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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千鹅冲钼矿是在以往铅锌矿、铜矿找矿的基础上，近期在大别山北麓发现的特大隐伏斑岩型钼矿床。

矿体赋存于泥盆系南湾组中，主要受隐伏岩体和构造控制；控矿岩体以富硅、富碱、过铝型以及钾含量高于钠为特

征，岩体与围岩接触变质作用不发育。矿床成矿方式以充填作用为主，辉钼矿化主要呈浸染状、细脉状、网脉状产

出，有经济意义的矿化有5个阶段。常见的围岩蚀变有硅化、钾长石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绿帘石化、绿泥石化、方

解石化、磁铁矿化等。选取了主成矿阶段的>件石英细脉型辉钼矿矿石样品进行了-(<2?同位素定年，获得等时线

年龄为（#!;@=A=@5）)B，模式年龄加权平均为（#!=@;!A"@;=）)B，这一年龄与穿插于钼矿体中的花岗斑岩脉年龄

〔（#!;@;A!@$）)B〕很接近，可以界定千鹅冲钼矿床形成时间为早白垩世。

关键词 地质学；隐伏斑岩型钼矿；成矿方式；控矿因素；-(<2?同位素年龄；千鹅冲；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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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在大别山北麓陆续发现了一批钼矿

床，千鹅冲钼矿床就是其中之一。千鹅冲一带的地

质找矿工作始于上世纪@A年代，BA年代后期至CA
年代初进一步在千鹅冲西北部、南部开展了铅锌矿、

铜矿、银矿的找矿工作，但均没有大的突破；DAAE年

以后，根据与岩浆岩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理论，河南

省第三地质调查队选择千鹅冲南部地表具钼矿化的

构造蚀变带开展钼矿勘查，逐步在岩体上部的围岩

中发现了全岩矿化。本文通过对千鹅冲钼矿床地质

特征的初步总结，探讨了该区钼矿化富集的必然性，

选取主成矿阶段的辉钼矿样品进行了:$9;)同位素

定年，获得了成矿时代，希望能够提高对千鹅冲钼矿

床的认识及有利于矿区周边的找矿工作。

F 地质背景及矿区地质

千鹅冲钼矿床位于桐柏9大别山造山带的东部，

桐（柏）9商（城）断裂带北侧的南秦岭变形带之中（图

F），属东秦岭9大别山钼成矿带东段西北成矿亚带

（罗铭玖等，FCCF），周边同受桐9商断裂控制的还有

肖畈、宝安寨钼矿床和杜家畈、栈板堰、晏湾、枫响山

多金属矿床（点）。区域构造格架大致表现为近东西

向与南北向D组构造所形成的格子状构造体系，主

体断裂对区内地层、岩浆岩、矿产分布起着重要的控

制作用（马宏卫，DAAB）。

矿区地层主要为泥盆系南湾组和震旦系9下奥

陶统肖家庙岩组。其中，肖家庙岩组仅见第三岩段，

为二云斜长片岩、绿帘斜长角闪片岩等，原岩为变中

基性9酸性火山岩；南湾组是矿区的主要赋矿地层，

赋矿岩石为黑云斜长石英片岩、绿帘黑云石英片岩、

绿帘二云石英片岩和绿帘黑云片岩等变沉积碎屑

岩；这些岩石的矿物粒（片）径细小，较为致密，脆性

强，钼矿化对围岩的岩性没有明显的选择性。区内

断裂构造发育，区域性桐（柏）9商（城）断裂带呈北西

西向从矿区南部穿过，总体倾角GA!BAH，出露宽度

FGA!IAA-；沿断裂带形成糜棱岩化及片理化带，其

中岩石破碎、劈理发育，波及范围达数百米至千余

米。另外，区内还发育次级张性、张扭性断裂构造，

长IAA!DAAA-，近东西向和近南北向断裂规模较

大。脆性断裂是矿区浅部铜、铅锌、银、钼等脉状矿

体的主要控矿构造（图F）。矿区地表无大的岩体出

露，主要发育闪长玢岩脉、煌斑岩脉、花岗斑岩脉、石

英斑岩脉等，它们与多金属矿化无关。经钻探验证，

在主矿体下部存在隐伏岩体，由含黑云母花岗斑岩、

花岗斑岩、含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等组成，与钼矿关系

密切。主要造岩矿物为斜长石、正长石、石英、黑云

母等，约占CBJ；金属矿物零散分布，主要有黄铁矿、

磁铁矿、磁黄铁矿、钛铁矿及少量的黄铜矿、方铅矿、

辉钼矿等，含量FJ!DJ。

