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来黑龙江省利用矿产资源补偿费在大兴
安岭森林沼泽区开展了大面积的 1∶5 万区域地质矿产
调查工作，发现了大量的 1∶5 万水系沉积物异常. 如何
在这些异常区快速确定找矿靶区并在找矿上有所突

破，显得尤其重要. 大兴安岭森林沼泽景观区属浅覆盖
区［1-2］，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是地球化学勘查方法先行，
结合地质填图、物探工作，然后利用槽探工程对发现的
异常进行验证. 黑河市大新屯锑-金矿床的发现就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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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axintun antimony-gold deposit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of the Daxinganling metallogenic belt, with
frequent tectonic and magmatic activities. The Sb, Au, Ag and Hg anomalies in stream sediments are high and in large scale.
This area is the favorable metallogenic position for gold and polymetal. In order to assess the of stream sediment anomalies,
the 07Hs-35 anomaly is chosen to be verified by soil geochemical survey method. With the soil geochemical survey, some
anomalies of Sb, Au, Hg, Ag, As and W are delineated, among which Sb, Hg and Au anomalies are dominated. The
concentration centers of each element are essentially coincident. The delineated soil geochemical anomalies are then
confirmed by trenching, with the finding of antimony-gold orebodies. The Daxingtun antimony-gold ore prospecting target i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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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河市大新屯锑-金矿床位于大兴安岭成矿带东北部，区内构造、岩浆活动频繁. 1∶5 万水系沉积物 Sb、Au、Hg 异常强度较高，

规模较大，是金及多金属成矿有利部位. 为了对区内 1∶5 万水系沉积物异常进行评价，选定了规模最大的新 07Hs-35 异常，利用土壤

地球化学测量工作方法对异常进一步查证. 经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工作后圈定 Sb、Au、Hg、Ag、As、W 土壤地球化学异常多处，以 Sb、
Hg、Au 异常为主，各元素异常浓集中心吻合较好. 因此利用槽探工程对圈定的土壤地球化学异常进行了验证，发现了锑-金矿体，从

而确定了大新屯锑-金矿找矿靶区，说明地球化学勘查快速确定找矿靶区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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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2 万土壤地球化学勘查快速进行靶区定位的，这

是地球化学勘查在大兴安岭森林沼泽景观区快速确定

靶区的又一成功案例［3］.

1 区域地质与地球化学异常

研究区位于大兴安岭成矿带东部宽河-白石砬子

拗陷带内［4］，出露北宽河组（Pt3b）低级变质岩，岩性有

微晶片岩、板岩、变质砂岩、大理岩等. 侵入岩为晚三叠

世花岗闪长岩 （T3γδ） 和晚三叠世中粒二长花岗岩

（T3ηγ），岩体呈 NE 向不规则岩席状产出（见图 1）. 矿

区所见脉岩为石英闪长玢岩脉、花岗岩脉、英安岩脉和

流纹岩脉，NNW 向分布，时代为白垩纪龙江期. 该异常

区及附近发育多条 NW、NE 向断裂.
根据黑龙江省黑河市大新屯幅 1∶5 万水系沉积物

测量结果，在该幅图东部圈定了新 07Hs-35 异常（见

图 2）. 该异常处于 Sb、Au、As、Hg 的地球化学高背景

区. 异常由 Ag-49、As-44、As-45、Au-51、Au-52、Hg-
36、Hg-37、Hg-38、Sb-29、W-22 单元素异常组成，规

模累加值（∑NAP 值）为 21.816. 各单元素异常特征见

表 1. 异常面积大，元素组成多，异常套合较好，呈

NNW 向串珠状分布. 异常以 Sb、Au、Hg、As 为主，为低

温元素组合. 其中 Sb-29 异常规模最大，为 15.385，最

高值为 96.49×10-6，平均值为 43.86×10-6，具内带. As 含

量较高，在 As-45 中平均值 377.66×10-6，最高值

432.32×10-6. 其他元素异常面积较大，但强度低，处在

金异常周围. 推测该异常区为岩浆热液活动引起，具有

导矿、容矿构造和热源，地质条件对成矿极为有利.
根据以上特征选取了新 07Hs-35 异常区为工作

区，进行 1∶2 万土壤地球化学勘查，并对土壤地球化学

异常利用槽探工程进行验证.

