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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油房西矿区为中型银多金属矿床(伴生的铅锌*铜*钼可形成独立矿体%

银铅锌与铜*钼矿化在水平和垂直方向都呈现出较明显的分带现象(即银*铅锌遍布全区且主要集

中在浅部(钼*铜主要赋存在矿区中部和深部%通过
!

个较深钻孔的探索(在深部出现较普遍的与

斑岩型矿床蚀变*矿化特征类似的钼&铜'矿化(且矿&化'体形态呈层状
K

似层状产出趋势明显%

在位于西拉木伦河断裂以南的小东沟+库里吐地区(通过分析矿区成矿地质条件和矿化特征(初

步认为本区钼矿化范围较大(矿床成因类型好(矿化空间保存完整(因而具有中型以上钼矿床的找

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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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房西钼矿"找矿潜力"斑岩型矿床"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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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油房西矿区位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东方向约

A#JE

处(东与翁牛特旗接壤(是
!#

世纪
C#

年代初

通过分散流扫面发现的新矿产地%多年来一直作为

银铅锌多金属矿进行勘查(目前已基本查明(矿区浅

部为以银为主的银*铅*锌*铜*钼多金属矿床&中

型'%在勘查过程中(通过少量较深钻孔的揭露(发

现在深部普遍存在钼矿化(但由于矿化埋深较大(

9*

品位较低(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

分析已有资料(初步认为该矿很可能是一个以钼为

主的火山
K

次火山热液
K

斑岩型复合矿床(建议将

斑岩型钼矿作为深部勘查工作的主攻方向%

$

!

矿区地质特征

油房西矿区位于大兴安岭中生代火山岩带南端

附近(被夹持于
!

条
DO

向深断裂&北部西拉沐伦河

深断裂(南部少朗河深断裂'之间%区域上广泛分布

晚侏罗世中酸性陆相火山岩和大量以偏碱性花岗岩

为主的小型侵入岩体%紧邻矿区东侧(沿苇塘河谷

有一条近
N?

向的区域性断裂(它的两端分别与西

拉沐伦河深断裂和少朗河深断裂连通(是矿区主要

的导岩导矿构造%

!#!

!

矿区岩石

矿区内出露地层简单(仅有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

组&

@

&

:

'酸性火山岩和第四系松散堆积物%满克头鄂

博组主要由酸性熔岩*少量火山碎屑岩和中酸性熔岩

组成%地表岩石类型可根据岩石颜色*结构和构造(大

致划分为气孔状
K

杏仁状流纹岩*深灰色多斑流纹岩*

紫红
K

黄褐色少斑流纹岩*青灰色少斑流纹岩等%局

部出露少量流纹质角砾熔岩*流纹质凝灰岩(以及小规

模的隐爆角砾岩等%该组厚度
"

B##E

%另外(在深部

见有英安质角砾熔岩和粗面岩%

在矿区南部(深灰色多斑流纹岩*紫红
K

黄褐色

少斑流纹岩和青灰色少斑流纹岩围绕一个小的流纹

斑岩体呈环状分布(岩层产状平缓外倾(总体呈岩被

状产出&图
$

'%

英安质角砾熔岩和粗面岩在
R̀ $$'(

和
R̀ $$'%

中都见到(根据其岩石结构*构造特征(不排除它们

是充填于火山机构内的次火山岩的可能%

矿区内及其附近无深成侵入体出露(仅见小规

模超浅成侵入岩和少量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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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房西矿区综合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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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

!>

气孔状
K

杏仁状流纹岩"

&>

灰色
K

青灰色多斑流纹岩"

(>

紫红色少斑流

纹岩"

B>

青灰色少斑流纹岩"

%>

流纹质角砾熔岩*凝灰岩"

">

钠闪石流纹岩"

A>

流纹斑

岩"

C>

石英斑岩"

$#>

闪长玢岩"

$$>

矿化蚀变带"

$!>

矿化蚀变带编号"

$&>

次生晕钼异

常"

$(>

实测)推测断裂"

$B>

矿&化'体"

$%>

勘探线及编号"

$">

见钼矿化钻孔"

$A>

未见

钼矿化钻孔

!!

