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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云南某铅锌矿区为对象,通过综合运用地球物理勘查、地球化学勘查和地质统计学方

法,深入探究该区域的地质特征和潜在矿化体分布规律,以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意见。对云南地区的地质

背景进行了详细介绍,着重阐述了区域的构造特征、岩性组合及矿床类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地质

特征的整合分析,揭示了铅锌矿床的形成机制及可能的富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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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a lead-zinc mine area in Yunnan province,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and geostatistical methods, to deeply explore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mineralization body distribution law of this reg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and guidance. The geological background of Yunnan is introduced in detail, an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lithologic combination and deposit type are emphasized. On this basis,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of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is rev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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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云南地区以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而著称,其中铅锌矿床作为

重要的金属矿产之一,一直以来都引起了勘探和开发企业的极

大兴趣。随着全球对有色金属需求的不断增加,对于寻找新的铅

锌矿产资源的需求也变得更为迫切。本文将聚焦于云南某铅锌

矿区,通过深入的地质调查和分析,探究该矿区的找矿方向,旨

在为进一步的矿产勘探提供科学依据。云南地区地质环境复杂,

构造多样,是我国铅锌矿多发区之一。本矿区地质构造活跃,受

到多期次的构造运动和岩浆活动的影响,形成了丰富的矿产地

质背景。在这样的地质背景下,矿床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

响,包括岩性、构造、热液活动等。因此,对于云南某铅锌矿区

的地质特征和找矿方向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对于了解该地区的

地质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于发现新的矿产资源具

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 地质背景 

1.1区域地质特征 

云南地区的丰富多样的地质背景形成于漫长的地质演化历

程中,其独特的地质构造、多元的地层堆积、各异的地貌特征以

及丰富的矿产资源构成了这一地区的鲜明特色。 

滇西地块作为云南地区的主体构造单元,承受着喜马拉雅

造山运动和青藏高原的双重影响。这导致了多期次的构造运动,

形成了地球表面上复杂多变的地貌和地质构造。高黎贡山脉作

为该地区的主要构造单元,沿着滇西至滇南的方向延伸,展现出

多样的构造带和断裂带。这些构造运动在地表留下了深刻的烙

印,如峡谷、高原等地貌特征,同时也为矿产资源的富集提供了

条件。如图1所示为矿区地质特征示意图。 

地层堆积是云南地区地质背景的又一显著特征。多个盆地

(如澜沧江盆地、红河盆地)和山脉(如横断山脉)的存在使得地

层堆积变得极为丰富。这些地层包含了从远古时代到新生代的

多个时期的地层系列,包括了煤系、页岩、石英砂岩等多种岩性,

为研究地质历史和资源分布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云南地区的气

候多样,从亚热带季风气候到高山气候,对岩石风化、侵蚀和植

被覆盖等地表过程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同时,地震和滑坡等地质

灾害频繁发生,与地区内的活动构造和复杂地形密切相关,对工

程建设和人类居住环境提出了挑战。 

云南地区的区域地质特征不仅为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和地

球化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对于促进矿产

资源开发、自然灾害防治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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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这一地区的地质背景,对于更好地理解地球演化和人

类活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实践价值。 

1.2目标矿区地质特点 

目标矿区位于云南地区,其地质特点在找矿工作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该地区受到多期次构造活动的影响,呈现出复杂

的地质构造,包括了断裂、褶皱等形态。主要岩性涵盖了花岗岩、

片岩、石英砂岩等,而这些岩性的分布直接关系到潜在矿床的类

型和成因。与地质构造的关系对于确定可能的矿床富集区域至

关重要。此外,热液作用的迹象,如矿化脉、变质岩,以及地球化

学特征中的矿化元素如铅、锌、铜等,都是找矿的重要线索。同

时,地球物理技术,尤其是电磁法和重磁法的应用,有助于检测

潜在矿床的位置,并与地质特点相互印证。地表遥感技术可以分

析地形和植被覆盖,揭示可能的矿床出露和植被异常。古地磁和

年代学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矿床形成的时代和环境。 后,水文

地质研究地下水流动方向和矿化物质的迁移,为确定矿床位置

和规模提供重要信息。这些综合分析的结果将为目标矿区的地

质演化历史、潜在矿床的分布规律以及找矿方向提供科学依据,

提高勘查工作的准确性和效率。 

2 地球物理勘查方法 

2.1电磁法 

电磁法是一种基于地下电性差异的地球物理勘查方法,在

铅锌矿找矿中发挥着多层次的应用。该方法适用于矿床勘查的

各个阶段,从初步的地质调查到深部的矿床储量评估,都能够提

供有关地下结构和成分的重要信息。 

电磁法在矿化体探测方面表现出色。由于矿化体通常具有

相对较高的电导率,电磁法可以有效地检测到与矿床有关的地

下电性异常。这为找矿工作提供了直观且准确的地质信息,有助

于迅速确定潜在的矿化区域。电磁法在划定矿床边界方面具有

独特的优势。通过测量地下电导率或电磁场的变化,可以清晰地

描绘出矿床的边缘,为勘查人员提供明确的矿床范围。这有助于

更好地规划勘查区域,提高勘查的针对性和效率。深部勘查是电

磁法的又一大特长。通过选择不同频率的电磁波,可以实现对不

同深度地下结构的探测。这种多层次的信息有助于科学家和勘

查人员理解矿床的垂直分布,为矿床的立体展示提供了有力的

图 1 矿区地质特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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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电磁法的多参数测量功能增强了其在综合勘查中的地位。

