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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
。

矿床

广西锡钨矿床成矿地质

特征与找矿

广西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高志斌

二十多年来
,

广西冶金地质战线在锡钨矿的

找矿勘探方面
,

积累了丰富的地质资料
,

对原生

锡钨矿床成矿地质特征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

本文

是对所掌握资料的一个初步整理和归纳
,

以期对

今后的找矿工作有所助益
。

区域地质构造特点

本区位于东亚大陆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的西

缘
,

南岭东西向复杂构造带的中段
。

区内发育东

西向
、

南北向构造体系及其他各种扭动构造型式
。

构造的基本骨架形成于加里东期
,

印支期基本定

型
,

燕山期更趋复杂化
。

加里东期以来
,

桂北
、

桂东南
、

桂东长期隆起
,

其他地区则下沉
。

隆起

区各时期成生和发展起来的构造体系的复合与联

合显著
,

相伴随的岩浆岩广泛出露 沉降区主要

展布中生代以来的构造形迹
,

与其相伴生的岩浆

岩出露较少
。

区内主要构造体系及其复合和联合

部位
,

控制了岩浆活动及锡钨矿的形成
。

其中东

西复杂构造带居主导地位
,

广西山字型构造也同

样具有重要的控矿作用
。

区内主要锡钨矿产于山

字型构造前弧和反射弧
,

特别是东西构造带与山

字型构造的复合交切部位
,

它们对控矿的关系尤

为密切
。

广西山字型构造规模较大
,

形迹突出
,

展布

范围包括横县以北的广大地区
,

前弧弧顶在镇龙

山
,

西翼在丹池至大明山一带
,

往西延入贵州

东翼受其他构造体系复合干扰较强烈
,

大体经大

瑶山
、

荔浦
、

恭城伸进湖南
,

脊柱主要在柳城

以北
。

此外
,

本区还有德保
、

宜山
、

柳州等较小规

模的山字型及桂林弧型构造
。

米

锡钨矿床的主要类型及其特征

锡石一硫化物层状
、

似层状矿床 主要分

布于丹池成矿区
,

如长坡矿区
。

矿体产于倒转背

斜缓倾斜一翼的次级褶皱层间剥离带及裂隙带

中
,

并严格受上泥盆统榴江组硅质岩
、

扁豆状条

带状页岩控制
。

矿体埋深 一 米
,

呈盲矿体

产出
,

附近有花岗斑岩
、

闪长扮岩岩墙出露
。

矿

体呈似层状
,

厚度 一 米
,

含锡 一 ” 。。

它

是区内最有工业远景的一种类型 图
。

锡石一硫化物破碎带矿床 兰要分布 丹

口
硅 。 , 岩

曰
条带灰岩

因
花岗斑岩

画
图

似层状矿体

圈
细 。 回

裂。 图
逆断层

池成矿区
,

如巴 力
、

龙头山成矿区
。

矿体赋存在

背斜轴部逆掩断层 上盘
‘

扣泥盆统马家坳组板状灰

岩
、

页岩及上翻拓圭质岩中 系岩层受褶皱和断裂

影响产生强烈破碎而成
。

矿体长达加 米
,

平均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厚 米
,

最厚 米
。

矿体埋藏较浅
,

矿石氧化较

深
,

硫化物大部流失
。

氧化作用使锡石富集于矿

体下盘
,

含锡 一 。

矿石可选性好
。

锡石一硫化物大脉矿床 主要分布于丹池

成矿区
,

如 人厂长坡矿区
。

矿体呈脉状沿碳酸盐

地层中的裂隙充填
。

矿石矿物以锡石
、

磁黄铁矿
、

毒砂为主
,

常含多量铁闪锌矿
、

脆硫锑铅矿等
,

含锡 一 叨。 ,

规模中等
,

也是本区的重要类型

之一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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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易石一硫化物细脉带矿床 主要分布于丹

