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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黑龙江省勃利县河口石墨矿的地质特征,并列举一套行之有效的找矿方法,经过分析研究确定了矿床的成因,该矿床具

有明显的层控特征,其原始沉积物均不同程度的含有有机物炭质,为一种还原环境,后经区域变质-动力变质而形成。本区石墨矿床属沉积变质

型。矿床工业类型为中-深变质岩系中的晶质(鳞片状)石墨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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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特征 

地层： 

(1)中~新元古界兴东岩群大盘道岩组(Pt2-3d) 

区内大面积分布,总体呈北西向转南北向不规则带状分布,带宽几百

米至1500m左右。受区域变质作用及动力变质作用影响,地层产状倒转,产

状一般倾向西南200°～265°,倾角20°～60°,局部倾向北西300°,倾

角20°～40°。区内地层层序不全,顶、底不清,变质程度为中高级变质,

低-高角闪岩相为主。 

该组地层组合为(含石墨)片岩类,其次为变粒岩类、大理岩、麻粒

岩等。 

(2)白垩系上统松木河组西格木段(K2sn
X
) 

主要岩性为英安岩,区内分布零星。不整合覆盖于中-上元古界兴东岩

群大盘道岩组(Pt2-3d)地层和中元古代混合花岗岩之上。略带绿的灰色,新

鲜面上见少量较自形的长石斑晶,发育少量裂隙及孔洞,表面有红褐色铁

染。岩石呈块状,分为斑晶和基质两部分,主要由斜长石、石英、少量黑云

母和金属矿物组成。 

(3)第四系全新统河床河漫滩堆积层(Qh
al
) 

分布在矿区东北部和西部,多沿山前台地和沟谷分布,主要为松散堆

积层,由亚黏土、砂、细砂、砾石等组成,厚度一般小于25m。 

构造： 

矿区主要处于北西向勃利弧形隐伏断裂(F6)和河口林场-勃利镇蚕场

断裂(F8)(分布于北西向沟谷中)构造之间,大盘道岩组地层以北西走向为

主向南转为南北走向,呈单斜产出,倾向西南或西,倾角多在20゜～50゜。

在34-20线区域发育复式褶皱,受褶皱作用影响,矿体在翼部变薄(34线以

北、30线-28线和18线以南),核部变厚(32线、26-20线)；另外局部褶曲发

育,产状较乱。由于受构造活动影响,岩石常较破碎,后期侵入岩和脉岩亦

较为发育,但多为顺层侵入,对矿体破坏程度较小。 

大盘道岩组地层中常见有大致顺层产出规模较小的构造裂隙,压性为

主,宽度多小于1.00m。岩石受挤压作用较强,裂隙中以褐黄-绿灰色土状、

砂状物为主,夹少部分岩石碎块。 

岩浆岩： 

矿区内侵入岩主要见有花岗闪长斑岩(γδπ),呈岩基状、小岩株、

岩墙或呈脉状产出,侵入大盘道岩组(Pt2-3d)地层、中元古代混合花岗岩中,

常与白垩系松木河组西格木段(K2snX)英安岩相伴出现。 

脉岩主要有石英闪长玢岩(οδμ)、花岗闪长岩脉、安山岩脉、安山

玢岩脉、石英脉等顺层侵入大盘道岩组(Pt2-3d)地层和中元古代混合花岗

岩中。 

变质岩及围岩蚀变： 

矿区内中-上元古界变质岩属于一套中级变质岩系。以受区域变质作

用为主,其次叠加了接触热力变质作用和混合岩化作用。矿区内变质岩种

类不多,岩性相对简单。 

区内石墨矿体主要赋存在大盘道岩组含石墨片岩地层中,区内的混合

岩和混合花岗岩其原岩为大盘道岩组的沉积的基底,经漫长的区域变质作

用及混合岩化作用,形成现有的变质特征,混合岩和混合花岗岩对矿体形

态、产状影响不大。 

2 地球物理特征 

自然电位测量： 

在自然电场的形成过程中,矿体的作用只是将电子从深部还原带移到

顶部氧化带,而矿体本身并不直接参与电化学作用。在矿体所在的地表可

以观测到这种自发产生的自然电位,其强度为几十至几百毫伏,符号总是

负的,习惯是称这种局部负异常为负心。自电异常对浅部矿体反映的非常

好,有效的指导了槽探施工,并给钻孔布设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根据整个矿区的自然电位分布规律来看(图1  河口石墨矿自电异常

