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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北地区低缓地球化学异常的找矿意义

李! 孝! 红
（华北地质勘查局 @,A 大队，河北 保定! *#,*@,）

摘 要：冀北地区 ,B @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圈定的大量地球化学异常，大部分为低缓异常或单元素异常。在“ 高、

大、全”异常区发现了丰宁银矿等一批大、中型矿床，同样在低缓异常区也发现了万全寺、茶棚等中小型矿床，证明

有利的构造部位和火山—侵入活动区的低缓异常，也具有很好的找矿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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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世纪 D* 年代，冀北地区 + 万余 FG" 的 , B @
万区域化探普查中，发现了大量的地球化学异常，以

往的查证重点是甲、乙类即所谓的“高、大、全”异常

以及成矿地质条件有利的丙类异常，对单元素、简单

组合、低缓异常的重视程度不够。上黄旗地区茶棚

银矿、赤城地区万全寺银金矿等矿床的发现，有力地

证明了风沙干扰地区低缓地球化学异常的找矿意义

以及利用区域化探成果开展新一轮找矿的重要性。

,! 地质概况

赤城—上黄旗地区位于华北地台北缘，内蒙古

台背斜中段的东西向康保—围场、赤城—丰宁深大

断裂之间，燕山期强烈活动的北北东向乌龙沟—上

黄旗深断裂长期控制区内的地质发展。包括 + 个!
级构造单元，即大滩中断凹、乌龙沟—上黄旗岩浆岩

亚带、半截塔中断凹。

本区地壳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即古老的结晶

基底之上覆盖着年轻的沉积盖层，前者由地槽发展

时期的变质深成岩系列和表壳岩组合构成，属类复

理式建造、中基性火山建造和酸性岩浆建造。后者

则以地台活化后的岩浆侵入、火山喷发沉积为特色。

从区域构造发展史来看，侏罗纪强大的新华夏

构造运动应力场使酸性花岗岩大面积侵入，北北东

向深断裂控制着岩体的侵位与形成，嗣后出现广泛

的火山喷发。至早白垩世，新华夏系构造出现继承

性活动，应力松驰，显示为北西—南北向的右行张

扭。在原来构造背景下，形成一系列追踪张性结构

面上的微张开地段，其内充填大量张性构造角砾岩。

岩浆期后热液贯入这种微张开地段。这些活动性很

强的含矿热液，停积下来，吞蚀角砾，交代围岩，使本

身携带的成矿元素聚集、结晶、分异形成有用矿体。

丰宁银金矿床即形成于这种成矿模式。

"! 地球化学特征

!( "# 区域地球化学背景

区内主要地质单元中水系沉积物样品的统计结

果（表 ,）表明，中生界沉积盖层以及一些二长斑岩

小岩体中 6H、0I、JK、5L、9&、9K、6M、5&、)N 等背景

值较低，燕山期次粗面岩中 0I、JK、9&、5& 等呈低背

景；基底太古宇变质岩中 0I、JK、5L、9&、6M、5&、)N
表 "# 不同地层、岩体中水系沉积物元素含量 !（O）P ,* C $

地质体 6H 0I JK 5L 9& 9K 6M 5& )N
Q R S 火山岩 *( *D ,D( * @$ ,"( A ,( @* ED, $( E* ,*( * ,#( ,
6; 片麻岩 *( *D ",( * #+ ,@( # "( D" @#$ #( +* ,+( + ",( "

混合岩 *( *D ,A( * $D ,E( , +( D+ @,, $( E* ,,( @ ,#( ,
5!+

@ 次安山岩 *( *A ,D( * $$ ,E( $ "( +@ @A, $( A+ ,,( E "*( E
"#$+

@ 石英正长斑岩 *( *A ""( $ #D ,@( $ ,( "$ $A* D( *@ D( @ ,A( A
%"@ 花岗岩 *( *D ",( * #, ,@( " "( A* @@* #( *, ,,( * ,D( @

