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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太矿集区金铅锌矿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方向

向婷婷@!李春兰@!刘雁"

!@(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 物化探总队"陕西 西安!A@**,##"(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 地质勘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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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金"铅锌矿成矿规律和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讨论陕西凤太矿集区今后的找矿方向!并初步圈定了+
处找矿靶区#
关键词!金"铅锌矿$地球化学特征$找矿方向$凤太矿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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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太矿田位于秦岭泥盆系贵金属%多金属巨型

成矿带的中部!是陕西省最主要的金"铅锌矿产区!
已发现特大型"大型"中型金矿各@处!大型"中型铅

锌矿各$处#作者从地球化学角度!探讨该区的找

矿方向#

@!地质概况

矿区古构造环境为秦岭微板块北半部的晚古生

代构造断陷沉降带!为泥盆纪陆表海的一个断陷沉

积盆地#地层从元古宇到新生界均有出露!古生界

中"上泥盆统地层分布最广!以赵家庄%都督门断裂

和酒奠梁%王家院断裂为界!可划分为$部分&北部

泥盆系为一套浅变质的细碎屑岩$中部泥盆系为一

套细碎屑岩%碳酸盐岩%细碎屑岩夹碳酸盐岩%细

碎屑岩!是该区的主要含矿层位$南部泥盆系为一套

碳酸盐岩"浅变质细碎屑岩#凤太地区地层以富含

6>"0E"F?为特征#区内构造线方向主体为 .G%
)GG向!褶皱强烈!断裂发育!同时发育).向隆起

带和凹陷带!形成菱形格子状构造格局!控制金"铅
锌等多金属矿产的分布规律#岩浆岩主要分布于东

部!以中"酸性岩为主!具多期次"多阶段特征!为区

内金属矿产的形成提供必要的热源和部分成矿物

质#

"!区域控矿构造及成矿规律

!("# 赋矿地层$!%$&

铅锌矿的赋矿层位主要为中泥盆统古道岭组灰

岩与上泥盆统星红铺组铁白云质千枚岩接触界面及

其附近#金的含矿层位共有+层&!中泥盆统舒家

坝组$"上泥盆统星红铺组是区内最主要含金层位!
已探明的大多金矿床’点(都受该层位控制$#上泥

盆统%下石炭统铁山组"下%中石炭统袁家沟组和

四峡口组$$下三叠统任家沟组#
!(!!控矿断裂构造特征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共有 .G")G%)GG和

).向$组#.G向断裂多具同生断裂性质!这些深

大断裂形成了岩相古地理和区域构造格局#)G%
)GG向断裂在区内最为发育!控制着区内矿产分

布#).向的嘉陵江断裂带与本区铅锌"金矿的生成

有密切关系$三里河%西河断裂带是八方山铅锌矿

集区与八卦庙金矿田含矿热水喷流的重要通道!也
是)八卦庙*式金矿的主要控矿断裂#长期活动的

同生断裂在 6>的初始富集"成矿和后期改造阶段

都有重要作用!)GG向脆H韧性断裂与 ).向剪切

断裂’节理(密集带交切部位是6>矿形成的有利部

位#八卦庙金矿所处构造环境表明!断裂构造由开

放系统转为封闭系统时对金矿富集特别有利#
!($!地球化学特征

凤太地区双王金矿区6>极大值为@B"I@*CD$
铅硐山铅锌矿区0E最大值为,B+I@*C,!F?最大值

为"AA@I@*C,!而且伴随有地球化学异常!通常矿

愈大"异常强度愈高"面积愈大!元素组合也愈复杂#
如铅硐山铅锌矿矿致异常为凤县H@,!元素组合为

0E"F?"6>"6J"1J"6K"3E!其中 0E最大为@***I
@*C,!F?最大为LB***I@*C,!异常面积分别为#+
MN"和@@D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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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表"#不同地层’岩体中微量元素含量统计

岩性 5> 0E F? 6J 6K 6> 1J 3E
古道岭组灰岩 @B BA(B $"($ *(*B@ B($$ @($A *(*$+ $

星红铺组铁
白云质千枚岩

"A($ ""(D A#(" *(*B@ ""(# "(@B *(**B +(+

二叠系砂岩 @A(B "#(+ +D *(*B@ @*(B @(@D *(*@@ $("
闪长岩 @*B(#@*"(B@@"(D *(*A "$(, @(+# *(*D" @*
基性岩 +$, AB(B @A* @$@(@

