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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在１∶１００００土壤地球化学测量的基础上，分析姚冲矿区钼等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包

括元素的富集与离散特征、元素组合特征、单元素异常特征、综合异常特征，确定 Ｍｏ，Ｗ 等元素为

区内具有一定潜力的找矿指标；通过探讨地球化学异常与矿体的关系，认为该区的化探异常成果

对找矿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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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姚冲钼矿区位于大别山北麓西段，母山—汤家

坪与燕山期花岗斑岩有关的钼、铜、多金属矿床成矿

带的中部。区内构造活动频繁，岩浆活动强烈，钼、

金、银多金属的成矿地质条件十分有利［１］，已发现众

多 Ｍｏ，Ｃｕ，Ｗ，Ｐｂ，Ｚｎ等多金属异常，多数异常有相

应矿床发现，成为秦岭—大别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姚冲钼矿床是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总院近

年勘查发现的中型钼矿床，地球化学异常找矿效果

显著，本文对其地球化学异常特征进行总结，以期对

本区寻找同类矿床提供参考。

１　矿区地质背景

姚冲钼矿区位于大别山北麓的新县北部。区内

地层主要为变质岩和火山碎屑岩。区域构造由近

ＥＷ 向与ＳＮ向断裂构成的格子状构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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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目前已知矿产多位于断裂构造的交汇部位及

其附近［３］。区内岩浆活动十分频繁，尤以燕山期最

为强烈，主要表现为大量中酸性花岗（斑）岩、陆相火

山岩和少量基性 超基性岩密切共生，构成喷发 侵

入系列，与区域斑岩型钼铜矿床关系密切，如肖畈岩

体、母山岩体、大银尖岩体、千鹅冲隐伏岩体、宝安寨

岩体、戴咀岩体、汤家坪岩体对钼多金属矿床具有控

制作用，并出现相应的地球化学异常。

２　矿床地质特征

姚冲钼矿床主要呈隐伏状赋存于花岗斑岩体

（脉）的外接触带之中，其赋矿岩石为英云闪长质片

麻岩和花岗闪长质麻岩。斑岩体及外接触带中广泛

发育节理裂隙，为成矿提供了很好的运移通道和容

矿空间，是矿区的主要赋矿构造。

主要钼矿体位于矿区的东北部，呈似层状、透镜

状或不规则状，东西长约９６０ｍ，南北宽８００ｍ，赋存

标高为３００～－４００ｍ，单层矿体最大厚度６２．５３ｍ，

最小厚度２．００ｍ，平均２８．１９ｍ，厚度变化系数

７３．９７％，属 较 稳 定 型。狑 （Ｍｏ）＝０．０３０％ ～



图１　河南省大别山北麓化探异常图（据文献［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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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异常范围及元素组合；２．地球化学分区界线；３．Ｃｕ，Ｐｂ，Ｚｎ元素异常区；４．Ｍｏ，（Ｃｕ），Ｗ 元素异常区

０．５６％，平均０．０８１％。从勘探线剖面矿体的厚度

及平均品位看，０线是矿区矿化的中心；富矿体分布

于３—０线与Ⅲ—Ⅴ线所圈闭的区域内，集中在以

ＺＫ３为中心的地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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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品位自中间