矿区地表出露的超浅成侵入岩主要有流纹斑岩

和钠闪石流纹岩(均呈小岩株状产出"在矿区中北部

大范围覆盖区内的钻孔&

R̀ $$'(

(

R̀ $$'%

(

R̀ C'(

'中

还见到花岗斑岩*霏细斑岩*安山&玢'岩等%

&

$

'流纹斑岩%出露于矿区南部(主体部分位于

!C

线+

&&

线间(平面形态呈
??D

向的似椭圆形

&中部被
?O

向绢英岩化带隔开'(规模
$B#E $̂##

E

%向南则呈近
N?

向脉状体产出(出露长约
&!#

E

(宽
!#

"

(#E

(因而其总体形态似头部朝北的蝌

蚪%岩石组成主要为流纹斑岩(呈灰色*灰白色(斑

状结构(基质为隐晶
K

微嵌晶结构(流纹状*块状构

造%斑晶成分有石英*正长石*正长条纹长石及更长

石(含量
BY

"

$#Y

%长石斑晶呈自形
K

半自形板

状(大小&

#>!

"

#>BEE

'

^

&

$

"

!EE

'(高岭土化发

育(石英斑晶局部有熔蚀现象%基质主要由石英及

钾长石组成(并含有少量安山岩等角砾(角砾呈透镜

状*长条状*不规则状(长
$#

"

$B

EE

(含量约
$#Y

%流纹斑岩与围

岩接触部位具有较强的硅化*黑云

母化蚀变(因此初步认为其是一种

充填于火山机构内的次火山岩%

&

!

'钠闪石流纹岩%出露于矿

区中部
#

线+

A

线一带(露头
?D

向

长近
%##E

(宽
!B#E

(为小岩株%

岩石为深灰色(少斑结构(基质为微

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以钠闪石

为主(石英*钾长石次之(自形
K

半

自形粒状(粒径
$

"

$>BEE

(总含量

#

BY

%长石已部分高岭土化%基

质由微晶钾长石*石英*钠闪石组

成%钾长石*石英呈半自形
K

他形

粒状(粒径
#>#B

"

#>$EE

(常成堆

分布(局部被绿帘石交代%据岩石

特征及露头形态(初步认为系一种

超浅成次火山岩%

&

&

'花 岗 斑 岩%目 前 仅 在

R̀ $$'(

&终孔时仅揭露约
$#E

(未

穿透'和
R̀ C'(

孔深部见到%岩石

为浅肉红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

斑晶由石英*钾长石*斜长石组成%

石英多破碎成棱角状(部分边部被

基质交代成不规则状(裂隙发育(粒

径
$

"

BEE

(含量
$BY

"钾长石为

微斜长石和条纹长石(均破碎成棱

角状(裂隙发育(粒径
$

"

(EE

(含量
$BY

"斜长石

为更长石(聚片双晶发育(均破碎成棱角状(裂隙发

育(双晶多有弯曲*错动现象(粒径
$

"

&EE

(含量

#

$#Y

%基质呈细粒花岗结构(粒径
#

#>BEE

(成

分同斑晶%岩石破碎强烈(裂隙发育%部分破碎成

碎粒及粉末状(裂隙中见有方解石及黄铁矿呈脉状

充填%

R̀ C'(

孔在
BB&

"

%#(E

间&标高
B!#

"

("#

E

'见到花岗斑岩(岩石特征与上述基本相似(但石

英斑晶的受熔蚀程度和长石斑晶的碎裂现象更为明

显%该二孔之花岗斑岩的关系目前尚不清楚%

&

(

'霏细&斑'岩%在
R̀ $$'!

和
R̀ $$'&

孔深部

见到(岩石呈灰
K

灰白色(霏细结构(块状构造(矿物

组分主要为霏细状长石*石英(有极少的石英颗粒稍

粗而构成斑晶%岩石普遍有较强烈的硅化*绢云母

化等蚀变及较强的辉钼矿化%

&

B

'安山&玢'岩%在
R̀ $$'(

和
R̀ $$'%

孔中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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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岩石呈灰
K

紫灰色(斑状结构(基质具交织结构

K

玻晶交织结构(块状构造(镜下流动构造明显%斑

晶成分主要为中
K

更长石(粒径
#>B

"

