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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云浮镇安一阳春罗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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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云浮镇安一阳春罗阳地区元素的分布、分配特征和区域地质背景后，指出该地区有找矿潜力，提出Au、

Ag、cu、Pb、Zn是重要的找矿元素，找构造蚀变岩型金矿、火山岩型金矿、岩浆热液型银一多金属矿前景好，主要的

找矿标志是断裂和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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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万水系沉积物测量结果，在云浮镇安一

阳春罗阳地区圈出多个规模巨大，以Au为主的综

合异常o。如AS21号综合异常，面积在300 km2以

上，由Au、Ag、Sn、cu、Pb、Zn、等26种元素及氧化物

组成，其中Au、cd、sb异常面积大于200 km2，异常

套合好，经三级异常查证发现了金矿。

1地质概况

云浮镇安一阳春罗阳地区位于罗定盆地南东边

缘，为贵子弧形大断裂和吴川一四会深断裂的交汇

处H1(图1)。区内以古生界及元古界地层为主，岩

性以灰岩、白云质灰岩为主，碎屑岩为次；震旦系大

绀山组(Z，d)、寒武系八村群(e6)、中泥盆统杨溪

组(D：Y)、中泥盆统老虎头组(D：Z)、晚泥盆统地层

(D，)主要岩性为变质砾岩、变质砂岩、变质粉砂岩

夹粉砂质千枚岩等，早石炭统连县组(c，Z)、早石炭

统石磴子组(C。s)、早石炭统测水组(C。C)、早石炭

统梓门桥组+大埔组(C。z+咖)、中石炭统壶天群

囡t
囡2
回3
几1 4

固5
圈6
团7
圈8
团9
圈10
豳1．1
固12
圈13

1一白垩系；2一上侏罗统高基坪群；3一泥盆一石炭系；4一泥盆系；5--石炭系；6一寒武系；7一震旦系；8一混合花岗岩类；9一花岗岩；10一混

合岩；1l一断层及其编号：①螯滨一六都断裂，②贵子弧形断裂，③吴川一四会大断裂；12一地质界线；13一不整合界线

图1三度体点元法示意

。广东省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1：20万罗定幅地球化学图说明书．1988．

收稿日期：2007—04—27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0400144047)资助

  万方数据



3期 张忠进等：粤西云浮镇安一阳春罗阳地区地球化学特征与找矿方向

(C：h)主要岩性为细晶灰岩、细晶白云质灰岩白云

岩，晚三叠世小云雾山组(T，夥)主要岩性为砾岩、砂

质、页岩等，早白垩统罗定组(K，z)、晚白垩统三丫

江组(K，形)主要岩性为沉火山角砾岩、砾岩、砂岩、

粉砂岩等，第四系大湾镇组(Q如)主要为砂、黏土。

区内岩浆岩出露较少，仅分布于东北角及东南

部小范围内，分别有：燕山早期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w；)、海西中期黑云母二长花岗岩(w：)、加里东
晚期黑云母二长花岗岩(w；)，早白垩纪化龙岗组

火山岩(hit)。

区内的构造非常发育，大致有北东向、近南北向

和北西向3组，其中北东向断裂规模大，以韧性剪切

为主，分属吴川一四会断裂和贵子弧形断裂。

2地球化学特征

Ag As Au Bi Cd Cu Mo Pb Sb Sn W Zn

元素

图2浓度克拉克值(x)柱状图

各地质单元背景与全区背景比较，相对富集于地层

的元素有：Au、Ag、cu、Pb、zn、As、sb、cd、Mo，地质单

元平均值与全区背景值的比值(K)在1．04—1．93

之间；相对富集于侵入岩的元素有：Pb、Bi、Sn、W，K

值在1．2～2．52之间；相对富集于断裂的元素有：

Cu、As、sb、Cd、Mo，K值在1．07～1．42之间(表1)。

因此，在该区找金银锑、岩浆岩区找锡铋较为有利，
2．1元素的分布分配特征 断裂带内找砷锑矿较有利。

据1：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结果云浮镇安一阳 在各地质单元中，早石炭统连县组富集Au、Ag、

