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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阐述了龙头山银铅锌多金属矿床的地质特征, 初步确定了矿床的成矿期与成矿阶

段、蚀变作用与蚀变分带,以及控矿构造系统与空间变化等 ;通过合理的探矿工程并借助于先进的

地球物理探测手段, 基本探明了Ⅰ、Ⅱ号矿带内矿体的空间产出形态、规模和产状, 大致查明了矿

石的类型、结构构造以及矿化特征, 并合理地圈定了矿体;通过综合取样分析, 估算并预测了远景

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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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头山矿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双

胜镇下双井村, 最初的地质调查工作始于 1957年,

包含矿区范围的区域性地质工作有 1 B20万和 1B 5

万区域地质图及文字报告并作了小比例尺区域物化

探测量,此后就陷于停顿。因此总体上本地区区域

地质工作程度较低, 矿产调查方面更是如此。有关

龙头山矿床的文字记载, 仅见于《昭乌达盟矿产志》

和《阿鲁科尔沁旗矿产志》, 二者仅作/ 铁锰矿点0的

简单描述,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具体地质资料和信息。

近几年当地村民对龙头山矿点进行过近地表氧化矿

的小规模民采, 地表留有露天采坑。

1  区域地质概况

1. 1  地层

区内出露的地层有二叠系下统大石寨组, 侏罗

系中统新民组和上统满克头鄂博组、玛尼吐组及第

四系松散堆积[ 1-4] 。

二叠系下统大石寨组: 大石寨组是龙头山矿床

的容矿围岩,区域上呈 NE 向带状展布,总厚度大于

2 000 m,分上下两段。下段在矿区以西的前乌兰哈

达一带零星出露,厚度大于 700 m, 总体呈 NE 向带

状展布。岩石组合为海相中性、中基性火山岩系,主

要岩性为灰绿色安山岩、安山玄武岩及浅灰绿色安

山质凝灰岩、角砾凝灰岩。在矿区以北的范家屯和

石匠山燕山期中粒钾长花岗岩的外接触带形成角岩

化带。上段在双井、兴隆地、龙头山一带都有出露,

厚度大于 1 300 m。其下部主要为深灰-灰白色中酸

性火山碎屑岩、火山碎屑熔岩夹砂板岩;中部为灰绿

色、黄绿色碱性玄武岩及灰绿色安山质凝灰岩,夹有

灰绿色砂板岩; 上部主要出露在龙头山和双井一带,

为灰黑色、灰绿色英安岩、安山岩、流纹质晶屑凝灰

岩、深灰色斑点状砂板岩和灰色含生物碎屑的鲕状

灰岩。

侏罗系中统新民组:由中性-酸性火山碎屑岩、角

砾熔岩和流纹岩等构成, 常见岩性为灰紫色、灰色熔

结凝灰岩、英安岩、页岩、层凝灰岩和煤线等。火山岩

的围岩普遍蚀变, 主要发育绢云母化、绿帘石化和绿

泥石化。该组是本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含煤地层。

侏罗统上统满克头鄂博组: 通常角度不整合于

下二叠统大石寨组之上,其岩性主要为流纹质晶屑

凝灰岩、熔结凝灰岩、流纹质角砾凝灰岩、英安岩、英

安质凝灰岩和英安质熔结凝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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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侏罗系上统玛尼吐组: 岩性组合为灰、灰白、灰

