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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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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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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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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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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安徽省公益性地质调查(安徽省池州许桥
g

低岭地区银铅锌多金属矿调查评价*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吴宁#

"N;!

年生#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查工作+

!!

摘要!安徽池州乌谷墩银钼多金属矿床位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贵池矿集区#属斑岩型
g

矽卡岩型
g

热液型矿

床+文章研究了乌谷墩银钼多金属矿床的地质特征和成矿条件#分析该矿床的找矿潜力#按照成矿缺位理论#预测

了不同类型矿体的找矿方向+乌谷墩银钼多金属矿区具有寻找中)大型多金属矿床的前景#(成矿系统分析
b

立

体填图
b

钻探验证*的深部找矿思路和工作方法对该矿区及周边地区寻找盲矿体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银钼多金属矿-成矿地质条件-找矿潜力-乌谷墩-安徽池州

中图分类号!

D;"#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N;B"=<"

&

#$#$

'

$"B$!CB$N

!!

安徽池州乌谷墩银钼多金属矿床位于长江中

下游铜,铁,金成矿带#贵池)青阳多金属矿化区小

官冲)云山背斜南西倾伏端核部#青阳,花园巩,茅

坦岩体夹持的带状区$

"

%

#分为钼矿段和银多金属矿

段+钼矿段已施工巷道
#<$$W

#钻孔
<<$!W

#发

现了矽卡岩型钼矿和斑岩型钼矿-银多金属矿段与

许桥银矿相邻#位于小官冲)云山背斜次一级背斜

北西翼+前人仅对许桥热液型银多金属矿床进行

了相关研究$

#BC

%

#但是对矽卡岩型和斑岩型矿床还缺

乏深入研究+

目前#乌谷墩银钼多金属矿床银矿规模达中

型#钼矿及与银矿共&伴'生的铅锌矿规模均为小

型+受工作程度所限#矿体大多数未全部控制+综

合研究乌谷墩银钼多金属矿床的成矿条件和控矿

因素#总结矿床矿化富集规律#建立找矿模型是目

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成矿缺位理论指导下#在该

矿床成矿有利部位部署合理的勘查手段及方法#对

该区深部及外围实现找矿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

!

成矿地质背景

区域上#该区主要出露早寒武世黄柏岭组)早

志留世高家边组和第四系#其中寒武系)奥陶系主

要为海相碳酸盐岩沉积#志留系主要为海相陆源碎

屑岩沉积+

贵池背向斜带由一系列
-&

向印支期褶皱组

成#轴面一般倾向
-Y

#为线状褶皱-枢纽起伏#一般

向
-&

向倾伏+区域
-&

向,

-Y

向,

--Y

向断裂

在燕山期发生了较强烈的构造
g

岩浆活动+该区

分布乌谷墩花岗闪长斑岩,许桥石英闪长岩,花园

巩石英二长岩,柯家山正长花岗岩,曹家冲石英二

长岩,方家冲花岗岩和大朴山石英正长岩#主要呈

-&

向延伸#属钙碱性系列#与内生金属矿产关系密

切+由西向东#该区分布六峰山铜矿,童溪)金鸡

山金矿,许桥银多金属矿,灰山)双河磁铁矿,云山

金矿,铜矿里钼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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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特征

#5"5"

!

地层

乌谷墩银钼多金属矿区出露的地层如表
"

所示+

#5"5#

!

构造

小官冲)云山背斜核部为早奥陶世大理岩#翼

部依次为中晚奥陶世大理岩和晚志留世高家边组

砂页岩#背斜轴向为
-&

向)

(Y

向+受岩浆侵入

影响#小官冲)云山背斜局部扭曲#形成次一级分

水岭背斜,人形山向斜和乌谷墩背斜+乌谷墩背斜

轴向为
-Y

向#在乌谷墩附近倾伏#奥陶系出露宽

度较大#裂隙发育#推测深部存在局部隆起+

表
!

!

乌谷墩银钼多金属矿床地层简表$

"

'

H

%

&'()*!

!

&0*432'3,

.

2'

7

0

D

-530*Y<

.

<=<8B

.

GS-

7

-)

D

1*3')),/=*

7

-4,3

$

"

#

H

%

地质时代

纪 世
岩石地层 代号 厚度"

W

岩性 化石

第四纪
h $

!

