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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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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有 色地质勘 查局 第五队
。

郑 州

河南省熊耳山地区的金矿床类型以破碎带蚀变岩型为主
,

爆破角

砾岩筒型也占有重要地位
。

通过地质地球化学研究
,

提出区内金矿成矿

与岩浆热液有关
,

不同矿化类型具有同源
、

同期
、

同成因
、

不同空间

就位的成矿特征
。

指出了找矿方向
。

关健词 金矿床 地球化学场 , 破碎带蚀变岩型 , 爆破角砾岩筒

型

熊耳山地区位于秦岭东段北支的河南境

内
,

是我国重要的金矿成矿区 之 一
。

近 年

来
,

先后发现 了上宫
、

祁雨沟
、

康山
、

篙坪

沟
、

虎沟等数十处大
、

中
、

小型金矿床
,

初

步探明黄金远景储量超过
,

是一 个 远

景可观的金矿成矿区
。

区内金矿床类型以破

碎带蚀变岩型为主
,

爆破角砾岩筒型次之
,

石英脉型矿化相对较弱
。

不同类 型 的 金 矿

床
,

具有相似的成矿地质及地球化学特征
,

因此
,

从区内金矿成矿体 系的统一性角度出

发
,

研究已知金矿床的地球化学及其分带特

征
,

揭示成矿规律
,

对指导找矿具有重要的

理论与实际意义
。

区域地质特征

熊耳山成矿区位于华北地台南缘
,

华熊

台隆熊耳山隆断带 图
。

地层

出薄地层以太古界太华群及中元古界长

城系熊耳群为主
,

次为中元古界蓟县系官道

口群
,

中
、

新生界零星分布
。

太华群为一套

中深变质的片麻岩
,

以斜长角闪片麻岩和角

闪斜长片麻岩为主
,

混合岩化明显
,

月 自西

向东逐渐增强
,

局部见均质混合岩
。

熊耳群

是一套中基一中酸性火山喷发岩为主的火山

岩 系
,

岩性以安山岩
、

安山份 岩
、

流 纹 斑

岩
、

石英斑岩为主
,

其下段和上段以中基性

熔岩为主
,

中段以酸性熔岩为主
。

官道 口群

为 一套浅海相碎屑一硅镁质碳酸盐岩系
。

金

矿床集中分布于太华群和熊耳群中
。

基本构造轮脚

基底受篙阳
、

中条运动的影响
,

分别形

成近东西 向同斜倒转一平卧褶皱和轴向近南

北的背
、

向形及弧形褶皱
。

盖层在前加里东

期及以后形成贯穿全区的近东西 向龙脖一花

山背斜
,

伴之形成近东西 向
、

北东向
、

北西

向构造
,

这些构造控制着该区金矿床的展布

及产出部位
。

岩桨活动

区内岩桨活动强烈
,

具长期
、

多阶段特

征
。

除主要为中元古代熊耳期火山活动外
,

中生代燕山期中酸性岩浆活动也占有重要地

位
,

区内金矿床的形成与之密切相关
。

金矿床分布特征

区内金矿床分布具明显的规律性
。

金矿

产出地层为太华群 虎沟
、

篙坪 沟 等
、

熊

耳群 红庄
、

前河等 或两套地层接触部位

祁雨沟
、

上宫
、

康山等
,

从宏观上看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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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日 河南旅耳山地区区城地质及金矿床 点 分布口

