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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镜体特征及其在找矿预测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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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河南省银洞坡金矿为例 ,阐明不同尺度、类型、期次的透镜体特征 ,指出透镜体作为矿田

(床)重要的构造型式 ,其存在具普遍性 ,进而探讨透镜体的形成机制及其在成矿预测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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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外观察和矿山开采实践证明 ,各种类型矿体

多呈不规则的几何形态产出[1 ] ,其中尤以透镜状矿

体最常见 ,矿体的厚度、品位、走向延伸方位和长度

等参数与矿体这种似透镜式波状递变密切相关。研

究矿田 (床)内透镜体的产出特征 ,不仅能为探讨区

域地质构造演化提供依据 ,而且对找矿预测具有一

定指导意义。本文拟以银洞坡大型金矿床为例 ,探

讨矿床内透镜体的产出特点。

银洞坡金矿床位于桐柏 —大别造山带西北端的

河南省桐柏县围山城矿田内 ,该矿田产有银洞坡、破

山、河坎等大、中型金、银矿床 ,北部和西北部分别有

海西期桃园花岗岩体和燕山晚期梁湾花岗岩体 ,赋

矿地层为新元古代歪头山组 ,主体控矿构造为 NW

向的河前庄背斜 ,矿体呈似层状、脉状、透镜状等形

式产于背斜翼部和转折端的层间虚脱部位[2 ] ,矿床

为受构造 - 岩浆热液改造的层控型矿床。

1 　区域地质矿产分布的“透镜体”特色

透镜体构造出现于宏、微观不同尺度中。从具

全球尺度的地块与造山带、露头尺度的弱变形岩块

与强变形带 (韧性剪切带和断裂) ,到显微镜下屡见

不鲜的眼球状碎 (残)斑与基质条带等均有所体现。

区域上矿床 (体) 空间分布呈现出波状递变特

点 ,主要表现在不同尺度规模的透镜体普遍存在 ,以

及控矿因素和物理化学参数具有分带性、自相似性、

似等距性和侧向迁聚性等特征。在桐柏 —大别地

区 ,由区域成矿带 (桐柏 —大别区域成矿带) →成矿

带 (北淮阳成矿带) →成矿亚带或矿田 (围山城矿田)

→矿床 (银洞坡金矿床) →矿体 (1 号矿体) →矿化富

集段 (河前庄背斜转折端) →矿石集合体 (块状硫化

物矿石) ,均有规模、强度不等的弱应变透镜体域及

强应变带相间出露。各类透镜体的几何学参数比例

相近且具有似等距性等特点 ,如区域北东向次级隆

起带与坳陷带、北东向构造岩浆成矿带、岩石异差应

力等值线中的北东向高值带等的间距大致为110km

～130 km①;桐柏北部各个北西向矿带间距为 8 km

～10 km ;在围山城矿田内各矿床间距大致为 6 km。

因此 ,在构造改造强烈地区 (尤其是造山带) ,矿床

(体)分布常具有似透镜式递变特点。

2 　银洞坡金矿的透镜体特征

2. 1 　透镜体的产出形式

银洞坡金矿区内产有不同形式的透镜体

(图 1) 。透镜状构造常见于构造破碎带、矿体或夹

石中 ,野外所见的透镜体大的可达 5 m～8 m ,小的

仅有 2 mm～3 mm ,在叠加有压性、压剪性构造活动

的含矿构造带中较发育 ,透镜体旁侧往往有平卧或

倾竖褶皱相伴 ,推断透镜体大多是压性、压剪性构造

变形的产物[3 ,4 ] 。透镜体的产状与控矿构造带一

致 ,侧伏角为 15°～40°,但侧伏向有所差异 ,成矿前

和成矿期透镜体向北西侧伏 ,与河前庄背斜轴倾伏

向一致 ,而成矿后透镜体则多向南东侧伏 ,与后期强

烈的左旋压剪性改造有关。

据透镜体产状与构造、矿化关系 ,矿区内透镜体

可分为 3 类 : ①成矿前透镜体 :以韧性 - 韧脆性变形

的围岩团块和变质分异的石英脉 (色混浊) 为主 ,周

边为片状矿物集合体条带 ; ②成矿期透镜体 :以早阶

段含矿石英脉和具有韧脆性 - 脆性变形的围岩团块

为主 ,边侧为稍晚阶段形成的石英脉包围 ; ③成矿后

透镜体 :以成矿期后石英脉 (色纯白) 和具有脆性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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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网络的围岩团块组成 ,周边为细小碎斑或断层泥 ,

