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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化探找矿新案例"甘肃代家庄铅锌矿的发现

牛洪斌@!"!张新虎"!金治鹏$!徐家乐"

!@(中国地质大学"湖北 武汉!+$**$A#"(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甘肃 兰州!A$****#$(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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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代家庄铅锌矿是在甘肃省用地球化学勘查方法发现的第一个大型铅锌矿床#作者回顾了发现该矿床的简

史!研究了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探讨矿区进一步找矿的远景!讨论应用地球化学勘查方法寻找铅锌等有色金

属矿产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区域化探%铅锌矿床%找矿%甘肃省

中图分类号!0,$"!!!文献标识码!6!!!文章编号!@***B#C@#""**+#*$B*"+"B*$

!!代家庄位于甘肃陇南地区宕昌县城东北约@D
EF处!距著名的西成铅锌矿田约 @**EF&图 @’#
甘肃省地矿局经过对该地区域化探异常十余年的工

作!终于取得突破!发现了代家庄铅锌矿床!其规模

已经达到大型!从而填补了甘肃省区域化探在有色

金属找矿方面的空白#

图!!甘肃南部岷县$成县地区区域地质概况

@"新生界碎屑岩%""三叠系砂岩$板岩$泥灰岩%$"二叠系板岩$

砂岩%+"泥盆系至二叠系&白龙江复背斜两翼’碳酸盐岩夹砂板

岩%D"泥盆系浅变质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志留系碳泥质板岩%

A"花岗岩体%#"断裂带%C"铅锌矿床%@*"村庄$县级城市

@!矿床发现简史

代 家 庄 的 找 矿 工 作 始 于 上 世 纪,*年 代#从

@G"*万区调所做的路线金属量&土壤’测量圈定

收稿日期!"**$B*CB@*

了"处0H$I?异常起!甘肃省地质局布置了@GD万

化探和物探普查!在代家庄北侧和西侧圈定了 I?$
0H$5>和3H$1J异常!认为异常不仅与已知褐铁等

矿&化’点有关!还具有寻找铅锌和汞锑矿的前景#
上世纪#*年代完成了@G"*万区域化探扫面!

圈定了元素组合以 3H$1J$6K$0H$I?$L$9&$6>等

为主的异常!面积达@**余EF"#经过@GD万加密

和地质踏勘等初步查证!没有新的发现#在甘肃省

西秦岭地区@GD*万地球化学编图工作中!代家庄

异常在该地区#+个大型综合异常中!无论按累加面

金属量还是综合地球化学参数打分!均排名第一#
@CC@M@CC"年!甘肃省地矿局部署对该异常开

展了以@G@万土壤测量和地表探槽揭露为主的!
级查证工作!结果在圈定的土壤异常上发现"条矿

化带!并在矿化带内初步确定了+个铅锌&银’矿

&化’点#因地表矿体品位不高!规模不大!覆盖较

厚$地勘经费困难等原因!查证工作暂时中断#
近两年来!先后投入了化探$物探$地质填图$槽

探$硐探$钻探等勘查工程#现已初步确定代家庄铅

锌矿远景在大型以上!仅"矿带初步圈定的"个矿

体已求得0HNI?资源量,$(,@万 O!从而不仅肯定

了代家庄异常的矿致性质!更为陇南地区铅锌等有

色金属矿新一轮的勘查展示了良好的远景#

"!区域地质背景和矿区地质特征

代家庄铅锌矿位于秦岭造山带的北秦岭褶皱带

西段的铅锌$金成矿带上!地层主要为中泥盆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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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碎屑岩夹碳酸岩建造#在矿区北东侧约AEF处!
有西秦岭)五朵金花*之一的正沟花岗岩体&!@D’!出
露面积约"**EF"!其围岩普遍受热力蚀变!形成宽

