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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山钨矿是具有三种矿化类型的大型矿床
,

即层间细脉带似层状型
、

石英大脉型和石英网脉

型
。

近年来对矿床成因提出了不同看法
,

争论的

焦点是层间细脉带矿化的成因问题
。

广西冶金地

质 队的勘探报告 ①和 队的勘探设计书 ②都

认为该矿床属岩浆热液成因
。

冶金部南岭钨矿专

题组 〔’〕把大明山钨矿归 于岩浆期后气化热液矿

床
。

万兵〔 〕提出大明山钨矿是层控成因
,

马林青

等〔”’则认为是沉积一岩浆热液叠加成因
。

嗣后
,

还

有人继续著文认为该矿床属岩浆热液③和岩浆热

液畜集层控 ④成因
。

层控成因的主要依据是

矿体呈似层状
,

严格受地层层位控制

矿层厚度与地层厚度同步变化 黑

钨矿呈粉尘碎屑状
,

矿石具 同生 条带状构造

矿体赋存的地层莲花山组含钨丰度高

似层状矿与区内出露的细粒斑状白云母

化 花岗岩无明显的成生联系
。

我们通过对大明山钨矿的成矿特征和三类矿

化相互关系的研究认为
,

讨论大明山钨矿床的成

因
,

必须对三类矿化同时考虑
,

它们具 有 相 同 的

成因
,

主要都是在岩浆期后热液作用下由同一的

成矿作用形成的 成矿物质钨主要是来 自岩浆
,

但不排除围岩也可能带来一部分成矿物质
。

矿 区 地 质

矿 区位 于桂中台凸昆仑关一南丹褶断带南

段
,

昆仑关一南丹大断裂东侧大明山复背斜北西

倾伏端的西翼
。

矿区内只出露寒武系和下泥盆统

图
,

两者均为容矿地层
,

层间细脉带似层状

矿化即产于早泥盆世地层中
。

矿区西部还出露中

上泥盆统至三登系
,

但与成矿关系不大
。

矿区的摺皱和断裂都比较发育
,

对成矿有明

显的控制作用
。

七凤背斜是大明山复背斜的次级

褶皱
,

轴向与复背斜基本一致
,

总体呈北西向
,

但在石高区段枢纽发生 了转折
,

致使轴向在石高

以东为 一
“ ,

以西为 一
“ 。

轴部岩层

倾斜平缓
,

约 一 “ ,

西翼倾角较陡
,

约
” 。

这个背斜对岩体和矿床定位都起 了重要的控制作

用
,

成矿花岗岩和三类矿化都集中出露于背斜轴

向转折部位的周围
。

与摺皱同期产生的
、

后经断

裂加强和改造的层间滑动和层间剥离裂隙
,

是控

制层间细脉带矿化的容矿构造
。

区内断裂构造相当发育
,

按断裂延伸方向分

为北西组
、

北东组
、

近南北组和近东西组
,

其中

以前两组对成岩成矿的控制最重要
,

而近东西组

却不发育 图
,

但也有石英大脉充填
。

北西组

是平行昆仑关一南丹大断裂的次级断裂
,

是直

接控制与成矿有关花岗岩浆上升的导岩构造
。

北

东组的 和 , 是控制该花岗岩定位的储岩构造
,

使岩体沿这两断裂之间呈北东向展布
。

年
,

队在石高南西 , 断裂北东公路 公里路碑附

近钻探
,

在深部揭落到白云母 化 花岗岩
,

证

实成矿岩体从石高向南西倾斜
,

矿化比石高地表

出露部分还要好
,

含量达
。

北西和北

东两组断裂的次级裂隙和派生裂隙
,

是石英大脉

型矿化的主要容矿构造
。

和 不仅控制成矿岩

体的展布
,

而且也控制着矿床的矿化范围
,

形成

了沿北东向长 公里
、

宽约 公里的矿化带
。

近

南北向断裂主要分布于矿区东西两侧
,

被花岗斑

岩和石英斑岩及晚期硫化物脉充填
。

在石高也有

近南北向裂隙发育
,

被含钨石英脉充填
。

①冶金地质 队 广 西人明山钨矿第一期储 量总结报告 年

②冶金地质 队 厂
‘

西大明山钨矿补充评价报告 年

②冶金地质 队 广西大明山钨矿 年普查 评价设计朽 年

③唐用俊 广西人明山脉钨矿床地质特征
,

年
。

④朱 征 广西大明山钨矿床成因及成矿机理探讨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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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 一郁江组砂血岩 一那高岭组泥质粉砂岩
,