"$

冲积层#残,坡积层

志留纪 早 高家边组
(

"'

"%C;

页岩,粉砂岩,砂岩,含碳页岩 笔石

奥陶纪

晚
五峰组

/

%

O

!5!N

含碳硅质岩夹薄层沉凝灰岩 三叶虫,笔石

汤头组
/

%

*

!C5;C

中
B

厚层大理岩#顶部为瘤状大理岩 头足类,牙形石

宝塔组
/

#

P

#%5<$

瘤状,条带状大理岩 头足类,牙形石

中 汤山组

/

#

*

!

;=5%C

中
B

厚层大理岩夹条带状大理岩 牙形石,头足类

/

#

*

%

%%5$=

厚层大理岩 牙形石,角石

/

#

*

#

C=5""

中
B

厚层白云质大理岩夹大理岩 牙形石,头足类

/

#

*

"

"$"5!"

中
B

厚层大理岩 角石,腕足类

早 仑山组
上段

/

"

/

#

#N5%!

厚层大理岩,含白云质大理岩 牙形石,头足类

下段
/

"

/

"

$

%C$

中
B

厚层白云质大理岩

!!

矿区断层以
-&

向为主#其次为
-Y

向和

--Y

向+

-&

向断层主要有
G

C

,

G

;

,

G

N

+

G

C

断层走

向
CCc

#长
"C$$W

#倾向北西#倾角
C$c

!

;#c

-

G

;

断

层南西段走向
;Cc

#北东段走向
!Cc

#长约
N$$W

#倾

向
-Y

#倾角
C$c

!

;#c

-

G

N

断层走向
%Cc

#长度
$

N$$W

#倾向
-Y

#倾角
C;c

+

-Y

向
G

""

断层,

--Y

向
G

"#

断层为右行平移断层#地表延伸
#<$W

#斜切

地层并切割
-&

向断层+

--Y

向
G

!

断层地表延

伸
=!$W

#产状不明+

-Y

向含矿裂隙主要发育于乌

谷墩次级背斜南西翼奥陶纪碳酸盐岩中#长几十米至

数百米#倾向
-&

#部分倾向
(Y

#倾角
;$c

!

N$c

+

#5"5%

!

岩浆岩

主要为石英闪长岩和花岗闪长斑岩&图
"

'#岩

脉有闪长玢岩脉,煌斑岩脉和石英脉等+

石英闪长岩主要沿背斜近核部由南西向北或

偏北东侵入于中奥陶世汤山组大理岩中#局部侵入

于早奥陶世仑山组上部#呈不规则长条状岩枝+岩

石呈细粒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块状构造-矿物

成分以斜长石,角闪石,石英为主#少量钾长石,黑

云母及副矿物+岩石普遍具硅化,绢云母化及黄铁

矿化+岩体内石英脉发育#并伴有银矿化+许桥石英

闪长岩体
ĤB(8

等时线年龄为&

"%Nj$5#

'

67

$

;

%

#属

燕山晚期$

<B=

%

+

花岗闪长斑岩侵入于晚奥陶世大理岩中#局部

侵入至早志留世砂页岩中#总体呈似椭圆形#小岩

株状+岩石呈斑状结构#块状构造-矿物成分以钾

长石,斜长石,石英为主#少量黑云母,角闪石及副

矿物+此外#沿接触带发育不同程度的矽卡岩化#

并伴有铜钼矿化#局部形成矿体+乌谷墩花岗闪长

斑岩体侵入时代稍晚于许桥石英闪长岩体$

"

#

;

%

#铜

山岩体锆石
VBDH

年龄为
"%N5$67

#马山岩体锆石

VBDH

年龄为
"%<5$

!

"!$5$67

$

"

%

#乌谷墩花岗闪长

斑岩体与铜山,马石岩体同期形成#推测乌谷墩花

岗闪长斑岩的侵入时代为
"%<5$

!

"%N5$67

#属燕

山晚期+

#5"5!

!

