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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概况

栗木矿田位于广西恭城向斜扬起端
。

区内出

月地层有寒武系浅变质砂岩
、

粉砂岩
、

板岩
,

泥

盆系砾岩
、

砂页岩
、

灰岩
,

下石炭统硅质页岩和

灰眷 岩浆岩为花岗岩
,

呈岩株状
,

沿近南北向

断裂侵入
,

地表出礴面移哟 平方公里
。

钻探

表明
,

在军 田的约 平方公里范围内
,

在匆的

米标高
,

可能为一大的隐伏岩基
。

花岗岩属燕山

早期产物
,

据同位素年龄
,

划分为三个幕 第一

幕
, 一 百万年

,

为细粒斑状铿 白云母花岗

卷 第二幕
,

百万年
,

为白云母花岗岩 第三

幕
,

百万年
,

为花岗岩
。

担妮花岗岩矿床产于区内岩浆分异演化晚期

住入的第三幕花岗岩顶部及其边缘凸起部位
,

如

老虎头含矿花岗岩株出露地表 水溪庙含矿花岗

岩凸起隐伏于下石炭统和泥盆系灰岩
、

大理岩之

下 埋深 米左右 金竹源 含矿花岗岩凸起隐

伏于寒武系砂页岩之下 埋深 一 米
·

脉状

钨锡矿产于祖锐花岗岩前缘围岩中 离凸起顶端

湘 和第二幕花岗岩体内带
。

钮
、

妮
、

钨
、

锡的富集成矿与岩浆的分异演化和钠
、

氟的

富集交代作用有密切关系
。

矿床具有明显的垂直

分带
,

属于岩浆演化晚期结晶分异交了资一高温气

液矿床
。

矿床的某些地球化学特征

一 岩狱岩演化过程中元紊的变化趋势及

其与成矿的关系

在岩架分异逐次侵入发展过程中
,

即从 早期

第一幕呻第二幕 , 晚期第三幕
,

钠长石
、

黄玉逐

渐增多
。

含矿性由不含矿 , 含钨
、

锡矿呻含忽
、

锐
、

钨
、

锡矿
。

第三幕花岗岩以富含钠长石
、

黄玉

和祖
、

视矿为特征
。

含祖锐花岗岩在晚期结晶分

异交代过程中形成了三个相带 从下至上依次是

少钠长石黄玉花岗岩
卜
钠长石黄玉花岗岩 卜

富钠

长石黄玉花岗岩
。

担妮从下至上逐渐富集
,

钠长

石
、

黄玉含量逐渐增加
,

钾长石
、

更长石减少

岩石 化学成分的变化趋势

与中国花岗岩平均成分相比
,

本区花岗

岩的特点是
、 、 、 , , 、 、

必 必
、

’ 偏高
、 、

、 、 、 、

偏低
。

《 区内花岗岩从早至晚 从第 一 幕至第

三 幕 元素变化规律是
、 、

仇
、

、 、

逐渐 增

加
,

由 创
, 丫

由 ,
·

, 、 、

、

逐渐减少

含矿花岗岩的化学成分特征是
,

污和
、

锭
、

钨
、

锡的第三幕花岗岩与不含矿的第一幕花岗

岩相比
,

前者富
、 , 、

, 、 ‘

东 偏高
,

,

而
、 、 、

低
。

含钨
、

锡的维二幕花岗岩与不含矿的第一幕花岗

岩相比
,

言 心
、 · , 、

、
一

偏高
,

与含翅锐花岗岩相比
, 、

卜
、 、

偏高
, ·

, ,
、

、 ,

下 偏低
。

含翅锐花岗岩从下至 上部
,

即 从少钠 长石

化
,

钠长石 ,

富钠长石花岗岩 水溪庙
、

金竹拣

的 , 和金竹源
、

老虎头的 “ ,

有增高的趋外
岩石 中微董元素含量特 氛及其变化趋势

表 少

本区花岗岩中
, 、 、 、 、 、

、 、 、

普遍高于其 克拉克值及花岗岩

平均值的 ’至几十倍
,

其 中
、 、 , 七

其克拉克值高 倍 以上
,

和 高 倍以

上
,

高 一 倍
。



次生异常

地 质 刑面

— 一 二二
洲嵘

代 一众

嘿
后舞
巨勇

口
崎声

〔〕,

一

赛口吻卿巴巨』〔〕

参习
〔习
巨口

次牛异常 钨错长石石英脉

地质界线 区口矿体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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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黄金组 卜部厚 层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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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矿 区 岩 桨 岩 中 橄

入翻翻 绝绝 岩 石 名 称称 成 矿 元 素素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 ,, ,,