春罗阳地区与全国推荐值障1比较，区内明显富集 Cu,Pb、As Sb、Mo，其中Au的背景含量高达5．74

Au、Sb和w，贫As、Mo、Zn为特征(图2)。As、Sb、 ng／g。上泥盆统(未分)、早石炭统石磴子组、早石
Cd的变异系数在0．73—0．56，分布很不均匀，其余 炭统测水组、晚白垩统三丫江组、第四系大湾组和燕

元素的变异系数在0．48～0．33间，分布不均匀。可 山早期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相对富集Au。这些地质

见Au、Sb背景高且分布不均匀，对富集成矿有利。 单元Au的背景高，对成矿相对有利。

单元 Au Ag Cu Pb Zn Bi Sn As Sb Cd W Mo

1．10 1．04 1．06 1．07 1．09 1．01 1．00 1．2l 1．93 1．43 1．02 1．24

O．95 0．88 0．64 1．20 0．86 1．83 2．52 0．70 0．52 0．63 1．35 1．05

1．03 O．97 1．0"7 0．99 1．00 0．96 0．99 1．20 1．42 1．18 1．03 1．10

地层

岩浆岩

断裂

注："(Au、As)／(n∥g)，w(其余兀素)／(∥g)o
2．2元素的共生组合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测区元素共生组合的特点

有：第一因子的主要载荷元素As、Sb、Mo代表了与

硫化物矿化有关的元素共生组合；第二因子的主要

载荷元素Bi、w和sn代表了岩体富集钨锡铋的共

生组合；第三因子的主要载荷元素Pb、zn、Cd代表

了测区铅锌多金属矿化的共生组合特点；第四因子

的主要载荷元素Cu、Mo共生组合，反映了中泥盆世

地层与加里东期岩浆岩的铜钼元素共生组合；第五、

六因子的主要载荷元素分别为Ag、Au，反映其富集

矿化因素众多复杂之特点。

据相关系数分析结果，Ag与Cd、Sb、Pb、Zn；Au

与As、Sb的相关系数均I>0．25，表明银铅锌及金砷

锑的相关性还是相对较显著，同样反映其富集矿化

因素众多复杂之特点。

2．3元素丰度演化特征

2．3．1沉积岩元素丰度的演化特点

除第四系外，其他13个地层单位分别划归元古

宇(z．d)、早古生界(e b1、e b2)、晚古生界(D、

D2Y、D2Z、D3、ClZ、Cls、Clc)、中生界[T3拶、KlZ、K2吵)

4个构造层。

由老到新不同构造层元素丰度演化特点：多数

元素属低值元古宇构造层中，早古生界构造层元素

丰度渐增，sb、As、Cd等10元素的峰值落于晚古生

代构造层，Pb、Bi的峰值落在中生代构造层。元素

丰度演化特征可能反映了晚古生代是最重要成矿

期，晚古生代构造层是重要的赋矿层。

2．3．2岩浆岩元素丰度的演化特征

由老到新出露的岩浆岩有：加里东晚期黑云母

二长花岗岩(w；)、海西中期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批2)、燕山早期黑云母二长花岗岩(w；)，都以岩
株状产出。

元素丰度的演化特征有：由高到低：Pb、W、Mo、

Sn、Bi；由低到高：Cu、Cd；呈“V”字型变化的：Au、

Ag、zn、As、sb。总体看来，W、sn、Pb等表现由老到

新丰度由高到低规律较明显，而Au、Ag等则呈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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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变化规律性不显著。可见，在加里东期花岗岩接

