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 绍 赣 南 两 个 新 类 型 钨 矿 床

王 成 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在世界著名

的钨矿产地 —赣南发现了 两 个 新 类型矿

床 一个是花岗岩浸染型黑钨矿矿床
,

一个

是花岗岩浸染型 白钨矿矿床
,

现介绍如下
。

花岗岩浸染型黑钨矿矿床
丁

矿床中的钨主要呈黑钨矿浸染于蚀变花

岗岩中
,

因而得名
。

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为寒
武系中上部浅变质砂岩夹板岩

,

该区东部有

泥盆系砾岩
、

砂页岩
, 石炭系砂 页 岩

、

灰

岩
, 以及白奎系红色岩层

。

矿区内断裂构造

发育
,

以北东向为主 飞北西
、

北 西 西向次

之
。

矿区及其外围燕山期酸性岩浆的侵人和

粒白云母花岗岩脉
,

部分这种岩脉向下变为

二云母花岗岩
。

含矿岩体顶板接触而平整
、

清晰
,

底板参差不齐 图
。

在底札的内接触带常见有大小不等
、

形

状复杂的围岩捕虏体
,

甚 至 形 成 岩浆步价饪

岩
,

并发育有强弱不等的同化混染作用
。

含矿岩石为白色钠长石化细粒 白云母花

岗岩
, 具变余花岗结构

、

花岗变晶结构和花

岗结构
,

块状
、

斑花状和条带状 局部 构

造
。

含矿岩石强弱不等地受到钠长石化
、

云

英岩化
、

硅化
、

石榴石化
、

黄铁矿化和碳酸

盐化等蚀变
。

矿物和化学成分如表
、

表

分析表明
,

矿石中的钨 以上呈黑钨

喷发活动 分强烈
,

形成大片

粗粒似斑状黑 云 母 花 岗岩和

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

中细粒二

云母花岗岩和细粒白云母花岗

岩
、

流纹岩
、

安山岩
、

玄武岩

以及各种脉岩 石英斑岩
、

变
辉绿岩

、

长英岩
、

细晶岩和右
英闪长扮岩等

,

图
。

矿床产于一个大型黑钨石

英脉型矿床的下 部 并 被 其切

割
,

为一盲矿
。

矿体围岩为寒

武系浅变质砂岩夹板岩
。

矿床的形成与二云母花岗

岩和白云母花岗岩有密切的成

因联系
。

含矿岩体中部高而平

缓
,

厚度也大 , 四 周 低 而 陡

斜
,

逐渐变薄
, 分枝尖灭

。

其

下部和边部有大量不规则的细

磷

泥盆系中 统

石英斑岩

花岗岩浸染型钨矿体

石英脉钨矿体

图

寒 忆系仁组

细粒自云毋花岗岩

中粒二云 母花岗岩

艇染型矿体隐伏界线

闪资洲幸

平移逆断

正断层

口曰回团口四口口困国因

花岗岩浸染型黑钨矿矿床地质图



表

主 要 矿 物 含且
, 金 属 矿 物 和 其 他 犷

微斜长石和徽
斜条纹 长石

斜 长 石
二

钠 长 石
二

石 英

自 云 母

黑钨犷
、

白鸽犷
、

细品石
、

妮担铁矿
、

似品石
、

很柱石
、

黑粉金矿
、

礴忆犷
、

抽居石
、

铭英两 拐石
、

货铁犷
、

闪锌

矿
、

辉铂矿
、

辉三协矿
、

方铅

矿
、

羡铁矿
、

性侣 摘石
、

黄

玉
、

电气石
、

班铁矿
、

萤石
、

牡铁矿
、

方解石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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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 花岗岩浸染型黑钨矿矿床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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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矿产出
,

