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隐伏矿床及其找矿方法

如色金炎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总公 司矿 产地质研 究院

文中着重分析了隐伏矿床生成的深部地质环境
,

通过 湘 南一粤北

和滇东南一桂东有色金属成矿带的研究
,

论述了其深部地质 构 造
、

深

部矿源层
、

区域地球化学环境和隐伏花岗岩体的预侧方法
。

介 绍 了通

过研究成矿规律
、

建立成矿模式
,

应用综合物
、

化探方法
,

坡 中吸 附

相态汞
、

汞气测量
,

地下物探和大深度探测的地面物探等方 法 勘查隐

伏矿床的效果
。

关扭词 隐伏矿床 , 矿床分类 , 深部地质环境 , 勘查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
,

我国地质学家在研究

有色金属隐伏矿床方面
,

积累 了 丰 富 的资

料
,

取得 了可喜的成果
。

华南地区黑钨矿石

英脉型和锡石一硫化物型隐伏矿床的找矿预

侧
,

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

长 江 中 下 游地

区
,

根据区域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
、

成矿系

列和成矿模式研究成果
,

找到了一批工业意

义较大的铁
、

铜
、

金矿床
。

与此同时
,

在一

些生产矿山还开展 了盲矿体
、

半隐伏矿床的

综合研究
,

为老矿山增加 了新的储量
。

隐伏矿床的类型

, 四纪扭益区的脆伏矿床

系指埋藏于时代较新的疏松沉积物 现

代冲
、

坡积物
,

现代湖相沉 积 物
,

草 原 砂

丘
,

海滨砂丘
,

现代冰债物 等 之 下 的 矿

床
。

若岩 , 盆区的陈伏矿床

系指产于地面基岩没有矿化或含矿标志

很少的岩石之下的矿床
。

岩石是成岩 固结的

各种岩类
。

举陇伏矿床

矿床地表的岩石中
,

常出现一些 主要矿

化外层的次要矿化和不明显
、

不 确 切 的 标

志
,

以及远程元素化探异常
,

或是老矿区深

部或附近发现新矿床
、

新矿体
。

此类矿床的

主要工业矿体是盲矿体
。

深 部地质赋矿条件

深部地质构造

湘南一粤北大型有色金属矿区的重
、

磁

场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 与花岗闪长岩类有关的铂
、

铜
、

铅

锌矿床 水 口 山
、

宝山
、

黄沙坪
、

大宝山

引起的重
、

磁异常
。

其特点是 汤矿床均位

于反映深断裂的重力梯度带上
、

推断的东西

向深断裂旁侧
,

有的矿区还有北东向的深断

裂从附近通过
。

②矿区附近都有一个低缓的

正值区域磁异常存在
,

表明其深部有一个偏

基性的岩浆库
。

其规模由 至上 百 名

不等
。

③矿区附近显示航磁局部异常
,

其性

质则因矿床中磁铁矿的有无而异 含磁铁矿

的水 口山
、

黄沙坪矿区
,

主要表现为区域低

缓磁异常上叠加有高值的正局部磁异常 不

含磁铁矿
、

只含磁黄铁矿的大宝山和宝山矿

区
,

其局部磁异常特征 是岩体上方为负磁异

常
,

围绕负磁异常出现环状局部正磁异常
。

而且无论正负
,

其异常值都较低 图
。

另一类是 与花岗岩类 有 关 的 钨
、

锡
、

被
、

铅锌矿床 香花岭
、

瑶 岗仙
、

东坡
、

瑶

岭一石人嶂一梅子窝矿区 引起的重
、

磁异

常
,

其特征是 ①出现重力负异常
,

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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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湘南一卑北盆力布格异常及荟底断裂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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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断裂 一航空磁测数据处理区