池成矿区
,

如长坡矿区
。

矿体由陡倾的密集细脉

组成
。

细脉密度每米 一 条不等
,

单脉厚 一

厘米
。

脉旁交代作用强烈
,

矿体规模较大
,

厚

度达 一 米
,

含锡 一 ,

矿石可选性好
。

石 英一电气石脉钨矿床 分布于桂北 罗城

宝坛地区
,

产于前震旦系四堡群变质彩渺岩
、

砂

岩及变质辉长辉绿岩中
。

矿体长 一 米
,

厚

一 米
,

含锡 叭
,

是区内新的锡矿类型
,

有一

定发展前景
。

石英大脉锡钨矿床 主要分布于富
、

贺
、

钟成矿区
,

如珊瑚矿区等
。

矿床产于凹陷带次级

隆起区的边缘
。

围岩以泥盆 系灰岩
、

砂岩为主
,

其次是寒武系砂 页岩
。

矿体厚 一 米
,

常成组
、

成带分布
,

延伸数百米
,

最大 达千米
。

锡石主要

分布于靠近脉壁的云母或毒砂带中
,

黑钨矿则多

呈大板状 见
二

锡石带内侧
。

白钨矿含量较少
,

呈

细脉状
、

薄膜状或粒状沿矿脉裂隙或矿物解理充

填
,

并常交代黑钨矿
。

一般上部富锡
,

下部富钨
,

含锡 一 ,

一 ,

本类型是区

内最重要的钨矿类型
,

小到大型矿床均有所见
。

夕卡岩型锡 谁骊 床 主要分布于富
、

贺
、

钟成矿区
,

如新路矿区
。

矿体呈似层状
、

透镜状

或脉状产于接触带内的夕卡岩中
。

矿石矿物为锡

石
、

黄铁矿
、

毒砂
、

白钨矿
、

黄铜矿
、

磁铁矿等
。

夕卡岩矿物为石榴石
、

绿帘石
、

透辉石
、

阳起石

等
。

矿床多为中
、

小型
。

由于矿石难选
,

目前不

作为主要勘探和生产对象
。

云英岩型锡谁朝旷床 分布于富
、

贺
、

钟成

矿区
,

如花山矿区
。

矿床产于黑云母花岗岩的内接

触带
。

矿体多呈脉状和细脉带
。

主要矿 物是锡石
、

毒砂
、

黄铁矿
、

黑钨矿
,

常伴随黄铁矿化
。

含锡
一 。 。。

一般为小型
。

岩体型锡钨担妮矿床 主要分布于桂北某

多金属成矿区
。

矿床为富钠花岗岩
,

一般呈小岩株

产于东西向构造与南北向或北北东压扭性断裂的

交汇部位
。

围岩为灰岩及砂 页岩
。

岩体上部含矿

较富
,

主要矿物为锡 石
、

黑钨矿
、

白钨矿
、

钮锰

矿
、

担锻孟矿
、

锭锰矿
、

细晶石
、

黝锡矿
、

毒砂
、

富铅错石
。

常有云英岩化
、

萤石化叠加
。

含 ,

一 ‘, 。

含锡 一 。。 ,

担
、

锭品位也达

到工业要求
,

可综合利用
。

似 层状黑 钨矿床 分布 于大明山成矿

区
,

如七风矿区
。

矿床 严格受地层层位控制
,

并

具有多层性
, 一 层矿

,

单层厚 一 米 含
‘, 。

以上的矿体已知多达 层
,

均产于下

泥盆统中下部莲花山组含砾石
、

石英砂岩
,

石英

细砂岩和那高岭组书渺岩
,

砂质页岩及郁江组砂

贞岩中 与岩层产状一致
。

主矿层长达 一

管受下泥盆统莲花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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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向南西延伸大于 米
,

