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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区处在于小兴安岭-松嫩地块,滨东隆起带一面坡隆起东部,属于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多金属成矿带,但目前发现的

钨、钼矿床较少。本文通过对五常大青顶子钨钼矿地质特征及控矿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建立找矿标志,搞清矿床成矿规律,探求

矿区及外围的找矿方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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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矿地质背景 

本区处于小兴安岭-松嫩地块,滨东隆起带一面坡隆起

东部,属于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多金属成矿带,在此成矿带上

分布着铜、锌、铁、钨等矿点。地层以古生界上石炭－下二

叠统杨木岗组为主,其次为中生界上三叠统冷山组。区内受

多期构造运动的影响,NE、NW 向断裂为主干断裂,NE 向断裂

继承性较强,且显示多期活动特点；而 NW 向断裂多穿切 NE

向断裂,表明从形成时间上晚于北东向断裂,可能为北东向

伴生的同级构造。区内岩浆岩极其发育,主要为早侏罗世侵

入岩,晚二叠世侵入岩和晚三叠世侵入岩次之。早侏罗世侵

入岩由四期侵入岩组成,早期为花岗闪长岩,依次为二长花

岗岩、正长花岗岩、碱长花岗岩,其中早期花岗闪长岩与成

矿关系较为密切。 

2 矿区地质 

2.1 地层 

区内地层划属松花江分区,伊春－尚志小区,仅在早侏

罗世第一期侵入岩花岗闪长岩体中见有一处上石炭-下二叠

统杨木岗组角岩化粉砂岩残留体,与成矿关系不大,主要岩

性为斑点板岩,少量片里化粉砂岩、碳质板岩。 

2.2 构造 

区内位于牤牛河断裂的北部,处于北西向与北东向断裂

构造的复合部位。区内断裂构造主要表现为工作区南部的牤

牛河断裂,次一级构造主要表现为构造破碎带及压扭性小断

裂,以近东西向、北西向为主,北东向、近南北向次之。其中

近东西向、北西向的微构造(构造破碎带、节理裂隙)为本区

的控矿构造。 

2.3 侵入岩 

区内西部分布着大面积的早侏罗世一期花岗闪长岩,岩

石呈花岗结构,块状构造；东部呈半亚铃状分布着早侏罗世

第三期正长花岗岩,二个侵入体为同一旋回不同时期的侵入

体,正长花岗岩侵入于花岗闪长岩之中,该接触带与成矿元

素富集有关,矿体多赋存于早侏罗世一期花岗闪长岩中；区

内脉岩类型较单一,主要脉岩为石英脉,与成矿较为密切。 

3 矿体地质 

3.1 矿体特征 

区内发现钨、钼矿体 20 条,其中地表矿体 13 条,隐伏矿

体 7 条,地表以钨矿体为主,深部以钼矿体为主,赋矿围岩为

花岗闪长岩体。较具规模的矿体为Ⅲ、Ⅶ、Ⅷ、Ⅸ号矿体。 

Ⅲ号钨矿体：走向为北西西,倾向南南西,倾角 54°走

向上延伸 410 米,倾向上延深 110 米,地表 厚度 3 米,深部

为 1 米；WO3 平均品位为 0.129×10－2,赋矿围岩为花岗闪

长岩,岩石具有褐铁矿化、高岭土化、碳酸盐化。 

Ⅶ号钨、钼矿体：该矿体地表为 WO3、Mo 矿,深部为 Mo

矿,WO3 含量在深部呈尖灭趋势,Mo 含量在走向延伸方向呈

尖灭趋势。矿体走向北西西,倾向南南西,倾角 63°。矿体

走向上延伸 290 米,倾向上延深 285 米,地表厚度为 8 米,深

部为 3.6 米。WO3 平均品位 0.084×10－2,Mo 平均品位为

0.07×10－2；赋矿围岩为花岗闪长岩,矿石中石英细脉较发

育,脉宽一般为 0.3－5cm,石英细脉密度一般为 0.6 条/米。 

Ⅷ号钼矿体：该矿体总体走向北西西,倾向南南西,倾角

65°。矿体走向上延伸 150 米,倾向上延深 275 米,地表厚度

为 4米,深部为 8米。Mo 平均品位为 0.06×10－2,赋矿围岩

为花岗闪长岩,矿石中石英脉较发育,脉宽一般为 2cm,岩石

具黄铁矿化、绿帘石化、绿泥石化、钾长石化。 

Ⅸ号钨矿体：该矿体走向北西西,倾向南南西,倾角70°左

右。矿体走向上延伸 450 米,倾向上延深为 65 米,地表厚度为

12米,深部为1.2米；WO3平均品位为0.077×10－2,赋矿围岩

为花岗闪长岩。 

3.2 矿石类型、组分、结构构造 

3.2.1矿石类型：区内矿石类型较简单,按自然类型划分为

钨矿石、钼矿石、钨钼矿石三种,按工业类型划分为低品位矿

石与工业品位矿石两种。 

3.2.2矿石组分：矿石矿物主要白钨矿、辉钼矿,少量为黄

铜矿；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斜长石、钾长石、黑云母、角

闪石、绿泥石、方解石、绿帘石等。 

3.2.3 矿石结构构造：本区的三种矿石类型主要以它形

—半自形粒状结构为主,次为叶片状结构。构造主要为浸染

状、细脉浸染状、细脉状构造,局部见块状构造。 

3.3 围岩蚀变及分带 

围岩蚀变呈面型蚀变的特点,同时具有分带性。自岩体



地矿测绘 
第 2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9 年 4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3 

