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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物探方法在安徽明光市西张郢

地区金矿找矿中的应用

邓经永
!安徽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技术院"合肥!"2###$#

摘要# 张八岭一带西张郢地区地质情况复杂"为查明地层展布和构造情况"以区域重磁资料为基础"对区域性断

裂构造展布进行推断"研究区内岩体的分布范围和形态特征! 为调查西张郢地区张八岭群西冷组构造带中的含

金银石英角斑岩脉"通过对地面实测的磁异常数据进行处理"并进行激电中梯%重磁剖面及大功率激电测深测量"

提取有利于找矿靶区选择的综合物探异常! 结合地质资料解译综合物探异常特征"结果表明( 区内综合物探异

常由张八岭群西冷组老三界)管店PZ向向斜构造侵入脉岩引起"区内岩性主要为张八岭群西冷组石英角斑岩"

是张八岭地层寻找含金银石英脉的主要依据! 研究成果为西张郢地区深部找矿工作%外围找矿工作及找矿靶区

的初选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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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皖东地区位于扬子陆块北缘%郯庐断裂带东

侧"其地质构造复杂"找矿潜力较大"尤其是著名的

郯庐断裂带"是研究中国东部地质资源和地质环境

问题的重要基础课题! 张八岭一带西张郢地区广

泛发育燕山期岩浆岩"其时空展布多受郯庐断裂带

控制&$ 0"'

! 华东冶金 .$$ 地质队曾在西张郢地区

进行过金矿普查"发现西张郢金矿为成矿热液沿层

间滑动面贯入充填形成的石英脉型金矿"改变了张

八岭地层无一定规模金矿的历史&2'

! 目前"研究区

已探明多个中小型铜金矿"表明研究区在区域成矿

背景上具备较好的找矿前景&, 0&'

!

研究区以往主要开展过 $_"# 万区域地质普查

工作"区内已圈定多个金矿点异常"但地面综合物

探工作程度较低&/'

! 本文重点利用综合物探方法"

分析磁异常%重力异常及激电异常特点"剖析与综

合物探异常相对应的地质体信息"为进一步在研究

区内开展深部找矿工作%外围找矿工作及初选找矿

靶区提供了参考!

$!研究区概况

#1#"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扬子准地台淮阳台隆张八岭台拱"

郯庐断裂带皖东段中部张八岭隆起带北部"老三

界)管店向斜构造北端近核部&/'

! 主要出露新元

古界张八岭群西冷组地层"区域构造受郯庐深大断

裂的长期影响"以与其大致平行的成束出现的低序

次派生压扭性断裂构造为主! 研究区区域构造图

如图 $!

研究区经历了多期次构造岩浆活动"管店)岱

山岩体呈 PP\向带状展布"其热液活动频繁"具有

长期性%多期性和继承性特点"岩体内金矿化十分普

遍"为金矿床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矿源&-'

! 管店)岱

山岩体与新元古界张八岭群一套绿片岩相变质岩系

形成侵入接触带"在接触带外侧"发育有与郯庐断裂

大致平行的次级压扭性断裂构造"为矿液的运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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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研究区区域地质构造%K&

#$%&!"L(%$)4,*%()*)%$+,*-/<6+/6<()1/0(-/6CB ,<(,

"K#

富集提供了导矿通道和容矿空间$是研究区主要的

控矿构造$对金矿的形成起主导作用"4#

'

!'7"地层

研究区内广泛出露新元古界青白口系张八岭

群绿片岩相变质岩系$由碎屑沉积变质岩及海底

火山喷发 :沉积建造的细碧岩和石英角斑岩构

成$自下而上可划分为北将军组和西冷组"+*#

$详

情见表 +'

北将军组主要为副变质岩系$以千枚岩为主$

且构成 I(向开阔舒缓的复式背斜构造$主要岩性

有绢云石英千枚岩)绢云千枚岩)碳质千枚岩及少

量的变质砂岩"++ :+B#

'

西冷组为变火山岩系$以石英角斑岩)火山碎

屑岩和细碧岩为主' 广泛分布于研究区中)东部$

构成丘陵地势' 区内主要为以老三界*管店为轴

迹的开阔平缓的(U向向斜构造地质体$主要岩性

有石英角斑岩)凝灰质角斑岩)绢云千枚岩以及含

云母石英片岩等"++ :+B#

'

