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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应在具备矿源层
、

储矿层的前提下
,

寻找与矿源层沟通的断裂构造和有利成矿相段

湘汐砂坝相
、

沼泽相
、

潮间相
,

并据围岩蚀变

褪色
、

硅化
、

白云石重结晶 缩小找矿范围

进一步寻找矿液可能富集的场所 褶皱脱空部位
、

断裂交叉及旁侧羽状裂隙发育地段
。

如遇矿体突

然变贫或缺失时应在矿体上盘找矿

在成文过程中黄洲文
、

赵宪民
、

王顺发等同

态提供 了大量资料
,

谨致谢意
。

长坡锡矿床成矿规律与隐伏矿体的找矿勘探

大厂 长坡矿地质科 张 平

大厂矿田是我国的重要锡矿基地之一
。

长坡

矿区是大厂矿田的主要矿床
,

分布面积大于 】平

方公里
,

是一个以锡为主并伴生铅
、

锌
、

锑
、

硫
、

砷
、

锢
、

锡
、

稼
、

银等的大型锡石一硫化物矿床
。

矿山生产 年来
,

我们在上部采区进行矿床

地质研究
,

探索成矿规律
,

预测隐伏矿体
,

获得了

一定数量的矿量
,

按现有生产水平
,

可开采 年
。

近年来
,

在研究深部矿体的过程中
,

在矿体末端的

硅质岩层里 米水平
,

又探获了新的储量
,

延

长 了矿山寿命
,

为 矿山稳产高产作出了贡献
。

矿 区地质简况

矿田位于广西山字型构造西翼接近反射弧的

部位
。

出礴地层有下泥盆统至三迭系
。

矿体主要赋

存在中
、

上泥盆统板状灰岩
、

硅质岩
、

条带状灰

岩
、

扁豆状灰岩和泥灰岩中
。

区内长达 ’余公甲的北西向线状褶皱带
,

为

一级构造
,

控制肴丹池矿带 由于从底构造的影

响和后期构造作用
,

与一级构造带大致垂直的三

个二级横向隆起构造带
,

控制养矿田 大厂褶皱

带和北东向裂隙及 霎北东向裂隙与北西向层间裂

隙构造的交汇部位 控制养本矿床
。

矿田内出露的岩浆岩有黑云毋花岗岩
、

花岗

斑岩
、

自岗岩
、

长英岩
二

黑云母花岗岩旱岩株状

其余呈岩墙
、

岩脉产出
。

长坡矿床产于东
、

西花

岗斑岩脉之间
。

花岗岩授入时间为 一 川 「
‘

万

年
,

属燕山晚期
。

成矿活动与地层的岩性
、

构造

和岩浆侵入有密切关系

成矿规律

本矿床处于大厂倒转背斜转折部位 由
‘

轴

向弯曲
,

受力最剧
,

裂隙
、

层间构造极为发育
,

加上适宜的岩层
,

给矿液流通和矿化创造
’

特别

有利的条件
,

形成矿床分布的独特规律

构造控矿与空间分布规律 构造具有逐

级控矿的规律
。

巨大的断裂是岩浆一矿液活动的

有利通道 低级构造是矿液的储积场所
。

构造控

矿在大厂地区尤其重要
,

因为本区地层多由渗透

性较差的岩石组成 泥灰岩
、

扁气川犬灰岩
、

硅质

岩 裂隙也只限于某些有利构造部位和应力集中

的地段
。

构造活动是成矿的摹本条件和组成部

分 它对各类型矿床都有一 定的控制作用
,

而

且影响到成 矿的 各个阶段
。

矿床严格受构造控制 长坡倒转青斜及 久

一 级隐伏短轴背斜
,

既控制 北东向裂隙矿脉 也

控制 了北西向层间和网状矿体
,

在北东向和北西

向构造的敏合部位往往形成富矿体
〕

由 岩性和

构造条件的差异
,

在同一 应力作用下
,

宽度受到

限制必然造成构造垂直分带 形成
‘ ’

四层楼
”

