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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地质大调查的开展，豫西地区新的找矿进展和预测成果不断涌现，使之成为我国重点找矿地区

之一，需要对其开展系统的成矿区划和部署研究工作。本文以新的研究成果和找矿突破为基础，通过综合分析，在

该地区划分新的重要成矿部署区带，厘定边界并将其命名为“豫西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矿－石墨成矿带”。

结合区域成矿地质背景的综合研究，在区内划分了１０个成矿亚带，初步建立了 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矿－

石墨成矿带成矿谱系，其成矿作用具有多期次发育和多系统控制的特点，在时间演化上表现为多旋回性、继承性、

新生性和叠加性特点，主要成矿期有前寒武纪、寒武纪－早石炭世、晚石炭世－中三叠世和晚三叠世－早白垩世，

其中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是内生金属矿床成矿大爆发期。研究区主要成矿类型为岩浆热液型金银铅锌矿、斑岩型

－矽卡岩型钼钨矿、层控热液型和海相火山岩型铅锌矿、古风化壳残积型铝土矿、沉积－变质型铁铜石墨矿和伟晶

岩型稀有金属矿等。结合区域找矿进展和潜力评价最新成果，认为本区金、钼钨、铅锌银、铝土矿、铁、石墨、煤矿潜

力巨大，为下一步勘查部署的主攻矿种，同时在本区划分了２５个远景区，其中１４个为重点远景区，１１个为一般远

景区，对研究区下一步矿产勘查部署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豫西地区；成矿地质特征；潜力分析；成矿类型

　　豫西成矿带主体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少部分进

入陕西省东南部和山西省南部。研究区内金、钼

（钨）、铝土矿、铅锌、银、铁等矿产资源丰富，其中钼

探明储量占全国第一、铝土矿位居第二。系统的矿

产勘查工作开始于建国初期，地质矿产部成立以后

对本区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及非金属等矿产

进行了全面、综合性勘查工作，先后发现并勘探了许

昌铁矿、铁山铁矿、郁山铝土矿、石门沟钼矿、南泥湖

－三道庄钼钨矿、夜长坪钼钨矿、雷门沟钼矿、金堆

城钼矿、文峪金矿、上宫金矿、祁雨沟金矿、潼峪金

矿、老湾金矿、破山银矿、铁炉坪银铅锌矿、上庄坪铅

锌矿等大－中型金属矿床（ＬｕｏＭｉｎｇｊｉｕｅｔａｌ．，

１９９５；Ｙａｎ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２００６ａ，２０１５；ＬｉＪｕｎｊｉ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１０；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彭翼等，

２０１５）。１９９９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以来，在本区

开展了系统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补充和整理了前

期的区域地质调查、区域物化探、矿产物化探资料。

目前矿产勘查中存在的问题是对已往取得的地、物、

化、遥、矿产等资料的二次开发和综合研究工作仍需

加强，对大的成矿区带、已知矿床深部和外围有效的

勘查技术方法组合有待研究，部门之间和单位之间

的资料封锁，尤其是１∶５万化探资料的部门封锁及

近两年矿产勘查工作经费的严重下滑，直接影响到

了找矿效果。

近年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将该地区列

为重点调查评价区，取得了重要的找矿进展，如在河

南渑池县曹窑以西提交１处大型煤下铝土矿床，新

安郁山矿区提交１处大型铝土矿产地，泉店－灵井

铁矿普查探获大型铁矿产地，新蔡刘营－黄庄铁矿

详查探获大型铁矿床，新蔡练村铁矿详查探获大型

铁矿床，灵宝市金源二矿新增大型规模金矿储量，豫

西小秦岭金矿田深部及外围金矿整装勘查探获达大

型规模金资源储量，嵩县槐树坪金矿详查探获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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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规模金资源储量，新发现栾川赤土店特大型铅锌

银矿、红石窑大型钼矿，陕西华县金堆镇钼、铁多金

属矿整装勘查探获大型规模的钼资源储量等（何玉

良等?；郭立宏等?；袁旭东等?；杨合群等?；李俊建

等??）。随着这些新的找矿成果的不断涌现，加上

全国矿产源潜力评价项目的完成，使得对本区的成

矿规律有了一轮新的研究和认识，也将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到下一步的勘查部署工作。基于上述找矿成

果和研究基础，本文在本区划定一个重要找矿部署

区并将其命名为“豫西 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

土矿－石墨成矿带”（肖克炎等?），同时依据最新研

究成果确定了重点找矿远景区和一般远景区，以有

效指导下一步勘查部署工作的开展。

１　豫西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

矿－石墨成矿带基本特征

１１　分布范围

豫西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矿－石墨成

矿带横跨河南省东西，西接陕西、山西，东邻安徽，南

与湖北交界，交通比较方便，工农业、矿业经济较发

图１　豫西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矿－石墨成矿带矿产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ｐ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ｂａｕｘｉｔｅ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达。其地貌特点为地势西高东低，东西差异明显。

该成矿带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横跨华北陆块区和秦

祁昆造山系，以卢氏—栾川大断裂为界，北侧为华北

陆块，南侧为秦祁昆造山系。该成矿带的重要拐点

自上 而 下 顺 时 针 依 次 为：Ｅ１０４．６６°，Ｎ３４．６３°；

Ｅ１０７．５４°，Ｎ３５．９０°；Ｅ１０９．２４°，Ｎ３５．２５°；Ｅ１０９．３５°，

Ｎ３４．３４°；Ｅ１１０．７８°，Ｎ３３．２０°；Ｅ１１０．７５°，Ｎ３２．９９°；

Ｅ１０７．２２°，Ｎ３３．２１°；Ｅ１０６．５０°，Ｎ３４．１２°。总面积约

８．９０万平方千米。

１２　成矿特征

１２１　主要成矿区带

依据研究区区域成矿地质特征、成矿构造环境

和诸多控矿因素并结合典型矿床分布情况，参照徐

志刚等（２００８）《中国成矿区带划分方案》及河南省、

陕西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果（彭翼等，２０１５；袁旭

东等?；杨合群等?；李俊建等?），该成矿带可划分

１０个Ⅳ级成矿亚带（图２），其中编号为Ⅲ６３①、Ⅲ

６６②、Ⅲ６３⑥、Ⅲ６３⑧、Ⅲ６３⑨、Ⅲ６３⑩、Ⅲ

６３⑾的Ⅳ级成矿亚带属华北陆块成矿省，编号为

Ⅲ６６①、Ⅲ６６③、Ⅲ６６④的Ⅳ级成矿亚带属秦

５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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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豫西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矿－石墨成矿带Ⅳ级成矿区带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ｇｒａｄ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ｂｅｌｔｓ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ｂａｕｘｉｔｅ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岭—大别成矿省。

１２１１　Ⅲ６３①中条山－王屋山犉犲犆狌犝重晶

石－磷－铝土矿－耐火黏土－硫铁矿－煤－天然气

成矿区

位于中条山－王屋山地区，南部以三门峡－鲁

山断裂为界，北部以赞皇－涑水古岩浆弧南界为边

界。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长城系汝阳群、熊耳群，寒

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和三叠系等。该区主

要矿种为铝土矿、耐火黏土、硫铁矿、煤和山西式铁

矿，为区内重要的铝煤基地。

１２１２　Ⅲ６３②嵩箕犉犲犝重晶石－磷－铝土矿

－耐火黏土－硫铁矿－煤－天然气成矿区

该区位于嵩山－箕山地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

登封新太古代古岩浆弧、熊耳古裂谷。区内主要出

露地层为新太古代登封岩群，长城系熊耳群和汝阳

群，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和三叠系等。岩

浆侵入活动主要发生在新太古代－古元古代。该区

为区内最主要的铝煤和重要的沉积变质型铁矿成矿

区，主要矿产包括铝土矿、煤、铁、耐火黏土、硫铁矿

等，且为主要的伴生稀土和锂矿区。

１２１３　Ⅲ６３⑥舞阳－新蔡犉犲煤－石油－天然

气成矿带

该带地理位置为舞阳－新蔡地区，大地构造位

置为太华－鲁山新太古代岩浆弧的东段。区内除在

舞阳地区零星出露有登封群、汝阳群及太华杂岩外，

其它都为第四系所覆盖。该区为区内最重要的沉积

变质型铁矿成矿带，如铁山、赵案庄铁矿等。近年在

新蔡练村和舞阳铁矿深部找矿取得了重大突破。

１２１４　Ⅲ６３⑧潼关－小秦岭－外方山犃狌犕狅

犠犘犫犣狀犃犵萤石－重晶石成矿带

　　该带包括豫陕小秦岭、崤山、熊耳山和外方山地

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太华－鲁山新太古代岩浆

弧、熊耳古裂谷，晚三叠世以来处在小秦岭－伏牛山

碰撞造山岩浆弧。区内构造格架表现为早期北西西

向，晚期北东向。区内地层表现为双层结构，基底为

太华杂岩（太华岩群），盖层向上依次有长城系熊耳

群、高山河组，蓟县系官道口群、汝阳群及寒武系等。

岩浆侵入活动十分发育，主要集中在燕山期，岩性以

花岗岩为主，从而形成与岩浆侵入活动相关的大量

内生金属矿产。区内矿产以金银铅锌钼为主，典型

６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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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如小秦岭金矿田、铁炉坪银铅锌矿、雷门沟钼

