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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一 阳新地区夕卡岩型白钨矿床的成矿特点

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孙家富

大冶一阳新地区以产大冶式夕卡岩型铁铜矿床

而著名
。

近年来
,

在扩大找矿领域的过程中
,

对老

点做 了新的评价
,

不仅使铁
、

铜矿产的储量有所增

长
,

而且还发现 了很有远景的夕卡岩型白钨矿床
。

现已发现大中星鹅矿床三处
,

为下扬子铁铜矿带增

加 了的新矿种
。

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大冶一 阳新地 区位于华中地洼区苏邹地洼系

图
。

该区主要发育有两种构造层 地台构造层

和地洼构造层
。

前者由 , 旦纪至三迭纪地层组成
,

总厚度近万米
,

主要为海相碳酸盐建造
、

砂 页岩建

造
、

含煤建造
、

硅页岩建造和膏盐建造 后者由侏

罗纪
、

白奎纪
、

第三 纪地层组成
,

总厚度达

米
,

主要是陆相砂 砾岩建造
、

含煤建造和火山岩

建造
。

该区经历 了漫长的地台发展阶段
。

印支运动

田 大冶一阳断地区大地构遗示 口

后
,

地台活化
,

由稳定地台区向活动地洼区转化
,

并伴随有强烈的岩浆侵入活动和火山喷发活动
,

形

成夕卡岩型铁铜矿床和白钨矿床
。

矿区地质特点

夕卡岩型白钨矿床斌存于殷祖隆起 褶断带内

图
。

该带纬向构造发育
,

并长期隆起
。

摺断带

夕 大冶

二

亡 更
州

竺更

口
声 二 , 阳 断

圈 大 冶一阳 断地区构造示 宜曰
,

一 一上白呈统一第三系 一
,

一上侏罗统一下白圣统 一 、

一健旦 系一上三迭统
‘ ,

一石 英闪长岩 卜 花

岗闪长斑岩 刀一辉绿岩 一背斜 一断裂 一夕卡岩白钨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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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界为大冶断陷盆地
,

