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地质背景

老定沟钼矿位于河南省栾川县西北伏牛山北麓-
熊耳山西段南坡，地处华北地台南缘栾川台缘褶带

内，卢氏-栾川陷褶断束、马超营断裂带上，成矿地质

条件优越，是我国重要的钼产地［1-6］（图 1）. 前人认为

钼、铅、锌、银、金矿的形成均与燕山期碱性或钙碱性

花岗岩的侵入存在密切关系［5］.

区域地层主要为新元古界官道口群和栾川群，其

次为中元古界熊耳群，局部可见少量的高山河群地层.
其中熊耳群主要岩性为安山岩、辉石安山岩、安山玄武

岩、石英斑岩、流纹斑岩、英安斑岩，部分砂砾岩、砂岩、
砂质页岩；高山河群主要岩性为灰白色、紫红色石英砂

岩及含砾石英砂岩、红色泥岩、紫红色页岩、碱性火山

岩；官道口群主要岩性为白云岩、燧石条带白云岩、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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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定沟钼矿位于豫西熊耳山地区，区内岩浆活动频繁，断裂构造发育，具有良好的成矿条件，是我国金、银、钼、铅、锌等有色金

属重要成矿带之一. 矿化带受北西西向断裂和中酸性侵入体控制，主要有 K1、K2 两条构造蚀变带，其中 K1 中的 3 条工业矿体呈脉状，

厚度稳定，Mo 品位 0.01×10-2~0.48×10-2. 北西西向矿化蚀变带是主要的构造找矿标志，硅化、绢云母化是主要的蚀变标志，辉钼矿化、
黄铁矿化、黄铜矿化为主要的矿化标志. 矿体深部未封闭，找矿前景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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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石白云岩、泥质白云岩、粉晶白云岩、砾砂岩、页岩；

栾川群主要岩性为石英岩、碳质千枚岩（板岩）、绢云石

英片岩、含碳质白云岩、大理岩、粗面岩、粗面安山岩、
变质粗面集块岩. 总体为一套以镁质碳酸盐为主的次

稳定型复陆源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7］.
早期陆内造山运动和区域构造作用，造成了大量

的断裂和破碎带、层间错动带，后期的火山活动和构造

作用再次造成滑动破碎，为成矿元素的运移和富集提

供了通道和空间 . 主要褶皱为近东西向展布的石家

沟-火神庙背斜，断裂以马超营大断裂为主，其次为石

家坡-银家沟、中黄叶正断层等及派生的次级断裂. 马

超营断裂经历中元古代以及中生代的强烈活动，在区

域上控制了熊耳群火山岩和中生代金属成矿带的分布

特征［2］.
本区岩浆岩十分发育，中生代岩浆活动规模大，具

多期性、多阶段性特征，含矿热液携带的成矿物质进入

断裂构造内，从而导致了矿床的形成［1］. 主要有燕山期

的五丈山、花山、金山庙等一系列重熔型花岗岩体、众
多的花岗斑岩体和爆破角砾岩体［8 -9］，这些岩浆岩体

与内生金属矿产形成关系较为密切. 区内频繁的岩浆

活动，良好的断裂构造因素，为区域成矿提供了优越

条件.

2 矿区地质

老定沟矿区内出露地层为中元古界长城系熊耳群

马家河组（Chm）安山岩、辉石安山岩、流纹岩、英安岩、

图 1 豫西熊耳山区域地质简图

（据张伟正 2007 资料修改）

Fig. 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Xiong'ershan area in western Henan Province
（Modified from ZHANG Wei-zheng, 2007）

1—新生代冲积物（Cenozoic alluvium）；2—中生代碎屑沉积岩（Mesozoic clastic sedimentary rock）；3—古生代碳酸盐岩和碎屑沉积岩（Paleozoic carbonatite
and clastic sedimentary rock）；4—元古宙火山岩和碎屑沉积岩（Proterozoic volcanic rock and clastic sedimentary rock）；5—太古宙片麻岩和混合岩

（Archean gneiss and migmatite）；6—南秦岭碳酸盐岩和碎屑沉积岩（Southern Qinling carbonatite and clastic sedimentary rock）；7—秦岭群斜长片麻岩和斜

