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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皇城山银矿床是近年勘查评价出的一处中型低温银矿床。矿床赋存于中生代早白垩世 

火山岩、次火山岩内，矿体产于北东向花岗斑岩脉中，且严格受火山构造控制。矿区普查阶段比较系统 

地开展了万分之一岩石测量和原生晕找盲矿专题研究。通过对皇城山银矿地球化学特征研究，建立找 

矿评价标志，进而对矿带未知地段进行分析对比，做出深部远景评价，取得较好的地质找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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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活动强烈地区。 

1 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北部广泛分布着中生代下白垩统火山岩： 

皇城山银矿位于大别山北麓西段，距信阳市东 中部出露燕山早期中细粒斜长花岗岩，与北部火山 

南约 50 km，属河南省罗山县管辖。处于华北地台 碎屑岩呈不整合接触；南部出露中元古界龟山岩组 

南缘，秦岭地槽褶皱系东段南支，位于桐(柏)一商 浅变质岩系，与中部斜长花岗岩呈断层接触(图 1)。 

(城)大断裂北侧，靠近龟(山)一梅(山)断裂，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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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皇城山银矿床地质图(据韩存强等，1985)① 

Q一第四系；It一紫红色熔结凝灰岩；sl_硅化熔结凝灰岩；Tb一浅灰色含砾岩屑晶屑凝灰岩； 一硅化岩屑晶屑凝灰岩；AT_一 

紫红色凝灰质泥砂岩； o一燕山早期中细粒斜长花岗岩； 一花岗斑岩；sv 一硅化花岗斑岩脉；I一银矿体；2一不整合界线； 

3一正断层；4一挤压破碎带 

矿区褶皱不明显，但中部斜长花岗岩内断裂发 

育，常被花岗斑岩脉充填。脉长数十至300余米，最 

长 1300 in，宽 l0—15 m，呈不规则带状，透镜状产 

出。以A1岩脉为代表的岩脉群组成一个完整的火 

山机构，分布在斜长花岗岩中的花岗斑岩脉明显受 

同一火山构造控制。根据岩脉展布方向将控岩断裂 

分为北北东、北东、北西西、北西向4组，断裂性质属 

张性、张扭性。各组断裂为构成火山机构的浅部脉 

体群提供了通道。矿体产于北东向岩脉中，严格受 

构造控制。 

银矿体主要赋存于火山岩内的 Al花岗斑岩脉 

中，走向37。，主要矿体集中在 3—12线间。1号矿 

体严格受火山构造控制，矿体平面上呈不规则带状 ， 

剖面上呈漏斗状赋存于硅化花岗斑岩、硅化岩屑晶 

屑凝灰岩及硅化凝灰质泥砂岩中。沿走向、倾 向具 

有膨胀收缩、分支复合现象，倾角近于直立，时有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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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心互相对应，间接反映了银矿体的赋存位置。 

