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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山一棕树坑地区处于我国南岭钨矿成矿域中

心地帐 区内褶断构造强烈
,

岩浆活动频繁
,

钨
、

锡
、

稀有与稀土等成矿作用发育
。

通过近年勒勺深入研究
,

初步识知到 钨
、

锡等矿化虽然与地层
、

岩性有关
,

但主要与燕山期花岗岩在时间
、

空间及物质来源上有

密切的成因联系
,

而且成矿岩体和容矿裂隙都为构造

所控制
,

钨矿床呈现有规律的分布
。

构造一岩浆岩一钨矿带

区内燕山期强烈活动的北东向池江大断裂
,

以及

北北东向
、

东西向构造带
,

是控制区域成矿花岗岩及

钨矿分布的主要构造条件
。

复合构造及其特殊的复合

形式
,

控制着花岗岩体的突起岩峰以及矿田
、

矿床的

分布 图
。

根据钨矿床及与其有关的燕山期花岗岩体对地质

构造系统的依赖关系
,

以及二者分布的成带性特点

可大致划分为两条并列的构造一岩浆岩一钨矿带
,

即

东矿带和西矿带
。

其中西矿带为西华山一棕树坑矿带
,

呈北东 方向延伸
,

矿带长达 公里
,

宽 一 公

觅 自北而南
,

由棕树坑钨
、

锡 铜
、

铅
、

锌 矿田

石雷一漂塘钨
、

锡 铂
、

铁
、

铜
、

铅
、

锌 矿 田
,

大

龙山一新庵子钨
、

钥 锡
、

韧
、

被 矿田
,

木梓园钨
、

钥 秘
、

敏 矿田
,

西华山一荡坪钨
、

被
、

铂 秘
、

锡 矿田等构成
。

矿带内矿田或矿床之间
,

仍断续分布有稀疏的矿

脉或矿化
。

故沿矿带的钨矿化是连续的
。

两条矿带的

展布分别与两条北北东向燕山期花岗岩隆起带 包括

隐伏部分 相对应
,

矿带之间相胜哟 公里
。

在东西

方向上
,

两矿带内的矿田或矿床具有一定的对称性
。

钨矿床分布与花岗岩的关系

本区一系列钨矿床 点
,

在时间
、

空间和物质来

源上
,

均与燕山期花岗岩有直接的联系
。

成岩与成矿

的同位素年龄都在 一 、 年 一般成矿

晚于成岩 一 又 年
。

钨矿床多处 于小型花岗岩

株或隐伏花岗岩体突起顶峰的内
、

外接触带
。

矿化富

集地段与岩体形态
、

产状变化密切相关
。

复式岩体往

往与大型钨矿床有芜
矿带内矿床的赋存空间

,

随着花岗岩体 自南往北

呈台阶式依次下伏
,

其矿化区段也随岩体顶峰标高作

同步的降低
,

矿床由内接触带型
一

, 内
、

夕接触带型 ,

外接触带型依次递变 图
。

矿带内矿床的某些金属

元素矿化 除钨矿化外
,

从南往北
,

钥
、

敏
、

秘矿化

由强变弱
,

锡
、

铜
、

铅
、

锌矿化逐渐增弧
区内与钨成矿有关的主要为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

岩体边部或上胡主往有含石榴石二云母或白云母碱长

花岗岩
,

其边缘出现似伟晶岩边或团块
,

并常见细晶

岩脉
、

伟晶岩脉以及蚀变花岗岩脉等
。

成矿花岗岩中主要造岩矿物钾长石
、

斜长石
、

石

英三者含量相近
。

钾长石以微斜长石和微斜条纹长石

为主
,

三斜 有序 度 一 斜长石主要为奥

钠长石
,

值 一
,

有序度 一 民 暗色矿物

以高铁富锉黑云母为主
,

含量在 以下 副矿物为

磷灰石一桔石型
,

并以富含黑钨矿
、

锡石
、

辉钥矿
、

白钨矿及稀土矿物为特征
,

钦铁矿
、

磁铁矿含量甚微
。

成矿花岗岩的岩石化学特征表现为
,

含量

在 一 之间
,

值大于或接近
,

值都在

以上
,

属二氧化硅强烈过饱和岩石 长 大多

数在 以上
,

值大于
,

’值大于
,

钾质系

数 为 一 , ,

的含量显著偏低
,

均为戴里花岗岩平均值的

一 。

其里特曼指数为 一 ,

属钙碱

系凡
成矿花岗岩中

, , , ,

等丰

度较高
,

