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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恩泽加地区辉长岩地球物理特征

及构造意义

曹杰，李水平，刘正好，司建涛，梁永安，高福利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矿产调查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坦桑尼亚恩泽加地区内的某研究区第四系覆盖严重，常规地质找矿方法无从人手。为了解研究区内地层或

岩性边界、构造产出环境．给选择找矿靶区提供指导作用和有效找矿信息，笔者进行了l：1万地面高精度磁测，圈定

了数条NW—SE向和NE．SW向呈线性串珠状展布的磁异常带，依据辉长岩磁性特征，推测磁异常带是由侵入辉长

岩岩脉引起，从而厘清了研究区内线性构造的分布特征；结合区域构造和金矿床(点)分布规律，认为研究区内NW—

sE向剪切带是与金矿矿化关系最为密切的构造，应以寻找构造蚀变岩型或剪切带型金矿为主；经对NW—SE向剪切

构造带(SZ6)进行地表工程揭露，发现了金矿化蚀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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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坦桑尼亚环维多利亚湖区域(1ake victoria)分

布着8大绿岩带，由于受到准平原化作用影响，其绿

岩带地表总体覆盖较厚、较广，基岩出露情况较差，

绿岩带中的金矿体大部分呈隐伏一半隐伏状态．常

规地质找矿手段难以发挥较大作用⋯。为了给区

域矿产勘查工作选择找矿靶区提供指导作用和有效

找矿信息。必须充分了解该区域内的地层或岩性分

界、构造产出环境。磁测方法是进行地质填图、圈定

岩体和构造的一种重要手段，能间接地揭示岩浆活

动地区主要构造的空间分布[2七]。辉长岩为基性深

层侵入岩[6】。产于各种构造环境。其本身具有加强

的磁性，易于被地面高精度磁法所探测。恩泽加

(Nzega)绿岩带为坦桑尼亚比较大的绿岩区带之

一[7-8]．该绿岩带金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分布着较多

由剪切带控制的太古宙造山型金矿床，这些金矿床

均赋存于区域内已发现的E．W和NW—SE向剪切构

造带附近，笔者以恩泽加绿岩带上某一研究区为例，

充分发挥地面高精度磁测优势，结合区域地质、航磁

等相关资料，对区内辉长岩引起的地球物理特征和

所反映的隐伏地质构造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

讨，以期为该区域金矿勘查指明目标和方向。

1 地质概况

1．1区域地质特征

研究区位于维多利亚湖东南部8大绿岩带之一

的恩泽加绿岩带内(图1)。区域内主要出露太古宙

多多马群(dodoman group)、尼安萨群(nyanzian

group)、卡维隆多群(kavirondian group)，部分地区

为第四系覆盖。

多多马群：为太古宙花岗岩一绿岩体，岩性主要

为花岗片麻岩和混合岩。

尼安萨群：是绿岩带的主要组成部分，位于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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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坦桑尼亚恩泽加区域地质