花岗岩体的低密度特征
。

②不存在正值的区

域磁异常
。

③花岗岩为负磁场区
,

围绕它的

是呈环状分布的正值局部异常
。

两类矿床的重
、

磁场特征反映了不同类

型岩浆岩及其成矿专属性 前 者 为 深 源岩

浆 后者为浅源岩浆
。

滇东南一桂东锡一多金属成矿带
,

在根

据区域二导异常划分的 条坳焰带上
,

个



局部坳陷地段中的 个不同程度地分布着花

岗岩
,

且大致呈等距离分布
,

其中 个赋存

有锡一多金属矿床或矿点
。

裸郁矿裸

姜齐节等人研究了中国大陆中东部基底

地层成分分布与金属矿化区之间的关系
,

认

为 ①以中基性为主的火山岩基底区的特征

矿产是金矿和铂矿
。

另外还有重要性占首位

的铁矿和汞矿
,

以及居第二位的铅锌矿
、

锰

矿
。

②粉砂一泥质基岩区的特 征 矿 产 是锑

矿
、

锡矿和除石英脉钨矿以外的其他钨矿
。

另外还有重要性居首位的铜矿
、

锰矿和铅锌

矿
,

以及居第二位的铁矿
、

汞矿
。

③砂质基

岩区的特征矿产是石英脉钨矿
。

可见
,

查明陆壳基底岩层的特点
,

对研

究区域成矿作用和找矿
,

都是十分重要的
。

区城地球化学特点

湘南一粤北多金属成矿区
,

根据区域土

城和重砂测量资料
,

结合区 域 构 造
、

岩 浆

岩
、

地层和不同类型矿床的分布特点
,

可划

分出 个地球化学异常
、

种 元 素 组 合类

喇 ①
、 、 、 、

组 合 , ②
、

、

组 合 ③
、

组 合 ④
、

组合 ⑤
、 、

组 合
。

上述地球化学分带受不同成 因 岩 浆 岩

系列控制 与深源岩浆有关的是以 为 主
、

伴生
、 、

元素组合 与 浅源岩

浆有关 的 是
、 , 、 。 、 ,

元素组合
。

同时也受构造和地层控制
。

澳东南一桂东锡一多金属成矿区的元素

地球化学异常场可分为氧化环境
、

还原环境

和氧化一还原过渡环境的 个带
、

个区
。

异常 与成矿的关系可归纳为

异常总体上受地层
、

岩浆岩和矿

化控制

异常分区往往反映矿田
、

矿床的

成矿有利地段

异常分区的元素组合绝大多数反

映出矿床 矿化 的元素组合和类型
,

如个

旧锡一多金属矿床的异常元素 组 合 为
、

、 、 、 、 。

异常分带反映出矿 化 的 分 带特

征
。

某一特定的地球化学区
,

还可反映出某

些元素的继承性
,

表现为同一组元素在不同

时间以不同形式相继成 矿
。

如 康滇地 轴 的

铁
、

铜矿化集中区
,

同时也是铁
、

铜的地球

化学场
,

从老到新
,

铁
、

铜成矿的继承性非

常明显
。

从老基底大红 山群与细碧角斑岩建

造有关的大红山铁
、

铜矿床和拉拉 一式铜矿

床
,

到元古代的东川
、

易门式层控铜矿床
,

再晚在盖层中形成沉积铁矿床
,

在 中生代陆

相盆地中形成含铜砂 砾 岩矿床
,

从 而构

成规模巨大的铁
、

铜成矿带
。

陇伏花岗岩预侧

许多内生金属矿床与隐伏花岗岩体有密

切关系
。

下面介绍我国地质工作者预测含锡

隐伏岩体的方法和实例
。

绿合地质方 法 含锡花岗岩受区

域地质构造控制
,

形成有规律发育的构造岩

浆带
。

研究表明
,

构造岩浆带中的等轴状隆

起构造单元和放射状
