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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桐柏县围山城成矿带原、

次生晕地球化学特征对比分析

姚晓东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第三地质调查队，河南信阳464000)

摘要：围山城成矿带是我国重要的变质碎屑岩型金银成矿带之一，矿带西部有破山大型银矿，

中部有银洞坡特大型金矿，新发现的老洞坡一河坎银矿位于其东端，构成围山城金银矿带。

矿带普查初期，曾系统开展过万分之一土壤及岩石地化测量，二者的工作方法虽然不同，但异

常的形态、强度、规模、连续性、渐变性以及异常与矿体(带)的关系均大同小异，显示二方法所

取得的地质效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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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成矿地质背景

河南桐柏县围山城成矿带位处桐柏一大别山

(北坡)金银成矿带的北亚带，介于吴城、南阳断陷

盆地之间，呈Nw—sE向狭长带状展布。西部有

破山大型银矿，中部有银洞坡特大型金矿，新近发

现的老洞坡一河坎银矿位于其东端，为一重要的

金银矿带(图1)。

1．1赋矿岩系

组成围山城矿带的主体岩层是新元古界歪头

山岩组【l∞】，以板劈理为变形面，形成一个向北倾

伏的背斜形构造(朱庄背斜)。上覆古生界大栗树

岩组变基性火山岩，与歪头山岩组呈断层接触。

金银矿床均分布在歪头山岩组中，依据构造叠

置关系分上、中、下3部分和17个岩性段，出露的

构造厚度>2 500 m，由一套火山一沉积变质岩系

组成，变粒岩及云母石英片岩为最主要的岩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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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这套岩石总体变质不深，上部为低绿片岩相变

质碳酸盐岩一火山碎屑岩沉积建造，分为5个岩

性段；中部为高绿片岩相火山碎屑岩建造，分为6

个岩性段；下部为低角闪岩相碳酸盐岩一碎屑岩

建造，分为6个岩性段。上、中、下部各有一个含矿

层，“上含矿层”为破山银矿床赋存层位，“中含矿

层”为银洞坡金矿床赋存层位，“下含矿层”为河坎、

老洞坡银矿床赋矿层位。

1．2控矿构造

围山城成矿带基本构造格架是纵贯矿带的

Nw向盘古山韧性剪切带、NW向朱庄背斜和东部

横跨叠加在该背斜北翼之上的NE向老洞坡背斜，

该复合构造格架控制了矿带的地层展布。与背斜

轴平行的一系列层问剪切带和片褶转折端、倾伏端

的虚脱部位，控制了矿床(点)分布。沿背斜轴部形

成的系列顺层共轭剪切带，为主要的控矿、储矿构

造。

1．3岩浆岩特征

成矿带东北、西北部分别为海西期桃园黑云斜

长花岗岩(M 1，370 Ma)和燕山晚期梁湾似斑状二长

花岗岩(％3，11l—117 Ma)侵人。它们吞噬了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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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斜北翼的部分歪头山岩组及大栗树岩组。燕山晚期的煌斑岩脉、正长斑岩脉大都沿构造裂隙充填。

