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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粼。蔚翻像
万 肠汤叼人汤石 , 日 ‘

妙
带是找锡有望的重要远景区 之一

。

冶金系统锡矿地质

科研工作会议随笔

冶金系 统锡矿地 质 科 研工作会

议
,

年 月 日在锡都个旧

召开
。

来 自全 国各地 的 名正 式 代

表 , 百余名列席代表参加 了会议
。

我

国盛产锡矿 的云南
、

广西两省 区

出席的代 表最 多
。

会议期间交流了 篇论文
,

考察

了个 旧锡矿现场
,

并邀请有关方面专

家作了学术报告
。

这些论文和报告集

中反映了近年来冶金地质系统在锡矿

找矿勘探
、

成矿区划与理 论研究等方

面的新成果
、

新认识
。

科研要树立经 济观点

从会上获悉
,

自 年以来世界

锡产量一 直稳定在 万 万长吨之

间
。

锡传统应用于 马 口 铁
、

焊锡
、

镀

锡
、

青铜 和化学 药品制造 等方面 , 随

着现代工业 技术的发展 , 目前亦广泛

应用子 塑料化工
、

核 子技术等方面
。

当前锡矿资源供求的特点是 , 工

业发达国家锡的需求量不断增长 , 但

本国拥有的锡资像短缺 , 一 些发展中

国家用锡少而资源丰富
。

据统计 , 仅

马来西亚
、

泰国和印度尼 西亚 的锡产

量就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 其他

主要产锡国家还有玻利维亚
、

巴西
、

澳大利亚等
。

锡产量的稳定和用量的增长
,

导

致拐价上升
。

从 年到 年的二

十年间
, 国外锡价上涨了 倍

, 目

前为 万美元 吨
。

从上述情况 出发 ,
会议 强调锡矿

堆质科研工作要树立经 济观点
, 为锡

矿找矿服务
。

象其他矿种一样
,

锡矿

也应加速 “ 畜
、

近
、

浅
、

晶 , 矿床的

找矿与研究
, 同时也应注密低品位

、

大储盆
、

埋成深的矿床
。

时锡矿 成因的认识

锡矿床的成因 , 涉及成矿物质来

源
、

成矿机制等问肠
。

会上对这些 间

题的讨论热烈 ,

认识也不尽一致
。

撰

而言之 , 主要是层 控 论与花岗岩浆成

矿 论之争
。

南京大学胡受奚等人认为
, 一 些

锡矿受层位控制 , 成矿物质主 要以陆

源为主
。

中南矿冶学院吴延 之认为 ,

成矿物质大都来 自含锡花 岗岩 , 成矿

物质几经演化 , 多次分异富集 , 成矿

环境 已面 目全 非
。

主张找矿与科研应

以岩体为中心 ,

搞清矿源演化机理是

当务之急
。

此外
, 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研

究所对交代 改造 型 和 重 熔 同

熔 型 花岗岩的演化 , 及其对拐质富

集的影响与板块构造 的 关 系作了探

讨
,

并建立 了与这两个花岗岩系 列有

关的典型矿床 云龙和 个旧 〕的成矿

模式
。

我国的主要锡矿 带

我国锡矿资源丰富
,

保有储量居

世界之首位 , 其中以云南
、

广西最多
,

湘粤川按次之 ,

锡矿化点儿遍全国 ,

展现了我国锡矿找矿的广阔前景 。

我国锡矿床具有成带分布
、

成群

集中的特点
。

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研究所 张志信在 会 议 报 告中介绍了
“ 我国锡矿的矿床类型 、

