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有准确扎实的资料为基础
,

又要善于从精细的

资料中
,

抽象
、

提炼
、

总结出简单明了
、

概括性强的

模式
,

为化探评价异常进行预测提供充分的依据
。

完善成矿区 带 化探普童方法 获取

更多的区 ‘带 化探成果

认真总结三年多来区 带 扫面经验
,

完善

方法
。

尤其应总结成图方法和区域成矿的地球化

学模式
,

突破地球化学异常的解释
。

在此华础上
,

继续开展区 带 化探 沙在扫面
,

以取得矿区外

围更好的找矿效果
。

突破厚层 , 盖区化探找矿的难关

在卤族元素侧定
、

气测方法的基础上 针对

冶金地质常见的厚层班盖对象
,

以突破黄土
、

水

田
、

森林
、

基岩盖层为主要目标
,

试验新参数
。

争取在数年内
,

新增地电化学方法
、

碘气
、 、

盐晕
、

热晕
、

植物晕等方法应用于生产
,

并系统

开展厚层覆盖区的景观地球化学研究
,

着 手建 仪

景观地球化学模式及相应的工作方法

继续研究痕 , 定 , 方法
,

完善痕 定

分析系统

稳定并提高直读光谱分析水平
,

扩人生产能

力
。

加速老设备 如发射光谱 技术改造的研究
,

争取尽早投产 为全面推
’

定量分析系统准备充

分条件
。

二十六年来
,

冶金地质系统的化探工作
,

从

萌芽到初具规模 已完成 了向新的发展时期过渡

的墓本准备 我们一定要满怀 言心 加倍努力
,

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

区域地球化学分带特征与成矿预测

西冶金 二七二勘探队 苏季生

广西蕴藏着丰富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
。

多年

来
,

区内广泛应用各种比例尺的地球化学找矿方

法
,

获得了相当多的裁础资料
。

为了探索元素在

区域中成矿成晕的地球化学模式 笔者采用
二

元

献且合
”
来圈定异常带范围的方法

,

编制
‘ ‘

西

万地球化学图
” ,

以强化区域地球化学场的

特征和对矿源场的认识
。

广西以钨锡为主的多金属矿床
,

在其垂向和

水平方向有成矿序列的存在 它所产生的元素地

球化学组合特征 可用 ’成矿预测

区域地质概况

广西 自元古界到新生界各时代的地层发育较

全
。

元古 界主要以碎屑岩为
一 ,

并夹有基性火山

岩
。

下古生界东部主要以碎屑岩为主
,

西部则以

碳酸盐岩为主
。

上古生界以碳酸盐岩和硅质岩为

主
。

中生界地层三迭系主要为一套海相类复理式

建造
,

侏罗一白奎系主要为陆相砂砾岩 新生界

则为陆相砂泥质岩
。

区内发育东西向
、

南北向构造体系及其他 各

种扭动构造
。

主要构造体系及其址合和联合部位

控制 了岩浆活动及多金属矿床的形成 其中尔西

向复杂构造带居
·

主导地位
, ’ ‘

西山字型构造也同

样具有重要的控矿作用

岩浆活动频繁 除桂西和桂北有琴性
、

超其

性岩外
,

其余均为中酸性浸入或喷出岩
,

在桂东

南中酸性岩浆岩特别发育
。

岩浆自四堡期到燕山

期均有活动
,

其中以加里东期
、

印支期
、

燕山期

岩浆岩呆发育 特别是酸性侵入岩与厂
’

西的有色

多金属矿化关系密切
。

多数矿床都具有垂向分带

和水
一

平分带之特征

元素地球化学组合特征

广西地球化学异常
,

与岩浆活动关系共为密

切
。

全区大小岩体千余个
,

出露面积约 阳
’
毛方

公里
,

酸性岩占整个岩浆岩总面积的 川‘
,

以 卜

酸性侵入岩与有色金属矿化息息相关
,

使这些地

区的成矿元素
、

伴生元素和控矿元素都有区域性

的增高
。

已知与成矿有关岩休的 主要化学成分 和

一些微量元素的分析结果列
几

表



‘‘

有 关 岩 体体 成 矿 元 素 控 矿 元 弄弄

之 , ,

大大 厂 花 岗 岩岩
。

砚

钦钦 甲 花 岗 岩岩
。

》》

元元 宝 山 花 岗 岩岩 《
。

姑姑 婆 山 花 岗 岩岩 成
。

栗栗 木 花 岗 岩岩 吸
。

乡乡
。 。

地地壳中该岩石的丰度度

可见与成矿有关之岩体锡的丰度都较高
,

为

地壳中该类岩石丰度的 倍以上 铜
、

锌
、

铅丰

度在各岩体不一
,

多数高于地壳中该类岩石的丰

度
。

这些岩体都具有富碱
、

亲酸
、

含挥发份高的

特征 都大于
。 。 ,

、

氏 ,

。 。

从锡在含矿岩体中的丰度和

的 含锹肴 与美国地质学者提出的
‘ ’

