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华山一杨眉寺地区与脉钨矿床

相关的环形影象及其找矿惫义

钟南昌 黄金喜 许 军

序 言

环形影象又称
’‘

环状特征
” 一

或
‘ ’

环状构造
” 、 ,

系

各种遥感图象中的环状色调和形状 异常
。

因为

它常常是某些地质实体的地面表征
,

又往往与一

些内生金属矿床相关 所以受到国内外遥感地质

工作者的注意
。

尽管形成环形影象的因素很多
,

然而在一定的地质 构造条件下 它们无疑主要

是特定地质作用的结果
,

并显示出相应的成矿意

义
。

鉴此 我们利用陆地卫星的黑 白图象
、

假彩

色合成图象
、

密度分割图象及黑白航空象片 对

久负盛名的西华山一杨眉寺钨矿汇集区 简称西

一杨地区
,

下同 进行了图象解译
、

分析和实地

验证
,

其结果表明
,

不但在已知的钨矿区普遍有

环
”

的显示
,

而且在矿区以外也同样展现着许多

环形影象
。

这些环形影象的种种迹象表明
,

它们

是构造一岩浆作用的结果 每一个环体都可能对

应着一个相应的隐伏花岗岩体
,

而一群密集的环

体则对应着与深部花岗岩基相连的 一群 凸起岩

峰
。

同时
,

许多环体不但为钨
、

锡重砂晕所重叠
,

而且大多数脉钨矿床都落在它们的内
、

外边缘
。

这就表明
,

西‘一杨鹤矿汇集区的环形影象可能指

示着一些潜在的钨矿床
。

从而使我们相信
,

通过

环形影象的研究 可望为寻找
、

预测钨矿床开辟

一条直观
、

快捷而且省钱的新途径
。

本文拟 就 西一 杨地 区 与脉钨 矿 床 相 关的

环形 影象的 特 征
、

意 义及 找矿 价 值进 行 初步

探讨
。

西一杨地区环形影象的基本特征

通过解泽研究 本区有环形影象 处 、图
。

由于它们均发育于加里东期地槽褶皱的后期断隆

笋笋笋
口

,

目 口 因 圈 团 回
了

囚
图 西一杨地以环形影旅

、

线性断裂解泽略图

一震以一寒武系 一 泥盆一二迭 系 一第三 系

一 燕山期花岗岩 一海西期花岗岩 一断裂

了一环形影象及编号 一 脉状钨矿床 点

带中
,

因而具有相对均一的地质构造背景
,

反映

出相似的影象
、

地貌特征

一 影象特征

西一杨地区的环形影象不论在卫星象片抑或

航空象片中均有较清晰的显示
,

并集中表现 为色

调和形状的异常
。

在黑白航
、

卫片中
,

大多数环

体显示为浅色调 称
’‘

浅色环
” ,

部分 显示为深色

调 称
’

深色环
,

还有少部分深
、

浅色调参杂

参加 作的还 有浇佛清
、

郭宗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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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汀 ,
一

