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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奴格吐山铜矿物化探异常特征及外围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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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尔布干成矿带是寻找铜多金属"贵金属矿产的重点区!具有很大的 矿 产 资 源 潜 力#以 该 成 矿 带 内 乌 奴 格

吐山铜钼矿及外围物化探异常特征讨论矿山外围找矿!进而讨论有色金属成矿区带进一步找矿问题#
关键词!航电异常$综合物化探$异常查证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5!!!文章编号!+)))@"A+""!))*#)#@)*+"@)?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区域地质"物探和化探测

量已基本完成!取得了丰硕的地质成果!发现一大批

物化探异常!确定出数十个成矿远景区带!一些成矿

远景区带内蕴藏着巨大而难以估量的矿产资源潜力

亟待勘查开发#故此!开展成矿区带进一步找矿!查
明其潜在的矿产资源!对于缓解有色金属矿产资源

后备基地紧张的被动局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航 空 电 磁 一 直 是 矿 产 资 源 快 速 普 查 的 有 效 手

段#近期物化 探 研 究 所 研 制 出 1++B航 空%电&磁’
系统!在内蒙古满洲里和海拉尔地区进行了试生产

飞行#在物化探方法技术试验和已知矿异常分布模

式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以相位激发极化测深和土壤

地球化学为主的物化探方法!以剖面测量形式对试

飞区内乌奴格吐山大型铜钼矿床主矿体的*处重点

航空异常进行了地面查证!发现其中有!处具有找

矿远景!异常强度和规模均优于乌奴格吐山铜钼矿

床地段异常#

+!区域地质概况

研究区出露地层主要有以下几个#
%+’寒武系下统额尔古纳组主要出露于测区北

部!呈北东向断续展布!组成本区基底#其主要岩性

为白云岩"白云质大理岩"硅质大理岩!局部夹有砂

板岩"角岩等!总 体 倾 向 南 东!倾 角?#C!##C#在 其

与侵入岩接触部位!常形成矽卡岩化及铜"铅"锌等

矿化#
%!’侏罗系上统塔木兰沟组下段!主要岩性为黑

色!紫灰色玄武安山岩"安山玄武岩"玄武岩等!常具

有气孔"杏仁构造!与下伏额尔古纳组呈断层接触#
%?’侏罗系上统上库力组下段以灰白色流纹岩"

酸性玻屑熔结凝灰岩"酸性含角砾溶结凝灰岩为主$
上库力组中段以灰紫色角闪安山岩"黑云母安山岩

为主$上库力组上段以灰白色中酸性晶屑熔结凝灰

岩"酸性含角砾碎屑凝灰岩"浅紫色流纹岩为主#上

库力组的?个岩段为整合接触!而与塔木兰沟组呈

断层接触或超覆在其上#
%*’第四系全新统主要出露于山坡"现代沟谷等

负地 形 部 位!由 残 坡 积"冲 积"洪 积 成 因 的 亚 粘 土"
砂"砾石等松散堆积物组成#

区内岩浆岩为燕山期早期黑云母花岗岩"二长

花岗岩呈岩 基 状 产 出!为 铜 钼 矿 的 主 要 含 矿 围 岩#
燕山期晚期次斜长花岗斑岩主要为次火山岩体!是

成矿期产物!属(成矿母岩)#工作区地处德尔布干

成矿带!满洲里*侏温得山断裂!控制了本区火山岩

带沿北东方向分布及矿产的形成#受满洲里*侏温

得山断裂的影响!次一级断裂构造十分发育!区内主

要断裂有北东和北西向两组!以北东向断裂为主体!
携矿岩体往往位于两组断裂的复合部位#区内已发

现有大型铜钼 矿 床%乌 奴 格 吐 山 铜 钼 矿’+处!铜 钼

矿化点!处!铜矿化点!处#

!!已知矿试验结果

乌奴格吐山铜钼矿床为一大型斑岩铜钼矿床!
矿体赋存于燕山早期黑云母花岗岩"二长花岗岩体

与后期侵入的燕山晚期次斜长花岗斑岩接触部位的

石英*长石化黑云母花岗岩及次斜长花岗岩中#铜

矿体和钼矿体为该矿床主矿体!其中铜矿体最厚达

!))D!延 深!>)!>))D!铜 平 均 品 位)’!*EF!钼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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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乌奴格吐山铜钼矿床!线综合剖面