,,,,,,,,

燕燕燕 策策 金金 钠长石性 白云母花岗岩岩
。

山山山 落落 竹竹 钠长石花岗岩岩
。

早早早早 耳耳 少钠长石花岗岩岩
。 。

巧巧

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翔

水水水水水 伟晶岩 壳
。

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

庙庙庙庙庙 , 钠长石铝熟峨云母花岗岩岩
。

钠钠钠钠钠长石铁诬 云母花岗岩岩
。

少少少少少钠长石性 白云母花岗岩岩
。 。

老老老老老 层状似伟晶岩岩
。 。

,,

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
头头头头头 , 钠长石翅 白云母花岗岩岩

。 。

钠钠钠钠钠长石黑幼云母花阅岩岩

少少少少少钠 长石铝照峭云母花岗岩岩
。 。

金金金金金 言幼长石花岗岩岩
。

水水水水水 的长石花岗岩岩
老老老老老 少钠长石花肉岩岩

,

平平平平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策策策策 牛牛 云英岩化花岗岩岩
。 。 。

书书书书 坑坑 健 白云母花岗岩岩
。 。

之 飞飞

第第第第 泡泡 胡云母化花岗岩岩
。 。

箱箱箱箱 水水 细较斑状住 云母花岗岩岩岩岩岩
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

华华南燕山早期花阅岩 南京大学
。 。

二盆盆

克克拉克遭遭
。 。

花花阅岩 雄 更沙
。

注
、 、 , 、 , 、 、 、 、 、 、

为定 分析
,

其余为半定 分析 老虎头
、

水溪

本区花岗岩中
、 、 、 、 、

含皿均高于华南同期花岗岩几倍至十几倍
,

其中

刀 , 高 倍
, , 高 倍以上

, 、

高

倍以上
,

高 倍以上
,

反映了成岩成矿的亲

缘性与继承性 这是成矿的先决条件
,

也是评价

岩体含矿性的重要标志
。

在岩浆从早到晚的演化过程中
, 、

、 、 、 、 、 、

及
、

, , 有明显增高的趋势
,

并倾向于在

岩浆演博扫晚期富集成矿
。

当富含
、 、 、

及其携带剂

的晚期岩浆向上侵入时
,

在有利的构造部位形

成局部凸起
,

在凸起垂深 一 的 米范围内
,

成矿元素和伴生元素发生明 显分 异
· 。、

, 、 、 、 、 、

卜 逐渐
‘

贞

部富集于富钠长石化带及花岗伟晶岩岩枝内
,

形

成担
、

妮 富矿体
, ‘

, 、

逐渐

增大
。

含矿岩体中的微量元素
,

与钮
、

优 钨
、

锡 有关的花岗岩
,

以富含
、 ’ 、 、 、

、 、

组合为特征 与钨
、

锡有关的花岗

岩则以富含
、 、 、 、 ” 为特征

。

二 矿体中的元素组合特征

担锐 花岗岩矿床中的矿物郁。余种
,

卜要



兄 , , 特 征

控控 矿 元 素素 铆 荆荆

人

。 。 。 。

叮叮
。 。

。 。

几
。 。

扭扭
。 。 。 。

‘‘一一
。 。 。 。

。 。 。 。

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的
。 。 。 。 。

。 。 。 。 。

鹿
、 、 、

为 一 队统计资料
。

是锰祖锐铁矿
、

细晶石
、

扼铁矿
、

锡石
、

黑钨矿
、

妈锰矿
、

白钨矿等 次要矿物有富拾桔石
、

毒砂
、

偏矿
、

货铜矿
、

闪锌矿等 脉石矿物为长石
、

汽

石英
、

钠长石
、

黄玉
、

铁锉云母
、

白云母
、

萤石
、

,
‘

电气石等
。

特征元彭且合是
、 、 、 、

、 、 、 、 、 、 。

矿体中 一
、

一 相关
。

·

脉状钨锡矿床
,

以水溪庙为例
,

矿床产于
‘

祖倪花岗岩上部外带的灰岩中
,

严格受裂隙构造

控创
。

主脉带由长石一 石英脉组成
,

两侧见较多

的握云母
、

盆石细脉
。

主要金属矿物有锡石
、

钨
一

住铁矿
、

助福石
,

其次是毒砂
、

黄铁矿
、

黄铜矿
、

闪锌矿和白镇卿
‘

脉石矿物为石英
、

长石
、

方解

石
、

萤石
、

白云母 铿云母
、

绢云母等
。

矿体中

的微量元素与钮锐矿床有继承性
,

除
、

外
, 、 、 、 、 、 、

含皿也很

高
。

元素组合为
、 、 、 、 、 、

、 、 、 、 、 。

产于花岗岩内带的脉状钨锡矿床
,

在石英脉

两侧的花岗岩中见明显的云英岩化边
。

金属矿物

主要为黑催卿
‘ 、

锡石
,

次为毒砂
、

瀚翎矿
、

黄铁

矿等
。

云英岩化边内有黄玉
、

萤石
、

白云母
、

黄

铜矿
、

闪锌矿
。

元素组合为
、 、 、

、 、 、 ,

其中
、 、 、 、



含 低于水溪庙
。

地球化学异常分带特征

〔一 矿床的垂宜分带特征

某木矿床垂直分带明显
,

从上而下分为六个

称 萤石一锉云母细脉带及长石脉带 间有

钨锡长石一石英脉
、

石英脉
,

是矿床的最外带

钨锡长石‘石英脉
、

石英脉带 间有萤石‘

馒云母细脉
,

是含
、

的隐伏花岗岩上部围

岩中
、

最富集的部位 上部钨锡矿

花岗伟晶岩
、

花岗岩脉带
,

为含坦妮花岗岩顶部

的支脉