吓 左右呈白钨扣
、‘ 。

黑钨矿中的
。 含量 比石英脉型矿床中的黑钨矿含量

低
, 但妮担含量要高得 多

。

黑钨矿
、

白钨矿

的嵌布粒度几乎都在 目以上
,

而且很大部

分在 毫米之间
。

白宇矿在矿休中分

布均匀
,

黑钨矿很不均匀
。

根据黑钨矿在矿

体中分散集中的程度
,

可分四种产出形态

表
。

前三种形态称为矿巢
。

拓以上的

黑钨矿产于这三种形态中
,

其中又以前两种

形态最为主要
。

因此
,

矿床‘丰,钨的分布规律

实质是黑钨扣
’

的分布规律
,

亦即黑钨份
‘

矿巢

的分布规律
。

黑钨矿矿巢是一种形态不一
、

大小不等

产 出 形 态

高度稠密浸染状黑钨矿

稠 密浸染状黑钨矿

稀疏浸染状黑钨矿

零星浸染状黑钨矿

, 含
,

。

。

的黑钨矿浸染体
。

对 。多个矿巢 的统 计表

明
,

它主要是透镜状
、

不规则的透镜状
,

其

次为团块状
、

条带状
、

三角形
、

四边形
、

半

圆弧形等不规则形态
。

矿巢大小一般为

至 又、 厘米 ’ , 大者达 或

凡米
,

小者仅 厘米
。

矿巢长度小

于 厘米者占 男
,

大于 厘米者占峨
。

矿巢的成因类型有两种 一为脉外黑钨

矿矿巢 图
,

矿巢 的 形 成 与石英脉无

一



关
, 矿巢附近也没有石英脉

,

黑钨矿是通过

含矿溶液的渗透交代作用形成的
,

是主要类

型
。

另一为脉侧黑钨矿矿巢 图
,

矿巢

稠密浸桑照妈矿矿鹅

离度翻 的胶带石英
犷雄

魔米

一为渐变 一个矿巢可只备两种界线
。

矿巢在含习
“

岩石中分布不均匀
。

但据统

计
,

以上的矿巢成群成带 出现
,

并有连

续性
。

单独出现的矿巢只是长径小于 厘米

的小矿巢
。

这类矿床矿体顶部常形成几至几十厘米

厚的似伟晶岩
,

由微斜长石
、

不英及少 员自

云母组成
,

偶见粗晶黑钨矿
,

具伟晶结构
,

部分见文象结构
。

似伟晶岩是花岗岩 自交代

图 脉外黑钨矿矿巢剖面素播
钨石英脉

钠长石化花岗岩

脉内熏佣

玩 脉侧黑鸽矿矿粱
,

彝︸
矿

的形成与石英脉有密切的成因联系
,

皆分布

于含矿石英脉旁侧
。

矿巢中的和石英脉中的

黑钨矿同时形成
。

成矿方式为脉侧扩散交代

作用
。

见有黑钨矿晶体一半宅莎石英脉中
,

一

半在脉旁的矿巢中
。

两类矿 巢 物 质 组成不

同
。

脉侧矿巢中有云英岩化形成的大量 白云

母和重结晶石英
,

脉外矿巢有交代作用形成
、

的 “ 硅质体 ” 见图
。 “ 硅质休 ” 为一

