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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南省新县姚冲钼矿床是 近 年 来 新 发 现 的 隐 伏 矿 床，矿 区 位 于 大 别 山 北 麓 钼 多 金 属 成

矿带。通过对区域地质背景及矿区 地 质、矿 床 地 质 特 征 等 方 面 的 分 析 与 研 究，认 为 姚 冲 钼 矿 属 斑

岩型矿床，矿体主要赋存于大别片 麻 杂 岩 中，钼 矿 化 与 隐 伏 花 岗 斑 岩 和 构 造 关 系 密 切。该 矿 床 的

发现对大别山北麓钼多金属成矿带寻找隐伏矿床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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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大别造山带是一条 重 要 的 钼 成 矿 带［１］，带 内 分

布有新发现的钼多金属矿床１０余处，与东秦岭钼成

矿带相连，构成了中国最大的钼矿省，姚冲钼矿床就

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矿床。
姚冲钼矿床位于河南省新县戴咀镇，上世纪８０

年代，在矿床所在区域开展１∶５万地球化学土壤测

量，虽然发现了较好的钼矿异常，但找矿工作一直没

有突破。２００８年以来，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总

院利用斑岩成矿理论，开展以钼矿为主的普查找矿

工作，发现了隐伏的钼矿体，矿床规模达到中型，探

获钼资源量近５×１０４　ｔ。通 过 进 一 步 勘 查 工 作，矿

床规模有望达到大型。开展该区隐伏钼矿床成矿地

质特征及控矿因素的研究，对大别山北麓隐伏钼矿

勘查具有指导意义。

１　区域成矿背景

１．１　区域地质背景

本区大 地 构 造 位 置 处 于 大 别 造 山 带 中 段，桐

柏—商 城 断 裂 南 侧 的 桐 柏—大 别 变 质 核 杂 岩 隆 起

带，新县二长花岗岩体的北东侧。按照河南省成 矿

区带及矿床成矿系列划分，该区属 桐 柏—大 别 褶 皱

带Ａｕ，Ａｇ，Ｍｏ，Ｃｒ多金属 矿 带，处 于 母 山—汤 家 坪

与中生代（燕山期）花岗斑岩有关的 Ｍｏ，Ｃｕ多金属

矿床成矿亚系列的中部［２］（图１）。
区域地层发育不全，主要为一套区 域 变 质 岩 和

火山碎屑岩，出露的地层主要有元古宇大别片麻杂

岩、中元古 界 苏 家 河 群、震 旦 系—奥 陶 系 肖 家 庙 岩

组、泥盆系南湾组、下白垩统陈棚组及第四系等。
区域构造活动强烈，早期构造主要为ＮＷＷ 向

龟－梅断裂、桐－商断裂，为区域主干构造，控制了

区内总体构造线方向；晚 期 构 造 主 要 为 ＮＥ向 新 县

断裂及其派生的次级断裂构造。２组构造在区内交

汇。区域性 ＮＷＷ 向 深 大 断 裂 对 钼 成 矿 带 具 有 控

制作用，如岩体直接产于断裂带中，所有的小斑岩体

均沿断 裂 带 成 群 成 带 分 布，各 岩 体 群 在 空 间 上 呈

ＥＷ向展布，岩体 群 与 其 中 的 岩 体 分 布 都 表 现 出 明

显的等距性。
区域岩浆活动频繁［３］，岩体分布广泛，岩浆岩从

基性岩到酸性岩均有产出，以燕山期岩浆活动最为

强烈，主要 有 新 县 岩 体（约２００ｋｍ２）。在 新 县 岩 体

的北西侧及东侧发育大量的燕山期花岗斑岩及中酸

性小岩体，燕山期花岗岩包括二长花岗岩、石英正长

岩、花岗斑岩等，姚冲的钼矿化主要与燕山期岩浆活

动有关。

１．２　区域地球化学背景

１∶５万土 壤 地 球 化 学 测 量 在 姚 冲 一 带 圈 出 戴



图１　大别山北麓地质矿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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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四系２．白垩系火山岩３．侏罗系火山岩４．石炭系５．泥盆系南湾组６．寒武系７．震旦系－奥陶系下统肖家庙组

