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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 在河南确山周庄萤石矿区的浅部发现了铁铜小矿体, 局部见及品位较高的辉钼

矿条。通过对铁铜矿床地质特征的分析,认为其成因属于多因复成矿床,或层控夕卡岩型矿床, 在

浅部找到规模矿体的希望不大。矿区的构造背景、岩浆活动等对铁铜钼多金属矿成矿有利。对电

法低阻异常进行的解释认为,在矿区深部有找到金属硫化矿床的希望, 深部矿床的成因可能为斑

岩型或斑岩- 夕卡岩型,找矿重点部位应放在接触带和内接触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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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河南省确山县周庄萤石矿区原是以开采萤石为

主的老矿山, 2004 年起开始进行铁铜矿的开采, 但

开采规模极小。以往的地质工作主要围绕地表和浅

部的萤石矿体进行, 对矿区深部的地质情况未作探

查。2009年,鑫恒矿业有限公司为寻找矿山后备资

源,委托勘查单位对矿区进行地质勘查和研究,以图

在铁铜多金属矿的找矿上有所突破。本文根据勘查

中间性资料,对矿区成矿地质条件、铁铜多金属矿的

成因进行初步探讨, 并结合物探资料对矿区深部找

矿问题进行预测。

1  矿区地质简况

周庄萤石矿区位于河南省确山县任店乡, 矿区

处在北淮阳构造带的西北部, 淮阳构造带是由多个

形成于不同构造环境,有着各自独立的建造特征、变

形变质和构造演化的构造地体, 经多次聚合- 拼贴

而成的复杂构造带。

矿区位于刘庄背斜的北翼, 为一单斜构造。刘

庄背斜是在加里东期区域 NE-SW 向应力作用而形

成的, 其背斜轴部走向为 NW 向, 并伴有 NW 向断

裂。由于燕山期天目山花岗岩体的上侵,产生上拱

作用和侧向挤压,使刘庄背斜的北翼叠加了 NEE向

鸽子崖张性层间破碎带,改变了原来的构造方向和

力学性质。

刘庄背斜北翼的地层为银洞沟组下段( Pt 3y
1
) ,

为一套浅海相碎屑- 碳酸盐岩建造, 岩性为含硅质

团块状条带大理岩、条带状石英大理岩及白云质大

理岩, 其上部为石英岩。在银洞沟组上段岩石之上

产有斜长角闪片岩。前人认为斜长角闪片岩系加里

东期辉长岩体经区域变质而成; 但作者认为其原岩

为沉积岩, 而不是变质变形的岩体, 其理由为: ¹ 斜

长角闪片岩整合于银洞沟组下段之上, 二者产状一

致; º 在斜长角闪片岩中及与银洞沟组大理岩的分

界处可见似层状、透镜状的含铜磁铁矿体,这些矿体

的产状与围岩产状一致, 而无后期侵入之迹象。

矿区的燕山期岩浆活动强烈,在矿区南部形成

了天目山花岗岩体,该岩体出露面积约 21 km
2
, 大

致成等轴状。



2  铁铜矿床地质特征

已发现的铁铜多金属矿体, 产于斜长角闪片岩

中,或产于斜长角闪片岩与大理岩的界面上, 矿体产

状基本与围岩一致,走向 67b~ 80b, 局部为 EW 向,

或 NWW,倾向 NNE, 局部为 SSE, 倾角 20b~ 42b。

矿体长度为几十米至 100余 m, 最长不超过 200 m;

沿倾向延深数十米至 100余 m。矿体真厚度一般 1

~ 4 m,个别可达 6 m 左右,矿体规模较小。

矿石的矿物种类有 10多种。主要金属矿物磁

铁矿、黄铜矿、黄铁矿等; 主要脉石矿物有石榴石、透

辉石、斜长石、石英及碳酸盐矿物。矿石构造为条带

状构造、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矿石品位 w ( T Fe)

