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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勉县七里沟地区多金属成矿地质条件

及找矿前景分析

史老虎，薛兰花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天津 300181)

摘 要：勉县七里沟地区位于汉江大断裂与略褒大断裂交汇部位的勉略阳三角区内，各种褶皱与次级断裂构造发

育，侵入岩及各种脉岩分布广泛，并产出有小型铅锌重晶石矿及铜金矿点。通过对区内地层、构造、岩浆活动、变质

作用、矿化特征的综合分析，结合R型聚类分析结果、构造地球化学特征及区内断裂构造控矿特点，划分出南部七里

沟—艾叶口多金属成矿区和北西部张家坪—黑沟铜金成矿区两个有望找矿区段，初步认为本区具有寻找大型有色

金属矿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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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县七里沟地区是勉略阳三角地区找矿远景

区之一，多年来各种专业队伍及科研院所在此开展

不同矿种、不同层次找矿及研究工作，完成了扬子

地台西缘矿产资源开发调查七里沟地区综合调查

研究、勉略地区五郎坪—七里沟沟系次生晕测量、

陕西勉县张家坪铜矿普查，勉县铺沟多金属矿普查

等工作，先后发现艾叶口黄铁矿点、张家坪铜矿点、

铺沟多金属矿点。虽然区内找矿工作取得一定成

果，但一直没能获得突破性进展，为此，笔者通过对

前期工作成果进行综合研究，对该区的成矿地质条

件及找矿前景进行分析，以促进找矿工作的进一步

开展。

1 区域地质背景

七里沟地区位于扬子地台西北缘增生地体“勉

略阳三角地区”东部，南侧以汉江大断裂为界与扬子

地台相邻，北侧以略褒大断裂与秦岭造山带相接，为

北部北西西向构造线和南部北东东向构造线交汇部

位，是三角形构造格局应力集中区（图1）。

区域出露地层由基底和盖层两部分构成。基底

由太古宇鱼洞子岩群（ArY），元古宇何家岩岩群

（Pt1-2H）、大安岩群（Pt2D）、碧口岩群（Pt2-3Bk）的一套

片麻岩、细碧岩、凝灰岩等变质火山沉积岩组成。盖

层由震旦系雪花太坪组（Z1xh）、断头崖组（Z2d）、上古

生界泥盆系荷叶坝组（Dh）、石炭系略阳组（C）组成，为

一套碎屑—化学沉积建造。

碧口岩群郭家沟组在徐家坝—东皇沟—铜厂一

带表现为近北东向链状分布的古火山穹隆与洼地相

间分布格局，北东向及近东西向韧性剪切作用强烈，

多期次酸性—基性—超基性侵入岩发育，形成一区

域性的构造岩浆岩带即中部构造岩浆岩带。

长期构造演化，形成以基底缝合带为界的南北

两个次级构造单元，其中北部（鱼洞子地体）区域构

造线方向为近东西向或北西西向，褶皱构造多为向

北倒转的紧密线状褶皱，断裂以北西—南东向为

主，北东—南西向次之。南部（碧口地体）区域构造

线方向呈北东—南西向展布[1]。基底褶皱主要表

现为紧闭线状褶皱，盖层主要表现为宽缓的背斜和

向斜构造。

区域内岩浆侵入活动频繁，种类繁多，其中晋宁

期和加里东—海西期的侵入活动与成矿关系密切。

晋宁期的侵入岩主要分布在南北两大地体缝合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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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附近，加里东—海西期的侵入岩主要分布在勉

