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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洛宁沙坡岭多金属矿赋存于花山岩体与太华群变质岩的外接触带附近，上宫—小池沟地球化学异常

带的东延部分，区内已发现金、铁、铜、钼的矿化，热液活动纷繁复杂，蚀变强烈。本文采用地质观察、伽玛能

谱测量、偏提取化探、地面高精度磁测等方法对研究区进行了初步勘查，结果表明该区存在广阔的找矿前景。 

关键词  东秦岭；伽玛能谱；磁法；偏提取化探 

 

本项目的研究区位于秦岭造山带的东段，东秦岭是华北地台南缘秦岭—大别山贵金属—多金属成矿带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中国著名的 Mo、W、Au 等多金属成矿带，产出 30 余个大(超大)、中型钼(钨)多
金属矿床，钼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一半以上。本文讨论的研究区虽然矿化露头较少，但具有良好的成矿条

件和找矿前景。 
 

1 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华北陆块的南缘，东

秦岭熊耳山西段北缘，处于花山岩体

外接触带（图 1），横跨龙脖—花山

背斜，该背斜轴部为太古界太华群片

麻岩，两翼为下元古界熊耳群火山

岩，轴向北东东，70~80º方向，长约

75 km。研究区北边有洛宁山前大断

裂，南边有康山—七里坪蚀变构造

带，受其次级构造影响，区内断裂构

造发育，多数呈北东东向和北东向。

在研究区主要发育 4 条北东向近似

平行的断层（图 1），倾向北东，倾

角大约 70~80º，破碎带内有不同程度

                                                        
∗本文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2006CB403507）和“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崔敏利，1981 年生，在读硕士，从事隐伏资源勘查与预测方向。 

图 1  沙坡岭矿区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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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棱岩化，有花岗质脉体侵入，蚀变强烈，对控矿起着重要的作用。 
研究区出露地层岩性较单一，主要为太古界太华群，由一套中深程度的区域变质岩及少量混合岩组成，

主要岩性为角闪斜长片麻岩和斜长角闪岩及少量黑云斜长片麻岩。南侧是燕山期侵入的花山岩体，主要岩

性为黑云母花岗岩、斑状黑云母花岗岩、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区内分布多条北东走向呈平行状的花岗质岩

脉及辉绿岩脉。 
 

2 矿床地质特征 
     

研究区恰好位于花山岩体与太华群变质岩的外接触带，热液活动纷繁复杂，蚀变强烈。区内有很多条

带状和透镜状的变辉长岩带，走向北东-北东东，岩石呈深灰色，中-细粒结构，磁性较高，内含磁铁矿

20%~30%，斜长角闪岩的磁性也很高，磁铁矿>10%，两者成为现在可开采的可创造经济价值的铁矿石。 
在鸡屎疙瘩附近（如图 1），花岗岩就是通过北东向断裂侵入于中深程度变质岩形成花岗岩脉，同时带

来了成矿热液对围岩进行接触充填交代形成钼矿床。现已发现一定规模的钼矿化，有多条近于平行的矿脉，

恰好位于侵入体与围岩的接触带，越往深部越富集，矿脉越清晰。它受 F2 破碎带控制，矿化不连续，呈细

脉—细脉浸染状或者斑点状，矿石品位中等，露头长约 30 m，单脉厚约 0.1~0.5 m，矿石矿物以辉钼矿、

黄铁矿为主，次要矿物主要是方铅矿、磁铁矿、黄铜矿。伴随的围岩蚀变有硅化、绿帘石化、绢云母化、

褐铁矿化，地表可见铁钼华。 
在研究区发现有两处金的矿化点（如图1），它们分别受F3、F4破碎带控制，矿化不连续，前者露头长

约20 m，厚约0.1~1 m，后者长约15 m，厚约0.1~1.5 m。自然金散布于灰色半透明隐晶质、显微隐晶质石

英或石英晶体中或散布于微细粒自形-半自形五角十二面体黄铁矿中，自然金呈不规则微细粒状产出，次要

矿物有黄铜矿、赤铁矿、磁铁矿、辉铋矿、方铅矿，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绿帘石、绢云母。蚀变主要有

硅化、绿帘石化、褐铁矿化。 
 

3  综合物化探工作 
 
为了在该区寻找隐伏矿化体，采用了伽玛能谱测量、地面高精度磁测、偏提取化探等方法，以便获取

找矿信息。 
3.1  伽玛能谱测量 

野外测量使用的是H-90A
和H-90B型微机伽玛能谱仪， 
在矿区内，与GPS 结合地形图

定点，测量了200个基岩露头点

的K、放射性总量计数率等参

数， 在室内用SURFER软件处

理数据成等值线图（如图2）。 
基岩伽玛能谱测量结果指

示的是成矿流体场(蚀变场)的
范围， 确切地说， 是地壳某一

深度原始成矿流体场遭受剥蚀

后残留的特征，其中最具指示意

义的是钾（K）含量和放射性总 图2  地表基岩伽玛能谱测量K和放射性总量计数率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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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Total）。在放射性总量图中顶部的异常与钾含量图中的圈闭异常相对应，东南角异常与钾含量图中东