一莲花山组砂岩 毛一寒武系变质砂岩夹板岩 几二一石英斑岩 二一花岗斑岩

式一燕山晚期花岗岩 六
‘

一燕山早期花岗岩 试一印支期花岗闪长岩 一背斜 一向斜 一逆断层 一 正断层 一 平推断

层 一实侧
、

推侧地质 界线 一不榷合界线 一隐伏岩体 界线 , 一岩体编号 。一硫化物脉 一钨矿脉

根据野外观察
,

北西组和北东组断裂均以压 石英斑晶溶蚀现象明显
。

细粒花岗岩呈隐伏产出
,

性为主兼具剪切 属斜冲逆断层
。

但是北西组发 绢云母化强烈
,

钠长石化较弱
。

据钻孔揭露
,

岩

育较早
,

被北东组错断
。

近南北组和近东西组断 体 中有黄钢矿硫化物脉穿插
。

细粒斑状白云母

裂以剪切为主兼具张开
,

属必张堑合断层
。

每组 化 花岗岩产 于矿区内部
,

岩体上部的冷凝收

断裂都有多次继承性活动的特征
,

致使不同方向 缩裂隙和次生裂隙就是控制石英网脉型矿化的构

的矿脉相互切 ,
。

造
,

并有石英大脉从围岩伸入其中
。

岩石白云母

矿区岩浆活动频繁
,

但出摇面积不人
,

以岩 化强烈
,

还有钠长石化
、

云英岩化和石英化
。

株
、

岩堵和岩脉状产出
。

由 彼此在地表呈孤立 表 列出了矿区岩浆岩的化学成分
。

由表

的小岩体产出
,

无法判断其先后关系
,

只能依据 可知
,

从黑云母花岗闪长岩演化到细粒斑状白云

岩性和同位素年龄资料来确定其先后关系
。

在出 母 化 花岗岩
,

岩石的酸性程度增加
,

璐的 个小岩体中
,

有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百 和 含量升高
,

而
, ,

和

万年
、

细粒花岗岩 ’万年
、

细粒斑状白云 含量降低
,

成矿元素
, , ,

的含

母 化 花岗岩 百万年 和花岗斑岩
、

石英 童也不断升高
。

这些演化特征表明
,

各类岩体具

斑岩脉等
。

它们分别为印支期
、

燕山早期和燕山 有内在联系和演化关系
,

是同源不同期浸入的产

晚期的产物
。

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分布在矿区北面
,

物
。

依据细粒斑状白云母 化 花岗岩与矿床的

离矿体较远
,

其周围常有硫化物脉产出
。

岩体中 空间关系
、

含钨丰度和蚀变特征
,

它可能是成矿

绿帘石化
、

绿泥石化
、

绢云母化和碳酸盐化强烈
。

的直接母岩
。



三 种矿化类型的基本特征

,

层间细脉带似层状矿化类型的基本特征

分布于七凤和河里两区段
,

在七凤已出露地表
,

在河里由于被那高岭组和郁江组筱盖
,

隐伏较深
,

与石英大脉型叠加产出
,

更深还有矿化岩体隐伏

产出
。

矿体产于莲花山组石英砂岩中
,

它是由许

多 一 厘米不等的大致平行层面 交角
“

左

右 和少量斜切岩层的石英细脉组成
。

根据连续

取样圈定的矿体
,

呈似层状
,

但单个小矿 脉

体仍以脉状产出
。

因为小脉体延长只有几米
、

十

几米
,

最长的也只有 米
,

脉幅很小
,

不能单独

开采
。

由许多脉体组合成的开采矿体为似层状
,

所以本文称其为层间细脉带似层状 型 矿体
。

由于细脉在剖面上的分布疏密不均
,

连续取样的

品位也就有高有低
,

而且还出现不够品位的
“

夹

层
” 。

这样就出现多层性的特征
。

这类矿化在石高以东的七凤背斜轴部 走向

长约 米
,

从石高至河里矿体倾向长约 米
,

但矿体厚度却从 米减至 米
,

平均品位则

从 增至
,

角岩化也增强
。

它表明

矿体长度
、

厚度
、

矿化强度都不是沿地层走向

而是沿成矿花岗岩从南西向北东的侵入方向而变

化
。

矿体在背斜轴部厚
,

翼部薄
,

构成 了
’‘

鞍状
”

矿体的形态
。

在七凤背斜的北东翼
,

经 队的大

量工作
,

仅在靠近轴部不远的地方发现一处范围

不大的异常
,

但因矿化太弱达不到工业 要求而被

否定
。

因此
,

它是一个不对称的
‘

鞍状
”

矿体
。

其原因是矿化还受到北西向断裂控制
,

北西向的

断层面成为控制矿化范围的最北界面
。

本矿化类型按其脉体形态和矿石组构特征还

可再划分为三种亚类

在七凤采场北侧有厚 一 米的似层

状矿体
,

其中少数脉体的界线清楚
,

脉幅

厘米
,

中心 为晶洞条带
,

两侧有 一 条黑钨矿

浸染条带呈对称分 布
,

有斜切细脉穿插时
,

黑钨

矿条带从层间细脉转入斜切脉中 图
。

其中多

数脉体的界线不清楚
,

似乎矿 层 体即是原来

的岩层
。

在厚约 厘米的一层矿内
,

有近 条黑

钨矿浸染条带和近 条晶洞条带
。

矿石呈浸染条

带状构造
,

条带呈连续或不连续平行分布
。

条带

间距从小 厘米至 厘米不等
。

在矿体上覆的

那高岭组泥质粉砂岩中发育的层间细脉和斜切细

脉则稀疏分布
,

但彼此相互沟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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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七凤北侧层间细脉带创脉体素描图

