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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成矿物质来源
,

结合成矿作用
、

矿体产

出部位和矿物组合等因素
,

本文将白钨矿矿床划

分为二类五型十二亚型 表
。

矿床地质特征

一 层控白钨矿床 系指成矿物质来源于

花岗岩的一类矿床
,

包括花岗岩浆演化末期一气

化热液期形成的岩体型
、

夕卡岩型及石英脉型白

钨矿床
。

此类矿床通常产 于燕山期中 一 酸性岩体

中
,

同位素年龄 一 百万年
,

绝大多数为花

岗岩
,

也有的产在碳酸盐
、

钙铝质层内
。

矿床产

于距岩体 公里范围内
。

主要矿物是氧化物及含

氧盐类
,

其次是硫化物
。

不仅有高温矿物组合
,

也有高中温蚀变类型
。

招
, 变化范围为 一

一 。’ ,

可能是岩浆晚期结晶阶段热液均一

化所致
。

岩体型钨矿床
’

本类钨矿系指岩体中一

部分或整个岩石含有浸染状
、

细脉浸染状或充填

交代的白钨矿
,

构成可供工业利用的钨矿床
。

矿

床类型以钨矿物浸染的岩石定名
。

匕 本类矿床多平是由陆源钨矿源层部分熔融产

生的花岗岩浆形成
,

在分异演化的最后阶段随构

造运动侵入地壳浅部
。

一般属一个大岩体的凸起

部位
。

个别矿床 如阳储岭 是否存上地慢或陆

壳同熔产物
,

尚有待研究
。

根据我国十三个岩体型钨矿的含矿岩石特

点
,

可分为变花岗岩型
、

斑岩型及扮岩型
。

其主

要特点是

矿床主要分布在我国中生代燕山期酸性

或中酸性小岩体出露地带及东南沿海中生代断陷

活动带火山岩系中
,

岩体围岩主要为硅铝质岩石
,

为一套片岩
、

石英砂岩
、

板岩等
。

另一类为碳酸盐

岩 一 泥灰岩
、

透镜状灰岩及含钙质砂岩等
。

其次

为含碳质较高的岩石
。

既有震旦系至奥陶系浅变

质岩
,

又有侏 罗系至白坚系的火山岩系及花岗岩
。

矿体赋存于小侵入体
、

岩脉或岩瘤中
。

矿石呈浸染状或细脉浸染状构造
。

含矿岩体一般沿二组 断裂交叉处附近

侵入
。

矿体具多种形态特征
。

矿物种类达 余种
,

以含大量白钨矿
、

少量黑钨矿和辉钥矿为特征
。

黑钨矿 白钨矿为

一 ,

个别 , 。
。

向深

部
,

白钨矿含量增高
,

黑钨矿减少
。

矿 石 品位较稳 定
,

含 量 一

,

通常无高品位矿石
。

围岩蚀变复杂
,

既有面型
,

也有线 型

叠加
。

根据含矿岩体与夕卡岩型白钨矿床的共

生关系
,

以及变花岗岩型和斑岩型钨矿的全岩分

榨占果
,

占 ‘ 值 为 一 ,。’

说明含矿岩体是在超浅成一浅成一中深条件下

形成
。

本类矿床工业矿化的分布深度常大于宽度
,

但难以与内接触带矿化弱的云英岩 一 石英网脉带

型白钨矿床相区别
。

其鉴别标志列于表
。

变花岗岩型钨矿床 图 矿体主要产于

黑云母花岗岩
、

似斑状细粒二云母花岗岩
、

白云

母花岗岩中 为铝过饱和系列
,

呈筒状
、

长条状
、

带状
、

似层状
、

盖状等
。

矿物共生组合主要有

白钨矿 一 黑钨矿 一 辉钥矿
、

白钨矿 一 辉钥矿
、

白

钨矿 一 黑钨矿 一 妮钮矿物
。

另外还有锡石
、

方铅

据冶金部地质研究所侧定
。

二 林运淮 岩体型钨矿 一 队 地质情报 内部
。

⋯
据宜 吕地质矿 产所侧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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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中不间类型矿床对比衰 衰

