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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商洛市潘河钼矿地质特征及成因分析

练翠侠，欧阳志强，贺忠春
（湖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队，湖南 衡阳 >!#""#）

摘 要 陕西潘河钼矿床位于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拼接消减带的北秦岭东西向洛源<石门<马超营断裂与铁炉

子<黑沟<栾川断裂带之间，南西距蟒岭岩体约#"@A。它属于元古界长城系宽坪群上段绿片岩系掩盖下的似层状、层

状矿体，产于元古界长城系宽坪群下段一套浅变质绿片岩与（矽卡岩化）大理岩的不同岩性层间接触界面间。区内

岩浆活动、矿体产出形态、矿石结构、构造、矿化富集特征等无不与本区主要褶皱、断裂乃至节理、裂隙等有着密切的

关系。文章通过对潘河钼矿区的地质特征、矿床（体）特征及围岩蚀变等特征的阐述，初步探讨了该矿床的成因及控

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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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台南缘的东秦岭钼矿带是中国重要的大

型钼矿分布集中区之一，该矿带西起陕西省的金堆

城地区，东至河南省栾川南泥湖—三道庄—上房沟、

嵩县雷门沟地区，有钼（钨）多金属矿床#"多处。

钼金 属 储 量 约 占 全 国 总 储 量 的:!d（张 照 伟 等，

!"";）。笔者在参与陕西省潘河钼矿区勘查工作的

过程中，认为该区钼矿床在该矿带中产出的形态特

征与火成岩的产出部位关系有着与其他矿体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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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特点。研究该类矿床地质特征与成因关系，对

指导在本矿区内寻找同类矿床及勘查、扩大找矿范

围等均具有实际意义。

! 区域地质背景

潘河钼矿区地处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拼接消减

带北缘北秦岭加里东造山带，属于经历多期次强变

形、变质作用及频繁热事件活动叠加的地质构造复

杂区。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秦岭褶皱系之北秦岭加

里东褶皱带的次级构造单元的纸房—永丰褶皱束。

该褶皱束总体为一复背斜，断裂、褶皱构造发育。由

近东西向和北北东向"组构造相互交织成格架状

（图!）（黄典豪等，!##$；李永峰等，"%%&；李文渊等，

"%%$；张正伟等，"%%!；田战武等，"%%’）。其中近东

西向构造形成时间早、活动时间长并呈带状发育，主

要表现为一系列深大断裂和区域性褶皱。北北东向

构造为印支—燕山期地壳活动的产物，叠加于近东

西向构造带之上，在地壳浅部表现为一系列近等间

距分布的北北东向断裂。东西向断裂在燕山运动之

前为压性特征，燕山运动早期受到北东向挤压作用

而显扭性，并控制一系列中酸性小岩体的展布。潘

河钼矿位于石门(马超营断裂和铁炉子(黑沟(栾川断

裂之间。南西距蟒岭花岗岩体!%)*。

据有关资料记载，潘河钼矿床最早发现于"%世

纪$%年代初期，陕西省区测队及陕西省冶金三队通

过对该区域!+&万地质测量，分别发现矿区南部银

厂沟和南台—窝沟一带地表,-、./、01矿化。$%年

代末期，新疆有色地质公司在本区域进行了!+&万

分散流普查，发现岭沟—南台,-、./、01、23、24等

多元素综合异常。在此基础上，’%年代，陕西省十三

队与地科院、物探所、西北地研所等单位在矿区进行

!+&%%%电法测量，圈出了多个激电异常和多个以

,-为主的./、01、51、67、89、:、24、23等多元素化

探综合异常区，在对该类异常进行深部验证时，获得

了具有远景意义的 89矿体，并提交了普查报告。

后续的一系列找矿工作，均在前人找矿成果基础上

一一展开。

" 矿区地质特征

!;" 地层

矿区地层属元古界长城系宽坪群，由一套浅变

质的绿片岩类岩石与大理岩类岩石交互组成，按不

同岩性特征和与钼钨成矿关系基本可分成上、中、下

<段，总厚度!!#%%*。

下段（0=!!）厚&%%!$%%*。从下至上主要由一

套绢云母石英片岩夹碳质绢云母石英片岩及绿帘钠

长阳起片岩、钠长阳起片岩、黑云钠长阳起片岩和白

云石大理岩与片岩互层（透辉石、透闪石化强烈）组

成。钼钨矿体多赋存于该段绿帘钠长阳起片岩及黑

云 钠长片岩和碳酸盐岩与片岩互层的片岩中，为本

图! 潘河钼矿区域地质略图

!—第四系坡积物；"—深大断裂及编号："洛源(石门(潘河(马超营断裂；#上楼村(灵口街(庙子断裂；$铁炉子(黑沟(栾川断裂；

<—一般断层；>—花岗岩体

?74;! 57*@A7B7CDEC4791FA4C9A947=FA*F@9BGHC.F1HC899ECD73GE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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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主要含矿层位。

