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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马超营—独树一带位于华北陆块南缘，为一元古宙—古生代裂陷槽。官道口群、栾川群和陶湾群为滨海、浅海、

陆棚相陆缘碎屑*碳酸盐岩沉积建造，强烈的浅源火山喷（气）发活动，形成多层硅质条带（团块）、硅质岩以及含+,、

-.、/0矿化的层状夕卡岩带。该带是比较典型的地球化学急变带与地球物理梯度带交叉区，壳、幔富含12、-.、/0、

+3元素。基于该带银铅锌金矿成矿地质条件，推断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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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陆块南缘是中国北方古大陆与秦岭造山带

的接合带，成矿地质条件十分有利。在马超营—独树

一带，是前寒武纪地层（盖层）分布区［!］，除熊耳群中

酸性火山岩系外，主要分布滨海*浅海*陆棚相的陆

源碎屑*碳酸盐岩建造。自!555年实施地质大调查项

目以来，地质找矿获得新的进展和阶段性突破。笔者

通过对该区成矿地质条件分析，提出新的找矿前景。

!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华北陆块南缘华熊地体的南部［"］，

南界为黑沟*栾川*维摩寺断裂，北界为潘河*马超

营*拐河断裂（图!）。在中元古代早期，喷发了巨厚

的具双峰式特征的熊耳群中基性夹酸性火山岩［#］，

伴有岩株、岩墙状闪长岩*石英二长岩侵入，岩石化

学成分与熊耳群火山岩相近，属偏碱性的钙碱性岩

系。在中元古代晚期，在熊耳群火山岩的北侧沉积了

汝阳群陆源碎屑*碳酸盐岩及洛峪群，南侧沉积了

官道口群浅海相含燧石条带、条纹、团块碳酸盐岩建

造［’］。在新元古代，沿大陆边缘沉积了栾川群碎屑

岩*碳酸盐岩建造，伴有变正长斑岩和变辉绿*辉长

岩脉（墙）侵入。至早古生代，随着古陆边缘的进一步

拉张，沉积了陶湾群浅海相泥质碳酸盐岩及钙泥质

岩，局部夹中基性火山岩。

区内岩浆活动频繁，除上述岩浆活动外，尚有

海西期的碱性岩浆侵入，沿马超营断裂带呈岩墙

（脉）状分布，以及燕山期合峪斑状二长花岗岩复式

岩基和太山庙花岗岩基和赤土店地区大量呈岩株

（脉）状产出的中酸性小型（斑）岩体［(］。

本区最显著的构造是677向展布的两条区域

性大断裂，即北部马超营大断裂和南部的黑沟—栾

川—维摩寺大断裂（图!）及一系列近于平行、向南逆

冲的推覆断层。逆冲断层间为一系列轴面近87向、

向6陡倾的倒转褶皱。677向代表性断裂马超营

断裂带，走向677，6倾，倾角(%9&%:，为一叠加在

韧性断裂基础上的脆性断裂带，带宽#9( ;<，由一系

列近于平行的断裂组成，并有分支复合现象。

该断裂带在重力场特征上对应于重力梯级带［4］；

在大地电磁测深地电剖面和秦岭=>*!地球物理剖

面上是物性特征不同的地壳分界断裂带［)］，断裂带

蚀变发育，贵金属、多金属矿化强烈。68向断裂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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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河南省主要构造分布图（据王志宏，!"""修编）

$%&’ # (%)*+%,-*%./ .0 12%/ *34*./%4) %/ 53/2/
#—新生代盖层；!—前新生代基岩出露区；6—酸性侵入岩体；7—主要断裂