#%"@ 钾长花岗岩 *( *A "D( * AE ,@( * E( E" $+, #( +# ,,( D ,D( *
&$"

@ 二长斑岩 *( *D ,$( * @@ ,,( E ,( *$ E@$ @( @* D( D ,E( +
"$"

@ 石英斑岩 *( *D ""( * #" ,@( + +( +* @@" D( *E ,,( $ ,A( D
5’"@ 次粗面岩 *( *D ,E( * @E ,E( $ *( #D @$* $( "E A( # ,A( ,
%+E 花岗岩 *( *A ""( # ## ,$( * "( +, $"@ #( "* ,"( E "*( D

%(+E 花岗闪长岩 *( *D ""( * $$ ,@( + E( E"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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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冀北上黄旗地区综合异常

背景较高，燕山期酸性岩中 $%、&’、()、*+、,- 等背

景明显偏高，华力西期花岗岩体分布区 $%、&’、()、

*’、(+、./ 显示高背景。

上黄旗构造岩浆岩亚带主要出露太古宇基底变

质岩系和华力西期、燕山期的各类花岗岩及其它中

酸性 小 岩 体，是 ,0、$%、&’、()、*+ 等 高 背 景 区

（带）；大滩和半截塔中断凹广泛分布侏罗系地层，

岩浆活动弱，属 $%、&’、()、*+、,-、*’、(+、./ 等低

背景区（带），次安山岩出露区显示 ,0 的高背景。

#1 #" 区域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区域地球化学异常分布与大地构造环境密切相

联，不同的构造单元形成不同类型的元素组合异常

带（图 2）。该区西部的大滩中断凹形成 ,-、,0 异常

带，中部的上黄旗岩浆岩亚带与东部的半截塔中断

凹西缘形成 ,0、$%、&’、()、*+ 异常带，东部的半截

塔中断凹形成 ,0、&’ 异常带。这显然是由于不同

的地质背景、成矿作用和元素演化过程所造成的。

上黄旗岩浆岩亚带属于穹褶断带上升地块，古

元古地层富含 ,0、$%、&’、*+ 等成矿元素，经区域变

质混合岩化和多期次构造3岩浆活动，导致元素迁

移、富集、成矿、成晕，使该带成为成矿作用特别强烈

的地带，在高背景带中形成众多的 ,0、$%、&’、()、

*+ 局部异常，具北西成行、北东成带分布的特点，并

以牛圈—营房银矿（ 丰宁银矿）为中心形成一个密

集的异常群。这些异常多具规模大、强度高、元素组

合全、浓度分带及浓集中心明显的特点。上世纪 45
6 75 年代，根据水系沉积物异常，发现了丰宁大型

银矿床和一系列金、银矿点，其主要异常区内均有规

模较大的矿化蚀变带存在。

大滩及半截塔中断凹是火山3沉积凹断盆地，由

于后期相对较弱的构造3岩浆活动，在低背景带上形

成一系列 ,-、,0 异常。这些异常元素组合简单，多

为单 ,0 异常，部分伴有 ,-，少数伴有 $% 或 &’；各

元素异常强度低，规模小，没有浓集中心，分布规律

性不强，但多数与构造、岩浆活动有关，异常多位于

构造交汇部位、断裂带上。在赤城的万全寺—青羊

沟一带成群出现了低缓的 &’ 异常。

8! 低缓异常找矿实例

“八五”末期，随着异常检查工作的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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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部分低缓异常、单元素异常进行了检查，取得了很

