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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仁铜锌矿是具有多年开采历史的老矿山，地处辽东山区植仁县掉内的东南部。由于
多年开采，现保有的金属储量已不能满足矿山开采能力的需要，因而予测矿区今后找矿区
域是十分重要的衬                一丫，’、，’        ·  ’        一：
    下面就区内二栩甸子闪长杂岩体与围岩接触带北侧的磁测资料，从磁法找有色金属矿
方面，分析磁异常与多金属矿床的分布关系，研究矿床的磁性特征和磁异常找矿特征，进
一步加深区内磁法找矿规律的认识。

一、地质概况及地球物理特征

      （一）地质概况

    本区位于大地构造天山―阴山纬向构造带东延部分和华夏构造体系的第二隆起带的
交接部位。区内前震旦纪地层组成结晶基底，震旦纪古生代地层组成盖层、燕山期（白至
纪）构造和岩浆活动、火山喷发频繁，是成矿的有利地段。
    由（图i）可见：震旦纪一寒武系地层主要分布于矿区的北部，侏罗系安山岩则呈大
面积分布在矿区的东、西、南三侧，呈半环状围绕闪长杂岩体分布。在岩体上或北侧有部
分侵蚀残留，呈不整合复盖在寒武系石灰岩之上。
    矿区北部的岩浆岩有由前震旦纪吕梁期混合花岗岩形成的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和由燕山
期（白至纪）形成的闪长杂岩体及中、基性岩脉。
    燕山期的闪长杂岩体是本区的成矿母岩体，地表出露于矿区的南侧，呈东西向至
北西向延伸，受后期构造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北东向断裂的破坏，在平面上呈现两端宽中
．间窄的形状，整个岩体被北东向断层分隔成北岔、松兰、西岔、滚马岭及滚乌岭东端等几
部分。

    区内矿床的赋存均受闪长杂岩体与其围岩接触带的控制，已探明的矿体多赋存在接触
带北部产状变化部位，由于矿床受构造运动的影响和被剥蚀的探度不同，使整个矿床出现
明显的空间分带现象。宏观上呈现的成矿分带特征是：从西到东为三节台阶式的北岔一松
兰铜铁、锌矿带，西岔锌铅矿带，滚马岭铅锌矿带，从南到北为：靠近接触带的是铜铁矿
带，远离接触带的北侧是铅、锌矿带， 由上至下为铅、锌矿带，铜、铁矿带及磁铁矿带，
在采矿中也曾发现赋存在裂隙中的银矿。
    与侵入体相伴生的有大量的沿裂隙充填而形成的岩脉，尤以北东向断裂带充填成群密



0植仁县
水库

45 70

，少M TVQf-I
、、11J3XL,

】：二麒 1 , ,   ,

滚马岭

4560

/  J  3XL I

遥孕花
1，1 L i

                21700一                                                           ’，一21710’一’  一’一1―．－ 一一一21720
                       m1祖仁钥锌矿区地质乎面目

        ，因。冲毗 吻闪长岩  ’区习，岩
          口花版岩脉 国安山岩  巨〕  石灰，
          压习 不盛合界经     区三二 断甩     〔刃，仁“锌矿
集出现， 自西向东岩脉的密集程度增加，且成矿前侵入的岩脉与石灰岩的接触带发育有矿
化及矿体，而成矿后期侵入的岩脉切穿矿体。

    本区裂隙、断层发育，特别是北东向断层对矿床的破坏作用较大。
       （二）地球物理特征
    1．航磁异常特征

    本区M-105 , M-103号航磁异常，位于桓仁铜锌矿区附近，两异常之间有被北东
向断裂构造分开的特征，其中M-105号异常位于滚马岭南部近似呈“三角形”，该异常
有两中心，ATM.：均大于500Y，北岔一松兰南部的M-103号异常正值分别由两个△T
二100 Y的椭园形等值圈构成，AT ma：大于300 y。负值异常形态不规i1, A T m,。小于
300y。航检结果证明：M-103 , M-105号航磁异常特征明显反映了本区闪长岩体的
磁场特征和所在位置。也反映了该处断裂构造的存在及其走向。详见（图2) o
    由于闪长杂岩体与围岩接触带的严格控制矿体赋存，所以由闪长杂岩体引起的航磁异
常是本区磁法找矿的重要依据。
    2．磁参数特征