略阳三角地区中部的徐家坝—铜厂—七里沟基底缝

合带上。代表岩体有黑木林—硖口驿超基性岩带，

柳树坪—煎茶岭—三岔子超基性岩带，冯家山超基

性岩体、白雀寺变辉长—闪长岩、斜长花岗岩，白果

树云英闪长岩、斜长花岗岩，袁坝子闪长岩体，铜厂

闪长岩体，七里沟斜长花岗岩，柳树坪花岗斑岩及一

系列的辉长、辉绿岩体和岩脉等。

勉略阳三角地区为陕南重要的金属矿产地，已

发现铁、铜、金银、镍、锰、铅锌等多种矿产，主要有煎

茶岭金镍矿、东沟坝金矿、杨家坝铁矿、铜厂铜矿等。

其中锰矿主要产在三角地区南北两个构造地质单元

的盖层底部岩段，其它矿种则产出于太古宇、元古宇

的基底岩石中[2]。

2 成矿地质条件

2.1 地层条件

区内出露中新元古界碧口岩群郭家沟组地层，

为三角地区中部出露的古老基底地层之一，属三角

地区中部的徐家坝—东沟坝—铜厂构造岩浆岩带的

东延，为一套晋宁期裂谷裂陷环境下形成的以中心

式喷发类型为主的钙碱—亚碱系列火山岩，其特点

如下：

⑴岩性以中酸性火山碎屑岩为主，夹熔岩及沉

积岩层，中基性岩分布在花岗岩体的西南部。东南

部出现东沟坝类型的角斑质凝灰岩、角砾岩、集块岩

及喷流沉积岩岩性组合，以夹重晶石层及硅质岩层

为标志，多金属矿化发生在此层位中。东北部及西

北部则主要为火山凝灰岩成分为主的板岩、千枚岩

夹熔岩、含铁碳酸盐岩透镜体。

⑵各类岩石呈层状、似层状、透镜体相互交替堆

积，岩层走向总体北东东向，倾角以北西、北倾为主，

个别南倾，表现出中心式喷发为主兼有裂隙喷溢，晚

期脉动式喷发特点。

⑶火山角砾岩、集块岩的胶结物为重晶石、硅质

及凝灰质，多金属矿产多集中在此岩相中，应为火山

口附近，火山期后热液喷流注入所致。

⑷钠长岩、辉绿岩等岩脉的岩石物质成分与火

山岩相似，并且主要分布在火山岩地层中，略褒断裂

之北的震旦系断头崖组沉积岩中和海西期花岗岩体

内未见出露，推测其为次火山岩相。

⑸火山岩普遍绢英岩化，变质后的岩石矿物组

图1 勉略阳三角地区构造示意图（1∶50万）

Fig. 1 Tectonic sketch map of the Mian-Lue-Yang Triangle Area

1.勉略康构造混杂岩带；2.震旦系碎屑碳酸盐岩；3.太古宙绿岩；4. 基性岩体；5. 基底拼合主构造线；6. 主要矿床；

7.中部火山岩带；8.中新元古界中酸性火山岩；9.闪长岩；10. 超基性岩；11.古基底缝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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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主要为钠长石、石英、绢云母及绿泥石。化学成分

