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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熊耳山地区是河南省著名的有色金属矿床分布集中区(柳玉虎等, 2015)，产出一系列银多金属矿床，

主要包括蒿坪沟、铁炉坪、龙门店、沙沟-月亮沟等(毛景文等, 2006; 郑榕芬, 2006; 高建京, 2007; 高建京等, 

2010; 刘灵恩等, 2011; 梁涛等, 2012a; 柴明明, 2013; 程广国, 2013)。该地区累计探明银 5000 余吨、铅锌 100

余万吨，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最主要的银铅锌勘查开发基地之一，并显示出巨大的找矿潜力(柳玉

虎等, 2015)。 

研究区银多金属矿产出的大地构造位置属华北地台南缘熊耳山隆起区中段，熊耳山变质核杂岩西端(刘

灵恩等, 2011)。矿床主要产出银、铅，共生锌，伴生铜、金。矿体呈脉状产出，主要受 NE、NNE 向断裂

的控制，单个矿脉仅数厘米到数十厘米厚，但延长达数千米和延深数百米。矿石银品位极高，是一种罕见

的工业性矿床(毛景文等, 2006)。此类矿床自 20 世纪 90 年代发现以来，诸多研究者对其矿床地质特征、流

体特征、地球化学特征、成矿规律及成矿预测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毛景文等( 2006)对沙沟矿床的近矿蚀变岩中选取绢云母和铬云母进行 40Ar /39Ar 年龄测定，获得坪年龄

为 ( 145.0 ± 1.1 ) Ma 和 ( 147.0 ± 1.5 ) Ma。Li et al (2013)获得沙沟矿床绢云母的 40Ar /39Ar 坪年龄也为（140± 

1.0）Ma。这些年龄与熊耳山地区的三道庄-南泥湖钼钨矿成矿年龄基本相同。此外，在沙沟矿区矿脉深部

发现钼矿化越来越强，以及在邻区可见围绕中生代花岗岩体发育的斑岩型-矽卡岩型钼钨矿及外围的脉状和

破碎带型铅锌银矿的矿化分带现象，认为银铅锌与钼钨矿化属于同一成矿系统(毛景文等, 2006)。高建京等

(2011)对铁炉坪矿区的近矿蚀变岩中选取绢云母进行 40Ar /39Ar 年龄测定，获得坪年龄为（134.6±1.2）Ma。

这一数据与在同一矿田内蒿坪沟矿脉的绢云母 40Ar /39Ar 年龄（134.9±0.8）Ma 和蒿坪沟花岗斑岩的锆石 U-Pb

年龄（133.5±1.4）Ma 相近(郭保健, 2006; 叶会寿, 2006)。显示成矿与花岗斑岩关系密切。 

郭保健等(2006)根据铅同位素及硫同位素特征，认为成矿物质主要来自于以太华群为代表的下地壳。而

碳氧同位素表明成矿流体可能来自太华群变质流体与深部流体的混合(郭保健, 2006)。而陈衍景等(2003, 

2004, 2005)通过对铁炉坪矿床流体的 C、H、O 同位素和矿石的 S、Pb 同位素研究，认为成矿物质和成矿流

体来自于栾川群和官道口群，并依此建立了铁炉坪碰撞造山成矿模型。Li et al （2013）和 Han et al（2014）

也认为成矿物质流体属变质流体，并有大气降水的加入，成矿作用发生在伸展构造背景下。并且，蒿坪沟

的金成矿早于铅锌银成矿，二者没有成因联系(Li et al., 2016)。 

研究区已经开展了部分深部找矿工作的尝试。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CSAMT）和连续电导率成像系

统（EH4）在研究区矿床的勘查实践中，都有深部成矿信息的显示(梁涛等, 2012b; 梁涛等, 2016; 魏如龙等, 

2016)。庞绪成等(2015)对龙门店矿床 K4 矿体的原生晕进行了分析，表明矿体的成矿过程具有多期次叠加

的特点，建立了矿体原生叠加晕模型，并预测矿体深部存在规模较大的盲矿体。这些方法的成效性和适用

性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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