矿矿床类型型 俊入体大小小 矿体形状状 矿物组合合 矿石结构构造造 矿体内部结构构 口岩蚀变变

岩岩岩 一 般 小 于于 全岩式
,

与岩体体 全为白鸽矿
,

或或 漫染状
、

细脉很很 石英细脉一级小小 口型蚀变 级型型

体体体
,,

形状一致 含大 白钨矿
,,

染状状 于
,

或 呈呈 , 二 钾化
、

钠钠

型型型 个别达 一 三轴不等等 常与熟钨矿共生 大 线脉 斑峨峨 化
、

石英 一 胡云云

的橄球状 伴生大 辉相矿矿矿 产出
,

大于 母化
、

姆帘石

二 似层状
,,

和其他共生矿物物物 少一 个别可达达 姆泥石化
。

找型型

三 , 带状
,,,,

橄十皿米
,

含脉脉 云英岩化
、

硅化
、、

四 岩盖状状状状 率 、 。 ,

含脉脉 燕云母化
、

钠

密密密密密密密度 一 帘石化化

云云英岩
一 石石 岩株顶部

、、

带 状状 白钨矿组合
,

其其 块状
、

细脉状为为 稀硫至密集石 英英 线型蚀变的云英英

英英网眯带型型 岩基边缘缘缘 他共生矿物简单单 主 漫染状极为为 小脉 脉幅一般般 岩带体体

次次次次次次要要 二至徽十度米
,,,

含含含含含含含脉率

脉脉脉脉脉脉脉间一般为云英英英

岩岩岩岩岩岩岩成云英岩化花花花

阅阅阅阅阅阅阅岩岩岩

矿
、

闪锌矿
、

石英
、

长石
、

黄玉等 余种矿物
。

品位较均匀
,

只有含锐钮的 白钨矿床

含量变化较大
,

但因锐担分布均匀而连续
,

故不

影响整个矿体的矿化连续性
。

围岩蚀变有钾化
、

蒙脱石化
、

白云母化等
,

往往具面型分布
。

局部

为钾化
、

云英岩化
、

硅化等
。

斑岩型钨矿床 图 矿体主要产于石英

斑岩
、

花岗闪长斑岩中
。

为燕山期火山作用的产

物
。

矿床的形成一般伴随有隐爆角砾岩构造
,

它往

往控制粉矿体的展布
。

矿体形态有带状
,

次为长

条状
、

扁豆状
、

似层状等
。

矿物共生组合有白钨

矿一黑钨矿一硫化物
,

白钨矿一辉铝矿
。

共生矿

物主要有黄铜矿
、

黄铁矿
、

闪锌矿
、

长石
、

石英
、

方解石等 余种
。

围岩蚀变呈面型
,

且有分带现

象
,

自矿体往外往往为石英一绢云母化带
一

, 钾化

带或绿泥石一绢云母化带 绿泥石一绢云母化

带
,

有的矿床有硅化
、

碳酸盐化等
。

扮岩型钨矿床 图 白钨矿呈浸染状
、

细

脉浸染状分布于石英闪长扮岩或闪长扮岩中
,

多

分布在岩筒顶端的凹部或岩墙之上部
。

矿体形态

圈圈 ,

唆匆 公刀公 区 」
巨里习 吧习 〔二 」 区二

图
一 钨相矿体

行洛坑钨矿床剖面
一
推断钨相矿体

相钨矿体 一 燕钨矿石英大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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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建花山矿床地质剖面示 愈 图
一
由石英斑岩蚀变的钾化带