平面图),大致以-350mv可圈定自电电位异常2处,编号分别为：Sp-1、Sp-2。 

 

图1  河口石墨矿自电异常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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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1：位于工作区中部,35～58线间,异常呈条带状,大致以3线为界,

北部呈近北西向,向南部转为近南北向。异常长度约4600m,宽度200～500m,

异常值 低小于-900mv。对比地质图,推断此异常为中-上元古界兴东岩

群大盘道岩组含石墨片岩或石墨矿(化)体引起。异常曲线西侧梯度较陡,

东侧较缓,推断地层西倾。异常曲线北段多为单峰值,南段多为双峰值,

北部异常可能为一条矿体引起,南段异常可能为两条矿体引起。异常峰

值与0值线距离较远,推断矿体深部延伸较大。异常峰值走向上局部有明

显转折,北西段呈北西向,东南段呈近南北向展布,推测是受断裂或岩浆

侵入造成的。 

Sp-2：位于测区西北部26～40线间,条带状,近东西向,异常形态不甚

完整。长度约700m,宽度约400m,异常值 低-700 mv。推断此异常为中-

上元古界兴东岩群大盘道岩组含石墨片岩或石墨矿(化)体引起。 

针对区内自电异常Sp-1、Sp-2进行了异常查证。异常查证方法为在

1:1万地质填图、1:2000地质填图的基础上进行地表槽探揭露、深部钻

孔验证。 

(1)针对Sp-1异常施工了3条槽探TC5001、TC2601、TC0601,清理了2

条探槽TC01、TC02,对1条平巷和2条穿脉PX01、CM01、CM02进行了取样编

录, 后施工2个钻孔ZK5001、ZK2601对地表揭露发现的矿体进行深部验

证。针对Sp-2异常施工了TC3603槽探进行初步查证。 

TC5001探槽发现了3条含石墨片岩,据样品分析结果,其中分别圈出Ⅰ

号、Ⅱ号、Ⅲ号石墨矿体。3条石墨矿体固定碳平均品位分别为5.65%、

8.46%、4.31%,出露宽度分别为18.00m、6.00m、4.00m。利用ZK5001钻孔

对Ⅰ号、Ⅱ号、Ⅲ号矿体进行深部验证,见到了相应的含石墨片岩层位,

但石墨含量偏低,地表矿体未能延至钻孔。 

探槽TC2601、TC0601均发现1条含石墨片岩,据样品分析结果结合18

线人工观察点(PM3RG01—PM3RG03和PM3RG12)揭露的含石墨片岩走向,大

致圈出了Ⅶ号石墨矿体。Ⅶ号矿体26线TC2601固定碳平均品位6.13%,出露

宽度24.00m,6线TC0601固定碳平均品位7.75%,出露宽度30.50m。利用

ZK2601钻孔对Ⅶ号矿体进行深部验证,见到了相应的含石墨片岩层位,其

中对应位置见到了Ⅶ号矿体,其固定碳平均品位5.09%,穿矿斜厚8.60m。 

探槽TC01、TC02,2条穿脉CM01、CM02均见到了含石墨的片岩,据样品

分析结果,圈定了Ⅷ号石墨矿体。TC01、TC02探槽中固定碳含量分别为

3.13%、5.60%,出露宽度分别为56.00m、34.70m；CM01、CM02穿脉中固定

碳含量分别为5.42%、4.16%,出露宽度分别为43.30m、28.70m。 

探槽TC3603主要见有含石墨的片岩,其中发现了Ⅳ号、Ⅴ号石墨矿体。

2条矿体固定碳平均品位分别为6.37%、4.65%,出露宽度分别为26.00m、

9.00m。 

3 结论 

河口石墨矿赋存于中-上元古界兴东群大盘道组变质岩层中,矿层呈

层状、似层状,受含石墨片岩岩层控制,固定碳品位比较稳定,矿层与围岩

呈整合接触,具有明显的层控特征。 

矿石矿物石墨为鳞片状和片状,具定向排列。鳞片粒状变晶结构,石墨

与共生脉石矿物构成片状、团块状和似条带状构造。反映了原始沉积物均

不同程度的含有有机物炭质,且为一种还原环境,后经区域变质-动力变质

而形成。 

根据上述特征,本区石墨矿床属沉积变质型。矿床工业类型为中-深变

质岩系中的晶质(鳞片状)石墨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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