!!备注&6>含量单位为@*CD!其余为@*C,

表@为 元 素 在 不 同 地 层 及 岩 体 中 的 分 配 特

征++,#表中可见!星红铺组铁白云质千枚岩中 6>"
6K"3E"5>"F?含量高$古道岭组灰岩 0E"1J含量

高$岩体中 5>"0E"F?"6J"6K"6>"1J"3E含量都很

高!尤其是基性岩中6>"5>"F?含量最高#
凤太地区基本呈 6>的中或低背景区!只在矿

’点(集区出现异常!区内共分布B处高浓集中心#
以双王金矿区强度最高!6>最大值@B"I@*CD!其

中又形成"个浓集中心!南部浓集中心产有太白双

王金矿!北部已发现"个金矿点!由于东部未开展工

作!所以异常不封闭#八卦庙矿区高值区呈)%*形

近南北向展布!在金矿南部形成浓集中心!6>一般

为’"O$(B(I@*CD!最高值为@**(AI@*CD!高值区

南北长DMN!东西宽"OBMN#凤县%三岔高值区

呈北西向展布!与铅锌高值区基本吻合!其东南端已

探明大中型铅锌矿B处!西北部有一金矿床产出#
铅锌地球化学异常总体呈西高东低之势!且在

凤县%三岔%八卦庙一带形成大面积连续分布的高

背景!局部富集成浓集中心!以凤县%三岔浓集区异

常最强"面积最大!0E"F?的最大含量分别为,B+I
@*C,""AA@I@*C,!!0EL+AI@*

C,的面积为D@MN"!
!F?L@"+I@*

C,的面积为D$MN"$八卦庙矿区次之#
铅"锌高值在区内的分布范围"形态有惊人的相似之

处!不同点在于双王金矿区铅呈高背景或异常!而锌

为低"中背景#
根据异常组合特征!结合区域地质背景!将该区

异常划分为"个异常带’图@(!各带特征如下#
’@(凤县%河口铅锌金异常带北西向展布!由

凤县%,"@""@+"@,"@A"@#""@"""和河%"$等编号

异常组成!元素组合以 0E"F?"6>"5>为主!伴生

6K"3E"1J"PQ异常#异常带展布方向与地层走向和

断裂方向一致#出露地层主要为泥盆系古道岭组和

星红铺组#带内主要矿产为铅锌矿!已找到铅硐山

等大中型铅锌矿B处!凤县%@,号异常为已知铅硐

山铅锌矿矿致异常!异常组合及含量特征见表"#

图"!凤太地区地质概况与金’铅锌异常

@%草凉驿组砂砾岩$"%铁厂铺组灰岩"板岩$$%上泥盆%下石炭统灰岩$+%星红铺组砂岩$B%未分中上泥盆统地层$,%古道岭组灰岩$A%

马槽沟砂岩$#%红花铺组砂岩"灰岩$D%秦岭群大理岩$@*%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金矿床’点($@+%铅锌矿床

’点($@B%铜铅锌矿床’点($@,%断裂$@A%异常编号$@#%金异常$@D%铅异常$"*%锌异常$"@%预测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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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凤县("%号异常含量特征

元素 0E F? 6> 6J 1J 6K 3E
最大值R@*C, @*** LB****(*#B +(# @@,** @#B A("
平均值R@*C, @#" DA$ *(*@@ *(BD @+," #* $(A