８．苏家河群浒湾组９．信阳群龟山组１０．大别片麻杂岩１１．花岗岩和花岗斑岩１２．正长岩和石英闪长岩

１３．实测及推测断裂１４．矿床及编号１５．矿集区

咀１２－Ｍｏ（Ｃｕ，Ｐｂ）乙３异 常。该 异 常 元 素 组 合 以

Ｍｏ为主，伴生 Ｗ，Ｚｎ，Ａｇ，Ｐｂ，Ｃｕ等。Ｍｏ异常面积

约１０ｋｍ２，强度２．０×１０－６～５８．３×１０－６，异常强度

高，浓集中心明显；Ｚｎ，Ｐｂ，Ａｇ等元素异常围绕 Ｍｏ，

Ｃｕ元素异常外围分布，具水平分带特征，即Ｃｕ－Ｍｏ
组成异常内带，Ｐｂ－Ｚｎ－Ａｇ组 成 异 常 外 带，具 斑 岩 型

钼（铜）矿床元素异常分带模式。

２　矿区地质特征

２．１　矿区地层

矿区内出露地层有太古代大别岩群变质表壳岩

（Ａｒｄｂ）、元古界大别片麻杂岩（Ｐｔｄｏｇ）和第四系（图

２）。
大别岩群变质表壳岩呈不规则状、透 镜 状 零 星

分布于变质深成岩系中，单个面积很小，大致沿ＮＷ
向展布，与变质深成岩系多呈渐变关系，局部可见侵

入接触。主要岩石类型为角闪黑云二长片麻岩、斜

长角闪片麻 岩、含 榴 斜 长 角 闪 岩、白 云 斜 长 片 麻 岩

等。岩石多具定向排列，其拉伸线理方向、片（麻）理

产状与变质深成岩系的拉伸线理方向、片麻理产状

一致，表明二者均遭受了后期剪应力作用的改造。
大别片麻杂岩为矿区主要含矿岩系，是 一 套 经

强烈变形变质、多次熔融改造的岩浆杂岩体，属变质

深成岩系，在矿区出露广泛，主要岩性为二长花岗质

片麻岩、云英闪长质片麻岩、黑云斜长片麻岩等。岩

石受后期构造热事件影响，普遍具糜棱岩化，并具绢

云母化、绿泥石化蚀变。

２．２　矿区构造

构造形迹地表出 露 较 少［４］，仅 在 高 速 公 路 两 侧

出露较明显。矿区遥感图像显示，矿区发育多 条 断

裂（图３），主 要 发 育 ＮＥ向、近 ＥＷ 向 断 裂，少 量

ＮＷ 向断裂，这些断裂构成了矿液运移最 为 理 想 的

导矿系统。根据断层与成矿的先后关系可分为成矿

前、成矿期和成矿后断裂。成矿前和成矿期断 裂 起

着导、送成矿热液的作用，成矿后断裂对矿脉具有破

坏作用。矿区构造应力场对脉岩和节理的分布具有

控制作用，在ＳＮ向引张应力的作用下，深部岩浆沿

着近ＥＷ 向 的 裂 隙 带 上 涌 填 充，形 成 矿 区 内 的 近

ＥＷ向脉岩。

２．３　矿区岩浆岩

矿区出露的岩浆岩主要为脉岩，其宽窄不一，窄
的只有０．５ｍ，宽者达７０ｍ。主要为中酸性岩，有少

量煌斑岩出露。受ＮＥ向、近ＥＷ 向断裂控制，热液

上侵时 沿 断 裂 充 填，形 成 大 量 ＮＥ向、近ＥＷ 向 岩

脉，其中，花岗斑岩脉（γπ）和闪长玢岩脉（δμ）在矿区

广泛出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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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河南省新县姚冲矿区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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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别片麻杂岩２．太古代大别岩群（黑云斜长片麻岩）３．早白垩世周湾独立单元（石

