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宝山斑岩铂矿床的地球化学异常

特 征 及 找 矿 标 志
乌砖凤 茂

广东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九 三七 队

大宝山大型多金属矿区
,

曾进行大量的

地质
、

物化探工作
,

积累了不少资料
。

该矿

床地球化学异常的分布有明显规律
。

地 质 概 述

矿区位于北江新华夏断裂带东侧
,

大东

山一贵东东西构造带与北江断 裂 带 的 交合
处

。

区内广泛出露古生代地 层
,

尤 以 泥盆

系
、

石炭系分布最广 主要为一套陆源碎屑

岌浅海碳酸盐建造
。

区 内火成活 动 广 泛 发

育
, 形成贵东花岗岩体

,

出露于区域之北
,

呈东西方向分布
。

次英安斑岩体分布于区域

东部
,

呈断结弧形分布
。

此外尚有次英安斑

岩
、

花岗闪长斑岩岩墙及长英岩
、

辉绿岩
、

煌

斑岩
、

石英闪长岩
、

粗玄岩等岩脉零星分布
。

铂矿床赋存于大宝山花岗闪长斑岩体的

内外接触带
。

岩体沿东西向与北西向断裂带

复合部位侵入
,

形成近东西向的岩墙
,

向北

西方向伸出许多岩枝
、

岩脉
。

该花岗闪长斑
岩侵人于大宝山次英安斑岩墙之中

。

岩体东

西长约 。米
,

南北宽约 米
。

出露面积

平方公里
,

向北倾斜
,

倾角
“ 。

牛目

矿体受岩休产状制约
,

与一定的蚀变带有密

切关系
。

由花岗闪长斑岩到次英安斑岩
,

围

岩蚀变分带序列为云英岩化带一硅化绢云母

化带一绿泥石化带
。

辉相矿化产于石英绢云

母化带中
,

工业矿体主要赋存于次英安斑岩
的石英绢云母化带中

。

矿体围绕花岗闪长斑

岩体的接触带呈环状分布
。

斑岩体中主要为

非工业矿体
。

根据矿体空间分布位置可划分

为东
、

南
、

北三个矿带 图
。

矿区内多金属矿床呈似层状产于次英安
斑岩墙上盘

、

花岗闪长斑岩东侧 , 沿东岗岭

下亚组灰岩
、

泥灰岩
、

含泥质灰岩交代
。

风

化残积型铁矿产于多金属矿床乏上
。

在船肚

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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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圣畔铂矿体

区习寒武系砂板 、侄到 花肉闪长斑岩

脱 、 困
次英她我

刁 掀
图 大宝山溉岩铂矿矿区 地 玉略以

花岗闪长岩体南侧接触带上的天子岭灰岩巾

产有夕卡岩钨铂矿床
。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指示元素的选择
、

背景 值和异常下 限

的确定

指示元素的选择 据光谱半定量

分析资料
,

元素在矿体及各种岩石中的分配

特征及其在成矿过程中的带人带出见表 和

一 一



矿 区 主 要 岩 矿 石 类 型 中 元 素 平 均 含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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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用铂 钨
、

锡
、

铜 作为主要指示元

素
,

铅
、

砷
、

秘
、

银为辅助指示元素寻找铂

钨矿床
。

背景值及异常下 限确定 根据元

素在地壳中的平均含量
,

结合本矿区域背景

情况
,

选择区内外有代表性的样品分析成果

进行统计
。

各元素的背景值和异常下限见表
。

有些元素因分析灵敏度不够以测定极限

作为背景值
,

如银
、

砷
、

锡
。

次生晕
、

分散流
、

水化学异常分布

特征

矿区及外围 平方公里范围内曾进行

过综合物化探工作
,

圈定次生晕异常 个
,

分散流异常 个
,

水化学异常 个
,

原生晕

异常点 个
,

磁异常 个
,

重砂异常 个
。

大宝山矿区是一个多种异常吻合区 图
。

从图 可见
,

次生晕铜
、

铅
、

锌异常围绕大

宝山多金属矿床
,

比矿床范围大 倍
。

分散流异常形态与次生晕异常相似
,

但范围

更大
,

距矿体可达 公里
。

次生晕钨
、

锡
、

锢异常紧紧环绕大宝山斑岩钥矿床及船

肚钨
、

铝矿床展布
,

比矿床大 倍
,

而

分散流异常范围更大
。

水化学异常可扩散到

距矿体 公里处
。

从整个矿 田异常分布可见 异常的展布
严格受岩体断裂控制

。

以大宝山花岗闪长斑

岩为中心各种异常呈环带状分 布
。

内 带 以

钨
、

锡
、

铝为主
,

外带为铜
、

铅
、

锌
、

砷
、

银异常
,

有明显的分带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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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各种岩石中主要成矿元素含量塔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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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分布与岩体 的关 系 相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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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矿区次生晕分散流异常平面草图