种致密的重结晶的石英块体
,

分布于脉外矿

巢周围
,

形成 一 厘米宽的硅质圈
,

或在

其外缘形成不规则的硬块
。 “硅质休 ” 与矿

迭的富矿集
,

丈弋
、

令二

脉外黑钨矿矿巢

土

今

图 两种黑钨矿矿果剖面求描

巢有明显的分

界线
,

而与其

外的含矿岩石

为渐变关系
。

脉外黑钨

矿矿巢被含钨
石英脉和脉侧

黑 钨 矿 巢 切

割
,

形成早于

后两种类型
。

此时
,

黑钨矿

形成益加富矿

巢 图
。

矿巢与其

外的含矿岩石

接触界线有两

种 一为突变
,

加口 翻鸽犷石拐琢

作用
,

特别是早期碱金属 钾 交 代 作用的产

物
。

似伟晶岩的发育程度反映若花岗岩自交

代作用的强弱
,

也是碱金属钾钠分异好坏的

标志
。

花岗岩浸染型黑钨矿矿床矿石品位符合

国家工业要求
,

规模达到 中型
,

且 有 妮
、

担
、

被等伴生元素
,

担可达独立矿床
,

具有

较大的工业价值
。

甘 赚赫黑鸽矿矿果剖面素擂

花岗岩浸染型 白钨矿矿床

矿床中的钨主要呈 白钨矿浸 染 在 蚀 变

花岗岩中
,

因而得名
。

矿区出露的地层为上

泥盆统石英砂岩
、

长石石英砂岩夹黑色板状

页岩
、

大理岩化灰岩与钙质砂岩
。

矿区构造

以断裂为主
,

褶皱次之
。

有两组断裂
,

一为

北东向
,

一为东西向
,

两组均多期活动
。

燕

山期岩浆活动强烈
,

燕山二期为中粒黑云母

—



花岗岩
,

三期为细粒白云母花岗岩
。

此外有

细粒花岗岩
、

细粒白云母花 岗 岩
、

花 岗斑

岩
、

云英岩等脉岩大量发育 , 并有少量交代

作用形成的简单伟晶岩脉
,

显示了花岗岩自

交代作用初期碱金属钾的交代作用
。

矿区内黑云母花岗岩体中发育有三组裂

隙 一组为北西
。 ,

一组为东西向
,

一组

近南北向
,

以前者最发育
。

这三组裂隙是含

矿溶液的通道和交代的场所
,

对矿床的形成

与矿体的分布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
。

矿床丙的矿化类型可分五种 图
,

不同矿化类型的主要特征见表
。

表

犷 化 类 型 矿体形态 钨矿物 脉石矿物 矿体围岩 品位交化 工业 义

匀匀匀匀匀均均均均均而而而而而高低高低低

岩岩卡岗夕花

岩
、、

岗岩岩岩岩花砂砂砂砂花肉岩浸染型 白钨矿 囊状
、

集状 白钨矿为主 长石
、

石英
、

自云 母

钠长石化砂岩及染型 白钨矿 囊状
、

集状 白钨矿 长石及砂
’

