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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北县二段井地区铅多金属矿土壤地球
化学特征及找矿前景

高正海$史 梁
)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白银矿产勘查院$甘肃 白银

B<>C>>

(

摘 要%通过对北山南带二段井铅多金属矿开展
% ' %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结合成矿地质条件进行了土壤地

球化学找矿研究"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

$矿区土壤中
D7

%

EF

富集系数和变异系数大!成矿潜力好&

:

$相关分析%因子

分析表明
D9

%

G+

!

DH

%

I

%

J*

!分别代表了中低温成矿作用!可作为
D7

%

EF

的间接找矿标志&

<

$圈定了
B

个综合异常!

在
K&=

号异常区中圈定
%

条金铅矿体!认为该异常区找矿前景很好!是寻找热液型矿床的有利地区!为下一步找矿

工作重点靶区'

关键词%二段井&铅矿&土壤地球化学&找矿前景&甘肃肃北

中图分类号%

E?::

L

$ <

文献标志码%

D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甘肃省肃北县二段井铅多金属矿普查项目*

:>%C><;M>%

(

作者简介"高正海*

%CNO (

($男$甘肃白银人$地矿工程师$从事区域地质调查与固体矿产勘查+

5;1,"-

"

',">%P"Q%?<$ 0*1

利用土壤地球化学特征可以快速地

缩小找矿靶区$是一种快速,有效且经济

的找矿方法$而且可以根据异常形态,规

模大致推断其成矿潜力-

%

.

+ 二段井铅多

金属矿位于北山南带柳园%大奇山深大

断裂带北侧$ 属于拾金坡%金场沟金,

铜,铁和铅锌,银,稀有金属成矿带$受多

期构造活动的影响$ 是著名的金多金属

成矿带*图
%

($与岩浆热液有关金多金

属矿床有较好的找矿潜力-

:;=

.

+

:>%N

%

:>%C

年$甘肃省有色金属地

质勘查局白银矿产勘查院通过在二段井

开展以土壤地球化学测量为主的地质勘

查工作$ 首次在该地区发现了热液型铅

矿体+ 针对铅矿开展了土壤地球化学研

究$有效地指导了铅的找矿工作-

O;B

.

+ 文

章意在通过成矿地质条件, 土壤地球化

学异常特征进行研究$ 以指导找矿工作

的开展+

%

区域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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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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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段井地区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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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

8

!新近系苦泉组"

9

!二叠系方山口组"

:

!奥陶系锡林柯搏组"

;

!英云闪长岩"

<

!黑云花岗岩"

=

!二长花岗岩"

>

!辉长岩"

?

!闪长玢岩"

7@

!花岗斑岩"

77

!石英脉"

78

!地质界线"

79

!断层破碎带及编号"

7:

!矿体及编号

!!!!!

研究区位于北山造山带南带# 柳园!大奇山深

大断裂带北侧$区内近东西向的断裂构造尤其发育%

伴有北西向的次级构造"岩浆活动强烈%从加里东&

海西到印支期均有不同程度产出" 由于受强烈的构

造活动&岩浆活动的影响%地层出露较少"具造山带

典型的地层&构造&岩浆岩特征'

8A:

(

$

研究区位于北山)龙首山干旱荒漠&半荒漠区%

通过在二段井地区开展的
B $ ;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

工作%圈定了
B

处综合异常%以
C3

&

DE

为主要异常

元素%

C3

&

DE

元素异常范围套合较好%具有较好的成

矿前景$

F

矿区特征

研究区出露地层单一% 主要出露奥陶系锡林柯

搏组%二叠系方山口组%新近系苦泉组红色粉砂质泥

岩夹杂色泥岩及砂砾岩和第四系残坡积&冲洪积$奥

陶系锡林柯搏组为矿区出露面积最大地层之一%分

布于矿区西南部% 二叠系方山口组主要分布于矿区

中东部%出露面积较小*图
%

+$

研究区以断裂构造为主% 由区域性断裂派生的

次级构造组成勘查区主要构造格架% 本区所有矿

*化+体的富集与断裂构造的关系十分密切%断裂构

造按其走向可分为两组% 即
&'

向&

&(

向两组%倾

向分别为
&(

&

&'

%倾角
;;) * >@+

$

&(

向断裂分布

于矿区西部*

G7

&

GF

+和中部*

G9

&

G:

&

G;

&

G<

&

G=

&

G>

+%

为该矿区主要断裂构造$ 延伸
F@@ * =@@ ,

%宽
7 *

; ,

%整体呈
HI

向延伸%倾向
H

%倾角
;;+ * >@+

$

HJ

向断裂分布于勘查区中部*

G?