这 3 类透镜体具有不同的变形组合和组构特征 (另

文讨论) ,均可反映出矿体形成和改造特征。

图 1 　银洞坡金矿床不同尺度透镜体分布图
(a) —银洞坡矿床东段含金矿体分布平面图 (据河南地调三队资

料改编) ; (b) —51 - 2、54 号矿体实测平面图 ; (c) —大高尖 3 - 1

号矿体剖面素描图 (透镜体示早期挤压逆冲 ,晚期受到滑覆构造

改造) ; (d) —F2 断层破碎带中透镜体素描图 ; (e) —195 平台背斜

核部 1 号矿体中矿石素描图 ;1 —成矿期含矿透镜体 ;2 —成矿期

变粒岩夹石透镜体 ;3 —成矿后石英脉透镜体 ;4 —矿石中块状硫

化物集合体 ;5 —炭质片岩、绢云石英片岩 ;6 —成矿晚期石英脉

中呈条带状分布的闪锌矿 ;7 —断裂及含矿构造带构造运动方向

2. 2 　透镜体的几何学参数

矿区内不同期次的透镜体具有不同的产状、长

宽比、福林指数 K值和分维值 (表 1 ,图 2) 。其中福

林指数 K值是在野外测量透镜体三轴比率基础上 ,

按 Flinn (1962)图解及相关公式计算而得[3 ] ,而分维

值则是据黄定华、叶俊林 (1994) 所提供的测量方法

及计算公式 ,结合野外测量数据计算获得[4 ] 。
表 1 　银洞坡矿床主要透镜体参数表

透镜体产出位置 透镜体
长宽比

透镜体
分维值

矿体
分维值

F2 断层 3 2. 18 6. 54 1. 45
F2 断层南侧分支 3 3. 36 2. 41 0. 50

W2 线 3 号矿体 3. 39 6. 39 0. 37
155 中段 0 线 3 - 1 矿体 2. 50 3. 99 2. 16

155 中段 W12 线 55 号矿体 3 2. 90 6. 51 0. 37
大高尖 51 - 2 号矿体 4. 17 4. 69 0. 81
小高尖 51 - 2 号矿体 1. 51 9. 13 1. 35
中高尖 51 - 2 号矿体 1. 50 9. 71 2. 06

155 中段 W2 线 3 号矿体 2. 68 1. 67 1. 91
中高尖 51 - 1 号矿体 1. 89 2. 30 1. 13
大高尖 54 号矿体 2. 14 6. 50 1. 66

　　3 为成矿后石英脉透镜体 ,其余为成矿期围岩透镜体。

成矿期以围岩为主的透镜体分维值为 5～7 ,长

宽比为 2～4 , K 值为 0. 5～1 ;而矿体分维值多小于

2 ,一般为 0. 5～1 ,长宽比为 2～5 , K值为 0. 2～1 ;成

矿后的透镜体的分维值与矿体基本相近 ,其长宽比

为 2～3 , K值为 0. 2～3。成矿期透镜体的长宽比等

值线显示河前庄背斜轴部较两翼高 ,且沿背斜轴线

方向表现为高值区与低值区相间 ,总体上往轴线仰

起端方向递增 ,反映轴部、转折端较两翼变形强 ,且

变形强度沿轴线呈波状递变 ; K 值等值线示成矿期

及成矿期前的背斜两翼呈挤压而轴部呈相对引张状

态 ,矿区东段及中部大高尖一带为相对强引张区 ,相

应的矿化亦较富 ;成矿期透镜体分维值的等值线显

示背斜两翼的脉状矿体较轴部的似层状矿体高 ,且

沿轴线仰起端方向递减 ,表明在几何形态及相关参

数上脉状矿体较似层状矿体复杂[4 ] ,背斜轴部的似

层状矿体较翼部脉状矿体延深大 ,且矿化的规模、强

度亦大 ,推断矿区深部存在良好的找矿前景。此外 ,

北东向梯变带的存在 ,表明北东向断裂叠加亦是导

致矿体呈透镜状分布的因素之一。

3 　透镜体构造在找矿预测中的应用

有关矿体定位预测方法 ,池三川 (1988) 、魏民等

(1995)等作了系统总结[5 ,6 ] ,这些方法目的大多是把

握矿体各类参数时空波状递变分带规律 ,其中野外

系统测量的透镜体等构造要素的几何学参数 ,则是

进行此类定位预测的基础性工作。

51 - 2 号矿体是 51 号主矿体中一条矿脉 ,在银

洞坡矿区西段较具代表性 ,是近年来新发现储量较

大的矿体。其赋矿地层为歪头山组中部上段第一岩

性层的炭质绢云石英片岩 ,顶底板主要为二云变粒

岩 ,矿体受叠加于背斜两翼层间滑脱带之上的北西

向共轭逆冲剪切带控制 ,上陡下缓 (62°～90°) ,155 m

标高以上趋于直立 ,矿化连续性较好 ,延深控制标高

为 240 m～38 m。对该矿体的找矿预测主要基于以

下事实 :

