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3卷第3期

2019年6月

物探与化探
GEOPHYSICAL＆GEOCHEMICAL EXPLORATl0N

V01．43．No．3

Jun．，2019

doi：lO，11720／wtyht．2019．1424

李凯，万欢．江西乐平涌山地区土壤异常特征及找矿前景[J]．物探与化探，2019，43(3)：494—501．http：／／doi．org／10．11720／wtyht．2019．1424

“K，wan H．soil anomaly characteristics arId ore-search prospects in Y0ngshan盯ea of Leping ci‘y，Jian弘i Pmvince[J]．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2019，43(3)：494—501．http：／／doi．o—昏／10．11720／wtyht．2019．1424

江西乐平涌山地区土壤异常特征及找矿前景

李凯，万欢
(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江西南昌 330030)

摘要：乐平涌山地区隶属于钦杭成矿带东段塔前一赋春铜多金属成矿带。在该地区开展l：l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工作，分析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单元素异常特征、元素组合特征及结合成矿地质背景，共圈定18处综合异常，通过

对综合异常进行分类评价及评序．优选出较好的3处异常开展异常详细查证工作。经地表探槽揭露。新发现金矿

(化)点2处，揭露金矿体2条，金矿化体2条，取得较好的找矿效果，认为该区找矿前景良好，是寻找矽卡岩型铜

矿、韧性剪切型金矿的有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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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长期以来，地球化学找矿一直都是矿产勘查工

作中一项重要任务[1]。经过广大地质人员努力，地

球化学异常筛选与评价找矿工作发展迅速[2]，区分

矿致异常和非矿致异常是其主要任务，用以缩小找

矿范围‘31。

乐平涌山地区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属钦杭成矿

带东段塔前一赋春铜多金属成矿带[4]，具备良好的
成矿地质条件和找矿前景[5刮。本次工作基于1：5

万涌山幅地质图[7]．在研究区开展了1：1万地质填

图和1：1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工作，从土壤地球化

学异常特征的定性、定量评价和异常所处地质特征

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圈定重点找矿区域，再结合浅

表工程验证，评价其找矿效果。

1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地处扬子板块，钦杭结合带，宜(丰)一

德(兴)混杂叠覆造山带，萍乡一乐平坳吲8|。自加
里东运动以来，经历了多次构造运动、沉积作用和岩

浆活动，形成了呈NE向展布、自Nw向sE叠覆的

构造岩片或推覆体[9]。目前已发现有塔前、朱溪、

月形、天井源等20余处矿产地，由Sw往NE矿种呈

现出W—Mo—Cu—Pb．Zn．W—Pb．zn．Au的分布规

律⋯。

区域地层具有双层结构，即基底与盖层。基底

由新元古界万年群浅变质岩系地层构成．盖层有古

生界、中生界和新生界地层，其中古生界地层出露石

炭系和二叠系地层，石炭系地层主要为梓山组和黄

龙组．黄龙组是区域重要的成矿有利层位：二叠系地

层出露马平组和长兴组。中生界地层主要有上三叠

统安源组。新生界主要有进贤组、莲塘组和联圩组。

区域岩浆活动除燕山期表现较强烈外．其余期

次岩浆活动均较弱，主要为浅一超浅成相，岩石类型

有超基性、基性至中酸性、酸性等。超基性一基性脉

岩属超浅成相，产出严格受NE、NNE方向构造控

制，呈脉状；中酸性岩侵人体为主要岩浆活动期，表

现强烈，属浅成一超浅成相，地表出露规模较小，呈

岩株状产出：中酸性岩脉产出严格受塔前一赋春NE

向断裂带控制。岩性主要为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

岩，其围岩有矽卡岩化、硅化、角岩化、大理岩化等蚀

变，并伴有cu、Pb、zn、Ag矿化，区域上诸多已知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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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金属矿床(点)均与其密切相关⋯1。

