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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豫西寨凹地区 1/ 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成果显示该区元素组合以银、铅、铜为主,以寨凹

为中心出现W , Sn, Bi, M o, Cu 等高温元素组合; 1/万沟系次生晕测量表现为 Cu, Ag , Bi, Sb 中高温

元素组合; 极化率异常则显示为宽幅面状,具高阻高极化异常特征; 经过对地物化资料的综合分析

研究, 认为该区具备良好的斑岩型铜矿成矿地质条件, 其 Z4 脉可能为深部斑岩型铜矿的脉状延

伸,进一步找矿前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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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西寨凹地区位于华北古板块南缘崤山 ) 熊耳
山火山弧,熊耳山变质核杂岩构造的西段, 区内岩浆

活动频繁,构造活动强烈,是一重要的构造岩浆活动

带,具备良好的有色金属成矿地质条件。2002年,中

国地质调查局部署了豫西南地区银铅锌资源评价项

目;本区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由河南省有色金属地

质矿产局资源勘查总院、第一地质大队及第七地质

大队共同实施, 先后投入了地质、1/ 5万水系沉积物

测量、1/万沟系土壤地球化学测量、1/万大功率激电

测量、高精度磁法、钻探验证等找矿方法和手段。归

纳出了地质物化探综合找矿模式 ) ) ) 利用 1/ 5 万水

系沉积物测量缩小靶区, 1/万沟系土壤地球化学测

量缩小、确定靶位, 物探方法测定深部地质体状况,

钻探验证物探工作预测效果, 从而增强了找矿工作

的针对性,减小工作盲目性, 大大节约了有限的地勘

费用支出,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找矿效果。

1  地质概况

( 1)地层。太古宇太华群及中元古界熊耳群是

区域上两大赋矿岩系。测区内地层主要出露太华群

石板沟组( Arsh) ,其次为中元古界熊耳群( Pt 2x ) ,少

量古近系( E)、新近系( N )及第四系( Q )。太华群石

板沟组以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为主, 少量黑云斜长

片麻岩、角闪斜长片麻岩, 混合岩化片麻岩, 局部夹

角闪岩团块。区内的银铅含矿构造及与斑岩型矿床

有关的地质体均赋于该层位中, 是主要赋矿地层。

熊耳群为一套陆相火山沉积岩, 岩性主要为含气孔、

杏仁构造的灰绿色、灰色、褐红色安山岩, 夹有安山

玢岩。与太华群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 2)区域构造以断裂构造为主, 褶皱次之。本区

构造有三类: 太华群与熊耳群呈断裂接触的拆离断

层、太华群和熊耳群中的蚀变破碎带及糜棱岩带。

拆离断层为区域性构造, 局部可见黄铁矿, 与金矿化

密切相关。蚀变破碎带广泛发育, 以 NE-NNE 向为

主,倾向 NW,最大延长 3 km ;其次为近 SN 向、倾向

E, 最大延长约 2 km, 广泛分布在铁炉坪、蒿坪沟、沙

沟 ) 桥沟、草沟等地,是银铅(锌金)矿的主要含矿构

造。糜棱岩带以 NEE 向为主, 一般 60b~ 80b, 从桥

沟 ) 寨凹 ) 李家沟 ) 三道沟一带均有发育, 往东延

伸至瓦房院、圪了沟一带,与铜矿及斑岩型铜矿关系

密切。

区域上岩浆活动频繁, 活动期次及分布广泛。

区内岩浆活动以晋宁期、燕山期为主。晋宁期岩浆

岩有辉绿岩、辉长岩及闪长岩, 辉绿岩、辉长岩主要

侵入于太华群中,规模较小, 多呈岩脉产出, 区内许

多含矿构造( Ag, Pb, Cu等)常沿辉绿岩脉追踪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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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矿具有一定的关系。闪长岩分布较广, 太华群、

