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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汝阳东沟钼矿床控矿地质条件 

及综合找矿信息 

付治国 ，宋要武 ，鲁玉红 
(1．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勘查院，许昌 461000；2．河南省地质调查院，郑州 450007) 

[摘 要]通过对河南汝阳东沟特大型斑岩型钼矿床控矿地质条件及其综合找矿信息的研究，总结 

以下几点认识：控矿构造不仅是导岩构造。而且也是导矿构造，提供 了成矿通道和储矿空间；控矿母岩 

(成矿母岩)不仅提供 了矿质矿液，同时还控制了矿床的空间分布、产状及其规模。高酸、高钾、高碱及 

低镁(三高一低)的控矿母岩一钾长花岗斑岩为对成矿有利；控矿围岩只要有足够的容矿裂隙皆可成 

矿，而与围岩的化学性质关系不大。文章同时提出下列综合找矿信息及找矿思路：①确定最佳区域空间 

位置，②寻找成矿小岩体；③分析围岩蚀变；④重砂中高温矿物异常与水系沉积物元素组合异常的套叠 

程度是圈定靶区准确程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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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汝阳县东沟钼矿床是我院在河南新的战 

略基地上发现的我国第六大特大型钼矿床，其成因 

类型属单一金属钼的斑岩型钼矿床，从而证明了在 

东秦岭 一大别山钼成矿带仍存在巨大的找钼潜力。 

分析研究该矿床的控矿地质条件及综合找矿信息， 

对寻找同类型的更大规模的钼矿资源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l 大地构造及区域地质背景 

该区位于华北地台南缘与秦岭褶皱系东段的衔 

接部位，我国东部钼成矿域东秦岭 一大别山钼成矿 

带中段北侧，该成矿带内深大断裂发育，构造活动频 

繁，岩浆岩广布，东西分布有 l0个与钼有成因联系 

的燕山期花岗岩基，为钼矿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东沟钼矿床位于上述成矿带的太山庙花岗岩基 

的北东外接触带 10km处(图 1)，由太山庙花岗岩 

向东沟伸出的岩枝一钾长花岗斑岩，构成矿床的直 

接母岩。区域出露地层为中元古界长城系熊耳群火 

山岩系。与成矿有联系的断裂构造为北东向断裂构 

造带，是东沟钼矿床的导岩导矿构造。 

2 控矿地质条件 

2．1 控矿构造 

区域上最发育的一组断裂带一北东向断裂，为 

成矿前断裂，是太山庙花岗岩岩浆房向东沟侵入的 

导岩构造。成矿母岩侵入后，由于地壳的不断运动， 

导岩构造重新活动，形成多期次脉动矿化的继承性 

导矿构造。 

值得注意的是矿床赋存部位恰位于区域北西向 

大断裂与北东向断裂束的交汇部位，北西向大断裂对 

矿区矿液的输送起到了隔档屏蔽效应，使分散的含矿 

气水热液在有限的空间内富集成矿。因而两大断裂 

交汇处与矿床分布的一致性决不是偶然的。 

不仅如此，每期次的矿化均通过北东向断裂向 

围岩输送含矿热液，形成配矿、渗透及贯人作用，因 

而，北东向断裂构造又构成矿床的控矿断裂构造。 

2．2 控矿母岩特征 

2．2．1 一般特征 

东沟花岗斑岩到 目前为止仅发现一个岩体，该 

岩体呈北东向展布，长 190m，宽 6～36m，平均宽 

17m，出露面积 0．003km ，从 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为 

全国数十个大中型斑岩型钼矿成矿母岩出露面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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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秦岭 一大别山钼成矿带地质略图⋯ 

圈  圈 z目 ，回  困 s口  

图2 汝阳县东沟矿区地质略图 

Q 一第四系沉积物；l一安山岩；2一黄安岩；3一闪长岩；4一花岗 

岩；5一断层；6一岩性分界线 

小的岩体(图2)。 

深部工程揭露的隐伏岩体呈北西 一南东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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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长 1550m，宽 850m，面积 1．32km ，从岩体出蘑 

位置向四周深部均呈外倾，倾角 35。～52。。深部差 

体顶面呈舒缓波状，总体为缓倾斜或近水平。 

花岗斑岩体贯人外接触带的枝枝叉叉布满围差 

内，而愈靠近岩体枝叉愈多愈宽大，且愈不规则。 

岩体顶面向上 40m左右形成密集带，可作为矿床扬 

部勘查的指导标志。 

2．2．2 岩石化学特征 

据对 8个花岗斑岩化学全分析结果与世界、畸 

国华南、金堆城、上房沟及太山庙等9个地区花岗 

类岩石化学分析结果进行对比(表 1)说明，东沟 

矿母岩 SiO 含量除略低于上房沟外，较之其他地臣 

均较高。另外 Fe 0 、CaO等两项含量明显较高；与 

相反，TiO 、A1 0 、K 0、MgO等4项普遍偏低，特别 

A1 0 与 Mgo低于世界和国内各地花岗岩之含量。 

1)按扎瓦里茨基特征数值计算法 

A1203>CaO+Na20+K20 属铝过饱和 

] 