英闪长岩）４．晚古生代含榴花岗岩５．榴闪岩及斜长角闪片麻岩６．花岗岩脉７．花岗

斑岩脉８．正长斑岩脉９．闪长玢岩脉１０．矿化体及编号１１．地质界线１２．不明性质断

层１３．隐伏正断层／不明性质断层１４．钻孔及编号

　　闪长玢岩脉出露宽 度 为１～４０ｍ，岩 石 呈 黄 绿

色，节理发育。花岗斑岩脉多为近ＥＷ 走向，ＮＥ向

次之；出露宽度０．５～４０ｍ，岩 石 的 颜 色 变 化 较 大，

斑晶呈浅色－肉红色，大都发生碎裂，粒径变化也较

０．５～５ｍｍ；基质为细晶－隐晶质。

２．４　矿区地球化学特征

矿区１∶１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成果［５］显示，区

内Ｂｉ，Ｗ，Ｐｂ，Ａｇ，Ｓｎ，Ｍｏ，Ａｓ，Ｓｂ，Ｚｎ元素背景场与

黎彤克 值（１９７６）相 比，呈 高 背 景 场 特 征，尤 以Ｂｉ，

Ｗ，Ｐｂ，Ａｇ，Ｓｎ，Ｍｏ更 为 明 显。Ａｕ，Ｃｕ，Ｗ，Ｎｉ，Ａｇ，

Ｍｏ，Ｂｉ元素离散程度较高，呈双峰或多峰模式分布。

说明上述元素在本区经过后期地质作用，有利于成

矿，区内地球化学异常场呈“面状”形态结构，具有明

显的“中空环面状”分布特征，空间上呈明显的分带

性。Ｍｏ异常呈中空的环状分布，Ｃｕ异常呈环带状

分布于 Ｍｏ异常内侧，Ｂｉ异 常 呈 半 环

状分 布 于 Ｍｏ异 常 的 北 部，而 Ａｇ，

Ｐｂ，Ｚｎ，Ｗ，Ａｓ，Ｓｂ等中低温元素异常

则零星围绕Ｍｏ，Ｃｕ，Ｂｉ高温元素异常

呈环状分布（图４）。

３　矿床地质特征

３．１　矿体特征

姚冲 钼 矿 床 主 要 赋 存 于 大 别 片

麻杂岩内，矿体围岩 主 要 为 花 岗 闪 长

质片麻岩、云英闪长 质 片 麻 岩 和 花 岗

斑 岩。矿 区 地 表 共 发 现 矿 化 体 ５
处［４］，矿化体的产状和形态主要受岩

体、ＮＥ向和近ＥＷ向构造控制，走向

为ＮＥ向和近ＥＷ 向。Ⅰ号、Ⅱ号矿

化体位于焦赞岭北，岩 体 中 见 青 磐 岩

化，矿化主要分２种：一种为细脉浸染

状、网脉 状，另 一 种 为 沿 节 理 面 和 石

英脉 呈 稀 疏 细 脉 状 分 布（图５）；Ⅲ号

矿化体位于大庙岗 南，走 向 与 断 裂 带

一致，为 近ＥＷ 向，矿 化 体 形 态 和 规

模严格 受 控 于 花 岗 斑 岩 脉（枝）的 产

状和分 布 特 征，矿 化 石 英 脉 较 宽，约

０．２～１５ｃｍ，围岩具硅化、钾化；Ⅳ号

矿化体位于姚冲北，走向ＮＥ，钾化强

烈，岩枝 和 围 岩 中 微 裂 隙 发 育，黄 铁

矿和辉钼矿沿裂隙 充 填；Ⅴ号 矿 化 体

位于黄古田 北，走 向 ＮＥ，沿 断 裂 带 分 布，断 裂 内 充

填有花岗斑岩脉，岩脉裂隙面上具辉钼矿化，沿断裂

发育硅化和钾化蚀变。
姚冲钼矿床的工 业 矿 体 主 要 为 隐 伏 矿 体［４］，位

于矿区东北部，地表只有强异常的显示。经钻 探 工

程验证，矿 体 沿 倾 向（ＮＷ－ＳＥ）控 制 宽 度１６０～４６０
ｍ，沿走向（ＮＥ－ＳＷ）控制长度约６４０ｍ，面积约０．１５
ｋｍ２（表１）。矿体赋存标高为－２３６．００～２２９．００ｍ，
由于投入工程量少，矿体边界没有控制，矿体呈厚度

较大的似层状、透镜状分布，总体向Ｎ倾伏，矿体内

夹石及分支复合现象多见。钼矿化与围岩的物理性

质、裂隙发育程度有关，岩石的裂隙越发育，矿化越

强。矿体中辉钼矿主要产于石英细脉的两侧、石 英

细脉内及裂隙中，常呈细脉状、网脉状、浸染状及星