+%延伸约
>@ ,

%宽约

9 ,

%呈
HJ

向展布%倾向向
H

%倾角
>@+

%带内岩石破

碎成大小不等的碎块状%石英脉在破碎带断续出露%

带内褐铁矿化&高岭土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较强$

断裂控制着铅矿体和金铅矿体$

研究区内出露岩体主要为加里东晚期的英云闪

长岩和华力西期的黑云花岗岩% 次为印支晚期的二

长花岗岩$

研究区内圈定各类矿体
7@

条%全部位于勘查区

中部%矿体形态多呈透镜状$其中,金铅矿体
;

条%铅

矿体
:

条%金矿体
7

条%含矿岩性为石英脉及碎裂状

黑云花岗岩%围岩为黑云花岗岩%花岗斑岩及闪长玢

岩等$ 矿体总体走向为
9@@+ * 9;@+

%倾向
H

%倾角

;;+ * >;+

%矿体走向长
9: * 89; ,

%形态呈似层状%

透镜状$其中
G;

控制
C3DK7

&

DK7A7

&

DK7A8

号矿体%

G>

控制
C3DK8

&

C3DK9

号矿体%

G?

控制
C3DK;

号矿

体 %

C3DK9

$

C3DK8

&

C3DK;

号矿体为主要矿体 %

C3DK8

号矿体地表出露长度为
89; ,

%矿体
DK

最高

品位
7;L ><M

%最低品位
BL F?M

%平均品位
<L <FM

%

C3

最高品位
:L ;? , B@

N<

% 最低品位
BL ?@ , B@

N<

%平

均品位
9L 9? , B@

N<

%矿体平均厚度
BL FB ,

$

C3OK;

号矿体%

C3

最高品位
BFL 9: , B@

N<

% 最低品位
@L ?;

, B@

N<

% 平均品位
:L @< , B@

N<

%

OK

最高品位
FL ??P

%

最低品位
B$ :QM

%平均品位
F$ B<M

$ 矿体平均厚度

B$ >= ,

$ 铅矿体
:

条% 由构造破碎带
G:

&

G;

&

G<

控

制%

OKBRB

&

OKBAF

由同一条构造破碎带
G;

控制%矿

体形态透镜状$ 金矿体
B

条%矿体长约
FQ ,

%真厚

Q$ ?< ,

%品位
B$ :BM

*表
B

+$

矿石类型有金矿矿石&方铅矿石%矿石结构主要

为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晶结构&粉末状)胶状结构%矿

石构造有,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脉状构造&细脉)

网脉状构造&稀疏浸染状构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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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土壤地球化学异常下限统计表

"#$!" ! %&'()&*+(#, -).&/)',0 '1 2#.+'3/ &,&*&4-/ +4 /'+, /3.2&5

6

土壤地球化学

"# $

样品采集和测试方法

野外土壤地球化学采样网度为
788 # 98 *

!共

采样土壤样品
7 :;<

件!利用便携式
%=>

卫星定位

仪!辅以罗盘进行定位!实地定点精度在图上不超过

7 **

" 根据
7 $ 7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进行的方法

试验! 确定本区采样层位为
?

层! 深度在
@8 % 98

(*

!样品采集时!以采样点位中心!在两侧
78 *

范

围内按照一点多坑的原则进行采样! 反应原生地质

环境和找矿信息的残坡积物"采样时避开运积物#特

别是风成砂$%黏土质%有机物和盐积物等干扰物"样

品处理按照干燥&碎样&过筛 '

A9 % B !8

目$&拌

匀&称重&装袋&封箱的工序! 严格防止样品互相

污染!后送交化验室分析(土壤样品测试由甘肃省有

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天水矿产勘查院测试中心完成!