、

环状断裂
,

是隐伏岩

体或岩突定位的标志
。

小岩枝
、

岩脉
、

岩瘤和岩浆岩派生的长

英岩脉发育地段
,

是隐伏花岗岩体存在的重

要标志
。

环状热变质和热液蚀变晕带
,

是隐伏花

岗岩体产出的地质标志
。

综合物探方法 含锡花岗岩及其

围岩的密度差明显
。

岩浆侵位后
,

其接触带

可形成环状磁性体和导 电性良好的地质体
,

为应用多种物探方法寻找花岗岩体创造 了前

提条件
。

物探异常的特征是

重力具有明显的
、

规则的 局 部 负 异常

一 一
。

航 磁 或地磁显示连 续

或断续的环状异常
,

中部一般为负异常或低

缓异常
。

放射性伽马测量显示高值异常

下 。

电测深显示低电阻特征 炭质层除外

才寻



《 遥 感方法 卫星象片中大小不等

的多层结构的环状影象
,

常是隐伏岩体存在

的标志
。

影象呈同心环状
,

具中心环核结构
,

环层 层
,

环的外围有一 系列弧形 或线

纹 影象
。

地质
、

物探
、

化探和遥感等多种方法综

合应用
,

常可有效地查明隐伏花岗岩体
。

大厂矿田位于丹池构造岩浆带 中
。

北西

向深断裂和北东向横向断裂交汇处的深部
,

可能有东西向的墓底断裂通过
,

是岩浆侵位

的有利部位
。

地表见近南北向的花岗岩类岩

脉或岩枝
,

热变质和热液蚀变呈环带发育
。

航磁和地面磁测 发现 了环状 高磁正异常和中

部低缓磁异常
,

经钻探和坑 探 揭 露
,

在

标高以上发现约 的隐伏岩 体
。

年

后 , 地面垂力测量发现半极值等值线 一

范围达 ’以上的局部 重 力 低异

常 图
。

数据经 电算处理后
,

所得一导等

值线图上见若干负异常
,

其中最低值异常 与

龙箱盖岩体大致吻合
。

卫片也显示出一大型

包含多层结构的环形影象
,

共位置和范围 与

重力负异常大体一致
。

这一认识为在大厂扩

田进一步开展深部找矿评价提供 了重要科学

依据
。

个旧地区西部有较大的花岗岩体出璐
,

东部仅有几个小岩体出露
。

航磁
、

地磁
、

肮

空放射性和重力测量均显示一个完整的大范

围异常
,

据此推断东区深部存 在 一 个 大岩

体
。

为查明深部隐伏花岗岩顶部起伏特点及

其埋深
,

还开展 了电测深及遥感地质工作
。

在卫星照片上有若干小套环影象显示
。

在东

区 范围内
,

电测深发现 了 个异 常
,

其中老厂
、

松树脚等 个异常为已知 隐 伏花

岗岩突起 竹林
、

高峰 山异常经工程揭露也

证实为花岗岩突起所引起
,

少卜发现 了新的矿

床
。

重力延拓资料表明
,

个旧东
、

西区花岗

一地层界线 , 一隐伏岩体等高线 , 一重 力 等

值线 , 一重力一导等值线 件 。一 ,

圈 个旧矿区电测深工作成果圈

一断层 , 一花岗岩 , 一 电侧深推断的 花 岗岩

突起等高线 一 电测深推断的泥质灰 岩突

起等高线 , 一电汉探洪断的低阻体突包 等

高线 、



岩体呈相连的饼状 图
。

元素和矿物水平

分带的中心 多为偏高温的矿物 常常指示

隐伏岩体存在的可能部位
。

如老厂一高峰山

地区 , 通过建立原生异常组合分带
,

预测出

该地区的花岗岩体 图
。

洲

叠亘造贷里鱼运日
老厂一窗峰山矿田地表原生 异常