其中岩体上部 的丰度一般高于酸性岩平均

值 一 倍
,

并有岩体上部高于岩体下部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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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矿带纵向地质剖面图

一石英大脉型矿体 一石英细脉带型矿体 一矿化标志带 一各矿床主要工业矿体上界连线 一各矿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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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含量也明显偏高
。

花岗岩及其钨矿床的同位

素地质资料见表
。

根据新发欢拍勺细粒花岗岩脉、细晶岩脉
、

伟晶岩

脉 , 含矿 长石 石英脉三者之间的递变主山度关系
,

以及稳定同位素组成和成岩 成矿演化关系的资料
,

均表明本区钨矿床的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花岗岩鉴
钨矿床的形成与含钨花岗岩浆演化机制密切相关

,

其

成岩成矿演化基本上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

成矿流

体是岩浆分异演化晚期的产氮

花脚岩与摘矿床同位工组成对 比农 输
一 成矿花岗岩 矿 脉

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

在矿床内总是有矿脉密度相对较大
,

延伸长 深

的矿化富集区段
,

其中又存在 一 条含矿最富
、

规

模相又们更大的矿脉或矿脉栋 它们常常占整个矿床储

量的 或 以上
,

是普查勘探工作以及成矿预

测关注的问琢
最佳矿脉或矿脉带往往偏于矿床的一侧或大致呈

等间距出现
。

它们一般不正对岩峰的上方
,

多处于岩

体顶峰的一侧或两侧
,

如木梓园矿床的主要矿脉或矿

化带处于隐伏岩体突起顶峰的 喇 图 漂塘矿床

的主要矿脉带处于隐伏岩体顶峰的南
、

北两侧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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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矿床的分布规律

本区钨矿床沿矿带彼此呈 士 公里的等间距

分布
,

其相邻两个矿床间的距离
,

从南创匕有依次变

小的趋务 这与区内东西向同级断裂构造的等间距特

点是一致的
。

矿床或矿脉之间均呈有规律的侧幕式分布
。

钨矿

床总体上以右银拭 似匕向加 排列为屯 引匕东东

向或近东西向的矿脉或脉带
,

均为右俱拭斜列 如木

梓园
、

漂塘等矿宋 呈绷七西西向或北西向的矿脉或脉

带
,

则主要为左侧试斜列 如大龙山
、

生龙口等矿宋
。

同一侧列形式的侧列方向和侧斜角基本是一致的
,

侧

斜角从矿带一矿床一脉组一矿脉逐渐变小
,

依次为

士 一 士 “
士

“ 土 。

矿脉组或矿脉沿倾斜

方向上也呈侧列延深
,

一般往北倾斜的脉组或矿脉多

呈后歹拭 往下向南 而往南倾斜的脉组或矿脉多为

前列式出现 由于脉组或矿脉在平面上和剖面上均呈

有规律的侧幕式排列
,

必然出现沿倾斜方向上的侧伏

现氛 这对矿化富集部位往深部侧伏方向的预测
,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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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矿脉走向或倾角一般变化不大
,

