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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东河源七目嶂地区内生金属矿产成矿预测区位于华南成矿省梅县 % 惠阳成矿区内，

属 6 类成矿预测区，已发现中小型矿床 ’" 处，成矿地质背景优越，可与已知矿区类比，找矿标

志明显，矿产资源潜力较大，利用计算机技术在 !72 平台上对化探成果进行整理和剖析，结合

成矿地质背景，圈定了 & 个进一步勘查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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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8)’(9 -! ! ! ! ! ! ! ! 文献标识码：6

! ! 广东河源七目嶂成矿区，位于华南成矿省（!
% ’"）及闽粤沿海中生代钨锡铅锌银非金属成矿

带（" % ,$）中［’］，后者归属西环太平洋成矿区滞的

组成部分。中国东南环太平洋构造带，中生代火山

喷发和岩浆侵入活动频繁；河源七目嶂地区是侏罗

纪火山多期次喷发盆地，从基性&中酸性多旋回演

化，形成了以钨锡为主体的多金属硫化物矿床成矿

远景区。

’! 成矿地质背景

!9 !" 地质背景概况

预测区位处南岭中段 :; 向佛岗构造岩浆岩

带东端，夹持于 <: 向河源深大断裂与区域性紫金

大断裂之间［"］。区内基底由新元古代变质砂岩、云

母石英片岩及石英云母片岩组成，呈 <: 向展布，加

里东期褶皱，并有片麻状花岗质石英闪长质岩浆侵

入并混合岩化，共同组成变质基底。泥盆系以滨海

紫红、灰白色砂砾岩、粉砂质页岩为主，过渡为浅海

潮坪相砂岩、页岩夹硅质灰岩、大理岩透镜体。沿

大理岩可见矽卡岩化及铅锌多金属硫化物矿化。

下石炭统以湖沼相碎屑岩为主，以炭质页岩为特

征，普遍可见薄层含铁砂岩及含黄铁矿钙质条带。

上石炭统为灰、灰白色灰岩，可见厚 ,# =。二叠系

栖霞组为灰黑色、黑色灰岩、炭质灰岩夹炭质页岩，

孤峰组为灰、灰黑色页岩，富含硅质结核。中二叠

统童子岩组为含煤碎屑岩，底部见安山质火山岩。

上二叠统以砂岩、泥岩为主，以含钙质砂岩夹泥灰

岩为特征。下三叠统海湾相以钙质粉砂岩、钙质页

岩为主，夹薄层状泥灰岩。上古生界组成盖层褶

皱，呈 <<: 向展布，印支期二长岩呈岩株状产出

（见图 ’）。

中国东 南 沿 海 地 区 经 历 了 $ 个 主 要 演 化 阶

段［&］，中生代的大陆边缘活动带成矿时代集中在侏

罗纪（"## . ’(#*’、’,- . ’&, *’），白垩纪（’", .
+) *’、+" . $# *’）。

晚三叠世沉积，由冲积平原过渡为浅海潮坪，

以碎屑岩为主。富含铁质结核及黄铁矿结核，可见

厚 #9 ( . " = 的赤铁矿多层。早侏罗世早期火山活

动频繁，以安山质火山碎屑岩为主的喷发 % 沉积

相沉积，其中赋存多层厚 #9 $, . ’,9 - = 不等的火

山沉积型磁铁矿，为含钒磁铁矿 % 矽卡岩组合，伴

生黄铜矿。早侏罗世晚期转换为泻湖潮坪，中侏罗

世早期过渡为内陆湖泊相。中侏罗世晚期沿 <: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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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形成安山岩&玄武岩&安山岩&英安岩&安

