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古山钨矿容矿裂隙及盲矿预测

盘古山 钨矿地测科 曾广胜

本文根据矿 山历年探采实际地质资料
,

侧重从矿脉组合构式特征
,

研究容矿裂隙系

统之展布规律
,

并试图对容矿裂隙格态与周

边盲矿隐伏关系做一初步探讨
,

进而指明找

矿前景及其预测方法
。

矿 区地质简述

石英脉型
。

矿脉组合构式与容矿裂隙系统

容矿裂隙系统决定矿 水
’

妇切产布特征 ,

、

裂隙系统基本格态矿脉组合构式反映容矿

两者间存在 “ 控制 ” 与
“ 反映 ” 的关系

。

因

此
,

对矿脉组合构式的分析
, 有助于容矿裂

矿区构造比较简单
, 震旦一寒武系构成

紧密基底褶皱
, 轴向北北西 , 泥盆一石炭系

隙系统的研究
。

区内大小矿脉约二百 多条
,

密集成组
、

。

矿 脉主要产于上
分带产布

,

绝大部分属同期
、

同源产物
。

脉

泥盆统
,

进入石炭系则萎缩尖灭
。

白至一第

三系为轴向近北东的平缓折曲
。

矿区东侧为

走向北北东之靖石断裂
,

南侧为走向近东西

的仁风断裂 图
。

区内 大 小 断 层上百

条
, 多属成矿后者 , 其中对矿床影响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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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矿区地质示意图

考一上泥盆统 , 即一玄武扮岩脉 ,

如一石英闪长扮岩脉 , 一断层

之〕性助
“ 脉 二孑门仁议性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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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盘古山矿区及外围地质略图