向东西两端明显呈逐渐变贫的趋势［３］。

３　区域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３．１　区调化探异常

河南省大别山地区在１∶２０００００区调时共圈出

８０多个化探异常，除２０多个与基性和超基性岩有

关的Ｃｒ，Ｃｏ，Ｎｉ异常外，其余主要为铜多金属和铜

钼异常。以Ｃｕ，Ｍｏ为主，或Ｃｕ，Ｐｂ，Ｚｎ，Ａｇ为主的

近６０个异常整体呈 ＮＷ 向带状展布，局部成弧岛

状沿岩体展布（图１）。其中，主异常Ｃｕ，Ｍｏ的分布

范围大、强度高，成带分布于大别山北麓南部［４］，

Ｍｏ８号异常即位于姚冲钼矿区。

３．２　土壤地球化学异常

河南省地矿局物探队在本区开展１∶５００００土

壤地球化学测量时，圈定 Ｍｏ异常８个，Ｗ，Ｃｏ异常

各５个，Ｃｕ，Ｚｎ异常各４个，Ｐｂ，Ａｇ异常各３个。

它们组成陡山河北、吴陈河西、戴咀和泼河水库南部

４处组合异常
［５］，异常具一定浓集中心和异常强度，

与矿化关系较为密切。姚冲矿区发育戴咀１２Ｍｏ

（Ｃｕ，Ｐｂ）乙３异常（图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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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强度高，狑（Ｍｏ）＝２．０×１０－６～５８．３×

１０－６，浓集中心明显，有明显的浓度变化梯度，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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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ｕＭｏ组成异常内带，

ＰｂＺｎＡｇ组成异常外带，具斑岩型钼（铜）矿床元素

异常分带模式。

图２　戴咀１２犕狅（犆狌，犘犫）异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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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矿区地球化学特征

４．１　矿区元素分布特征

２００７年，在矿区进行了１∶１００００土壤地球化

学测量［５］，用数理分析软件对矿区数据进行数理统

计分析，绘制出元素直方图（图３），并统计出元素特

征参数（表１）。

图３　姚冲钼矿区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元素分布直方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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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姚冲钼矿区土壤测量元素特征值
［５］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ｏｉ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Ｙａｏｃｈｏｎｇｄｅｐｏｓｉｔ

元素 Ａｕ Ａｇ Ｃｕ Ｐｂ Ｚｎ Ｗ Ｓｎ Ｍｏ Ｂｉ Ａｓ Ｓｂ Ｎｉ

平均值 １．３５ ０．２４ ４０．３ ５６．５ １２１ ８．５ ３．９ ９．３９ ２．２９ ４．２６ ０．７５ ２０．６

标准方差 １．７９ ０．２２ ３７．５ ２７．３ ３８ ８．８ １．２ １２．６８ ３．２２ １．８６ ０．２４ １８．６

变化系数 １．３３ ０．９２ ０．９３ ０．４８ ０．３１ １．０５ ０．３１ １．３５ １．４１ ０．４４ ０．３２ ０．９０

　量的单位：狑Ｂ／１０－６，其中狑（Ａｕ）／１０－９。

表２　姚冲钼矿区不同地质体土壤样品元素含量特征
［５］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ｓｏｉｌ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Ｙａｏｃｈｏ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地质体 Ａｕ Ａｇ Ｃｕ Ｐｂ Ｚｎ Ｗ Ｓｎ Ｍｏ Ｂｉ Ａｓ Ｓｂ Ｎｉ

