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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区沿淅川断裂带分布着以银、锑、钒为主的带状异常，通过地质大调查，对本区进行

了地球化学分区，并重点检查了以银、锑、钒为主的异常。在寒武系底部水沟口组的硅质岩和

粘土岩中发现了银、锑、钒多金属矿化带，伴生有金、铂、钯等贵金属矿化和稀土矿化。区域上

存在有众多的以 7%，28，9 为主的综合异常和相似的地质环境，具有一定的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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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 ! ! ! ! 文献标识码：7

! ! 河南省淅川地区黑色岩系的找矿工作一直未

引起重视，通过开展 % , $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发现

异常呈有规律的分布，最显著的特征是沿寒武系底

部黑色岩系分布有规模大且强度高的异常，通过对

重点异常的剖析，在异常区发现了大型的银、锑、钒

多金属矿化带，并伴生有贵金属矿化和稀土矿化。

%! 区域地质概况

淅川地区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大地构造位置处

于扬子地台北缘秦岭造山带东段，区域性淅川断裂

通过测区，构造区划属南秦岭褶皱系［%］。

以淅川断裂（;%）为界，北部为下元古界大沟组

片麻岩系、中上元古界武当群变流纹质火山 ’ 碎屑

岩系和上元古界耀岭河群变玄武质火山 ’ 碎屑岩

系等变质结晶基底地层，各地层单元间均为构造接

触；南侧盖层由震旦系陡山沱组、灯影组和寒武系

水沟口组、岳家坪组、蜈蚣丫组以及奥陶系、泥盆

系、石炭系组成，为一套滨 ’ 浅海相碳酸盐岩系夹

碎屑岩沉积建造（图 %）。

区域性荆紫关 ’ 师岗复向斜为主控构造格架，

向斜主体北翼南倾，南翼北倾，轴线走向为北西向，

轴面近直立，东西两端翘起，本区位于复向斜北翼。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规模大，主要为淅川断裂

带，由一系列近于平行的 <= 向断裂组成。区内总

体走向 ")#> - +##>，主体北倾，局部南倾，倾角 $#>
- .#>，主构造带宽 %## - +## ?，由碎裂岩、构造片

岩、构造角砾岩等组成；多期活动明显，主体表现为

自南向北逆冲推覆性质。

区内岩浆活动频繁，从元古代到中生代均有表

现，具多旋回、多期次特征，形成的岩体主要分布于

测区北东部，其展布方向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

以中酸性岩浆活动最为强烈，燕山期岩浆活动形成

的花岗斑岩 ’ 隐爆角砾岩小岩株与区内金、铜、铅、

锌等矿产关系密切。

%, "# 万化探资料显示，在燕山期岩浆岩分布区

有规模较大的以金、铜为主的椭圆形异常，沿淅川

断裂带分布有大规模以银、锑、钒为主的条带状异

常。

"! 水系沉积物异常特征

通过 %, $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分析项目为

7/，7.，28，@+，5/，:8，A(，7%，9，@’，*(和*#等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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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淅川地区区域地质及异常分布简图

!"#$ "! %&’(’#")*( +,&-). +.’/"0# -.& *0’1*(2 3"+-4"56-"’0 ’7 8").6*0 4&#"’0
"$ 地质界线；#$ 断裂；$$ 韧性剪切带；%$ 不整合接触界线；&$ 金矿床；’$ 铅、锌矿点；($ 钒矿床；)$ 综合异常及编号；9 * 第四系；: *
石炭系；; * 泥盆系；< * 奥陶系；%$! 、%# " 、%" # * 分别为寒武系蜈蚣垭组、岳家坪组、水沟口组；=#$%、=#$ * 分别为震旦系灯影

组、陡山沱组；>-$ " * 上元古界耀岭河岩群；>-# * $! * 中上元古界武当岩群；>-"$ * 下元古界大沟岩组；! "& * 燕山期花岗斑岩；# $$