黑色中性火山碎屑岩、火山熔岩夹中酸性火山碎屑

岩,常见岩石为安山岩、安山质角砾熔岩、英安质凝

灰熔岩等。本组火山活动以喷溢相的安山岩、英安

岩为主要特征。

第四系:主要为上更新统和全新统,前者主要分

布于山间谷地与山前地带,岩性主要为亚砂土和砂

砾碎石层;后者主要分布于河流阶地,为灰褐色亚砂

土、砂砾层等。

就目前的区域矿产资料分析, 大兴安岭地区的

绝大多数多金属矿床与下二叠统大石寨组有密切的

关系。

1. 2  区域构造
本地区可分为两个大的构造层: 下部为海西构

造层,上部为燕山构造层。下构造层以大石寨组海

相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和碳酸盐建造为代表, 总体为

NE走向,发育轴向 NE 的复式背斜构造, 龙头山 )
扁扁山 ) 带应为该复式背斜的东南翼。复式背斜的

西北翼应位于巴林左旗姜家湾 ) 白音敖包一带。上

构造层以侏罗系陆相碎屑岩和火山岩为代表,它角

度不整合于下构造层之上,产状与分布受燕山期火

山岩盆地的控制,也发育轻微的褶皱作用。

本区一级断裂构造总体上成 NE 向和 NW 向,

EW向者可能主要受下构造层的基底构造控制, 而

NE向者则是在继承基底断裂的基础上受到了燕山

期 NE向构造的改造, 控矿断裂构造系统主要为

SEE 向和近 EW 向, 它们可能属于低序次的断裂矿

化系统。

本区早二叠世的岩浆活动均受 NE 向断裂构造

的控制,而侏罗系岩浆活动则受 NE 向和 NW 向断

裂交叉部位的控制。与这些岩浆活动有关的多金属

矿产的形成, 同时也与区域性构造存在密切的时空

关系。

1. 3  岩浆岩

本地区侵入岩类的侵位时代主要有两期:

