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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鸡笼山
(/&F/&8)

多金属矿床是鄂东南矿集区丰山矿田中一个典型的夕卡岩型(斑岩型

铜金钼多金属矿%矿体主要赋存于燕山期中酸性侵入岩与大冶组碳酸盐岩建造的接触带及附近%

受地层(构造(岩浆岩的联合控制&文章讨论了矿山已采中段中构造错失矿体(边部矿体及盲矿体

等漏采矿体的勘探思路(方法及实践%运用成矿规律分析
I

坑道地质调查
I

采样分析
I

重点靶区

圈定
I

坑内钻探验证的工作程序得以实施&

关键词!

!

鸡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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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金属矿"接触带"构造错失矿体"相关性指数"鄂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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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鸡笼山
(/&F/&8)

多金属矿床存在着勘

探工作滞后(接替资源不足的问题%已被国家列为危

机矿山%矿山接替资源的勘探已成当务之急&在矿

山找矿勘探实践中发现%已采中段漏采矿体的勘探

有着巨大的经济意义与可行性&首先%该矿床成矿

地质条件复杂%控矿条件多样%矿体呈透镜状(扁豆

状(鸡窝状等凌乱地分布于侵入体(接触带及围岩

中%诸多矿体在实际开采中极易漏采)

#

*

"其次%该矿

床有着较为显著的控矿规律%对已采中段中控矿规

律的良好把握使漏采矿体的勘探成为可能"再则%已

采中段具备巷道(运输设施等开采条件%一旦发现漏

采矿体可以方便经济地将其采出&

#

!

矿区地质背景

鸡笼山
(/&F/&8)

多金属矿床的大地构造位置

隶属于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碰撞对接带的长江中下

游前陆缩短带的中部%北临大别台隆%南为江南台隆

与华南地槽
I

褶皱系%是丰山矿田的一部分#图
#

$%

位于鄂东南
N2

%

(/

%

F/

成矿区与赣西北
(/

%

F/

成

矿区的交接部位%与西北部的铜绿山铁铜金矿田和

东南部的城门山金铜矿田一起构成金铜矿集区%是

成矿区#带$中具有代表性的金铜矿田)

!

*

&鄂东南地

区的构造演化和岩浆作用类似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岩浆作用以侵入活动时间延续长(岩体规模大(岩石

类型及组合较全为特征)

%

*

%丰山矿田出露岩石主要

为燕山期花岗闪长斑岩和三叠系碳酸盐岩&矿体主

要产于花岗闪长斑岩内部和接触带附近%由斑岩型(

夕卡岩型和层控型矿体组成%以夕卡岩型矿化为

主)

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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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特征

鸡笼山
(/&F/&8)

多金属矿床是由燕山期主体

为中酸性的岩浆侵入大冶组碳酸盐岩形成的大型夕

卡岩型(斑岩型矿床%岩浆具同期多次侵入特点%成

矿深度属浅成)

?

*

&矿床主要产于鸡笼山花岗闪长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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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阳新丰山矿田地质图#据中南冶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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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

!=

大冶组碳酸盐岩夹黑色页岩"

%=

二叠系灰岩夹碳质页岩及硅质岩"

D=

泥盆系和石炭系砂

岩(页岩"

?=

志留系砂岩(页岩"

A=

花岗闪长斑岩"

"=

隐爆角砾岩"

'=

叠瓦状断层"

@=

断层或推测断层"

#$=

夕卡岩型铜#金$矿体"

##=

隐伏热液脉型多金属#金$矿体"

#!=

卡林型金矿体#点$

岩与三叠系大冶群第四段+第七段的白云质灰岩(

灰岩的接触带内%少量产于岩体中及其围岩的层间

破碎带中%主要受岩浆岩(构造和有利围岩的联合控

制%具有岩控(层控和构造控矿的特点&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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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笼山铜金矿床剖面示意图

#据中南冶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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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叠系大冶组灰岩(大理岩"

!=

花岗闪长斑岩"

%=

夕卡岩"

D=

矿体

鸡笼山岩体是中酸性岩浆多次侵入形成的复式

岩体%以燕山期中酸性钙碱性系列的鸡笼山花岗闪

长斑岩为主体)

"

*

%围绕岩体边缘断续分布有边缘分

异相石英闪长斑岩%后期侵入的脉岩有闪长玢岩(石

英闪长斑岩以及煌斑岩类等&岩体形成晚期发生过

爆破%爆破岩被晚期的石英二长斑岩所胶结&在围

岩边部%印支
I

燕山期构造
I

岩浆
I

成矿作用形成

了矿区诸多叠瓦状构造及产于其中的卡林型金矿

体)

'

*

&鸡笼山岩体在平面上呈哑铃状产出%随着勘

探的深入%认识到岩体在剖面上并非前人所描述的

纺锤状%而是在浅部较大%向深部先减小后又变大&

>[

向延长%向
RU

侧伏&

金铜矿体沿鸡笼山花岗闪长斑岩体的北缘和南

缘接触带成带状分布)

?

