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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钨隐伏矿床的主要类型
、

特征
、

找矿标志及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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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凸起顶部或边缘产状 平缓的部位
。

在岩体上毅之变质宕系 中
,

常 有

表露脉型钨矿
,

若无脉钨
,

则可见角岩化及

强烈热液蚀变
。

该类有三个亚型
,

其矿化特征及找矿标

志是

①细脉 带亚型 由一红或多组 含钨石英

细脉密集平列或交织而成
,

沿接触面呈缓倾

斜板状矿体
。

其走向长度大于倾斜深度
,

深

度又大于厚度
。

该亚型矿体规模巨大而品位

较贫 士
。

上覆变质岩层中 无

表露脉钨
,

但可见微小石英线贯穿
。

硅化普

遍
,

并伴有白云母 化
、

绿泥石化和萤石
、

毒

砂浸染之蚀变带
。

蚀 二妙带形态
、

产状与隐伏

矿体相似
,

但范围更大 图
。

在邻 近 表

,
尸

口口观回
团团囚

随着找矿勘探工作的日益发展
,

寻找隐

伏矿床巳成为地质工作中的一项迫切任务和

三 要课题
。

六十年代以来
,

特别是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以来
,

广大地质工作者以毛主席

的哲学思想为指导
,

破除迷信
,

勇于实践
,

在寻找黑钨隐伏矿床方面取得了 可 喜 的 进

民
,

找到了一批有价值的隐伏矿床
,

开辟了

找矿勘探的新领域
。

本文是根据我们实践工作中的认识 ,

对

赣
、

粤一带巳发现的主要黑钨隐伏矿床作一

初步归纳
,

供作参考
。

一
、

黑钨隐伏矿床的主要类型
、

特征和找矿标志

就 目前所知
,

赣粤一带 已发现的黑钨隐

伏矿床可分三类
,

每类中又可分为若干亚

型
,

兹分述如下
。

陇伏花肖岩中的掩益型黑钨矿床 本

类矿床共同的产出和矿化特点是

矿床产于隐伏花 岗 岩 中
, 岩 体

为沉积
一

变质岩系所覆盖
, 两者为侵入接触

。

矿床自接触面起即有工业价值
,

向岩体内逐

渐变小而尖灭
。

剥去上覆岩层 ,

矿床即全部

表露
,

故称为掩盖型
。

矿体主要发育于岩体的边 缘 相及

过渡相中
,

并受此岩相控制
。

矿化较浅
,

含

矿岩相内常见强烈自变质或热液蚀变
,

如自

云母化
、

钠长石化和硅化等
。

成矿受区域构造控制
,

矿脉 常 产

于多组断裂的复合部
,

岩体冷凝时产生的表

面张裂隙亦很重要
。

这类矿床多见于隐伏岩

图 某矿区隐伏花岗岩中的细脉带划矿体平面叼

一新华夏系冲断层 一庄 性 断 裂 一花 岗岩
“ 盆 一奥陶系 一硅叱蚀变带 一表露云英

岩细脉带 一隐伏云英岩细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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礴的花岗岩中常可见同型表露矿体
,

