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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桐柏山区桐树庄异常查证的回顾和启示

徐友灵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调查队，河南信阳，４６４０００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河南桐柏地区的桐树庄银异常自发现至钻探见矿的２０余年的复杂查证过程。在查证过

程中， → →查证工作区域由老和尚帽金银异常 老和尚帽北带银异常 桐树庄— →老虎洞沟异常 桐树庄异常，范

围逐级缩小；工作比例尺由 → →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逐步增大；工作方法包括了区域化

探、局部化探、地质—地球化学剖面测量、地球物理探测以及槽探和钻探，由单一到多种方法综合实施；认识上从“矿

致异常”，经“非矿致异常”，再回到“矿致异常”；“异常源”解释由大理岩中的含碳夹层到隐伏花岗斑岩。回顾体现了

深部找矿工作的难度，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必要性，以及综合运用先进成矿理论和多种勘查技术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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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柏山北坡金银成矿带是中国重要的变质碎屑

岩型金银成矿带之一，划分为三个近东西向亚带（河

南省地勘局第三地质调查队?）。南亚带有上上河、

老湾大型金矿床，北亚带有破山、银洞坡大型银、金

矿床，中亚带矿床较少。１９８６年桐柏—信阳地区

１∶２０００００区域化探扫面发现了中亚带的老和尚帽

银异常。１９８８年，１∶２５０００水系沉积物测量将老

和尚帽银异常进一步分解为两个异常带，即南部的

老湾—鸿仪河和歇马岭—清泉寺两个以金异常为主

的异常带，北部为以银为主的桐树庄—老虎洞沟和

二十亩地两个异常带（河南省地勘局第三地质调查

队?）。虽然将老和尚帽异常进行了分解定位，但地

质踏勘检查未能发现含矿地质体。１９８９年地调三

队?对 其 中 的 桐 树 庄—老 虎 洞 沟 异 常 带 开 展

１∶１００００土壤测量，将异常带分解为桐树庄、老虎

洞沟两个异常浓集中心；并认为桐树庄异常浓集区

的规模大、强度高、浓度分带清晰，是矿致异常，随即

利用地表工程揭露等手段进行查证，但仍未发现含

矿地质体。１９９０年河南省地勘局第三地质调查队

对桐树庄异常开展１∶５０００岩石测量，将其分解为

互不相连的点异常，经资料整理和分析研究，定性为

分散矿化引起的非矿异常?，自此结束了桐树庄异

常的查证工作。２００５年在桐柏地区银多金属资源

大调查中，河南省地调三队?对桐树庄异常资料进

行重新整理、分析，认为具有找矿潜力。应矿山公司

邀请和出资，在可控源大地音频测量工作的支撑下

（燕长海，２００７），于２００８年实施钻探验证，终于在孔

深１５０ｍ和３７０ｍ分别见矿，现转入矿产勘查阶段。

回顾既往，桐树庄异常经历了矿致异常、非矿致

异常、发现矿床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似乎突显了地

质、化探、物探相结合的重要性，或许可有效地避免

一些弯路。本文着重介绍这一认识过程的艰辛与思

考，供地学界同仁从中吸取教训，得到启示。

１ １∶２０００００地球化学异常

经１∶２０００００桐柏—信阳地区的区域地球化

学调查，在老和尚帽一带圈出以银金为主，伴有Ａｓ、

Ｓｂ、Ｐｂ、Ｚｎ、Ｃｄ、Ｂｉ、Ｗ、Ｍｏ的综合异常带，Ａｕ、Ａｇ异

常面积２００余平方千米，异常中心不完全重叠（图

１），具有南部金异常显著，北部银异常突出的特点。