图l 围山城成矿带地质略

Fig．1 Geolo西cal sketch map ofⅡle Weishancheng mctallog即ic belt

1．新元古界大栗树岩组；2．新元古界歪头山岩组上段；3．歪头山岩岩组中段；4．歪头山岩组下段；5．梁湾岩体；6．桃园岩

体；7．斜长片麻岩(变质黑云斜长花岗岩)；8．混染带(石英闪长岩)；9．上含矿层；10．下上含矿层；11．大理岩；12．背斜

轴；13．断层；14．挤压破碎带；15．矿区范围

1．4围岩蚀变

硅化是广泛而强烈的蚀变作用，主要分布在矿

体及近矿围岩中，其次是绢云母化及碳酸盐化。褐

铁矿化和黄钾铁钒化是氧化带中常见的次生蚀变，

也是地表找矿的明显标志。

1．5矿体特征

矿体空间分布受背斜转折端和顺层共轭剪切

带双重控制，在轴部呈鞍状，两翼呈似层状、透镜

状。矿化连续性较好，但沿走向、倾向常有膨缩、分

支复合及尖灭再现现象。矿体与地层产状近一致，

走向3000±，倾向随含矿层产状变化而变化，倾角

上陡下缓，北翼陡，南翼缓。矿体形态和背斜地层

形态基本一致，在平面和剖面上平行排列，具多层

重叠出现。

矿石氧化程度与地形高低、构造裂隙发育程度

和地下水活动密切相关，氧化矿石中金品位略有增

高，存在次生残余富集。

2成矿带次生晕分布特征

围山城成矿带普查初期，曾开展了1：10000土

壤地球化学测量(图2)。其中银洞坡金矿区的银

洞坡异常带规模最大，元素组合为Au，Ag，Pb，zn，

Cu等，特点是异常强度高，规模大，异常带长l 750

m，宽50～450 m，面积0．44 km2。

根据强度，将Ag，Pb，zn，cu异常分为三级，各

级含量列于表l。各元素异常呈条带状沿含矿层分

布，异常长轴方向为NW—sE向，沿走向有膨大、

收缩、分支复合及尖灭、再现现象，Ag，Pb异常连续

性较好，zn，cu异常连续性较差。异常浓集中心明

显，浓度分带和组份分带清晰。Ag，Pb，zn，Cu元素

的一、二级异常范围与含矿层(P￡，tt，；)基本一致，三

级Ag，Pb异常范围是主要矿化带及地表矿体。

Au，Ag，Pb趋于表生富集，zn，Cu趋于表生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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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异常带在平面图上与背斜轴部含矿层及矿体基本一致。

表1银洞坡异常带主要指示元素含量分级表

TaMe l Co眦ent瑚I廿蚰矿ading协ble of the main inmcator el咖ents of the abno眦址嚣inⅥnDongpo

Ag

Pb

zn

CIl

3～5

50一300

300_1000

100～200

5～10

300—1000

l000—3000

200～500

≥10

≥l000

≥3000

≥500

注：含量单位为”B／10一．

3成矿带原生晕分布特征

通过对含矿岩石(矿体)地化测量资料的综合

研究，每个矿体均伴有原生地球化学异常，矿体与

异常受蚀变破碎带、地层(岩性)控制(图2)。银洞

坡矿区原生地球化学异常特点是：异常在三度空间

分布在歪头山岩组内，并与炭质绢云石英片岩为主

的一套岩石组合密切相关，异常呈Nw—sE向展

布，主要(矿)异常在地表与剖面上均呈带状平行排

列。单个异常形态规整，规模大，成矿元素的异常

强度高，浓集中心清晰，浓度梯度变化明显，异常元

素组分较复杂，多种元素异常紧密套合，且具有一

定的组份分带。

3．1异常元素组合

异常元素组合是阐述、研究异常特征的主要内

容之一，它对识别异常的性质和成因，区分致矿或

非矿异常，指导找矿等均起着重要作用H叫。确定

异常元素组合的主要依据有：

(1)由地球化学异常图可见，Au，Ag异常密切

共生，其形态类似，范围基本一致；其次，Au异常与

舡，Pb，zn，Cd异常有较密切的伴生关系，而CIl，

Mo，Ni，Co异常仅在Au异常部分地段出现。这种

共生、伴生关系表明，本矿床主要异常元素组合为

Au，Ag，其次有舡，Pb，zn，Cd，部分出现Ni，C0，

Cu，Mo异常。

(2)由银洞坡矿区w6和w14勘探线剖面异常

元素相关分析可见，Au与Ag，舡，Co相关，与其它元

素不相关；Ag与Pb，zn，Cd相关，CIl与Pb，窈，M0

相关，Ni与Pb，Co相关。这种相关关系表明，Au主

要与黄铁矿化有关，其次与含银的方铅矿、闪锌矿有

关；Ni，Mo，Cu含量增强，Au矿化反而变弱。

3．2异常分布、形态、规模

在三度空间内，异常分布受地层(岩性)、构造

的双重控制，沿走向、倾向常出现膨胀、收缩及分枝

复合现象。

在平面及剖面上，成矿元素Au及伴生元素

Ag，Pb，zn，cd，舡呈带状围绕矿体分布在歪头山

岩组(P￡3tl，22、凡3t‘，23、凡3埘21)中。次要元素cu，Ni，

C0，Mo异常规模较小，多呈长条状、透镜状分布在

Au异常中。成矿元素Au异常规模远大于矿体，沿

垂向迁移较远，达400～500 m，为倾向晕的10倍。

反映出异常形成以渗流、渗滤为主。

3．3异常强度及浓度分带

组成矿体原生综合异常的各元素不仅具有一

定的分布范围，而且各元素在异常内呈现有规律的

浓度变化，自异常浓集中心至边缘，异常浓度逐渐

递减。元素异常浓度的高低与矿体的贫富及其距

离密切相关，因而异常浓度及其变化是评价异常的

标志之一。

按浓度分带公式(a“T)将异常划分为内、中、外

三个浓集带，以研究异常的内部结构。各元素异常

浓度分带列于表2。主要成晕元素均具有清晰的浓

度分带，在三度空间内围绕矿体依次套合分布。成

矿元素Au的内带指示了矿体位置，中带反映了弱

矿化，外带反映了矿化蚀变范围。剖面上主要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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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Ag，舡，zn，Cd在矿体上部有较强浓集，浓集