成矿规律及找

矿方向” 。

报告中将我国锡矿划分为

六个成矿带 藏南一 滇 西三 江锡

矿带
。

该带西藏段地质工作程度浅
,

已知若 干锡矿点及砂锡矿床
,

找矿前

景不容忽视
。

该带越川西至 云 南
,

走

向由东西转为南龙 , 最 近有重要锡矿

及其金属量测量 异常发现
。

该矿带入

滇后 分三支南 下 , 由西而东分别为滇

缅锡矿亚带
、

滇泰亚带和滇越亚 带
,

并汇集于 马来西亚一印尼锡矿带
,

至

澳大利亚而 告终
。

该带以锡石一石英

脉型矿床为主 , 风化残一冲积砂锡次

之 。

成矿主 要与印支
、

燕山期花岗岩

有关
。

川滇锡矿带
。

分布于 康 演

地轴区 ,

受元谋一绿汁江深大断裂控

制
。

锡 钨 矿化主 要与晋宁一澄江

期黑云母 花岗岩有关 岩体傻入前寒

武纪变质火 山一 沉积岩系 中 , 为我国

最老的锡 钨 成矿带
。

该带研究程

度不 高 ,

但锡矿品位较富 , 交通
、

开

采条件好 , 应予重视
。

南岭 锡 矿

带
。

东起福建
,

西经 较粤湘桂四省 ,

直抵滇中南
。

以广西栗木
、

平桂为界

可 分为东 西两段
。

东段与华夏系
、

新

华夏系 构造交叉叠置
, 以钨锡矿化 为

主 , 西段主 要受纬向构造带控制
, 以

锡一铜铅锌砷矿化为主
。

锡矿主要与

燕 山晚期黑云母 花岗岩有关
,

燕 山早

期者次之 , 也有与加里东期 含锡伟

晶岩型 及海西一印支期 锡铜硫化

物型 岩体有关的矿球
。

这是我国最

重要的锡矿成矿带
。

该带 西 段的个

旧
、

大厂两个巨大型 锡 矿 区驰名中

外
。

华夏锡矿带
。

主 要 分 布于 我

国东北一东南沿海地 区 , 已知锡矿集

中于粤桂两省 区 ,
其他省分布零

星
。

成矿主要与燕 山期花岗岩有关
。

该带地质研究程度不够 , 具有找矿潜

力
。

天 山一内蒙一大兴安岭 锡 矿

带
。

包括新祖的若干锡矿化点 , 辽北

的含偏磁铁矿型矿床等
。

该 带海西

期
、

燕山早期花岗岩分布较多
,

但研

究程度低
,

值得重视
。

西 南 粗一
祁连一秦岭锡矿带

。 已知主要是锡矿

点及矿化点
,

但据地质条件分析及古

矿点等资料
,

认为南祁连一秦岭摺皱

老 区的找矿 工作

个旧锡矿的开采史可 以迫溯到汉

朝
。

清康熙四十六年 年 始被

大量开采 十九世纪采矿曾达高溯 ,

拥有矿工十余万
。

古往今来 , 地质找矿史就是一 部

就矿找矿的历史
。

尽管新区不断有所

发现 ,

但老区 的工作远远没 有结束
。

解放后近 三 十年来 , 云 南 冶金地质

队在个旧矿区开展 工作
, 经 历 了找

砂矿
、

找层 间矿
、

找接触带矿
、

综合

找矿勘探及找 “ 凹 兜 ” 矿 五个发展阶

段 , 总结了许多成矿规律
。

他们在矿

区先后发现 个含矿层 位
,

找 到

多个层 间矿体 , 一 次比一 次认识有所

提高
, 使锡矿储量大幅度增长

。

个 旧矿 区尽管不断有新发现 ,

但

矿 山开采历史长 , 生产能力大
,

综合

回收低 。回收率
,

储址消

耗快
,

仍有待继续深入工作
, 以期找

矿勘探再有新的突破
。

广西冶金地质 队在找矿勘探

工作中
,

实行地质
、

物探
、

化探三结

合
,

采用数学模型开 展成矿预 测 , 在

找矿中也不断有新的发现
。

值得指出的是 , 几 乎所有锡矿床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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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共生或伴生有大量有色
、

