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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会理小关河—河口地区位于扬子地块缘康滇地轴中段，属我国扬子地块缘川滇南北向重要铜

多金属成矿带，矿产资源丰富。利用 1:5 万地面高精度磁法测量，圈定了 31 个磁异常，具有进一步找矿意义的

异常有 16 个，主要集中在平地幅白云山—大云山—绿水—李家坟一带；河口幅中厂—毛姑坝一带和北东部的

杨河与新发一带；小关河幅滥坝、大箐、老莹磐、大村、元村，西南部的羊合五—红石井—尖山—大黑依—菜

子园—官村—大村一带和东南部的阿古鹿与石门坎一带，为本区下一步地质找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关键词：高精度磁测；小关河—河口地区；铜矿；磁异常

doi:10.3969/j.issn.1000-6532.2025.01.001

中图分类号: P59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6532（2025）01−0001−07

引用格式: 左维钟, 刘应冬, 陈涛, 等. 四川会理小关河—河口地区磁异常特征及找矿前景预测[J]. 矿产综合利用,

2025, 46(1): 1-7.

ZUO  Weizhong,  LIU  Yingdong,  CHEN  Tao,  et  al.  Magnetic  anomaly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s  in

xiaoguanhe-hekou area of huili, sichuan province[J]. Multipurpose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2025,

46(1): 1-7.

 
四川会理小关河-河口地区位于扬子地台西缘

康滇地轴中段，会理东川拗拉槽西端，矿区在早-
中元古代处于大陆裂谷环境，属于我国扬子地台

西缘川滇南北向重要铜多金属成矿带的一部分，

分布着众多铜、 铅、 锌、 铁、 镍等矿产[1]，产出

落凼、红泥坡、老虎山、老羊汗淌沟、石龙、黑

箐、力马河等大中型矿床，累计探明铜资源量超

过 100 万 t[2]。区内主要矿床类型有赋存于河口群

海相火山-沉积变质岩系的 IOCG 矿床（拉拉式）[3]，

赋存于东川群落雪组白云大理岩中的层状铜矿

（SSC）（黎溪式），岩浆硫化物铜镍铂矿（力马

河式）和砂砾岩型铜矿（大铜厂式）等[4]。前人研

究认为，利用高精度磁测在拉拉外围寻找隐伏

铜、铁矿体效果明显[5]。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通过对小关河—河口地区开展 1:5 万地面高精度磁

法测量，圈定磁异常，大致查明成矿地质背景和

控矿条件，总结成矿规律，为区域成矿预测、构

造分析、靶区优选提供地球物理依据，助力新一

轮找矿突破行动。
 

1　区域地质背景

本区大地构造位置属于扬子克拉通西南缘的

康滇南北构造带中段，是我国西南地区著名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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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多金属成矿带[6-7]。该区地质构造交错，地层复