周河片麻岩体
Ａ １．１２ ０．１８８ ３４．３ ５４．２ １１７ ７．０ ３．９ ２．９２ １．１８ ４．４７ ０．７９ １７．３

Ｓ ０．２８ ０．０８２ １８．３ １７．２ ３１ ３．３ １．１ ２．５１ ０．７３ １．７７ ０．２４ ８．５

大别岩群
Ａ １．００ ０．１５８ ４６．１ ４８．６ １１１ ３．５ ３．７ ５．５４ １．０７ １．２４ ０．６３ １６．２

Ｓ ０．２３ ０．０６７ ２１．７ １４．３ ３１ １．２ １．０ ２．７５ ０．５３ １．２４ ０．２０ ８．１

周湾独立单位
Ａ １．３２ ０．１９９ ２９．８ ５３．０ １３３ ８．７ ３．４ １．６９ １．０９ １．５８ ０．６４ １３．０

Ｓ ０．２７ ０．０８５ １３．０ １９．３ ３１ ３．１ ０．８ １．１３ ０．５３ ０．３１ ０．２１ ６．３

新县序列

第二单元

Ａ １．０８ ０．１２７ ２８．３ ４５．３ １０３ ４．２ ３．２ １．０２ ０．６０ ３．０９ ０．６２ １８．５

Ｓ ０．２３ ０．０５５ １２．２ １５．０ ３４ ２．２ ０．９ ０．３８ ０．３２ １．６７ ０．３１ ９．２

含榴花岗岩
Ａ １．１６ ０．２０６ １２．７ ６１．２ １３２ ４．５ ５．５ ０．７８ ０．５０ ４．５８ ０．８２ １２．１

Ｓ ０．２７ ０．０６７ ３．９ １３．８ ３０ １．５ １．１ ０．２３ ０．１０ １．４６ ０．２０ ５．０

花岗斑岩脉
Ａ １．１２ ０．１５１ ３９．６ ４１．９ １２０ ７．６ ３．７ ２．２９ ０．９０ ３．３８ ０．６３ １７．５

Ｓ ０．３０ ０．０６５ １８．０ １４．４ ３５ ３．５ １．０ ２．０８ ０．５０ １．２８ 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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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４

Ｓ ０．１２ ０．０６８ ９．６ １０．７ ２０ ２．２ ０．６ ２．５３ ０．４１ １．７８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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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９

Ｓ ０．２４ ０．０９８ ７．３ ３０．２ ２２ ４．３ １．２ １．８５ ０．５４ ２．４３ ０．４０ １３．２

榴辉岩
Ａ １．０１ ０．１３９ ２３．８ ４６．８ ８３ ４．２ ３．９ ２．５６ ０．８７ ４．１６ ０．６４ ２４．３

Ｓ ０．１３ ０．０４７ ７．３ １３．３ ３２ ３．５ １．２ ２．４４ ０．３５ １．６７ ０．２０ 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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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１

Ｓ ０．０９ ０．０６７ ９．６ ５．７ ２３ ２．２ ０．６ ７．１２ ３．４８ １．１３ ０．２４ ４．１

测区平均值 １．１２ ０．１８ ３４．７ ５２．８ １１７ ６．９ ３．９ ２．９２ １．１５ ４．２ ０．８ １７．２

黎彤丰度值（１９７６） ４ ０．０８ ６３ １２ ９４ １．１ １．７ １．３ ０．００４ ２．２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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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９

