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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沙坪沟斑岩型钼矿床地质特征及综合找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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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沙坪沟钼矿位于安徽省金寨县，是在大别山发现的一个特大型隐伏斑岩型钼矿床。文章根据最新的

矿床勘查成果，详细分析了矿床成矿地质条件及矿床地质特征，得出以下几点认识：断裂构造不仅是控岩构造，而且

也是导矿构造；隐伏花岗斑岩体不仅提供了矿质来源，同时还控制了矿体空间分布、产状及规模。含矿岩体以富硅、

富碱、过铝型以及!（>）"!（-)）为特征。岩体与围岩接触带交代蚀变作用强烈，常见的围岩蚀变有硅化、钾长石

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方解石化等。同时提出了该地区综合找矿信息及找矿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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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金寨县沙坪沟钼矿床是安徽省地质矿产

勘查局7#7地质队于近几年发现和探明的一个特大

型钼矿床，也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世界级钼矿床，属单

一金属钼的斑岩型钼矿床。

!"世纪<"年代末到a"年代末，7#7地质队曾8

###############################################################

次进入银沙地区，先后开展过区域地质调查、地球物

! 本文得到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7#7地质队“安徽省金寨县沙坪沟钼矿床勘查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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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地球化学探查、槽探及钻探等工作，取得了一批

翔实的基础资料。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份报告（!"#!
年$!$地质队提交的《安徽省金寨县银沙地区铅锌