杂，区域岩浆活动频繁，具有多期次、多旋回的

特点，为矿产资源的形成和进一步富集提供充足

的地质条件[8]。地层主要发育前震旦纪河口群、东

川群和会理群，其次是志留纪、三叠纪、侏罗

纪、白垩纪地层，以前震旦系河口群和会理群变

质岩系和三叠至白垩系陆相沉积（红层）为主，

其它时代的地层零星分布。构造活动发育，具有

多期次活动的特点，主要期次有晋宁期、澄江

期、华力西期及印支期，晋宁运动中晚期主要发

育 EW 向深断裂，是元古代河口群海相细碧角斑

质火山岩－次火岩喷发－侵入活动的重要通道，

是区内重要控矿构造。晋宁运动之后则主要形成

一些 SN 向的褶皱及深大断裂，与 EW 向基底褶皱

轴和断裂近于直交，常切割盖层和 EW 向断裂，

使其错移、扭曲，呈现 NW 或 NE 向变位，沿断

裂带岩浆活动频繁。SN 向断裂是区内主要的断裂

构造，既切割基底，又控制中、新生代地层分

布，常成为新、老地层的边界，控制了力马河、

小关河铜镍超基性岩和长塘锡钨花岗岩的分布。

两者叠加干涉形成本区双层结构的构造格局[7]。岩

浆活动严格受区域性深大断裂带的控制。晋宁早

期岩浆岩以变钠质火山岩为代表，分布于拉拉地

区河口群地层中，与板岩、片岩呈互层整合产

出。为一套碱性系列基-中酸性海相喷发岩，即细

碧-角斑质火山岩。落凼大型铜矿、红泥坡大型铜

矿和石龙中型铁铜矿以及广泛分布的中小型铁铜

矿即赋存于此岩系中。向南一直延续到姜驿地

区，分布面积 480 km2，找矿远景很大。其次是兴

隆片状蛇纹岩，原岩为橄榄岩。呈岩株、岩墙等

形态产出，侵入通安组中，蛇纹岩中含星点状、

细脉状及团块状铁镍磁铁矿，一般含镍 0.23%，经

风化淋滤作用后，在浅部可形成风化富集带，含

镍可达 0.8%。

金属矿产以铜为主，次为铁、镍，伴生金属

有银、金、钴、钼、铂、钯等。典型矿床资源量

见表 1，累计探明铜资源量 170 万 t，铁资源量

2 233 万 t，镍资源量 2.76 万 t，找矿前景大。这些

矿床主要以铁氧化物为主，成矿条件与岩浆热液

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高磁异常特征，通过研究

磁异常特征指导区域深部找矿具有积极的意义。
 
 

表 1    小关河—河口地区典型矿床特征
Table 1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ineral deposits in the Xiaoguanhe-Hekou area

矿床 成矿元素
矿石量

/Mt
TFe Cu Ni

品位/% 矿物量/万t 品位/% 矿物量/万t 品位/% 矿物量/万t
落凼 Cu, Fe, Au, Ag, Co, Mo, REE 73.60 15.28 1 124.61 0.83 61.09 - -
红泥坡 Cu, Fe, Au,Ag, Co, Mo 41.60 9.31 387.30 1.42 59.07 - -

老羊汗滩
Cu, Fe, Au, Ag,

Co, Mo 29.10 12.09 351.82 1.03 29.97 - -

石龙 Cu, Fe 9.65 38.25 369.11 0.84 8.11 - -
白云山 Cu,Fe 6.25 - - 0.87 5.44 - -
菖蒲箐 Cu,Fe 4.33 - - 0.70 3.03 - -
小厂 Cu,Fe 3.81 - - 0.51 1.94 - -
老虎山 Cu, Fe 1.84 - - 0.73 1.34 - -
力马河 Ni, Cu, Co 2.49 - - 1.11 2.76
合计 172.67 2 233 170 2.76

 
 

2　区域岩（矿）石物性特征

采集了区内分布的主要岩 (矿 ) 石标本，共

1 131 块并作了物性参数测定，测定结果见表 2。
从表 2 可知，区内磁铁矿磁性最强，其磁性强弱

次序为：磁铁矿石﹥灰质板岩﹥铁质云母片岩﹥

碳质板岩﹥铜矿﹥辉长岩﹥石英砂岩﹥泥质砂

岩﹥铜镍矿﹥铁质砂岩﹥滑石岩﹥云母片岩﹥纳

长岩﹥蛇纹岩﹥辉石岩。其余岩石基本上属弱磁

性或无磁性。区内的磁铁矿石、铁质云母片岩、

铜矿和辉长岩的剩余磁化强度 Mr 和磁化率 K 的

值与变化范围都比其他有明显的差异，说明区内

的强磁异常区主要为磁铁矿石和铁质云母片岩、

辉长岩所产生。岩、矿石磁性差异明显，且尚未

发现较强的磁性干扰岩体，所以利用地面高精度

磁法测量，圈定磁异常，对追踪、评价测区内的

磁性岩（矿）体具有明显的指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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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处理与解释

