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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
、

特别是大水系的分水岭
,

是强烈摘

皱
、

断裂和岩浆活动等地壳运动的产物
,

常与内

生金属矿带相吻合
。

如乌拉尔是伏尔加河和哪毕

河的分水岭
,

也是苏联著名的铬矿带和含炯黄铁

矿带的分布区 南岭有举世一目的钨
、

锡
、

被矿

带
,

又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 黄河和

长江分水岭之一的秦岭组截着极为丰富的相和

金 洲抢江分水岭的宁静山脉中段
,

则是我国最

大的斑岩炯矿带玉龙矿带的所在地
。

总之
,

分水

岭地区内生金属矿产丰富
,

是普查内生金属矿床

的重点
“

靶区 ” 。

本文以笔者长期工作过的玉龙斑岩铜矿带为

例
,

介绍分水岭地区斑岩钥矿找矿方法综合运用

的效果
,

并从成功与失误两方面总结经验
,

以供

参考借鉴
。

在这种位置 图
。

矿床分布于构造破碎带中
,

与矿床受控于背斜轴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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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地区班岩铜矿的分布特点

在分水岭地区普查斑岩铜矿
,

除应根据矿床

的构造
、

岩浆岩和围岩蚀变等特点开展工作外
,

地形地貌特征也具有重要意义
。

以玉龙矿带为例
,

有如下分布特点

矿床不是分布在分水岭脊线上
,

也不在分

水岭两侧呈对称分布
。

紧邻分水岭脊线的次级褶皱和断裂构造
,

控制着矿带和矿床的分布
。

玉龙矿带分布在青泥

洞复背斜西具和 昌都一芒康复向斜东翼的衔接

处
,

各矿床均受次级背斜摘皱轴部的控制
。

大水系次级支流的源头
,

特别是源头附近

多条小澳的汇合处
,

往往就是矿床所在地
。

玉龙
、

多该松 多
、

马拉松 多和莽总等矿床和矿 , ’, 即分布

图 玉龙斑岩们矿带矿床位

与水 系关系图

矿床所在地常形成负地形区
。

各矿床的成

矿岩体 花岗斑岩 平面上呈近等轴状
,

故其产

出的地貌呈现为群山环绕的锅状小盆地
。

成矿岩体受到硅化
、

钾化
、

绢云母化
,

特

别是高岭土化等蚀变作用
,

形成了围岩蚀变的垂

直分带
。

若成矿岩体的围岩为硅铝质碎屑岩或火

山岩
,

则山脚常为深色角岩带
,

半山腰为略带浅

绿色之青盘岩带 碳酸盐围岩在半山腰为白色大

理岩或杂色夕卡岩
,

山顶常是结晶灰岩
。

蚀变围

岩面积大
,

层次清楚
,

色彩分明
,

是极好的找矿

标志
。

如多霞松多蚀变围岩的面积是成矿岩体的

余倍
,

而在马拉松 多则达百余倍
。

因此
,

矿床

即使为第四系所筱盖
,

也可根据围岩蚀变的分带

特征
,

判断被掩埋的成矿岩体和矿床的大致位置
。



找矿方法的综合运用及效果

分水岭地区山势陡峻
,

冲沟发育
,

水流速度

快
,

所以基岩出露较好
,

矿床即使被第四系筱盖
,

其厚度一般也不大
。

玉龙矿带被第四系搜盖最厚

的多被松多矿床
,

盖层厚度 一 米
,

一般 余

米
。

因此
,

在分水岭地区
,

综合运用地质
、

