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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坡矿床是大厂矿田中的一个重要的锡石一

硫化物型矿床
,

以往勘探程度和地质研究工作程

度均比较高
。

在多元统计分析方面
,

原广西冶金

地质 队作过大量工作
,

并提出了长坡矿床以金

属元素为自变量
、

矿体标高 为因变量 定矿

带顶部的标高为
,

尾部标高为 的回归方程
一

骊 石
一

而
已 , “。

据此得出

各变量对标高影响依大小排列的如下顺序 ,

, , , ,

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我们针对该矿床矿物共生组合比较复杂
,

金

属矿物在不同中段既有分带又有重叠
,

而且成矿

元素有可能具多来源
、

多成因的地质特征
,

认为

仅靠传统的地质一矿床学和矿物学研究和统计
,

已不能充分揭示成矿元素的某些地球化学特征
,

特别是元素间的共生组合
、

垂直分带等基本问题
。

因而在前人工作和地质调查的基础上
,

选用逐步

回归和 型因子分析的方法
,

对该矿床不同中段

和矿体的 个样品中的
, , 、 , ,

及 作了多元统计分析
。

并针对这两种方法结

果之异同
,

探讨成矿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

元素垂

直分带等特征
,

取得了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效果
。

矿 田 和矿床地质概 况

矿田内出露有泥盆纪至三叠纪地层
。

矿体产

在中上泥盆统扁豆状灰岩
、

条带状灰岩
、

硅质岩

和富含碳质的板状灰页岩中
。

岩浆活动主要为燕山期黑云母花岗岩和花岗

斑岩
、

长英岩等
。

矿田中部有黑云母花岗岩侵入
,

致使岩体四周围岩成环状构造
。

矿田内的矿床明显受构造控制
,

矿床多处于

北西向压扭性断裂与北 东向断裂构造的交叉部

位
,

大致成等距排布
。

本矿床位于矿田西部
。

北西向的逆断层沿着

北西
。

向东倒转的背斜轴发育
,

矿床即位于该

背斜北西端的倾伏部位
。

背斜东翼平缓
,

西冀陡
。

长坡矿床地质特征缘合斑 班

矿田地处南岭东西向构造带的西端与广西山

字型构造前弧西翼的复合部位
,

形成长达 多公

里的北西向线状褶皱带
。

带内诸矿田主要受山字

型构造控制
,

斌存在东西向与南北向构造复合形

成的隆起部位
。

誉 据 队资料整理
。

中中创创矿体类型型 矿床类型型 围到到
·

矿 物 组 合合 矿 化化

大大大大 裂隙脉型型 黑黑 锡石
、

硫盐类矿矿 黄铁矿化
,,

脉脉脉脉 锡石硫化化
口

色色 物
、

铁闪锌矿
、、

硫盐类矿化
,,

型型型型 物矿体体 灰灰 黄铁矿
、

少量方方 向深部有减减

页页页页页页 铅矿
、

辉锑矿矿 弱趋势势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四四四 细细 裂隙充填交交交 锡石
、

铁闪锌矿
、、

黄铁矿化
、、

脉脉脉脉 代细脉带型型型 黄铁矿
、

白铁矿
、、

硅化
、

电气气

带带带带 锡石硫化物物物 脆硫锑铅矿矿 石化
,

磁黄黄
网网网网 矿体体体体 铁矿化向下下

脉脉脉脉脉脉脉 有增强趋势势

六六六六六六 锡石
、

黄铁矿
、、

同 上上

磁磁磁磁磁磁黄铁矿
、

铁闪闪闪

锌锌锌锌锌锌矿
、

确锡矿
、、、

硫硫硫硫硫硫盐类矿物物物

号号 层层 似层状细脉脉 细细 盛黄铁矿 为主
,,

磁黄铁矿化化
状状状状 浸染型交交 条条 铁闪锌矿

、

锡石
、、

为主
,

毒砂砂
似似似似 代型矿体体 带带 毒砂砂 矿化次之之
层层层层层 灰灰灰灰
状状状状状 岩岩岩岩

号号号 网脉浸染染 硅硅 黄铁矿
、

胜黄铁铁 毒砂矿化
、、

型型型型矿体体 质质 矿
、

毒砂
、

锡石
、、

黄铁矿化
、、

岩岩岩岩岩岩 铁 闪锌矿矿 盛黄铁矿化



矿床斌存在中
、

上泥盆统硅质岩
、

条带状灰

岩和扁豆状灰岩中
。

矿体形态在地表及浅部主要

呈脉状
,

中深部则以似层状为主
。

组成矿石矿物

比较复杂
,

主要有锡石
、

脆硫锑铅矿
、

铁闪锌矿
、

黄铜矿
、

黄铁矿
、

磁黄铁矿和毒砂等
。

矿床 自地

表至深部锡石及硫化物的产 出具有垂直分 带特

征
。

前人认为矿床中下部较富集锡石
,

上部相对

集中辉锑锌铅矿
、

黝锡矿等硫化物
,

但对元素垂

直分带则认为是
’