小关河—河口地区包括 1∶5 万图幅小关河

幅、河口幅和平地东半幅，总面积共 1 085 km2。

其中，小关河幅位于北侧，河口幅位于小关河幅

南侧，平地东半幅位于河口幅西侧。测网按 500 m×
100 m 布设，实际磁测点共 19 328 个。

从图 1 可见，研究区内 ΔT 值普遍在 -100～
100 nT 之间，只有局部地区有正负异常存在，而

且负异常大多出现在强磁异常区及附近地区，共

划分了 31 个异常区，编号 M1～M31 单个异常特

征见表 3。
根据表 2 的异常特征，划分了扩大矿床规模

的异常（甲1 级）10 个；仅反映已知矿床的异常

（甲2 级）1 个；有矿点，矿化点，推断找矿希望

较大的异常（乙1）4 个；基性超基性岩体引起

的，成矿有利地段，隐伏磁性体异常（乙2 级）

12 个；性质不明的异常（丙级）4 个。综观整个

研究区△T 异常特征，可知该地区的磁异常主要受

地质构造和磁性岩体控制，在地质构造发育地区

均出现强磁异常，特别在南北向断裂附近地区磁

异常较为突出，磁异常具有明显的带状分布特

征。31 个异常中，具有进一步找矿意义的异常有

M6、M8、M9、M10、M12、M14、M15、M16、
M17、 M18、 M21、 M24、 M25、 M27、 M30 和

M31。
结合区域成矿条件和成矿规律，在扩大找矿

远景区域时，应把重点放在辉长岩，辉绿辉长岩

出露区，并且构造发育，磁异常比较明显的地

带。具有较大异常面积的平地幅白云山—大云

山—绿水—李家坟一带；河口幅中厂—毛姑坝一

 

表 2    区域岩（矿）石磁性参数测定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for magnetic parameter measurement of regional rocks (mines)

岩（矿）石
名称

测定
块数

磁化率K情况/（4π×10−6 SI） 剩余磁化强度Mr情况/（×10−3 A/m）

最小值 最大值 几何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几何平均值

磁铁矿 66 939.39 15 194.12 3 510.68 20.20 11 375.03 1 604.15

灰质板岩 2 1 340.42 72 28.63 3 112.78 1 792.46 2 592.83 2 155.82

铁质云母片岩 32 156.56 10 416.46 2 994.29 207.27 5 392.17 1 630.10

炭质板岩 30 774.62 15 955.23 2 670.23 31.18 6 729.83 851.91

铜矿 32 499.68 12 431.26 2 162.62 43.30 4 151.46 761.44

辉长岩 25 468.70 13 246.39 1 694.49 17.20 3 305.28 257.35

石英砂岩 40 835.96 4 706.39 1 572.33 14.41 976.91 54.83

泥质砂岩 32 163.23 7 501.28 1 444.56 9.80 4 028.42 137.21

铜镍矿 41 111.93 4 288.21 1 385.02 8.94 819.37 105.27

粉红色泥质砂岩 32 41.97 8 481.99 1 245.65 28.57 2 751.85 141.70

铁质砂岩 104 54.60 17 946.52 1 241.02 21.08 14 184.54 251.56

滑石岩 29 276.32 6 046.07 1 231.99 22.59 5 847.67 520.24

云母片岩 36 112.70 3 886.36 1 226.52 6.67 2 511.90 55.71

灰白色砂岩 40 46.64 3 754.23 1 179.02 7.07 3 146.57 94.25

钠长岩 109 69.95 7 793.76 1 171.24 5.00 8 888.68 160.19

蛇纹岩 95 48.43 8 381.22 1 160.12 14.66 2 247.71 249.23

辉石岩 32 74.33 5 672.15 1 061.29 45.91 4 213.05 412.90

白云质灰岩 40 87.44 5 036.73 942.58 16.64 1 833.55 104.51

红色砂岩 38 79.95 5 208.92 941.52 7.86 1 867.58 75.12

灰岩 96 99.10 10 521.16 882.19 18.25 9 271.63 230.99

花岗岩 34 109.93 3 437.77 729.05 32.66 829.46 142.39

硅质石英砂岩 32 264.69 2 005.36 721.97 38.49 1 581.38 230.98

大理岩 33 43.89 4 307.73 662.78 24.17 1 810.01 383.11

煤系地层 40 93.27 1 608.95 595.58 11.18 309.07 72.54
褐铁矿 41 61.42 5 016.15 230.84 8.45 1 793.12 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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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和北东部的杨河与新发一带；小关河幅滥坝、

大箐、老莹磐、大村、元村，西南部的羊合五—
红石井—尖山—大黑依—菜子园—官村—大村一

带和东南部的阿古鹿与石门坎一带为下一步的重

点找矿区域。 

4　结　论

（1）高精度磁测在小关河—河口地区进行地

质填图、推断构造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是直接寻找磁铁矿、间接寻找岩浆热液型金

属矿产等最为经济有效的手段和方法[9], 地面高精

度磁测成果为地质找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尤其在大面积覆盖区提供了良好的找矿线索。