马群之上，可分为上、下两个系列，由下至上表现为

镁铁质火山熔岩向长英质火山碎屑岩过渡．中间夹

条带状含铁建造(BIF)。

卡维隆多群：不整合于尼安萨群之上．由杂砾岩

和砂岩组成。

第四系：主要由残坡积物、冲积砂土、红土、黄土

和沼泽型黑土构成，局部较厚。

恩泽加绿岩带内有多组剪切构造带，多呈近

EW和NW—SE向．与区内金矿化关系密切。其中最

重要的是位于绿岩带中部的bulangamirwa剪切带，

长约150km，近EW向展布，向南陡倾。著名的高登

普莱德(golden pride)金矿床即位于该剪切带附近，

故该剪切带也简称为GPSZ。

维多利亚湖地区岩浆岩较为发育，主要分布在

绿岩带南北两侧，局部呈岛弧状侵入绿岩带内部：岩

浆活动主要为中酸性侵入岩的侵入作用．分为同造

山期花岗岩和造山后期花岗岩，在绿岩带内部沿区

域构造带发育基性岩脉，呈线状、串珠状分布。

区域变质变形作用发育，构造活动频繁，岩浆活

动强烈．为金成矿有利地区，且分布有众多金矿床

(点)，具有很好的找矿前景。

1．2研究区地质特征

研究区地势平坦．第四系覆盖严重，露头很少，

出露的主要地层为太古宇尼安萨群，由二云变粒岩、

圈第四系
E习绿岩带

圃铁建造
田花岗质岩石
团辉长岩
E刁已知断层

团推测断层
团推测构造剪切带
r订金矿床

口金矿化点
团铁路
园公路
回省、市
圃研究区

砂岩(局部为砾岩)、变凝灰岩等岩层组成，整体走

向NW—SE向，陡倾斜、近直立；其中，二云变粒岩、砂

岩等(均有不同程度变质．局部可见片麻构造)分布

于研究区西南部，与研究区东部变凝灰岩、条带状含

铁建造岩层呈平行整合接触关系；西南部出露的闪

长玢岩，与区内尼安萨群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2研究区外岩石磁性特征

在野外现场．对研究区外ZK002岩芯和地表岩

石使用SM．30磁化率仪直接进行了岩石磁性测

定伊¨一，将测定的磁化率数据进行了归纳整理，获得

了岩石磁化率常见值和变化范围(表1)。结果表

明，辉长岩的磁化率数值最大．且钻孑L内的辉长岩磁

化率值明显高于地表出露的辉长岩磁化率值，常见

值分别为1 575×10。SI和506×10～SI，其余岩石磁

化率值则较小．均小于lOOx 10～SI．即辉长岩为研

究区内磁性最强的岩石，具中磁性．其他岩石则具无

磁一微磁J生。
ZK002自上而下岩芯岩石磁化率测定曲线(图

2)显示，0～300in井段，岩石磁化率数值较低，其磁化

率曲线比较平稳，仅在个别井段处出现极窄的尖峰异

常，整体上表现了此井段内构造角砾岩、构造蚀变岩

和变凝灰质砂岩等岩石的无磁一微磁性特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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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异常是由构造蚀变带内局部磁黄铁矿化引起。

300ITI以下，岩石磁化率数值较高，磁性较强，磁化率

曲线呈连续宽峰，表明了基性辉长岩的磁性特征。

根据本次测量结果显示：本区内辉长岩具有加

强的磁性，在地面磁场上会引起一定规模、宽度不

大、强度较高的磁异常；其他岩石在磁场上则一般没

有明显异常反映．为平稳磁场。

依据以上分析，研究区内利用高精度磁测圈定

辉长岩脉、推测区内隐伏断裂构造具有良好的地球

物理前提条件，同时为选择找矿靶区、问接寻找金及

铜多金属矿床提供了目标和方向。

3 区域航磁异常特征

3．1区域航磁异常特征

研究区位于坦桑尼亚QDS(quarter degree

sheet)8l幅航磁影像图内(图3)，该幅图的中心区

域由一个强大的磁异常占据，具有陡梯度磁场变化

特征，该磁异常的位置、范围与1：12．5万区域地质

图圈定的条带状铁建造BIF基本相对应，因此推断

其是由条带状铁建造BIF(磁铁石英岩)引起。在该

幅图的南部和西北部．航磁图中显示为低强度、平静

的磁场特征．推断为太古宙花岗岩引起。

由该航磁异常图推断的区域断裂构造主要表现

为EW、NNW—SSE、NW—SE和NE—SW方向，根据区域

金矿床产出特征，EW、NNW—SSE和NW—SE方向断

裂构造可能都是具有找矿意义的。

3．2研究区航磁异常特征

研究区分布在81幅航磁影像图的西部(图3)，

其区内航磁异常与航磁中心区域异常相比较弱，仅

在研究区中南部隐约可见2条NE．SW向和1条

NW—SE向相对较强的线性磁异常带，这些线性异常

带特征可能反映了NE—SW向和NW．SE向线性构

造。

总之，由于航磁测量比例尺较小。年代相对较久

(1976年)，分辨率低，辉长岩磁性相对含铁建造

BIF(蓝色区域)较弱，航磁图中辉长岩脉引起的异

常细节特征表现不很显著，因此投入大比例尺的地

面高精度磁测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4研究区地磁异常特征

磁测方法是圈定岩体和构造的一种重要手段，

能间接地揭示岩浆活动地区主要构造的空间分

布’12。14]：研究区1：1万地面高精度磁测，网度100nix

40 m．磁测数据经日变改正、正常场改正、高度改正

和AT计算后，绘制了研究区AT异常图(图4)，△r

磁异常以北正南负为特征，负磁异常是矿区内的主

体、主导异常，是地下磁性体的客观真实反映，正磁

异常则为其伴生异常．符合南半球、低纬度区磁异常

图3坦桑尼亚QOS 81幅1：12．5万航磁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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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15-17]。