户钱 、

不论色调深浅环体边界的清晰程度不尽相同
,

凡

在环缘出现弧状
、

环状线性体的
,

其边 界清楚
,

否则较模糊
。

在假彩色卫片
、 、

波段合

成 中
,

环体多呈浅棕色 形状异常表现为环体

内部图案结构的异化
。

一般说来 主要趋向 于圆

化
,

形成鳞片状
、

斑块状图案
,

而在环外主要为

条状
、

栅状等图案
。

王是由这些色调和形状的异

常构成 了该区环状的影象实体 —环形影象 它

们在外形 上都较 为相近
,

多呈圆形
、

椭圆形
,

少

数呈半环形及梨形 椭圆形环的长
、

短轴比小 于
。

环体的 规模人体上有二类
,

一类直径人

公眼
、

较少出现 并 仁要显示 于 只片中 另一

类直径小
二

公望
,

其中以 一 公甲为数最多
,

此类环虽在航
、

卫片中均有反映 但在航片中尤

为索青晰

值得指出的是某些规模较大的环 在 片密度

分 , 图象中也有所显示
。

同时
,

一些密集分布的

环群通常呈现相近的密度级 摧布咋乌矿汇集区又

处 另 一种密度背景中 充分 显示出单环
、

环群

及 区域背景区电磁辐射强度的明枝差异
、

二 地貌特征

西一 杨地 区的环形 影象在地 貌 上展现 为别

具
一

格的浑圆状穿窿地 貌 但由
几

它们都不同

程度地受到过 段蚀及断裂作用的破坏 因而其

外形趋 于复杂 形成各式各样的弯状 地貌景观

图

洲

厂卜日、

公皿 公里
‘ 叫 ‘ 甲 曰 ‘ 曰‘ ,

。 ⋯ 。声 冬公里 公 ,

团
,

因 口 口
‘

回
图 西一杨地区 与 环形 影象 有 关的穿赎地貌略图

一弧形脊 一 水系
一

中央凹地 一环形影银边界 一地形等高线

一侧为弧形山脊所围绕
,

而在总体 目句另 来
、

证明本区环形影象在总体 上主要为 隆的 正

一侧倾斜的不对称育窿 图 性地貌单元
。

四周边缘有弧形山脊环绕
,

但在环体中央 三 环形影象空间组合特征

出现圆形凹地的碟状育窿 图 环形影象在空间分布上 时而稀疏
,

时而密

边缘既有弧形山脊
,

又有环形沟谷围绕 致 集
,

有时还互相接触或玉铃
,

因而形成多种组合

使弧状 正
、

负地形相间排列的复杂育窿 图 类型 图

中央最高 而向四周倾斜的 简 单 育 窿 单环
,

环体独立出现 不 与其他环体接触

图
。

连环 两个环体互相接触
,

并有小部分重

不难行出
,

前三种环形影象的地貌景观都是 叠 图

正常乡斑受到长期侵蚀破坏而产生的后期变种 愉环 , 两个环体套叠在一起
,

致使大环包

它们虽挑不再保持由中央向四周倾斜的常态 但 小环
,

前者称 为
’·

外环 后者称 为
·

内环
” ,

内环

那户系列弧形山脊
、

弧形沟谷及呈弧状排列的 各 通常居
“

外环的中央 《图

种油貌截 仍然把一个个环形影象清晰地反映出 母 子环
‘

在一个大环 —母环的内或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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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皿

回 团
西一杨地区环形形象组合类型略图

一 环形形象边 界 一 断裂

缘出现若干个次级叼阶一子环
,

这种由大小环体

密切共生的环群称为
“

母子环
, ,

图
。

子环与

母环的边界一般不相切割
,

俨然象一种寄生关

系
,

于是有人称为
“

寄生环 ,’

