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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芜玢岩铁矿深部寻找大冶式铁矿的探讨

———以宁芜铁矿南段为例!

林 刚#，许德如!""

（#华东冶金地质勘查研究院，安徽 合肥 !6""<<；!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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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长江中下游@(=A&=.&多金属成矿带内重要的宁芜、大冶铁矿成矿模式和成矿地质背景的分析，

按照成矿系列中缺位预测的原则，认为在宁芜盆地南段的深部，岩体具有双层结构特征，进而结合其深部存在着与

矿体相关的膏盐层，提出了宁芜玢岩铁矿之下应存在大冶式铁矿的新认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宁芜盆地南段“丰”

字型成矿模式，并采用多重物探方法重点对姑山铁矿南部进行了综合探测。探测结果表明，该区应具有较好的找矿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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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成矿理论（翟裕生等，!""#）和找矿实践均

表明，深部是未来资源勘查的重要方向，勘查技术的

进步还为发现深达!"""$以内的资源成为可能。

中国主要矿山因过去勘探程度较低（多为!%""$）、

矿区外围多为勘查空白区和远景区，其深部（"%""
$）应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宁芜地区是中国东部的

重要矿集区，对“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

的意义。关于长江中下游深部的成矿潜力，早在上

世纪&"年代就有专家预测（李文达等，’&&(；唐永

成等，’&&)）：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之下存在“第二个

长江中下游”，并认为，如果将勘查评价深度延伸到

地下!"""$，那么，中国的金属矿产储量可能翻一

番。同属长江中下游的宁芜地区有大面积的浅覆盖

区，深部找矿前景巨大。近年来，在宁芜南段已开展

的矿山找矿项目，如杨庄铁矿、白象山铁矿外围等，

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杨庄铁矿新增***铁

矿资源量近!亿吨，白象山铁矿新增***+**#铁矿

资源量数千万吨。这些实例进一步说明，中国一批

大、中型矿床的深部和外围均具有找矿潜力。

深部找矿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地球物理探测

并不能唯一且准确地反映出深部矿体的位置、规模

和品质，钻探风险依然很大。因此，正确认识深部成

矿规律，并运用合理的深部找矿思路和技术方法，将

是降低勘探风险的有效措施。本文在分析长江中下

游成矿带最重要的铁矿———宁芜、大冶铁矿成矿规

律和成矿特点的基础上，按照成矿“缺位”预测的原

则，运用“模式类比”和“成矿系统分析、综合探测”的

深部找矿思路，采用“立体填图”、“追踪主要容矿构

造”等方法，指出了该成矿带宁芜盆地南段的深部找

矿方向和主要目标层，提出了“宁芜玢岩铁矿下伏大

冶式铁矿”的新认识；并以姑山铁矿南部为例，介绍

了综合物探技术在“岩体双层结构”空间定位，以及

追踪“下层岩体与黄马青组和周冲村组间膏盐层接

触带”的探测结果。其初步研究成果有可能为加快

中国深部找矿提供重要启示。

’ 基本成矿规律与深部找矿方向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成矿规律可概括为：! 成

矿、控矿的区域层控规律；" 成矿金属的空间分带

规律；# 多类型矿床共生、复合的“多位一体”规律。

这*个规律同时反映了*个层次上的成矿规律，即

成矿带、矿集区和矿田。根据成矿“缺位”预测的思

想，笔者认为宁芜南段下一步深部和外围的找矿方

向应为：! 采用立体填图和综合物探技术探测成果

进行双层岩体空间定位；" 系统评价覆盖区中、下

三叠统容矿层的成矿潜力；# 系统评价矿集区外围

新类型矿床和已知矿床深部“多位一体”组合中“缺

位”的“大冶式”矿床。

!,! 长江中下游成矿、控矿的层控规律及宁芜南段

找矿方向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包含(个大型矿集区（-./01
.2,，’&&&；毛景文等，!""&），从北东到南西依次为：宁