C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CD

电弧发射光谱法!

E3

%

=$

%

F4

%

?+

%

G'

%

H

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

C/

%

>$

%

ID

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

"% !

元素含量特征

按照不同的元素!分别计算平均值+标准离差%

浓集系数%变异系数'表
J

$"

C3

%

H

%

=$

%

?+

%

C/

变异系

数大于
7

! 表明这
K

种元素在研究区内的分布具有

不均匀性!元素参与了次生富集成晕的过程!极易形

成地球化学异常! 也表明这
K

种元素在研究区内的

地质及地球化学作用较强烈!元素的迁移%富集特征

明显,

;

-

* 其他
:

种元素的变异系数均小于
7

!表明该

类元素在研究区内分布较均匀! 不利于在局部地段

富集* 尤其是
C3

元素变异系数
@L :;

!

=$

元素变异

系数
7L <8

! 表明
C3

%

=$

元素其在空间上含量变化

大!具有一定的找矿潜力*

运用化探一体化软件对土壤样品中的
77

种元

素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

$和因子分析* 相关性分析

显示
CDAE3A=$AF4

!

C/A>$AIDA?+

分别呈正相关关

系! 表明矿区内可能经历了低温% 中温两个成矿阶

段*

!

型聚类分析显示当相关系数
" # 8L 9K

时!

77

矿体规模 矿体产状'

&

$

矿体号 矿体长'

*

$ 平均真厚'

*

$ 控制斜深'

*

$

C3

平均品位
MNO =$

平均品位
MNO

倾向 倾角 矿体形态 控矿构造

C3=$7 <@ 7L 7J 7L 8J JL << < P @7 <K P ;J

透镜状
QK

C3=$J J@K 7L J7 9L 9 7JL :9 @7 P KK <K P ;8

似层状
Q;

C3=$@ ;8 7L 88 7L 8< 8L KK KK <K

透镜状
Q;

C3=$9 K8 8L R: JL J@ 7L 9@ JK <K

透镜状

C3=$K ;J 7L ;< :9 9L KK JL <9 @98 ;8

透镜状
QR

=$7A7 7J8 8L RK 8L ;K KK P :< :8 P <J

透镜状
QK

=$7AJ :: 7L 8R 8L <@ 98 ;K

透镜状
QK

=$J <; 7L ;R 8L ;R @KK <;

透镜状
Q:

=$@ R: 7L 87 8L :K J7R :<

透镜状
Q9

表
&

二段井矿体特征表

"#$!" 7 E)#.#(-&.+/-+( '1 '.& $'0+&/ +4 S.03#4T+4D

元素
C3 CD E3 F4 G' H =$ ?+ C/ >$ ID

北山平均值
8L <9 99L R@ 77L @9 @8L <R 8L K7 8L <; 7KL 87 8L JJ @L :J 8L JR ;L J;

最大值
7R7 7 J9KL K 7:JL K R:;L K 78L J7 9KL JJ 7K7JL < 77L 8R 9:JL @ 7:L 8: RJ

最小值
8L @ 7;L KR 8L < K 8L 7; 8L 9; JL : 8L 8@ 7L < 8L 8K @

平均值
7L 9 7@@L @@ 77L < 97 7L 77 @L 8@ JKL @ 8L 9: J7L ; 8L << :

标准离差
KL @ 77<L ;J7 77L 9 @:L 7 8L ;; @L 7K 9@ 8L :< J9L < 8L <J K

变异系数
@L :; 8L ;; 8L R< 8L ;; 8L <R 7L 89 7L < 7L 9K 7L 7@ 8L R9 8L ;J

背景值
8L ;R 789L 7K ;L ;< @@L 9K 8L ;R JL JK 7RL @< 8L @8 7KL KK 8L :@ 9L ;7

异常下限
@ J;9 @8 R8 JL ; :L K K8 7 K8 J 7K

注)测试单位)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天水矿产勘查院测试中心.北山平均值数据引自/甘肃省白区域成矿及找矿0!

