质砾岩；5—变质石英砂岩；6—泥质板岩；7—花岗闪长岩；

8—构造碎裂岩；9—黄铜矿化花岗闪长岩（≥0.1~0.2％）；10—铜矿体（≥0.3％）；11—断层及编号；12—钻孔及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