面积RMN" "*(A "" # @" "" @$ @"
异常点数R个 #+ @@D +$ +A D@ B+ B#

表中可见!该矿分散流异常组合为 0E"F?"6>"
6J"1J"6K"3E$!F?R!0ESB($#

’"(双王%八卦庙%罗汉寺金铅锌铜异常带北

西向展布!由靖%$"@*!河%@"$"#""@!凤县%""A!
辛%#"@+"@B等异常组成!6>与 0E"F?异常重合性

差#6>异常等间距成群产出!集中分布于双王"八

卦庙"罗汉寺地区#F?异常于带中部单独出现!而

0E异常在八卦庙和双王金矿区与6>异常伴生#凤

县地区已发现的主要金矿均产于该带内#靖%$为

双王金矿异常!6>"6K!6>元素组合的平均值为D+I
@*CD!最大值为"A*I@*CD!面积为BMN"#

+!找矿标志与成矿预测

综上所述!该区找矿标志如下#
’@(地层&铅锌矿以古道岭组灰岩与星红铺组

铁白云质千枚岩接触面及其附近硅质岩为主!金矿

则以星红铺组下岩段铁白云质千枚岩为主#
’"(断裂&同生断裂的存在是本区成矿的重要

条件之一!尤其是 )GG向脆%韧性断裂与 ).向

剪切断裂’节理(密集带交切部位和断裂构造由开

放系统转为封闭系统时对金矿富集特别有利#
’$(地球化学异常&已知矿床都产于地球化学

高值中!并伴有相应元素异常!元素组合较为复杂#
根据以上找矿标志!结合区域成矿规律!初步圈

定下列+个找矿靶区’图@(#
’@(凤县%文家庄金预测区位于金地球化学高

值场中!由凤县%,异常和凤县%@,异常的西部浓

集中心组成!区内已探明金矿床’点("处!地层以古

道岭组和星红铺组为主!断裂构造发育!凤县%,异

常元素组合为 6>"6K"3E"PQ"5>"6J!6>最大值为

"*I@*CD!平均值为@*I@*CD!异常面积为"MN"$
6K最大值为"#*I@*C,!平均值为@B"I@*C,#经

检查!于异常的浓集中心部位断层破碎带处发现@
处金的矿化蚀变带’图"(!原生异常组合为6>"6J"
6K"3E"5>"0E!其中 6>连续 +点含量 L@I@*C,#
拣 块样定量分析!6>最高为"@I@*C,!平均为,(,I
@*C,!矿化厚$N#

’"(古迹金预测区位于双王金矿北部金地球化

图!#凤县(%异常岩石地球化学剖面

学高值场中!与八卦庙金矿和双王金矿同处一个异

常带!预测区内6>最高为@*BI@*CD!平均为B#I
@*CD!分散流异常组合为 6>"6J"6K"0E"F?"5>!北

西向断裂与北东向剪切断裂’节理(构造发育!地层

主要为泥盆系古道岭组和星红铺组!已探明金矿床

"处!成矿条件有利#
’$(安沟口%瓦房子铅锌预测区由河%"$异常

组成!分散流异常组合为0E"F?"6J"6K#0E最大值

为B**I@*C,!平均为@A@I@*C,!异常面积为 +(A
MN"$F?最大值为$@*BI@*C,!平均为A*@I@*C,!
异常面积为@"(BMN"#0E与 F?异常形态规整!浓
集中心明显!且重合较好!与铅硐山铅锌矿成矿条件

相似!预测区内已发现小型铅锌矿床B处#
’+(八卦庙铅锌预测区位于铅锌地球化学高值

中!区内分布河%@""异常!分散流异常组合为 0E"
F?"6>"6J"5>"6K#0E最高值为@"B*I@*C,!平均

为@*BI@*C,!0E与F?异常重合较好#北西向断裂

构造发育!地层主要为泥盆系古道岭组和星红铺组!
预测区及附近已探明大"中"小型铅锌矿床A处!是
找矿有利地段#

B!结语

随着一批大"中型矿床的相继开采!凤太地区的

找矿难度愈来愈大#在结合区域成矿规律和深入研

究地球化学异常特征的基础上!总结出本区的找矿

标志!并圈定出+个找矿靶区!为成矿预测提供了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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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地球化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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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UQK_V_Ŷ‘QTUTUY&̂QY?TVTQ&?K&\\>̂TUŶ&̂YH_̂&K_Y]TQ?J‘&̂MQ?aY?JTVQV̂YV&\3UVV?bQ0̂&cQ?]YV?ZUVcYV’̂YVZ[_̂Y’QNQ?V̂Q’[ZYH
’Q?YVTYZ\&>̂TV̂JYTKQ?TUVTV̂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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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家庄地区的地球化学勘查工作历时$*年!区
域化探异常圈出来后又做了十几年工作!才有所发

现!这说明在异常查证工作中!需要坚持不懈地努

力!才能取得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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