构造及编号；8—主要隐伏断裂构造；9—构造窗；:—地质界线；;—省界

$#—三门峡<鲁山断裂；$!—马超营<确山断裂；$6—栾川<明港断裂带；

$7—景湾韧性断裂带；$8—瓦穴子<小罗沟断裂带；$9—邵家<小寨断裂带；

$:—朱阳关<大河断裂带；$;—寨根韧性断裂带；$=—西官庄<镇平<松扒断裂带

和龟山<梅山断裂带；$#"—丁河<内乡韧性剪切带和桐柏<商城韧性剪切带；

$##—定远韧性剪切带；$#!—木家垭<八里畈韧性剪切带；$#6—新屋场<田关韧性

剪切带；$#7—淅川<黄风垭韧性剪切带

燕山期及之后的活动断裂较为发育，成

群成带密集分布，倾向>?或@A，倾角

8"B;"C，宽数米至百余米不等，均为逆<
平移断层，呈压扭性。该断裂带不仅控制

了新生代断陷盆地，而且沿断裂热液活

动强烈，矿化蚀变较强。

! 区域地球物理及遥感

影像特征

调 查 区 位 于>>A向 大 兴 安 岭—太

行山—武陵山重力梯级带与>??向西

安—南阳—信阳负值重力异常带之交会

部 位 北 缘 （图!）， 即 莫 霍 面 陡 变 带 与

>??向幔坳带的交会处，是壳幔异常

变化的地带，构造上应是有利的成矿区。

遥感解译结果 （图6），本区除有

>?向、>A向线性构造外，尚存在6个比

较清晰的环形构造 ， 一 个 位 于 卢 氏 三

门，为隐伏花岗岩所引起；另一个 位 于

栾川大清沟一带，具7个清晰的环带，总

体呈>A向，围绕该环形构造，花岗岩脉

呈环状分布，内环以花岗斑岩脉为主，

外环则以石英脉为主，推断该环形构造

为一隐伏岩体所致。在两个环形构造区

内，硅化、黄铁矿化蚀变发育，环形构造

外部，铅、锌、银矿化普遍，形成矿化水

平分带，故认为，隐伏岩体离地表较近。

第三个位于汝阳付店地区，区内A?向线性构造、

A?向与>AA向线性构造交叉处、环形影像与A?向

线性构造交叉处、环形影像或推测隐伏岩体四周是

目前已知矿点的分布区或找矿远景区。

6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研究区D-、D&、E,、FG、?、H.极强分异，后生

增量D-高达!!:I、D&为8!I、E,为=8I。熊耳群叠加、

弱 分 异J/，极 强 叠 加 、极 强 分 异D-、D&、E,、H.；官

道口群叠加、弱分异D-，叠加、分异J/、?、K%，极强

叠加、强分异D&、E,；栾川群弱富集D&、H.，富集

F-、E,、J/，极强叠加、极强分异D&、E,、FG、?、H.。

从全省地球化学图上可以看出，D-异常集中分

布于嵩县南部的洛河—伊河之间，这也是熊耳山金

矿集中区；D&异常不仅在熊耳山中部叠加于D-异常

之上，还在南西方向围绕D-异常集中区呈半环状分

布在马超营—鱼库一带，形成河南省规模最大的银

（铅锌）异常，水系沉积物网格化数据D&含量最高可

达;’#;L#"<9B!9’;L#"<9。以马超营、鱼库为中心形成

一个规模巨大的D&、E,、J/地球化学异常分布区。

按谢学锦院士地球化学块体理论，华北板块南缘

应为一D&<E,<J/地球化学省，其中D&地球化学块体

呈环带状，面积6 !=6 M1!，随着银等值线由#!8L#"<=

提高到#7"L#"<=，原块体分为!个子块体，其面积分

别为# 9=9 M1!和876 M1!，块体内D&“金属供应量”为

;:’66万吨，按"’"7; ;成矿率（以桐柏地区为例）计

算，其成矿“可用金属量”达7! 9#: *；E,元素地球化

学块体近A?向展布，面积9 6:!’78 M1!，以88L#"<9为
边 界 可 分 出 两 个 面 积 分 别 为! "==’; M1!和# 798’!
M1!的子块体，该块体有6个浓集中心；J/元素地球

