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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前巴音钼矿区

地质 地球物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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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蒙古国前巴音钼矿床是一个石英脉型钼矿床%在前巴音深覆盖区隐伏 半隐伏钼矿床勘

查中&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找矿效果%文章从矿区矿床地质特征(矿区地球物理特征

方面总结前巴音钼矿床物探异常规律&提出了该区的找矿方向%

关键词!

!

前巴音钼矿床"地质 地球物理特征"物探异常"蒙古国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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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前巴音钼矿区位于蒙古国东南部苏赫巴托尔省

额尔敦查干县&矿区中心的地理坐标为东经
$$(XB&k

B"n

&北纬
B&X#%k$#n

%大地构造位置属中亚造山带的

核心部位&区内深大断裂纵横交错&岩浆岩十分发

育&金属矿床#点$星罗棋布&是东北亚地区产出数量

最多(矿石储量最大和找矿潜力最佳的钨 钼矿化集

中区&分布有玉古兹尔钨#钼$矿床(阿尔巴彦钨矿

床(乌姆努特钨#钼$矿床(察布钨#钼$矿床等&构成

了中蒙边界
?CC

向展布的奴库特达班)哈拉哈河

钨钼成矿带*

$(

+

&并与南部我国内蒙古地区的二连浩

特)东乌旗多金属成矿带相邻*

&DA

+

%

前巴音钼矿床初步勘查评价达中型规模&钼金

属量
(

万多吨&矿石品位较富&

B

#

9*

$

f#>$"$[

"

矿床赋存于海西期)燕山期二长花岗岩断裂带中的

石英脉内&为石英脉型钼矿床%矿床于
$A'A

年被发

现&但直至
!##&

年瑞驰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介入该区

勘查之后&才取得较大找矿突破"先后投入了大比例

尺地质填图(磁法和电法扫面(岩心钻探等工作&特

别是物探测量&在干旱 半荒漠厚覆盖区隐伏 半隐

伏钼矿体的发现和定位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找矿效

果*

&

+

%本文在系统整理勘查成果的基础上&总结该

区物探异常特征及找矿方向&以期对该类隐伏 半隐

伏矿床的找矿提供借鉴%

$

!

矿区地质概况

!#!

!

成矿地质背景

前巴音钼矿区地处华北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之

图
!

!

蒙古东部成矿区#带$及主要矿产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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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蒙古国前巴音钼矿主矿区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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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

!>

细粒花岗岩"

%>

中粗粒二长花岗岩"

B>

似斑状花岗岩"

(>

蚀变花岗岩及硅化蚀变带"

&>

石英脉"

'>

地质界线"

">

推测断层"

A>

勘探线及编号"

$#>

探槽及编号"

$$>

钻孔及编号"

$!

矿

#化$体露头

间的中亚古生代造山带之东段&查干敖包)五叉沟

深大断裂北侧*

$D!

&

$#

+

"为奴库特达班)哈拉哈河钨钼

成矿带的一部分#图
$

$%

区内出露地层简单&地表大面积为新生界第四

系沉积物覆盖&仅有少量基岩出露#图
!

$%

构造主要表现为断裂构造%按方向分为
!

组!

?C

向断裂(

?U

向断裂&且
?C

向断裂及
?U

向断

裂贯穿整个矿区&并具有共轭特征%其次为主干两

侧及附近发育的
?C

和
?U

向派生断裂%主干断

裂为成矿物质来源提供通道&派生断裂为矿体的形

成提供赋矿空间&矿体主要赋存在这些构造带内%

岩浆岩为矿区内出露的主要基岩&占全区基岩

分布面积的
A([

&主要为晚石炭世似斑状二长花岗

岩#

"

P

,

$(早中侏罗世中粗粒二长花岗岩#

"

;,

$(细粒

花岗岩#

"

M,

$%区内岩浆岩具有多期侵入特征&中粗

粒二长花岗岩#

"

;,

$呈
?U

向展布于似斑状二长花

岗岩#

"

P

,

$中"在似斑状花岗岩(中粗粒二长花岗岩

中见椭圆形(长条形状和不规则形状分布的细粒花

岗岩%似斑状二长花岗岩是矿脉的主要围岩%钼矿

床基本上呈
?CDRU

向产于晚石炭世似斑状二长花

岗岩#

"

P

,

$及其与早中侏罗世中粗粒二长花岗岩

#

"

;,

$接触部位附近的石英脉内%

!#"

!

矿体特征!