J87J

高正海等)肃北县二段井地区铅多金属矿土壤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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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1() ,,% -

2' () $*/ () -*+ % 1() ,-- () ,#. -

34 () .## , () #/# # 1() (#- % () (/% +

56 () "/" $ () /$. * 1() (7$ " () "/$ +

8 () 77% () *7" + () (.. 7 1() 7$7 "

9: () //7 7 1() (+* 7 () (,7 % () %%% 7

;< () ,(* % 1() ($( - () .%- 7 1() ($- %

&= () ,(( * () /-( , () 7., $ () ,(, /

>: 1() ((+ 7 () %/+ / () *(. () ,.* *

?0 () --% - () (.. * () 7/+ 7 1() (.+ /

特征值
$) %.$ , ,) $.% ,) (*/ , ,) (7+ /

方差的
@ $,) ** ,7) -. +) /( +) $*

累积的
@ $,) ** %%) 7% -$) +% *$) $(

表
!

研究区
!

型因子分析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AB:#$ % CDEF6064BG D6EBE<64 HBIE6D G6BJ<40 KBED<L 6H

M%HBIE6D B4BGN=<= <4 EFO =E'JN BDOB

种成矿元素可聚为
#

类
&012'19:134

!

81561>:1

&=

!和
?0

!

;<

!

&' $

个单元素"

为进一步了解研究区内不同元素间内在联系#

对原始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一种降维分

析$是研究元素共生组合的有效方法%

+

&

$也是将多种

变量根据某种内在联系生成几个综合因子的统计方

法$不同的元素组合常反映出不同的地质'地球

化学信息 %

,(

&

" 应用化探一体化软件对研究区内的

, *./

件样品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本文数据满足因

子分析的要求" 由于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比初始

因子载荷矩阵更能有效地反映元素组合的合理性$

故采用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来确定元素组合类型

(表
%

)" 按照特征值
& ,

和累计方差贡献率
& *(@

为阈值$得出
%

个因子$其结果与相关分析结果基本

一致"

其中因子
!,

代表
&0

*

9:

*

34

$因子方差贡献率

为
$,) **@

$是一个典型的中温成矿元素组合$黑云

花岗岩岩体内$异常强度高*规模大$可能与岩体内

部沿构造断裂充填的中温含矿热液有关$ 是区内重

要的成矿元素组合!因子
!#

代表
&=

*

8

*

56

$因子方

差贡献率为
,#) -.@

$在低温热液矿床中与金伴生$

为中低温元素组合$主要沿矿区的断裂呈带状分布$

另在矿区东部也有多处单点异常$具有规模高*异常

强度大的特点$ 可能与断裂内热液活动有关! 因子

!$

代表
;<

*

>:

$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 /(@

$为矿区

低级别的因子$其异常相对较弱$规模较小$多为单

点异常$成矿作用较前者弱$不是研究区的主要成矿

元素" 因子
!%

代表
&'

$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 $*@

$

主要沿矿区的断裂呈带状分布$ 另在矿区东部也有

多处单点异常$具有规模高*异常强度大的特点$可

能与岩体内部沿构造断裂充填的中低温含矿热液有

关"

"# "

单元素异常特征

各元素异常下限与异常浓度分带的确定+ 首先

计算数据的平均值
!

与标准离差
"

$ 对大于
! # $"

与小于
!%$"

的特高值*特低值进行反复剔除$直到

无特高值*特低值" 然后计算剔除后的平均值
$

(

与

标准离差
"

(

$ 按照
% & $

(

P '"

(

计算异常下限初始

值" 最后结合成矿地质条件进行调整$ 确定异常下

限! 分别采用异常下限的
,

*

7

*

%

倍作为异常的外*

中*内浓度分带值"

表
"

土壤地球化学数据相关系数矩阵

AB:#$ $ AFO I6DDOGBE<64 I6OHH<I<O4E KBED<L 6H =6<G 0O6IFOK<IBG JBEB

元素
&' &0 2' 34 56 8 9: ;< &= >: ?0

&' ,

&0 () ,,7 / ,

2' () ,$$ () $,/ , ,

34 () (.. 7 () %/* - () %*% . ,

56 () 7-, - () $%- 7 () $/. - () $,( , ,

8 () (/7 / () $7( / () 7%+ - () $(* . () $*( + ,

9: () $($ $ () $7/ % () 7%+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7 7 () ,,, $ () (.* 7 ,