长角闪岩（plagiogneiss and amphibolite of Qinling gr.）；8—二郎坪群碎屑岩和碳酸盐岩（clastic rock and carbonatite of Erlangping gr.）；9—宽坪群黑云母大

理岩和斜长角闪岩（biotite marble and amphibolite of Kuanping gr.）；10—中生代花岗岩（Mesozoic granite）；11—古生代花岗岩（Paleozoic granite）；12—钼

矿床（Mo deposit）；13—断裂（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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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碎屑岩、叠层石灰岩等；蓟县系高山河群（Jxg）含

砾石英砂岩、石英砂岩、紫红色页岩、碱性火山岩、紫红

色泥岩等；新元古界青白口系龙家园组（Qnl）燧石条带

白云岩、白云岩等；巡检司组（Qnx）燧石条带白云岩、
白云岩、含砾泥砂质白云质板岩、灰绿色页岩等；官道

口群杜关组（Qnd）燧石团块白云岩、白云岩、含叠层石

白云岩、含砾砂岩、页岩、泥质白云岩等.
矿区主要发育北西西向和北东向断裂构造，构造

蚀变带以北西西向为主. 目前发现的 2 条矿化构造蚀

变带位于矿区中部和南部（编号为 K1 和 K2），并在 K1

矿化蚀变带中发现 3 条具有工业价值的钼矿体（图 2）.
岩浆岩分布较广，主要为西部的燕山中晚期斑状

二长花岗岩、钾长花岗斑岩和南部燕山晚期正长斑岩

（图 2）. 该岩浆岩都呈岩墙状产出，前者走向约 30°，延

伸 2 km 以上，厚度 50~90 m；后者产于三道沟背斜近

轴部，走向约 300°，出露长度约 6 km，厚度 30~50 m.
两者与钼矿脉的形成存在紧密联系.

3 矿化特征

矿化蚀变带位于矿区中南部，K1 蚀变带内金属矿

物主要为辉钼矿，次为黄铁矿、黄铜矿等，次生氧化物

为褐铁矿，仅钼矿具工业价值. 辉钼矿多呈细脉状、浸
染状，在蚀变带裂隙中矿化最强，在岩石层面和裂隙中

常呈现薄膜状. 黄铁矿多呈粒状及浸染状分布. 蚀变带

岩石中多为细脉状和星点状，蚀变带中部金属矿化最

强，两侧较低. K2 蚀变带内金属矿物主要为褐铁矿、方
铅矿，蚀变带矿化极不均匀，带内局部硅化、方铅矿化

发育，地表未发现工业矿体出露.
3.1 矿体特征

矿体赋存于 K1 构造蚀变带内，包括 K1-1、K1-2、
K1-3 三条钼矿体. 矿体形态呈脉状，矿体厚度、品位稳

定. 矿体顺层产出，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倾角 60°左

右. 矿石主要有用组分为 Mo，品位 0.01×10-2~0.48×10-2

（表 1）.
K1-1 号矿体，呈脉状产出，控制矿体走向长 160 m，

延深大于 300 m，厚度 43.73~86.02 m，平均 66.83 m；品

位 0.03×10-2~0.20×10-2. K1-2 号矿体，呈脉状产出，控

制走向长度 285 m，延深大于 280 m，矿体厚度 1.91~
25.67 m，平均 13.02 m；品位 0.01×10-2~0.48×10-2. K1-3
号矿体，呈脉状产出，控制走向长度 140 m，延深近