千鹅冲隐伏岩体赋存于矿区中南部，仅在部分

钻孔内有揭露，控制的隐伏岩体面积约AKDEL-D。

已知顶部标高为MGFDK@F!M@GFKDC-，岩体呈起

伏状与围岩侵入接触，局部有震碎现象。该岩体被

认为是矿区钼矿的成矿母岩，其与围岩接触带可见

强弱不等的钾长石化、硅化、绢云母化和黄铁矿化，

并伴生钼矿化，但矿化强度弱于上部围岩。岩石化

学特征（表F）表明，千鹅冲隐伏花岗斑岩与中国花岗

岩平均化学成分（史长义等，DAAB）相比，N*;D、O#D;
PQD;、R$;、86;、>D;G含量较高，而其他氧化物含

量稍低；另与本区周边肖畈、宝安寨等控矿岩体的化

学成分相比，其主要特征与宝安寨基本一致。隐伏

岩体全碱!（QD;PO#D;）为BKIBJ，QD;／O#D;比

值为FKII，OQ／S（碱铝比值）为AK@E!AKBT，属钙碱

性类；S／2OQ（铝饱和系数）AKCT!FKD@，属过铝型；"
（里特曼指数）为DKAD!IKFE，属于钙碱性系列岩石。

S:（碱度率）为IKEA。岩体中的标准矿物<／（<P
S.PSUP;&）MS.／（SUP;&）图解（图D）显示，大部

分样品投影在正长花岗岩范围内；在S型花岗岩与

钙碱性花岗岩判别图解中（图I），岩石样品投影点落

于S型花岗岩一侧。

D 矿床特征

*V+ 矿体的空间分布

矿区分布有铜、钼、铅锌、银等矿体，主要赋存于

桐9商断裂北侧的泥盆系南湾组中。以隐伏岩体为

中心，北部铅锌（银）矿体受北北西向断裂构造控制，

东部铜矿体主要产于九架岭一带近东西向断裂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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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千鹅冲钼矿区地质图（据河南省地调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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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千鹅冲矿区岩体（脉）主量元素特征表

"#$%&! ’&#()*&+,-.#/,*&%&.&0(+10(2&31#0&42,05,*&6&7,+1(

组分

! " # $ % & ’ ( ) !*

+,-$ ,.-! ,.-" ,.-# ,.-$ ,.-% /0-!% /0-!( 肖畈 宝安寨

二长花岗岩 二长花岗岩 二长花岗岩 二长花岗岩 花岗斑岩 花岗斑岩 花岗斑岩 花岗斑岩脉 花岗斑岩脉 花岗斑岩

123" &(4"& ’!4(" ’#4#$ ’!4)$ ’"4*$ ’"4!( ’#4&’ ’$4)# ’$4$( ’!4%&
523" *4" *4" *4" *4" *4!% *4!% *4"$! *4!’ *4!# *4"$
67"3# !$4( !#4& !"4% !# !$4" !#4) !$4# !$4*" !"4*& !$4&#
.8"3# "4%( *4(! *4"! *4*)! *4"! *4($ !4$ *4’(’ !4%$ *4’(’
.83 !4"( "4& #4*% "4#% !4%" !4% *4"## *4"## *4’( *4’%#
9:3 *4*%& *4*%" *4*%& *4*%% *4*"" *4*%% *4*"! *4*# *4*# *4*$)
9;3 *4&! *4$) *4’# *4’# *4(% *4’# *4#&% *4"" *4#* *4#($
<=3 !4"! *4)$ *4(! !4&! !4$( !4$( *4""% *4&"" *4#% !4"$
>"3 $4)% $4&" $4#) $4& $4($ $4)( $4(( $4)( &4$! $4)&
?="3 #4)) #4’! #4$$ #4%) #4’( #4$# #4#( #4$& "4(" #4&$
@"3% *4!! *4!" *4!$ *4*( *4%& *4$$ *4*’) *4*$& *4!# *4*’)

烧矢量 !4&" *4$% *4%% !4"% *4%# !4!)
总和 ))4&&& ))4$!" ))4$!& ))4$)& !**4!(" !**4(’% )(4’)$ ))4$)( ))4*# )(4#"