稀有金

属和分散元素
。

个 旧矿区迄今 已探明

锡
、

铜
、

铅
、

锌
、

钨
、

被
、

钥
、

快
、

锢
、

褚
、

稼
、

银
、

福
、

妮
、

错等 种

矿产
。

大厂矿 区除锡外还丰产锌
、

铅
、

铜
、

锑
、

砷
、

硫
、

钨
、

汞
、

银
、

钻 等矿产 , 此外 , 就工业意义和经济

价值而育
,

其中伴生的锢
、

福最大
,

硒
、

祖
、

妮
、

稼次之 , 再 次是啼
、

铭
、

杭
。

据统计 ,

大厂 锡矿中伴生的

栩经济价值可 与锡相当
。

所 以在开展

拐矿的工作中
, 一 定 要重视综合勘

探
、

综合评价和 综合 利用
。

开拓新的研 完领域
在这 次会议上 ,

许多新 的研究领

域引起 了代 表们的兴趣
。

生物确 近年来
,

随着矿床

成因理 论研究的发展 , 生物礁与金属

矿床形成的关系 ,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

注意
。

据介绍 ,

广西大厂发现近 平

方公里的长圆形弯丘状生物成因的确

杂岩
。

确体内外的矿 床 已 有初步揭

耳
, 主 要是不同形态的锡石一寿金属

硫化物矿床
, 少数为夕卡岩化一角岩

化锌硫化物矿床
。

锡与 的成因联系

尚待进一步研究 ,

但铅
、

锌 含量往生

物确方向有明显增高趋势
。

从 区城上

看
,

锑矿床与确杂岩关系密切
, 确带

与矿带的地理分布重合
。

含锡磁铁矿夕卡岩 国 外若

干矿区及我国广东
、

内蒙
、

四川
、

云

南等地都有含锡磁铁矿夕卡岩产出
。

该类矿石普遍含锡 , 但 很少出现锡

石 , 具有品位低
、

储量大的特点
。

研

究这 类矿床中锡的斌存状态 , 对寻找

新矿床类型 不无益处
。

据说
, 这种锡

的回收利用
,

选矿技术 已有突破
。

锡矿床中的做量元素 如前

所述 ,
锡矿床中含有大量分散元素

。

这 些元素除经济价值外
, 对探讨矿床

成因也很有指示意义
。

中国科学院地

球化学研究所章振根等在会上报告了

广西大厂矿 田中分散元素 的 分 布特

征
,

提限人们注惫
。

新类型的找矿问题 昆明工

学院马镇坤在谈到个旧西区找矿 间题

时指出 , 要 研究新的成矿条件和新的

矿床类型
。

他说
, 国外已发现与基性

岩有关的海相火山岩型锡矿床和大型

斑岩拐矿床
, 值得注意

。

今后工作意 见

加强对锡矿分布密集的 南

岭
、

兰江
、

川滇矿带的研究
, 以期使

这些地 区 的特长能充分发挥
。

同时
,

也要注意过去不太重视的锡矿带
, 开

辟新途径
。

冶金地质找矿工作的重 点

放在最佳类型
、

最佳地 区 上 , 以矿床

时 空分布规律
、

找矿方 向 的 研 究为

主 ,

锡矿的研 究也应这样
。

希望有关

地质院校 系
、

研究所从理 论探讨

方 面予 以配合
。

有锡矿成矿条件的省 汉

应 成立专门的研究组 , 系 统整理 有关

资料
。

各单位 之 间应加强联系 , 交流

工作经 验和资料成果
。

注意综合研 究
、

综合找矿

评价和矿产的综 合利用
。

本 刊 通讯 员

谈谈重砂测量找金的局 限性

浙江省地质科学研 究所 梁子豪

重砂测量 , 是普查找矿常用 而 又 比 较有效的手段之

一 , 但是对黄金普查来说 , 它却有很大的局 限性
。

因为重

砂洲量之所 以有效
,

除 了矿物本身有较大的比重外
’

,
还须

具备几个前提条件
,

即 重矿物顺粒 的大小 , 必 须能

在一般重砂鉴定仪 器 中分辨出来 , 某种重矿物若斌存

于其他矿物中
,

则必须使之从寄居矿物中解离出来 , 矿

床必须经地表暴膝 , 长期受风化剥蚀 , 为重砂提供物质来

稼

根据这几 个前提考察
, 就会发现 以 下问题

有的金矿床 , 黄 金粒度极小
, 小到在双 目俄下无

法分辨
。

如 山东某金矿
,
黄金粒径小于 微米者占

,

徽米者占 ,

微米者占 ,

大子

徽米者占
。

浙江某金矿的 自然金粒度一般为

徽米
。

实际上粒度小于 徽米在双 目镜下即无法辨认 ,

也就是说
,

在这 些 金矿床 中
,

会有很大一 部分 金较在重砂

鉴定时被漏掉
。

美 国 的卡林金矿 , 最初就是 因为金拉细小
,

在重砂测量中未被发现
, 后 来采用地 质 与 化探结合的方

法 , 才发现 它是一 个规模巨大 储量 吨 的金矿床
。

自然金的赋存状 态 复 杂
。

据 已有资料
,

自然 金

或银金矿
、

金银矿 的欺存状态主 要有 以 下几种 ①被

包裹于硫化矿物 如黄铁矿
、

闪锌矿
、

黄铜矿等 中
。

②被

包裹于 石英或硅铝酸盐矿物 如绢云 母
、

长石
、

绿帘石

等 中
。

③生长于硫化矿物
、

石英和硅 铝酸盐矿物之裂晾

中
。

④生长于先成矿物颖粒的间晾中
。

当风化剥蚀作用并

不十分强 烈时
,

第 ① ③类金粒是难 以从载体矿物中解离

出来的
。

这时
,

在重砂矿物中
,

只看到一 些硫化矿物或石

英和硅铝酸盐矿物
,

而看不到金粒 ,

或者只在个别样品 中

偶尔见到几粒
。

浙江某金矿的选矿试 验表明 , 在 粗 粒 级的浮选尾矿

中
, 一部分极细金粒存在于 石英之 中

,

少量细粒 自然金包

在褐铁 矿中
。

如果在野外进行天 然重砂淘洗时
, 这部分金

粒 就有可能流失掉
。

结 果 在 重矿物部分 ,

金粒就 大为减

少 , 甚至 看不到
。

浙江有几个原生金矿点
, 在对其周围水

系进行的重砂 测量 时
,

竟未发现过金异常
。

矿床遭受剥蚀的程度不同
。

很明显 , 若原生 金矿

床处于隐伏状态 ,
在其周 围的水系 或残坡积层 ,

就没有金

的机械分散晕 , 在重砂矿物中也就见不到金粒
。

可见
,

在 利用前人的重砂测量 成果时
, 要 具体分析

,

不要一看到没有金异常的地段就予 以否定
。

要根据金矿的

成矿地质条件进行具体考察 如地层和造 ,
混合岩化作用

强 度
,

后期热液叠加作用 , 蚀变情构况 , 化 探效果 等
,

同时要 改进重砂 鉴定的方法
,

如抽一定数量的样 品在偏光

镜下检查 ,

对进入重 矿物部分的硫化矿物
、

石英及硅铝酸

盐等矿物进行金的测定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