* 加里东期闪长玢岩；! ## * 元古代花岗闪长岩；!# * 元古代花岗岩

"# 种元素），共圈定出单元素异常 #+, 个，综合异常

#" 个。从异常面积和异常个数上看，锑、银、钒、金、

铜异常面积大、个数多，反映了区内优势矿种及元

素组合特征。异常分布受地层和区域构造控制，异

常展布方向多呈 ?@ 或 ?@@ 向，与区域构造线方

向一致，依据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和地质特

征，将本区划分成为 $ 个地球化学分区。

!区：分布于测区北部和中部，主要出露元古

界地层，元素组合以 :6，=0，A’ 为主。大部分异常

强度较低，面积较小，主要受地层及 ??@ 向韧性剪

切带控制；在中酸性岩浆岩分布区形成以 B6，:6，

B# 为主，伴有 A’，>5，=0，B+ 及 C5 的异常，其元素

组合复杂，套合紧密，规模大，强度较高，已发现有

斑岩型金矿床，是寻找与斑岩有关的铜、金矿床的

有利地段。以 ’ 号综合异常为代表，异常水平分带

特征明显，元素组合由 :6，A’，B6!>5，=0，B#!
B6，B+，C5，呈现高温!中温!低温的分带规律，各

异常带分别与毛堂斑岩型金矿、银洞沟铅锌矿点和

大华山低温热液蚀变岩型金矿相吻合。

"区：分布于测区中部，区内出露震旦系及寒

武系地层，元素组合以 B#，C5，D 为主，伴有 B6 和

E* 等异常，其沿淅川断裂带及其次级断裂分布，元

素组合复杂，套合好，规模大，是寻找银、锑、钒多金

属矿的有利地区。以 % 号综合异常为代表，其异常

特征值见表 "。

#区：分布于测区南部，出露古生界奥陶系、泥

盆系、石炭系沉积地层，大部分元素呈低背景和正

常值，只有少量的 B6 和 C5 异常 ，强度也较低，且

规模较小。

翟裕生等［#］认为本区主要有两大成矿系列，沉

积成矿系列（以古生代沉积建造为主）和岩浆成矿

系列（以燕山期为主）。这与本区地球化学特征相

吻合，岩浆成矿系列已发现有斑岩型金矿、金铜矿

点等，沉积成矿系列有钒矿、磷矿及非金属矿等，紧

邻测区西部的陕西镇安 * 旬阳盆地相似地层内，已

发现有丁马、小河 * 青铜关 * 双河汞锑金矿田和大

岭 * 泗人沟 * 南沙沟铅锌矿田，从异常的地球化学

特征来看，银、锑、金等元素具有成矿条件，应是本

区的重点找矿方向。

$! 地层中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本区各地层中微量元素含量差别明显较大（表

#），从表 # 中可以看出，下寒武统水沟口组强富集

B6，B+，C5，B#，>5，=0，D，?" 及 E* 等元素，这与区

内银、锑、钒等多金属矿（化）带相吻合，显示出矿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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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号综合异常特征值

$%&’( !" )*+ # %,*-%’. /%’0(

元素 !" #$ % !& ’( )* +,

面积 - ./" $0 %& ’(0 #$ &0 ## ’0 (’ #0 "# "0 )$ ’0 %&
最高 - ’# *( #0 )% &’0 "( &$## ! "%0 $! &") ! +"## ! (0 $#
平均 - ’# *( #0 &, $0 +’ ’’)$ ! ’%0 "! "&( ! ""$, ! %0 +’

背景值 - ’# *( #0 ’+ "0 (# ""$ ! (0 $! ’,# ! ’### ! "0 $#
衬度 "0 ", "0 "# $0 "+ "0 ’) ’0 "% "0 "( ’0 ))

规模 - ’# *( ·./" "0 ’" ,’0 ($ &$$$ ! ""0 )( %+0 "# (%&)0 ’$ (0 +%
1!2 值 ’"0 %& &$0 &’ ’$0 )’ &0 $’ #0 "$ (0 %% "0 (,

! ! 注：!& 单位为 ’# *, ；由河南省南阳地质测试中心分析，’,,,。

表 1" 主要地层微量元素平均含量

$%&’( 1" 2/(3%4( 5*,6(,67 *8 63%5( (’(-(,6 9, -%9, 763%6%

地层
样品数
- 个

异常
参数

!& ! !3 ! #$ ! )4 5& 2$ ’( !" 14 5, )* %
!) - ’#

*, !) - ’#
*(

26’" ()

# $0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0 #( &, ! %0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26" * &! )$

# ’0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26& ( $&

# "0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

# &0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

# ’0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0 #+ ) ! (0 ,! ’’ ! #0 #& )0 ,! $ ! "##& ! ’) !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 $#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 ",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7 )$

# #0 , &0 (! &0 %# #0 ’%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区域平均 ’0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地壳［&］ %0 & ’0 +! #0 $# #0 #, %+ ! ’( ! )& ! #0 #+ $) ! ’) ! ($# ! ,# !
! ! 注：# * 平均值，$% * 标准离差，&’ * 变异系数；由河南省南阳地质测试中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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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地球化学特征。早寒武世是南秦岭区多金属

