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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河钼矿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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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前期找矿和详查资料基础上，结合矿区岩样分析报告，综合对比了宽坪群地层、矿区石

英斑岩、白岗岩及矿石中微量元素含量及其迁移富集规律，对比结果显示：矿区岩浆岩中Mo含

量远高于其地壳丰度，其中石英宽岩中Mo的平均含量为26．67×10一，浓度克拉克值达17．78，

即成矿主元素Mo在石英斑岩体中明显富集，故认为成矿物质来源于岩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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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 element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 of Pan He Molybdenum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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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bining with mine rock analysis report，we studied the molybdenum deposits of traee el-

ement of the molybdenum deposits systematically and compared the accumulation regularity of strata，

mining quartz porphyry and white granite of trace elements comprehensively based on the previous

prospecting materia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trata，content of Mo in igneous

rocks was far higher than the crustal abundance．Quartz porphyry，in which the average content of Mo

26．67×10～，and the concentration Clark value of 17．78，was strongly enriched Mo，SO we hold

that the forming materials derived from magmatic r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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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nping group

潘河钼矿位于商洛市商州区北东25 km处，

东径l 10。03 7，北纬33。557。1971年陕西省地质研

究发现潘河地区Mo、W组合含量异常高，异常集

中，且有一定规模，成矿前景较大。前期研究认为

该矿床类型为岩浆期后石英脉与热液充填复合型

钼矿床，统归为斑岩外接触带型钼矿床。笔者在

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对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含量及

特征的对比研究，旨在分析铜矿矿体的成因及矿

床特征，为评价矿床工业价值及解决矿山开采提

供依据。

1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构造位置处于华北板块与杨子板块拼接

消亡带北缘北秦岭加里东造山带，区域上属Ⅲ级

构造单元的早一中元古界宽坪岩群构造亚层，褶

皱构造、断裂构造极为发育。矿区地层属中下元

古界宽坪岩群，是一套总体有序局部无序的构造

一岩石地层系统，矿区地层主要由深变质的绿片

岩类岩石与大理岩类岩石交互组成，间夹绢云石

英片岩类岩石。区域岩浆活动强烈，岩石种类从

超基性一碱性均有，其中以酸性岩最发育，中性岩

次之，其它岩类少量‘1 J。根据接触关系、同位素年

龄、含矿性、成矿关系，可按时代划分为前加里东

期、加里东期、加里东一海西期、燕山期。矿区以

燕山晚期浅成侵人一爆发形式为主。形成了分布

较广的爆发角砾岩、石英斑岩、花岗斑岩及暗色脉

岩。矿区围岩蚀变普遍发育，主要有矽卡岩化、

硅化、碳酸盐化、绿帘石化、叶腊石化、绿泥石化、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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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宽坪群地层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表(含量Ag×10一，其余元素×10“)

Tab．1 Result data of trace dement analysis of kuanping group strata,．(Ag×10一，the rest dements of x 10“)

銮堕堂鱼整 堕堂耋型 里 墅 呈! 塑! 坠 垫 塾 垒! 坠 型! 垄 ‘堕 型
绿片类岩 玄武岩类0．9 2．1 0．2 0．2 5．8 113 0．3 0．2 106 9．9 80 1．5 0．1

斜长角闪岩类 玄武岩类 1．1 2．5 0．2 0．2 3．2 89 0．1 0．3 148 7．7 77 3．9 0．1

平均含量 1 2．3 0．2 0．2 4．5 l 0l 0．2 0．3 127 8．8 79 2．7 0．1

注：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实验测试中心采用等离子体质谱仪1CP—MS分析；地壳丰度取自马逊1982。

母化和滑石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等。本矿区与 对所采集的石英斑岩及白岗岩样品典型微量元素

Mo、W成矿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钾长石化、云英岩 数据进行分析。

化、黄铁矿化、硅化‘2。3 J。矿区除潘河河谷有零星 表2岩浆岩典型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表

矿体出露以外，埋藏较深，均为盲矿体。矿石自然 (含量Ag×10一，其余元素×10“)

类型有大理岩型、绿片岩型、石英斑岩型、爆破角Tab,·2 Result data oftypical trace dement in magmatic rocks

砾岩型、碎裂岩型钼矿石。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

片状、角砾状构造?

2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2．1地层中微量元素特征

为探究本区微量元素特征，对宽屏群各不同

原岩类型的变质岩样品进行W、Sn、Bi、Mo、Pb、

Zn、Sb、Ag、Ba、Nb、Zr、Th、Cd等14种元素定量分

析，利用岩石测量结果，将宽坪群地层中微量元素

含量及浓度克拉克值列于表1。

由表1可见宽坪群地层中微量元素高中低温

均有分布，其中Pb、zn、Ba等中温元素含量较高，

Mo、W、Sn、Bi等高温元素含量相对较低。与原岩

类型为砂屑岩、硅质岩及碳酸盐岩等沉积岩相比，

原岩类型为玄武岩的变质岩层中各微量元素的含

量与地层平均含量值更为接近，表明本区地层中

金属矿富集成因上与岩浆岩作用密切相关，宽坪

群整体地层Mo平均含量仅为0．4 X 10一，且Mo

在两种类型原岩类型的变质岩中浓度克拉克值均

小于l，表明来自宽坪群地层的Mo对于钼富集成

矿意义不大‘卜5I。

2．2岩浆岩中微量元素特征

为研究矿区岩浆岩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注：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实验测试中心采用等离子体质谱