一品洞 条带 一黑钨矿 浸染条带 一脉石英 一砂岩

在七凤采场南侧
,

似层状矿体由密集

的层间细脉和少许斜切细脉组成
。

脉体界线基本

清楚
,

脉体中心是犬牙状的石英晶体
,

两侧亦是

一 条黑钨矿浸染条带 图
。

该亚类的分布

范围较大
,

矿层厚度也较大
。

在河里区段似层状矿体也是由层间细

脉和斜切细脉组成
,

但斜切脉人人增 多
。

无论何

种细脉黑钨矿均不再呈浸染条带分布
,

而是呈刀

片状
、

细板状
、

针状垂直细脉生长
,

其品体虽小
,

但肉眼可见
。

层间细脉带型以黑钨矿为主
,

伴生 白钨矿
,

两者比例约
。

脉石矿物有石英
、

绢云母和

萤石
。

其他共生矿物有辉铂矿
、

辉秘矿
、

毒砂
、

磁黄铁矿
、

黄铁矿和黄铜矿等
。

浸染条带内的黑

钨矿由于晶体细小肉眼难 于辨认
,

前人把它叫做

粉尘碎屑状
。

其实部分黑钨矿晶体肉眼仍 可看见

图
。

所谓粉尘状黑钨矿
,

在镜下观察也是呈

细板状
、

针状垂直或斜交和平行条带产出
。

一个

黑钨矿晶体穿过 一 个石英颗粒的现象普遍
,

这表明两者都是从溶液中析出的
。

在层间细脉与

斜切细脉交切部位
,

黑钨矿条带也从层间细脉拐



岩岩 性性 采 样样 级 化 物 含

位位位 月

二
‘

二二
,, ,, 幻幻

,,

烧 失失 总 计计

燕燕云母花岗岗 号岩体体
。 。 。 。 。 。 。 。 。 。 。

闪闪长省省 号岩体体
。 。 。 。 。 。 。

翻翻位花洲岩岩 号岩体体
。 。 。 。 。 。 。

们们狡斑状白云云 号岩体体
。 。 。 。 。 。

母母 化 花肖岩岩 号岩体体
。 , 。 。 。 。 。 。

拓拓 幽 斑 扩扩 号岩体体
。 。 。 。 。 。 。

橄橄橄梢河岩体体
。 , 。 , 。 。 。

川 “ 二 , 二 , 八 , 月 ‘ 二 一 一 一 。

分析资料引自广西冶金地质 队
。

尸
二

。

宁 、’下

一公
了 卜 、

⋯
口

七

喃 了小卜“ ‘护
· 户 ,

。 , · 、 , 帆 补抢 、 砚井 刃 乙飞

、 夕

、协
· 苦卜小‘ 启

,

卜
·

二 尸

, 君
· ,

甲 ’ , ’少
, ⋯ 书 、 小 ‘ 仁 城

‘

、户
奋不篇

,

·
· ·

一
,

一哪
、川 , 丫 ’ , 二扮二粉 ,

、、

⋯『、·

⋯⋯
“

·

⋯
‘

”“
·

手
二 。,

·

卜
·

,

,’
·

砚‘代介
·

圈 层间细脉型矿石素描图 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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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黑钨矿称为粉尘碎屑状是不合适的 相反
,

对称条带的出现正反映了热液成矿脉动性的重要

特征
。

黑钨矿晶体细小
,

说明成矿时具有结晶中

心多和快速沉淀的物化环境
。

这是因为脉体小
,

由热液带入的热容量也少
,

加之热量散失快所致
。

关于地层含钨丰度高的问题
,

表 中的
,

和 的采样剖面均离橄揽河花岗斑岩体只

有 公里左右
,

附近还有一条石英斑岩脉产出
,

它是否受到岩体侵入的影响是值得研究的
。

石英大脉矿化类型的基本特征 此类型

是指脉幅大于 厘米的含钨石英脉
。

它主要分布

于石高
、

河里两处
,

矿脉从寒武系向上延伸到下

泥盆统郁江组
,

或从围岩一直延伸到白云母 化

花岗岩中
。

按矿脉展布方向可分为 南北组
、

北 ,

大明山地区不同时代地层元众含且
巾

衰

田 层间细脉型矿石素描图

图例同图

向斜切细脉 图
。

根据这些现象
,

黑钨矿浸染条带称为沉积同生条带
,

‘原大

笔者认为把

和把晶体细

地地层层 样品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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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队
,

光谱分析
。



成分及特征傲值衰

特特 征 数 值值 标 准 矿 物物 成 矿 元 素 及 卿
月 尹尹

户户

。 。 。 。 。

一一
, 。 、 ‘ 。

‘“
·

””””