沉积矿床的一个重要成矿时代，下寒武统地层黑色

岩系中伴生元素 #$ 余种，其中有 %$ 多种达到了工

业要求，可供综合利用［&］。除已富集形成矿磷、重

晶石和石煤外，还有钒、镍、铀、镉、铜、贵金属及铂、

钯、稀土等，故下寒武统应是本区重要找矿方向。

下寒武统水沟口组是一套滨海 ’ 浅海相泥砂

质 ’ 碳酸盐岩沉积建造［(］。主要岩石类型为杂色、

灰黑色硅质岩，灰黑色硅质岩夹青灰色、灰白色、杂

色粘土岩，青灰色砂屑灰岩，泥质灰岩、灰岩韵律层

等岩石。岩层出露宽度 )$ * +$ !，岩层产状 ",$"
* %-$"&)(" * -("，与下伏的震旦系灯影组呈断层

接触关系。

&! 矿化带地球化学特征

本区位于谢学锦院士划出的 #$，#% 地球化学块

体内［#］，我们注重了 #$，#% 及 &’’ 的综合找矿工作，

发现贵金属及稀土元素在本区显示出很好的矿化特

征。寒武系底部不同岩性含矿差异较大（表 -）。

表 !" 不同岩石类型主要元素含量对比

#$%&’ !" ()*+,$-+ ). /$0* ’&’/’*+ 1)*+’*+- 0* 2$,0’3 ,)14-

岩石
() *+ , (- #$ . #%

!. / "$
’# !. / "$

’, "&’’ / "$ ’#

杂色硅质岩 )0 " "(0 %" %$$ ,0 + +0 & ))0 #,
硅质岩与粘土岩互层 %(0 % -+0 ,& / "$$$ (-0 , %#0 ( -$"0 +,

褐色、杂色蚀变粘土岩 -"0 $ -"0 #- ,$$ %$0 ( #,0 - &(%0 +%
灰白色粘土岩 (0 " ""0 $( "($ )0 $ ,0 - "($0 ,"

灰岩 $0 % -0 $" +$ "0 ( %0 ( "$&0 "&

! ! 注：由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分析，",,,。

! ! 总体上看，以灰黑色硅质岩与青灰色粘土岩互

层以及褐色、杂色蚀变粘土岩含矿性较好，富集有

多种元素，具有良好的成矿条件。通过对寒武系底

部地层的重点评价，已发现了多个矿种的矿体及矿

化体。

本区局部已开展过磷、钒等矿产的普查工作，

提交磷矿储量 &# 万 $，钒矿 +0 %# 万 $。通过本次工

作发现了多个矿化较好的银、锑、金、铂、钯、稀土矿

（化）体，银品位一般（%$ * ($）0 "$ ’#，最高 #( 0
"$ ’#，锑品位一般 $0 &1 * "0 $1，最高 %0 "1。金品

位一般（$0 % * $0 #）0 "$ ’#，最高 %0 $) 0 "$ ’#。铂、

钯一般（%$ * #$）0 "$ ’,，最高 "") 0 "$ ’,。目前，本

区已转入矿产评价工作。

(! 结语

区域上存在有众多的以 ()，*+，, 为主的综合

异常，寒武系水沟口组地层分布广泛，延伸稳定，加

上区内构造发育和岩浆活动强烈，故找矿潜力巨

大，随着矿产资源评价工作的全面展开，必然在本

区有较大的发现。

成文过程中得到河南省地质调查院姚新年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和张振生高级工程师的大力帮助

和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参考文献：

［"］河南省地矿局0 河南省区域地质志［2］0 北京：地质出版

社，",+,0 ($$—#($0

［%］翟裕生，姚书振，周宗桂，等0 长江中下游铜、金矿床、矿田构

造［2］0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0%$—"$$0

［-］30 40 勒斯勒，30 朗格0 地球化学表［2］0 卢焕章，徐仲伦

译0 北京：科学出版社，",+(0 "($—"+$0

［&］薄心纯，周浩达，王熙林，等0 中国南方寒武纪岩相古地

理与成矿作用［2］0 北京：地质出版社，",,-0 "$$—")$0

［(］河南省地矿厅0 河南省岩石地层［2］0 武汉：中国地质大

学出版社，",,)0 %$$—%&$0

［#］谢学锦，邵跃，王学求，等0 走向 %" 世纪矿产勘查地球化

学［2］0 北京：地质出版社，",,,0 #$—%$$0

（下转第 -$ 页）

-%

万方数据



!
华 南 地 质 与 矿 产! ! ! ! ! ! ! ! ! ! ! ! ! ! ! ! ! "##$ 年!