海西晚期(早二叠世) : 岩性为辉绿岩和细粒辉

长岩,岩石普遍发育绿泥石化, 侵入于大石寨组。在

龙头山一带可见到燕山期石英斑岩、花岗斑岩及闪

长玢岩脉侵入于大石寨组上段地层。岩石成墨绿

色, 辉绿结构, 块状构造。主要矿物为拉长石

( 60% )、普通辉石( 15% ~ 28%) , 次生绿泥石( 20%

~ 25%) , 副矿物为磷灰石和帘石类矿物。富钠贫

钾,属于钙碱系列岩石。

燕山中晚期:主要岩石类型有细粒闪长岩、中细

粒花岗闪长岩、中细粒钾长花岗岩和细粒斑状钾长

花岗岩等。细粒闪长岩呈灰黑色,半自形粒状结构,

主要矿物斜长石( 70%)、角闪石( 10% )、辉石( 5%)、

黑云母( 3% )和石英 ( 4%) , 副矿物为磁铁矿、磷灰

石、石榴子石和锆石等。中细粒花岗闪长岩呈灰白

色, 半自形粒状结构, 块状构造, 主要矿物斜长石

( 57% )、石英( 29% )、钾长石( 12% )、黑云母 ( 2%) ,

副矿物主要为磁铁矿、锆石、榍石等, 属铝过饱和的

钙碱性岩石系列。中细粒钾长花岗岩呈肉红色, 半

自形粒状结构, 块状构造, 主要造岩矿物为钾长石

( 48% )、斜长石( 23% )、石英( 26% )、黑云母 ( 1%) ,

副矿物为磁铁矿、钛铁矿、锆石等。

除上述呈岩株状产出的侵入岩外, 本地区还发

育大量的燕山期脉岩,常见的脉岩有花岗斑岩、石英

斑岩、霏细岩、细晶岩、闪长玢岩、辉绿玢岩等。在龙

头山矿区东部有石英斑岩和闪长玢岩发育。

2  矿床地质特征

2. 1  矿区地层

主要为二叠统大石寨组的上部, 岩性为青灰色

安山-英安质角砾凝灰岩和火山角砾岩、灰黑色青磐

岩化安山岩、杂色 (青灰-灰紫色)碎裂状火山角砾

岩、青灰色斑点状英安岩、流纹质晶屑凝灰岩、灰青

色凝灰质粉砂岩、灰色-土黄色砂板岩-凝灰质泥页

岩、深灰色斑点状砂板岩、含生物碎屑厚层结晶灰

岩-泥灰岩-白色大理岩等。

2. 2  矿区岩浆岩

燕山晚期侵入岩多呈岩株或岩脉产出, 有中细

粒花岗闪长岩和细粒斑状钾长花岗岩。矿区北部是

钾长花岗岩,呈肉红色,似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

为斜长石、钾长石和石英。

2. 3  矿带分布与基本特征

2. 3. 1  Ⅰ号矿带分布特征
根据目前探槽、坑道和民采坑揭露的情况, 矿区

内发育 2个规模较大的矿带,走向 290b~ 300b。Ⅰ号矿

带位于矿区东部,Ⅱ号矿带位于矿区西部(图 1)。

在Ⅰ号矿带中部约 250 m 的走向长度内, 已有

几乎连续分布的近地表(深度 3~ 15 m)的民采矿坑

( 7个)和深达 30~ 80 m 的探矿小井( 5个) ; 我们又

在该矿带的甚低频( VLF)异常(图 3)的南北延长带

上的 10 线、15 线、45线和 50 线开挖了 4条探槽。

所有前人采矿坑和目前清理的探矿竖井内均见到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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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龙头山矿区地质简图

