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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去找矿仅注意了接触交代型和斑岩型而没有注意裂隙充填交代型，只注意了内带元素的寻找而忽

略了中带和外带元素的寻找，这为在杨家杖子钼矿区进行矿床类型和矿种的勘查提供了重要信息。依据矿集区形

成的地质条件，在该区外围已发现数处找矿远景区。依据成矿系列与元素分带理念，在老矿区发现数处具备寻找

大中型多金属矿床的区段，为在该区再找矿提供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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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杖子钼矿，曾是我国重要的钼矿床和钼业生产基地，为我国建国初期的钼矿业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杨家杖子

因矿而兴，也因探明矿产资源的枯竭而陷入困境。解决矿山危机的最有效的手段是能否在老矿山找到新的矿产资源。 

总结杨家杖子矿区的找矿历程，在不同成矿理论的指导下，都曾取得过重大突破，获得丰硕地质成果。就矿找矿，在老

矿区开展二轮找矿是事半功倍的有效方法和手段。 

分析杨家杖子矿区的成矿地质环境和成矿规律，可以认为，在杨家杖子矿区进行再找矿，有着广阔的前景和充分的依据，

只要在老矿区及其外围重新开展地质工作，必将取得新的进展，获得新的资源。 

1  接触交代成矿理论在该区取得的成果 

杨家杖子矿床在早期由开采硫铁矿开始，在日伪时期发现钼矿。建国初期进行正规地质勘查，并着手进行矿山的恢复和

建设。随着探明储量的不断增加，使杨家杖子矿成为新中国钼业基地。 

杨家杖子钼矿的主要矿体均产于灰岩与花岗岩接触带的夕卡岩中，是典型的夕卡岩矿床，在第一期勘探中共获得 13 余

万吨钼金属量，使该矿成为全国最大的钼矿床。依据接触交带成矿理论，20 世纪 50 年代沿接触带投入了大量地质勘查工作，

结果在杨家杖子近围相继发现探明了松北和新台门两个中大型钼矿床，杨家杖子钼矿储量累计大于 16 万吨。 

在寻找钼矿的同时，在杨家杖子矿区及近围相继发现和探明了老岭沟、疙瘩沟、松南、上边、黑沟、白杨木沟、白庙子、

马家沟等数十处中小型多金属矿床、矿点。使杨家杖子成为一个以钼为主的多金属矿床集中区（图 1）。在外围也相继发现

和探明了八家子大型银多金属矿、老虎洞中型多金属矿、老虎沟铜钼矿床、钢屯南山铜多金属矿床、柴屯富银多金属矿床，

九龙山多金属矿床、黄坎山铜铁锌多金属矿床等一大批矿床，确立了杨家杖子—八家子多金属成矿带的重要地位。 

2  斑岩成矿理论的重大突破 

与杨家杖子夕卡岩型钼矿床相比，松北钼矿就有差异，其不但在夕卡岩中有矿，斑岩中也有矿；而在新台门则完全不同，

新台门的钼矿基本上都产于斑岩之中。在这些地质事实面前，地质工作者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区内既有夕卡岩型钼矿床，也

存在斑岩型钼矿床的成矿有利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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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杨家杖子钼矿区地质图 

图 2  兰家沟矿区旋卷构造 

 

兰家沟是个已知钼矿点，20 世纪 50 年代曾对含矿石英脉进行过钻探验证，在含钼石英脉上下盘发现有石英细网脉钼矿

化，控制矿体厚度达 22.85 m，钼平均品位 0.10%。因该矿点产于虹螺山花岗岩体之中，依据当时的认识认为没有远景而放

弃。70 年代末，在斑岩理论指导下，这一孔之见则成为重新认识该区找矿前景的重要依据。经分析研究肯定了在虹螺山花

岗岩中寻找斑岩钼矿的地质条件，进行了地质物化探综合找矿工作，结果在兰家沟地区发现了一个面积很大，峰值很高的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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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作在下兰家沟探槽中获得 8 m 厚，钼品位在 0.052%～1.6%的地表矿体，经 2 个钻孔验证，分别穿越 79.73 m 和 93.62m