并未发现有往下

合并的趋势
。

这种现象在西华山
、

荡坪
、

大龙山
、

棕

树坑等已开采较深的矿床都是如此
主要矿床或矿化富集区段和最佳矿脉的分布规

律是
主要矿床或矿化富集区段

,

一般处 于成矿岩体

的突出地段
,

以及岩体产状多次陡缓变化的部位 最

佳矿脉往往出现于岩峰的一侧 或者岩脊陡缓变化部

位的附近
。

由多组主要矿脉产状构成的矿床 一般规模较

大
,

矿化富集于两组矿脉相交或矿脉产状发生转变部

位的附近 最佳矿脉或矿脉带多由两组或两组以 创咏

体组合构成 其中以健且最发育
。

矿化富集区段处于康且或脉带内总脉幅之和最

大的部位 各脉组 带 之间
,

总脉幅相对较大的脉

组 带 , 往往矿化相对富集 最佳矿脉存在于矿脉密

度发生变化的地段或者密集矿脉的一侧
。

主要矿床或矿化富集部位
,

一般处于与成矿有

关的枢扭断层或产状变化较大的断层一侧或两侧 最

佳矿脉或矿脉带两侧矿脉产状往往出现明显的变化
,

并由斜列方式不同的单脉体可衫 成
最佳矿脉沿走向或倾向略呈弧形弯曲

,

或者产

状变化较大
,

矿脉弧形弯曲较大的部位矿化相对更富

最佳矿脉之间略呈等间距出现
矿化富集部位或最佳矿脉

,

矿物共些丝几合复杂
,

往往氧化物与硫化物混集出现 脉侧蚀变类型廷杂
,

蚀变分带较明显 最佳矿脉多存在于矿化特征不同区

段的交接部位
。

主要矿床或矿化富集区段
,

尤其是最佳矿脉或

矿脉带
,

往往多阶段或多次成矿作用叠加现象明显
,

甚至出现
“

两层
”

或
‘

多层
”

矿化特征

矿床垂直结构分带规律

着屏蔽作用
。

其中仅可见到一些稀疏短小的石英脉
,

这些小脉与花岗岩体内的矿脉多数不能直接贯通 有

意义的是
,

这些短小石英脉的总体展布
,

与岩体内的

矿脉组延伸范围大体相对应 刁淋内经常可以见到少

量金属硫化物
,

局部地段也见有星点状黑钨矿
、

锡石

等
。

具有这种特征的小脉群可称为
“

矿芒
”

或
“

脉芒飞

并可作为预测深部隐伏于花岗岩体内矿床或盲矿脉的

标志之一
。

名名称称 工业 义义 址深 米 基立结构示 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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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脉状钨矿床按其与花岗岩体空间关系之不