(EE

(自形

K

半自形板柱状(部分破碎成棱角状(含量
!#Y

"角

闪石斑晶均被绿泥石*绢云母*碳酸盐矿物等交代%

基质主要由斜长石*角闪石微晶组成%岩石普遍有

硅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等%

区内脉岩主要为闪长玢岩*石英斑岩(呈岩墙*

岩脉状产出%地表出露较少(规模亦较小%

地表未见出露的英安质角砾熔岩*粗面岩*霏细

&斑'岩*安山&玢'岩*花岗斑岩等究竟是充填于火山

机构中的次火山岩(还是浅成
K

超浅成侵入岩抑或

脉岩(仅靠一般的岩石学特征是难以分辨厘定的(现

依据其产出范围较为集中(推测花岗斑岩系浅成
K

超浅成侵入岩(其余多为次火山岩(安山&玢'岩可能

为脉岩(但它们的具体产状及其相互关系目前尚不

清楚%

!#"

!

构造

矿区范围内断裂构造发育(多以断裂破碎带形

式出现(主要有
?O

向*近
N?

向和
?D

向
&

组%

(

近
N?

向主断裂从矿区东部外侧通过(是上述苇塘

河断裂的组成部分(走向
&B#\

(倾向
NO

(倾角
%#\

"

"!\

%矿区内发育有其旁侧的一些次级断裂(规模一

般较小%该组断裂发生于火山岩喷发
K

侵入期以

前(在火山作用期和火山期后仍有活动(是区内主要

的导岩*导矿构造"

)

?O

向断裂是上述区域性断裂

上盘之派生断裂(数量较多(规模不等(主要有
&

条

断裂带(大致相互平行展布(走向
&##\

"

&&#\

(主要

倾向
NO

(局部倾向
?D

(倾角
"#\

或近直立(力学性

质属张扭性%这些断裂多为蚀变矿化带是本区的主

要容矿构造&对应于
#

(

$

(

%

矿化带'(脉状银多金

属矿化主要赋存在此组断裂破碎带中"

+

区内
?D

向断裂较少(对成矿的控制作用不明显%

除断裂构造外(在矿区中部
!C

线+

&&

线一带(

以流纹斑岩为中心发育一个火山构造&机构'(流纹

斑岩为充填于火山通道的次火山岩%主要表现为!

在较大范围内(深灰色多斑流纹岩*紫红
K

黄褐色少

斑流纹岩*青灰色少斑流纹岩围绕着该流纹斑岩体

呈近似环状分布(在它的周边分布着流纹质角砾熔

岩*凝灰岩*隐爆角砾岩&脉'等(在其接触带附近发

育较强烈的硅化*黑云母化等%不过(它只是本区的

一个次要的寄生火山机构(而主火山机构很可能位

于矿区中部
$

线+

$$

线北部的覆盖区内(这不仅有

物探资料的支持(而且已得到了部分钻孔的初步证

实(钻孔中所见的英安质角砾熔岩*霏细斑岩*部分

花岗斑岩等很可能就是充填于火山机构中的产物%

!

!

蚀变矿化特征

"#!

!

热液蚀变特征

矿区热液蚀变作用发育(蚀变类型主要有硅化*

绢云母化*钾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其

次为绿帘石化*黝帘石化*萤石化(局部有黑云母化*

明矾石化等%

本区热液蚀变产物有带&脉'状和面状两种产出

形式%带&脉'状蚀变受构造破碎带控制(是本区地

表和浅部蚀变体的主要产出形态(包括除钾&长石'

化以外的所有蚀变作用(蚀变带&脉'内的蚀变作用

只有强弱之分(而无明显的分带现象"面状蚀变目前

主要见于矿区中*深部的隐伏花岗斑岩体上部(蚀变

类型有钾化*黄铁绢英岩化&绢云母化*硅化*黄铁矿

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高岭土化(少量黑云母化%

从
R̀ $$'(

孔可见(自隐伏花岗斑岩体沿垂向上具

有如下矿物组合分带现象!

