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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贯中国中部的秦岭-大别造山带，是一典型

的陆陆碰撞造山带（张国伟等，2001；陈衍景等，

2009），连接着华北克拉通和扬子板块。在东秦岭

地区已发现６个超大型和 20 余个大、中、小型矿

床，已探明钼金属储量超过 500 万吨，是世界上最

大的钼金属成矿带（Chen et al.，2000； Mao et al.，
2008）。作为秦岭造山带的东延部分，大别造山带

已发现沙坪沟、千鹅冲超大型钼矿床及汤家坪、姚

冲、母山、肖畈等大中型钼矿床十余个，以及众多

的钼矿化线索(杨泽强，2007；张怀东等，2010；
罗正传等，2010；李法岭，2011；罗正传等，2013)，
是继东秦岭之后我国中部又一个重要的钼矿集区。

本文作者利用多年来在区内开展科研和勘查的成

果，并结合前人的研究资料，综合论述了大别山北

麓钼矿床的控矿地质因素，以期为区内钼矿勘查和

研究提供参考。 

1  成矿地质背景1 

夹持于华北板块和扬子板块之间的大别造山

带，呈东宽西窄的楔形地质体，由多个形成于不同

构造环境、有着各自独立建造特征、变形变质和构

造演化序列的构造地层地体，经多次聚合拼贴形成

的复杂构造带（徐树桐等，1994；汤加富等，2003）。

造山带东端被郯庐断裂截切，西段通过南阳盆地与

秦岭造山带相连。襄樊-广济断裂（F5）和栾川-明

港-固始断裂（F1）分别为大别造山带与扬子和华

北两大陆块的分界断裂（图 1）。 

大别山北麓断裂构造发育，主要有NWW向与NNE

向两组，其中 NWW 向断裂为长期活动的区域性深大

断裂及其派生的次级断裂，是区内主干断裂构造，

控制着造山带的展布；NNE 向断裂为中新生代活动

的断裂，近垂直于造山带展布方向，横切 NWW 向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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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并与其组成网格状构造。区内 NWW 向断裂自北

而南依次为：龟山-梅山断裂（F2）、桐柏-商城断

裂（F3）、定远-八里畈断裂（F4）；NNE 向断裂自西

向东主要有涩港断裂(F6)、陡山河断裂（F7）和商

城-麻城断裂（F8）等。 

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有：分布于龟山-梅山断

裂以北的秦岭群变质杂岩（主体为古元古代）和二

郎坪群浅变质火山-沉积岩系（新元古代-早古生

代），其上局部覆盖晚古生代石炭系碎屑-碳酸盐岩

沉积建造；分布于龟山-梅山断裂以南，定远-八里

畈断裂以北的中元古界龟山组中基性火山岩-泥砂

质碎屑岩建造、古生界泥盆系南湾组陆源碎屑岩建

造、新元古界-古生界肖家庙组泥砂质碎屑岩夹碳

酸盐岩建造、中元古界浒湾组中基性火山岩-陆源

碎屑岩建造；分布于定远-八里畈断裂以南的太古

界-元古界桐柏-大别变质核杂岩建造等。 
区内岩浆活动十分频繁，尤以燕山期最为强

烈，主要表现为大量中酸性花岗岩、陆相火山岩和

少量基性-超基性岩密切共生，构成喷发-侵入系

列。陆相火山岩沿大别造山带北缘信阳-商城-霍山

一带分布，时代为晚侏罗世-白垩纪，岩性组合为

英安岩-流纹岩。同期侵入的中酸性花岗岩分布面

积约占全区基岩面积的五分之一，主要有沿桐柏-

商城断裂及定远-八里畈断裂自西向东分布的灵

山、新县和商城三大花岗岩基，以及众多的中酸性

小岩体。这些巨量花岗质岩浆活动直接导致该地区

大规模钼多金属成矿作用的爆发，使大别山北麓地

区成为钼多金属矿化集中区（李厚民，2007；王运，

2009）。 

2  控矿因素 

大别山北麓钼矿（化）体多呈似层状、透镜状、

脉状或不规则状分布于岩体内部、内外接触带及接

触带外部围岩中。主要有3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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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岩体矿化：○1 全岩矿化，钼矿化在小斑