Fig . 1  Reg ional g eolog y sketch o f Long toushan o re district

1.工程控制矿体  2.推测隐伏矿体  3.勘探线及编号  4.探槽、探井及编号  5.钾长花岗岩

6.灰岩及大理岩  7.大石寨组火山岩  8.第四系黄土

带(宽 17~ 28 m)和工业矿体( 7~ 18 m) ;新挖的 4条

探槽中,除 50线探槽因道路原因未达探矿目的外(仅

见到下盘蚀变带) ,其余 3条探槽均见到矿带( 12~ 26

m)和矿体( 8~ 14 m)。各类样品(刻槽和打块样等)的

采集与分析(包括 Ag, Pb, Zn, Cu, Au, Mn)显示, 矿石

的成矿元素主要为 Ag, Pb, Zn, 局部地段含有可综合

利用的 Au 和 Cu。对工程揭露的矿带剖面观察表明

(图2) ,矿带在0~ 80 m的深度范围内产状较陡(倾角

> 70b) ,主要 S倾(局部 N 倾) , 这种产状特征与 EH4

测深影像基本一致, 因而可以确认, I号矿带的 VLF

和EH4异常与实际矿带在空间上(走向与延深)具有

良好的对应性,只是异常宽度大于实际矿带。从 35

线EH4剖面图可知(图 4) ,Ⅰ号矿带在 0~ 250 m(设地

表为 0 m)的深度内总体上近于直立,但 250 m以下产

状发生变化,在不同矿段倾向可能有所不同,在倾向

上总体表现为舒缓波状;东部 10, 35和 45线 EH4剖

面在电性结构上十分相似。

Ⅰ号矿带目前的走向控制长度约350 m,宽 10~ 25

m;产状190b~ 200bN65b~ 75b;矿带的近地表部分普
遍发育坚硬的钙化壳和蜂窝状淋滤层构成的强氧化

带,其厚度一般为 0. 5~ 0. 8 m。其下开始出现灰黑

色、褐黑色、土黄色和杂色的蚀变碎裂岩,其原岩难以

辨别,但从局部蚀变较弱的地方可以隐约看到白色斑

点状变长石碎斑,因而推测其原岩可能为安山质-英安

质火山凝灰岩或火山岩。Ⅰ号矿带的上盘近矿围岩为

青灰色、绿色、灰紫色和灰白色含角砾(隐约可见角砾

轮廓)的安山质凝灰岩和安山岩;由于受到蚀变和碎

裂岩化的影响,这些下盘近矿围岩易于破碎。Ⅰ号矿带

图 2  龙头山东区Ⅰ号矿带 25 线剖面图

F ig . 2  Geolog ical pr ofile of No. 25 line in east

Longtoushan dist rict

1.控制矿体  2.破碎蚀变岩带  3.探矿井及穿脉

4.灰岩及大理岩  5.岩性界线  6.大石寨组火山岩

的下盘围岩在中部( 20~ 35线)为白色结晶灰岩或大

理岩,两端为蚀变的火山碎屑岩和杂色-土黄色砂板

岩。Ⅰ号矿带整体均发育矿化,矿带中部 7~ 12 m为可

采的主矿体。矿带在30与35线之间被一条成矿后走

滑横断层切过, 使Ⅰ号矿带的东南段南移 10~ 15 m。

矿带的南延 45线(此处矿带宽约13. 5 m)以东无工程

控制,但地球物理扫面结果显示,它应向东继续延伸

并进入龙头山村。Ⅰ号矿带在 10线以西被农田覆盖,

但矿带的甚低频异常向西至少再延伸 250 m, 矿带的

总长度应超过 65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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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龙头山矿区甚低频(VLF)电磁测量平面图

(数字表示测线距离,单位: m)

Fig . 3  Sketch plane of VLF electr o-magnetic

measur ement in Longt oushan area

2. 3. 2  Ⅱ号矿带分布特征

Ⅱ号矿带是完全依据甚低频( VLF)地球物理扫

面而发现的新矿带(图 3) ,出露于矿区西部下双井村

南侧小山包上。在异常检查早期进行地质踏勘时,

我们就发现了异常所在地段的山丘上, 发育了龙头

山东部Ⅰ号矿带特有的地表找矿标志: 灰白色钙结

壳+ 棕黑色蜂窝状淋滤带。在部署 EH4测深的同

时,在 20, 25, 30和 35线开挖长探槽揭露, 在这 4条

探槽中均见到宽大的矿化蚀变带( 17~ 25 m )和工业

矿体,尤其是 T C25( 25 线探槽)的刻槽样品中出现

w ( Ag) = 1 474 @ 10- 6 , w ( Pb ) = 11% , w ( Zn) =

0. 27%的高品位分析结果,该样品属于半氧化矿石。

由于探槽开挖深度多数未穿透矿体的近地表蜂窝状

淋滤带,甚至局部未把灰白色钙结壳挖透, 使得探槽

中样品品位变化较大(这种情况在东部的探槽中同

样存在)。为了了解Ⅱ号矿带的浅深部变化, 又在 25

线上打了一个深 16 m 的浅井(图 1) ,并施工了 46 m

的穿脉。穿脉中主要是强烈氧化的灰黄色-褐黄色

矿化蚀变岩,在南沿 28~ 29 m 处见到半氧化的原生

铅锌矿石( w ( Pb + Zn) > 4. 7% , w ( Ag ) > 110 @
10- 6 )。穿脉工程的南北两端均未穿透矿带, 但已经

见到 3条 3~ 15 m 不等厚度的矿化体, 因而Ⅱ号矿

带整体宽度应大于 46 m。

EH4测量结果证明Ⅱ号矿带表现为中低阻带, 这

也与Ⅰ号矿带相似。矿带包含在一个宽大的低阻带之

中,在垂向上可以一直延续到 800 m以下,十分稳定;