点状分布。钼品位最高为０．８０％，平均为０．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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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姚冲矿区遥感图像线性构造解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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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业矿平均品位为０．０８５％，低品位矿平均品

位为０．０３６％。矿体品位自中间向东西两端有逐渐

变贫的趋势。总体上看，钼矿化强度在平面上表 现

为中北部强、边部弱的特点。

３．２　矿石特征

３．２．１　矿石结构构造

（１）矿石结构。①鳞片状、片状、架状结构：辉钼

矿呈自形－他形晶集合体，常聚积呈架状、束状、放

射状；②镶嵌结构：在辉钼矿内，黄铁矿与脉石矿物、
辉钼矿与黄铁矿彼此镶嵌共生（图６）。

（２）矿石构造。①细脉状构造：由辉 钼 矿、黄 铁

矿分别构成细脉（钼膜或条线），或由辉钼矿、黄铁矿

和脉石矿物共同构成细脉；②细脉浸染状构造：辉钼

矿细脉外侧有辉钼矿呈零星散布而成。

表１　姚冲钼矿床工业矿体的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Ｙａｏｃｈｏｎｇ　Ｍ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

编号 产状／° 形态
走向延长

／ｍ

倾向延深

／ｍ

赋存标高

／ｍ

平均品位ｗ（Ｍｏ）／％
工业矿 低品位矿 全矿体

Ｍ１　 ７２～７８∠１０～１５ 似层状－透镜状 未控制 １６０～３８０　 １５０～３１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４
Ｍ２　 ７２～７８∠１０～１５ 似层状－透镜状 未控制 １６０～４１０　 ３１～２２９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４
Ｍ３　 ７２～７８∠１０～１５ 似层状－透镜状 未控制 １６０～４６０ －１８０～１１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７０
Ｍ４　 ７２～７８∠１０～１５ 似层状－透镜状 未控制 ２７０～４６０ －３２６～１１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８

３．２．２　矿石矿物

不同矿石类型的矿物和含量变化不大。矿石中

的金属矿物主要为辉钼矿和黄铁矿，其次为极少量

的黄铜矿、磁铁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钾长石、斜长

石和石英，其次为绢云母、白云母、黑云 母、萤 石 等，
脉石矿物约占９７％。

表２　姚冲矿区矿石化学全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ｒｅ　ｉｎ　Ｙａｏｃｈｏｎｇ　Ｍ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