　注：Ａ．平均含量；Ｓ．标准方差。量的单位：狑Ｂ／１０－６，其中狑（Ａｕ）／１０－９。

　　由表１可知，Ｂｉ，Ｍｏ，Ａｕ，Ｗ，Ｃｕ，Ａｇ，Ｎｉ元素标

准方差、变化系数较大。图３显示，区内多数元素呈

偏正正态分布，但 Ｗ，Ａｓ元素呈偏负正态分布。其

中，Ｐｂ，Ｚｎ，Ｓｎ，Ａｓ，Ｓｂ元素呈正态单峰模式，Ａｕ，

Ｃｕ，Ｗ，Ｎｉ元素呈正态双峰模式，Ａｇ，Ｍｏ，Ｂｉ元素呈

正态多峰模式，说明本区主成矿元素离散程度较高，

具双峰或多峰模式分布，有利于成矿［５］。

４．２　矿区地球化学特征

为了解矿区不同地质体元素含量的变化特征，根

据采样点位于不同地质体的分布特征，选择性地统计

出区内不同地质体中土壤样品元素含量（表２）。

从表２可见，区内Ｂｉ，Ｗ，Ｐｂ，Ａｇ，Ｓｎ，Ｍｏ，Ａｓ，Ｓｂ，Ｚｎ

元素含量较黎彤丰度值（１９７６）高，而Ｎｉ，Ａｕ，Ｃｕ元素含

量明显低于地壳相应元素丰度。不同地质体相比：周

河二长花岗质片麻岩Ｃｕ，Ｍｏ，Ｂｉ元素方差较大；大别岩

群Ｃｕ含量高，Ｃｕ，Ａｓ方差大；周湾独立单位Ａｕ，Ａｇ，Ｚｎ

含量高，Ｐｂ方差大；新县序列花岗岩 Ｗ，Ｓｂ方差大；含

榴花岗岩Ａｇ，Ｐｂ，Ｚｎ，Ｓｎ，Ａｓ含量高；花岗斑岩脉Ｃｕ，Ｗ

含量高，Ａｕ，Ｐｂ，Ｍｏ方差大；闪长岩脉Ｓｎ，Ｍｏ，Ｂｉ，Ａｓ，Ｓｂ

含量高；闪长玢岩脉Ｐｂ，Ｎｉ含量高，Ａｇ，Ｗ，Ａｓ，Ｎｉ方差

大；榴辉岩脉Ｎｉ含量高，Ｚｎ，Ｗ，Ｍｏ，Ｎｉ方差大；正长斑

岩脉Ｓｎ，Ｍｏ，Ｂｉ，Ｓｂ含量高，Ｂｉ方差大。说明本区主要

成矿元素处于高背景之中，铜与大别岩群关系较密切，

钼在花岗斑岩脉、闪长岩脉、正长斑岩脉、榴辉岩、周河

二长花岗质片麻岩中富集，钨与花岗斑岩脉、正长斑岩

脉、新县序列花岗岩、闪长玢岩脉、榴辉岩关系较为密

切。主要成矿元素在岩脉中的含量一般较高，离散性

较大，更有利于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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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大别山北麓西段主要钼矿床及相应化探异常

Ｔａｂｌｅ３　Ｍａｊｏｒ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ｌｏｐｅｏｆＤａｂｉ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矿床名称 异常名称 测量方法 异常种类 元素组合 资料来源

天目山钼矿 天目山—晏庄异常 １∶２０００００水系沉积物 Ｍｏ多金属 Ｍｏ，Ｗ，Ｎｂ 文献［６］

天目山钼矿 天目山异常 １∶５００００水系沉积物 Ｍｏ多金属 Ｍｏ，Ｗ，Ｂｅ 文献［６］

母山钼矿 ６ 乙３ １∶２０００００水系沉积物 Ｍｏ多金属 Ｍｏ，Ｗ，Ａｕ，Ａｇ 文献［３］

大银尖钼矿 ５０ 乙３ １∶２０００００水系沉积物 Ｍｏ多金属 Ｍｏ，Ｗ，Ｃｕ 文献［３］

千鹅冲钼矿 千鹅冲异常 １∶５００００水系沉积物 Ｍｏ多金属 Ｍｏ，Ｗ，Ｃｕ，Ｐｂ 文献［９］

千鹅冲钼矿 千鹅冲异常（ＨＴ ９） １∶１００００土壤测量 Ｍｏ多金属 Ｍｏ，Ｗ，Ｐｂ 文献［９］

宝安寨钼矿 ５１ 乙３ １∶２０００００水系沉积物 Ｍｏ多金属 Ｍｏ，Ｗ，Ｃｕ 文献［３］

姚冲钼矿 ５５ 乙１ １∶２０００００水系沉积物 Ｍｏ多金属 Ｍｏ，Ｗ 文献［４］

姚冲钼矿 １２Ｍｏ（Ｃｕ，Ｐｂ）乙３异常 １∶５００００土壤测量物 Ｍｏ多金属 Ｍｏ，Ｃｕ，Ｐｂ 文献［５］

姚冲钼矿 大庙岗—王李河（３） １∶１００００土壤测量物 Ｍｏ多金属 Ｍｏ，Ｂｉ 文献［５］

汤家坪钼矿 ８２ 甲２ １∶２０００００水系沉积物 Ｍｏ多金属 Ｍｏ，Ｗ，Ｂｉ 文献［８］

图４　姚冲矿区 犕狅元素土壤地球化学异常简图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Ｍ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Ｙａｏｃｈｏｎｇｄｅｐｏｓｉｔ