Q=s一(30+2c+b)=+35．82 属 SiO2过饲 

和类型 j 

在扎氏图解中，钙碱性面内，岩石偏酸性且高 

(图3)。 

2)按 C、I、P、W标准矿物计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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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引自文献[5]；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勘查院化验室，2005；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 

调查队化验室，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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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沟花岗斑岩岩样扎氏图解 

SiO 和 A1 0，均属于过饱和类型，斜长石牌号 

计算结果 An=7—18±，属钠 一更长石，与岩矿鉴定 

结果吻合。 

3)按碱值(K 0+Na 0)和里特曼指数( )与 

SiO，相关特征。 

K20+Na20平均8．08，随 SiO2的增加略上升， 

与许多大 一特大型钼矿床一致。SiO 平均75．84％， 

碱值限制在 8％ ～9％的成钼范围内。 

里特曼指数( )： =(K20+Na20) ／(SiO2— 

43) j=1．99，并且随 SiO2的增长而下降，陕东一 

豫西 一皖中37个成矿母岩的 SiO 在 63％以上时， 

限制在 1．8～3．3范围内，均属钙碱性系列岩石。 

普遍的规律是：碱值与里特曼指数之差值(东沟为 

6．09)在 6以上时对成钼有利。 

总之，东沟矿床的成矿母岩为三高一低，即高 

酸、高碱、高钾、低镁铝的正常太平洋型钙碱性系列 

的超浅成侵入岩。 

2．2．3 岩石微量元素丰度值及组合规律 

据矿区所取的33个钾长花岗斑岩光谱全分析 

结果，与国内五个特大型斑岩钼矿床进行对 比(表 

2)，与维诺格拉多夫(1962) 世界花岗岩类微量 

元素丰度值比较 j，可以看出： 

东沟矿床成矿母岩 Mo的丰度值与维诺格拉多 

夫世界花岗岩平均值之比为 226．3，与金堆城、上房 

沟同属特富集元素，而南泥湖一三道庄及夜长坪等 

矿床 Mo的丰度值属强富集元素。按乔怀栋(1985) 

对洛南一豫西地区 37个成矿母岩 Mo的丰度值 

统计结果，东沟岩体兼具如下规律： 

表2 典型矿床成矿母岩微量元素表 cIJB／10 

数据来源： 引自文献[3]；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 

二地质勘查院化验室，2005。 

燕山期花岗斑岩(不分早晚)Mo元素丰度值均 

为强富集 一特富集范畴；Mo、Cu、Pb、Zn元素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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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Mo、W为正消长关系；Mo元素丰度值与维氏 