J"土样元素含量#K"视相位$DLJM%剖面#<"视电阻率$"&D%剖面#M"地质断面#
+"第四系#!"次英安质角砾熔岩#?"次斜长花岗斑岩#*"黑云母花岗岩##"流纹斑 岩#E"蚀 变 带 界 线#""伊 利 石N水

白云母化带#A"矿化带界限#+)"钼矿化带#++"铜矿化带#+!"钻孔

体厚E)!+A)D’向下延深大于>))D’钼平均品位

)’)#*EF(矿区被第四系地层所覆盖’赋矿斑岩体

被?!ED厚 的 运 积 物 掩 埋’铜 钼 矿 体 赋 存 于 数 十

米深的强蚀变 带 之 下#矿 体 旁 侧 发 育+条 宽 约!))
D的破碎蚀变带(

图+是乌奴格吐山铜钼矿床过主矿体的+条化

探异常)相位激电测深$双偶装置%视相位)视电阻率

和地质综合剖面(由图可见’在++?!+!E号点间出

现相位异常$"!)DLJM%’异常基本与铜矿体对应’
异常源向下延伸较大(由于钼矿体内钼含量较低’
其金属硫化物含量较低’所以钼矿体上激电异常相

对较弱)范围相对较小(除矿体旁侧破碎蚀变带出

现明显的低阻异常外’矿体对应部位出现相对高阻

异常’其原因是矿体内金属含量相对较低’硅质成分

相对较高’而围岩硅质成分相对较低(
该矿区还 存 在 土 壤 地 球 化 学 异 常(由 图+J可

见’铜钼矿体上方出现了斑岩铜钼矿床特征的近矿

指示元 素4O)8%)5P)5O异 常 和 铜 的 前 缘 指 示 元

素5Q异常’异常规模大$其中 5P元素异常带宽约

>))D%’含 量 高’连 续 性 好’具 有 明 显 的 浓 集 中 心’
与铜钼矿体在空间位置上吻合(/K)RS异常含量较

低’未见明显异常(T 异常正好出现在铜钼矿体之

上(已知矿体实测结果表明’该区斑岩型矿床的指

示元素为4O)8%)5O)5P)T)5Q’异常界线明显(
测深工作使用美国R%SPU公司生产的,/GN?!

多功能 电 法 仪’采 用 偶 极N偶 极 装 置’偶 极 距#)D’
隔离系数+!>’观测)’!#0V的视电阻率和相位参

数#土壤测量采样深度"#)<D’样品粒级#!)目(

?!外围物化探异常

在满洲里试 飞 区 发 现 多 处 航 电 异 常’对 其 中*
处异常进行地面查证’包括乌奴格吐山铜钼矿异常

和?处外围异常(其中!处外围异常的物化探异常

范围和强度明显高于乌奴格吐山铜钼矿床(下面介

绍其中+处物化探异常(
区内地表出露地层为寒武统下统额尔古纳组白

云质灰岩)白云岩)大理岩’上库力组的中酸性火山

碎屑岩及熔结凝灰岩’侵入岩为燕山期早期中细粒

花岗岩(图!为异常区*)线和?#线相位激发极化

测深视相位拟断面(由图可见’使用!)DLJM为 边

界可以确定该区在中部和南东部分别出现!组明显

的相位 异 常(异 常 宽 度 大 于#))D’最 大 值 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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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乌奴格吐山铜钼矿床视相位拟断面

图#!乌奴格吐山铜钼矿床$%线土样元素含量

DLJM!!个异常强度均超过乌奴格吐 山 铜 钼 矿 床 异

常!异常源埋深较浅!向下延深超过!))D"
该区出现!处 土 壤 地 球 化 学 异 常!!个 异 常 宽

度均较大!一个异常位于中部的?>!*)线的+))号

点附近#图?$!另一个位于测区南东部?*!?#线的

++>号点附近!异 常 南 西 侧 未 封 闭"异 常 元 素 组 合

比较复杂!具有异常含量的元素有 0P%2K%5Q%/K%

RS%5P%5O%4O%8%%T!2S仅 有 低 含 量 的 点 异 常!