表 !"研究区地层简表

2,3&!"@/<,/$%<,E0$+-6FF,<B )1/0(-/6CB ,<(,

界 系 统 地层名称 代号 岩性简述

新生界

第四系 更新统 G 黄褐色黏土)亚黏土及岩屑坡积物

新近系 上新统
下草湾组 (

)

8 泥岩)粉砂砾岩

桂伍组"

(

)

, 泥岩)粉砂砾岩

中生界 白垩系 上白垩统 赤山组"

L

)

1 砖红色粉砂岩和含砾粉砂岩夹泥质)钙质粉砂岩

新元古界 青白口系
下青白

口统
张八岭群

西冷组
上段 GX

+

8

) 绢云千枚岩)含云母石英片岩)凝灰质角斑岩

下段 GX

+

8

+ 石英角斑岩及火山碎屑岩)细碧岩

北将军组 GX

+

9 绢云石英千枚岩)绢云千枚岩)碳质千枚岩

)"岩石物性特征

物性差异是开展物探工作的重要前提' 研究

区为第四系覆盖区$以往较少开展物性调查工作$

本区的物性调查成果主要是收集本区及外围的物

性资料整理而成的' 区内岩%矿&石的物性参数

%表 )&有如下特征!

%+&第四系地层中的黄褐色黏土)亚黏土及岩

屑坡积物等无磁性或微磁'

%)&研究区岩性为以西冷组为主的变质岩$有

中)酸性岩浆岩侵入' 张八岭群西冷组中的石英角

斑岩和细碧岩的磁化率和剩磁较大$磁异常明显'

岩浆岩沿((D向呈带状 :长颈葫芦状展布$为不

同相带的产物$与张八岭群西冷组构成不整合接触

关系"+> :+!#

'

表 7"研究区物性参数

2,3&7"50B-$+,*E,<,F(/(<-)1/0(-/6CB ,<(,

地层 岩性
密度5

%+*

#

R8.?

:#

&

磁化率5

%B

$

.+*

:!

I\&

剩磁5

%+*

:#

C.?

:+

&

北将

军组

白云质大理岩 )';4 * *

泥质千枚岩 )'!* * *

含磁凝灰质千枚岩 )';B )) ;** +) +;*

石英岩 )'!) * *

绿片岩 )'4# 微弱 *

西冷

组

石英角斑岩 )'!B > >;* + B**

细碧岩 )',, > >)* + B4*

千枚岩 )'>4 * *

绢云长英片岩 )'!* 微弱 *

.#,.



中"国"地"质"调"查 )*+, 年

""据已知地质资料$张八岭群西冷组为变质火山

岩$在电性上为高阻$在电断面上常显示出规模较大

的高阻异常' 石英角斑岩脉发育于张八岭群西冷

组$是张八岭地层寻找含金石英脉的主要依据'

#"物探综合方法资料分析

8'!"!M: NNN 重力剖面分析

根据区域重力资料分析$研究区处于张八岭重

力异常区$该异常区以重力高背景)多个局部异常

叠加为主要特征' 区内布格重力场为区域性的相

对重力高$是张八岭构造带的整体反映' 研究区

+k> ***重磁异常剖面图见图 )'

重磁异常剖面曲线在 +)* T)*> 点出现重力

高异常$与磁异常 0:*))0:*> 对应$且对应激

电中梯 W:*+ 异常$该重力高异常由老三界*管

店 (U向向斜构造蚀变带引起$与已知地质背景

相吻合( 在 )## T)>> 点出现重力低异常$因中元

古界地层密度均较低$在覆盖层较厚时大规模侵

入时引起'

图 7"研究区重磁异常剖面图

#$%&7"5<)1$*()1%<,H$/B ,4CF,%4(/$+,4)F,*$(-)1/0(-/6CB ,<(,

8'7"磁法

根据区域航磁资料分析$研究区处于张八岭高

磁异常区$该异常区以高磁背景)多个局部异常叠

加为主要特征%图 #&'