好的找矿效果。

茶棚银异常位于大滩中断凹东北部边缘，北东

向与北西向断裂交汇处。出露地层为侏罗系张家口

组中酸性火山岩。该异常面积 #$ % &’#，为单 () 异

常，由 *+ 个 异 常 点 组 成，平 均 异 常 强 度 +$ *, -
*+ ."，最高达强度 +$ /# - *+ ."，属风沙干扰地区典

型的低缓异常（ 图 *）。几年后在该区野外调查时

发现了具一定规模的构造蚀变带和一定品位的随机

样品，随后进行了 *+ &’# 的 *0 #$ % 万沟系土壤测

量，圈出总体走向北北东、长约 * ,++ ’ 的 12、() 异

常。*33/ 年的 *0 * 万土壤测量，圈定了一条长 # 3++
’，宽 4+ 5 #++ ’，以 () 为主，伴有 (6、(7、12、89、

:9、:; 的组合异常（图 #），其 () 异常强度高（最高

*" - *+ ."，平均 <$ / - *+ ." ），浓度分带特征明显，并

有由外向内 ()=89=(6=1=(7=:9=:; 的组分分带特

征。通过揭露，圈定出长 * #++ ’、平均厚 " ’、() 平

均品位 %"$ , - *+ ." 的矿（ 化）体；深部钻探验证，在

#+<$ " 5 #+,$ 4 ’ 处打到了平均品位 <44 - *+ ."的银

工业矿体，证实了该区的找矿意义。

图 !" 茶棚银矿区土壤地球化学异常

! ! 万全寺银金矿位于大滩中断凹南端，尚义—赤

城—平泉东西向深断裂带的北侧，出露侏罗系火山

岩，区内北西向、北北东向、近东西向次级断裂发育，

岩浆活动强烈。水系沉积物测量在该区圈出了 89、

>7、() 异常，其中 () 异常面积仅 +$ / &’#，由 / 个

含量分别为（+$ %、+$ /、+$ #<）- *+ ." 的异常点组成；

>7 异常由含量分别为（*%#、*<"）- *+ ."的 # 个点异

常组成；89 异常面积约 / &’#，平均强度 *#" - *+ ."，

最高达 #%+ - *+ ."。该异常元素组合简单，含量低，

规模小，浓集中心不明显。鉴于其地质成矿条件，投

入 *0 * 万土壤测量后圈定出了总体呈北西向展布，

长约 <$ % &’、宽约 *$ % &’ 的异常带，元素组合为

()、(7、12、89、(?、?2、@A、:;，具多个浓集中心。发

现的 */ 条矿带共 /+ 多条矿体均有地表土壤地球化

学异常与之对应，对其中 " 条矿体进行评价，求得储

量银 <#+ B、金 / B，开发后经济效益良好。

<! 低缓异常找矿意义

矿致水系沉积物异常低缓的原因有多种，如矿

床规模小，矿体埋藏深，剥蚀程度浅；地形平缓，第四

系覆盖厚，水系不发育；风沙、农田干扰等。在冀北

低缓山区，风沙干扰、第四系覆盖厚是造成异常低缓

的主要因素之一，利用土壤测量，在矿化区均能圈出

一定规模和强度、元素组合复杂的异常。再次发掘

地球化学普查成果，优选低缓异常，开展新一轮找

矿，其意义十分巨大。

冀北地区从元古宇到中生界的地层都可能存在

银多金属矿床的赋矿层位赋矿，关键要研究异常所

处的构造条件和与岩浆活动的关系。下述低缓异常

应是找矿的重点区。!以 ()、(6、12、89 等元素为

主的低缓异常位于主构造带附近的次级断裂带上；

"呈串珠状（沿断裂）出现的 () 或 ()、(6 或 ()、12
等低缓异常；#火山断陷盆地边缘或隆起区边缘的

低缓地球化学异常；$切割火山穹窿或火山机构的

断裂构造上的低缓地球化学异常；%浅成=超浅成侵

入体有断裂构造发育，并有低缓地球化学异常；&低

缓异常区浅成—超浅成小岩体、岩株或脉岩发育。

利用 *0 #$ % 万沟系或 *0 * 万剖面法的土壤测

量对水系沉积物异常进行快速检查、圈定靶区，是冀

北地区较经济、高效的地球化学找矿手段，但应注

意：采样层位以 @ 层、@ C > 层最好，尽量不采 ( 层

物质，避免因地表富集引起的假异常；采样深度在

%+ D’ 或以下；取样粒度以粗粒（ . *+ 5 C "+ 目）为

好；尽量采取组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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