一
由石 英斑岩蚀变的 石

英 一
用云母化带

一

由砂岩蚀变的石 英 一 绢云母化带

一 由砂岩蚀变的碌泥石 一
绢云母化带

一
花岗岩

。

隐 角砚岩中的网状及 角砾状富矿体

呈长条状
、

箕状
、

脉状等
。

矿物为白钨矿组合
,

共生有黄铜矿
、

闪锌矿
、

磁黄铁矿
、

黝帘石等

余种
。

围岩蚀变主要为面型的黝帘石化及石英绢

云母化
,

次有纤闪石化
、

黑云母化及绿泥石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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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肉河矿床地质剖面示 愈图
一
中粒黑云母花肉岩

一
花岗斑岩

一
矿化闪长扮岩

一 工业矿体

夕卡岩 型 白 钨 矿 床
’

的地质特征 这类

矿床一般是岩浆期后气液交代作用形成
,

产在酸

性 个别偏中性 花岗岩和碳酸盐类岩石接触带

附近
,

白钨矿呈浸染状
、

小脉状分布在夕卡岩里

形成矿体
,

主要受接触带构造控制
,

矿体形态主

要呈囊状
、

透镜状
、

扁豆状
,

形态复杂
。

夕卡岩形南丈程大体经历了二个时期
。 ‘

夕卡岩化时期
,

最早出现无水硅酸盐
,

如透辉石
、

钙铝一钙铁榴石
、

符山石
、

硅灰石
、

方柱石等
。

这

些夕卡岩矿物经均化法测定
,

形成温度为 一

℃
。

此后
,

便开始形成钾长石
、

斜长石等
。

其

次为白钨矿
、

锡石
、

日光榴石
、

香花石
、

磁铁矿

等
。

石英硫化物期
,

早期生成绿帘石
,

绿泥

石
、

绢云母
、

碳酸盐
、

石英
。

金属矿物有白钨矿
、

辉钥矿
、

磁黄铁矿
、

毒砂等
,

形成温度为 一

,

相当于中温热液阶段
。

晚期大量产生石

英
、

碳酸盐矿物
、

闪锌矿
、

方铅矿
、

黄铜矿
、

黄

铁矿等
。

不同矿床其矿化亦有明显差别
。

由于矿化作用的多期性
,

夕卡岩白钨矿床往

往被云英岩或不同期次的含钨细脉带重香
,

形成

规模巨大
、

组分复杂的复合夕卡岩白钨一黑钨矿

床
。

如柿竹园矿床
,

位 于千里山花岗岩复式小授

入体之接触带上 夕卡岩白钨矿了廿占束之后 产

生云英岩一黑钨矿化 卜辉铝矿
、

辉秘矿化
卜锡被

矿化 , 弱云英岩黑钨矿化
,

铜铅锌矿化等
。

扩大

了原夕卡岩白钨矿矿床的规模
。

石 英脉型白钨矿 床的地质特征 这类矿床

多在高一中温条件下形成
,

特点是

含钙较高的围岩是这类矿床形成的重要

条件
,

矿脉 带 一般产于碳酸盐岩或钙硅质岩石

或二斜一富斜花岗岩中 因有较丰富的

能与 孟发生离子交换而形成白钨矿
。

裂隙构造控制矿床的形态
,

矿脉 ‘带

一般呈群带分布
。

矿脉 带 往深部断续插入花岗岩体中
,

并尖灭于岩体内
。

共生矿物简单
,

工业矿物主要为自钨矿

及萤石
。

沿矿脉走向 品位常富集于中部
,

沿倾斜富集于中下部
。

在花岗岩中脉侧围岩蚀变主要为云英岩

化
、

绢云母化
。

在碳酸盐岩或钙硅质岩石中有黄

铁矿化
、

硅化
。

根据石英脉的宽度及密集程度
,

产出部位 ,

分为内接触带大脉型
、

细脉带型及外接触带大脉

型三种
。

‘ 内接触带大脉型及细脉带型 大脉型是

, ,子、

召完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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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矿脉厚度
,

脉间间距 的矿脉
。

细脉带一般指大部分矿脉脉幅
, ’

