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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ＭＲＡＳ 证据权重模型的河南老湾地区
金矿成矿预测

魏从玲，陈建立，郭鹏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勘查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 河南省老湾地区是桐柏—大别有色贵金属成矿带上重要的金成矿区。 在综合分析该区成矿因素的基础上，
提取构置了地层、韧性剪切域、脆性断束、岩浆岩、与 Ａｕ 有关的蚀变带和 Ａｕ、Ａｓ、Ｓｂ、Ａｇ 水系沉积物单元素异常等 ９
个预测变量，基于 ＭＲＡＳ 软件，采用证据权重模型对该区金矿进行了成矿远景预测工作。 本次采用 ０．１０ ｋｍ×０．１０
ｋｍ 的网格单元进行预测，经过各预测变量的先验概率计算、权重值统计、独立性检验和后验概率的计算等过程，划
分出 Ａ、Ｂ、Ｃ 三个级别的成矿远景区块，根据预测网格分布特点及该区金矿地质特征，圈出了Ⅰ级找矿远景区 ４ 处，
Ⅱ级找矿远景区 ４ 处。 综合分析认为：已知金矿床或矿点多数落入 Ａ 级或 Ｂ 级成矿远景区块，Ｃ 级成矿远景区块

主要是在 Ａ 级或 Ｂ 级成矿远景区块的周边，与成矿区带从中心向边缘渐变的特征相符合；圈出的Ⅰ级找矿远景区

内均已发现金矿床（点），并且后验概率平均值较高，具有较好的金矿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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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ＭＲＡＳ 是一款基于 ＭａｐＧＩＳ 平台开发的，为 ＧＩＳ
矿产资源评价提供数据管理、方法模型与成果表达

的软件，它可以解决地质、物探、化探等信息提取及

多元信息综合等问题［１］，并进行可视化多元地学信

息 ＧＩＳ 评价处理［２］。 ＭＲＡＳ 在矿产资源评价方面运

用非常成熟［３］，国内普遍用来做矿产资源成矿预测

和潜力评价［４ １０］。
河南省桐柏县老湾地区是河南省一处重要的黄

金产地，处于秦岭褶皱系东段，桐柏—大别有色贵金

属成矿带上。 多年来，众多勘查、科研单位先后在此

做了大量工作，对区内金矿床地质特征、金矿物的赋

存状态和成矿物质来源、成岩成矿年代、成矿因素和

控矿条件、构造体系演化等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取

得了诸多成果［１１ ２５］。 目前，老湾地区已发现了 １０
多处金矿床（点），并已提交一处超大型金矿床；对
区内金矿床的地质特征以及控矿因素等也有了较为

全面的认识，构建了区内金矿找矿模型，并基于找矿

模型对区内的找矿前景进行了评价和预测。 本次研

究通过分析老湾地区的控矿因素，收集老湾地区地

质、化探等资料，首次利用 ＭＲＡＳ 软件中的证据权

重模型，采用定量化的方法，对老湾地区的金矿资源

潜力进行远景预测和评价。

１　 区域地质背景

老湾地区金成矿带位于桐柏北部地区，处于北

为松扒断裂、南为老湾断裂、西为泌阳凹陷、东为吴

城盆地，呈 ＮＷＷ 向展布的一条狭长地带中（图 １）。
　 　 区内主要赋矿地层是中元古界龟山岩组，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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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老湾地区金矿带区域地质简图［１５］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ｉ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Ｌａｏｗａｎ Ｇｏｌｄ Ｂｅｌｔ

岩性为二云石英片岩、斜长角闪片岩、斜长角闪岩和

变质石英岩等。 它是一套具有较强构造混杂作用的

带状无序变质地层，呈层状、似层状或透镜状，整体

呈 ＮＷＷ—ＳＥＥ 向平行于区域构造线展布，北侧以

松扒断裂与秦岭岩群呈断层接触，南侧以老湾断裂

与肖家庙岩组呈断层接触。
区内的金矿主要赋存在 ＮＷＷ 向展布的韧性剪

切带中，区内地层经长期的多期次变质、变形等作

用，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构造岩片及混杂岩带，除控制

矿带南北两侧边界的老湾、松扒两个区域性断裂构

造外，带内低序次的剪切、走滑构造也极为发育，岩
层中的片理、劈理、糜棱构造十分发育，加上多期次

的成矿作用，使区内地质构造显得十分复杂。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酸性和基性岩浆岩均较发