一展且系 , 一寒武系 , 一 上泥盘统 ,

一石炭系 , 一 白坚系 , 一第三系 ,

一第四系 , 丫于一燕山早期花岗岩

武扮岩脉充填
,

成矿前后均有活动
,

与矿床

关系密切
。

地表矿化面积 平方公里
,

矿 带长一

千多米
, 延深亦有一千多米

,

宽数百米 , 长
、

深
、

宽之比约为 图
、 。

主要工业矿物有黑钨矿
、

辉秘矿 , 并常见白

钨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
、

辉铂矿和水晶等
。

中 段以下相含量有升高之势
。

矿床成因属裂隙充填高一巾温热液钨秘

图 盘古山矿床立体示意图

一下石炭统 ,

卜上 泥盆统 ,

一 一震旦一寒武系 , 丫一花肉岩



休延展较为平直稳定
,

脉壁多呈舒缓波状
,

与围岩界线清晰
,

并常有分枝复合及 状交
叉

、

侧幕再现等现象
。

脉壁矿物一般近于垂

直脉壁生长
。

前人曾对该矿床基木组合构式形态做过

多种描述
,

大致归纳如下表

观观点点 沿水平方向向 沿垂直方向向 荃本构式式

分南
、

中
、

北北 上宽下窄
, 呈呈 侧幕状状

三三三组 , 近子平行
,

各各 侧幕状状状
组组组间距 米米米米

三组矿脉似等等 自上而下明显显 带状或入宇型型

间间间距
,

向东收拢
,
往往 收欣

,

似呈 型型型

西西西擞开 , 呈旋扭势势势势

矿带 中 部 窄窄 往深部有收救救
、

似束状状

小小小
,

矿脉向东西两两 势势势

端端端撒开开开开

毛毛毛 北西西 向大脉脉 中段 以上上 菱 形 交交

出出出现在西区 , 北东东 矿脉多东西走向 ,, 织 , 结状文叉叉

东东东向大脉出现在东东 下部则多偏北 , 上上上

北北北侧
,

东西 向大脉脉 宽下窄窄窄

主主主要在南区 , 无定定定定

向向向分枝枝枝枝

后
,

对照地表及其他各中段矿脉组合分析
,

清楚可见该矿床整个容矿裂隙系统为一 状

共扼裂隙带 , 北西西一南东东组比北东东一

南西西组更发育
。

在水平方向上
,

由中心向

两端逐渐撒开
,

撒开幅度西翼大于东翼
,

并
具南密北疏

、

翼密中稀的特点
。

在垂直方向

上
,

自上而下
,

自南而北
,

分组成带显侧幕

状雁行式前型侧列向深部延伸
,

表现了南深

北浅
、

南陡北缓
、

宽下窄的特点
。

矿山生产实践表明 , 矿床是由一系列北

北西一南东东与北东东一南西西走向的矿脉

呈 状交叉产布 图
。

两组矿脉交叉之

锐角近东西向
。

各翼出露标高不一
,

北北东一

南西西走向的脉组自北东往南西向深部呈雁

行式侧伏 , 北西西一南东东走向的脉组
,

自

北西往南东向深部呈雁行式侧伏
。

中
、

北组

矿脉下延后
,

明显向南组靠拢
,

且往东与南

组矿脉成 状交叉
。

北组矿脉尖灭于 中

段
, ‘

中组矿脉可达 水平
,

南组矿脉深人

一 米以下的黑云母花岗岩内 见图
。

从
、

及 等中段矿脉全面揭露

蕊蕊蓦蓦飞飞之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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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段矿脉构式略图

形容矿裂隙系统的形成
、

发展与成矿

在区域 匕 矿区处于崇
、

余一瑞
、

会东
西构造亚带

,

宁都一信丰北东构造亚带
,

于
山南北构造亚带复合交汇地段

。

状容矿裂

隙系统发育于靖石与仁风两断裂反接复合带

内侧
,

盖层背斜西翼上泥盆统地层内
。

构造应力场和容矿裂隙力学性质分析初
步认为

,

该容矿裂隙系统是在近东西向挤压

应力作用下生成
,

并受南北及北北东向构造

的加强与改造
,

使裂隙张开
,

矿液充填而成

矿
。

状容矿裂隙系统的形成
,

大致经历了

五个发展阶段 图

在近东西向水平挤压应力作用下
, 坚

硬性脆的上泥盆统砂岩产生一系列 状共扼

扭性裂纹
,

裂隙面锐角等分线 均 指 向 近东

西
,

与主应力方向一致
。

本区南北岩性不一
,

力学性质不同
,

在东西向水平挤压应力持续作用下 , 状扭
性裂纹扩展成裂隙

,

使岩块间发生相对扭动

和挤压
,

裂面方位向岩石塑性较强的北西方
向偏转

,

奠定了区内 状容矿裂隙的雏形
。

仁风断裂加剧了 状裂隙沿南北方向

的张开
。

在南强北弱的张扭性应力作用下
,

裂隙不仅沿水平方向发生追踪
、

归并
,

还

向纵深推进
。

在垂直方向上
,

初步形成一个

张扭性前侧斜列形裂隙系统
。

。

靖石断裂使 状裂隙的北东东组发生

压性活动
,

北西西组发生张扭活动
。

因而使
后者较前组裂隙发育更为广泛

,

并初步形成

了一个不等距对称的 状 前侧斜列型容矿裂

隙系统
。

。 石膏窝 断 层 自南而北沿北东东
向以锐角横切整个容矿裂隙带

。

分析该断层

的充填物表明
,

它经历了多次 舌动
。

成矿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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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不均一的相延递进的规律
,