同
,

矿床垂直结构分带有明显的差异
。

它们在普查评

价和矿床预测的标志上也有所区别

内接触带大脉型钨矿床 矿脉绝大多数赋存

于花岗岩体内
,

矿脉顶部延至花岗岩体与围岩接触界

面
,

一般均骤然 尖 灭
,

主要 矿脉均围限 于岩体界

面之朴。一 米范围内 图
,

岩体的围岩对成矿起

图 内接触带石英大脉型钨矿床垂直分带特征

此类矿床垂直结构分带不明显
,

仅表现为顶部矿

脉条数多 矿脉密度较大
,

往深部矿脉条数逐渐减

少 矿床或矿脉中上部厚度或总厚度最大
。

矿化深度

较浅
,

矿脉或矿脉组 的长度与深 度之 比
,

一般为

一 。

内外接触带大脉型钨矿床 该类型矿床主要

赋存在隐伏花岗岩与围岩接触带的内外各 米

范围内
,

如木梓园
、

大龙山等矿床
。

矿床结构从上到

下可大致分为 云母
、

石英线脉带 矿化标志带
一

,

石英细脉带 矿化带 , 薄一大脉带 矿体 无矿

石英脉
。

矿床顶部云母
、

石英绚泳极为细小
,

一般宽 一

厘米
,

成组成带密集分布
,

其云母或石英线脉内有

时可见到锡石
、

黄玉或黑钨矿等
。

脉侧蚀变现象也较

明虱往下逐渐变为石英细脉带
,

一般刁刊民工业价值
。

在岩体接触带内
、

外 米左右的区间
,

石英脉幅以

一 米为主
,

少数可达 米黑钨矿
、

辉钥矿等

矿化显著增强
,

构成具有工业意义的矿脉
。

其下部石



英脉幅无明显变化
,

但矿化极其微弱
。

此类矿床外撼确虫带部位的矿脉
,

其成矿温度较一

般外接触带矿床相对偏高
,

而且钥矿化较强 锡石主

要集中出现于花岗岩体界面附近的矿脉中
。

以此可作

为判断深部花岗岩体内是否存在工业矿脉的标志
外接触带大脉型钨矿珠 矿床产于隐伏花岗

岩体上部或花岗岩体旁侧围岩中
。

矿脉顶端尖灭较为

急速
,

其上部云母或石英线脉
、

细脉都环发育
,

甚至

缺失
。

如棕树坑钨矿
。

该类矿床矿脉的形态较规整
,

总体呈长板状延佩
矿床垂直结构可划分为 含矿薄脉带

,

含矿大脉带
一 ,

无矿大脉瓶 矿床工业矿化主要处于稳伏花岗岩体之

上一定距离的大脉带
,

矿化下延未至喘体界面之前
,

往往突然变弱以至完全消失
,

变为无矿石英脉
外接触带细脉带型钨矿床 此类型矿床主要

产于隐伏革日甸岩体上部的围岩中
,

但矿化一般也深延

到才日刽岩体内一定的深度
。

这类矿床的突出特点是
,

其垂直分带明显
,

从上到下依次为 绷永带
一

, 细脉带
一 ,

薄脉带冲大脉带 尖灭带
。

以漂塘钨锡矿床为例
,

其

矿床垂直分带特祖踪合于表
。

矿床顶部由密集的云

母与石英线脉构成
,

线脉宽 一 厘米
,

成组成带密

集出现
,

含脉密度 一 条 米至 条 米以上
,

含脉

率一般小于 在云母
、

石英线脉内
,

常见有铁理

云母
、

黄玉
、

锡石
、

黑钨矿等矿物 其脉侧蚀变较强
,

构成矿化标志带
。

矿床中上部以石英细脉为主
,

由幅

宽
一

厘米的多组产状系细约含矿石英脉组成
,

石英

细脉互相 ⋯郊只成网
,

密集成带分布
,

含脉率一般在

以上
,

构成细脉带型矿依 矿床中下部含矿石英脉的

幅宽逐渐增大
,

多数为 一 厘米
,

含脉密度为 一

条 米
,

称为薄脉带
,

往下含矿石英脉幅宽 厘米

的逐渐增多
,

最大脉幅可达 一 米
,

称为大脉带
。

根据深韶亢道或钻孔工程揭露资料
,

矿脉已延深到隐

伏花岗岩体内
,

矿脉数量显著减少
,

矿化仍然较好
,

推测在花岗岩体内的矿化深度大于 的米

外接触带石英脉型钨矿床垂 分带特征

分分分 分段定 指标 工 业 盆 义义 延 深深 垂直结构示意剖面图图 带名称称

段段段 各级脉一的脉体条数与总条数之比比比 ‘米

卜叹叹 一 叹叹 一哎哎 一 少 厘米米米米米米
皿米米 厦米米 度米米 厘米米米米米米米

顶顶顶 士 土 可作找矿标志
,

有有 加

市市
线脉带带

部部部 时下部个别矿脉可可可可可

供供供供供供供供开采采采采采

心 部分具工业价值 细脉脉 、 细脉带带上上上 士 士 带型矿床具工业价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娜娜娜 士 薄脉带带

中中中 土 工业矿床的主要部位位

娜娜娜 《 大脉带带

下下下 士 土 局娜或部分具工业业
那那 《 价位位位位位

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 尖灭带带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注 括号内百分数为矿带内少 一 成 厘米脉体条数与包括《 厘米的脉体总条数之比

