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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将我队几年来工作的实际查料
,

对矿床的

地质特征与成矿规律作一介招
,

希同志们批静指正
。

一
、

矿田地质商述

矿田内所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下
、

中泥盆耙
,

上泥

盆耙仅在向斜盆地内局部保存
,

下泥盆耙逆花山粗砾

岩
、

砂岩夹百岩厚钓 米 四排粗百岩厚 米
。

中泥盆耙郁江粗砂岩及真岩
,

夹薄层泥质灰岩及 一

层铁质粉砂岩
,

厚 米 东岗岭粗灰岩
,

泥质灰

岩与真岩的每层厚 米
。

上泥盆耙桂林粗亦为碳酸

盐层
,

矿田内由露不全
。

上述各岩层之简均为整合接

触关系
。

矿田内褶敏构造比较复杂
,

就形态上划分
,

有背

斜
、

向斜及弯窿构造
。

背向斜的轴向有多种
,

矿田南

部旗岭背斜及其东侧珊瑚向斜为北北东向
,

由珊瑚向

斜往北
,

朝向拐向北西
,

称为回龙向斜
。

矿田中部为

葫彦岭弯窿
。

因此
,

本矿田构造特点是以 弯 窿 为 中

心
,

周围构造轴向为多种的褶搬区 图
。

矿田断

裂
,

一类是 由背斜褶披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断裂 另

一类是由宵窿窿起所产生的差异性升降运动
,

环挽弯

窿周围而形成放射状及环状断裂
。

根据二者的切割关

系
,

初步认为旗岭背斜形成较早
,

蔗葫岭弯窿的形成

在后
。

本区火成岩出露
,

仅在葫蔗弯窿的南侧盐田岭有

一触变强烈云英岩化花岗岩
。

面积豹 。 平方公里
。

貌踢石英脉矿床的成矿规律

矿床处于葫旋岭弯窿构造之东翼
,

中泥盆耙郁江

粗顶部砂百岩与东岗岭粗底部灰岩中
。

矿床走向为北

东
,

并有次一般倾伏背斜和倾伏向斜
,

矿脉均属大脉

型
,

以分粗平行出现为特征 图
。

砚将矿床形成

作用及矿化规律分述如后

一 围岩对成矿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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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某鸽踢所脉矿床地质示意图