= 35%~ 45%, w ( Cu)平均 0. 5%~ 1. 0%。

3  铁铜矿床成因探讨

周庄萤石矿区铁铜等多金属矿的成因较复杂,

矿床兼有沉积变质、热液交代等特征,我们认为属于

层控夕卡岩型矿床。其证据有: ¹ 矿体受控于一定

层位:上元古界毛集群银洞沟组下段是矿区内铁铜

矿化的主要含矿层, 其次是斜长角闪片岩; º 矿体为

似层状、透镜体状,矿石具条带状或块状构造,矿体

及条带状构造的产状与围岩一致; 从围岩到矿体显

现渐变过渡,矿石品位一般在矿体中部和中下部较

富,而顶、底板处和矿体两端尖灭处品位变贫。

另一方面, 矿床所具有的热液作用证据也不能

忽视。例如: ¹ 从 1/ 2 000 高精度磁法所圈出的 7

个磁异常在平面上沿接触带附近展布, 说明铁铜矿

体的形成还与岩浆活动密切相关, 因为上述异常已

经钻探验证,属于矿致异常; º 在矿体内, 以至含矿

大理岩或白云质大理岩中,见有大量的由石榴石、透

辉石、透闪石、绿帘石等组成的气液交代蚀变产物,

有时形成夕卡岩; 通常形成夕卡岩矿物组合的温度

为 400~ 600 e 甚至更高,这个温度区间明显高于变

质相为绿岩相的本区变质岩的形成温度( 300 e )。

综上所述, 周庄萤石矿区铁铜多金属矿是在晚

元古代毛集群成矿元素初步富集的碳酸盐岩- 碎屑

岩建造沉积变质的基础上,燕山期花岗岩浆侵入作

用带来大量的热液进行交代, 形成层控夕卡岩型矿

床,属于多因复成矿床。所谓层控夕卡岩型矿床,是

近年来一些地质工作者提出的一种多因复成矿床的

分类。是特指在区域多层碳酸盐岩层位中, 夕卡岩

型矿化只集中于少数层位,或夕卡岩型矿化产于接

触带外一定距离的围岩层间的现象, 认为这种层位

中可能含有某些原生铁的碳酸盐相(如菱铁矿) , 当

受到岩浆侵入热力影响并发生热液交代时,就产生

夕卡岩化和磁铁矿化。这种类型的矿床有部分矿质

是来自围岩,具有/矿源层0的含义, 成为矿床形成的

一种重要控制因素。

4  找矿前景分析

周庄萤石矿区地质情况比较复杂, 成矿经历了

多期的地质作用,从目前地质、物探工作和浅钻揭露

的情况看, 矿区地表和浅部发现有规模的铁铜矿床

的可能性不大, 但小的铁铜矿体却不少(图 1)。浅

部小矿开采方便,但对延续矿山寿命、创造可观的经

济效益则作用不大。工作的重点应是利用对小矿成

矿规律的研究, 寄希望在深部找到大矿。

在寻找深部矿床和盲矿的过程中, 应重视适用

地球物理方法的引用。在周庄萤石矿区采用高精度

磁法扫面已经有效地找到了埋藏于浅部的小铁铜矿

体;而深部的找矿则要采用更为有效的仪器和多种

手段方法, 圈定有望异常区段, 结合地质条件进行推

断解释,确定找矿靶区,最后采用深钻验证。目前,

在周庄萤石矿区已完成 3条剖面的可控源音频大地

电磁测深( CSAMT 测量)和部分地段的激电测深工

作,圈定了多处相对低电阻率异常。

4. 1  成矿地质条件分析
( 1)构造背景对成矿的控制作用。周庄萤石矿

区位于北淮阳构造带的西北部, 这一地区属于秦祁

昆成矿域秦岭 ) 大别金、银、铅、锌、铜、钼成矿带的

一部分。北淮阳构造带的西段(河南西南部)蕴藏着

丰富的内生矿产资源,较著名的有围山银矿、银洞坡

金矿、老湾金矿、白石坡银矿、皇城山银矿等大中型

金银多金属矿床。近年来又发现一些钼矿床(点) :

周庄萤石矿区的 ZK3002孔, 在 117. 44~ 118. 14 m

深度见有辉钼矿矿条, 辉钼矿呈薄膜状或星点状分

布于大理岩中, 其 w ( M o) = 0. 449%, 这是在本矿区

首次发现的钼矿化, 说明矿区具有良好的钼矿成矿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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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周庄矿区地质图