育，尤以燕山期岩浆岩最为发育，主要有矿带南部的

老湾花岗岩体和矿带北侧的花岗斑岩脉带，另发育

有石英钠长斑岩脉和少数煌斑岩脉［１７ １９］，其中花岗

斑岩与成矿关系密切。

２　 控矿因素分析

控矿因素和成矿条件研究是矿产预测的重要基

础。 老湾地区金成矿带经历了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

分离、汇聚、俯冲和碰撞的演变过程，形成了以韧性

构造变形为主，脆韧性构造变形叠加，并伴有岩浆侵

入的复杂构造变形带。 成矿作用伴随着构造的演化

发生和发展，形成了具有韧性剪切变质热液和岩浆

热液叠加的复合型矿化类型；矿化受地层、构造、岩

浆岩等多因素控制［１９］。
１） 地层：区内所有的金矿床和金矿点均产于老

湾韧性剪切带所夹持的龟山岩组地层中。 而龟山岩

组地层金平均含量 １１．１７×１０－９，是地壳丰度值的 ３
倍多，龟山岩组既是金矿的主要赋矿围岩，也是成矿

物质的主要来源，具有矿源层特点。
２） 构造：区内构造活动贯穿于整个成矿过程，

是成矿和控矿的重要因素。 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

韧性和脆性断裂构造控制了区内金矿脉的分布和产

出特征。 其中南部的老湾断裂和北侧的松扒断裂规

模大、切割深，具有多期活动特点，是重要的控岩控

矿构造，两条断裂构造的形态和产状控制了区内矿

脉的分布范围、展布方向和形态特征。
区内断裂构造的多期次活动和走滑运动造成赋

矿地层龟山岩组早期发生深层次的韧性剪切变形，
伴随着变质作用促使龟山岩组地层中成矿物质活

化，金成矿物质初步富集；晚期发生浅层次的脆—韧

性剪切变形为含金成矿流体提供了运移通道和容矿

构造空间；主断裂之间的一系列 ＮＷＷ 向次级断裂

为岩脉侵位和热液矿脉的就位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对金矿成矿作用控制效应更为直接和明显，控制了

矿床和矿点的分布范围及产出位置。
３） 岩浆岩：区内多种迹象表明岩浆岩与矿化有

关，是金矿化的重要物质来源和能量来源。 老湾花

岗岩体的延伸方向与区内矿脉的展布方向一致，岩
体和区内的金矿体在空间上有共生（伴生）关系。
老湾金矿带岩体、地层和矿石铅同位素组成和微量

元素的测试分析表明，岩浆岩与矿石的化学组成、同

·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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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素特征有相似性和同源性［１８ ２３］，区内岩浆活动为