触带附近找钨锡矿较为有利，而燕山早期黑云母二

长花岗岩对铜矿形成有利。

3找矿方向

3．1异常分布特征 一

测区内共圈出86个综合异常，其中有找矿潜力

的异常共72个，占84％。异常呈带状分布，主要有

围底—镇安异常密集带和两塘一罗阳异常密集带，

异常受控条件较明显，主要控制因素构造、岩性及岩

浆岩。断裂对异常的控制很显著，尤其是贵子弧形

大断裂，以Au、Ag、As异常为主，其中AS6、ASl2、

ASl8、AS20号综合异常经地质矿产调查，均有新发

现。岩性对异常控制主要表现于构造带所控制的异

常密集带，特别是在两塘一罗阳异常密集带，异常发

育于炭酸盐岩区段。区内的岩浆岩不发育，但岩浆

岩对异常的控制相当明显，如ASl3、AS75号综合异

常，岩体内主要分布布w、sn异常，外接触带主要分

布Au、Pb、zn、As等异常。

规模大、组合复杂的异常多数受多种因素共同

控制，如ASl2同时受断裂、岩浆岩及岩性共同控

制。异常控制因素的多样性，反映了控矿的多样性。

3．2找矿潜力分析

3．2．1成矿地质背景分析

粤西地区的混合岩、发生深变质地层贫Au、As、

Sb、cu、Zn、Ag、Cd等，许多人认为经历混合岩、混合

岩化作用使这些地质体内的Au、As、Sb、cu、zn、Ag、

cd等活化一转移，从而使岩石中这些元素发生贫

化，同时这些元素转移到周围的合适的地段富集成

矿。云浮镇安一阳春罗阳地区南部的云雾山地区有

大面积的混合岩、经历深变质的震旦系，这些地质单

元Au呈低背景，经活化一转移能为周围地段提供

丰富的物源。云浮镇安一阳春罗阳地区与云雾山地

区同处于吴川一四会深断裂，有很好的热液运移通

道。镇安和罗阳一带主要出露的岩石是石炭系灰

岩、白云质灰岩，碳酸盐岩呈碱性且化学性质活泼，

活泼的围岩易形成地球化学障，可有效地防止矿液

“外逃”，对成矿非常有利。可见，云浮镇安一阳春

罗阳地区成矿条件好。

此外，广东已知的2个大型金矿一河台金矿、富

湾金矿同属蚀变构造岩型，其外围都有大面积Au

呈低背景的混合岩和经历深变质老地层，且深变质

岩区与矿区有深大断裂相连。

3．2．2实例分析

ASl2号经异常查证发现4条具一定规模的金

矿脉，ASl8发现了5条金矿化体。AS6、ASl3、AS20

异常检查中发现多铜、铅等矿化体，测区具有良好的

找矿潜力已得到初步证实。现以ASl8为例，加以

分析说明。

ASl8处于罗定盆地东缘，贵子弧形断裂带上。

区内大面积出露早石炭世测水组，边缘星出露早白

垩统罗定组一段、晚白垩统三丫江组及第四系。区

内断裂极为发育，全部由北东东向，断裂形成多期

次，先形成韧性剪切，后叠加和脆性(张性)断裂。

韧性剪切断裂带内见糜棱岩、糜棱岩化等，一般宽度

在100—150 m，属左旋。脆性(张性)断裂破碎带内

见构造角砾岩、硅化岩，破碎带硅化作用强烈，局部

褐铁矿化、蛇纹石化、毒砂矿化、黄铁矿化、金矿化，

一般破碎带宽约6—7 m，产状1600／750。

ASl8号综合异常面积达29．5 km2，由Au、sb

等分析了的12种元素异常组成。Au、sb、As、zn异

常强度高，峰值分别达66．0 ng／g、69斗g／g、280¨∥

g、1 180“g／g，Au、Sb异常面积大，分别达24．25、
21．75 km2。异常套合好，浓集中心明显。

经异常查证，发现了5条金矿化脉，矿赋存于硅

化褐铁矿化构造角砾岩。另外，发现多条脆性张性

断裂带出现金富集一矿化(表2)。控矿的脆性张性

断裂在地表呈交织一网状，推测这些断裂在深部交

汇一起。发现的矿化体数量多，在平面图面呈群星

状，由此推测找深部矿前景非常好。

表2岩石化学样分析结果峙79

3．3找矿方向

分析云浮镇安一阳春罗阳地区的地球化学特征

及其所处的地质背景后，对该地区的找矿工作有以

下几点认识：

(1)根据区内各种元素的分布特征，Au背景高

且分布不均匀对成矿最为有利，属优势找矿元素，

Ag、Cu、Pb、zn是重要的找矿元素。

(2)根据元素的元素演化特征推断晚古生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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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成矿期，该构造层是重要的赋矿层。