山质凝灰熔岩的演化。同构造期形成"岚中基性

# 超基性侵入杂岩，赋存岩浆分异型钒钛磁铁矿。

晚侏罗世以陆相火山喷发沉积活动为主，由流纹斑

岩、流纹岩为主，夹流纹质凝灰熔岩、凝灰岩及薄层

沉积相砂岩、泥岩。赋存火山热液型 !"，#$，%&，

%’，($ 矿床，其主成矿期为 $%& ’ $&( )*。晚侏罗

世末沿河源断裂带形成 +, 向重熔型黑云母花岗岩

带。形成以 -，($，+* .*、稀土为主的矿床系列，五

华宝山嶂锡（钨）矿床，为锡石、黑钨矿 # 石英组合

脉状矿体，陡脉状产出，填充于 +-、+-- 向张性

裂隙中。

图 $! 河源七目嶂成矿区地质矿产图

/012 $! 34’5’106*5 *$7 80$49*5 94:’&964: 8*; ’< =08&>?*$1 80$49’14$4@06 *94* 0$ A4B&*$，3&*$17’$1
$2 第四系；"2 上侏罗统；)2 侏罗统吉岭湾组；&2 中侏罗统漳平组；%2 下侏罗统桥源组；(2 下侏罗统嵩灵组；*2 下侏罗统吉水

门组；+2 下侏罗统长埔组；,2 上三叠统艮口群；$-2 下三叠统四望嶂组；$$2 中上二叠统童子岩组—大隆组并层；$"2 下二叠

统；$)2 上石炭统黄龙组；$&2 下石炭统；$%2 泥盆系；$(2 震旦系坝里组；$*2 早白垩世二云母花岗岩；$+2 晚侏罗世黑云母花

岗岩；$,2 三叠纪；"-2 早古生代混合花岗岩；"$2 石英脉；""2 细晶花岗岩脉；")2 闪长岩脉；"&2 角岩化；"%2 矽卡岩化；"(2 云

英岩化 C 硅化；"*2 实测 C 推测地质界线；"+2 实测角度不整合界线；",2 侵入岩岩相界线 C 混合岩岩相界线；)-2 实测 C 推测性

质不明断层；)$2 实测正断层；)"2 实测逆断层；))2 岩层产状

! ! 广东中生代岩浆活动，传统将燕山旋回划分为

五期（$,% ’ $(( )*、$*( ’ $&% )*、$($ ’ $)% )*、

$)* ’ +, )*、,* ’ %% )*）。区内其主成矿期相当于

燕山早期的第二期（$*( ’ $&% )*）、第三期（$($ #
$)% )*）。导岩、导矿构造以 +, 向为主，矿床及矿

体多沿 ,- 向、+, 向断裂展布。

!2 "# 物探异常特征

区内布格重力异常呈现重力低，剩余布格重力

异常向东面突出，贯穿全区，垂向二次导数作负值

圈闭。重力异常值为 # "% ’ # )- . $- #%8 C :"，剩余

重力异常值为 # % . $- #%8 C :"；航磁异常与重力异

常基本吻合，由数十个大小形态各异的密集异常组

成的异常群呈 +, 向展布。

!2 $ 水系沉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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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系沉积物测量中看出，区内金属元素异常