化学块体面积## =8=’;7 M1!，表现为一地球化学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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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卢氏—桐柏地区布格重力异常图

$%&’ ! ()*&*+, &,-.%/0 -1)2-3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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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卢氏—桐柏地区遥感解译图

$%&’ # <+2)/+ 8+18%1& %1/+,4,+/-/%)1 2-4 )5 /6+ 7*86%9:)1&;-% -,+-

省，等值线提高到==>?=>9@时可分为栾川子块体和

外方山子块体，前者面积可达! ABA’"C D2!，且有逐步

浓缩的地球化学特点。

B 区域矿产分布

华北陆块南缘E*9E&多金属成矿带属于全国第

二轮成矿区划中的三级成矿带（!#），研

究 区 南 北 横 跨 两 个"级 成 矿 区 ， 即 卢

氏—栾川成矿区"!和熊耳山—外方山成

矿区"#，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贵金属、有色

金 属 聚 集 区 。 主 要 金 属 矿 产 有F)、G、

E*、E&、H;、I1、$+等。

F)（G）矿主要分布于卢氏—栾川

E&9H;9I19E*"级成矿区 中 栾 川F)9
H;9I19E*9$+#级成矿区内，成矿与燕

山期中酸性小岩体有密 切 的 成 生 关 系 ，

矿床类型为夕卡岩型和斑岩型。

通过="""年以来初步工作发现，区内

H;9I19E&矿主要集中分布在马超营断

裂带附近及其南侧赤土店一带，沿马超

营断裂带分布的H;9I19E&矿主要赋存

于次级断裂带中，围岩主要为官道口群

大理岩和熊耳群火山岩，已发现的矿点有卢氏县小

洞沟、栾川县太洞沟、化皮沟、麦地沟、汤池沟、嵩县

蛇里沟、杨寺沟等。矿体一般呈似层状、脉状、透镜

状，矿石类型为多金属矿化构造蚀变岩型，H;I1品

位=’>JK#AJ，E&品位A>?=>9@K= L#!?=>9@。赤土店一

带的铅锌银矿主要赋存于官道口群、栾川群浅海相

碳酸盐岩和浅海相碎屑岩9碳酸盐岩内，矿体多呈

似层状、脉状、透镜状等，矿床类型为热水沉积9叠

加改造型和中低温热液充填交代型，H;I1品位AJK
#>J，E&品位A>?=>9@K#!A?=>9@。

金矿主要分布于马超营断裂带以北，矿石类型

为构造蚀变岩型，已发现康山、红庄、潭头、前河、庙

岭、纸房、前河等大中小型金矿床十余处。

硫铁矿矿床（点）C处，主要分布于赤土店一带，

以骆驼山夕卡岩型硫铁矿规模最大。

A 典型矿床特征

!"# 冷水北沟矿区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栾川群南泥湖组薄 层 白

云质大理岩及绢云绿泥钙质片岩和官道口群巡检

司组硅质条带白云石大理岩、杜关组钙质千枚岩、

冯家湾组白云石大理岩，总体走向MGG。断裂构造

发育，以MGG向和MMN向为主，后者为主要赋矿

构造（图B）。在该区共发现矿脉!>余条，均呈MN走

向，近平行分布，具矿化密集、分布集中、延伸长、厚

度大、矿化蚀变强等特点。规模较大的有O>!L、O>#=

燕长海等：河南马超营—独树一带银铅锌成矿地质条件及找矿前景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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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冷水北沟矿区地质简图