镇（345605-758/），宁 芜（60），铜 陵（34594），庐 枞

（60534），安庆5贵池（34），九瑞（34594），鄂东南（605
34）。在成矿带的“第一找矿空间（"$%""$）”内，已

发现了几十个大型、超大型矿床，它们是由不同时代

的沉积5喷流沉积成矿作用与中生代岩浆热液流体

成矿作用耦合、叠加而形成的。从区域分布看，这些

矿床几乎都集中分布于*个层位，表现出典型的层

控“多 层 楼”成 矿 规 律（刘 湘 培 等，’&))；刘 湘 培，

’&)&；常印佛等，’&&’）。这*个主要控矿层位是：

（’）泥盆系五通组顶部不整合界面至石炭系黄

龙组（或栖霞组）灰岩间，是该成矿带内最主要的容

矿、控矿层位。该层位所控制的矿床的金属储量占

整 个 成 矿 带 的： 铜 !&:!’;、金 !):();、钼

!%:%&;、铅(*:<&;、锌<&:*";（常印佛等，’&&’）。

（!）三叠系中、下统（蒲圻群与大冶群）之间，尤

其是含膏（盐）层的周冲村组（东马鞍山组），是该成

矿带内的第!个主要的容矿层位。该层位所控制的

矿床的金属储量占整个成矿带的：铜##:!*;、铁

’’:"&;、金%’:<*;、钼*<:(<;（常印佛等，’&&’）。

在鄂东南矿集区，该层位附近的铁、铜储量占该区

铁、铜总储量的&’:’#;和%<:*!;。发育在该层位

的主要矿床类型有矽卡岩型（接触5层控式）、潜火山

气液型、沉积改造型以及上述类型的复合型。典型

矿床有程潮、铁山、铜绿山等。

（*）侏罗系上统和白垩系下统，是该成矿带内

铁、硫（铜金）矿的主要容矿层位。该层位为一套火

山岩 系，控 制 了 该 成 矿 带 内%*:((;的 铁 储 量 和

<*:!!;的硫储量（常印佛等，’&&’）。该层位主要发

育在庐枞5宁芜5溧水5溧阳坳陷带内的“继承性”火山

岩盆地中。矿床主要与大王山喷发旋回（庐枞为砖

桥旋回）结束阶段的富钠偏基性的辉石闪长玢岩、闪

长玢岩、石英闪长玢岩、钠长斑岩、辉石粗安玢岩等

密切相关（宁芜研究项目编写小组，’&()）。矿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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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存于这些潜火山岩与大王山组（砖桥组）的接触部