Fig . 1  Geo log ical map o f Zhouzhuang mine

1.人工堆积 2.冲洪积 3.残坡积 4.斜长角闪片岩 5.角砾岩 6.大理岩 7.花岗岩 8.花岗岩脉 9.夕卡岩

10.萤石矿体及编号 11.铁铜矿点 12.断裂 13.探槽及编号 14.浅井及编号 15.钻孔及编号

16.平硐及编号 17.斜井及编号 18.磁法异常等值线及编号

  众所周知, 陕西东部与河南西部的秦岭地区是

我国重要钼矿成矿带。周庄矿区及其南部的天目山

花岗岩体中,陆续发现一些钼矿化点,这一现象提示

我们,已知的华县(金堆城钼矿) ) 栾川(上房沟、三

道庄、南泥湖钼矿)钼矿带有可能继续向 SEE 方向

延伸,直至豫南确山县、罗山县一带, 这无疑扩展了

已知钼多金属成矿带的地域范围。

( 2)岩浆活动条件。岩浆活动是成矿物质运移

分配的重要条件。岩浆作用之后往往伴随着各种成

矿作用,大部分内生矿床都是岩浆活动某一阶段的

产物。本区燕山期岩浆活动非常强烈,对成矿显然

有利。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岩体无大矿,其实也不尽

然,如鄂东地区的鄂城、铁山、金山店、阳新四大岩

体,其侵入中心周缘矿化就相对富集,大中型矿床较

多,外围矿化相对减弱,多为中小型矿床或矿点。这

是因为岩体侵入中心周缘是矿液活动和汇集的主要

场所,也是大中型矿床分布和预测的主要部分之一。

岩浆岩控矿的有利部位有: 周庄矿区南部的天

目山花岗岩体出露形态的膨大部位; 两组控岩构造

的交汇部位;岩体中心相出露地段(矿区范围之外) ;

交代蚀变作用强,分布宽度大的地段(由于浅钻均未

打到接触带,这种蚀变分布宽度大的地段目前尚未

发现) ;岩体超复部位或岩枝发育部位的内侧; 岩体

延深较大部位的转弯部位。这些部位的确定还有赖

于物探成果和钻探的揭露。

( 3)接触带构造与成矿。已进行的地质工作均

未在接触带发现金属矿化现象, 但不能据此而得出

接触带无矿的结论。接触带构造只是成矿的外部条

件,接触带能否成矿, 形成什么类型的矿化,关键还

在于是否有矿质来源以及矿石堆积的物理化学条

件。统计说明, 无矿接触带的数量远远大于有矿接

触带的数量。所以在找矿工作中应当把接触带的构

造研究与矿质来源成矿方式的研究结合起来, 才有

可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近来,在天目山花

岗岩体中已有钻探揭露出钼矿化现象, 周庄萤石矿

区的 ZK3002孔在夕卡岩化大理岩中见到辉钼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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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条,且钼品位较高,因此, 需要对天目山花岗岩体