$%&’ # ()*+*&%,-+ ./)0,1 2-3 *4 01) 5)6&.17%8)%&*7
2%6%6& -9)-

:—第四系；;+<!!—三川组上段；;+<!=—三川组下段；

;+<"=—南泥湖组上段；;+<"!—南泥湖组下段；

;+<#<—白术沟组上段

和>"<!<条，矿脉长= ?""@! !"" 2，厚度=@< 2，最厚

=!2。矿体呈似层状或脉状。矿石矿物以方铅矿、闪

锌矿、黄铁矿为主，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方解石等。

其中>"!A长! !"" 2，厚"’#B@A’"! 2，平均=’#< 2。;8
品 位 "’#AC@!=’"=C ， 平 均 A’D"C ；E6 品 位 "’==C @
<=’ABC，平均="’!"C；F&品位=’ADG="H?@#D!G="H?，平

均=#!’B?G="H?。估算资源量（<<<I< <#=）：;8IE6 为

!<’#D万吨，F&DA!’JJ 0。另外，在南泥湖组中段薄层白

云质大理岩内发现数条层状夕卡岩带，厚度J@B" 2，

铅锌矿化普遍，目估;8IE6 品 位 为 !C@<C。

!"# 百炉沟矿区

位于黄背岭H石宝沟背斜东段，出露地层主要

为官道口群巡检司组硅质条带白云石大理岩、杜关

组钙质千枚岩、冯家湾组白云石大理岩，总体走向

KLL。断裂构造以KLL向为主，控制着;8HE6HF&
矿 体 的 空 间 展 布 。 沿 构 造 带 充 填 有 变 辉 长 岩 墙

（脉）。已发现B条矿脉，其中>=B"脉赋存于冯家湾组

白云石大理岩与三川组含石英砂砾的变砂岩间的

层间破碎带内，走向KLL，倾向>>L，倾角B"@A"M
（图B）。控制矿体长度= A"" 2，厚=’""@J’=< 2，平均

!’JA 2。矿石矿物以方铅矿、闪锌矿为主，可见黄铁

矿及铜蓝，脉石矿物为白云石、石英、重晶石等。;8
品位"’J"C@J’#"C，最高#?’##C，平均?’DJC；E6=’!BC
@!A’?<C，平均A’DJC；F&<D’""G="H?@<BD’""G="H?，最

高= ""AG="H?，平均=!B’#AG="H?。试算资源量;8IE6
为=#B’!J万吨、F& = !!?’?A 0。

? 成矿地质条件分析

调查区位于华北板块南缘，是比较典型的地球

化学急变带与地球物理梯度带交叉区，区域地质异

常特征明显，深部是一个轴向近NL的向西倾伏的

幔向斜，地球化学边界与向斜轴平行，与华北板块南

部边界一致；KN向的安阳—南阳重力梯度带受向斜

倾伏陡坡控制，二者的交叉效应引起刚性的古板块

边缘结晶基底在KKN方向上发生隐性的深构造破

裂组合或不均匀调整不连续面，这些断裂与古板块

边缘的深断裂带互相叠加和交切，壳H幔相互作用

使得流体沿这些部位上升在地壳浅部发生成岩成矿

作用，这是形成大型矿集区的区域背景条件。

据张本仁等［J］研究，华北板块南缘幔壳富O*、

;8、E6、F7，而强烈亏损P7，因此本区应为富O*、

;8、E6、F7和贫P7地球化学省，同时认为金属成矿省

和重要成矿带多与富集该元素组的地球化学省相吻

合，并且区域上地幔中明显富集和亏损的元素常能反

映区域中的优势矿产和劣势矿产。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说明本区具有形成大型矿集区的基础物质条件。

马超营断裂以南为元古宙—古生代裂陷槽，自

北而南分布着中元古界官道口群、上元古界栾川群

和下古生界陶湾群，主要为一套含火山物质并以富

镁、高硅、多碳为特征的沉积建造。官道口群为一套

河流相—滨浅海相的陆源碎屑H碳酸盐岩或含叠层

石碳酸盐岩沉积建造，普遍含燧石条带、条纹和团块

及蜂窝状燧石层（其硅质主要来自火山喷发）。栾川

群为一套滨浅海相的陆源碎屑H碳酸盐岩H火山岩

沉积建造，陶湾群为一套细碎屑H泥质H碳酸盐岩沉

积建造，具生物礁堆积和滑塌堆积，并夹有似层状或

透镜状磁铁矿（赤铁矿）层。官道口群;8、F&含量较

高，具极强叠加和强分异特征；栾川群富含F&、;8、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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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具极强的后生叠加分异性。区内()*
+,*$%矿床（点）多产于官道口群龙家园组、冯家湾