,

其中
、

最备 花岗岩凸起顶

部的富钠长石花岗岩带
,

是
、

的最大富集

部位 钠长石花岗笔滞
,

担妮矿化变弱
,

钠长

石
、

黄玉比上带减少 少钠长石花岗岩带
,

、

一般达不到工业要求
。

二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富含
、 、 、 、 、 、 、

及
、 、

的岩浆
,

在其晚期演化与成矿过

程中
, 、

除在岩体顶部富集成矿外
,

还与

其他活泼或易挥发的元素一起 在矿体前缘几百

米范围内形成宽阔的原生晕异常带
。

由图 】可见
、

、 、 、 、 、 、 、

在矿体前

缘具有明显的 中内带或中外带异常 在距矿体

米的地表
,

异常显示也极清晰
,

而以

最突出
。 、

异常仅见于矿体前缘
,

矿上并无

异焦
、

以第二带异常最莎
、

在岩体上部的灰岩中仍有
一 。 。

的异常
一 、

夕
,

中带
、 、 、 、

外

通常只在前缘 一 米以内出现
,

异

常仅见于矿体上哉
总体上

,

矿体前缘晕极发育
,

明显受断裂
、

裂

隙控制
。

异常是以渗滤为七的 方式形成的
,

向矿

脉两侧扩散距离小
,

宽度约不超主妞。厘米
, 、

、

的扩散距离稍大一般不小。厘米
。

异常

中相邻点之间元素变化梯度很大
,

中内带异常呈

条带状
,

多中心
,

但在矿脉中仍 叮形成宽阔的异

常散
三 不同标高异常中元素几何平均值

、

比

值的垂直变化规律

由矿体最远程的前缘带 萤石一寺塑云母细

脉带 , 近矿
, 矿体 , 矿体尾部

, 。 含量依次

增高
,

降低
。

以花岗岩为中心
,

多数元素向上 前缘外

三带
、

向下 矿体内三带 具明显的变化规律
。

前缘外三带的垂直变化参数对寻找含矿隐伏花岗

岩体
,

内三带对评评矿体剥蚀深度
,

具有重要

意义
。

前缘内三带从上到下
,

即从第一带到第三

带
, 、 、 、 、

逐渐升高
, 、

、

‘ 降低
。 、 、

、 、 、 、 、 、 在第二带钨锡长

石石英脉 ‘上部钨锡矿 带最 多
,

向 上
、

向下

降低
。

内三带中 从矿体 上部富钠长石
,

钠长石
,

少钠长石花岗岩
, 、 、 、 、 、 、

、 、 、 、 〔 卜 ‘ 、

逐渐降低
, 、

在矿体中部高
, 、

逐渐升高
‘四 水溪庙担妮钨锡矿床不同标高单矿物

中杂质元素含 , 的变化规律

萤石
、 、 、 、 、

含量

高 从矿体中
一

下部
,

矿体头部 气 部远离矿体
‘一 伙一米的前缘

, 、 、 、 、 、

逐渐升高
,

降低 表

黝锡矿 除
、

外
,

还是
、 、

、 、

的携带矿物
,

从矿体中下部
,

头部
,

前缘
, 、 、

升高
、 厂 降低

锡石 含
、

高
,

从矿体
, 几州二 ,

夕、

部
,

前缘远部
“

体
, 、

及 处 。
·

, 减低 这与汽液中
、

的迁移能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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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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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锐花岗岩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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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内带
, 、 、 、 、

中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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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带组合
。

,
、

最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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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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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带及
、 、 、

外带组合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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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报与担
、