为形成
宽而深

、

大而富的矿床创造了条件
。

第五阶

段是成矿阶段
。

矿液活动大致可分五期
。

① 状容 矿裂

隙充填成矿期
,

形成南
、

巾
、

北三组 包括

盲矿 矿 脉 ②北北东裂隙充填成矿期
,

见

于北组 , ③沿层间滑动面细小石英脉侵人期
第 ①期也有发生

,

一般不具工业价值 ,

④玄武扮岩脉侵人期 见稀土矿化 , ⑤玄
武纷岩脉及晚期石英脉微弱活动期 前者含

。 。 ,

不具工业价值
。

图 ” 状容矿裂隙系统的

五个演化阶段示意图

一压性结构面 , 一张性结构面 ,

、 , , 一扭 剪 性结构面

它是引裂构造
,

以压扭性为主
,

对发育在坚

硬性脆岩层中的 状裂隙起归并
、

深化
、

整

容矿裂隙系统展布势态及

其与盲脉赋存的关系

区内所有矿脉均产于 状容矿裂隙系 统

内
,

因此
,

后者的展布势态
,

对分析预测盲

矿极为有用
。

兹据对区内 状 容矿裂隙系统

预测的几个盲矿脉 图 分析如下

号盲脉 区 矿 区东北角及中
、

北组下

盘
,

处于 状容矿裂隙的北西西与北 东东翼

交汇侧伏下延部位
,

据容矿裂隙势态分析
,

存有北西西走向之盲脉
。

该区 中段以上

已基本探清
,

获延长 米以上 的 盲 脉 十余

条
。

整个中
、

北组矿脉垂深大增
,

累计探明

储量较原来增长近 倍
。

号盲脉 区 位于瑶子窝西 侧 灰 坑 一

带
,

距主矿带西侧约 米
。

此区是中组与

南组矿带容矿裂隙伸展交汇区
,

西侧有基性

岩脉活动痕迹
,

地质条件与中组脉带甚为相

似
。

同时
,

地表有矿化石英线及细脉数条
,

预测该区 中段以下相应地段可能存在北

平
、

改造作用
,

并直接沟通

深部矿源 , 但在中上部紧靠
。的强烈活动带附近

,

裂

隙系统的腰部也 部 分 遭 到
。错失

、

破坏或封 闭
,

构成

矿区 线南端的 “断块

带
” 。

成矿时
, 。表现为张扭

性特征
,

成为矿液运移的通

道‘ 含矿溶液即经 。注入

状容矿裂隙系统中
,

同时
,

。还为闪长扮岩脉
、

玄武份

岩脉创造了充填场所
。

成矿

后 , 。以扭性活动为主
,

使
矿脉发生位移或缺失

。

应力场具有南强北弱
、

图 翅“ , 状容矿裂隙系统展布示意图 歹叮办洲粉

号 , 脉区 ,

了一 盛号官脉区

一 号 , 脉区 ,

一 号 , 脉区 ,

一 号盲脉区
。一断层



西西和近东西走向的盲脉组
。

号盲脉 区 根据容矿裂隙具有自北而

南呈前侧斜列的特点
,

矿 区西南深部

线南端 的 中段以下相应部位
,

可能

找到南西西一近东西走向之盲脉若干条
。

号盲脉 区 南部 线南端
,

由于

成矿前 。对该区 中段以上裂 隙的 封闭

性破坏
,

使 状矿脉带腰部错失
。

但 该区段

处于 状容矿裂隙系统东南翼 侧 斜 前 列 带

上
,

具备矿液充填的条件
。

预测 中段以

下相应部位有北西西一南东东走 向 之 盲 脉

组 , 单脉往深部有增宽之势
,

钨品位可能有

所降低
,

倾向略与主脉带相反
。

号盲脉 区 根据 状容矿裂隙系统具

有北浅南深前行侧列规律及北弱南强的矿化

特点
,

预测 中段以下至 一 。米的隐伏
花岗岩体顶部应是今后深部找矿的重点区

。

至 中段以下脉体将增宽
、

脉幅也变大
,

矿化不均匀
,

工业矿体比上部减少
。

隐伏花

岗岩顶部超覆地段
、

凸入变质岩内的转折部

位
、

形态复杂地段
、

细小石英脉带发育区
,

可能是辉钥矿
、

白钨矿
、

稀有一稀土矿床的

隐伏远景区
。

几 点 看 法

根据容矿裂隙系统展布势态可以预测

蔺闹
‘ 。

一般程序是 组合构式分析 , 容矿裂

隙系统推断 , 盲脉预测