东下泥盆耙漠花山粗 下泥盆耙四排恕
中泥盆祀郁江祖 中泥盆耙东尚岭粗

汽化高温鹅踢石英脉矿床 中低温鹅锑玺石石
英脉矿床 低温鹅锑角砾脉矿床 热液铅锌矿床

低温锑矿床
。

郁江粗上亚粗上部
郁江粗上亚粗下部

郁江粗上亚祖中部
郁江粗中亚粗上部

尚岭粗下亚粗上部 东崩岭粗下亚祖下部
鹅踢石英脉

。



鹅
、

锡石英脉矿床主要分布在郁江粗底部与东尚

岭粗底部
,

但二者之周的过渡层 即砂岩
、

页岩
、

灰

夏互层 却为贫矿地段
。

这种矿化不均的现象
,

显然

与岩石物理机械性能有密切的关系
。

据坑道中观察就

爵粘果
。

成矿前裂隙在三种不同岩性中的发育程度不

同
,

矿脉的发育程度亦不相同
。

砂岩中矿脉最发育
,

工业价值最大
,

灰岩次之
,

过渡层最差
。

如图 。号

剖面上下中段不同岩层中矿脉的密度可以靓明
。

过渡

矿胶出况

〔二 构造对成矿的控制作用

矿床所斌存的构造类型 根据区内矿脉所斌

存的不同构造形态的分析比较
,

有利的成矿构造类型

有以下二种 图

第一构造类型 强烈变形的挠曲构造
,

在

援顺斜 小于
“

的岩层中当其受力后发生构 造 挠

曲时
,

则在其倾角陡竣的地段 倾 角
“

一
“ ,

矿脉

常密集成群
,

走向与岩层大致平行
,

倾向 有两粗

一粗与岩层倾斜相 反
,

以倾 角小
“

一
“

为 特

征
,

另一粗倾向与岩层一致
,

以陡倾斜
“

一
“

为特征
。

两粗矿脉发育的强度
,

在空简上互不一致
。

援倾斜粗矿脉在地表处较发育
,

陡倾斜粗矿脉常位于

援倾斜密集带下部
,

以盲脉产出 图
。

第二构造类型 岩层由援而变陡的翰折部

位
,

矿脉粗常发育于近搏折处的平援部份
,

按其倾斜

方向不同
,

亦可分为二粗
,

一粗倾角近于直立
,

沿倾

向常有扭曲现象
,

但总的趋势仍与岩层候向相同
,

另

一粗倾向与岩层倾向相反
,

倾 角 。“

一
“ 。

两类构造

中的矿脉
,

均以陡倾斜矿脉最具工业意义
,

但由于所

处构造条件不同
,

工业价位大小有明显差别
。

第一类

构造中的矿脉
,

规模亘大
。

第二类构造中矿脉规模较

次 图
。

阵曰中尾川荆侧瘾
,创一

产州 ,
如

抖启 砂 后

图 号剖面不同岩层矿脉出现缓率比较图

层不仅不利于裂隙与矿脉的发育
,

而且当它处于产状

平援的部位时
,

对矿液活动起到阻挡作用
,

如 号剖

面图所示 图 由于过渡层的阻挡
,

其中部矿化非

常微弱
,

矿脉小而少
,

过渡层下部 矿脉显著密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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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号勘探族剧面图