Geological min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中心向外大体可划分 4个带： 

3.3.1 钾化带：蚀变矿物为钾长石、黑云母。 

3.3.2 石英－绢云母化带：蚀变矿物主要为石英、绢云

母。 

3.3.3 粘土化带：蚀变矿物主要为高岭土、石英、绿泥

石。该带不发育。 

3.3.4 青磐岩化带：蚀变矿物绿帘石、绿泥石、方解石。 

4 控矿因素及找矿标志 

4.1 控矿因素 

4.1.1 岩浆岩控矿因素 

区内矿体的赋矿围岩为蚀变的花岗闪长岩,根据原岩光

谱分析结果的统计(表 4-1),岩体中 W、Mo 的平均含量普遍

高于其他地质体,说明该岩体为本区矿源岩。 

4.1.2 构造控矿因素 

工作区内的牤牛河断裂控制着含矿岩体及矿带的分布,

而区内次一级的北西向及近东西 

向断裂构造是本区控制矿体的容矿构造,在这些微构造

部位充填有含矿的石英脉、石英细网脉,从而构成区内的矿

体群。 

代号 岩石名称
原岩光谱分析结果平均值（10－6）

备注
W Mo Cu

J1γδ 花岗闪长岩 142.2 25.02 43.95

J1ξγ 正长花岗岩 5.23 1.91 182.5

C2P1y 板 岩 1.93 0.63 20.32

 

表 4－1  岩光谱分析结果统计表 

4.2 找矿标志 

4.2.1 地质找矿标志 

(1)岩浆岩：具辉钼矿、白钨矿化花岗闪长岩。 

(2)构造：花岗闪长岩岩体中小型的北西向、近东西向

构造破碎带、片理化带。 

(3)围岩蚀变：硅化、黄铁矿化、钾长石化、绿泥石化、

绿帘石化、碳酸盐化。 

(4)石英脉：走向北西、近东西向,倾向南西的石英细脉

及细网脉,脉体倾角较缓,一般小于45°,石英细脉发育地段

是成矿的有利部位。 

4.2.2 地球化学找矿标志 

土壤地球化学：1:2 万土壤测量组合异常的浓集中心,

尤其是 WO3、Mo 单元素异常的中、内带,是矿体赋存的 佳

部位。 

4.2.3 地球物理找矿标志 

⑴高精度磁测：区内的中、低磁场强度带,△T 值在－

20－＋50nT 区间,是本区矿(化)体的赋存部位。 

⑵激电中梯测量：本区矿体赋存部位显示低阻、中高阻,

中极化的特点,视电阻率ρs 为 1000－5500Ω.m,其变化幅

度较大,视极化率ηs在 2.25－3.0％间。 

⑶激电测深：极化体产状近直立,显示低阻高极化的特

点,这与深部所揭露的矿体及其产状较陡相吻合。 

5 成矿规律及找矿远景分析 

5.1 成矿规律 

5.1.1 赋矿围岩为蚀变的花岗闪长岩,蚀变具有面型分

带的特征。 

5.1.2 矿体多赋存于石英－绢云母化带内。 

5.1.3 矿床受北东－北西向牤牛河断裂控制,矿体则受

次一级的北西向、近东西向构造(岩体内的小型断裂、构造

破碎带、片理化带、节理裂隙)控制。 

5.1.4 走向北西、近东西向,倾向南西的石英细脉及细

网脉与矿(化)体关系密切。 

5.1.5 矿体与土壤异常长轴的展布方向基本一致,尤其

是 WO3、Mo 单元素异常的中、内带,是矿体赋存的 佳部位。 

5.1.6 矿体多处于中、低磁场强度带内,多显示低阻－

中高阻中极化的特点,激电测深极化体呈低阻、中极化,且极

化体南倾、倾角较陡,这与揭露的矿体深部特征相吻合。 

5.1.7经工程揭露验证,地表以钨矿体为主,深部以钼矿

体为主。 

5.2 找矿远景分析 

区内处在小兴安岭—松嫩地块之滨东隆起带上,北东向

为依舒岩石圈深断裂东侧,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主要以北东

向、北西向的断裂为主,其次为近南北向、近东西断裂,并在

区内交汇复合,为矿液的运移和富集提供了通道和空间,岩

浆活动先后有二叠世、晚三叠世、早侏罗世中酸性花岗质岩

浆多期次的侵入,尤其是早侏罗世花岗闪长岩,含有较高的

W、Mo、Cu 多金属成矿元素,为本区成矿提供了矿源与热源。 

1∶20 万地球化学图上显示在本区内 Au、Ag、Sb、Cu、

Pb、Zn、W、Mo、Co、Mn 元素均呈东西向为高背景场,通过 1：

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在本区圈出水系组合异常,经地质条件

分析,认为是矿致异常,经查证发现钨、钼矿体。 

另外本区处在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多金属成矿带内,与

燕山早期中酸性浅成侵入岩有关的铜、锌、铁、钨成矿区亚

系列,构造单元为滨东隆起带,侵入岩及赋矿岩石为花岗闪

长岩,成矿组分为 Cu、W、Fe、Mo,区域矿产有弓棚子铜矿(热

液型、斑岩型)、三股流铜铁矿点(热液型)、四平山铜矿化

点(热液型)等,找矿前景较为乐观。 

综上所述,根据本区蚀变矿化特点及分带性、矿石的结

构构造、容矿构造等,同时结合矿床的成矿地质条件、成矿

规律,推断本矿区应为小型的斑岩型钨钼矿床,该区及外围

极具找矿前景与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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