地表出露的走向长度约 200 m,宽度17~ 25m,两端延

伸部分被农田覆盖。在垂向上总体表现为近直立状,

电性结构清晰稳定, 不同测线的 EH4测深影像具有

良好的可比性, 矿带位于过渡带之中, 这种剖面结构

特点暗示矿化带可能发育在岩性对比强烈的过渡部

位。探槽和浅井揭露也表明, 矿带倾角较陡( > 80b) ,

产状 190b~ 200bN 75b~ 80b,其地质特征与Ⅰ号矿带基

本一致。在地表亦见到 20~ 40 cm 坚

硬的白色-灰白色的钙壳,钙壳之下为

灰黑色-棕褐色的蜂窝状淋滤层(厚度

0. 5~ 0. 8 m)。与Ⅰ号矿带不同的是,Ⅱ

号矿带的上盘( SW盘)为火山碎屑岩和

结晶灰岩,下盘( NE 盘)为凝灰岩和蚀

变斑状安山岩。矿带的岩矿石主要由

以下几种岩性构成:碎裂的褐铁矿化斑

点状安山凝灰岩、灰黄色强褐铁矿化硅

化蚀变岩、亮黄色-褐黄色含铅黄-方铅

矿化蚀变岩。根据 VLF 扫面结果,Ⅱ号

矿带向西和向东具有较大的延伸,总长度应超过 500

m。

图 4  龙头山Ⅰ号矿带 35 线 EH4 电阻率测深断面图

F ig . 4  Electro-magnetic det ected depth section along

35 line in No. 1 o re belt

2. 4  矿石结构构造与主要矿物组成

2. 4. 1  矿石构造与结构
从氧化带-半氧化带的揭露情况, 矿石构造主要

由蜂窝状、碎裂-角砾状构造、致密块状构造和浸染

状构造。蜂窝状构造主要见于氧化带近地表部分,

矿石呈灰褐色-褐黄色, 矿石一般品位不高, 属于近

地表淋滤带矿石。碎裂-角砾状构造可见于蜂窝状

矿石之下的氧化带和半原生带, 其角砾和碎裂岩块

与胶结物成分基本一致, 均为灰黑色-灰褐色的碳酸

盐化及硅化-褐铁矿化的蚀变岩(矿石) , 这种矿石 w

( Ag) 一般 3 @ 10
- 6

~ 120 @ 10
- 6

, w ( Pb, Zn)均<

2%,但偶尔出现 w ( Au) > 1. 5 @ - 6的分析结果。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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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块状构造主要见于氧化带的下部和半氧化带, 为