变质作用与围岩蚀变

矿区主要有接触变质作用和热变质作用+接

触变质作用主要围绕花岗闪长斑岩及周围接触交

代#形成矽卡岩带#以阳起石,石榴子石和透辉石矽

卡岩为主#透闪石矽卡岩次之+围岩蚀变有绢云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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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系-

#:

志留纪砂页岩-

%:

奥陶纪大理岩-

!:

花岗闪长斑岩-

C:

石英闪长岩-

;:

闪长玢岩脉-

<:

煌斑岩脉-

=:

石英脉-

N:

破碎

带-

"$:

矽卡岩-

"":

矿体及编号-

"#:

地质界线-

"%:

正断层及编号-

"!:

平移断层及编号-

"C:

性质不明断层及编号-

";:

剖面及编

号-

"<:

钻孔及编号-

"=:

钼矿段-

"N:

银多金属矿段&区'

图
"

!

乌谷墩银钼多金属矿床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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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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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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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B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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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绿泥石化,钾化和硅化+

"#"

!

矿床特征

#5#5"

!

钼矿段

钼矿体主要赋存于中奥陶世宝塔组与汤山组

层间矽卡岩中&

"#

号,

;

号矿体'#其次赋存在
--Y

向内矽卡岩&

C

号矿体'及斑岩裂隙或志留纪层间裂

隙中&图
#

'+共查明矿体
"<

个&表
#

'#走向主要为

近
&Y

向#其次为
-&

向和
--Y

向+花岗闪长斑

岩及周围矽卡岩化,钼矿化发育-岩脉及矽卡岩沿

层间发育#呈似层状,脉状连续或断续分布+矿体

呈多层状#向西远离斑岩体矿化变弱+志留纪层间

裂隙和近地表志留系局部见铜钼共生矿体+

矿石类型主要为含钼矽卡岩#少量含钼花岗闪

长斑岩#

63

平均含量
$5$N;f

+矿石为半自形结

构,他形粒状结构#浸染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

辉钼矿,黄铁矿和黄铜矿#呈细脉或浸染状,条带状

分布于脉石矿物中+矽卡岩型脉石矿物有石榴子

石,透辉石,石英,方解石等-热液充填型脉石矿物

有斜长石,钾长石,石英,黑云母等+矿体顶板主要

为花岗闪长斑岩和矽卡岩#底板主要为矽卡岩,矽

卡岩化大理岩,花岗闪长斑岩#其次为大理岩+

XO#"

钻孔在孔深
g;C!5%#

!

g<<"5#"W

的花

岗闪长斑岩中见
<

层钼矿体#其中
%

层矿体较厚#孔

深
g;;C5=;

!

g;<#5#=W

矿体视厚度
;5!#W

#

63

含量
$5$NNf

-孔深
g<#=5;<

!

g<!;5%%W

矿体视

厚度
"<5;;W

#

63

含量
$5$N<f

-孔深
g<;%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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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 W

矿 体 视 厚 度
<5%% W

#

63

含 量

$5$;#f

+金属矿物主要为辉钼矿#细)微粒状辉

钼矿#呈细脉状或浸染状分布于岩体中+矿石以细

脉浸染状结构和块状构造为主+矿石类型主要为

含钼花岗闪长斑岩#矿体的顶板和底板均为花岗闪

长斑岩+

":

早志留世高家边组-

#:

晚奥陶世汤头组-

%:

花岗闪长斑岩-

!:

矽卡岩-

C:

矿体及编号-

;:

砂岩-

<:

大理岩-

=:

地质界线-

N:

巷道及

编号-

"$:

钻孔及编号

图
#

!

乌谷墩银钼多金属矿床钼矿段
!

线地质剖面图

GE

M

:#

!

.Q343

M

EU74

\

83]E4Q3]T?Q-3:!Q[

\

4387TE3F4EFQU83IIE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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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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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B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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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钼矿段各矿体产状&形态及规模

&'()*"

!

Z//<22*8/*

#

1-2

7

0-)-

.D

'8=4,A*-5S--2*(-=,*4,8*'/0-2*G(*'2,8

.

4*/3,-84

走向 数量"个 编号
产状"

c

走向 倾向 倾角
形态

规模"
W

走向长 倾斜延深 平均厚度

# "

,

# C$ %#$ ;$

脉状
"$<

!

"C% ;"

!

"%< ":N#

!

":=C

-& " % <; %!; %=

!

C$

囊状
#CN ";" C:$#

" "# ;;

!

<= %%;

!

%!= %=

!

;"

脉状
C<N ### "#:"=

&Y

# ;

,

"% N= = %=

!

;"

脉状
!$"

!

"$$ %<$

!

#$$ !:%%

!

!:$!

" "$ =! %C! C=

脉状
"!= #"! "":N!