BW元素无异常显示"该区异常以中低温元素为主!
异常是 一 个 以 5Q%5P%/K%RS为 主!伴 有 0P%2K%

5O%4O以及 8%%T 的 多 元 素 组 合 异 常!它 们 的 异

常相互交替叠置分布于 5O%5P异常带上&0P%2K%

5Q异常与5O%5P异常变化规律相同!分布范围基

本一致&表明该异常带断裂构造比较发育"
另一方面!化探多元素异常相互对应!且具有比

斑岩型铜钼矿床更为复杂的元素组合"异常元素主

要是其前缘的%温度比较低的5Q%5P%/K%RS元素!
这些 元 素 的 异 常 规 模 比 4O%8%元 素 的 异 常 规 模

大&而4O的尾部元素 8%%T%2S异常规模很小!基

本是低含量或是点状异常!这种异常组合说明异常

源剥蚀较浅!具有寻找隐伏铜多金属矿产的远景!其
可能为受断裂破碎带控制的岩浆期后热液铜多金属

矿床引起的异常"
综上所述!上述异常强度较大%连续性 较 好!物

探高极化异常与化探土壤多元素异常相互对应!综

合物化探异常推断!异常为由岩体接触带以远断裂

破碎带控制的岩浆期后热液大型铜多金属矿引起"
由于异常源剥蚀较浅%异常范围和向下延伸均较大!
同时区内未做任何探矿工程工作!推断其为隐伏大

型铜多金属矿床产生"

*!结论

’航空#电(磁$满洲里试生产飞行)工作较深入全

面地研究了区内线性构造%环形火山机构%火山活动

特征及岩浆活动的演化规律!提高了区内火山岩*次

火山岩的地质研究程度!深化了对成矿规律的认识!
明确指出了满洲里地区铜多金属矿的重要找矿前景

和普查的重点区域!并提出了诸多找矿靶区"
该区矿化具有中酸性杂岩体为中心的斑岩矿化

#4O%8%%5O$*接触交代矿化#4O%RS%8%$*接触

带以远受断裂构造控制的热液多金属矿化#铜多金

属$的似环带状分带模式!根据区内地质成矿环境和

铜多金属系 列 成 矿 规 律 以 及 地 球 化 学 异 常 分 带 特

征!推断在乌奴格吐山铜钼矿外围!具有寻找斑岩矿

化%接触交代矿化和岩浆期后热液多金属矿的前景"
航空电磁试飞及地面查证工作增加了区内找矿

信息量!航空异常地面查证采用以相位激电测深和

土壤地球化学方法为主的物化探方法!对深部隐伏

定位预测!加强了深部找矿信息量!进而能够发现大

型隐伏的综合物化探异常"
综上所述!成矿区带找矿工作要把握住!个关

键环节!一是确定成矿有利地段!这里包括充分分析

资料的找矿信息量和快速寻找确定成矿有利地段&
二是在成矿有利地段对矿#化$体定位预测!这里需

要采用深部勘查手段和有效的方法组合"笔者相信

正确掌握每个找矿环节方法应用及资料解释研究技

术!成矿区带找矿工作将有所突破" 下转$"$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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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作为一种新的找矿手段"其方法原理和特点比

较符合我国 北 方 地 区 寻 找 可 地 浸 砂 岩 型 铀 矿 的 要

求"可为寻找或研究可地浸砂岩型铀矿床提供一种

新的思路"尤其是在地表找矿标志不多的情况下"开
展土壤磁性勘探方法"对铀矿找矿工作具有较大的

意义!此方法可为同类地区寻找可地浸砂岩型铀矿

床提供参考!
由于科研经费有限"此次没有做土壤化学成分

的分析研究!对于氧化#还原环境与土壤磁性的相

关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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