厚度一般 一 米
,

延展德定
。

矿层 中钨 含量较均匀
,

仇 一

,

平均
。

矿石呈同生条带状构造
,

即黑钨矿呈密集小薄层 单层厚一般小于 厘

米
,

组成条带状矿石
。

矿床规模较大 图
。

日 角砾脉型钨铁矿床 产于远离火成岩的

泥盆系砂岩内的破碎带中
。

矿物组合简单
,

以低

温钨铁矿为主
。

伴有少量石英
、

萤石
。

常具角砾

本 区 矿 床 与 国 内 外矿 床 成矿 特 点 对 比 衰

碳碳碳
锡锡 钨钨

本本本 区区 个 旧旧 玻利维亚亚 苏 联联 本 区区 旅 南南
以大 为例

控控矿构造造 位于台背斜边缘凹 陷陷位 于台背斜边缘凹陷陷 地相区的褶皱皱 台向斜凹陷带中
。

受受 台向斜隆起区
。。

带带带中
。

南岭纬向构造造带中 受青政歹字型
、、

地摘伏的边缘缘 带内内 南岭纬向构造带与山山 受南岭纬向构造造

带带带与广西山字形构造造南岭纬向构造带
、

山山 凹陷带中中中 字型构造
、

新华夏系
‘‘

带与新华夏系
、、

西西西耳复合部位控制矿矿字形构造
、

经向构造造造造 弧形构造址合部位控控 山字型构造堑合合

带带带
。

山字型西又与华华等多体系复合控制
,,,,

制制 部位控制制

复复复式构造
、

经向构造造复式背斜中的弯隆构构构构构构
的的的隆起构造控制矿田田造是控制矿田的有利利利利利利

一一一一部位
,

断层加互层是是是是是是
成矿有利构造造造造造造

地地层岩性性 为泥盆纪浅海相沉积积以三迭纪沉积的海相相 石 英岩
、

石英英 砂 页 岩岩 泥盆系石 英质砂 岩
、、

前泥盆系变质砂砂

的的的破酸盐一硅质岩一一曦酸盐建造为主
。

锡锡 斑岩
、

凝灰 岩
、、、

贞岩
、

灰岩 寒武系系 岩
、

板岩
、

子枚岩岩

细细细较碎属岩建造
。

锡锡畜集在钙质碳酸盐岩岩 火山碎屑岩
、、、

砂 贞岩及花岗岩岩 及花岗岩岩

矿矿矿主要 , 集在中上泥泥石中
,

铜畜集在硅质质 石 英二长岩岩岩岩岩

盆盆盆统硅质岩和条带状状曦酸盐岩石中 铅富富富富富富
灰灰灰岩中

,

钥矿 集在在集在镁质碳酸盐岩石石石石石石

灰灰灰页岩互层的层位内内中中中中中中

日日岩蚀变变 硅化 电气石化
、

绢绢白云岩化
、

大理岩化
、、

砖化
、

绢云母母 绿泥石化
、

绢绢 石 化
、

黄 长化
、

电气气云 英岩化
、

硅化
、、

云云云母化 夕卡岩化
、、

夕卡岩化化 化
、

明矶石化化 云母化
、

高岭岭 石化
、

绢云母化
、

萤萤绢云母化化

角角角岩化化化化 土化化 石化化化

岩岩狱岩岩 黑云母花岗岩
,

呈岩岩 矿区有酸性
、

喊性及及坷尔卑斯期岩岩 —止出‘口 才生 门习习
黑云母花岗岩

、

白云黑云母花岗岩小小

株株株状
,

同位素年龄 荃性任入岩 与锡成成桨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母花岗岩小岩株株 岩株株