多金属普查报告》）认为：“本区辉钼矿化与爆发角

砾岩体有明显的成因联系，特别是局部地区深部已

有明显集富成矿现象。由此，可与斑岩型钼矿相类

比，可见它的找矿价值”!。但因当时缺少经费，致使

该区的勘查工作暂停。

%&世纪"&年代，在该区开展以寻找铅锌矿为主

要工作的$!$地质队认为：铅锌矿成因属热液充填

型脉状铅锌矿，规模小，工业价值不大，但在局部地

段铜、钼有明显富集现象，其成因类型可与斑岩型钼

铜矿相类比。

%&&!年以来，$!$地质队在该区开展了以寻找

斑岩型铜、钼矿为主的综合研究工作，认为：沙坪沟

地区与河南汤家坪钼矿毗邻，成矿地质条件相似，矿

化蚀变特征相近，符合斑岩钼矿成矿模式，具备深部

钻探验证条件。

%&&#年’月，钻探首孔即见矿体，自(!%)!’*
至终孔（!%&!)&"*），连续见厚度达’##)"$*的钼

矿，平均品位为&)!&+，数字惊人，从而获得“岩体上

部围岩全岩矿化”的新认识，突破了以前的脉状矿化

的束缚。随后，采用十字剖面法对含矿岩体进行总

体控制，初步圈出了钼主矿体的分布范围，控制矿体

长"&&*，宽#&&*，最大厚度"&&*。至此，一个特

大型隐伏矿床终于浮出水面。

%&!!年,月%!日，《安徽省金寨县沙坪沟钼矿

床详查地质报告》通过评审，提交出$$%-$$$矿石

量!,亿.（钼金属量%$,)"’万.），!（/0）平均为

&)!1+。其中，工 业 矿 石 量!!)"(亿.（钼 金 属 量

%!1)&’万.），!（/0）平均&)!,"+"。

本文初步阐述了沙坪沟钼矿床的地质特征，并

提出了该区钼矿综合找矿信息，以期有助于提高对

成矿规律的认识，推动矿区外围找矿取得新进展。

! 区域地质背景及矿区地质

!2! 区域地质背景

沙坪沟钼矿床位于秦岭3大别造山带的东部，桐

（柏）3桐（城）断裂带北侧的北淮阳成矿带（图!），属

东秦岭3大别钼成矿带东段的南成矿亚带（杜建国，

%&&&）。

该成矿亚带位于桐柏3桐城断裂带内，主要产出

受中生代火山岩盆地或其边缘隆起区控制的与火山

3次火山作用有关的矿床，矿化类型以金、银、钼矿化

为主，典型矿床有肖畈、千鹅冲、汤家坪、沙坪沟钼矿

床等。

区域构造格架大致表现为近45向与64向%
组构造所形成的格子状构造体系。北淮阳构造带夹

持于华北地块（#）与桐柏3大别造山带（$）之间（图

!），桐柏3桐城断裂和六安断裂构成其南北边界，西

至南阳盆地，东止于郯庐断裂。根据北淮阳地区内

岩石、地层、构造环境演化特征，自下而上划分为1
个构造岩石地层单元：中元古界庐镇关（岩）群（苏

家河群、红安群）；新元古界—下古生界佛子岭（岩）

群（信阳群）；石炭系杨山群；中生界—新生界未变质

的陆相盆地堆积%。

区域内岩浆岩较发育，其形成时代为元古代、古

生代和中生代，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岩浆岩主要为燕

山期。燕山期岩浆岩可分为钙碱性和碱性%个岩石

系列，在秦岭3大别造山带东段，与之对应出现%个

火山旋回，即晚侏罗世毛坦厂第一火山旋回和早白

垩世晓天第二火山旋回，前者为钙碱性岩石系列，形

成于燕山期陆内挤压构造环境，后者则形成于陆壳

拉张环境。

!2" 矿区地质

沙坪沟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为中元古界庐镇关

（岩）群变火山3沉积岩，出露于矿区的西部和北部，

强烈的岩浆侵入作用使该套地层被肢解呈残留体产

出（图%）。

矿区内断裂构造发育。区域性桐（柏）3桐（城）

断裂带呈655向从矿区南部穿过，总体倾角(&&
#&7，出露宽度!(&&$&&*；沿断裂带形成有糜棱岩

化及片理化带，其中的岩石破碎、劈理发育，波及范围

达数百米至千余米。此外，还发育次级张性、张扭性

断裂构造，长$&&&%&&&*，以64向（’&7左右）断裂

最为发育（图%），其次为65向断裂。脆性断裂是该

矿区浅部铅锌、银、萤石等脉状矿体的主要控矿构造。

! 安徽省地质矿产局$!$地质队2!"#!2安徽省金寨县银沙多金属矿区初步普查地质报告2内部资料2

"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地质队2%&!!2安徽省金寨县沙坪沟钼矿详查地质报告2内部资料2

% 王波华，等2%&&#2安徽省北淮阳地区内生金、多金属找矿研究报告2内部资料2

%1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秦岭"大别造山带东段区域地质图（据#!#地质队，$%!!!）

!—第四系；$—中生界火山沉积岩；#—石炭系；&—扬子地台盖层；’—下古生界佛子岭（岩）群浅变质岩；(—新元古界信阳群（云母石英

片岩、斜长角闪岩）；)—中元古界庐镇关群、苏家河群（变粒岩、大理岩、石墨片岩）；*—古元古界"新太古界大别变质杂岩；+—晋宁期花岗

岩；!%—加里东期花岗岩；!!—中生代花岗岩；!$—基性岩块；!#—实测／推测断裂及编号：,!—固始"合肥断裂；,$—信阳"防虎山断裂；

,#—桐（柏）"桐（城）断裂；,&—龟（山）"梅（山）断裂；,’—郯（城）"庐（江）断裂；,(—商（城）"麻（城）断裂；,)—罗山"大悟断裂；,*—随县"
浠水断裂；!&—钼矿床及编号："-肖畈钼矿；#-母山钼矿；$-千鹅冲钼矿；%-汤家坪钼矿；&-沙坪沟钼矿；’-青山钼矿点；(—

华北地块：(!—华北地块南缘逆冲构造带；)—桐柏"大别构造带：)!—北淮阳裂陷复合褶皱带；)$—桐柏"大别裂解岛基底；)#—桐柏

"大别中元古代岛弧海盖层；*!—扬子地块北缘逆冲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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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N1=D4512H2.6,2H.5.3/C=2F8；(—B128=2:1=2H2.6O.3E43/C=2F8（7.64PF4=:H<6;.<:，854/.2654<1478;.>25.:1）；)—G1<28=2:1=2H2.6MFH;13/F43
C=2F8，QFR.4;1C=2F8（518:E3.:1，74=>51，/=48;.:.H4:.23<6;.<:）；*—D45128=2:1=2H2.6"B124=6;143A4>.171:472=8;.6627851S；+—T.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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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内中生代岩浆岩发育，分布广泛，岩性以

中、细粒二长花岗岩为主，次为花岗闪长岩、石英（黑

云）正长岩、闪长岩等，它们与多金属矿化无关。经

钻探验证，在石英正长岩体下部存在隐伏斑岩体，由

含黑云母花岗斑岩、花岗斑岩、含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等组成，与钼矿关系密切。

沙坪沟隐伏花岗斑岩体赋存于矿区中部，仅在

部分钻孔内有揭露。已知其顶部标高为%+X!%%7，

与围岩呈侵入接触，界面清楚，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

蚀 变强烈，蚀变类型有钾化、硅化和绢云母化，并伴

!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地质队-$%!!-安徽省金寨县沙坪沟钼矿详查地质报告-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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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沙坪沟钼矿区地质略图（据"#"地质队，!$##!）