&= () ,/- () $%$ () $7$ - () $,$ % () %-7 / () $.- % () ,(+ . () ,-/ 7 ,

>: () ,,- + () ,*. , () 7*. . () 7(% / () 7-+ + () 7(+ . () (.% + () 7.+ / () %/- % ,

?0 () ,,* , () $* () ,7% + () $(. % () ,++ $ () 7(( / () 77-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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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元素单元素异常图中!图
"

"#

#$

$

%&

$

'

$

()

$

*+

#异常明显面积大#且都具有内$中$外带#%

,-

$

./

$

0$

$

#1

$

2&

$

#+

异常较弱面积小# 个别具内$

中$ 外带#

#$

$

%&

异常主要产于断裂破碎带附近#少

数产于岩脉与黑云花岗岩接触带中#异常规模大#浓

集程度高% 尤其是
%&

元素# 最高值达
3 43!5 67 !

38

96

#异常连续性好#分布面积广#成矿潜力大&

#$

$

,-

异常强度高# 最高值分别为
373 ! 38

97

$

76:5 4 !

38

96

#具有一定的成矿潜力&

!" #

综合异常特征及推断

在土壤地球化学特征的基础上# 综合单元素异

常$成矿地质条件圈定了
;

处综合异常&

*<3

综合异常位于工作区的东部# 整体呈不规

则带状北西向展布& 异常面积约
85 8!" ; =>

!

#异常

元素组合
%&9,-9#+90$

#异常元素组合以
%&

$

,-

元

素异常为主#具浓集中心明显特征#伴生
0$

$

./

$

#+

等元素& 其中#

%&

元素最大值
!475 7 ! 38

96

%

,-

元素

大值
!:"5 ? ! 38

96

&

0$

$

./

$

#+

异常规模较小#强度

较弱# 但套合性较好#

%&

为三级浓度分带#

,-

为二

级浓度分带#呈现出中温热液特征#异常位于英云闪

长岩与英安岩接触带附近# 具有寻找热液型铅多金

属矿的潜力&

*<!

综合异常位于工作区东& 整体呈椭圆状北

西向展布#综合异常面积
85 837 : =>

!

#异常元素组

合
%&9,-90$9./9#+

# 异常元素组合以
%&

为主#伴

生
,-

$

./

$

0$

$

#+

等元素# 呈现出中低温热液特征&

其中#

%&

元素最大值
3?75 3 ! 38

96

#

%&

为二级浓度

分带%

,-

$

./

$

0$

$

#+

异常规模较小#强度较弱#套合

性好# 最大值分别为'

,-

'

3;;5 ? ! 38

96

$

./

'

"5 34 !

38

97

$

0$

'

??5 ; ! 38

96

$

#+

'

"!65 ;; ! 38

96

#呈现出中低

温热液特征&异常位于黑云花岗岩岩体内#具有寻找

热液型铅多金属矿的潜力&

*<"

综合异常位于勘查区东部&整体呈椭圆状

近北西向展布& 异常面积约
85 8368 =>

!

#异常元素

组合
#$9'9,-9./9#1

# 异常元素组合以
#$

元素

异常为主#

#$

具三级浓度分度#

,-

$

./

$

'

具二级

浓度分带#其中#

#$

元素最大值
365 8 ! 38

97

%

,-

元

素最大值
!!"5 7 ! 38

96

&

./

元素最大值
;5 3? ! 38

96

&

'

元素最大值
375 "4 ! 38

96

&

#1

异常规模较小#强

度较弱#异常位于辉长岩脉与英云闪长岩接触带附

近&

*<?

综合异常位于勘查区的中南部# 整体呈条

带状
@'

向展布& 异常面积约
85 ?!8 ! =>

!