组和栾川群煤窑沟组、南泥湖组、白术沟组的白云质

大理岩中，矿体多呈似层状、透镜状和脉状产于碎屑

岩与碳酸盐岩间的层间破碎带内和碳酸盐岩中。沿

马超营断裂带分布的含矿建造主要为熊耳群含(-*
()*+,*$%建造和官道口群含()*+,*$%建造。

鱼库预测区./0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圈出()、+,、

$%组合异常!1个，三元素异常套合好、强度高、面积

大，主要呈串珠状沿竹园沟断裂分布，与已发现的

()*+,*$%矿床（点）分布吻合。

区 内 +,*$%*()*(- 矿 床

（点）的空间分布与燕山期中酸

性小岩体（脉）关系密切，围绕岩

体（脉）矿化具水平分带现象，自

岩体向外，矿化类型表现为由钼

钨 矿 化!硫 铁 矿 化!铅 锌 银 矿

化!金矿化的变化，可见燕山期

的 岩 浆 活 动 为 区 内 银 铅 锌 金 成

矿 提 供 了 热 源 和 一 定 的 成 矿 物

质。

2 结论与讨论

.）调查区位于华北板块南

缘富34、+,、$%、(-和贫&-地球

化学省；莫霍面陡变带与566
向幔凹带在此交汇，壳幔相互作

用强烈频繁，深部流体沿这些部

位 上 升 在 地 壳 浅 部 发 生 成 岩 成

矿作用；官 道 口 群 、栾 川 群 和 陶

湾群中()、+,、$%元素不仅含量

高，而且具极强的后生叠加分异

性 ， 可 见 本 区 不 仅 存 在 形 成 大

型—超大型矿集区的物质条件，而且还具备使这些

成矿元素强烈浓集的特殊地质 作 用———壳 幔 物 质

强烈频繁地交换。

!）官道口群、栾川群和陶湾群为滨海、浅海、陆

棚相陆源碎屑*碳酸盐岩，强烈的浅源火山喷（气）

发活动，在官道口群和栾川群鱼库组形成多层位分

布的硅质条带（团块）、硅质岩等，大红口组火山岩

为水下喷发、以幔源物质为主混入有部分壳源物质

的碱性、硅不饱和富钾火山岩，海底喷流（气）作用

形成了南泥湖组中的含!"#$%#&’矿化的层状夕卡

岩带，官道口群大量的重晶石岩（脉），从官道口群!
栾川群!陶湾群，地层中碳质成分逐渐增高，反映出

板内裂谷盆地是含盐度较高、半封闭—封闭的滞流、

还原条件的古海盆环境，结合区内()*+,*$%矿化

特征，笔者认为，本区寻找超大型沉积喷流型（热水

沉积）()*+,*$%矿床的潜力很大。

#）前已述及，在鱼库预测区711 89!范围内有

()*+,*$%组合异常!1个，目前仅对其中的少数异

图 0 百炉沟矿区 :.01 矿脉综合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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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长海等：河南马超营—独树一带银铅锌成矿地质条件及找矿前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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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123+4,)-，!，56%1 78)*-，!，9:$%1 9’8)*+;8,<
（-=!"#$% &$#’()*#+, -. /(-*0#($0(*，1(#2#$3 -"""><，!"#$%；

