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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罗村钼矿成矿地质背景和矿床特征

张自森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五地质大队，河南郑州450016)

摘要：栾川县罗村钼矿为豫西东秦岭钼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华北地台一华熊台缘坳陷一卢氏

至栾川陷褶束内。区内太华群变质岩和熊耳群火山岩广泛发育，构造活动强烈，岩浆活动频繁，成矿

地质条件有利。通过对矿区地质及矿床地质特征的分析，认为罗村斑岩体由中心细粒花岗斑岩、中环

带角砾岩和外环带花岗闪长岩组成，罗村钼矿主要位于中环带角砾岩中。通过综合分析，认为罗村铝

矿床形成于燕山中一晚期，陆内造山俯冲作用导致下地壳熔融与地幔楔分熔，形成富钼熔浆。其沿黑

沟一栾川断裂带多次上侵，在罗村附近形成斑岩体。晚期岩浆期后热液对中环带角砾岩进行充填和交

代，形成斑(角砾)岩型罗村钼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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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罗村钼矿为豫西东秦岭钼成矿带的组成

部分，区域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地台华熊台缘坳

陷卢氏一栾川陷褶束内(河南省地质矿产局，

1989)。

该区构造活动强烈，岩浆活动频繁，成矿地质

条件十分有利(罗铭玖等，2000；胡受奚等，

1988)，有色及贵金属矿产丰富(罗铭玖等，1991；

王志光等，1997)(图1)。

2001～2007年，我队在该矿区从事地质找矿

工作，发现了罗村斑岩型钼矿床。经过多年勘查，

取得了较好的找矿效果。作者通过对该矿床成矿地

质特征及赋矿规律进行研究，对该矿床的成因进行

了初步探讨。

1 矿区地质

矿区位于黑沟一栾川断裂带与马超营断裂带之

间(刘红樱等，1998)，合峪岩体与龙王幢岩体接

触带附近，卢氏一栾川多金属成矿带的东部。出露

地层主要为太古宇太华群混合岩类，区内构造岩浆

活动强烈，北西西向含矿构造蚀变岩带发育，成矿

地质条件优越。

1．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为太古宇太华群变质岩及第四系

残坡积物和冲积物(图2)。

1．1．1 太古宇太华群(Arth)

太华群为区内主要地层单元，大面积出露于矿

区中部及北部。岩性为混合岩，其基体由黑云母斜

长角闪片岩、绿泥石黑云母安山(玢)岩等浅一

中等变质程度岩石组成，岩石片理较发育。原岩为

中基性火山岩夹酸性火山岩和少量泥沙质沉积建

造，后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混合岩化变质而成。

1．1．2 新生界第四系(Q)

主要沿河流、沟谷分布，为现代河床、河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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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东秦岭钼矿带地质略图

(据卢欣祥等，2002)

Fig．1 Geological sketch of Mo belt in East Qinlin(Modified a{ter Lu et a1．．2002)

1．第四系；2．古近～新近系；3．白垩系；4．侏罗系一三叠系I 5．泥盆系；6．寒武系；7．古生界；8．元古字；9．太古字}

10．花岗岩；11．闪长岩；12．火山岩；13．断层；14．钼矿床及编号；15．罗村钼矿位置

滩、沟谷冲积砂砾石层和黄土层。

1．2构造

矿区处于黑沟一栾川断裂带与马超营断裂带之

间，牛心垛穹状背斜北翼近轴部，合峪岩体与龙王

幢岩体接触带附近。

区内次级断裂构造发育，以北西一北西西向为

主(图2)，沿龙王幢岩体与太华群内外接触带发

育，多为含铜片理化带或糜棱岩带(C u201、M

302等)，相互近平行排列。单条宽0．70～5．00

1TI，长100～2 500 m，一般长500 in以上；倾向北

东。部分北西向断裂有变辉长岩脉(v)贯入，具

压扭特征a)。

矿区内除北西一北西西向断裂发育外，近南北

向断裂也较发育，为更次一级控矿构造。规模较

小，多具分枝，呈锯齿状或“Z”字型，张扭特征

比较明显，多被燕山晚期花岗斑岩(77r2)贯入。

1．3岩浆岩

矿区岩浆岩分布广泛，岩浆活动频繁，时间上

具有多期性。主要有加里东期龙王幢岩体(亭胡)、

①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五地质大队

②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五地质大队

变辉长岩墙(v)和燕山期罗村斑岩体(77c；q)②。

1．3．1 加里东期龙王幢岩体(嘲)