#—第四系；!—中元古界庐镇关群斜长角闪片麻岩；"—爆破角砾岩；%—石英正长岩；&—细粒二长花岗岩；’—中粒二长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闪长岩；*—辉石角闪岩；#$—花岗斑岩脉；##—闪长玢岩脉；#!—断层；#"—岩相界线；#%—铅锌矿脉；

#&—剖面线及编号

+,-.! /0121-,34256073894:1;780<84:,=--1>?11@0A,57@,37（4;70@B1."#"/0121-,342C4@7D，!$##）

#—E>470@=4@D；!—F9:8,G12,70-=0,551;?051:@170@1H1,3I>H80=->4=/@1>:；"—JK:215,L0G@033,4；%—E>4@7H5D0=,70；&—+,=0M-@4,=0A

4A49022,70；’—?0A,>9M-@4,=0A4A49022,70；(—/@4=1A,1@,70；)—N,1@,70；*—CD@1K0=049:8,G12,70；#$—/@4=,70:1@:8D@DL0,=；

##—N,1@,70:1@:8D@,70AD60；#!—+4>27；#"—I,781;43,05G1>=A4@D；#%—CGMO=1@0L0,=；#&—/0121-,3425037,1=4=A,7550@,42=>9G0@

生有钼矿化。

岩石化学特征（表#）表明，与中国花岗岩平均化

学成分相比，沙坪沟隐伏花岗斑岩的<,P!、（B4!PQ
R!P）含量较高，而其他氧化物的含量稍低；与该区

相邻的汤家坪、千鹅冲等控矿岩体的化学成分相比，

其主要特征基本一致。

! 矿床特征

!." 矿体的空间分布

沙坪沟钼矿床的钼主矿体只有一个，占总金属

资源量的**S*"T；数量众多的零星小矿体多围绕主

矿体分布，以分布在主矿体两侧的居多。

以沙坪沟钼矿床为中心，铅锌矿点围绕其呈环

形分布，其西侧为仓房铅锌矿，西北侧为银山铅锌

矿，北侧为洪家大山铅锌矿，东北侧为石门寨铅锌

矿，东侧为银冲铅锌矿，南侧为上、下八斗垄铅锌矿

点，西南侧为蛇尾巴铅锌矿（图!）。

区内的铅锌矿体对各类围岩并无选择性，矿体

严格受断裂和裂隙的控制，主要以沿裂隙充填为主，

部分矿体呈浸染状分布于构造蚀变岩中。赋矿围岩

主要为中、细粒二长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

!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地质队.!$##.安徽省金寨县沙坪沟钼矿详查地质报告.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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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沙坪沟矿区花岗质岩石分析结果表

"#$%&! ’(#%)*+,#%-&./%*.012-#(+*+,-0,3.1-04*5&65#7+(220/0-&8+.*-+,*

样号 岩性 采样位置／!
!（"）／#

$%&’ ()’&* +,’&* +,& -.& /0& 1’& 20’& 3’&4 -5& 6%&’

