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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大青一带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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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南省大青地区沿乔端一瓦穴子断裂带和二郎坪群火神庙组分布着以银、铅、锌为主的

带状异常，过去未引起重视。通过地质大调查项目实施，对本区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研究，并

重点检查了以银、铅、锌为主的异常。在火神庙组的变石英角斑岩中发现了银、铅、锌多金属矿

化带，伴生有金、铜等金属矿化，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初步分析。鉴于区域上存在众多的以银、

铅、锌为主的综合异常和相似的地质环境，找矿产潜力很大，随着矿产资源评价工作的全面展

开，本区找矿定会有较大的发现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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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古生界二郎坪群的火山一沉积岩系中的多

金属矿在河南省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引起地质专

家学者的关注，不同单位和不少学者在本区开展过

不同程度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郎坪群在豫西南分布的东段、中段发现有大河铜

锌矿、水洞岭铅锌矿等，但西段一直没有突破。本

文主要通过对二郎坪群西段的大青一带地球化学

特征的总结和分析，指出本区的找矿方向并评价其

找矿前景。

研究区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大地构造上位处华

北地台南缘秦岭造山带东段，区域性乔端一瓦穴子

断裂带南侧，老君山斑状二长花岗岩体东端外接触

带，构造区划属北秦岭褶皱系⋯。

1区域地质概况

以区域性乔端断裂带(F。)为界，本区北部为元

古界基底变质地层，各地层单元间均为构造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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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盖层主要由下古生界二郎坪群的火山一沉积

地层组成【2一J。另外，在二郎坪群地层中见有许多

古生代和中生代岩浆岩侵入体【41(图1)，在本区以

南还有NW向朱阳关一夏馆断裂带通过。

广东坪组为一套变质碎屑岩一基性火山岩组

合，四岔口组以变质碎屑岩沉积建造为主，煤窑沟

组为一套碎屑岩一碳酸盐岩沉积建造，大庙组主

要为一套变质碎屑岩沉积建造，火神庙组为一套变

细碧一石英角斑岩建造，柿树园组为一套中浅变

质岩组合。

区域性乔端一瓦穴子断裂带(F1)为本区主控

构造格架，规模大，由一系列Nw向断裂组成，多期

活动明显，早期具韧性特征，晚期为脆性特征。断

裂北倾，倾角400一800。沿主断裂发育一系列岩浆

岩，是区内的主要控矿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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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分布方向与区域构

造线一致。以中酸性岩浆活动最为强烈，燕山期岩

浆活动形成的二长花岗岩与区内金属矿产关系密

切。

区域物探资料显示，本区位于NNE向重力梯度

带和Nww向负值重力异常带交汇部位，区内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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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负相间出现，幅值变化较大，磁异常呈Nw和

Nww向带状展布。区域化探资料显示，沿乔端一

瓦穴子断裂带分布有以银、铅、锌为主规模大的长条

带状异常。总的来看，区内成矿条件十分有利。

2水系沉积物异常特征

本区通过开展1：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分析

Au，舡，Sb，Hg，Cu，Pb，zn，Ag，Ba，Mn，W，Mo，Sn

共十三种元素，共圈定出单元素异常196个，综合

异常28个。从异常面积和异常个数上看，Au，Ag，

Pb，Zn，Cu异常面积大、个数多，反映了区内优势矿

种及组合特征。异常分布受区域构造控制，异常展

布方向多呈删或Nw向，与区域构造线一致，
依据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和地质特征，将本区