*

%在矿床
$

线+

A'

线范围内

分布有
#'@

个达工业品位的矿体%其中有工业价值

的矿体为
?D

个&根据这些矿体的赋存部位和控矿

构造特征%划分为北(中(南
%

个矿带#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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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采中段的漏采矿体勘探

'&$

!

基本工作思路与方法

对于已采中段漏采矿体勘探的基本工作思路

是!首先在已有地质资料及地质工作的基础上%对成

矿有利部位矿体目前开采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在此

基础上进行坑道地质调查%把握控矿规律与矿体空

间赋存形式%之后对理论上可能具有矿体但目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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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以发现的部位或附近进行追溯并系统采样分

析%若样品分析结果表明该区有可能存在漏采矿体%

则圈定重点找矿靶区%用坑内钻进行验证#一般用扇

形钻$&这样可以借助垂向上不同标高的中段方便

地进行对比研究与预测&如接触带处的某一角砾岩

筒上下两个中段都凹进围岩并形成工业矿体%而中

间部位现处于未知状态%但据现有地质资料及调查

可以推测中间部位有凹进围岩的可能%成矿环境与

两端极其相似%则沿构造体系进行追踪并在能够采

到样品的边部做系统采样%若样品化验结果表明该

中间部位边部成矿元素含量上升或者已达工业品

位%则此处可以圈为重点找矿部位%下一步用坑内钻

予以验证&

其基本工作方法是!对于分析调查之后的矿体

可能遗漏部位进行采样追溯%通常是依次由地表向

深部在不同中段的相应空间巷道中进行系统采样分

析&在中段中主要借助平巷#沿脉与穿脉$来采样%

中段之间根据成矿条件及相应的取样要求%尽量利

用斜井(上山(下山(盲竖井等已有坑道&对于同一

成矿体系进行立体分析预测%其思路与方法与.立体

地质填图/

)

@

*有着诸多相似&对于南缘(北缘接触带

的成矿有利可疑未知地带%根据断裂构造与角砾岩

带的控矿特性%在不同中段进行空间上沿裂隙或角

砾岩筒进行追踪采样%并结合不同中段对侵入岩体

由中心向外围的蚀变分带进行.热液蚀变追踪/%借

助.缺位预测/

)

@

*的原理与化探分析的方法对这些已

开采中段中的遗漏矿体进行预测(取样化验%并圈定

出重点区域%待坑内钻的验证&

对遗漏矿体的重点勘探方向为构造错失矿体(

边部矿体和盲矿体&

'&/

!

对矿体变化性质的分析

鸡笼山
(/&F/&8)

多金属矿由于成矿条件的复

杂及其错综交织%各种成矿因素作用大小(作用性质

和作用方向的差异%矿体的品位变化性质在局部上

呈现出偶然性%但就总体来说%其变化规律有着一定

的趋势性%所以鸡笼山
(/&F/&8)

多金属矿体品位

变化有着总体的趋势性与局部的随机性%而这两种

变化趋势在不同空间(不同矿体的比重及分布情况

有待进一步的数据处理来予以揭示%下面以
I@$K

中段
TD

矿体为例%对鸡笼山
(/&F/&8)

多金属矿体

(/

%

F/

变化性质进行分析#样品采集沿
TD

矿体空

间展布顺序标准进行$&

根据
(/

品位的自然分布曲线图%可利用变化

性指数法)

#$

*来分析矿体变化性质!

7G

B

)E!

式中%

B

为矿石品位在自然分布曲线中其数值上升

下降的.符号/变化次数"

)

为样品个数"

7

为变化性

指数&

据
(/

品位的自然分布曲线图得!

BG#A

%

)G

!"

%则代入公式得
7G$=AD

&此值处于
$=?

!

$="

之

间%矿体属于.不明显方向性变化/&揭示了鸡笼山

矿体的变化特征复杂%变化方向不明显%矿体分布凌

乱%在开采过程中容易造成较小规模矿体的丢失与

漏采&

为了反映矿体品位的总体变化特征%把握矿体

变化趋势%明确漏采矿体找矿方向%采用平差曲线的

方法来排除局部随机性成分的干扰&根据矿体及采

样情况%在此采用三点等距滑动平均来对
(/

的自

然分布曲线进行修匀!

%$

G

#

%

#

%E#

K

%$

E

%#

$

其一次平差(二次平差数据见表
#

%平差曲线如图
%

&

经一次平差之后%

TD

矿体总体有
!

个矿化较强

部位的总体趋势渐现%二次平差之后可以明显看出

!

个强矿化部位%他们分别对应在
#$

!

#!

号样与
#"

!