灰黑色致密块状, 矿石的密度较大。w ( A g) = 50 @

10
- 6

~ 700 @ 10
- 6

, w ( Pb) = 1% ~ 20% , w ( Zn) =

0. 3% ~ 2%,品位都很高,是矿区内的一种重要的矿

石类型。浸染状构造可分为稠密浸染状构造和稀疏

浸染状构造, 主要见于原生矿带和半氧化带。金属

矿物呈浸染状分布于脉石矿物之中, 与块状矿石呈

过渡关系; 矿石中 w ( Ag ) = 50 @ 10- 6 ~ 1 400 @

10
- 6

, w ( Pb) = 5%~ 25%, w ( Zn) = 1% ~ 2% ,是矿

区内重要的矿石类型。

常见的矿石结构有自形、半自形晶粒结构、包含

结构、交代熔蚀结构和固溶体出溶结构等。

2. 4. 2  矿石矿物和脉石矿物
矿石矿物: 方铅矿、辉银矿、深红银矿、闪锌矿、

黄铁矿、黄铜矿、褐铁矿、赤铁矿、软锰矿等。

脉石矿物: 石英、方解石、铁白云石、锰菱铁矿、

菱铁矿、绢云母和粘土矿物(高岭土、蒙脱石等)。

2. 5  成矿期与成矿阶段

龙头山矿床半氧化矿石和原生矿石可初步划分

为热液成矿期和表生期。

表生期形成的氧化带深度一般为 25~ 30 m ,其

产物自地表向下呈现清晰的垂向分带: ①灰白色坚

硬钙质壳(含有硅质和粘土矿物) ,是因强透水性对

深部物质的抽吸与近地表化学沉淀的结果; ②固结

炉渣状多孔强淋滤带; ③灰黑色斑杂状-块状氧化矿

石(次生富集带) ;④半氧化矿石;⑤原生矿石。

热液成矿期可分为 3个成矿阶段: ①黄铁矿-石

英-(锰)菱铁矿阶段: 主要以细粒的黄铁矿(毒砂)为

主,有稀疏细粒方铅矿和黄铜矿,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

英、绿泥石和菱铁矿, 矿化较弱, 为早期矿化; ②石

英-硫化物阶段: 以中粗粒方铅矿为主, 还有少量闪

锌矿、磁黄铁矿、银黝铜矿、辉银矿和黄铜矿等, 脉石

矿物主要为石英和菱铁矿,为主要矿化阶段; ③硫化

物-硫盐阶段: 以粗粒的方铅矿为主, 可见其交代早

期方铅矿和黄铁矿, 也形成一些含银硫盐矿物, 如深

红银矿、火硫锑银矿、银黝铜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

石英、玉髓和菱铁矿等。

2. 6  蚀变作用与蚀变分带
龙头山银多金属矿床围岩蚀变类型主要有硅化、

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组成的矿物为菱铁矿、锰菱铁

矿、铁白云石和方解石)、黄铁矿化、青磐岩化与褐铁

矿化等。围岩蚀变分带比较明显,自矿体向两侧依次

表现为①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②硅化-绢云母化-

黄铁矿化-碳酸盐化,③青磐岩化-碳酸盐化。其中, 前

两个带主要发育在矿体与紧邻矿体的部位;而后一个

带则发育在矿化带外侧,属于远矿围岩蚀变。

3  控矿构造系统与空间变化

3. 1  控矿构造系统的性质

龙头山银多金属矿床主要受两种构造要素控

制:①岩性地层与褶皱系统:矿化带主要赋存于大石

寨组火山岩-火山碎屑岩之中, 矿带东段的下盘(北

盘)和西段的上盘(南盘)均可见到具有标志层意义

的含生物碎屑的中厚层灰岩。由于东段南盘和西段

北盘分别为河道松散堆积和农田覆盖无法直接观

察,因而推测矿化带极有可能受矿区尺度的背斜(或

向斜)的控制, 且局限于蚀变的中性凝灰岩之中, 因

而在广义上认为本矿床具有层控性。②张剪性断

裂:具体到矿带本身,其构成主要为矿化的碎裂岩和

构造角砾岩,矿带内部发育不同方向的次级裂隙,将

主矿化构造系统切割为大小不等的构造块体, 块体

内部发生碎裂或角砾岩化。尽管矿带的原生矿化部

位工程揭露有限, 但可以初步认定矿带的上下边界

为碎裂岩化带, 边界断裂不十分明显。

3. 2  矿化带的空间变化

现已控制的两条主矿带: Ⅰ号(矿区中东部)和

Ⅱ矿化带(矿区西部)及一条规模较小的次要矿化带

(矿区东部的推测矿化带)在地表均呈线状展布, 且

走向上微具舒缓波状。Ⅰ,Ⅱ号矿化带近于平行,由

于农田和第四系的覆盖,因而二者的相互关系只能

根据地球物理扫面与测深剖面加以推测,可能属于

下列两种情形之一: ①两条矿化带呈左阶侧列分布;

②两条矿带原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但受到成矿后断

层的错断, 被分割为两段。究竟属于上述哪一种情

形,有待今后深入勘探予以查明。

从 VLF 和 EH4测深剖面结果分析, Ⅰ、Ⅱ号矿

带在地表至 550~ 600 m 的深度范围内延伸十分稳

定,其总体呈陡倾斜(倾角大于 75b)脉状体赋存。

3. 3  矿体的形态与变化

据民采坑、探槽、探井和穿脉揭露, 结合工程中

矿石品位的分析结果, 确认Ⅰ号和Ⅱ号矿化带内均

赋存 1条主矿体和 2~ 3条次要矿体,主矿体位于矿

化带的中部偏上盘的部位呈厚层状或脉状产出, 局

部出现强烈加厚现象(如Ⅰ号矿带 25~ 30线之间与

Ⅱ号 20 线、35 线附近, 这 3 处的矿体厚度大于 15

m)。通常情况下, 矿体的真厚度变化在 4~ 1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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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Ⅰ号矿带的主矿体平均厚度大于 8 m, Ⅱ号矿

