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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芜南段成矿模式、立体填图和成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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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成矿理论（翟裕生等，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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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00 m 以内的资源成为可能。中国主要矿山因过去勘探程度较低（多在 500 m 以浅）、矿区

外围多为勘查空白区和远景区，其深部（>500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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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长江中下游深部的成矿潜力，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

有专家预测（李文达等，1997；唐永成等，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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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00 m，中国金属矿产储量可能翻一番。同属于长江中下游的宁

芜地区有大面积浅覆盖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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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杨庄铁矿新增 333 铁矿资源量近两亿吨，白象山铁矿

新增 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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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找矿

潜力。 

宁芜南段深部找矿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前人对 500 m 以上矿床勘探，可以构建相应地质空间模型，

但是深部空间结构不明。地球物理探测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深部矿体的位置；钻探风险依然很大。正确认识

深部成矿规律，应用现代成矿理论，结合勘探成果，建立成矿模式。在成矿模式的指导下，采用合理的深

部地球物理探测技术方法，进行立体地质填图。进而进行大比例尺成矿空间定位预测。 

1  成矿模式 

宁武玢岩铁矿以《宁武玢岩铁矿》 (宁芜玢岩铁矿编写小组，1978 ) “玢岩”铁矿模式最为著名；鄂

东南铁矿作为“接触交代”型矿床建立了“大冶式”铁矿模式；以铜陵铜多金属矿为代表的“层控”成矿

模式。将上述成矿模式按产出地层时空迭加，构建出长江中下游完整的 “丰”字状成矿模式。“丰”字的

三横分别为：白垩系火山岩与基底地层界面；三叠系陆源碎屑岩与碳酸盐岩间含膏盐层界面；泥盆系石英

砂岩与石炭系碳酸盐岩界面。一竖为燕山期中性岩浆岩。长江中下游绝大多数金属矿床产出于其中。 

宁芜南段成矿模式为“丰”字状的上部，典型的“玢岩铁矿”和近年取得较大找矿进展的类似“大冶

式”铁矿（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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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宁芜南段主要铁矿床成矿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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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体填图 

前人（赵云佳等，1991）系统收集宁芜南段南北长 11 km（坐标：3479-3490）、东西宽 10 km（坐标：

637-647）范围内钻探资料和勘探成果，编制了钟姑矿田立体图。在此基础上，收集近年来新的勘探资料进

行补充、修正，完善了该图。它真实、客观表现了宁芜南段（-500 m 以上，局部达到-1 000 m）地质空间

结构特征和矿床分布规律。 

依据地质规律和成矿模式，对-500 m 以下进行推测，编制理想立体图。采用大测深物探技术（磁法、

可控源大地音频电磁测深、瞬变电磁测深、大功率电测深等）测量、反演深部地质空间结构，修正、完善

立体地质图。 

在立体图的基础上分别编制：岩体等深图、界面等深图、已知矿体等深图、预测矿体空间位置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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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芜盆地南段地质物探综合成矿预测及推断岩体埋深图 

3  成矿预测与找矿方法 

在成矿模式研究、立体填图的基础上，对成矿有利部位进行重点研究，开展大比例尺（1∶10 000～1∶

5 000）矿体定位预测。采用有效的大测深物探方法，进一步探索、验证。在此基础上进行钻探验证。 

通过在同一剖面进行的多种物探方法（磁法、可控源大地音频电磁测深、瞬变电磁测深、大功率电测

深等）对比实验，我们认为大功率电测深（电阻率）具有探测深度大、电性层反映明显、细部特征清晰，

通过钻探验证，取得较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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