北部银异常与南部金异常既分离又重叠 ，充分显示

了南金北银的分布态势。

南带金异常面积１９８ｋｍ２，呈近东西向带状分

布。分三个浓集中心，西段（新集）最高含量１８×

１０－９，中段（鸿仪河）金最高含量２０４０×１０－９，东段

（老湾）金最高含量８８×１０－９，同时发育有 Ａｇ、Ａｓ、

Ｈｇ、Ｓｂ、Ｐｂ、Ｚｎ、Ｂｉ、Ｗ 异常，中、东段异常发育在中

元古界龟山岩组地层中，而西段异常分布在古元古



图１桐柏地区金银异常示意图

Ｆｉｇ．１ＡｕａｎｄＡｇ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Ｔｏｎｇｂａｉａｒｅａ

界秦岭岩群中。

北带银异常呈北西—南东向带状分布，与古元

古界秦岭岩群及上古生界蔡家凹岩组地层走向一

致，面积１００ｋｍ２。Ａｇ最高含量１．９４×１０
－６，同时

发育有Ａｓ、Ｓｂ、Ｂｉ、Ｃｄ、Ｗ、Ｍｏ、Ｂｅ异常。

２ １∶２５０００水系沉积物测量

针对１∶２０００００水系沉积物测量所圈出的

Ａｕ、Ａｇ异常带，１９８８年开展了１∶２５０００水系沉积

物测量，测量面积２５０ｋｍ２。以１∶２５０００地形图为

野外工作用图，按０．２５ｋｍ２为一个采样格子（同时

也是分析格子），工作区采样密度１４．６个／平方千

米。分析数据置于格子中央，按内中外三个浓度带

直接勾绘地球化学异常图。

经１∶２５０００水系沉积物测量，原１∶２０００００

水系沉积物异常被分解为南北两个异常带。南异常

带东西长２３ｋｍ，南北宽１．２ｋｍ，位于老湾、松扒两

断裂之间，地层为中元古界龟山岩组，含老湾金矿

田；北异常带东西长１２ｋｍ，南北宽１．３ｋｍ，位于大

河、松扒两断裂之间，出露地

层为古元古界秦岭岩群及上

古生界蔡家凹岩组。其中，北

异常带以银异常为特征，包括

桐树庄—老虎洞沟和二十亩

地两个异常带（图２）。下面重

点讨论桐树庄—老虎洞沟银

异常。

在桐树庄—老虎洞沟银

异常带，除显著的 Ａｇ异常之

外，Ｐｂ、Ｚｎ、Ａｕ、Ａｓ、Ｓｂ、Ｂｉ、

Ｍｏ、Ｗ等元素异常也较明显。

银异常面积２１ｋｍ２，在吴太

河—桐树庄、大吴庄、老虎洞

沟出现三个具有内带的浓集

中心。经踏勘性检查认为，银

（金）成矿与后生地球化学作

用关系密切，特别是构造软弱

带；强烈的元素地球化学富集

为成矿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

础。经拣块样分析，硅化含炭

大理岩的银含量达 ６５．３×

１０－６，Ｐｂ含量达０．５５％；Ｍｏ

含量最高达０．０３％，来自花岗

质岩脉（脉宽约１ｃｍ），反映了

残余岩浆热液作用导致成矿

元素富集的特征。

虽然１∶２５０００水系沉积物测量把１∶２０００００

异常分解定位，但踏勘性检查并未能发现含矿地质

体；虽然个别硅化大理岩样品银铅成矿元素含量较

高，但地质体连续性较差，不足以引起如此大规模、

高强度的区域银异常；虽然同步实施了高精度磁测

和激电测量，但未能获得理想效果。因此，银异常的

地质原因仍未查明。为解决这一问题，正确认识银

异常，在１∶２５０００水系沉积物测量的基础上，１９８９

年对桐树庄—老虎洞沟银异常开展了１∶１００００土

壤测量。

３ １∶１００００土壤测量

１９８９年选择桐树庄—老虎洞沟银异常开展

１∶１００００土壤测量，野外采用１００ｍ×４０ｍ 网度，

１∶１００００地形图为野外工作用图，罗盘定向，测绳

量距，结合地形、地物直接定点采样。按１００ｍ×

８０ｍ作组合样分析，以内、中、外三个浓度带勾绘地

７２７第５期 徐友灵：河南桐柏山区桐树庄异常查证的回顾和启示



图２老和尚帽地区地球化学异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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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第四系；Ｅ犿—古近系毛家坡组；Ｐｚ２犮—上古生界蔡家凹岩组；Ｐｔ１狇狀—古元古界秦岭岩群；