△r异常呈线性串珠状平行展布，整体上如棋盘

状，根据△r异常分布特征，圈定了10条磁异常带，

编号分别为SZl～SZl0，其中北东一南西向磁异常

带7条，北西一南东向磁异常带3条，以SZ5、SZ8异
常规模最大．强度最高。结合区域地质特征、研究区

地质特征和岩石磁性特征，推测AT磁异常带是由

隐伏辉长岩脉所引起，反映了侵入岩脉沿断裂带充

填形成的线性构造特征，其明显受断裂带控制。

由于受辉长岩脉规模、磁性强弱、是否出露地表

等因素的影响，航空磁测中未完全表现出来的辉长

岩异常，在地面高精度磁测中表现为高达±500 nT

左右的强磁异常，产生了明显的高磁异常响应，充分

反映了辉长岩引起的磁异常特征，在表现研究区线

性构造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5 主要构造特征及找矿方向

图4研究区地面磁测AZ异常

地面磁测异常表明，研究区NE—SW向侵人岩脉

及NW．SE向侵入岩脉间接反映了区内发育的NE—

SW向和NW．SE向断裂构造，NW向和NE向构造

在研究区内构成了明显的菱形格网式构造格局．依

据NW向异常不连续性和错动或扭曲特征，推断

NW向构造受NE向构造改造明显，均被NE向断裂

带不同程度的截断或错位，这种交叉、错动关系可能

表明了本区断裂具有NW早、NE晚生成顺序特

征‘1 8I。

推断的NW向和NE向构造与区域地质图中所

反映的NE．SW向断裂构造和NW—SE向剪切带位置

大致吻合，其中NW．SE向SZ2、SZ6剪切构造带在研

究区内分别延续达8 km和5 km(图4)；根据区域地

质调查成果，区域内主要已知金矿点均分布于NW．

sE向区域剪切带附近，此为与金矿化关系最为密切

的构造。SZ6比SZ2剪切构造带处的异常较强．可

能预示了SZ6剪切构造带覆盖较浅，且SZ6剪切构

造带位置异常变形严重，表明此处为构造叠加或交

汇部位，于是首先对SZ6剪切构造带进行地表工程

揭露，在TC02中发现金矿化蚀变带，其最高金品位

达到2．19x10一，最低0．20x10～，矿化蚀变带平均品

位0．59x10一，金矿化蚀变带真厚8．5 m。由此表明

研究区成矿地质条件优越，成矿潜力巨大，下一步将

对SZ6剪切构造带实施深部钻探工程，了解其深部

矿化特征。

6结论

1)研究区数条NW．SE向和NE—SW向呈线性

串珠状展布的磁异常格局特征，反映了辉长岩脉的

侵入特征，显示了该区线性断裂构造格局和构造环

州姒ⅢⅢ㈧印加。圳圳m郴坜前西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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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表明地面磁测异常与断裂构造密切相关。结合区

域构造特征和金矿床(点)分布规律，认为该区域金

矿勘查应以NW—SE向构造为主要找矿方向．以构造

蚀变岩型或剪切带型金矿为主。

2)坦桑尼亚恩泽加地区磁异常特征显示出地

下侵入岩脉辉长岩发育广泛，热液活动强烈，表明该

区域不仅具有寻找金矿床的优越条件，而且还具有

产出金刚石矿床及基础金属铜、镍、铅和锌的可能

性，具有较大的经济潜力，可以注重综合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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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ophysicai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abbro in Nzega area，

Tanzania and its construct meaning

CAO Jie，LI Shui—Ping，LIU Zheng-Hao，SI Jian-Tao，LIANG Yong·An，GAO Fu-Li

(No．2 Institute of Geological＆Mineral Resources Survey ofHenan。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A research area in Nzega region of Tanzania is covering so severe by fourth system that conventional geological prospecting

methods are not available．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tratigraphic or lithologieal boundary of the study area and to construct the produe-

tion environment，it provides guidance function and effective prospecting information for the selected target area，carries out 1：10 000

the ground high·precision magnetic survey。delineate multiple linear magnetic anomaly zone of beaded displays for NW-SE and NE-SW．

Based On the 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gabbro，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magnetic anomaly belt is caused by intrusive gabbro dyke，

thus clarifying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near structure in the study area．Combination of region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gold deposits(points)，that research the shear zone for NW-SE is the most close structure with gold mineralization relationship，to

look for tectonic altered rock type and shear zone type gold deposit；After the surface engineering of the shear tectonic belt(SZ6)for

NW-SE was revealed，gold mineralized alteration zone Was discovered．

Key words：Nzega area；gabbro；geophysical characteristics；Tanz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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