带的主矿体厚度大于 7 m。由于本次勘查工作的基

本目标是控制矿床的宏观规模及其变化, 因而有限

的工程揭露只能大致确定矿体在空间上的产出状

态,至于矿体在深部的形态变化特征,需要今后进一

步的勘探工作验证。

4  矿床资源远景评价

矿体内矿石品位的变化趋势十分明显: ①氧化

带最浅部淋滤带蜂窝状矿石的 Ag , Pb, Zn品位都不

稳定,均低于半氧化矿石( Pb 和 Zn 尤甚)。②淋滤

带之下的棕黑色粉状或角砾状氧化矿石的 Ag , Pb,

Zn品位高于蜂窝状矿石, 但 Pb, Zn 的品位一般很

低。③半氧化矿石(肉眼可见到少量方铅矿和闪锌

矿)的 Ag , Pb, Zn 品位相对较为稳定, w ( Ag)一般>

500 @ 10- 6 , Pb 和 Zn 的品位分别为 1% ~ 11% 和

2%~ 19%。因此, 半氧化带和原生矿带的 Ag , Pb,

Zn品位要高于氧化带, A g 的品位应大于 300 @

10- 6 , Pb+ Zn的品位应大于 5%。通过综合分析矿

体地质特征和各种地质样品品位, 估算资源量时我

们采用氧化带和半氧化带样品的分析结果(表 1)。

虽然这样做较为保守, 但尊重已有的分析数据更具

有严肃性和技术参考价值。

表 1 矿体综合地质特征表

Table 1  The integ rated geolog ical character s o f or ebodies

矿带 长度( m) 厚度( m) 深度( m ) w ( Ag) / % w ( Pb) / % w ( Zn) / %

Ⅰ号矿带 800 7 450 236. 3 1. 9 3. 6

Ⅱ号矿带 400 8 450 357. 0 2. 2 1. 35

矿床平均品位 279. 0 1. 99 2. 81

表 2  矿床预测资源量一览表

Table 2 T he fo recasted r esource

矿带 矿石体重 矿石量( t ) Ag ( t ) Pb( t ) Zn( t )

Ⅰ号矿带 2. 8 7056000 1667. 33 134064 254016

Ⅱ号矿带 2. 8 4032000 1439. 42 88704 54432

合计 11088000 3106. 76 222768 308448

  该矿床的潜在资源量(银 3 106. 76 t ,铅 222 768

t, 锌308 448 t ) (表 2)显示出大型银铅锌多金属矿床

的前景规模, 建议尽快对本矿床进行详细的地质勘

探与商业开发, 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为地方

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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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ned the principal metallog enic events and ore- form ing series, alterat ion zoning, the ore-contro l str uc-

tures system and its space change. With the elaborate techno logy of geophy sical explo rat ion and pr ospect

engineering w e examined the mineralizing belts and prom ising sect ion and conf irmed o re body dist ribut ion,

size and conf igur at ion in space. We recognized the o re types, their st ructures and tex ture, made sure the

ore bodies` boundary , and est imated perspect ive r esources depending on the integrated chemical analy sis.

Key words:  Deposit g eo logical features; ore-body occurr ance pat tern; pro spect iv e resource evaluat ion;

Long toushan hill; Da H inggan L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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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 deposits o ccur in the low-g rade metamorphic areas in Qinling region. Duct ile-britt le shear

zones and larg e f ratural zones contro l dist ribtuion o f the Au deposits. Their geolog ical character ist ic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Carlin Au deposits in U SA and they ar e named Carlin like Au deposits. Tw o Au ore

belts ar e recognized in Qinling region, i. e. the south belt and north belt . Or e marks and o re-searching d-i

r ect ions are pointed out on the basis of summ ing up the metallogenic charateristics of medium-large size Au

depo sits in the tw o be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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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tanchong gold deposit w as mainly controlled by near ly EW trending brit t le-ductile shear

zone. It is not only the typical r epresent ive, but also the economic go ld deposit in Longw ang jiang Sb、As、

Au metallogenic belt. This paper briefy explained the metallog enic g eo logical characteristic and Au occur-

r ence. The gold-bearing mineral are discuss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inv isible g old mainly o ccurred in arse-

nopyrite as nanometer micro-size nat iv e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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