及以南分成了3个地球化学分区。

图1 大青地区区域地质简图

Fig．1伯e simpli脚rc昏伽al ge0109jcal m印of Daqjng area

1．第四系；2．柿树园组；3．火神庙组；4．大庙组；5．煤窑沟组；6．四岔口组；7．广东坪组；8．燕山晚期第二期次二长花岗岩；

9．燕山晚期第一期次二长花岗岩；10．加里东期斜长花岗岩；11．加里东期闪长岩；12．地质界线；13．断裂；14．综合异常及

编号；15．矿化带及编号

I区：分布于本区北部，主要分布中生代酸性

岩浆岩和元古界栾川群地层，元素组合以Mo，w，

Ag，Pb，zn为主，伴有Au，As，sb，Ba异常。异常水

平分带特征明显，元素组合由Mo，w_Cu，Pb，zn，

Au一+Ag，Pb，zn，Au，舡，Sb，呈高温_+中温_低温

的规律变化，异常分带分别与斑岩型煤窑沟钼矿、

永寺铜多金属矿、土地庙沟银铅锌矿相吻合。

Ⅱ区：分布于本区中部，主要为下古生界二郎

坪群地层及古生代、中生代中酸性岩浆岩分布区。

元素组合以zn，Pb，Ag，Cu，Au为主，伴有Mo，舡，
sb异常。异常组合复杂，套合紧密，规模大，强度较

高。异常区常伴有物探高磁异常(高精度磁测异

常)，在本区内已发现有金矿、铅锌银矿、铜矿、铁

矿，是寻找多金属硫化物型矿床的有利地段。以10

号综合异常为代表，其异常特征值见表l，主要异常

元素的剖析图见图2：

Ⅲ区：分布于本区以南，出露元古界秦岭群地

层及元古代中酸性岩浆岩，元素组合以Au，舡，sb。

Hg为主，伴有Pb，zn，sn，Ba，Mo异常，主要呈NW

向沿朱阳关一夏馆断裂带分布。元素套合好，规

模较大，为受Nw向构造带控制的低温热液元素异

常。区内已发现有金、锑矿点，是寻找低温热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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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的有利地区。

3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本区各地层的微量元素含量差别较大(表2)。

二郎坪群火神庙组富集了Ag，Pb，zn，Au，cu，As，

Sb，Ba等元素，各元素含量较高，揭示出矿源层的

地球化学特征，表2显示的这些特征与银、铅、锌等

多金属异常带相吻合。早古生代是东秦岭区多金

属矿床的一个重要成矿时代口J，火神庙组的变细碧

一石英角斑岩系中伴生元素20余种，其中有lO多

种达到了工业要求，可供综合利用。除已富集形成

重晶石、铁、铜外，还有银、铅、锌、金等，火神庙组是

本区重要的找矿层位和找矿方向。

表1 lO号综合异常特征值表

TaMe l Cha瑚cteri鲥c vlIlu髂of tl-e No．10 comp傩ite an咖aly

元 素 Au As sb Bi Cu Pb Zn Ag W Mo Ba

面积(如2) lO．65 2．93 1．12 1．20 4．22 4．6l 6．0l 4．33 1．8l 1．32 2．85

最高含量(10。‘)

平均含量(10。)

衬度

规模(1∞2．10。)

200 20．67 11．34 70．6 1160 429 “20 11．1 282 4．22

15．78 17．35 1．87 3．52 232．8 206．5 476．1 0．912 18．5 3．06

1．58 1．16 1．25 1．41 2．32 2．07 2．38 2．28 1．54 1．53

3883

1163

1．16

168．06 50．84 2．09 4．22 982．42 951．97 2861．36 3．95 33．49 4．04 3314．55

NAP值 16．83 3．40 1．40 1．69 9．79 9．54 14．30 9．87 2．79 2．02 3．31

注：Au元素单位为”B／lO一，样品由河南省中心实验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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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0号综合异常主要异常元素剖析图

Fig．2 №．10 composite蛆omaly reSolutio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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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主要地层微量元素平均含量表

TaMe 2 T均∞el咖明t aVe坩妒c帅咖t foJ咖棚e憎nt s咖ta

注：样品由河南省南阳地质测试中心测试；地壳★为全球地壳值采用黎彤，1992．

武岩㈣。

4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本区火神庙组主要岩石及矿石的稀土元素含

量差别不大，∑REE中等(46．42—74．61)，分析结

果见表3。在球粒陨石标准化的稀土元素分配图

上，呈现为一致的右倾平滑分配曲线，整体表现为

轻微的Ce，Eu，Dy，Pr负异常(图3)。各岩石类型

的稀土分配曲线基本一致，反映了是同源岩浆形

成。∑LREE／∑HREE为2．70—4．03，8Eu为I．10

一1．42，具轻稀土略富集型，为褐帘石型稀土。反映

出各岩类由相当于大洋构造环境形成。稀土元素

的配分型式与洋脊玄武岩的配分型式相似，从稀土

总量和异常特征看，接近于岛弧和弧后盆地拉斑玄

图3火神庙组主要岩石稀士元素标准分配图

Fig．3 No咖alized main REE pattem of tIle Huosh∞mi∞航
madon

表3火神庙组主要岩石稀土元素分析结果表

TaMe 3 Conte叭of腿E ln main r眦k of Hu础enmi∞fb皿幛廿on 埘B／lO。‘

注：l为变石英角斑岩．2为变细碧岩，3为重晶石矿化层，4为多金属矿体；样品由河南省中心实验室测试．

，

博墨罂蕾＼悼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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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矿化带地球化学特征