该类型矿床当矿化强度较大时
,

矿床规模一般较 均为工业矿体赋存地段
,

当其以细脉带占主导地位时

大
,

矿化深度往往大于 米
,

矿脉带长 深
、

宽之比 则称为细脉带型矿床
。

多为
, 一 。

其细脉带
、

薄脉带和大脉带 矿床顶部为含矿云母线或石英线 它是该类刑矿



床良好的直接找矿标志 只有在具备较为有利的成矿

地质条件的地区
,

云母一石英线成组成带密集分布时
,

即一般能圈出一定范围含脉密度在 条 米以上的连

续矿化标志带时
,

才可能出现与上述相类似的矿床垂

直分带
,

深部可能出珍彗熟工业价值的矿体
。

结 论

本区钨矿床开采历史悠久
,

一些矿床已被工程揭

尽到底
,

普查勘探工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和经验
,

初步认识到区域钨矿形成的地质条件和矿床分布规律
二

含钨丰富较高的区域地球化学背景
,

区域性长

期活动的深切断裂发育
,

构造份岩浆活动强烈
,

是成

矿的有利地质条件
。

复合构造及其特殊的复合形式
,

控制着花岗岩体的突起岩峰以及矿田
、

矿床的分布
。

钨矿床 点 与燕山期花岗岩有着密切的成因

联孔 钨矿床形成与含钨花岗岩浆分异演化机制密切

相芜 从成岩到成矿基本上是一个连绷环断的演化过

程
,

成矿物质或成矿流体为岩浆分异侧七晚期的产物
。

高硅
、

富孩
,

贫钦
、

锐 钵 钙
,

含钨丰度较

高的花岗岩
,

是 』刻鸡矿床有关岩体的共同特低 岩浆

分异演化特点及其发育完善程度
,

岩体顶部或边缘含

石榴石二云母或白云母碱长花岗岩的存在
,

似伟晶岩

边或团块
、

细晶岩脉等发育
,

是判别成矿岩体和预测

钨矿床的重要标志之二
主要钨矿床多处于花祠岩株或隐伏花岗岩体突

起岩峰的内
、

夕堵触瓶 随着花岗岩体突起岩峰标高

的降低
,

钨矿床由内接触带成矿冲内外擞虫带成矿

外接触带成矿依次逐渐过渡 矿化也相应地从
,

, , , , , 。

矿化富集部

位与岩体形态
、

产状变化密切相关
,

其岩体凹部或舌

部
,

以及产状由陡变缓的地段
,

是矿化富集较有利的

部位
。

构造逐级控岩控矿十分明觅 燕山期强烈活动

的北东向池江大断裂
,

以及 日匕东向
、

东西向构造带
,

是控制区域成矿花岗岩及钨矿床分布的主要构造条件
。

各矿床之间呈等间距斜列分布 矿脉受低级别低序次

容矿裂隙的直接控机 区内西部矿床以北西西向矿脉

为主
,

东部矿床以 陈东向矿脉占主导 由前述两组

与东西向等多组矿脉构成的矿床
,

往往规模较大
。

矿

化富集区段及最佳矿脉呈有规律的分布
。

成组成带密集出现的含矿云母
、

石英线脉
,

是

产于夕沸触带钨矿床的重要直接我矿标志 岩体上部

围岩中微弱矿化的短小石英脉群
,

以及相伴的硅化
,

即
“
矿芒

” ,

是找寻或预侧隐伏岩体内钨矿床或矿脉的

良好标志
成矿花岗岩复式岩体 包括陇伏复式岩体

,

常

出现多次的成矿作用
,

各次成矿作用的盛加
,

有利于

形成矿化富
、

规模大的矿床
。

根据上述成矿地质条件和钨矿分布规律
,

在区内

进行预侧
,

相继找到了木梓园
、

新庵子
、

石雷等隐伏

或半隐伏钨矿未 同时
,

在一些已知钨矿床内也先后

发现了新矿体或盲矿依
在工作过程中

,

曾蒙杨明桂
、

吴永乐
、

李祟佑
、

李亿斗高级工程师的具体指导
,

图件由李朝信工程师

清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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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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