妮
、

钨
、

锡的迁移
、

, 集和

分带的关系

担
、

捉
、

钨
、

锡的迁移形式 在成矿作用

过程中
,

金属元素一般都是以某种络合物的形式

迁移的
。

本区花岗岩除富含
、 、 、 、

等稀有元素外
,

最大特点是富
、 ,

贫
、

。

与
、

密切相关
。

在矿体

中含氛矿物 黄玉 增加
,

矿体前缘有萤石一舰
云母细脉带

,

具有宽阔的 异常 表明了 对
、 、 、

等元素自岩浆中分出
、

迁移
、



富集具有重要作用
。

结合已有实验资料可以得

出 在岩浆晚期结晶分异一交代一 高温气液演化

成矿过程电
, 、 、 、 、 、 、 、

等主要以氟的络合物形式迁移的有
,

, 、 、 , 、 , ·

、 , , 〕
、 , 之仁

〕
、

〔
, 。 〕

、 。 、 。 、

。 、

等
。

根据上述络合物中 与
、 、 、 、

的比例关系
,

计算了水溪庙担
、

扼 钨
、

锡

花岗岩矿床 表内十 表外 范围内
、 、 、

的总金属储量及其所需携带剂 的总量
,

又根

据矿体中 的平均含量和矿石储量粗略计算了

的总储量 二者之比表明
,

在矿体范围内参与携

带
、 、 、

的 仅占 总量的
,

说明矿液中 是过量的 除了携带
、 、

、

之外
,

还要携带
、 、

等元素
。

如

果计算时包括矿体周围的原生晕
,

则 晕更多
,

因为 的大量富集是在矿体前缘晕
。

担
、

锐
、

钨
、

锡的沉淀
、

富集和分带 各

种元素氟络合物都有一 定稳定存在和迁移的条

件
。

物理化学环境的变化
,

络合物的破坏
,

使金

属元素沉淀富集成矿
。

由于
、 、 、 、

氟络化物迁移和破坏的条件不同
,

造成了这些

元素在空间上的富集部位也有差异
,

并构成了矿

床的垂直分带
。

实验资料表明
, 、

的氟络合物的迁移

能力有一定差异
。

无论从熔融体相
,

还是从液

相转入气相的能力和迁移能力都比 大
,

比

先析出
,

矿化深度大
,

相对于 更富集

于岩体顶哉 如水溪庙矿体
,

从下部少钠长石花

岗岩 , 钠长石花岗暮 , 富钠长石花岗岩
卜

伟晶岩

脉
,

虽然
、

都在增加
,

但二者幅度不同
,

由 一 , 卜 。

下部
、 、 ,

上部 一 , 。

由于 氟络合物闪 〔
, 。 〕的

形成和迁移温度 ℃ 出 卜 , 和服
,

超临界温度 ℃ 低
,

力体之
、

是强亲

氧元素
,

它们的沉淀需要相对多的氧
,

因此使
、

与
、

分离
。

当
、

的络合物大量

破坏沉淀成矿之后
, 、

络合物仍能沿构造裂

隙向上部围岩迁移
,

造成了上有钨锡长石一石英

脉状矿床
,

下有袒锐花岗岩矿床的分带现象
。

蚀 变一成矿过程中含 矿物的形成 络合

物破坏后
,

外界碱金属 傲
、

和携带剂

与围岩发生作用形成相应蚀变
,

蚀变矿物组合与

围岩成分有关
。

担锐花岗岩矿床
,

随
、

向花岗岩顶部富

集
,

伴有钠长石
、

黄玉的形成和富集
,

并交代先

结晶的钾长石
,

主要进入黄玉 〔
,

〕
、

铁铿云溉
, , , 。

,

〕
、

细晶石中
,

并形成少量萤石
。

当

氟进入碳酸盐围岩时则形成大量萤石
,

如水溪庙

担锭花岩岗矿床前缘的灰岩内含矿岩枝及长石一

石英脉
、

石英脉的两壁形成萤石镶边
,

在萤石边

外
,

还可扩散 一 厘米
,

形成浸染状萤石
。

由于高温气液含大量
、

当络合物破坏
,

卸载

之后
,

仍向上迁移
,

在远离矿体几百米的前缘形

成萤石一理云母细脉带或 异常
。

这是寻找盲矿

体的重要标志
。

浙江省区域构造地球化学特征及成矿预测探讨

浙江省地球物理探矿大队 邮逸根

区域构造地球化学虽然目前侧民不成熟
,

但已

引起广大地质一地球化学 〔作者的极大关注
。

它通

过构造发局丈程中各个阶段
、

各个空间部位
,

元素

含童差异所反映的区域地球化学场特征的研究
,

探

讨尽域构造成矿控制特点
,

即空间地球化学专属性
。

这对成矿远景区的划分和矿产预测具有重要的实际

意义

区域地球化学场特征

一 元案在岩体和地层中的分布分配规律

岩体中元素的分布分配规律 我省不同时代

岩体微迹元素丰度与泰勒值 之比值变化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