78’9 正长岩 9:;<*=!9==<9= >4<=: 9;<’* ;<’: ?<@@ 9<?? 9<?@ ;<:@ *<;; ?<’4 ?<?> ?<4@
78’’ 花岗岩 ’9*<*=!’’:<*= >;<’= 9’<@= ;<:4 ?<49 ?<:= ’<@= ;<=’ ’<;’ ?<9= ?<?; ?<4’
78’* 花岗岩 *9><9=!**9<?= @@<9’ 99<?: ?<:: 9<9= ?<9: ?<;4 4<;* ’<?; ?<?4 ?<?’ ?<9’
78’; 花岗岩 *@><*@!*=9<?9 @*<;’ 9’<’’ ?<=4 ?<:@ ?<>? ?<:4 @<’> 9<44 ?<9@ ?<?’ ?<;>
78’4 花岗岩 *=9<?9!;?4<49 :9<’9 =<’? ?<:: ?<:@ ?<99 ?<;9 4<?? 9<>; ?<?* ?<?’ ?<9?
78’> 花岗斑岩 4*><9’!4;=<*’ @:<;’ 9?<94 ?<>= 9<?* ?<99 ?<;@ 4<:9 9<>: ?<?; ?<?’ ?<9;
78’@ 花岗斑岩 >’9<=;!>*><49 :9<:; :<9> ?<4; ?<@@ ?<9? ?<4> 4<9? 9<’? ?<?* ?<?’ ?<9@
78’: 花岗斑岩 :;*<94!:4:<?? @:<=? 9?<’? ?<*9 9<>4 ?<9; 9<’9 ;<:9 ’<4: ?<?; ?<?’ ?<?=
78’= 花岗斑岩 =::<’?!9??9<4 @:<4? 9?<*> ?<4? 9<:4 ?<9; 9<?> ;<;? *<?9 ?<?* ?<?* ?<?=
78*? 花岗斑岩 9?;><’!9?>?<@ @><=; 99<*’ ?<;’ 9<;; ?<9; ?<:= 4<9> *<?= ?<?; ?<?* ?<99
78*9 正长岩 *::<9@!;?@<;= >:<>’ 99<=> 4<9: ?<>’ ?<’> ?<;= 4<?? ’<>9 ?<9? ?<?’ ?<*’
78*’ 正长岩 ;4@<@:!;>@<:* >9<:; 9;<*: ;<:’ 9<@: ?<4’ ’<9’ 4<=’ ;<*; ?<’@ ?<?; ?<*>
平均 @*<=’ 99<*’ ’<?’4 9<99’ ?<*;= 9<?*? 4<*?@ ’<;>4 ?<9?* ?<?’: ?<’4;
注：78’9号样品至78*?号样品采自71?’孔，78*9号样和78*’号样品采自71?9孔。测试单位：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9*地质队实验

室。$%&’采用重量法A硅钼蓝比色法；/0&，-5&，-.&，1’&，20’&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采用氟盐取代BC6(容量法；+,’&*采

用邻菲罗啉比色法；+,&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3’&4采用钼蓝分光光度法；6%&’采用二安吡啉甲烷光度法。

9<9 矿体特征

沙坪沟钼矿床为隐伏矿，矿体保存完整，呈筒

状，矿体厚度大，矿化连续。钼矿体赋存在隐伏花岗

斑岩 体 与 正 长 岩（围 岩）的 接 触 带 中（张 怀 东 等，

’?9?0），富矿体主要分布在花岗斑岩体的顶部，低品

位矿主要产在远离接触带的围岩（正长岩）中。

矿体规模

矿体的水平投影为不规则的椭圆形，长 轴 为

2DD向。矿体东西长9*4?!，南北宽9???!，最

大见矿厚度=;4E94!，平均厚度>>9E*’!。主矿体

顶板 海 拔 标 高 为 9;?E@’ !，底 板 海 拔 标 高 为

F=;’E*4!。主 矿 体 顶 板 埋 深 最 小 为9:;E’4!
（71?’），最大为@>:!（71>*），平均埋深为;4>E’=
!；矿体底板埋深最小为@=4E;>!（71?>），最大为

9*;4E;*!（714;），平均埋深为99;@E:@!"。

矿体形态及产状

矿体形态总体呈一巨大的椭球体，在剖面上可

见低品位矿石呈环状分布在工业矿石的四周。由于

受花岗斑岩穹窿的控制，矿体的中心部位也是厚度

最大的主体部位，处于岩体穹状隆起的中心部位（图

*），总体近于水平，向四周逐渐变薄直至尖灭，其产

状也不同程度地有向中心内倾的趋势。矿体与围岩

呈渐变关系，无明显界线。

9<: 矿石特征

矿石矿物成分

经大量光／薄片鉴定、人工重砂分析、电子探针分

析、物相分析等，现已查明矿体内含有矿物种类共;?
种，其中矿石矿物9@种，脉石矿物’*种（详见表’）。

物相分析结果表明，矿石中辉钼矿的!（-G）占

总钼含量的=>E=@#!=@E=*#，钼酸钙的!（-G）占

?E>#!?E;:#，钼华的!（-G）占9E4*#!9E’@#，

钼酸铅的!（-G）占?E?>#!?E=9#。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表明：辉钼矿的!（-G）为