,

脉距
,

并较密集的带体
。

这 两 种 矿床多发育于

中粒二长花岗岩中 图
,

长达
,

细脉 沿

走向和倾斜常合并为大脉
,

单体脉 带 长
,

厚 一 不等
。

且几‘,口口‘仙月了

翻翻团困口困回

图 司 徒堡 白 钨矿床平面示 愈图
一
寒武系炭质板岩夹薄层灰岩 一 展 旦

系片岩
、

砂岩
、

粗砂岩
一
燕山期中粒黑

云母花岗岩 一 燕山期粗拉服云母花岗岩
一
含 白钨矿 电气石石英脉 一 含白钨矿

石英大脉
、

细脉带
一
绢云母化硅化破碎带

根据矿脉组份
、

围岩蚀变及矿化强度可分为

①含白钨矿似伟晶岩脉 石英
,

今。 ,

长石 一

,

白云母
·

或含长石石英脉
,

脉侧云

英岩化强烈
,

常见侧现或分枝复合
,

变为厚度较

大的云英岩一石英细脉带 图
。

白钨矿化较

强
。

②含白矜矿电气石石英脉
,

脉侧有强烈的云

英岩化及电气石化
,

含大量电气石
,

白钨矿化强
。

③白钨矿石英脉
,

脉侧云英岩化强烈
,

含电气石

极微
,

白钨矿较多
。

④绢云母化硅化石英脉
,

白

钨矿化微弱
。

矿脉局部形态变化较大
,

呈板状
、

囊状
、

入

字状等
。

矿石中工业矿物为白钨矿
,

脉石矿物有

石英
、

长石
,

次为白云母
、

电气石
。

金属矿物中

尚有微量锡石
、

毒砂
、

黄铁矿
、

黄铜矿等
。 ,

品位 一
。

品位变化系数为
,

厚

度变化系数为 一 。

脉侧围岩蚀变主要为云英岩化
、

电气石化
、

硅化及绢云母化等
。

根据矿物共生组合
、

围岩蚀变和矿物测温 爆

裂法
,

电气石 ℃
,

白钨矿 一 ℃ 结果
,

矿床形成于高温热液阶段
。

外接触带石英脉型矿床
。

多产于中 泥

盆统棋子桥组灰岩
、

条带状灰岩及页岩中
。

严格

受张断裂控制 图
。

矿脉长一 一
,

厚 一
。

沿走向中间大
,

两端小 沿倾斜

中部厚
,

往下插入花岗岩体并逐渐尖灭
。

矿石中工业矿物为白钨矿
,

少量黄铁矿
,

微

脚
田 云英岩

一

石 英细脉带始构素描图
一 石英脉

一

云 英岩化
一 花岗岩

量黑钨矿
、

黄铜矿
、

磁铁矿
、

闪锌矿等
。

非金属

矿物有石英
、

方解石
、

萤石
、

磷灰石
、

长石
、

玉

做
、

滑石
、

石榴石
、

绿泥石等
。

矿石品位较均匀
,

,

往下有变富的趋势
。

矿脉进

入岩体后硫化物增加
,

下降
。

品位变化系数

为 一 。

厚度变化系数为 一 “ 。。

围岩蚀变有硅化
、

黄铁矿化
、

夕卡岩化
、

绿

泥石化和叶腊石化等
。

鉴于上述
,

矿床 主要形成于 高 中温热液

阶段
。



二 层控钨矿床
‘

是指受一定岩性组合

或特定层位控制的 呈层状一似层状的一般 与

谓含矿岩系是指区域 七某一特定时代地层的岩石

组合 与其他组合相比含钨丰度较高 般高出

克拉克直 一 个数以级 且其中某些单层常富

集只工业价依的钨矿床 含矿居是指含矿岩系中

的某一 单层或若干互层
,

含矿丰度比含矿宕系高

除局部地段发育工业矿体外 一般未到达 仁业品

位的岩层
、

含矿岩系厚数至 千余米 含 , 一般在
一 ,一 一 。、

’