位，具有明显的“层状”和“似层状”特征。如宁芜盆

地的凹山、向山铁矿等，以及庐枞盆地的罗河、河家

小岭和大鲍庄铁（铜）矿。矿床类型主要为接触交

代、矿浆充填、火山沉积及上述类型的复合型。

不过，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个矿集区在第一

找矿空间（"!#""$）（滕吉文，%""&）的主要容矿、控

矿层各有一些差别，或在侧重点上不同。根据它们

与构造、地层和岩浆岩的关系，又可大致分为’类矿

集区（吴 言 昌 等，()**；常 印 佛 等，())(；董 树 文，

())(），自上而下分别为：" 产于断陷火山岩盆地与

富钠闪长岩系有关的铁、铜矿集区，如庐枞和宁芜，

主要容矿层为侏罗系上统和白垩系下统之间；# 产

于隆起与坳陷的过渡区，如鄂东南，主要容矿层为中

三叠统东马鞍山组；$ 产于断块褶皱隆起区与高钾

闪长岩系有关的铜金矿集区，如铜陵、九瑞、安庆+贵

池和宁镇，主要容矿层位于五通组与黄龙组之间。

由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具有统一的盖层沉积演

化史，分布稳定，在大范围内具有可对比性（常印佛

等，())(；())&），而且中生代岩浆活动强烈（毛建仁

等，())"），并贯穿于各构造地层单元，因而，上述’
类矿集区在晚三叠世以前的成矿地质环境相同，应

该发育有相同的成矿系统，只是晚三叠世以后因隆

凹格局和剥蚀深度的变化，才出现形式上与隆起或

坳陷关系密切的’类矿集区。据此，从理论上推断，

坳陷区深部应该发育和存在与隆起区同样的成矿系

统和相应的矿床。许多专家（常印佛等，())(；吕庆

田等，%""!）也曾认为，每一类矿集区的深部都存在

巨大的找矿潜力。进一步按照成矿“缺位”预测的原

则（吕庆田等，%""!），在第"类矿集区（如宁芜和庐

枞）之下应该存在第#类矿集区（鄂东南式）；在第#
类矿集区之下应该存在第$类矿集区；在第$类矿

集区的深部也应有新的容矿层，如下古生界奥陶系

上统五峰组和汤头组，其中发育有层控铅锌铜矿，典

型矿床有贵池黄山岭矽卡岩型铅锌矿、安庆温家桥

和郑家冲铅锌铜矿等。事实也说明，在第"类矿集

区的宁芜和庐枞盆地，已经发现了产于黄马青组下

部及青龙群灰岩与辉长闪长岩接触带中的矿床（鄂

东南式），如宁芜盆地的凤凰山、白象山、前钟山等铁

矿（常印佛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宁芜南段未来深部找矿

方向，即所谓长江中下游深部“第二成矿带”或“第二

富集带”，应该定位在坳陷区和覆盖区#""$以下受

控于三叠系中、下统之间的容矿层及可能存在的矿

床。这个容矿层应该作为深部找矿的战略目标，并

应尽快开展系统的评价工作。目前，对这%个层位

在坳陷区和覆盖区的深度、含矿性有一定的了解，下

一步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深入研究第"、#类

矿集区的精细结构，以证实存在深部容矿层位，重点

包括：周冲村组（东马鞍山组）顶板深度及起伏，坳陷

区火山岩盆地的形态、断裂系统（可能的流体通道）

和下地壳的结构形态等；（%）正确阐明第"、#类矿

集区成矿系统时空结构特征，重点包括：第"类矿集

区是否存在类似鄂东南矿集区的成矿系统和深部岩

浆流体成矿系统，以及成矿系统的时空结构。

!," 共生、复合的“多位一体”规律与已知矿床深部

找矿方向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另一个重要成矿特色就是

多类型矿床共生、复合的“多位一体”规律（刘湘培，

()*)）。最典型的如“三位一体”成矿模式，即’种成

矿（成因）类型共存于一个矿床中，通常指斑岩型、矽

卡岩型和层控矽卡岩型（常印佛等，()*’）；从成矿系

统角度看，属于同一成矿系统，即岩浆热液流体成矿

系统。

“玢岩铁矿”（宁芜研究项目编写小组，()!*）是

与火山+次火山岩侵入活动有关的多类型矿床共生、

复合的一种理想组合形式。在空间上，这些矿床基

本上围绕火山+侵入活动中心成套出现。在每一个

火山+侵入活动中心的次火山岩体（辉长闪长玢岩+辉

长闪长岩）内部及周围接触带和临近的围岩中，依次

形成各种类型的矿床（化）：岩体内部形成浸染状铁

矿床（如陶村、和尚桥等）；岩体边部形成接触型或爆

破角砾岩型铁矿床（如凹山、东山铁矿等）；岩体接触

带附近形成矿浆+潜火山气液复合型矿床（如梅山铁

矿）及层控+接触复合型矿床（如白象山、杨庄铁矿）；

外接触带火山岩系中形成热液交代充填型矿床（如

向山、龙虎山）和火山沉积矿床（如龙旗山、竹园山

等）。实际情况是，%种或%种以上矿床类型的组合

更为常见，如矿浆+潜火山气液、接触+隐爆角砾、层控

+接触等，它们环绕火山穹隆作有规律的分布。除了

坳陷区的“玢岩铁矿”外，在隆坳过渡区，这种“多位

一体”矿床组合特征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宁芜

盆地边缘的白象山铁矿，它与鄂东南矿集区的与浅

成侵入岩有关的矿浆型、沉积型（王道华等，()*!）和

矽卡岩型铁矿（铁山铁矿）相类似，显示出是矽卡岩

型、热液叠加改造型的复合类型。

)%-第%)卷 第’期 林 刚等：在宁芜玢岩铁矿深部寻找大冶式铁矿的探讨———以宁芜铁矿南段为例

 
 

