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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栾川钼矿集区位于华北陆块南缘金钼钨多金属

成矿带，是中国最主要的钼矿成矿带之一，先后探获

了南泥湖、三道庄和上房沟3个超大型钨钼矿床，深

部找矿潜力巨大。为进一步查明栾川矿集区深部资

源分布，本次工作在三维建模预测成果基础上，对成

矿地质体内外接触带的预测矿体进行验证，对已知矿

体探边摸底，探索矿体空间上的连续性，对冷水—赤

土店钨钼、铅锌多金属矿的总体查明资源量进行评

价，为国家钨钼资源布局和长远规划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Methods)
通过对已知典型矿床的剖析研究，建立区域成

矿模式，推测深部成矿空间和前景，确定深部找矿

方向和找矿标志。利用区域物探、化探和地质资料

开展三维深部找矿预测，圈定找矿靶区。实验优选

出有效找矿方法组合为 1∶2.5万重力与磁法测量、

大比例尺地质剖面测量、裂隙地球化学、可控源大

地音频电磁测深、大地电磁测深、频谱激电和钻探

验证。在此基础上，反复修正三维地质深部预测模

型，开展深部找矿预测，探讨了栾川矿集区深部钼

矿资源前景和找矿方向。

3 研究结果(Results)
本次深部普查工作区分为南泥湖和石宝沟两

个矿段（图1a），共圈出钨钼矿体8个，铅锌银矿体3

个，锌矿体 6 个，铜锌矿体 1 个。提交新增储量：

(333)+(334)? :WO3 44.98 万 t，平均品位 0.147%；钼

319.40万 t，平均品位 0.114%；锌 236.29万 t，平均品

位 4.56%。另有(333)低+(334)?低 WO3 29.80 万 t，平

均品位 0.082%；钼 72.50万 t，平均品位 0.040%。在

钨钼矿石中估算伴生铼146 t，伴生镓3.96万 t，伴生

硫4192万 t。

南泥湖矿段共圈出 5个钨钼矿体，矿体编号为

NM1、NM2、NM3、NM4和NM5（图 1b）。平面上矿

体西起冷水北沟，东到庙沟，南北方向控制长度

4374m，东西方向控制长度 3900 m，面积约 13.21

km2，矿体垂向赋存标高 1530.23~-387.89 m 之间。

主矿体为NM2钨钼矿体，纵贯全区呈北西向展布，

总体走向 318º，倾向南西，倾角在 15º~26º，平均

20º。工程控制北西长4374 m，南北宽4250 m，水平

投影面积13.0 km2。矿体单工程最大厚度180.49 m，

最小厚度1.37 m，平均11.76 m。矿体在深部主要受

隐伏中酸性岩体控制，主要产出于岩体顶部围岩中，

矿体中心厚大部位为三道庄北西向箱状背斜轴部，

以此为界，南翼以钼矿为主，主要产出隐伏岩体与栾

川群地层的内外接触带中，以外接触带为主；北翼以

钨矿为主，主要产出在三川组二段矽卡岩层中。

石宝沟矿段共圈出 3 个钨钼矿体，矿体编号

SM1、SM2、SM3（图1c），平面上西起榆木沟口，东到

竹园沟，南北方向控制长度 4930 m，东西方向控制

长度 2750 m，面积约 10.80 km2，矿体垂向赋存标高

1533.90~-121.62 m。主矿体为SM2钨钼矿体，矿体

总体走向 320º，倾向以北东为主，局部向南西倾，倾

角平缓，在5º~16º之间，平均7º。工程控制北西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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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750 m，南北宽 2150 m，矿体水平投影面积 2.68

km2。矿体单工程最大厚度约 486.27 m，最小厚度

0.95 m，平均 21.28 m，赋存标高 852.00~-121.62 m，

埋深 600~1400 m。矿体形态呈巨厚层状、块状，具

有中心厚大，顶部周缘分支发散的特点，展布形态严

格受隐伏中酸性岩体控制，主要分布在隐伏岩体与

新元古界地层的内外接触带上，以内接触带为主。

矿石矿物成分复杂，主要金属矿物有辉钼矿、

白钨矿、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磁黄铁矿

和磁铁矿等。钨钼矿石结构主要为自形-半自形晶

粒状结构、交代-交代残余结构、包含结构、充填结

构，构造以细脉状构造、浸染状构造、块状构造等为

主。辉钼矿可见片状、束状和放射状结构。

4 结论(Conclusions)
(1) 栾川矿集区深部钨钼矿床成因为斑岩-矽

卡岩型，主要受深部侏罗纪末隐伏花岗岩体和逆冲

推覆构造体系的联合控制。厚大钨钼矿体主要赋

存在大岩基的凸出部或凹陷处外接触带矽卡岩中，

钨矿体的品位和规模取决于大理岩的钙质含量和

厚度，以三川组上段大理岩为最佳成矿部位。

(2) 深部钻探工程证实南泥湖、三道庄、上房沟

等超大型矿床的矿体在深部延伸连接为一体，同时

在外围及深部探明了巨大的资源储量，形成世界级

钼钨矿田。截止到2019年底，整装勘查区内累计查

明金属量 631.17 万 t，WO3 138.28 万 t，铅 99.18 万 t、

锌337.83万 t、银1120.83吨、铜8.29万 t。

(3) 通过对前人及本次钻孔资料统计研究，得出

了钨钼矿体的最佳成矿范围为隐伏岩体内外接触

带 300 m附近，并构建三维地质深部预测模型对区

内2000 m以浅钨钼矿进行了定位定量预测，预测钼

资源潜力1448万 t，WO3 425万 t，显示了栾川矿集区

深部继续找矿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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