物探
、

化探等多种方法找矿
,

效果良好
。

下面以多霞松

多矿床的发现及详查过程为例
,

介绍各种方法的

应用及效果
。

多霞松 多是一个大 型含铝斑岩铜矿床
。

成

矿母岩为喜山期 一 百万年 黑云母二长花

岗斑岩一黑云母花 岗斑岩
,

呈陡倾的岩株状产

出
,

面积 平方公里
。

成矿岩体的 含量为
,

含量大大高于
,

为
。

矿床蚀变强烈
,

主要有硅化
、

钾化
、

绢

云母化和高岭土化
。

在玉龙矿带 万地质填图过程中
,

在铜矿

转石和青盘岩化带的启示下
,

先后应用了地质

填图和天然重砂
、

化探
、

物探等方法找矿
,

收效

很好
。

天然 , 砂法

矿床位于金沙江一条 公里长的支流源头向

下约两公里的多条小溪汇合处 图
。

沿矿床围

岩蚀变圈以外的 公里水 系进行了系统的重砂采

样
。

样点主要布置在沙嘴
、

河滩和阶地上
,

共计

采样 件
,

其结果是

‘ 条次级支流取样 件
,

共淘得砂金

顺
,

无金样品占样品数的
。

主河道取样 件
,

共淘得砂金 颗
,

最高样品含金 颖
,

平均含金 颗
,

无金样品

仅占样品数的
。

样品平均含金 厂 ,

并发

现两处河漫滩型及阶地型砂金矿点
。

重砂中的磁性矿物主要为磁铁矿 电

磁性矿物为赤铁矿
、

镜铁矿
、

揭铁矿
、

绿帘石
、

电气石
、

石榴石
、

白钦石 重矿物为金
、

错石
、

金红石
、

锐钦矿
、

磷灰石
、

辰砂
、

黄铁矿
、

泡秘

矿 轻矿物为石英
、

长石
、

绿泥石和绢云母等
。

支流主河道的重砂样品含金比其次级支流样

品高出 余倍
,

故砂金来自次级支流的可能性可

以排除
。

重砂矿物组合的特点表明
,

有用矿物主

要来源于中酸性或酸性岩浆岩及其蚀变围岩
。

结

合多霞松多半山腰广泛发育的青盘岩化
,

以及玉

龙矿床的成矿岩体含金
,

推断重砂样品中的金来

自被掩埋的多霞松多斑岩铜矿
。

地球化学探矿法

原 生晕和次生晕法 考虑到矿床可能

埋藏较深
,

又系高寒地区
,

因此
,

土壤金属量侧

量效果可能欠佳
,

而基岩出耳位置海拔又高
,

地

形险恶
,

原生晕法难度也较大
。

所以
,

仅做了两

条长各近 千米的东西向和南北向剖面
,

自高处

基岩向低处第四系覆盖区
,

然后再向高处基岩区

采样
。

结果发现深约 一 米的土壤中平均含

铜 一 ,

与弱黄铁矿化的角岩带同青

盘岩带过渡地段的原生晕样品含铜量相当
,

而离

开青盘岩化向外的未蚀变岩石含铜仅
,

甚至更低
。

据此推侧负地形区的土壤盖层之下可

能有隐伏的原生铜矿床
。

这与天然重砂和物探异

常的推断结果吻合
。

水 系及泉水沉积物 水系沉积物及泉

水沉积物取样结果表明
,

水系沉积物铜异常达
一 ,

泉水沉积物铜异常 一 。

泉水沉积物中铜含量高于地表水系沉积物中铜含

量
,

说明深部可能存在铜矿体或矿化体
。

水化学 根据区域 余件水样统计
,

铜离子在水中大量出现与铜矿体的存在有关
,

特

别是当有斑岩型铜矿存在时
,

无论是泉水或河水

样中
,

铜离子 含量一般都高出区域背景值 河

水为 毫克 升
,

泉水为 毫克 升
一 倍

。

在玉龙矿区的河水中
,

铜离子高达

毫克
、

升
,

为区域背景值的 倍
。

笔者在玉龙矿

区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
,

即将一只羊头骨放在

