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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和寻找隐伏以及半隐伏中酸性岩体对深部找矿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 

以重力资料为主，结合航磁、地球化学及地质资料，对研究区隐伏和半隐伏中酸性侵入岩体进行 

圈定，并利用重力数据对圈定岩体进行三维反演，获取岩体的三维空间赋存状态，对其三维空间 

形态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相关资料综合分析岩体与矿产的关系，对贵州省中东部地区深部找 

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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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矿产勘查程度的提高，地表矿和浅部矿 

越来越少，寻找深部矿产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其 

中内生金属矿产的形成直接或间接与岩浆热液活 

动有关，多聚生于中酸性岩体的边缘及与围岩的 

接触带上；贵州中酸性侵入岩体出露于梵净山地 

区和黔桂交界的从江地区，且有与中酸性侵入岩 

体有关的矿产钨、锡、铜等金属矿产产出，因此，总 

结成矿规律，研究隐伏以及半隐伏中酸性岩体对 

深部找矿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利用区域重磁数据来圈定异常体，定性及半 

定量分析深部岩体、推断岩体空间形态的方法已 

广泛应用【1-3]，如利用 2．5维反演来半定量分析 

隐伏及半隐伏岩体深部空间形态，均取得了较好 

的应用效果。对于贵州省深部岩体的研究，王亮 

(2009，2012年)利用区域重磁资料对贵州省境内 

的可能存在的隐伏岩体进行了初步的圈定_4’5]， 

确定圈定岩体的最低尺度。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 

础上，以重力资料为主，结合航磁、地球化学及地 

质资料，对研究区隐伏和半隐伏中酸性侵入岩体 

进行圈定，并利用重力数据对贵州中东部的岩体 

异常进行三维反演解释，获取岩体三维空间赋存 

形态，对其空间形态进行定量分析，如顶底埋深、 

顶底界面的起伏形态以及空间延伸等，并进一步 

综合分析岩体与矿产的关系，为深部找矿提供指 

示意义。 

1 研究区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江南造山带的西南段和扬子地块 

的东南缘，经历了多期次构造运动，构造复杂，产 

出有各类褶皱、断裂和过渡性剪切带，构造线方向 

主要为近南北向、北东向、北西向等。地层发育较 

齐全，自新元古界至新生界第四系均有出露。新 

生界地层零星出露，出露面积较小；中生界地层中 

白垩系地层小面积出露，侏罗系地层不发育，三叠 

系地层出露较广，主要分布于研究区的北部和西 

南部，出露于向斜核部位置，地层走向与主构造线 

方向一致为近南北向、北东向；古生界地层发育齐 

全，分布与研究区的北部和西南部，范围较广；新 

元古界地层在研究区东南部大面积出露。 

贵州境内岩浆活动的构造旋回分属为武陵、 

雪峰一加里东、海西一燕山、喜马拉雅构造旋回， 

这四个构造旋回控制着贵州省内岩浆活动演化规 

律。贵州省境内岩浆岩大部分集中出露于西部， 

主要为玄武岩和辉绿岩，少量煌斑岩出露。在研 

究区即贵州中东部地区主要以侵人岩为主，其中 

中酸性侵入岩体出露于梵净山和黔桂交界的从江 

地区，其中梵净山区出露的为白云母花岗岩，并有 

花岗伟晶岩等，地表所见岩体呈小的岩株、岩枝 

等，出露面积小于 1 km ，岩体侵位于梵净山群 

中，与围岩突变接触，内接触带不明显，为武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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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岩体三维空间形态一俯视图 

Fig．5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shapes of rock mass—top view 

图 6 岩体三维空 间形态一侧视 图 

Fig．6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shapes of rock mass—side view 

