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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银尖钼钨B铜C矿床地质特征

邱顺才

B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调查队C

摘 要D大银尖钼钨B铜C矿床位于东秦岭E大别山钼多金属成矿带的东端F经初步评价达中型

矿床规模F依据赋矿特征F可分为细脉浸染型钼铜矿G矽卡岩型钨铜钼矿及石英脉型钼铜矿 H种类

型I成矿地质条件优越F加强大银尖一带已知钼多金属成矿类型及成矿规律研究F有利于指导邻区

找矿F亦有望在该带发现大型金属矿床的可能I
关键词D大银尖钼钨B铜C矿J细脉浸染型J矽卡岩型J石英脉型

中图分类号D631*K+ 文献标识码DL 文章编号DM22NEO3AHB1223C2AE2231E2H

P 矿区地质特征

出露地层主要为古元古界七角山组B60MQMR1C与
中元古界苏家河群浒湾组B601SMR1CI总体轮廓为倾

向北东的单斜构造I褶皱不发育F除在东南可见轴向

北 东的小褶曲B波及范围 M22T左右C外F则是一些

因岩体入侵G构造变动而产生的扭曲G揉皱现象I断

层发育F以脆性断裂为主F主要有北东G北西G及近南

北向 H组B见图 MCI

邱 顺 才BMN33RCF男F地 质 工 程 师F从 事 地 质 矿 产 勘 查 工 作F

*3*222河南省信阳市I

图 M 大银尖钼钨矿区地质草图

ME粘土或砂砾层J 1U+E中元古界苏家河群浒湾组B601SMR1CB1E石英岩G长石石英岩JHE白云钾长片麻岩J*E白云斜长片麻岩JOE浅粒岩J3E白云

B黑云C斜长混合片麻岩J+E斜长角闪岩G黑云斜长片麻岩G矽卡岩CJ AUNE古元古界七角山组B60MQMR1CBAE浅粒岩JNE白云斜长混合片麻岩CJ

M2E大银尖花岗岩J MME花岗斑岩J M1E聂家 合
水 花岗闪长岩J MHE矽卡岩带及编号J M*E石英脉J MOE地质界线J M3E不整合界线J M+E逆断

层G编号及产状J MAE性质不明断层及编号J MNE片理产状J 12E片麻理产状J 1ME钻孔及编号

规模稍大的岩体主要有大银尖花岗岩体及聂家
合
水花岗闪长岩体F另见一些花岗斑岩脉I

BMC大银尖花岗岩体I出露于矿区中南部F面积

M)*VT1F平面上呈向北岔开的W@X形岩株I岩石类型

以中粒花岗岩G中粒二长花岗岩为主体F边缘有细粒

B二长C花岗岩G似斑状花岗岩I岩石化学成分以高硅

富碱G贫钙缺镁为特征I岩石具钾化G绢云母化等蚀

变现象F钾化以岩体边部最强I岩体的微量元素中

铜G钼G银G铋均高于维氏值 M倍以上B见表 MCI岩体

的内G外接触带上一般可见硅化G绢云母化G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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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高岭土化!云英岩化!矽卡岩化等现象"尤以岩体

西 部 蚀 变 最 强"其 内 外 接 触 带 已 构 成 钼!钨 工 业 矿

体#大银尖岩体是与钼!钨!铜成矿有关的母岩#
聂 家 合

水 花 岗 闪 长 岩 体$分 布 于 聂 家 合
水"呈 椭 圆

形岩株"岩体东侧下部已与大银尖岩体连成一体%见
图 &’#岩体由花岗闪长岩组成#岩石化学成分以高

硅富钾为特征#岩体具黄铁矿化"局部硅化#岩体边

部有浸染状或脉状的辉钼矿"光谱测定钼最高含量

()(*+#其它微量元素含量特征见表 ,#

图 & 新县千斤钼钨矿区-线地质剖面图

,.第四系/ &.白云斜长混合片麻岩/ *.白云钾长混合片麻岩/ 0.
斜长角闪岩/ 1.中粒花岗岩/ 2.花岗闪长岩/ 3.石榴石矽卡岩/

4.推测岩相界线/ 5.逆断层/ ,(.钼!钨矿体

表 , 大银尖!聂家 合
水 岩体主要微量元素表 %6,(72’