矿体主要赋存于
?CD

RU

向的断裂(裂隙带及其

不同方向的次生裂隙中%

矿体在平面和垂向上呈柱

状(大脉状(透镜体状雁列

式分布%地表零星出露&多

呈隐伏状&矿#化$体长约

"##E

&宽约
B##E

&现已圈

出
B

个主矿体%矿体产状

不稳定&倾角较陡&属陡倾

斜矿体#图
%

$%矿体一般厚

度约
!#E

&最小厚度
!>##

E

&最大厚度
AA>A#E

%矿

床的赋矿岩石主要为次生

云英岩和云英岩化的中粗

粒二长花岗岩及矿化蚀变

的似斑状二长花岗岩等%

矿石类型为脉状(细脉

状&少量浸染状等%矿石中

金属矿物主要为辉钼矿(黄

铁矿&次为黄铜矿(闪锌矿(

方铅矿(黑钨矿(磁铁矿等%矿石品位
B

#

9*

$

f

#>#"#[

&

#>(B'[

&平均为
#>$"$[

%脉石矿物主

要为钾长石(石英(绿帘石(角闪石&少量绢云母(高

岭石(萤石等%

图
$

!

前巴音钼矿床
+

线横勘探线剖面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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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粒二长花岗岩"

!>

矿体及编号"

%>

钻孔及编号"

B>

坑道

矿#化$体围岩蚀变完全受构造控制&空间形态

与构造产状保持一致%其蚀变岩带内还分布有受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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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断裂及裂隙控制的云英岩及云英岩化的二长花岗

岩%矿化体与围岩之间主要为断层接触关系&交代

现象也普遍存在%与成矿有关的围岩蚀变有!硅化(

黄铁矿化(次生石英岩化(云英岩化(绢云母化(绿帘

石化和绿泥石化等&以硅化(黄铁矿化和云英岩化

为主%

!

!

地球物理特征

"#!

!

岩#矿$石物性参数特征

!>$>$

!

磁性参数特征#

采用
VK &

磁化仪#捷克$对矿区
$##

块岩石(

矿石标本进行了磁性参数测定工作&统计结果见表
$

%

统计结果显示!

"

粗粒花岗岩的磁化率变化范

围很大&其平均值也最高"

#

细粒花岗岩磁化率较

低"

$

石英脉磁性低&甚至出现反磁性%

!>$>!

!

电性参数特征$

测定物性标本共
B'

块&统计电性参数见表
!

%

区内岩石(矿石#主要为岩心$标本的电性参数

统计结果表明!

"

致密块状黄铁矿化石英脉的极化

率最高&平均极化率达
!#>'[

"电阻率较低&平均电

阻率为
$''

D

4

E

"

#

富矿石电阻率相对较低&和致

密块状黄铁矿化石英脉属同一级次"极化率较高&但

低于致密块状黄铁矿化石英脉"

$

二长花岗岩及蚀

变二长花岗岩的电阻率较低&和矿石(致密块状黄铁

矿化石英脉属同一级次"极化率很低"

%

纯石英脉(

浸染状黄铁矿化石英脉的电阻率为最高&比其他岩

#矿$要高一个级次"但极化率不同&前者为最低&后

者较高&介于围岩#花岗岩$与矿体之间%

"#"

!

物探异常特征

!>!>$

!

磁异常特征#

表
!

!

岩#矿$石磁性参数测试统计

K7/43$

!

9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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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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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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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M-*EL-*+,D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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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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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性
磁化率

/

'

$#

a%

RY

变化范围 平均值

黏土
#>B

&

$># #>&

粗粒花岗岩
#>$(

&

A>$B %>("

细粒花岗岩
#>$'

&

#>B #>!'

石英脉
a#>#!

&

#>$ #>#&

对前巴音钼矿区磁异常作各项改正后的数据绘

制成平面等值线图#图
B

$%在
A

J

异常等值线平面

图上&正异常范围以黄 红 粉红色表示&负异常以蓝

绿色表示%

A

J

异常具有以下特征%

#

$

$图中蓝 深蓝色部分为较平静的负磁场区&

幅值范围主要位于测区中部&其内出现一条
?C

向

的低磁异常带&异常带向
RU

方向延伸
!##

余
E

&即

为矿区
4

号(

5

号矿体所处位置&且异常带走向和矿

体走向几乎完全一致%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地质资

料&初步认为异常带为
?C

向断裂带的反映&并有硅

质物充填于其中所致%

#

!

