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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濉溪县杨桥孜铜金矿床是皖北地区最大的矽卡岩型金矿床#该矿床处于皖北平原$地表被厚层第四系

覆盖$找矿难度大$是地质工作者通过
#*

余年的地质与物探综合研究$应用模式找矿的成功范例#矿床矿体以铜

金共生为主$兼有铁%银%钼%硫%钨矿体$并伴生镓%硒%碲等稀有元素#该矿床的发现为覆盖区找矿及华北地台寻

找矽卡岩型金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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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县杨桥孜铜金矿位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

四铺乡$属淮北平原$地表被第四系覆盖$下覆基岩

为古生代寒武'二叠纪地层和燕山期闪长岩体#矿

化受三铺岩体与寒武系接触带控制$属矽卡岩型矿

床$以铜金共生为主$金矿达中型规模$是迄今皖北

地区发现的最大规模的金矿床$同时还共伴生铜%

铁%银小型矿床各$发现存在钼%硫%钨独立矿体$伴

生镓%硒%碲等稀有分散元素丰富#杨桥孜铜金矿是

华北地台区为数不多的矽卡岩型独立金矿之一$且

多矿种共伴生$稀有元素丰富#该矿床处于皖北平

原$属黄淮海冲积平原$地表第四系松散层覆盖厚度

+**;

左右$找矿难度大#该矿床的发现不仅实现

了物探技术在厚大覆盖区深部找矿的突破$同时可

为相邻的河南%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山西等省市

具有相似地质背景地区该类矿床的找矿突破提供参

考#

!

杨桥孜金矿床的发现

杨桥孜金矿床的发现主要分三个阶段(

!

+

"物探异常验证$钻探发现三铺矽卡岩型铁铜

矿产地#

+C"+

年前人在三铺地区发现航测磁异常并得

到地磁测量验证#

+C",

!

+C>@

年$安徽省地质局

!),

地质队依据磁异常钻探验证和勘查评价$发现

了刘楼%陈庄%前常和三铺等铁矿床$主要矿种为铁

矿$部分矿床发现有共伴生铜金矿#经过进一步深

入研究$发现这些矿床为矽卡岩型铁铜矿床$引起了

地勘科研单位和学者对皖北三铺地区的重视#

!

)

"磁异常验证发现了铁矿体$拉开了该区找矿

序幕$并取得了重要进展#

+C>@

年$安徽省地质局
!),

地质队在杨桥孜矿

段地磁异常进行钻探验证$在
DE*+

孔于
)*C'*>

!

))+'*,;

处发现了视厚
++'+@;

的磁铁矿体$后续

工作中发现了独立铜金矿体$进而加大该区钻探工

作量$获得铁矿石
#)'C!

万
<

$金金属量
!',#<

!含伴

生金
*'"#<

"$铜金属量
+',+<

#杨桥孜铜金矿勘查

取得重要进展#

!

!

"综合勘查和科学研究探明资源量$取得重要

成果#

+C@*

!

+C@,

年$安徽省地矿局针对三铺地区金

属矿勘查难题$专门设立了科研项目$向省
!),

地质

队下达了)安徽省濉溪县三铺地区铁铜矿成矿地质

条件及找矿方向*研究课题#由于矿区第四系覆盖

厚达
@*;

以上$地表无露头$地表地质工作无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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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同时深部铜金矿体规模小%厚度薄$多数不与磁铁

矿体共生$磁异常或不明显$或很弱$找矿进展缓慢#

)**,

年$安徽省勘查技术院在承担省地质勘查

项目)淮北市前常'徐楼地区铁铜矿产资源预查及

覆盖区综合找矿方法研究*$通过物探技术与地质研

究相结合的综合找矿方法$发现三铺地区矿床主要

受平山背斜构造两翼与岩体接触带控制$铜金矿体

主要受岩体与寒武系毛庄组和徐庄组接触带控制$

查明了安徽省濉溪县岩体与奥陶系接触形成徐楼式

单一铁矿%岩体与寒武系接触形成前常式铁铜金矿

成矿特征$在此基础上开展杨桥孜矿区勘查评价工

作$发现了中型规模的杨桥孜金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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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概况

矿区属淮北平原$地表被第四系松散层覆盖$基

岩为古生代地层和燕山期岩体$埋深约
@*

!