岩体分布于矿区南部，东西长约15 km，南北

宽约10 km，椭圆形，面积约130 km2。侵入于太

华群中，东部被合峪岩体吞噬。岩性为粗粒富铁钠

闪花岗岩，以岩基形式产出，为深成相重熔型碱性

花岗岩。

1．3．2 加里东期变辉长岩(v)

展布矿区中西部，矿区内断续出露，长约4

km，宽10～100 m，形成时代稍晚于加里东期龙

王幢岩体。呈岩墙形式沿北西西一北西向断裂侵

入，倾向时南时北，倾角较陡。

1．3．3燕山期罗村斑岩体(豫：．3)

分布于矿区中部罗村一带，呈北西西向椭圆型

展布，东西长约l 400 ITI，南北宽约800 121，面积

约0．81 km2。为呈岩株形式产出的浅成相酸性斑

岩体。北西部总体呈东端倾伏西端仰起，整体向南

侧伏，倾角35。～50。。南东部则向北北西倾伏，倾

河南省栾川县对角沟矿区铜矿详查报告，2007。

河南省栾川县福家村矿区铅矿详查报告，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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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稍缓。岩体由外环带、中环带、中心三部分组

成，不同地段岩性略有差异o。

外环带由闪长岩或花岗闪长岩组成，在罗村斑

岩体与太华群接触处，由闪长岩和花岗岩长岩组

成；与龙王幢花岗岩体接触处，仅为花岗岩闪长

岩。内环带靠近中环带处裂隙较发育，越近中带裂

隙越多。

中环带以侵入角砾岩为主，呈灰一浅肉红色，

角砾含量为0～90％，一般约30％；成分有混合

岩、花岗闪长岩、闪长岩、细粒花岗斑岩等。角砾

大小不等，一般lo～30 cm；形态有棱角状、半棱

角状、半浑圆状、浑圆状，与胶结物之间界线有的

清楚，有的较模糊。胶结物除花岗质外，还有黄铁

矿、暗色矿物(绿泥石、绢云母)、石英、方解石、

萤石、镜铁矿、蛋白石胶结等。通常情况下．胶结

物自上而下依次为花岗质(图2)、黄铁矿(图3)、

暗色矿物(绿泥石、绢云母) (图4)、石英(图

5)、方解石、萤石、蛋白石等；角砾位移由角砾岩

中心向两侧从明显位移角砾岩、向无位移角砾岩、

网脉无确切边界角砾岩过渡，自上而下从明显位移

角砾岩、向无位移角砾岩、网脉无确切边界角砾岩

过渡；角砾形态自上而下由浑圆状向半浑圆状、半

棱角状、棱角状过渡；角砾成分至上而下由围岩角

砾向岩体自身角砾过渡。蚀变以钾化、硅化、绢云

图2花岗质胶结混合岩角砾照片

Fig．2 The picture of granities cementing

migmatites breeeias

图3黄铁矿胶结细粒花岗斑岩角砾照片

Fig．3 The picture of pyrite cementing fine—grained

granite porphyry breccias

图4暗色矿物(绿泥石、绢云母)

胶结细粒花岗斑岩角砾照片

Fig．4 The picture of dark minerals(Chlorite．Sericite

cementing fine grained granite porphyry hreccias

图5石英腔结细粒花岗斑岩角砾照片

Fig．5 The picture of quartz cementing fine—grained

granite porphyry breecias

母化、黄铁矿化为主，次有钠长石化、绿泥石化、

绿帘石化、黑云母化、白云母化等。表明该岩体为

黏性较大，含挥发分较多的岩浆，在近地表多次快

速上侵，以潜爆的形式形成。岩体定位浅、自碎、

冲碎、震碎及蚀变作用发育，矿化作用强烈，从而

在有利部位形成钼矿体。

中心部分为细粒花岗斑岩，浅灰一浅肉红色，

中一细粒花岗结构，斑状一似斑状结构，块状构造。

主要矿物为钾长石、石英和斜长石，次要矿物为云

①栾川正龙矿业有限公司．河南省栾川县新南矿区钼矿详查报告·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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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角闪石等；微量矿物为角闪石、锆石、磷灰