矿、金堆城钼矿、祈雨沟金矿、上宫金矿等。矿床成

矿类型以岩浆热液型金矿、岩浆热液型银多金属矿、

斑岩型钼矿等为主。

１２１５　Ⅲ６３⑨洛源－卢氏－栾川犉犲犕狅犠

犘犫犣狀犃犵硫铁矿成矿带

　　该带分布在卢氏－栾川地区，大地构造位置太

华－鲁山新太古代岩浆弧、华北陆块南缘陆缘裂谷

盆地（Ｐｔ２Ｐｔ３）和中生代小秦岭－伏牛山碰撞造山

岩浆弧。区内构造格架表现为早期北西西向，晚期北

东向。区内地层主要为太华杂岩、熊耳群、高山河组、

官道口群、栾川群、震旦系罗圈组、寒武系辛集组和陶

湾群等。侵入岩浆活动发育，尤其集中在燕山期。区

内矿产主要有钼钨、铅锌银、硫铁矿和铁等，成矿类型

包括斑岩型－矽卡岩型钼钨矿、岩浆热液型铅锌多

金属矿、层控热液型铅锌银矿、矽卡岩型铁锌铜矿

等。为带内最重要的钼钨和铅锌银矿成矿区之一。

１２１６　Ⅲ６３⑩尧山 犕狅犘犫犣狀犃犵犃狌萤石－滑

石成矿带

　　该带位于鲁山－方城地区。区内地层表现为双

层结构，基底为太华杂岩（太华岩群），盖层包括熊耳

群、蓟县系官道口群、汝阳群及寒武系地层等。岩浆

侵入活动十分发育，区内大部分地区为岩浆岩所覆

盖，岩浆侵入活动集中分布在晚侏罗－早白垩世。

区内主要矿产为萤石、滑石及少量铅锌银和钼矿等。

１２１７　Ⅲ６３⑾伏牛山东南段 犕狅犘犫犣狀（犃犵）

萤石成矿带

　　该带位于伏牛山东段，旧县－章台地区，大地构

造位置位于华北陆块区豫皖古陆块太华—登封新太

古代岩浆弧东南缘，熊耳中元古代裂谷东端。基底

为太华岩群陆源碎屑沉积变质岩系，盖层为中元古

界熊耳群火山—沉积建造、汝阳群陆源碎屑—碳酸

盐岩沉积建造、上元古界浅海陆源碎屑－碳酸盐岩

建造、古生界陆表海盆地相陆棚碎屑岩—碳酸盐岩

沉积建造，主要构造线方向为北西—南东向，岩浆活

动主要有新太古代和侏罗纪—白垩纪中酸性岩浆侵

入，岩石蚀变普遍。其构造地质背景和成矿条件十

分有利，是区内尚洞式层控热液型铅锌矿成矿的主

要地区之一。含矿层位属于早古生代陆表海盆地相

陆棚碎屑岩—碳酸盐岩台地亚相地层，与铅锌成矿

有关的岩体是燕山期形成的碰撞岩浆杂岩相后碰撞

岩浆杂岩亚相花岗（斑）岩体。区内矿产除铅锌矿

外，还有萤石及少量钼矿。

１２１８　Ⅲ６６①北秦岭犉犲犆狌犘犫犣狀犃犵犕狅犃狌

犛犫犖犫犜犪犔犻非金属成矿带

　　该带南北分别以商丹和栾川大断裂带为界，大

地构造位置位于秦祁昆造山系的北秦岭弧盆系，包

括宽坪弧后盆地、二郎坪岛弧和北秦岭地块。构造

演化十分复杂，主体构造线方向为北西西向。出露

地层包括秦岭岩群、峡河岩群、宽坪岩群、丹凤岩群、

二郎坪群、柿树园组、太山庙组等。侵入岩浆活动发

育，如前南华纪松树沟超基性岩体，其与铬铁矿关系

密切；志留纪灰池子—漂池—独垛一带的花岗岩体，

与铌钽锂等伟晶岩型稀有金属及铀矿关系密切；晚

侏罗世－早白垩世对区内的金银铜铅锌萤石等内生

金属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火山岩分布较广，主

要指二郎坪群的一套海相火山岩系。区内矿产主要

有铬、铅锌银、铜、钼、金、锑、铌钽锂、高铝三石等，主

要矿床类型包括岩浆热液型铅锌银矿、海相火山岩

型铁铜铅锌银矿、斑岩型－矽卡岩型铜钼矿、岩浆热

液型金矿、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和铀矿以及低温热

液锑矿等。

１２１９　Ⅲ６６③南秦岭犃狌犞金红石－石墨－蓝

石棉－虎睛石成矿带

　　该带位于商丹断裂带以南，大地构造位置为南

秦岭陆缘盆地。区内出露地层为陡岭岩群、武当岩

群、耀岭河组、震旦系、寒武－奥陶系和泥盆系等。

岩浆侵入活动主要集中在古元古代晚期和新元古代

青白口纪。区内矿产包括钒矿、金红石及蓝石棉等。

１２１１０　Ⅲ６６④南阳盆地石油－天然气－油页

岩－石膏－天然碱成矿带

　　该带位于南阳盆地，大地构造位置为南襄断陷

盆地，主要矿产为石油、天然气、油页岩、石膏和天然

碱，为带内主要的石油产地。

１２２　主要成矿期次

根据对区域成矿环境、成矿系统、矿床类型、成

矿主 元素 组合及聚 矿强度的综合研 究 （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ＺｈａｏＰｅｎｇｄ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和

对豫西成矿带钼、银、金、钨、铅锌、铜等优势矿种的

成矿谱系分析（表１），可以看出本区主要发育四大

成矿期次，分别为前寒武纪、寒武纪－早石炭世、晚

石炭世－中三叠世和晚三叠世－早白垩世，以前寒

武纪与燕山期为主。相应有前寒武纪扬子陆块北缘

成矿系列组合，前寒武纪华北陆块基底及周缘盆地

成矿系列组合，寒武纪－早石炭世古特提斯成矿系

列组合，晚石炭世－中三叠世古特提斯－古亚洲双

向板块会聚成矿系列组合，晚三叠世－早白垩世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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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豫西成矿带成矿谱系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狆犲犱犻犵狉犲犲狅犳犠犲狊狋犲狉狀犎犲狀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犃狌犕狅犠犘犫犣狀犃犵犉犲犫犪狌狓犻狋犲犵狉犪狆犺犻狋犲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犫犲犾狋

８０５１



第７期 李俊建等：豫西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矿－石墨成矿带主要地质成矿特征及潜力分析

特提斯、古亚洲、古太平洋多向板块会聚成矿系列组

合，其中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是该区内生金属矿床

成矿大爆发期。

前寒武纪，为与华北陆块及周缘盆地和扬子北

缘陆块形成、裂解有关的成矿阶段。两大构造相系

区的成矿系列互不关联，华北陆块区太古宙末期—

元古宙初期发育与古陆块会聚有关的铁、石墨等矿

床成矿系列，之后有古元古代与裂谷—陆缘盆地有

关的铜、磷、石英岩矿床成矿系列，中－新元古代陆

缘盆地中与沉积作用有关的铁、铀、石英岩、石煤、磷

（钒）矿床成矿亚系列和与裂谷火山活动有关的铌、

钽成矿亚系列。秦岭地区（扬子北缘）在古元古代才

发育具有陆块特征的铁、石墨等矿床成矿系列，之后

为青白口纪Ｒｏｄｉｎｉａ超大陆形成时期的与蛇绿岩有

关的铬铁矿、橄榄岩矿床成矿亚系列，南华纪

Ｒｏｄｉｎｉａ超大陆裂解事件中的镍（铜、铂族、金）、铁

（钒、钛）、金红石矿床成矿亚系列；两个大地构造相

系区之间在震旦纪才出现与大洋玄武岩有关的金红

石成矿亚系列。

寒武纪－早石炭世，为古特提斯成矿域秦岭多

岛弧盆系和华北陆块相系区成矿系列组合。秦岭弧

盆系中的成矿系列与华北陆块南缘的成矿系列开始

横向关联，如当秦岭弧盆系发育寒武－奥陶纪与海

相火山作用有关的铜、锌、铅、银、铁、重晶石矿床成

矿亚系列，与蛇绿岩有关的铬、蛇纹岩矿床成矿亚系

列，以及与俯冲变质带有关的红柱石、蓝晶石矿床成

矿亚系列，华北陆块相应处在由南向北的海进时期，

形成与寒武－奥陶纪沉积作用有关的铀、磷、碳酸盐

岩、石膏矿床成矿亚系列；当秦岭弧盆系碰撞闭合，

形成与志留纪花岗伟晶岩有关的稀有金属、白云母

矿床成矿亚系列，并持续碰撞形成早石炭世前陆盆

地煤成矿亚系列时，华北陆块相应持续隆升为古陆，

遭受长期的风化剥蚀，为下阶段成矿准备物源。

晚石炭世－中三叠世，成矿作用来自古特提斯、

古亚洲构造域双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秦岭与华北

陆块之间的汇聚继续进行，但可能存在的早二叠世

－中三叠世岩浆弧及其成矿系列已被剥蚀，仅保留

了中三叠世大别超高压变质带中的金红石、白云母

矿床成矿亚系列和华北陆块南缘与钾长花岗岩有关

的钼矿床成矿亚系列；另一方面，古亚洲洋的消减造

成来自北方的海侵，形成自北向南迁移的晚石炭世

－二叠纪与碎屑岩陆表海有关的煤、铀、铝土矿、耐

火黏土、碳酸盐岩矿床成矿系列。

晚三叠世以来，古特提斯板块、古亚洲板块与古

太平洋板块的三面汇聚形成中国东部高原，首先发

育高原南边的晚三叠世－中侏罗世钼、煤成矿系列

组和高原西边的与鄂尔多斯前陆盆地沉积作用有

关的煤矿床成矿亚系列。侏罗纪与白垩纪之交，

由于高原垮塌形成华北地区周边的岩浆成矿系

列，在区内分别有秦岭－大别地区与岩浆作用有

关的钼、钨、金、银、铅、锌、锑、铜、铁、硫、萤石、珍

珠岩、沸石、膨润土矿床成矿系列。随后是古近纪秦

岭－大别地区山间盆地中的油气、天然碱、岩盐、石

膏、油页岩成矿系列，以及华北盆地沉积油气、岩盐、

石膏成矿系列。

１３　主要矿床类型及典型矿床

１３１　主要矿床类型

豫西成矿带内产出的金属矿产主要有金、钼、

钨、铅锌银、铝、铜、锑、铁、锰、铬铁矿和“三稀”矿产

等，能源矿产为煤和地热等，非金属矿产包括耐火黏

土、高铝三石、蓝石棉等。金矿主要成矿类型有岩浆

热液型和侵入角砾岩型，岩浆热液型金矿分布范围

较广，尤其集中分布在豫陕小秦岭、熊耳山等地区，

代表性矿床有潼峪金矿、上宫金矿、文峪金矿等；侵

入角砾岩型金矿代表性矿床为祁雨沟、蒲塘－毛堂

等金矿。钼钨矿主要成矿类型有斑岩型，斑岩型－

矽卡岩型、隐爆角砾岩型及岩浆热液型；斑岩型钼矿

代表性矿床有金堆城钼矿、石门沟钼矿等，斑岩型－

矽卡岩型钼钨矿有南泥湖－三道庄钼钨矿、夜长坪

钼钨矿等，隐爆角砾岩型钼矿有雷门沟钼矿等，岩浆

热液型钼矿有纸坊钼矿等。铅锌矿主要成矿类型有

层控热液型、岩浆热液型和海相火山岩型；层控热液

型铅锌矿主要分布在栾川地区，代表性矿床有赤土

店、沙沟等；岩浆热液型矿产分布范围较广，代表性

矿床有板厂等，海相火山岩型铅锌矿仅分布在二郎

坪群地层中，代表性矿床为上庄坪等。银矿在区内

大都以共生形式产在铅锌铜矿中，银铅锌矿床和独

立银矿较少。区内主要银矿类型为岩浆热液型，代

表性矿床有铁炉坪银铅锌矿。铝土矿主要成矿类型

为古风化壳残积型，代表性矿床为郁山铝土矿。铜

矿大多伴生产出，独立铜矿主要成矿类型有两类：斑

岩型和沉积－变质型，前者以楸树湾斑岩型铜钼矿

为代表，后者以小沟铜矿为代表。锑矿成矿类型为

热液型，代表性矿床为大河沟锑矿。铁矿主要成矿

类型为沉积变质型，次为矽卡岩型；沉积变质型铁矿

集中分布在鲁山、许昌、舞阳－新蔡一带，代表性矿

床有铁山铁矿等；矽卡岩型铁矿产出在陕西洛南等

地，典型矿床如木龙沟铁矿。锰矿仅在杜关地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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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产于华北陆块南缘卢氏凹陷带内中元古界官道

口群龙家园组白云岩中，成矿类型为沉积改造型，代

表性矿床有神洞沟锰矿。铬铁矿为蛇绿岩型，代表

性矿床为松树沟－洋淇沟铬铁矿床。区内稀有金属

矿主要指锂、铍、铷、铯、铌、钽等６种，成矿类型包括

伟晶岩型和铝土矿伴生型矿，以前者为主；伟晶岩型

锂铌钽矿代表性矿床有南阳山铌钽锂矿床等。区内

煤炭按成矿时代可分为晚石炭世－二叠纪、晚三叠

世和早－中侏罗世等三类，以晚石炭世－二叠纪煤

田占绝对地位。晚石炭世－二叠纪煤田代表性煤田

为平顶山煤田等，晚三叠世煤田代表性为南召煤田，

早－中侏罗世代表性煤田为义马煤田。

由于豫西成矿带在地质构造历史演化过程中，

内部的不同构造单元之间在不同的地质历史时期遭

受不同的沉积作用、岩浆作用和变质作用，形成了不

同的矿床成矿系列组合（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ｂ；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３；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ＦａｎＹ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ＧａｏＬ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ｈｕｉ，２０１４）。主要有：①与沉积作