年
。

岩石石矿有关的岩体为花岗岗岗 二二 吕‘ —月卜 口

化化化学特征 酸度高
,,

岩
,

同位素年龄 纪侵入岩岩岩岩
偏偏偏喊性

,

含
、

挥挥 年
。

岩体的的的的的的

发发发组份高
。 、 、、

突起部位是成矿有利利利利利利
、

高出克拉克值值地段段段段段段
倍

,

伴有岩枝枝枝枝枝枝枝

产产产出出出出出出出

矿矿物组组 已知矿物 种
,

主要要主 要金属矿 物为锡锡 除锡外 宫钢 除锡外
,

铅锌锌 脉石 以石英为主 其其称石以石英为主
。。

合合与成成 金属矿物有锡石
、

铁铁石 毒砂
、

班黄铁矿
、、

富银并有大量量 含量较高高 次有云母
、

萤石
、

黄黄金属矿物有黑钨钨
矿矿特点点 闪锌矿

、

黄铁矿
、

盛盛闪锌矿
、

黄铜矿
、

方方 硫盐矿物物物 玉
、

方解石
、

自云 石
、、

矿
、

毒砂
、

黄铜铜
黄黄黄铁矿

、

毒砂
、

黄铜铜铅矿等
,

未见硫盐矿矿矿矿 长石
、

氛磷酸铁锰矿矿矿
、

锡石
、

方铅铅

矿矿矿
,

并有大 硫盐矿矿物
。

矿床类型以锡石石石石 等 金属矿物有黑钨钨矿
、

黄铁矿
、

辉辉
物物物

。

产出形态从 上到到流化物多金属矿床为为为为 矿
、

锡石
、

毒砂
、

铁铁铜矿
、

辉秘矿 等等
下下下有大脉型 一一 主

,

其次为脉状锡石石石石 闪锌矿
、

黄铁矿
、

黄黄主要矿床类型 为为
细细细脉带 《 一层状状 石 英脉型矿床

,

成矿矿矿矿 用矿
、

方铅矿
、

白钨钨黑钨石 英脉型
,,

愧愧愧提状
、

一似似金属分带明显 由上上上上 矿
、

辉钮矿等
。

主要要具有
’‘

五层楼
’‘‘

层层层状和进镜状 《 川川 往下依次为 方铅矿矿矿矿 矿床类型为锡钨石英英分带
,

规模小 至至

一一一不规则接触带透镜镜
,

铅锌矿床 , 踢铅铅铅铅 脉型
,

品位较富
·

规规 特人声列列

体体体
。

主要矿床类类 矿 床
卜

锡 俐矿床
,

铜铜铜铜 棋小至特大型
,

具有有有
型型型为祖石一硫化物矿矿 矿 床床床床

‘

四层楼 分带特证
。。。

床床床
。

元素垂直分带为为为为为 还有似层状型钨矿
‘‘‘

上拐 下钥中间锌
” ,,,,,

品位虽较低 但规棋棋棋
水水水平分带为

“远锡近近近近近 至大大大

桐桐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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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构造
,