当岩

浆岩 卜 含气达 一
‘, 、,

含量 〕

时
,

可找到锡矿 的结论是相符合的
。

确实上述岩

体附近都有锡矿床形成
、

本区所发现的钨 锡矿
,

都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

在一个矿田中
,

常有一系列与成因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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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锐

、

钮
,

锡
、 ‘

钨
、

秘
、

铝
卜

锡
、

钨
、

铜二 铅
、

锌等矿床 矿床的分带性 必然反

映元素地球化学的分带性
。

元素地球化学红合特

征如
、

几素组合
、

是亲酸性元素
,

多数的
、

矿化与燕山期花岗岩有关 它们来

自被多次花岗岩化
、

混合岩化改造的原始陆壳和

古老时代的地摘沉积物
, 、

与
、 、

等

成挥发性的化合物结合
,

在花岗岩化过程中向上

集中到较新的地壳上部和小岩体顶部
。

高温气液

里
、

又与易成挥 发卤化物的
、 、 、

、

等伴生 在高畜益状态下形成黑钨矿
、

锡石
。

所以钨锡矿床的形成离岩体都不太远
。

低温热液
、

的活动明显减弱
。

但在矿床上部 能与

一些
、 、

的低温矿物形成 的硫盐矿

物
,

如辉锑锡铅矿 等
,

在大厂长坡矿床是常 见

的矿物
。

所以在成矿过程中
, 、

儿乎都是活动的
,

在矿床中常见上部富锡下部富钨
。

如大厂
、

珊瑚
、

栗木均有这种特点
。

、 、

元素组合
、 、

元

素都具有亲硫特性
,

多金属硫化物成矿期 阶段

中析出量最大
。

高温气液成矿阶段在外接触带形

成
、

和
、

夕卡岩矿床
。

如大厂的锌

铜矿床 钦甲的铜锡矿床 在中低温热液条件下
,

、

和
、 、 、

形成 各种硫化物 特

别丰富 而 在中低温时不生成硫化物
、

因

此
,

矿床上部常见 矿物
,

中部
、 、

常

为共生 下部
、

矿物居多 多数矿区中 认
、

都能各自形成矿床
。

所以在成矿区里
,

、 、

的异常范围宽而连续
。

、

元素组合
、

具有亲铁性

其自然金属熔点及沸点低
,

高温挥发性强
,

迁移

能力大
。

热液未期
,

大量亲硫亲铁元素之硫化物

已经沉淀 只剩下一些蒸气压高的元素 、、 、

的络离子
。

这时除还可形成少借
、

的

一 硫盐矿物外
,

只能沉淀雄黄
、

雌黄
、

辉锑矿

和辰砂等矿物
。

所以
、

元素成为热液矿床

的远程指示元素
,

可独立形成矿床
。

综上所述
,

本区
、

卜
、 、

卜
、

元素地球化学组合异常
,

实质上是同一
”

矿

源场
”

的产物
。



区域地球化学分

带与矿床展布的关系 滇 汉中

广西是南岭钨锡成矿区的一部分
。

全境有三

个重要的控制钨锡矿床构造体系
,

即南岭东西向

构造带
,

华夏系构造和康滇歹字型构造 图
。

诸构造体系控制钨锡矿规律是 勺 南岭东西向构

造带是控制广西钨锡矿的重要构造体 系
,

已知的

重要钨锡矿床均位于南岭东西构造带内
。

迄在华夏

系构造北西边界线以西地区为广西重要锡矿区

以东则为钨锡混合成矿区
。

③北西向构造 隆起

带是本区钨锡成矿带的重要控矿构造
,

当其与东

西向隆起带复合时就成为 “ 西重要的钨锡矿区
。

就
’‘

西境内的区域地球化学场来看
,

有多个

以
、

元素为中心的
‘ ’