研究区区域上构造十分复杂，历经晋宁期一加

里东期褶皱造山、印支一燕山期逆冲推覆活动，伴随

中酸性岩浆的侵入。

2研究区地质特征

研究区内地层相对简单，主要以万年群浅变质

岩为主，北部少量出露石炭系盖层。区内构造较为

复杂，受区域推覆构造作用的影响明显，褶皱与断裂

构造较为发育，并有少量斑岩脉、石英脉沿构造裂隙

充填(图1)。

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有青白口系上统枫树岭组

(Pt，厂)、牛头岭组下段(Pt，n1)、石炭系上统黄龙组

白云岩段(c，^1)和第四系联圩组(Qhz)。

研究区内地表未见较大的侵入岩体出露．仅见

少量花岗斑岩脉、绢云母化霏细斑岩脉和石英脉等

零星分布。但需注意的是，在研究区北东部石炭系

地层深部见隐伏的燕山期花岗岩斑岩或花岗闪长斑

岩体．为本区寻找隐伏岩体提供了依据。

研究区处于北翼、北西翼向南倒转的同斜紧闭

向斜褶皱内，受塔前一赋春推覆构造影响，断层发

育，方向主要为NE、NEE和近Ew向，少量为近SE、

SEE、sN向，其中NEE向韧性剪切带为控矿断裂。

区内围岩蚀变主要有褐铁矿化、硅化、绢云母

化、大理岩化、绿泥石化、高岭土化、云英岩化等，其

中褐铁矿化、硅化、绿泥石化与金矿化密切有关。

圆全新统联圩组 回石炭系黄龙组下段叵习袁舄尽蚕上段
回覆舄尽蚕下段回幸臭昆看下段[三]著l!!|靠畲
口实测断层及编号团韧性变形带

图1乐平涌山地区地质略图

Fig．1 Geological map of Y蚰gshan ama in Leping City

3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3．1样品采集与测试

研究区完成1：1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面积20

km2。测网100 m×40 m按方位315。布置土壤测线71

条。以罗盘定向、测绳量距、坡度校正结合手持GPS

定点，采样深度17—25 cm，采集淋积层(B层)土壤。

分析元素为cu、Pb、zn、W、Mo、Ag、Au、Sb、As、Hg等

10种元素，由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实验测试中心

完成。

3．2元素背景分布特征

根据勘查地球化学中有关的定义和计算公

式[12I，对土壤地球化学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显示(表1)，与全省背景相比，Au、As、sb、Cu、Mo

等相对富集，Hg、Pb、zn等基本持平，Ag、W等相对

贫化；与大陆岩石圈丰度相比，Au、Ag、As、sb、Pb、w

等相对富集，其他元素基本持平，As、sb等富集程度

分别达1l倍和12倍数，表示区内构造活动强烈。构

造作用发育。

对数据进行R型聚类分析(图2)，可以看出，研

究区Pb、zn相关性最好，其相关系数达0．938，其次

为Pb、Ag，其相关系数为0．814。Pb和w、Pb和Sb、

As和Au、Cu和Pb等相关系数均为0．5以上。

在0．5的相似水平上，元素主要分为2簇：Au、

As组合为低温元素组合，与浅成低温热液矿化作用

有关，可能与后期构造热液活动叠加有关；Ag、zn、

Pb、Cu、w、sb组合中既有与中温矿化热液有关的元

素组合，也有与酸性、中酸性岩浆矿化及后期构造热

活动的元素组合，主要代表了区内石炭纪沉积岩区

及青白口纪变质岩区元素分布、演化及成矿特征，表

明区内具有多期成矿的特点。

图2乐平涌山地区土壤地球化学元素R型聚类分析谱系

Fig．2 R-shaped cluster analysis of soil geochemical

elements of YongShan area in Leping City

％a趣w％印№№舡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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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u含量单位为lO～，其余为lO一；富集系数=工区背景／江西省背景[163；浓集系数=工区背景／中国大陆岩石圈丰度[17