式

的分布规律 图 】
·

一层 裂隙大脉 旧岩以泥灰岩
、

扁孩状灰

岩为主
,

矿脉与围岩界线清晰 连续性较好 毛稳

定
,

品位高
,

含锡
‘, 卜

铅 】洲
。 ,

锌 , 二

规模较小
。

裂隙单脉锡品位表现 为上富 下贫

二层 细脉带矿体 人脉之间有细脉发台
,

李璞等 地质科学一 ”
,

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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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嘎蓦
图

‘’

四 层楼 ” 乖直剖面

尤以背斜北东平缓的翼部更为突出
。

围岩有泥灰

岩
、

扁豆状灰岩
。

地层分 界面均含薄层炭质页岩
,

受力后产生
“
虚脱

”

构造
,

在虚脱构造上形成派

生裂隙带
。

细脉带矿体的特点是上下厚度小
,

中

间大
,

锡品位上下稍低
,

中间偏高
。

含锡 , ,

铅 呵
,

锌 写
,

规模比一层大
。

三层 似层状细脉浸染交代型矿体
。

围岩为

条带状灰岩
,

厚 一 米
,

为钙质和硅质互层
,

分

层厚度小 由 至 厘米
,

愈往下部
,

围压逐渐

增大
,

受力后易产生细小裂隙并相对扩大
。

裂隙长

度与岩层厚度几乎一致
,

受层位控制
,

所以称为似

层状细脉浸染交代型矿体
。

含锡 咚。 ,

铅
,

锌
,

规模稍大
, ,与整个储量的

“

四层 似层状网脉浸染型矿体
、

祠岩为硅质

岩
,

厚 一 米
,

分层厚度 至 厘米
,

层理度

高
,

高硅质 含 几。 ,

性脆易裂
,

受应力

后产生北东向及层间北西向裂隙
,

常呈网状
,

严

格受层位控制
,

故称为似层状网脉浸染型矿体
,

规模最大 占整个储量
’ 、 。

含锡
‘, 、 ,

铅

多。 ,

锌
。 、 。

围岩介质与成矿的关系 矿床主要赋存

在上泥盆统的一套碳酸盐一硅质岩内 其中常夹

多层炭质页岩
。

后者富含金属元素和硫
,

碳酸盐

地层又为成矿提供了碱性条件
,

从而有利 于形成

据广西冶金地质 队
。

锡石一硫化物矿床
。

此外
,

由于围岩组合不同
,

其变形性质也不

同
。

如细条带灰岩 含硅质
、

硅 质岩 具典 型 的

脆性特征
,

易形成裂隙构造被矿液充项
。

据

队统计
,

硅质岩裂隙率 条
厂‘

米
,

占矿量 氏

细条带灰岩 条 米
,

占矿量
〔, 。

扁豆状灰

岩 条
‘

米
,

占矿量
。 , ,

泥灰岩 条 米
,

占矿量弓 “。 , 。

从统计资料可以看出 锡矿 主要

赋存在裂隙发育的硅质岩中
。

矿脉成组成带分布 构造形迹多成群出

现
,

并呈韵律方式分布
。

裂隙大脉间距别 一 洲米
。

矿脉长 米以下者占
, 一 米者占 让。 ,

米以上者占
。

三种情况长与深之比均为

比
。

北东向裂隙大脉控制着细脉带矿体
,

主脉两

侧往往出现许多密集的小脉
,

成群成组地与主脉

平行或斜交
,

每一矿体 矿带 都由数十条至数

百条北东向细脉组成
。

这与构造序次和岩石性质

有关
,

也反映了应力场的高度集中及其激烈程度
。

在均一岩石中产生独特裂隙 —补偿性裂隙
,

为

解除岩石所受应力能量 而在主脉两侧产生小脉

或羽状裂隙
。

如 脉
、 扭

脉控制
那

细脉带

矿体 峨
理

脉控制
翻

矿体 气
、 口 、

‘ 、

脉等构成大小不等的细带矿体
矿脉在平面上具北东撒开

、

南西收敛的

分布规律 横剖面上呈后行侧幕排列
,

沿走向呈

北东侧伏 图
。

由于背斜轴转折而构成的裂隙