含矿 公一般含
、 。 卜

《
” , 。

企生层控 白钨矿 床的地质特征 这类矿床

既有同生成因又有后生成因 同生造矿元素是柱

生矿床形成的状础
,

柱生作用是形成矿床的必 要

条件 在宏观上矿体往往与围岩呈同步褶皱
,

上

冗积韵律和层纹状构造
一

根据这类矿床地质特征
,

,叮分为碳酸盐岩一砂宕组合一似 夕卡岩型
、

片麻

岩组合一似夕长岩型二种 根据如
一

五条标准

与夕卡岩型白钨矿床区别 表

这类矿床
,

控矿层位 主要有上 下寒武统 中

泥盆统 下石炭统
、

矿床附近多半有含矿岩系和

含矿层存在

由于构造应力作用和花岗岩的仗入 产生高

热使含矿岩系受到显著的改造 使围岩中的裂隙

,﹄,‘诸暇

哪酗姗晒因团

图 大 山 白钨矿矿床地质略图
一 贞岩

一
砂岩页岩互层

灰岩
一
背料

、

向斜轴
一

花岗

岩
一

白钨矿石英脉

地层 整 合的钨矿床
。

这类矿床的成矿物质是多

来源的
,

成矿过程是多阶段的
,

成矿作用是多因

素的
,

矿体形态是层状一似层状的 矿物共生是

多组合的
。

据此
,

把层控钨矿床分为二型四亚型

见表
。

这类矿床一般产在含矿岩系或含矿层中
。

所

沉 积 一
改造似 夕 长岩 型与 夕 卡岩 型钨矿床 对 比

沉积 一 改造似 夕卡岩型钨矿床

石栩石
、

辉石 等钙
一

镁 一 铁硅酸盐

矿物 是由热变质原岩就地改造而成 属

硅钙质角岩部分 后期热液砰加可有双 交

代作用 分布有固定层位

矿体受地层控制 常分布于两种不

同岩石的过渡带中

矿体一般呈 层状
、

似层状 形态简

单 与地脸整合

名 白钨矿常浸 染 卜难交代的 砂岩中

矿石 条带状构造较 许迫

夕 卡 岩 型 钨 矿 床

石榴石
一

辉石等钙 镁
一

铁砖酸盐

矿物
,

由碳酸盐岩 在褪入体附近高溢受热

带中
,

经 双 交代或渗滤交代而 成 分 无

固定层位

多分布 十岩体与碳酸盐岩接触 面 立

受接触带控制

矿体呈 状 港湾状
、

长条状
、

带状

状 形态复佘 常 不 与地 层整合

自钨矿
一

般 浸 染 夕仁岩矿物集合

体的裂隙中
,

早小 脉状

矿体常 为脉状 浸染状 构造 条带

状构造少 见

林运 淮 层控钨矿床 江 西地质学会 咐工西地质 》 附即 年第 一 , 期



水
、

毛细管水变为热水溶液
,

与岩浆矿化气液重

叠于热变质的硅钙质角岩之上
,

并使一部分矿层

在形态上
、

矿石物质组分
、

矿石结构构造
、

围岩

蚀变等方面产生如下变化

变质作用 由于花岗岩侵入
,

在热变质

作用下岩石产生重结晶及矿物重新组合
,

灰岩

变成大理岩或结晶灰岩
。

新出现的石榴石
、

硅灰

石
、

透辉石等受后期热液叠加又产生阳起石
、

透

闪石等钙一镁一铁硅酸盐类矿物
,

并 有 较 均 匀