#长轴长

约
35 4 =>

& 异常元素组合
%&9'9*+9()9#$92&9

./9,-9#19#+90$

#该异常主要为
%&

$

'

$

*+

$

()

$

#$

元素组合异常# 少量
./

$

#+

$

0$

$

,-

$

#1

$

2&

异常#

组合元素
%&

$

'

$

*+

$

()

$

#$

元素都具明显的浓

度分带和异常浓集中心 #

%&

$

#$

均具三级浓度分

带#浓度分带呈短轴状#总体分布呈带状#

%&

与
#$

元素套合程度高#浓集中心明显#异常强度强&

%&

元素异常最大值为
?7?5 6 ! 38

96

#

#$

元素最大值

373 ! 38

97

# 异常带内已圈出北西向金铅矿体和铅

矿体#矿体受断裂构造控制#构造带内石英脉多发

育#具有赤褐铁矿化$方铅矿化等蚀变#蚀变较强#

地质成矿条件好# 具有寻找热液型铅多金属矿的

潜力!图
?

"&

*<4

综合异常位于勘查区东部&整体呈椭圆状

图
!

研究区土壤地球化学异常图

A)+5 " #-/>BCD /E FBG)/$1 HCH>H-I1 &B1HJ /- 1/)C +H/KLH>)KBC 1$GFHD

3

(第四系%

!

(新近系苦泉组%

"

(二叠系方山口组%

?

(奥陶系锡林柯搏组%

4

(英云闪长岩%

6

(黑云花岗岩二长花岗岩%

:

(辉长岩%

"

(((闪长玢岩%

#$

(花岗斑岩%

3%

(石英脉%

3&

(地质界线%

3'

(断层及编号%

3(

(综合异常编号及范围

高正海等'肃北县二段井地区铅多金属矿土壤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前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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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号综合异常异常剖析图

!"#$ # %&'()*+*,-".* ()&/"0* /&) 123 4,&'405

6

!第四系"

7

!新近系苦泉组"

8

!二叠系方山口组"

9

!英云闪长岩"

:

!黑云花岗岩"

;

!辉长岩"

<

!闪长玢岩"

=

!花岗斑岩"

>

!石英脉"

6?

!地质界线"

66

!断层及编号"

67

!综合异常编号及范围

近北西向展布# 异常面积约
?$ ?98 6 @'

7

$异常元

素组合为
ABCDCEBCF-C%GCFGCH"

$异常元素组合

以
AB

元素异常为主$ 伴生
D

%

I&

%

%G

%

EJ

%

FG

%

F-

%

H"

等元素$ 套合较好$

AJ

具二级浓度分带$ 其中$

AJ

元素最大值
66;K ; $ 6?

C;

"

D

元素最大值
67L

>: $ 6?

C;

#

%G

元素最大值
=>$ < $ 6?

C;

$异常位于黑

云花岗岩岩体内$ 具有寻找热液型铅多金属矿的

潜力#

12;

综合异常位于勘查区西部# 整体呈带状北

西向展布# 异常面积约
?$ 7 6<> @'

7

$异常元素组合

为
AJCH"CFGC1MCF-CEJCF#CN,OI&

$异常元素组合

以
AJ

%

H"

%

FG

%

D

元素异常为主$ 各异常元素套和情

况较好$浓集中心较一致异常形态呈带状$主要异常

长轴走向北西#

FG

%

H"

具三级浓度分度$

I&

%

N,

%

D

%

AJ

具二级浓度分带$ 其中$

FG

元素最大值
8>$ ? $

6?

C>

"

H"

元素最大值
=$ >9 $ 6?

C;

#

AJ

元素最大值

67>$ ; $ 6?

C;

$

I&

元素最大值
;$ =7 $ 6?

C;

#

D

元素最

大值
6=$ =7 $ 6?

C;

#

F-

%

EJ

%

FM

%

N,

%

I&

异常规模较

小$ 强度较弱$ 峰值分别为&

F-

&

>:$ 8 $ 6?

C;

$

EJ

&

$

6?