充填矿脉 仁要有三组方 向 一组为北 东 脉

纸 二组北轧。一 洲 三组近于南北
。

三组都

是南东倾向
,

倾角 一 ,

仅有数条认反倾向
,

即倾向北西
。

上述三组形成序次是一组
卜

二组
卜

三组
。

矿床分带规律 本区矿床具有明显的分

带性
。

无沦在矿田
、

矿床乃至一条矿脉上
,

这种

分带规律均有不同程度的显示
。

在矿田中
, 一 系列有成因联系的矿床围绕同

一成矿花岗岩体作有规律的分 布
。

以 黑云母花

岗岩岩株 龙箱盖 为 中心
,

向外 为夕卡岩锌

铜矿床
,

夕卡岩锌 矿 床
,

锡石一 硫化 物 多 金

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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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址逛
一

型
‘

一一

士士泽泽履乏乏乏乏乏乏乏乏乏乏乏乏乏乏
曰曰曰

坑道

图
裂隙脉及编 ‘,,

图 号脉沿北东侧伏纵剖面图 左 及 号勘探线剖面图 ‘右

矿床具有沉淀分带现象
。

矿石含挥发分较高

氮 一 ,

氯 一 川
,

它

们与成矿元素以稳定络合物的形式
,

被搬运到较

远的裂隙中充填
、

交代成矿
。

裂隙是矿液活动的

主要空间
,

在含矿溶液中成矿元素的浓度及其

地球化学性质
,

运移过 程 中 温 度
、

压力
、

值的变化等因素影响下
,

产生了矿床中矿物的沉

淀分带
。

矿床的上部以黄铁矿为主
,

伴有辉锑铅矿
、

瑞锡矿
、

方铅矿
。

矿体不同中段的酸溶锡
,

四中

段 米 为
,

五中段 米
,

六中段 米
,

说明硫化锡多分布在

上靓 中部以铁闪锌矿
、

黄铁矿为主
,

伴有脆硫

锑铅矿
。

深部磁黄铁矿
、

毒砂增多
。

脉石矿物上

部以方解石为主 深部石英增多
。

以 号矿体为例
,

上部为黄铁矿
、

方解石
、

硫盐类矿物和锡石 中部以铁闪锌矿
、

黄铁矿
、

锡石为主
,

另有少量方解石及硫盐类矿物 深部

则为磁黄铁矿
、

毒砂
、

锡石
、

石英及少量方解石

和铁闪锌矿
。

分带基本上为顺向
。

隐伏矿体的找矿勘探

在生产区段开展探边找盲和探深摸底
,

对于

矿 山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

具有重大意义
。

找矿探矿的基本条件

找矿的地质前提是建立在各种规律的认

识之上的
,

即形成矿床的地质条件
,

控制金属元

据 中国科学院贵阳地化所资料
。

素达到工业富集的地质因素
,

以及矿床与岩石在

空间上和成因上的联系等等
。

在生产过程中
,

随

着矿床不断地被开采和揭露
,

我们对不同水平的

采场进行 了现场地质编录
,

加强对矿床地质特征

的剖析
,

逐步摸清了矿体的空间分布规律
。

加强基础地质工作和科学研究
。

彻子从

础地质资料长期系统的积累
,

编制各种地质图件

坑道素描图
,

的 试料分 布图
,

,
坑道地质图

,

各勘探线剖面图
,

储量计

算平剖面图
,

综合地质图
,

是开展系统地质研究

的基础
。

通过长期地质实践
,

我们认为北东向裂

隙为控矿构造
,

北西层间裂隙为容矿构造
。

不论

哪一层位离开北东向裂隙便不存在工业矿体
,

因

此
,

查明控矿构造是指导找矿的重要依据
。

我们抓住构造决定矿体赋集格式这个关键
,

结合地层岩性
、

构造部位等
,

大力开展矿床构造

研究 找出拎矿构造发育部位和空间变化规律
,

以指示有利成矿部位来进行找矿
,

从而收到
’