（2）小关河—河口地区磁异常特征显著，划

分了 31 个磁异常，其中甲1 级异常 10 个，甲2 级

异常 1 个，乙1 级异常 4 个，乙2 级异常 12 个，丙

级异常 4 个，具有进一步找矿意义的异常有

16 个。磁异常多产于岩体、构造带附近，许多异

常与区域重要矿产对应好，磁异常特征明显，是

寻找铜、铁、镍等矿产的重点找矿区域。

（3）仅仅依靠地面高精度磁测是远远不够

的，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建议重点围绕磁

异常区，针对重要矿山的深边部，开展深部工程

进行验证；在已有矿点、矿化点或有地表矿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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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ΔT 磁异常等值线
Fig.1    Contour of ΔT magnetic anom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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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磁异常特征及解释推断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pretation of magnetic anomaly

编号
异常特征ΔT/nT

磁异常解释推断 类别
长/m 宽/m 一般值 max min

M1 1 614 602 100～200 412 36
异常位于下滥坝—上滥坝地区，呈长椭圆形，东西向走向，倾向南，
为延深较深的板状体。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会理群力马河组，受北东向
断裂控制，该异常区为低值弱磁性区。

丙

M2 1 810 280 100～200 563 43 该异常与M1类似，位于下滥坝-上滥坝地区走向北东，倾向西南，为
延深较深的板状体。

丙

M3 7.5 600 100～200 857 63 异常位于大桥—杨柳湾—芹菜湾，呈等轴状圆形，厚板状体，走向东
西，倾向北，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会理群通安组。

乙2

M4 1 150 730 100～200 280 70

异常位于平地村—老营盘，异常体为延伸有限的三度体（球体或圆柱
体），走向东西，倾向北，厚板状体，受北东向断裂控制，出露的岩
石主要为会理群力马河组岩体，该异常峰值高，推测可能为隐伏含铜
镍超基性岩体。

乙1

M5 805 340 100～200 343 25 异常区位于马包子南测，异常规模较小，呈长椭圆形，厚板状体，走
向南北，倾向西，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会理群通安组。

乙2

M6 3 200 2 350 200～400 580 125

异常位于盐井—元村一带，走向北西向，倾向西南，形态规则，呈长
椭圆状，异常梯度小，异常体顶部埋深约200～250  m，露的地层有白
垩系，三叠系白果湾组，会理群通安组，区内有1个砂（砾）岩型铜
矿出露。推测为矿致异常。

甲1

M7 595 450 100～400 1 993 75 异常位于杨柳湾以北，呈长椭圆形，异常规模小，厚板状体，走向南
北，倾向东，异常区有蛇纹岩出露。

乙2

M8 2 395 630 200～400 998 127

异常位于沈家湾子—杨家坝一带，异常走向北西向，形态不规则，为
长条带状，异常体顶部埋深150  m，倾向西南，倾角50～60°，异常区
内有2个200  nT以上大小不等的正异常，面积约1.6  km2，4个负异常，
面积约2.1  km2，异常正负相间。异常区出露的岩石主要为花岗岩，辉
长岩，辉石岩和橄榄岩以及会理群通安组，辉长岩体在异常区内大面
积分布，有北东向断裂通过。

乙2

M9 1 600 700 200～400 497 80
异常位于秧田湾，走向北东向，异常形态规则的长条带状，异常区内
有1个铁矿, 异常区出露的地层为白垩系，该异常区矿致异常区。

乙1

M10 3 000 950 200～400 1 060 145

异常位于李子箐-老房子-打挂山一带，100 nT等值线覆盖面积约
8.2 km2，走向北东向，异常带长3 000 m，宽500～800 m，异常形态规
则，异常范围大，异常区内有3个300 nT以上异常，高值区面积约
3.1 km2，正异常的北边有2个负异常，面积约1.8 km2。 异常体顶部埋
深200～220 m，倾向东南，倾角50～60°，出露的地层为会理群通安
组，有一南北向断裂通过，异常正负相间，推测为强磁性岩（矿）体
所为。

甲1

M11 1 240 500 100～200 250 75 异常位于海子边，走向北西向，异常形态规则的长条带状，出露的地
层为白垩系，该异常区为低值弱磁性区。

丙

M12 3 500 2 100 200～600 1 250 160

异常区位于下和尚田—石塘—二平子，200 nT等值线覆盖面积约
5  km2以上，异常最大值为1  250  nT，走向北西向，倾向西南，异常形
态规则，规模大，峰值高，异常梯度大。出露的地层为震旦系—二叠
系，会理群通安组，岩石主要为辉长岩、辉绿辉长岩、辉石岩、正长
岩，出露有1个热液型铁矿床。该异常区为高值强磁性矿致异常区。