的地球化学异常在空间分布上与大宝山花岗

闪长斑岩有密切关系
,

各元素异常平剖面上

都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

以大宝山花岗闪长斑

岩为中心
,

由内到外按离开岩体距离的递增

计算部分元素线金属量 的比值见丧
。

将各元

素的线金属量最大值都用同一种量级来表示

标准化系数
。

把某种元素金属 量与

参加计算的所有指示元素晕的总金属量之比

值作为元素的分带指数见 表
。

从表
、

表 可见
,

钨
、

锡最大限度地

相对积聚于岩体内
,

相在接触带上
,

铜在接

触带外侧
,

而铅
、

秘
、

砷离岩体更远
。

根据

分带指数的计算结果
,

可以建立大宝山斑 岩

相矿元素分带序列 锡
、

钨 , 相 , 洞 ,

砷
、

铅
、

秘
。

彼此间相互关系尚不清的

元素放在括号中
。

因为它们的分带指 故辰大

值是在晕的同一地段确定的
。

使用分带
一

旨数

变化度的大小可以进一步确定相似元素在序

素 线 金 属 量 比 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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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斑岩铂矿 一
‘

剖面原生晕含盘曲线

关
,

钨
、

锡异常的分布与铂异常相似
,

局

部受含钨残坡积铁矿干扰
。

在钨
、

锡
、

相异常的外侧
,

即大宝山

花岗闪长斑岩的外接触带次英安斑岩中
,

主要为铜
、

铅
、

秘
、

砷
、

银异常
,

岩体中
心含铜仅 丫

。

铅异常基本出现在铜异

常外侧
,

但有重叠
。

秘异常主要出现在大

宝山花岗闪长斑岩的北端外侧及南部次英

安斑岩墙中
,

与深部铜矿化 或矿体 关

系较密切
,

异常值一般为 丫 。

银

异常在平面上呈点异常
。

砷异常分布范围

较广
。

大宝山花岗闪长斑岩及次英安斑岩

图 是自花岗闪长斑岩至次英安斑岩所

做的一条原生晕剖面
,

同样明显可见上述元

素分带规律
。

异常在平面上呈现不连续的环

状分带
。

由于受多金属矿床的干扰
,

各带都

有重盈现象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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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图 斑岩铝矿化探异常平面图

原生母铅异常

原生晕砷异常

相矿体

原生晕银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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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斑岩相矿化探异常平面图

从图
、

图 可见
,

相异常及锡
、

钨异

常分布在花岗闪长斑岩体及环绕岩体的外接
触带

,
形态与岩体基本一致

,

大致东西向
。

岩体内铂异常较低
,

环绕接触带构成高含量

带
,

基本上与岩体边界吻合
。

异常值一般为
丫了系 钨与铂

、

钨与 锡 呈 正 相

中都有砷异常的出现
,

但高 含 量 往 往与断

裂带
、

接触带
、

铁帽等吻合
。

从图
、

图 可见
,

元素同样出现有规律

的分带现象
。

铂异常出现在花岗闪长斑岩接

触带
,

与相矿体产状一致
,

往深部有尖灭之

势
。

钨异常与相异常紧密伴生
,

在铂
、

铜强

异常中部有钨异常出现
。

铜
、

铅
、

秘异常主要出现 在 接 触 带上

盘
、

铂异常外侧
。

远离接触带异常有增强的

趋势
。

综合几条剖面可以明显看出铜
、

错
、



秘异常围绕大宝山花岗闪 氏斑岩体接触带外

侧呈一半环状
。

从平面及剖面图上都 可明 显看
,

自花

岗闪长斑岩至次英安斑岩山高温元索向中低

温元素过渡
,

呈现明显的温度分带
。

围岩蚀 变与异 粉的关 系 大宝山
斑岩相矿床

,

自花岗闪长斑岩至 次 英 安 斑

岩
,

由内而外围岩蚀变依次为绷云岩化带一

硅化绢云母化带 包括粘土化带 一绿记石

化带
,

各带中元素平均含虽见表
。

颧
围岩蚀变与原生晕的发 育关系密切

。

强

绢云母化带中铂异常 最 发 育
,

并伴有

钨
、

锡较强的异常
。

外侧的润云 母化
、

粘 土

化带中主要发育铜
、

秘
、

砷
、

铅异常
。

绿 泥

石化带中
,

绝大部分元素含量下降
。

同时 可

见
, 、

荞八
、

八 。

十 比值也随着蚀变阴 增么 递增
。

图 斑岩钥矿地贡剖面图

、

议 中带晕 一 丫 毯
“

外带晕 一

大宝山斑岩钥矿周围原生晕

仁二 〕
恤皿

、 。外带晕

中带晕 ‘

一一一︸﹄林︸一。一一
,

一图巨刃
区习

、 。 内带晕
”