并有强

烈云英岩化
。

②大脉亚型 分布最普遍
。

矿脉呈中倾

一陡倾成组产于隐伏岩体的凸起顶 部 或 边

缘
。

单脉呈上大下小的楔形或上下小
、

中间

大的透镜状
。

品位富 常在 以上
。

矿化深度较大
,

一般为 米
,

最 大 达

米
。

外接触带沉积
一

变质岩 自内 而 外 可

见角岩带一强角岩化带一角 岩 化 带一弱 角

岩化带的似环状分带
,

带宽分 别 为 。

米
、

米
、

米
、

米以上 ,

在岩体凸起顶上各带均明显增厚
。

上覆岩层

中可有与岩体中隐伏矿脉平行或稍相交
、

并

延伸至岩体内的表露脉 , 两者成矿裂隙多属

于同一构造体系
,

但成矿裂隐的性质可以相

同或不同
。

邻近表露岩体中可见同型矿脉产

出
, 其产状与隐伏矿脉常一致

。

③浸染 亚 型 隐伏矿体呈令窿一蘑菇盖

状产于岩体凸起的顶部
。

初
‘

体长宽相近 ,

中

心厚而平缓
,

最厚处约 米
。

厚度约为长
、

宽的 邝
,

以
。

倾角向周边倾斜
,

边部

变薄尖灭 图
。

在上覆变质岩层中 亦 可

见延伸到隐伏岩体内的脉型钨矿
,

并有大量

钠长石化细粒花岗岩脉发汀
。

浸染业型矿石

储量巨大
,

品位较贫 土
,

局 部

富矿巢可大于 写
。

钨元素肠 呈黑钨矿
,

呈白钨矿
,

浸染不均匀
,

常成矿巢状
。

矿巢以透镜体成群分布于脉型钨矿两侧的围

图 某矿区隐 花岗岩中的浸染几 斌体 乎面图

据江西冶勘 队 分队
一压扭性断层 一推测断层 一 隐伏浸染状矿体等

厚线 一正断层 一 冲断层 一 石英斑岩 了一变
娜绿岩 一 表璐大脉 一 表露矿化带 一 寒武系

一泥盆系

岩或裂隙带中
。

单体大小 米
,

间距

一 米
,

与围岩呈渐变或突变关系
。

本亚型的另一特点是常与妮
、

担
、

敏等

共生
,

并可达单采要求
。

含矿岩体不含暗色

矿物
,

少含铁
、

钦
、

镁
、

钙
、

磷等元素 , 富

含锰铝榴石
,

富锰
、

钠的细粒钠长石化
,

白

云母化
。

矿体外缘常发育有厚度为数至数十

厘米的块状石英带及似伟晶岩带
。

表皿花肖岩中的隐蔽型黑钨矿床

其共同的产出条件和矿化特征是

矿体赋存于表露花岗 岩 中
,

并皆

呈隐伏大脉状
。

岩体内常可见表露大脉
,

这

种大脉自岩体顶部即有工业价值 而隐伏大

脉在地表仅见不规则石英团块或蚀变裂隙
,

至岩体一定深度后才是可采矿体
。

矿脉主要赋存于岩体的边缘 相 及

过渡相中
,

一般边缘相矿脉密集
、

短浅 ,
过

渡相矿脉稀疏
、

单脉深长 , 岩相决定着矿脉

发育的密度
、

长度及延深规模
。

单脉矿化较

浅
,

但总矿化区间可较大
。

含矿岩相带内常

见强烈钠长石化
、

钾长石化
、

白云母化及硅

化等自变质及热液蚀变
。

成矿构造受区域构造 应力
、

岩 浆

冷凝内应力
、

岩浆流动过程中不同相态 液

相岩浆一半液相半凝固花岗岩一固 相 花 岗

岩 及其与沉积
一

变质围岩接触摩擦力 偶 的

制约
。

而后者又取决于岩体分相情况和形态

产状
。

即当分相和接触面形态简单
、

产状过

于平缓或急陡时
,

矿化较弱 而在原生分相

复杂
、

形态变化大
、

接触面呈中等倾斜
、

内

应力及接触摩擦力偶强度最大的部位 , 矿化

富集
。

该类有三个亚型
,

其矿化特征及找矿标

志是

①受岩相控制的大脉亚型 由于矿区花

岗岩常为多阶段侵入或同期多相分异的杂岩

体
, 除某些矿脉可切穿所有岩相而出露地表

外
,

深部不同岩相中
、

裂隙系统不同而形成

隐伏矿脉
。

在所有各亚型中
,

该亚型单脉规

模最大
,

呈上下小
、

中间大的透镜状
。

一般

长
,
米深 米

,

幅宽

月

门

月

丫回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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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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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 口