 

 
 

 
 

 



 
 

 

 
 

 
 

 



矿的!种基本思路。

（"）直接追踪已知矿床的容矿地层或控矿构造

向深部的延伸，并实施钻探验证。对于明显受层位、

岩体接触带、或断裂控制的矿床，可根据控矿构造的

形态（近直立或近水平），使用不同的勘查技术对深

部控矿构造直接进行追踪。对于控矿构造和地质单

元的空间结构，目前常用的技术包括：#$%&’（可控

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瞬变电磁）、高精度重

磁测量、大功率激电测深及三维反演技术。对于近

水平的控矿层位和断裂，可使用反射地震技术直接

对容矿层位成像。

（)）通过模式（成矿模式、综合信息模式）类比，

在已知矿床外围选取靶区和筛选类似模式异常，分

析异常的成因，并实施钻探验证。总结已知矿床的

成矿模式（描述模式及成因模式）和综合信息模式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以此模式为依据，在已知矿

床外围或矿集区内筛选具有类似成矿条件的地区，

或筛选具有类似的模式异常，实施钻探验证，并在验

证过程中寻找异常起因，直至钻到异常体为止。在

模式类比过程中，重视弱小异常和宽缓异常对深部

矿体的指示意义，重视模式变化对新类型矿床的指

示意义。在钻探验证过程中还要重视井中物探的作

用。

（!）通过成矿系统分析、综合探测、立体填图，

系统查明一个矿集区成矿系统的时空分布和三维精

细结构，在此基础上优选深部成矿靶区，大胆实施钻

探验证。在矿集区深部要取得找矿突破，科学预测

深部未知矿体的位置，至少需要开展以下)个方面

的有机结合的系统工作：!要查明一个矿集区从古

至今存在的成矿流体系统类型（蒙义峰等，)**!；曾

普胜等，)**+）、时间演化框架及成矿特征（成矿类型

及控矿因素等），不同时期成矿系统之间的空间关系

和成因联系，建立综合成矿、控矿模式，指明深部找

矿方向和目标（即对地下物质运动规律的认识）；"
要详细了解地下一定深度（*#)***,）的精细结

构，主要容矿、控矿构造（或层位）的空间三维分布，

使地下空间的物质和结构成为“透明”（即对地下结

构的认识）。立体填图是通过综合探测技术、三维反

演技术和计算机三维可视化技术获得地下!-物性

分布的集成使用，再通过地质学家的解译，转换成对

地下物质和结构的认识，是地质矿床学家最终认识

地下物质和结构的一种手段和途径。

! 综合物探技术探测容矿层的初步认

识

近年来，随着物探技术的巨大进步及找矿思路

的改变，综合物探技术已经成为深部金属矿产勘查

的主要手段，不仅用于探测深部成矿、控矿和导矿

（流体通道）构造，还用于直接发现深部矿体，并取得

了良好效果。按照同样的思路，为了试验综合物探

技术在探测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宁芜南段矿集区下层

岩体容矿、控矿层位方面的能力，笔者在宁芜南段姑

山铁矿南部同一剖面上分别采用高精度磁法、高精

度重力、#$%&’、大功率激电测深、’(&等方法进

行了试验研究，期望为下一步开展深部找矿积累经

验。下文介绍试验的结果及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 研究区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宁芜火山岩盆地的南段（图)）。在