仪ICP—MS分析；地壳丰度取自马逊1982

表2中可看出，本区岩浆岩中Mo、Ag含量远

高于地壳丰度，其中石英斑岩中Mo的平均含量为

26．67 X 10～，浓度克拉克值达17．78，而Ag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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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矿石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表(含量Ag×10一，其余元素×10“)

Tab．3 Result data of trace element analysis in ore(Ag×10一，the rest dements of×10—6)

堕里垂童!婴里二2 10。1)PHTWZK3701—1010‘2)PHTWZK3107—14(10’’) 平均值地壳丰度 浓度克拉克值————————————————————————————————————————————————————————-———————————————————————————————————————————————————————————— 一⋯’一一一
Cu 0．3 0．001 0．0005 1005 55 18．27

Cr 0．00l 0．001 0．01 40 100 0．4

Ni 0．03 0．01 0．01 166．67 75 0．22

Co 0．01 0．005 0．003 60 25 2．4

V 0．05 0．01 0．01 233．33 135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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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0．07

5 13

233．33 70

100 1．5

300D0 1．5

33．33 2

16．67 30

10 33

l 3．4

4．67 22

66．67 165

16．67 20

666．67 590

200 375

33．29

0．38

3．33

66．67

20000

16．67

0．56

O．3

0．29

O．2l

O．4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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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

}-k-：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实验测试中心采用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分析；地壳丰度取自马逊1982

表4潘河钼矿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表(含量Ag x 10一，其余元素X 10“)

Tab．4 Result data of trace element analyses in the panhe molybdenum deposit(Ag×10—9，the rest elements of×10—6)

注：地壳丰度取自马逊1982

含量为I×10～，其浓度克拉克值为14．29，表明本

区岩浆岩以明显富集Mo、Ag为特征，而Cr、Ni、

Co、V等表现为明显的亏损‘5“J。上述分布特点

揭示，成矿主元素Mo在石英斑岩体中强烈富集，

并呈强分异型分布，可形成较强的异常及钼矿体。

2．3矿石微量元素特征

通过区内矿石的光谱分析、组合多元素化学

分析、基本分析表明，矿石中的有益组分为钼，伴

生有益组分主要为钨。

由表3可见，辉钼矿矿石巾Mo、W、Sn、Ag含

量远高于地壳丰度，其中Mo的平均含量为30 000

×10～，浓度克拉克值达20 000，而Ag平均含量

为100×10～，其浓度克拉克值为20 000，表明矿

石中强烈富集Mo，Ag富集也较明显”’7’9|。

一般认为，w、Bi、Sn、Nb等元素和Mo常富集

于岩浆结晶分异作用晚期形成的高温热液阶段，

由于这些元素与Mo在离子半径、离子电位或电负

性等化学性质上近似，因此它们在含Mo的矿物

中可以类质同象置换的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富

集，尤其是W在钼矿中更富集旧，m J。

2．4各类岩性岩石与矿体微量元素特征

对矿区所采集的岩浆岩、围岩及矿石样品进

行Sn、Mo、Pb、Zn、Ag、Zr、Nb、Ga、Ba、Sr 10种微量

元素测试分析，表4为微量元素平均含量及浓度

克拉克值。

表4对岩浆岩(石英斑岩、白岗岩)、围岩及矿

心％孙w‰抽b

Y¨&盈№胁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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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样品进行Sn、Mo、Pb、Zn、Ag、Zr、Nb、Ga、Ba、Sr

10种微量元素平均含量及浓度克拉克值对比，可

看出，石英斑岩和白岗岩Mo的浓集程度远大于地

层，地层中微量元素与这两者相应元素浓度克拉

克值相差近两个数量级，石英斑岩中Mo的浓度略

高白岗岩，石英斑岩中Mo浓度克拉克值

达17．78‘6‘10]。

综上，与宽坪群地层相比，本区成矿主元素

Mo在石英斑岩体中强烈富集，呈强分异型分布，

而地层中元素Mo分布相对贫乏，表现为较明显的

亏损，可认为本区富集成矿的钼源自于岩浆岩中。

3结论

1)宽坪群地层中Sn、Bi、Sb、Ag四种元素富

集，其中Ag呈明显富集，Mo平均含量仅为0．4×

10～，浓度克拉克值为0．2，可见本区地层中Mo较

分散，可认为来自宽坪群地层中的Mo对于元素

Mo富集成矿意义不大。

2)本区成矿主元素Mo在石英斑岩体中强烈

富集，形成了强烈的异常，研究区所依附的岩浆岩

体主要就是石英斑岩，故可认为本区富集成矿的

钼源自于岩浆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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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可靠。从而使得在边坡的稳定性评价中

能够方便地运用GPS的测量结果，大大的提高了

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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