元素 89 :; <= >? @A BC
大银尖岩体含量 4, 24 32 21 (), ,)*
聂家 合

水 岩体含量 ,&1 ,( 4* ,* 7 7
维诺格拉多夫酸性岩平均值 &( &( 2( , ()(1()(,
维诺格拉多夫中性岩平均值 *1 ,1 3& ()5 7 7

D 矿床地质特征

依据赋矿地质特征"把大银尖钼钨%铜’矿分为

*种矿床类型$花岗岩体内!外接触带的细脉浸染型

钼!铜矿/矽卡岩型钨!铜!钼矿/石英脉型钼!铜!钨

矿#
&E, 花岗岩体内!外接触带的细脉浸染型钼!铜矿

分布于大银尖岩体北西部的内外接触带上#地

表只见矿化"工业矿体埋深 &(F*(G以 下"属 盲 矿

床#
&E,E, 产状!形态与规模

外 接 触 带 中 的 矿 体 赋 存 于 白 云 斜 长 混 合 片 麻

岩!斜 长 角 闪 片 麻 岩 及 矽 卡 岩 中"产 状 与 片 麻 岩 一

致#地表矿化范围约,)1HG&#矿体长 ,1(F04(G"延
深 &((F0((G"厚&),(F4)&4G"平均0)0*G#

内接触带的矿体赋存于自岩体向内 ,&(G范围

的花岗岩中"盲矿#地表只显示强大异常"个别地方

钼 品 位()(0+F()(5+"工 业 矿 体 埋 深 约 1(F
,1(G#控 制 长 ,1(F&0(G"延 深 ,4(F01(G"厚

,)((F34)3(G"平均0)32G#
&E,E& 矿化特征

岩体外接触带钼!铜矿化主要分布于岩体西侧

的 黑云%二云!白云’钾%斜’长混合片麻岩或矽卡岩

内#辉钼矿多呈细粒状!鳞片状浸染于岩石中"或呈

鳞片状集合体"与黄铁矿伴生赋存于片麻理与裂隙

中以及石英脉体两侧#黄铜矿多呈浸染状或块状赋

存于石英脉中"有时呈星散状散布#石英.黄铜矿脉

常 穿 切 石 英 辉 钼 矿 细 脉"钼 品 位 一 般 为()(&+F
(),+"平 均()(5+#铜 品 位 一 般I(),+"最 高

()*+#此外"在钼%铜’矿体中局部伴生有白钨矿"厚
度 ,G左 右"最 大*)(*G"钨 品 位()(,+F(),*+"
最 高()&2+"平均(),,+F(),*+#钼 铜 品 位 变 化