大地构造上，该区位于扬子板块的前陆带。区域地

层由下中生界浅海碳酸盐岩、中生界陆相碎屑岩和

火山沉积岩及上中生界侏罗系/白垩系火山岩组成。

研究区内发生过广泛的褶皱变形、断裂作用和岩浆

活动。褶皱由若干背斜、向斜和复向斜组成；断裂主

要有)组，即0((向和01向，前者为基底隐伏断

裂，控制着区内岩浆岩的分布，是一组与褶皱同期形

成的压剪性断裂，后者以挤压破碎带为特征，常错断

地层。研究区内的岩浆活动始于晚三叠世，侏罗纪/
白垩纪期间达到高峰。大多数岩体沿背斜轴和向斜

轴侵入，在构造薄弱空间（三叠系黄马青组与周冲村

组间含膏盐层）层间滑脱断裂带呈岩床状产出。在

两组断裂交汇部位，岩浆继续上侵，形成次火山岩或

火山机构。侵入体岩性主要为辉石闪长（玢）岩、闪

长岩（图"）。研究区内的矿床主要有)种类型，即玢

岩型铁矿床和接触交代（沉积改造）型铁矿床。前者

受岩体（火山机构）的控制，而后者则受三叠系黄马

青组与周冲村组间含膏盐层与岩体接触带的控制，

该层内已有白象山、杨庄等多个大/中型矿床产出，

矿体一般呈似层状。开展试验工作的地点位于大型

玢岩型铁矿（姑山）和大型接触交代型铁矿（杨庄）的

南部"2,至+2,处。区域物性测量结果显示，地

层的不同岩性、岩体、矿体在磁场强度、密度、电性等

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研究区内容矿层的物性

特征，为在该地区开展综合物探工作创造了必要的

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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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宁芜南段地质构造略图

"—第四系；!—姑山组；#—下火山岩组；$—象山群；%—黄马青

组；&—闪长玢岩；’—长江深断裂；(—))*向背斜；+—),向

断裂；"-—物探剖面及编号；""—铁矿床

./01! 23456789:;7<=/>0?40/<>9@04<@<0A9>B;5?C65C?4
/>;<C574?>)/>0=C9?49

"—DC954?>9?A；!—EC;79>.<?895/<>；#—F<=4?G<@69>/6.<?89H
5/<>；$—I/9>0;79>E?<C:；%—JC9>089K/>0.<?895/<>；&—L/<?/54
:<?:7A?/54；’—M9>05N4O/P4?B44:Q9C@5；(—))*R5?4>B/>09>5/H
6@/>4；+—),R5?4>B/>0Q9C@5；"-—E4<:7A;/69@4S:@<?95/<>;465/<>