的石英和方解石
。

钙镁质角岩为其主要特征
,

这

类角岩不受接触带控制 而与围岩岩性有关
,

呈层

状分布
。

矿体形态 由于 断裂裂隙的 影响
,

矿

化气液沿此充填交代与原生矿层重合交错
,

从而

改变了矿体的形态
,

或在一些层间破碎
、

裂隙发

育有利地段交代成夕卡岩矿体
,

表现出矿体刺穿

层理 分枝复合
,

斜交层理
,

褶皱状等后生形态

特征
。

矿物组合 由于矿液充填交代
,

白钨矿

及黄铜矿等浸染在硅镁质角岩的透辉石
、

石榴石
、

阳起石等矿物的间隙中
,

或浸染在夕卡岩中
,

一

般有白钨矿小脉产出
。

后生 白钨矿与原来沉积

或重结晶白钨矿的区别
,

前者晶体粗大而交替结

构明显
,

后者晶体细小呈星散点状
,

与立方体黄

铁矿分布在砂岩里 黄铁矿晶面条纹比较清楚
。

或白钨矿呈星散点状分布在硫铁矿中
。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呈致密状和浸染状

构造
,

特别是与白钨矿层共生的层状胶黄铁矿

及变斑晶黄铁矿
,

仅出现离岩体较远部位
。

离岩

体近
,

温度较高 压力较大
,

重结晶作用强
,

胶

状沉积等原生矿物保留极少
。

《 矿物相 在白钨矿一硫铁矿组合的矿床

中矿物相变化较为明显
。

各矿层不同部位受热

液叠加改造最明显的黄铁矿转化为磁黄铁矿
,

由

于转化条件不同
,

在同一硫铁矿层中这二种矿物

分段富集
,

往往磁黄铁矿呈条带状
、

团块状包围

黄铁矿
。

自岩体向外矿层排列有明显分带现象
。

一般随着温度
、

压力的降低出现磁黄铁矿层 ,

磁

黄铁矿
、

白钨矿
、

黄铁矿层 ,
含钨赤铁矿层

,

由

于黄铁矿易于转化为磁黄铁矿
,

往往把白钨矿体

包于磁黄铁矿层中
。

单一厚层的硫铁矿层亦有分

带现象
。

距岩体由近而远温度由高而低依次出现

磁黄铁矿带
,

白钨矿带
,

磁黄铁矿
、

黄铁矿带
卜

黄铁矿带
。

控制黄铁矿转化为磁黄铁矿的决定因索是温

度升高与硫的活度降低 图 其反应式为
。

参

的 加 佣 仙

图 黄铁矿 与磁贫铁矿德定 曲线
‘据握原良道 翔 乡

矿层中大部分黄铁矿转变为磁黄铁矿后
,

又

被后来的透辉石脉
、

黄铜矿一黄铁矿脉及石英脉

切割
。

富矿体位置 由于受热液叠加及构造应

力作用的影响 矿质被 活化转移或重结晶 富矿

体常随岩层弯曲而富集于褶皱的鞍部
。

围岩蚀变 主要表现为蚀变类型增加
、

交错重叠
,

更加复杂
。

由于矿床围岩岩性组合的不同 含矿岩系中

造矿元素与矿化气液的差异
,

导致不同矿石建造

与不同规模矿床的形成

①碳酸盐岩一砂岩组合一似夕卡岩型白钨矿

床
。

为层控钨矿的主要类型
,

控矿层位较广
,

具

大量夕卡岩矿物及强烈的白钨矿化
。

