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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山矿区地电提取法寻找隐伏铜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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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隐伏铜矿的地电化学异常特征和地电提取法在寻找隐伏铜矿体的应用效果，并在 

安徽铜陵凤凰山铜矿矿区的深部及边部开展了地电化学勘查的找矿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凤凰山铜 

矿测区发现3个明显的地电化学铜异常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3个有利的找矿靶区，其中部分经钻孔 

和坑道验证 ，取得 了较好的找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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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陵凤凰山铜矿边部测区除了已发现一-d, 

型铜矿外。已有的地质资料还未记载有意义的地表 

铜矿化，而且曾施工多个验证钻孔，也未曾发现任何 

有意义的铜矿体。本次攻关研究中，我们认真剖析 

了已有的地质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地表开 

展了地电化学勘查的找矿预测研究，取得了较好的 

理论成果和找矿效果。 

1 凤凰 山铜矿矿区的地质简况 

凤凰山铜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中、下三叠统，二 

叠系，中、上石炭统，上泥盆统以及志留系。矿体产 

于下三叠统南陵湖组，碳酸盐岩与新屋里岩体接触 

带的夕卡岩中。其主矿体由 I、Ⅱ、Ⅲ、Ⅳ4个矿体 

组成，其次有V、Ⅵ、Ⅶ3个次要矿体，主要呈板状和 

不规则透镜状产出，走向 NW，倾 向 SW 或变化不 

定，倾角一般较陡；其余矿体产于大理岩、夕卡岩、石 

英闪长岩及角砾状花岗闪长岩中，规模较小，一般呈 

囊状、透镜状 、脉状产出，走向 NW，倾向南西，倾角 

80。～90。。主要矿石矿物有磁铁矿 、赤铁矿 、黄铜 

矿、黄铁矿、斑铜矿，其次为辉铜矿、赤铜矿、闪锌矿、 

毒砂、磁黄铁矿等，氧化矿物有褐铁矿、孔雀石 、胆 

矾，脉石矿物有方解石、铁白云石、石英、玉髓、石榴 

子石、重晶石及白云石。 

本次研究 的测 区为 中山地貌，最 高海 拔 为 

388．9 m，最低为70 m，区内气候为亚热带气候 ，雨 

量充沛。土壤一般分两层：一层为灰色、灰黑色砂质 

土和腐殖质土；另一层为浅黄色、黄褐色粉砂质亚粘 

土。其厚度在0．1～8 m之间。测区内出露地层为 

下三叠统南陵湖组及中三叠统东马鞍山组。测区为 
一

新屋里复式向斜构造和走向为北西及北北西的张 

性横向断层构造，它们也是凤凰山铜矿的主要控矿 

构造。此外，有利于热液和元素迁移通道的各种断 

裂、裂隙、节理和劈理构造也十分发育(图 1)。 

2 地电化学异常特征 

为了勘查该测区深部是否有隐伏铜矿存在，在 

该区0．48 km 范围内布置了 4个剖面，分别是 0 

线、4线、8线和 12线，剖面方向为东西向，每条剖面 

长度为 800 m，剖面间距为 200 m，点距为 20 m，共 

162个测点，并应用隐伏矿床吸附恒电压提取勘查 

方法展开了地电化学勘查的找矿预测研究。这4个 

剖面的地表覆盖物厚度均在0．5～10 m之间。供电 

电流采用当地农村网电力，供电时间 20 h。各测线 

实施恒电压提取的仪器输出电压、电流变化情况如 

表 1。 

表 1表明，测区恒压提取时，输出电流值较大， 

而电流变化相对平缓。同时，天气情况对输出电流 

影响很大，如在 8线野外作业时，因遭遇雨天造成输 

出电流过大而改为分段实施。最后，经取样测试分 

析得到了0号、4号、8号、12号4个剖面 162个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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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60个有效提取铜样品，另外 2个样点因地表原 