良

好的效果

找矿勘探及效果

从已知到未知
,

充分研究地质特征的差

异性
。

从容矿裂隙生成到被矿液充填 是一个极

其复杂的过程
。

每一条矿脉或矿体都有自身固有

的特征
,

运用岩层分界面是裂隙的发育部位这一

规律
,

预测出矿体的赋存地段
。

如 水 平
,

在

倒转背斜的北东翼
,

在大扁豆灰岩 上与泥灰岩
、

下与小扁豆灰岩的岩层分界面 上
,

找到 ’细 州 犷

矿体
。

由于
‘

原始沉积 层理带的发育 这些部

位构造应力集中
,

受应力作用后裂隙层 带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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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容矿构造
。

北西向裂隙为容矿构造
。

因此
,

深

部盲矿体的形成取决于北东向裂隙的发育程度
。

通过地质研究
,

我们认为深部的硅质岩仍处于背

斜轴部
,

这里裂隙应更为发育
,

是矿体的富集部

位
。

经工程验证
,

深部 水平已证实似层

状网脉型矿体均有延深
,

矿化强烈
,

比上一水平

规模更大
。

根据不同方向裂隙的交叉部位和矿物组

合特征寻找富矿
。

例如
,

在 水平背斜倾伏端

受北东向裂隙横切的复合部位
,

找到一个锡品位

高办。 低者 的富矿包
,

锡金属量达数

千吨
。

又如
,

北西向层面裂隙沿走向转折并与北

东向裂隙交汇的部位
,

发现一个长 米
、

厚

米
、

锡品位 的矿体 图
。

月勺小、

育
。

矿化高度集中在这些部位绝非偶然
。

据此
,

又在
、 、

水平的小扁豆灰岩
、

细条带

灰岩
、

宽条带灰岩的岩层分界面中找到 了
奋 、

,

层面脉和 矿体
,

获得矿石量数百万吨
。

运用矿脉侧现
、

侧伏规律追索新矿体
。

以充填为主的各种脉状矿体
,

常呈线状分布
,

平

行排列
,

尖灭侧现频繁
,

走向长度不等
。

裂隙大

脉几乎全部产于应力集中的倒转背斜轴部附近
,

规模大且稳定
,

矿石品位高
,

容易开采
。

我们在

布置生产探矿网度时
,

不仅考虑了矿体形态的变

化程度
,

而且还考虑了开采条件及采场要素
。

多

年来
,

我们在生产区段共找到了 条裂隙大脉
。

总结找矿规律
,

寻找深部隐伏矿体
。

我

们运用
“ 四层楼

”

的构式规律
,

以及矿化与岩石

的物理性质有关的特点
,

成功地预测出深部隐伏

矿体
。

水平的
‘ 、 介 、 ’

和
者

矿

体 脉
,

均赋存在网脉发育的 硅质 岩 钧 内
,

这与其他含矿层的情况截然不同
。

此类矿化明显

地受背斜轴部隆起地段控制
,

这里受力集中
,

岩

石性脆
,

层理度高
,

裂隙发育
。

我们根据 水

平有少量硅质岩出露的线索
、

预测深部 水平

相应的背斜轴部是矿化富集地凡 后经生产探矿

证实
,

在原地质队认为是矿体尖灭端的硅质岩内

找到了似层状网脉型矿体
,

圈定出 气
‘ 、

咨和
, 四个矿块 图

。

同时认识到
,

这种

深部的似层状网脉浸染型大矿体
,

受北东向陡倾

斜构造控制
。

这种北东向裂隙既是导矿构造
,

又

锡 草度 讨 米

图 北东向裂喊与层团交切平面图

月钊斗沐

讲呼’以时叶

矿体及摘号

小扁豆灰岩

细条带灰岩

宽条带灰岩

一一一一一蕊一一一 一副

硅质岩

侧转背拱

压性晰裂

团团团团团因国

图 背斜轴的硅质岩与矿体关系平面图

图 矿脉分支复合时的 主脉 , 集

脉长 米
,

厚度 米
“

· ,

切
,

乡舀

脉长 米
,

厚度 米
, ,

切 屯, ,

脉 长 米
,

厚度 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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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斜隆起部位裂隙发育
,

矿化强烈
,

特别是

裂隙脉的分枝复合处
,

矿体厚度可增大 倍
,

锡

品位增高一倍 图

在翼部岩层由陡变缓处
,

裂隙较发育
,

矿体

也富熟 岩层倾角大于
。

时
,

裂隙一般不发育
,

矿体也不富集
。

研究表明
,

当矿脉含方解石
、

脆硫锑铅矿多

锡品位亦较高
,

如
’