图 1 大新屯锑－金矿区域地质图

Fig. 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the Daxintun antimony-gold orefield
1—第四系全新统河床及河漫滩砂、黏土、砾石（Quaternary riverbed and flood land）；2—第四系全新统高河漫滩亚黏土、亚砂土、砂、砂砾石（Quaternary
clay, sand and sandy gravel）；3—新近系孙吴组砂岩夹泥岩、砂砾岩（Neogene sandstone with mudstone and sandy gravel）；4—新元古界－下寒武统北宽河组

粉砂质板岩、千枚岩夹片理化中酸性火山岩、片理化长石砂岩及大理岩（Neoproterozoic-Lower Cambrian silty slate and phyllite）；5—新元古界－下寒武

统嘎拉山组片麻岩、变粒岩、片麻岩夹片岩、斜长角闪岩（Neoproterozoic-Lower Cambrian gneiss and granulite）；6—晚三叠世二长花岗岩（Late Triassic
monzogranite）；7—晚三叠世似斑状二长花岗岩（Late Triassic porphyritic monzogranite）；8—晚三叠世花岗闪长岩（Late Triassic granodiorite）；9—中细粒

二长花岗岩（medium-fine grained monzogranite）；10—似斑状中细粒二长花岗岩（porphyritic medium-fine grained monzogranite）；11—中细粒花岗闪长岩

（medium-fine grained granodiorite）；12—角闪岩脉（amphibolite dike）；13—石英脉（quartz vein）；14—闪长玢岩脉（diorite-porphyrite dike）；15—河流

（river）；16—地质界线（geologic boundary）；17—角度不整合界线（unconformity）；18—实测断层（fault）；19—银矿点（Ag occurrence）；20—金矿点（Au
occurrence）；21—锑矿点（Sb occurrence）；22—大理岩矿点（marble 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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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异常区 1∶2 万土壤测量成果

工作区属森林沼泽地球化学景观［1-2，5-6］，位于大
兴安岭东南部小兴安岭北端，属北寒温带湿润气候. 地
势多为丘陵低山，属于岛状多年冻土区，土壤属寒冷森
林灰化土和温带草原半灰化土［1-2］.

本次土壤测量工作选择的新 07Hs-35 异常区，面积
8.08 km2，测线方位 90°. 取样层位为 B 层下部，采样深

度为 20～60 cm，多数在 45～55 cm. 采样介质为砂土、黏
土、亚黏土等，样品干燥好以后过筛，过筛粒级为-10目.
样 品 分 析 项 目 ：Au、Ag、As、Sb、Hg、Cu、Pb、Zn、Bi、W、
Mo. 采样层位及过筛粒级都采用黑龙江省 1∶5 万矿调
要求执行，是经过大量试验得出的结论，并在生产过程
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7-8］.

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相关性统计表明，元素可以

图 2 新 07Hs-35 异常剖析图

Fig. 2 Anomaly resolution maps of Xin 07Hs-35 anomaly
1—第四系全新统河床及河漫滩砂、黏土、砾石（Quaternary riverbed and flood land）；2—第四系全新统高河漫滩亚黏土、亚砂土、砂、砂砾石（Quaternary
clay, sand and sandy gravel）；3—新近系孙吴组砂岩夹泥岩、砂砾岩（Neogene sandstone with mudstone and sandy gravel）；4—新元古界－下寒武统北宽河组

粉砂质板岩、千枚岩夹片理化中酸性火山岩、片理化长石砂岩及大理岩（Neoproterozoic-Lower Cambrian silty slate and phyllite）；5—新元古界－下寒武统

嘎拉山组片麻岩、变粒岩、片麻岩夹片岩、斜长角闪岩（Neoproterozoic-Lower Cambrian gneiss and granulite）；6—晚三叠世花岗闪长岩（Late Triassic
granodiorite）；7—河流（river）；8—公路（road）；9—地质界线（geologic boundary）；10—不整合界线（unconformity）；11—银矿点（Ag occurrence）；12—金矿

点（Au occurrence）；13—锑矿点（Sb occurrence）；14—大理岩矿点（marble occurrence）

含量单位：Au 为 10-9，其他元素为 10-6.