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
。

一般矿床规模较大
,

已知长
、

深均在千

米以上
,

厚数十米 品位较高
。

矿体一般在灰岩

一砂岩接触过渡带或砂岩中
,

少数在灰岩中
,

常



与地层整合 ‘图
。

矿体葆满宜地层弯曲
,

与花

岗岩接触带保持一定距离
。

矿物组合主要有白钨

矿建造
、

白钨矿一磁黄铁矿建造 共生矿物有锡

石
、

黄铜矿
、

黑钨矿
、

绿柱石
、

石英
、

石榴石
、

透辉石
、

硅灰石等 余种
。

呱呱呱,巴日 , 任习 , 任三 。

巨习 巴又】‘

图 片 瑶岗 仙钨矿地质剖 面 示 怠图
一 大理 岩

一

角岩 砂岩 百 花岗岩

一
似 夕卡岩自钨矿 层 细脉浸染状钨矿 忆

在矿体内 由于后期矿液的叠加
,

不同程度

的有矿化细脉穿插
,

如白钨矿一硫化物小脉
、

含

钨石英脉
、

石英一白云母细脉
、

方解石一硫化物

脉等等
。

矿石呈条带状
、

角砾状构造
。

围岩蚀变

有夕卡岩化
、

黑云母化
、

钾化
、

钠化
、

云英岩化
、

黄铁矿化
、

绢云母化等
,

反映 了多期蚀变的复杂

性
。

综上所述
,

矿床的形成 是在同生矿床或在

含矿岩系的华础上 经构造变动
,

层间破碎
,

矿

化气液选择灰岩与砂岩过渡有利地带交代 充填的

产物
,

矿源来自沉积岩与花岗岩
。

又片麻岩组合一似夕卡岩型白钨矿床
。

分布

于下寒武统片麻岩系中 含矿岩系由黑云斜长 片

麻岩夹长英变粒岩
、

斜长角闪石片岩
、

石堆片岩

及透镜状灰岩组成
。

因区域变质及花岗岩侵入的

热变质作用 形成透辉石
、

阳起石
、

石榴石等硅

钙质角岩
。

白钨矿往往浸染在角岩的矿物间隙中

矿体呈层状一似层状
、

透镜状
,

与片理产状人体

平行
,

和硫铁矿体断续延长数至 十余公甩 单体

白钨矿规模较小
,

白钨矿体与硫铁矿体密切共生
。

矿物组合 卜要有白钨矿
、

磁黄铁矿
、

黄铁矿
、

方

铅矿
、

自铁矿等
。

矿石呈致密块状
、

浸染状
、

条

带状
。 , 含景 , 一 。 ‘, ,

围岩蚀变有硅化
、

绿泥石化
、

绢云母化等

这类矿床发现的时间不长 研究程度不商
,

其矿质部分是否来自花岗岩了 尚不清楚
,

有待进

一步研究

后生层控 白鸽矿 床 指晚
飞

围岩形成的地

质作用产生的 自钨矿床
,

以及矿质不是来自岩

浆
,

也不是来自地表水
,

是来 ’地壳宕石的所

谓
“

后生
“ 、 ‘

侧分泌
” 、 ’ ·

再生
” 、 ’ ·

次生热液
” 、

“

复生
” 、 “‘

重生
” 、 “

矿源层
”

等有关的钨矿床

碳酸盐岩一 欠岩组合一岩生 ’钨矿床

已知的
‘

岩生
”