!**;

#

矿化主要发生在燕山期三铺岩体石英二长闪长玢岩

与古生代寒武系海相碳酸盐岩'碎屑岩接触带及其

附近#共有
#

个矿段$其中杨桥孜矿段为主矿段$以

铜金为主$其它矿段为次要矿段$各矿段之间相对独

立$矿体基本不连接$矿化特征也各不相同(刘楼村

矿段以含铜金磁铁矿为主&小任家矿段以铁和铁硫

矿为主$含少量铜矿$不含金矿&枣孤堆矿段以钼铜

金为主$无铁矿#全矿共发现
>+

个矿体$其中主要

矿体有
"

个#主矿种为铁%铜%金$次要矿种为钼%

硫#铜平均品位
*'@,F

$金平均品位
!'"C

G

+

<

$伴生

铁%钨%钼%银等#

#

!

区域地质特征

#$!

!

地层

!!

杨桥孜铜金矿床处于宿徐弧形褶皱构造与符离

集东西向区域性断裂构造!宿北断裂"交汇部位,

)

-

$

矿区所在区域被第四系覆盖$基岩以古生代地层为

主!图
+

"#

第四系广泛覆盖$厚度约
+**

!

!,*;

$主要由

粘土%亚粘土和砂层组成#寒武系!

$

"为第四系覆

盖层下的基岩$以开阔台地海相碎屑岩'碳酸盐岩

沉积为主$主要岩性有条带状白云质灰岩%泥灰岩%

粉砂质页岩%页岩等#奥陶系!

H

"为标准地台型开阔

台地海相碳酸盐类沉积$主要岩性为灰岩和白云岩#

石炭系和二叠系!

I?A

"为一套海陆交替相的碳酸盐

类%碎屑岩类和煤系地层$是区内主要产煤地层#

中上寒武统毛庄组%徐庄组%风山组为富镁碳酸

盐岩类地层$成矿物质丰富$对形成铁%铜%金矿等成

矿有利$是矽卡岩型铁铜矿和铜金矿的主要赋矿层

位#

#$"

!

岩浆岩

区内燕山期岩浆岩以中'浅成侵入岩为主$岩

性以中性闪长岩类为主$其次是酸性花岗岩类及基

性辉绿岩#岩浆岩产状多以岩床%岩株为主$少数为

岩墙#岩体多为具多次侵入活动形成的复式岩体$

分布范围广泛$岩体规模较大$主要有三铺岩体%大

何家岩体%王场岩体和徐楼岩体等#

三铺岩体平面呈北西'南东向延长约
+CJ;

$

与围岩的下接触带界面倾向岩体方向$倾角
,*K

!

>*K

$为)下小上大)的蘑菇状岩株#岩体与围岩的接

触带复杂$岩体边缘具多层分叉侵入于围岩中的特

点#

三铺岩体由燕山中期第一次石英二长闪长!玢"

岩%第二次多斑石英二长闪长玢岩%第三次花岗闪长

斑岩和燕山晚期第一次细粒石英二长闪长玢岩%第

二次石英闪长玢岩组成$属于中性闪长岩'石英二

长闪长岩复式杂岩体$中'浅成侵入#三铺岩体矿

物成分为斜长石!

,)F

!

"#F

"%钾长石!

,F

!

+)F

"%角闪石!

+>F

!

!,F

"%石英!

,F

!

+,F

"%黑

云母!

)F

!

,F

"和少量磁铁矿%锆石%榍石%磷灰石

等副矿物#

三铺岩体接触带是区内最重要的控矿构造$两

个鞍状弯曲接触带是成矿最有利的地区#一是杨桥

孜弯曲接触带$位于三铺岩体北部接触带中段$北部

接触带呈)

L

*状弯曲形态$整体近东西向分布$在杨

桥孜地区接触带向岩体内侧呈鞍状弯曲$地层被东

西向构造破坏较轻$有利成矿和矿体保存#二是前

常弯曲接触带$位于三铺岩体西南接触带中段$西南

部接触带整体呈北西向展布$在前常矿区附近也存

在向岩体内侧鞍状弯曲的现象#

)

个鞍状弯曲接触

带地区都有矿床存在$前者为杨桥孜铁金!铁"矿床$

后者为前常铁铜矿%前常东矿段铁铜矿和三铺铁矿

等矿床$均为矿床集中出现的地区!图
+

"#

#$#

!