用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组合，包括华北陆块南缘与

寒武—奥陶纪碳酸盐岩陆表海有关的铀、磷、碳酸盐

岩、石膏矿床成矿系列，华北陆块南缘与石炭—二叠

纪碎屑岩陆表海有关的煤、铀、铝土矿（稀土、镓）、耐

火黏土、碳酸盐岩矿床成矿系列，北秦岭晚古生代与

沉积作用有关的煤、碳酸盐岩矿床成矿系列、北秦岭

晚三叠—早白垩世与后碰撞岩浆作用、沉积作用有

关的钼、钨、金、银、铅、锌、锑、铜、铁、硫、萤石、珍珠

岩、沸石、膨润土、煤矿床成矿系列组合之沉积成矿

系列和秦岭山间盆地油气、天然碱、岩盐、石膏、油页

岩成矿系列。②与岩浆作用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组

合，包括华北陆块南缘与中—新元古代夭折裂谷、陆

缘盆地有关的铁、铀、钼、石英岩、石煤矿床成矿系列

组之岩浆成矿系列，北秦岭中三叠世与碰撞造山作

用有关的钼、金红石、白云母成矿系列组之岩浆成矿

系列，北秦岭晚三叠—早白垩世与后碰撞岩浆作用、

沉积作用有关的钼、钨、金、银、铅、锌、锑、铜、铁、硫、

萤石、珍珠岩、沸石、膨润土、煤矿床成矿系列组合之

岩浆成矿系列。③与变质作用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

组合，包括华北陆块南缘与太古宙末期—元古宙初

期古陆块汇聚有关的铁、石墨等矿床成矿系列，华北

陆块南缘与中—新元古代夭折裂谷、陆缘盆地有关

的铁、铀、钼、石英岩、石煤矿床成矿系列组合之沉积

变质成矿系列。

１３２　典型矿床

１３２１　舞钢市铁山铁矿床

铁山铁矿床位于舞阳－新蔡铁－煤－石油－天

然气成矿带中，形成的构造背景为华北陆块最南缘

的新太古代初期岩浆弧，为大型沉积变质型铁矿床，

成矿时代为新太古代。含矿建造为太华岩群铁山岭

岩组条带状磁铁石英岩建造，岩性组合为含铁铝榴

石更长片麻岩、条带状石英辉石磁铁矿、大理岩夹更

长片麻岩，底部为变质深成侵入体。矿体产在紧闭

倒转的倾伏背斜中（ＬｉＨｕａｉｑ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呈稳

定的多层叠置的似层状，在水平断面图上呈豆荚状，

反映经历了剪切变形。矿石成分较为复杂，金属矿

物主要有磁铁矿、赤铁矿，微量褐铁矿、黄铁矿、黄铜

矿。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石英、单斜辉石，次要有玉

髓、角闪石、方解石、白云石、透闪石、斜方辉石；微量

绿泥石、黑云母、滑石、绢云母、方柱石、重晶石、磷灰

石。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粒状结构、半自形粒状结

构、他形粒状结构、假象结构；条带状构造、散点状构

造、网状构造。矿石类型有条带状赤铁矿石、条带状

磁铁矿石、碧玉－石英型磁铁矿石、石英型磁铁矿石

和辉石角闪岩磁铁矿石。

铁山铁矿床位于舞阳铁矿田的南部，为华北陆

块最南缘的新太古代末期岩浆弧。该铁矿围岩铁山

庙岩组的原岩为基性火山－碎屑岩组合，可能处在

新太古代末期的弧后盆地，海底火山喷发伴随热水

交代作用，从火山喷发物中萃取铁质后的热水沉积

在火山喷发区的周边形成了硅铁建造。原始硅铁建

造形成后，经历了复杂变形和埋深变质作用，含铁建

造在封闭条件下发生重结晶，将岩层的纹层状构造

改变为条带状构造，后期抬升剥蚀形成了现今见到

的铁矿体。

１３２２　舞钢市赵案庄铁矿床

赵案庄铁矿床位于舞阳－新蔡铁－煤－石油－

天然气成矿带中，为太华—登封新太古代岩浆弧构

造环境下基性—超基性岩浆侵入环境成矿，为中型

岩浆岩型铁矿床，成矿时代为新太古代。含矿建造

为太华岩群铁山岭组磁铁石英岩建造，成矿侵入岩

体为新太古代基性—超基性岩浆岩。控矿构造为鲁

山背孜—西平出山北西向复背斜。矿体主要分布在

虎狼寨向斜、赵案庄背斜、曾庄向斜西段和王道行背

斜南翼。矿体产状随褶曲而起伏变化，总体倾向南

西１８０°～２６０°，倾角２０°～２５°，属缓倾斜矿床。矿体

呈似层状或局部透镜状断续分布，含可采矿体１～４

层，由东向西层次增多。含矿围岩主要为磁铁蛇纹

岩（包括部分磁铁古铜辉石岩），约占矿化围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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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以上，次为磁铁角闪岩和磁铁金云母片岩。矿

石金属矿物主要为磁铁矿（钛磁铁矿、磁铁矿）；次要

是钛铁矿、镁钛铁矿；微量黄铁矿、镁铁尖晶石、硬铬

尖晶石、铝铬铁矿、磁黄铁矿等。非金属矿物以利蛇

纹石、氟磷灰石、白云石、角闪石、古铜辉石、石膏为

主，次为蛇纹石、纤维蛇纹石、胶蛇纹石等；微量锆

石、独居石、磷钇矿、褐帘石、榍石、水铝石等。矿石

结构为半自形粒状镶嵌变晶结构、海绵陨铁结构、压

碎结构、固溶体分离结构等；矿石构造为块状构造、

浸染状构造、条带状构造、孔穴构造等。

赵案庄铁矿区在新太古代伴随强烈的基性火山

喷发，普遍的海底火山喷流作用产生了分布广泛的

硅铁建造，晚期基性－超基性岩浆活动分异产生了

岩浆型含钛磁铁矿床，铁矿体与基性－超基性岩体

形态、厚度协调一致，反映为超基性分异的产物，后

期遭受了区域动力变质变形作用的改造。

１３２３　西峡县洋淇沟铬铁矿床

洋淇沟铬铁矿床位于河南省西峡县西坪镇西北

１３ｋｍ处，与西侧陕西省商南县松树沟铬铁矿同属

一个矿床。该矿床形成于北秦岭基底杂岩（岩浆弧）

（Ｐｔ３Ｐｚ１）洋中脊扩展拉伸环境下，成矿侵入岩体为

新元古代松树沟－洋淇沟基性－超基性岩片，主要

岩性为纯橄榄岩、方辉橄榄岩、透辉岩、石榴斜长角

闪片岩等。ＬｉＳｈｕｇ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１）利用石榴子

石、角闪石单矿物和一个全岩样品获得ＳｍＮｄ矿物

内部等时线年龄为９８３±１４０Ｍａ，与ＳｍＮｄ全岩等

时线年龄１０３０±４６ Ｍａ（ＤｏｎｇＹｕｎｐｅｎｇｅｔａｌ．，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较为接近，代表了超镁铁铁岩块侵位时

间。ＣｈｅｎＤａｎ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对超镁铁质岩

中辉石巨晶进行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快中子活化法测年，获得

高温坪年龄为８３３．８±４Ｍａ，等时线年龄为８４８．２±

４Ｍａ，代表该超镁铁质岩体发生高压变质后初始抬

升的冷却事件。ＬｉｕＪｕｎ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利

用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 石 ＵＰｂ 法 对 榴 闪 岩 定 年，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为５１８±１９Ｍａ，代表构造侵位年龄。

该铬铁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分布在中粗粒纯橄岩

和细粒纯橄岩中，走向３００°～３３０°，倾向北东，倾角

６５°～７５°。矿物组合为铬尖晶石，少量黄铁矿、镍黄

铁矿、赤铁矿等，偶见铂族矿物。矿石结构主要为半

自形—自形中细粒状结构，半自形－他形不等粒结

构，次为他形不等粒结构、包橄结构、熔蚀结构等；矿

石构造以浸染状构造为主，少量准致密块状构造。

常见蚀变为蛇纹石化和斑点状滑石化。

研究表明，洋淇沟—松树沟铬铁矿为形成于新

元古代古秦岭洋中脊的堆晶橄榄岩底部的层状铬铁

矿床（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ｓｕ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经历了新元古代

末向秦岭岛弧的俯冲，在早古生代进一步深俯冲达

到高压－超高压基性麻粒岩相环境。之后经历了晚

三叠世陆内俯冲，以及之后的构造挤出、推覆隆升和

断块抬升等复杂构造过程，最终定位在南、北秦岭缝

合带中的蛇绿岩岩片中。

１３２４　新安县郁山铝土矿床

郁山铝土矿床形成的构造背景为华北陆块南部

渑池—确山陷褶断束架子沟背斜，岩相古地理环境

为渑池泻湖潮坪—沼泽环境。成矿时代为早二叠世

早期。矿区基底岩石为马家沟组碳酸盐岩建造，含

矿岩系为本溪组铁铝岩建造。含铝岩系组合具有以

下特征：黏土岩与铝土矿类组合有较好铝土矿体产

出，黏土岩与铝质岩类组合有铝土矿体产出，（铁质）

黏土岩类组合无铝土矿产出。矿体呈层状、似层状

产出，厚０．８６～９．５５ｍ，深部连续延深达１０００ｍ以

上。直接底板多为中厚层状含铁质泥岩或菱铁矿

层，间接底板为奥陶系灰岩、白云岩等。

研究表明，郁山铝土矿的形成，经历有同生沉

积、埋藏改造和保存－剥蚀三个阶段（ＬｉＺｈｏｎｇｍｉ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２；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ｆ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Ｗａｎｇ

Ｙａｎｒ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ＣｈｅｎＱｕａｎｓ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早二叠世快速的海侵在豫西郁山等地形成了广阔的

泻湖潮坪－沼泽相，来自秦岭古陆风化的富铝物质

通过风暴作用搬运沉积，尤其是在潮间－潮下带经

过机械分选的“去泥作用”和部分的离子、胶体的化

学沉积，最终就位于溶斗、溶洼和溶盆中，形成了最

初的铝土矿体。铝土矿层之下普遍共生硫铁矿层，

即所谓的煤系硫铁矿和风化以后的山西式铁矿。这

种煤层之下，基底之上的黄铁矿层，源自上部泥沼酸

性溶液的向下渗滤，溶解铝土岩中的铁和硅质，在下

方还原生成黄铁矿。这种脱硅去铁作用提高了铝土

矿的Ａ／Ｓ比和品质，也可能促成一些铝土岩转化为

铝土矿。浅表区铝土矿体受表生作用一般形成氧化

铝土矿体，其中的黄铁矿和菱铁矿基本消失，出现蜂

窝状和多孔状构造，品位相对提高，体重相对减小。

１３２５　栾川县赤土店西沟铅锌银矿床

赤土店西沟铅锌银矿床是２０００年由河南省地

质调查院发现的大型矿床，位于河南省栾川县赤土

店（彭翼等，２０１５）。该矿床产于栾川—维摩寺大断

裂北侧、竹园沟推覆构造西侧，黄背岭—石宝沟背斜

近轴部。该矿床形成的构造环境为华北陆块南缘陆

缘裂谷盆地（Ｐｔ２Ｐｔ３）和小秦岭—伏牛山碰撞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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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弧，成矿环境为岩浆热液环境下碳酸盐岩建造

和断裂带内成矿。该矿为多期成矿，新元古代于官

道口群地层同生沉积富集，燕山期可能存在后期岩

浆热液叠加富集成矿作用（ＬｉＪｕｎ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ＬｉｕＧｕｏｙ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ＬｖＷｅｎ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彭翼等，２０１５；Ｑ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ＺｈａｎｇＹｉ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含矿变质建造为官道口群白术沟组上段白云石大理

岩、栾川群煤窑沟组中段白云石大理岩和三川组上

段大理岩。白术沟组上段岩性为黑灰色炭质板岩夹

含炭石英细砂岩，局部夹含炭大理岩；栾川群煤窑沟

组中段岩性为厚层状（硅质条带）白云石大理岩；三

川组上段岩性为灰白色中厚层状大理岩和灰色条纹

条带状大理岩夹钙质粉砂岩薄层，局部见矽卡岩化。

成矿侵入岩为燕山期二长花岗岩。矿体形态呈似层

状、脉状，局部为透镜状、板状产出，产状与地层基本

一致。金属矿物主要有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等。

矿石结构为粒状结构，少量残余结构；矿石构造为块

状构造、条带状构造、团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及少

量蜂窝状、土状等构造。北西西—北西向断裂是主

要含矿构造，北西西—北西向断裂和北东向断裂交

汇部位通常是富矿富集部位。围岩蚀变主要有硅

化、绿泥石化、碳酸岩化、云英岩化和透闪石化。

研究表明赤土店铅锌银矿床为斑岩型钼矿外围

岩浆热液型铅锌银矿床。

１３２６　镇平县楸树湾铜钼矿床

秋树湾矿区位于镇平县城北约１０ｋｍ的老庄乡

境内，为一斑岩—矽卡岩型大型铜钼矿床，矿化以铜

为主，共生钼，伴生银铅等。该矿床形成的构造背景

为东秦岭碰撞岩浆岩带之东秦岭推覆构造带，成矿

环境为北秦岭微陆块及中生代岩浆侵入环境，其辉

钼矿ＲｅＯｓ同位素年龄为１４６．４２±１．７７Ｍａ（Ｇｕｏ

Ｂａｏ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成矿时期为燕山期。成矿侵

入岩为晚侏罗世秋树湾岩体，岩性为花岗（闪长）斑

岩及岩体侵入形成的隐爆角砾岩。矿体呈似层状、

透镜状大致围绕楸树湾岩体外接触带呈不规则环状

分布，少数分布于岩体内接触带。铜矿化主要赋存

于西部、北部爆发角砾岩中，而钼矿化主要赋存于南

部矽卡岩中。由岩体中心向外，大体依次出现钼矿

体—钼铜矿体—铜钼矿体—铜矿体。矿区共圈定矿

体达３００多个，北部矿体总体南倾，倾角３０°～４０°，

南部矿体总体北倾，倾角５°～３０°，东西部总体南倾，

倾角５０°～８０°。矿体一般长３００～５００ｍ，最长达

１０００ｍ，一般延伸１５０～２５０ｍ，厚３～１０ｍ。金属矿

物主要有黄铜矿、黄铁矿、辉钼矿，以及少量磁黄铁

矿、闪锌矿、方铅矿等。矿石结构为中粗粒粒状变晶

结构、柱粒状结构等，矿石构造以细脉—网脉状和薄

膜状构造为主，浸染状构造次之；矽卡岩型铜钼矿石

还可见块状构造，变余层状构造，条纹、条带状构造，

角砾状构造等。围岩蚀变主要为硅化、钾化、绢云母

化、矽卡岩化及青盘岩化，以岩体为中心有明显的水

平分带，从岩体向外为石英核—石英钾长石化—石

英绢云母化—矽卡岩化—青盘岩化。北西向、北北

西向、近东西向断裂及裂隙与成矿关系密切。

研究表明，在中生代小秦岭—伏牛山陆内碰撞

造山环境下，沿朱—夏深大断裂向北的陆内俯冲作

用形成了一系列高硅、富碱、高钾，富含钼及挥发分

的酸性岩浆熔体，含矿岩浆熔体顺着构造薄弱位置

上升侵位，与雁岭沟组大理岩发生热液蚀变，形成了

秋树湾斑岩—矽卡岩型铜钼矿床。

１３２７　南泥湖—三道庄钼钨矿床

南泥湖—三道庄钼钨矿床位于栾川县城北西

２０ｋｍ的冷水镇境内，属超大型钼钨矿床。该矿床

形成于华北陆块南缘的豫西断隆三川—栾川断陷褶

皱断裂带中，栾川深大断裂从矿区南侧通过，潘河—

马超营断裂从矿区北侧通过。区内中新元古代构造

环境属华北陆块南缘陆缘裂谷盆地，出露有中新元

古界官道口群及栾川群地层；中生代构造环境属小

秦岭—伏牛山碰撞造山岩浆弧。含矿侵入体为南泥

湖斑状花岗岩株，ＬｕｏＭｉｎｇｊｉ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对斑状

钾长花岗岩进行全岩ＲｂＳｒ法测年为１４２±１５Ｍａ，

对斑状黑云母花岗闪长岩进行黑云母 ＫＡｒ测年，

同位素年龄为１３６．５±３．７Ｍａ。ＬｉＹｏｎｇｆ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ａ，ｂ）对南泥湖钼矿田三个矿床的辉钼矿