岩体中分布比较均匀，品位较高，围岩矿化弱，如

汤加坪钼矿、肖畈钼矿等；○2 矿化产于岩体中的断

裂破碎带，受断裂破碎带控制，呈脉状或带状展布，

如：天目山钼矿等。 

（2）接触带矿化：矿化产于岩体内外接触带

中，如大银尖钼矿、母山钼矿等； 

（3）接触带外部围岩矿化：含矿热液沿断裂

破碎带或挤压形成的巨大岩石裂隙网络带迁移至

接触带外部围岩中富集成矿，矿（化）体呈脉状（如：

姚冲钼矿等）或厚大透镜状（如千鹅冲钼矿等）。 

2.1 地层与成矿 
大别山北麓钼矿床在太古代-元古代的大别变

质核杂岩、中元古代的浒湾组、新元古代-古生代

的肖家庙组到泥盆纪的南湾组均有产出，表明钼矿

床的赋矿围岩具有多时代的特征，成矿不受地层时

代和层位限制。矿体对赋矿围岩无选择性，赋矿围

岩岩性多为变质岩和花岗岩。如：千鹅冲钼矿床赋

存于南湾组片岩、变粒岩中；姚冲钼矿床赋存于大

别变质核杂岩中；宝安寨钼矿床产于肖家庙组和南

湾组片岩中；母山钼矿床赋存于母山岩体及围岩南

湾组片岩中；陡坡、大银尖、千斤西钼矿床赋存于

岩体及围岩浒湾组混合岩、片麻岩中。天目山、肖

畈、汤加坪、沙坪沟、银山钼矿床赋存于岩体内（包

括花岗斑岩、似斑状花岗岩、花岗岩、石英斑岩、

花岗闪长岩斑岩等）。 

2.2 构造对成矿环境的控制 
区内 NWW 向断裂一般延伸数百公里、宽数百米

至上千米，切穿地壳甚至上地幔岩石圈，为长期活

动的区域性深大断裂，控制着区内地层沉积、构造

岩浆活动及成矿带的空间分布。区内与钼多金属矿

有关的中酸性小斑岩体多沿其两侧分布。如天目

山、母山、亮山等岩体分布在龟—梅断裂带附近，

肖畈、千鹅冲、陡坡、宝安寨等岩体分布在桐—商

断裂的两侧，千斤西、大银尖、姚冲、汤家坪、沙

坪沟、银山等岩体分布在定远—八里贩断裂两侧。

这些深大断裂为深源的含矿流体到达地壳浅表提

供了通道，其伴生的次级断裂及巨大的岩石裂隙网

络带是理想的赋矿空间；其贯通性而能连通位于不

同深度和不同地质体内的不同类型的流体，并导致

它们的混合，这有利于汇集成矿所需的矿质、挥发

分和形成必要的地球化学障，因而有利于矿床的形

成（翟裕生，2003）。 
研究区 NNE 向断裂大致以 30-50Km 间距错切

NWW 向断裂，形成网格状构造，下地壳物质部分熔

融形成花岗质岩浆，常沿两组断裂交汇部位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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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薄弱带上升至浅层次侵位形成花岗斑岩体。因