中带晕
,

一

地球化学找矿标志

大宝山斑岩铜矿床的找矿实践表明
,

寻

伐这类矿床 包括斑岩铜矿 除要分析有利

的地质条件外
,

地球化学特征是十分有效的

戏矿标志
。

大宝山多金属矿区及其周围有明显的
、 、 ‘ 、 、 、

等 多元 素组合

的分散流
、

水化学
、

次生晕异常
,

是寻找大

宝山式矿床很好的找矿标志
。

分散流
、

水化

学异常扩散范围大
,

在普查阶段再辅以少量

次生晕工作
,

可以 。 、

为 主 要 指 示元

素
, 、 、 、 、 、等为辅助于旨示元

素圈定斑岩锢 铜 矿床的远景区
。

大宝山斑岩铂矿床上有 明 显 的 次生

晕
,

原生晕
、 、

伴有 异常
,

围绕

钥矿床的外侧原生晕
、 、 、 、

及少量银异常相继出现
。

故原生晕
、 、



斑 岩
、’

相 矿 各 蚀 变 带 部 分 元 素 含 量 表

岩
‘

元素平均含 丫龙 比 值

恢变带

—
—

卜一
一 , 一

一
一 , 不产二气一下 石一 又

体 】 。 】 】 】 」 又 」 。 只吧甲供 矛。

一卜万了 , , 丫 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一一一 —
’

公

副 奢二竺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一一竺口竺一口兰
一

, 化 一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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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长

—一丫一一 一 一 ⋯一 ——一一 ———
——馨蕃臀竖翌竿

‘
一

钊
一

兰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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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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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异常是矿 床产出部 位的良好标志
,

而 。的强异常是指示 锢工业矿 体的标志
。

大宝山斑岩钥矿具有一套完整的围岩

蚀变
, 相矿体主要赋存在硅化绢 云 母 化 带

中
。

蚀变带中常量元 素
、

、

的 比值也

相对增大
。

在原生晕 。 、 、

异常 中若

出现云英岩化
,

标志泪矿化减弱
,

是相矿床

内侧
。

当硅化绢云母化减弱
、

出现枯上化并

有
、 、 、

等异常
,

指示泪 ‘ 化已

近尖灭
,

是祖矿床的外侧
。

在绿尼石化带中

伴有弱
、 、 、

弱异常
,

标志无泪犷

化存在
。

因此研究围岩蚀变和各蚀变带 出现

的原生晕异常以及常量元素的带出带人可以

指导找矿评价
。

无论在普查还是在详查评价阶段都可

以进行岩体评价
,

寻找有利的成矿的岩体
。

大宝山花岗闪长岩平均含 钥 达 丫 ,
含

钨
、

锡 也较高
。

因此
, 。 、 、

元素在

岩体中丰度高说好为含矿岩体
。

大宝山斑岩锢矿床上各种元素由高温

元素到中低温元素呈有规津的分带
,

它们反

映着不同均地质条件
。

同时元素呈有规律的

温度分带也是一个伐矿标志
。

本斑岩泪犷的评价勘探工作还未结束
,

许多资料尚待系统总结
。

朱 崖 式 铁 矿 化 探 地 质 译 码
’

初 步研 究

李 连 泉

应用地球化学探矿数据进行异洁评价
,

应 当与地质条件相洁合
。

先将已知沟不同地

质因素分别进行化深实验
,

以伏 得 数 据 为

码
,

并选择适 当的鉴 际准进行效据处理
。

再结合地质因素进行解译
,

提供碑决未知 司

题的依据
,

以有效地评价异常指导伐犷
。

兹
以朱崖式铁矿化深实验结果为例

,

讨论如下
。

方法的选择及依据

朱崖式铁矿位于鲁西
,

属中温热液充填

交 七并经表生富集沟改矿
。

主要康生矿石矿

物为菱 淡犷及部 汾赤挟犷
,

并有少量境铁矿

和便猛犷
、

软锰犷
,

与 微量黄 祠 矿
、

黄 铁

矿 表主富渠台可见大量渴改矿及部份针铁

矿
。

咏石犷物以方解石为主
,

有讨出现少量

铁 白云石
、

重 皂石 和石英等
。

测温结果
,

菱

铁犷形成温变为
,

表羽是热液条件下形

成
。

译玛实际是在找出各种地质体的地 球化学特征的羞

础上 ,

对化探资料进行的地 质解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