(

钾长石
K

黑云母
K

石

英
K

绢云母
K

黄铁矿化
%

钾化带(与&铜'钼矿化关

系密切"

)

石英
K

绢云母
K

黄铁矿化
%

黄铁绢英岩

化带(与&铜'钼矿化关系密切"

+

石英
K

绢云母
K

黄

铁矿
K

绿泥石
K

碳酸盐化
%

绿泥石化带(与银*铅*

锌矿化关系密切"

,

绿泥石
K

碳酸盐化
%

碳酸盐化

带(银*铅*锌*铜等矿化微弱%由于研究程度所限(

水平分带目前尚不清楚(推测应具有与垂直分带一

致的水平分带现象(即近岩体部位为钾化带(向外依

次出现黄铁绢英岩化带*绿泥石化带*碳酸盐化带%

"#"

!

一般矿化特征

矿区目前控制的矿化范围长
(JE

(宽
#>%JE

(

存在脉状和&似'层状
!

种矿化类型%本区勘查对象

主要为脉状矿化%脉状矿化以银*铅*锌矿化为主(

铜*钼矿化次之(主要赋存于浅部%地表主要有
#

(

$

(

%

等
&

条
?O

走向*近于平行*大致等距分布的

矿化带&图
$

'%中部
#

矿带规模最大(长
(###E

(

宽
!#

"

$!#E

(其中矿体呈单脉状或平行脉状产出(

已圈出工业银*铅锌矿体
$(

条(单独的工业&铜'钼

矿体数条%单矿体长几十至几百米(厚十几厘米至

几米(控制矿体延深几十米至几百米(其中几条银铅

锌主矿体控制延深
!B#

"

&##E

(向深部均未封闭%

矿体呈脉状*扁豆状*透镜状产出(总体走向
&!#\

"

&(#\

(主要倾向
NO

(局部倾向
?D

(倾角
%#\

"

C#\

%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总体上(西部&

#

线以西'主要为单脉型矿体(其规模

较大(形态较规整(产状较稳定"东部则多为复脉型

矿体(其形态*规模*产状及品位变化均较大%脉状

银*铅*锌矿化与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等热液蚀

变关系密切(尤其是绢英岩&或黄铁绢英岩'是脉状

矿体最重要的直接围岩%

"#$

!

钼矿化特征

本区目前已发现的钼矿化主要在矿区中部
$

线

+

!&

线间(在这一范围内共施工
!%

个钻孔(除早期施

工的部分钻孔未分析
9*

以外(有
!#

个钻孔见到了

程度不同的钼矿化或钼矿体&图
$

'%矿化有脉状和

&似'层状
!

种产出形式%脉状钼矿化主要赋存在银*

铅*锌矿化之下(如!

R̀ B'&

孔在
!B#E

以下&标高
AB#

E

左右'出现
%

条钼矿体(合计穿矿厚度
$C>(!E

(平

均品位
"

&

9*

'

X#>#"$Y

"

R̀ C'&

孔在
"%#E

标高附近

见
!

条钼矿体(合计穿矿厚度
A>&#E

(平均品位
"

&

9*

'

X#>#%!Y

"

R̀ $$'&

孔在
(#&>B&

"

($%>!&E

的

平均品位
"

&

9*

'

X#>$(Y

(在
("&>!&

"

(A$>B&E

的

平均品位
"

&

9*

'

X#>#CY

(单样最高品位
"

&

9*

'

X

#>%(Y

"

R̀ $B'$

孔在
!&C>B#

"

!B&>!#E

的平均品位

"

&

9*

'

X#>$BY

(单样最高品位
"

&

9*

'

X#>&AY

"

R̀ $B'&

孔在
&A&>%#

"

&C%>(#E

的平均品位
"

&

9*

'

X#>$!%Y

(单样最高品位
"

&

9*

'

X#>C(Y

%从上述

钻孔所在剖面看(从浅至深由银*铅*锌矿化为主渐变

为以&铜'钼矿化为主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在稍浅部

位具有较明显的脉状矿化特征(多伴随有锌矿化等(

在更深部位则出现似层状
K

层状矿化的趋势%如

R̀ C'(

孔&孔深
"AA>B$E

'在
(A#E

&标高约
%##E

'以

下出现多段钙碱性粗面岩并穿过厚度
B#

多
E

的碎裂

花岗斑岩&脉'(其中都可见到零星的钼矿化(不过矿

化普遍较微弱"