本区位于谢学锦院士划出的金、铜、钼、钨、锌

等多金属地球化学块体内‘71，通过区内的综合找矿

评价工作，发现贵金属及铜、铅、锌元素在本区显示

出很好的矿化特征。其中以火神庙组不同岩性的

含矿差异较大(表4)，尤以变石英角斑岩、黄铁矿

化变石英角斑岩与重晶石层的含矿较好，特别是后

者富集有多种元素，通过对上述岩石区的重点勘查

评价，已发现了多金属矿体及矿化体。

通过本次矿调工作，在10、20、2l三个综合异

表4火神庙组不同岩石类型主要元素含量对比表

TaMe 4 The aVeVa群∞nte哦of main dements tn s锄e r∞l【s f岫Hu憾he啪iao fo珊a廿蚰

注：样品由河南省南阳地质测试中心测试．

常内共发现四条规模较大的银、铅、锌多金属矿化

带，Ag品位一般8～130×lO一，最高236×lO一；Pb

品位一般0．2—3．O％，最高5．48％；zn品位一般

O．5—5．O％，最高22．“％；Cll品位一般O．1—

1．0％，最高4．07％；Au一般0．1—2×lO～，最高

6．8×lO一。

火神庙组为一套海底火山喷流形成的细碧一

石英角斑岩，为海相火山沉积建造，普遍具多韵律、

多旋回、多阶段特征，岩层出露宽度约300—2 000

m，经后期岩浆活动、构造运动，使元素活化富集形

成了较广泛的矿(化)体，是寻找海相火山成因块状

硫化物多金属矿床的有利地区。在变石英角斑岩

中常形成重晶石多金属矿化脉，在细碧岩与大理岩

接触带常形成磁铁矿层【8】。

6结论

大青山一带区域上存在有众多的以Ag，Pb，Zn

为主的综合异常，二郎坪群火神庙组地层分布广

泛，构造活动强烈，成矿条件良好，找矿潜力很大，

而火神庙组是寻找多金属硫化物型矿床的主要找

矿层位和找矿方向。随着矿产资源评价工作的全

面展开，在本区找矿定会有较大的发现突破。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米坪矿产远景调查项目的成

果。在此谨向米坪矿调项目全体人员致谢。在编写

过程中得到河南省地质调查院姚新年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的大力帮助和指导，在此也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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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ng

ore in the Daqing Area，H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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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咖ct：hl the past several years，a∞ries of geochemical Ag—Pb—Zn anomalies beIts has been delin．

e砷ed in Daqing area of HenaIl province，which follows Qiaoduall—Wa)(uezi fault zone觚d HuoshenIniao for_

mations of ErlaIlgping group distribute，but it did not cau∞the Value．Du血gⅡle GeIleml—Gcological—In—

Vestig撕on，we did a lot of rcsearch work upon the geocheIIlis廿y characteristics in tms arca，especiaJly inves-

tigatcd‰Ag—Pb—Zn卸omalies，aIld mscoVe础∞Veral Ag—Pb—zn metallogemc bclts硒sociatcd Au—

Cu metaliza吐on iIl me meta—quanz keratophyre of Huoshenmiao fo咖ation．We analyzed址'out the∞gene．

ses of me metallogeIlic belts．hl mis陀百on，tllere are many Ag—Pb—zn composite anomalies simiIar to it，

粕d the geolo舀cal enVirolunent is almost the s锄e，∞thjs area is a Very great ore—search potential．Along

ywinl the IIliner甜一resources一嬲sessment work completely t0 launch，ttlere will be cercaillly great discoveries

alld brcm她ugh ofⅡle ore—Search work．in mis area．

Key啊rords：Qiaodu觚一wa)【uezi fault zone；HuosheIlIniao fomation；GeocheIIlisⅡy characteristics；

composlte锄omaIy；prospesting；Daqlng area ln Hen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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