3．3单元素异常特征

元素异常下限与浓度分带的确定[13‘14l：异常下

限采用迭代剔除法剔除x±3S离群数据后，统计平均

值x，标准方差s，首先采取x±2s作为异常下限进行

试圈，再经调整拟定比较符合区内地质矿产实际的异

常下限值。单元素异常图采用GeoIPAs3．0化探版软

件绘制，异常浓度分带采用异常下限值的1、2、4倍勾

绘外、中、内带，本次使用的异常下限见表1。

由单元素异常图可知，Au、Ag、As、sb异常分布

集中，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北部上石炭统黄龙组下段

沉积地层及中东部上青白口统变质地层中，西部及

南部上青白口统枫树岭组上段变质地层少量分布。

总体呈串珠状，局部呈岛状，单个异常面积大，异常

浓集中心明显并具多个浓集中心。异常浓集中心多

位于构造发育部位，异常规模、强度较高，有利于成

矿；Cu、Pb、zn异常较为分散，其中研究区北部与

Au、Ag、w、Mo等异常套合较好，规模较大，推测与

深部隐伏岩体有关；w、Mo、Hg异常以外带为主，浓

集中心不明显．总体呈现面积小、规模低、强度小等

特征，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北部。

3．4综合异常特征

根据研究区元素地球化学背景、单元素异常、元

素组合特征，并结合区内成矿地质环境、地形等．共

圈定综合异常18处(图3)，异常总面积约1．91

km2，占研究区实际采样面积的9．55％。遵循异常分

类原则[15]对其进行了分类，其中甲类异常(TRll、
TR 1 3)2处，总面积0．84 8km2，占研究区面积

4．24％；乙类异常(TRl、TR2、TR5、TR6、TR7、TRl2、

TRl7、TRl8)8处，总面积0．642 km2，占研究区面积

3．21％；丙类异常8处(TR3、TR4、TR8、TR9、TRl0、

TRl4、TRl5、TRl6)，总面积O．42 km2，占研究区面积

2．10％。

综合异常评序主要从综合异常面积、主成矿元

素面积、浓度分带总和、伴生元素组合个数、NAP并

结合异常区内成矿地质条件等方面进行评价，对上

述评价因素分别进行打分，依次从高到低，得分越高

者排名越靠前。通过对综合异常打分排序(表2)，

排名前六名的异常依次是TR2、TRl、T砌1、TRl3、

囤全新统联圩组 团石炭系黄龙组下段囡袁舄尽螽上段
匦习袁舄尽蚕下段巨习幸窦尽霸下段[]孝型算龛
[]实测断层及编号[]韧性变形带 固袭翕霉常范围

图3乐平涌山地区土壤地球化学综合异常

Fig．3 IIItegmted son ge眦h蜘【lic蚰ab∞mmUty

of Yon2shan area in Lep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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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乐平涌山地区土壤地球化学综合异常评序结果

Table 2 Table of results of c彻叩rehenshe geoch明1ical anomaly a勰es蛐ent of Y伽誉h吼盯ea in Leping City