此，两组断裂的交汇部位常常控制着与矿化有关的

小斑岩体的空间定位，并形成矿化集中区。如：①

在涩港断裂与定远-八里畈断裂、桐－商断裂交汇

部位及其附近，形成涩港钼银多金属矿化集中区；

②陡山河断裂与定远-八里畈断裂、桐－商断裂交

汇部位及其附近，形成大银尖钼多金属矿化集中

区；③商－麻断裂与桐－商断裂交汇部位及其附

近，形成汤加坪钼多金属矿化集中区。 
区内断裂构造特征表明，NWW 向与 NNE 向两组

断裂交汇构成的网格状构造是大别山北麓钼多金

属成矿作用有利的构造环境条件。 
2.3 中酸性小岩体对成矿的控制 

大别山北麓中酸性小岩体发育，主要以椭圆

形、长条形或不规则状的小岩株形式沿桐柏-商城断

裂、定远-八里畈断裂和龟山-梅山断裂附近分布，

自西向东已发现小岩体数十个，其分布明显受网格

状构造系统的控制，具有成群成带等间距展布的特

点。岩体多为酸性富碱的花岗斑岩、似斑状花岗岩、

花岗岩、二长花岗岩，少数为花岗闪长斑岩、二长

花岗斑岩、斜长花岗斑岩、石英斑岩、石英闪长岩

及闪长岩等。中酸性小岩体的成岩时代主要为 

142.0Ma～95 Ma，即晚侏罗纪至早白垩纪（李明立，

2009）。区内钼成矿年龄大约在 142Ma～110 Ma，

主要集中在 127 Ma～110 Ma(罗正传等，2013)，成

岩成矿近于同时或略滞后。 

已知的矿化小岩体主要岩性为花岗斑岩、花岗

闪长斑岩和花岗岩等，这些小岩体成矿元素丰度较

高，一般高出维氏值的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如：汤加坪、母山、肖畈、大银尖等岩体，与维氏

值相比，Mo 为几十倍至几百倍，Cu 为几倍至十倍，

表明原始岩浆中成矿元素丰度较高。不同矿化的岩

体有不同的微量元素组合，以钼矿化为主的岩体主

要为 Mo、Cu、（Pb）、（Zn）等，以铜矿化为主的

岩体主要为 Cu、Mo、Sr、Ba、（V）、（Ti）等（卢

欣祥，1983）。岩石类型和岩石化学成份对成矿具

有明显的控制作用，（斑）岩体高硅、富钾

(SiO2>72％，K2O>Na20)，面积一般小于 2km
2
，有利

于钼的富集，钼矿化强，可形成工业矿床；（斑）

岩体硅、钾含量相对较低(Si02<72％，Na20<K20)，

面积一般小于 2km
2
，钼矿化减弱，铜矿化增强（罗

正传，2010）。 

大别山北麓钼矿床硫同位素δ34S 为-2.7‰～

+3.7‰，分布范围狭窄集中，接近陨石硫的组成特

征（罗正传，2010），具深源硫的特点，可能来源

于上地幔或下地壳；矿石的稀土元素分布特征与花

岗斑岩和大别变质杂岩极其相似，暗示它们间有密

切成生联系；含矿石英细脉氢氧同位素特征表明成

矿流体主要为岩浆热液；辉钼矿中铼的含量多为几

十个 ppm，显示为壳幔混合源或下地壳的特征；铅

同位素特征显示矿石中铅为深部来源。这些证据均

显示成矿物质与中生代中酸性岩浆来源一致，都来

自于下地壳或上地幔（李明立，2009）。 
由此可见，中生代中酸性岩浆活动控制着钼矿

床的形成，强烈的中生代中酸性岩浆活动及其所形

成的众多小斑岩体是大别山北麓钼成矿的有利环

境条件。 

3  结论 

大别山北麓钼矿床均沿NWW向深大断裂两侧

分布，矿床产出受 NWW 向与 NNE 向断裂交汇部

位控制；其形成与燕山期中酸性浅成-超浅成小花岗

斑岩体有关，矿体产于岩体内部、岩体内外接触带

或接触带外部围岩中，对赋矿围岩无选择性，赋矿

围岩岩性多为花岗岩和变质岩。矿床的形成受构造

和岩体联合控制，具有“二位一体”的特征。 
本 文 为 河 南 省 科 技 攻 关 计 划 项 目

（ 112102313112）、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  (编
号:1212011220869) 和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

科研项目(YSDK2012-06)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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