图 8"研究区区域航磁异常图

#$%&8"L(%$)4,*,(<)F,%4(/$+,4)F,*B

F,E)1/0(-/6CB ,<(,

""在磁性上$本区多数岩体的磁性具有差异$当

磁性岩体侵入时$因岩体一般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

埋深$可引起磁异常' 磁场特征相对较单一$总体

为高磁场区$其分布由 IU至(D呈缩小趋势$沿郯

庐断裂带东侧$((D向高磁异常带十分明显$且场

值由北向南逐渐降低$其分布与重力梯度带相吻

合$分析认为其主要由与郯庐断裂带有关的磁性侵

入岩体所引起"+; :+4#

' 研究区区域航磁异常图见

图 #'

#')'+"+k+* *** 磁异常分析

本次根据地磁
%

:圈定了 > 个局部异常$编号

分别为0:*+$0:*)$0:*#$0:*B$0:*>$见图

B' 各个异常分述如下!

%+&0:*+ 异常' 异常位于研究区小郭家以西

地区$受研究区范围所限$异常没有完全圈闭$从已

圈闭的异常来看$近似条带状$极大值约 #** /V$出

现在小郭家西约>* ?处$异常走向为((U向$长约

+ )** ?$化极处理后$中心北移约 +** ?$形态略有

变化'

%)&0:*) 异常' 异常位于研究区中部$从已

圈闭的异常来看$近似椭圆状$南北长约 +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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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长约 ) >** ?$极大值约 >>* /V$化极处理后$

异常北移约 +>* ?'

%#&0:*# 异常' 异常位于研究区方郢以西地

区$从已圈闭的异常来看$异常形态为椭圆状$异常

走向((U向$长度约为 + #** ?$极大值约 #** /V'

化极处理后$异常北移约 +>* ?'

%B&0:*B 异常' 异常位于研究区谢岭西部约

)** ?$受勘查区范围所限$异常没有完全圈闭$已

圈定的部分近似条带状$极大值约 )** /V$走向呈

((D向$西端延伸出研究区外$化极处理后$异常北

移约 )** ?'

%>&0:*> 异常' 异常位于研究区北部$受研

究区范围所限$异常没有完全圈闭$已圈定的部分

近似条带状$极大值约 >** /V$走向呈正(向$南北

长约 ,** ?$东西长约 + 4** ?$北端延伸出研究区

之外$化极处理后$异常北移约 )** ?'

图 9"研究区
!

!化极异常图
#$%&9"

!

!,4)F,*B F,E)1/0(-/6CB ,<(,

""通过地质特征及物性特征对比$0:*+ 与 0:

*B 异常位于新元古界青白口系西冷组地层之上$本

组地层原岩为一套富含钠质海相火山喷发 :沉积

建造的细碧角斑岩系$岩石遭受程度不等的区域变

质作用$推测此磁异常由石英角斑岩引起' 0:*)

异常位于研究区张八岭群西冷组构成的开阔平缓

的老三界*管店 (U向向斜构造蚀变带之上$为

明光市上成金矿引起的磁异常$该矿为含金石英

脉矿床$主要金属矿物为金矿)银矿)黄铁矿)黄铜

矿等$为已知的矿致异常' 0:*# 异常位于研究

区张八岭群西冷组构成的开阔平缓的老三界*管

店 (U向向斜构造蚀变带之上$明光市上成金矿

以西$为已知的矿致异常' 0:*> 异常位于研究

区张八岭群西冷组构成的开阔平缓的老三界*管

店 (U向向斜构造蚀变带之上$地处郯庐断裂带

皖东段中部$强烈的岩浆活动伴随中生代构造形

成' 由于下地壳镁铁质岩系具有较高的金丰度$

且在深熔作用过程中$导致金的活化转移$岩浆分

异作用和断裂构造活动为成矿物质)成矿空间和

成矿热力等提供了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 该异常

位于变角斑凝灰岩)石英角斑岩及其接触带上$推

测该异常由金属及金属硫化物引起' 该处地质构

造复杂$可能有 (U向及近 I(向构造在此交汇$

成矿条件良好$极值较高$是初选找矿靶区的最佳

部位'

#')')"+k> *** 磁测剖面分析

重磁异常剖面曲线在 ++* T)**点出现锯齿状高

磁异常$与磁异常0:*>对应$且对应激电中梯W:*+

异常( 在 +#> T+>* 点磁异常幅值较大$约 B)* /V$

由张八岭群西冷组石英角斑岩受到构造活动影响

引起$与已知的地质背景相吻合' 研究区+k> ***

重磁异常剖面图见图 )'