构造

区内构造以北北东'近南北向弧形构造为主#

古生代地层在印支'燕山早期构造活动中形成一系

列近南北'北北东向弧形褶皱构造$构成著名的宿

徐旋卷构造,

"

-

$以复式背%向斜构造形式出现$主要

有闸河复向斜%皇藏峪复背斜%百善向斜%任楼向斜

和石弓背斜等#

符离集断层经过矿区$为淮北地区最大的一条

区域性大断裂$断层面北倾$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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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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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桥孜地区地质构造略图!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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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近系&

)?

二叠系&

!?

石炭系&

#?

奥陶系&

,?

寒武系&

"?

石英二长闪长玢岩&

>?

辉长闪长玢岩&

@?

矽卡岩&

C?

实测断层&

+*?

推测

断层&

++?

矿段范围&

+)?

矿产地&

+!?

磁化极异常等值线

平山背斜为皇藏峪复背斜构造组成部分$分布于三

铺%前常%二铺等地古生代地层构成平山背斜的西南

翼$走向北西$倾向西南#小任家%杨桥孜等地古生

代地层为平山背斜的北东翼$走向北西$倾向北东#

三铺岩体沿平山背斜构造核部侵入$古生代地层多

被侵蚀#由于受后期上升运动影响$平山背斜核部

地层和三铺岩体的上部遭受了强烈剥蚀$仅有平山

背斜构造残缺不全的两翼被保留#由于三铺岩体侵

蚀古生代地层不彻底$在岩体内部保留了大量围岩

捕掳体$也是平山背斜构造两翼的组成部分!图
+

"#

#$%

!

矿产分布及赋矿特征

三铺岩体与平山背斜构造两翼接触带和围岩捕

掳体接触带是成矿最有利的部位$在平山背斜西南

翼形成了陈庄铁矿%三铺铁矿%前常铁铜矿%前常东

铁铜矿&在平山背斜东北翼形成了刘楼铁矿%杨桥孜

铜金矿%廖家铁矿%秦楼铜金矿#矿体产于三铺岩体

石英二长闪长玢岩与寒武系毛庄组%徐庄组和凤山

组接触带附近或层间裂隙中$铁铜矿赋矿层位为凤

山组$而铜金矿赋矿层位主要为毛庄组和徐庄组#

%

!

矿区地质特征

杨桥孜铜金矿区位于三铺岩体北接触带西'中

段$处于宿徐弧形褶皱带之平山背斜东北翼$呈单斜

构造$走向北西$倾向北东#区内基岩大部分为岩

体$仅在北侧边缘部位存在古生代地层$符离集断层

大致沿三铺岩体北接触带呈近东西向从矿区穿过#

矿区地表被第四系覆盖$厚
,C'*

!

C)',";

#

据钻孔揭露$地层主要有寒武系中统毛庄组!

$

)

!

"

大理岩%蛇纹石化大理岩%白云质大理岩%条带状大

理岩及角岩&徐庄组!

$

)

"

"鲕状白云质大理岩%条带

状大理岩%蛇纹石化大理岩%白云质大理岩%泥岩及

长英质黑云母角岩&张夏组!

$

)

#

"鲕状大理岩%斑纹

状白云质大理岩%鲕状白云质大理岩夹瘤状白云质

大理岩&寒武系上统!

$

!

"为灰质白云岩%白云岩夹

泥质白云岩%粉屑泥晶白云质灰岩%豹皮状%斑纹状

泥晶白云质灰岩%鲕状白云质大理岩互层&奥陶系下

统贾汪组!

H

+$

"页片状泥质白云岩%泥质灰岩及页

岩&萧县组!

H

+

"

"灰岩%斑纹状白云质灰岩%灰质白

云岩%角砾状泥质灰岩及页片状泥质灰岩&马家沟组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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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汪青松$等(皖北濉溪县杨桥孜铜金矿床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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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

"灰岩%斑纹状白云质灰岩%灰质白云岩&石炭

系上统!

I

)

"细粒长石石英砂岩%粉砂质泥岩%含铝

土质泥岩%灰岩和煤层#其中毛庄组!

$

)

!

"%徐庄

组!