熊耳群地层中均有发育, 与本区成矿关系不大。区

内燕山期岩浆岩主要为花岗斑岩、花岗细晶岩, 多呈

岩脉、岩株产出, 只有蒿坪沟花岗斑岩体规模最大,

面积达0. 1 km2。花岗斑岩中含较丰富的成矿元素,

是主要的成矿物质来源。通过物探及遥感手段推测

在寨凹一带存在一隐伏斑岩体, 它基本控制了本区

Ag, Pb, Cu 等多金属矿产的分布。

2  矿化蚀变特征

区内主要银铅矿发育地段为蒿坪沟、月亮沟、沙

沟、桥沟、瓦房沟等地,以银铅矿、银铅锌矿、方铅矿、

闪锌矿为主, 其次有黄铁矿、黄铜矿; 脉石矿物主要

为石英、方解石等。蚀变主要为中-低温热液蚀变,

蚀变类型有硅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黄铁矿化等,

矿体顶部褐铁矿化及锰矿化往往较强。蚀变受构造

带控制强烈,构造带外侧蚀变明显变弱,一般构造接

触带外侧蚀变范围不超过 0. 5 m; 蚀变带由多期多

阶段石英-硫化物-碳酸盐脉构成,局部夹有围岩碎块

或团块。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钾化、绿帘石化。

铜矿化分布区主要在桥沟 ) 寨凹 ) 李家沟 ) 三

道沟的 EW向带状范围内。铜矿主要产在绿泥石化

糜棱岩带中, 呈细脉-网脉状产出, 局部可见细脉浸

染状铜矿化。主要矿化为黄铁矿、黄铜矿, 少量方铅

矿、闪锌矿等, 次生矿物有孔雀石、铜蓝等。脉石矿

物主要为石英、方解石、钾长石、绿帘石及微量萤石

矿物。蚀变带内主要蚀变有青盘岩化、硅化、钾化、

绿帘石化、绿泥石化,少量绢英岩化、黑云母化、黄铁

矿化。围岩蚀变以少量钾化、绿帘石化为主。

总体来看, 矿化蚀变带具有围绕三棵树呈半环

状分布的特征, 李家沟、寨凹、桥沟、后郭凹均有矿化

蚀变带产出, 而矿化蚀变带的走向也具有围绕半环

中心逐渐变化的特点;李家沟、三道沟矿化蚀变带走

向为 NNE-NE向,寨凹近似 EW 走向, 而桥沟矿化

蚀变带则呈近似 SN 的 NNE 走向。脉岩的分布也

具有类似的特征。

3  地球化学特征

3. 1  水系沉积物测量地球化学特征

1/ 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成果显示该区元素组合

以银铅铜为主, 以寨凹为中心出现W, Sn, Bi, M o, Cu

等高温元素组合。单从 Cu 元素看, 从沙沟、碾盘沟

到庄沟共有 4个异常浓集中心, 分别是沙沟 ) 蒿坪
沟异常中心、碾盘沟 ) 李家沟异常中心、庄科异常中

心和庄沟异常中心。各异常均对应有各自的异常

源,与含铜糜棱岩化带密切相关。

3. 2  沟系次生晕测量地球化学特征

1/万沟系次生晕测量地球化学特征表现为以寨

凹为中心,出现 Cu, A g, Bi, Sb 中高温元素组合,从

李家沟 ) 寨凹 ) 后郭凹(桥沟)组合异常呈半环状分

布,浓集中心十分明显(图 1) ; Pb, W 两元素仅在李

家沟、后郭凹两处富集, 近似 EW 向带状分布; M n,

Zn, A u元素异常显示较弱, 且比较散乱; 低温元素

H g 从李家沟 ) 碾盘沟 ) 后郭凹呈反环带分布; M o

则在两半环带的中心有浓集显示。异常的环状排列

特征充分说明了异常源的环状分布, 这与矿化蚀变

带的产出状况具较好的吻合性。

4  地球物理特征

4. 1  电阻率、极化率异常特征

4. 1. 1  电阻率异常特征

区内视电阻率异常可分为高阻异常、中阻异常

与低阻异常。异常主要呈 NE 向带状展布(桥沟 )