一太华群 , 一熊耳群 , 一官道 口 群 , 。
一燕山期花岗岩 , 兀 。

一燕山 期 花 岗 斑

岩 , 一金矿床 点 , 一断裂

区内部分金矿床成矿沮度及空间变化特征 裹

爆裂法
位里 矿化类型

均一法
。

矿 床 资料来源

东部

中部

西部

祁雨沟 爆破角砾岩筒型

破碎带蚀变岩型

破碎带蚀变岩型

变化范围

。

。

变化范围

。

。

。

河南省地矿厅科

研所张荫树等宫山上康

集中在燕山期中酸岩浆岩体 如花山花岗岩

体 外围的 一定范围内
,

或者反映隐伏岩体

存在的
、 、 。 、

组合元素异常 的 外

侧 , 就位空间主要为破碎带或爆破角砾岩筒 ,

区域上
,

自西 向东矿化集中程度逐渐增强
,

成矿温度有逐渐增高趋势 表 矿 床 中

的矿物组合及矿石伴生组份等呈有规律的变

化
。

上述特征反映出不同类型的金矿床其成

因关系密切
,

即各矿床是在一个基本统 一的

成矿地质一地球化学体系中形成的
。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区城元索分布分砚特征

为系统 了解区内主要地质体中元素分布

分配特征
,

测制 了近 的地质地球化学

剖面
,

采集了近千件新鲜基岩样品
,

定量分

析了 个元素
。

常童元紊 表 与地壳元素

丰度值对比
,

本区
、 ,

特别是 明显偏

高
,

在空间上 自西 向东
、

含 量 逐 渐 升

高
,

而
、 、

则逐渐降低
,

这 与 区内

金矿化东部强于西部的特征对应
,

反映
、

富集与金矿成矿有一定关系
。

微童 元素 对不同地 质 体 的 样

品
,

均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果表明
,

除
、 、 、 、 、



麟耳山地区区城常 元斑含 及空间变化舰仲 斑 皿

剖剖面位置置 样数数 ,,

太太华群群 东 部部
。 。 。 。 。 。 。 。

中中中 部部
。 。 。 一 。 一 。 。

西西西
·

部部
。 。 。 。 。 。 。 。

熊熊耳群群 东 部部
。 。 。 。 。 。 。 。

中中中 部部
。 。 。 。 一 。 。 。

西西西 部部
。 。 。 。 一 。 一 。

区区域剖面面 东 部部
。 。 。 一 。 。 。 。

中中中 部部
。 。 。 。 。 。 。 。

西西西 部部
。 。 。 一 。 。 一 。

平平平 均 值值
。 。 。

绍绍 。 。 。 。 。

区区域燕山期花岗岩岩
。 。

示胶
。 。

区区域总平均值值值
。 一 。 。 。

通通

地地壳丰度 维氏值
。 。 。 。 。 。

区内部分橄 元寮空间变化特征衰 裹

这这城城 东部部
。 。 。 。 。 。

中中中部部
。 。 。 一 。 。

西西西部部
。 。 。 。 。 。

太太华群群 东部部
。 。 。 。 一 。

中中中部部
。 。 。 。 。 。

西西西部部
。 。 。 。 。 。

的的百 寻探探 东部部
。 。 。 。 。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部部
。 。 。 。 。