不言而喻
,

连环及母子环 主要 出现于环形

影象的密集区
。

西一杨地区的主要环形影象

本区环形影象发育
,

影象标志较清晰的 处
,

其中 处与西华山
、

宝山裸露的花岗岩体大致重

登
,

未予图中表示
,

其余 处在地表均无岩体出

璐
,

为此次研究的重点
。

这些环形影象集中发育

于北北东向洪水寨一 桐子排与江西坳一杨眉寺断

裂之间的断隆带中
,

并沿西华山一长垄一带密集

的龙日匕东向断裂形成环体的密集带
。

在此带的两

侧
,

环休骤然减少以致消失
。

现将本区主要的环

形影象歹味 表
。

西一杨地区环形影象的地质意义

影象
、

地貌以及地质特征一致表 明 本 区 环

形影象的属性相同
,

均属燕山期构造一岩浆综合

作用的结果
,

主要依据是

‘一 环体范围存在弯容地貌

如前所述
,

绝大部分环形影象实地都展现为

弯窿地貌
,

且这种弯窿系由燕山期的花岗岩侵位

所致
。

因为大量的事实表明
,

西
一
一杨地区 以至

江西南部 广泛分布着钨的成矿花岗岩 一

‘ 年
,

无论裸露岩体 如西华山 或已被

钻探证实的隐伏岩体 如漂塘 几乎都呈现育状

地貌
。

地质和遥感信息可以证明
,

这 些 既 与脉

钨矿床相关
,

又 与 环形影象相 关 的 弯窿 地 貌

的 形 成
,

与 花 岗岩 侵位时的热一动力作用有

关
,

这在宝山岩体得到充分显示
。

宝山岩体位于

西‘一杨区西部
,

呈浑圆状
,

面积 平方公里
,

侵

入于褶皱基底之上的盖层向斜盆地中
。

由于它的

侧立
,

不但形成育窿地貌
,

而且围岩受到向四周

的排挤作用而发生明显的位移
、

变形
。

钨矿区和

环形影象的地貌特征可以与此类比
,

同属岩浆的

热一动力作用的结果
。

此外
,

位于环体边缘的弧形山脊
,

总是外侧

陡峻内侧平缓
,

这同样是下伏存在岩体的另一佐

证
。

已有资料揭示
,

陡峻的外侧对应着岩体的边

界
,

而平缓的内侧则对应着岩体的顶 乐
‘二 环形影象与接触变质晕要合

遥感信息及区测资料共同证实
,

本区多数环

形影象在其分布范围存在着接触变质岩石
,

两者

在空间分布上总是形影相随
。

往往一个独立的环

体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接触变质晕
,

并月由环缘

向中心或由地形高处到地形低处
,

接触变质岩石

的变质程度由弱变强
,

位于西华山西南约 公里

的 号环体就是典型的一例 表 更多的情况

是一群密集的环体落在一个面型的接触变质晕

中 这明显地反映在棕树坑
、

左拔及长垄一带环

形影象的密集区
。

在这种场合
,

环体的面积小于

晕圈的面积
,

致使环群落在一个连续分布的大晕

圈之内
。

面型分布的接触变质岩石 晕 标志着花岗

岩体的存在
,

这早在 年代初期就被证实
,

当时

江西的钨矿地质工作者就在西华山一漂塘一带通

过热变质带的研究
,

成功地预测过隐伏花岗岩体

理深及其有关钨矿床
。

那么
,

本区环形影象伴随

着有关变质晕这一事实
,

无疑也预示着这些环形

影象对应着地
一

「隐伏花岗岩体的不同深度的岩峰

突起
。

三 环形影象依附于线性断裂

西‘ 杨地区环形影象的空间分布直接受到该

区几红优势断裂的控制
。

表现为环体定位于两组

优势断裂的结点附近
,

一系列环体沿着这些优势

断裂呈线性分布 呈现和断裂构造协调的展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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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鉴科