。

即先分析已知矿脉

组合构式
,

再推断并恢复容矿裂隙系统展布

势态
,

最后预测盲脉
。

这种 “裂隙系统预测

盲脉 ” 的方法
,

对于构造简单
、

干扰因素较

少的脉状充填矿床预测是简便有效的
。

尤其
对这类生产矿山更为适用

。

容矿裂隙系统的研究
,

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对矿脉组合构式的正确分析
。

由于客

观条件的影响
,

矿脉 出露往往不能完全反映
容矿裂隙系统的全貌

。

必须注意地表脉态组

合与深部各中段揭露情况
,

详细分析对比
。

防止将支脉组合构式误认为整体组合构式
,

还应排除干扰
、

叠加因素的影响
。

产于变质岩区的脉状充填矿床
,

地质
条件千差万别

,

形态也多种多样
。

这类矿床

中常见的脉体组合构式有雁 行 式 侧 列
‘、

状
、

人字型
、

多字型
、

帚状
、

网 格 状等多

种
,

并常见对称分带
、

等 间 距
、

同心分带

等
。

同样须掌握矿脉组合构式特征
,

才能正

确推导容矿裂隙系统展布规律
,

进而指导盲

矿预测
。

衡量脉状充填矿床周边盲矿是否查清
的一个重要标志

,

是对容矿裂隙系统可能展

布区段是否 已全面有效控制
。

对已获大量探
采资料的老矿山

,

开展矿床容矿裂隙系统展

布势态特征的研究
,

不仅有助于指导周边盲
矿 的预测

,

而且对勘探网度的选择及合理布

置也有重要意义
。

本文是在矿山地质工作者热情协助和指
导下写成的

,

图件由廖信平同志清绘
,

在此

一并致谢
。

南 非 金 矿 研 究 的 新 成 果

对几条前寒武纪矿脉内金的分布

形式的深入研究
, 可以使人们找到一

胜新的方法来探查有价值的金矿化
。

南非矿山联合会研究组织正在进行一

些研究工作以确定金最初是如何沉淀

下架以及鉴定与金富集有关的其它特

征
。

该研究组织 以三种不同的方法在

矿脉上采样 采集和评价整体样
品 , 《 收集和分析附 近 的 组合样
品 , 用 一射线检查无数片岩石

样品来确定其中所含金顺粒 的位置
。

组合样品分析和 一光照片揭示

出
,

金的沉积是不规则 的
,

在几厘米

之 内就变化很犬
。

然而 , 整体样品的

分析结果却表明 , 一大块样品 内金 的

平均含 是均匀的
,

只是块与块之间

是 渐变的
。

在实脸地区 的一端 , 整体

样品 的含金 要 比另 一 端 高
,

这表

明
,

在这个低品位区存在一个有价值

的大型矿带
,

而这一发现是用组合样

品分析法探查不 出来的
。

金城较的详细分析结果也指示了

金的最初来源
。

顺粒的形状可 以表明

这些顺粒从它们的最初饭地被运移了

多远的距离
。

金顺粒的化学成份与结

构以及其中重元紊的痕童分析有助于

鉴别每一种初始来源

变化 以及其中的杂质
苛愈

这些成份的

得 出清楚的

分析形式 ,

每一种初始来源都具有其

特征的分析形式
。

不止一个来源的金就其有一种不

太清楚的分析形式
, 包括了各种不同

的分析形式
。

例如 , 在南非西维特沃

特斯兰德线上 , 凡特斯多尔普接触矿

脉的一部分中 , 金似乎 是 多 种来源

的 , 而且是来 自一 些老层位的再畏蚀

作用 ,

另一部分釜则属 同一来源
。

随着研究和解释工作的谁行
,

对

含 金矿脉的形成与形状就会了解得更

清楚
。

这为建立某一层位内金分布的

实际模式典定了墓础 , 并且可 以在广

泛 的前寒武纪含矿地 区 内进行更加有

效 的勘探工作
。

黎青摘译 自 美 工程与采

矿杂志 》
, 年 卷 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