  矿区内各种岩性有二十余种，与成矿有关的具有明显磁性的岩矿石有闪长岩、安山岩、
含铜磁铁矿（磁铁矿），中基性岩脉及微弱磁性的铅锌矿石、石灰岩等。这些岩性的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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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41仁铜锌矿区航磁异常及构造推断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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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差异性，是磁异常找矿的可靠物性依据。．
      (1）闪长岩的视磁化率（k'       ）值为1540 X 10一“CGSM至524 X 10一“CGSM，变
化相对稳定，是区内磁性最强的岩石，与其围岩相比高于灰岩K， 值的几十至儿百倍，
是安山岩的一至两倍。所以用磁法圈定岩体与灰岩接触带，间接寻找矽卡岩型多金属矿床
的物性前提是充分的，而用磁法划分岩体与安山岩界线仅就目前定性的物性参数依据是不
足的。另外闪长岩磁性还具有如下特点：
    田 不同地段的闪长岩磁性各异，由于岩体被剥蚀深度和铁磁性矿物排列方式不同，
由西至东闪长岩的K，值变化由1540 X 10一“CGSM至524 X 10一“CGSM，其磁性逐渐减弱
但闪长岩Fe3 04的含量有增加的趋势，并且北岔、松兰地段的闪长岩Fe3 04百分含Id基
本相近，西岔、滚马岭地段的闪长岩Fe3 0‘百分含量小于后者，详见表（1)
    ②闪长岩岩相不同磁性有明显差异。其K，值与铁磁性矿物成分含量近似呈线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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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见粗粒结构的闪长岩磁性最强，Fe3 0；含量最高，中粒、细粒、蚀变闪长
岩磁性依次减弱，Fe3 04含量逐渐减少，可以断定，蚀变较强的闪长岩（主要是闪长岩
舌体）是不能引起磁异常的。未蚀变的岩体本身引起的磁异常也是不会规则分布的。
                                                                            表2

豪泛丸才’｛K，x1。一‘MCGS + Fe2 03 (%) I   FeO (%)      ！      F-04 (%)
相    ～

粗粒闪长岩

中粒闪长岩

细粒闪长岩

蚀变闪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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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安山岩K，值在0-286-715 x 10一‘CGSM之间，比石灰岩高几十至几百
倍，其K‘值变化范围比闪长岩大的多，磁性不也稳定，仅熊做为区分岩性的间接依据。
    (3)含铜磁铁矿、磁铁矿的常见K’值为15409 x 10一‘CGSM，是全区磁性最高
的矿石，与围岩比是闪长岩的十至二十倍，大于石灰岩K‘值二百倍以上，属强磁性。铅
锌矿的磁性微弱，K‘值小于100x 10-6CGSM,
    (4）中性岩脉闪长斑岩，基性岩脉煌斑岩K‘值分别为737 x 10-6 CGSMY1586 x
10-6CGSM和274X 10-6CGSM属中，弱磁性，其磁异常多呈北东走向。

二、矿床的磁场特征

  （一）松兰矿床的磁场特征
    该矿床是本区铜矿的主要来源之一， 由于铜矿与磁铁性矿物共生，矿体磁性很强，所
以磁法在找矿租勘探中效果显著，同时对松兰地段深部找矿远景做了进一步评价。
    松兰矿床位于闪长杂岩体与围岩接触带北部的西侧北岔一松兰地段， 由于该地段剥蚀
较深，矿床的顶部已被剥蚀掉，而出露了下部的含铜磁铁矿，已知的含铜磁铁矿化带的
范围比工业矿体大，但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接触带附近靠近岩体的一侧，矿体以含铜磁
铁矿为主体，伴有少量的锌、铅，在矿体低部铜、锌矿与磁铁矿共生。以密集块状为多见。
剖面上呈马蹄形或倾斜板状，磁铁矿的含量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多，含铜磁铁矿含量则随深
度增加而减少。呈现出与成矿分带特征相对应的特点。（图3）所示，正演计算结果与
实测Za异常形态基本吻合，推断的矿体（磁铁矿）范围比实际矿体大。矿体下延深度小
于一百六十米，其深部找矿意义不大，因此，斜磁化板状矿休的高值异常与岩休磁异常的



迭加是松兰矿床的磁场特征。声
    （二）滚马岭矿床的磁场特征

    该矿床位于滚马岭地段，由于剥蚀深度浅，原矿床保留比较完整，多数矿体产状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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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带产状近于一致，地表所见多为弱徽性的铅锌矿化或矿体璐头，内有很少量的饭徽性矿
物与之共生，含铜磁铁矿含A随深度增加而增多（磁性随深度增加而增强），含俄磁铁矿
矿体主要隐伏于铅、锌矿体的下盘，一般富集在一百米以下。从而形成浅部以铅锌矿组合，
深部以ix铁矿组合。据4243线的正演计算结果可见，该剖面上的（图4）实测异常旅去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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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滚马岭4243dia异常正演娜释田

1.闪长岩2．石灰岩  ‘3．中．呻J芳斑岩脉干拢体
‘．弱徽性铅锌矿体‘5．强往性含钥盆铁矿体R．地度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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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钻孔