值之比>10者易成矿，一般比值 >50者成大矿。 

2．2．4 稀土元素变化特征 

东沟花岗斑岩稀土元素分配模式图(图4)具明 

显规律，燕山期太山庙钾长黑云母花岗岩(东沟成 

矿母岩)中稀土元素总量接近魏德波尔(1970)花岗 

岩平均值 j，Eu总量明显亏损；而东沟花岗斑岩以 

稀土总量偏低，Eu亏损明显为特征。 

鞭 
圈{ 
一  

匿 

畿 

La Ca Pr Nd(Pm)Sm La Gd Tb Dy Ho Ec Tm Yb Lu 

原子序数 

图4 东沟花岗斑岩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图 

东沟花岗斑岩与金堆城、上房沟、南泥湖、太山 

庙等花岗(斑)岩岩体同属 Eu中等负异常类型，作 

为钼矿化的成矿母岩，常构成大型、特大型钼、钼钨 

矿床。Eu若形成正异常、弱异常和强负异常均不能 

形成有工业意义的钼矿床。 

2．2．5 特殊稀土元素特征 

特殊稀土元素含量一般与岩石稀土总量及稀土 

配分有关(表3)。燕山晚期太山庙花岗岩特殊稀土 

元素含量略低于世界平均值，占稀土元素总量的比 

例相似 。 

东沟花岗斑岩稀土元素总量和特殊稀土元素所 

占比例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这与它侵人时对围 

岩的矿化蚀变有直接关系。太山庙花岗岩与东沟岩 

体特殊稀土元素含量均不高，所占总量比例均低于 

维氏值，反映它们的岩石成因比例单一，未曾经历过 

后期长期、多次地质应力的反复作用，这正说明在岩 

体侵人前本区构造格架基本形成，侵人成矿后也未 

经大的构造活动，岩体基本上保持了原貌。 

2．2．6 成矿母岩稳定同位素特征 

据表4，燕山晚期花岗岩类岩石与王屋山晚期 

中酸性侵人岩截然分为两大组，模式年龄相差一个 

数量级，与 Rb—Sr法或 K—Ar法同位素年龄相比， 

虽然偏高，但总差值是相同的。前者 Pb+斯Pb 

+瑚Pb／埘Pb值高于后者，源区特征相比，前者明显 

富铀后者富钍，反映二者铅来 自不同源区。 

表 3 燕山晚期岩体特殊稀土元素特征表 

岩体名称 ：2猫~p b +2~7p b 235U 238U 232Th u 模 龄 

数据来源：宜昌地质科学研究所，1991。 

燕山晚期酸性侵人岩作为巨大的热源，加热了 

渗入地下的大气降水，促进了地下热水对围岩的贯 

人强度，在高压气水热液的推动下向围岩裂隙进行 

广泛渗透。 

2．2．7 岩体形成时代 

以黑云母作对象，用 Rb—Sr法测定东沟岩体同 

位素年龄为(107-1-2)Ma，初始 比(盯Sr／ S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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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1-0．0023。太山庙花岗岩 K—Ar法测定同位素 

年龄为90．4Ma～105．3Ma，证明两者同属燕山晚期 

产物，地质年代属晚侏罗世 一早白垩世之间。 

国内有代表性的 l2个大中型钼矿床同位素年 

龄统计(表5)说明，在东秦岭 一大别山成矿带内，从 

陕东到豫西至豫南，钼矿床的成矿母岩形成时代由 

老至新逐步变化，成矿年代跨度约 65Ma，这是燕山 

枷姗姗 ∞∞如加 m 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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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到晚期的最佳成钼时段 ，可作为地质年代找矿 