380 m，厚度 4.88~5.80 m，平均 5.40 m；品位 0.07×10-2~
0.13×10-2. 矿体厚度及品位较稳定，深部均未封闭，向

深部仍有较大找矿潜力.
3.2 矿石组成

矿石中金属矿物以辉钼矿为主，次为黄铁矿、黄铜

矿等. 非金属矿物以黑云母、绿帘石、黝帘石为主，其次

是绢云母，含少量钠长石、石英、白云石、硅灰石、透辉

石、钾长石、方解石、阳起石等.
辉钼矿：叶片状、弯曲叶片状，或集合体状. 粒径一

般 0.005~0.2 mm. 主要是沿裂隙呈细脉状、薄层状、薄
膜状充填分布. 有少量与黄铁矿伴生，呈星散状分布在

白云石-透辉石-钾长石-石英细脉中.
黄铁矿：他形粒状，粒径一般 0.01~2.5 mm，呈不规

则细脉状或星散状分布于石英细脉中，黄铁矿中包裹

细粒石英颗粒.
黄铜矿：不规则状、他形粒状，粒径一般 0.005~

0.14 mm，多数呈星散状分布于黄铁矿细脉附近，含量

较少.
黑云母：显微鳞片变晶结构，占矿物成分的 40×10-2~

47×10-2.

图 2 矿区地质图

Fig. 2 Geological map of the orefield
Qnl—龙家园组白云岩、叠层石白云岩（dolomite and stromatolitic dolomite
of Longjiayuan fm.）；Qnd—杜关组白云岩、叠层石白云岩（dolomite and
stromatolitic dolomite of Duguan fm.）；Qnx—巡检司组白云岩、叠层石白云

岩（dolomite and stromatolitic dolomite of Xunjiansi fm.）；X5
1—正长斑岩

（orthophyre）；γπ5
3-2—花岗斑岩（granite porphyry）；K1、K2—矿化带及编号

（mineralization zones and codes）；K1-1、K1-2、K1-3—钼矿体及编号（Mo
orebodies and codes）；F1、F2—断层及编号（faults and codes）

地 质 与 资 源 2015 年130



绿帘石、黝帘石：细粒状，含量仅次于黑云母，可达

25×10-2~35×10-2.
其他矿物有石英、白云石、方解石等，多呈粒状、团

块状、细脉状分布.
3.3 矿化及围岩蚀变特征

蚀变破碎带及顶底板岩石裂隙发育，为矿液的运

移、充填、交代提供了有利构造条件；近矿中酸性岩浆

岩体侵入，为矿床形成提供了热动力和物质来源.
主要矿化有辉钼矿化、黄铁矿化、黄铜矿化，地表

氧化带发育褐铁矿化.
围岩蚀变沿构造带发育，主要为硅化、绢云母化、

碳酸盐化、绿泥石化.

4 找矿标志

主要的找矿标志包括化探次生晕标志、岩浆岩标

志、氧化铁帽标志、构造及蚀变标志.
分散流异常：由于长期地质作用，矿区存在钼的分

散流异常. 圈定和寻找分散流异常是发现钼矿的直接

标志.
岩浆岩标志：矿区内燕山期浅—中浅成中酸性岩

株与区内多金属矿产的形成关系密切. 其他条件适宜，

易形成夕卡岩型、石英脉型等矿床.
氧化带标志：表生作用下，硫化物矿床易形成次生

氧化物褐铁矿、铁锰矿等，是寻找矿床的间接标志.
断裂构造与蚀变组合标志：采坑、老硐直接指示矿

化蚀变带的存在；硅化、金属硫化物化、绢云母化等是

显著的找矿标志.

5 结论

（1）矿区位于主要区域成矿带内，成矿背景好.
（2）矿床主要受断裂构造、中酸性侵入体和碳酸盐

岩控制，矿体主要产于北西西向构造蚀变带内.
（3）硅化和绢云母化蚀变为主要的蚀变标志，钼、

铁、铜的金属硫化物矿化是主要的找矿标志.
（4）K1 矿化带内的钼矿体厚度、品位稳定，深部矿

体未封闭，具有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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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钼矿体矿体特征
Table 1 Features of Mo orebodies

矿体编号
产状 厚度 Mo 品位/10-2

倾向/° 倾角/° 范围/m 平均/m 变化系数/% 类型 一般 平均 变化系数 类型

K1-1 20~31 50~67 43.73~86.02 66.83 21.88 稳定 0.03~0.20 0.10 21.72 均匀

K1-2 20~25 53~65 1.91~25.67 13.02 124.79 不稳定 0.01~0.48 0.08 137.89 较均匀

K1-3 20~25 56~65 4.88~5.80 5.40 7.35 稳定 0.07~0.13 0.11 104.80 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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