砂岩 页岩 灰岩
。

围岩性质除了对矿脉发育起有救明显的控制作用

以外
,

对矿脉物质成分与元素富集也有一定影响
,

总

的趋势是 灰岩中的矿脉相对地富踢
,

砂岩中的矿脉

相对地富鹅
,

灰岩中矿脉 白钨含量较砂岩 中 矿 脉 为

多
,

但仍少于黑鸡矿
。

图 第一类构造类型 第二类构造类型

石英脉 岩层界撇
。

矿脉形态及其变化规律

归耙起来主要有分技复合
,

膨胀狭掀
,

幕状
,

梯状
,

援薄陡厚
,

弯曲扭棘
,

网格状
,

尖灭再现等
。

梯状 为二侧幕排列的张力裂隙
,

受剪力复合后
,

致

图

“口‘‘ 一 “曰巨自 目曰‘



使脉简以侧羽状裂隙沟通
,

井为矿液充 琪 而 成 图
。

媛薄陡厚 沿倾斜陡矿脉林折变援时
,

厚度变

薄
,

变陡时厚度变大
。

为张力裂隙受倾斜方向剪切作

用而发生小位移的桔果
。

弯曲扭林 是常晃的一种砚

象从棘折端将矿脉分为两部份
,

二者的走向与倾角都

不尽相同
,

为矿液沿两粗裂隙充填而成
。

从这些情况

来看
,

本矿床受矿田构造的影响
,

具有较明显多次性
一

与持镇性
,

先期伴随北东向区域构造枝形成所产生的

张力节理
。

受后期矿田内岩体侵入与葫茵岭弯窿窿起

的影响
,

形成了以剪力为主的构造作用
,

促使原来的

张力裂隙加深扩大
。

使原有构造裂隙形态更加复杂化
。

二
、

成矿作用的初步探肘

本矿床的构造活动与矿脉的形成是多次性
,

主要

表砚有下述特点

矿液上升与沉淀具有二个明显的矿化阶段

二矿化阶段矿物粗合和围岩触变上有显著

差别

气成一热液含矿阶段的矿物为 糠柱石
、

黄玉
、

踢石
、

白云母
、

聋石
、

石英
、

黑髓矿
、

毒砂
、

黄 跌

矿
、

丙辟矿
、

黄铜矿
。

热液碳酸盐无矿阶段的矿物 往往为白云石
、

方

解石
、

白鹅矿
、

黄铁矿
、

雄黄
、

自然砷
。

在围岩触变方

面
,

前一阶段在钙质围岩中产生笙石化
,

在泥质岩石

中产生电气石化
,

在砂质岩石中产生矽化
。

后一阶段

主要为碳酸盐化
。

二阶段矿物所祖成的矿石构造具有下述特

点 ①角砾状构造
、

照片 ④晶洞充琪构造

④脉状穿捅构造
。

之后
,

其顺序是

张力
、

剪切复合裂障的形成一气成一热液含矿阶

段的沉淀 仍有剪切作用持须 一张力裂隙的再发生

一热液碳酸盐无矿阶段的沉淀
。

根据勘探坑道揭露各大矿脉常有下列特征 ①各

粗陡倾斜矿脉常成各种不同程度的侧幕状排列
,

脉壁

有较明显的波状起伏
,

表明裂隙最初是受张力形成

。脉中常成梯状构造
,

各大型矿脉在空简上常互相联

拮彼此相互食通三 ④脉壁虽有起伏但很平滑
,

还常晃

有粗大的摩擦的及不明显的擦痕
。

靡擦沟上有矿染砚

象
,

表明这些摩擦面的形成是在矿化之初
。

基于以上

三点可以认为气成一热液含矿阶段是伴随着张力与剪

切复合裂隙而上升沉淀
。

热液碳酸盐无矿阶段
,

是伴

随再度发生的张力裂隙上升而沉淀的
。

主要特征为

角砾状构造普温
,

这些角砾都是前阶段的矿石
,

靓

明裂隙在前阶段矿石固桔后再度张开 有时可兑到

完整的水晶被碳酸盐胶拮
,

羡明裂隙是非 剪 切 性 质

的 碳酸盐常胃入延伸小而密集的北西走向的张力

裂隙中
。

气成一热液合矿阶段中矿物沉淀既有明显的

阶段性
,

又是有建艘性

在气成一热液成矿阶段中
,

以气成作用为主的矿

物如椽柱石
、

黄玉
、

踢石
、

白云母
、

蟹石等上升最早
,

仍速分散
,

以琪充小而密集
、

开放性较大的张力裂隙

为特征
,

含有一定量石英时常粗成梳状构造
。

此种矿

脉以产于北西援倾斜张力裂隙最为常兄
,

地表比较发

育
,

深部逐渐减少
。

以热液作用为主的矿 物 如 黑 踢

矿
、

硫化物
、

块状石英等的沉淀时简显著较迟