序号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 ＣａＯ　 ＭｇＯ　ＴｉＯ２ ＭｎＯ　Ｐ２Ｏ５ Ｋ２Ｏ　Ｎａ２Ｏ　ＦｅＯ 烧失 Ｓ　 Ａｕ　 Ａｇ　 Ｂｉ　 Ｍｏ
１　 ７４．１４　１２．７　 １．４　 １．４２　 ０．３７　 ０．３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９　 ２．６　 ４　 １．０８　 １．３７　 ０．３５　 ０．０６　 １．６１　 ５．１　 ０．０２４
２　 ６６．０６　１３．８　 １．６８　 ２．７　 ２．２５　 ０．６２　０．０８２　 ０．３　 ３　 ３．６８　 ３．６２　 １．９２　 ０．７７　 ０．０６　 ６．４　 ２５８　 ０．１２
３　 ６５．７６　１４．２　 ２．８５　 １．９９　 １．５　 ０．６５　０．０９１　０．１４　 ２．８　 ３．８　 ４．１　 １．６３　 ０．３４　 ０．０６　 ２．１２　 １．０８　０．０２３
４　 ６２．９２　１３．２　 ４．１　 ４．１２　 ２．３７　 ０．８５　０．０９７　０．３３　 ２．５　 １．７８　 ３．６　 ３．５５　 ２．１３　 ０．０６　 １０．４　 ３３２　 ０．０７１
５　 ６７．８　１２．９５　２．６９　 ２．８４　 １．５　 ０．６　 ０．０７９　０．２６　 ２．１　 ４．２　 ２．９８　 １．５　 ０．８８　 ０．０６　 ２．１７　 ７．７５　０．０３１
６　 ６８．６６　１３．１　 ２．３５　 ２．５６　 １．３１　 ０．５　 ０．０６４　０．１９　 ２．８　 ３　 ２．３　 ２．７３　 １．２　 ０．０６　 ４．２９　 ５９０　 ０．０９３
７　 ６９．０４　１４．２　 １．６９　 １．５６　 １　 ０．４５　０．０４３　 ０．２　 ２．７　 ４．５　 １．９　 ２．１７　 ０．８８　 ０．０６　 ８．７９　 ２３１　 ０．００４
８　 ５７．８　 １４．７　 ３．６５　 ４．４　 ３．３７　 ０．９８　 ０．１２　 ０．４　 ２．６　 ３．８　 ５．１８　 ３．０８　 ０．７８　 ０．０６　 ３．０４　 ５．９５　０．０６７
９　 ７６．１２　１０．８　 １．２４　 ０．８５　 ０．３７　 ０．２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３　 ３．２　 ３．８　 １．５　 １．２５　 ０．９２　 ０．０６　 ７．９４　 １６５　 ０．０６
１０　 ６６．７２　１４．３　 １．８７　 ２．５６　 １．２５　 ０．５５　０．０９３　０．２６　 ３．３　 ４．２　 ２．５５　 １．９８　 ０．４５　 ０．０６　 ２．１１　 ７１　 ０．００７
１１　 ８０．５８　 ８．５　 ０．９２　 ０．７１　 ０．８７　 ０．２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６　 ２．７　 ０．６　 ２．３２　 ２．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６　 １．９２　 ６．８　 ０．０２９
１２　 ６５．８　 １４　 ２．３４　 ２．８４　 １　 ０．６　 ０．０９６　０．２１　 ２．４　 ４．９　 ３．１２　 ２．４２　 １．４９　 ０．０６　 ２．１９　 ４．１　 ０．１
１３　 ５８．５６　１５．２　 ３．７４　 ３．９８　 ２．６２　 ０．８　 ０．１１　 ０．２５　 ２．１　 ３．８　 ４．６５　 ３．８４　 １．０９　 ０．０６　 ２．４６　 ２．０７　０．０３３
１４　 ７５．０２　 １１　 １．６５　 ０．８５　 ０．６２　 ０．３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５　 ２．９　 ３．３６　 ２．４８　 １．５７　 ０．９４　 ０．０６　 ２．４８　 １８．８　０．０１１

测试单位：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总院检测中心；量的单位：ｗＢ／％，其中ｗ（Ａｕ，Ａｇ，Ｂｉ）／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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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姚冲矿区微量元素异常等值线图