8'8"电法

#'#'+"激电中梯测量分析

研究区开展了 +k+* *** 激电中梯面积性测量$

+k+* *** 激电中梯异常平面图见图 >' 结果显示$

极化率背景值为 +'4_ T)'*_$根据研究区极化率

值的稳定性和观测精度$经统计确定极化率异常下

限为 #'*_' 利用 #'*_的极化率值$结合深浅部

极化异常$圈定一个具一定规模的异常带$命名为

W:*+' 由于研究区受铁路影响$图 > 中的空白区

未实施激电中梯面积性测量$研究区中部缺失可靠

数据$导致异常不够完整' 研究区激电%极化率&异

常呈带状)I(向$位于工区沙河与铁路之间$在下

湾和梅花山异常较陡$与磁异常0:*> 对应' 该异

常在研究区张八岭群西冷组构成的开阔平缓的老

三界*管店(U向向斜构造蚀变带之上$明光市金

矿以西$为含金银石英角斑岩脉矿床$主要金属矿

物为金矿)银矿)黄铁矿)黄铜矿等$与已知的地质

背景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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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区视极化率等值线图

%X& 研究区视电阻率等值线图

%图 > 中的空白区受铁路影响$未实施激电中梯面积性测量$从而导致勘查区中部缺失可靠的数据$导致异常不够完整'&

图 :"研究区激电中梯异常平面图

#$%&:"5*,4)1,4)F,*B $4$4C6+(CE)*,<$>,/$)4+(4/<,*%<,C$(4/,<<,B $4/0(-/6CB ,<(,

#'#')"激电测深测量分析

与此同时$在研究区进行了激电测深' 激电测

深剖面布设在大王郢$大致垂直激电扫面W:*+ 号

异常' 从视极化率等值线断面图%图!%@&&和视电

%@& 视极化率等值线断面图 %X& 视电阻率等值线断面图

图 ?"研究区综合剖面异常图
#$%&?"O)FE<(0(4-$H(E<)1$*(,4)F,*B )1/0(-/6CB ,<(,

.!,.



第 # 期 邓经永!"综合物探方法在安徽明光市西张郢地区金矿找矿中的应用

阻率等值线断面图%图 !%X&&来看$异常显示在剖

面 )+* T)#* 点之间及 )>* T)!* 点之间$与激电扫

面W:*+ 异常吻合' )+* T)#* 点之间出现的异

常$图示标高为:>** T:#** ?时$异常近似带状$

异常最大值为 #'*_$异常规模较小( 图示标高为

:+ *** T:>** ?时$呈不连续的条带状异常$异

常最大值为 #';_$呈中高视电阻率)高视极化率'

)>* T)!*点之间的异常$图示标高为:!** T:#** ?

时$异常近似带状$异常最大值为 #';_$规模较小$

呈高视电阻率)高视极化率$推测为由规模较小)破

碎矿化体引起的异常' 在研究区重磁异常剖面图

%图 )&中$+)* T)*> 点之间为重力高异常$与磁异

常0:*))0:*> 对应$与激电异常 W:+ 对应( 在

)## T)>> 点之间出现重力低异常$台阶较大$由研

究区内断层引起$反映了不同级次与时空关系的断

裂构造$与已知的地质背景相对应'

B"结论

%+&研究区铜金矿体主要受断裂构造控制$综

合物探异常与区内构造关系及矿体基本吻合' 目

前已在研究区发现 ) 个中型金矿床$品位较高'

%)&在掌握研究区区域重磁资料所反映的构

造)地层等信息基础上开展重电磁剖面测量工作$

得到了较好的应用成果' 通过分析区内综合物探

异常特征$基本掌握了研究区主要构造和岩性的基

本展布形态$为寻找赋存热液脉型铜金矿的优选区

提供了可靠的地球物理分析应用成果'

%#&鉴于研究区有铁路穿过$造成较大干扰$给

施工带来一定的难度$对磁异常及激电异常的圈定

造成了一定偏差$在开展下一阶段矿产勘查中应予

以特别重视'

%B&今后的研究应注重对研究区其他矿化带)

物探异常带)岩体接触带和矿区外围开展进一步普

查工作$以扩大研究区的资源储量和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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