(3)早石炭统连县组、晚泥盆统上泥盆统(未

分)、早石炭世石磴子组、早石炭世测水组、晚白垩

统三丫江组、第四系大湾组、燕山早期黑云母二长花

岗岩Au的分布不均匀，对成矿较有利，是重要成矿

的地质单元。在异常查证中，ASl2、ASl8发现的矿

体和矿化体，其围岩为早石炭统连县组、早石炭统石

磴子组和早石炭世测水组。

(4)2组不同方向的深大断裂可以切穿多个矿

源层，为成矿热液的活化、转移，同时为矿体的赋存

提供有利条件。查证ASl2、ASl8发现的原生金矿

体都赋存于破碎带内，次生的金矿化体也分布于断

裂附近，AS6和ASl3岩石测量结果表明碎裂岩和褐

铁矿中明显富集Au、Ag、cu、Pb、zn、As、Bi等(表

3)。可见，构造对成矿作用的控制明显，找构造蚀

变岩型金矿前景好。

表3 AS6ASl3岩石化学样分析结果

禚品名称 样品／个 Au Ag cu Pb zn A8 Sb W Mo Sn Bi

注："(Au)／(ng／g)，tl，(其他元素)／(Pe,／S)

(5)金鸡镇化龙岗一大岗顶一带有早白垩纪化

龙岗组火山岩出露，在其旁侧有冲口金矿点，矿点的

成因属“沉积一构造一岩浆热液叠加”【3J。火山一

热液以Au、Ag、Cu、Pb、Zn、Hg、Sb、F、As等元素富集

为特征H】，分布于金鸡、镇安一带的综合异常多数

都会出现Au、Ag、Cu、Pb、zn、Sb、As等异常组合。

AS20异常查证时，发现火山构造角砾岩，局部具铜

矿化。可见，找火山岩型金铜矿有潜力。

(6)岩浆活动能带来成矿物质，是成矿有利条

件之一。在岩体内接触带附近找钨、锡矿较有利，在

外接触带找硫化物型银、多金属等较为有利。ASl3

开展三级异常查证时，在岩体的外接触带发现了多

条多金属矿化脉。可见，找岩浆热液型银一多金属

矿有一定潜力，隐伏、半隐伏岩体所处的区段是重要

的找矿靶区。

(7)围底—镇安及两塘一罗阳地段，异常密集

且异常强度高、规模大，该区段断裂发育；查证的异

常都在这2个地段内，且异常查证都有所发现。可

见，这2个地段成矿地质、地球化学条件都很好，是

重要找矿地段。

3．4找矿标志

主要的找矿标志有：地球化学标志、构造破碎

带、岩体、蚀变、石英脉等。

(1)地球化学条件是成矿的重要因素，圈出的

Au、Ag、Cu、Pb、zn、As、Sb异常是重要的找矿标志。

(2)目前发现的矿体、矿化体都赋存于破碎带

内，同时测试的碎裂岩多数会出现Au、Ag、Cu、Pb等

富集一矿化，可见破碎带是重要找矿标志。

(3)冲口金矿点与岩浆热液叠加有关，AS20发

现火山构造角砾岩局部具铜矿化，ASl3在岩体外接

触带发现一条宽约25 m，走向100铅矿化(含铅1．

2％)褐铁矿化碎裂岩，可见火山岩、岩体是成矿重

要条件，也是重要的找矿标志。

(4)区内发现的矿体、矿化体都具有褐铁矿化、

硅化等蚀变，据采集分析已蚀变的岩石化学样都有

不同程度的Au、Ag、Cu、Pb、Zn、As等富集一矿化，可

见蚀变是最直接的找矿标志。

(5)ASll、AS51号综合异常中心的灰岩区段见

脉石英，脉石英是热液作用的产物，脉石英的存在说

明该区段有过热液活动，脉石英可作为找矿的间接

标志。

4结束语

云浮镇安一阳春罗阳地区处于两大深大断裂的

交与处，又是处于盆地周边。在同一吴川一四会深

断裂的南部存在大面积的“Au负异常”，从而在地

球化学图上出现异常一负异常“镜相”分布的现象。

每次异常查证都有新发现，对进一步开展找矿工作

有积极意义。

下转260页

  万方数据



物探与化探 32卷

用，不但可以发现Ⅲ、Ⅳ级火山构造，在大比例尺物

化探成果中还可以发现V级(火山通道)火山构造。

如控制我省最大的治岭头金银、铅锌矿的华峰尖火

山通道就是根据物化探异常首先推断并得到地质验

证的。

由于资料精度的限制，只能推断破火山，在庆元

破火山南部福建省境内已经发现火山通道控制的富

铅锌矿体，所以在本区开展大比例尺的物化探工作

对间接或直接找矿具有重要意义。在撰写本文中得

到了省物化探勘查院高级工程师姚俭的精心指导，

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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