以富硅、贫钙、高钠、低钾为特点。微量元素背景值

Cu 38.3×10-6、Pb 13.5×10-6、Zn 67.2×10-6、Mo

0.69×10-6，属高背景区①。

郭家沟组地层为基底拼接过程中形成的一套中

基性—中酸性裂隙—中心式火山喷发沉积岩带，显

示双峰式拉斑玄武岩和岛弧玄武岩特征，具有沟—

弧—盆喷发沉积特点。

2.2构造条件

七里沟地区处在南北两大区域构造线的交汇部

位，是三角形构造格局应力集中区，受其影响，区内

断裂构造发育，主要有近东西向的麻方（麻柳坝—方

家坝）断裂、北西西向的略褒断裂及共轭的北东东向

和北西西向断裂组，形成菱形格子式构造景观[3]。这

些断裂切割了花岗岩体，形成片理化带、破碎带。区

内断裂具有多期活动特点，形成宽度不等的挤压破

碎带、片理化带、糜棱岩化带及揉皱带，并伴随有铜、

铅、锌、金、银等元素的矿化活动(图3)。

略褒断裂和麻方断裂形成于裂谷裂陷期，控制

着区内火山岩的分布，同时断裂的多次活动，也切割

裂陷期以后的沉积岩地层。

在分水铺段Ⅳ线和Ⅴs线钻孔中见到赋存于麻

方断裂破碎带中铅锌铜多金属重晶石矿体，证明该

断裂既是导矿断裂，也是赋矿断裂。目前在区内发

现的具有工业价值的各种矿体，无一不受断裂控制，

北东东向断裂和北西西向断裂组均为赋矿断裂，其

它方向的断裂中也有矿化显示，多组断裂交汇部位

成矿更为有利。

上述断裂既是赋矿断裂，也是破矿断裂，表现为

矿脉被挤压成断节，进而发展成透镜状、扁豆状及扭

曲状矿体，说明断裂具多次活动的特点。

2.3 变质作用

长期的构造岩浆活动使区内岩石经过绢英岩

化、区域变质、热液蚀变及矿化等不同阶段的多次变

质作用过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矿化地质作用和矿

化蚀变。

⑴绢英岩化阶段：绢英岩化（包括次生石英岩

化）发生在火山期后的喷气酸性淋滤作用时期。在

酸性气液作用下，各类火山岩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绢

云岩化，中酸性岩较中基性岩强烈，碎屑岩较熔岩强

烈，而粗碎屑岩尤为强烈[4]。具体表现为长石逐渐被

绢云母、石英取代，随着淋滤作用加深，长石完全消

失，绢云母减少，石英增多，最后形成次生石英岩。

中基性岩绢英岩化较弱，一般青盘岩化形成以绿泥

石、钠长石、石英等矿物为主的蚀变岩，进一步淋滤，

钠长石被绢云母、石英取代，形成绢云母次生石英

岩。多金属矿化发生在此阶段。

⑵区域变质阶段：区内大部分岩石变质程度较

浅，一般岩石中的矿物处于稳定状态，受动力变质作

用影响，地层发生形变，产生断裂带，岩石发生碎裂

和片理化，这些构造岩在动力和水溶液（包括变质

水）作用下，矿物中的易溶元素（包括金属硫化物等）

被活化，岩石发生物质重新分配及重结晶作用，形成

板岩、千枚岩、片岩等浅变质岩。局部岩石发生线形

蚀变。

⑶热液蚀变及矿化阶段：

加里东—海西期酸性岩浆沿古火山机构侵入，

受北东东和北西西向两组断裂控制，呈纺锤状就位

于火山岩中。岩体由内到外由斜长花岗岩、花岗细

晶岩、片状花岗岩及混染蚀变岩组成。接触带上分

布有煌斑岩及黑云母角岩，并伴有铜矿化。闪长岩

脉产在东西两端的舌状突出部位。根据控制岩体形

态的两组断裂的产状向北及北东倾，西南部边缘相

较宽这一特点，推测岩浆由北东向南西方流动，前锋

在南部和西部。

在岩体的内外接触带的断裂片理化带中，含铜

菱铁矿脉、含铜石英碳酸盐脉发育，并伴随有绿泥石

化、阳起石化、硅化以及黄铁矿化、磁铁矿化，属岩浆

期后热液活动产物。热液蚀变在岩体外侧的火山岩

含矿断裂带中表现为多金属矿化蚀变带上及黄铁矿

化蚀变带上，均可见到后期含铜石英碳酸盐脉穿插

并交代先期形成的铅锌重晶石化及硅化、阳起石化、

绿泥石化、碳酸盐化等蚀变体，形成块状富矿石[4]。

据此推断侵入岩浆热液对矿化有改造富集作用，同

时也提供了部分成矿物质。

侵入岩浆活动使原岩中的变质水、循环水加入

到岩浆期后热液中，形成混合含矿热液，断裂带低压

扩容的特点为含矿热液的运移、交代、充填提供了条

件，形成重晶石多金属矿脉[4]。同时热液交代构造岩

产生重晶石化、硅化、绿泥石化及铁碳酸盐岩、黄铁

矿化等。这期矿化仅发生在有利构造部位。

由于岩体没有经历前两期变质作用，其内部及
①杨庆海. 扬子地台西缘矿产资源开发调查七里沟地区综合调查研究报告. 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711总队,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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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接触带的断裂带中，只发生角岩化、黑云母化、