钨铁矿呈胶结物充填于破碎的砂岩
、

花

岗岩或前期石英脉角砾的空隙内
。

常呈富矿包出

现
,

含 伽 一般在 一 ,

矿床规模一般为

小型
。

现将本区矿床和国内外同种矿床的地质特点

对比于表
。

对比表明
,

本区锡钨矿床有以下特点

锡钨矿床处于准地台区
,

锡矿床受台背斜

边缘的凹陷带控制
,

而国外著名锡矿区多处在地

槽区
。

钨矿亦不同于赣南钨矿
,

后者均产在隆起

区的寒武系或前寒武系地层中
,

而本区锡矿主要

产在上古生代凹陷带
。

锡钨矿床主要产于碳配挂脸类岩石中
,

而赣

南及国外的锡钨矿则产在碎屑岩或花岗岩内
。

锡矿床矿石物质组份较复杂
,

除主金属外
,

尚伴有铅
、

锌
、

锑
、

硫
、

砷等元素
,

并有大量硫盐

矿物
。

锡钨常构成大规模的似层状矿床
,

这在国

内外都是少见的
。

广西锡钨成矿规律

广西境内锡钨成矿条件良好
,

目前已发现有

锡钨矿床数十处
,

矿化点二百多处
。

这些锡钨矿

床都分布于一定的构造单元上
,

并和一定的地质

条件相联系
。

它们的成生严格受一定的构造
、

岩

浆岩和层位条件控制
,

因而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

的规律性
。

本区锡钨成矿规律初步概括如下

福钨 产于凹陷
,

木西 、带延展
。

西段主要富锡
,

东段锡钨相伴
。

锡矿共生锌铜
,

锡钨伴有锐祖
。

特定层位控矿
,

复合构造控岩
。

成矿岩株富硅
,

斌锡地层高碳
。

矿床定距排列
,

矿点分带呈环
。

一 岩桨岩与锡钨矿的关系 锡钨矿及与

其伴生的各种矿床
,

是花岗岩演化成矿系列中不

同阶段的产物
。

根据现有资料统计
,

全区中酸性

岩体 个
,

岩脉岩株群 个
,

合计 个
。

中性
、

基性
、

超基性岩以岩体群计算为 个
,

大多包含

多个岩体
,

故岩体数可达 多个
。

因此
,

全区总

数为 个以上 出露面积
,

占全区面

积的
。

个中酸性岩体和岩体群中
,

四堡一雪峰期

个
,

加里东期 个
,

以印支期为主
,

可能还有

少数为海西期的 个
,

印支一燕山期难以区分的

个
,

燕山期 个
,

时代不明的 个
。

不同时代

花岗岩中锡含量
,

雪峰期为
,

加里东 期
,

海西期
,

燕 早期
,

燕山晚

期 从上列数字可以看出
,

随着时间的推

移
,

岩体中锡金属趋于富集
,

除了海西期较低外
,

其他各期依次递增
,

至燕山期达到高峰
,

与中国

花岗岩的锡量 相比
,

分别高出 一 州吝
。

不同时代 中酸性岩的演化规律

从老到新
,

中酸性岩的镁原子数和斜长石

牌号具有降低的趋势
,

钾长石增加
,

基性程度降

低
,

岩石类型由简单变复杂
。

从老到新
,

夏旷物由简单变复杂
,

磁铁矿
、

含钦矿物
、

黄铁矿始终存在
。

四堡期有铬铁矿
,

加零东期与印支期硅酸盐重矿物种类增多 燕山

期出现含挥发份矿物及钨
、

锡
、

钮
、

锭矿物
。

从四堡期至加里东期
,

微量元素中由铁族

元素含量偏高
,

变为钨
、

锡
、

铜
、

铅
、

锌含量偏

高
,

印支期至燕山期大体也有类似变化
。

本区锡钨的成矿主要与燕山期黑云母花岗

岩有密切关系
,

岩体多属铝过饱和正常
,

硅酸过

饱和或强烈过饱和系列
,

化学特征主要表现为富

硅
一

、 、

富钾
、

贫钠
、

贫二价基性元

素
。

达 一 “二 大
二

近一倍
。

侵入岩顶部
、

端部
、

外凸
、

缓倾 伏 接

触带近侧
,

往往蚀变作用强烈
,

矿化较好
,

物化

探异常值高
,

是重要的成矿部位
。

剥蚀较深或中

型以上岩体
,

界线平直
,

矿化一般较差
,

或未见

矿化
。

锡钨矿体绝大多数出现于成矿岩体外接触带
一 米范围内

。

二 构造对控矿的关系 本区锡钨矿床受

三次主要地壳运动控制十分明显 加里东期褶皱

以东西向和北东向为主 印支期褶皱呈短轴状
、

箱状 桂西发育为线状 其方向除北东外
,

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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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西向和东西向
,