TR5、TRl7，各综合异常特征如下。

TRl综合异常：位于研究区北部．呈不规则岛弧

状，北侧未封闭，属乙，类异常，异常面积0．040km2，

异常总规模149．39。异常元素套合较好，主要由

Au、cu等组成，并伴生有Ag、Pb、zn、Sb、As、Hg、w、

Mo等，主体为一套中低温元素组合，并伴有高温元

素w、Mo等。Au、Ag、As、Sb、cu、Pb、zn、w异常均

具浓集中心，内、中、外分带特征清晰，规模大，强度

高。单异常Au最高含量87．8×10～，平均值为47．80

×10～，规模值16．38；cu最高含量为353×10～，平均

值为144．53×10一，规模值14．74。异常区出露地层

为上石炭统黄龙组下段，为一套碳酸盐岩地层，岩性

为中厚一厚层状细晶白云岩、块状细晶一粗晶白云

岩：异常区南部见近EW向断裂通过，断裂面中可见

有绿泥石化、硅化、碳酸盐化象。TRl综合异常主成

矿元素以中低温元素为主。推测与沉积地层叠加后

期构造作用有关，而伴生的w、Mo等高温元素为晚

期岩浆侵入活动物资来源之产物，推测与深部隐伏

的岩浆热液侵入作用有关，显示该区内具有多期次

地球化学成矿作用条件；异常成矿地质条件较为有

利，是寻找矽卡岩型铜金多金属矿的有利部位。

TR2综合异常：位于研究区北部，呈半弧形，北

侧未封闭，属乙，类异常，异常面积0．113 km2，异常

总规模142．16。异常元素套合较好，主要由Au、cu

等组成，并伴生有Ag、Pb、zn、sb、As、Hg、W、Mo等，

主体为一套中低温元素组合，并伴有高温元素w、

Mo等。高温元素与低温元素为不同期次。显示该区

内具有多期次地球化学成矿作用条件。Au、As、Sb、

Pb、zn异常均具浓集中心，内、中、外分带特征清晰，

规模较大，强度较高。单异常Au最高含量95．7x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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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平均值为28．0×10一，规模值9．59；Ag最高含量

1．82×10～，平均值为3．37×10～，规模值33．67：Cu最

高含量126×10一，平均值为75．37×10一．规模值

7．69。异常区内地质构造简单，仅出露上石炭统黄

龙组下段碳酸盐岩地层，岩性为中厚一厚层状细晶

白云岩、块状细晶一粗晶白云岩：需要注意的是，在

异常区北部(研究区外)黄龙组地层深部见隐伏的

燕山期花岗岩斑岩或花岗闪长斑岩体[】81。从TR2

综合异常元素组合与成矿地质条件来看，异常基本

反映了元素在成岩成矿过程中分配特征及与地质活

动的专属性，异常区往北部延伸，成矿地质条件则更

为有利。是寻找矽卡岩型铜金多金属矿的找矿方向

和有利地段，具有一定的找矿前景。

TR5综合异常：位于研究区东部，呈不规则椭圆

形，东侧未封闭，属乙，类异常，异常面积0．132 km2，

异常总规模32．16。异常元素套合较好，主成矿元素

为Au，伴生有As、sb、鲰，为一套中低温元素组合，

Au、As、Sb异常均具浓集中心，内、中、外分带特征清

晰。单异常Au最高含量60．7×lo～，平均值为9．9×

10～，规模值8．36；As最高含量489×lo～，平均值为

87．53×10～，规模值15．93。异常区出露地层为青白

口系枫树岭组上段变质地层，岩性以灰黄色灰白色

薄层状凝灰质千枚岩为主。异常浓集中心见NEE向

韧性变形带通过，带内可见石英脉发育．脉宽约为数

厘米至数十厘米之间，延长为数十厘米至数十米之

间，以NEE向和Ew向为主，受后期构造作用影响，

破碎严重，可见强褐铁矿化、黄铁矿化、绿泥石化、绿

帘石化、硅化、孔雀石化现象，异常东侧工作外韧性

变形带内发现有花岗斑岩脉侵人。TR5综合异常主

要为变质地层叠加后期韧性构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成矿地质条件较为有利，是寻找构造(热液)蚀变型

金矿的有利部位。

TRll综合异常：位于研究区中部，呈不规则椭

圆形，属甲，类异常，异常面积0．502 km2，异常总规

模39．64。异常元素套合程度高，主成矿元素为Au，

伴生有As、Sb、Ag，为一套中低温元素组合，Au、As、

Sb、Ag异常均具浓集中心，内、中、外分带特征清晰，

规模较大，强度高。单异常Au最高含量74．4×10～，

平均值为12．70×10～，规模值12．33；Ag最高含量

1．5×10一，平均值为0．233×10～，规模值1．89；As最高

含量482×10～，平均值为106×10～，规模值19．29。

异常区出露青白口系枫树岭组上段变质地层，受塔

前一赋春推覆构造带的影响．异常区内断裂构造较

为发育。以NNE向脆性断裂及近EW向片理化带为

主，规模较大，贯穿整个异常区，区内构造带内可见

岩石具强褐铁矿化、硅化，局部可见云英岩化，蚀变

较强，具一定规模，异常区西部零星见花岗岩脉，出

露范围较小，区内石英脉普遍发育，以NE向和Ew

向为主，少量为sN向或Nw向。TRll综合异常主

要为变质地层叠加后期韧性构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成矿地质条件较为有利，从后期异常查证的成果看．