强度较大，在冷水坑、七目嶂和汶水等地存在明显

的浓集中心，浓度变化梯度陡立，各元素异常分布

套合好，分布面积也较大。

"! 已查明矿产资源概况

区内已查明中小型内生金属矿床 %" 处，按成

因类型可分为三类：

（%）火山沉积磁铁矿床：赋存于下侏罗统火山

碎屑岩中，原岩为含铁粉砂岩，似层状，厚 & ’ () !，

伴生菱铁矿及黄铁矿。矿石成分为磁铁矿、矽卡岩

矿物组合，矽卡岩矿物以石榴石、透闪石、绿泥石为

主。"#$ 品位 "" ’ )%% $&，’"(& #% %% ’ #% %"&。

（"）火山热液钴、铜、铅锌、锡矿床：以脉状充

填交代矿床为主，脉体多沿近 )* 向破碎带及裂隙

带展布，金属矿物有辉钴矿、辉铋矿、黄铜矿、方铅

矿、闪锌矿、锡石，脉石矿物以石英、绿泥石为主，可

见伴生黄铁矿矿体、围岩蚀变以硅化、绿泥石化为

主，也可见萤石化、碳酸盐化。

（&）岩浆高温热液锡、钨、钼矿床：沿隐伏、半

隐伏中小型岩株内外接触带产出，金属矿物为锡

石、黑钨矿、辉钼矿，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可进一

步划分为含矿 * 石英脉型矿体和云英岩化细脉浸

染状矿体。围岩蚀变为硅化、云英岩化。

&! 矿产资源预测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进入了矿产预测

信息化的新阶段，新的一轮成矿远景区划系“ 矿产

勘查跨世纪工程”。在学术上，矿产预测理论、方法

和计算机技术的交流推广极为活跃［%］。

近期开展的全国（ 分省）矿产资源调查评价综

合编图，赋与预测新概念，形成了 +,- 预测方法体

系。+,- 矿产预测的目的是利用当代先进的地质理

论和现代化的技术方法，对地质勘查所积累与矿产

有关的资料（如地质、矿产、物探、化探、遥感等）等

数字化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数据处理，并提取有关

信息。利用 +,- 的空间分析能力，通过定量、定性、

主观或经验等预测方法，对某类矿产进行预测，从

而圈定预测靶区，缩小勘查目标区，提高成矿的预

见性和找矿效益。

为此，笔者利用省级矿产资源编图资料，在 +,-
平台上采用证据权重法，在全省范围内对 ./，.0，

1/，23，45，*，-5 等矿种进行预测，所采用的矿床

为小型以上，预测网格单元为 ) 6! + ) 6!。在预测

中选取地物化遥及矿产等有关分层资料，选取正权

值因子进行计算后验概率，由后验概率值生成色块

图。根据单矿种的预测结果，结合地质矿产等有关

情况，笔者圈定了全省范围的内生金属矿产成矿远

景区，并按成矿有利度划分为 .、7、1 三级。

河源七目嶂火山盆地在广东中生界火山盆地

中具代表性，火山盆地面积约 "## 6!"，经历了从早

侏罗世玄武岩，中侏罗世安山岩、玄武岩，到晚侏罗

世英安质、流纹质岩类的演化。燕山期侵入岩发

育，成矿条件良好，列为 . 类成矿预测区。

,! 进一步勘查靶区

为了进一步对远景区进行评述，笔者收集了该

区中小比例尺有关地质和矿（化）点资料，并加以整

理，将有关资料投影套合到预测色块图上，所有已

发现的矿床（ 点）均落在预测区上，并与化探异常、

重力异常等套合，显示了很好的找矿潜力。

从地球化学成果中，提取与成矿相关的 ./，

.0，.8，1/，23，45，*，-5，79，:; 共 %# 个单元素生

成异常等量线图，并按成矿温度分为 ./，.0，.8 低

温系列，1/，23，45 中温系列，*，-5，79，:; 高温系

列三组元素组异常图（ 图 "）。同时为了了解该区

元素的矿产资源潜力，编制了单元素的面金属量地

球化学异常图（ 图 &）。其成果明显表现为三组元

素富集中心，有以宝山嶂为代表的 *，-5，79，:; 富

集区，以龙潭及冷水坑为代表的多元素富集区。除

./ 外，其余元素的面金属量均表现为较高值。

经剖析可圈出三个进一步勘查靶区。

! 铁岗 * 叶茶寨勘查区

面积 %%$ 6!"。位于七目嶂火山盆地西侧，燕

山期侵入体内外接触带角岩化发育，近 -< 向铁岗

断裂为导矿构造。-5 *.0 * 23 * 1/ 多金属异常沿

紫金断裂带 <* 侧呈 <) 向展布，主要成矿元素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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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伴生元素为 )* # )+ # !" #
,- 等。异常组合十分简单，面积较大，$% # .- # )*
异常强度较高，.% #/- 异常强度较低，其余均为中

等强度，具内、中、外三级浓度分带，浓度变化梯度

陡立。区内已查明的 $ 个小型脉状中温热液锡石、

铜铅锌硫化物矿床，勘查区的 .0 侧花岗岩出露区

见砂锡矿床。而地球化学特征显示，其成矿具分带

性，以高温热液 0，.- 为主的异常沿与晚侏罗世花

岗岩的接触带呈近 .1 向展布，以 !’，!# 为主的异

常主要展布于 .2 侧火山岩出露区，表明在已知矿

床的周围具有较大的找矿前景和空间。沿燕燕期

花岗岩内外接触带以 .- 为主，而在高基坪群等火

山岩区，则以寻找 &’，$%，,- 及 !’，!# 矿为主。

! 鹿坑 # 龙潭勘查区

图 "! 河源七目嶂地区地球化学异常图

3+#4 "! 56* #*(76*8+79: 9-(89:; 89< (= >+8’?69-# 8+-*@(#*-*A+7 9@*9 +- B*;’9-

! ! 位于七目嶂火山盆地 1 缘，面积 %& C8"。20
向断裂为导矿构造，下部出露早侏罗统火山沉积 #
热液叠加磁铁矿，上部中上侏罗统火山岩中见中温

热液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矿化带 20 向展布，长达 ’
C8。.- # $% # ,- # &( 多金属异常沿紫金断裂带