西华山 一杨一夺地区主井环形影像简班 斑

环环 体体 景 象 色 调调 地 貌貌 环区交叉叉 出 ,, 形状 规模模

编编 号号号号 断裂方向向 地层层层

灰 色色 西环缘有弧形形 北北东
、

七西西
、

圈形
,

直径 公里里

脊脊脊脊
,

外陡内缓缓缓缓缓

内圈灰白色外圈挽灰色色 西缘有弧形山青青 北北 东与北西西 楠圆
,

长轴 公里里

深灰色色 环缘有弧形脊脊 北北东
、

北西西 圆形
,

直径
‘

公里里

总总总总体为弯窿窿窿窿窿

浅灰色色 环缘 为断续续 北北东与北西西 口形
,

宜径 公里里

的的的的弧形山脊脊脊脊脊

深灰色色 环缘有断续续 北北东
、

七七 圆形
,

直径 公里里

的的的的弧形山脊脊 西
、

近 东西西西西

灰 色色 不规则弯窿状状 北北东与北北西西 圆形
,

直径 公里里

浅灰色色 环缘为弧形形 北 东
、

北北东东 椭圆
,

长径 公里里

脊脊脊脊
,

谷相间间间间间

深灰色色 环缘为弧形谷
,,

北东
、

北西
、

南北北 圆形
,

直径 公里里

总总总总体为弯窿窿窿窿窿

浅灰色色 弯窿状状 北北东
、

匕西西 圆形
,

直径 公里里

灰白
、

浅灰色抬杂杂 西缘有弧形山脊脊 北北东
、

北西西 圆形
,

直径 公里里

灰白色色 不规则弯窿状状 北北东
、

北西西 梨形
,

长轴 公里里

浅灰色色 环缘有断续续 北北东
、

北东东 回形
,

直径 公 里里

弧弧弧弧形山脊脊脊脊脊

灰 白色色 环缘局部有有 北西
、

近南南 圆形
,

直径 公里里

弧弧弧弧形脊
、

谷谷 北
、

近 东西西西西

灰白色色 环缘为弧形脊
,,

北北 东
、

北西西 浦圆形 长轴 公里里

内内内内部下凹凹凹凹凹

灰 色色 东陡南缓弯窿窿 北北 东
、

北东东东 肺圆形
,

长轴 公里里

中央凹地白色
,

其它浅灰色色 中央有圆形形 北北东
、

北西西 椭圆形
,

长轴 公里里

凹凹凹凹地的弯窿窿窿窿窿

灰白色色 环北缘有弧形形 北东
、

北西西 半环状
,

直径 公里里

青青青青
,

北陡南缓缓缓缓缓

浅灰色色 西北环缘有弧形脊脊 北 东 七东东
、

北北 椭圆形 长轴 公里里

谷谷谷谷
,

总休为弯隆隆隆隆隆

浅灰色色 环内山脊圆化化 北北东
、

北西西 半环形
,

直径 公里里

出出出出现钳状水系系 北北西
、

东西西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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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环 体 接 触 变 质 岩 石 特 征 简 裹 衰

标标本号号 在环体的位锻锻 岩石名称称 结 构 构 造造 主 要 矿 物物 序 点 特 征征 变质程度度

一 月月缘缘 高 处处 含斑点千枚枚 显微鳞片变品结构
,,

绢云 母为主
,,

斑点呈椭圆状
,,

弱弱

环环环 ““ 央央

⋯⋯
状绢云 板岩岩 斑点千枚状构造造 少最黑云毋毋 丫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一 低 处处 角岩化变余余 变余砂状结构
、、

石英 一 “、。 ,,

黑云 母呈集合体体
细细细细细细砂岩岩 部分 角岩结构构 绢云 母巧 一 。争 ,,

分 布 于碎 叫间间
黑黑黑黑黑黑黑黑云母

一 千枚状斑斑 知泛微鳞片变品结结 绢云 毋 、 斑点呈椭圆状状

点点点点点点板宕宕 构 斑点构造造 绿泥 石 阳 叮叮 ‘ 几

⋯⋯一 千枚 火斑斑 与砍微鳞 片变 , 尹结结 绢云 省于为 主屯
,, 一

蔽石而丽
一

强强

点点点点点点板宕宕 构 斑点构造造 次为黑云 毋毋 , 吧未

一 黑云 毋斑斑 角岩结构 黑云 妞妞 斑点旱团块状
点点点点点点角岩岩 块状 构造造 绢云 公公 。、、 ⋯⋯⋯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英 一 “