# !

,

"" =! %C! !=

!

N$

透镜状,脉状
!%

!

"#! C$

!

<# ":C<

!

;:#!

" < ""! #! =C

脉状
<% <$ C:$$

# =

,

N N$ $ CC

脉状
"NC #;!

!

#== C:<C

!

"$:#<

! "!

!

"< N$ $ %C

!

!;

脉状
"#C

!

"$$ N<

!

"$$ ":$;

!

%:;#

--Y " C %!! #C! ==

脉状
"%< N" ;:#;

#5#5#

!

银多金属矿段

银多金属矿体为充填在中)上奥陶世大理岩

的脉状矿体&图
%

'#共查明矿体
#%

个&表
%

'#其中

#

B=

号和
#

BN

号矿体为主矿体+矿体走向主要为

--Y

向#其次为
-Y

向和
-&

向+矿体不受层位

制约#硅化发育#南部为银矿体或铅锌银矿体#北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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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铅锌银矿体+东部距斑岩体近#见脉状矽卡岩型

银矿体#近地表见脉状矽卡岩型钼矿体-中部铅锌

银矿体呈脉状分布#分叉复合或尖灭再现+脉状矿

体南西段倾向
-&

#北东段倾向
(Y

#呈(

2

*型分布+

":

中奥陶世宝塔组-

#:

中奥陶世汤山组四段-

%:

中奥陶世汤山组三段-

!:

中奥陶世汤山组二段-

C:

中奥陶世汤山组一段-

;:

石

英闪长岩-

<:

矽卡岩-

=:

银矿体-

N:

铅锌银矿体-

"$:

大理岩-

"":

地质界线-

"#:

探槽及编号-

"%:

巷道及编号-

"!:

钻孔及编号-

"C:

矿体编号

图
%

!

乌谷墩银钼多金属矿床银多金属矿段
N

线地质剖面图

GE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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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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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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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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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银多金属矿段各矿体产状&形态及规模

&'()*$

!

Z//<22*8/*

#

1-2

7

0-)-

.D

'8=4,A*-5B

.

G

7

-)

D

1*3')),/-2*(-=,*4

走向 数量"个 编号
产状"

c

走向 倾向 倾角
形态

规模"
W

走向长 倾斜延深 平均厚度

-&

"

#

B" !< "%< =$

脉状
;;5C ""! !5!$

"

#

B# #; ""; =C

透镜状
<% "$! ;5C$

"

#

B! #NN #$N <%

脉状
"#;5C "#!5C "5#N

"

#

BC #N< #< N$

透镜状
%# C$ "5C$

-Y "

#

B; %"$ ##$ ;N

脉状
#%! ""! #5;C

%

#

B"!

,

#

B"C

,

#

B"= %"C !C ;C

!

<$

脉状
""<

!

!C "$$

!

!< "5!$

!

#5C$

"

#

B"" %"= != ;C

脉状
#=< "$$ #5%;

"

#

B= %!! <! ;$

!

;=

脉状
CC! #%< #5N<

"

#

BN %%" ;" ;$

!

;=

脉状
!"< #%$ %:%%

"

#

B"$ %%" ;" ;C

脉状
%C! "NN "5<$

"

#

B"# %%C ;C ;!

脉状
%!< "$" #5;$

--Y "

#

B"% %%= ;= ;#

脉状
%;% ""; #5CC

"

#

B"; %!$ <$ ;%

脉状
#;$ "#N !5<=

%

#

B%

,

#

B<

,

#

B"< %%$ ;$ =;

!

<<

脉状
"$$

!

"=N <C

!

"$$ "5"!

!

!5C<

!

#

B"Ng

#

B## %%$ ;$ ;#

!

!%

脉状
<C !<

!

=$ "5%"

!

!5%N

"

#

B#% %%$ ;$ ;#

!

!%

透镜状
<C <" "<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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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

地
!!

质
#$#$

年

!!