Ｆｉｇ．４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ｏｕ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Ｙａｏｃｈｏｎｇ　Ｍ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

　　辉钼矿是主要的含钼矿物。呈结晶片状、鳞片

状、束状以及花状、簇状集合体等形态，主要产于石

英等脉石矿物的粒间，少量与黄铁矿、黄铜矿连生分

布在黄铁矿、黄铜矿与脉石的粒间及裂隙中。辉 钼

矿粒度粗 细 不 一，最 大 达０．９ｍｍ，细 者 小 于０．０２
ｍｍ，一般０．０３～０．５０ｍｍ。矿 石 中 辉 钼 矿 一 般 占

０．２％～０．５％，多者为０．８％～２％，平均为０．３％。
黄铁矿为伴生的主要金属硫化物，多 呈 半 自 形

晶或他形粒状独立产出，少量与黄铜矿、辉钼矿、磁

铁矿等伴生。粒度较粗者为１～２ｍｍ，细者０．０２～
０．０３ｍｍ，一般０．０５～１ｍｍ。矿石中黄铁矿一般占

１％～２％，最高达５％，平均为０．３％。

３．２．３　矿石化学成分

矿石化学全分析样共采集１４件，分
析１６种化学组分，分析结果见表２。其

中成岩 组 分 主 要 为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Ｋ２Ｏ，

Ｎａ２Ｏ，Ｆｅ２Ｏ３。成 矿 元 素 ｗ（Ｍｏ）＝０．
００４％～０．１２％；ｗ（Ａｇ）＝１．５×１０－６～
１０×１０－６；Ａｕ的质量分数较低；ｗ（Ｓ）＝
０．３４％～２．１３％；有４个 样 品 的ｗ（Ｂｉ）
接近或达到伴生 组 分 综 合 利 用 要 求（０．
０３％），其他均达不到综合利用指标。

３．３　围岩蚀变

矿体围岩 蚀 变 比 较 发 育，常 见 有 硅

化、钾化、黄铁矿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

等，蚀变一般呈弥散状，分布于整个矿体

内或其近矿 围 岩 之 中，蚀 变 强 度 一 般 与

矿化强度呈正相关关系。

４　控矿因素分析

４．１　地层控矿作用

对东秦岭—大别山钼成矿带中钼矿

床成 矿 岩 体 外 接 触 带 的 围 岩 观 察 统

计［６］，所有钼 矿 床 的 赋 矿 地 层 均 为 前 寒

武系，当成矿 岩 体 侵 入 于 古 生 界 中 均 不

形成工业矿床［４］。姚冲矿区大面积出露

的元古宇大别片麻杂岩中 Ｍｏ的质量分

数普遍较高，在 矿 区 北 部 钼 矿 化 集 中 的

大庙岗—孟 老 洼—焦 赞 岭 一 带ｗ（Ｍｏ）
最高＞１００×１０－６，平 均２８．４９×１０－６，
矿区中大别片麻杂岩ｗ（Ｍｏ）平均为２．
９２×１０－６，是黎彤克值（１．３×１０－６）的２

倍多。大别片麻杂岩属深成变质岩系，岩石碎裂，表
明后期经过了脆性变形，容矿裂隙大大增加，为钼矿

的形成提供了较好的容矿空间。

４．２　构造控矿作用

桐商断裂对区内钼成矿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７］。这条深大断裂带控制着燕山期花

岗岩的分布，区域范围内的３个燕山期花岗岩岩基

分布于该断裂的南侧，同期的小岩体沿断裂成群带

状分布，小岩 体 群 在 空 间 上 呈 ＮＷＷ 向 展 布，而 单

一的成矿岩体大多侵位于不同方向断裂的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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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姚冲矿区地表的钼矿化类型照片