矿源场
,

现有的人型

钨锡矿产都呈现出较完 整的 区域地球化学异常

图

可以看出
,

华夏系构造以 通过本区中心
,

宜去、

喻
娇铸

补
南吕

洲
匹 向 构卫至趾公乌一李

尹断
卫

大型翎田
舀

床 大型钨铭卿 床 人噢枉卿 味

们 南岭钨锡矿 分 介,

小 怠 划

一 个 旧锡矿 一 大厂锡矿 一 钦甲锡矿 飞一 宝坛锡

矿 一 大明山钨矿 栗木钨锡矿 一珊瑚钨褂矿

一 人桂山 钨矿 一 石浪 冲钨锡矿 川 一 东坡钨锡矿

一瑶 岗仙 钨矿 此 一 西 华 山 钨矿 一锯板坑钨锡矿

一 阳储岭钨矿 巧一行洛坑钨矿

中一 大型矿 床

, 元紊组合异常带范围

异常带分类及其编号

元紊组合异常带范围

‘ ” 元素组 异常带范围

】钊

困回回口回圈皿

口、二

西地球化学异常分带 及成矿 预 侧图



其南东侧的
、

一
、 、

元素组合异常

范围都大于北西侧
, 、

元素组合则相反

经度
‘

以西
、 、 、

的异常

面积数倍于
、

的异常面积
,

而东边则几乎相

等
。

说明南岭钨锡成矿带向南西方向侧伏
,

侧没

端自桂西南至云南个旧一带
。

低温远程元素发育

是重要的标志
。

这与钨锡矿产分布是一致的
。

说

明广西西边矿源场要比东边的深些
。

据异常带的

分布特征与矿源场有关的可分为三类
,

即

隐蔽场源 深部火成岩接触构造和伴有褶

皱构造系统
,

赋存有各种类型的盲矿体
。

它能产

生清晰的而具有分带性的元素地球化学异常
。

此

类异常
,

以大厂矿田为例 图
。

大厂矿区围绕

龙箱盖黑云母花岗岩体
,

由内向外为 岩体内岩

浆晚期分异交代型钮妮矿化 接触带气化热液交

代夕卡岩型锌铜锡矿床 , 外带高温热液到中温石

英脉型钨矿和锡石硫化物型矿床 中低温热液石

英
、

萤石
、

方解石型钨锑铅锌矿床 低温热液方

解石
、

萤石脉锑铜汞铀矿床 矿体形状 由似层状

变为脉状
,

多为盲矿体
。

区内化探工作结果
,

在黑云母花岗岩体及其

周围亦出现成矿主元素不同的多个综合晕带
,

呈

似环状分布
。

晕的组分与已知矿床矿物的分带是

一致的
。

在岩体接触带出现浓度大
、

范围广的
、

、 、

综合晕
,

并伴随有零星的含量较低

的
、 、

晕 离岩体稍远则为较强的
、

三口 【三口 匣巫〕 耍到 【亘困
,

已诬口‘ 〔互〕

图 大厂矿田 地球化学异常与矿床展布关 系 图
一石炭系 一泥盆系 一北西 向压扭性断裂 一北东向压扭性断裂

。 一岩床或岩脉 一岩体 顶板等高线

一盲矿体 一矿脉 一次生 综合异常带



、 、

晕
,

而
、

晕则甚弱 构成明

显的水平分带
。

在这些异常带中 经多年来的勘探验证 共

发现 处具有一定规模的盲矿体
,

地球化学异常

找矿指示作用是良好的
。

半开场源 化探多元素综合晕强度较大
,

范围宽
。

直接产生综合晕的矿源场或矿化场受到

一定程度剥蚀
,

矿体埋藏较浅或有部分已被剥蚀

此类已知矿场源有德保
、

钦甲锡矿区 一
,

大明山钨矿 一
,

珊瑚一大桂山钨矿 一
,

栗木钨锡矿 一
。

兹选其二例