。



米
。

矿脉无论在水平还是垂直方向均延至岩

相分 界面附近而变小尖灭 图
。

成矿裘隙

性质大部与表露矿脉裂隙性质相同
,

少数为

表露矿脉的次级 张 裂隙 , 其走向多与表

露矿脉平行或呈小角度斜交
。

但隐伏矿脉延

长
、

延深较小
,

脉距较密
,

品位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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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某矿区花岗岩中受岩相控制的盲脉

据原江西冶勘 队

母云﹄一 军任状中粒黑
云母花岗岩 孟

一 坑道

花岗岩 丫会 一 少斑细粒黑
一 中粒黑云母花岗岩价忍

‘

一 表露矿脉 一 盲脉

②受表露矿脉产状控制的大脉亚 型 成

矿裂隙主要为补偿性裂隙
。

这种裂隙是在区

域应力作用下均 匀岩石中产生的一种独特裂

隙
,

其形成是当一组裂隙变小
、

或消失
、

或

密度变稀时 ,

为解除岩石所受应力之需要
,

而产生另一组裂隙以作补偿 或主裂隙旁侧

产生羽张性裂隙
。

该亚型矿脉多产于表露矿

脉产状变化的地段
。

如同倾脉组脉 距 增 大

处
、

异倾脉组深部
、

矿脉狭缩尖灭处以及产

状弯曲反转的上盘等等 图
。

在 各 亚型

中
,

本大脉业型的单脉规模中等
, 一般长

、

深皆在 米左右
,

多与表露矿脉平行
,

倾向相同相反都有
,

倾角较缓 或 相 等 , 其

长
、

深
、

厚比表露矿脉小
,

脉距较密
,

品位

相近
。

③受接触 面产状控制的 大脉 亚 型 这种

亚型的形成与接触面附近的摩擦力偶所控制

的裂隙有关
。

矿脉走向基本平行于接触面 , 向

图 某矿区花岗岩中受表命斌脉产状控制的 〔‘脉
一 同倾脉组 后脉深部呈反倾

,

反倾部位产出反向
急倾盲脉

一 同倾脉组
,

前泳山缓变陡
,

在协距 胶宽处产出同
向急倾盲脉

一 同倾脉组
,

后脉向深部尖 火
,

之后产出反向‘ ‘倾
盲脉

一 同烦脉组 一陡一级
,

在脉跄明显增大处
,

产出
同向急倾盲脉

一 同烦脉组
,

深部倾 变化
,

脉如 增大
,

帘产出同

向急倾盲脉
一 异倾脉组 深部常发自中缓倾角自脉 倾向常与

邻近表礴脉相同

岩体内倾斜
。

丫
一

脉山张裂隙构成 占较多
,

倾

角中
一

陡 , 由扭裂隙控制 首较少
,

倾 角 援
。

这种业型矿脉多赋存 岩体婚忐复余
、

按触

面中等倾斜
、

凸入或超彼国右的品位
。

在各

亚型中共单肛规模址小
,

长
、

沐多在 米之

内
,

但脉密成群
,

矿化区同滋按触画 卜延很

深 , 所 以总规悦亦相当 ‘,

丁观 处
。

变质岩 中的地表有矿化标志带的隐伏

黑钨矿床 本类矿床共同的
一

“

出和 丫北特点

是

矿床赋存
一

于沉冷只
一

义应丫奋中
,

隐伏

矿体上部无工业矿脉
,

仪见征
’

化标 占带
,

下

延一足深度后发展成工业矿床
。

征 七深度很

大
,

从变质宕 可延深至花肉宕
。

在游伏矿体

的边缘或外国
,

有时 ’见农海的同型或异型

矿体
, 与险伏矿父 一构造体系或史 荀级另

的构造控制
。

矿化标志带受岩性影响
,

在 砂 质

岩中明显
,

在泥质岩中微弱
。

这种标志带由

成组出现的云母石关细脉及蚀变裂隙组成
,

多数具稳定卜一走向 , 似同 叫
一

同 丁反
,

倾角

陡急
,

向深部合并变大
,

构成可禾矿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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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某矿区花岗岩中接触面控制的盲脉