4=E@?#!>?E@4#，平 均 为>?E’*#，略 高 于 理 论 值

4=E=;#；!（$）为*:E4>#!;?E’4#，平均为*=E>@#，

略低于理论值;?E?>#；!（H,）含量为?!?E9>#，平均

为?E?;*#，远高于一般辉钼矿的?E??’##。

综上所述，沙坪沟钼矿床中的有用含钼矿物仅

为辉钼矿，其粒径变化为F?E9>!A?E?’!!；在辉

钼矿中，类质同象替代甚微。

辉钼矿主要沿各种脉体分布，在钾长石I石英细

脉、黄铁矿I绢云母I石英细脉中，辉钼矿集合体呈稀

疏浸染状填隙于石英等脉石矿物中，说明它与相对

较早形成的钾长石、黄铁矿、绢云母关系密切。

"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9*地质队<’?99<安徽省金寨县沙坪沟钼矿详查地质报告<内部资料<

# 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99<安徽省金寨县沙坪沟钼矿物质组分及其赋存状态研究<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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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沙坪沟钼矿床"线示意剖面图

#—中元古界庐镇关群斜长角闪片麻岩；$—花岗斑岩；!—花岗岩；%—正长岩；&—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钾长石化；

*—钼矿体；#"—花岗斑岩脉；##—地质界线；#$—钻孔

+,-.! /0121-,3425036,174217-81."09:21;46,172,701<6=0>=4:,7--1?@1A0:15,6
#—BC:=,D12,60-70,551<@051:;160;1E1,3F?E=07-?47/;1?:；$—/;47,60:1;:=G;G；!—/;47,60；%—>G07,60；&—>,2,3,<,346,17；

’—>0;,3,6,E46,17；(—HG;,6,E46,17；)—IJ<02A5:4;,E46,17；*—@11;0D1AG；#"—/;47,60:1;:=G;GK0,7；##—/0121-,342D1?7A4;G；

#$—L;,22=120

表! 沙坪沟钼矿床矿物种类一览表

"#$%&! ’()&*#%+,&-(&+./01&21#,()33.4’.5&,.+(0

矿物种类
矿石矿物 脉石矿物

主要 次要 微量或偶见 主要 次要 少量至微量

硫化物 辉钼矿 黄铁矿 方铅 矿、闪 锌 矿、黄 铜 矿、辉 铜

矿、铜蓝、磁黄铁矿、辉铋矿

氧化物 磁铁 矿、钛 铁 矿、赤 铁 矿、褐 铁

矿、铌铁矿

石英 金红石

硅酸盐、钨酸盐和

碳酸盐

白钨矿、黑钨矿 钾长石 斜长石

钠长石

绢云母

白云母

黑云母

锆石、绿泥石、绿帘石、角闪石、

阳起石、电气石、方解石

磷酸盐 磷灰石、磷钇矿、独居石石膏、

硫酸盐 硬石膏 重晶石、黄钾铁矾萤石

氟化物

自然元素 自然铋

结构构造 自形J半自形鳞片结构，他形J半自形晶粒状结构；星散浸

染状构造，细脉浸染状构造

斑状结构，他形J半自形粒状结构，他形粒状变晶结构，

显微粒状变晶结构，显微鳞片变晶结构；块状构造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沙坪沟钼矿纵!剖面蚀变分带图

"—正长岩；#—花岗岩；$—花岗斑岩；!—钼矿体；%—钻孔及编号；&—矿体界线；’—绿泥石化带与黄铁绢英岩化带界线；

(—黄铁绢英岩化带与弱钾长石化带界线；)—强钾长石化带与弱钾长石化带界线；"—绿泥石化带；!—黄铁绢英岩化带；

#*"—绢英岩化与弱钾长石化混合带；#*#—强钾长石化带

+,-.! /0.!-1020-,3425167,3428137,098:0;,9-<,876,=>7,090?4271647,09@0918,97:1A:4B,9--0>C0<1B08,7
"—AD19,71；#—E649,71；$—E649,71B06B:D6D；!—C0061=0<D；%—F6,22:02149<,78816,429>G=16；&—H61=0<D=0>9<46D；’—I:206,7149<

BD6,71B:D22,34271647,09@091=0>9<46D；(—JD6,71B:D22,349<;14KL*?12<8B464271647,09@091=0>9<46D；)—A7609-L*?12<8B4649<;14KL*?12<8B46

4271647,09@091=0>9<46D；"—I:206,714271647,09@091；!—JD6,71B:D22,34271647,09@091；#*"—J:D22,34271647,0949<;14KL*?12<8B464271647,09