异常还有很大一部分剩余异常，这部分剩余异常主要是由闪长杂岩体、中性岩脉及深部未
知磁性矿体所引起的，因此认为，中磁性闪长杂岩体和其附近浅部的弱磁性矿体，深部的
强磁性矿体及中磁性矿体及中磁性干扰体（中、基性岩脉）的综合磁异常反映该矿床的磁
场特征，这个特征表明：磁性矿物与铅、锌、铜矿体共生。在浅部，磁性矿物的含量远小
于铅锌矿物的含量。在深部，强磁性矿体（含铜磁铁矿、磁铁矿）矿化规棋大于铅锌矿体
矿化规模，磁性矿体的异常迭加在闪长杂岩体异常之上，并受中磁性闪长斑岩脉异常的干
扰使整个磁异常复杂化。因此，分析该矿床磁异常既要注意磁性矿体异常，也要注意磁性
岩脉干扰体异常的影响，这也是与西侧松兰矿床磁异常的不同之处。



三、磁异常的综合解释

      （图5）所示磁异常主要分布在闪长杂岩体的北部和岩体与灰岩的接触带附近，该异
常基本上反映了岩体边部的宏观形态和磁性特征。从图中的平面等值线看， 由西至东有四
条北东走向， 由若干个小的负值异常组成的负异常带，编号为I,  s III .  m1 . W,
它们将异常分为北岔、松兰、西岔、滚马岭四个主要部分。其中m‘带东西两侧的异常沿该带
走向方向相对位移的特征十分明显。m’东侧异常总体上呈北西西走向展布，在滚马岭矿
床附近的磁异常走向不明显，但具有替加异常的特征，而靠m‘带附近的磁异常走向近
北东。相对西侧异常5007以上同级次的异常圈数量少，异常梯度变化小，形态较规则，
异常幅值也较低，最高值为20007，一般在3007至10007范围内稳定变化，整个异常有沿
m‘带向北东方向平移的特征。而且m’带西侧异常是以若干个正值异常为主体所组成的
10007以上的异常圈走向多数与ID‘带走向一致，500 7的异常圈走向有东西、北西和北

东等各异。北贫、松兰地段的异常则具有明显的中磁性岩体与强磁性矿体异常迭加的特征，
相对东侧异常而言，500 7以上的异常圈，数量多、规模大，形态复杂，异常强度大，梯
度变化明显，最高值达20000 7以上，一般值在500 7至20007范围内变化。异常充分反
映了岩体边部磁场变化的宏观特征，而局部蚀变的岩体磁场无明显反映。m’带西侧异常
沿该带向南西方向平移，北岔、松兰、西岔地段的异常随之平移，同时它们又被I ' . II'
带分开，但相互间没有明显的位移特征，异常级次上差异也不大。所以，m’带西侧的北
岔、松兰、西岔地段的磁异常可构成一体，东侧滚马岭地段的磁异常单独构成一体。形成

了与被m号断层错开的闪长杂岩体相对应的宏观特征。
    由于m‘带东侧异常值普遍低于西侧的异常值，两侧磁异常特征明显不同，所以，以
300 7等值线为异常下限，并做为磁法确定东部闪长杂岩体边部界V的主要依据。以500
7等值线为异常下限，并做为磁法确定西侧闪长杂岩体边部界线的主要依据。此界线的附
近区域就是本区成矿的有利地段。它对应于岩体与灰岩的接触带，钻探控制的结果证明：
本区铜、铅、锌矿体均分布在由磁异常所确定的成矿有利地段。
    可以设想，若能准确的区分闪长杂岩体与安山岩的磁性差异，则整个岩体的边部界线
就可以由磁法圈定，进而可以圈定整个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予测成矿有利地段，扩大找

矿区域。

四、磁异常找矿特征

    本区磁异常主要反映以闪长杂岩体为主磁源的磁性特征，指示成矿有利地段，起着间
触或直接找矿作用。根据松兰、滚马岭这两个典型矿床的磁场分布特征，确定该区磁异常
找矿特征是：以闪长杂岩体为主磁性体，以其与围岩接触带附近的强磁性含铜磁铁矿、磁
铁矿为辅磁性体，并伴随中、基性岩脉的磁性干扰体存在。构成了该区的主、辅级磁源，
在主磁源场的北侧边缘场是主、辅级磁源场的迭加场。在元干扰的条件下，是识别矿与非

矿的重要标志。存在干扰体时，主磁源场的边缘场指示成矿的有利地段。通观闪长杂岩体
边部异常特征，北东走向的负异常4明显反映了断层走向，以ID，带为界，东部的磁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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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比西部的弱。干扰因素进一步增加时，问题将更加复杂化。

结   语

    本区的闪长杂岩体与围岩接触带的北部东至滚马岭西至北岔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磁法
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地质效果，根据磁异常找矿特征，滚马岭地段的东端找矿予测区若
能投入有效的磁测工作定会给今后的找矿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可以予测该处安山岩下部
的石灰岩与闪长杂岩体的接触带是今后深部找矿的重要地段。   、
    笔者在编写本文过程中，关于松兰矿床的正演问题，采用了詹锡鸿老师以前计算的部
分数据。原一0四队魏国君老师提供过部分磁参数资料。在此谨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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