绿帘石化、硅化、阳起石化、绿泥石化、铁碳酸盐化及

电气石化，形成含铜金菱铁矿、含铜金磁铁矿及含铜

金石英方解石脉等脉状矿体。

除上述三个阶段外，表生次生的作用，使断裂带

附近的蚀变岩发生粘土化，形成铝矾土，而与硫化物

有关的金属矿物贫化，贵金属则相对富集，在地表形

成铁帽。

2.4 构造地球化学特征

根据区内构造地球化学研究成果及区内断裂

构造发育并控矿的特点，对构造岩样品分析的Ag、

As、B、Bi、Ba、Be、Co、Cr、Cu、Mn、Mo、Nb、Ni、Pb、Sb、

Sr、Ti、V、W、Zn、Zr等21个元素，经过多元素分析处

理，得出如下结果：

⑴元素组合特征

① R型聚类分析：元素可以分为三大类，造岩

元素组合Co、Ti、V（细碧—角斑岩系组合）、Cr和Ni

（超基性岩组合）、Nb和Zr（喷流岩组合）；与花岗岩

有关的元素组合B、W、Mo、Mn、Be；成矿元素组合为

主要的金属硫化物元素（图2）①。

由于后期改造作用强烈，因此成矿元素组合与

造岩元素组合之间的相关系数r趋于零，表现出后期

热液改造成矿的特点[5]。

② R型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在累计方差贡献约

85%的范围内，将11个主因子中载荷在0.5以上的关

联成员选出可得 11个因子）：F1（Bi、Pb、Zn）、F4（As、

Sb）及 F11（Ag、Cu）为成矿元素组合，分别对应于中温

热液、低温热液及高中温热液成矿元素的组合。F2

（Co、Ti、V）、F3（Nb、ZR）及F5（Cr、Ni）为造岩元素组合，

分别代表细碧—角斑岩、喷流岩及超基性岩的组

合。这些元素组合反映出七里沟地区较复杂的成矿

地质条件，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重要的成矿信息，F4

及F5因子都是负值，表明As、Sb（Au）矿化与超基性岩

为正相关，而与其他的成矿元素的因子为负相关，表

明 F4因子的成矿物质来自超基性岩，而 F1及 F11因子

的成矿物质与火山岩及喷流岩有关，两者之间也呈

正相关关系，电子探针结果中与 Au伴生的有 Cr和

Pt，也证明了金来自于超基性岩。

⑵构造地球化学场特征

选取与成矿作用有关的因子F1、F4及F11作因子得

分等值线图，代表成矿元素组合原生晕异常图。

① F1因子得分等值线图：代表 Pb、Zn多金属矿

化的异常特征（图 3），从图上可看出：因子得分的正

值区主要分布在花岗岩南接触带和北西接触带的外

带，而在花岗岩体内部为因子得分的负值区，表明

铅、锌多金属矿化受南部火山喷流热水沉积控制，具

层控特点①。

因子正得分的高值区（异常区）：主要受断裂构

造控制，沿东西向断裂分布，在断裂交叉部位出现高

值区，反映出这类矿化具有后期改造富集的特点，东

西断裂为导矿构造，交叉部位为容矿构造，形成柱状

矿体①。

② F11因子得分等值线图代表铜矿化异常特征：

铜矿化因子得分的正值区主要分布在北西部和南

部，两地异常的组合特点的不同，表现为矿化类型的

差异，北西部分布的异常是在普遍正值区中有突出

的高值区出现，反映与热液活动有关且有脉状矿体

的特点；南部的异常表现为正负异常成对出现，或正

异常被负异常所包围，反映出层控改造型矿化的特

征，而且异常的规模及峰值都较北西部的异常为小，

说明它是铅锌多金属矿中共生铜的异常反映（图

4）。总之，两区铜的矿化类型及物质来源是有差

异的[5]。

南北两区铜异常的分布明显受断裂构造的控

制，北西西及北东东两组共轭断裂对异常的控制尤

为明显，使得异常呈北东东和北西西带状分布，异常

图2 七里沟地区断裂构造岩R型聚类分析结果谱系图

Fig. 2 R-type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faulted

structural rock in Qiligou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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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值区则分布在两组断裂的交叉部位，表现棋盘