脉带一大脉或巨脉 以上在变质岩中 一花
岗岩中的大脉

。

在不同亚型中上述分带发育

程度并不一致
,

各带发育深度也不相同 表
,

有的亚型还可以缺失某带
。

矿化的总宽度 —带宽向深部 逐 渐 狭

缩
,

而单脉脉幅逐渐增大 , 但不论处于那个

带内脉幅总和基本相等
。

因此
,

表现为各带

自上而下含脉率上升
,

含脉密度下降
,

单脉

脉幅增大
,

而条数减少
。

矿床多产于 构造体系的 复合部位

图
。

成矿裂隙多受区域构造制约 的 矿

区构造控制
,

多具复合力学性质
。

不同岩性
及花岗岩的隐伏形态对矿体的发育有重大影

响
。

接触面级倾斜
’

对盲脉发育不利 ②
、

①接
触面中等倾斜 知、

,

对盲脉发育有利 其中由陡

变粗处 ⑧ 又比由缓变陡外 ①更有利 ④接触面陡倾斜
〕 对盲脉发育最不利 ⑥超复构造

,

对盲脉发
育最有利

,

倾角多上陡下缓

坑道 一花岗岩 一表露脉 一盲脉 一 变质岩

奋痣下石
一公么

、

夕分手州
一

, 少

对其含脉率 单位带宽内所含云母石英

线及蚀变裂隙宽度的总和
、

含脉密度 单

位带宽内的条数
、

最大脉幅和一般脉幅
、

脉幅分级比 不同级别脉幅所占比例
、

脉

幅增大率 单位垂深内脉幅增大的倍数 等

的研究表明 各项指数的大值重迭部分往往

就是隐伏矿体存在和埋藏最浅的部位
,

而低

值处为无矿或埋藏深的部位 , 其等值线的长

轴方向一般就是矿体的走向
。

上述指数的相对高低
,

还可反映深部矿

脉的亚型
。

以同时发育有三个亚型的某矿区

为例 ,
各亚型指数的比较见表

。

矿体具明显的垂直分带
,

自 上 而

下的典型剖面是 矿化标志带一细脉带一大

气 厂叮子 ,

十 十 士 斗

十 盆 十

千 十

十

十
十

另
尹

才里 ’自
‘

奥
乙 力夕异型“

目 塑
”

乞交二一工’
一

卫三乒
‘

创 匕卿马

图 某矿区地质构造与龙质 台中隐伏大

脉标志带的关系 据 队
, 一花岗岩 创言 一闪 长岩 一南北向断层 一
新华夏系冲断层 一大余山字型前弧东翼冲断层 一
赣南山字型前弧西翼冲断层 了一背斜轴 一向斜轴