子子 ‘ 州 月月 西部部
。 。 。 。 。

注 人 含量单位为
,

其余为
。

比地壳丰度值略有富集外
,

其他元 素 均较

地壳丰度值低
。

不同地质体元素含量对比表

明
,

太华群相对富
、 ,

是 太 华 群

的特征元素
,

其 的等值线 与太华 群的

边界十分吻合 熊耳群相 对 富 入拓
、 、

、

官道 口群明显富
、 、

燕

期花岗岩 中
、 、 、 、 、

月
、

、 、 、

等元素高于地 层 含 量 部

分微量元素的空间变化规律 表 显著
,

其中与金矿关系密切的元素
、 、 、

、

等 自西向东逐渐升 高
,

而
、 、

则逐渐降低
。

金的地球化学场

区域 平均含量为
,

明显低于

地壳丰度值
,

维 氏
。

不同地质 体

含量差异较小
,

但不同岩性 含量差 别

较大
,

如太华群黑云角闪斜长片麻 岩

和均质混合岩 含量是

太华群均值的 倍 熊耳群酸性熔 岩 含

量高于中性熔岩 燕山期中
、

小 花 岗 岩休

含量 明 显 高 干 大 岩 些
。

异常 自西 奋东 七规

模和强度 逐渐增加 图
,

多 环

绕燕山期花岗岩体或
、 、 。 、

异 常

吞



圈 区城全元 , 垃球化学口

呈环状展布
。

局部金异常呈线状
、

长条状
、

串珠状分布
,

与斌矿构造吻合良好
。

金及其

伴生元素的地球化学场反映出东部成矿温度

较高
,

深部热源充足
,

可能潜伏有一个大的

热液岩浆房
,

且制约着区内金矿床的分布
。

这一认识与重磁资料和大地电磁测深资料的

推断一致
。

部分 矿床矿石中元介含 , 衰 ‘

。

,盛朽‘弃匕
,孟矿床地球化学特征

, 金矿石元寮组合特征

区内几个金矿床的分析对 比结果表明
,

不同类型金矿床矿石中的元素组合
、

组份浓

度
、

元素相关性
、

自然金成 色
、

比

值等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空间变化规律
。

表 列出了几个矿床矿石组 份 及 其 含

量
。

由表 看出
, 、 。 、

含量各 矿床

基本相似 祁雨沟矿床
、

含 量 高 上

宫矿床
、 、 、

含量高 篙 坪 沟 矿

床
、 、 、

含量高
。

表 明 自西向

东
、 、 、

呈明显递减趋势
。

表 列出了 个矿床有关元素的相关系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勺

光谱半定里分析
。

数和 自然金矿的某些特征值
。

由表 可以看

出
,

自西向东 与
、 、

的相关性

逐渐降低 与
、

的相关性逐渐升高 ,

自然金含金量
、

成色
、

比值 逐 渐 升

高 的含量逐渐降低
。

上述特 征 进 一步



部分全矿床有关元介相关系效及自旅全某登特征 衰

元素相关系数 自然金特征 电子探针测定

一人

。

。

。

一 一 一 一
人 金成色

祁雨沟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宫山上康

河南地矿厅科研所

揭示 了金矿成矿过程中
,

元素的地球化学作

用过程是有序的
、

相互联系的
。

矿床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水 系沉积物地球化 学异常特征

本区位于秦岭山脉东北支
,

属暖温带
、

半湿

润地区
,

表生介质为中性
,

及其 主 要 伴

生元素表生富集明显
。

区内金矿床均能形成

较好的次生地球化学异常
,

且不同犷床类型

元素组合基本相似
。

如爆破角砾岩筒型 祁

雨沟
、

店房 和破碎带蚀变岩型 上宫
、

康

山 金矿床形成的水系沉积物异常主要元素

均为
、 、 ,

次要元素为
、 、 、

、 、 、 、 、 、

等
。

差 别

表现在爆破角砾岩筒型
、

异 常 明 显
,

破碎带蚀变岩型
、 、

异常发育
。

造

成上述差别的原 因可能是成矿温度和矿床侵

位深度不同所致
。

矿床原生地球化 学异常分 带特征

为确定矿床预测评价标志
,

计算了不同类

型金矿床的原生晕分带序列
。

爆破角砾岩筒

型金矿床水平分带 自 内 向 外 为
、 、

‘
、 、

‘
、

垂直分带 自

下而上 为
、 、

,
、 、

,
、

‘
、 。

破碎带蚀 变 岩 型

金矿床水平分带 自内向外 为
、 。 、

,
、 、

,
、 、

垂直分带 自下而上 为
、 、

、 、

,
、

, 、 、 。

两 种类型原生分带序列近似
,

基

本符合岩浆热液金矿床的原生晕分带规律
。

二者不同之处 是爆破角砾岩筒型金矿床缺失

前缘晕元素
、 、 ,