残余

黑云母岩燕鸽矿

夕卡岩型白鸽犷

石英脉型燕鸽矿

脉状

透镜状

脉状

黑钨矿为主 黑云母

白钨矿

黑钨矿

透辉石
、
透 闪石

、

石榴石

石英

较大

次之

小

较大

无

下面着重介绍前三个类型
。

花肖岩浸染型白钨矿 矿体产于花岗岩

体突出部位的内接触带 见图 剖面
,

围

岩是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

两者呈渐变关系
。

含矿岩石呈 白色
,

块状构造
,

具柱粒状
、

花

岗变晶
、

变余花岗结构
。

含矿岩石有两种
,

其矿物组成见表
。

除表 所列矿物外
, 还

含揭忆钢矿
、

含气萤石
、

黄铜矿
、

黄铁矿
、

辉铂矿
、

角闪石
、

绢云母
、

绿 泥 石
、

绿帘

石
、

石榴石
、

层解石等
。

表

钠长石化花岗岩 钠长石化斜长 芝
‘

矿物 含盘
,

徽

矿物 含量
,

钠长石

正长石

斜长石

石 英

白云母

白怜矿

燕鸽矿

确次石

中性斜长石

更长石及钠长石

白云 母

黑云 母

礴灰石

石 英

白钨矿

黑钨矿

少渔

少量

矗
为黑云母花肖名 同化灰岩形成

。

白钨矿为不规则粒状集合体
,

直径可达

十几毫米
。

平均单晶粒度为 。 毫米
。

白钨

矿常与黑钨矿紧密共生
,

并被后者交代
。

黑

钨矿为不规则粒状或短柱 状
,

单 晶 粒经为
。 。 毫米

,

个别可达 毫米
。

白钨矿在

矿体中分布较均匀
,

且具有上富下贫现象
,

黑钨矿分布不均匀
, 但有定 向 分 布 的特点

图
。

含矿岩石普遍遭受强度 不 等 的 斜长石

化
、

钠长石化
、

白云母化
、

萤石化
。

矿石中

黑钨矿与白钨矿出现的比例 与 蚀 变 类型有

关
,

白钨矿的出现与钠长石化成正比
,

黑钨矿

出现的多寡与 白云母化强弱成反消长关系
。

长石
、

石英被交代形成白云母化
,

钙长石被

交代形成钠长石化
。

白钨矿出现的多少受被

交代矿物中析出的 “ 十

离子浓度控制
。

矿体中普遍发育有交代作用形成的 “后

成溶离体 ” 图
、

图
,

其大小由几至几

十厘米
,

成处以 “ 石英溶离体 ” 和 “ 白云母

石英溶离体 ” 为主
,

次为 “石英白云母萤石

溶离体 ” 及 “ 碳酸盐 层解石 溶离体 ” 、

“ 胶状长石溶离体 ” 等
。

钠长石化砂岩浸染型白钨矿 矿体产于

花岗岩外接触带
。

含矿岩 石 呈 浅 灰白或白

色
,

块状
、

条带状构造
,

变余粉砂状或残余

结构
。

含矿岩石的矿物成分 钠长石一

一 一



北户月沐

白钨矿

认
毋 赢、

叨污命‘

、

了飞
白云母
场脉 ,

一
‘

亿

、

矛
, 、

’ ‘

卜黑钨
可下丽万矿

⋯
臼

淤
米 ‘

‘ 州 占 口 刁

圈 戴娜矿 的定向分布

长石化花比
白钨矿矿体
长石化砂岩
钨矿矿体
卡岩白钨矿矿体
云毋 匕居聋

钨矿矿体

感卿
二泥盆骊夕沁俄

巨习燕山期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口习花岗淞岩脉

巨 〕钻孔

英脉职钨矿矿体图砒
花岗岩浸染型白钨矿矿床地质平剖面图

钠岩跳白夕涌服石夯叨舀刁门﹄,月,刁几︸

书 , 白云母一 多
,

砂岩残余物一趁
。多, 白钨矿一 多

,

黑钨矿一微
。

拓 , 石英一 拓 , 其次还有辉铂矿
、

绢云

母等
。 ’