进行了ＲｅＯｓ同位素测年，获得南泥湖成矿年龄为

１４１．８±２．１Ｍａ，三道庄成矿年龄为１４５．０±２．２

Ｍａ，上房沟矿床的年龄１４４．８±２．１Ｍａ，均属于晚

侏罗—早白垩世岩浆活动产物。含矿建造为三川组

上部大理岩交代形成的矽卡岩及钙硅酸角岩。矿体

分布在岩体与围岩的内外接触带，呈似层状、塔松状。

矿石矿物组合主要有辉钼矿、白钨矿、磁铁矿、黄铁

矿，少量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钼钙矿等，脉石矿物

矽卡岩型矿石主要为硅灰石、透辉石、石榴子石，长英

角岩型矿石主要为长石、石英等。矿石结构主要为

片状、束状、放射状结构，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镶

嵌结构；次为包体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充填结构。

矿石构造主要为稀疏浸染状构造、细脉状构造，前者

多分布于矽卡岩中，后者多分布于角岩中。围岩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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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包括矽卡岩化、钾长石化、绢云母化和硅化。

研究表明，南泥湖—三道庄钼钨矿为典型的斑

岩型—矽卡岩型多成因叠加矿床。晚三叠—早白垩

世，南泥湖－三道庄地区受特提斯构造域和太平洋

构造域动力机制转变的影响，构造应力方向由近东

西向转为北北东向，东秦岭构造挤压作用减弱进入

伸展环境。在此构造背景下，具有壳幔重熔性质的

富钼、钨的南泥湖花岗岩浆熔融体顺构造薄弱环节

上升侵位，岩浆演化晚期所产生的含矿流体在构造

作用下发生脉动上升，并与围岩发生强烈的接触交

代作用，形成以斑岩体为中心，自内向外的斑岩型钼

矿－矽卡岩型钨矿床。

１３２８　大河沟锑矿床

大河沟锑矿床位于东秦岭碰撞岩浆带，成矿环

境为区域动力热流变质环境和燕山期构造—岩浆活

动环境。成矿时期初步认为早白垩世。含矿变质建

造为元古界峡河岩群界牌组长英质片岩—石英岩—

大理岩建造，岩石组合为含石墨镁质大理岩夹少量

变质碎屑岩，钙质斜长（石英）片岩、钙质片岩夹不纯

大理岩。矿体成细脉状或脉状交错产出，沿走向或

倾向极不稳定，受区域性双槐树断裂带及后期次级

张（扭）性断裂带构造控制。矿石矿物主要为辉锑

矿，次为黄锑华、黄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次为

方解石、重晶石、萤石、砷矿物等，表生矿物有褐铁

矿、高岭石等。矿石结构以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

为主，角砾状、碎裂状、交代残留状结构次之。矿石

构造主要有块状、细脉浸染状和角砾状构造。围岩

蚀变有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和褐铁矿化。

研究表明，大河沟锑矿属中低温热液型矿床。

在燕山期构造—岩浆活动环境，含矿流体沿深断裂

带向上运移，锑元素可能以氯化物、络合物等形式存

在，在北秦岭推覆体下方与高角度断裂带结合部位

形成有利的物理化学屏障，结晶形成辉锑矿伟晶岩

及断裂带中的锑矿床。

１３２９　豫陕小秦岭金矿床

小秦岭金矿床位于中生代小秦岭碰撞造山岩浆

弧，成矿环境为片麻岩穹隆和岩浆侵入热液环境。

成矿时期为燕山期，成矿年龄红土岭４０Ａｒ３９Ａｒ等时

线年龄为１２８～１２６Ｍａ（ＷａｎｇＹｉｔ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２０１０ａ，ｂ），泉家峪ＲｅＯｓ同位素年龄为１３０Ｍａ（Ｌｉ

Ｈｏｕｍ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与成矿关系密切侵入岩为

早白垩世文峪花岗岩体，含矿地质体为含金石英脉。

矿体呈脉状赋存在含金石英脉中，分为南北两个矿

脉密集脉带，北带由Ｓ５０５、Ｓ５３０、Ｓ５３５、Ｓ５３６、Ｓ８６１

等矿脉组成，矿体规模大，金品位高；南带为Ｓ５１２、

Ｓ５４８、Ｓ５４９、Ｓ５４７等组成，金品位较低。北带Ｓ５０５

与南带Ｓ５１２呈区域性展布，各矿脉向东撒开呈帚

状。金矿物单一为自然金，金属矿物以黄铁矿为主，

黄铜矿、方铅矿次之，磁黄铁矿、斑铜矿、白钨矿等微

量。次生矿物主要为赤铁矿、褐铁矿，微量孔雀石、

蓝铜矿、辉铜矿、白铅矿、铅矾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

英，次为微斜长石、斜长石、方解石，少量绢云母、黑云

母、绿泥石、榍石、磷灰石。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半

自形粒状结构、它形粒状结构、压碎结构、包含结构；

矿石构造有浸染状、细脉－浸染状、角砾状和蜂窝状

构造。围岩蚀变分布于含金石英脉顶底板及其所处

构造带中。主要蚀变类型有绢云母化、黄铁矿化、硅

化、碳酸盐化、钾长石化、绿泥石化。控矿构造为先

期韧性剪切带，成矿期中等—低角度正断层。

研究表明，豫西小秦岭地区晚三叠世以来，自南

西向北东的左行剪切—陆内俯冲作用，形成莫霍面

最深达４０ｋｍ的豫西幔向斜。在早白垩世山根垮塌

之时，幔源成矿流体透过基性、酸性岩浆，沿小秦岭

片麻岩穹隆南侧断裂构造带向上运移，在深约

１０ｋｍ，充填形成一阶段黄铁矿－石英和二阶段石英

－黄铁矿为主体的石英脉型金矿。石英脉型金矿之

下可能逐渐过渡为构造蚀变岩型金矿。

１３２１０　洛宁县上宫金矿床

上宫金矿床位于小秦岭—伏牛山碰撞造山岩浆

弧中熊耳山短轴背斜内，成矿环境为中生代岩浆侵

入环境。成矿时代包括晚三叠世贫硫化物型金矿与

早白垩世多金属型金矿两个时期，早阶段石英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年龄为２２２．８±２４．９Ｍａ，矿物或矿石的

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为２４２Ｍａ±１０Ｍａ，１６５Ｍａ±７

Ｍａ和１１３Ｍａ±６Ｍａ（ＣｈｅｎＹａｎ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成矿侵入岩为三叠纪钾长花岗岩、正长（斑）岩墙或

小岩株和早白垩世花山花岗岩体。矿体呈脉状、薄

板状斜列于扫帚状排列的六个构造蚀变岩带，垂直

延伸大于８００ｍ。金矿物主要为自然金、银金矿，次

为碲金矿，极少量碲金银矿和金银矿。矿石结构为

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包含结构、压碎结构、交代

残余结构和角砾状结构；矿石构造为浸染状构造、细

脉－浸染状构造、网脉状构造和蜂窝状构造等。与

成矿关系密切围岩蚀变有硅化、黄铁绢英岩化、绢云

母化和黄铁矿化，局部萤石化和铁白云石化等。控

矿构造为熊耳山穹隆式构造西北侧贯穿太华杂岩和

长城系熊耳群的北东走向、左行斜列的正断层。成

矿期次分为黄铁矿－石英阶段，金－碲化物－方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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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年

矿－黄铁矿阶段，石英－萤石阶段，金－多金属硫化

物阶段和晚期碳酸盐阶段。

上宫金矿处在陆缘岩浆弧中岩浆活动环境，在

左行剪切—陆内俯冲背景下，于近东西向马超营断

裂带上盘形成左列的北东向正断层系统，最初于晚

三叠世，源于壳幔接触带的含金流体，在壳内钾长花

岗岩浆活动背景下，透过岩墙向上运移，形成早期以

硅化、黄铁绢英岩化为特征的贫硫化物构造蚀变岩

型金矿。早白垩世转入造山期后地壳调整阶段，在

增厚的地壳内产生大量花岗岩浆，先后形成侵入角

砾岩体、花岗（斑）岩体及花岗岩基，透过花岗岩浆的

深部流体在侵入角砾岩体中形成祈雨沟金矿，同时

在断裂系统中形成以伴生银为特征的上宫多金属型

金矿。

１３２１１　铁炉坪银矿床

铁炉坪银矿床位于中生代小秦岭—伏牛山碰撞

造山岩浆弧，成矿环境为中生代岩浆侵入环境。成

矿时期为燕山晚期，４０Ａｒ３９Ａｒ等时线年龄为１４５．２

±２．５Ｍａ～１４７．６±２．３Ｍａ（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成矿侵入岩为燕山期花岗（斑）岩，赋

矿变质建造为太古代花岗岩－绿岩和熊耳群火山岩

－大理岩。９个矿体呈脉状、分枝复合脉状和透镜

状，总体向北北东侧伏。单个矿体长２００～８２０ｍ，平

均厚４．４５ｍ，最大厚度１６．４ｍ，形态和产状受蚀变破

碎带控制。金属矿物主要为方铅矿，黄铁矿、闪锌矿、

黄铜矿、银黝铜矿、自然银、赤铁矿，次生矿物有褐铁

矿和铅矾。矿石结构为晶粒状、镶嵌结构；矿石构造

为浸染状和细脉状构造。围岩蚀变主要有绢云母化、

绿泥石化、硅化、碳酸盐化、黄铁矿化及黄铁绢英岩

化。与成矿关系密切的构造为北东向断裂破碎带。

研究表明，在中生代华北与扬子板块碰撞造山

期间，马超营断裂表现为倾向北的陆内俯冲带。在

此构造环境下，携带有深源成矿物质的重熔花岗岩

浆沿构造薄弱环境往上运移，此后俯冲板片继续下

插，更深来源的岩浆熔融体形成并往上运移，随后形

成花岗斑岩，运移过程中变质流体和大气降水先后

加入岩浆熔体，形成富含银铅锌的成矿热流体，在构

造有利部位沉淀形成了铁炉坪银铅锌矿床。

１３２１２　南阳山铌钽锂矿床

南阳山铌钽锂矿床位于北秦岭基底杂岩（岩浆

弧），成矿环境为灰池子岩体远程岩浆热液环境。成

矿侵入岩为灰池子岩体控制的远程含稀有金属矿物

型花岗伟晶岩（Ⅳ带），其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４３７±

５．８Ｍａ（ＬｉｕＷｕ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ＬｉＪｉｎｇｈｕ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推断其成矿时期为志留纪。矿体呈脉状，整