@EF以上的角岩化和大理岩化蚀变带!并有铅锌等

多金属矿化&图@’#
矿区构造总体为走向北西$倾向北东的单斜

&向斜+’#北西向断裂形成的层间破碎带为控矿及

容矿构造#矿化主要产在中泥盆统龙鳞桥组生物碎

屑灰岩层位#在矿区中初步划分出"$!矿带!均呈

北西"南东走向!矿带长近 #EF!宽 @**M"**F#
其中"矿带已圈出铅锌&银’矿体"条!主矿体已控

制长A**余米!平均厚约@$F#经少量钻孔及平硐

控制!矿体延深大于@**F!且由地表向下有厚度明

显变大$品位变富&特别是I?’的趋势#矿石矿物以

菱锌矿$白铅矿为主!深部见到了方铅矿$闪锌矿等

硫化物型矿石矿物!应属原生矿#矿石主要有益组

分为锌和铅!!&I?’P!&0H’#伴生有银$镉$镓$
汞$砷等#矿床类型为层控沉积再造型#

$!矿床地球化学特征

"(!!地层岩石地球化学背景

代家庄铅锌矿产于北秦岭的泥盆系中!该地层

西段甘肃境内&Q"’各元素平均含量&几何平均值’
见表@#同时!将矿区附近的正沟花岗岩体&!@D’和

中国半湿润中低山丘陵地区的资料也列于表中#
表!! 北秦岭西段泥盆纪地层水系沉积物样品各元素含量

元素 Q" !@D I- 元素 Q" !@D I-
7R $D(* +A(" "C($ 3? $(+ +($ "(#
ST "($ "(C "(@ 3H @($ *(A *(D
0 ,#@ #"$ ,C" SU D*D D@" ,*D
5V A$ ," ,A 7U +" D" +"
9? A,$ #,# ,#A L "($ $(" @(D
5W @,+ @", @*, 6> "(D* @(CD @($@
5> ", "@ "" 1J +C +* "C
I? #+(, #D(D ,+(+ 0H ",(# "A($ ""(D
6K @+(D @+(@ A(++ <X @*(A @"(" @@(*
3V @DA @$C "@D )U"/ @(, @(C @(AA
)H @, @C @, 9J/ "(" @(A @(#
9& *(A *(, *(A 5U/ $(# @(A "(A
6J #$(* #*(# #$(+ YT"/$ +(C +(C +(A

!注(含量单位(!&6>$6J$5W$1J’Z@*BC!!&氧化物’Z@*B"!!&其

它元素’Z@*B,#资料来源(Q"和 !@D据金治鹏等&@CC"’!I-&水系

沉积物样品’据任天祥&@CC,’

从表@可见!北秦岭泥盆系&甘肃段’含量高于

I-许多有 3H$6K$1J$6>$5W$5>$5V$5U$9J等!另

外!3H$1J$6>$5W$6>$I?$0H的变异系数较大!且远

大于正沟花岗岩中的相应元素!反映了该地层具有

较强烈的热液矿化及蚀变!也与地层的岩性特征有

关#正沟花岗岩体含量较 I-高的有 L$3?$7R$7U$
ST$)H$0$)U$9?!基本反映酸性岩体的微量元素特

征#两者都较高的有0H$I?$YT!这是否反映该带铅

锌矿成矿物质的双向来源!尚待研究#
据部分岩石样品资料!矿区中泥盆统共+个组!

唯龙鳞桥组灰岩中 6J$1J$0H$6K$3H明显富集!其

它&包括该组中的泥灰岩和砂板岩’均为正常含量

或贫化!说明龙鳞桥组的灰岩可能是主要的矿源层#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区域化探异常特征

表#$!%#&万区域化探代家庄异常特征

元素 均值 峰值 面积ZEF" 衬度 规模 浓集分带

0H +"(* A#(* +* @(,* ,+(** 中!外
I? @$A(# @+D(* $, @(,$ D#(#$ 外

6J @"A(* @"A(* + @(D# ,($" 外

5> $@(A+ +*(, "+ @($A "$(#" 外

5W "#D $C* @" "(*" "+("+ 外

SU C**(, @*+D +* @(A+ ,C(,* 外

3H "#$(DD CC$(, @*# ","(D "#$D* 内!中!外
6K #"(#, @A"(A C, D(,$ D+*(+# 内!中!外
1J +DD"(@ "D,D* @*# A*("A AD#C(" 内!中!外
6> ,(C C(# "+ $(*D A$(" 中!外
L D($D A(A D, "($" @"C(C" 中!外
3? +($" +(C "+ @(*# "D(C" 外

9& "(@@ $(@# "* "(@@ +"("+ 中!外
[ "(D@ $(** "* @(,* $"(** 外

<X @$(, @$(, # @("" C(A, 外

!注(6>分为$个异常!5>分为+个异常!9&$[分为"个异常#
含量单位同表@#资料来源(据金治鹏等&@CC"’

@G"*万区域化探异常面积约@**EF"#根据

各元素异常形态$套合及元素的亲疏关系!可划分为

$组异常&表"!图"’#
&@’0H$I?组合异常#元素组合有 0H$I?$5>$

SU$6J$5W$9?等#异常规模不大!除0H异常具中$
外带外!其它元素均只有外带!且 I?$5>等常较为

分散!由相距很近的$M+个局部异常组成#各元素

异常面积不超过+*EF"#
&"’3H$6K组合异常#元素组合为 3H$1J$6K$

6>#异常规模很大!除6>异常只具有中$外带且面

积较小外!3H$1J$6K均具内$中$外带!面积都达到

@**余平方公里左右!特别是 3H$1J异常强度和规

模均为西秦岭地区之最#
&$’L$3?组合异常#元素组合有 L$9&$3?!