中段（!"!#）厚$#%!&&%%’。从下往上主要为

绿帘钠长阳起片岩、黑云钠长片岩、碳质绢云母石英

片岩及白色巨厚层含硅质团块及硅质条带白云质大

理岩（透辉石、镁橄榄石化）、钠长阳起片岩、白云母

石英片岩和巨厚层硅质白云质大理岩。在该段的大

理岩夹硅质岩及透闪石、透辉石化矽卡岩中，钼钨品

位较低，属次含矿层位。在巨厚硅质白云质大理岩

中偶见()、*+、!,矿化现象。

上段（!"!$）厚!-%%’。从下往上为绿泥片岩、

绿帘钠长绿泥片岩、绿帘钠长阳起片岩夹大理岩或

硅质岩透镜体和白云母石英片岩等。该段未见任何

矿化现象。

采集于不同层位的绿帘钠长片岩的主要成分分

析结果见表&。根据其查氏特征数值初步认为原岩

为玄武岩类。镜下鉴定表明，在绿片岩中有变质凝

灰岩的存在，说明部分绿片岩类岩石由基性凝灰岩

变质而来。

!.! 构造特征

褶皱 区内褶皱构造主要以潘河短轴背斜为主

体，核部由宽坪群中段巨厚层状大理岩、白云质大理

岩和绿帘钠长阳起片岩夹碳质绢云石英片岩组成，

分布于潘河河谷锁沟口—窑湾一带。潘河河谷以南

地层南倾，倾角&%!&/0；潘河河谷以北地层北倾，倾

角#%0左右。背斜西端倾没于药沟口，倾伏角&/!
#10。东端受2&%-破坏倾没于山根—窑弯以东，倾伏

角3!#%0。矿区深部岩体沿该背斜轴部侵入，主要

工业矿体则围绕岩体周边及背斜两翼分布（图#）。

断层 分为以下几组：

（&）近南北向弧形主干断层：位于矿区东侧，由

2&%-和2&%-4&两条断层组成。沿走向从南台以南往

北东经窑湾转向南北再转向北西，呈向东凸出的张

扭性弧形断层。倾向随走向改变而改变，总体为南

东"东"北东，倾角一般为3%!/%0，全长!35’。

产于长城系宽坪群下段的似层状钼钨多金属盲

矿体和白岗岩体隆起部位及花岗斑岩、石英斑岩脉

体均产于该弧形断层内侧（下盘）。

这种弧形主干断裂内侧，当时所反映的力学性

质是一种挤压应力集中区，使不同岩性间的节理、裂

隙、片理等一系列不论宏观或微观的岩石结构、构造

产生挤压破碎（潘河钼矿普查报告岩矿鉴定资料，

#%%/67），这均为后来岩脉矿液充填创造了良好的空

间条件，也是现在看到的岩体（脉）、矿体均集中于

表" 绿片岩主要成分含量表

#$%&’" ($)*+,-.,/)0),*,123’’*/+4)/0

岩石名称
主要矿物含量／8

钠长石 阳起石 绿帘石 绿泥石 黑云母

绿帘钠长阳起片岩 $3!-% $3!-% #%!$% &!#
黑云钠长阳起片岩 $3!-% $3!-3 $!3 &%

黑云钠长片岩 $%!-%# $%!-%
绿泥钠长片岩 -%!3% $!3 -%!-3

绿泥阳起钠长片岩 $%!3% #3!$% #!&% #%
钠长绿泥片岩 #3!$3 %!&3 3!#% $3!3% 3
钠长阳起片岩 $%!-3 -%!33 3 #!3 3
钠长黑云片岩 3!&3 -%