中心与Au互为对应，间接反映了矿体位置；Cu的

峰值出现于矿体中下部；Ni，C0，Mo异常中心趋于

矿体下部。

醚◆鼍鸥撬
魂囔

!—些o。

团鼻四熏 固舞霎碧羹苒扩灯
囡白云毫篡簧 团金_矿律
回=云葛荑片暑 团麦一、推一-_脯，

图2银洞坡矿区原、次生晕异常对比图

Fig．2(bmpari∞璐of tlle primary加d scc伽dary aureole abno珊j廿es in廿le Yindongpo lllilling ar阻

4矿带原生晕、次生晕的对比分析

4．1异常形态及出露部位的对比分析

原、次生晕异常均呈NW—sE向带状、长条

状沿含矿层及背斜轴部分布。Au，Ag，Pb，Zn，As

异常形态的变化与构造、岩性、矿体形影相伴且密

切相关。原、次生晕组合异常相吻合，内带包围着

地表矿体，外带反映含矿层和矿体分布范围。

4．2异常强度与规模的对比分析

岩石、土壤地化测量两种方法所圈出的异常基

本轮廓接近，次生晕异常范围略大于原生晕。除

Ag的原生晕异常强度高于次生晕异常外，其它元

素原、次生晕的强度、规模大同小异，但所起到的作

用与地质效果是一致的。

4．3异常连续性和渐变性的对比分析

原、次生晕异常连续性好，由矿体至围岩异常

强度依次递减，元素等含量线显示北陡南缓趋势，

除Mo，Ni含量低未形成明显的异常中心外，其它

元素内、中、外带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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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元素背景、异常下限及浓度分带表

Table 2 B眦I【雩舢d 0f tlle min inm∞t凹demem alId tIIe tllmshoId for a geochemic址abnormi锣

元素名称
样数

(n)

平均值 离差 异常下限(叉+2．58) 深度分带

(8) 计算值 实用值 外带 中带 内带

A5 704 2．89 2．05 8．02 8．0 8一16 16—32 ≥32

Au 34l 0．018 O．0066 0．034 0．03 0．03—0．06 O．06～O．12≥O．12

Ag 343 0．26 O．156 0．65 O．5 O．5—1．5 1．5—4．5 ≥4．5

Pb 289 57．36 39．39 155．84 150 150一450 450—1350≥1350

zIl 292 94．98 53．87 230．O 200 200一600 600一1800≥1800

Cu 399 23．27 9．65 47．39 50 50一loo 100—200≥200

Cd 717 2．16 1．09 4．90 5．O 5～10 10一20 ≥20

Mo 354 1．31 O．84 3．40 3．O 3一lO 10—30 ≥30

Ni 411 11．04 7．96 30．95 30 30～90 90一270 ≥270

Co 209 7．82 5．34 21．17 20 20一60 60～180≥180

注：Au元素含量单位∞B／10一，其余元素含量单位为m。／10一。样品由河南省地勘局地调三队实验室测试．

4．4异常与矿体关系的对比分析

矿体主要产在背斜轴部炭质绢云石英片岩及

绢云石英片岩中，而原、次生晕组合异常也是沿背

斜轴部分布，异常的强度高低及范围大小与地表矿

体的品位和规模一致。w4线以东地表矿体成群集

中分布，而异常表现为强度高，规模大。

5结论

通过围山城成矿带I：l0000岩石、土壤地化测

量的原、次生晕成果资料的整理研究，两种不同的

工作方法取得地质效果是一致的。原、次生晕异常

沿含矿层位及背斜轴部分布。主要异常形态与构

造、岩性、矿体密切相伴，异常内带围绕地表矿体，

异常外带反映含矿层和矿体分布范围；原、次生晕

异常的连续性相一致，矿体至围岩异常强度依次增

减，仅Ag次生晕异常比原生晕异常面积大，其强度

低于原生晕异常；矿体主要产在背斜轴部，原、次生

晕异常均沿背斜轴部分布。上述研究成果对该区

地质找矿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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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包危岩体变形机理及稳定性预测到⋯⋯⋯⋯⋯⋯⋯⋯⋯⋯⋯⋯⋯⋯⋯⋯⋯⋯⋯⋯⋯⋯⋯董好刚等

分形理论在山东焦家金矿床深部含矿性预测中的应用⋯⋯⋯⋯⋯⋯⋯⋯⋯⋯⋯⋯⋯⋯⋯⋯⋯⋯马田生

柏坊铜矿成矿规律及成矿模式探讨⋯⋯⋯⋯⋯⋯⋯⋯⋯⋯⋯⋯⋯⋯⋯⋯⋯⋯⋯⋯⋯⋯⋯⋯⋯邓湘伟等

碎屑岩自生粘土矿物的沉淀作用及其对储层的影响——以川西坳陷上三叠统须家河组砂岩为例⋯⋯⋯

⋯⋯⋯⋯⋯⋯⋯⋯⋯⋯⋯⋯⋯⋯⋯⋯⋯⋯⋯⋯⋯⋯⋯⋯⋯⋯⋯⋯⋯⋯⋯⋯⋯⋯⋯⋯⋯⋯刘昊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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