甲1

M13 1 700 585 100～400 1 290 104
异常区位于新改田，100  nT等值线覆盖面积约0.8  km2，异常走向南北
向，异常形态规则的长条带状，异常区出露的地层为白垩系，该异常
区为低值弱磁性区。

丙

M14 2 960 500 200～400 929 45 M14、M15、M16、M17、M18、M19、M20组成的强磁异常区位于铜
厂阱-羊合五-红石井-坝依头一带，该异常区为已知矿致异常区,异常一
般值为200～800  nT，异常带长约8  000  m，宽约6  000  m。异常区内
21个200 nT以上异常面积约8.1 km2，10个-200 nT的负异常面积
3.6 km2，异常正负相间，异常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会理群力马河组，
通安组地层和河口群，出露岩体主要有花岗岩、辉长岩、辉绿辉长
岩、辉石岩、闪长岩、石英闪长岩、橄榄岩、蛇纹岩、红石井安山
岩。受东西向小关河大断裂、次级羊合五断裂和田房断裂、河口复式
背斜、羊合五倒转向斜和田房倒转背斜控制。区内出露的矿体有热液
型铁矿7个，黎溪式铜矿3个，铜镍矿3个。各个矿体出露区均出现强
磁正负异常特征，东西向排列又孤立又成带相继成片，孤立的峰值是
断裂之中的基性超基性岩体、火山岩和各种成因的铁矿体引起的。

甲1

M15 920 440 200～500 580 140 甲1

M16 770 405 200～300 629 120 乙1

M17 835 630 200～400 907 70 甲1

M18 1 980 565 200～400 840 110 甲1

M19 690 380 100～300 380 50 乙2

M20 1 260 650 200～300 380 130 乙2

M21 670 340 200～300 853 140
异常区位于李家村，厚板状体，走向南北，倾向西南，异常区南侧有
铜矿1个，北侧出露辉长岩，该异常与M24中间夹有条带状负异常，有
一定的找矿前景。

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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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区域，开展大比例尺物化探工作，进一步缩

小异常区域，明确异常的深部展布特征，采用山

地工程和深部工程验证，圈定矿体的赋存状态和

规模，实现本区域的找矿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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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异常特征ΔT/nT

磁异常解释推断 类别
长/m 宽/m 一般值 max min

M22 440 190 200～250 310 130

异常区位于毛菇坝—小黑青—大河地，100 nT等值线覆盖面积约
1.5 km2，异常一般值为200～300  nT，异常形态规则为长椭圆状，异
常走向北西向，单个异常规模小。异常受北西向断裂控制，异常体走
向北西向，倾向西南，倾角50～60°，出露的地层为侏罗系和会理群通
安组。岩石主要为花岗岩、辉长岩、辉绿辉长岩，该异常区为低值弱
磁性区，出露矿体有1个铁矿体，属中—高温热液充填型赤铁矿体或
磁铁矿体，该异常对寻找类似的赤铁矿体是有希望的。

乙1

M23 1 900 920 200～500 690 120

异常位于安家-田房一带，由两个高值异常区组成南北向异常带，异常
带长约2  000  m，宽300～500 m  ，异常形态规则为长条带状，异常区
内有1个铜矿床，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三叠系白果湾组和河口群，出露
的岩石主要为辉长岩辉、绿辉长岩、橄榄岩，该区为矿致异常区。

甲1

M24 790 750 200～400 629 37

异常区位于李家村一带，异常形态规则，走向北东南西向呈串珠状分
布，异常峰值不高，出露的地层为会理河口群，出露有辉长岩，辉长
辉绿岩，该异常周边出露小型铁矿3个，黎溪式铜矿2个，铜镍矿
1个，该区为铜，镍，铁矿种的重点勘查区，找矿远景大。

乙2

M25 1 600 1 100 200～600 750 130 该组合异常区位于田房一带，大于100 nT等值线覆盖面积约6.1 km2，
大于200的正异常有5个，面积2.3 km2。负异常1个面积1.1 km2，异常
正负相间，异常区内有2个铜矿床，高值异常区将两个铜矿床连接在
一起，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三叠系白果湾组和河口群，出露的岩石主要
为辉长岩辉，绿辉长岩，橄榄岩，该区为矿致异常区。