通过测量电导率、介电常数等多个参数,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地下

岩石的性质,为地质模型的构建提供更为丰富的数据支持。在勘

查效率方面,电磁法具有较高的速度和适应性,可以在相对短的

时间内对大面积进行调查。这为大规模的勘查项目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地质信息。 

2.2重磁法 

重磁法在铅锌矿找矿中的应用涵盖了多个方面,通过对地

下岩石的磁性差异进行测量和分析,为勘查人员提供了丰富而

全面的地质信息。通过探测磁性岩体,重磁法可以揭示铅锌矿床

的地下分布情况。含有铅锌矿物的岩石通常表现出相对较高的

磁性,因此重磁法能够有效地识别这些矿化体。这对于初步确定

潜在的矿床位置提供了直观且可靠的线索,为后续详细的勘查

工作奠定了基础。 

矿床边界划定是重磁法的另一重要应用。通过测量地下磁

性异常的分布,可以推断矿床的空间范围,并帮助确定矿床的边

缘。这对于规划勘查区域和确定矿床的立体形态至关重要,有助

于提高勘查工作的精准性。深部勘查是重磁法的一项强项。通

过选择不同的仪器和参数,重磁法能够实现对深部磁性体的有

效探测。这对于了解矿床的垂直分布,特别是在深层部分的勘查

中,提供了关键的地质信息。重磁法具有较高的勘查效率,能够

在短时间内覆盖大面积。这为大规模勘查项目提供了便利,使得

勘查人员能够更快速地获取大量地质信息,从而迅速制定勘查

计划和决策。 

3 地球化学勘查方法 

地球化学勘查方法在铅锌矿找矿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其广泛应用涵盖了多个方面,从不同的样品类型中获取的地球

化学信息为勘查提供了多维度的数据,有助于揭示地下矿床的

位置、规模和特征。土壤样品分析是地球化学勘查的重要手段

之一。通过对地表土壤样品中的化学元素进行精密分析,勘查人

员能够追踪铅、锌等金属元素的空间分布,识别潜在的矿化区

域。此外,土壤中矿化体的微量元素含量常常反映了地下矿床的

存在和矿化程度,为后续的勘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岩石样品分

析是深入了解地质结构和矿床特性的关键步骤。通过对岩石中

的主要和微量元素进行分析,勘查人员可以识别出富含铅锌等

目标矿物的岩石类型,帮助建立矿床的地质特征模型。这对于更

全面地理解矿化体的性质和分布至关重要。水样分析则提供了

矿化元素在地下水中的迁移路径和分布状况。通过分析地下水

中的溶解物质,勘查人员可以了解地下水与矿床之间的关系,为

矿床的形成过程提供关键信息。植被样品分析是一种生物地球

化学勘查方法,利用植物对地下元素的吸收和富集特性。通过分

析植被组织中的元素含量,可以揭示植被覆盖下的地下矿化体

可能存在的位置。此外,硐岩土壤分析是直接与矿体相邻的地层

中采集样品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些样品中可能包含来自矿

体的矿化物,提供直接的、与矿床直接相关的地球化学信息。 

综合利用不同样品类型的地球化学数据,通过地统计学方

法和数据集成技术,勘查人员可以建立全面的地质模型,更加准

确地确定潜在矿化体的位置、规模和性质。因此,地球化学勘查

方法的综合应用为找矿工作提供了全面而深入的地质信息,为

科学的资源评估和合理的开发提供了有力支持。 

4 地质统计学方法 

地质统计学方法在铅锌矿找矿中的广泛应用涵盖了多个层

面,通过深入统计分析地质数据,为勘查提供了深刻的理解和科

学的指导。 

变异分析不仅可以揭示地质属性在空间上的变化规律,还

能提供变异程度的定量化信息。通过对矿化体含量、岩石类型

等地质属性的空间变异性进行分析,勘查人员能够更准确地判

断潜在的矿化区域,并为后续的勘查工作确定优先区域。克里格

插值法在矿床勘查中的应用具有显著的效果。通过采样已知矿

化体的点,通过插值法推断未知区域的矿化体分布,为矿床的空

间分布提供了预测性的视角。这种方法不仅帮助识别可能的矿

化区域,还为矿产资源的评估提供了基础数据。地质统计学的空

间分析方法则强调地质现象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规律。通过对

铅锌矿区的地质数据进行空间分析,可以识别出不同地质特征

的聚集区域,从而为勘查提供更加精确的地理定位。这有助于勘

查人员更有针对性地选择勘查区域,提高了勘查的效率。变异函

数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铅锌矿床的地质变异性质。通过分析地

质属性的变异函数,可以了解矿化体分布的连续性和不规则性,

为进一步的勘查提供了地质背景的详细信息。空间结构分析则

通过探讨地质数据的空间自相关性,帮助勘查人员发现可能存

在的地质异常或隐蔽矿体。这种分析方法为进一步的地质调查

提供了方向,有助于锁定潜在的矿产资源。地质概率模型的建立

和应用,使勘查人员能够更为准确地估算矿化体的概率分布。这

为勘查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概率性指导,有助于优化勘查策略和

资源分配。 

5 结束语 

本研究为云南某铅锌矿区的找矿工作提供了全面的地质信

息和科学依据。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为未来的勘查

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该地区铅锌矿的进一步勘探和开发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在不断发展的矿产勘探领域,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

和经验也为其他地区的找矿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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