1)钻孔勘探 :东矿段矿化呈现两端高 (W2、W4、

W12 线)而中间低 (W6、W8 线) ,倾向上在中部 (W6、

W8、W10 线)为浅部低 (表外矿) 而深部高 (表内矿) 。

在 W10 - W13 和 W22 线一带存在矿化富集区段 ;

2)矿山开采 :根据 250 m(地表) 、196 m、155 m 等

3 个标高中段开采综合分析 ,250 m 中段存在 W2 -

W6、W9 - W13、W15 - W18、W20 - W23 线等 4 个矿

化富集区段 ,其中后 3 个矿化富集区段可能被北东

向断裂所分隔。196 m 中段在 W6 - W8 线有 1 个矿

化区段 ,而 155 m 中段有 W1 - W4、W8 - W11、W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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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3 线等 3 个矿化区段。

3)矿化透镜体实测 :在大高尖北侧 51 - 2 号体

沿脉槽内 , 1 5个矿化透镜体的长宽比平均为

1 . 43 : 1 ,透镜体与中空无矿地段长度比平均为

3. 68 :1。各矿包 (囊)长度一般为 2 m～3 m ,中空为

1 m ±。

图 2 　银洞坡金矿床透镜体参数等值线图
(a) —矿床地质略图 ; (b) —成矿期透镜体长宽比等值线图 ; (c) —成矿期和成矿后透镜体的福林指数 K值等值线图 ; (d) —成矿期透

镜体分维值等值线图 ;Pt3 w3
2 —歪头山组中部第三岩性段 ;Pt3 w2

2 —歪头山组中部第二岩性段 ;Q —第四系 ;1 —矿体及编号 ;2 —断裂及

编号 ;3 —背斜轴线及倾伏向 ;4 —透镜体参数等值线及数值

　　由上述资料可推断出 ,51 - 2 号矿体内存在不

同尺度规模的透镜体构造 ,矿体由平剖面近于等距

排布的矿化富集区段组成 ,剖面上各矿化富集带 (相

近标高矿化富集区段中心连线 ,与开采中段标高略

有差异) 的矿化富集区段长 100 m～150 m ,中空贫

(无)矿段为 50 m～80 m ,不同标高各矿化富集带间

中空间距为 30 m～50 m ,各矿化富集区段侧伏向为

290°,与河前庄背斜枢纽相一致 ,侧伏角为 15°。据

此预测模型对 51 - 2 号矿体开展找矿预测 ,其中

155m中段 W11 - W20 线间、155m 中段下部 W10 -

W14 等地段已发现了新的矿化富集区段。利用该模

型在探矿和采矿过程中对矿区西段其它矿体进行预

测 ,目前已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鄂西黄陵背斜核部南侧金矿田 ,笔者等近年

来据野外系统测量和综合分析 ,推断马滑沟等金矿

床存在不同标高分带富集特征 ,各矿化富集带的垂

向中空间距大约为 80 m～100 m ,所预测的第三矿化

富集带的部分矿体 ( Ⅵ号矿体)已从民窿开采揭露的

矿体中得以证实[7 ] 。

综上所述 ,作为矿田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构造型

式 ,含矿构造带中各种类型的透镜体可指示矿体的

空间构成和组合型式 ,并可据此开展找矿预测。

在野外工作过程中 ,得到了河南省第三地质调

查队、桐柏银洞坡金矿、破山银矿等单位支持 ,在此

特致以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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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pper deposits (mineralizations) located in the Bulunkou and its surrounding , Kungai Mountains , which are better ore - prospecting area. In the Bulunkou dis2

trict , the copper deposits occur in the pre - cambrian metamorphic rocks. Its layered and banded ore - bodies formed in layered siderite rock. In the Kungai

mountains , the deposits located at double - peaking volcanic rocks occur in upper carboniferous acid - volcanic tuffs and in lower carboniferous pillow basalt that

more significance for mineralization belonged to VHMS or Cyprus type. On the studies of ore geology , tectonic evolution , mining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eolo2

gy , it suggest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large - scale and high - grade copper deposit in a short time in the west Kunlun.

Key words :copper deposit , economic geology , Sedex , metallogenic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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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lensoid structure universally occur in different scales of geological block including ore field and ore deposit . Finally ,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lensoid structure in metallogenetic prediction.

Key words :lensoid structure , equi - distant , fractal value , wavy change , location prediction

第一作者简介 :

韦昌山 (1964 年 - ) ,男。1996 年在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地质矿产系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中心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构造地质与矿床地质研究工作。

通讯地址 :湖北宜昌市 502 信箱 　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南中心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二室 　邮政编码 :

443003

64

　　　　　　　　　　　　　　　　　　　　　　　　地质与勘探 　　　　　　　　　　　　　　　　　200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