As、Pb、Zn、Hg、Sb的浓集范围与 Ag略有不同，彼此 

呈不同程度的套合或上下、左右相邻。W、Sn、Mo、 

Mn内带不发育，中外带异常多分布在 Ag的内、中 

带范围内。 

2．4 异常组份分带及分带序列 

在元素随成矿溶液的迁移过程中，由于本身性 

质及物理化学条件的改变，成晕元素在空间位置上 

产生了差异，形成异常元素的组份分带。 

2．4．1 异常组份分带 

在三度空间内异常元素具有不同的组份分带。 

1)纵向上：矿带北东以As、Pb、Zn、Sb、Bi、W、Mo 

为主，出现 As、W 内带和 Pb、Zn、Sb、Bi、Mo中带。 

矿带中部出现As、Sb、Bi、Au、Sn、Mo内带异常和 Cu 

中带异常，前四种元素相互套合，Sn、Mo、Cu异常分 

布于Ag内带中。矿带南西以 As、Au内带异常为 

主，W、Sn、Bi、Mo异常强度明显减弱，规模变小。 

2)横向上：成矿元素及伴生元素紧密套合，元 

素组份分带不明显，按照异常元素平均晕宽，大致分 

带如下：中心带 W、Sn、Mo、Cu、Mn，平均晕宽 12～14 

m；过渡带 Bi、Au，平均晕宽 20～25 m；边缘带 Hg、 

As、Pg、Zn、Sb、Ag，平均晕宽3O～100 m。 

3)轴向上：Ag、Bi、As、Hg、Au在地表或浅部富 

集，内带彼此套合；矿体中部或中上部 Sb、W、Cu浓 

集，W 出现中、内带，Sb异常最大，Cu次之，W 最小； 

矿体中下部形成 Zn、Pb、Mn中内带，Zn、Pb内带紧 

密套合，晕宽依次递减；矿体尾部分布 Sn、Mo中内 

带异常。 

2．4．2 分带序列 

轴向分带序列采用 C B格里戈良分带指数方 

法计算确定 。 

根据 0、3勘探线剖面矿体不同标高元素分带指 

数(表 1)，确定其轴向分带序列由上至下分别为： 

0线 Ag—Bi—Hg—Au—As—Pb—W —Sb—Zn 
— Mn—Mo—Cu—Sn： 

3线 Ag—Bi—Hg—Mn—As—Sn—Cu—W—Sb 
— Pb—Zn—Mo 

表 l 0,3勘探线矿体不同标高元素分带指数表 

分析单位：由洞南省第三地质调查队实验室，l984。 

在上述轴向分带序列中，出现高温元素 Bi、W 

位置靠前，低温元素 Sb位置靠后的异常现象。 

通过研究分析 Bi、Sb、W 在矿带上具有的不同 

浓集特点认为，在成晕成矿过程中，含矿热液除带来 

了大量的成矿物质外，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 Bi及有 

限的W、Sb组份，造成 Bi、W、Sb晕增加。其中Bi的 

浓集克拉克值由原来的60—85聚增到 3000以上。 

说明 Bi的组份主要来 自成矿期，和成矿元素 密 

切相伴，相关系数 0．98。Ag、Bi多在地表或浅部富 

集，但目前尚未发现 Bi的独立矿物，其存在形式有 

待进一步研究。W 的浓集部位主要分布在矿带中、 

上部，与凝灰质泥砂岩密切相关，异常中心与矿带部 

分偏离；另据含矿岩脉与不含矿岩脉中W含量变化 

28 

的统计结果，不含矿岩脉 W平均含量为含矿岩脉的 

0．5～2倍。由此可见，区内 W 异常具有复合晕或 

多建造晕特点，由于 W浓集部位靠近矿带中上部， 

造成 W 在轴向分带序列中位置靠前。Sb因多期次 

叠加，使异常复杂化，地表平均含量普遍高于深部， 

局部地段深部含量又高于地表，影响了在轴向分带 

序列中的位置。 

参照异常元素在0、3勘探线剖面不同标高上出 

现的概率，综合确定本矿床统一轴向分带序列(由 

上至下)排列如下： 

Ag—Bi—Hg—As—Au—Mn—W —Pb—Sb—Cu 

— Zn—Sn—Mo。 

Hg、Ag、Bi、As、Au为矿体上部元素；Mn、W、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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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Cu、zn、为矿体中下部元素 Sn、Mo为矿体下部元 

素。 

矿床横向分带序列按照异常元素在地表的平均 

晕宽，由外至内排列如下： 

Hg—As—Pb—Zn—Sb—Ag—Bi—Au—Mn—Cu 

— W —Sn—Mo。 

边缘带 Hg、As、Pb、Zn、Sb、Ag；过渡带 Bi、Au；中 

心带 Mn、Cu、W、Sn、Mo。 

2．5 元素比值特征 

依据确定的矿床元素轴向分带序列，选择前缘 

元素 Ag、Bi和尾部元素 Sn、Mo，对矿带内不同地段 

的已知矿体分别计算 ∞(Ag)／∞(Mo)和累加 比值 

∞(Ag+Bi)／∞(Sn+Mo)(表2)。 

表2 皇城山银矿床不同标高的矿体元素比值特征 ／10 

分析单位：由河南省第三地质调查队实验室，1984。 

由表中看出，从矿体前缘元素至尾部，各元素对 

比值呈由大到小的变化规律，利用这种规律可以确 

定矿体头、尾部及不同标高的特征元素组合，为评价 

矿体的剥蚀程度、预测深部盲矿提供地球化学依据。 

3 地球化学找矿评价标志 J 

3．1 区分集中矿化和分散矿化的地球化学标志 

1)集中矿化或矿致异常标志：①异常形态规整， 

有一定面积，成矿元素 Ag异常规模大，强度高，浓集 

中心明显，浓度分带清楚，异常元素组份复杂，尾部元 

素Mo、Sn含量低或不出现；②异常受北东或北北东 

向断裂构造控制，成矿元素或主要伴生元素的异常 

面积不小于0．n km ；③含矿岩脉Ag、Bi较高，Ag变 

异系数大于5，Bi变异系数大于2；④出现 Hg、Ag、 

Bi、As、Au、Sb、zn元素组合；彼此套合呈带状分布； 

( ∞(Ag)／∞(Mo)>1，∞(Ag+Bi)／∞(Sn+Mo) 