#正长石%!#%8。

2&%-弧形断层内侧的主要原因。

（#）东西向断层组：与区域构造线一致，走向东

西，为矿区早期断层，为张性正断层。倾向南或北，

倾角3%!710，走向延伸大于&5’。其中以2$1规模

较大，位于矿区北部党家砭—白家一线，东西延伸

&675’，倾向北，倾角330，断距约9%’。#%%1年矿

区北部施工的多个钻孔显示该断层上盘下降，按错

动方向，地层位移3%!&%%’。

（$）北西向断层组：属区内晚期断层，多切割上

述#组断层。走向$&%!$$30，倾向南西，倾角$%!
7%0。规模较大的为2-，位于矿区南西侧，其倾向为

#&$0，倾角3%!/%0，发育于南台—贾渠沟—锁沟一

带。

!.5 岩浆岩特征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形成以白岗岩为主，包含花

岗斑岩、石英斑岩及爆破角砾岩在内组成一套浅成

侵入、爆发产出形式的岩浆系列。

（&）白岗岩（"#）

为一隐伏的浅成侵入岩体，主要沿潘河背斜轴

部侵位于9%%’标高以下。岩石为白色，微细粒花

岗结构，显微文象花岗结构，部分地段为斑状结构。

主要矿物有钾长石、更钠长石、石英，次生矿物有绢

云母、高岭石等，微量矿物有锆石、磷灰石、金红石、

黑榴石、黑云母、磁铁矿。镜下鉴定碱性长石具条纹

结构，呈半自形:他形板柱状分布。粒径大小不一，

多在%6&7;%6&7’’#!%6/#;&6&/’’#之间。个

别碱性长石具有简单双晶，大部分碱性长石已发生

高岭土化，少部分已绢云母化。斜长石自形程度比

碱性长石高，为自形:半自形板柱状，多数斜长石见

聚片双晶，大多数已绢云母化和碳酸盐化，个别绿泥

石化。斜长石绢云母化程度较高，部分绢云母已转

%3-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潘河钼矿区构造地质图

"#$%! &’()*’)(+,$-.,.$#*+,/+0.1’2-3+42-5..(-6#7’(#*’

变为颗粒稍大的鳞片状白云母。石英呈他形粒状充

填于不规则空隙中，粒径相差较大，最小者仅898:;
//，最大者可达89<=//。根据矿物自形程度的不

同可判断矿物结晶的先后顺序，自形>半自形的斜长

石最先结晶，其次为半自形>他形的碱性长石，他形

粒状石英结晶最晚。

白岗岩为矿区内的浅成侵入体，顶部与围岩接

触部分经镜下鉴定为石英斑岩，故认为石英斑岩为

其边缘相岩石。部分地段具有显微文象结构，属于

向花岗斑岩过渡的岩石。花岗斑岩的边缘部分有薄

层石英斑岩产出，为其与围岩接触的边缘相岩石，二

者具有过渡关系。

（!）花岗斑岩（!":+<）

地表出露较少，多呈脉状沿长城系宽坪群下段

（?*!@）的不同岩性接触界面间侵入，厚度89<#:8/
不等，长几百米不等。

岩石呈灰白色、浅肉红色，呈斑状结构，块状构

造。斑晶最大约在!#://，镜下见岩石的矿物成

分主要是钾长石和石英，其次有斜长石和绢云母。

岩石由斑晶矿物和基质矿物两部分组成，属于一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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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浅成岩。斑晶矿物含量约占岩石的!"#!$%#，