!#

号样之间%第一个强矿化部位位于
f8@$#

一

断裂控矿处%品位较高%延伸范围较小"第二个强矿

化部位位于
I@$#(8D

处%受构造角砾岩筒控制%同

时构造角砾岩筒又经历过后期构造推覆作用的影

响%品位相对较高%延伸范围相对较大%成矿条件及

控矿因素要优越于
f8@$#

处%但目前矿体圈定状

况并不及
f8@$#

处%则有可能因构造错失作用存

在着漏采矿体&

同理%对于
TD

矿体金元素进行分析可得出同样

的推测结论%如图
D

&

值得注意的是%

F/

品位的分析除了可以得出

(/

品位分析结果所揭示的矿化规律(漏采矿体预测

方向等%同时又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
(/

品位分析

的结果&对比图
%

与图
D

%可以看出
F/

矿化与
(/

矿化在鸡笼山
(/&F/&8)

多金属矿床中的相关性%

这对矿山勘探的指导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

对于构造错失矿体的勘探

在
ID$K

中段(

I@$K

中段(

I#%$K

中段%有

一断裂控矿的实例%这个控矿断裂位于岩体北缘接

触带附近&矿山成矿规律及调查实际表明%该中段

与上方或下方属同一成矿构造%其中的矿体主要受

>>U

向断裂的控制%钻探资料显示该断裂在
%

个中

#%

第
!"

卷
!

第
#

期 马永非等!鸡笼山
(/&F/&8)

多金属矿已采中段漏采矿体勘探思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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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段
T.

矿体
(/

(

F/

品位及平差结果#据鸡笼山金矿地测部$

V6.32#

!

V;2(/

%

F/

4

,672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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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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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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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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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

中段
V.

矿体
"

%

92

'的自然分布曲线图及平差曲线图

N-

4

=%

!

V;2*6+/,637-0+,-./+-)*:/,Y2)W(/:)*+2*+6*7)*:26*7

+_-:267

b

/0+K2*+:/,Y26+32Y2@$K)W),2.)7

5

#D

6=(/

自然分布曲线"

.=(/

一次平差曲线"

:=(/

二次平差曲线

段或其附近都有构造破碎以及岩体侵入碳酸盐岩围

岩等成矿条件%且随着深度的增加侵入规模与矿化

程度呈增加趋势%而目前该体系在
ID$K

中段与
I

#!$K

中段均有规模中等的工业矿体%且
I#!$K

矿体大于
ID$K

中段%而
I@$K

中段处至今还没

有发现工业矿体%推测在
I@$K

中段上盘或下盘附

近很可能具有构造错失矿体%在这
%

个中段的相应

部位进行采样分析%分析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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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的自然分布曲线图及平差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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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段成矿元素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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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段南主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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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I@$

米中段
@$D

沿"

:=I#%$

米中段
#%$#

沿

!!

通过对比%

I@$K

中段成矿元素的质量分数已

达工业品位%且变化较为稳定%之前之所以没有发现

工业矿体的存在%可能是该矿体由于构造的错失导

致错位%使矿体发生偏移所致&由此对采样区予以

圈定%待坑内钻探的验证&

'&.

!

边部矿体和盲矿体的勘探

鸡笼山
(/&F/&8)

多金属矿床除了控矿规律可

以在探采结合中得以较好的应用外%

(/

%

F/

之间的

相关性也有规律可循%尤其是在边部矿体和盲矿体

的勘探中具有明确的指导性&通过成矿元素之间的

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

(/

%

F/

的较强的相关性#从

图
?

即可看出二者的正相关性$%利用这种相关性我

们在勘探中可以用一种成矿元素间接的来指导另一

种成矿元素矿体的勘探&以
ID$K

中段为例%所作

分析的
"$

个样品数据如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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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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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段成矿元素测定结果#据鸡笼山金矿地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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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 F/ 3

4

#

(/

$

3

4

#

F/

$

)

3

4

#

(/

$*

!

)

3

4

#

F/

$*

!

3

4

#

(/

$

H3

4

#

F/

$

南
&%D

穿
&$# ?%$ #!=! !="!D% #=$'AD "=D!#" #=#'$! !=@?@?

南
&%D

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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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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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数散点图见图
A

%对

(/

%

F/

进行回归分析得回归曲线#图
"

$&

回归系数
.G$='!

%表明二者的变化呈线性相

关%这种密切的相关性给我们提供了由单一矿种变

化趋势来分析另一种矿化变化趋势提供了依据&通

过采样数据分析%该成矿有利部位的金矿体发育较

好%且附近的地质条件又很利于铜元素的聚集%而目

前还没有铜矿体的发现%可能被遗留在边部地区而

漏采%则可对该邻近区加以圈定%待坑内钻的进一步

验证&

D

!

结论

#

#

$受岩浆多次侵入(构造破碎(后期改造等因

素的影响%鸡笼山
(/&F/&8)

多金属矿矿体分布相

对凌乱%在开采过程中极易造成矿体的错失&

#

!

$运用成矿规律分析
I

坑道地质调查
I

采样

分析
I

重点靶区圈定
I

坑内钻探验证的勘探方法%

可以对漏采矿体进行较好的勘探发掘&

#

%

$成矿元素的相关性可以很好地运用在漏采

边部矿体和盲矿体的找矿勘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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