Ｋ１Ｌａηγ—燕山期老湾二长花岗岩；Σ４—海西期超基性岩

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Ｅ犿—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ＭａｏｊｉａｐｏＦｍ．；Ｐｚ２犮—Ｕｐｐｅ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ＣａｉｊｉａｗａＲｏｃｋ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ｔ１狇狀—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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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桐树庄—老虎洞沟土壤银铅地球化学异常图

Ｆｉｇ．３ＡｇａｎｄＰｂ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ｓｏｉｌｓｉｎｔｈｅＴｏｎｇｓｈｕｚｈｕａｎｇ—Ｌａｏｈｕｄｏｎｇｇｏｕａｒｅａ

Ｑ—第四系；Ｐｚ１犵—下古生界孤山头组；Ｐｚ１犱犺３—下古生界大河组蔡家凹段；Ｐｚ１犱犺２—下古生界大河组马家祠堂段；

γ
３
４—海西晚期花岗岩；γπ—花岗斑岩脉；ρ—伟晶岩脉；χ—角闪辉石煌斑岩脉

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Ｐｚ１犵—Ｌｏｗｅ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ＧｕｓｈａｎｔｏｕＦｍ．；Ｐｚ１犱犺３—Ｃａｊｉａｗａ 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ＤａｈｅＦｍ．；Ｐｚ１ｄｈ２—

Ｍａｊｉａｃｉｔａｎｇ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ＤａｈｅＦｍ．；γ４
３—ＬａｔｅＨｅｒｃｙｎｉ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γπ—ｇｒａｎ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ｄｉｋｅ；ρ—ｐｅｇｍａｔｉｔｅｖｅｉｎ；χ—

ｈｏｒｎｂｌｅｎｄｅ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ｌａｍｐｒｏｐｈｙ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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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学异常图，将其分解为桐树庄和老虎洞沟两个

异常浓集中心。下面重点讨论桐树庄异常浓集区。

桐 树 庄 异 常 长 ２．７ｋｍ，宽 １．８ｋｍ，面 积

４．９ｋｍ２，浓度分带清晰，Ａｇ、Ｐｂ内中带发育（图３）。

分析认为其属矿致异常，随即在异常浓集地段开展

地质—地球化学剖面测量，配合槽探等揭露工程，进

行异常查证，并在硅化含炭大理岩中发现零星高含

量点，但仍未查明引起异常的关键地质因素。１９８９

年下半年，开展了１∶１００００比例的激电测量，但因

受含炭大理岩干扰，效果不明显。

１９９０年，通过综合整理已获资料，结合异常强

度、规模以及元素组合等特征综合分析，仍坚持认为

其属于矿致异常。于是提出了以１∶５０００岩石测量

为主，配合１∶５０００地质填图的又一次查证工作方

案，并在征得了河南省地矿厅同意后实施。

表１桐树庄异常与其他矿床异常特征值对比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犳狅狉犱犻犪犵狀狅狊狋犻犮狏犪犾狌犲狊狅犳犪狀狅犿犪犾犻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

