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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岩型矿床与斑岩体在空间上密切伴生
,

生成时

间上十分靠近
,

成因上与斑岩岩浆来自同一岩浆源
。

但

就众多的斑岩体而言
,

与成矿有关的却为数不多
,

即

使是在同一矿田
,

成分和侵入时间十分相近的岩体也

只有极少数含矿
。

因此
,

我们在普查时就不必按先找

岩体
,

后研究其含矿性的程序进行
,

而可用物化探去

直接发现那些为数极少的与矿化有关的岩体
。

本文试

图通过几个斑岩型矿床的物化探资料
,

建立物化探综

合找矿模式
,

并以区域物化探资料为基础
,

总结东 匕北

部寻找斑岩型矿床的找矿标志
,

以预测远景区和选择

较为合理的找矿程序
。

一 团结沟斑岩金矿 含矿岩体为花岗斑岩
,

金矿产于岩体顶部爆发角砾带发育部位
,

具有普遍而

强烈的硅化
、

绢云母化
,

主要矿石矿物有自然金
、

自

然银
,

并伴有辉锑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等金属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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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矿体外围有分布广泛的黄铁矿化
,

是一个特大型

斑岩型金矿
。

主要物化探工作是 年矿床评价过程中进行的
,

投入了次生晕
、

自电
、

激电
。

矿区外围在 年完成分

散流普查
。

次生晕在矿体上有
, , ,

多

元素组合异常
,

且有明显的异常中心 图
。

一

各元

素的 最 高浓 度为
, ,

, ,

异常包围整个矿化范

围
。

外 围分 散 流
, , ,

元素升高地

段面积达
’。

矿区内只有一处自电异常
,

规模为
、 巧。米

,

极大值 一 ,

与矿体的主体部位

相吻合
。

激电异常反映了整个矿体及其周围分布广泛

的黄铁矿化
, 叮 为 的等值线为 米

,

极

大值叮 ,

纬
。

从效果和效益全面权衡
,

寻找这类矿床可用分散

流圈定找矿靶区
,

然后用次生晕及自电捕捉矿体即可

凑效
。

二 乌奴格吐山斑岩型铜泪矿床 本矿是验证

物化探异常发现的
,

该区 年投入
,

万次生晕
、

磁法
,

千次生晕
、

自电
、

磁法 , 。

年又进行了 万激电
。

年根据物化

探提供的首批验证钻孔见矿后
,

到 年完成初步勘探
。

次生晕异常从总体看呈环形分布
,

内侧为铜铝
,

相异常较连续 一
,

铜异常较零星 一

,

不伴生其他元素异常
,

在矿区南西部及环形
, 。异常外侧

,

出现多元素组合异常
,

由 。 ,

。 ,

组合逐步过渡到
, ,

组合及
,

,

组合
,

异常面积达
’ , , , ,

,

元素均有明显的浓集中心
。

这种多元素
、

大

面积环状分带特征
,

表现了斑岩型矿床特有的成矿特

点
。

评价结果表明铜异常与铜矿体有较大的偏离
。

自

电异常面积达
’ ,

与铜银矿体大体吻合
。

异常值

一般 为 一 一 一 ,

极大值 一 。

在矿



床及蚀变岩休分布范围内
,

为一片平稳的低磁场区

一 。一
” ,

向外黑云母花岗岩范围内为一片中

等强度的杂乱班场区 一 夕 ,

杂乱高值磁

异常主要分布在黑云母花岗岩外侧
,

大部分为中生代

陆相火山岩引起
。

激电除在矿区内有异常外
,

在矿区

外围仍有广泛分布
,

整个激电异常范围达 平方公里
,

这与斑岩矿床外围分布广泛的黄铁矿化相吻合
,

极化

率叮 ,

一般为 一 。

以自电异常为主要依据提出的

首批 个验证钻孔
,

大都见到厚大的矿体 图
。

二二以以划划划划

带的石英绢云母
、

水白云母化蚀变带内
。

矿床中主要含

相矿物为辉铂矿
,

富集在携矿岩体内
、

外接触带的石英

钾长石化蚀变带内
。

即铝矿在内
,

铜矿在外
,

钥矿体内

有铜
,

铜矿体内亦含钥
。

是一个大型斑岩铜相矿床
。

从事后总结看
,

不投入磁法和激电也能取得大致

相同的地质效果
。

三 洋灰洞斑岩型铜矿 该矿是分散流普查在

先
,

在分散流圈定的远景区上
,

于 年布置了次生

和自电扫面
。

矿体是 年通过对次生晕
, 。异

常及自电 一 异常的深部钻孔验证发现的

图
,

目前正在进行矿床评价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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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一次斜长花岗斑岩