式
。

从图 可以看出
,

本区的控环断裂主要有四

组
,

即走向
“ 、 。

的冲断裂及走向 及 的

张断裂
。

它们分别为 日匕东及北西向构造带的正

交断裂系统
。

其中北北东 冲断裂及其张性

系统乃是主导性的控环构造
,

而其他断裂只具次

级或局部的控制意几 因而一级环体带取北北东

方向
,

二级环体带呈北西
。

方向
,

同时
,

由于北西向断裂呈等距发育
,

使一些二级环体带

也出现这种现象
。

上述控环断裂不只在本区发育
,

而包括南岭

许多地区的燕山期控岩断裂
。

环形影象与花岗岩

控制构造的同一性
,

说明了它们为同一地质实体

的两种表现形式
。

‘四 , 环形影象密集区对应 深部花岗岩基

深部与浅部地质现象之间是经常存在着某种

联系的
。

本区环形影象的广泛发育
,

就是因为存

在一条隐伏的岩基
。

早在 年代初期
,

人们就已

经查明西华山一漂塘一带存在一条
’

走向的燕

山期隐伏花岗岩基
,

其顶面标高 一 米
,

岩

基表面起伏不平
,

总体上向东北方向倾斜
,

并在

木梓园附近逐渐分出两支上隆的岩脊
,

东支从
‘

山经阿婆脚
、

罗坑至鸭子脑
,

西支从木梓园经大

龙山到惊树坑
。

本区的环形影象正是出现于这

一岩基的上方
,

两者在空间上形成协调一致的关

系
,

一级环体带与岩基的展布范围及展布方向完
‘

全一致
,

次级环体带则对应着两支 上降的岩脊
,

并且由于两支岩脊顶面背景深度抬得较高一 般

为 一 米
,

因而环体较多
,

有
、 、

一
、

及

号环 而东支岩脊上隆较少
,

其顶面背景深度

一般在 一 米间 因而环体较少
,

仅见
、

及 号环
。

由此证明
,

环形影象是深部岩扶 卜

凸岩峰的地面显示 通过研究环形影象 汀以人体

确定隐伏岩基表面的起伏情况 根据过去资料
,

西华山一漂塘隐伏岩从在粽树坑一鸭了
·

脑以北有

继续下插的趋势
,

但从环形影象的出现频率来肴
,

在龟子背
、

西湖及杨眉寺一 带不 川交有减弱 反

而极为密集
, ,叮见该岩祛在此复而急剧抬升

综 上所述 环形影象的育窿地貌
、

热接触变

质晕的存在以及它们总是处 于燕山期优势断裂结

点附近并沿这些断裂串列分布等 一 系列现象
,

不

但是互为联系的
,

而且可与已知的成矿花岗岩体

的相应特征类比
。

这就足以 卜明
,

本 元环形影象

是燕山期隐伏花岗岩体的热一动 打作用的综合表

征
,

它们在遥感图象中的色
、

形异华两 毛是接触变

质带
、

地貌育窿等综合因素形成的电磁辐射异常

西一杨地区环形影象与脉钨矿床的关系

江西省地质局综合队
、

队 等 , 年江西省人余县木

梓园区城地质特征及鸽矿分布规律 ‘报告

本区环形影象与脉钨矿床的 关系极为密切

这表现在脉钨矿床环绕环体边缘分布 也体现
几

许多环休 ’ 钨
、

锡币砂晕币朴或相靠很近

西一杨地区脉钨矿床多 京
‘

乞们在空间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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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都与环形影象密切相关
。