。 。 。 。 。

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组
、

北西组和近东西组
。

在石高四个方向的矿

脉都有
,

在河里主要为北东向和北西向脉组
。

已控制的矿脉有 条以上
,

脉长一般 一

米
,

最长 米
。

一条矿脉往往由多条单脉组

成
,

呈左侧或右侧排列
,

侧现距离 一 米
。

单脉长 一 米
,

脉幅 巧 一 米
,

最厚大于

米
。

矿脉沿走 向和倾向都有分支复合现象
。

矿石品位变化大
,

常呈富包富段出现 含量

左右
。

矿石以黑钨矿为主
,

尚有白钨矿
、

辉铝矿
、

黄铜矿
、

黄铁矿
、

闪锌矿及少许毒砂
、

辉秘矿
、

磁黄铁矿等
,

脉石 以石英为主
,

含少量萤石
、

电

气石
、

绢云母及方解石
。

脉石英有梳状和块状两

种
。

产于梳状石英中的含矿性好
,

产于糖粒状
、

块状

石英中的含矿性差
。

黑钨矿在脉中呈板状
、

长条状

垂直两壁生长
,

或呈放射状集合体
,

结晶粗大
,

一般 厘米
,

最长可达 厘米
。

脉中心 晶洞

构造发育
,

脉壁有云母边
,

围岩角岩化普遍
,

脉

内绢云母化常见
。

岩体石英网脉矿化类型的基本特征 产

于石高和大明的细粒斑状白云母 化 花岗岩枝

上部
,

由许多不同方向
、

不同倾角的石英细脉交

织成网
。

细脉方向有北东
、

北西
、

东西和南北四

组
,

其中以北东组倾角最大
,

达 一 了北西组

倾角最小约 一 脉幅 厘米左右
,

延长几至

十几米
,

但也有少数脉幅在 一 厘的小脉穿插

其中
。

由于网脉在岩体中分布比较均匀
,

含脉密度

度可达 条 米
,

连续取样圈定矿化深度达 米
,

含量为
,

因而构成整个岩体上部都

矿化
,

仅品位较低
。

黑钨矿集中于网脉内
,

在脉内及边部云 英岩

化带中都有少量白钨矿化
。

此外还有黄铁矿
、

黄

铜矿
、

辉钥矿
、

辉秘矿和毒砂
。

脉石矿物有石英
、

白云母
、

绢云母和萤石
。

围岩蚀变有云 英岩化
、

绢云母化
、

石英化和高岭土化
。

三类矿化的相互关系和矿化阶段划分

三类矿化的相互关系

三类矿化均明显受构造控制
,

仅具体

控制矿体的构造裂隙不同而已 层间细脉带型受

褶皱构造派生的层间滑动和 山旬剥离裂隙控制

这些裂隙还在后来的断裂发育过程中得到加强和

改造
。 “

鞍状
”