,

有时

与上述气成矿物成过渡关系
,

沉淀于同条矿脉的下部

图
。

更多的是南东陡倾斜的块状石英脉常切穿

北西援倾斜的气成矿脉 图
,

一般错距均不 超

过一米
,

亦可兑少数反切割现象 图
。

因此
,

二

者既有明显的阶段性
,

又具有莲植性
。

编
、

踢石英等热液矿物沉淀的多次脉动砚象

照片

前阶段沉淀的矿物踢石
、

毒砂
、

石

英 破碎成角砾状被碳酸盐
。
胶桔

。 助 巫刃 匡呈〕弓

图
二个矿化阶段分别发生在不同的构造活动 白云母

。

黑编 硫化物
。



鸽
、

踢
、

硫化物
、

石英等热液矿物的沉淀为本矿

床的主要成矿时期
,

成矿活动亦具有多次脉动性
,

如

睡睡睡国 , 区习 硕百刁

图

黑鹅 晚期石英脉
。

填
。

镜下可见到黑鹅被切断境象
,

但两期
,

石 英 桔 合

处
,

光性方位完全一致 照片
。

因此
,

我例推想
,

脉中脉动构造可能远比 目前所观察到的要多
,

热液矿

物的多次脉动应是较普遍的
。

从构造活动与热液活动的关系分析
,

热液矿物的

沉淀也是脉动式的
。

如图 夹于剪切面中的长条形

夹石边椽有云母边生成
,

靓明矿液沉淀紧随着剪切作

用而发生
,

图 并能兑到此种剪切面为矿液所愈

合
。

可兑在成矿期简
,

剪切作用是紧相伴随着的
。

正

因为此种剪切活动与矿液沉淀呈脉动现象
,

矿脉的延

长与延伸都较大
。

早期石英脉

即,,万诱次”
。洲侧琦汁

·

图

粽上所述
,

本矿床构造活动与矿化活动的顺序列

表如下 表

照片

脉中脉构造 早期形成的石英脉 工

被晚期石英脉 复合
,

黑鳃
。

甲区鸽
、

踢石英脉矿化活动顺序窦 窦

矿 化 阶 段

图 照片 的脉中脉动构造先期形成的石英脉
,

平行

矿脉继被发生一祖裂隙
,

为后期再次上升的矿液所充

矿 化 ,

⋯篇
气成热液合矿阶段

照片

正交偏光二期石英 与 接合时光性完全一致
,

如果改有黑鹅 被切断就根本分不出
。

四 钨踢赋存规律

矿石晶位的纵横变化

根据境有零星沿脉坑道查料的就静及野外实际脱

测
,

锡踢及其他有用元素在矿体中沿垂直方向常具有

分带性
,

沿水平方向分布不速摘
,

产生跳跃式变化
。

矿脉形态
,

矿物粗合变化与围岩性质不同
,

亦使元素



富集或分散食化
。

钨 以黑锦矿产出为主
,

少量斌存于白编

矿中
,

二者关系十分密切
,

锡在矿脉中分布 极 不 均

匀
,

品位变化系数界于 一 之固
。

沿走向有分

段富集
、

中部富集以及相邻两就料阴品位相差悬殊
,

无明显富集规律砚象
。

沿倾斜方向常常是上部贫下部

富
,

根据区内不完全矿化强度查料就静
,

其中一 米

标高以下钨的矿化强度豹相当于 米标高的 倍
。

锡 锡主要含于锡石中
,

锡石颗粒粗大
,

品位救始为低
,

一般均匀分布于矿脉中
,

品位变化系

数界于 一 拍 之周
,

在少数脉中也有分段富集现

象
。

锡的富集常和厚度成反比关系
,

矿脉厚品位贫
,

而当栩脉脉壁的云母特别发育时
,

锡往往最富
。

踢的

富集与围岩关系较密切
,

灰岩中矿脉一般含踢较高
,

砂岩中含踢量则相对变贫
。

铜
、

锌
、

砷 无一定规律性
,

沿走向跳跃

式变化
,

它们的硫酸物常充填于矿脉中心位置
。

据相

关分析及野外观测靓明 锡和锡
、

铜
、

锌均有互相消

长关系
,

魏和铜
、

锌元素的硫酸物共生关系密切
,

在

矿脉中是正比关系
,

钨与踢则呈现反比关系 图
。

富矿出现的规律 由于沿脉勘探查料不多
,

富矿规律尚研究不够
,

根据几年来勘探查料
,

归耙有

如下儿点

钨

①
、

在同期矿脉相交处
,

或大脉开始分枝处
,

矿

脉膨大部分常黑钨富集
。

⑦
、

在矿脉弯曲内弯部分
,

黑药往往富集
。