玉龙矿床中心的河水 中
,

不到半个月头骨开始孔

雀石 和蓝铜矿 化
,

不到一个 月整个羊头骨外表

都呈蓝绿色调
,

可见河水 中硫酸铜含量是相当

高的
。

多霞松 多矿床是矿带中掩埋最深的矿床
,

故

河水中铜离子含量在各矿中最低
,

仅高出区域背

景值 倍
。

但泉水样含铜则高出区域泉水背景值

倍
,

并有铂显示
。

铜离子异常 多在矿体附近



小于 米
,

最远不超过 米
。

由于辉相矿

暇化后生成的化合物虽易洛于水
,

但性质不稳定
,

遇到钙
、

铁等离子即生成相酸盐而迅速沉淀
,

因

此
,

相离子在水中的迁移距离很短
,

并与桐离子

共存于矿体附近
,

稍离矿体即行消失
。

故泉水中

相离子含 虽低 一般不超过。
。

毫克 升
,

但

对准确判断盲矿体的位 却十分有效
。

多该松多

矿区泉水众多
,

有相离子显示的泉眼基本上都位

于矿床范日内或其边缘
。

玉龙矿带地表水及泉水中铜离子含量一般为

班克 升
,

个别高达 奄克 升
,

但

与其他斑岩钥矿相比则普谊偏低
,

如德兴钥矿水

中切离子含 为 一 奄克 升
,

其原因
,

一

是离寒地区各种金属硫化物的氧化作用进行缓

怪
,

新生组份含 自然少 二是矿带各矿床均在

米以上
,

普追存在冻土层
。

冻土层对地层水

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起着阻挡作用
。

大面积 “
冰

冻
” 状态的水减弱了硫化物的权化作用

。

地球物理裸矿法

多 , 松多矿区主要运用了班法
、

自电和激电

方法来确定被第四系掩盖的成矿岩体和矿体的大

小及形态
。

首先
,

在近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

用

徽法和自电扫面
,

在负地形区发现了弱磁异常和

弱自电异常
。

针对这两个异常
,

用激电侧深确定

矿化岩体及可能的围岩性质 图
。

磁异常引匕西一南东向的椭圆形
,

面

积约 平方公里
,

异常峰值
,

一般稳定

在
。

自电异常呈似等轴状
,

异常值 自一 ,

一 一 ,

弱而稳定
,

面积为 平方

公里
。

激电侧深的视极化率值 一 不

等
。

矿区的滋异常和自电异常都明显地低于玉龙

矿区的相应异常
。

在玉龙
,

由于成矿岩体与围岩的

接触带上有环状铁矿体
,

磁异常达数千甚至上万

伽马
。

玉龙矿区的岩体自电异常为 一

一
。

如果不综合考虑围岩蚀变
、

天然重砂和土

城及岩石地球化学取样结果
,

上述物探异常很可

能被忽略
。

根据玉龙岩体视极化率为 一 ,

将多 ,

松多矿区中刀
, 二

者定为成矿花岗斑岩
,

而将甲, 一 者定为强黄铁矿化角岩
。

最后
,

根据磁异常
、

自电异常及激电侧深确

定的岩性
,

参考天然重砂及次生晕
、

原生晕等结

果
,

将自电异常与盛异常的重合部分定为假想的

似等轴状成矿斑岩体和矿体
,

并以此设计了矿区

的勘探网
。

经钻孔验证的矿体地表垂直投影面积 平

方公里
,

呈东西方向稍长的似等轴状 图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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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钊了少心