基本上奠定了本区当今地质构

造型式 燕山期褶皱具明显的继承性
,

以北东向

断裂活动为特色
,

伴随的褶皱
,

是各种方向的走

向断裂
,

北西向的丹池大断裂
、

北东向的花山一
姑婆山大断裂

,

便是这几期构造运动的产物
。

这

些大断裂不仅直接控制了岩浆活动
,

还控制了钨

拐矿床的形成
。

一般控制成矿的构造大体可分为

五级

一级构造 为北西或北东向的纵向褶皱带

凹陷
,

它控制着矿带的分布
。

如丹池多金属矿

带即受北西向一级纵向褶皱带 坳陷 构造控制
。

二级构造 为坳陷带中东北或北西向的横

向隆起
,

它们控制着矿田的分布
。

如丹池矿带中

的大厂
、

灰乐
、

芒场
、

芙蓉厂 桂东北坳陷带中

的珊瑚
、

大桂山等背斜
、

弯隆构造即是
。

大厂的

不又妇你背斜
,

在其近轴部和西翼为一系列逆断层

所切割
,

形成了矿液的良好通道
,

尤以应力集中

的背斜倾伏端断裂
,

裂隙大量发育
,

因而形成较

大矿田
。

三级构造 为隆起中的小背斜构造
,

它们

控制着矿床的形成
。

如长坡似层状和细脉带踢矿

床
,

就是赋存在长坡背斜东翼小背斜的突起部位
。

四级构造 为层间裂隙和剥离构造
,

条带

状灰岩和硅质岩因物理性质差异很大
,

在构造变

动时
,

便会产生层间裂隙和剥离
,

给矿液活动和

沉淀带来有利条件
,

形成了象长坡
、

号规模

特大的似层状矿体
。

五级构造 为北东向裂隙和挠曲
,

它们控

制矿体的形成
,

在两组裂隙交叉处
,

往往形成富

矿柱
,

在挠曲顶部形成小的鞍状矿体
。

此外
,

矿体受构造和岩性的控制
,

往往可形

成明显的侧伏现象
。

三 圈岩介质与成矿的关系 目前本区所

评价和勘探的锡钨矿床
,

多产于泥盆 系中
。

据统

计
,

钨矿储量的
,

锡矿的 分布于泥盆纪

地层
,

如最主要的大厂似层状锡石一硫化物矿床
、

珊瑚石英脉型锡石一黑钨矿床及大明山似层状黑

钨矿床
,

均产于泥盆纪地层内
。

的锡矿赋存

于前震旦纪四堡期老地层中
。

以大厂为例
,

矿区围岩为泥盆 系碳配挂左一硅

质岩一细粒碎屑岩建造
,

属滨海和浅海相沉积物
。

为生物礁灰岩
,

孟为板状灰页岩
,

为硅质岩
,

成为大小扁豆状灰岩
,

细
、

宽 条 带 状 灰 岩
,

宝为灰页岩互层
。

上述地层中常夹多层富含金属

元素及硫元素的炭质页岩
。

由于层位
、

岩性及成

分的不同
,

成矿有明显差异
。

矿田内锡主要富集

在硅质岩中
,

约占全区储量的
,

条带状灰岩

中占 灰页岩互层中占
,

扁豆状灰岩

中占
。

区外如个旧锡石硫化物矿床
,

围岩为

三迭系灰岩
,

德安锡石一硫化物矿床围岩为震旦

系灯影组灰岩
,

说明碳酸盐类地层是锡石 州流化

物矿床形成的重要围岩条件
。

根据大厂矿床中常含碳化物和碳配酷左矿物
,

说明成矿溶液是在碱性介质条件下沉淀的
。

矿床

的成矿介质条件研究结果也表明
,

各成矿阶段的

成矿热液
,

虽然愈向晚期碱性有所减弱
,

但始终

没有达到中性
。

围岩条件在成矿中的作用在于

大量的碱性碳配酷左地层的存在
,

为成矿提

供了必要的碱性介质环境
。

由于地层含碳质较高
,

在热液作用下
,

碳

质受氧化作用
,

形成二氧化碳逸出
,

从而消耗了

矿液中的
“

氧
” ,

构成了缺氧还原环境
,

这种条

件正是锡石一硫化物矿床形成的必要环境
。

四 围岩蚀变与成矿的关系 锡钨矿床的

围岩蚀变一般比较发育
,

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

不

同类型的矿床其蚀变带迥然不同
,

而且不同的蚀

变作用与原岩成分
、

火成岩体的距离等都有密切

关系
。

如大厂矿区锡的蚀变带
,

自岩体向外为电

气石化 钾长石化
,

硅化 ‘黄铁矿化
。

电气石

化属近矿围岩蚀变
,

与锡石
、

石英等紧密共生
。

在蚀变交代过程中元素的迁移特征表现为
‘

在各带 除黄铁矿带 均明显带入
,

尤以硅化带为甚
。

可见矿液强烈交代过程中伴随

着广泛发育的硅化
‘

, 减少
,

而 , 从内带到外带依次递增
,

说明矿化蚀变是在还原环境下进行
。

从铁离子活

动强度看
,

在黑色页岩中
,

带为
,

带

在扁豆状灰岩中
,

带
,

带
,

带
,

带
,

说明活动强度从内向外迅速增大
。

从未蚀 变的 原 岩 到矿体方向
,

离子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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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递增
,

到电气石化带达到高峰
。

在矿床深部

钾长石化较强烈
,

向浅部有减弱的趋势
。

说明

离子的带入是伴随矿化作用的重要蚀变特征
。

十 、 ’十

离子从围岩带出进入矿液
,

因

此矿脉中发育方解石
、

白云石
、

菱锰矿等碳酸盐

矿物
,

说明在成矿过程中有围岩组分参与
。

总之
,

不同类型矿床
,

围岩蚀变表现了分带

性
,

深部的夕卡岩锌一铜矿床
,

围岩为大理岩化
、

夕卡岩化 角岩化
,

而上部锡石一硫化物矿床则

发育电气石化
、

硅化及黄铁矿化
。

五 锡鹤矿床的分带规律 本区锡钨矿床

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

无论是矿田
、

矿床乃至一条

矿脉
,

这种分带规律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示
。

在

一个矿田中
,

常有一系列有成因联系的矿床围绕

成矿花岗岩体作有规律的分布
。

自岩体向外依次

出现稀土 , 妮
、

担
,

锡
、

钨
、

秘
、

钥
一

州渴
、

钨
、

铜
、

铅
、

锌等矿床
。

在矿床类型上
,

相应有岩体

型
一

, 云英岩型
一

, 夕卡岩型 , 石英脉型或锡石硫化

物型
。

由于岩浆分异演化程度不一和围岩构造条

件的差异
,

上述分带在同一矿床中往往发育不全
,

但从全区看规律是明显的
。

本区石英脉型矿床的形态分带在垂直空间上

表现为
‘ ’

四层楼式
”