YT一1岩体在地表出露，地表呈小的岩株、岩 

枝等，三维反演结果显示底深约为 7．3 km，整体 

呈“8”字状，岩体走向为南北向。浅部表现为不 

同的两个岩体，北侧岩体呈反“S”状，顶深在 1 km 

至 4．5 km之间变化，顶界面变化较陡，底深变化 

较平缓，宽约 10 km，长约25 km；南侧岩体上部较 

窄，中部逐渐变宽，尾部收窄，在底边小面积出露， 

顶界面变化较北侧岩体平缓，底界面深度较北侧 

岩体深，宽在 5．3 km至 15 km变化，长约 21 km。 

两个岩体的下段和上段约在2．7 km深度处相连， 

实为一个岩体。出露于梵净山地区的YT-1岩体 

周围亦出露有基性一超基性岩体，岩体侵入于新 

元古界地层构成的背斜核部，背斜构造的核部亦 

是深部找矿的有利部位。岩体位于贵州省推断重 

要隐伏断裂的东部，且周围次级断裂构造发育，为 

成岩、成矿提供了通道和储矿空间。岩体北部及 

东部外围具汞矿床，东北边缘具多个大型锰矿、镍 

钼钒矿，岩体上具铜矿、铁矿等。YT-1岩体位于 

布格重力异常梯级带上，剩余重力负异常内，w— 

Sn-Bi—Mo地球化学元素异常强度高，岩体顶界 

面变化较陡，岩体边部有岩枝和岩株，因此，综合 

分析在 YT-1岩体外围及深部成矿条件优越，为 

有利找矿远景区。 

YT一2岩体顶深约为 1．1 km，底深约为 6．3 

km，整体呈“叉子”状，在北部存在一小岩株，南部 

岩体为北东向岩枝和南北向岩枝相交。北东向岩 

枝顶面变化较陡，最深约为 2．8 km，南北向岩枝顶 

面变化亦较陡，变化趋势呈波浪起伏状，两岩枝底 

界面变化较缓。YT一3岩体顶深约为 1．1 km，底深 

约为7．0 km，分为两个岩体。西侧岩体呈“∞”状， 

宽约 18 km，南北向长变化剧烈，在岩体中部较窄 

约2 km，向两边逐渐变大约 10 km，西部顶界面变 

化较陡，在西部中心存在一凹陷，东部顶界面变化 

较缓，底界面变化均较缓；东侧岩体规模较西侧岩 

体小，亦是呈“∞”状，宽约 10 km，长度变化在 3 km 

至5 km，顶界面变化趋势亦是呈波浪起伏状。YT- 

6岩体顶深约为 1．2 km，底深约为 5．4 km，岩体整 

体呈不规则状，西侧岩体呈“c”状，顶界面变化很 

陡，在北部与东侧岩体相连，东侧岩体顶界面变化 

亦较陡，两岩体顶界面均呈波浪状起伏，底界面变 

化平缓。YT一2、YT一3、YT一6岩体均侵人于新元古 

界地层中，位于贵州省推断的重要隐伏断裂带附 

近，岩体及周围具汞矿、铅锌矿、锰矿、磷矿、金、重 

晶石、镍钼钒、铁矿。三个岩体均位于布格重力异 

常梯级带附近，剩余重力负异常内，YT一2岩体 w— 

Sn-Bi-Mo地球化学元素异常强度较高，W-Sn—Bi 
—

Mo地球化学元素异常强度相对较弱，因此综合分 

析 Ⅵ’一2、YT一3、YT一6岩体外围及深部成矿条件较 

好，为较有利找矿远景区。 

YT一4岩体顶深约为 1．0 km，底深约为 7．0 

km，岩体整体呈“F”状，总体走向为南北向，在顶 

部和中部延伸出东西向的岩枝和岩株，长约 28 

km，宽度约4．5 km，顶界面呈波浪状起伏，但不剧 

烈，底界面变化较缓。北部岩枝宽约 14 km，长约 

3 km，顶底界面变化均较缓。南部岩株为规则圆 

体状，顶底界面变化较缓。YT-5岩体顶深约为 

1．0 km，底深约为 8．5 km，整体呈不规则状，整个 

岩体伸出不同走向的岩枝和岩株，岩体顶界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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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较陡，呈波浪状起伏，底界面变化较缓。从反演 