!=4($%$ 5$*+#+6+( -. /(-7-3#0%7 86)’(,，9"($3:"-6 ?@"""A，4($%$，!"#$%；

<=!-;;()0#%7 !-77(3( -. 9"($3:"-6 &$#’()*#+,，9"($3:"-6，?@""@!，4($%$，!"#$%）

:;0/"-,/：B’8 C(3D’(34,)*EF2G’2 (H8( 3) I’8 G32I’8H) J(H*,) 3K I’8 %3HI’ &’,)( LM3DN ,G ( OH3I8H3+
P3,DEO(M83P3,D (2M(D3*8)，;’8H8 I’8H8 3DD2H M,II3H(M，)8H,I,D ()Q G’8MK D3)I,)8)I(MEJ(H*,) DM(GI,DED(HL3)(I8
K3HJ(I,3)G 3K I’8 12()Q(3N32 1H32R，.2()D’2() 1H32R ()Q B(3;() 1H32RS 5IH3)* G’(MM3;EG32HD8 T3M+
D(),D 8H2RI,3)（8U’(M(I,3)）*(T8 H,G8 I3 J2MI,EM(48H D’8HI L()QG（)3Q2M8G），G,M,D832G H3DNG ()Q G,MT8HEM8(QE
P,)D J,)8H(M,P(I,3)EL8(H,)* M(48H8Q GN(H) ,) I’8 (H8(S B’,G (H8( ,G ( H8M(I,T8M4 I4R,D(M Q,GIH,DI ;’8H8 ( *83+
D’8J,D(M (LH2RI D’()*8 P3)8 ()Q ( *83R’4G,D(M *H(Q,8)I P3)8 ,)I8HG8DIS B’8 8(HI’VG J()IM8 ()Q DH2GI L8+
)8(I’ I’8 (H8( (H8 8)H,D’8Q ,) C3，OL，9) ()Q $2S 7H3J I’8 3H8EK3HJ,)* *83M3*,D(M D3)Q,I,3)G 3K G,M+
T8HEM8(QEP,)DE*3MQ Q8R3G,IG，,I ,G ,)K8HH8Q I’(I I’8 (H8( ’(G *33Q 3H8 RH3GR8DIGS
<#6 =&".0： G,MT8HEM8(QEP,)DE*3MQ Q8R3G,I：3H8EK3HJ,)* D3)Q,I,3)G；3H8 RH3GR8DIG；C(3D’(34,)*EF2G’2：

:8)() OH3T,)D8

常（马 圈 、银 洞 沟 等 ）的 部 分 地 段 开 展 了 调 查 评 价

工 作 ，发 现-"余 处 矿 集 区 、上 百 条 含 矿 断 裂 带 ，它

们 具 有 沿 走 向 延 伸 长 、厚 度 变 化 大 、品 位 高 、产 状

稳定等特点。经初步估算，仅5"!A和5-@"两条矿脉

远 景 资 源 量 ：OLW9)就 达-X!S<Y万 吨 ，$*-Y?XS<@ I，
分别达大型矿床规模。表明该预测区内找矿潜力

巨大。

?）沿 马 超 营 断 裂 带 的 白 土 、旧 县 、杨 寺 沟 、杨

楼等找矿预测区，通过初步工作已发现多条有一

定规模的$*EOLE9)矿脉。如白土-号OLE$*矿脉，

长达< """余米，矿体呈囊状或透镜状分布于近Z[
向断裂带中，厚度"SAY\YS@" J，平均!S"- J；OL品位

"S@?]\!XSA"]，平均-"S-A]；9)品位"S"@]\"SX"]，平

均 "S?"] ；$* 品 位 -"S" ^-" EY \@A@SA@ ^-" EY， 平 均

-AXS><^-"EY。说明这些找矿预测区具有很好的找矿

前景。

综上所述，该区具有极为有利的成矿地质条件、

不同层次的地质异常和物化探异常，个别异常的解

剖已发现大规模的$*EOLE9)矿化，相信通过进一

步工作，该区有可能找到超大型$*EOLE9)矿床，

OLE9)资源量可望超过@""万吨_$*资源量可望达到

-" """I，成为国家级$*EOLE9)资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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