$图中黄 红 粉红色部分为不平静的正磁场

区&主要表现为出现众多封闭的(串珠状局部异常&

根据物性测定结果&这些区域多处出露粗粒花岗岩&

推测北西部的正磁场区可能为同一岩性的反映%

#

%

$本区构造较为发育&主要为
?C

向(

?U

向&

其次为
R?

向&这些构造在图中也有较明显的反映!

?C

向的低磁负异常带&

?C

向(

?U

向及
R?

向串

珠状正异常&密集的等值线梯度带#也可能为不同岩

性接触带$等%另外&根据同一磁异常带在横向上的

突然错断(异常强度和宽度的变化等也大致能推断

断裂构造的位置及走向等%

表
"

!

岩#矿$石标本电性参数测试统计

K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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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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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变化范围 平均值

极化率
*

'

[

变化范围 平均值
标本块数 备注

粗粒二长花岗岩
$B

&

B'# $!& #>'

&

%>B $>" $B

蚀变粗粒二长花岗岩
(

&

!A$ A' #>%

&

!>" #>A (

纯石英脉
$#A&

&

$'!$ $%(' #>(

&

#>' #>& %

黄铁矿化石英脉
B

&

&%' $'' A

&

%B>$ !#>' B

致密块状黄铁矿化

黄铁矿化石英脉
!&B

&

$"&! $#(( #>A

&

(>B %># %

浸染状黄铁矿化

黄铁矿化(辉钼矿化石英脉
&"

&

$B&( BB# %>!

&

$$>B (>& $$

矿石
"

&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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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富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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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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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前巴音钼矿磁法测量
$

!

平面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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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蒙古国前巴音钼矿激电中梯视充电率

平面等值线异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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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前巴音矿区进行物探磁法测量及成果综

合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

通过本次磁测工作&基本

明确了区内各种岩石的磁性变化&从而达到辅助地

质填图之目的"

#

在已发现矿体的北东延伸方向上&

圈定出一与矿体走向方向一致的低磁异常带&初步

推测为
?C

向断裂破碎带的反映&这条低磁异常带

将成为以后各项地质工作的重点%

!>!>!

!

YH

异常特征$

通过激电中梯工作&全区划分出
B

个近于平行(

走向
?C

的异常带#图
(

$%其中&

5

D$

异常为已知

矿致异常&已发现的
$

号(

!

号矿体均位于此异常

内%

单 偶极激电测深&发现了较多深部隐伏的充电

率高值异常&具-高阻高极化.特征&推测异常可能主

要为金属硫化物引起&且与强硅化相关%目前已经

钻探验证为矿致异常&并于局部见到富矿体&说明本

区具较大找矿潜力%

"#$

!

物探异常与钼矿化

对分布于已知的含钼石英脉的磁异常和激电异

常进行综合分析&从中总结出如下规律认识%

#

$

$低磁区为含矿石英脉的存在位置&即钼矿体

的赋存部位%

#

!

$通过电阻率值能有效地把硅质岩#石英脉$

和围岩区分开!石英脉为高阻&围岩#花岗岩$为低

阻%

#

%

$极化率值的高低能有效反映金属硫化物的

存在与否&但要严格区分黄铁矿和矿体则较难&但本

区钼矿#化$体均与黄铁矿化(强硅化有关&特别是黄

铁矿化&不但不会形成强烈干扰&反而通过寻找黄铁

矿#金属硫化物$富集区&可以间接探寻矿体的存在%

因此&利用激电法在本区寻找钼矿的前提是-高阻高

极化.&以此直接或间接寻找矿#化$体%

本区的钼矿#化$体赋存于石英脉内&严格受厚

大的构造带控制%黄铁矿化石英脉的找寻是本区找

矿最快(最有效的间接目标%石英脉与围岩存在明

显的物探磁(电性差异%磁异常反映矿化石英脉空

间分布特征"激电异常是矿化石英脉空间分布的综

合反映%综合分析研究磁(电异常分布特征&可以判

定矿区控矿构造带的分布特征%低磁异常体和高

阻(高激化体是该区的物探探测目标体&地面磁法和

大功率激电测量相结合是该区既有效(又快捷的物

探找矿方法%

B

!

结论

通过分析前巴音钼矿区地质 地球物理特征&总

结钼矿#化$体与物探异常之间的关系&提出该矿区

找矿方向%

#

$

$矿区内的高极化带(展布方向与蚀变构造破

碎带和裂隙带走向一致的激电异常是下一步异常验

证的重点%

#

!

$矿区及外围物探磁(电异常分布的地区&特

别是二者扣合较好的地段&应作为重点进行异常查

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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