的微量元素特征作一些研究, 了解其岩石地球化学

的特点,是否具备成钼的前提。辉钼矿的形成温度

一般较高,我国较大型的钼矿均为夕卡岩型(如杨家

杖子钼矿)和斑岩型(如金堆城钼矿) , 所以寻找钼

矿,仍然要将其重点放在接触带和内接触带上。目

前已竣工的浅孔均未打到接触带部位, 因此, 应布置

中深孔探查接触带的蚀变、矿化特点,以图发现夕卡

岩型或斑岩型铜钼矿化。

( 4)矿区地表和浅部已查明的萤石矿,初步认为

以中低温热型为主。根据萤石矿的成矿规律, 它往

往伴生有重晶石、铅锌、铜等硫化物等, 特别是在萤

石矿床以下, 很可能有多金属矿床。如果在矿区中

深部能找到新的矿种,则可能一矿变多矿,为经济建

设增加更多资源。

4. 2  对电法成果的定性解释

为了寻找深部矿体, 近期在矿区内作了 3条可

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剖面, 获得了低阻异常后,又

分别进行了激电测深工作,异常对应关系良好,说明

了异常的可靠性。

从 195线的电阻率剖面(图 2)可以明显看出 3

个低阻异常,分别编号为 195-1, 195-2和 195-3。电

阻率一般在 600~ 1008 # m 之间, 其中 195-1号异

常基本上位于接触带附近。

图 2 195 线剖面 CSAMT反演电阻率剖面图

F ig . 2  Resistiv ity rever se section o f

CSAMT a long line195

图 3 199 剖面 CSAMT反演电阻率剖面

Fig . 3  Resistiv ity rever se section o f

CSAM T along line 199

从 199线的电阻率剖面(图 3)可以明显看出 2

个低阻异常,分别编号为 199-1和 199-2。其中 199-

1号异常与 195剖面的 195-1号异常对应, 199-2号

异常与195剖面的195-2号异常对应;同时 199-1号

异常也位于接触带附近, 而 195线南侧的 195-3号

异常在 199线上并没有反映。根据经验, 引起电法

异常的原因有 3种可能: ¹ 金属硫化物矿体(化) ; º

地下水的富集带; » 接触带、破碎带及断层。

若为接触带、破碎带及断层所引起, 则这些构造

也是矿液活动的通道,利于矿体的富集, 所以应用探

矿手段予以验证。

从地下水的赋存情况看, 矿区主要含水层有第

四系残坡积- 冲积弱富水性含水层、基岩风化带裂

隙弱富水性含水层、接触带弱富水性裂隙潜水含水

带和大理岩中弱至中等富水性岩溶裂隙含水层。上

述含水层埋藏深度都较浅。从钻探岩心来看, 大理

岩中的溶蚀情况均发育在浅部, 孔深 150 m 以下基

本上已无溶蚀现象。区内花岗岩、片岩、夕卡岩、矿

体及深部的大理岩一般较为完整, 是较可靠的隔水

层;而碎裂石英岩、构造角砾岩都胶结紧密,节理裂

隙不很发育,是较可靠的隔水层。所以, 深部的低阻

异常由地下水引起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 矿区内未见富含石墨和碳质的岩石,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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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或石墨矿体引起低阻异常的可能不大。

综上所述, 物探工作在矿区中深部发现的低阻

异常有可能为金属硫化物的富集体引起,或矿化蚀

变的断裂接触带引起。鉴于地表所见及的碎裂石英

岩和角砾岩沿接触带附近成面状分布, 胶结较紧密,

对成矿起到一定的遮挡或起到半封闭圈的作用。在

具有相对封闭条件下,在一定深度范围内,最下部的

碳酸盐岩与岩浆岩接触,特别是与岩体流动前缘接

触,利于接触交代成矿。所以,我们认为于矿区中深

部已发现的低阻异常极有可能为金属硫化物矿体

(化)所引起。

建议布设适量的中深钻孔, 对矿区的低阻异常

进行验证。特别是对于 195-3号异常, 其地表高精

度磁法异常在该处及其东西延伸方向上有不同程度

的相对低值异常,地表已揭露有石英脉存在, 因此该

部位应该是寻找多金属矿的有利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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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ent years small Fe-Cu or e bodies have been discovered at shal low depth of Zhouzhuang

fluorite or e dist rict w ith the associated relat ively concentrated mo lybdenite bands. Geolog ical characteris-

t ics of the small Fe-Cu o re bodies indicate that they are mult iply g enetic or st ratobound skarn o re and it is

no t po tential for larg e ore bodies at shallow depth. T ectonic background and magmat ism here is favor able

fo r format ion of Fe-Cu-Mo polymetal lic ore deposit . Interpretat ion of the low resist iv ity anomaly show s

potential o f po rphyr y o r porphy ry-skarn metal sulf ide o re deposit to depth at the outer contacts and inner

contacts.

Key Words:  Fe-Cu polymetallic ore depo sit ; g eo logical and metallog enic condit ion; ore potent ial;

Zhouzhuang area;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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