体走向表现为北北西向，倾向北西西或北东东，倾角

分为两组，一组较陡为３５°～８０°，一组较缓１４°～

４０°。含矿伟晶岩脉共有４２条，一般宽５ｍ左右，最

宽可达３０ｍ，长几十到几百米不等，最长可达１０００

ｍ。按矿物成分可分为白云母微斜长石型、白云母

钠长石微斜长石型和锂云母钠长石型三种类型。矿

物组成十分复杂，查明矿物成分最多达４０种。常见

稀有元素矿物有铌钽铁矿、绿柱石、锂辉石、锰铌矿、

锰钽矿、细晶石、钠锂绿柱石、锑钽矿、铯锂绿柱石、

磷锂铝石和铯榴石等。矿石结构为细粒结构、巨晶

结构和交代残余结构等；矿石构造为带状构造。围

岩蚀变有锂白云母化、钠长石化、高岭石化、锂闪石

化和萤石化等。成矿发生在伟晶岩矿床的后期交代

阶段的锂云母阶段。

研究表明，古秦岭洋经历中—新元古代扩张之

后，在早古生代转入收缩时期，于志留纪发生聚合碰

撞。早期俯冲板片的消融，产生了以高Ｓｒ、低 Ｙ为

特点的Ｉ型花岗岩浆，在岩体侵位之后，源区残余流

体随之上升，产生围绕早期岩体展布的大量花岗伟

晶岩墙，富含挥发组分的含稀有金属矿物的伟晶岩

带分布在最上方或最外侧，形成了带状展布的南阳

山花岗伟晶岩型铌钽锂矿，也标志着碰撞造山阶段

的结束。

２　豫西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

矿－石墨成矿带基本特征、重要矿种资

源潜力分析及成矿远景区划分

２１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豫西成矿带跨华北陆块区和秦祁昆造山系两个

一级构造单元，其中华北陆块区为一个具地壳双层

结构的相对稳定区；秦祁昆造山系是一个由多个不

同时代、不同建造、不同构造背景下形成的构造岩块

（岩片），经过多期复杂的构造演化，纵向上堆垛叠置

横向上镶嵌拼合而成的复合型造山带，基本构造格

架为线状强变形带（区域性断裂带）与带状弱变形域

（构造岩片）的规律组合（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ｗｅｉｅｔａｌ．，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２０１１；ＰａｎＧｕｉ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Ｌｉ

Ｊｕｎ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彭翼等，２０１５）。

区内前寒武纪—中新生代地层均较发育。基底

地层有上太古界—下元古界的登封岩群、太华岩群、

嵩山群、秦岭岩群和雁岭沟岩组，太华岩群、登封岩

群与铁、金、石墨矿等有关，嵩山群和秦岭岩群与

（赤）铁、磷、矽线石、石墨矿有关，雁岭沟岩组与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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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矿产有关。中元古界熊耳期火山岩与金、银、铅

锌、银和钼矿成矿关系密切，如寨凹多金属矿床钼矿

体的辉钼矿 ＲｅＯｓ同位素等时线年龄为１８０４±

１２Ｍａ（ＬｉＨｏｕｍ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１７６２±３１Ｍａ（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０９）；龙门店银（钼）矿中辉

钼矿的ＲｅＯｓ同位素等时线年龄为１８８４Ｍａ（Ｗｅｉ

Ｑｉｎｇ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长城系洛峪群、云梦山组、高

山河组与石英岩、钾、赤铁矿、磷、泥岩、铁矿化有关；

蓟县系煤窑沟组与石煤、铀矿化有关；上元古界宽坪

岩群与金红石矿床有关。下寒武统辛集组与海相沉

积磷、铀、石膏、白云岩、石灰岩矿产有关；上寒武统

崮山组、上寒武统－下奥陶统三山子组与白云岩矿

产有关；奥陶纪二郎坪群火山岩与铜锌、铁锌多金属

矿、硫铁矿成矿有关，二郎坪群变沉积岩与红柱石、

蓝晶石、高纯碳酸盐岩和重晶石矿有关；中奥陶统马

家沟组赋存石灰岩、白云岩矿产。石炭纪柿树园组

等蕴藏丰富的石灰岩矿产；晚石炭世—早二叠世本

溪组砂泥岩组合中富含铝土岩，形成铝土矿或耐火

黏土矿产。二叠纪沼泽－泥砂岩组合含煤、硫铁矿

和山西式铁矿；晚二叠世—早三叠世泥岩－砂岩组

合具有铀矿化。晚三叠世—早侏罗世济源—义马等

原形盆地发育湖泊相泥岩－粉砂岩组合，其中富煤、

油页岩、油气矿产。古近纪山间盆地和内陆沉积盆

地的湖相泥岩－粉砂岩组合中同样赋存油页岩、油

气矿产，并在封闭的山间盆地和内陆沉积盆地形成

岩盐、石膏、天然碱、芒硝等蒸发岩矿产。

豫西成矿带内与侵入岩有关矿产的主成矿期一

般在不同时代构造岩浆旋回的晚期或后期（亲铁元

素矿产除外），如新太古代华北陆块南缘的ＴＴＧ组

合和后造山碱性正长花岗岩组合含金矿床，太行山

南段活动边缘 ＴＴＧ岩系组合含磁铁矿矿床；古元

古代早期熊耳山—大清沟陆缘弧ＴＴＧ岩系组合具

金、银、铅、锌矿化，晚期老婆寨—石称后造山碱性正

长花岗岩组合具金矿化，熊耳山—重渡—石板河同

碰撞—后碰撞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

岩组合具钼矿化；长城纪嵩县后碰撞石英闪长岩－

石英二长岩－花岗闪长岩组合具钼、铜、铅、锌矿化，

晚期形成的龙王幢后造山过碱性花岗岩具金、铜、铁

矿化；青白口纪小河同碰撞—后碰撞二长花岗岩－

正长花岗岩组合具金矿化，松树沟和淇河庄同碰撞

期构造就位残余地幔岩组合、甘沟同碰撞期闪长岩

－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组合分别与铬铁矿、铜

－镍矿、金铁矿有关；南华纪早期双山大陆伸展双峰

式侵入岩组合与铌、钽、铁矿有关，晚期吐雾山后造

山碱性花岗岩组合与铁矿有关；早志留世柳树庄基

性－超基性岩组合具铜镍矿化，板山坪闪长岩－斜

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组合与铁、铜、金、银、钼矿有

关；在早志留世—早泥盆世形成的郭条坪后碰撞二

长花岗岩组合、五垛山后碰撞二长花岗岩组合、灰池

子同碰撞—后碰撞英云闪长岩－花岗闪长岩－二长

花岗岩－正长花岗岩组合与金、铁矿有关；二叠纪王

母观造山晚期辉长岩组合与铁矿有关；三叠纪磨沟

后造山过碱性花岗岩组合与铜钼矿有关；晚侏罗世

银家沟造山晚期浅成岩组合与铜、钼矿有关，南泥湖

二长花岗岩－花岗斑岩组合与钼、钨、铅、锌矿有关，

万村石英二长岩－二长花岗岩组合、阌峪二长花岗

岩组合与金矿有关，雷门沟二长花岗岩组合与钼、银

矿有关，郭庄闪长岩－石英二长岩－二长花岗岩－

正长花岗岩组合与金、铜、钼矿有关，秋树湾花岗斑

岩组合与铜、钼、银矿有关，毛堂花岗斑岩组合与金

矿有关；早白垩世早期花山造山晚期石英二长岩－

二长花岗岩－花岗斑岩组合与金矿有关，合峪闪长

岩－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组合与钼、铅、锌、金、

银矿有关，长探河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二长

花岗岩组合与金、铜、钼、铁矿有关，老湾二长花岗岩

－花岗斑岩组合与金矿有关，商城闪长岩－花岗闪

长岩－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花岗斑岩组合与

钼矿有关；中期东冶－六度寺大陆伸展过碱性－钙

碱性浅成岩组合与铁矿有关，太山庙正长花岗岩－

花岗斑岩组合、角子山正长花岗岩－晶洞花岗岩－

二长花岗岩组合、张士英正长花岗岩－花岗斑岩组

合与钼、金、铁、铅锌矿有关；晚期蒿坪造山晚期石英

二长岩－二长花岗岩组合、祈雨沟爆发角砾岩组合

与金矿有关，后瑶峪花岗斑岩组合与银、铅锌矿有

关，神林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花岗斑岩组合

具金、铁矿化，四棵树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组合

具钼、铁矿化，老君山二长花岗岩组合与铅、锌、银、

钨、钼矿有关，灵山二长花岗岩－花岗斑岩组合、车

云山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组合具钼矿化。晚白

垩世天目山大陆伸展正长花岗岩－花岗斑岩组合具

锌、钼、萤石矿化，石门沟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

组合具钼矿化。总的看，基性、超基性岩与铬、镍、铂

族元素、钛、钒、铁等亲铁元素矿床有关；基性、中性

侵入岩与各种热液铁矿床有关；酸性花岗岩与钨、

锡、铍、锂、铌、钽和铀等亲氧元素矿床有关；弱酸性

侵入岩与铁、铜矿床。

构造是控制矿床形成和分布的一个基本因素，

豫西成矿带内内生金属矿产的形成直接或间接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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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变形构造有关，如老湾等构造蚀变岩型金银多金

属矿受大型变形构造次级断裂带控制，南泥湖大型

－超大型斑岩型钼钨矿的赋矿母岩—斑岩体产于两

组大型断裂构造的交汇部位等。左形剪切—挤压体

制下的羽状构造控制了区内内生金属矿矿田、矿区

的分布，以卢氏—栾川—鲁山为轴线（由栾川断裂转

向车村—鲁山断裂），北侧的小秦岭、崤山和熊耳山

金钼矿田及其边界断裂呈左行犁式排列，南侧各变

形块体镜像呈左行帆式排列，共同构成左旋斜向陆

内俯冲体制下的羽状构造组合形态；在矿集区尺度

上，沿马超营断裂带，北侧的铁炉坪银矿、上宫金矿、

元岭金矿等控矿构造带与南侧的竹园沟等铅锌银矿

控矿构造带，亦表现为羽状断裂组合。北东、北西向

隐伏构造控制了区内内生金属矿产的展布，北东走

向断裂控矿在区内已成共识，但北西西－北西向矿

产分布和对应清晰的重磁场特征，说明铁炉坪－栾

川－秋树湾、祁雨沟－东沟－杨树洼、皇城山－母山

－栈板堰－山峡店等金钼多金属矿产的分布主要受

北西向隐伏构造控制。秦岭造山带现今表现为上部

近东西走向、深部北东向构造体制的立交桥式结构

（张国伟，１９９５，１９９７，２０１１），那么在近东西向构造体

制与北东向构造体制之间是否存在或曾经出现过大

规模的北西向的构造－岩浆活动？从豫西区域地质

图可见晚侏罗世花岗岩体（如小秦岭文峪、熊耳山万

村、桐柏玉皇顶）是北西走向的，明显不同于之前岩

体的北西西走向；早白垩世，沿卢氏－栾川－鲁山轴

线分布的花岗岩体为等轴状（合峪、太山庙）或东西

走向（石人山），北侧岩体（熊耳山花山、斑竹寺）呈北

东走向，以南全部早白垩世花岗岩体为北西走向。

对应早白垩世成矿作用大爆发的大规模花岗岩浆活

动呈北东、北西交织的构造格局，与羽状断裂系统和

重磁场反映的深部构造相吻合，由此说明沿北西、北

东向断裂及岩体寻找早白垩世矿产比沿北西西向更

为重要。穹隆（式）构造、背斜（形）构造、韧—脆性断

裂带及其伸展构造发育程度、岩浆活动程度控制了

区内内生金属矿化强度，如小秦岭片麻岩穹隆，崤

山、熊耳山短轴背斜，均具有热的（含有花岗岩体）穹

隆形状，并且韧性构造与低倾角脆性断裂发育程度

与穹形构造中金矿大小、多少成正比；桐柏朱庄背斜

虽不是短轴的，但金银矿田的顶部同样存在韧性剪

切带。在韧—脆性断裂带中，花岗岩、煌斑岩发育程

度决定金矿规模的大小，垂直韧—脆性断裂带的纵

张断裂带或裂隙带也是金矿控矿（容矿）构造，但仅

分布小型金矿。

２２　重要矿种资源潜力分析及找矿方向

豫西成矿带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矿产种类丰富，

金、钼钨、铅锌银、铝土矿、铁、石墨、煤矿等为带内优势

矿产，是我国重要的金铁铝有色金属工业原料及加工

基地，近年找矿进展显著，并展示出巨大的资源潜力。

本区金矿主要分布在豫陕小秦岭—熊耳山地

区，是我国最重要的金成矿带之一和第二大黄金产

地，其间分布着许多大中型金矿床，如文峪石英脉型

金矿，上宫构造蚀变岩型金矿，祈雨沟爆破角砾岩型

金矿等，主要成矿类型有岩浆热液型和侵入角砾岩

型，据河南省、陕西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表２），

２０００ｍ以浅预测金资源量３５２２９２０千克，占全国预

测资源量的１１．３％；钼（钨）主要分布在小秦岭－伏

牛山地区，钼探明储量居全国首位，是著名的“钼

都”，主要成矿类型有斑岩型－矽卡岩型，主成矿期

为早白垩世，受控于东秦岭—豫陕小秦岭陆内岩浆

弧，据矿产资源潜力评价，１０００ｍ以浅预测资源量

钼１８３８６４２２．５６吨，占全国预测资源量的１７％；钨

４４０６３７５．４４吨，占全国预测资源量的１５％；铅锌矿

主要分布在豫西南地区，在北秦岭和熊耳山西南端

与银伴生，据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在区内１０００ｍ以

浅预测资源量铅１０８３０３００吨，占全国预测资源量的

４％；锌１２３６２９００吨，占全国预测资源量的２．２％；

银２４７３２．５１吨，占全国预测资源量的４．４％。区内

表２　豫西成矿带重要矿种预测资源潜力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犻狀犲狉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狅犳狑犲狊狋犲狉狀犎犲狀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犃狌犕狅犠犘犫犣狀犃犵犉犲犫犪狌狓犻狋犲犵狉犪狆犺犻狋犲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犫犲犾狋