G,M1<@091；#*#—A7609-L*?12<8B464271647,09@091

结构构造

矿石常见的结构为鳞片（粒）状结晶结构、熔蚀

交代结构、压碎结构、固溶体出溶结构、填隙结构、他

形*半自形粒状结构等（张怀东等，#N"N4）。

矿石构造主要为网脉状构造，次为浸染状构造。

!." 蚀变类型与分带性

沙坪沟矿区内围岩蚀变十分发育，主要与隐伏

花岗斑岩有关。据其蚀变类型及矿物组合，自斑岩

体向外，可划分出$个蚀变带：钾（钠）长石*硅化带，

黄铁绢英岩化带，绿泥石*碳酸盐化带（图!）（张怀东

等，#N"N=）。

绿泥石*碳酸盐化带（"）

发育在斑岩体的边部，位于黄铁绢英岩化带的

外侧，与成矿关系不密切。特征蚀变矿物为绿泥石、

方解石、高岭石，含少量绢云母。较早形成的绿泥石

呈鳞片状、叶片状交代黑云母，片径为NON%$NO%
GG不等，集合体呈黑云母假象，有的集合体中见少

量黑云母残余；较晚形成的绿泥石大多为蠕绿泥石，

呈蠕虫状，集合体与方解石、萤石等共生，多呈显微

脉状分布于矿石中。矿石中的绿泥石主要为前一种

绿泥石，后一种绿泥石含量甚微。绿帘石属偶见矿

物，呈他形粒状。

黄铁绢英岩化带（!）

位于主矿体的顶部或边部，厚度为#NN$&NNG。

主要蚀变矿物为绢（白）云母、石英、黄铁矿，含少量

绿泥石，有微量萤石、方解石等。蚀变矿物既可呈分

’!第$"卷 第"期 张怀东等：安徽沙坪沟斑岩型钼矿床地质特征及综合找矿信息

 
 

 

 
 

 
 

 