发现了较好的矿化线索，判断其为矿致异常，是寻找

构造(热液)蚀变型金矿的有利地段。是下一步工作

的重点。

TRl3综合异常：位于研究区中部偏东南侧．呈

不规则椭圆形，属甲，类异常，异常面积0．346 km2，

异常总规模30．27。异常元素套合程度高．主成矿元

素为Au，伴生有As、Sb、Ag，为一套中低温元素组

合，Au、As、sb、Ag异常均具浓集中心，内、中、外分

带特征清晰，规模较大，强度高。单异常Au最高含

量133×10一，平均值为10．60×10～，规模值8．92：As

最高含量1010×10～，平均值为77×10～，规模值

14．01。异常区出露青白口系牛头岭组下段变质地

层，岩性主要为灰绿色、浅灰色中一薄层状变质细至

微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千枚状含砂粉砂岩、变质粉

砂岩夹深灰色含炭千枚岩、灰白色变沉凝灰岩。受

区域构造影响，区内断裂构造较为发育，以NNE向

脆性断裂为主，规模较大，贯穿整个异常区，断裂带

内可见褐铁矿化、硅化、黄铁矿化、金矿化等现象，局

部可见云英岩化，蚀变较强，具一定规模；区内发育

NE向和EW向石英脉。呈破碎状，多数可见强烈的

褐铁矿化。局部可见黄铁矿化。TRl3综合异常主要

为变质地层叠加后期脆性构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

后期异常查证的成果看，在枫树岭组上段北东向断

裂构造带之中发现了较好的矿化线索，判断其为矿

致异常，是寻找构造(热液)蚀变型金矿的有利地

段，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TRl7综合异常：位于研究区中南部，近似椭圆

形，属乙，类异常，异常面积O．125 km2，异常总规模

28．99。主成元素为Au，伴生有As、sb，Au、As套合

程度高，内、中、外分带特征清晰，浓集中心明显。单

异常Au最高含量42×10一。平均值为8．30×10一，规

模值7．01：As最高含量244×10～，平均值为76×

10～，规模值13．83。异常区出露青白口系牛头岭组

下段变质地层，岩性组合TRl3基本一致；异常区内

断裂构造较为发育，以近Ew向脆性断裂及NE向

片理化带为主，规模较大，贯穿整个异常区，受构造

影响，断裂带内岩石碎裂特征明显，并发育一系列配

套小裂隙，裂隙中充填褐铁矿或石英脉，带内岩石普

遍具有褐铁矿化及硅化现象，裂隙及石英脉两侧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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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化及硅化更为强烈，而片理化带中则普遍具有