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次为

黄铜矿,黝铜矿,辉银矿#少量银矿等#脉石矿物以

方解石为主+方铅矿呈浸染状,团块状,条带状分

布于脉石矿物中-闪锌矿呈浸染状#少量伴生方铅

矿呈条带状分布于脉石矿物中+铅锌银型矿石中

的银主要赋存于黝铜矿,黄铁矿和方铅矿中#单银

型矿石中的银主要以辉银矿独立存在+矿石为自

形
B

半自形结构#浸染状,团块状构造+矿石以铅锌

银型为主#

'

M

平均含量为
";$5#<Z"$

g;

#

DH

平均

含量为
#5CNf

#

XF

平均含量为
%5=$f

#单银型矿石

'

M

平均含量为
"C;5=$Z"$

g;

+矿石类型为含银铅

锌大理岩#其次为含银大理岩#少数为含银大理岩

化灰岩,含银铅锌矽卡岩,含银铅锌石英闪长岩+

矿体顶,底板主要为大理岩#少数为矽卡岩和石英

闪长岩+

$

!

控矿因素及矿体(床)分布规律

$#!

!

控矿因素

%5"5"

!

地层与岩性控矿

有利于成矿的岩性组合为碳酸盐岩
b

碎屑岩,

页岩或硅质岩$

N

%

+钼矿体产于花岗闪长斑岩与大理

岩接触带上的矽卡岩中#晚奥陶世汤头组,中奥陶

世汤山组碳酸盐岩建造与早志留世高家边组&或晚

奥陶世五峰组'碎屑岩的岩性差异#易产生层间滑

脱#为矿液贯入提供了通道或沉淀场所+高家边组

&或五峰组'为含碳较高的黑色岩系&含碳硅质岩,

含碳页岩'#

63

含量较高#可能为成矿提供部分矿

质+岩石孔隙度小#塑性强#裂隙不发育#渗透性

差#形成了良好的屏蔽层#可有效阻止含矿热液向

外扩散,流失#在后期成矿热液作用下使含
63

矿液

与碳酸盐岩交代而富集成矿#形成矽卡岩型矿

床$

"$B""

%

&图
#

'+

银多金属矿体主要赋存于中上奥陶世碳酸盐

岩裂隙中#碳酸盐岩易被交代+&许桥'矿区中奥陶

统
'

M

,

DH

,

XF

,

LE

等含量发生贫化#指示其可能为银

多金属成矿提供部分矿质$

%

%

+

%5"5#

!

构造控矿

&

"

'控制矿床的构造+

-&

向,

--Y

向断裂交

汇复合控岩&图
"

'#背斜倾伏端&许桥银矿区'因南

西部花园巩岩体侵入产生
-&

向挤压作用#

(

"

/

层

滑断裂发育+构造薄弱带岩浆侵入#为矿床提供矿

源和热源#

-Y

向裂隙及次级倾伏背斜组合控矿+

区域
-&

向构造
B

岩浆岩带受南象运动影响#地层被

挤压形成
-&

向褶皱与断裂#以逆冲为主的纵向大

断裂在燕山期再次活动#为深部岩浆上涌提供通

道+燕山期岩浆多期活动使该褶皱局部扭曲隆起#

对成矿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

'控制矿体的构造+主要控矿构造有
-&

向

和
--Y

向断层#主要含矿裂隙为
-Y

向和近
&Y

向+

G

C

断层局部岩石破碎#见硅化白云岩,硅质岩

角砾-断层西部被岩体侵位#两侧地层界线不连续#

但错距较小#沿断裂带局部有多金属矿化#推测为

导矿构造+

G

;

断层沿断层带有岩脉,石英脉充填#

角砾岩发育#推测为导矿构造+

G

N

断层大部分被闪

长玢岩和煌斑岩脉充填#两侧地层不连续#平面错

动较小#错距
"$

!

#$W

#沿断裂带局部有多金属矿

化#推测为矿区导岩,导矿构造+

G

!

断层沿
--Y

向延伸#断层带断续有岩脉充填#岩脉具分叉复合

现象+深部控制的
C

号钼矿体为矿区导岩,导矿构

造&图
!

'+

-&

向,近
&Y

向矽卡岩化发育#是钼矿

主要成矿构造-

-Y

向含矿裂隙带形成(

2

*型裂隙

群#发育硅化,银多金属矿化+&铅锌'银矿体多充

填于裂隙中&图
%

'#是银多金属矿的主要储矿构造+

%5"5%

!