乙2

M26 680 540 200～400 560 120 乙2

M27 3 150 1 030 200～500 860 55 M27、M28、M29组合异常区位于大云山—蒿枝坝—黑泥箐一带，
100 nT以上等值线覆盖面积约10.5 km2，异常最大值为860 nT，一般值
为200～400 nT，单个异常走向南北向，北西向和东西向，异常形态规
则，异常区内有6个200 nT以上异常，面积约6.5 km2，异常区内和周
围有6个规模较大的负异常，异常区内出露有铜镍矿床1个，铁矿体
3个，矿体南面为大面积的强磁异常区。异常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侏
罗系会理群通安组和河口群，出露的岩石主要为辉长岩辉绿辉长岩，
橄榄岩，该异常区为高值强磁性区，推测为延伸有限的板状磁性矿
体。

甲1

M28 920 420 200～400 770 160 乙2

M29 460 250 100～200 680 130 甲2

M30 4 100 900 200～800 1 630 160

异常区位于新村—小大窝一带，200  nT以上等值线覆盖面积约5  km2，
走向东西向，形态规则为长条带状，异常区周围有4个负异常。南北
向断裂横穿异常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三叠系和会理群通安组，出露
的岩石主要为辉长岩辉绿辉长岩，该异常区为高值强磁性区，推测为
延伸有限的厚板状磁性矿体。

乙2

M31 8 450 2 510 200～400 1 350 115

异常区位于拉拉铜矿—长庆沟—绿水河—李家坟一带，100  nT以上面
积约23.5  km2，异常带长7  000  m，宽1  000  m以上，异常形态多种多
样，异常区内有3个200  nT以上异常，高值区面积约13.5  km2，有6个
负异常，异常区北部有一负异常带将其与M27异常区分为南北两个异
常区。异常区内出露有拉拉式铜矿床大小共6个，7个热加液型铁矿，
每个矿床区均有高值磁异常出现，100  nT以上磁异常将13个铜铁矿床
连成一片。出露的地层主要为白垩系、侏罗系、三叠系白果湾组、震
旦系、会理群通安组、河口群、出露的岩石主要为辉长岩辉绿辉长
岩、橄榄岩、花岗岩，该异常区为高值强磁性矿致异常区，空白区深
部还有很大的找矿空间。

甲1

注：甲类(矿异常)，甲1-发现或扩大矿床规模的异常；甲2-仅反映已知矿床的异常。乙类（有找矿意义）的异常，乙1-有矿点，矿
化点，推断找矿希望较大的异常；乙2-基性超基性岩体引起，成矿有利地段，隐伏磁性体。丙类：性质不明的异常。丁类：非矿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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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ic Anomaly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s in Xiaoguanhe-Hekou
Area of Huili, Sichuan Province

ZUO Weizhong1,  LIU Yingdong2,  CHEN Tao1,  LIU Hongqing1,  XU Li2,  ZHU Zhimin2

(1.Liangshan Mining Co., Ltd., Liangshan 615100, Sichuan, China; 2.Institute of Multipurpose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CAGS, Technical Innovation Center of Rare Earth Resources,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Research Center of Multipurpose Utilization of Metal Mineral Resources of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Chengdu 610041,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e  Xiaoguan-Hekou  area  in  Huili,  Sichuan  Province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Kangdian
axis  in  the  western  margin  of  the  Yangtze  Platform,  which  is  an  important  South-North  Cu-polymetallic
metallogenic belt of Sichuan and Yunnan, with abundant mineral resources. Thirty-one magnetic anomalies
were delineated by using the 1∶50 000 high-precision surface magnetic  survey,  16 of  which are  of  further
prospecting significanc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area of Baiyun Mountain, Dayun Mountain, Lushui and
Lijiafen in the Pingdi geological map, the Zhongchang, Maoguba area on the Hekou geological map and the
Yanghe  and  Xinfa  areas  in  the  northeast  in  the  Xiaoguanhe  geological  map,  the  areas  of  Yanghewu,
Hongshijing, Jianshan, Daheiyi, Caiziyuan, Guancun, Dacun in the southwest and Agulu, Shimenkan in the
southeast. This provides very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the further geological exploration in the area.
Keywords: High-precision magnetic survey; Xiaoguanhe-Hekou area; Copper deposits; Magnetic anorm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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