南角异常相对应，这与我们野外地质观察相一致，前者可能是由于辉长岩脉引起，后者可能是由于研究区

南部的花岗质岩体所引起。在两个图中可以清晰看到中部有异常呈不连续的串珠状分布，该蚀变带北东走

向，长约500 m，宽约150 m区内已经发现的金矿化、钼矿化就位于其中，据此可以推测出这条的蚀变带与

成矿流体有着密切关系。 
3.2  地面高精度磁测和偏提取化探 

野外测量使用的是美国生产的G-816型磁力仪，其灵敏度为1 nT，采样率受地形影响，采样率大约为1
次/1~3 min，每点测量3次，取平均值。从实测结果看，花岗岩、辉长辉绿岩、片麻岩、斜长角闪岩均具磁

性，混合岩与蚀变岩一般磁性较弱，在图中形成明显的分带（如图3），灰色的正异常基本上与辉长岩脉相

吻合，西南部的正异常地表

没有发现磁性露头，可能存

在隐伏的磁性体，需要进一

步工程验证，剩余占大面积

的全部为负异常区，推测受

后期热液退磁影响所致，其

岩性主要是是太古代的角

闪斜长片麻岩和斜长角闪

岩及少量黑云斜长片麻岩，

已知的实测断层F1也与磁

异常分布相吻合，在图中根

据负异常的分布趋势结合

实地踏勘，可推测研究区有

3条近似平行的断裂，另外

还有一条北西走向的断裂。

图中鸡屎疙瘩西侧出现了

一个明显负异常圈闭，它正

好是笔者发现的钼矿化点

所在的位置。对该区以20 m
为间隔采取土样进行的偏提取化探Mo含量分析，发现Mo含量依次从中心向四周逐渐降低形成一个晕，背

景值0.5，该中心最高达5.5。我们发现的金矿化点同样在图中可以看出位于磁负异常区，且受到断裂的控

制，该区的以20 m为间隔取土样进行的偏提取化探Au含量分析，同样发现Au含量矿化点最高，向四周逐

渐降低。 
 

4  找矿远景预测 

 
初步研究结果表明，本区曾经经历了活跃而强烈的热液活动，并为成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地表广泛

发育的绿帘石化、硅化、碳酸盐化就是直接的证据。本文的研究区处于西南侧的上宫—小池沟多金属地球

化学异常区（见图 4），目前已经发现了小池沟金矿和寒石瑶钼矿。 
其中，寒石瑶钼矿位于研究区的东南方花山岩体另一侧，其规模已达到中型，目前发现的矿体其中一

个在强硅化蚀变岩中，控制长度 680 m，厚度 5~6 m，地表取样，钼品位 0.002%~0.33%，平均 0.08%。带

内金属矿物主要为辉钼矿和黄铁矿。另一个控制长度 300 m，厚度 0.3~1.00 m，产状 172º 28º∠ ，含金蚀变

带中构造岩表现为强硅化蚀变岩、蚀变角砾岩或蚀变碎裂岩。带内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方铅矿、黄铜

图3  磁异常等值线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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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闪锌矿、磁铁矿、银金矿等，次生氧化物为褐铁矿、孔雀石、白铅矿。产出环境与本文的研究区相似。 
小池沟金矿位于研究区的西南方，它分布于斑鸠坨—八百坡一线构造破碎带中，蚀变矿化特征主要为

硅化、黄铁矿（褐铁矿）化、方铅矿化、黄铜矿化、闪锌矿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等。矿区共发现26条
破碎带，最长可达数千米。金矿体赋存在北北东及北东向断裂带中，北北东组倾向北西西，倾角76º左右；

北东组倾向南东，倾角50~80º。全区矿体平均厚度1.02 m，平均品位26.28×10-6。 
本文研究区的多金属矿体赋存于花山岩体与太古代的中深程度变质岩外接触带的蚀变带中，处于一个

有利的成矿区域，细脉-细脉浸染状辉钼矿主要分布于脉体边部，自然金散布于灰色半透明隐晶质、显微隐

晶质石英或石英晶体中或散布于微细粒自形-半自形五角十二面体黄铁矿中，自然金呈不规则微细粒状产

出。北东向断裂控制的蚀变岩带、糜棱岩化带和其中的石英脉是直接的找矿标志。围岩蚀变即硅化、黄铁

矿化、褐铁矿化、绢云母化、绿帘石化发育，也是矿化的重要信息。目前的工作表明，向深部寻找较大规

模的热液交代型矿床的潜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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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周边主要热液矿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