呈后行侧幕排列
,

如图 凡 矿化深度一般 。米左

右
,

深者大 于 米
。

主要金属矿物有锡石
、

黑钨

矿
、

白钨矿
、

毒砂
、

磁黄铁矿
、

黄铁 矿
、

闪锌

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等
一

多阶段成矿
,

为金属矿

物组合复杂的气成一热液矿床
。

卜部富锡 部

窝钨

图 人 山 黑钨矿 丫 泳地质 剖 而 划
,

一下泥盆统郁 红 、。
一 下泥 盆统那高岭组

‘ 一 下泥 盆统莲花山组 一寒武系 丫, 一黑云母

花岗闪 长岩 , 冷
、

一 斑状 自云 母花岗岩 一矿体

一砂岩 一泥质砂岩 一砂岩 贞岩
’ ,

大明山钨矿 矿体 二要分布 七凤背斜轴

部及两翼
,

产 “下泥盆统莲花山组中部中细粒含

泥质石英砂岩中 矿床呈层状
、

似层状 产出 、图
,

一般 一 层 最多 层
,

成叠层状
,

其中

主矿层仅一层
。

沿走向长 米 沿倾斜向南西

延深已控制 米
。

矿物组分有黑钨矿
、

白钨矿
、

辉铜矿
、

黄铁矿
、

毒砂
、

黄铜矿
、

辉秘矿等

在本矿床出现有数平方公里多元素综合异常

带
。

除矿层前方有强大的综合晕外
,

在倾斜方向

距地表别。一 训米深处仍有清晰的异常
, 、

吻合性好
, 、 、 、 、

异常零从地

分布其中
。

矿区外旧尚有一系列的
、 、 、

、 、

等元素异常发育
。

因而本矿源场异

常范围甚大
。

多、
珊瑚钨锡矿床

。

矿床属
一

含锡石英脉型

产在中泥盆统郁江组砂 贞岩及东岗岭组灰岩中

向下延伸到莲花山组砂岩 矿脉常密集成组成带

出现
,

脉组在平面 仁旱平行排 列分布
,

在剖面上

冬 珊瑚 长 兮岭地旗 阳 几 冬

为灰岩
、 、

为砂 岩 矢岩
、

臾岩

该矿区化探综合晕组分特 是以长营岭矿沫

为中心
,

由近及远
,

可分 为三个组子州梦 矿体

方为
、 、 、 、 、等 亡素组合 平肖远 为

、

元素组合 再远 为
、 、

卜 组合 水平

分带也很明显
、

者阳又映 矿床的变化规律

残存场源 成矿区域中 含矿岩体己被剥

蚀至不能成矿的标高 只剩矿根或矿化 残积物

高度分散
,

形成
‘

泛的耐风化矿物区域性的偏高

这些地区只能形成大型砂矿
,

原生矿只能有弓
‘

划

以下的矿点
。

所以区域地化异常表现为
、 、异

常范围大
, 、 、

和
、

异常 只在 〔
, ,

或边部有零星分布
。

属这类场源的有 毛东南的

六万人山岩体
,

大容山岩体 川 一 卜 花山一姑

婆山岩体 川一 ,
,

猫儿山和越城岭岩体 ‘ 一
,

元宝山
、

摩天岭岩体 川
一

飞 见图

,
“ ‘

西钨锡矿床与花岗岩体在空问距离 有
、

定关系 据统 计
,

在花岗岩体内矿 点数为

储最数小 卜 ”‘, ,

钨锡 仁要在花岗岩体外接触带

水 平方向占 ”
‘

, 、

的储 墩距 岩体露 头约 公 叭以

内
,

一般小 公里 花岗宕休出露 人小 ‘ 钨踢

矿床的关系见表

表内列举的岩体
,

是
’