一矿化标志带 一纬向构造冲断层
一寒武系 一志留系 一泥盆系

该类有三个亚型
,

其矿化特征及找矿标

志是

①细脉 带亚 型 地表标志带宽
,

含脉率

高
,

含脉密度大
,

单脉脉幅小而均匀
,

向深

部脉幅增大缓慢
。

该亚型由平行密集的矿脉

某矿区变质岩中陈伏矿床各亚组地衰矿化标志带各项指橄对比 衰

唁
带 宽 含脉串

炙
米

竺
脉幅递增情况

倍 百米

工业矿体最
小埋藏深度

米

细脉带亚型

大脉带亚型

大 脉 亚 型 ‘

最最大脉幅幅 一般脉幅幅

厘米 厘米

勺 、

勺 、 ‘

、

下延 、 米 增大一倍

下延 。、 米 增大一倍

下延 米 增大一倍



变质岩中地衰有矿化标志带的黑钨随伏矿床各亚过垂立分带特征对比 裹

显 花岗岩中大脉心艳乡刻 矿 化 标 志 带
一

竺一二连

—
极 强 烈

含脉率高
·

含脉密度
细脉带亚型 很大

,

脉幅均匀
、

较

⋯小
,

多在。
·

‘“ 厘米

⋯塑
竺

巨脉为主
大脉

,

延深较大

脉脉

卜仄卜沃
‘

常合并为细脉带型矿体探采

大脉带亚型

较 强

含脉率
、

含脉密度中等

脉 幅 较 不 均 匀

厘 以上的石英脉约

占半数

发 育 明 显
,

细脉密集
,

但无工业

价值
,

仅个别小脉可

采

发育区间大 以大脉为

主夹小脉
,

组成脉距

、 米的较稀疏的脉带

型矿体 带内矿脉皆可

单独开采

巨脉为主 延深中等

大 脉 亚 型

强

含脉率
、

含密度较低
,

脉 幅 很 不 均 匀
,

大于 匣米石英脉常见

发育不明显
,

仅个别

小脉可采

条数较多皆呈 单 脉 可

采
,

小脉多
、

大脉少
、

脉距稀疏多在 米以上

大脉为主
延深较浅

一 —
统一组成上小下大的单脉

,

总称为大脉型矿体

备 注 本表矿脉划分标准 厘米者为细脉 、 。厘米者为小脉 、 。厘米者为大脉 。厘米者为巨脉

组成
,

上部脉小而多
,

下部脉大而稀
。

轴脉带

矿体在深部工业矿体的上部首 先 出 现
,

而

且是含矿的主要部分
。

在各亚型中本亚型带

宽及含脉密度最大
,

含脉率较低 多为
》 ,

储量 巨大而品位较贫 一般含
,

, 。

工业矿化上限距地表较深
,

矿床总深度巨大
。

②大脉带亚 型 地表标志带宽度
、

含脉

率及 含脉密度中等 , 单脉脉幅以 匣米的

细脉居多
,

分布不匀
。

深部首先出现的不是

脉带型工业矿体而是呈单脉存在的小脉
, 并

伴有众多的无工业意义的细脉
。

再向深部发

育为主要大脉带矿体
。

与细脉带亚型的区别

是单脉脉幅大 一般在 厘米 以 上
,

按米

百分比均可单采 , 脉距稀 一般在 米

之间
‘

》 ,

但却又必须联采
。

因而 工 业 矿 体

还应以脉带形式圈定
。

但 脉 带 的 特征表现

为 带宽中等
、

含脉密度小
,

含 脉 率 极高

多在
,

储量大
、

品位富 包括

围岩贫化后 仍 常 可 达 一
。

工
‘

业二沪化上限距地表较浅
,

矿 床 总 深度巨

大
,

是各亚型中工业意义最好的一个亚型
。

匆大脉 亚 型 地表标志 带 宽 度
、

含脉

率
、

含脉密度均较小
,

但单脉脉幅 大 小 悬

殊
,

常见 厘米以上的较大单脉出现
,

向深

部脉幅增大较快
,

故工业矿化上限距地表最

浅
。

矿床总深度也较小
。

必须指出
, 上述各项指数变化的大小

、

深浅
、

快慢等等都是在相同地质条件下 如

同一矿区或地区 比较地 对不同亚型 而

言
。

但在不同矿区
、

不同地质条件下
,

即使

产出同一亚型
,

其指数差异亦可很大
。

本亚型深部出现的工业矿体是华南黑钨

矿床中最常见的
,

每条单脉即是一个独立开

采单位
,

其特征久已为人们所熟知
,

兹不赘

述
。

二
、

地质研究工作

为了寻找隐伏类型的矿床
,

必须加强矿