脉平均含锡
“勺

,

,

锌
·

云

矿多时
,

锡品位较低
,

铅
,

锌 乡石
。

矿脉含铁闪锌矿
、

磁黄铁

如
’

脉锡品位 ,
,

白水砂金矿床地质特征及富集规律

王 永 明

白水金矿为一典型的近代河流冲积型砂矿
。

砂金赎存于第四系中
、

上更新统 一 级阶地

和全新统 河漫滩及 级阶地 之中
。

特别是物

质来源较为丰富
、

成矿条件较好的漫滩及 级阶

地之砂金矿体
,

分布面积大
,

含金较富
,

筱盖层

薄
,

埋深中等
,

砂金易选
,

水电交通方便
,

气候

及开采条件优越
。

该矿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可供

采金船生产的第一个砂金矿基地
。

区域地质概况

矿区位于龙江下游流域与次一级支流青河

的交汇此 大地构造位置在康天岭东西向构 造带

与龙门山北东向构造带的相交部位
。

区域地形总

的呈西北高
、

东南低的趋势
。

矿区附近相对高差

米 地貌类型属浅中切割的中山
、

中低

山区
。

山区剥蚀作用强烈
,

山前凹槽和河谷地带剥

蚀与堆积作用并存 在蜿蜒曲折与开阔的河曲两

侧
,

往往发育有不太对称
、

规根只屯同的堆积地形
。

矿区附近出落有展旦系及古生代各时期海相

沉积地层 沿沟谷的低凹处尚有覆盖于各时代地

层之上
、

与其呈角度不整合接触的第四系松散堆

积层
。

与矿床有直接关系的是前震旦系 碧口

群及志留系茂县群地层
。

碧口群为一套厚 、

米
,

变质程度不深的砂质板岩
、

千枚岩
、

变

质砂岩
、

绿帘绿泥石片岩
、

石英片岩等
。

其中石

英片岩原岩为中酸性火山岩
,

绿泥石片岩原岩为

细碧角斑岩
。

茂县群为一套厚 米以上的浅变

质的灰绿色板岩
、

千枚岩
、

片岩
、

千枚状凝灰岩

等
。

上述地层中有先后做过调查
、

初勘和曾被开

采利用的山金
、

铜铅锌多金属矿及重晶石
、

黄铁

矿
、

石英
、

水晶等矿床
、

矿点或矿化点多处
。

本区经历了多次构造运动
,

摺皱断裂发育
,

地质构造复杂
。

矿区主要位于区域性乔燕大断裂

南侧
,

断裂带两侧岩块强烈破碎或发生揉皱
,

片

理化
、

糜棱岩化
、

硅化
、

碎裂岩化显著
。

矿区附

近的岩层走向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 倾向一般
。 ,

倾角 一
。 ,

甚至直立
、

倒转
。

火成岩多分布于大断裂北侧
,

主要有印支期

鹰嘴山及阳坝黑云母花岗岩 生
,

牙包嘴及评头

山加里东期闪长岩 山
、

石英闪长岩 而 , 和

分散零星的花岗岩
、

花岗斑岩
、

辉绿岩
、

煌斑岩

等脉岩
。

矿床地质

地貌及第四纪地质特征 由于乔燕大断裂

破碎带及南侧软弱地层的风化剥蚀和被水流冲刷

堆积
,

矿区在长时期的地质过程中形成较为开阔

平坦的河流冲积谷地 纵观矿区全貌 四周群山

环抱
,

山势起伏不大 龙江
、

青河迁回曲折
,

陈

坝一带河谷开阔
,

地形平坦 南坝
、

左坝阶地台

面明显
,

高阶地残佩不全 漫滩及 级阶地 实

际上是一般洪水可部分淹没而特大洪水可大部淹

没的 “高漫滩 ,’较为发育 山腰 和坡 麓的 基 岩

上毅盖有厚度不大的残坡积物 边缘冲沟的出口

处分布有形态不同
、

大部分被近期人工改造而扇

形官加孤不明显的小型冲积
、

洪积扇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