犜狅狀犵狊犺狌狕犺狌犪狀犵犃狀狅犿犪犾狔犪狀犱犪狀狅犿犪犾犻犲狊犻狀狅狋犺犲狉狅狉犲犱犲狆狅狊犻狋狊

异常名称 元素组合
异常面积

（ｋｍ２）

银最高含量

（×１０－６）

银平均含量

（×１０－６）

桐树庄银异常 Ａｕ、Ａｇ、Ｐｂ、Ｚｎ、Ｃｕ、Ｍｏ、Ａｓ、Ｓｂ ０．８３ ２２．３ ２．９１

破山银异常 Ａｇ、Ｐｂ、Ｚｎ、Ｃｕ ０．５８ ５００ ４１．０４

老洞坡银异常 Ａｇ、Ｐｂ、Ｚｎ、Ｃｕ、Ｍｏ ０．３４ ２５．５ ９．７

银洞岭银异常 Ａｇ、Ｐｂ、Ｚｎ、Ｃｕ、Ｍｏ、Ａｓ、Ｓｂ、Ｂｉ ０．２８ ７ ０．９８

４ １∶５０００岩石测量

１∶５０００岩石测量面积为０．８ｋｍ２，网度５０ｍ×

１０ｍ，基线布设采用０１０Ｂ型经纬仪半测回观，测水

平角和垂直角，ＲＥＤＺＬ型红外线测距仪测距，测量

精度符合要求，基线点留有固定标志。样品测试由

地调三队实验室完成，分析元素为Ａｇ、Ｐｂ、Ｚｎ、Ｃｕ、

Ｍｏ、Ｎｉ、Ａｓ、Ｓｂ。图件编制按内、中、外三个浓度带，

结合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地质特征，在原始数据图

上直接勾绘地球化学异常图（河南省地调三队?）。

１∶５０００岩石测量结果将桐树庄银异常分解

成支离破碎的点异常（图４），据此认为桐树庄银异

常为分散矿化，无找矿意义，结论的主要依据是∶

（１）地层、岩性对成矿的控制：区域上蔡家凹岩

组是金、银成矿带的一部分，金银元素含量受地层岩

性控制，大理岩建造中的炭质绢云石英片岩等岩石

含量明显较高（陈衍景等，１９９３），大理岩本身不含

矿，仅局部出现分散矿化。由于矿化岩石分布规模

小，一般小于１００ｍ×１０ｍ，因而认为异常区虽然具

有成矿层位和岩性，但不具规

模。

（２）构造对成矿的控制：异

常区褶皱及断裂构造简单，总

体为一单斜地层，仅发现一条

断裂构造，分布在大理岩内及

接触带上，构造带内未见蚀变

及矿化，构造控矿不明显。

（３）蚀变对成矿的控制：与

银、铅矿化关系密切的蚀变为

硅化、绿泥石化及绢云母化。这些蚀变在异常区分

散，且规模小，致使异常区矿化规模随地质体的蚀变

规模形成小而分散的矿化地质体。

（４）岩浆活动对成矿的控制：花岗斑岩、闪长岩、

酸性花岗岩以及经混合岩化形成的混合岩，在异常

区多处分布，但规模小。区域上，在蔡家凹岩组发现

的矿化体均与侵入岩规模明显密切相关，侵入体规

模越大，矿化体规模也越大。由于异常区侵入体规

模小，因此认为矿化体规模也小。

（５）次生富集与矿化的关系：根据异常区各成矿

元素的分布、分配及富集特征，认为异常区属于Ａｇ、

Ｐｂ高背景区。研究区后生地球化学作用强烈，叠加

强度高，导致了异常区具有强度高的银、铅异常；而

且，在表生作用下，银、铅等元素进一步次生富集，形

成较强的大面积次生地球化学异常。由于矿床形成

取决于成矿地质作用的强弱，因此认为，虽然次生异

常有一定规模，但很难形成具有规模的矿体。

（６）矿化地段的地球化学条件：经１∶５０００岩

石测量，Ａｇ、Ｐｂ、Ｚｎ、Ｃｕ、Ａｓ、Ｓｂ等元素异常面积小，

浓集中心分散，不具备形成有一定规模矿床的地球

化学前提条件。

（７）地球物理条件：根据老湾、歇马岭等矿区激

电测量成果，一般在金、银矿体上视极化率（ηｓ）在

７％～８％。异常形态规整，视电阻率１０００Ω·ｍ左

右，并同时出现有一定规模的地球化学异常则为矿

异常。桐树庄异常虽有４％～５％的激电异常，电阻

率在１００～３００Ω·ｍ 之间，且受含炭岩石强烈干

扰，具低阻特征的激电异常，对本区找矿无指示意

义。

根据区内成矿地质条件，地球化学条件及地球

物理条件等因素综合分析认为，异常区存在小规模

银铅钼矿化，且矿化较为分散 （参见李法岭，

２００９）。

受上述成矿条件分析和最终结论的影响，桐树

９２７第５期 徐友灵：河南桐柏山区桐树庄异常查证的回顾和启示



图４ 桐树庄岩石测量地球化学异常图

Ｆｉｇ．４ＡｇａｎｄＰｂ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ｒｏｃｋｓｉｎ

ｔｈｅＴｏｎｇｓｈｕｚｈｕａｎｇａｒｅａ

Ｑ—第四系；Ｐｚ２犮—上古生界蔡家凹岩组；Ｐｔ１狇狀—古元古界秦

岭岩群；δ—闪长岩；γπ—花岗斑岩脉；γ—花岗岩脉；ξх—煌斑

岩脉；１—地质界线；２—断层；３—地层产状

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Ｐｚ２ 犮—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Ｃａｉｊｉａｗａ Ｒｏｃｋ