结果来分析，YT一4岩体和 YT一5岩体在 2．0 km 

左右深度连为一体，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南北走 

向的隐伏岩体。YT一4、YT一5岩体位于瓮安一带， 

岩体侵入于新元古界地层构成的背斜核部，且有 

两条重要隐伏断裂通过，次级断裂构造发育，岩体 

及周围具有镍钼钒、铅锌、汞、磷、硫铁矿、铁矿、铝 

土矿和磷矿。YT一4、YT一5岩体位于布格重力异 

常等值线弯曲带，剩余重力负异常内，W-Sn-Bi- 

Mo地球化学元素异常强度较高，岩体顶界面变化 

较陡，岩体边部有岩枝，因此，综合分析在YT一4、 

YT一5岩体外围及深部成矿条件较好，为较有利 

找矿远景区。 

YT一7岩体顶深约为 0．9 km，底深约为 7．9 

km，整体呈倒“L”状，岩体为南北走向，在岩体东 

北端呈岩枝向北东方向延伸。浅部表现为不同的 

两个岩体，西侧岩体呈长条板状，顶深在 1．6 km 

左右，底深在 4．8 km左右，长约 37 km，宽度在 4 

km至 9 km之间变化，顶、底界面变化较缓；东侧 

岩体规模较西侧岩体小，呈烟斗状，顶深也在 1．6 

km左右，底深较东侧岩体深，在7．9 km左右，顶、 

底界面变化亦较缓，岩枝沿北东向延伸约 15．5 

km。两岩体在3 km左右深度相连。YT-8岩体 

顶深约为0．9 km，底深约为7．3 km，岩体呈不规 

则条状，走向为北北东向，侧视为板状，顶底界面 

变化均较缓。YT一7岩体和YT一8岩体地表均未 

出露岩体，岩体分布在贵州省重要隐伏断裂带中， 

在岩体周围及外围重晶石、汞、金、铅锌、锑、铁、萤 

石等矿产均有分布，该区尤其是金、铅锌、锑矿床 

均达中型以上，锑、汞矿床和矿点呈带状分布发 

育，这些矿床的形成是与花岗岩的岩浆期后热液 

活动有成因联系。YT一7、YT-8岩体位于布格重 

力异常梯级带附近，剩余重力负异常内，且异常幅 

值较大，在岩体周围亦有钨锡矿化、异常带，W-Sn 
- Bi-Mo地球化学元素异常强度高，岩体顶界面 

变化较陡株，因此，综合分析在YT-7、YT一8岩体 

外围及深部成矿条件有利，为有利找矿远景区。 

从江地区四个岩体YT一11和YT一12岩体在 

地表出露，YT-9和YT一1O岩体顶深约为0．5 km 

左右，四个岩体底深在3．0 km左右变化。岩体均 

为不规则状。四个岩体属于黔桂边界摩天岭花岗 

岩体的一部分，摩天岭花岗岩体大部分位于广西 

境内，岩体均侵入于新元古界地层构成的背斜核 

部，亦位于贵州省重要隐伏断裂带上，岩体西边外 

围具铅锌矿床、铁矿，岩体上具铜矿、钨锡矿等。 

四个岩体位于布格重力异常梯级带上，剩余重力 

负异常内，且异常幅值较大，W-Sn-Bi-Mo地球 

化学元素异常强度高，因此，综合分析在这四个岩 

体外围及深部成矿条件有利，为有利找矿远景区。 

综合以上分析，贵州省中东部推断的中酸性 

侵入岩体均侵人于新元古界地层中，多位于背斜 

构造核部、区域断裂旁，侵入酸性岩体上均具有较 

高的w—Sn-Bi-Mo地球化学元素异常。岩体三 

维空间形态揭示，岩体的产状大部分都复杂多样， 

而且往往为不同类型产状的岩体连为一体，除梵 

净山YT一1岩体和从江地区 YT-11、YT一12岩体 

在地表出露，其余均为隐伏岩体，从江地区隐伏岩 

体顶埋深较浅，其余隐伏岩体顶埋深在 1000米左 

右，且顶界面的变化趋势较陡，利于矿产形成，为 

深部找矿的有利部位。 

5 结论 

在中酸性岩体与围岩之间存在一定的物性差 

异的前提条件下，利用区域重力数据，结合航磁、 

化探及地质资料，对中酸性岩体进行圈定，并对岩 

体进行三维反演，通过对反演所得的密度分布情 

况进行分析，获得岩体的三维空间赋存状态，例如 

岩体顶底埋深、顶底界面的起伏形态、空间延伸等 

信息，解释贵州省中东部酸性侵入岩体产状大部 

分都复杂多样，而且往往为不同类型产状的岩体 

连为一体，并结合地质、构造资料分析成矿有利条 

件，对寻找深部矿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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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ree——Dimentional Spatial Shapes and Determination 

of Intermediate——acid Intrusive Rock in 

M iddle and East Guizhou 

Qu Nian—nian ，YAO Lian ，ZHU Da—you ，LI Jia—bin 

(1．China University ofGeosciences(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2．Guizhou Geological Survey， 

Guiyang 550018，Guizhou． ina) 

[Abstract] With the higher exploration level of resources and the decreasing of surface min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ind and delicate concealed and semi——concealed intermediate——acid intrusive bodies in the min— 

eral exploration．Based on the regional gravity data，combining with magnetic data，geochemical data and previ— 

OUS geological research，we indentified concealed and semi—concealed interm ediate—acid intrusive bodies，and 

obtained their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shapes by three dimensional inversion，quantitative analyzed their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shape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mineral，finally provides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deep prospecting． 

[Key words] Intermediate—acid rock；Gravity and magnetic characteristics；Three dimensional；Deep pros— 
p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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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类进行资源开发和各类经济工程活动 

之前，必须进行可行性调查研究，不但要考虑 自身 

需要和眼前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从可持续发展 

的高度，研究开发资源和工程建筑后的环境效果 

和致灾因素，确保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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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 Analyses of Geologic 

Disaster in Shuicheng County 

YIN Xian-e ，CHANG Zhi-sheng 

(1．Liupanshui Btanch，Guizhou Institute of Geo—environment Monitoring，Liupanshui 553001， 

Guizhou，China；2．113 Geological P0啊 ，Guizhou Bureau ofGeolo~ and Mineral 

Exploration&Development，Liupanshui 553001，Guizhou，China) 

[Abstract] Shuicheng county situated in Wumeng mountain area of west Guizhou with high mountains，steep 

slopes and deep valley，the geographic and geologic conditions are bad，the geologic disaster happened usual- 

ly．In this paper，according to the important geologic disaster detailed survey of important areas of Shuicheng， 

the background and leading factors of geologic disaster are studied in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 activity，by sta— 

tistic analyses of geologic disaster risk in recent years，the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rules and influence fac— 

tors are summarized，it indicated the complex geo—environmental condition of Shuicheng is objective，the key 

point of geologic disaster prevention is reduce the influences of external factors． 

[Key words] Disaster environment；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rule；Geologic disaster；Gui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