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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目山钼矿区位于华北地台南缘与秦岭褶皱系的衔接部位，栾川一明港深大断裂近侧。矿床的地质地球化

学特征反映出成矿元素与岩体关系密切，成矿元素的地球化学分带性明显，具有良好的钼多金属找矿前景。通过

对天目山一带物化探异常特征分析研究，探讨地球化学异常与矿体的关系，总结该区找矿标志，指出进一步找矿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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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钼矿是20世纪80年代l：5万区域地

质调查时被发现的。2005年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作

为两权价款项目对该矿进行了系统的普查评价工

作，发现天目山超单元花岗岩体有些区段构造及裂

隙特别发育、岩石蚀变强烈。在对各种地质资料详

细研究、评序及定位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各种综合手

段，在晏庄找出了隐伏钼矿体，为在大别山北坡寻找

新的钼矿资源开拓了思路。

1区域成矿背景

东秦岭一大别山钼成矿带是我国著名的钼多金

属成矿带，其地跨2大地构造单元，是一个长期构造

活动强烈的过渡带。天目山钼矿区位于该成矿带东

段西北亚带内，紧邻栾川一明港深大断裂带北侧。该

断裂为超壳断裂，具长期继发性活动史。受其影响，

区内岩浆活动频繁，次级断裂发育，地层变形变质作

用强烈。断裂带控制了地层、岩浆岩及矿体的分布。

栾川一明港深大断裂是华北地台南缘构造带与

北秦岭构造带的分界断裂。断裂带南侧为北秦岭地

层分区，矿区内除零星出露中元古界毛集群左老庄

组地层外，主要为早古生界二郎坪岩群大栗树组地

层，是一套细碧角斑岩、火山碎屑沉积岩和深水碳酸

盐沉积建造。断裂带北侧为华北地台南缘褶皱带，

出露地层主要为中元古界毛集群回龙寺组及左老庄

组地层。少量新元古界栾川群大红口组及鱼库组地

层。总体上是一套较稳定环境下泥质、富含泥砂质

的碳酸盐岩夹少量火山碎屑岩沉积建造。矿区北部

出露少量中元古界汝阳群地层。

收稿日期：200r7—02一10

受区域性深大断裂影响和控制，矿区内基本构

造格架是一系列规模较大的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

的片理、韧性剪切带、线状紧闭褶皱和广泛发育的次

级高角度走向正断层及其派生的节理和裂隙。为成

矿物质的运移提供了动力和有利的储矿空间。

i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在各个地质时期中均具不

同程度的岩浆侵入或喷发活动。超基性岩、基性岩、

中性岩、酸性岩均有出露，尤以加里东期周庄变基性

岩和燕山晚期天目山超单元花岗岩最为发育。

2区域物化探异常特征

2．1 区域遥感信息特征

由该区域删卫星影像解译显示，区域内环形、
半环形和线性影像均较发育。线性影像为线性构造

的反映，总体呈北西走向大致平行的条带状，反映了

该区域基本构造格架。环形、半环形影像多指示岩

体或隐伏岩体产生的热晕，蚀变晕形成的环形构造。

区内共解译出环形、半环形影像17处，它们往往成

群成带出现，一般分布于大断裂带形成的线性构造

近侧。其中9个环形影像与化探异常有关，或位于

化探异常内，或大部分相交重叠。8个为低重力异

常——岩浆成因的环形影像。与化探异常有关的环

形影像同时具线性构造或岩浆活动成因时，即为成

矿的有利区段。区内已查明的5处矿床或矿化点均

‘位于该类环形影像中(图1)。

2．2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据豫西南l：20万水系沉积物测量结果显示，

区域钼异常主要呈北西西向沿桐柏一商城断裂、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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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正断层；2—环状构造；3一脆韧性前切带；4一剪切条带产状；5一早自垩世花岗岩；6一早自垩世二长花岗岩；7一早白垩世石英正长