４．３　矿区地球化学异常场特征

矿区地球化学异常场呈等轴面状分布于姚冲—

鲍山—大庙岗—孟老洼—焦赞岭一带。区内东西、

南北长约３．５ｋｍ。异常位于矿区中部，断续分布，

南端、北端尚未封闭，有延出矿区趋势，但根据异常

形态及元素组合推断该异常主体似已封闭。元素组

合以 Ｍｏ为主，伴生Ｂｉ，Ｃｕ，Ｗ，Ｚｎ，Ｐｂ，Ａｇ，Ａｕ，Ａｓ，

Ｓｂ等。该异常场呈面环状，强度较高，规模较大，浓

集中心较明显。

钼异常场展布于祥家林—鲍山北—大庙岗—孟

老洼东—焦赞岭东一带，在空间上呈“中空面状”分

布，面积约５ｋｍ２，中空位于焦赞岭西，狑（Ｍｏ）＜５×

１０－６。面状钼异常强度高，规模大，浓集中心明显，

主体位于测区中北部，其南东、正北未封闭，延出测

区（图４）。

区内地球化学异常场呈“面状”形态结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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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中空环面”状分布特征，空间上具有明显的

分带性。Ｍｏ异常场呈“中空环”状分布，Ｃｕ异常呈

环带状分布于 Ｍｏ异常内侧，Ｂｉ异常场呈半环状分

布于 Ｍｏ异常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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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化探异常找矿意义