这 与成矿温 度和

侵位高度有关
。

据以上分带规律
,

对一些化探异常进行

了评价预测
。

如 号水系沉积物异常具破碎

带蚀变岩型金矿床异常特征
,

经进一步工作

在距燕山期花岗岩体 一 处找 到 了 金 矿

体
,

预计其规模可达中型以 上
。

利 用 此规

律
,

省地矿厅地调一队在洛宁 寸 马 沟 金矿

盲矿 深部发现 了主矿体
。

矿床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

硫 同位素组成特征 据河南地科

所
、

河北地院
、

长春黄金研究所
、

河南有色地

质研究所及黎世美的资料
,

区内 主 要 金 矿

床扩书

值一般为 一 十 筋
,

变化 范 围

窄
,

偏离零值较小
,

说明均一化程度高
,

具

深源硫特征
。

上宫金矿 主 矿 化 期护
名

出现

较大负值 最大 一 筋
,

可能 因该阶段
。

约 一 明显增高有 关
,

为金一啼化

物一方铅矿
、

黄铁矿矿化阶段
。

铅 同位紊组成特征 区内不同类

型的金矿床铅同位素组成具有明 显 的 相 似

部分金矿床铅位同索组成 均位 特征 裹

矿 床 祁雨沟 上宫 康山

测定矿物
方憋

① 方憋
② 方铅矿 ③

之 峨

, 召

‘

卜值

一

。

。

。

。

。

。

。

。

。

。

。

。

。

。

。

。

花 山
花岗岩

钾 长石。

。

。

。

。

。

①河北地院资料 , ②黎世美资料 ,

料 , 括 号内为样品数
。

性
,

其特点是变化范围很小
,

③河南地科所 资

反映以正常铅



为主
。

区内部分金矿床的铅同位素组成 均

值 列于表
,

由表 可以看出
,

矿床方铅

矿和花岗岩长石中铅同位素组成基本一致
。

本局科研所对区内各矿床铅同位 素 做 模 式

图
,

其结果均落人地慢一造山带之间
,

据此

推断矿床铅以深源铅为主
。

氧同位紊组 成特征 据河南地矿

局地质科研所
、

河北地院
、

天津地矿所及黎

世美的资料
,

区内金矿床矿石及全岩之占‘

变化范围为 筋
,

和岩 浆 热

液 占‘ 筋 及变质热液 帖 , 二

一 十 筋 均有相似之处
,

反映成矿热

液具岩浆热液和变质热液益加的特征
。

祁雨

沟金矿床矿化晚期之方解石占’“ 出现较大负

值 一 一 肠
,

且随标高增 加 有

降低趋势
,

反映矿化晚期可能有大气循环水

加人
。

成矿机制及 找矿方向

成矿机翻探讨

对区内地质
、

地球化学特征研究得出如

下认识 不同类型的金矿床属同源
、

同期
、

同成因不同空间成矿 成矿热液以深源岩浆

热液为主
,

有部分变质热液叠加
,

后期有大

气循环水加人 成矿物质为壳慢混合源
,

即

深源热液上侵携带了部分成矿组份
,

壳岩

如太华群的黑云角闪斜长片 麻 岩
、

混 合

岩
,

及熊耳群中酸性熔岩 中
,

部分矿质 被

活化转人成矿热液 成矿时代为燕山晚期
,

成矿温度为中低温
。

据此认为 在燕山岩浆

活动期
,

产生大量以中酸性为主 的 岩 浆 热

液
。

在岩浆侵位
、

分异
、

演化和热液聚集迁

移过程中
,

使本身携带的成矿组 份 不 断 浓

集
,

伴之有上壳岩中被活化的矿质 金及伴

生元素 加人到成矿溶液并一起运移
。

当遇

到有利成矿的构造空间 褶皱轴部
、

断裂破

碎带
、

层间滑脱带
、

爆破角砾岩筒等 形成

多种类型
、

中一低温岩浆热液金矿床
。

找矿方向

从岩浆热液成矿角度出发
,

成矿预测首

先要找岩浆热液活动中心
。

大量资料表明
,

熊耳山东部是区内最主要的热液 中心 深部

可能隐伏一个大的岩浆房
。

第二
,

要 研 究

热液运移方向
。

我们认为
,

热液活动以花山

为中心
,

运移方向以南西和南东方向为主
,

其前峰部位是成矿的最佳部位
。

再者
,

要 寻

找成矿和赋矿的有利空间
,

如背 斜 构 造 轴

部
、

地层不整合面
、

多组构造复合部位
、

断

裂破碎带和角砾岩筒分布区等
。

另外
,

要充

分利用地球化学测量资料
,

在有利成矿的岩

石类型
、

特征元素组合异常等有利地段开展

成矿预测
。

据此
,

笔者认为应在花山岩体外围

一定范围
,

具体是除洛宁南部
、

西南部外
,

青县西北部至宜阳县南部也十分有利
,

在瀚

县西北部
,

除继续寻找爆破角砾岩筒型金矿

外
,

应重视寻找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
。

,

,

饱

如 亡 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