李家沟口 ) 碾盘沟东一带) , 其次为 NEE 向(前郭凹

一带) ,再者为近 N W向(李家沟南东一带)。由本区

电参数测定结果可知, 浅部片麻岩地层的电阻率较

低,不会引起高阻异常;因此本区带状展布的高阻异

常范围可能是一定深度内的硅化蚀变带的反映。在

桥沟、前郭凹银铅矿(化)较强地段( S35 , S32银铅矿化

脉) ,硅化蚀变较强, 电阻率异常呈高阻特征; 在阳沟

脑东南铜矿(化)蚀变较强地段( Z1铜矿化脉)也同样

存在这一特征。另外, 电阻率异常与极化率异常相

伴生, 一般分布在极化率异常的内侧, 很少孤立存

在。因此, 本区高阻高极化异常地段可能为矿致异

常。

4. 1. 2  极化率异常特征
从极化率异常看, 极化率异常主要分布在工区

的中南部桥沟、寨凹、李家沟一带( D 6 ) ,异常东西两

侧未封闭, 呈 NEE走向, 为宽幅面状;异常面积约 2

km
2
,局部高值异常也集中在该异常带内, M2最大值

3. 12 mV/ V。异常区出露地层以太华群石板沟组

( Arsh)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为主,地层走向 NE。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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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寨凹 Cu-Ag矿地质物化探综合图