该地区金矿化的必要条件。
４） 围岩蚀变：区内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绢云

母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其中由硅化生成的含金

属硫化物石英脉与金矿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往往形

成金矿体。 绢云母化由白云母蚀变而来，代表着热

液改造后的结果，往往与金矿化关系密切。 绿帘石

化常常伴随有硅化以及绢云母化。 碳酸盐化多发生

在成矿晚期，标志着热液成矿作用的结束，亦是找矿

的良好标志。
５） 化探异常：区内矿致异常元素组合复杂，Ａｕ⁃

Ａｓ⁃Ｓｂ⁃Ａｇ 是区内的特征元素组合，以 Ａｕ、Ａｓ、Ｓｂ、Ａｇ
为主的多金属元素组合的化探异常往往是工业矿体

存在的有利地段，有时伴生 Ｃｕ、Ｐｂ、Ｚｎ 组成的综合

异常。

３　 ＭＲＡＳ 证据权重模型

ＭＲＡＳ 软件的空间数据库是以矢量数据结构为

主体形成的，可根据空间数据库对成矿信息进行提

取分析，并对多元空间成矿信息进行资源潜力的综

合评价［２］。
证据权重模型的主要原理是以计算各种地质因

素及找矿标志的权重大小为基础，利用 Ｂａｙｅｓ 先验

概率与后验概率转换的相互关系，定量计算预测单

元成矿后验概率的大小，从而达到快速圈定资源预

测靶区的目的［２６ ２７］。
证据权重模型进行成矿预测有 ５ 个基本步骤：
１） 通过控矿因素和成矿条件的研究，确立地质

因素与矿化的关系，提取构置预测变量。
２） 计算各预测变量的先验概率，研究预测变量

存在时，矿床（点）出现和不出现的条件概率，以及

预测变量不存在时，矿床（点）出现和不出现的条件

概率。
３） 对各预测变量和矿床（点）做空间分析处

理，计算预测变量的权重值 Ｗ＋、Ｗ－和 Ｃ 值，对预测

变量进行优化选择。
４） 对优选出的预测变量进行条件独立性检验，

进一步对预测变量进行优化，剔除相关性过高的预

测变量。
５） 计算各预测单元的后验概率值，生成成矿预

测远景潜力图。

４　 老湾地区金矿成矿预测

４．１　 预测变量的分析与提取

根据老湾金矿带的控矿因素和成矿条件的分析

研究，提取以下控矿因素作为预测变量（图 ２）。
１） 地层：区内的金矿全部分布于龟山岩组地层

中，本次成矿预测将龟山岩组（１ ∶５万）作为地层变

量（图 ２ａ）。
２） 断裂构造：老湾韧性剪切带（１ ∶５万）是本区

主干构造（图 ２ｂ），它控制了区内金矿脉的分布和产

出。 而平行于老湾断裂的 ＮＷＷ 向的脆性断束则具

体控制着矿带内金矿体的空间分布、形态、产状及变

化，是 区 内 金 矿 主 要 的 容 矿 构 造。 脆 性 断 束

（１ ∶５万）对成矿的影响范围是 ０～５０ ｍ［２８］，因此选择

５０ ｍ 作为脆性断束的缓冲半径（图 ２ｃ）。

图 ２　 老湾地区金矿成矿预测变量示意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ａｐ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ｏｗａｎ Ｇｏｌｄ Ｂｅ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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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岩浆岩：区内的岩浆岩（１ ∶５万）是金矿化的重

要物质来源和能量来源，岩浆活动为该地区金矿化的

必要条件。 岩浆岩对成矿的影响范围是 ０～１５０ｍ［２８］，
因此选择 １５０ ｍ 作为岩体的缓冲半径（图 ２ｄ）。

４） 化探异常：Ａｓ 和 Ｓｂ 是金矿的前缘指示元

素，地表有 Ａｕ、Ａｓ 化探异常，往往指示深部有盲矿

存在［２９］。 而 Ａｕ、Ａｓ、Ｓｂ、Ａｇ 是区内的特征元素组

合，本区 １ ∶５万水系沉积物中的 Ａｕ、Ａｓ、Ｓｂ、Ａｇ 元素

组合异常好，并与金矿床套合性好，将 １ ∶５万水系沉

积物中的 Ａｕ、Ａｓ、Ｓｂ、Ａｇ 单元素异常作为本次研究

的预测变量（图 ２ｆ、ｇ、ｈ、ｉ），异常下限分别为 Ａｕ ２．３×
１０－９、Ａｓ ９．５×１０－６、Ｓｂ ０．８×１０－６、Ａｇ ８５×１０－６。

５） 与 Ａｕ 有关的蚀变带：区内的围岩蚀变伴随

整个成矿过程，蚀变带是找矿的良好标志。 因此选

择与 Ａｕ 有关的蚀变带（１ ∶１万）作为金矿预测的变

量（图 ２ｅ）。
４．２　 先验概率的计算统计

预测区面积 １０８ ｋｍ２，地质构造较为复杂；提取

的预测变量以 １ ∶５万为主，１ ∶１万为辅。 本次预测综

合各种因素和数据，提取了 ９ 种预测变量，采用 １ ∶５
万比例尺图幅，经过多次实验，采用 ０．１０ ｋｍ×０．１０
ｋｍ 单元格网度［３０ ３１］，有效单元格共 ３ ６０７ 个。 选择