C;

$异常带内地表岩性主要为二长花岗岩%英云闪

长岩%花岗斑岩$石英脉%闪长玢岩%辉长岩脉多发

育$该异常可能与岩脉有关$具有寻找热液型金多金

属矿的潜力#

12<

综合异常位于勘查区的南东部$ 整体呈条

带状北西向展布# 异常面积约
?$ ?<> 9 @'

7

$长轴长

约
6$ ?? @'

# 异常元素组合为
AJC%GCFGCN,C1MC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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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号综合异常异常剖析图

"#$% ! &'()*+,+-.#/+ )*'0#1+ 0'* 234 5-'(516

7

!奥陶系锡林柯搏组"

!

!二长花岗岩"

8

!黑云花岗岩"

9

!闪长玢岩"

:

!辉长岩"

;

!地质界线"

4

!断层及编号"

<

!综合异常编号及范围

=>?@?A#?B$

# 异常元素组合以
C>

$

&D

$

BD

$

E-

元素

异常为主%具一个浓集中心%套合较好%

C>

具三级浓

度分带% 伴生
E-

$

&D

$

@

$

BD

等元素&

E-

$

&D

$

@

$

BD

具二级浓度分带% 其中%

C>

元素最大值
7 :7!% 4 "

7F

?;

"

E-

元素最大值
G;<% : " 7F

?;

%

&D

元素最大值

7:7% : " 7F

?;

%

BD

元素最大值
<% 8 " 7F

?G

%

B$

元素最

大值
7 !87% ; " 7F

?G

%异常带内已圈出
H@

向断裂构

造%裂隙发育%构造带内可见石英脉%蚀变碎裂岩%高

岭土化$赤褐铁矿化等蚀变较强%异常由构造破碎带

矿化蚀变引起%地质成矿条件好%具有寻找热液型铅

多金属矿的潜力'图
:

(&

$% &

异常查证

根据化探异常特征%结合区内地层$构造$岩浆

岩等条件% 选择
239

号$

23;

号异常进行了异常查

证% 在
239

号异常浓集中心发现了多条破碎蚀变

带%依据金铅元素异常的形态针对
"<

破碎蚀变带进

行探槽揭露%该蚀变带宽
! # : (

%蚀变主要为硅化%

褐铁矿化%高岭土化等%经少量探槽揭露在该蚀变带

内圈出
7

条金铅矿体'

BDC>!

(%长约
!FF (

%宽
7% 8

# !% : (

不等%

BD

品位
7% GF " 7F

?;

# !7% 49 " 7F

?;

%

平均品位为
78% F< " 7F

?;

"

C>

品位
7% !GI # <% <!I

%

平均品位为
:% ;!I

&

对
23;

异常区内分布的异常高值点进行了取

样检查& 取样分析结果显示元素含量较高%其中
BD

品位为
8% 77 " 7F

?;

%

C>

品位为
F% :!I

&

9

结论

7

(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分布特征表明%矿区土

壤中
BD

$

C>

浓集比例及变异系数大% 成矿潜力好%

尤其是
BD

$

C>

元素% 表明工作区具有找金铅的潜

高正海等)肃北县二段井地区铅多金属矿土壤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前景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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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根据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区内主成矿元素可

分为
"

类#一类为
#$

$

%&

$

'(

#为典型的中低温成矿

元素组合#二类是
#)

$

*

$

+,

#多为伴生元素组合#三

类为
#-

单元素异常# 主要沿研究区中部西部的断

裂呈带状分布! 并在此基础上圈定了
.

处综合异

常!

"

" 以
%&

$

#-

为主圈定了
.

处综合异常# 其中

/01

号$

/0!

号$

/0"

号综合异常具有中低温成矿元

素组合#

/02

$

/03

$

/04

$

/0.

具有低温及中温成矿

元素组合# 综合异常与岩体内部沿构造断裂充填的

中低温含矿热液有关!

2

" 通过对
/02

号综合异常进行异常查证#发

现了
1

条破碎蚀变带# 经少量探槽揭露在该蚀变

带内圈出
1

条金铅矿体# 且异常与矿体产出位置

相吻合# 说明化探异常在二段井找铅矿工作中具

有较好的指示意义! 已发现的金铅矿体延伸$延深

均未得到控制#对
/0.

号综合异常进行异常查证#

发现金铅矿化点#尚未进行槽探工程揭露#找矿潜

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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