Ｆｉｇ．５　Ｐｈｏｔｏ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ａｏｃｈｏｎｇ　Ｍ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细脉浸染状和网脉状矿化ｂ．辉钼矿沿节理充填和细脉状矿化

图６　辉钼矿呈脉状、粒状镶嵌，与黄铁矿共生

Ｆｉｇ．６　６Ｖｅｉｎｌｅｔ　ａｎｄ　ｍｏｓａｉｃ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ｙｒｉｔｅ

　　矿区内构造形迹出露不多，而遥感图像显示矿

区内发育 有 多 条 断 裂。在 隐 伏 的 ＮＥ向 与 ＮＷ 向

断裂交汇处，土壤地球化 学 测 量 的 Ｍｏ异 常 集 中 且

为高值，钻探验 证 显 示 出 良 好 的 找 矿 效 果：００勘 探

线位于矿化的中心部位，线均品位达到０．０７５％，其

南北两端尚未完全控制，矿石品位自中间向东西两

端呈逐渐变贫的趋势，矿体这种分布规律与矿区的

导矿容矿构造有重要关系。

４．３　岩浆岩的控矿作用

大别山北麓钼成矿带中花岗斑岩与钼矿化关系

密切［８］。姚冲矿区花岗斑岩脉、闪长玢岩脉、正长斑

岩脉中富含 Ｍｏ，Ｗ，Ｂｉ等 元 素，其 平 均 值 是 黎 彤 克

值（１９７６）的３倍以上，是 Ｍｏ元素的主要来源，且离

散性较大，有 利 于 成 矿（表３）。矿 区 内 花 岗 斑 岩 脉

极为发育，岩脉的根部可能汇聚成为隐伏斑岩体，岩
体内外不排除出现大矿体和富矿体的可能性。岩脉

（枝）接触带多见绢云母化、钾化、硅化和黄铁矿化，
地表矿化体的产状和形态多严格受斑岩体的控制，
均呈近ＥＷ向分布，花岗斑岩与钼矿化密切相关。

４．４　围岩蚀变与成矿的关系

矿区地表蚀变主要为青磐岩化、黄铁矿化、硅化

和钾化，局部可见云英岩化。硅化钾化带与矿 化 带

没有明显界 线，呈 逐 渐 过 渡 关 系，偶 见 围 岩 整 体 钾

化、硅化；青磐岩化多见于岩体的外接触带。钻孔内

常见硅化、钾化、黄铁矿化、绿帘石化、绿 泥 石 化、云

英岩化、绢云母化，其中，矿体厚大处常见强钾化、硅
化、黄铁矿化、绿帘石化；因此，钾化、硅化、黄铁矿化

及绿帘石化与成矿关系密切。

５　成矿作用及找矿标志

５．１　成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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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姚冲钼矿区岩脉土壤样品元素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Ｙａｏｃｈｏｎｇ　Ｍ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

岩石 Ａｕ　 Ａｇ　 Ｃｕ　 Ｐｂ　 Ｚｎ　 Ｗ　 Ｓｎ　 Ｍｏ　 Ｂｉ　 Ａｓ　 Ｓｂ　 Ｃｒ　 Ｎｉ

花岗斑岩脉
Ａ　 １．１２　 ０．１５１　 ３９．６　 ４１．９　 １２０　 ７．６　 ３．７　 ４．２９　 ０．９０　 ３．３８　 ０．６３　 ６４．２　 １７．５
Ｓ　 ０．３０　 ０．０６５　 １８．０　 １４．４　 ３５　 ３．５　 １．０　 ２．０８　 ０．５０　 １．２８　 ０．１８　 ３２．３　 ９．０

闪长岩脉
Ａ　 １．０１　 ０．１９８　 ２９．３　 ５６．６　 １０８　 ５．８　 ４．１　 ７．３３　 ２．１０　 ５．６８　 ０．８７　 ７２．０　 １６．４
Ｓ　 ０．１２　 ０．０６８　 ９．６　 １０．７　 ２０　 ２．２　 ０．６　 ２．５３　 ０．４１　 １．７８　 ０．２４　 ２５．８　 ６．０