10 侧呈 12 向展布，异常面积为 &(( 多 C8"。主

要成矿元素为 $% # &( # !" # ,-，伴生元素为 &’ #
!# # &D # .- # )+ 等。由 $% # ,- # &( # !" 等 "(
种元素异常组成，异常组合十分复杂，面积由大到

小为 .- # )+ # &(，$% # ,- # !# 异常强度较高，!"
# &’ # &D 异常为中等强度，!’ # .% #B# 异常强度

低 。有&&种元素异常具浓度分带，各组异常呈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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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河源七目嶂地区地球化学异常面金属量图

!"#$ %! %&’ (’)*++", "-.’/ 01 #’0,&’(",*+ *-0(*+023 3245
1*,’ 01 6"(27&*-# ("-’40#’-’)", *4’* "- 8’92*-

状分布，且异常形态十分吻合。

区内目前仅发现 % 个小型矿床，& 个与早侏罗

世火山 ’ 沉积有关的火山沉积 ’ 热液迭加似层

状磁铁矿矿床，为磁铁矿、黄铁矿 ’ 矽卡岩组合，伴

生黄铁矿、黄铜矿；" 个与中 ’ 上侏罗统火山岩有

关的中温热液多金属硫化物矿床，为辉钴矿、方铅

矿、闪锌矿、黄铜矿组合。在今后找矿中，除注意隐

伏、半隐伏铁矿的普查外，应该以寻找多金属硫化

物矿床为主。

区内工作程度偏低，值得进一步勘查，下部以

找铁矿床为主，上部以找 :2，;<，=- 硫化物矿床为

主。

! 岭下 ’ 宝山嶂勘查区

测区面积 () >("。区内主要为中侏罗世的复

陆屑碎屑岩建造，异常由 ? ’ @- ’A0 等 &* 种元素

异常组成，成矿元素为 ? ’ @- ’A0 ’ B"，伴生元素

为 ! ’ B’ ’ C3 ’ %& ’ ;< 等。异常组合复杂，? ’
@- ’ B" ’A0 异常面积较大，其余均为中等，? ’ @-
异常强度较高，B" ’ :2 为二级含量，C3 强度低。具

三级浓度分带的为 B" ’ @- ’?，其浓度变化梯度陡

立，浓集中心清晰，各元素异常分布套合好。

成矿主要与燕山期中小型岩株有关，已探明 %
处高温热液 ?，@-，A0 矿床。围岩蚀变以云英岩

化为特征，注意寻找隐伏半隐伏岩体。尤其是岭下

一带沿燕山期侵入体的外带具良好的地球化学找

矿标志和航磁异常，显示具较大的找矿前景。

+! 结语与找矿前景

中国东南中新生代巨型构造 ’ 岩浆带是从华

夏古陆演化而来的［*］。经历了长期的构造 ’ 岩浆

’ 热液成矿作用。燕山早期主要为碰撞型（@ 型）

花岗岩。火山活动早侏罗世以海相火山岩为主，赋

存火山 ’ 沉积复合型 !’ 矿，伴生 :2。中 ’ 晚侏

罗世火山岩赋存 :2，;<，=-，@-，叠加岩浆热液 ?，

@-，A0 矿床，组成 :2，;<，=-，?，@- 矿田，除已知

矿种外，沿河源黄村至梅县地区火山 ’ 岩浆构造

带上，梅县嵩溪 C# 矿、平远上黄地 C# 的矿化，显

示区内 C#，:2 矿具较好的成矿地质条件和找矿前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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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文中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向

运川、广东省地质调查院杜海燕、佛山地质局周国强

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热忱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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