$

)

"

"为主要赋矿围岩#

杨桥孜矿区岩浆岩为三铺岩体$主要岩性为石

英二长闪长!玢"岩#矿区寒武系赋矿围岩多以捕掳

体形式存在于三铺岩体内$或以残留体存在于三铺

岩体顶部#区内围岩矽卡岩化强烈$接触带透辉石%

石榴子石%绿帘石矽卡岩发育$常形成透辉石磁铁矿

矿石#自岩体向围岩(依次发育蛇纹石化$常形成含

铜蛇纹岩%含铜蛇纹石磁铁矿%大理岩及角岩$并叠

加绿泥石化%碳酸盐化%钾长石化等热液蚀变#

&

!

矿床地质特征

矿体主要赋存在三铺岩体与寒武系接触带内#

三铺岩体内残留的寒武系围岩捕虏体接触带及其层

间裂隙是矿体赋存的主要场所#

&$!

!

矿带特征

杨桥孜铜金矿体主要产于三铺岩体与中寒武统

毛庄组%徐庄组接触带及其附近#从岩体接触带向

外侧矿化呈有规律的变化$可依次划分为
#

个矿化

带!图
)

"#

铁铜金矿化带!

"

"(位于主接触带附近$矿化发

生在岩体与毛庄组主接触带及其附近$主要被

DE!*+

%

DE!*)

%

DE!*,

和
DE>*!

孔控制$以含金铁

铜矿%铜金矿为主$在岩体内部有单一铁矿出现#主

要矿石类型为含铜矽卡岩%透辉石磁铁矿等#主要金

属矿物以磁铁矿%黄铜矿%自然金为主$次为斑铜矿%

自然银%辉铜矿%铜蓝等#矿体呈似层状$长
)**;

$

延伸
,**;

$视厚度
+*'C*

!

++'@C;

$倾向北东$倾

角
"@K

#矿体铜品位
+F

!

+'"!F

$金品位
,')+

!

,'

@C

G

+

<

$全铁品位
#+'!F

!

#!'CF

#

钼铜金矿化带!

#

"(位于主接触带外侧毛庄组

地层中$矿化发生于毛庄组与顺层侵入的小岩支接

触带上$主要由
DE,*@

%

DE!*!

和
DE*,

孔控制$以

含金铁铜矿%铜金矿为主$铜金品位较富$伴有钼矿

化存在$钼可形成独立矿体#矿体规模较大$矿体分

布较集中$呈带状分布#主要金属矿物以黄铜矿%斑

铜矿%自然金为主$次为铜蓝%蓝铜矿%辉铜矿%黄铁

矿等#矿体呈薄板状或透镜状$长
+**;

$延伸
+**

!

+"*;

$视厚度
)

!

+*'#;

$倾向北东$倾角
")K

#

矿体铜品位
*'#F

!

)'@)F

$金品位
*')!

!

@')@

G

+

<

#

铜金矿化带!

$

"(位于主接触带外侧徐庄组地

层中$矿化发生在徐庄组中下段与顺层侵入的小岩

支接触带上$主要由
DE*)

%

DE*,

%

DE!*)

%

DE!*!

%

DE!*,

和
DE>*!

控制$以铜金矿为主$无钼矿化存

在#矿体规模较大$矿体分布较集中$呈带状分布#

主要金属矿物以黄铜矿%斑铜矿和自然金为主$次为

蓝铜矿%辉铜矿%黄铁矿等#矿体呈似层状或透镜

状$长
+>@

!

)#,;

$延伸
+!!

!

#"!;

$视厚度
#'+,

!

+)'*,;

$倾向北东$倾角
,,

!

">K

#矿体铜品位

*'@!F

!

+'),F

$金品位
+'CC

!

+>'+

G

+

<

#

含金铜矿化带!

%

"(位于主接触带外侧徐庄组

地层中$矿化发生在徐庄组中上段与顺层侵入的小

岩支接触带上$主要由
DE#*,

%

DE#*>

%

DE*,

%

DE*C

孔控制$以铜金矿为主$主要矿石类型为含铜矽卡岩

化大理岩#金品位较低$多数在工业品位以下$矿体

个数多$分散不集中$呈带性差#主要金属矿物以黄

铜矿%斑铜矿%磁铁矿为主$次为铜蓝%辉铜矿%黄铁

矿等#矿体呈薄板状或透镜状$长
+##

!

)##;

$延

伸
+!>

!

!!*;

$视厚度
+',

!

@'C,;

$倾向北东$倾

角
#+

!