次斜长花岗斑岩为主要携矿岩体
,

成矿构造为中

心喷发式火山机构
,

先后有火山颈侵入相流纹质晶屑

凝灰熔岩
、

次火山岩相斜长花岗斑岩和部分次火山岩

相英安质角砾熔岩充填在陡立筒状管道内 围绕火山

管道
,

环形断裂发育
。

矿区具有明显的蚀变分带
,

地

表蚀变范围达 ’。

蚀变分带由中心向外依次为石

英钾长石化带
、

石英绢云母水白云母化带及伊利石水

白云母化带
。

矿床中主要铜矿物为黄铜矿
,

次为铜兰
、

瑞铜矿
、

斑铜矿
、

辉铜矿 铜矿体主要富集在外接触

含矿岩体为花岗斑岩
,

呈岩珠状侵入于石炭二叠

系阎王殿组地层中
,

岩性为千枚岩
、

斜长阳起石片岩

等
。

铜矿体主要赋存在花岗斑岩岩体内 外接触带的

石英绢云母化带中
,

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铜矿
、

黄铁

矿
、

磁黄铁矶 辉相矿等
。

上述实例表明
,

用物化探方法普查寻找顶盖层不

太厚的斑岩型矿床
,

效果是很好的
。

四 斑岩型矿床的物化探综合找矿模式 斑岩

型矿床的地质特征
,

决定了地面物化探异常的特征
,

根报物化探异常就能初步判断矿体的所在位置
。

在实

际工作中
,

也常常是发现异常在先
,

通过异常验证而

发现矿体
,

然后随着大量地表及深部地质工作的展

开
,

逐步搞清斑岩矿床在空间上
、

时间上
、

成因上与

斑岩的关系
。

至于每个矿床的蚀变分带与矿化分带特

点
、

与钙碱性系列火成岩的关系
、

与角砾岩筒的关系
、



与其他类型矿床的关系等一系列地质问题
,

也都是随

着评价工作的深入才能逐步查明
。

因此在研究程度较

低
、

地表覆盖层分布又广的东北北部
,

要想迅速查明

其成矿远景区
,

就必须把物化探工作放在先行地位
。

根据现有的物化探资料及其找矿效果
,

结合已知

斑岩型矿床的地质
、

物化探异常特征
,

建立了次生晕

和物探异常的综合找矿模式 图
。

其地质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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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斑岩钥矿物化探异常理想模式

一石英钾长石化带 无矿的核部

一石英绢云母化带 主要储矿部位

一青盘岩化带 黄铁矿化广泛分布

异常特征是

含矿斑岩体及其周围有明显的蚀变分带和矿化

分带
,

蚀变规模越大
、

强度越高
、 ·

分带越明显
,

形成大矿的可能性就 越大
。

与之相对应
,

地表有

大面积多元素呈环带分布的次生晕异常
,

异常元素

越多
,

范围越大
,

说明成矿作用时间越长
,

且易形成

大矿
。

斑岩型铜矿次生晕元素组合一般是
, 。 ,

, , , , ,

斑岩型锡矿出现的

元素组 合一般为
, , , , , ,

, ,

斑岩型金矿 出现的元素组合一般

是
, , , , , , , 。

就 每

个具体矿床而言
,

因地质条件和剥蚀程度不同
,

元素

组合会有所差异
,

判断是否有斑岩型矿床
,

主要看是

否有多元素环状异常出现
,

在其外围是否有大面积成

矿元素的高背景区
。

在已知矿区
,

围岩中成矿元素丰度常高出正常场

数倍
,

而近矿体围岩则出现一定范围成矿元素的低值

带
。

一般认为
,

围岩作为矿源层在成矿过程中可对矿

体提供部分金属元素
。

在斑岩型矿床的外围
,

都有比较广泛的黄铁矿

化
,

故能产生大面积激电异常
,

在化探异常上布置激

电剖面进行验证
,

能帮助判断找矿前景
。

此外
,

在次

生晕不易取得效果的厚层覆盖区
,

可用激电取代化探

工作
。

但在效率上激电难以和次生晕同步
,

特别是适

合开展分散流普查的山区更是如此 故要根据具体倩

况以最佳方法组合进行普查
。

自电异常在确定矿体的确切位置上有独到之

处
,

自电异常的负中心正好与矿体主体部位相吻合
。

据

自电异常曲线的不对称性
,

可判断矿体的倾斜方向

图
。

根据 自电异常布置验证钻孔
,

一般会得到

令人满意的结果
。

在斑岩型矿床的矿化范围内
,

因较长时间的热

液作用会产生退磁现象
,

磁法在矿化范围内常出现一

个相对周围未蚀变的岩石更为平静的磁场
,

这也可作

为判断斑岩型矿床存在的一个间接标志
。

斑岩型矿床在地理上的特征是矿体位于正地

形
,

因储矿的石英绢云母化带比其他岩石较难风化
。

斑岩型矿床的成矿物质主要来自上地梭
,

这就

决定了它与深大断裂有密切关系
,

并主要受深大断裂

控制
,

根据航磁资料推断的东北北部深断裂构造
,

可指出普查这类矿床的大致范围
,

区域性多元素

异常大面积出现的地区
,

是寻找斑岩型矿床更为直

接的标志
,

不同的元素组合可以预测矿种类型及不同

的成矿系列
。

五 找矿程序 在东北北部
,

普查找矿阶段最

优化的找矿程序应该是 开展 万化探 据不同景

观条件采用分散流或次生晕 扫面 激电剖面配合开

路 在圈定找矿远景区的基础上
,

根据异常规模以
, 一 , 万比例尺投入次生晕和自电工作

,

发现综 合

异常后
,

根据自电异常布验证孔
,

见矿后地质工作随之

展开
,

这样一般都能获得最好的地质效果和经济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