西少仍勺出南较
、

的 下



衰

岩 体 名 称

六万 大山岩体

人容山岩体

花山岩休

姑婆山岩体

猫儿山岩体

越城岭岩体

出麟 面积 ’ , 异常类别及编 号

约 一下⋯
约 一

约

约

约 卜

约

准天岭岩体 约 吸川

元宝 山 岩体 约 〔

岩体剥 蚀程度与 矿床关 系

钨 锡 成 矿 规 模

外川 了钨锡矿 化点 钨锡无 业矿 床

司 上

外 扫有中一 人型砂锡矿床

外 有人型砂锡矿 及 中一 小划原生 业矿床

外闲有钨锡矿化点 钨锡 无 几业矿 床

外 祠才钨锡矿 化 伙 ’小 型工 业矿 床

外围 有钨锡矿 化点 距 离约 公 狱的小岩

体附近有人
、

中型 几业矿 床

附近外 有中
、

人 恻吃 生钨锡 业矿床

体
,

从矿床和矿点的分布来看
, , ’确定这些岩体

最初是具有很好含矿性的
,

山 耳是蚀
、

剥蚀 有

的能保存部份原生 工业矿体
,

有的转为人型锡砂

矿
,

人部分已被剥蚀殆尽
。

这种自然规律给人们在

找矿中一个启发 必须抓住隐伏岩体的含矿性

的特征 对成矿条件有利的地区 、控矿构造
、

火

成岩活动
, 、 、

元素组合异常和
、

元素组合异常分布有一定的联系 应仍视 为有矿

源场所引起
。

找矿准则与成矿预测

在成可作用有利的构造带内
,

隐伏岩体加

封闭式的构造 系统 是容矿构造的场所
。

兀素地

球化学全合特证是
、

一
、 〕 、

一
、

有同心分带现象且异常规模较人
,

是反映矿床

三度空间仍然完整的保存着
,

是有大矿赋存的 屯

要标志
。

地质构造成矿有利
,

与成矿有关的岩体出

露的面积不大
。

元素地化纽合特征是
、

异常

套在
、 、

异常带 中
,

且
、 、

异常范围两倍于
、

异常范围
。

预示着矿床埋

深不大
,

或已有部分暴露
。

这样可就异常之规模

预测矿床之规模

含矿岩体大面积的出露
。 、

元素组合

的异常带范围较大
, 、 、

元素组合异常

在其中或边缘零星分布
,

说明大部份原生矿体已

被刹蚀
,

这些地区砂矿占主导地位
。

含矿岩体出露面积较大
。

外接触带出现大

规模的
、

元素组合异常
,

尚有较大的
、

、

元素组合异常环抱着
,

原生矿床和砂矿

都可以并氛
,

’ 区内所有已知矿床
,

都有垂向和水平分带

结 语

应用元素地球化学组合特点来编制区域性

地球化学图
,

对强化地球化学场的特征能起一定

作用

南岭钨锡成矿带向南西方向侧伏
,

侧伏端

自桂西南延至云南境内
。

低温远程
、

元素

异常分布逐渐增加就可以说明这
一

点
’一

西已知矿区的地球化学场的特征
,

都有
、

一
、 、

一
、

的异常分带趋

势
,

是广西多金属矿床以
、

为中心在垂向和

水平方向依次存在着有关的其他元素的反映 因

此钨锡矿区要注意寻找外围的铜铅锌等矿种 反

之
,

铜铅锌矿床深部或旁侧
,

也可能有钨锡矿床

存在
。

研究矿源场产生的地化异常模式
,

结合含

矿岩体的侵蚀程度
,

对预测成矿类型
、

矿床规模

等有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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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及其邻区锡矿床分布特征与找矿

方向探讨
,

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学报 年第 期

〔 张相训
,

从隆起带和摺皱构造看广西 主要构造

体 系的构造 型式 兼论其对钨锡矿床的控矿规

律
,

广西地质学会论文集 内部
,

层控条件下钻孔岩矿芯标本磁参数的矢 测

内蒙冶金地质三队 乔 占海

目前
,

磁参数值主要是通过地面标本和钻孔中岩矿芯标本测得的
,

但钻孔岩矿芯只能进行标量测

定
。

当 一共
,

用地面标本无法获得了的方向参量 刀
、

件
,

这将直接影响磁异常推断解释的结果
。

现

就能否对钻孔岩矿芯进行矢量测定讨论如下
。

公 式 推 导

钻孔岩矿芯标本磁参数矢量测量的关键是标本是否定向
。

对层控条件下的钻孔岩矿芯进行大量观察表明
,

岩矿芯上均有明显的岩层层理面轨迹
。

沿层面做

岩矿芯断面
,

此断面在岩矿芯圆柱体外侧是一椭圆
。

椭圆的空间位置
,

受岩层和钻头平面的接触状态

控制
,

我们称此椭圆为特征椭圆 图
。

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
、、 一 产产产

热热
势势势产产产产产产

卜卜卜

特征椭目

岩芯正 断面

圈 岩芯断面示愈图

为了求得其数学表达式
,

特建立图 所示坐

标系 利用矢量运算方法研究其数量关系
。

坐标

系中岩层与钻头平面为任意状态
。

钻头平面最先

与岩层层面接触的点是特征椭圆的上顶点
,

最后

接触于同一层面的点是褚征椭圆的下顶点
。

用矢

量表示图 中有关的量 特征椭圆的长轴用 户
图 钻头 平 面与 岩 法层 面的接 触 关 系 图

表示
,

月亡在岩芯正断面上的投影用 , 若
,

表示
,

, 若
,

是 “ , 。 , 。 等角度的函数二 写成 , 若
,

二

广 “ ,

。
, 。 的函数形式 考虑到定向后测试与坐标变换的方便

,

应在岩矿芯 , 、本上找到 不户
,

与 才名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