>"3A?="3 (4)$ (4## ’4(# (4!) (4&" (4$! (4"& (4$$ )4#" (4&*
>"3／?="3! !4"$ !4"% !4"( !4"( !4"( !4$% !4$$ !4$$ "4"’ !4#&
6／<?>! !4*% !4*& !4*% *4)$ !4** !4*! !4"’ !4!% *4)’ !4*’
6?>! !4"$ !4"" !4"* !4!) !4"$ !4"& !4#" !4"’ !4*$ !4")
?>／6! *4(! *4(" *4(# *4($ *4(! *4’) *4’& *4’) *4)& *4’(
6B! #4%# #4&( #4(& #4%% #4$$ #4$! #4&$ #4’" &4(! #4#’
!! #4!& "4$! "4*" "4#" "4%& "4$" "4"" "4"# "4’! "4%)

注：/0-!%为地表样品，/0-!(为钻孔样品。!单位为!。

图" 千鹅冲隐伏岩体的标准矿物,／（,A6:A6CA3D）-6:／（6CA3D）图解（据1ED8FG82H8:8E=74，!)’)）

.2;4" I2HFD2J2:=E2K:L2=;D=JKM,／（,A6:A6CA3D）-6:／（6CA3D）KMEN8FK:F8=78LDKFGCKLO2:EN8,2=:8FNK:;
KD8L8PKH2E（=ME8D1ED8FG82H8:8E=74，!)’)）

带内，局部形成有银矿体；钼矿主体呈隐伏状赋存于

岩体上部（图$），地表的脉状钼矿体大多沿千鹅冲南

部近东西向断裂构造带出露，向东与铜矿体相叠加。

不同矿体和隐伏斑岩体间具有一定成生联系，且钼

与铅锌银（铜）之间可互相做为找矿依据（李厚民等，

"**(；毛景文等，"**)）。本区除钼矿体之外，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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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型花岗岩与钙碱性花岗岩判别图解（据邓晋福等，#$$%）

&’()! *’+,-’.’/01’2/3’0(-0.245678"(-0/’180/3,09,:09;09’/8(-0/’18（0418-*8/(8109)，#$$%）

图% 断裂:隐伏岩体:钼矿体关系示意图（千鹅冲矿区$线）

<—震旦系:奥陶系下统肖家庙岩组变中基性:酸性火山岩；#—泥盆系南湾组变沉积碎屑岩；!—早白垩世花岗斑岩；%—桐（柏）:商（城）

断裂；=—实测断裂；>—推测断裂；?—钼矿体及编号

&’()% @8292(’,09+;81,A.0742-1A8-8901’2/+A’7244’++B-8+，,2/,80983-2,;C23’8+0/3D22-8C23’8+
<—E/18-.83’018C0+’,:0,’3F29,0/’,-2,;24G’/’0/:H2I8-J-32F’,’0/K’02L’0.’02&2-.01’2/；#—G83’.8/10-6,90+1’,-2,;24*8F2/’0/M0/I0/

&2-.01’2/；!—N0-96O-810,82B+(-0/’1872-7A6-6；%—52/(C0’:GA0/(,A8/(40B91；=—D80+B-8340B91；>—E/48--8340B91；?—D22-8C2360/3

’1++8-’09/B.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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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规模较小。