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
,

油脂光泽特别强
,

石英又

比较破碎时
,

黑编常富集在大脉两壁
,

或其附近
,

呈

对称放射状构造
。

④
、

在大脉旁有分枝小脉
,

常在小脉 含 黑 锡救

富
。

④
、

围岩触变强烈电气石化时
,

黑鸽常较富
。

⑥
、

围岩为泥砂质岩石
,

含铁
、

锰量较高时
,

品

位较富
。

踢

①
、

在中小矿脉 自然尖端云母带中锡 石 带 较 富

集
。

④
、

脉石中石英特别破碎
,

被后期方解石所胶桔

处锡石常较富集
。

④
、

石英脉的二壁 白云母成对称条带状构造
,

踢

石与毒砂 常富集在云母带中
。

④
、

柏云母
、

云母
、

金石韧脉中踢石常救富集
。

⑥
、

围岩触变有较强烈白云母化
,

叶腊石化
,

黄

玉化
,

签石化强烈地段
,

踢石常较富集
。

三
、

找矿方向

一 矿田内各类型矿床在水平与垂道方面均似

以带状分布的规律
。

水平带状分布方面 图 中心

部位 内带 为甲区的气化高温热液给
、

踢石英脉状矿

床带
,

中部地带则为中温黑弟一辉铆蟹石石英脉及合

锑鹤的角砾脉状矿床带
,

外围则为搬锌
、

锑
、

汞矿带
。

以甲区为中 少
,

东西长 公里
,

南北克 平方公里
。

在垂道直带状分布上
,

有顺向分带的趋势
,

扮
、

锌
、

郑
、

汞矿点
,

却鹅角砾脉矿床
,

一般出露位置较高
,

而魏
、

锡石英脉矿床的出露位置则较低
。

编锑角砾脉

矿床脉内角砾化现象极为明显
,

锡鹅石英脉矿床在矿

脉内 未兑成矿期阴的角砾化现象
,

靓明后者矿化是

在较深的地段进行的
,

与成矿有关母岩
,

可能赋存于

甲区深部
。

所以
,

围镜甲区形成水平带状分布
,

故在

水平带的中心部位及其深部
,

是貌
、

锡石英脉矿床可

能赋存的地段
。

二 区内锡矿的含矿朋隔
,

根据突 际 安 料 扰

静
,

达到 多米
,

甲区绍
、

踢石英脉矿床已控制至

一 米
,

矿化强度仍未减弱
,

故估静含矿简隔可达

米以上
。

由甲区的勘探查料靓明
,

矿脉多数为盲

矿体
,

故往深部的找矿工作值得特别重砚
。

而且本矿

田保存完整
,

侵触程度较浅
,

具正性地形
,

背斜轴所

出露的位置
,

多为高峰
,

向斜则成低凹的各地
。

火成

岩出露面积极小
,

在较大的范围内
,

未发现过岩脉
,

因此
,

本矿田编锡石英脉盲矿床是具有一定远景的
。

三 本矿田各类魏矿床主要分布于中
、

下泥盆

耙地层内
,

上泥盆祀矿化微弱
,

石炭耙及更新地层未

发现有矿化现象
。

在岩性上以砂岩
、

灰岩最为有利
,

真岩与各种岩性的互层较差
。

四 矿田构造对矿床分布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以锦为主的各类矿床多分布在葫蔗岭东翼笔架山断层

的上盘
,

魏锑角砾脉矿床要分布于背斜或 弯 窿 的 翰

部
,

编锡石英脉矿床 位于背斜翼部隆起与下降区之

周的挠曲地带
。

因此
,

根据矿田内不同构造部位
,

可

以寻找不同矿床
。

五 甲区钨踢石英脉矿床南东陡倾斜主矿脉的

上部
,

翘常发育有一粗北西援倾斜的张力裂隙脉
。

此

种张力裂隙脉的存在
,

一方面靓明了敲地段有矿液活

动
,

另一方面地表张力裂隙发育
,

深部剪切裂隙复

合的可能性也就大一些
。

所以
,

地表援倾斜矿脉发育

地段
,

是寻找深部盲矿体的有利标志
。

此外
,

砂岩中的矽化
、

灰岩中的蟹石化及百岩中

的电气石化可作为近矿围岩妙变的找矿标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