的变化规律
。

最上部为小
一

于

的云母线石英线构成的线脉带
。

向下线脉

逐渐收敛合并
,

厚度变大
,

过渡为细脉带
。

再向

下合并成独立犬脉 经过一段距离的稳定延伸之

后
,

逐渐尖灭消失于花岗岩体内 图
。

在大厂矿区
,

矿床的分带现象无论在水平或

垂直方向上都颇为明显
。

水平方向上
,

以龙箱盖

岩体为中心
,

矿床的原生分带表现为矿床类型的

递变
。

近岩体为夕卡岩型锌一铜矿床
,

往外依次

为夕卡岩锌矿
、

锡石一硫化物矿床
。

锌铜矿床和

锌矿床通常赋存在接触带夕卡岩内或其外侧
,

而

锡石一硫化物矿床则多集中在离岩体稍远的断裂

带
,

因此在矿田的水平方向上构成了
‘“

近铜
、

远

锡
”

的分布特点 图
。

在垂直方向上具有 五

示示 愈 剖 面面 矿 床 垂垂 延 深深 脉 幅幅 圈岩蚀变变 业意义义

直直直 分 带带 《

孤孤孤
云母一石英线线 。卜卜 绢云母化化 作为找矿矿

标志志

石石石英一一 , 绢云母化化 局部其其

云云云母细脉脉脉脉 萤石化化 业价值值

硅硅硅硅硅硅化化化

石石石英大脉脉 叩 萤石化化 书要 二业业

扣扣 货 长化化 矿体体

硅硅硅硅硅硅化化化

云云云 英岩脉脉 气石 云英岩化化 部分具具

工业意义义

吝吝吝
图 石 英脉型钨锡矿床垂直分带图

圈
,

困 回 回 囚 困 圃 固
。

回
,

图 大 厂矿田矿床水 平分带图

一北西向压性
、

压扭性断裂 一北东向张扭性断裂

一黑云母花岗岩 一花岗岩项板等高线 一花岗斑岩

脉 一闪长纷岩脉 一翎矿体 一锌矿体
一

辞俐

矿体

层楼
,

的分布特点 图
。

最上部为微细脉
,

厚度多小于
,

延深 一 米
,

由硫化物细脉

氧化而成 常称为
“

铁皮
” ,

可作为寻找盲矿

体的重要标志
。

第二层为裂隙脉状锡石一硫化物

矿床
,

延深 一 米
,

含锡品位较富
,

具有工业

意义
。

第三层为细脉带型锡石一硫化物矿床
,

含

锡品位低于脉状矿床
,

但仍具工业意义
。

第四层

为层状
、

似层状锡石一硫化物矿床 矿体厚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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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琴琴
矿 床床 矿 体体 矿体中矿物

、

元分分布特征征 圈 岩岩

序序序序 类 型型 形 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 蚀 变变矿矿矿矿矿矿石矿物物 特征元素素 ””

第第 找矿标志志 滋黄铁矿矿矿 况 硅化
、、

层层层层层 细细 价铁矿
、、、、、、

蔺铁矿化化

脉脉脉脉脉脉 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第第第第 级旅脉型型 大大 杖铁闪锌矿
、、 、 、、 。

刁
·

”臀臀硅化
、

绢云母母

层层层层 石一旅旅 脉脉 黄铁矿
、

弃砂
、、 ‘

、

化
、

碳咬盐盐
化化化化物矿体体体 脆硫佛铅矿

、、

化
、

黄铁矿化化

第第第第

⋯⋯
窗集绷脉脉 细细 黄铁矿

、

铁闪锌锌
、 。 。

硅化
、

黄铁矿矿

层层层层层 之代型钧钧 脉脉 犷
、

脆硫娜铅矿
、、

‘、 卜、、 。

化
、

电气石化化
石石石石石一硫化化 带带 石 冰辉晰晰

一 、

大理石化化
白白白白白矿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第第第第 细脉网脉脉 层层 锡石
、

铁闪锌矿
、、 , 、、 。

硅化
、

电气石石

四四四四 浸 染交代代 状状 拼黄铁叭毒砂
、、

‘、 、、 。

雌 化
、

角岩化
、、

层层层层 型娜石一一 似似 彼梢矿
,

斑钥矿
、、 、 、、、、、

碳酸盐化
、、

班班班班化钧矿矿 层层 货铁矿矿 人 黄铁矿化
、、

体体体体体 状状状状状状状 局部夕 卡卡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化化

第第第第 夕卡岩型型 似似 盈 黄铁矿
、

铁闪闪 复杂夕 卡卡
五五五五 俐锌矿体体 层层 锌矿屯毒砂

、

黄铜铜 岩化
、、

层层层层层 状状 矶锡石
、

斑钢矿矿 大理岩化化

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
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