!!! 钼矿化及钼矿体特征

本区钼矿化普遍，分布于自隐伏岩体顶部向上

至地表近千米的范围内。岩体顶部及内外接触带的

钼矿化较弱，辉钼矿多为星散状，局部沿裂隙面呈薄

膜状产出，少数工程中圈出小规模钼矿体；向上各种

含辉钼矿脉体逐渐增多并相互截切，钼矿化增强，大

致在"#$$!%$&标高范围内可圈出面状矿化的厚

大矿体；再向上至地表，钼矿化则趋于减弱，所圈出

的钼矿体规模小而贫。

区内圈出的主要钼矿体为’("，其资源量占全

区的)%*以上。钼矿体地表沿蚀变构造带呈脉状分

布，向深部逐渐复合，构成一个厚大的似透镜状体，

边部常出现分枝并逐渐尖灭，与围岩间无明显界限。

’("矿体东西长约+#$$&，南北宽,-$!+$.$&，

长轴方向约+-$/。工业矿体多分布于$!"%$$&
标高范围内，钻孔见矿最大厚度0##1.#&，平均厚度

--.1-2&；矿体钼品位$1$-*!+1$)*，矿体中部品

位高，顶、底部及边部逐渐变贫。

!!" 矿石特征及类型

矿石中金属矿物为黄铁矿、黄铜矿、辉钼矿、方

铅矿、闪锌矿、磁铁矿、赤铁矿，次为磁黄铁矿、金红

石、斑铜矿、脆硫锑铅矿等；金属矿物占矿物总量的

+*!%*，局部富集，含量可达.$*以上。脉石矿物

总量2%*!)2*，以石英、绿帘石、钾长石、黑云母、

绿泥石、斜长石、绢云母为主，方解石、萤石、角闪石

次之。矿石的矿物组分较简单。

矿石按赋矿岩石可划分为蚀变片岩型矿石和花

岗斑岩型矿石。蚀变片岩型矿石是本区钼矿体的主

要矿石类型，是由黑云绿帘石英片岩等经热液蚀变

而形成的，常具浸染状、细脉(网脉状构造（照片+、.、

-、,）；花岗斑岩型矿石仅在岩体的内接触带附近零

星分布，为花岗斑岩蚀变矿化而形成（照片#），辉钼

矿呈稀疏浸染状、细脉状分布，矿石与花岗斑岩无明

显界线。按矿石的结构、构造特征划分为浸染状、细

脉网脉状、角砾状矿石。浸染状矿石辉钼矿、黄铁矿

等金属硫化物以自形(半自形镶嵌分布于石英、钾长

石及其他蚀变矿物粒间（照片+）；细脉(网脉状矿石

为不同期次含金属矿物的钾长石(石英脉、石英脉、

方解石(石英脉充填于构造带两侧的节理和裂隙形

成的矿石（照片-、,）。角砾状矿石为构造带内原岩

或早期形成的矿石破碎成角砾，被石英、碳酸盐、岩

粉及金属矿物胶结后形成（照片%）。

显微镜下常见的矿石结构为鳞片（粒）状结晶结

构（表现为辉钼矿、黄铜矿多呈他形、半自形晶产出，

照片0）、熔蚀交代结构（即早生成的矿物被后生成的

矿物交代熔蚀，照片2）、压碎结构（常见金属矿物在

受力作用下产生裂隙、破碎，照片)）、固溶体出溶结

构（在闪锌矿中多有黄铜矿呈乳浊状出溶物包裹于

前者之中，照片+$）、填隙结构（即他形粒状黄铁矿、

黄铜矿集合体填隙在透明矿物或磁铁矿颗粒之间，

照片++）、脉状穿插结构（早期形成的矿物如黄铁矿

破碎后，被较晚生成的硫化物脉体穿插，照片+.）。

矿石构造常见浸染状构造、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

块状构造。

!!# 围岩蚀变、成矿方式及钼矿化

常见的围岩蚀变有硅化、钾长石化、黄铁矿化、

绢云母化、绿帘石化、绿泥石化、方解石化、磁铁矿化

等，多叠加出现。矿床不同部位的蚀变类型及其发