")K

#矿体铜品位
*'))F

!

#'+)F

$金品位

*'+"

!

C'+"

G

+

<

#

&$"

!

矿体特征

矿区由东向西划分为杨桥孜%枣孤堆%小任家%

刘楼村四个矿段$共圈定
>+

个铜金铁钼硫矿体#矿

体呈透镜状%似层状%薄板状$矿体形态复杂$具膨

胀%收缩%分叉现象$走向北西$倾向北东$倾角
##

!

",K

#其中杨桥孜矿段有四个主要矿体!

#

#

%

$

+

%

%

,

和
%

"

"$

#

#

号矿体是最大铜金矿体$

%

"

号矿体

是最大铁铜金矿体#

#

#

号矿体埋深最浅!

U""

!

U,!);

"$

%

"

号矿体最深且斜深最大!

U)"*

!

U>#*;

"#矿体长为
>,

!

!>*;

$沿倾向延伸
+**

!

)**;

$最大达
,!!;

&矿体厚
+'**

!

+"')";

$最

大可达
+C'!,;

!

%

"

号矿体"#

&$#

!

矿石特征

矿石工业类型主要为铜金矿石%铜金铁矿石%金

矿石%铜矿石%铜铁矿石%铁矿石%钼矿石%硫铁矿石

等#

矿石自然类型主要有铜金!铁"矽卡岩矿石%含

铜金!铁"蛇纹岩矿石%含铜金大理岩矿石%含钼石英

二长玢岩矿石#主要金属矿物有磁铁矿%黄铜矿%斑

铜矿%自然金%辉钼矿%黄铁矿$少量假象赤铁矿%赤

铁矿%镁磁铁矿%辉铜矿%铜蓝矿等#脉石矿物有石

榴子石%透辉石%透闪石%绿帘石%绿泥石%硅灰石%蛇

纹石等#铜金矿石有用矿物以黄铜矿$斑铜矿%自然

金为主$铜铁金矿石以磁铁矿%黄铜矿%自然金为主$

铁矿石以磁铁矿为主$钼矿石辉钼矿为主#矿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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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杨桥孜矿段
!

线地质剖面图!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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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带编号

要有用组分为
I0

%

B0

%

M.

%

X%

%

3

$共伴生
B0

%

B

G

%

I0

%

M.

%

X%

%

3

%

N6

$局部伴生
L

%

3.

%

Y.

#金矿石
B0

含量最高
,)',@

G

+

<

$一般含量
+'!*

!

+*'+#

G

+

<

$平

均
!'>*

G

+

<

&铁!铜铁%铜铁金"矿石
YM.

含量最高

"#'+)F

$一般
)#'>,F

!

,"'+!F

$平均
#+'C>F

$磁

性占有率
,>'"F

!

CC'#F

%平均
C)'C>F

&铜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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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
!

第
#

期 汪青松$等(皖北濉溪县杨桥孜铜金矿床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I0

含量最高
>'"@F

$一般
*')#

!

)'@*F

$平均

*'C#F

&矿石中元素除共生外$还伴生有
B

G

%

N6

%

LH

!

%

3.

%

Y.

等#

'

!

结论及意义

!

+

"杨桥孜铜金矿主要是依靠重磁电综合物探

手段结合地质综合研究发现的$根据 )区域研究选

区%重磁!电"扫面定靶%综合勘查定位%钻探测井定

性*的原则$采用重%磁%

I3BXY

法%

I-

法等
#

种物

探方法组合并行$在总结杨桥孜铜金矿)磁低重高*%

蘑菇状电阻率高综合物探异常标志的基础上进行钻

探验证#该矿床的发现中$地球物理新方法新技术的

运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成功经验为皖北乃

至华北覆盖区寻找矽卡岩型铜金矿床提供技术支撑#

!

)

"该矿床的发现不仅实现了物探技术在厚大

覆盖区深部找矿的突破$同时为相邻的河南%江苏%

山东%河北%天津%山西等省市具有相似地质背景地

区寻找该类矿床提供宝贵经验#

!

!

"杨桥孜铜金矿为皖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

最大规模金矿$是华北地台区为数不多的矽卡岩型

独立金矿之一$同时该矿床具铁%铜%金%银等多矿种

共生和伴生$因此$在淮北地区寻找该类矿床要注意

不同矿种的相互关系$尤其要注意综合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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