石、绿帘石等。斑晶为钾长石，约占岩石总量的

12％～26％，呈板状，粒度0．5～3ram，具卡斯巴

双晶，属条纹长石；基质为钾长石、斜长石、石英

微晶或它形晶，另有少量白云母、黑云母，约占岩

石总量的12％～26％。其岩石化学成分：SiO。含

量为67．38％，具高硅高酸特性；碱值(K。O+

Na：O)9．26％，K20／Na20为1．27，显示富碱高

钾；CaO含量为1．82％，M90含量为0．94％，贫

钙镁。成矿母岩具三高一低特征，即高酸、高钾、

高碱、低钙镁的特征，符合正常的太平洋型钙碱性

系列的超浅成侵入岩特征(郭建卫等，2007；赖素

星等，2008)。

2矿床地质特征

2．1 矿床赋存的地质条件

矿床位于黑沟一栾川断裂带与马超营断裂带之

间，龙王幢岩体与太华群变质岩接触带附近。矿体

赋存于燕山期罗村斑岩体中环带角砾岩中(图6)。

2．2矿体地质特征

矿体主要沿罗村斑岩体中环带角砾岩分布，其

分枝小矿体亦插入中心部分细粒花岗斑岩与外环带

花岗闪长岩中。钼矿体空间上位于横勘探线7—20

线及纵勘探线1—3线间，均为隐伏矿体，埋深24～

415 m。根据矿体赋存空间及含矿性，至上而下分

为i1个矿体。其中，工业矿体有MI、M7、M8、

团·
园。

0 250 500 750 1000 m

I。．．．．．．．．．．．．．．．．．．j1．．．．．．．．．．．．．．．．．．．I．．．．．．．．．．．．．．．．．．．．1．．．．．．．．．．一

圆。圈a圈s固e
园，·医12圈13囫-a

图6栾川罗村钼矿地质略图

Fig．6 Geological sketch of Luocun molybdenum deposit in Luanchuan county

1．第四系(Q)；2．太古字太华群(Arth)；3．加里东期晚期粗粒碱长花岗岩(制)；4．燕山中晚期细粒花岗斑岩

(傩_3)；5．燕山中晚期角砾岩(M81j)；6．燕山中晚期闪长岩(硝。)；7．燕山中晚期花岗闪长岩(y醴一3)；8．正长斑

(钉)岩；9．燕山晚期细粒花岗斑岩脉(埔)；10．变辉长岩脉(v)；11．含钼矿化角砾岩带(Mo)；12．铜矿脉(Cul02)；

13．含铜糜棱岩带(M301)；14．地质界线；15．断层

目囫目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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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9等四个，其余为低品位矿体。各矿体大致呈叠

瓦状排列，单个矿体在横剖面上呈似层状缓倾斜并

向四周分枝尖灭，总体呈“非”字形。单层矿体厚

度2～136 m，累计厚度几十米至200多米。矿化

集中．厚度大。以工业矿体为主，低品位矿体在边

部或呈支脉及薄矿体出现。矿化与岩性关系不密

切，在花岗质角砾岩与闪长质角砾岩中均见较好的

矿化。总体上矿体形态、厚度、品位在横剖面上变

化较大，在纵剖面上相对连续(图7、图8、图

0)。

口，目z圆：，田一圈s圈。圈·
园s园。园-。圈·z困m囫。囫“

图7罗村钼矿床地质图

Fig．7 Geological map of Luocun

molybdenum deposit

1第四系(Q)；2．太古宇太华群(Arth)；3加里求

期晚期粗粒碱长花岗岩(f一)；4．燕山中晚期细粒花岗

斑岩(M}_3)；5燕山中晚期角砾岩(M!q】)；6燕

山cp晚期闲长岩(矾1)l 7燕山巾晚期花岗闪长岩

(坩l叫)；8变辉长岩脉(u)；9含钼矿化角砾岩带

(Mo)；10铜矿脉(Cul02)l 11勘探线；12钻孔：

1 3地质界线；1 4断层

2．3矿石特征

矿石类型为斑角砾岩型，矿石矿物主要有黄铁

矿、辉钼矿，次要有黄铜矿、方铅矿，偶见闪锌

矿、磁铁矿；脉石矿物有钾长石、石英、黑云母，

方解石、蛋白石等。

矿石结构：鳞片状结构、包含结构、交代结

构、骸晶结构、残余结构等。

400

200

图8罗村钼矿横00线剖面图

Fig．8 Cross section of exploration for

Luocun molybdenum deposit

工业矿体；2低品位矿体；3钻孔厦编号}4钼矿体编号

矿石构造：细脉状构造、细脉一浸染状构造、

浸染状构造等。

图9罗村钼矿纵Ⅱ线剖面图

Fig．9 11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exploration for

Luocun molybdenum deposit

I工业矿体；2低品位矿体。3．铺孔及编号一

d．钔矿体编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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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辉钼矿的赋存状态