因而无法布置。根据统计方法计算，本测区的铜异 

常背景值为48．18Cu(m)／l~g，异常下限取其背景值 

加上3倍的方差，即56．22Cu(m)／l~g(注：Cu(m)／ 

g指一个样点所提取出铜的绝对数量，其单位是微 

克)。 

图 l 凤凰山铜矿测区地质略图 

Mb_-大理岩； 一 石英二长闪长岩； 仃一燕山期正长斑岩；Q一 第四系残坡积物、冲积 

物；MBr_-角砾状大理岩；Mb一大理岩；y6一燕山期花岗闪长岩；Tl／1,一三叠系下统南陵湖 

组灰岩、白云岩质灰岩； d一三叠系下统东马鞍tll~{t白云岩质、白云岩质灰岩 

表 1 凤凰山测区恒压提取输出直流电压、电流值 

数据来 葫【于 自测 ．铡试时 间：2002年 9月 。 

2．1 0号剖面地电化学异常特征 

该剖面铜异常位于 12—15点、24—26点及 3O 

一 33点之间，异常强度为 56．4—98．2Cu(m)／ ， 

其铜异常是背景值的 1—2倍。该剖面具有铜异常 

强度较弱，其强度最 大值 32号点，仅为 98．2 Cu 

(m)／l~g，异常规模较小，其异常宽度只有60 m等特 

点(图2)。 

2．2 4号剖面地电化学异常特征 

该剖面铜异常触于9—15点、16—18点、24—31 

点及 35—41点之间，极值点位于39号点，铜提取量 

达 1244 Cu(m)／la,g，是背景值的 26倍。该剖面具有 

铜异常强度大，其最大值为 1244 Cu(m)／ ，异常规 

模大，其异常宽度有 120 m等特点(图3)。 

2．3 8号剖面地电化学异常特征 

该剖面铜异常位于 5—6点、9—14点、16—21 

点、23—24点、28—30点、32—33点及 35—38点之 

图 2 测区 0线地 电化 学异 常剖面图 

Mb一大理岩； 8o 一石英二长闪长斑岩； r 燕山期正长斑 

岩； 一第四系残坡积物、冲积物 

间，异常强度为 80．4—1322 Cu(m)／ ，其铜异常是 

背景值的2—28倍。该剖面铜异常强度更大，最大值 

为1322 Cu(m)／la,g，位于12号点；异常规模更大，其异 

常宽度约有140 m等特点。而25号点铜异常位置经验 

证正是埋深200—400 m的铜矿赋存部位(图4)。 

2．4 12号剖面地电化学异常特征 

该剖面铜异常位于3—7点、12—15点、17—23 

点、26—30点、32—34点及 34—37点之间，极值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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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测区4线地电化学异常剖面图 

Mb一大理岩；’，sD 石英二长闪长斑岩； r一燕山期正 

长斑岩； 第四系残坡积物、冲积物 

Cu(m)／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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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测区 8线地电化学异常剖面图 

Mb一大理岩；枷 --／i英--t~N长斑岩；Gn一铁帽； 

扣 一燕山期正长斑岩； 一 第四系残坡积物、冲积物 

位于20号点，强度值为292 Cu(m)／I．Lg，是背景值 

的6倍。该剖面铜异常强度较弱，但异常规模大，其 

异常宽度为 140 m(图5)。 

3 铜矿地电化学异常标志 

通过对上述 4个地电化学异常特征的综合分 

析，隐伏铜矿体的地电化学异常具有以下标志：①地 

62 

电化学铜异常呈多峰状形态出现；②铜异常强度变 

化很大异常最小值为56．4 Cu(m)／ g，而异常最大 

值却可以达到 1322 Cu(m)／1．Lg，二者相差23倍；③ 

地电化学铜异常是垂直出现在铜矿体的上方，异常 

的宽度与矿体规模成正比；④地电化学异常指示元 

素与隐伏铜矿体的成矿物质元素是一致的。 

Cu(Ⅲ)／llg 

图5 测区 l2线地电化学异常剖面图 

Mb一大理岩；’，sD 石英二长闪长斑岩； 一燕山期正 

长斑岩； 一第四系残坡积物、冲积物 

4 找矿预测 

根据 4个测线综合做出平面等值线图，研究结 

果表明，反映测区内存在 3个明显的地电化学铜异 

常区(亦即3个有利的找矿靶区)(图6)。 

1号铜异常区 呈近南北向分布，北端末封闭， 

南端封闭于测区0线处，异常带南北长大于650 m， 

东西宽20o m，面积大于 130 000 m 。它由5个异常 

组成。异常带最高峰值为 1322Cu(m)／t,g，平均值 

为 180．97Cu(m)／．I．Lg，最高富集系数为 32．29，平均 

富集系数为 4．42。该地电化学铜异常位于石英二 

长闪长岩与下三叠统南陵湖组大理岩西接触带以及 

内接触带的大理岩捕虏体内，异常规模大，浓集明 

显。结合地质、地球物理和构造地球化学等因素综 

合分析，该异常带地段成矿条 -卜分有利，是凤凰山 

铜矿测区寻找隐伏铜矿的有利靶区之一。 

2号铜异常区呈近南北向分布，南端狭长，且封 

闭于测区0线以南 70 m处，南北长大于 600 m，东 

西宽 60 m到 120 m，面积大于 54 000 m ，铜元素异 

常最 高峰值 为 834Cu(m)／lxg，平 均值 为 165Cu 

(m)／I．Lg，最高富集系数为 20．37，平均富集系数为 

4．03，异常产于石英二长闪长岩体与花岗闪长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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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浏区地电化学 肄常平面图 

下三叠统南陵湖组大理岩的接触带内，在石英二 I乇 

闪岩体与大理岩接触带上见正长斑岩脉穿插 、足凤 

凰山铜矿测区寻找隐伏铜矿的有利靶区之 。改铜 

离子异常带出现的地段经钻孔和坑道验证，正是埋 

深 269—446 m的步卡岩型和斑岩型铜矿赋存部位 

3号铜异常区呈南北向展布．该异常南部封闭 

于测区0线以北20 m处，往北到测区 l2线尚未圈 

闭，南北长大于650 m，东西宽最大达 120 m，面积约 

40 00o1711 ，异常明显浓集于108线98点处 铜元素 

异常最高峰值为 l244Cu(m)／ ．．异常平均值为 

236．91，最大富集系数为 30．39平均富集系数为 

5．79，异常带位于花岗闪长岩体与南陵湖组大理岩 

以及石英二长闪长岩体接触带附近，异常带内正 长 

斑岩脉穿插频繁．夕卡岩发育 ，异常形态规整，浓集 

显著，异常带浓度高，富集 系数大，成矿条件有利。 
一

小型铜矿正位于该铜异常带的东北部，是本区段 

勘探发现的富铜矿体。因此，推测该铜异常带所属 

地段也是凤凰山铜矿测区寻找臆伏铜矿的有利靶区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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