预测矿种
累计查明

资源储量

预测资源量

５００米以浅 １０００米以浅 ２０００米以浅

预测资源量占

全国比例
单位

Ａｕ １５００４１１．６７ ２４１９８２．８３ １０３９４４１．８９ ３５２２９２０ １１．３％ 千克

Ｍｏ ６２５８８２３ ８５９５４９４．７２ １８３８６４２２．５６ １５４７９２６９ １７％ 吨

Ｗ ７６５２１９６０ ２０８６５１０．４０ ４４０６３７５．４４ ４６６１７３３６ １５％ 吨

Ｐｂ ２８１８７１８ ４３７８５００ １０８３０３００ ９９８１４００ ４％ 吨

Ｚｎ ２６８１１３１ ５０９３６４０ １２３６２９００ １１４３８４００ ２．２％ 吨

Ａｇ ６１３５．２９ ７１５７．３５ ２４７３２．５１ ４．４％ 吨

铝土矿 １００１２１．８０ ２９８２８７．５６ ５１３３１３ ４０％ 万吨

Ｆｅ ６０７９６．３５ １７００．５６ ６００１０．３０ １４９４３９．６５ ０．７％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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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豫西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矿－石墨成矿带勘查部署建议图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ｂａｕｘｉｔｅ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铝土矿资源储量居全国第二位，氧化铝产量居全国

第一，主要赋存在晚石炭世—早二叠世煤系地层之

下的本溪组地层中，因此称之为煤下铝，集中分布在

豫西地区济源及其以南的煤田中，据矿产资源潜力

评价，在 区 内 ５００ｍ 以 浅 预 测 铝 土 矿 矿 石 量

２９８２８７．５６万吨，占全国预测资源量的４０％；铁矿集

中分布在鲁山、许昌、舞阳－新蔡一带，主要成矿类

型为沉积变质型，矿层赋存在新太古代、古元古代初

期的角闪岩相—麻粒岩深变质片麻岩系中，据矿产

资源潜力评价，在区内２０００ｍ 以浅预测铁矿石量

１４９４３９．６５万吨，占全国预测资源量的０．７％。

２３　勘查部署建议

在已设立的１０７片国家级整装勘查区中，豫西

成矿带部署的国家级整装勘查区有７片，分别为①

陕西小秦岭金矿整装勘查区，②陕西华县金堆镇钼、

铁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③河南小秦岭金矿田深部

及外围整装勘查区，④栾川地区铅锌金银多金属矿

整装勘查区，⑤渑池礼庄寨—平顶山地区铝土矿整

装勘查区，⑥舞阳—新蔡地区铁矿整装勘查区和⑦

熊耳山—外方山地区金钼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共７

个整装勘查区。

本次研究建议在豫西成矿带设立找矿远景区

２５个，分别为湍源金铅锌银找矿远景区（Ａ１），新

安—渑池铝土矿、煤找矿远景区（Ａ２），嵩箕铝土矿、

煤找矿远景区（Ｂ１），小秦岭金钼找矿远景区（河南）

（Ａ３），崤山金钼重晶石找矿远景区（Ａ４），卢氏铅锌

银钼找矿远景区（Ａ５），熊耳山金钼铅锌银萤石找矿

远景区（Ａ６），栾川铅锌银钼钨找矿远景区（Ａ７），外

方山铅锌银钼萤石找矿远景区（Ａ８），卢氏南部金稀

有金属找矿远景区（Ａ９），蒲塘—毛堂金找矿远景区

（Ａ１０），镇平钼铜找矿远景区（Ａ１１），舞阳铁矿找矿

远景区（Ｂ２），楼房沟萤石找矿远景区（Ｂ３），桐柏北

部金银铜铅锌萤石找矿远景区（Ａ１２），新蔡铁矿找

矿远景区（Ｂ４），鲁山铁矿找矿远景区（Ｂ５），南阳北

部塔山萤石找矿远景区（Ｂ６），小秦岭金矿找矿远景

区（陕西）（Ａ１３），陕西华县金堆镇钼铁多金属矿找

矿远景区（Ｂ７），陕西蓝田厚镇－玉山镇金多金属找

矿远景区（Ａ１４），陕西商州牧护关铅锌找矿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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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８），陕西洛南县崎头山—蟒岭钼铜多金属找矿远

景区（Ｂ９），陕西商南县铬矿找矿远景区（Ｂ１０）和陕

西洛南高多山锑矿找矿远景区（Ｂ１１），其中１４个为

重点远景区（Ａ１Ａ１４），１１个为一般远景区（Ｂ１

Ｂ１１）。各整装勘查区和找矿远景区的工作部署建

议详见表３、４、５、６。

表３　整装勘查区工作部署

犜犪犫犾犲３　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犱犲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狑狅狉犽狅犳犽犲狔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犲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狉犲犪狊

序号 整装勘查区名称 主攻矿种 主攻矿床类型

１ 陕西小秦岭金矿整装勘查区 金 石英脉型

２ 陕西省华县金堆镇钼、铁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 钼、铁 斑岩型

３ 河南小秦岭金矿田深部及外围整装勘查区 金 石英脉型

４ 栾川地区铅锌金银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 铅、锌、银、钼、钨 热液型、斑岩型、矽卡岩型

５ 渑池礼庄寨—平顶山地区铝土矿整装勘查区 铝土矿 沉积型

６ 舞阳－新蔡地区铁矿整装勘查 铁 沉积变质型

７ 熊耳山—外方山地区金钼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 金、银、铅、锌、钼 火山岩型、石英脉型、斑岩型

表４　整装勘查区１∶５万地质矿产调查工作部署

犜犪犫犾犲４　１∶５００００狉犲犵犻狅狀犪犾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犪狀犱犿犻狀犲狉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狊狌狉狏犲狔犻狀犽犲狔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犲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狉犲犪狊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时间

８ 河南白土街幅、三川幅１∶５万区域矿产地质调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９ 河南合峪、木植街、栗树街、车村、二郎庙幅１∶５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１０ 河南石门、内乡、镇平、安
"

幅１∶５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１１ 河南二郎坪幅、龙王庙幅１∶５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１２ 河南古王村幅、三门峡市幅、张茅幅１∶５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１３ 河南白土街幅、三川幅１∶５万区域重力测量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１４ 河南白土街幅、三川幅１∶５万地球化学测量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表５　找矿远景区１∶５万地质矿产调查工作部署

犜犪犫犾犲５　１∶５００００狉犲犵犻狅狀犪犾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犪狀犱犿犻狀犲狉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狊狌狉狏犲狔犻狀狆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犪狉犲犪狊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年度

１５ 河南１#５万二郎庙幅、小水幅、龙王庙幅、夏馆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１６ 河南１#５万板桥幅、竹沟幅、毛集镇、固县镇、张台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１７ 河南１#５万乔端幅、板山坪、下罗坪、南召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１８ 河南１#５万大金店幅、登封县幅、陵头幅、方山幅、神后镇幅矿产地质调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１９ 河南１#５万夏馆幅、板山坪幅矿产地质调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２０ 河南１#５万二郎庙幅、下汤幅、下罗坪幅、丹霞寺幅矿产地质调查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２１ 河南１#５万密县幅、大隗幅、顺店幅矿产地质调查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２２ 河南１#５万李家寨幅、涩港幅、宣化店幅矿产地质调查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２３ 河南１#５万板桥幅、竹沟幅矿产地质调查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２４ 河南１#５万确山幅、任店幅、新安店幅矿产地质调查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２５ 河南１#５万古王村幅、曹家川幅、段村幅、仓头幅矿产调查调查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２６ 河南１#５万四里店幅、神林幅矿产地质调查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表６　找矿远景区矿产调查评价工作部署

犜犪犫犾犲６　犕犻狀犲狉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犻狀狆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犪狉犲犪狊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年度

２７ 陕西蓝田厚镇－玉山镇金多金属矿调查评价 金、钼、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２８ 陕西商州牧护关铅锌矿调查评价 铅、锌、钨、铜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２９ 陕西洛南崎头山—蟒岭一带钼铜多金属调查评价 钼、铜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３０ 陕西商南铬铁矿调查评价 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３１ 陕西洛南高多山锑矿调查评价 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３２ 河南小秦岭深部及外围金矿勘查 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３３ 河南蒲塘－毛堂金矿勘查 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３４ 河南镇平钼铜矿勘查 钼、铜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３５ 河南周庵铜镍硫化物矿勘查 铜、镍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３６ 河南卢氏稀有多金属矿调查评价 稀有金属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３７ 河南西峡一带石墨矿调查评价 石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３８ 河南周党镇—薄刀岭金多金属矿调查评价 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３９ 河南楼房沟萤石矿调查评价 萤石矿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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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豫西 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矿－石

墨成矿带横跨河南省东西，西接陕西，东邻安徽，南

与湖北交界。其大地构造位置横跨华北陆块区和秦

祁昆造山系，北部、西部以山西断隆为界，北部属于

典型的华北克拉通；南部边界以秦岭大别成矿省为

界，东部以安徽省界为界，面积约８．９０万平方千米。

（２）依据豫西 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矿

－石墨成矿带的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在区内划分出

１０个Ⅳ级成矿区带，并结合其多旋回性、继承性、新

生性和叠加性成矿特征，建立了其成矿谱系简表，

本区主成矿期为前寒武纪与燕山期。

（３）豫西 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矿－石

墨成矿带主要成矿类型和矿种有沉积－变质型铁、

铜、石墨矿床（铁山铁矿、西峡石墨矿、小沟铜矿等），

岩浆热液型金、银、铅锌、钼、锑矿床（文峪金矿、潼峪

金矿、铁炉坪银铅锌矿、板厂铅锌矿、纸坊钼矿、大河

沟锑矿等），斑岩型－矽卡岩型钼钨、铜钼、铁矿床

（南泥湖－三道庄钼钨矿、夜长坪钼钨矿、金堆城钼

矿、石门沟钼矿、楸树湾铜钼矿、木龙沟铁矿等），火

山岩型金、铅锌矿床（上宫金矿、祁雨沟金矿、蒲塘－

毛堂金矿、上庄坪铅锌矿等），隐爆角砾岩型钼矿床

（雷门沟钼矿），层控热液型铅锌银矿床（赤土店铅锌

银矿、沙沟铅锌矿等），古风化壳残积型铝土矿床（郁

山铝土矿），蛇绿岩型铬铁矿床（松树沟－洋淇沟铬

铁矿），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床（南阳山铌钽锂矿）和

沉积改造型锰矿床（神洞沟锰矿）。

（４）豫西 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矿－石

墨成矿带重点矿种已探明资源／储量较大，其２０００

米以浅资源潜力巨大，尤以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

铝土矿等矿种资源量潜力占全国的比例相当高，分

别为１１．３％、１７％、１５％、４％、２．２％、４．４％和４０％。

（５）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结合研究区找矿最新进

展和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最新成果，在豫西 Ａｕ

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矿－石墨成矿带划分了

２５个找矿远景区，其中１４个为重点远景区，１１个为

一般远景区。并提出了整装勘查区和重要找矿远景

区的工作部署建议３９项。

致谢：本项工作得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

源研究所陈毓川院士、肖克炎、王瑞江、邢树文、丁建

华研究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沈宝

丰研究员，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杨合群、王永和研究

员，河南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组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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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Ｓｈｕｇｕ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ｗｅｉ，ＣｈｅｎＹｉｚｈｉ，ＺｈａｎｇＺｏｎｇｑｉｎｇ．１９９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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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ｐｌ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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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 Ｙｏｎｇｆｅｎｇ，Ｍａｏ Ｊｉｎｇｗｅｎ，Ｌｉｕ Ｄｕｎｙｉ，Ｗａｎｇ Ｙａｎｂｉｎ，Ｗａｎｇ

