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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与地球物理方法的综合找矿预测是以成

矿模式和地球物理理论为基础，将矿床（地质体）

成矿理论、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等信息进行

综合分析的工作方法（张宝林，2004；廖桂香，

2007）。矿床的形成经历了特定的成矿条件和成矿

过程，并赋存于一定的地质环境中，地球物理信息

是对地质体的空间分布特征的反映，不包含成矿的

直接信息，因此，在成矿预测与找矿过程中，要以

地质成矿理论为基础，充分挖掘地球物理、地球化

学等的综合数据，尽可能地排除干扰，提取有利信

息（申萍等，2011；陈思宇，2014）。本文以刘家

坪 VMS 型铜锌矿床为例，介绍综合地质-地球物理

方法在多金属硫化物矿床中的应用，建立了 VMS

型矿床综合找矿模式，为其他地区的找矿工作提供

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1  地质背景 

刘家坪矿床位于扬子地块西北缘龙门山造山

带的北段，属秦岭造山带-松潘甘孜造山带-扬子地

块的交界地带，经历了复杂了构造演化历史。该矿

床是以铜、锌为主的块状硫化物矿床，为该区典型

的新元古代 VMS 型矿床。矿体赋存于新元古代刘

家坪组（Pt3l）火山岩当中，该组火山岩以石英角

斑岩、火山碎屑岩-熔岩为主，发育少量安山玄武岩，

具有双峰式火山岩的特点，火山岩地层总厚度超过

3000m。研究区地表出露的岩浆岩主要为石英闪长

岩-花岗闪长岩，这些酸性岩体呈岩株产出，侵入到

火山岩中，少量侵入到矿体中，对矿体的影响作用

不大。研究区还出露有以角闪辉长岩为主的基性

岩，呈岩株或岩墙产出，侵入于火山岩及上覆地层

中。Li 等（2015）、胡安新等（2014）均对刘家坪

组火山岩及酸性岩浆岩进行了 LA-ICP-MS 法锆石

U-Pb 定年，测得火山岩与花岗岩基本同期，其成岩

年龄在 806~820Ma 之间。研究区内的断裂构造发

育，均为成矿后期断裂，对矿体完整性具有破坏作

用。 

刘家坪矿区地表无原生矿体露头，均为盲矿

体，矿体沿火山颈相控制的安山-玄武岩上下盘展

布，其特征及空间分布状况受火山颈相控制。区内

共圈出两个矿体群，3 号矿体群以 Cu 为主，分布于

矿区西部，构造上处于火山构造西部爆发相的火山

角砾岩中；4 号矿体群以 Zn 为主，分布于矿区中部，

构造上位于火山喷发相的凝灰岩当中。在垂直方向

上，成矿元素的富集特征明显，下部 Zn 高 Cu 低，

上部 Cu 高 Zn 低。矿石矿物主要有黄铁矿、闪锌矿、

黄铜矿、磁黄铁矿等，围岩蚀变主要为绿泥石化、

绿帘石化、硅化、绢云母化、重晶石化等。 

2  地质-地球物理综合勘查方法 

（1）含矿地质体的特点与成因分析：刘家坪

铜锌矿为 VMS 型矿床，该类矿床是水下火山活动

期间，由海底火山喷发形成的（Allen et al., 2011）。

成矿作用与同时代形成的火山岩（包括基性-酸性）

关系密切。矿体一般分带性明显，上部多为层状、

似层状透镜体矿体，下部多为网脉状和浸染状矿

体，分布于火山通道及其蚀变岩筒内，受火山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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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明显。刘家坪矿床上部为浸染状黄铜矿+闪锌

矿矿体，下部为层状的闪锌矿矿体，矿体的分带与

典型矿床不同，推测是由于受到后期构造影响或是

火山管道的倾角较大，造成了分带的特殊性。然而，

通过分析矿区地质构造演化、地层分布特点以及地

表的锰帽发育等现象，推测地层并未发生倒转。刘

家坪矿床的矿石多为块状和条带状结构，较少发现

细脉状和浸染状的矿石，据此推测在已知矿体深部

有寻找下部岩筒的可能性。 

（2）物探方法的选择与异常判别：刘家坪铜

锌矿为块状硫化物型矿床，基于矿体与围岩的显著

电性差异，选择使用了激发极化法，在矿区及其外

围布置了激电扫面及测深两种工作方式，以圈定外

围及深部的矿化体。经过激发极化法的扫描及测深

工作，发现了深部以及矿区外围两个异常。外围的

异常经过岩石样品分析及电性实验进行了验证，由

于岩石为含炭质的千枚岩，因此推测激电异常为非

矿所致。深部异常推测可能与矿体深部存在蚀变岩

筒有关，由于蚀变岩筒广泛发育硫化物，可以引发

较强的激电异常，推测该异常可能为含矿异常。 

3  讨论与结论 

本文通过对刘家坪 VMS 型铜锌矿的综合地质-

地球物理勘查，为综合找矿工作提供一定的思路和

方法。首先要对矿床的类型、成因以及演化过程有

较深入的了解，提出合理的成矿模式和找矿空间。

然后选择合理的地球物理方法进行勘查，在数据处

理过程中要紧密结合矿体分带分布特征，并进行实

际勘查，尽可能排除非矿异常，寻找含矿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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