矿体的形成表明 层间裂隙在轴部

要比翼部发育的基本构造特征 石英人脉塑受 各

方向断裂构造的次级裂隙和派生裂隙控制
,

而石

英网脉型则受岩体冷凝收缩裂隙和构造次生裂隙

控制
。

三类矿化都与自云母 叱
, 花岗岩有

密切的空间关系和成囚联 系 石 英网脉 型即产

岩体内
,

其他两类矿化范 祠与岩体展 布方向
一

致
,

产 接触带附近
,

月有矿脉从围岩延伸到岩体内
。

据广西冶金地质研究所对矿 床氢
、

氧
、

硫同位素测

定结果 表
,

表明三类矿化均其有岩浆源的组

成特征
,

说明成矿热液来 自岩浆源 至 于钨的来

源问题
,

结合表 和表 的钨丰度值情况
,

应主

要是来自白云母 化 花岗岩 即使地层提供 了

部分钨
,

也是在岩浆热液的淬取 下活化转移参与

成矿的
。

矿物测温结果 表 表明
,

三类矿化

的形成温度相同
,

并具有成矿与成岩深度一致性

的特征
。

如果据此尚不能充分肯定矿床的岩浆热



大明山鸽矿床且
、

妞
、

硫网位介测定结 吸 。

裹

矿矿化化 权同位素素 硫同位 索索 极同位素素

类类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 矿矿矿 物物
““ 矿 物物 矿物 古

层层层 黑钨矿矿 十 。

辉相矿矿 十 石 英英 一

阔阔阔 黑钨矿矿
。

辉相矿矿 石 英英 一 。

细细细 熟钨矿矿
。

辉铂矿矿

脉脉脉 熟钨矿矿 十 辉铂矿矿
。

带带带 黑钨矿矿
。。。。。。

喇喇喇 熟钨矿矿 十

尸尸人人 燕鸽矿矿 电
。

黄铜矿矿 十 。

脉脉脉 熟钨矿矿
。

辉翎矿矿
型型型型型 辉钳矿矿

阳阳脉吧吧 黑钨矿矿
。

公公公公公公

大明山鸽矿床矿物浦汤绪 裹

矿矿化化 试试 采样位 , 侧定矿物物 姗裂溢度余余 均
一

化温度度

类类创创 段段段段 ‘平均位
。

〔”” 一 毛均仔

人人人 石石 。 。边部 石 英英 户户

脉脉脉 昨由由 。 , 之间 》》 石 英英

喂喂喂喂 二 ‘ , 心 石 关关 弋】 艺 呀

,, 子粗 英英

,, 煞钨矿矿

民民民民 班班 黑钨矿矿矿矿

““

黑钨矿矿矿矿

‘奋奋

黑钨矿矿矿矿

一 子、 关关 弓

河河河河 一 黑钨矿矿 亏弓冬

墩墩墩墩 地表脉脉 黑钨矿矿
石 英英

黑钨矿矿 亏

一 ,, 石 英英

黑钨矿矿

, 黑钨矿矿 吸

网网脉创创 石石 网状脉脉 石 英““

高高高高 矛 体体 造岩石英
‘‘

公间细细 七七 细 脉脉 黑钨矿矿

味味带书书 风风 细 脉脉 黑钨矿矿

未经压 力校正 目圈内的数
‘