闪长玢岩脉
Ａ　 １．１３　 ０．１７３　 ３２．８　 ５９．３　 １２３　 ６．４　 ３．５　 ２．２７　 １．１６　 ４．３３　 ０．８３　 ７８．９　 ２０．９
Ｓ　 ０．２４　 ０．０９８　 ７．３　 ３０．２　 ２２　 ４．３　 １．２　 １．８５　 ０．５４　 ２．４３　 ０．４０　 ４３．７　 １３．２

正长斑岩脉
Ａ　 ０．９３　 ０．１７３　 ２３．６　 ５３．９　 ８１　 ７．９　 ３．６　 １８．６１　 ５．０６　 ４．３６　 ０．９１　 ３９．２　 １１．１
Ｓ　 ０．０９　 ０．０６７　 ９．６　 ５．７　 ２３　 ２．２　 ０．６　 ７．１２　 ３．４８　 １．１３　 ０．２４　 ２６．７　 ４．１

黎彤克值（１９７６） ４　 ０．０８　 ６３　 １２　 ９４　 １．１　 １．７　 １．３　 ０．００４　 ２．２　 ０．６　 １１０　 ８９
表生富集系数 ０．２８　 ２．２９　 ０．５５　 ４．４０　 １．２４　 ６．２７　 ２．２９　 ２．２５　 ２８７．５０　 １．９１　 １．３３　 ０．６１　 ０．１９

注：Ａ表示平均值，Ｓ表示标准方差；资料来源：《河南省新县姚冲钼矿区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工作报告》，２００７。

量的单位：ｗＢ／％，其中ｗ（Ａｕ）／１０－６。

　　本区钼矿床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地壳重熔形成

的中酸性岩浆岩。深源浅成高硅富碱富钼的中酸性

岩浆岩在ＮＷＷ 向与近ＳＮ向断裂交汇部位附近侵

位，在岩浆分异、侵位过程中，岩浆晚期高温气液使

岩体发生自蚀变，出现星散状黄铁矿及大花瓣状辉

钼矿，在岩浆期后，中（高）温热液丰富的ＳｉＯ２，Ｋ２Ｏ
等沿节理、裂隙产生了强烈的交代作用，它促使分散

在造岩矿物中的钼活化转移至热液中，在物质成分

反应、交换后，以细脉状、网脉状富集，形成斑岩钼矿

床。

５．２　找矿标志

（１）层位标志：本区钼矿主要赋存于大别片麻杂

岩内，是重要的层位标志。
（２）遥感标志：遥感解译的环形构造可能为岩体

的反映，是斑岩型矿床的主要遥感标志。
（３）构造 标 志：矿 区 内 ＮＥ向 与 ＮＷ 向 断 裂 交

汇部位，是找矿的构造标志。
（４）岩浆岩标志：燕山期的花岗斑岩是本区钼成

矿的控矿岩体，出露或隐伏的燕山期花岗斑岩（脉）
是找矿的岩浆岩标志。

（５）围岩蚀变标志：硅化、钾化、黄铁矿化是找矿

的围岩蚀变标志。

６　结论

姚冲钼矿 床 的 赋 矿 围 岩 为 元 古 界 大 别 片 麻 杂

岩，矿体虽未直接产于斑岩体内，但成矿与深源浅成

侵入岩（斑岩）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矿床应归于斑

岩型钼矿。由于工作程度原因，隐伏斑岩体的具 体

位置目前还未能确定。矿区１︰１万土壤地球化学

测量 成 果 显 示，Ｍｏ元 素 异 常 强 度 高、浓 集 中 心 明

显。已有的深部钻探仅验证了北部的部分异常浓集

中心，且验证深度有限，矿床外围及深部的找矿前景

巨大，矿床资源储量有望扩大到大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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