格子构造控矿特征[6]。

③ F4因子得分等值线图：反映砷、锑（金）矿化

的因子，由于砷和锑都是负值，因此F4因子的负得分

高值区应是砷、锑矿化的异常区。

异常区不受地层和岩性控制，明显地沿断裂呈

带状分布，说明矿化是由热液充填脉状矿体所致。

受北东东及北西西共轭断裂控制，形成焦家沟—卢

家河坝、红椿沟—马家坪南两个北东向异常带，异常

也具北西向分布特点，在分水铺—黑沟门有一条沿

南北向铺沟断裂展布的异常带。

异常的高值区多出现在共轭断裂交会部位，反

映出棋盘格子构造的控矿特点，这种构造控矿形式

与铜矿化的控矿构造一致，说明两种脉状矿化同期

形成[7]，这与黄铜矿电子探针测试结果含有相当数量

的金恰好吻合。

综上所述，本区构造地球化学特征与成矿地质

环境相吻合。

3 矿化特征

七里沟地区的矿化主要集中在七里沟—艾叶口

和张家坪—黑沟两个区段。矿化类型有两种，即产

在岩体南侧火山岩当中的多金属块状硫化物型，产

在岩体北西部内外接触带上受断裂控制的含铜金菱

铁矿型。

3.1 多金属块状硫化物型

主要分布在七里沟－艾叶口地区，赋存在火山

角砾岩、角砾凝灰岩、凝灰岩及喷流岩中，受多组断

裂控制，以北东东向张扭性断裂带为主，成因与火山

后期喷流热水沉积、区域变质作用及岩浆期后热液

改造有关，属火山喷气热水沉积－改造矿床类型。

矿化以多金属硫化物为特征，金属矿物以黄铁矿为

主，伴有闪锌矿、方铅矿及黄铜矿，伴生金、银。电子

探针测定，黄铁矿是载金矿物，含铬、铂。脉石矿物

主要为重晶石、石英、铁方解石等，其次为绢云母、绿

泥石及粘土矿物。

从空间分布规律及矿化蚀变特点来看，分水岭

以西随着火山岩基性程度加强，矿化以铜金为主，伴

生钴、锌、银[8]。围岩蚀变以深色蚀变绿泥石化为

主。地表发现的三条较大的黄铁矿化蚀变体，产在

北东东向压张断裂带中，铜矿化均低于0.1%，深部坑

道揭露见到 1.12%～7.11%铜矿脉，矿脉向深部有变

图3 七里沟地区Bi、Pb、Zn矿化因子得分等值线图

Fig.3 Bi、Pb、Zn mineralization factors score isoline map of the Qiligou area

1.正得分等值线；2.零得分等值线；3.负得分等值线；4.震旦系断头崖组；5.中新元古界碧口群郭家沟岩组；

6.辉绿岩；7.闪长岩；8.中粒斜长花岗岩；9.细粒斜长花岗岩；10.矿体；11.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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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趋势。分水岭以东火山岩以中酸性碎屑岩及喷

流沉积岩（重晶石硅质岩）为主，伴生金、银、铜，围岩

蚀变以浅色蚀变为主，绢英岩化、重晶石化、粘土化、

黄铁钾矾化[8]。矿化受多组断裂控制，断裂交汇处为

成矿有利部位，经钻孔验证主断裂麻方断裂既是导

矿断裂，也是控矿断裂。矿体呈脉状、透镜状、扁豆

状，一般延深大于延长。经坑道及竖井揭露，浅部见

到块状铅锌富矿体。

3.2 含铜金菱铁矿型

分布在张家坪—黑沟地区，赋存在花岗岩内外

接触带北西西向压扭性断裂组中，受挤压片理化带

控制，成因属岩浆期后热液交代型[9]。地表发现三条

平行分布的矿化蚀变带，矿体呈脉状、透镜状断续产

出。矿石矿物组合简单，主要是菱铁矿、黄铁矿，少

量磁铁矿。地表矿化较弱，铜 0.1%～1.837%,金

0.11%～1.59 g/t。经对矿化蚀变体中段工程验证，

向深部铜金品位无明显变富趋势。经电子探针测

定，黄铜矿和菱铁矿均含有相当数量的金。该类型

围岩蚀变主要表现为硅化、铁碳酸盐化、绢云母化、

绿泥石化、阳起石化。

4 找矿前景分析

通过对七里沟地区成矿地质条件分析，岩体南

侧是寻找块状硫化物矿床的有望地段，岩体北西部

内外接触带是寻找脉型铜金矿床的有利地段。

4.1 南部多金属成矿区（七里沟—艾叶口）

在东西长 6 000 m，南北宽 1 000 m范围内，分

布矿化露头几十处，成群成带出现，除金家沟—朱家

沟段外，其它区段工作程度相对较低，找矿前景较好。

⑴成矿区西段（分水岭—七里沟）：是以铜为主

的多金属成矿有利地段，主要依据：

①控矿条件有利：分水岭向西，火山岩逐渐趋于

中基性，细碧岩、细碧质凝灰岩、角砾凝灰岩是铜的

有利控矿岩相[9]；北东东向张扭性断裂带及断裂交叉

部位为赋矿有利部位；该段处在斜长花岗岩体西南

缘的前锋位置，改造条件有利，岩浆期后热液叠加改

造，有形成富矿脉的条件；矿化围岩蚀变以绿泥石化

深色蚀变为主。

②地表产出的三条较大蚀变体分别长 400 m、

600 m、1 100 m，地表为黄铁矿，深部坑道中见到较

图4 七里沟地区Ag、Cu矿化因子得分等值线图

Fig.4 Ag、Cu mineralization factors score isoline map of the Qiligou Area

1.正得分等值线；2.零得分等值线；3.负得分等值线；4.震旦系断头崖组；5.中新元古界碧口群郭家

沟岩组；6.辉绿岩；7.闪长岩；8.中粒斜长花岗岩；9.细粒斜长花岗岩；10.矿体；11.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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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铜矿脉（含铜 1.12%～7.11%），证明蚀变体向深部