分带与曲伏花肖岩岩株的关系

一花岗岩等高线 , 一
、

异 常带 , 一

翻
、

异常带 , 一
、

异 常 带 一 异

常带 一矿床 预测矿床

隐伏矿床的勘查方法

近年来
,

在云南
、

广西
、

湖南
、

广东
、

安徽
、

辽宁等省 区 的若干金属矿床
,

在

地质研究的基础上
,

投入 了化探
、

物探
、

遥

感
、

数学地质等多种方法
,

取得 了明显的找

矿效果
。

研究成矿规律
,

建立成矿模式

开采 余年的华铜铜矿
,

通过总结成矿

规律
,

不断深化认识
,

发现 了大量隐伏矿体
。

区内矿化 夕卡岩带严格受斑状花岗岩与白云

质大理岩的接触带控制
。

但并非所有接触带

都有矿
。

矿体只赋存在花岗岩接触面的凹带
。

按其产出形态分为水平凹和垂直凹两种
。

水

平凹受岩层和褶皱控制
。

区内有 条较大的

水平凹沿正接触带展布
。

垂直凹受压性
、

张性

和张扭性断裂控制
,

并环绕接触带呈放射状

产出
。

矿区内共有 条垂直凹带
,

其中
、

。、 、 ,一和 规模较 大 图
。

凹带中的矿量与其规模成正比
。

两类凹

带的汇集相交处是最有利的成矿部位
,

其中

控制的矿量占全区凹带矿量的
。

区内共

有交汇凹带 个
,

已探明 个
。

在预测的 个

交汇凹带中
,

己探明 个
,

储量约占全区总

矿量的
。

云南个旧锡矿床和长江中下游

的正接触带型铜矿的预测
,

也有类似的成功

经验
。

广西大厂矿田西矿带长坡锡矿上部为脉

状矿体
,

下部为似层状矿体
。

通过对比分析

这种矿化分带模式
,

结合研究地质条件和异

常特征
,

确定东矿带的大福楼区磁异常 由浅

陡
、

深缓两部分组成
,

进而推断矿化也可能

由深
、

浅两部分组成
。

同时还查明
,

地层 中

深部磁黄铁矿有与花岗岩热变质和后期成矿

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两种成因
,

从而解释 了磁

异常叠加模式和磁黄铁矿的来源
。

其结果 导

致了大福楼矿床的发现
。

综合物
、

化探方法

西南有色地质物探队
, 在个旧锡一多金

属矿区应用次生晕
、

原生晕和单矿物中微量

元素含量等资料
,

结合地质和物探成果
,

寻

找隐伏矿体
,

判断矿化规模
,

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
。

该区已肯定和新确定的有望找锡局部异

常 个
,

其中 年以前验证 了 个
,

见矿

个 年后验证 了 个
,

除已知矿床或

部分已控制的矿床 引起的 个外
,

其余 个

均为规模不等的锡矿床所引起
。

个旧芦塘坝

经大比例尺原生晕测定
,

圈出以
、 、 、

、 。 、

组合为主的异常区
。

异常有明

显的浓集中心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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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理岩带 , 、