南界为阳新断陷盆地
。

带内

缺失地洼构造层
,

仅发育有地台构造层
。

地台构造

层经印支一燕山运动形成短线状紧闭型复式背斜
。

摺断带的内部和两侧发育有深大壳断裂
,

形成阳

新
、

灵乡
、

股祖等大型复式岩体
。

长期多次的构造

活动
,

在大岩体周围形成卫星岩体
,

沿银山一横山

大断裂形成阮家湾等一 系列小岩体及相应的钨
、

相
、

铜矿床
。

在殷祖褶断带的东部有阮家湾钨矿
。

该矿区地层

主要是中上奥陶统灰岩和页岩
、

中下志留统砂岩和

页岩 经印支运动形成黄姑山一犀牛山倒转背斜
,

地层倒转
,

,

使奥陶系筱于志留系之上
。

岩体呈岩株

状
,

顺东西向断裂侵入
,

面积 平方公里 该岩

体北缘与志留系接触
,

东南缘与奥陶系接触
,

主要

为花岗闪长岩
,

东部出现花岗闪长斑岩 岩体东部

和南部与上奥陶统灰岩接触
,

并形成透辉石石榴石

夕卡岩
。

白钨矿 呈粒状或脉状
,

与黄铜矿
、

辉钥

矿
、

黄铁矿共生
,

产于夕卡岩甲
。

共有四个矿体
,

呈似层状或扁豆状 图
,

最大的矿体长 。助多

米
,

延深 多米
,

厚度 米多
。

试验表明
,

可选

性良好
,

钻探控制矿床规模可达大型

在殷祖褶断带中部
,

阳新与殷祖两大岩休之间

组
。

地层呈北北东向展布
。

龙角山岩体形态规整
,

受交叉断裂控制
。

付家山岩体呈蘑菇状
,

接触带构

造较为复杂 图
。

两岩体均为花岗闪长岩
,

岩

图 ‘ 付家山夕卡岩白鸽娜用矿床剖面圈
一 ’
一 栖傲灰岩 卜 石 英闪长斑岩 一 夕卡岩

、

一钨 铝矿体 书矿休

产
一

图 阮家脚 夕 卡岩白钨矿床剖面图

一中奥脚统灰岩 一中奥陶统人理岩
,

一下志留

统角岩 份一花岗闪长岩 一 夕卡岩
、

。一钨铜

矿体 一钨矿体

有龙角山钨铜矿床
。

矿区出露地层为志留系到三迭

系
,

而与矿关系密切的为黄龙群 栖霞组 和茅口

性相似 并在深部相连
。

龙角山
、 、

号

等矿体呈似心状
,

产于特定的层位中
,

与石炭系黄

龙群白云质灰岩有关
。

肖绷矿外
,

白钨矿储量亦可

达中型规模
。

付家山除原已探明东西两矿体外
,

近

年在岩体南缘的超覆接触带内找到了多层厚大的夕

卡岩型白钨矿体
。

在深部黄龙群层位中还找到与龙

角山相似的含铜黄铁矿层
。

这一新的发现
,

证明付

家山具有
‘ ’

多位一体
”

的成矿模式
,

为矿区进一步

找矿指明了方向
。

夕卡岩型白钨矿床的成矿特点

夕卡岩白钨矿床的形成与花岗闪长岩类 ,

式小俊入体有关 阮家湾岩体呈岩株状侵入奥陶

纪
、

志留纪等地层中
。

早期形成花岗闪长岩
,

晚期

形成花岗闪长斑岩和石英闪长岩
。

该岩体属钙碱系

列复式侵入体
。

龙角山岩体呈岩墙状侵入到石炭纪
、

二迭纪等

地层中
,

面积 平方公里
。

早期形成花岗闪长斑

岩 晚期形成石英二长闪长斑岩 同样是钙碱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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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复式侵入体
。

付家山岩体呈漏斗状侵入到石炭纪
、

二迭纪地

层中
,

面积 平方公里
。

岩体为石英闪长斑岩
。

经工程证实
,

龙角山
、

付家山两岩体深部相连
。

各岩体的岩石化学成分和成矿元素含量分别列

于表
、

表
。

这些岩体的共同特点是 岩体均是

岩岩体名称称 岩石类型型
,, 口 之 其他他 总 量量

阮阮家海岩体体 石英闪长岩岩
。 。

龙龙角山岩体体 石英二长闪长斑岩岩 】

付付家山岩体体 石英闪长斑岩岩
。 。 。 。

中

据苏欣栋资料
。

岩岩体名称称 岩石类型型

阮阮家海岩体体 石英闪长岩岩
。

了 了 灯
。

龙龙角山岩体体 石 英二长闪长斑岩岩 灯 灯 、、、、、
。

付付家山岩体体 石英闪长斑岩岩
《

万

据苏欣栋资料
。

花岗闪长岩类复式小侵入体
,

与鄂东夕卡岩型铁铜

矿床有关的侵入体相比较
,

酸度偏高 一

, ,

碱值偏低
,

且
,

鄂东与夕

卡岩铁矿有关的侵入体碱值 与夕卡岩铜矿

有关的侵入体碱值约 一 ,

且

与夕卡岩钨铭澎
‘

有关的侵入体碱值为 一 。

岩

体中含有大量桐石和白钨矿副矿物
,

原生晕琪乙含量

达 与维氏中酸性岩含钨丰度相比
,

可大 一 。倍
。

经气成热液蚀变交代作用
,

特别

是碱质交代作用 钾长石化 和 钠 长石化
,

使钨

进一步活化转移
,

充填交代夕卡岩而成矿
。

因此
,

岩体为钨矿的形成提供 了物质来源
。

怪入体的形成和分布受区域大地构造控

制 扬子地台发展到 中生代
,

地 台活化形成地洼

区
,

淮阳
、

庐郑
、

’