岩；8一海西早期斜长花岗岩；9一正长石英斑岩脉；10一石英斑岩

图1天目山矿区TM卫星影像解译

册一明港断裂及两侧呈带状分布。主要异常元素组 体内部的接触关系，岩石组构特征将其分为6个单

合为Au、Ag、Pb、zn、Cu、Mo、Bi等，其中钼异常与燕 元，位于钼异常中心部位的为第四单元斑状细粒钾

山期侵入的花岗岩体分布基本一致。 长花岗岩及第六单元细粒钾长花岗岩。

3矿区地球化学特征

3．1赋矿岩体特征

本区赋矿岩体为深源浅成的燕山晚期复式花岗

岩体，出露于羊册一明港深大断裂两侧，出露面积约
60 km2。呈北北东向似串珠状展布，中间被毛集岩

群及栾川岩群隔断成为3个相对独立的小岩株，分

别为老寨山岩体、晏庄岩体和天目山岩体。根据岩

天目山超单元复式岩体的第一、二、三、四、六单

元的化学成分平均含量比较接近，表现为酸度大，

Si02含量75．6l％一77．53％，富含碱，彬(Na20)+加

(K20)=8．29％一8．659％，贫钛，Ti02含量O．06％

一O．15％，分异指数为94～97。

3．2赋矿岩体微量元素特征

从天目山超单元复式花岗岩体的微量元素平均

含量中可知(表l-)，各单元岩体的Cu、Pb、Sn、Mo

表l岩体各单元微量元素平均含量 lo。6

岩体名称 岩性 V Cr Nb Co Cu Pb Zn W sn Mo U Be F

天目山一 细粒钾长花岗岩 30．1 12．4 105 4．9 24．7 52．2 58 16．6 7．9 2．3 129．7 lO．7
5937．4

老寨山 中粒钾长花岗岩 22．5 10．7 117．5 3．8 20．9 48．2 57．9 14．5 9．7 2．9 162．9 11．2

晏庄 细中粒钾长花岗岩 27．1 10．4 121．5 3．7 23．9 69．5 73．4 14．5 12．0 3．2 195．O 13．1

平均含量 ”．2 11．2 114．7 4．1 22．8 53．9 61．5 15．1 9．7 2．8 160．7 11．5 5937．4

晏庄 斑状细粒钾长花岗岩 108．O 14．6 47．6 52．7 21．5 16．2 23．4 212．3 12．7 6538．4

豹子龙山 似斑状二长花岗岩 11．9 8．9 102．9 4．7 16．O 33．8 47．4 15．O 6．7 1．0 107．O 11．9 2365．9

大水平寨 细粒钾长花岗岩 加．4 9．5 120．2 5．6 24．O 56．9 ．63．8 30．6 20．7 28．2 240．4 13．3 5925．3

花岗岩类(贫钙) 44．O 4．1 21．0 1．O 11．0 19．O 39．O 2．2 3．O 1．3 40．0 3．0 850．O

含量高出平均值2倍以上，IJi、Be高出平均值3倍

以上，W、Nb、F高出平均值5倍以上，第四、六单元

钾长花岗岩中Mo高出花岗岩类平均值18倍以上。

3．3微量元素在各地质单元中的分布特征

对矿区内来自不同地质单元岩石主要微量元素

进行了分析，其平均含量如表2。从表中看出，各地

质单元岩石的Ag、Pb、Mo含量基本接近地壳丰度值。

●河南省地矿局第三地质调查队．I：5万任店幅、瓦岗幅区

域地质调查报告．河南省地质矿产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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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天目山各地质单元中微量元素平均含■ lo。‘

地质单元 Ag Cu Pb ZII Mo Ni cr Co

左老庄组 O．07 35．7l 24．99 90．16 1．82 43．76 75．60 17．51
毛集群

回龙寺组 O．06 49．18 13．65 210．8 1．08 66．16 81．95 43．53

鱼库组 O．06 24．29 11．29 ∞．00 0．86 17．14 17．20 12．83
栾川群

大红口组 0．01 38．3l 21．47 75．44 1．63 22．oo 37．14 14．77

天目山超单元花岗岩 0．34 22．39 47．18 56．64 3．35 5．78 9．82 3．92

周庄变基性岩 131．29 12．57 97．“ 0．94 112．78 103．40 61．04

地壳丰度(谢学锦，1979) O．07 55．00 12．50 70．00 1．50 7．50 loo．00 25．00

天日山花岗岩体中Ag、Pb、Mo明显富集，均在丰度

值2倍以上。

3．4矿区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天目山一带l：20万水系沉积物测量结果显示。

区内以Mo、w、Nb为主，伴有sn、Be、Bi异常。Mo最

高含量为8．8×10～，平均为2．79×10一，衬值1．86，

异常面积68姘。w最高含量为8．9×10一，平均
6 19×10一，衬值1．55，面积32km2。Be最高15．3×

10一，平均7．2×10一，衬值1．8，面积56 l【IIl2。

由图2看出，异常区各元素之间套合较好，异常

呈亚铃状，延北东～南西向展布，长10．4 km，浓度

分带明显。浓集中心分别位于天目山和晏庄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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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图2天目山一带主要元素异常剖析