钨矿床分布在雪峰山隆起区内
,

在四条成矿带中赋存着 十余个不同矿石类型的 自

钨矿床
、

钨锑金矿床及金矿床
,

赋矿层位有元古

代板 期羊
,

岩性为薄层碳酸盐岩和板岩 矿床附

近 至 公里内没有宕体
,

宕体产在含矿岩系和

含矿层中
。

含矿宕系厚达千余米
,

由板岩夹薄层

灰岩或钙质板岩组成
,

含矿层长数 十至八千余米
,

、 、 。 、

等均高 地球化学背址值 在含

矿层中矿体以层间脉为 屯
,

交错脉极次要
。

层间脉即层状
、

似层状整合矿体
,

包括受含

矿层控制的层间脉侧羽状细脉带
,

脉侧 节理脉

单条脉体长数十至三 ’余米
,

延深 一 川余

米
,

厚数十厘米
,

一般延深大 长度 深部盲矿

脉较多
。

单脉呈扁豆状
、

藕 节状等 灰岩含矿层

中的层状一似层状整合矿体叭致密状
,

山微丰。方

解石
、

白云石
、

粉状石 英
、

鳞片状绢云毋及层中

充填的白钨矿
、

方解石脉等组成 矿体 ‘ 含矿层

无明显界线
。

单矿体长数至别。 余米
,

厚数十厘

米至三米余
,

延深最人者达曰洲米以 上

板岩含矿层中的矿体矿物组 合 上要有 钨

矿一辉锑矿一自然金 灰六中矿体的矿物有自钨

矿
,

其次为自然未
、

辰砂及其他硫化物 矿石中

汗遍有条带状
、

角砾状及块状构造 旧岩蚀变有

褪色化
、

黄铁矿化
、

伊利石化
、

碳酸盐化等
一湘黔汞矿带北段成矿 勺的 月条戊

,

川
,

、 、 、

地球化学异常 沁遍增高 之 附近小

但无火成岩出露 亦无 , ’作为判断深部有隐 六

体存在的标志
。

钨
、

锑
、

金矿体 卜要
‘

泛居状

似层状受含矿层控制 含金石 关脉 二
‘

乡受裂隙书李



控制
。

④在含矿层中普遍有规楷黔交大的中一低温

蚀变带存在
,

比一般与岩体有关的脉钨矿床脉侧

蚀变大数至数十倍
,

表明有热液渗过其间
。

⑤矿

床的侧温资料表明
,

层状一似层状矿体形成温度

颇高 白钨矿
,

黑钨矿
,

但其共

生组分和赣南
、

粤北
、

湘东一带与花岗岩有关的

脉钨矿床差异极大
。

共生矿物简单
,

无含挥发分

组分高的矿物
。

叭矿田内十个矿床的硫同位素组

成对比表明 , 图
,

钨一锑一金层状一似层状

整合矿体离差程度较大
,

与赣南
、

粤北变质岩中

脉钨矿床硫同位素组成明显有别
,

与国内外岩生

矿床极近似
。

由此推断矿质来源于陆壳
。

从矿

床中石英氧同位素组成 占 ’”
值为 一

。
亦可得到证明

。

贾翻 留目 菠 】 巨弓‘ 口旧

矿 床 类 型

雪峥试

层控岩生矿床

雪峰区

脉状交 矿床

” 加 勿

沃西
沱浪分甲

峨消 《 一
介心桥 ‘ 卜

一 一加 一加

西冲 《

板俩 卜‘

一 金们
一 符竹俩 一

口

娜林坝 户

龙山 《

岩生犷味
‘勺仁

卜冲角 ‘ ‘ 曰

张坑一

一仙 非
已加“ ”毋〔, 布

⋯
引 称 一

竹 盈卡玻 扛
‘道坎 一 苏

国外岩生矿床

南粤北外接

带肺妈矿床

钳板十几 , ‘

盘 一, 山 一

一
一 肠 一 作

一 山 关

人 ,‘山 ,

洲 姗
‘

性 左力 及 欢 目

图 硫同位 粼组成对 比

‘括 号内 为样 品数

呛 砂岩组合一热液充填交代白钨矿床
。

分

布于中上泥盆统或下泥盆统与寒武系不整合面附

近 图
,

与其他类型钨矿伴生
。

矿床规模巨

大
,

品位低但较均匀 、 」 一 “ 。
。

矿

体呈层状一似层状
,

受岩性组合控制
。

局部形态

复杂 矿层由多向小短康且成
。

矿彬且合简单
。

图 大 明 山矿床剖面示 愈图
生 一 下泥盆统砾岩

、

砂岩
、

页岩
一

寒武系砂岩夹板岩
一
不整合界线

一
后生层控型钨矿休

一

变花岗岩 、

型钨矿体

若附近有灰岩含矿层或含钙较高的岩层
,

易于形

成白钨矿
,

一般属白钨矿一方解石组合
。

共生矿

物有石英
、

绢云母
、

黑云母
、

白云母
、

萤石
、

电

气石
、

透辉石
、

透闪石等
。

若矿层含钙较低
,

一

般形成黑钨矿一硫化物组合
。

共生矿物有辉钥矿
、

辉秘矿
、

黄铜矿等
。

黑钨矿常呈条带状或微层与

围岩同步褶皱
。

常见的围岩蚀变有黑云母化
、

黄

铁矿化
、

硅化及褪色现象
。

这类矿床往往与花岗岩体毗邻
,

受地层组合

控制
,

但裂隙发育
,

矿石中含挥发分矿物较多
。

矿石结构构造显示后生成矿特征
。

可见
,

成矿物

质部分来自花岗岩
,

成矿作用充填与交代两种方

式并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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