褐铁矿化，局部具硅化。TRl7综合异常主要为变质

地层叠加后期脆性构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后期异

常查证的成果看．在脆性断裂构造带之中发现了较

好的矿化线索，判断其为矿致异常，是寻找构造(热

液)蚀变型金矿的有利地段。

3．5异常查证

依据异常评序结果，筛选了TRl、TR2、TR5、

TR7、TRll、TRl3、TRl7等7处重要综合异常及Au、

Cu、W等3处单元素异常高含量点进行了进行了踏

勘检查，并对TRll、TRl3、TRl7综合异常进行了详

细查证(图4)。

匣险新统联圩炯翥舞蕊下段回毂蒜段切裂簸Fl删螺
圈韧性变形带囫惹莩常范围圆螽墓舞号囹纛驴阴簇尊
幽簇化体广-]硅化 口黄铁矿化L_，愀矿化

图4乐平涌山地区土壤地球化学异常查证

Fig．4 Investigation of soil geocheIIlical abno珊aUty
of Y蚰gsh锄area in Leping City

TRll异常查证成果：通过施工探槽6条对该异

常进行了查证揭露，共圈出金矿体(K1)和金矿化体

(K2)各1条，均赋存于NEE向挤压片理化带中，产

状与挤压片理化带产状一致，金矿体加权平均品位

为0．62∥t，真厚度为0．89 m，走向近NEE向，倾向

Nww，倾角较陡65。～75。，局部变缓为55。。矿体破

碎，裂隙较为发育，沿裂隙中发育石英细脉，脉宽2—

5 cm，脉壁上可见褐铁矿、炭质充填；金矿化体平均

品位为0．369／t，真厚度为0．86m，走向NE，倾向sE，

倾角较陡。成因类型均为构造蚀变型，主要赋存在

构造带内的石英脉中。

TRl3异常查证成果：通过施工探槽3条对该异

常进行了查证揭露，共圈出金矿体(K3)和金矿化体

(K4)各1条，均赋存于NE向挤压片理化带中，走

向近NE向，倾向sE，倾角较陡；其中金矿体平均品

位为o．61 g／t，真厚度为7．83 m，金矿化体平均品位

为0．33 g／t，真厚度为o．97 m。上述矿(化)体均与

NEE向、近Ew向韧性构造作用密切相关，属于构

造蚀变型金矿。

TRl7异常查证成果：通过施工探槽2条对该异

常进行了查证揭露，发现了1条构造蚀变带，带内褐

铁矿化、硅化、金矿化强烈，局部发育黄铁矿化，主要

赋存于脆性断裂构造带之中．赋矿层位为牛头岭组

下段变质地层。

4找矿前景分析

4．1成矿地质条件

与区域对比，研究区多金属矿化的矿种以铜金

矿为主，其中金矿化范围主要限于NEE向、近Ew

向韧性剪切带内、脆性断裂破碎带及其旁侧裂隙，与

区内青白口系变质地层和断裂构造密切相关。区内

万年群变质岩地层区是区域内重要的金银多金属矿

含矿岩系，含有丰富的金银等成矿物质[19|，其岩性

主要为绢云千枚岩、片理化变质粉砂岩、粉砂质绢云

千枚岩，是形成韧性剪切线金矿的成矿物质来源，岩

石节理裂隙十分发育．易使含矿热液明显沿层问裂

隙带充填形成脉状矿体．是含矿热液的通道．NEE

向、近EW向韧性剪切构造作用是提供成矿物质的

决定性因素。

铜矿化范围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北部深部隐伏中

酸性、酸性岩浆岩体与石炭系黄龙组接触带附近，与

区内燕山期岩体与石炭系碳酸盐岩接触作用和近

EW向张性断裂构造密切相关。区内上石炭统黄龙

组下段碳酸盐岩地层是形成矽卡岩型铜矿床的有利

地层，岩性为浅灰、肉红色中厚一厚层状细晶白云

岩、块状细晶一粗晶白云岩；深部隐伏的燕山期花岗

岩斑岩或花岗闪长斑岩体是区内最重要的成矿物质

来源．是铜富集成矿的必要条件之一，岩浆热液通过

断裂构造部位与围岩发生物质成分的交换并迁移到

有利的位置富集成矿．研究区北部近Ew向张性断

裂与区域上月形铜矿的控岩控矿构造为同一断裂，

其为含矿热液的运移提供通道和容矿空间。

4．2找矿前景

根据研究区土壤地球化学综合异常特征、异常

查证情况及成矿地质条件分析，认为该区找矿前景

优越，是寻找韧性剪切型金矿床和矽卡岩型铜多金

属矿的有利地区，若通过对区内综合异常开展以下

工作，有望获得突破性进展。

1)此次异常查证，对TRl、TR2异常仅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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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踏勘检查，发现有绿泥石化、硅化、碳酸盐化，说