散浸染状分布，也可能呈细脉、网脉状分布。其中的

绢云母呈显微鳞片变晶交织分布，或分布于石英晶

隙间，或包裹于石英晶粒内，部分绢云母已重结晶为

白云母。石英呈显微粒状变晶镶嵌，或分布于绢云

母之间，粒径多小于!"#$$。黄铁矿呈半自形%自

形粒状分布于石英、绢云母集合体中，粒径小于!"&
$$，有的黄铁矿晶粒内包裹有石英、绢云母；近地表

的黄铁矿有部分已蚀变为褐铁矿、黄铁钾矾。

钾（钠）长石化%硅化带（!）

按蚀变矿物组合可进一步划分为’个蚀变亚

带：

（#）绢（云）英岩化和弱钾长石化混合蚀变亚带

（!%#），主要分布于低品位钼矿体中及其顶板以上

#!!"’!!$左右的部位。蚀变矿物主要为石英、白

云母，绢云母，次为钾长石、钠长石，含少量黑云母、

绿泥石、萤石、磷灰石，局部有黄铁矿。蚀变矿物集

合体呈浸染状、细脉状、网脉状分布。

（’）强钾（钠）长石化蚀变亚带（!%’），工业富矿

体主要分布于此带，与绢英岩化和弱钾长石化混合

蚀变亚带呈渐变关系。该蚀变带中的钾长石化、钠

长石化普遍较强。蚀变矿物主要为钠长石、钾长石、

石英、白云母，含少量硬石膏、黄铁矿、绢云母，有微

量萤石、绿泥石、黑云母、磷灰石等。石英、钾长石、

钠长石多呈显微粒状变晶镶嵌，集合体多呈细脉、网

脉状分布，粒径多小于!"!($$，脉中普遍含辉钼

矿。部分石英分布于浸染状白云母、绢云母集合体

中。硬石膏呈他形粒状，粒径为!"!("#$$，集合

体既可呈分散浸染状分布，亦可分布于含钼石英脉

中。白云母、绢云母呈显微鳞片变晶，两者大多紧密

共生，但白云母远多于绢云母，部分白云母仍具有绢

云母的特征；集合体多呈分散浸染状分布，少量呈显

微脉状分布，白云母脉中富含辉钼矿，偶见后生成的

绢云母脉切割其他含矿脉体。

!"# 矿物共生组合及生成顺序

矿物共生组合

根据钻孔编录、岩矿鉴定及选矿试验资料，确定

出矿石内的主要矿物组合有：

# 石英%钾长石%辉钼矿%磁铁矿%黄铁矿；

$ 石英%辉钼矿%黄铁矿；

% 石 英%黄 铜 矿%闪 锌 矿%方 铅 矿%黄 铁 矿%辉 钼

矿；

& 石英%辉钼矿%萤石；

’ 石英%高岭石%褐铁矿%黄钾铁钒。

前)种矿物组合常见于浸染状矿石、细脉%网脉

状矿石及角砾状矿石，后者为表生矿物组合，沙坪沟

矿区内不发育。

矿物生成顺序与成矿阶段

根据矿石中矿物的晶形，矿物间的交代、穿插、

溶蚀等结构特征，以及表生作用下的产出特点，将成

矿过程分为*个阶段。各成矿阶段主要金属矿物的

生成顺序大致为：磁铁矿、钛铁矿、铌铁矿!黄铁矿

(!辉钼矿、赤铁矿、白钨矿、黑钨矿!黄铁矿)!
黄铜矿、辉铜矿、斑铜矿、磁黄铁矿（见表(）。

（#）岩浆期后气液交代阶段 在岩体顶部主要

形成弱钾长石化、浸染状黄铁矿化及星散状分布的

辉钼矿，岩体上部围岩的裂隙中可见含辉钼矿的石

英%钾长石（或花岗质）小脉体。该阶段内辉钼矿化

很弱。蚀变斑岩的矿物组成为石英、钾长石、斜长

石、黑云母（绿泥石）、黄铁矿及少量磁铁矿、赤铁矿、

辉钼矿、绢云母。

（’）石英%钾长石%辉钼矿阶段 是辉钼矿的主

成矿阶段。在岩体的上部仅出现少量石英%黄铁矿%
辉钼矿细脉，辉钼矿呈小片状分布于脉体边部；在岩

体与围岩的接触部位，主要形成石英%（黄铁矿）%辉钼

矿细脉、网脉，辉钼矿在其中呈线状或集合体状沿脉

壁分布，在部分微裂隙中呈薄脉状。脉体中的金属

矿物主要为辉钼矿、黄铁矿，含少量白钨矿、黑钨矿、

赤铁矿、磁铁矿，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次为钾长石、

钠长石、绢云母等。

（(）石英%绢云母%辉钼矿阶段 此阶段内辉钼

矿化减弱，具大量的硅化、绢云母化，少部分绢云母

重结晶为白云母，伴有少量黄铁矿化。

（)）黄铁绢英岩化阶段 以大量黄铁矿化、绢

云母化、硅化而无辉钼矿化为主要特征；在该矿床内

出现极少量铜矿化等，在区域上（该矿田范围内），主

要为铅锌矿等金属硫化物矿化，可能出现少量的萤

石、硬石膏。

（&）石英%萤石%石膏化阶段 在该矿田内，以出

现大量石英%萤石矿化为主要特征，在区域上，普遍

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石英%萤石脉体，甚至在该矿区的

北东侧形成了小型萤石矿床。在热液期的晚阶段，

由于水较富集，致使本来很少的硬石膏普遍水化为

石膏。

（*）表生风化阶段 表现为金属硫化物氧化，

出现褐铁矿（铁帽）、黄钾铁矾和一些硅化。相对而

言，沙坪沟矿区内氧化带不发育，故该阶段对钼矿体

+) 矿 床 地 质 ’!#’年

 
 

 

 
 

 
 

 



表! 沙坪沟钼矿金属矿物生成顺序表

"#$%&! ’()*#+,(-.&/0&-1&(2*&+#%%,1*,-&)#%.,-+3&43#5,-66(07(8&5(.,+

的影响甚微。

有经济意义的辉钼矿化主要形成于内生成矿期

的（!）、（"）阶段。

" 矿床控矿因素分析

!#9 断裂构造

沙坪沟钼矿床南距桐柏$桐城深大断裂约%&’。

在北淮阳构造带的东段（安徽省境内），沿该断裂带

两侧，或与之交汇的()向断裂附近，自西向东还分

布有多处钼或金、多金属矿床（点），说明桐柏$桐城

断裂对这些矿床（点）的形成、分布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沙坪沟矿区，次级的(*向、((*向断裂发

育，次为()向断裂，都具有多期活动的特点。断裂

之间的围岩内，派生有杂乱且密集的节理、裂隙，这

些断裂和裂隙内绝大多数沉淀有辉钼矿，最终形成

了巨大的钼矿体（图%）。而较晚形成的铜、铅锌矿体

则主要赋存于脆性断裂带中。说明这些断裂控制了

成矿物质的分布，起着导矿和储矿的作用。

!#: 隐伏岩体

岩体对矿床的控制首先表现在成矿专属性方

面。沙坪沟隐伏斑岩体为中$酸性花岗岩，与之有成

! 张 鹏，等#!+,,#安徽省金寨县沙坪沟钼矿床物质组分研究#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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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沙坪沟钼矿区节理走向玫瑰花图