的工业钼矿体，从而确定了兰家沟斑岩钼矿的工业价值和找矿前景。

形北端有向北东撒开的帚

状矿

大型斑岩钼矿床的发现，乃是在杨家杖子矿区外围运用斑岩成矿理论取得的重大突破。 

3  杨家杖子区域成矿规律 

③台里——排山楼变质热液金成矿带。在这 3 个成矿带中，八家子—杨家杖子岩浆热液成矿带

规模

潜在矿集区的产出部位（图 3）。

图 3 杨家杖区域地质图 

铜、银、金。当矿集区内有岩体又有沉积地层时，则表现为内部为钼，接触带为铁、铜，

向外

 

兰家沟矿区可分为上兰、中兰、下兰、小马沟、元宝山、西山等 6 个相连的分区，全区同受一个旋卷构造所控制。在矿

区中部的西山、下兰及小马沟北东以 F4 弧形断裂和北东部弧形隐爆角砾岩带构成一个环形，在环

脉，在环形南端则有向南西撒开的帚状矿脉，而环形以内的矿脉则呈现为“S”形（图 2）。 

经过勘探，仅在下兰、小马沟两个分区就探明钼金属量 21 万吨，成为一个特大型钼矿床。该矿床的最大特点是埋藏浅、

品位高。呈纯辉钼矿脉和矿囊产出。该

杨家杖子是一个以钼为主的老矿区，地质工作程度较高，在该区是否还有找矿潜力？90 年代，对区域成矿地质环境和

成矿规律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在该区可划出 3 条北东向成矿带：①八家子——杨家杖子岩浆热液多金属成矿带，②温杖子—

老虎洞火山热液金铜成矿带，

最大，找矿潜力最大。 

在八家子—杨家杖子成矿带与温杖子—老虎洞成矿带之间，每隔 7～10 km 出现一条近东西向、平行等间距产出的成矿

亚带。在北东向成矿带与东西向成矿亚带交汇部，往往出现成矿集中区，这个特点在八家子—杨家杖子成矿带上表现最为明

显。已知的矿集区有兰家沟、杨家杖子、老虎沟、八家子。同时在该带上还有一些交汇部是

对已知矿集区的产出环境和潜在矿集区产出的位置分析，指明了在该区的战略找矿方向。 

 

在已知矿集区，围绕成矿中心，成矿元素出现有规律的分带现象，这又是该区成矿的一大特点。产于岩体中的矿集中，

元素分带是由中心的钼向外依次为

为铅、锌，再向外为银金。 

在以往的找矿工作中，重点是寻找钼，铅、锌是附带勘查对象，对金、银根本没有认识。在成矿区内，由于成矿演化阶

段和成矿具体空间位置的不同，以及围岩与构造条件的差异，可以产生不同矿床类型，不同矿种的矿床，但它们具有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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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联系，是成矿过程中的统一演化谱系，属于统一的成矿系列。这个规律的发现，为在已知矿集区内进行新一轮找矿提供

了依

杖子钼矿区外围具备良好的银多金属成矿条件，通过综合研究与预查工作发现了

数处

发现异常沿构造断

裂分

，Ⅳ号异常长 1400 m，银最高品位

1824×10-6，金 5.2×10-6，初步成果显示该区是一个中大型银多金属找矿靶区（图 4）。 

据。 

通过对以往资料的整理分析，确定杨家

找矿远景区，其中平岭子条件最好。 

位于杨家杖子矿区外围的平岭子区是一个老区，曾在 20 世纪 50 年找就进行过地质找矿工作，但注意力仅放在接触带上，

对地层中的找矿工作没有深入，但从成矿系列与元素分带性分析，该区是金银多金属产出的有利部位，通过化探工作在该区

发现了很好的铅、锌、银综合异常，异常分布在元古界地层中，明显的呈带状展布，通过异常查证工作，

布，断裂中蚀变普遍，矿化强烈，局部地段圈出工业矿体，矿化以银为主，同时有铅锌铜金矿化。 

该区在约 1 km2范围内有五条化探异常带，带长 400～1600 m，呈等间距平行产出，已初步确定五条异常都是由银多金

属矿化引起，其中Ⅱ号异常长 1600 m，揭露矿体最大宽为 10 m，银最高品位 1320×10-6

 
图 4  平岭子区综合地质图 

在杨家杖子老矿区外围再找矿有着广阔的

前景。通过地质工作必定能获得新的矿产资源，并在该区迎来第三个找矿高峰。 

 

该矿化区找矿的新发现，打开了在杨家杖子老矿区外围找矿的新局面，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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