上锡下铜中间锌
” ①

。

矿床地质特征见表
。

多元统计分析主要结果

样品和工作方法 本矿床已由不同水平

中段坑道所控制 见图
。

, , ,

为自变量
,

在 一 型

计算机上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

同时对每一批数据

作 型因子分析
。

矿床不同中段的逐步回归方程 超

二中段 二

四中段 一

六中段

号矿体 以 作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

没有引入任何变量
。

与其他成矿元素之间相关

性均很差
。

号矿体

对于上述结果
,

以四中段为例作了方差分析

表
。

复相关系数
, 二 艺

,

表

明显著性是高的
。

⋯材严严

二二幽幽

四 中段方理分析 襄

平平平方和和 自 由 度度 均 方方 值及显 著性性

回回归归
二 夕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

刹刹余余 高度显著著

总总和和 一

矿床不同中段的因子介 裹 ③

四中段方班 衰

探矿工程和矿体位里示愈剖面图

一坑道及中段编号
。

一矿体及编号

样品有关参数如表 所列
。

衰

中中段段 标高咪 矿带 体 编号及类型型 样品个数数

、

号细脉带型矿体体

四四四 同 上上

六六六
、 、

田号细脉带及 号层层

面面面面脉脉脉

九九九
,

号似层状矿体体 号 个个

号位于 号下部 号 个个

中中 段段 第一因子子 第二因子子 第三因子子 第四因子子

, ,

四四四
, ,

六六六
,

号矿体体
, , , ,

号矿体体
, , , ,

几
,

点 认 识

把逐步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结果进行对

比可以看出
,

两种不同的统计方法在探讨该矿床

不同中段元素组合特点和垂直分带上
,

既有各自

二
、

四
、

六中段及
、

号矿体的分析结果

分别以 为因变量
,

以其他 元素
, ,

①严云秀 广西大厂矿 田原生带状分布及矿床成因探讨
,

年
。

②因箱福限制
,

某些参数和 各中段相关矩阵从略
。

③因 , 幅限侧
,

未列出各中段正交旋转因子介
。

的特点又有共同之处
。

例如
,

回归分析结果反映

出自地表至深部
,

与 相关的元素依次为 。 ,

,

和
。

只是在 号矿体
,

与

其他成矿元素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

对比因子分析

结果
,

包括 号矿体在内的往上各中段
,

均呈

单独的因子
,

而到深部的 号矿体
, ,

则

构成同一因子
,

并且在回归方程 中两者组成



的回归方程
。

即两种结果均

表明在深部 与 之间关系密切
。

从表 的数

据也反映出这种趋势
。

对深部矿体地质观察的结果证实
,

锡石的含

量与毒砂的关系密切
。

即锡石在深部随着毒砂的

增加而变富
。

这个特点在长坡附近正在施工的另

一更深的矿床中亦得到证实
。

要指出的是
,

在元素周期表中
,

一 构成对角线元素
,

表明两者地球化

学性质的共同性
。

成矿元素的地球化学特点和物质来源 自

矿床地表至深部
,

均与 组成同一因子
,

两

者之间的相关性亦极好 在各中段 值 自 至
。

相反
,

各中段的 与 之间均不相关
,

亦不组成同一因子
。

从表 可看出
,

与 常

组成同一因子
,

且相关性较好
。

地质观察结果
,

矿床中 主 要呈脆硫 锑铅矿产 出
,

在近地表钻

矿物的含量显然多于锌矿物 含铁闪锌矿
,

后者

主要在中深部有所富集
。

造成上述地质特征的原

因
,

一方面是因
,

在迁移过程中地球化学

性质有所区别‘ 〕,

同时 更 反 映 出
,

与
,

两组元素可能有不同的物质来源
。

据本

区铅同位素资料〔’〕和矿 田 围岩中成矿元素的平

均含量 表 得出
, ,

主要来源于围岩地

层
,

而
,

则主要来自酸性岩浆
,

并可形成

夕卡岩型锌铜矿床
。

这 些资料与本文的 多元统

计结果一致
。

从逐步回归分析数据来看
,

与
,

之

间的相关性普遍要高于对
,

的相关性
。

参

考 队对 与花 岗岩体 关系的研究 〔’」及表

的数据
,

认为 主要来自于岩浆源本身
。

综合以

上资料
,

我们认为长坡矿床成矿元素是多来源
、

多成因的 表
。

矿田岩桨岩
、

泥盆系 中成矿元 的平均含一 衰

名名 称称

黑黑云母花岗岩岩 肠
。

佣
。

花花岗斑岩岩
。 。 。 。

泥泥 盆系系 近矿 一一〕
。 。 。 。

远远远矿矿
。 。 。

元元 素克拉克值值
。 。 。

以以

泥泥盆系远矿与克克

拉拉克值之比比比比比比比

资料来源 中国科学院贵阳地化所 ‘ 广西

大厂矿田成矿作用和物质成分报告
。

主 , 成矿元介的来翻 班

来来 源源

围围岩地层层 十十 十十十 十 十十 十十

酸酸性岩浆浆 十 十十 十十

注 十 十 一主要来派 十 一部分来源

主要成矿元公的垂 分带 衰

位位 置置 元 素 组 合 分 带带

远远远 浅 部部
, ,

岩岩岩 中 部部
, , ,,

体体体 深 部部
, , ,

近近 岩 体体
,

不 同 中段
,

相关系 做 值

中 段 变 化

衰

趋 势

注 括号内 为次要元素

根据我们的地质观察研究
,

结合多元统计

结果
,

初步提出长坡矿床成矿元素垂直分带表 表
。

需要说明的是
,

这种分带主要表示元素在空

间上的赋存关系
。

其特点是
,

元素 亦反映在矿

物上 在垂向上既有主次之分
,

也有彼此的重复

出现
,

而不是简单的单一元素的分带
。

从表 可

以看出
,

在本区寻找 的指示元素
,

随标高的不

同而有所区别 在地表是
, ,

在中部主要

是
,

而在较深部则是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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