图 大厂矿 田 矿床棋式图

具有很大的工业远景
。

第五层为透镜状夕卡岩铜

锌矿床
,

铜矿具有工业意义
,

含锡品位较低
,

可

选性待进一步研究
。

对找矿工作的探讨

广西锡钨矿床是花岗岩演化成矿 系列中不同

阶段的产物
,

它主要富集于气化一热液阶段
,

与

构造一岩浆岩旋回密切相关
,

具有明显的区域分

带性
,

矿化主要富集于小侵入体的顶部及边缘
,

矿区主要构造为低序次构造以及泥盆 系砂 页岩
、

硅质岩及灰岩中 此外 部分锡矿床赋存 于四华

期老地层中
。

根据这些规律
,

今后重点应加强以

下地区找矿评价和综合研究工作 图
。

丹池以锡为主的多金属踢范化物成矿区
,

面

积
,

处于丹池
、

北 背斜部位
,

北西
、

北东向两组断裂较发育
,

大厂地区深部存在隐伏

酸性岩体 重力资料
,

燕山期酸性小侵入体 发

育在丹池背斜的大厂
、

芒场两地段
。

晚泥盆世丹

池地区处于河池潜丘部位
,

中上泥盆统碳酸盐

层中生物点礁发育
,

已知矿床 处
,

矿点 处

化探
、

重砂异常 处
。

矿区有很大发展远景
,

今

后除应继续以锡石一硫化物矿床为主进行找矿工

作外 还应注意钨
、

锑
、

金
、

银
、

锌
、

铅的找矿

和研究工作
。

富
、

贺
、

钟以锡
、

钨 为主的多金属成矿区
,

面积约 , ,

处于南岭纬向构造带的西段
,

有四组断裂构造发育
,

燕山期花岗岩和加里东期

花岗闪长岩极为发育
。

中泥盆世东岗岭期
,

本区

处于浅洼盆边坡部位 白云质生物灰岩发育
。

已

知矿床 个
,

矿点 个
,

化探
、

靛砂异常 个

在矿床类型上
,

除应以锡石一硫化物
、

石英脉型

锡石
、

黑钨矿类型矿床为主外
,

还应重视白钨矿

和花岗岩风化壳型矿床
。

今后应特别重视外接触

带的找矿和综合研究工作

桂栗锡
、

钨
、

钮
、

妮多金属成矿带
,

面积
’ ,

处于某背斜南东翼
,

加里东期某岩体

含钨锡
,

南北向与东北向两组断裂发育
。

已知矿

床 个
,

矿点 个
,

化探
、

重砂异常 个
。

今后

在找矿工作上主要是注意岩体型含锡钨类型矿

床
,

特别是 风化壳类型的找矿和研究工作
。

大明山成矿带 面积 川 ’ 处于北西

向大明山背斜部位北西
、

东西
、

北东三组断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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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处
,

燕山期酸性岩体发育
,

已知矿床 个
,

矿

点 个
,

化探
、

重砂异常 个
。

今后应注意似层状

型钨矿及石英黑钨矿脉状矿床的找矿
。

此外
,

要

重视岩体酉鹅锡矿床的研究工作
。

镇龙山一西山成矿带
,

面积 ’ ,

四

组断裂及燕山期酸性岩体比较发育
。

中泥盆世东

岗岭期
,

该区处于云开古陆北西侧玉林海槽的北

西坡部位
,

泥质
、

白云质岩层中造礁生物珊瑚
、

层孔虫等发育
。

已知矿床 个
,

矿点 个
,

化探
、

重砂异徽峨个
,

是一个有远景的找矿战略区
。

今

后应加强该区的地质找矿和综合研究工作
。

罗城宝坛地区
,

面积
,

矿床受北

北东向断裂控制
,

当前找矿 评价工作
,

应选择五

地
、

红岗
、

清朋山
、

田蓬等地四堡期背斜构造地

区进行
。

在 卜述地区内
,

首先要围绕黑云母花岗

岩接触带往外 公里范围内
,

反映适宜成矿温度

的硅化
、

电气石化
、

绿泥石化
、

白云母化断裂蚀

变带
,

尤其是硅化
、

绒尼石化
、

白云母化地区
,

对那些含矿破碎带既是变质中性
、

基性一超基性

岩
,

顶 或底 板
,

又是靠近变质粉砂岩
、

砂岩

地段
,

结合物化探资料积极开展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