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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钨矿资源丰富，类型多样（盛继福等，

2015）。从找矿历史来看，钨矿床主要是依靠地质

露头和化探方法发现的，很少采用物探方法。本文

研究的探矿区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某花岗岩基的

东侧，处于荒漠戈壁覆盖区。地勘单位通过大比例

尺土壤化探扫面，圈出了几个钨元素异常，施工的

探槽在石英脉中发现了钨矿化。但针对含矿石英脉

的多个钻探和槽探工程却找不到矿化体，导致普查

工作陷入困境。 

1  发现找矿线索 

作者携带手持 X 荧光仪进行现场观察和测量，

发现钨矿化体产于强烈电气石化、云英岩化的石英

脉和硅化带中，矿化体规模较小，呈团块状分布，

钨矿化与褐铁矿化关系密切，但未见黑钨矿矿物。 

对花岗岩开展了系统的地球化学研究，结果表

明，岩石类型为花岗闪长岩和二长花岗岩，富集 Rb、

Th、U 和 LREE，相对亏损 Ba、P、Ti，属于高钾

钙碱性 S 型花岗岩系列，同时显示出岩石经历过分

离结晶作用。锆石 U-Pb 年代学分析结果表明，该

岩体形成于晚三叠世，处于印支期伸展构造背景，

有利于花岗质岩浆侵入形成钨矿床。 

文献调研结果，另一家地勘单位在该岩基西侧

施工探槽，控制了一定规模的钨矿化体（杨富林等，

2014）。 

2  物性参数与物探方法的选择 

从金属富集沉淀的物理化学条件来看，能够与

钨矿物共生的主要是硅酸盐类矿物而不是硫化物

（马东升，2009），即钨矿化体不是低阻体，用常

规电法找钨矿是无效的，且探测深度受到当地干旱

条件的限制。 

地勘单位前期将该探矿区的找矿目标定为金

多金属矿，采用磁法、电法扫面，圈定的异常强度

低且分散，没有发现矿化体，地表未见铁帽，探槽

中也未见原生金属矿物，推测矿化体有一定的埋深

且主要不是硫化矿床。 

采集典型岩石标本进行物性测量，并与邻区对

比，发现花岗岩具有低密度、弱磁性、高电阻率的

特点。与围岩和花岗岩相比，含钨的石英脉、强硅

化带、云英岩具有更高的电阻率。因此，将高阻体

定义为本区寻找钨矿床的直接物性标志。 

为了克服荒漠戈壁区浅部干旱高阻、人工供电

效果差的问题，选用了探测深度较大的天然源 ATM

（音频大地电磁测深）技术。 

3  含矿构造岩相带的确认 

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钨矿床的形成与过铝质

-准铝质的 S 型、A 型花岗岩关系极为密切（Huang 

et al., 2014; Jiang et al., 2015；张宝林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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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岩浆期后高温热液阶段的产物。该区花岗岩体

的围岩是奥陶系火山熔岩、凝灰岩、片岩、灰岩、

大理岩等。从围岩岩性分析，形成的可能主要是白

钨矿（徐克勤等，1959），矿化体应为含矿的强硅

化带，而不是单个石英脉。在花岗岩外接触带奥陶

系地层中形成的钨矿床，应主要是充填石英脉型和

云英岩型，属于侵入体外接触带构造岩相控矿。 

根据石英脉和云英岩化露头，在岩体外接触带

圈出了含矿构造岩相带，作为大深度物探方法探测

的地质目标体。 

4  工程验证结果 

从岩体到围岩，垂直于含矿构造岩相带布置了

2 条 AMT 剖面，每条剖面有 10~12 个测点，点距

100m，现场使用 GMS-06、GMS-07 型 MT（大地

电磁测深）仪器采集数据，探测深度超过 1000m。

根据室内数据处理结果，在深度 300~600m 之间圈

出了高阻异常带，并划分了地质体的电性结构，以

及对应的岩性层。结合地质概念模型，预测该异常

带可能是花岗岩外接触带型钨矿化体部位。2015 年

施工了 2 个验证钻孔和部分槽探工程，钻孔揭露的

地质体结构与地球物理模型基本吻合，在深度

500~530m 之间发现了与高阻体对应的强硅化带型

钨矿化体，初步证实了我们的预测结果。 

同步开展了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并施工探槽，在

外接触带地层中发现了较多埋藏的石英脉，其中包

含有较多的自形白钨矿巨晶。现场用紫外灯照射岩

芯和探槽，发现大量的白钨矿化现象。目前，正在

施工新的钻孔，目的是圈定矿体。 

本项工作为寻找类似矿床提供了借鉴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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