长江等深大壳断裂长期活动
,

为

岩浆侵入和火山喷发提供了构造条件
,

形成 下扬子

构造岩浆带
。

它的重要特点是
,

沿深大壳断裂分布

有一系列深源岩浆
、

被浅源物质混染的闪长岩添
区域上

,

银山大断裂控制了阮家湾岩体 东西向构

造和北北东向构造复合
,

控制龙角山
、

付家山岩

体
。

在矿区内
,

岩体形态
、

产状及与灰岩的接触构

造
,

控制矿体
。

阮家湾 号矿体呈似层状
,

受正接

触带构造控制 付家山矿体除受岩体正接触带控制

外
,

石炭系
、

二迭系灰岩层理和层间破碎带亦控制

矿体的分布
。

此外
,

钎卿
‘

体受岩体内部的裂隙构造

控制
。

以俊入体为中心
,

矿床类型复合共生
,

构

成
“

多位一体
”

的成矿棋式 阮家湾矿区在岩体内

部有鸡公山花岗闪长斑岩铂矿
,

在岩体南部和东部

的正接触带形成夕卡岩型白钨矿床
,

并伴生有相和

铜
,

构成
’·

多位一体
”

的成矿模式 ‘图
。

在龙

角山矿区 受石炭系黄龙灰岩层控的能 。号和 号

矿体
,

与 褶皱同步
,

延展千米
,

分布在接触带外

带 在岩体的正接触带层状矿体经改造
,

形成形态

复杂的夕卡岩理绷
、

钨矿体
,

品位增富 在岩体内

部有角砾状以钨铜为主的
“

大面
”

矿体 龙角山矿

区同样构成
‘·

多位一体 的成矿模式 ‘见图 理 。

付家山矿区在岩体内部形成斑岩镶闷
‘ ,

正接触带形

成夕卡岩型钨 钥矿
,

外带黄龙灰岩中形成层状铜铅

锌矿体
,

同样构成
‘

多位一体
”

的成矿模式
。

为什么形成
‘

多位一体
”
的成矿模式 首先是

殷祖褶断带发育大量的地台构造层
,

海相石灰岩
、

白云岩建造和矿源层
,

为层控矿床和夕卡岩矿床的

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次
,

殷祖 褶断带进入地洼

活动剧烈期有强烈的岩浆热液活动
,

使碳酸盐岩岩

石接触变质 矿源层经改造形成层控矿床和夕卡岩

矿床
,

并在空间上共生 第三
,

岩体受岩浆热掖活

动和交代作用
,

形成斑岩型铂矿
、

铜矿
,

构成
“

多

位一体
”

的成矿模式
。

夕卡岩型白钨矿床的成矿时期为燕山中晚

下转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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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员近千人
,

其 中工程师以 上的

科研人 员约 占
。

他们 开展 了

一
,

一
,

一
,

’确 ,

一
,

裂变径迹
,

铂

系子体等年龄测定方法和
, ,

, , , ,

稀有 气体等

德定同位 素方法
。

从队伍的规模

来说
,

已超过 了美国和苏联
,

二十

多年来取得了不 少成绩
。

,

年先后举办 了两届全国性同

位 紊地球化学学术会议
,

公 开发

表的研究成果有 余篇
。

因篇

格所限
,

本文主要谈谈与国际先

进水平的差距
。

我国的实验室数 目不 少
,

但 重复性 工作 多
,

研 究 内容侠

窄
,

水平较低
。

例如
,

在德定同

位素领城
,

多数单位都在作
,

而
,

的工作刚开始
, , ,

只有少蚤数据 在国际上
,

, , , ,

等元素的

同位素已开展多年
,

在我国 尚属

空白
。

在应用方面
,

国外广泛采

用 多种元紊同位 紊综合研究
,

并

取得 了显 著效 果 在我国只 是近

年才出现 少数类似专题
,

多数 尚

停留在
“

单打一
”