R̀ $$'(

孔&孔深
""">"#E

'在
&##E

&标高约
"##E

'以下的流纹岩中开始出现钼矿化(愈

向下蚀变和矿化愈强(尤其在
BB#

"

""#E

区间&即隐

伏花岗斑岩的上部'蚀变出现了前述分带现象(在这

些蚀变岩石中钼矿化非常普遍(大量的辉钼矿细脉和

与之相伴的细粒黄铁矿充填于各种蚀变岩石中(脉幅

#>B

"

$>#EE

(含脉密度
(

"

B

条)
E

(脉体中轴夹角

"#\

"

A#\

(由此推断矿&化'体的倾角较缓(估计
$#\

"

!#\

%在孔深
B&#

"

""#E

间(共取样
$%#

件(钼品位
"

&

9*

'

)

#>#$Y

的
A"

件(超过
B#Y

%按一般参考指

标(共圈出
$!

层钼矿&化'体(累计穿矿厚度
!!>C#E

(

平均钼品位
"

&

9*

'

X#>#((Y

(如果按品位为
#>#!Y

圈定(则合计穿矿厚度增长至
%">B#E

&单层穿矿厚

&>(#

"

$A>(#E

'(平均钼品位
"

&

9*

'

X#>#!%Y

(已充

图
"

!

油房西矿区
!!

号勘探线剖面图

P.

5

>!

!

N3;,.*+*Qc.+3$$

$>

第四系"

!>

紫红色少斑流纹岩"

&>

英安质角砾熔岩"

(>

霏细岩"

B>

安山岩"

%>

蚀变安山岩"

">

粗面岩"

A>

蚀变粗面岩"

C>

花岗斑岩"

$#>

绢英岩"

$$>

硅化"

$!>

绢云母化"

$&>

钾化"

$(>

绿泥石化"

$B>

黑云母

化"

$%>

黄铁矿化"

$">

闪锌矿化"

$A>

钼&铜'矿体"

$C>

银铅锌矿体"

!#>

钻孔及编号

分显示出这一带钼矿化的发育程度及其规模(越靠近

隐伏花岗斑岩顶部矿体越密集&图
!

'%

尽管上述钻孔所见钼矿化较为微弱(钼品位不

高(但所显示钼矿化的普遍性和具斑岩型矿化的特

征已不容置疑%通过进一步工作(找到矿化富集部

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

!

钼矿找矿潜力分析

近年来(内蒙古钼矿找矿勘查工作取得了一系

列重大突破(新发现大*中型钼及钼多金属矿床十几

处(并进行了勘查评价,

$K%

-

%值得注意的是(新发现

的大*中型钼矿床集中分布于大兴安岭地区(特别是

大兴安岭中南段的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一带%在

""$

第
!"

卷
!

第
!

期 吕增尧!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油房西矿区钼矿找矿潜力分析



该区已经过勘查评价的矿床主要有鸡冠山大型火山

K

次火山热液型铜钼矿床*小东沟+车户沟中型斑

岩型钼矿床*红山子+关家营子中型钼矿床等%这

些矿床与另外一些正在勘查的钼多金属矿床以及众

多尚未勘查评价的钼矿&化'点共同构成一个东西长

近
!##JE

*南北宽近
$##JE

的钼多金属矿集区&成

矿远景区'(油房西矿区位于其中心地带%该区矿床

成因类型多样(有火山
K

次火山热液型*斑岩型*夕

卡岩型*热液脉型"成矿元素组合多变(主要有铜钼

组合*铅锌银&金'钼组合*铀钼组合"具有燕山期和

华力西晚期
!

次钼矿成矿作用&成矿系统'%因此(

不少研究者认为(该区是寻找华力西晚期和燕山晚

期大型*特大型钼矿的最重要地区(且有望成为我国

继小秦岭*燕辽之后重要的钼多金属矿成矿带,

$

(

%

-

%

&

$

'油房西矿区成矿地质条件有利于钼矿成矿%

矿区地表大面积出露流纹岩(其岩石化学特征是酸

度高(平均
"

&

N.V

!

'

X"%>%!Y

(较中国流纹岩
"

&

N.V

!

'&黎彤(

$C%!