图3天目山一带1：5万水系测量钼异常

通过对1：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结果分析，Mo

异常以天目山一晏庄花岗岩体为中心向外变弱。以

I Q l第四系沉积物

l ed l二郎坪岩群大栗树岩组

P钳l栾川岩群鱼库组

L旦到栾川岩群大红口组

L!划毛集岩群回龙寺组

L里叫毛集岩群左老庄组

匝习汝阳岩群

厂订变辉长岩

乜到旱白垩世二长花岗岩‘

l f硼l早白垩世钾长花岗岩

团断裂
臣刁地质界线

2～一尹血

任店为中心形成低值区。区内趋势变化为(0．65—

1．55)×10一。正剩余值1．44×10。6以上。地球化

学图上高背景区>1．5×10一。以3×10。6等值线

圈出2个浓集中心，分别对应矿区北部的天目山岩

体和中部的晏庄岩体(图3)。

4成矿条件分析与验证

’天目山钼多金属成矿区位于羊册一明港断裂近

侧，处于区域地球化学带状钼异常区内。在TM卫

星影像解译图上处于环形构造与线性构造的相交区

域。在1：20万和l：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结果中，

天目山花岗岩体钼异常显示高，元素分带性好，且岩

体侵位期次多，岩浆演化分异充分，后期侵入的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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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钼元素富集明显。基于上述各种地质信息的综合

分析，首先对晏庄岩体进行初步勘查验证，取得了较

好的找矿效果。目前已发现的2个钼矿体，分别位

于晏庄岩体的小石岭和烂马山。

5矿体特征与找矿标志

5．1矿体特征

钼矿体均成生于花岗岩体内，呈似层状，赋存于

细粒斑状钾长花岗岩上部与中粒花岗岩接触带附

近，与母岩无明显界限。水平方向上，矿体形态呈条

块状或椭圆状，长轴呈近东西向。垂直方向上，矿体

呈短柱状，产状较陡，上部较富，向下逐渐变贫。

钼矿体主要为细脉-网脉浸染状，次为斑点浸染

状，少量呈星点稠密浸染状。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

为辉钼矿、黄铁矿，次为黄铜矿、磁黄铁矿。矿石钼

品位一般为0．03％一0．19％，最高为0．7％。脉石

矿物主要为石英、钾长石、绿帘石、绢云母和高岭石。

花岗岩体与围岩接触带中，银、铅、锌矿化明显，

部分达工业品位，矿化厚度一般为0．5一1．5 m。

5．2围岩蚀变特征

矿区内围岩蚀变发育，分布范围广且具多次叠

加的特点。主要蚀变有硅化、绢英岩化、钾长石化、

绿帘石化，次为绢云母化及高岭土化。一般地表钼

矿化不明显。地下钼矿体富集处，地表仅见褐红色

褐铁矿化石英细脉发育，石英细脉一般宽1—3一。
呈网脉状或细脉状，向南西陡倾。

5．3找矿标志

(1)天目山花岗岩体与围岩接触带中构造蚀变

带是银、铅、锌多金属成矿的有利部位。

(2)矿区内细粒斑状钾长花岗岩及与中粒钾长

花岗岩的内外接触带是钼矿成矿的有利部位。天目

山大水平寨岩体具有或优于晏庄岩体的成矿条件，

地表矿化明显，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3)区内细粒斑状钾长花岗岩或细粒钾长花岗

岩内及其内外接触带，岩体地表发育的绛红色褐铁

矿化石英细脉是钼矿醒目的找矿标志。

6结语

天目山钼矿体主要赋存于花岗岩体的张性小断

裂及裂隙的硅质胶结物中，矿体呈条块或透镜状。成

矿期后断裂构造发育对矿体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岩浆期后热液，岩体的自

变质作用是围岩蚀变的主要因素，继发性的区域性

构造在岩体内形成的小断裂及裂隙不仅是含矿流体

运移的通道，也是钼矿体的主要容矿构造。

利用化探异常指导寻找隐伏矿体具有较好的现

实意义，为植被覆盖严重的大别山区寻找新的矿产

资源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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