"#$%! &’()*#+$,+-’./’#01(#012)32+4#0$$’56’*)4’(#1

因 联系的是钼铅锌（铜）等有色金属矿产，这与东秦

岭地区的栾川和东沟矿集区类同（毛景文等，7889）。

在空间分布上，相关矿化与岩浆岩的关系十分

密切，围绕岩体形成矿化分带。钼矿体主要产于岩

体上部的内、外接触带，工业矿体主要产在内接触

带，在矿区外围则形成（银）铅锌铜等中:低温热液矿

床。

!%! 岩性

矿区内的赋矿岩石为石英正长岩、黑云母正长

岩、中:细粒二长花岗岩、花岗斑岩，这些岩石脆性

强，受岩浆底劈作用和断裂构造活动及热流体穿插

的影响，使岩石中产生大量的节理、裂隙，大大提高

了岩石的渗透性，对含矿热流体的迁移和聚积起了

积极作用，最终使成矿物质以硫化物:石英（钾长石）:
绢云母脉的形式得以赋存。

; 成矿时代

沙坪沟钼矿床内辉钼矿的&):<(年龄测定结果

表明，其模式年龄为（===>=?=>7）6+；矿区内花岗

斑岩的锆石@:AB年龄为（===>!?=>C）6+，正长岩

的年龄为（===>D?=>9）6+。这说明其成矿时间与

岩体年龄是一致的（黄凡等，78==；张红等，78=7）。

沙坪沟钼矿床内辉钼矿的&):<(年龄与矿区外

围银 山 钼 矿 床 内 辉 钼 矿 的&):<(年 龄〔（==7>D?
=>E）6+和（==E>!?=>E）6+〕以及邻区河南商城汤

家坪大型钼矿床内辉钼矿的&):<(年龄〔等时线年

龄为（==E?C>9）6+〕相一致（徐晓春等，7889）。

! 综合找矿信息

根据大量的野外观察及综合研究成果，初步总

结出该区内有以下综合找矿信息。

（=）区域上，沿桐柏:桐城深大断裂带两侧与FG
向断裂交汇处，是钼、金成矿最有利的部位。

（7）寻找年龄在9!!=E86+之间的小岩体，即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侵入的酸性小岩体，在北淮阳

构造带的东段，此类小岩体在空间上往往与碱性正

长岩体相伴。

（E）钼矿体与小岩体具空间分布的一致性，紧

密相伴，充分体现了岩浆岩的成矿专属性以及斑岩

型钼矿床的典型特征。矿体赋存于内带、外带或两

者兼而有之。

（;）围岩蚀变，各种围岩蚀变一般围绕成矿岩

体呈带状对称分布，总体以硅化、钾化、黄铁矿化、绢

云母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为特征；其中，钾化及硅

化与成矿关系密切，是最佳的找矿标志。

（!）化探异常，以水系沉积物异常效果最好，其

次为土壤异常，两者的 6’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形态

规整，套合好，向外侧叠加有H5、AB、I0、J$元素的

异常。

（D）物探异常，蚀变带上的极化率具有中—强

异常，一般而言，在"(大于=8K的地段，有可能找到

铅锌硫化物含量较高的地质体。

D 结 论

（=）沙坪沟钼矿床是目前中国国内最大的斑岩

型钼矿床，其矿化主要受隐伏斑岩体和断裂构造的

控制。含矿岩体以富硅、富碱、过铝型及钾含量高于

钠含量为特征；矿区内的断裂构造系统起着导矿、储

矿的作用。

（7）该矿床形成于早白垩世，为陆:陆碰撞过程

的挤压向伸展转变的构造环境，是北淮阳成矿带的

主要发育期。

（E）北淮阳成矿带的东段，成矿条件优越，找矿

标志明显，目前在该成矿带内已发现多处钼、铅锌、

金矿（床）点，随着地质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该成矿带

可望成为中国新的重要的钼、铅、锌、金矿产基地。

志 谢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安徽省地质矿产

勘查局E=E地质队“安徽省金寨县沙坪沟钼矿地质

详查”项目的最新勘查成果；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了

E=E地质队方明、陈军的大力支持。中国地质科学院

矿产资源研究所毛景文教授对本文初稿进行了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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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皖西学院环境资源系雷震中教授对本文的摘

要部分进行了英文翻译。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

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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