成分主要为钾长石和石英，其次有斜长石。钾长石

为正长石，斜长石为更长石，均呈半自形板状，石英

呈他形粒状。斑晶矿物粒径大小相当，约在%&"!
’&"((范围内，石英多被熔蚀呈浑圆形，基质矿物

含量约在)%#以上。长石表面有轻度的次生变化，

杂乱分布。成分主要是钾长石和石英，有少量的斜

长石和绢云母。长英质矿物均很细小，且呈等轴粒

状，粒径一般小于%&%"((，均匀分布于斑晶矿物周

围。绢云母呈细小的鳞片状散布。岩脉厚!!’’(，

延长$%%!*%%(。岩石主要化学成分为：!（+,-!）

)$&.#，!（/0!-$）’$&!#，!（12!-）!&*.#，

!（3!-）4&5)#。

（$）石英斑岩（6"$2"）

地表主要出露于矿区中部，北台至杨家一带，多

沿7’%*断层侵位。其次在南段出露于贾渠沟以东及

中部北台地表。由于岩脉受围岩产状控制及地形切

割关系，使其形态多变。

岩石呈灰白色、浅肉红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

局部具流纹状构造。斑晶由石英（半自形8自形，含

量"#!’%#）、透长石、正长条纹长石（二者含量

"#!’%#）、更 钠 长 石（$# !’%#）和 黑 云 母

（!’#）组成，矿物粒径!!"((；基质具隐晶结构、

微霏细结构、显微花岗结构，矿物粒径%&%%"!%&%"
((，由石英（$%#!"%#）、透长石、显微条纹长石

（*%#）和更钠长石（’#!!#）组成。副矿物有钛铁

矿、金 红 石、磷 灰 石。 岩 石 主 要 化 学 成 分 为：

!（+,-!）)%# !).#，!（/0!-$）.# !’$#，

!（12!-）!#!*#，!（3!-）"#!’%#。

根据岩体的产状、形态、规模、结构构造和矿物

成分等特点，初步分析它属于次火山岩。岩体的同

位素地质年龄为’’*&492#。

（*）爆破角砾岩（:;$<"）

主要出露于矿区北东窝沟一带及南段南台以南

地表，呈长条状沿7’%*断层呈北西向分布，倾向南

东，角砾岩成分复杂，包括大理岩、硅质岩、绿片岩和

石英斑岩、石英正长斑岩、正长斑岩。各种角砾岩成

分含量比例因地而异，具有“就地取材”的特点。

角砾大小不一，从几毫米到几十厘米，个别达!
="(!，在近角砾岩处还可见到震裂的围岩巨块。

角砾杂乱无章，无分选性，不具定向排列。

角砾磨圆度差别很大，大多为尖棱状和次棱角

状，南段多见次浑圆状>浑圆状石英斑岩角砾和大理

岩角砾。胶结物为与角砾成分相同的细粒碎屑物、

粉屑物、绿泥石、石英、长石及碳酸盐类矿物。在热

液蚀变强烈地段还有透辉石、透闪石、绢云母等，胶

结物含量!’%#。

经工程揭露，该类爆破角砾岩的热液蚀变和矿

化在地表与深部的表现差异较大，裸露于地表的角

砾岩，仅有轻微的绿泥石化、硅化、碳酸盐化和较弱

的浸染状铜、铅、锌多金属矿化。随着往地下延伸，

不仅蚀变逐渐加强，且矿化则以钨钼矿化为主。

综上所述，白岗岩、花岗斑岩、石英斑岩为同一

时期来自同一岩浆源的不同相的岩石。白岗岩岩体

侵入部位较深，冷凝较慢，具有浅成侵入岩的特点，

其脉岩侵入部位较高，并过渡为花岗斑岩。花岗斑

岩为其脉岩相的产物，石英斑岩沿着层间裂隙侵入，

有的已接近地表形成超浅成的次火山岩。

爆破角砾岩为晚于石英斑岩的产物，因为石英

斑岩在角砾岩中和其他围岩一样，呈现为被破坏的

角砾或碎块、粉屑。取自于角砾岩中的石英斑岩角

砾，测定的同位素地质年龄为’%.&592#，与矿区的

石英斑岩体地质年龄一致，说明它来自附近的岩体

中。

!?" 矿化体特征

根据钼钨矿（化）体的不同产出部位可分为层

状、似层状矿（化）体和角砾岩型钼钨矿（化）体!种

类型。

（’）层状、似层状矿（化）体：产于窑湾>南台>北

台一带，为本区主要工业矿体。全区主要工业矿体

*"个，分布于沿潘河短轴背斜轴部及南北两翼的白

岗岩体顶部和花岗斑岩脉、石英斑岩脉下盘的宽坪

群浅变质绿片岩系下段的不同岩性接触面间（图$）。

矿体走向近东西，倾向随背斜东西两翼变化而变化，

两翼南倾’5%@，北翼北倾%@或$4%@，倾角一般在!!
$%@之间。呈层状或似层状产出。根据工程控制，矿

体沿走向延长一般在’%%!4%%(之间，倾向延深

!%%!)5% (，厚 $&)"!!’&)$ (。 矿 体 品 位：

!（9A）%&%"*#!%&’!4#，平均%&%54#；!（B）

%&%!’#!%&%*!#，平均%&%$#（作为伴生元素）。

# 刘满年，高选顿?!%%)?陕西省商洛市潘河钼矿普查地质报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第五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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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潘河钼矿区!"号勘探线剖面示意图

#$%&! ’()*)%$+,*-(+.$)/,*)/%0)&!"(12*)3,.$)/*$/()4.5(6,/5(7))3(8$-.3$+.