育程度、钼矿化强度也因为成矿方式的不同而存在

以下.种情形。

其一，本区断裂构造带内成矿方式以充填和交

代两种形式并存，各种蚀变也仅限于带内及两边的

围岩。其中，钾长石化呈团块状或脉状沿构造带分

布，可与早期硅化共同对两侧围岩和角砾等进行交

代，伴有磁铁矿、黄铁矿、辉钼矿等；后期的硅化与绢

云母化、绿帘石化、绿泥石化、方解石化等沿断裂构

造带也十分发育，常见的金属矿物有黄铁矿、辉钼

矿、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等。带内辉钼矿呈星散

状、脉状、不规则集合体状，分布不均匀，但是，其中

钼含量相对较高。

其二，在断裂构造带之间的片岩中，因应力作用

派生有大量的节理、裂隙，成矿方式以充填为主，交

代作用微弱，主要蚀变脉体（细脉）呈面状分布。由

于矿体的厚度巨大，空间上随标高不同，各种蚀变脉

体分布及发育程度也不一样。钾长石化主要分布于

自隐伏岩体向上至钼矿体的中上部，形成钾长石脉、

石英(钾长石脉，伴有黄铁矿化、有弱的磁铁矿化及

辉钼矿化；硅化最为普遍，从岩体顶部至矿体的上部

均较为发育，形成石英脉或含钾长石或绿帘石的石

英脉，伴随明显的辉钼矿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多

分布于钼矿体中上部的构造蚀变带内，在一些辉钼

矿(石英细脉和网脉两侧也可见到，伴有黄铁矿化、

辉钼矿化、黄铜矿化、磁黄铁矿化等；绿泥石（绿帘

石）(碳酸盐化主要出现在钼矿体的中部、上部，伴有

绢 云母化和硅化，形成方解石(石英脉、绿泥石（绿帘

.#, 矿 床 地 质 .$++年

 
 

 

 
 

 
 

 



石）!石英脉等，伴有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等硫化

物，辉钼矿化相对较弱。单纯方解石化见于矿体中

部和上部，是成矿后期的产物，方解石脉中基本不含

硫化物。

!"" 矿物共生组合及生成顺序

#"$"% 矿物共生组合

根据区内实地观察研究，光、薄片鉴定资料，并

结合钼矿石选矿试验的成果，矿石的主要矿物组合

为：! 钾长石!石英!磁铁矿!黄铁矿!辉钼矿；" 石

英!钾长石（绿帘石）!辉钼矿!黄铁矿；# 方解石!石

英!辉钼矿；$ 方解石!石英!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

（黄铜矿）!辉钼矿。

&’(第&)卷 第&期 李法岭：河南大别山北麓千鹅冲特大隐伏斑岩型钼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时代

 
 

 

 
 

 
 

 



这!种矿物组合均见于细脉、网脉状矿石及浸

染状矿石中，但后一种矿物组合在构造蚀变带中更

为集中。

"#$#" 矿物生成顺序与成矿阶段

根据矿石矿物的结晶特点，矿物间的交代、穿

插、溶蚀等结构特征及不同脉体的截切关系，将成矿

过程分为%个阶段。各成矿阶段主要金属矿物生成

顺序大致为：磁铁矿、金红石!赤铁矿!黄铁矿!!

!%! 矿 床 地 质 "&’’年

 
 

 

 
 

 
 

 