姗云母岩黑钨矿 矿体呈脉状产于离外

接触带不远的砂岩和夕卡岩内
, 含矿岩石呈

棕粤色
,

条带状相造
,

鳞片变晶或交代残余

结构
。

含矿岩石矿物成分 黑云母一 多
,

砂岩残块一 多
,

黑钨矿一 解
,

白钨矿和

艺交之扛泛父凌心一 心么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图 后成溶离休特征素描

萤石微量
。

·

这类矿床规模多为小 型 ,

但 矿 石品位

富
,

黑钨矿与白钨矿的粒度较粗
,

选矿性能

好
,

可露采
。

所以矿床一经发现 ,

即被民工

大量开采
。

一 一



胶状长石裂隙 钠 长石化花岗宕
· 自钨矿矿体

胶状知裂“

乞 主二粤米

图 , 后成溶离物质沿裂隙充城

矿床成因与找矿标志 ’飞

翻,,,
,

矿床成因分析 上述两 种 矿 床 具有以

下共同特点 ①矿床均产于燕山期花岗岩顶

部的突出部位或离其不远的外接触带中
。

岩

体都是独居石一错石型花岗岩
,

不含铭石 ,

不含或含少量钦铁矿
。

②矿床普遍发育有强

弱程度不同的碱金属交代作用
。

钨的工亚

矿物均呈浸染状分布于忆佼花 岗岩中
,

而且
、

都同时具有黑钨矿和 白钨矿
。

④白钨矿的生

成早于黑钨矿
,

并被黑钨矿交代
。

白钨矿分

布均匀
,

黑钨矿不均匀
。

⑥矿床均伴生有大

量稀有分散元素 妮
、

袒
、

披和稀土
。

⑧

矿床中都有大量 “ 后成溶离体 ” 分布
,

并有

交代伟晶岩
。

花 岗岩浸染型黑钨矿矿床与花岗岩浸染

型白钨矿矿床之不同点是 前者产于断裂上

隆带
, 围岩不含钙

,

以黑钨矿为主
,

矿石品

位低
,

规模大 , 后者产于拗 陷 带
,

围 岩含

钙
,

以白钨矿为主
,

矿石品位高
,

规模小
。

因此
,

矿床具有相同的成因
,

属于花 岗

岩自交代钨矿床
。

它是在花岗岩 岩 体 形 成

后
,

本身分异出来的含矿气化热液交代作用

下形成的
。

矿床的形成作用大致可分三个阶

段
酸性淋滤阶段 是 自交代作用的

初期阶段
,

花 岗岩在酸性组 分 的 淋 滤作用

节燕消基性组拼裤茬夕厂畜前葡固定卞
来

。

对花 岗岩及其围岩同时进行淋滤作用 ,

在岩体周围形成宽窄不等的硅化带
。

本阶段

可形成夕卡岩型 白钨矿
。

碱性沉 淀阶段 是继酸性淋滤作

用之后花岗岩自交代作用和成矿作用的主要

阶段
。

本阶段先后发生早期碱金属钾的交代

作用
、

中期碱金属钠的交代作用和晚期碱金

属钾的交代作用
。

碱性交代作用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沿矿

物颗粒间进行的渗透交代作 用 ,

交 代 范围

广
,

呈面状
。

花岗岩浸染型黑钨矿矿床中的

碱金属交代作用属此种
。

另一种是沿裂隙进

行的扩散交代作用
,

交代作用产物沿裂隙先

后析出
,

形成清楚的交代柱 图 。 。

当裂

隙延伸到围岩中时
,

由于围岩的屏壁作用 ,

形成蘑菇状的交代柱 图
。

扩散交代作

用的范围受裂隙的限制
,

形成的矿体规模很

小
。

但当几组裂隙相交时
,

亦可形成较大的

矿体 图
。

花 岗岩浸染型白钨矿矿床中

的碱金属交代作用属于此种
。

白钨矿矿化作用发生在中期钠交代作用

之后
, 黑钨矿矿化作用发生在晚期钾交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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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卒屯黑云母花封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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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花岗岩浸染型白钨矿
矿体形成机理示意图

用之后
。

所以 ,
黑钨矿普遍交代了 白钨矿

。

随着碱性交代作用的发展
,

溶 液 性 质 的改

变
,

交代分异作用越来越明显
。

这种交代分

异作用是形成黑钨矿分布不均 匀 的 主 要原

因
,

形成黑钨矿矿巢及其矿物的定向分布
。

稀有
、

稀土元素的矿化作用分别发生于中期

钠交代期间和早期钾交代期间
。

酸碱分异阶段 碱性交代作用之

后
,

溶液的酸碱分异作用增强
,

分别形成不

同的分异产物
。 “ 后成溶离体 ” 和酸碱分枝

的岩脉属于本阶段的产物
,

并可形成黑云母

岩黑钨矿及 “ 后成溶离体 ” 内的黑钨矿
,

但

数量少
,

价值小
。

花 岗岩 自交代钨矿床的成矿作用表达式

见图
。

找矿标志 ①燕山期花 岗 岩 岩 体突出

部位的细粒白云 母花 岗岩
,

以燕山晚期小侵

入体
,

独居石一错石型花岗岩对成矿有利
。

②岩休内钠长石化
、

云英岩化及 白云母化是

找矿的蚀变标志
。

⑧岩浆活动晚期或交代作

用晚期
,

酸碱分异作用形成的脉岩发育是间

接找矿标志
。

④花岗岩岩体 内 含 有 大量稀

有
、

稀土元素
,

并有大量气成矿物 如萤石
、

黄玉等 时
,

应注意寻找这类矿床
。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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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含忆萤石是一种有价值的指示矿物
。

找矿标志
。

花岗岩自交代钨矿床的成矿作用

⑤矿化强度很高的脉状钨矿床及脉状钨锡矿床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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