单元素异常编号 面积/km2 形状 平均值 最高值 衬度 浓度分带 异常下限 规模

Sb-29 3.113 不规则 43.86 96.49 4.94 外、中、内 8.87 15.385

Au-51 1.231 近椭圆 15.93 22.5 2.25 外、中 7.08 2.770

Hg-38 1.188 近椭圆 0.731 1.182 1.72 外、中 0.43 2.037

W-22 0.588 不规则 8.36 8.41 1.24 外 6.73 0.730

Au-52 0.313 近椭圆 9.1 9.3 1.29 外 7.08 0.402

Hg-36 0.081 近椭圆 1.272 1.272 2.99 外、中 0.43 0.243

Hg-37 0.063 近椭圆 1.22 1.22 2.86 外、中 0.43 0.179

Ag-49 0.05 水滴形 0.196 0.196 1.37 外 0.14 0.143

As-45 0.569 不规则 377.66 432.32 1.41 外 267 0.001

As-44 0.425 不规则 369.4 430.04 1.38 外 267 0.001

表 1 新 07Hs-35 异常特征表
Table 1 Features of Xin 07Hs-35 anom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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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大组，第一组除 W 外，主要为中低温元素组合：

Au、Ag、As、Sb、Hg，第二组为中高温元素组合：Cu、Pb、
Zn、Mo、Bi. 主成矿元素中 Sb 和 Hg、Au 和 As 相关性

较好，相关系数大于 0.6（见图 3），说明低温元素组合

明显. 而 W 与 Sb、Hg 组合相关性较好，可能说明低温

热液是由中高温热液演化的结果，推测深部可能有中

高温热液型矿床.

新 07Hs-35 异常区内土壤中锑、金等元素背景值

较高. 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偏度、峰度检验，所分析的

11 种元素均不呈对数正态分布. 利用对数采用逐步剔

除法对异常区的背景平均值、异常下限等进行了计算

（见表 2）. 采用异常下限值的 1、2、8 倍来划分异常外

带、中带、内带［7-8］.
据各元素的异常下限绘制了单元素异常图、组合

异常图，其中 Ht-1 组合异常规模较大，如图 4 所示.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Ht-1 组合异常位于新 07Hs-

35 号异常的北西部，以低温元素组合异常为主，异常

面积大，元素成分复杂，各元素异常套合较紧密，主要

浓集中心呈 NWW 向展布. 异常中心以 Sb、Au 为主，

其他元素分布在其中. 异常南部因河流第四系覆盖并

未封闭，异常面积达 1.26 km2，异常总规模为 4.693，异

常排序为第一位. 其中 Sb-2 异常呈不规则宽带状，平

均值为 37.49×10-6，最高值为 730.44×10-6，异常规模为

1.481，具浓度内带，异常浓集中心带总体北西向展布.
金异常总体呈 NW 向带状，异常面积大，具浓度内带，

其中的 Au-3 异常面积较大，平均值为 51.93×10-9，最

高值为 140.0×10-9，为该区极大值，异常衬度为 1.36，

具浓度内带.汞、砷、钨等其他元素异常也较强（见图 4）.

3 异常区地球物理特征

为了查证新 07Hs-35 异常，在 1∶2 万土壤地球化

学测量同时做了物探激电测量. 1∶2 万激电测量结果表

明：矿区各类岩石极化率参数 ηs 基本在 2%～10%之

间，区内异常大部分呈明显的近 NWW 向，与化探异常

方向接近，与矿化蚀变带走向基本一致. 北东部出现一

明显的高异常带，ηs 大于 6%，宽 200 m 左右，从极化

率异常位置及展布方向推测，视极化率异常为锑矿体

引起.
视电阻率测量岩石电性参数多在 200～800 Ωm 之

间. 硅质脉视电阻率较高，常见值 1080 Ωm，花岗岩常

见值为 1140 Ωm ，闪长岩 600 Ωm，浅变质岩 630 Ωm.
根据剖面测量结果，矿区视电阻率变化较小，为浅变质

岩的反映，唯东北角见一小范围的高值区，最高

3116.66 Ωm. 从电阻率异常图看，矿体位于中等的电阻

异常区（500～700 Ωm），既没反映较强的高阻，也没反

映高极化的特征，可能是辉锑矿与石英脉共同存在造

成的. 从极化率异常位置及展布方向推测，视极化率异

常为锑矿体引起，预测在此处深部可能有金属硫化物

的存在，下一步工作应进行验证.