该类矿体的赋存、产出特点、围岩蚀变、矿石结

构、构造和矿化强度特征，无不与其距石英斑岩脉体

的远近，与斑岩脉体接触的不同岩性密切相关。

矿区中的石英斑岩脉，一般均沿宽坪群下段浅

变质岩系中的白云石大理岩与各类不同绿片岩接触

界面间顺层侵入。产于石英斑岩脉下盘白云石大理

岩中的钼钨矿体，由于石英斑岩脉与碳酸盐岩接触

产生热液蚀变，形成矽卡岩化大理岩，简称大理岩型

钼钨矿石。金属矿物为辉钼矿、白钨矿和少量磁铁

矿。脉石矿物有透辉石、透闪石、镁橄榄石、粒硅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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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石榴子石、萤石和少量白云石、方解石，具镁矽卡

岩的组合特征。辉钼矿粒度小，在该类岩石中呈星

散状 和 细 脉 浸 染 状 产 出（ 照 片 !、"），!（#$）

%&%%%’(，白钨矿呈%&!!%&)**的细粒与辉钼

矿、磁铁矿密切伴生。

产于石英斑岩脉上盘绿片岩中的钼钨矿，简称

绿片岩型钼矿石。金属矿物为辉钼矿和白钨矿，脉

石矿物除岩石矿物外，还有石英和少量方解石。辉

钼矿呈薄膜状（照片’）沿片岩的片理充填或与白钨

矿一同产于石英细脉内，呈网脉状产出。近脉围岩

具透辉石化、钾长石化。

（"）爆破角砾岩型钼钨矿（化）体：主要分布于

窝沟爆破角砾岩体中及周边围岩接触带中（照片+）。

地表及浅部的铅锌铜金属硫化物呈星点状、团块状

充填于岩石角砾之间或分布于角砾之间的不规则石

英方解石脉中，并有,-（./!%01!!%%/!%01）、23
（’%/!%01!.%/!%01）、45（!%/!%01!’%/!%01）

等伴生元素出现。随着深度下延，爆破角砾岩蚀变

普遍强烈，有透闪石化、透辉石化、金云母化、碳酸盐

化。矿化以钼、钨矿化为主，辉钼矿呈星点状充填在

角砾之间或呈不规则状分布于含钼石英细脉内，并

见热液交代型磁铁矿化出现。另一特点是，在绿片

岩角砾集中地段铜钼矿化相对富集。该类型因钼钨

含量目前达不到工业指标要求，尚不具工业价值。

!6" 矿石特征

金属矿物主要有辉钼矿、黄铁矿、黄铜矿及磁铁

矿，有时可见方铅矿、闪锌矿、磁黄铁矿，偶见白钨

矿。脉石矿物为阳起石、钠长石、绿帘石、绿泥石、绢

云母、黑云母、石英、方解石等。因受裂隙发育程度

控制，金属矿物分布不均匀，空间上具有辉钼矿（白

钨矿）组合，黄铁矿7黄铜矿7辉钼矿组合，黄铁矿7黄

铜矿组合，黄铁矿7辉钼矿组合。黄铁矿7黄铜矿矿化

组合地表风化后形成褐铁矿、孔雀石，是地表找矿标

志。金属矿物（辉钼矿等）主要为片状、脉状、细脉

状、薄膜状，半自形7他形粒状构造，粒径%&%!!%&%)
**。根据矿物共生组合，大致可划分为辉钼矿7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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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阶段，黄铁矿!黄铜矿!石英阶段和晚期黄铁矿!方