岩浆岩控矿

许桥石英闪长岩岩浆侵入与期后含矿热液具

亲缘性$

"B%

%

+含矿热液沿断裂,

-Y

向
g--Y

向裂

隙,层间断裂及岩体裂隙充填#形成银多金属矿体+

据钻孔资料#石英闪长岩南北接触带外侧约
#$$W

内#汤山组下部为岩体#北部较深&

$

"$$W

'#南部

较浅&约
<$W

'#接触带局部发育矽卡岩#伴
*K

,

63

,

DH

,

XF

矿化#岩体局部硅化,黄铁矿化强烈#形

成银多金属矿体+银多金属矿体多产于石英闪长

岩与大理岩接触带层间裂隙中#石英闪长岩为银多

金属矿体的形成提供热源和物源+

乌谷墩花岗闪长斑岩受褶皱及断裂控制#以层

间贯入为主#在上盘形成近平行的,宽度较大,延长

较长的变质蚀变带#与围岩接触带发生矽卡岩化,

硅化,黄铁矿化,蛇纹石化等#矽卡岩带控制矿化强

度和规模#矿化与岩体的时空关系密切+

$#"

!

矿体(床)分布规律

该矿床为斑岩型,矽卡岩型和热液型共存的成

矿类型+从岩体
63

矿化
g

矽卡岩化,

63

,

*K

矿

化
g

高中温热液
*K

,

XF

矿化
g

中低温热液
'

M

,

DH

,

XF

,

*K

矿化#形成完整的岩浆期后热液演化系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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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志留世高家边组-

#:

晚奥陶世五峰组与汤头组-

%:

中奥陶世宝塔组-

!:

花岗闪长斑岩-

C:

矽卡岩-

;:

矿体及编号-

<:

砂页

岩-

=:

大理岩-

N:

地质界线-

"$:

断层及编号-

"":

勘探线及编号-

"#:

钻孔及编号

图
!

!

乌谷墩银钼多金属矿床钼矿段
g%$W

中段地质图

GE

M

:!

!

.Q343

M

EU74W7

\

I?3_EF

M

6338QH3@EQI7T7@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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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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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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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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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

%

+成矿元素和矿物组合分带明显#由深到浅表

现为
63g63

&

*K

'

g'

M

,

DH

,

XF

$

"#B"!

%

+通过实地勘

查#初步总结该矿体&床'的分布规律

&

"

'矿区北东部钼矿段+花岗闪长斑岩

g;C!5%#

!

g<<"5#"W

分布多个斑岩型钼矿体-浅

部
$

!

gC$$W

斑岩体周围与奥陶纪碳酸盐岩接触

交代#形成似层状,脉状矽卡岩型钼矿体+赋矿地

层为奥陶纪大理岩#接触变质,气液变质作用产生

矽卡岩化,硅化,大理岩化,黄铁矿化等矿化蚀变#

后期成矿热液叠加矿化富集#具有矿源,水源,热源

多源成矿的特点#以层间接触构造形成的矽卡岩型

钼矿体规模较大+

&

#

'远离花岗闪长斑岩体#在矿区南西部银多

金属矿段#石英闪长岩体提供热源和物源#成矿构

造以断裂系统为主+岩浆期后中低温热液顺断裂

充填#以
-Y

向
g--Y

向断裂为主#形成脉状

'

M

BDHBXF

矿体群#赋矿地层为奥陶纪大理岩#硅化

与成矿关系密切+

%

!

找矿潜力及找矿方向

%#!

!

找矿潜力

钼矿段
!

线虽有
C

个工程控制#但部分工程孔

浅或巷道短#在剖面北部或南部,深部矿体未有效

控制&图
#

'#矿体仅沿走向断续控制#矿体形态呈脉

状尖灭或尖灭再现+

C

号矿体与勘探线斜交#只有

巷道工程控制+深部斑岩型矿体单孔见矿#具有较

好的找矿空间+

银多金属矿段脉状矿体成群成带出现+在
N

线

施工的工程较多#但大部分工程孔浅或巷道短#在

剖面北部,南部或深部矿体未得到有效控制&图
%

'+

矿体沿走向控制程度低#延伸有限+就矿找矿#在

银矿体群区用钻探控制矿体#铅,锌矿有望达到中

型规模+

%#"

!

找矿方向

钼矿段位于小官冲)云山背斜北西翼#多数矿

体走向与构造线一致,垂直或斜交+钼矿体膨大与

缩小,分叉与尖灭再现+通过与周边矽卡岩型钼矿

对比#利用空间缺位理论$

"CB"<

%预测找矿方向为层间

顺层裂隙#控矿裂隙发育地段,构造挠曲和扭动地

段+贵池马头)西山斑岩型钼矿体主要分布于蚀

变的志留纪砂页岩和斑岩中#在斑岩及近岩体志留

纪砂页岩中寻找斑岩型或热液型隐伏矿体#

$

线

&图
!