产伸陌一鳄
、

写

圈 多 , 松 多矿床地质及物裸异常略曰

一上三 统甲王拉组 一成矿岩体 一物探

亩异常 定岩体 一物探 自电异常 定岩体 一

门矿体 一角岩 一青盘岩 一徽电为岩体

点 一徽电为角岩点 一徽电为未定岩性点

正好处于弱磁及弱自电异常的重合范围 平

方公里 内
,

仅矿化面积小了一半
。

但岩体的实

际情况与原来设想的等轴状和位置差距颇大
,

为

向南东开口的马蹄形
,

约有一半的面积不在原来

设想的异常重合范围内
。

岩体内矿化亦不稳定
,

异常重合圈之外的北部岩体矿化很弱
,

多为表外

矿石
。

工业矿石主要产于马蹄形岩体的南部开口

部位及其接触带附近
。

至于重砂样品中的金
,

查明系来自成矿花岗

斑岩和含矿蚀变围岩的上部 。一 米内
,

花岗

斑岩含金 一 ,

围岩矿石含金 一

。

由上至下随深度增加
,

金含 逐步下降
。



可惜的是
,

含金最好的矿段显然已被剥蚀掉
。

砂

金作为普查含金斑岩铜矿的标志
,

是可行的
。

工作中的失误及教训

在玉龙矿带紧密结合已知的成矿规律
,

综合

运用物探和化探方法找矿
,

收到了一定成效
。

但

如果片面地强调某一异常的重要性或对成矿地质

规律把握不准
,

工作中就会出现失误
。

例 玉龙岩体接触带上的环状铁矿体
,

其

磁异常值数千伽马
,

峰值上万伽马
,

故最初误认

为是夕卡岩型铁铜矿
,

因而对产生视极化率 一

的激电异常的原因迷惑不解
。

在验证过程中
,

钻孔主要是沿由接触带 号铁矿体伸入岩体内的

一条产状陡
、

宽约 米
、

上千伽马的弧形磁异常

带布置
。

经四个钻孔验证
,

均未见到铁矿体 系

铁矿转石引起的假异常
,

控制铜矿厚度平均不到

米
。

实际上
,

激电异常在玉龙矿带其他矿床

和矿点的发现中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

例 玉龙矿 区四周有数十个大小不等
、

产

状各异的岩株
、

岩枝
、

岩床
、

岩墙和岩脉
。

岩性

多为花岗斑岩
。

我们曾选择玉龙外围两个视极化

率值与玉龙差不多的小岩体进行钻孔验证
。

结果

发现异常系弱黄铁矿化的角岩和炭质泥 页岩所引

起
。

围岩仅具角岩化或热烘烤现象
,

未见强烈的

钾化
、

硅化
、

绢云母化和青盘岩化
。

另外
,

这两

个小岩体均为产状缓的岩床
,

而不是玉龙式的陡

立小岩筒
。

可见
,

只考虑激电异常
,

而不考虑地

质规律
,

则容易被假异常所迷惑
。

例 马拉松多矿区有三个相距很近的喜山

期黑云母二长花岗斑岩
。

初期
,

物化探工作都以

地质上认为有成矿远景的卡仁马勇岩体为研究对

象
,

面积只有 平方公里
。

由于工作面积过小
,

对矿区地球物理特点了解不充分
,

故矿异常与非

矿异常特征未摸清
,

结果将品克弄岩体北接触带

强黄铁矿化流纹岩引起的自电
、

傲电综合异常误

认为矿异常
。

其实
,

当时已有少数激电侧深点展

布到品克弄矿体上
,

曲线为 型
,

即具较高极化率
一 和高电阻率 一 掀姆

·

米
,

,
,

与 曲线变化均缓慢
、

倾角小
,

并相交成剪刀

状
,

夹角不大
。

但这些特点未能引起重视
。

结果

两个验证钻孔落空
,

漏掉了矿体
。

后来
,

将矿区

物化探工作面积扩大到 平方公里以上
,

并对已

取得的各种资料再次进行全面综合分析
,

同时与

玉龙和多艘松多等已知斑岩铜矿床进行对比
,

认

为矿区围岩蚀变范围大 超过岩体面积百余倍
,

具分带性
,

钾硅化强
,

岩体侵入于背斜轴部
,

构

造裂隙发育
,

矿液有良好的沉积场所
,

故成矿条件

有利
。

于是
,

选择地质成矿条件好
、

次生 含铜

最高点布置了第三个验证孔
,

结果穿过 米厚

的第四系之后
,

直至终孔 米均为品位稳定的

铜矿石
。

这说明物化探工作的开始阶段
,

工作面

积不宜过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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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形坪铅锌矿床成因初探

杨 昌 明

武汉地质学院

蛇形坪铅锌矿床自 年代中期勘探以来
,

许

多单位陆续对其作过大量的地质研究工作
。

多数

学者认为
,

该矿床属于与花岗斑岩有关的高中温

岩浆热液矿床
,

但也有人把它列为受后期改造较

强烈的层控矿床
。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

根据我

们的初步研究成果
,

本文侧重探讨蛇形坪铅锌矿

床与岩浆岩的关系及其成因标志
。

岩浆活动及其与矿化的关系

本矿床位于湖南郴县东坡矿田千里山复式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