标志。 

表5 12个成矿岩体同位素年龄统计表 Ma 

产地 年龄 产地 年龄 产地 年龄 产地 年龄 

金堆城 146～161三道庄 130．9 秦 池 104．6 石家湾 124．7 

上房沟 145．5 夜长坪 163 杨 沟 132．7 坡相沟 127．7 

南泥湖 162 雷门沟99．3～104黄背岭 132．0 母 山 99．7 

2．2．8 母 岩 的控矿 

矿体环绕花岗斑岩岩体露头呈“草帽状”分布， 

矿体形态严格受岩体顶面的形态制约，平面上，矿体 

分布于距岩体 5O～1060m范围内；剖面上，主要矿 

体赋存于岩体外接触带0～360m范围内，这一范围 

资源储量 占整个矿床的 96％左右。岩体 内接触带 

上部为次要工业矿体。钼矿体与岩体顶面形态相协 

调，呈环状外倾 ，倾角 35。～52。不等(图5)，离开岩 

体露头 9O～280m矿体倾角开始趋于平缓，深部矿 

体产状近于水平，为似层状。总体为舒缓波状，缓慢 

变化。 

矿体厚度 46．60～253．92m，平均 189．76m，厚 

度变化系数 31％，属稳定型，矿层内部结构和外部 

形态均属简单类型。 

矿石类型：细脉 一细脉浸染状，Mo平均品位 > 

0．1％，由于 Mo是活动性亲硫元素，易遭风化淋失， 

地表几乎见不到矿体。 

2．3 控矿围岩 

岩体侵人围岩主要为中元古界长城系熊耳群火 

山岩，与金堆城及黄龙铺地区相似，成矿率在 50％ 

以上，也是大区域上成矿效果最佳之围岩，分为安山 

岩与英安岩两大类。 

图 5 东沟钼矿床纵 o4勘探线形态简图 

安山岩 Mo的丰度值相当于维氏值的 l3．3～ 

20．0倍 ，而英安岩的丰度值明显低于维氏值，几乎 

不含 Mo。表面看来，安山岩应构成主要容矿岩石， 

英安岩几乎难以成矿，而实际上，两者均构成工业钼 

矿床的主体。 

统计规律表明，任何一种岩石，只要条件适宜均 

可矿化甚至成矿，而与围岩的化学成分关系不大。 

控矿围岩的物理性质在成矿过程中起决定作 

用。尤其是围岩抗剪抗压强度决定着矿化强度，主 

要表现在矿石内各种细脉体的发育程度，细脉发育 

地段即为早期裂隙发育地段，据统计，安山岩、英安 

岩、花岗斑岩三大类岩石细脉发育情况如表6。 

在相同体积的情况下，安山岩的裂隙发育程度 

明显较高，因而构成主要容矿岩石，英安岩次之，花 

岗斑岩裂隙不发育，因而其含矿性相应也较差。 

3 综合找矿信息及找矿思路 

1)找矿区域：区域上，一般钼矿床产于花岗岩 

岩基外接触带 3～lOkm范围内，这一区段是成钼最 

活跃地带。 

2)寻找成矿小岩体：岩体的年代 95Ma～165Ma 

之间，即燕山早期到晚期地质年代即晚侏罗纪 一早 

白垩纪侵人的酸性岩体；岩体出露面积一般小于 

1km ，占76％，大于 1km 者 24％；不规则的小岩株 

者占多数。 

3)岩体岩石特征：绝大多数为钾长花岗斑岩， 

钾长石斑晶为高温变种，石英为高温 B型，斜长石 

以更长石为主。 

表6 成矿岩石细脉发育程度统计表 

岩石类型 安山岩 英安岩 花岗斑岩 

石英脉 条数 

脉宽／mm 0．5～3 

3．5～55 

5．5～1O 

倾角／。 10～30 

31～60 

61～9O 

钾长石石英脉 条数 

脉宽／mm 

倾角／。 

纯辉钼矿脉 条数 

脉宽／mm 

倾角／。 

167 

157 

10 

2 

38 

19 

57 

57 

28 49 23 

65 85 17 

3O 17 

4)钼矿体与小岩体具空间分布的一致性：紧密 

相伴，形影不离 ，充分体现了岩浆岩的成矿专属性和 

斑岩型钼矿床的典型特征。矿体赋存于内带、外带， 

或二者兼而有之，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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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围岩蚀变：硅化、钾化是最佳找矿标志，与成 

矿关系最密切。要分析蚀变带的分布规律 ，一般的 

蚀变分带呈环绕成矿母岩对称分布。 

6)重砂异常：中、高温重砂异常分布规律，其中 

心地带距成矿母岩已不远(一般在 2km以内)。 

7)化探异常：以水系沉积物异常效果最好，首 

先看 Mo异常强度，若 Mo异常 >30×10-6即可视为 

矿致异常，即可划归一级成矿预测区。重砂与化探 

异常的套合程度是决定成矿靶区准确程度的关键。 

套合程度高者，可视为矿致异常；套合不好 ，可安排 

大比例尺土壤或采用其他手段开展工作。 

4 结 语 

目前，全球钼资源形势十分看好，国内钼矿三大 

支柱型产业集团一陕西金堆城、河南栾川、辽宁葫芦 

岛钼业公司纷纷斥巨资加大钼矿勘查力度，扩大后 

备资源储量，以增强企业后劲。但从目前情况看 ，已 

知的矿床等待深入勘查者并不多，新发现的矿点亦 

较少，应着眼于大区域找矿，在东秦岭 一大别山钼成 

矿带东段找钼条件仍然是最好的，须利用综合信息 

找矿手段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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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 —CoNTRoLLD G GEoLoGY CoNDITIoN AND PRoSPECTD G D oRM ATIoN oF 

DoNGGoU M o DEPoSIT D RUYANG ．HENAN PRoV CE 

FU Zhi—guo。
，
SONG Yao—WU ，LU Yu—hong 

(1．Ⅳ0．2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Exploration，Henan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Xuchang 461000； 

2．Henan Institute ofGeological Survey，Zhengzhou 450007) 

Abstract：Through analyzing Ol'e—controHing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DonggouMo deposit，Itis concludedthat Ol'e—controlling structureis not only 

ol'e—leading structure．but also rock—leading structure which provides Ol'e—forming channel and space．Ore—controlling mother rock(mineralization 

mother rock)has not only provided mineralization material and fluid，but also controlled distribution，occurrence and scale of ore bodies．Ore—controlling 

mother rocks ale higher in acid and potassium alkalinity，and lower in magnesium，which is favorable for Ore—forming．Mineralization Call be formed in 

enough hosting—structures in Ore —controlling mother rocks and has no rel~ions with geochemical character of mother rocks．Prospecting indica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as follows：ascertaining favorable regional location，searching for small ore—form ing body，analyzing wallrock alteration．exploring ovedap— 

ping degree be tween heavy mineral anomaly an 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anomaly． 

Keywords：ore —controlling geology condition，Ore —controllingmother rock，prospectinginform ation，Donggou，Ruyan g，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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