!"#$%&’"($) $#%"*+,$#- %$./’&%"-0 12 3&*+&#. -"# 4$"#’$-5 &#)
,$-&’’1.$#$-"* 6%1.#15"5 12 *1#*$&’$) 1%$71)"$5

!"# $%&’()*+%，"，!"# ,-’.&%*%，/0 /%*+’.&%*%，&

（%! "#$%&$’ ($&)*+,&-. /0 12&*$2* 3$4 5*26$/7/’.，"#$%&$’ ’$##(&，86&$3；"! 9#&7&$ :234*%. /0 9*/7/’. 0/+ ;&$*+37

<*,/#+2*,，9#&7&$ $)%##)，86&$3；&! 5/$’=*$’ 5&$ ;&$*，86&$3 >&#?6/# 5&$ 9+/#@ 8/! >-4! ，A3$43$ $)*"#*，86&$3）

! ! 875-%&*-：12- 3%3-4 5&67866-5 92- :&*-4%;&<-5 -*4&72:-*9 4-+8;%4&9( )= ,%72%*+ 9&* >-&*;-96 =4): )4-’
2)69 694%9%，;&92);)+(，69487984-6 %*5 &+*-)86 4)7?6@ "9 &6 &*5&7%9-5 92%9 92- #A’694&?&*+ 69487984-6 %4- 92- ?-(
7)*94);;&*+ =%79)46@ B)4-7%69&*+ )= 7)*7-%;-5 )4-C)5&-6 &6 :%5- D&92 =&-;5 +-);)+&7%; &*=)4:%9&)*，:%92-:%9&7%;
+-);)+( %*5 +-)32(6&7%;’+-)72-:&7%; -.3;)4%9&)*，9D) 3)9-*9&%; >-&*;-9’;&?- :&*-4%;&<-5 <)*-6 %4- 34)3)6-5，

%*5 9D) &*58694( )4-C)5&-6 D-4- 5&67)>-4-5 C( -.3;)4%9&)* -*+&*--4&*+，&*5&7%9&*+ 92%9 92-4- %4- -.7-;;-*9
=)4-+4)8*5 =)4 34)63-79&*+ )= 9&* 4-6)847-6 %4)8*5 92- :&*&*+ %4-%@
! ! 9$0 :1%)5：9&* >-&*;-9；:&*-4%;&<-5 -*4&72:-*9；:-9%;;)+-*-9&7 34)+*)6&6；-*+&*--4&*+ >%;&5%9&)*；

,%72%*+，

’’’’’’’’’’’’’’’’’’’’’’’’’’’’’’’’’’’’’’’’’’’’’

E8%*+.&

（上接第 "& 页）

;$."1#&’ .$1*+$,"*&’ 2$&-/%$5 "# <"*+/&# &%$& 12 =$#&# >%14"#*$

FG H2%*’()8，$" F&*+，HIGJ H2&’K&%*+，HIG#E I)*+’K&%*+
（A/! % 9*/7/’&237 B+/,@*2-&$’ C$,-&-#-* /0 D*$3$ B+/)&$2*，A3$.3$’ )*&##&，86&$3）

! ! 875-%&*-：12-4- -.&69 % G+’LC’M +-)72-:&7%; %*):%;( C-;9 %;)*+ N&728%* =%8;9，%*5 6):- )= 92- %*):’
%;&-6 2%>- C--* &*63-79-5 584&*+ 4-7-*9 +-);)+&7%; 684>-(，%*5 % G+’LC’M :&*-4%;&<-5 C-;9 D&92 G8’O9’O5’PAA
:&*-4%;&<%9&)* 2%6 C--* =)8*5 &* 92- C)99): C-5 )= Q%:C4&%* 694%9%@ G ;)9 )= G+’LC’M +-)72-:&7%; %*):%;&-6
-.&69 &* 92- *-&+2C)84&*+ %4-%6 D&92 +))5 34)63-79&*+ =)4-+4)8*5@
! ! 9$0 :1%)5：+-)72-:&694(；Q%:C4&%*；3);(:-9%; :&*-4%;&<%9&)*；N&728%*

#&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