Ｆｒｏｍａｔｉｏｎ；Ｐｔ１狇狀—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Ｑｉｎｌｉｎｇ Ｒｏｃｋ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δ—ｄｉｏｒｉｔｅ；γπ—ｇｒａｎ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ｄｙｋｅｓ；γ—ｇｒａｎｉｔｅｄｙｋｅ；ξх—

ｌａｍｐｒｏｐｈｙｒｅ１—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２—ｆａｕｌｔ；３—ｓｒｉｋｅｓｌｉｐ—

ｄｉｐｏｆｓｔｒａｔｕｍ

庄银异常查证工作宣告结束。

５ 再认识

在沉睡十余年之后的２００３年，河南省地勘局第

三地质调查队启动了国家资源大调查项目———“河

南省桐柏地区银多金属调查评价”。根据研究区经

历了强烈的中生代碰撞造山—成矿事件，可发育多

种类型的金属矿化（陈衍景和富士谷，１９９２；张静

等，２００６），重新整理、分析了桐树庄异常探测和研

究资料，认为桐树庄异常可能包括了两类矿化，一是

Ａｇ、Ｐｂ多金属矿化，二是 Ｍｏ、Ｃｕ矿化。其中，Ｍｏ

地表最高含量１６０×１０－６，异常范围大，但大理岩中

Ｍｏ含量极低，而地表花岗斑岩脉规模极小，很难导

致强度高、规模大的异常，因此推测有隐伏花岗斑岩

体存在。Ａｇ、Ｐｂ异常与桐柏山区造山型银金矿床

（陈衍景，２００６）异常元素组合和类型相似（表１），异

常面积大，强度中等，具有造山型矿床的寻找潜力；

按异常特征值预测，潜在银资源量为２７１９吨（河南

省地质调查院?）。

经地质填图，首先获得两种不同认识。其一，桐

树庄一带的大面积蔡家凹岩组大理岩是盖层，深部

有隐伏岩体，否则对桐树庄异常就无法解释；其二，

１∶５０００岩石测量反映的是已暴露地表的岩石异常

特征，是异常假像，而水系沉积物和土壤测量结果才

能反映异常的真实面貌。经过反复分析、讨论，最终

一致认为桐树庄异常区是否存在隐伏斑岩型矿化

体，特别是上覆上古生界蔡家凹大理岩与隐伏花岗

斑岩体接触界面，应是引起Ａｇ、Ｐｂ异常的异常源，

是实现找矿突破的关键。

基于上述认识，２００６年在异常区开展了可控源

音频大地电磁剖面测量（图５），在相对低阻的片麻

岩系中清晰显示了高阻地质体存在。根据区域地质

背景，认为高阻体是隐伏花岗斑岩体，其外接触带是

０３７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０年



图５桐树庄地区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剖面测量图（据燕长海等，２００７）

Ｆｉｇ．５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ｄｇｅ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ｔｈｅＴｏｎｇｓｈｕｚｈｕａｎｇ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ＹａｎＣ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Ｐｔ１狊—古元古界秦岭岩群石槽沟岩组；Ｐｔ３—Ｐｚ１犱狀—新元古界—下古生界丹凤岩群；Ｐｚ２犮—上古生界蔡家凹岩组；ρ—花岗伟晶岩脉；γπ—

花岗斑岩脉；１—花岗质片麻岩；２—白云斜长片岩；３—斜长角闪岩；４—石墨白云质大理岩；５—韧—脆性逆掩断层；６—逆断层；７—正

断层

Ｐｔ１狊—Ｓｈｉｃａｏｇｏ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ｎｌｉｎｇＲｏｃｋＧｒｏｕｐ，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Ｐｔ３—Ｐｚ１犱狀—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Ｌｏｗｅ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ＤａｎｆｅｎｇＲｏｃｋ