一角砾岩带及编号 , 上一上互层带 , 下一下互层带
,

一垂 直 凹

带及编号 , 一水平凹 带及编号 , 一巳知矿体 , 一孩侧矿休 , 一倾伏背斜轴 倾向讨一

井 田深部钻孔 一勘探线 , 一竖井及中段坑 道

自内向外分带特征明显
,

似为隐 伏 锡矿 壤 中汞气异常是隐伏矿休和矿化体引起

所致
,

经工程验证为一大型锡矿床
。

的
。

各类金属矿床土壤中汞的存在形式差异

在老君山锡一多金属矿区
,

根据新寨异 不大
,

主要 由自然汞
,

抓化汞和氯化亚汞组

常 以
、 、 。 、

为 主 和金竹林异 成
。

含矿断 裂 上 方 土 壤 中 吸 附 的 ”和

常 以
、 、 。为主 的元素组合特征

,

或 的量远比不含矿断 裂地段

参照磁法和激 电异常的差异和地质背景
,

推 多
,

这无疑表明壤 中汞气测量
,

在厚层覆盖

断前者矿化为锡石一硫化物型
,

后 者 为 锡 区具有独特的找矿效果
。

石一氧化物型
。

建立了 以 “ 岩 重 熔 花 岗 卤素 主要是 测业对寻找
一

与岩浆岩

岩
、

位 岩体
、

矿体 构 造 定 位
、

带 变 有关的妮
、

担
、

钨
、

锡
、

钥
、

铜
、

铅
、

锌矿

质
、

蚀变
、

矿化圈带 ” 的岩控为 主 的复合 也颇 有效
。

控矿概念模式
。

物探还确定老君 山花岗岩北 新辍金窝子 号含矿破碎带的 线土壤

部新寨附近有一隐伏花岗岩突起
。

经找矿验 剖 面东南端为残积物覆盖
,

西北端为厚层洪

证
,

新寨为大型锡石一硫化物型矿床 金竹 积物覆盖
。

矿床东南端矿体 出露地表
。

矿体

林为一中型锡石一石英脉型锡矿床
。

呈层状
、

透镜状产出
,

地表矿体产状陡
,

深

坡中吸附相态汞
、

汞气刹 部平缓
。

围岩为黄铁矿化
、

绿泥石化粗屑沉

该方法在常规化探找矿效果不佳的厚层 凝灰岩
,

石英网脉发育
。

东南端含矿破碎带

基岩覆盖区和厚层运积物覆盖 区
,

具有较好 的赋护部位显示清 晰 的
、 、 、 ‘、

的找矿效果
。

厚层 冲淤积物覆盖的吉林小栗
、 、 、

等多元素组合异常和 电导

子斑岩铜矿区 , 外来风积物 厚几至几十 率 异常
,

反映出浅部金矿体的狱 仔部

覆盖的黑龙江呼盟 又一斑岩铜矿区 广西 位
。

两江脉状铜矿厚层基岩覆盖区的找矿试验
,

沿含矿破碎带的倾斜方向 矿体上盘
,

都取得了很好的找矿效果
。

厚层洪积物覆盖地段出现 达 的异常



峰 异常下限 户
,

这是隐伏 在 深处

的厚层金矿化富集体上盘晕的反映
。

值得指出的是
,

矿体出露地段出现马鞍

状的 异常
,

其低值异常的中心 部 位 恰是

金矿化体的赋存部 位
。

高 峰 异常的强度 为
,

系深部产状平缓的 金矿化

富集体上盘晕的反映
。

土壤电导率异常在浅

部和深部金矿体的上方
,

均 出现峰值
。

试验结果表 明
, 、 、 、 、

仅在残坡积物板盖的浅埋旷化 地 段 出 现异

常 , 而
、

和 电导率异常 则 反 映

厚层洪积物覆盖的缓倾斜层状盲矿体的赋存

部位
。

二探方法

除了常用的重力
、

磁法
、

电法外
,

我院

还开展了地下物探和大深度探测的地面物探

研究
。

地下物探采用的是井中 自 电
、

井 中 激

电
、

深部充电
、

井中滋测
、

井中电磁波和井

中过渡场法等
。

大深度地面物探采用是过渡场法
、

频率

测深和可控源磁音频大地 电磁法
。

前两者用

的是国产仪器
,

后者用的是加拿大 产的 仪

器
。

上述物探方法可解决某些地质
,

以及深

部矿体位置和形态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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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远
,

在矿体上盘的点较多
,

可能是受矿

化影响和磁性体分布不均 匀 所 引 起
。

二

“ ,

与实际情况相比
,

误差为
。

可

见所提出的解释方法能达到满意的精度
。

结 论

所提出的方法简单实用
,

可编制程序进

行计算
,

计算结果较为直观
。

用来解释二度

体
,

要求的条件少
,

不受剖面形 态
、

磁 参

一

数
、

磁性体形态限制
,

也不需过多实测点就

可直接进行解释
。

可依据解释结果的分布规

律
、

变化关系来选择合乎客观实际的结果
。

为使结果正确
,

符合客观实际
,

须按剖面上

多个点进行 多次计算
,

取其平均值
。

往往选

择 习 的两种形式分别进行解释
,

再分析

结果看有何规律
。

理论和实际算例证明
,

用

此方法解释二度规则磁性体的异常可以得到

满意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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