还有弱的[$<X异常#其中!L异常规模较大!面积

约D*EF"!具中$外分带%9&异常亦具中$外带!但

面积不大!其余元素均只有外带#L$3?组合的突

出特点是在代家庄异常北东方向的正沟花岗岩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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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代家庄地区地球化学组合异常

@"白垩系碎屑岩%""上泥盆统碳酸盐岩夹碎屑岩%$"中泥盆统

碎屑岩$泥质岩$泥灰岩夹碳酸盐岩%+"接触蚀变带%D"正沟印支

期花岗岩%,"断裂带%A"大型铅锌矿床&矿点’%#"褐铁矿化点%

C"0H$I?组合异常%@*"3H$6K组合异常%@@"L$3?组合异常

上!有与之对应的姊妹异常!且各元素异常的面积和

强度均远大于代家庄异常#
另外!在正沟花岗岩体上还有较强的反映酸性

岩特点的7R$7U$ST$)H$0$2$<X$)U等元素异常#
$("("!矿区中大比例尺化探异常特征

经过@GD万和@G@万化探工作!代家庄区域

化探异常得到很好的重现!但异常形态$强度及组合

特点等有所变化#总体趋势是随着比例尺增大!
0H$I?$6J异常强度增大!而 3H$1J异常有所降低#
如@GD万异常组成元素主要为 0H$I?$6J$6K$3H$
1J$6>等!综合异常面积约+AEF"!其中 0H异常平

均值为C@("\@*B,!峰值D**\@*B,!具有内$中$外
浓 度 分 带%I?异 常 平 均 值 为"$#(@\@*B,!峰 值

@"**\@*B,!具有内$中$外浓度分带#各元素都可

大致分为南北"个异常带!且大部分元素南带异常

大于北带!而北带异常与新发现的矿床&"矿带’吻

合较好#@G@万土壤异常呈北西"南东向"条近

于平行异常带的特征更为清晰!异常带长度达DEF
以上!宽"M$EF!异常元素以 0H$I?为主%其次有

6J&可能因分析元素少!未见其它元素的资料’#0H
异常强度一般为&#*M#+*’\@*B,!峰值达&@"**M
#A**’\@*B,%I?异常强度一般为&@D*M@,**’\
@*B,!峰值可达&"**M""***’\@*B,#代家庄铅锌

矿床就是通过验证土壤异常发现的#
"("!地球化学特征中反映的矿床地质信息

分析研究该矿床的地球化学特征!可以初步看

出反映矿床地质特征方面的一些地球化学信息!据
此提出如下探讨性的意见#

&@’北秦岭西段泥盆系 3H$6K$1J$6>$5W$5>$
0H$I?等含量较高!且变异系数也较大!说明该地层

具形成有色金属和贵金属矿的物质基础#代家庄矿

区的生物碎屑灰岩中!6J$1J$0H$6K$3H等明显富

集!故可以认为它是铅锌矿的主要矿源层!同时也是

矿床属层控类型的地球化学依据#而在矿区北东约

AEF的正沟花岗岩体上形成了 L$3?$9&$<X等高

温元素的较强异常!对比代家庄异常中也有 L$3?
&9&$<X$[’组合成分!这应该是来自岩体的#0H$
I?在岩体上也有高异常&与泥盆系地层相当’#这

些说明花岗岩浆作用不仅为成矿提供了所需的动力

&热源’!而且还贡献了部分成矿的物源#
&"’目前代家庄矿床以锌$铅为主!银在部分矿

段够品位#区域化探异常中 3H的强度及规模均最

大!@GD万异常中3H也很强%但在矿石中!锑不高!
这种矛盾现象还有待做进一步的工作来解释#同

时!也不能排除在异常范围内找到锑或金矿的可能!
前人在化探异常的南侧已发现有锑矿化线索#

&$’如前所述!@G"*万和@GD万化探中都发

现很强的属于前沿晕的 1J$3H$6K等异常!说明矿

床的剥蚀深度尚不大#矿区部分钻孔和平硐中见到

矿体向下有变厚$变富趋势!也是有力的直接证据#
&+’目前求出储量的"矿带主矿体已初步控制

长度仅A**F左右!与化探异常范围和规模的差距

还很大#而且!@GD万和@G@万异常中!与!矿带

位置相当的南异常带明显强于北部异常!而在!矿

带只做了少量地表工程并揭露出铅锌矿体#另外!
已圈定矿体向深部也有变厚$变富现象!所以!代家

庄矿区及其外围继续找矿的远景很大#

+!初步结论及认识

代家庄铅锌矿床的发现!说明区域化探不仅在

寻找金等贵金属!而且在寻找有色金属矿方面都是

大有作为的#当前!要注意挖掘区域化探资料中有

关有色金属矿产的信息!尤其在寻找不易识别矿方

面!更要发挥地球化学勘查的优势#
在评价筛选区域化探异常时!不能简单认为什

么元素异常最强就找什么矿#要在认真分析地质背

景$地球化学特征的基础上!开展一定的中$大比例

尺化探工作后!才能清楚什么元素是主成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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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地球化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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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向婷婷’@D,,C(!女!@DD*年毕业于桂林工学院化探系!学士学位!工程师#现主要从事化探数据库工作

!!!!!!!!!!!!!!!!!!!!!!!!!!!!!!!!!!!!!!!!!!!!!!

#

上接!GG页

!!代家庄地区的地球化学勘查工作历时$*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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