F ig . 1  Simplif ied map showing geo lo gy , g eophy sics,

g eochemist ry in Zhaicao Cu- Ag deposit

1.第四系 2.古近系  3.熊耳群大古石组  4.熊耳群  5.太华群石板沟组  6.辉绿岩  7. 花

岗细晶岩  8.花岗斑岩  9.石英脉  10.蚀变带及编号  11.极化率异常异常线  12.电阻率异

常等值线  13. $T 负异常线  14. $T 零值线  15. $T 正异常线  16. 1/万沟系次生晕 Cu异常

等值线  17. 1/万沟系次生晕 Pb异常等值线  18. 1/万沟系次生晕 Ag 异常等值线  19. 1/万沟

系次生晕异常编号  20.磁异常编号  21.极化率异常编号  22.见矿钻孔

常区内绿泥石化糜棱岩构造带(青盘岩化带)较发

育,且钾化、硅化较强,多处地段见黄铁矿化、黄铜矿

化等矿化蚀变现象。糜棱岩带走向以 NNE 向为主,

一般 60b~ 80b,其次为近 SN 向。该异常区有多条铜

矿脉产出,矿脉走向主要为 NE 向。局部高值异常

一般与矿脉倾向具对应关系。

在宽幅面状异常周围展布着多条规模不等的带

状异常,异常幅值相对较低, M 2最大值 2. 02 mV/ V ,

异常规模一般不大, 走向主要为 NE 向, 其次为近

EW走向。为小规模矿化蚀变带所致。

4. 2  高磁 $T 异常特征

高磁 $T 数据等值线从水泉凹 ) 后郭凹体现为
正负相间的近 SN 向的条带状。负异常主要分布在

工区的中部,阳沟脑 ) 李家沟口一带异常以 NW 走

向为主,碾盘沟一带扭曲为 NE 向; 总体呈半环状南

北贯穿全区, 未封闭; 异常宽约 1 400 m, 长约 3500

m,面积较大; C6 , C7异常呈似等轴状展布,与航磁异

常形态类似;出露地层为太华群片麻岩,异常区内见

多条辉绿岩脉, 在水泉凹到李家沟 C6异常扭曲边界

部位, 有花岗斑岩脉产出。

围绕 C6 , C7似等轴状负磁异

常的周边部, 环行分布着

Z1 ) Z10等不同规模的铜矿

化蚀变带。从异常强度上

看, 负异常具有向北减弱的

现象。正异常 ( C1 ) C5异常

和 C8异常)主要分布在负异

常两侧, 形态不规则; 东侧

C8异常范围较大, 梯度变化

明显;西侧正异常( C1 ) C5异

常)与其两侧负异常呈串珠

状排列, 伴有多条银多金属

矿脉产出(如: S32 , S35 , S36矿

脉)。正异常具有由北向南

强度减弱的现象。

前人工作表明,本区中酸

性花岗斑岩的磁性比片麻岩

的磁性低,基性辉绿岩脉磁性

中等。本区大面积片麻岩地

层可引起高磁正异常, 高磁

$T 异常基本反映了寨凹隐

伏花岗斑岩体与太华群片麻

岩的接触情况,分析认为,寨

凹隐伏花岗斑岩体具有半环

状向 N 缓倾展布的格局,岩

体基线展布大体上从碾盘沟 ) 李家沟 ) 寨凹,在楼房

折转后延伸至前郭凹。在岩体折转部位富集了丰富

的 Cu, Ag, Pb等多金属矿产,含矿热液在有利的构造

富集成脉状矿体,后经剥蚀裸露出地表。

5  综合找矿效果

经过地质踏查选区,利用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

量进一步缩小靶区,沟系次生晕地化测量缩小靶位,

地表共获得银、铜矿(化)体 40余条,通过对地表矿脉

的系统控制,获得Pb+ Zn资源量( 333+ 3341) @ @万
吨以上, Ag资源量( 333+ 3341) @ @ @ @吨以上。Cu

矿共发现矿(化)体7条,其中 Z1矿化带西起阳沟脑,

东接近卢氏县与洛宁县交界分水岭处, 位于圈定的青

盘岩带东段南侧,延长约 1 200 m,矿化带宽度一般 1

~ 1. 5 m,个别地段可达 3 m 左右。地表品位 w ( Cu)

= 0. 57% ~ 3. 68% , w ( Ag ) = 4. 97 @ 10- 6 ~ 3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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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6 , w ( Au)多数情况下< 0. 1 @ 10- 6。主要有东、西

两个矿化段,通过对民采坑道的编录采样和研究, 发

现这两个矿化段内矿体不连续,以透镜状、囊状含铜

石英脉为主,深部含铜糜棱岩逐渐增多。矿化段内最

大的矿体延长约 30 m,延深 20 m, w ( Cu) = 0. 7% ~

14. 32% , w ( Au) = 0. 26 @ 10
- 6

~ 0. 6 @ 10
- 6

, w( Ag) =

7. 91 @ 10- 6 ~ 138 @ 10- 6 , 矿体最厚 1. 8 m;从民采矿

石分析, w ( Cu)平均 2%。Z4铜矿脉延长 300 m,位于

糜棱岩构造带内,糜棱岩构造带宽 1~ 3 m,含铜矿体

厚度0. 5~ 1. 5 m, w ( Cu) = 1. 74%~ 3.07% , w ( Ag) =

25@ 10- 6左右, w ( Au) < 0. 1 @ 10- 6 , 铜矿化地表延长

100 m。Z4脉经过 ZK01钻孔深部验证,深部获得 Cu

矿(化)体2层,累计厚度71 m(图 2) ,黄铜矿呈细网脉

状、浸染状。

图 2  寨凹 Cu-Ag矿Ⅰ号剖面示意图

F ig . 2  Schematic map of section Ⅰ fo r

Zhai'ao Cu- Ag deposit

1.太古宇太华群石板沟组  2.物探推测寨凹隐伏花岗斑岩体

3.铜矿(化)体  4.施工钻孔位置及编号  5.推测界线

经过对地物化资料的综合分析研究, 认为该区

具备良好的斑岩型铜矿成矿地质条件, Z4 脉可能为

深部斑岩型铜矿的脉状延伸, 进一步找矿前景乐观。

6  找矿方向

( 1)地表找矿继续围绕以三棵树为环形中心的

物化探异常集中部位, 尤其是在沟系次生晕元素组

合较好的 TH 1-2、T H 1-4、TH 2、TH 4 等部位, 是寻

找破碎蚀变岩型脉状银铜矿的较有利部位。

在高磁负异常的低值区、正异常的高值区有可

能是隐伏斑岩体的凹部或折转屈曲部位,这些部位

是极易富集成矿的最有利部位, 如: 碾盘沟南、乌崖

凹、前郭凹等地。这些地区由于矿(化)体埋藏相对

较深, 极化率及地球化学异常显示均较弱, 深部寻找

隐伏斑岩型铜矿这些地区不可忽视。

在Ⅰ号剖面铜矿(化)体厚达 71 m,向深部变厚

趋势明显, 极有可能延伸到物探推测的寨凹隐伏岩

体内, 如此该矿脉即为斑岩铜矿外侧的脉状矿反映。

作者认为在本区找寻斑岩型铜矿下一步工作应着重

放在隐伏斑岩体的定位及解剖上, 具体位置应在水

泉凹、碾盘沟南的沟脑附近,即异常和蚀变带环状分

布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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