解石阶段。

!"" 围岩蚀变特征

矿区围岩蚀变普遍发育，主要有矽卡岩化、硅

化、碳酸盐化、绿帘石化、叶蜡石化、绿泥石化、黑云

母化和滑石化、绢云母化、高岭石化等。

矽卡岩化主要表现为大理岩、白云石大理岩的

透闪石化和透辉石化，部分地段形成透辉石矽卡岩、

透辉石!透闪石矽卡岩、透辉石!石榴子石矽卡岩。蚀

变岩石在地表主要分布于潘河背斜轴部及其两侧的

大理岩、白云石大理岩中。矽卡岩一处位于锁沟口

—窝沟口—北台北坡#$$断层的上盘，大致延长%
&’，宽%((!$((’，为透闪石!透辉石矽卡岩带。蚀

变强烈地段有微弱的铜、铅、锌矿化。另一处在窑湾

潘河河谷，长)$(’，宽%((!%*(’，透辉石呈网脉

状穿插大理岩，局部具钼钨矿化，且在透辉石、透闪

石发育地段，钼钨矿化较强。

绿片岩中的钙镁质碳酸盐岩夹层亦具有透闪石

化和透辉石、石榴子石化，形成条带状矽卡岩化岩

石。

硅化在矿区也较发育，普遍见于矿区内大理岩

和绿片岩中。硅化较强则形成石英岩，硅化早期为

灰白色他形石英，中细粒，交代方解石，生成镁橄榄

石、透辉石；含磁铁矿，稍晚则为含辉钼矿、磁黄铁

矿、黄铁矿等金属硫化物的细脉，穿切或交代围岩成

矿化体或矿体。硅化后期是沿裂隙片理充填的无矿

石英脉。

绿帘石化主要见于大理岩中，与钼、钨矿化关系

密切，钼矿化常以薄膜状、星点状产出于绿帘石化大

理岩地段。

其他蚀变有滑石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叶蜡

石化、绿泥石化、黑云母化等，蚀变程度相对较弱。

+ 矿床成因分析

综合分析区域地质背景、矿区地质特征、矿化成

因类型，说明潘河钼矿历经了多期成矿过程。

（%）在加里东构造岩浆活动中，使本区域长城

系宽坪群沉积旋回晚期形成微弱,-、,.矿化，在区

域及矿区绿片岩中普遍可见。

（$）燕山构造岩浆活动期，沿着矿区内近南北

向主干断裂及东西向褶皱轴部有石英斑岩、花岗斑

岩、白岗岩类等浅成、超浅成高硅、富碱，且!（/$0）

!!（12$0）的岩浆入侵，伴随大量,-、34、56、#7和

8.、9含矿溶液，并在岩体外接触带和岩脉上下盘

与镁质碳酸盐岩和绿片岩中（同时吸收,-元素）形

成接触交代型或充填型钼（钨）矿体或铜铅锌矿体。

由于8.、9形成温度高，所以在)((’标高以下富

集，而铜铅锌小矿体则形成于近地表浅部。

（+）紧随斑岩体（脉）之后的潜火山气爆作用，

承袭前期岩浆活动方向，沿着斑岩边缘上升于地表

爆发，形成爆发岩筒。并携带大量 8.、9、,-、34、

56、:;等多种元素，在前期斑岩外接触带成矿和在

岩筒内角砾间胶结物中集结形成浅部,-、34、56、:;
矿化或原生晕圈。在深部形成,-、8.、9细脉或网

脉状矿（化）体。尤其在绿片岩性段角砾岩中，使早

期绿片岩中含,-元素再次活化转移，富集成短小、

高品位铜矿（脉）体。同时，在前期部分斑岩体内接

触带形成充填型含8.、9石英细脉。

) 找矿方向

（%）潘河钼矿定位于区域构造中纸房!永丰褶皱

轴东段南翼，北受洛源!石门!马超营东西向区域断裂

的控制，南受铁炉子!黑沟!栾川东西向区域断裂的控

制，南西距蟒岭岩体仅%(&’。发育一套深变质海

相硅镁质碳酸盐岩及泥质碎屑岩（绿片岩）建造的中

下元古界之间的长城系宽坪群地层。,-、34、56、

#7、,.、8.、9成矿元素分别赋存于该地层下段，并

在构造、热源（燕山期高硅富钾岩浆）、矿源三位一体

部位形成了地表无丝毫8.、9显示的厚层掩盖下的

8.、9、,-、34、56矿体。为在矿区外围及上述区域

两断层之间和蟒岭岩体周边寻找隐伏 8.、9、,-、

34、56盲矿床提供了先例。

（$）本矿区限于目前工程控制深度，对宽坪群

下段含矿地层与斑岩体的接触外带，仅控制到隐伏

岩体外接触带顶部和背斜两翼部分地段（)((!<((
’标高之间）（图)）。)((’标高以下尚无工程控

制，是具有找矿远景的盲区。

（+）矿区内燕山期岩浆热液活动所形成的爆破

角砾岩应属本区8.、9、34、56、,-成矿高峰，它不

仅在斑岩期岩体（脉）外接触带形成层状、似层状

8.、9矿体，而且在岩筒内浅部形成,-、34、56矿化，

并在岩筒中深部=*(’标高见到,-、56矿体，结合本

矿区成矿元素的垂直分带特征设想，在已知爆发岩筒

深部，会相应出现含8.、9斑岩体或8.、9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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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潘河钼矿区成矿与找矿预测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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