Ｚｈｉ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 Ｙｉｔｉａｎ，Ｌｉ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 Ｚｕｏｈｅｎｇ，Ｇｕｏ

Ｂａｏｊｉａｎ．２００５ａ．ＳＨＲＩＭＰ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ａｎｄｍｏｌｖｂｄｅｎｉｔｅＲｅＯｓ

ｄａｔｉｉｇｓｆｏｒｔｈｅ Ｌｅｉｎｅｎｇｏｕ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ｎａｎ ａｎｄｉｔ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ｐ１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５２（１）：１２２～１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Ｙｏｎｇｆｅｎｇ，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Ｈｕ Ｈｕａｂｉｎ，ＧｕｏＢａｏｊｉａｎａｎｄＢａｉ

Ｆｅｎｇｊｕｎ．２００５ｂ．Ｇｅｏｌｏｇ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ｏｆ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Ｅａ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

ａｒｅａ．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２４（３）：２９２～３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Ｚ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ｍｉｎ，Ｗａｎｇ Ｑｉｎｇｆｅｉ，Ｍａ Ｒｕｉｓｈｅｎ，Ｊｉａｏ

Ｚａｎｃｈａｏ，Ｌｉｕ Ｘｕｅｆｅｉ，Ｓｈｉ Ｃｈｕｎｒｕｉ．２００９．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ｒａｎ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Ｙｕｓｈａｎｂａｕｘｉｔｅ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３（３）：４８１～４８９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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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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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ｕｏ Ｍｉｎｇｊｉｕ，Ｌｕ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ｇ Ｄｅ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 Ｙｏｕ，Ｃｈａｎｇ

Ｑｉｕｌｉｎｇ．１９９５．Ｆｌｕｉｄ，ｇｒａｎｉｔｅａｎｄ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Ｈａｎａｎ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３（４）：２５３～２６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ｖ Ｗｅｎｄｅ，Ｚｈａｏ Ｃｈｕｎｈｅ，Ｓｕｎ Ｗｅｉｚｈｉ， Ｙａｎ Ｊｉａｎｓｈｅ．２００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ｋａｒｎＰｂＺ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Ｌｕａｎｃｈｕ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８（１）：２５～

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ＸｉｅＧｕｉ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ｏｈｅ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Ｗａｎｇ

Ｙｉｔ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ａｎｄＬｉＹｏｎｇｆｅｎｇ．２００５．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ｕｌｓ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１

（１）：１６９～１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Ｒｏｎｇｆｅｎ，ＹｅＨｕｉｓｈｏｕ，ＧａｏＪｉａｎｊ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ｅｎ

Ｗｅｎ．２００６．４０Ａｒ／３９Ａｒ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ｆｕｃｈｓｉｔｅａｎｄｓｅｒｉｃｉｔｅｆｒｏｍ

ａｌｔｅｒｅｄｒｏｃｋｓｃｌｏｓｅｔｏｏｒｅｖｅｉｎｓｉｎＳｈａｇｏｕｌａｒｇｅｓｉｚｅＡｇＰｂＺ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ｏｆＸｉｏｎｇｅｒｓｈａｎａｒｅａ，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２５（４）：３５９～３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ａｎＧｕｉｔ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ｈｕｉ，ＬｕＳｏｎｇｎｉａｎ，ＤｅｎＪｉｎｆｕ，ＦｅｎｇＹｍ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Ｋｅｘ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ｙ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ｇｕｏ， Ｘ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ｆｕ，Ｈａｏ Ｇｕｏｊｉｅ，Ｆｅｎｇ Ｙａｎｆａｎｇ．２００８．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ａｃｉｅ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７（１０）：１６１３～

１６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ａｎＧｕｉｔ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ｈｕｉ，ＬｕＳｏｎｇｎｉａｎ，ＤｅｎＪｉｎｆｕ，ＦｅｎｇＹｍ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Ｋｅｘ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ｙ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ｇｕｏ， Ｘ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ｆｕ，ＨａｏＧｕｏｊｉｅ，ＦｅｎｇＹａｎｆａｎｇ．２００９．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３６（１）：１～２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Ｑ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Ｙａｎｊｉｎｇ，ＮｉＰｅｉ，ＬａｉＹｏｎｇ，ＤｉｎｇＪｕｎｙｉｎｇ，Ｓｏｎｇ

ＹａｏｗｕａｎｄＴａｎｇＧｕｏｊｕｎ．２００７．ＦＩｕｉ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ｂｅｉｇｏｕＰｂＺｎＡｇｄｅｐｏｓｉｔ，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ｃｔａＰｅｌ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３（９）：２１１９～２１３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ｈｕｉ，ＸｕＪｕｅ，ＨｕａｎｇＦａｎ，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ｈｕｉ，ＹｉｎｇＬｉｊｕａｎ，

ＬｉｕＳｈａｎｂａｏ．２０１４．Ｒｅｓｏｕｒｃｃ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ｃ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ｙｏｆ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ｎｉｃａ，８８（４）：２３１５～２３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 Ｑｉｎｇｆｅｉ， Ｄｅｎｇ Ｊｕｎ， Ｌｉｕ Ｘｕｅｆ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ｚｕａｎ， Ｌｉ

Ｚ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ＫａｎｇＷｅｉ，ＣａｉＳｈｕｈｕｉ，ＬｉＮｉｎｇ．２０１２．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ｂａｕｘｉｔ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４８（３）：４２１～４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Ｙａｎｒｕ，Ｗａｎｄ Ｑｉｎｇｆｅｉ，Ｌｉｕ Ｘｕｅｆｅｉ，ＬｉＺ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２０１２．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ｔｈｅＭｉａｎｃｈｉｂａｕｘｉｔ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４８（３）：５２６～

５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Ｙｉｔｉａｎ，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Ｌｕ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Ｙｅ Ａｎｗａｎｇ．２００２．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ｄ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ｕｒｉｆｅｒｏｕｓ

ａｌｔｅｒｅｄ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ｄｅｅｐ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Ｑ８７５ｇｏｌｄｑｕａｒｔｚ

ｖｅｉｎｉｎｔｈｅＸｉａｏｑｉｎｌｉｎｇａｒｅａ，Ｈｅ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４７（２０）：１７５０～１７５５．

ＷａｎｇＹｉｔｉａｎ，ＹｅＨｕｉｓｈｏｕ，ＹｅＡｎｗａｎｇ，ＳｈｕａｉＳｈｉ，ＬｉＹｏｎｇｇｅ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２０１０ａ．Ｚｉｒｃｏｎ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ｏｆｔｈｅ Ｗｅｎｙｕ ａｎｄ Ｎｉａｎｇｎ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ｇｒａｎｉｔｉｃ

ｐｌｕｔ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Ｘｉａｏｑｉｎｌｉｎｇａｒｅ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４５（１）：１６７～１８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Ｙｉｔｉａｎ，ＹｅＨｕｉｓｈｏｕ，Ｙｅ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Ｙｏｎｇｇｅ，ＳｈｕａｉＹ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 Ｄａｉ Ｊｕｎｚｈｉ．２０１０ｂ．ＲｅＯｓ ａｇｅ ｏｆ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ｊｉａｗａＡｕ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ｖｅｉｎ

ｔｙｐ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ｏｑｉｎｌｉｎｇｇｏｌｄａｒｅａａｎｄ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ｙ．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１７（２）：

１４０～１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ｅｉＱｉｎｇｇｕｏ，ＹａｏＪｕｎｍｉｎｇ，ＺｈａｏＴａｉｐｉｎｇ，ＳｕｎＹａｌｉ，ＬｉＪｉｎｇ，Ｙｕａｎ

ＺｈｅｎｌｅｉａｎｄＱｉａｏＢｏ．２００９．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ａ～１．９Ｇａ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ｉｎｌｉｎｇｏｒｏｇｅｎｙ：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ＲｅＯｓ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

Ｌｏｎｇｒｎｅｎｄｉａｎ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５（１１）：２７４７～２７５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ｈｕｉ，Ｌｉ

Ｈｏｕｍｉｎ．２００８．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ｕｎｉ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１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ＬｉｕＧｕｏｙｉｎ，Ｓｏ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ｉ．２００２．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ｉｌｖｅｒ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ｏｃｈａｏｙｉｎｇＤｕｓｈｕ ａｒｅａ，

Ｈｅｎａｎ．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９（３）：８４～８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ＬｉｕＧｕｏｙｉｎ．２００４．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ｏ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ｅａｄｚｉｎｃ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３（１１）：１１４３～１１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ＸｕＹｏｎｇ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ＹｉａｎｄＺｈａｏＴａｉｐｉｎｇ．２００８．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ｍａｓｓｉｖｅ

１２５１



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年

ｓｕｌｆｉｄ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Ｅｒｌａｎｇｐ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ｏｆｅａ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２７（１）：１４～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ｓｕｉ，Ｂａ Ｄｅｎｇｚｈｕ，Ｘｕ 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ＬｉＺｈａｏｌｉ．２０１０．Ａ

ｒｅ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ｄｉｆｏｒｍ ｃｈｒｏｍ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ｖｉｓｔ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３７（４）：１１４１～

１１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ＧＷ，ＭｅｎｇＱＲ，ＬａｉＳＣ．１９９５．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Ｑｉｎｌｉｎｇ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３８（１１）：１３７９

～１３９４．

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ｗｅｉ，Ｍｅｎｇ Ｑｉｎｇｒｅｎ，ＬｉｕＳｈａｏｆｅｎｇａｎｄ Ｙａｏ Ａｎｐｉｎｇ．

１９９７．Ｈｕｇｅ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ｔｓｏｕｔｈ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ｂｌｏｃｋ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３Ｄ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ｌｉｎｇ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３（２）：１２９～１４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ｗｅｉ，Ｇｕｏ Ａｎｌｉｎ，Ｄｏｎｇ Ｙｕｎｐｅｎｇ，Ｙａｏ Ａｎｐｉｎｇ．２０１１．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１８（３）：１～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Ｙｉｘｉ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ａｎｑｕａｎ，ＹａｎｇＲｕｉｘｉ，ＰｅｎｇＳｏｎｇｍｉｎ．２００６．

Ｏｒｅｆｏａｍ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ｌｕｎｇｓｔｅｎ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ｍｉｎｅｆｉｅｌｄ：Ｇｕｉｄｅｓｔ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 ａｒｅａ，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４）：２６～３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ｏＰｅｎｇｄａ，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ｕｏ．２００１．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６（２）：１１１～１１７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 Ｙｕｓｈｅｎｇ．２００６．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ｏｒ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ｙｔｏ

ｏ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ｎｉｃａ，８０（１０）：１５１８～１５２７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Ｋｅｙａｎ，ＭａＹｕｂｏ，Ｄｉ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ａ．２０１３．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ｔｓｔｕｄｙ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７（３）：３４９～３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参　考　文　献