辉钼矿!黄铁矿!!黄铜矿、闪锌矿、斑铜矿、磁黄

铁矿!方铅矿、脆硫锑铅矿，详见表!。

（"）石英#钾长石阶段：在岩体顶部形成不均匀

的面状硅化、钾长石化蚀变、浸染状黄铁矿化及星散

状分布的辉钼矿，岩体上部片岩的裂隙中可见含辉

钼矿的石英#钾长石（或花岗质）小脉体。这一阶段

辉钼矿化很弱，矿物组分有石英、钾长石、斜长石、黑

云母（绿泥石）、黄铁矿及少量的辉钼矿。

（!）辉钼矿#磁铁矿#钾长石#石英阶段：主要是

在上部围岩的破碎带及裂隙中形成含磁铁矿、黄铁

矿、辉钼矿的钾长石#石英团块或脉体，其中，辉钼矿

呈浸染状分布。脉体的矿物组分有石英、钾长石、磁

铁矿、黄铁矿、辉钼矿及少量黄铜矿等，有时脉体中

仅见石英、磁铁矿、辉钼矿。

（$）辉钼矿#石英阶段：为主成矿阶段，在岩体上

部以出现石英#黄铁矿#辉钼矿细脉为特征，辉钼矿呈

小片状分布于脉体边部。岩体与围岩接触部位的局

部裂隙面上辉钼矿呈薄膜状。片岩中，该阶段主要

形成石英#（黄铁矿）#辉钼矿细脉、网脉，其两侧可见

有绢英岩化，辉钼矿在脉体中呈线状或集合体沿脉

壁分布，局部为辉钼矿细脉。脉体中硫化物为辉钼

矿、黄铁矿，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次为钾长石、绿帘

石、方解石。

（%）钾长石（绿帘石）#石英阶段：该阶段在岩体

顶部形成钾长石#石英团块，黄铁矿呈细粒浸染状或

集合体状，辉钼矿细小而分散；在上部围岩中常见钾

长石（绿帘石）#石英脉体，其中的钾长石、石英粒度

较大，绿帘石在局部含量较高，呈集合体状产出，脉

体中硫化物为黄铁矿、辉钼矿，多呈浸染状，另可见

少量磁铁矿等。

（&）硫化物#方解石#石英阶段：为重要成矿阶

段，形成一系列含硫化物的方解石#石英细脉充填于

裂隙，切断早期形成的细脉；其中硫化物主要为黄铁

矿、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辉钼矿等；脉石矿物为

方解石、绿泥石、绿帘石、石英等，可见少量钾长石、

萤石等。在构造蚀变带中方解石#石英#硫化物多以

胶结物出现，在构造面上因挤压滑动辉钼矿可形成

薄膜状镜面。

（’）方解石阶段：形成方解石脉、石英#方解石

脉，脉体的矿物组分有方解石、石英及少量滑石，含

很少或不含硫化物。

本区的辉钼矿化主要形成于（!）、（$）、（%）三个

阶段。

$ 成矿时代

本次工作对(#"矿体分别在)*++!孔$++,、

&$!,处和)*%+!孔!-+,、&!+,处采集了%个石

英#辉钼矿细脉型矿石样品，辉钼矿./#01同位素年

龄 测定由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01同位素年

表! 千鹅冲矿区金属矿物生成顺序表

"#$%&! ’()*#+,(-.&/0&-1&(2*&+#%%,1*,-&)#%.,-+3&4,#-&1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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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辉钼矿"#$%&同位素分析结果表

’()*#! "#$%&+&,-,.#(/(*0-+1(*2(-(3,45,*0)2#/+-#

样号 !／!
"（"#）／（!!·!$%） "（普&’）／（(!·!$%） "（%)*"#）／（!!·!$%） "（%)*&’）／（(!·!$%） 模式年龄#／+,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012% 0304004 %43/5 03%% 0300/) 03004/ 63*%/ 030*% 10356 03%* %1*3* %3*

-./0121 0304%45 %)3%/ 03%/ 0301%1 030%57 %%3/0 0306 1/315 031% %1*35 %3)

-.00121 03040/7 %)34* 03%/ 031%%7 0301)0 %%35* 0306 1/361 0311 %1)30 %3)

-.00128#9 0304%44 %*3// 03%4 031461 030715 %0365 0306 17376 03%6 %1)30 %3)

图4 千鹅冲钼矿石辉钼矿"#2&’同位素等时线年龄

:;!34 "#2&’;’<9=><(,!#?<>@<ABCD#(;E#?><@E=#
F;,(#9=<(!<>#D#G<’;E

图5 千鹅冲钼矿石辉钼矿"#2&’同位素模式

年龄加权平均年龄

:;!35 H#;!=E#D@#,(<?E=#"#2&’;’<E<G#@<D#A,!#
?<>@<ABCD#(;E#?><@E=#F;,(#9=<(!<>#D#G<’;E

表6 千鹅冲矿区花岗斑岩脉体7)同位素分析结果及计算的初始值表

’()*#6 8&,-,.#(/(*0-+1(*2(-((/21(*19*(-#2.4#*+5+/(402(-(3,47)+/:4(/+-#.,4.;0404,1<
,3-;#=+(/#1;,/:,4#2#.,&+-

样号 105IC／10/IC 10*IC／10/IC 10)IC／10/IC
模式

年龄 " ! J=／K （105IC／10/IC）E （10*IC／10/IC）E （10)IC／10/IC）E

LM2%)（钻孔）%53/**N03005 %431*1N0300% 7*3/76N030%% %%)4 0356% 63%1 /37* %537/) %43155 7*3077

LM2%4（地表）%5367/N03005 %437%)N0300* 7*3*45N030%4 605 03546 63%% /317 %5357) %4370/ 7*3%6*

代实验室屈文俊研究员完成。测试采用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仪（JOPL2’#>;#’QRI2+S）。对测试数据用

QS&IT&J进行处理，获得等时线年龄为（%1)U*N*U7）

+,，模式年龄加权平均值为（%1*U)1N0U)*）+,（表

7，图4、图5）。另外，本次还对穿插于矿体中的花岗

斑岩脉采了1个同位素锆石K2IC年龄样品（表/），

获得105IC／17)K年龄加权平均值为（%1)U)N1U5）

+,，它与+2#矿体主成矿期的成矿年龄基本一致，

说明本矿床形成于早白垩世。这一年龄值与东秦岭

2大别地区存在的7个主要中酸性岩浆活动和钼成

矿期 的 第 三 期（%7%$%%1+,）相 当（+,<#E,A3，

100)；杨泽强等，100*；李永峰等，1004）。

/ 矿床控矿因素分析

63> 断裂构造

千鹅冲钼矿床南距桐2商大断裂约0U4V@。在

豫 南地区，沿该断裂带两侧或与之交汇的北东向断

55/ 矿 床 地 质 10%%年

 
 