'高出
(>B%Y

"岩石
%

指数
#

&>&

(

属于广义的钙碱性花岗质岩石系列(而酸度较高的

钙碱性花岗质岩石对钼的成矿是较为有利的%另一

方面(矿区的火山
K

岩浆活动是形成规模较大矿床

的重要条件(长期*多旋回活动所形成的复式杂岩体

被认为是寻找大*中型斑岩型矿床的重要标志之

一(

%矿区除了地表出露有流纹斑岩和钠闪石流纹

岩等次火山岩外(还有规模不大的石英斑岩*闪长玢

岩等脉岩(矿区中北部的深部还见到安山岩*英安质

角砾熔岩*钙碱性粗面岩及花岗斑岩等(虽然目前尚

不能确定它们是否属一个杂岩体(但至少说明矿区

火山
K

岩浆活动具有长期多次活动的特征(因而具

有寻找大型矿床的基本条件%

&

!

'油房西矿区的化探钼异常明显)

(分布范围

较大%无论是分散流还是次生晕(矿区都有
9*

的

异常出现%次生晕的
9*

异常分布较为集中(主要

在矿区中部
!#

线+

(&

线一带(其范围约
#>%JE

!

%

这一范围内的钻孔中基本都见有程度不同的钼矿

化(初步控制的矿化垂直深度
"

B##E

(而且由浅至

深不仅具有明显的
I/'R+'9*

%

)0'9*

%

9*

的垂

直分带现象(同时矿体产状由脉状变化为层状
K

似

层状的趋势明显%值得注意的是!

R̀ C'(

(

R̀ $$'(

(

R̀ $$'%

等少数钻孔初步显示(深部的钼矿化范围并

非局限于地表的
&

个矿化蚀变带内(而是呈面型分

布(即地表次生晕
9*

异常的分布范围可能就是深

部钼矿化的大致范围%根据物探资料(推测矿区中

部
B

线+

$B

线深部可能存在隐伏岩体(

R̀ $$'(

孔

资料初步证实了这一推断(尽管该孔穿越花岗斑岩

的厚度很小&不足
$#E

'(但花岗斑岩的结构构造*

厚达
!##

多
E

的围岩热液蚀变和明显的钼矿化可

以证实该隐伏花岗斑岩体不仅具有一定的规模(而

且很可能就是本区成矿的控矿岩体和主要的热活动

中心&但不一定是成矿的最佳部位'%

&

&

'矿区的地质*物探*化探资料均显示矿区的

剥蚀深度较浅+

%地表大面积出露流纹岩(岩石类

型单调(加之覆盖广泛(地表不通过工程揭露和取样

分析(很难发现蚀变*矿化现象%就是浅部的银铅锌

矿(地表也仅是有矿化的显示(工业矿体绝大部分都

是盲矿体(钼矿体则更是埋藏于深部%次生晕成果

显示(矿区主成矿元素
M

5

(

I/

(

R+

(

M0

&

)0

'异常中(

既伴有头晕元素
M1

(

N/

(

Z.

(同时也存在尾晕元素

9*

(

O

(不仅表明本区可能具有多&期'次成矿作用(

同时由于头晕元素
M1

(

N/

(

Z.

不仅丰度高*含量稳

定(而且分布范围大(说明矿区剥蚀程度有限(矿化

空间保存完整(尤其是钼矿尚全部深埋于地下(基本

上未遭受剥蚀(这也是矿区具有极大找矿潜力的十

分重要的条件%

(

!

结论

油房西矿区成矿地质条件及其浅
K

中部矿体的

地质特征与区域上鸡冠山火山
K

次火山热液型铜钼

矿床&大型'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在深部已发现明显

的斑岩型矿床的蚀变*矿化特征(据此初步认为油房

西矿区应是一个火山
K

次火山热液与斑岩型的复合

矿床%根据区域成矿特征(其成矿元素应该是以钼

为主%据次生晕
9*

异常的分布(矿化具有一定的

范围(而且矿化空间保持完整(具有寻找大中型矿床

的有利条件%尽管目前尚未发现相对厚大的工业钼

矿体(主要是由于深部控制程度很低所致%今后应

加强本区钼矿找矿的研究(以斑岩型钼矿为主攻目

标(适当加大勘查费用的投入(找到中型以上的钼矿

床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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