大"呈锯齿跳动#钼品位变化因素与裂隙的发育程度

有关#裂隙发育时品位急居增高"构成矿体的局位富

集#在空间上的贫富变化则与花岗岩体及构造关系

密切#深部矿化较好的部位在岩体倾角由陡变缓的

变化部位外侧#
岩体内接触带中的钼!铜矿体埋藏深度约 1(F

,1(G不等#辉钼矿呈浸染状或细脉浸染状#浸染状

赋存于花岗岩的长英矿物间隙中/细脉浸染状以石

英.辉钼矿细脉!石英.辉钼矿.黄铁矿细脉充填于花

岗岩裂隙中"辉钼矿则多沿细脉两侧对称分布#铜多

呈星点状或浸染状与黄铁矿伴生一起#钼品位一般

()(0+F(),1+"平均(),,+#铜品位一般I(),+"
局部可达(),+F()14+#
&E,E* 矿物共生组合与矿石结构!构造

内!外接触带中矿体的矿物组合大体相同"金属

矿物主要有$辉钼矿!黄铜矿!斑铜矿!黄铁矿"外接

触带中局部还有白钨矿#氧化次生矿物有钼华!蓝铜

矿!孔雀石!褐铁矿!黄钾铁钒#氧化深度一般 ,1G
左右#脉石矿物$外接触带矿体的脉石矿物有斜长

石!钾长石!石英!绿泥石!萤石#内接触带则为斜长

石!钾长石!黑云母!绿帘石#
矿石具花岗晶变结构!乳滴结构!交代结构"浸

染状!细脉浸染状构造#
&E,E0 围岩蚀变

外接触带矿体的围岩蚀变有$硅化!绢云母化!
绿泥石化!钾化!高岭土化!黄铁矿化#以硅化!绢云

母化!黄铁矿化!钾化比较普遍"与成矿关系密切#
内接触带则主要为钾化!绢云母化!硅化!黄铁

矿化!云英岩化!绿帘石化#矿体上部可见高岭土化#
以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普遍"与成矿关系密切#
钾化只有在比较强烈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钾化在

区内花岗岩中!白云钾长混合片麻岩中普遍可见#一
般多是钾长石交代斜长石"成粒状钾长石存在"而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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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体的钾长石很少见!
围岩蚀变在外接触带不具分带特征"多数情况

下"是几种蚀变叠加在一起"单一出现的情况少见!
#$# 矽卡岩型钨%铜%钼矿

&’(矽卡岩带特征与矿体规模!矽卡岩赋存于浒

湾组下段上部%中部和下部"构成 )个矽卡岩带&见
图 ’(!产 状 与 区 域 性 片 麻 理 产 状 一 致"倾 向#*+,
-*+"倾角).+,..+"展布于矿区西南部!

浒湾组下部矽卡岩带&/0’"距浒湾组底部 #*,
#**1(2出露长 )31"在带宽 4*,’.*1范围内有矽

卡岩体 #,-层"单层厚 ),51"最厚 ’61"相隔间距

’*,.*1!矽卡岩体主要由石榴矽卡岩%石榴透辉矽

卡岩组成!赋存于该矽卡岩中的矿体有 6个"长 #**
,.4*1"平均厚*758,-7-)1"一般厚 ’,#1!

中 部 矽 卡 岩 带&/0# 距 浒 湾 组 底 部 -**,
4**1(2长度大于#7-31"带宽 #*,4*1!主要由石

榴矽卡岩和石榴透辉矽卡岩及少量绿泥透辉矽卡岩

或 绿帘石榴矽卡岩组成!赋 存 矿 体 -个"长 ’6*,
5**1"其中 #号矿体规模较 大"长 约 5**1"平 均 厚

-7##1"其它矿体厚度一般在’7.,#7-)1!
上 部矽卡岩带&/0)距浒湾组底部 ’*,#*1(2

矽卡岩带长大于#7.31"厚 ),’*1"主要由绿帘透

辉 矽卡岩%石榴矽卡岩组成!带内赋存 钼 矿 化 体 -
个"规 模 小"品 位 不 高"矿 体 长 ’**,#6*1"平 均 厚

*7-8,’7..1"一般 ’1!
&#(矽卡岩中钨%铜%钼矿化特征!赋存于矽卡岩

中的金属矿物主要有白钨矿%黄铜矿%辉钼矿%黄铁

矿!地表氧化作用常形成松软状铁帽"形成次生金属

矿物有褐铁矿%孔雀石%蓝铜矿%钼华等!少数孔雀石

呈皮壳状"钼华具桔黄色粉未状"褐铁矿多淋滤流失

而形成空洞!氧化带深度一般 ’*,’.1左右!
品 位 变 化2下 部 矽 卡 岩 带 中 的 钨 品 位 一 般

*7’)9, *7#9"最 高 *7.#9之 间:钼 一 般 小 于

*7*)9"最 高 *7*89:铜 一 般 小 于 *7’)9"最 高

*7).9!中部矽卡岩钨品位一般*7’’9,*7#9"最
高*7..9:钼一般*7*’9,*7*#9:铜一般*7*.9,
*7’-9!上 部 矽 卡 岩 带 中 钨 品 位 一 般 *7’9,
*7’-9"最高*7#9!纵向上自下而上钼%铜品位则有