矿床中辉钼矿以六方晶系矿物为主，多呈鳞片

状集合体，少量为不规则状。铅灰色，强金属光

泽，条痕为微绿的灰黑色。辉钼矿的嵌布状态以粒

间钼为主，少量为包裹钼。其中，粒问钼含量占总

量的75．31％。其最小粒度为0．009 mm，最大粒

度为0．65×0．85 mm，通常粒度在0．074～

0．01 mm。

2．5围岩蚀变与矿化

钼矿体主要赋存于罗村斑岩体中环带角砾岩

中，围岩主要为燕山期细粒花岗斑岩及花岗闪长岩

或闪长岩等。

围岩蚀变类型主要有钾化、硅化、绢云母化、

镜铁矿化、黑云母化、绿泥(帘)石化、高岭土

化、泥化、碳酸盐化等。罗村斑岩体中环带(钼矿

体)蚀变以钾化、硅化、绢云母化为主，外环带蚀

变以黑云母化、绿泥(帘)石化、镜铁矿化、高岭

土化、泥化为主，内环带蚀变以绢云母化、硅化、

绿泥(帘)石化、碳酸盐化为主。其中，钾化、硅

化与钼矿化关系最为密切(赵伟等，2010)。

3矿床成因

通过对矿区地质背景、矿床特征及矿化蚀变规

律的分析，认为罗村钼矿为中高温岩浆热液充填交

代形成的斑(角砾)岩型钼矿床。

3．1成矿物质来源

罗村钼矿在其外围的糜棱岩带中普遍见到中温

矿物黄铜矿，从罗村钼矿向外在地表形成从高温到

中温的分带系列。罗村钼矿为一明显的高温中心，

向外在其周围的糜棱岩带中形成中温含铜矿化，说

明他们为统一的成矿物质来源和成矿机理。

虽然罗村斑岩体中心部分含有一定的浸染状钼

矿化，外环带花岗闪长岩靠近中带的地方有一定的

矿化，但总体矿化较差，其钼矿化主要集中于罗村

斑岩体中带角砾岩裂隙中。因此，成矿物质主要来

源于罗村钼矿体晚期的含钼岩浆热液。同时罗村钼

矿体为浅成小斑岩株，其形成于下地壳与上地幔，

必然从基底太华群中萃取一部的成矿物质。区内太

华群Mo平均含量为0．90×i0～，地壳丰度(黎

彤，1976)为1．30×10～，太华群Mo含量明显

低于地壳丰度①，其原因是变质期后太华群中的

Mo向下迁移并在太华群深部形成衍生矿源层(徐

孟罗等，1995)。因此，太华群基底应为罗村钼矿

矿源层。

3．2成岩成矿时代

燕山中一晚期由于强大的南北向挤压，秦岭造

山带陆内造山，沿黑沟一栾川断裂和马超营裂带产

生了向北的陆内俯冲作用(A型俯冲) (徐兆文

等，2000；李诺等，2007)。下地壳向地幔俯冲、

折沉，在地幔高温环境下，向下俯冲的地壳发生脱

水与熔融，并使上覆地幔楔发生分熔，经多阶段演

化成为含钼熔浆(李永峰等，2004)。含钼熔浆沿

黑沟一栾川断裂带多次上侵，在太古宇太华群与加

里东期龙王幢岩体接触部位形成罗村斑岩体。在岩

体形成的后期，含钼岩浆热液沿孔隙度较大的罗村

斑岩体中环带角砾岩进行充填交代，最终形成罗村

斑(角砾)岩型钼矿床。

3．3成矿阶段

根据罗村钼矿体的分布及矿化蚀变情况，矿化

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早期矿化阶段，随斑岩

体的形成同时形成的钼矿化，这个阶段的矿化较

差，以微细浸染状存在；第二个阶段为主矿化阶

段，岩浆期后含矿热液对罗村斑岩体中环带角砾岩

进行充填交代，在角砾岩空隙中充填形成细脉状网

脉状钼矿化，局部对角砾本身进行交代形成浸染状

钼矿化；第三阶段为黄铁矿、碳酸盐期，以形成大

斑晶黄铁矿或碳酸盐胶结为主，含极少量的钼矿

化。黄铁矿流失常形成晶洞构造。

3．4成矿温度

罗村斑岩体岩石化学成分具高硅高碱高钾贫钙

镁的特征，岩体中二氧化硅及钾长石含量较高；罗

村钼矿金属矿物以细脉状、浸染状辉钼矿主，含一

定的方铅矿；与矿化有关的蚀变则以钾化和硅化为

主，因此成矿作用应为中高温热液成矿。

3．5矿床成因浅析

印支晚期，扬子克拉通与华北克拉通碰撞对

接，秦岭古大洋闭合，陆内造山作用开始。沿着古

① 河南有色地质勘查局第五队．河南省栾川县南部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工作报告。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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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冲带或深大断裂带产生了一系列的大陆内部俯冲

作用(A型俯冲)，使上部地壳发育了一系列逆

冲、逆掩和叠瓦状断裂体系。

燕山中一晚期，伴随着造山作用的继续，秦岭

造山带进一步缩短，沿黑沟一栾川断裂与马超营断

裂继续向北作A型俯冲，中一下地壳向地幔俯冲、

折沉。在地幔高温环境下，向下俯冲的地壳发生脱

水与熔融，并使上覆地幔楔发生分熔，这种壳幔型

深熔岩浆房经多阶段演化成为含钼熔浆。含钼熔浆

沿黑沟一栾川断裂带多次上侵，在构造相对薄弱的

龙王幢岩体与太华群接触带附近定位，形成罗村富

钼斑岩体。

在罗村斑岩体与太华群及龙王幢岩体的接触带

上，由于岩浆的上拱作用，围岩普遍受力发生破

裂，在角砾岩中形成大量的容矿裂隙。在岩浆结晶