4 异常查证结果

依据异常区锑、金、银元素分布情况，结合组合异

常的分布特点、地质背景及激电测量成果，重点查证了

新 07Ht-1 组合异常. 在异常浓集中心处利用槽探进

行揭露，发现 6 条工业品位锑-金矿体（图 4）. 矿体形

态为脉状，产状总体呈 NWW 走向，倾向 SSW，倾角

30～64°，矿体长度大于 500 m，真厚度为 1～2 m. 品位：

锑最高 20.18％，平均 14.64%；金最高 4.47×10-6，平均

2.52×10-6，银最高 154.2×10-6，平均 144.75×10-6. 矿体受

图 3 新 07Hs-35 异常区元素相关性谱系图

Fig. 3 The correlation chart of elements in xin 07Hs-35

anomaly area

含量单位：金为 10-9，其他元素为 10-6.

参数 Au Ag Pb Mo W Cu Zn As Sb Bi Hg

背景平均值 2.49 0.147 21.0 1.38 1.47 41.1 72.5 12.47 2.85 0.29 0.15

标准离差 0.29 0.09 0.11 0.02 0.27 0.02 0.10 0.54 0.27 0.13 0.11

异常下限 10.0 0.220 35.0 1.50 5.00 45.0 115.0 150.0 10.00 0.55 0.25

表 2 新 07Hs-35 异常区地球化学参数表
Table 2 The Chemical parameters of the Xin 07Hs-35 anomal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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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 向张性断裂控制，硅化褐铁矿化碎裂板岩－辉锑矿

石英脉为含矿载体. 其中可见 5 cm 左右厚的连续辉锑

矿脉，围岩蚀变主要见有硅化、辉锑矿化、黄铁矿化、褐
铁矿化、碳酸盐化、辰砂化. 根据脉石矿物、矿石矿物结

晶程度及蚀变矿物的交代特征、嵌布关系和碎裂特征，

将矿石划分为自形—半自形及他形结构、交代结构、包
含结构、碎裂结构等. 按矿石中矿物的排列和填充方式

可划分为致密块状、细（网）脉状及角砾状构造. 矿石中

非金属矿物有石英、长石、绢云母等，金属矿物主要为

辉锑矿、黄铁矿、磁铁矿. 经初步观察，辉锑矿主要为热

液充填成因，石英脉伴生，锑与金、银互为消长. 辉锑矿

化可能具金、银矿前缘的特征. 异常区具有导矿、容矿

和热源条件，地质条件对成矿极为有利，异常为锑-金

矿化引起，为矿致异常.
矿体顶底板围岩均为北宽河组（Pt3b）低级变质

岩，岩性有微晶片岩、板岩、变质砂岩、大理岩等. 受含

图 4 07Ht-1 组合异常剖析图

Fig. 4 Anomaly resolution map of the 07Ht-1 anomaly
1—第四系（Quaternary）；2—元古宇北宽河组地层（Proterozoic Beikuanhe fm.）；3—英安岩（dacite）；4—花岗岩（granite）；5—闪长岩脉（diorite dike）；6—
流纹岩（rhyolite）；7—变质砂岩（metamorphic sandstone）；8—板岩（slate）；9—微晶片岩（microcrystalline schist）；10—石英脉（quartz vein）；11—地质界线

（geological boundary）；12—渐变地质界线（gradual geological boundary）；13—锑－金矿体及编号（Sb-Au ore body and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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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热液影响，围岩蚀变较强，原岩面貌多较模糊. 近矿

围岩矿化较强，矿体与围岩接触界线比较清楚. 已揭露

的矿体与土壤异常吻合较好，关系密切，锑、金、银品位

较高，目前仅验证部分异常，从目前控制程度看属小型

金锑矿床. 因此，矿区进一步工作价值较大. 矿床成因

为与印支—燕山期岩浆活动有关的热液型锑、金、银
矿床.

5 结论

在黑河市大新屯地区利用 1∶2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

量方法对 1∶5 万新 07Hs-35 水系沉积异常进行查证.
异常进一步分解为以 Sb、Au、Ag 元素异常，其中 Sb 异

常规模最大，强度最高，Hg、As、W 等元素异常强度较

高. 地球物理场反映中等电阻率、低极化率的特点. 利

用槽探工程验证发现了小型锑-金矿床，说明化探、物
探、地质相结合找矿思路是正确的. 该矿床的发现是利

用 1∶2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快速进行靶区定位的，说

明地球化学勘查在大兴安岭森林沼泽景观区快速确定

靶区是有效的、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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