区地质构造及成矿条件的全面调查与详细研

究 , 以便正确地作出成矿预测
。

其主要内容

是

区城及矿区构造的研究 在个 山查明

区域或矿区构造地质条件的荃础上
,

王点应

研究断裂
、

裂隙的性质及共相互关系
。

特另

是对侵入体和容矿裂隙有控制作用的构造
。



一般的说
,

在不同构造体系
、

多组方向或几

种性质断裂复合的地段
,

对隐伏矿床的形成

是有利的部位
。

围岩 变质岩 的研究 要查明地层

岩性
、

产伏及其分布
,

特别应注意其中的地表

标志带的特征
,

以便分析矿体的平面分布及

工业矿化的深度
。

要查明角岩化的程度及其

分布
,

以预测隐伏岩体的形态和矿化可能赋

存的深度及平面上的矿化中心
。

要研究热液

蚀变情况
, 以 了解隐伏花岗岩中细脉带亚型

及浸染亚型矿床的产出部位
、

产状及形态
。

对大脉亚型同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
。

要研究

岩脉发育的情况
,

借以判断与其有成因联系

的隐伏岩体的岩性
、

形态
、

埋藏深度
。

对深

部可能赋存的矿化亚型的预测也有帮助
。

如

隐伏花岗岩中的浸染亚型矿床的上复变质岩

常有大量钠长石化细粒花岗岩岩脉
。

表 列

举了本区发育的若干种岩脉与岩体的关系
。

要研究矿化标志带
,

特别是含脉率
、

含脉密

度
、

单脉分组及产状
、

带竟与总脉幅
、

脉幅

均匀性及分级比
、

最大及一般脉幅
、

脉幅增

大率等等
,

并用等值线绘制平面图 , 以推测

地表有标志带的隐伏矿床亚型
、

产出部位
、

产状
、

埋藏最浅部位
、

矿化中心
、

各垂直分

带的情况和可能出现的深度
。

从而大致预测

矿床的规模
。

岩 脉 与 岩 体 的 关 系 衰 吕

岩 脉

细 晶 岩 脉

花 岗 岩 脉

长 英 岩 脉

伟 晶 岩 脉

煌斑岩脉
、

岩墙

距岩体顶面的距离 米

‘

、

勺

勺

花 幽岩俊入体的研究 要研究侵入体

的时代和分期
,

根据现有资料
,

隐伏黑钨矿

床多与燕山期酸性侵入体有关
,

而尤以燕山

中期中晚阶段及燕山晚期的侵入体 最 为 有

利
。

要研究侵入体的岩相
,

包括不同期的侵

入相及结品分异相
、

各相的竟度
、

岩性
、

裂

隙发育程度及特征等
。

要研究原生构造
,

如

流劈理
、

冷凝表面张裂
、

原生节理等等
。

要

研究岩体原生形态及接触面形态
、

产状
,

对

受花岗岩接触面产状控制的亚型尤为重要
。

此外
,

还要研究自变质与热液蚀变
,

如钠长

石化
、

钾长石化
、

白云母化
、

云英岩化
、

似

伟晶岩化
、

硅化及块状石英化
、

黑钨矿染和

硫化金属矿染等近矿蚀变
,

可做为直接找矿

标志
。

表 与陇伏矿床关系的研究 由于二

者常属于同一构造体系或更高级别的构造控

制
,

二者常具相同的类型特征及产状 ,

而且

有些隐伏矿床就直接产于表露脉型矿床的深

部隐伏岩体中
,

或受表露矿脉产状控制
。

总

之 , 两者具有内在的生成联系
,

因此
,

对表

露矿床的研究可作为隐伏矿床的借鉴
。

三
、

普查勘探方法

在成矿规律及其预测研究的基础上 ,

根

据野外工作选择有望地段
,

通常首先以钻探

为主要手段
,

进行深部找矿评价
。

证实矿化

存在后
,

再根据隐伏矿床类型采用不同线网

进行全面钻探控制
。

在条件及地形允许时
,

可结合少量坑探检查
,

最终完成勘探工作
。

具体作法一般为

对隐伏花岗岩中的浸染亚型及细脉带

亚型
,

先在平面图的预测矿化中心下钻 ,

穿

透上覆变质岩及隐伏岩体的有利岩相带
。

然

后 , 进行系统勘探
。

对变质岩中有标志带的类型
,

首先在

平面图的预测矿化中心部位选线
, 用深斜孔

控制到预测的垂直分带中相 当于大脉带出现