异常元素组合或异常类别总是与一定的矿化类

型或地质环境相对应。大别山北麓西段钼化探异常

与矿产有着很好的套合关系，本区已知钼矿床的发

现都是通过化探异常等矿化信息锁定位置，经过勘

查实现的（表３）。矿区１∶１００００土壤地球化学测

量共圈出１７处综合异常，其中以大庙岗—王李河水

库、鲍山东、焦赞岭等异常找矿前景较好（图４）。

（１）大庙岗—王李河水库异常位于矿区东北部，

展布于大庙岗—孟老洼—焦赞岭一王李河水库一

带，评序值１６．６３５，评序１，异常类别乙１。带内出

露地层主要为大别片麻杂岩，岩性为二云二长花岗

质片麻岩、正长斑岩脉、花岗岩脉等。元素组合以

Ｍｏ，Ｂｉ为主，伴生 Ａｇ，Ｃｕ，Ｚｎ，Ｐｂ，Ａｕ，Ａｓ等。狑

（Ｍｏ）最高＞１００×１０
－６，平均２８．４９×１０－６，衬度

３．７０，面积１．７２ｋｍ２，规模９．８０；狑（Ｂｉ）最高４３．１×

１０－６，平均７．３０×１０－６，衬度２．９２，面积１．４１ｋｍ２，规

模４．１３。Ｍｏ，Ｂｉ，Ｃｕ元素异常强度高、规模大，浓集

中心和浓度分带明显，且主要成矿元素吻合好。

Ｍｏ，Ｂｉ，Ｃｕ，Ａｇ异常呈半环状分布，Ｐｂ，Ａｓ，Ｓｂ，Ｚｎ

等元素零星围绕主成矿元素分布。该异常有多个浓

集中心，且相互套合好，以该异常为找矿依据，在其

浓集中心及附近施工了 ＺＫ３，ＺＫ０１０２，ＺＫ０１０３，

ＺＫ０２０３，ＺＫ０２０４，ＺＫ０２０５，ＺＫ０３０３，ＺＫ０３０４，ＺＫ６，

ＺＫ０４０４，ＺＫ０４０５，ＺＫ０５０４等钻孔，均见矿较好，为

姚冲矿区主矿体赋存部位，目前控制资源储量达中

型。ＺＫ３，ＺＫ０３０４，ＺＫ０１０３，ＺＫ０２０３单孔见矿厚度

均在２００ｍ以上，其中ＺＫ０２０３发现钼矿２４层，累

计厚２７５．８３ｍ，狑（Ｍｏ）＝０．０３０％～０．２６２％，平均

０．０６８％。异常边部及外围钻孔则见矿较差，表明异

常为钼矿体引起且两者相互扣合。

（２）鲍山东异常位于矿区西南部，展布于姚冲—

鲍山—大庙岗—焦赞岭一带，评序值７．４３９，评序２，

异常类别乙２。带内出露地层为大别片麻杂岩及花

岗斑岩脉。岩性主要为二云二长花岗质片麻岩、黑

云斜长片麻岩、含榴白云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

（片）岩、白云石英片岩（构造片岩）、榴辉（闪）岩、花

岗斑岩等。元素组合 Ｍｏ，Ｃｕ为主，伴生Ｂｉ，Ｃｒ，Ｚｎ，

Ｗ，Ａｇ，Ｓｎ，Ａｓ等。最高狑（Ｍｏ）＞８６．３９×１０
－６，平

均２０．８８×１０－６，衬度４．１８，面积１．５５ｋｍ２，规模

６．５０；最高 狑（Ｃｕ）＝２４０．２×１０－６，平均８６．４×

１０－６，衬度１．４４，面积０．３８ｋｍ２，规模０．５５。Ｍｏ，Ｃｕ

元素异常强度较高、规模较大，浓集中心和浓度分带

较明显，且吻合较好。Ｂｉ，Ｚｎ，Ｗ，Ａｇ，Ｓｎ，Ａｓ异常零

星呈半环状围绕 Ｍｏ，Ｃｕ异常元素分布。异常位于

大庙岗—王李河水库异常南端，与大庙岗—王李河

水库异常组成测区核心异常，其异常元素组合、成矿

地质条件与大庙岗—王李河水库异常相似。在本异

常中部施工了ＺＫ２７２１，ＺＫ２３２５，ＺＫ１９２７，ＺＫ１９２９，

ＺＫ１等钻孔验证，见矿效果明显不如大庙岗—王李

河水库异常，一般单孔见矿厚度１０～３５ｍ，只有

ＺＫ１９２７，ＺＫ１９２９见矿厚度＞５０ｍ。其中，ＺＫ１９２９

稍好，见钼矿２０层，累计厚５６．６０ｍ，平均每层２～３

ｍ，狑（Ｍｏ）＝０．０３０％～０．３６８％，平均０．０７９％。表

现为矿致异常，但异常强度较弱，见矿较差。

（３）焦赞岭等其他异常则相对较弱，局部经少量

钻孔验证，均见矿，但见矿差，矿体多呈薄层状，规模

较小，品位较低，与钼异常及其强度吻合。

综上所述，姚冲矿区１∶１００００土壤地球化学测

量圈定的钼异常经探矿工程验证，与钼矿体赋存位

置、规模等吻合，对找矿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６　结论

（１）区域１∶２０００００和１∶５００００化探异常具

有一致性，通过区域化探异常圈定了找矿靶区。

（２）矿区１∶１００００土壤地球化学信息圈定的

异常更好地突出了异常中心，对找矿工作部署有直

接指示作用。经探矿工程验证，钼异常与矿体赋存

部位、规模等吻合较好。

（３）姚冲钼矿区化探异常明显，找矿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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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ｕｐ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ｏｉ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ｏｆ１：１００００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ｅｌｅ

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ｎ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ｏｍ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ｅｄａｎｏｍｌｙａｔＹａｏｃｈｏｎｇａｒｅａｗ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ａ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ａｎｄＷａｒｅｔｈｅｔｗ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ｉｎ

ｄｅｘ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ｏｍｌｙａｎｄｏｒｅｂｏｄｙ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ｃｏｕｌｄｇｕｉｄｅｏ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

犓犲狔犠狅狉犱狊：　Ｙａｏｃｈｏｎｇ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６３１ 地　质　找　矿　论　丛 ２０１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