陈丹玲，刘良，周鼎武，罗金海，桑海清．２００２．东秦岭松树沟超镁铁

质岩中辉石巨晶的成因和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定年及其地质意义．岩石学

报，１８（３）：３５５～３６２．

陈全树，何文平，周迪．２００２．河南省洛阳－三门峡铝土矿地质特征

及其勘查开发前景．地质找矿论丛，１７（４）：２５２～２５６．

陈衍景，李晶，ＦｒａｎｃｏＰｉｒａｊｎｏ，林治家，王海华．２００４．东秦岭上宫金

矿流体成矿作用：矿床地质和包裹体研究．矿物岩石，２４（３）：１

～１２．

陈毓川．１９９９．中国主要成矿区带矿产资源远景评价．北京：地质出

版社，１～５３６．

陈毓川，朱裕生，肖克炎，张晓华，梅燕雄，闫升好，刘亚玲，宋国耀，

李纯杰，王勇毅，董建华，李厚民，丁建华．２００６ａ．中国成矿区

（带）的划分．矿床地质，２５（增刊）：１～６．

陈毓川，裴荣富，王登红．２００６ｂ．三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地质学

报，８０（１０）：１５０１～１５０８．

陈毓川，王登红，徐志刚．２０１５．中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北

京：地质出版社，３６９～４０１．

邓小华，陈衍景，姚军明，李文博，李诺，王运，糜梅，张颖．２００８．河南

省洛宁县寨凹钼矿床流体包裹体研究及矿床成因．中国地质，

３５（６）：１２５０～１２６６．

邓小华，姚军明，李晶，孙亚莉．２００９．东秦岭寨凹钼矿床辉钼矿Ｒｅ

Ｏｓ同位素年龄及熊耳期成矿事件．岩石学报，２７（５）：１３３９

～１４５２．

董云鹏，周鼎武，张国伟．１９９６．东秦岭松树沟蛇绿岩中超镁铁质岩

及铬铁矿的成因探讨．地质找矿论丛，１１（１）：３３～４３．

董云鹏，周鼎武，刘良，张旗，张宗清．１９９７．东秦岭松树沟蛇绿岩

ＳｍＮｄ同位素年龄的地质意义．中国区域地质，１６（１）：２１７

～２２１．

范羽，周涛发，张达玉，袁峰，范裕，任志，ＮｏｃｌＷｈｉｔｅ．２０１４．中国钼

矿床的时空分布及成矿背景分析．地质学报，８８（４）：７８４～８０４．

高兰，王登红，熊晓云，易承伟．２０１４．中国铝矿成矿规律概要．地质

学报，８８（１２）：２２８４～２２９５．

郭保健，毛景文，李厚民，屈文俊，仇建军，叶会寿，李蒙文，竹学丽．

２００６．秦岭造山带秋树湾铜钼矿床辉钼矿ＲｅＯｓ定年及其地质

意义．岩石学报，２２（９）：２３４１～２３４８．

李厚民，叶会寿，毛景文，王登红，陈毓川，屈文俊，杜安道．２００７．小

秦岭金（钼）矿床辉钼矿铼－锇定年及其地质意义．矿床地质，

２６（４）：４１７～４２４．

李厚民，叶会寿，王登红，陈毓川，屈文俊，杜安道．２００９．豫西熊耳山

寨凹钼矿床辉钼矿铼－锇年龄及其地质意义．矿床地质，２８

（２）：１３３～１４２．

李怀乾，沈柳生，贾兴杰．２０１２．河南舞阳铁矿田经山寺矿床外围找

矿方向研究．黄金科学技术，２０（１）：４８７～４９３．

李靖辉．２０１０．豫西卢氏产铀伟晶岩地质特征及其找矿前景分析．东

华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３３（３）：２５８～２６１．

李俊建，燕长海，谢汝斌，李洪奎，李德胜，孙正平，覃志安，骆辉，曹

秀兰．２００２．华北地台重要成矿区带成矿区划及其特征．前寒武

纪研究进展，２５（３－４）：１２９～１３５．

李俊建，罗镇宽，燕长海，谢汝斌，李德胜，李洪奎，骆辉，刘晓阳，刘

晓雪，李生．２０１０．华北陆块的构造格局及其演化．地质找矿论

丛，２５（２）：８９～１００．

李曙光，张国伟，陈移之，张宗清．１９９１．一个距今１０亿年侵位的阿尔

卑斯型橄榄岩体：北秦岭晚元古代板块构造体制的证据．地质

论评，３７（３）：２３５～２４２．

李伍平，王涛，王晓霞．２００１．北秦岭灰池子花岗质复式岩体的源岩

讨论———元素－同位素地球化学制约．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

学学报，２６（３）：２６９～２７８．

李永峰，毛景文，白凤军，李俊平，和志军．２００３．东秦岭南泥湖钼钨

矿田ＲｅＯｓ同位素年龄及其地质意义．地质论评，４９（６）：６５２

～６５９．

李永峰，毛景文，刘敦一，王彦斌，王志良，王义天，李晓峰，张作衡，

郭保健．２００５ａ．豫西雷门沟斑岩钼矿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和辉

钼矿ＲｅＯｓ测年及其地质意义．地质论评，５２（１）：１２２～１３１．

李永峰，毛景文，胡华斌，郭保健，白凤军．２００５ｂ．东秦岭钼矿类型、

特征、成矿时代及其地球动力学背景．矿床地质，２４（３）：２９２

～３０４．

李中明，赵建敏，王庆飞，马瑞申，焦赞超，刘学飞，史春睿．２００９．豫

２２５１



第７期 李俊建等：豫西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铝土矿－石墨成矿带主要地质成矿特征及潜力分析

西郁山铝土矿沉积环境分析．现代地质，２３（３）：４８１～４８９

李中明，燕长海，刘学飞，刘学飞，赵建敏，刘百顺．２０１２．河南省新安

县郁山隐伏铝土矿成因分析．地质与勘探，４８（３）：４２１～４２８．

刘国印，燕长海，宋要武，段士刚．２００７．河南栾川赤土店铅锌矿床特

征及成因探讨．地质调查与研究，３０（４）：２６３～２７０．

刘军峰，孙勇．２００５．东秦岭松树沟超基性岩体“热”侵位时代新知．

地质论评，５１（２）：１８９～１９２．

刘军锋，孙卫东，孙勇，孙亚莉，刘方杰．２００８．东秦岭松树沟超镁铁

质岩体地球化学和铂族元素特征：对成因的指示．地质评论，５４

（１）：５７～６４．

罗铭玖，卢欣祥，郑德琼，董有，常秋玲．１９９５．流体－花岗岩－金

矿．河南地质，１３（４）：２５３～２６１．

吕文德，赵春和，孙卫志，燕建设．２００５．河南栾川地区矽卡岩型铅锌

矿地质特征———南泥湖钼矿外围找矿问题．地质调查与研究，

２８（１）：２５～３１．

毛景文，谢桂青，张作衡，李晓峰，王义天，张长青，李永峰．２００５．中

国北方中生代大规模成矿作用的期次及其地球动力学背景．岩

石学报，２１（１）：１６９～１８８．

毛景文，郑榕芬，叶会寿，高建京，陈文．２００６．豫西熊耳山地区沙沟

银铅锌矿床成矿的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年龄及其地质意义．矿床地质，２５

（４）：３５９～３６８．

潘桂棠，肖庆辉，陆松年，邓晋福，冯益民，张克信，张智勇，王方国，

邢光福，郝国杰，冯艳芳．２００８．大地构造相的定义、划分、特征

及其鉴别标志．地质通报，２７（１０）：１６１３～１６３７．

潘桂堂，肖庆辉，陆松年，邓晋福，冯益民，张克信，张智勇，王方国，

邢光福，郝国杰，冯艳芳．２００９．中国大地构造单元划分．中国地

质，３６（１）：１～２８．

彭翼，何玉良．２０１５．河南省区域成矿规律．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

社，１～３４１．

祁进平，陈衍景，倪培，赖勇，丁俊英，宋要武，唐国军．２００７．河南冷

水北沟铅锌银矿床流体包裹体研究及矿床成因［Ｊ］．岩石学报，

２３（９）：２１１９～２１３０．

王成辉，徐珏，黄凡，陈郑辉，应立娟，刘善宝．２０１４．中国金矿资源特

征及成矿规律概要．地质学报，８８（１２）：２３１５～２３２５．

王庆飞，邓军，刘学飞，张起钻，李中明，康微，蔡书慧，李宁．２０１２．铝

土矿地质与成因研究进展．地质与勘探，４８（３）：４３０～４４８．

王燕茹，王庆飞，刘学飞，李中明．２０１２．河南渑池铝土矿成矿区地球

化学背景．地质与勘探，４８（３）：５２６～５３２．

王义天，叶会寿，叶安旺，帅石，李永革，张长青．２０１０ａ．小秦岭文峪和

娘娘山花岗岩体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及其意义．地质科学，

４５（１）：１６７～１８０．

王义天，叶会寿，叶安旺，李永革，帅云，张长青，代军治．２０１０ｂ．小秦

岭北缘马家洼石英脉型金钼矿的辉钼矿ＲｅＯｓ年龄及意义．地

学前缘，１７（２）：１４０～１４５．

魏庆国，姚军明，赵太平，孙亚莉，李晶，原振雷，乔波．２００９．东秦岭

发现～１．９Ｇａ钼矿床———河南龙门店钼矿床ＲｅＯｓ定年．岩石

学报，２５（１１）：２７４７～２７５１．

徐志刚，陈毓川，王登红，陈郑辉，李厚民．２００８．中国成矿区带划分

方案．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１３８．

燕长海，刘国印，宋锋，张正伟．２００２．河南马超营—独树一带银铅锌

矿床成矿地质条件及找矿前景．中国地质，２９（３）：８４～８９．

燕长海，刘国印．２００４．豫西南铅锌多金属矿控矿条件及找矿方向．

地质通报，２３（１１）：１１４３～１１４８．

燕长海，徐勇航，彭翼，赵太平．２００８．东秦岭二郎坪群中火山成因块

状硫化物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成因讨论．矿床地质，２７

（１）：１４～２７．

杨经绥，巴登珠，徐向珍，李兆丽．２０１０．中国铬铁矿矿床的再研究及

找矿前景．中国地质，３７（４）：１１４１～１１５０．

张国伟，孟庆任，刘少峰，姚安平．１９９７．华北地块南部巨型陆内俯冲

带与秦岭造山带岩石圈现今三维结构．高校地质学报，３（２）：

１２９～１４３．

张国伟，郭安林，董云鹏，姚安平．２０１１．大陆地质与大陆构造和大陆

动力学．地学前缘，１８（３）：１～１２．

张毅星，刘传权，杨瑞西，彭松民．２００６．河南栾川冷水地区钼钨铅锌

矿田成矿系列及找矿方向．华南地质与矿产，（４）：２６～３２．

赵鹏大，陈建平，陈建国．２００１．成矿多样性与矿床谱系．地球科

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２６（２）：１１１～１１７．

朱裕生．２００６．矿产预测的基本理论———区域成矿学向矿产勘查延

伸的理论体系．地质学报，８０（１０）：１５１８～１５２７．

朱裕生，肖克炎，马玉波，丁建华．２０１３．中国成矿区带划分的历史与

现状．地质学刊，３７（３）：３４９～３５７．

３２５１



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年

犕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犪狀犱犘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犢狌狓犻

犃狌犕狅犠犘犫犣狀犃犵犉犲犅犪狌狓犻狋犲犌狉犪狆犺犻狋犲犕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犅犲犾狋犻狀犠犲狊狋犲狉狀犎犲狀犪狀

ＬＩＪｕｎｊｉａｎ
１），ＨＥＹｕｌｉａｎｇ

２），ＦＵＣｈａｏ１
），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ｑｉ

２），ＰＥＮＧＹｉ２
），

ＣＵＩＬａｉｙｕｎ
２），ＺＨＡＯＺｅｌｉｎ１

），ＤＡＮＧＺｈｉｃａｉ１
），ＺＥＮＧＸｉａｎｙｏｕ

２），

ＷＡＮＧＪｉｚｈｏｎｇ
２），ＬＩＺｈｏｎｇｍｉｎｇ

２），ＣＨＥＮＡｎｓｈｕ１
），ＹＡＮＧＪｕｎｑｕａｎ

１），ＬＩＬｅｉ１
）

１）犜犻犪狀犼犻狀犆犲狀狋犲狉狅犳犆犺犻狀犪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狌狉狏犲狔，犜犻犪狀犼犻狀，３００１７０，犆犺犻狀犪；

２）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狌狉狏犲狔狅犳犎犲狀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犣犺犲狀犵狕犺狅狌，４５０００７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ｒｅａｓｆｏｒ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ｎ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ｒｅ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ｈａｓ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ａｎｅｗ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ｎａｍｅｄｔｈｅＹｕｘｉＡｕＭｏ

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ｂａｕｘｉｔｅ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ａｆｔｅｒ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ｗｏｒｋ，ｗ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ｉｎｔｏｔｅｎｓｕｂ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ａｎｄ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ｌｉｎｅａｇｅｏｆｔｈｉｓ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ｙｓｔｅｍｓ，ｍｕｌｔｉｃｙｃｌ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ｅｐｏｃｈｅｓａｒｅ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ｅａｒｌｙ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ｌａｔ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ｔ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ｏｆ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ｌａｔ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ｗａｓ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ｉｃ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Ｔｈｅｍａｉｎ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ｔｙｐｅｓｉ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ｒｅ：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ｔｙｐｅｇｏｌｄ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ｌｅａｄｚｉｎｃ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ａｎｄｓｋａｒｎｔｙｐｅ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ａｂｏｕｎｄ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ｔｙｐｅ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ｅ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ｔｙｐｅ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ｃｒｕｓｔｔｙｐ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ｂａｕｘｉｔ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ｉｒｏｎｃｏｐｐｅｒ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ｇｍａｔｉｔｅｔｙｐｅｒａｒｅｍｅｔａｌ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ｇｏｌｄ，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ｌｅａｄｚｉｎｃｓｉｌｖｅｒ，ｂａｕｘｉｔｅ，ｉｒｏｎ，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ａｎｄｃｏａｌｈａｖｅｈｕｇ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ｆｏｒｎｅｘｔ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ｓ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２５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ＹｕｘｉＡｕＭｏＷＰｂＺｎＡｇＦｅＢａｕｘｉｔｅ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ｗｉｔｈ１４ｏｆｋｅ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ｉｌｌｂｅｏｆｂｉ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ｘｔ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ｔｙｐｅ

４２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