从总体分布上看
,

全区有 的矿床 点 落在环体边缘 公里内
,

其中 位于环体内缘
,

位于环体外缘
。

例

如
,

西华山一带虽然是个裸露的复式岩体
,

但遥

感信息却显示两个环
,

一个在西华山
,

一个在生

龙口
,

而沿着这两个环的内缘有西华山
、

荡坪及

生龙口三处重要矿床
,

在其外缘还有一些矿点
。

再如
、 、 、

及 号环 图
,

地表均无

花岗岩出露
,

但在这些环体的内外边缘却有一些

矿脉 脉带 产出
,

它们的矿化中心部位离环体

边界的平均距离为 米左右
。

由此可见
,

环体内
、

外边缘 公里是脉钨矿床最好的成矿部位
。

谬 公

口 困口
图 月 西一杨地区

、 。
、

和 号环 与

钨矿关系略图

一环体边 界 一钨矿脉带或矿脉 一环的编号

环形影象与钨
、

锡重砂晕的密切关系从另一

侧面揭示了环对钨矿床的控制作用
。

在全区的环

形影象中
,

与重砂晕大面积重叠的占
,

部分

重叠的占 厂也就是说半数以上的环都与重砂

晕重叠
。

地形特征显示 当环与重砂晕处于同一

水系时
,

环体通常偏于源头
,

而扩散晕则偏向下

游
,

说明钨
、

锡重矿物来自环体
环体的规模对于矿床的产出位置似有影响

,

直径在 公里以上的环
,

矿床同时出现于它的

内
、

外边缘
,

而直径小于 公 里的则多在一侧

见矿
。

不论环的规模大小
,

矿床都很少出现于

它的 中央
。

上述事实说明
,

环形影象对于脉钨矿床的控

制作用是极为明显的
。

但是
,

由于环形影象首先受

到本区某些断裂的控制
,

因此钨矿在环缘的产出

位置又往往与断裂有关
。

一般说来
,

它们主要出现

环体与北北东及北西向断裂相交切的环缘部位
。

利用环形影象圈定钨的找矿远景区

西一杨地区脉钨矿床产出的构造背景是比较

均一的
。

因为它们的赋矿地层一致
,

主要是组成

基底褶皱的震旦一寒武系 主导性控矿构造也一

致
,

同是北北东
“

断裂系或局部有北东
‘

断裂系
。

在这种同一的地层一构造背景中
,

成矿

花岗岩的存在与否便成为钨矿成生的决定性因

熟因此
,

钨矿预测的关键环节便是寻找和确定隐

伏花岗岩体的具体位置 现有的资料表明
,

本区

与脉钨矿床相关的花岗岩体
,

不管是裸露的还是

隐伏的
,

都是与深部一个北北东 方向的大

岩基相连接的
,

证明了该区存在一个象梅友松在

南岭及其他地区研究过的那种
“

古中间岩浆室
” ,

只不过在本区埋藏浅些罢了
。

这样
,

我们就可以

通过研究这种决定区域成矿的
“

古中间岩浆室
”

的上伸岩峰来确定具体的找矿远景区
。

既然有依据证明环形影象由岩体所引起
,

因

此在无表露岩体的场合下
,

把环体作为隐伏岩体

顶面的地面投影是适宜的
。

再考虑到环缘控矿的

普遍现象
,

我们就有理 由把包括环体外缘 公

里在内的每一个环状地块作为钨的找矿远景地

段一一 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矿田
。

根据环形影象的发育糊正
,

结合地质资料分

析
,

本区深部的花岗岩基存在多处上凸的岩峰区
,

除西华山岩体以外
,

如大龙山区
,

有
、

了
、 、

号环
,

呈北北东向串歼 左拔区
,

有
、 、

、 、

等 个环
,

明显地呈北西
’

排

殊 这些岩峰区几乎均为本区主要矿床 点 的

所在地
,

区内大部分环体有接触变质岩石及钨
、

锡

重砂晕相伴出现
,

并且主要循着正交的北北寿汲
北西向两组断裂分布

。

这些岩峰区显然为本区良

好的找矿远景区 而远景区内范围更小的各个环

体包括外缘 公里的环状地块
,

为远景地段
。

以往人们多把注意力放在西华山一漂塘一带
,

这无疑是正确的
。

但笔者认为
,

由于左拔以北
,

西华山西南一 带 下伏岩基的上隆
,

致使环形影象

密集发育
,

对于寻找隐伏矿床极为有利
。

此项工作
,

得到杨明桂
、

吴永乐
、

李崇佑工

程师的支持与帮助
,

在此表示谢意

斌一丛汀汀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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