≥1．5；⑥相似性判别指数Do≥1．75。 

2)分散矿化异常标志：成矿元素异常规模小， 

无明显浓集中心或呈弱的浓集中心，异常组份简单， 

矿体上部或前缘元素多数不出现，尾部元素含量明 

显升 高，异 常 分 散 紊乱 ，组 份分 带 不 明 显；∞ 

(Ag)／∞(Mo)和∞(Ag+Bi)／∞(Sn+Mo)小于0． 

5，相似性差别函数 Do<1．75。 

3．2 判别剥蚀程度的标志： 

对矿体(或异常)剥蚀程度的判别，主要依据元 

素组合、元素轴向分带、元素对和累加指数比值进行 

判别 。 

1)元素共生组合和元素轴向分带标志 

矿体或异常处于不同剥蚀程度时，在地球化学 

分带中，元素组合及元素质量分数往往显示出一定 

的差异。当矿体有一定埋深，剥蚀较浅时，异常元素 

组份复杂，以前缘或矿体上部元素 Hg、Ag、As、Bi、 

Sb、Au、Pb、Zn组合为其特点，成矿元素 Ag具中、外 

带，尾部元素 Mo、Sn异常强度较低，或不出现；当矿 

体处于中等剥蚀时，矿体出露地表，元素组合齐全， 

成矿元素 Ag的质量分数明显增高，异常范围最大， 

尾部元素 Mo、Sn出现，质量分数趋于升高；当矿体 

剥蚀较深时，大部分矿体被剥蚀或全剥蚀掉时，尾部 

元素 Mo、Sn异常很强，前缘元素或矿体上部元素 

Hg、Ag、Bi异常很弱或趋于消失。 

2)元素对比值及累加指数 比值标志：在评价矿 

体或异常的剥蚀程度时，元素对比值和累加指数比 

值是 一个 重要 指 标，当深 部盲 矿 体 存 在时，∞ 

(Ag)／∞(MO)>1，∞(Ag+Bi)／∞(Sn+Mo)≥1． 

5；当矿体处于中等剥蚀时，∞(Ag)／∞(Mo)>30， 

∞(Ag+Bi)／∞(Sn+Mo)I>9；当矿体剥蚀较深时， 

元素对比值和累加指数比值小于0．5。 

4 异常形成方式 

从异常展布、形态、产出特点及控晕条件分析， 

明显呈带状，在空间上严格受火山构造和岩性的双 

重控制。异常沿垂向上延伸大于500 m，前缘晕较 

尾晕发育；横向上异常较窄，仅 20—60 m，在斜长花 

岗岩中，虽有异常存在，强度一般较弱。以上地球化 

学特点表明，含矿溶液主要是沿断裂构造上升、运 

移、沉淀，因而成晕以热液渗滤渗流作用为主，扩散 

作用次之。 

5 预测评价 

5．1 对成矿带的预测评价 

依据矿带不同地段出现的元素组合，元素异常 

分布的地球化学特点，元素对和累加指数比值 ，结合 

以成矿元素 Ag为主要变量，Bi、Pb为次要变量所求 

得的相似性判别指数 Do的地球化学找矿指标，对 

矿带内不同地段进行评价预测，预测结果列于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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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单位：由河南省第三地质调查队实验室 ，1984。 

由表 3可见，矿带 5—12线是矿体的主要赋存 

部位，1O一12线、18—24线、5线、l3—15线深部有 

盲矿存在。后经钻探验证。证实预测基本准确。 

5．2 对花岗斑岩脉的预测评价 

在矿带外围，发现大小花岗斑岩岩脉 30余条， 

从中选择 10条具代表性岩脉开展构造地球化学测 

量。与已知含矿带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只有 A4岩 

脉与已知 A1含矿岩脉相似，推断深部有盲矿体存 

在，其他岩脉为分散矿化引起。后经验证 ，在 A4岩 

脉 ZK401孔，孔深 93．46—20．23 m见到 20余米的 

矿化层，其中在孔深 103．81—109．36 m见到盲矿。 

其他岩脉经验证均未见矿。 

6 结 语 

在总结皇城山银矿床地球化学特征的基础上。 

建立了以地球化学为基础的找矿评价标志。进而对 

未知含矿岩脉及其余岩脉做出预测，为矿区的评价 

及验证工作提供了及时、可靠的地球化学资料。从而 

缩小了找矿靶区，加快_r矿区勘探。实践证明。在已 

知矿(床)带上开展原生晕研究，总结规律。建立找 

矿标志。用来预测盲矿。指导矿区评价是成功的。 

在文章撰写过程中，韩存强、年平国高级工程师 

给与了热情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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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 ⅡCAL CHARAC I1EcRIST【CS AND PRoSPEC nNG INDICAToRS 

oF THE HUANGCHENGSHAN SⅡ VER DEpoSrr 

WU Hong—wei 

(1tenan Geolosy Survey Institute，Zhengzhou 450007) 

AIl~ ct：The middle scale Huangchengshan silver deposit，prospected and appraised in the recent years，is located in Mesozoic lower—Cretaceous 

volcanic and subvolcan ie rock．All oro veins are confined in the granitic porphyritic dikes and stricfly controlled by volcan ic structures． 1／10．000 rock 

survey and blind ore prospecting with p m舢 hales were carried out during reconnaissance stage．On the base of studies of geochemi cal eharac~fisfics of 

the Huangchengshan silver deposit，prospecting and appraisal indictors are constructed，an d compared with unknown segments in the ore belt．Prospective 

appraisal in the depth is worked out witII better effect． 

Key words：characteristics of anomaly，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z0II．山g sequence，Huangchengshan silver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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