相对升高的变化趋势"铜较明显!平面上矽卡岩中一

般北东东向裂隙发育地段"钼铜品位急居增高"但钨

品位较稳定!同一矽卡岩带在垂向上"自上而下有钨

降钼增的变化趋势!
&)(矿石结构%构造!矿石一般呈自形%半自形粒

状结构%交代结构"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

&-(围岩蚀变!除矽卡岩这一基本蚀变类型外"
一般还伴随有透闪石化%黄铁矿化%硅化%碳酸盐化!
#$) 石英脉型钼%铜矿

&’(产状%形态%规模与矿化特征!石英脉主要分

布于大银尖岩体西北部的内外侧"其产状%形态严格

受走向4*+,8*+%倾 向 北 西%倾 角.*+,8*+的 断 裂 及

断裂两侧的次级裂隙控制!较大的石英脉多见于断

裂中"细石英脉则见于断裂附近裂隙中!细石英脉的

分布密度变化较大"近断裂带密集而向外依次变稀!
最密可达 4*,8*条;1"稀者 ),.条;1"一般密度

.,8条;1!石英脉长 ’*,’#*1"有时可断续延长

约 #31!厚度变化于*7’,)1"一般*7),*761!呈

脉状%豆荚状"形态不规则!沿走向和倾向均有分枝

复合%尖灭再现的变化!辉钼矿%黄铜矿%黄铁矿%白
钨矿即赋存于石英脉中!近脉围岩中破碎带亦有钼%
铜矿化"并局部富集!钼%钨%铜%硫的含量变化见表

#!石英脉以钼矿化为主"伴生铜%钨矿化"但矿化体

规模较小"品位变化大!
表 # 石英脉中钼%钨%铜%硫含量变化表 &9(

含量变化 <= >? @? /
一般 *7’,*7. *7’,*7# *7**.,*7’* 4,-
最高 ’7)* *75 *7## #-78-
最低 *7*# *7**6 * *7*’
平均 *7) *7’- *7*. *7’)

&#(矿物共生组合及矿石结构%构造!矿石矿物

组合主要为辉钼矿%黄铜矿%黄铁矿%白钨矿等!脉石

矿物主要为乳白色石英"局部有少量方解石和浅绿

色萤石!
矿石具自形%半自形晶粒状结构%压碎结构"浸

染状构造%块状构造%角砾状构造!
&)(围岩蚀变!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绿泥石化%

黄铁矿化%绢云母化%钾化%绿帘石化%碳酸盐化%高

岭土化!其中以硅化与绿泥石化最为普遍%强烈!
A 结论

大银尖一带高硅富碱的小&斑(岩体发育"矿床

类型多样"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在’B#*万地化异常

图上"大银尖钼异常面积与已知的汤家坪大型钼矿

的钼异常面积相当"目前在大银尖附近已发现具有

钼 多 金 属 矿 化 的 小&斑(岩 体 还 有 张 家 店%夏 合
水%铁

管 山%帅 合
水 等 多 处"除 大 银 尖 处 进 行 过 深 部 钻 探 验

证外"其余仅都处于地表研究阶段"因此加强大银尖

一带已知钼多金属成矿类型及成矿规律研究"有利

于指导邻区找矿"亦有望在该带发现大型金属矿床!
&收稿日期 #**4C*4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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