有变富的趋势，此外尚有多处零星铜矿化露头。

③构造地球化学异常的高值区与已知矿带吻

合:Ⅳ物化探异常均呈带状与已知矿化带吻合。

根据上述情况，分水岭以西具有寻找以铜为主

的多金属矿床的条件。

⑵分水岭以东—艾叶口段：是找铅锌多金属矿

有望地段。

①岩相条件与成矿系列可与东沟坝对比[10]。中

酸性火山碎屑岩及火山喷流沉积岩组合中含铅、锌、

铜、金、银、重晶石等多金属矿床。

②含矿构造部位有利，多组断裂含矿，北东东向

及近东西向断裂均为含矿断裂，断裂交叉部位更为

有利，地表矿体以及构造地球化学异常呈等轴状产

出，预示有柱状矿体存在的可能，铜、铅、锌、金、银等

组合异常与已经发现的矿化露头密集区吻合。

③该区段已发现大小矿（化）体 34个，具工业价

值的11个，向深部明显变富，民采竖井中见到块状富

铅锌矿石。已经评价的矿体的形态、产状、规模、矿

化规律有待进一步总结，众多小矿（化）体未进行深

入的工作。

上述情况表明，该段具备寻找铅锌多金属矿的

条件。

⑶在斜长花岗岩体东南侧的外接触带上产出多

条黄铁矿化带，经钻孔深部验证存在铜锌矿化体，地

表有古采铜老硐多个，找矿前景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该成矿区可作为多金属找矿基地，通

过深入工作，有望发展成中型矿床。

4.2 北西部铜金成矿区（张家坪—黑沟）

⑴在东西长 3 000 m，南北宽 1 000 m范围内，

有三条较大含矿断裂带平行展布，带中断续分布含

铜金菱铁矿（化）体，1号、2号矿矿化带中段经钻孔深

部验证见到铜金矿（化）体。3号矿带中段地表含铜

0.57%～1.64%，含金 1.31～2.10 g/t。东西两端民

采揭露到含铜角岩及含铜金磁铁阳起岩，矿化蚀变

增强。

⑵控矿条件有利：矿化发生在斜长花岗岩岩体

内外接触带上，受北西向压扭性断裂带控制，断裂带

强片理化，是岩浆期后热液成矿的有利部位。

⑶构造地球化学异常表明：该区异常规模大，丰

度值高，高值区分布在矿带两端，断裂交叉部位有找

到柱状富铜矿体的条件，以往深部验证集中在中段，

中段为低值区，而两端异常值大于中段，并且在地表

发现矿化较强的铜金矿化体，深部尚未验证，找矿潜

力大。

5 结论

综上所述，七里沟地区区域地质背景好，成矿地

质条件有利，矿化特征清楚，找矿前景较好，是勉略

阳三角地带不可多得的远景区之一，通过深入工作，

有望成为以铜为主多金属矿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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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forming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Prospecting in Qiligou Area
of Mianxian, Shanxi Province

SHI Lao-hu, XUE Lan-hua

(Tianjin north China Geological Exploration Bureau, 300181, China)

Abstract: Qiligou area of Mianxian is located in the Mianlueyang triangle area of the intersection of

Hanjiang and Luebao big faults. Diversified folds and subsidiary fractures developed well. Intrusive

rocks and various dikes are widespread and some small sized barite and copper ores occur. Based on

the integrative analysis of stratigraphical condition, tectonic condition, magma activity, metamorphism

and mineralization feature, combining the result of R-cluster analysis and the tectonic geochemical fea-

ture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ore-controlling faults in the area, the authors mark off two hopeful explora-

tion areas, namely, Qiligou-Aiyekou polymetallic mineralization area in the southern part and Zhangji-

aping-Heigou Cu-Ag mineralization area in the Northwest part. And it is possible to prospect a

large-scale non-ferrous metal deposit in this area.

Keywords: Qiligou area；ore-forming geological condition；prospec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