晚期形成富钼的岩浆热液，对接触带中的角砾岩进

行充填和交代。在裂隙中充填形成细脉状、网脉状

钼矿石；矿化强的地方对角砾进行交代，形成浸染

状钼矿石。同时使围岩产生钾化和硅化蚀变。

4 找矿方向

综合分析，认为罗村斑岩体为一分带清晰的环

状斑岩体，罗村钼矿主要产于其中环带角砾岩中。

现已探明的钼矿床主要在中环带的北部(所谓“北

带”)，其南部、东部及西部仍有找矿的空间。犹其

是西部，围岩与已探明的北部同为太华群变质岩，

成矿环境一致，应有相应的钼矿体存在。

另外从罗村钼矿的纵横剖面也可以看出，钼矿

体大致平行，呈缓倾层状。现已探明的北带，其深

部仍有可能找到与之平行钼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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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uocun

Molybdenum Deposit in Luanchuan County，Henan Province

ZHANG Zi—sen

(No．5 Geological Brigade of Henan Nonferrous Metals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Bureau，Zhengzhou 450016，China)

Abstract：Luocun molybdenum deposit of Luanchuan coun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astern Qinling

molybdenum metallogenic belt in western Henan，it is located on the Lushi—Luanchuan depression folds

bundle，that is a part of the Huaxiong margin depression in the North China Platform．The volcanic rocks

of the Xiong’er Group and the metamorphic rocks of Taihua Group in the research area distribute

extensively．For the intense tectonic movements and frequent magmatic activities，it is considered to be a

favorable metallogenic area．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ology in mining area and

deposit,we know the Luocun granite—porphyry bodies are composed of fine granite—porphyry centre，

breccia middle zones and Granodiorite rock outer zones，and the Luocun molybdenum deposit OCcur in

breccia middle zones．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Luocun molybdenum deposit was formed during Later

Yanshanian to middle Yanshanian．The intracontinental orogenesis and subduction result in the fusion of

lower crust and the liquation of mantle wedge form the molybdenum rich magma．Its uptrusion into

Heigou—Luanchuan fault zones are more than once，and formed granite—porphyry body near the Luocun．

postmagmatic hydrothermal solution filling—metasomatism in breccia middle zones in the later period．and

form the porphyry type(breccia type)Luocun molybdenum deposits．

Key words：Luocun molybdenum deposit；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gene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