9>B/5;;4?/9@>C8T4?；""—U?<>B4:<;/5

!1" 综合物探工作部署及工作方法

剖面呈),R2*向穿过成矿密集的钟姑背斜，位

于姑山、杨庄大型矿床的南侧，共实施$条剖面，每

条剖面长!V%38，剖面间距+--8（图!）。分别采用

高精度磁法、高精度重力、W2XYZ、大功率激电测

深、Z*Y等方法进行。

W2XYZ法使用美国[<>04公司生产的EL\R
#!R!型多功能电法工作站。本次工作采用可控源

音频大地电磁法电偶源标量测量。根据最大勘探深

度应达到"---8的要求，作如下设计：场源为"38
电偶极源，发收距$V%"’38不等，接收电偶极距%-
8，点距%-8，最低工作频率"JN，最高工作频率

("+!JN。为保证原始数据的观测质量，每次测量

叠加&$次，测量#次，同时加大供电电流以提高信

噪比。

Z*Y法采用中国地质大学的W]EZ*YR$瞬变

电磁仪。测量采用!%8线圈，!--X电流。为保证

原始数据的观测质量，每次测量叠加"%次，点距为

%-8。

激电测深采用重庆奔腾地质仪器厂生产的,LH
.[R!大功率激电仪，X̂／!最大为!%--8，电流#"
%X。

高精度磁测采用北京地质仪器厂生产的W[YR#
质子磁力仪，点距!-8。

高精度重力测量使用美国生产的\?<;<65<?重

力仪，点距%-8。

!1! 主要物探工作成果解译及地质解释

现以’#"-剖面线（图!）的工作成果（图#）为

例，说明如下：

#1#1" 高精度磁法剖面解译（图$9）

（"）该区磁铁矿磁性最强，磁化率变化范围为

（"#V’"&"("V+）_$#!"-‘%2U，标准偏差为"&!!V!
_$#!"-‘%2U，感磁为’+-%_"-‘#X／8（a/b3!Z-），

剩磁为"&$&_"-‘#X／8，感磁比剩磁约大%倍，可

认为有效磁化强度为均匀磁化。但是，不同地段磁

铁矿的磁性有变化，例如，中桥南磁铁矿的磁性稍

弱，而龙圹湾磁铁矿的磁性较强，故在具体应用时，

应参考各地段的测定结果，而不能通用。

（!）闪长岩具有中等磁性，感磁与剩磁相近，磁

化率变化范围为（$V#""+$V!）_$#!"-‘%2U，标准偏

差为$’V%_$#!"-‘%2U，感磁为!#"_"-‘#X／8（a/
b3!Z-），剩磁为#’’_"-‘#X／8，感磁与剩磁的级

别相等，可认为有效磁化强度为均匀磁化。磁化强

度为%--_"-‘#X／8，在地表能引起#--""--->Z，

是寻找深部盲矿体引起的低缓磁异常的主要干扰。

（#）粉砂岩和凝灰岩大多为弱磁性或无磁性，

感磁与剩磁均较小，磁化强度为（!--"%--）_"-‘#

X／8，在地表能引起"!-"!-->Z，较易识别。

地质推断这些剖面所穿越的岩石单元主要有闪

长岩、粉砂岩和凝灰岩。北部的高异常背景和异常

峰 值为浅部闪长岩引起，南部的低值区为粉砂岩和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姑山南部"!#$线设计地质剖面图（剖面线见图%）

#—第四系；%—膏盐层；!—黄马青组；&—周冲村组；’—闪长玢岩；(—闪长岩；"—铁矿体)石膏；*—断裂

+,-.!/01,-203-0454-,6751068,427542-94."!#$0:;54<78,425,20,214=8>0<2?=1>72，@2>=,A8<4B,260
#—C=780<27<D；%—?D;1=EF1758G03；!—H=72-E7I,2-+4<E78,42；&—J>4=6>42-6=2+4<E78,42；’—/,4<,80;4<;>D<,80；(—/,4<,80；

"—K<424<0G43D)-D;1=E；*—+7=58

凝灰岩。北部的高异常背景与异常峰值之间，地质

推断为粉砂岩段，其下部可能存在矿体。

!.!.% 高精度重力剖面解译（图&G）

测区内各类岩（矿）石的密度分别为：磁铁矿（赤

铁矿）矿石!L(’-／6E!，高岭土化闪长岩%L!#-／

6E!，黄马青组砂页岩%L’(-／6E!，安山 质 凝 灰 岩

%L!!-／6E!，辉石闪长岩%L(!-／6E!。

剖面的重力异常位于该剖面的北部，其峰值位

于 磁异常两峰值之间的低缓异常上，地质推断其下

&$$E处可能存在接触带。因此，对应重力异常之

下，可能存在矿体。

!.!.!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MN@OP）解译

（图&6）

剖面长度%L%QE，发收距&L’QE。该剖面的下

伏高阻基岩呈北浅南深形态。在北部高阻处，下伏

一层状低阻带。

依据异常形态分析：#!$号点以北对应一高磁异

常，推断为岩体；#!&号点深部视电阻率等值线扭转

变密，南侧基岩埋深加大，推断为三叠系中R下统。

#’$号点和#(*号点附近的高阻突起可能为小岩枝

的显示；#&%号点一带中深部的低阻层恰位于岩体的

南接触带，可能存在金属矿化体。##$—#’$号点的

深部低阻异常可能为岩体的下接触带，具有金属矿

化体存在的可能性。

!.!.& 瞬变电磁测深（PSO）解译（图&3）

由于地表以下"$E左右的低阻覆盖层的屏蔽

作用，导致该方法的实际探测深度约为’$$E，该探

测深度远低于理论上的#$$$E。该方法的反演成果

表明：在’$$E上、下存在岩性界面层；’$$号点处有

一陡立的高阻带，推断其为断裂带。

!.!.’ 大功率激电测深解译（图&0）

激电测深剖面明显反演出地表以下($!*$E
处存在低阻覆盖层，向下电性层分异，高阻体被推断

为岩体，相对的低阻体被推断为黄马青组砂页岩。

!!&第%T卷 第!期 林 刚等：在宁芜玢岩铁矿深部寻找大冶式铁矿的探讨———以宁芜铁矿南段为例

 
 