区内 １３ 处已存在的金矿床（点）为模型单元，综合

确定 ９ 种预测变量和已存在金矿床（点）的位置关

系，统计各预测变量的先验概率。 区内各预测变量

先验概率统计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研究区各预测变量先验概率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ｉ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预测变量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地层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４２ ２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９５７ ７２０
韧性剪切域 ０．８５７ １４２ ０．０２２ ７８０ ０．１４２ ８５７ ０．９７７ ２１９

脆性断束 ５０ ｍ 缓冲区 ０．５７１ ４２８ ０．０１０ ４０８ ０．４２８ ５７１ ０．９８９ ５９１
岩浆岩 １５０ ｍ 缓冲区 ０．５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９３ ７４３ ０．５００ ０００ ０．９０６ ２５６
与 Ａｕ 有关的蚀变带 ０．２８５ ７１４ ０．００９ ３３３ ０．７１４ ２８５ ０．９９０ ６６６

Ａｕ 异常 ０．９２８ ５７１ ０．１４３ ６７０ ０．０７１ ４２８ ０．８５６ ３２９
Ａｓ 异常 ０．７８５ ７１４ ０．２１４ １６０ ０．２１４ ２８５ ０．７８５ ８３９
Ｓｂ 异常 ０．６４２ ８５７ ０．１９７ １０９ ０．３５７ １４２ ０．８０２ ８９０
Ａｇ 异常 ０．７８５ ７１４ ０．２４４ １３７ ０．２１４ ２８５ ０．７５５ ８６２

　 　 注：Ｐ１ 表示金矿床（点）存在时预测变量出现的概率；Ｐ２ 表示金矿床（点）不存在时预测变量出现的概率；Ｐ３ 表示金矿床（点）存在时预测
变量没有出现的概率；Ｐ４ 表示金矿床（点）不存在时预测变量没有出现的概率。

４．３　 各预测变量的权重值

预测变量的权重计算是为后验概率做数据上的

准备，计算公式如下：
Ｃ ＝ Ｗ ＋ － Ｗ －，

Ｗ ＋ ＝ ｌｎ Ｐ（ｄ ／ ｊ）
１ － Ｐ（ｄ ／ ｊ）

Ｐ先验

１ － Ｐ先验
{ } ，

Ｗ － ＝ ｌｎ
Ｐ（ｄ ／ ｊ）

１ － Ｐ（ｄ ／ ｊ）

Ｐ先验

１ － Ｐ先验
{ } 。

其中：

Ｐ（ｄ ／ ｊ） ＝
Ｎ证据层出现含矿单元格数

Ｎ单元格总数

，

Ｐ（ｄ ／ ｊ） ＝
Ｎ证据层不出现含矿单元格数

Ｎ单元格总数

，

Ｐ先验 ＝
Ｎ含矿单元格数

Ｎ单元格总数

。

式中：Ｗ＋表示各预测变量出现时的权重值；Ｗ－表示

各预测变量不存在时的权重值；Ｃ 表示正负权重值

的差值，Ｃ 值越大该预测变量越能很好地指示找矿，

Ｃ 值越小表示该预测变量对找矿不能有很好的指

示。 Ｃ＞０ 表明该预测变量对成矿有利，Ｃ＜０ 表明该

预测变量对成矿不利，Ｃ＝ ０ 表明该预测变量对找矿

缺乏指示意义。 证据权重值统计结果见表 ２。
４．４　 预测变量独立性检验

证据权重模型进行成矿预测要求参与预测的各

变量都是条件独立或弱独立的，如果两个或几个预

测变量具有相关性，会导致后验概率失真，因此需对

参与预测的变量进行独立性检验。
本次对各预测变量做显著水平为 ０．０５ 下的条

件独立性检验，结果显示：参与预测的 ９ 个预测变量

均相互独立，全部可以参与后验概率计算。 预测变

量的独立性检验结果见表 ３。
４．５　 后验概率的计算及预测成果的表达

在完成前述工作的基础上，利用 ＭＲＡＳ 软件计

算出每个网格单元成矿的后验概率。 预测单元的后

验几率 Ｑ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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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期 魏从玲等：基于 ＭＲＡＳ 证据权重模型的河南老湾地区金矿成矿预测

表 ２　 研究区各预测变量证据权重值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预测变量 Ｗ＋ Ｗ－ Ｃ Ｗ＋方差 Ｗ－方差 Ｃ 值排序