'北东部是找矿的有利部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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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银多金属矿段位于乌谷墩次级背斜西翼#矿体

与地层走向斜交+许桥银矿位于分水岭次级背斜

西翼#大部分矿体与地层走向斜交#少部分矿体顺

层产出+乌谷墩银多金属矿段应寻找顺层产出矿

体#次级背斜东翼层间裂隙或斜交的矿体+在次级

背斜转拆端虚脱空间寻找厚大的银多金属矿体#在

倾向相反的裂隙群深部交汇处#寻找与
-Y

向倾伏

背斜一致的脉状矿体群$

"=B"N

%

+

:

!

结论

&

"

'乌谷墩银钼多金属矿床为矽卡岩型,热液

型和斑岩型矿床+北东部钼矿段深部为斑岩型钼

矿体#浅部为似层状,脉状矽卡岩型钼矿体#外围

&南西部'银多金属矿段以
-Y

向
g--Y

向断裂为

主#形成脉状
'

M

BDHBXF

矿体群+

&

#

'钼矿体围绕花岗闪长斑岩体周围接触交

代#主要分布在志留纪)奥陶纪,奥陶纪不同岩层

的层间界面裂隙和岩脉发育地段+斑岩体与砂页

岩具有寻找斑岩型或热液型矿体的潜力#银矿体密

集分布#矿化信息或小矿体作为找矿线索#进而寻

找矿化富集部位或大矿体+此外#脉状矿体群和成

矿裂隙也具有一定的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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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县区新发现牛角龙钨多金属矿床

!!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总体部署#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在赣南地区实施了找矿扶贫工作#

(南岭东段重要矿种成矿要素调查*项目组通过
"aC

万矿产地质调查,大比例尺填图,地表槽探揭露和深部

钻探验证等技术手段#在江西赣县区新发现了具有大型找矿远景的牛角龙钨多金属矿床#不仅实现了赣南

找矿空白地区新突破#为赣南地区脱贫致富提供了新的钨矿资源基地#也为赣南及其他地区找矿勘查提供

了成功示范和理论依据+

初步调查发现#牛角龙钨多金属矿床为细脉带型钨多金属矿床+矿区出露的地层为寒武纪牛角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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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背斜叠加
-Y

向背斜形成的跨褶皱构成矿区主要构造格架#主要有
(-

向,

-&

向,

-Y

向和
&Y

向

!

组断裂,裂隙#石英脉沿断裂,裂隙分布#地表含矿石英脉主要呈细脉分布#矿化以
(-

向和
-Y

向较好+

矿体主要赋存于近
(-

向挤压破碎带和
-Y

向含矿石英脉带中+目前#已圈定南,北两个矿脉带!北矿脉带

&

"

'呈近
(-

向展布#以石英细脉
g

网脉和石英
g

破碎蚀变岩型为主#破碎带宽
"$

!

%$W

#南北延伸
"C$$W

以上#是主矿带+含矿石英脉宽
$5"

!

"$UW

#呈网脉状#发育黑钨矿,辉钼矿,辉铋矿,黄铁矿和黄铜矿-南矿

脉带&

#

'呈
-Y

向展布#以石英细脉
g

网脉和石英单脉型为主#含矿石英脉以
-Y

向为主#脉带宽
"$

!

!$W

#北西延伸
C$$W

以上+含矿石英脉矿脉相对较大#石英脉宽
"

!

#$UW

#少数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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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

#发育黄铁

矿,方铅矿,闪锌矿,辉铋矿和辉钼矿+

#$"<

年#项目组实施的
XO$$"

钻孔#见含矿石英脉
"C<

条#发现含矿构造破碎带
#

条#圈定了
!

个钨矿

体和
#

个银矿体+钨矿体厚
#5!

!

"#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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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平均品位为
$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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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

-银矿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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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品

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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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年#项目组实施的
XO$$#

钻孔#见含矿石英脉
=$

余条#发现含矿构造破碎带
;

条#脉&带'内见黑钨矿,辉铋矿,辉钼矿,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等+初步估算该矿床的钨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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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中型以上+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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