 

 
 

 
 

 



裂附近，自西向东还分布有多处钼或多金属矿床

（点），说明桐!商断裂对这些矿床（点）的形成、分布

起决定性作用。矿区次级北西西向、北北西向张扭

性断裂发育，具有多期活动的特点，断裂之间的围岩

中派生有杂乱而密集的节理、裂隙，这些断裂和裂隙

绝大多数沉淀有辉钼矿，最终形成巨大的钼矿体（图

"）；而较晚形成的铜、铅锌矿体则主要赋存于脆性断

裂带中；说明它们控制了成矿物质的分布，起着导

矿、储矿作用。

!#" 隐伏岩体

岩体对矿床的控制首先表现在成矿专属性方

面。与千鹅冲隐伏岩体有 成 因 联 系 的 是 钼、铅 锌

（银）、铜（银）等有色金属矿产，这与东秦岭!大别地

区中生代与岩浆活动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是基本一

致的。在空间分布上，相关矿化与岩浆岩的关系十

分密切，它们围绕侵入体大致形成矿化分带。钼矿

体主要产于岩体上部外接触带的围岩一侧，向外，在

矿区东南部九架岭一带及北部周庙则形成铜（银）、

铅锌（银）等中低温热液矿体。

!## 岩性

区内赋矿岩石为南湾组黑云斜长石英片岩、绿

帘黑云石英片岩、绿帘二云石英片岩和绿帘黑云片

岩等，普遍见变余泥质、粉砂状、砂状结构，片状、千

枚状构造；组成岩石的矿物粒径细小，一般在$%$&!
$%’((；这些岩石总体较为致密，化学性质不活泼，

不利于成矿物质的集中交代、运移。但是，它们脆性

较强，受岩浆底劈作用、断裂构造活动及热流体穿插

的影响，使岩石中产生大量的节理、裂隙，大大提高

了岩石的通透性，对含矿热流体的迁移和聚积起了

积极作用，最终使成矿物质以硫化物!石英（钾长石）

细脉的形式得到保存。

) 几点认识

（’）千鹅冲钼矿位于桐（柏）!商（城）断裂带旁

侧，呈隐伏状赋存于岩体外接触带的片岩中，其外围

的北部、东部分布有铅锌（银）矿体和铜（银）矿体，它

们围绕隐伏岩体大致形成了一个矿化分带。

（&）千鹅冲特大型钼矿是大别山北麓（河南段）

迄今探明最大的钼矿床，矿化主要受下部隐伏岩体

和断裂构造控制。控矿岩体以富硅、富碱、过铝型以

及钾含量高于钠含量为特征，是钼矿床的成矿母岩，

与同受桐（柏）!商（城）断裂控制的宝安寨含钼岩体

的化学成分相似；矿区的断裂构造系统则起着导矿、

储矿作用。

（*）本区成矿过程大致分为+个阶段，但主要的

辉钼矿化发生在辉钼矿!磁铁矿!钾长石!石英阶段、

辉钼矿!石英阶段和钾长石（绿帘石）!石英阶段。矿

体围岩蚀变有硅化、钾长石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

绿帘石化、绿泥石化、方解石化、磁铁矿化等，多叠加

出现。矿体的不同部位成矿方式差异较大，断裂构

造带内以充填和交代两种形式并存，在断裂构造带

之间的片岩中，成矿方式以细脉充填为主，特别是在

矿体中部，各期钼矿细脉相互交切、分布密集，构成

富矿段。

（"）千鹅冲钼矿床形成于早白垩世。由矿床所

处的构造位置、隐伏岩体特征、多金属矿化的分布等

情况来看，本区成矿活动可大致归属于东秦岭!大别

山地区中生代与岩浆活动有关钼（钨）金银铅锌矿床

成矿系列中早白垩世晚期与花岗岩有关的钼铅锌成

矿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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