地层 ３．１６３ ４４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６３ ４４３ ０．０７１ ７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２ ５
韧性剪切域 ３．６２７ ７０８ －１．９２２ ８６６ ５．５５０ ５７４ ０．０８３ ８４０ ０．５００ ０１１ １

脆性断束 ５０ ｍ 缓冲区 ４．００５ ５４１ －０．８３６ ８３５ ４．８４２ ３７６ ０．１２６ １０９ ０．１６６ ６７８ ２
岩浆岩 １５０ ｍ 缓冲区 １．６７４ ０４５ －０．５９４ ７１４ ２．２６８ ７５９ ０．１４２ ９８０ ０．１４２ ８６９ ７
与 Ａｕ 有关的蚀变带 ３．４２１ ３３７ －０．３２７ ０９４ ３．７４８ ４３１ ０．２５１ ２３７ ０．１００ ０１１ ４

Ａｕ 异常 １．８６６ １２３ －２．４８３ ９５７ ４．３５０ ０８０ ０．０７７ ００３ １．０００ ０１３ ３
Ａｓ 异常 １．２９９ ８６８ －１．２９９ ４４２ ２．５９９ ３１０ ０．０９０ ９６３ ０．３３３ ３４８ ６
Ｓｂ 异常 １．１８２ １６１ －０．８１０ ０８２ １．９９２ ２４３ ０．１１１ １６９ ０．２００ ０１４ ９
Ａｇ 异常 １．１６８ ８６１ －１．２６０ ５４９ ２．４２９ ４１０ ０．０９０ ９５６ ０．３３３ ３４８ ８

表 ３　 研究区各预测变量独立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预测变量 地层
韧性剪
切域

脆性断束
５０ ｍ 缓冲区

岩浆岩 １５０ ｍ
缓冲区

与 Ａｕ 有关
的蚀变带

Ａｕ 异常 Ａｓ 异常 Ｓｂ 异常 Ａｇ 异常

地层 —
韧性剪切域 －４０．２５ 独立 —

脆性断束 ５０ ｍ 缓冲区 －３４．５５ 独立 －３０．２０ 独立 —
岩浆岩 １５０ ｍ 缓冲区 －１５．５８ 独立 －２０．９４ 独立 －１２．８１ 独立 —
与 Ａｕ 有关的蚀变带 －３７．２３ 独立 －３７．３０ 独立 －３２．３８ 独立 －１２．５２ 独立 —

Ａｕ 异常 －３７．１１ 独立 －４３．７３ 独立 －５６．１２ 独立 －４０．９８ 独立 －１８．５９ 独立 —
Ａｓ 异常 －３６．８２ 独立 －３５．２５ 独立 －２９．４９ 独立 －３７．９１ 独立 －２７．７２ 独立 －９．１６ 独立 —
Ｓｂ 异常 －４３．７７ 独立 －５３．５４ 独立 －４９．７４ 独立 －３４．０５ 独立 －２９．３３ 独立 －１８．８２ 独立 －１９．８０ 独立 —
Ａｇ 异常 －３８．８２ 独立 －３５．３４ 独立 －２１．０８ 独立 －１６．０２ 独立 －１４．７２ 独立 －１９．５４ 独立 －１０．７５ 独立 －１５．３０ 独立 —

ｌｎ（Ｑ） ＝ ｌｎ
Ｎ含矿单元格数

Ｎ单元格总数 － Ｎ含矿单元格数

＋ 
ｎ

ｊ ＝ １
Ｗｋ

ｊ ，

（ ｊ ＝ １，２，３，…，ｎ）
其中：Ｗｋ

ｊ 为第 ｊ 个预测变量的权重，Ｗｋ
ｊ ＝ （Ｗ＋

ｊ 、Ｗ
－
ｊ 或

０）。
后验概率：Ｐ＝Ｑ ／ （１＋Ｑ）。
本次预测计算出的后验概率最大值为０．９９９ ９９７，

最小值为 ０。 根据后验概率累积频率（图 ３），区内的

后验概率可分为 ５ 个区间，但是后验概率处于０．４５７～
０．５７３之间的网格单元数量较少（图 ４），且较为分散；
经过对比，把该部分网格单元并入后验概率为０．５７３～
０．８７１的预测网格单元，更有利于圈出合理的成矿远

