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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自然界钴元素多以类质同象分散在其他矿物

中，工业利用的钴资源主要为铜、镍、铁矿床中伴生

组分。通过近年勘查，在华北克拉通北缘白云鄂博

裂谷带中，距白云鄂博超大型铁-铌-稀土矿床约

25 km的地区发现了独立钴矿床，其对钴矿资源的

勘查开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该区目前勘查

程度仅为预-普查，矿化控制程度不足，探获资源量

小，但目标层位与同期侵入体在该区发育较广，其

成果对寻找同类型矿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 研究方法（Methods）
综合分析 1:1 万矿化蚀变专题填图、土壤扫面

测量、高精度磁法扫面测量、激电中梯剖面测量和1:

5000地质、土壤、磁法、激电中梯综合剖面测量等工

作所取得的地、物、化信息资料，通过提取控矿要

素、解析矿床成因、还原成矿过程、识别找矿标志等

研究方法进行了成矿信息的精细化研究，掌握了成

矿信息的空间特征和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布置

了槽、钻探工作，揭露到若干矿（化）体。

3 研究结果（Results）
在研究区中部呼吉尔图组地层内发现一近东

西走向的紧闭背斜，背斜核部被二叠纪英云闪长岩

侵入，侵入接触带与背斜核部或核翼转换部位近于

重合。在接触带部位，发育着呈近东西向展布的

Co、Ni、V、W、Mo、Cu、Pb、Zn、Ag、Au、As、Sb、Hg等

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异常受接触带控制明显。异常

组合全、浓集中心明显、强度较高、异常点数多（Co、

Ni、V、Au、As、Sb、Cu、Zn、Mo 浓度分带达四级，Co

极大值 165.2×10-6、Au 38.19×10-9、As 727×10-6、Sb

32×10-6、Cu 102.3×10-6、Zn 488.7×10-6），部分元素标

准离差极大（As达 58.34，Zn达 90.93）、衬度高；Co、

Ni、V、Cu、Zn、Au等元素异常空间套合好。热液型

元素从高温—中高温—中低温叠合出现“高、大”异

常，反映成矿热液系统复杂，成矿潜力大（图1）。

在侵入接触带附近，从西向东发育长约4 km的

一条串珠状、条带状磁异常，其由4个正负伴生的子

异常所组成，磁异常正极值主体出现在背斜核部。

磁异常正、负极值明显（△T正极值从 380~3113 nT

不 等 ，主 体 大 于 2000 nT；△ T 负 极 值 从

-60~-848 nT不等）、正负极值相伴显示（正极值越

大，相伴负极值绝对值越大），磁异常正值带与地表

矿化带及Co、Ni、V、Cu、Zn高值带空间位置吻合。

经勘查，在弧形倾入接触带石英岩之下部层位

的构造蚀变岩中发现两条钴矿化带，较大的Ⅰ号矿

化带规模达3 km×50 m。两条矿化带中圈出9条钴

矿化体，为 30 m×6 m~200 m×15 m 规模不等的带

状，钴品位为 0.012%～1.11%，平均为 0.03%~0.07%

（表 1）。部分钴矿化体中伴有金、铜矿化。围岩蚀

变主要包括：褐铁矿化、黄钾铁矾化、黄铁矿化、磁

黄铁矿化、磁铁矿化、黄铜矿化以及角岩化、硅化、

绿泥石化、碳酸盐化等。黄铁矿化与钴矿化关系最

为密切，呈正相关关系。主要矿石矿物为原生的硫

化钴，呈不规则—半自形微粒状，其载体矿物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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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白云鄂博地区地质简图
Fig.1 Geological sketch of Baiyunebo area

表1 矿区内主要钴矿体特征
Table 1 Character Btics of the main Co ore bodies in the

mining area

图版1 钴矿物在扫描电镜下的显微特征
（Py—黄铁矿；Mt—磁铁矿；Co—辉钴矿）

为黄铁矿（图版 1）；少部分钴以氧化钴和难溶脉内

钴的形式存在。

据稀疏探矿工程揭露，对上述 9条钴矿体估算

资源量，333矿石量119867 t，钴金属量42.71 t，独立

钴矿床平均品位Co 0.036%。

4 结论（Conclusions）
4.1 矿床成因

研究区钴矿床成因属热液叠加改造型。白云

鄂博群呼吉尔图组中绿帘阳起岩的钴背景较高，为

有效矿源岩，二叠纪该地区岩浆活动强烈，侵入于

呼吉尔图组之中的构造部位，岩浆热液对围岩层的

叠加改造变得更为有利，覆盖于绿帘阳起岩之上的

石英岩致密坚硬，对岩浆热液交代绿帘阳起岩提供

了良好物理屏障，将热液阻隔在绿帘阳起石岩层的

张性裂隙中，与围岩进行充分的交代作用，使钴活

化，进而在构造蚀变岩中富集成矿。

4.2 找矿目标与找矿标志

石英岩之下绿帘阳起石岩层可作为寻找钴矿化

的有效目标层，在二叠纪侵入体与目标层接触带附近，

角岩化与其他构造蚀变发育部位是有利的找矿地段。

正负伴生的磁异常和低阻高极化的激电异常

是该区钴矿重要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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