状况
。

浏试水平 精度
、

灵敏度
、

速度 与国际 水平有较 大差距
。

例如
,

同位 素的测圣精度国 内

多在 。
, 。,

称样童 一

毫 克
,

而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可 达
。,

称样圣少至教十微克

习位 素分析精度国 内为 一

,

国际达
,

灵

敏度国 内为
一 ’ 一 ’

克
,

国际

达
’“
克

。

国 外仅 常

优克格石
,

甚至单个错石 硕粒

就可完成 一 年龄测定
,

而 国

内至 少需要称 毫克
。

这样
,

国外只 雷采集不 多的岩石

大样就能按劝性
、

粒度分选出 不

同成因的错石 进行研究
,

采用各

种图解模式得出岩石 的形成年龄

和 演化历 史
,

而我国 因用 样 太

大
,

无法 将不 同成因的 格石 区分

开
,

测出的数据难以解释和 应 用
。

仪器陈旧
,

效能低
。

质谙

计是同位素分析的主要仪器
,

国

内 以 上的质语计是五十年代

初期的产品
,

性能差
,

效率低
,

巫需更新换代
。

工作人 员素质差
,

基础理

论研究薄弱
。

国外比较高级的研

究人 员不仅情通地质学
,

而且在

物理学
、

化学
、

计算机等领城也

有较深 的造诣
,

每个人都能独 立

完成从样品采集
、

制备
、

质讲分

析到数据 处理和解释的全过程研

究工作
。

我国绝 大 多数同位 素地

质专业人 员是半路转行的
,

缺 乏

系统的 专业训练
,

实验室内又分

工 过 细
,

不 熟悉工作的全过程

加之许 多实验室忙于眼前的生产

任务
,

无 暇顾 及基础理论 的研 究

和业 务的再提高
。

研究课题面 窄
,

彼此缺 乏

有机配合
。

近年来国际 上问位 素

地质研究往往与某项重 大科学命

题瞬密联 系在一起 研究成果常

常 为解决 这 类课题 提供重 要依

据
,

同时又反过来促进 了同位 素

地质学本身的发展
。

例如
,

时地

球物 质和 陨石
、

月岩年龄的测定

来探索宇宙的形成和发展历 史

用古老岩石 的发现来研究地壳早

期历 史和运动规律 用 太平洋 火

山 岛健年代学研究与板块构造的

关系 研究
, , ,

等同

位 素在 自然界的 演化规律等
。

在矿床地质研 究领 城
,

不仅

用 几种计年方法或 某种同位 素数

据来讨论 某地区的地质问题
,

而

是将多种同位素地质研究手段 与

徽童元紊分配
、

岩石 学
、

矿物学

等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成矿 的地质

条件和 变化 规律
。

在矿 床 问生

说
、

层拉理论
、

卤水成矿说
、

萨

布哈成矿模式
、

雨 水成矿
、

海水

成矿
、

全球构造与成矿作用等矿

床学理论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
,

同位 素地质研究都发挥 了重要作

用
。

我国所开展的若干 综合性研

究
,

课题 多偏 重于 当前 遇到的一

些局部性 具体问题
。

我国的问位

素地质研究工作要 更上一层 楼
,

必须在体制和课题 的选择上 来一

个较 大的变革才行
。

申 咖 咖 申 今 咖 申 咖 今 今 申 今 申 今 巾 心 今 今 今 今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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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龙角山岩体同位素年龄为 百万年
,

阮家湾 等方面分析
,

夕卡岩型白钨矿床也是大冶地注区的

岩体为 百万年
,

说明是燕山中晚期成矿
。

从 一个特征矿产
。

展望远景
,

殷祖侵入体及其外围
,

地质条件分析
,

付家山和龙角山白钨矿床产于最新 银山断裂带的两侧
,

均有形成白钨矿床的条件 找

地层二迭系中
,

也表明成矿在古生代之后
。

矿潜力颇大
。

只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

不断总结

综上所述
,

从地质构造
、

岩浆活动和成矿特点 经验
,

地质找矿工作就一定会开创出新的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