景区，因此，选择处于０．１８５ ～ ０．４５７、０．４５７ ～ ０．８７１和＞
０．８７１的 ３ 个后验概率值较大区间的预测网格单元作

为预测区块。 其中网格后验概率 Ｐ＞０．８７１的为 Ａ 级

成矿远景区块，０．４５７＜Ｐ＜０．８７１的为 Ｂ 级成矿远景区

块，０．１８５＜Ｐ＜０．４５７ 的为 Ｃ 级在矿远景区块。 图 ５ 为

用色块图表示的预测成果。
从老湾金矿带成矿预测后验概率色块（图 ５）可

以看出，已知金矿床或矿点多数落入 Ａ 级或 Ｂ 级成

矿远景区块，Ｃ 级成矿远景区块主要是在 Ａ 级或 Ｂ
级成矿远景区块的周边，这与成矿区带从中心向边

缘渐变的特征相吻合。

图 ３　 后验概率累积频率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图 ４　 预测单元后验概率分布

Ｆｉｇ．４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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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老湾地区金矿成矿预测

Ｆｉｇ．５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ｍａｐ ｏｆ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Ｌａｏｗａｎ ａｒｅａ

４．６　 找矿远景区的圈定

根据预测网格分布区块特点及老湾地区金矿地

质特征，本次预测圈出了 ８ 个找矿远景区（见表 ４）。
根据成矿远景区块后验概率平均值把找矿远景区划

分成Ⅰ级找矿远景区 ４ 处，Ⅱ级找矿远景区 ４ 处。
由图 ５ 和表 ４ 可知，Ⅰ级找矿远景区内后验概

率平均值较高，成矿地质条件较好，且Ⅰ级找矿远景

区内均已发现金矿床（点），具有较好的金矿找矿潜

力，可优先安排勘查工作；Ⅱ级找矿远景区内后验概

率平均值略低，成矿地质条件一般，且已发现金矿床

点较少，或者无已发现现金矿床点，说明有一定找矿

潜力，但是尚需更多的工作验证。

表 ４　 老湾地区金矿找矿远景区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ｇｏｌｄ ｉｎ Ｌａｏｗａｎ ａｒｅａ

编号 后验概率最大值 后验概率平均值 面积 ／ ｋｍ２ 已发现矿床点数

Ⅰ１ ０．９９９９９７ ０．８６００２３ ７．１７ ４
Ⅰ２ ０．９９９９９７ ０．８５２０９８ ２．７９ ２
Ⅰ３ ０．９９９９９７ ０．８７６２８６ ３．４７ ２
Ⅰ４ ０．９９９８６８ ０．８７４１９０ １．４７ １
Ⅱ１ ０．９９６１９８ ０．７７３１０５ ０．８０ １
Ⅱ２ ０．９９９９７ ０．６２４６５３ ０．９６ ２
Ⅱ３ ０．９９９９６５ ０．７８１３１１ １．２４ ０
Ⅱ４ ０．９９７２６８ ０．５９８７２７ １．２２ １

５　 结论

１） 研究分析了老湾地区金矿的控矿因素和成

矿条件，确定了该区金矿化受地层、构造、岩浆岩、围
岩蚀变和地球化学异常等多因素控制。

２） 提取构置了 ９ 个预测变量，分别为地层、韧
性剪切域、脆性断束 ５０ ｍ 缓冲区、岩浆岩 １５０ ｍ 缓

冲区、与 Ａｕ 有关的蚀变带以及 Ａｕ、Ａｓ、Ｓｂ、Ａｇ １ ∶５万
水系沉积物单元素异常；基于证据权重模型，采用

ＭＲＡＳ 软件对老湾地区金矿进行了成矿预测，划分

出 Ａ、Ｂ、Ｃ 三级成矿远景区块，圈出Ⅰ级找矿远景区

４ 处，Ⅱ级找矿远景区 ４ 处。
３） 结合老湾地区金矿地质特征，综合分析后认

为，圈出的找矿远景区中Ⅰ级找矿远景区具有较好

的金矿找矿潜力，特别是彭家老庄至北杨庄的Ⅰ１

找矿远景区，后验概率平均值高，成矿地质条件好，
面积大，已发现矿床点数多，是老湾地区今后金矿勘

查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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