的部位 , 见矿后
,

在其前后分别加孔打成一

条剖面
,

大致控制矿化上下限
。

然后 ,

用斜

孔由中心向外进行追索
,

直至矿床的零点边

界
。

一般要求浅孔多些密些
,

务求摸清矿床

工业矿化上限
,

以便规划近期开采
,

而深孔

稀些 ,

待坑探或开采后在坑内进行
,

以大大

节约钻探进尺
。

对产于花岗岩中的各大脉型矿床
,

第

一钻多用斜孔打 至预测有利岩性的一方 岩

相分界面或接触面 一 米范围内的成矿

构造部位
,

诸如构造裂隙带或接触面形态
、

至至至至至



个 旧 矿 区
“

弯 隆 体
”

的特 征 及 其

对 预 测 隐 伏 矿 床 的 意 义
蔡伯君 王成兴

个旧是一个开采了几百年的老矿山
。

对

于这样的老矿山
,

迸一步从构造地质分析入

手
,

丈旧强矿山深部及其外围的综合研究
,

进

而探索成矿规律
,

预测隐 伏 矿 床
, 指导勘

探
,

持续矿 山生产
,

扩大矿区和外围远景
,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

成 矿 因 素

经历年的地质勘探工作证实
,

本区的成

矿控制因素主要是

燕山期酸性岩浆的侵入和基性喷发
,

碱性分异以及各类火成岩的脉动式活动
。

具

体事实是
、 、 、

四个主要矿区
,

都

有花岗岩出露或下伏侵入体
。

显然
,

花岗岩

的入侵解决了矿质来源和与其有关的地球化

学专属性问题
。

有利成矿的地质构造 内生矿床除与

深部岩浆活动有关外
,

还 与地质构造有密切

关系
。

由于地壳运动形成各类构造单元
,

携

带矿质的岩浆源沿构造薄弱带上升
,

并溶汇

围岩的有益组分
,

在有利空间聚集 形 成 矿

床
。

对于外生矿床
,

由构造所形成的隆起矿

区或非隆起矿区的原生矿
,

包括 含 矿 火 成

岩
,

长期遭受侵蚀后
,

提供了砂矿和其他矿

产的物质来源 , 由构造和其他因素所形成的

凹陷区
,

提供了砂矿的停积场所
,

体现了外

生矿床与构造的密切关系
。

本区四大矿区的

内生矿床
,

无不受特定的构造控制
。

东西向

产状有利的部位
。

见矿后 “
顺藤摸瓜 ” 。

根

据岩体 岩相带 形态
、

产状
、

有利岩相带

的宽度
,

垂直预测矿体走向布置方向和线距

都不一致的勘探线
, 用斜孔作稀疏的控制

。

由于此类矿床多为延长延深短 的 单 脉
,

产

状
、

形态复杂
,

常需投入较多的坑探
,

或采

用边采边探
。

二

若隐伏矿床中同时存在表露脉型矿床

的延深矿脉时
,

两者的评价
、

勘探应互相结

合
,

统一考虑
。

一般是加长表露矿的勘探坑

道 戈加深其钻孔
,

顺便完成隐伏矿的评价与
工 探

。

二

坑探常在仃化中心部位迸仃
,

一般只

打一
、

二个中段
,

目的在于检查钻探代表性

及获得应提交的一定比例的高级储量
。

十多年来
,

广大地质工作者通过生产实

践 , 已打破了被洋人和资产阶级 “
权威 ” 视

为高不可攀的隐伏矿床找矿勘探的禁区
。

在

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

有 所 发 现
,

有所前

进
,

开辟了初步成功的新路
。

钨矿是我国的

富有矿种
,

其储量一直是 名列世界前茅
。

让

我们在大打矿山之仗中
,

在大力寻找铁
、

铜

资源的同时 ,

发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长
。

在

进一步实践中
,

总结经验
,

寻找出更多的矿

产资源
。

本文引用了广东
、

江 叮两省地质
, 、

冶

金地质勘探公 司有关兄弟队的资料
,

谨此致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