Ｇｒｏｕｐ；Ｐｚ２犮—Ｕｐｐｅ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ＣａｉｊｉａｗａＲｏｃｋ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ρ—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ｐｅｇｍａｔｉｔｅ；γπ—ｇｒａｎ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ｄｙｋｅ；１—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ｇｎｅｉｓｓ；２—

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ｓｃｈｉｓｔ；３—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４—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ｄｏｌｏｍｉｔｉｃｍａｒｂｌｅ；５—ｄｕｃｔｉｌｅ—ｂｒｉｔｔｌｅ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ｔｈｒｕｓｔ；６—

ｒｅｖｅｒｓｅｆａｕｌｔ；７—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

找矿有利地带，应予以钻探验证。

６　钻探验证

桐树庄异常探矿权归淅江一家私人矿业公司所

有，在河南省地调院彭翼等人的指导下，该公司于

２００７年施工钻孔，在孔深１５０ｍ和３７０ｍ分别见两

条钾长岩脉（李法岭，２００９）。岩石是粗粒结构，主要

矿物为钾长石、斜长石，其次方解石、石英和绢云母。

金属矿物含量１％～２％。上部钾长岩脉具钼、银矿

化，钼品位０．０１６％～０．２５％，银１４．１×１０
－６；下部

岩脉银１２０×１０－６～２７８×１０
－６，金４．５０×１０－６～

５．９１×１０－６。

钻孔已见矿，在孔深４００ｍ 时未再往下施工。

我们反复强调孔深８００～１０００ｍ时能把盖层穿透，

在盖层与隐伏花岗斑岩体之间的推伏界面会有更好

矿体，但未被采纳。在施工４个浅钻之后，便转入了

矿产开发。

７　启示和建议

在２０多年的桐树庄异常的认识、评价、钻探验

证过程中， →工作空间范围由老和尚帽金银异常

→老和尚帽北带银异常 桐树庄—

→

老虎洞沟异常

桐树庄异常浓集中心，至隐伏花岗岩高阻体与

盖层大理岩低阻体接触带，找矿靶区逐级缩小；工作

比例尺由 → →

→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逐步增大；工作方法包括了区域化探

扫面、水系沉积物测量、土壤测量、地质—地球化学

剖面测量、激电测量、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剖面测

量、槽探和钻探，由单一到多种方法综合实施；认识

→ →上由矿致异常 非矿致异常 矿致异常，“异常

源”由大理岩中的含碳夹层到隐伏花岗斑岩，经历了

→ → →认识 实践 再认识 再实践的反复。充分

体现了深部找矿工作的艰辛，以及综合运用先进成

矿理论、勘查技术的重要性。

寻找深部矿床已成为地质科技工作者的重要研

究课题和主要任务。面对寻找隐伏矿床的艰巨任

务，既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又需要技术方法的创新；

既需要典型矿床的精心研究，又需要对成矿（区）带

进行综合分析；既需要对近年来所发现的区域（局

部）地球化学异常及各种找矿信息（包括已知矿点、

矿化点）的精心筛选、评序，又需要逐步缩小靶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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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位。在此形势下，把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

等方法密切结合起来，深入分析成矿条件、成矿规

律，在物探测深支撑下，实现深部定位预测，引领钻

探等深部找矿验证工程实施，应是非常有效的找矿

途径。

致谢：该文在拟写过程中得到韩存强、任爱琴高

级工程师的指导和帮助；在编审过程中有幸得到陈

衍景教授和章雨旭研究员的补充和修改，在此一并

致谢！

注　释　／　犖狅狋犲狊

? 河南省地勘局第三地质调查队．１９９３．桐柏－大别造山带地质、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找矿模型研究及预测．

? 河南 省 地 勘 局 第 三 地 质 调 查 队．１９９８．河 南 桐 柏 桐 树 庄

１∶２５０００水系沉积物测量报告．

? 河南 省 地 勘 局 第 三 地 质 调 查 队．１９８９．河 南 桐 柏 桐 树 庄

１∶１００００土壤测量报告．

? 河南省地勘局第三地质调查队．１９９０．河南桐柏桐树庄１∶５０００

岩石测量报告．

?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２００２．河南省桐柏地区银多金属调查评价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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