 

 
 

 
 

 



图! 姑山南部"#$%线磁法（&）、重力（’）、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瞬变电磁法（)）和激电测深法（*）测量结果

+,-.! /012,3*4&56&(016671."#$%*85310&9,1:3,:*，6;1<,:-9;**85310&910=0*6>396>6,:-4&-:*9,(（&），-0&?,9&9,1:&3（’），

@1:90133*)A1>0(*B>),1C20*D>*:(=E&-:*91F*33>0,(（(），90&:6,*:9*3*(9014&-:*9,(（)）&:)G*59;A1>:),:-12H:)>(*)
/13&0,I&9,1:（*）4*9;1)6,:61>9;*0:J>6;&:，B:;>,/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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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岩体直立向下至!""#向南缓倾，其接触带可

能存在矿化体。岩体的下接触带$""!%""#（低阻

带）处也有矿体存在的可能性。

&’&’( 物探、地质综合解译

上述!种物探方法，分别利用地下岩（矿）石的

磁性、密度、电导性等特性，综合反映出地质体的空

间结构。对于)!""#以上部分，这!种方法都可以

探测到，各种信息可相互印证、补充，基本上勾画出

了地质体的空间分布及定位。*+,-.和激电测深

的探测深度达/"""#，这0种方法的结果基本吻

合，表明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依据地质推断，剖面中可能存在的地质体为：第

四系覆盖层，黄马青组砂页岩，闪长岩（辉石闪长

岩），含膏盐碳酸盐岩等，浅部可能有部分凝灰岩。

!’" 对深部找矿勘查的指示

宁芜南段的地质勘查工作程度高，在地表以下

!""#范围内，已发现大1中型铁矿床十余处，但是，

除了 最 近 勘 探 的 杨 庄 大 型 铁 矿 的 勘 探 深 度 达 到

/"""#之外，其他则很少有1!""#以下的勘探工

程。所使用的物探方法也主要为磁法和重力测量，

系统的综合物探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选择大深度

探测技术无疑是未来深部勘查的重要手段。0""$
年，笔者依据对成矿模式的新认识和物探异常，布置

了验证孔钻。234//"0钻孔的探测结果证实了对异

常的地质解释，在地表以下5""!(""#处（上层岩

体），见到了厚约0""#的磁铁矿化层，其中有数十

米地段的铁品位大于/!6。遗憾的是，由于钻探工

作量不足，未对下层岩体进行验证。即便如此，笔者

认为，这一结果对深部找矿仍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进一步证实了上层岩体容矿层是区域深部

找矿的重要目标层，指明了深部找矿的方向。

（0）本次试验证实了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

（*+,-.）对于追踪容矿层的深部延伸是有效的。

虽然电法目前还存在很多技术上的难题，如地表覆

盖低阻层厚度大、地质情况不清、信噪比低、弱信息

提取困难等，但综合电法勘探在探测深度和分辨率

上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随着数据处理新技术的不断

出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综合物探技术在金属矿勘

探方面会有更好的应用前景。

（&）如果综合物探方法所提供的深部两层（多层）

高阻结构与地质推断的岩体双层结构相吻合，那么，

按照“玢岩7大冶式”铁矿的“丰”字型成矿模式，宁芜

南段深部找矿的重要方向应该是下层岩体与膏盐层

的接触带及与周冲村组的接触带。一旦这种认识得

到证实，则宁芜南段深部资源的远景将十分光明。

志 谢 本文的思路和想法是近几年在执行国

土资源部中央地质勘查基金项目“安徽省当涂县姑山

南部铁矿普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中包括多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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