明异常区具有寻找一定的铜矿体前景；另据异常区

发育Cu、Au、Pb、Ag、Mo、zn、w、Mo、As、Sb组合，总

体表现为由低温元素至高温元素的变化特征，推测

其处于矿体偏上部，剥蚀程度较浅，显示出有找隐伏

矿的地球化学前提：据1：5万布格重力异常、航磁异

常[2叫显示涌山一带深部可能存在隐伏中酸性一酸

性岩浆岩，遥感影像特征也显示区内存在与隐伏岩

体有关的遥感环状要素。下一步应加强地表矿化详

细追索工作。在此基础上开展一定的激电中梯剖面

测量和EH4测深等物探手段，强化异常检查程度。

另外在研究区TR2异常北侧涌山煤矿采煤施工过

程发现花岗闪长斑岩体，并且在岩体与黄龙组接触

带的矽卡岩中发现了浸染状、团块状黄铜矿，该异常

向北未封闭．可适当向北拓展研究区范围，并对区内

隐伏岩体进行深钻验证，拓展找矿空间，实现更大找

矿突破。

2)对TRll、TRl3、TRl7异常区布置了多条探

槽进行揭露，发现2条金矿体、2条金矿化体、1条构

造蚀变带，说明上述异常区寻找金矿前景良好；异常

区附近发育有W、Mo等尾晕元素组合，推测其处于

矿体偏下部，剥蚀程度较深，矿体向深部延伸有限。

因此应继续加强地表矿化追索力度，尤其是破碎带

和石英脉的寻找。并可通过构造地球化学采样、激电

中梯剖面测量以及更多探槽工程揭露，寻找和查明

矿(化)体的空间分布特征，最终择优布置钻孔深部

验证金矿体赋存状态，圈出可供进一步勘查的有利

地段。以求找矿方面更大突破。

5结语

1)区内单元素异常特征明显，以Au、Ag、As、

sb、cu等异常比较明显，尤其Au为主，异常面积较

大，强度较高，Au、Ag异常主要分布在NE向断裂构

造带内及隐伏的花岗斑岩体与牛头岭组千枚岩接触

带附近，其次Cu异常在研究区北部也尤为明显，其

主要分布于上石炭统黄龙组下段碳酸盐岩地层内。

2)区内共圈定18处综合异常，其中甲类异常2

处，乙类异常8处，丙类异常8处；通过异常评序认

为TR2异常是区内最有找矿前景的Cu异常，TRll、

TRl3异常是区内最有找矿前景的Au异常。

3)通过异常查证工作，在TRll、TRl3异常区

发现2条金矿体、2条金矿化体，取得了较好的找矿

效果，初步确定找矿类型为韧性剪切型金矿及矽卡

岩型铜多金属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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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 anomaly characteristics and Ore·search prospects in

Yongshan area of Leping City，Jiangxi ProVince

LI Kai．WAN Huan

(＆oz昭拓口f 5unw胁mMte 0，^Ⅱ哆i P啪i兀ce，讹nch增 330030，miM)

Abstract：The Yongshan area of Leping City belongs to the front of the tower in the east section“the Qinhang metallogenic belt—Fu·

chun copper polymetallic ore—fo珊ing belt．Based on 1：10，000 soil geochemical suⅣey in this area，me authors analyzed elemental ge—

ochemical chamcteristics，single element趴omaly characteristics and elemental combination characteristics．In combination with the ge—

olo百cal backgmund of minera“zation，a total of 1 8 comprehensive anomalies were identified，and the comprehensive锄omalies were

classified and evaluated．Preferably，3 better anomalies were vedfied in deta订．The surface exploration trou曲revealed 2 new gold

(chemical)siles，2 gold orebodies and 2 gold mineralized bodies，thus obtaining a good ore prospecting e髓ct．Ilis believed thalthe

ore—search prospects in tIle area are good，and a skarn-type copper deposit is expected to be found．Tllis area is the favorable area for

finding ductile shear gold deposit．

Key words：soil geochemical sunrey；anomaly ch锄cteristics；ore—search pmspects；gold deposit；Yongshan area of IJep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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