笋为样品数 未注者为单个

乎攀品
。

液成因的话
,

至少说明在认识这类矿床的成矿特

征和确定找矿方向时
,

要充分注意岩浆 条件的控

制作用
。

三类矿化具有相同的矿物共生组合
,

矿石成分简单 均以黑钨矿为 上
,

含有白钨矿和

少量的辉钥矿
。

三类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矿石组构类型

矿体均以脉状为特征
,

仅脉体产状
、

规模不同而

已
。

黑钨矿均以自形一半自形板状结构为特征
,

仅晶体大小不同
。

三种矿化均发育晶洞构造
。

层

间细脉带型发育独特的浸染条带状构造
,

表明含

矿溶液是通过沿层间裂隙充填进入后
,

再通过交

代作用扩大脉体空间的方式形成的
,

而且是多次

脉动性进行的
。

三种矿化都具有相似的蚀变类型
,

主

要有云英岩化
、

绢云母化
、

石英化
、

萤石化和高

岭土化等
。

网脉型由于产于岩体内
,

发育典型的

云英岩化 而层间细脉带和大脉以绢云母化为特

征
,

后者的脉壁云母边也极发育
。

其他蚀变类型

和强度在三类矿化中基本相同
。

矿化阶段划分 根据矿脉的切割关系
,

结合矿石的结构构造和矿物共生关系可划分为七

个阶段

第一阶段 序幕阶段
,

生成乳白色搪粒状块

状石英脉
。

在石高 巧 窿内成矿岩体与围岩

接触处可见到由这种石英充填胶结围岩裂隙和碎

块
,

被缓倾斜的 。号脉切割
。

其余区段亦见这种

石英脉产于那高岭组中
,

走向南北
,

倾向西
,

倾

角 一 “ 。

这种石英脉基本不含钨矿化
。

第二阶段 生成灰白色致密块状石英脉
。

石

英光泽暗淡
,

含少量细粒黑钨矿
,

还有黄铁矿
、

磁黄铁矿共生 这类矿脉主 要分布于河里
,

呈北

西走向
,

倾向南西
,

倾角 一 军被北东向矿化

较好的矿脉切断
。

在七风则被层间细脉切断
。

在

石高的 号坑亦有产出
,

还有少许毒砂共生
。

这

类矿脉基本不具工业意义
。

第三阶段 是层间细脉带型矿化的主 要阶段
。

生成的石英和黑钨矿晶体都较细
,

矿石呈条带状

构造 矿脉切穿第 二阶段的石英脉 图
。

第四阶段 是石英人脉划矿化的 仁要阶段

钊

、



脉石英呈梳状和块状
,

油脂光泽强
,

黑钨矿晶体

粗
,

还有辉铝矿
、

辉镑矿和萤石共生
。

矿石品位

较富
,

是大脉型的主 要开采对象
。

在河里它明显

切断北西向石英脉
,

在七凤 可见以辉钥矿 为主的

石英脉切过层间细脉
。

第五阶段 是成矿岩体上部石英网脉型矿化

的主要阶段
。

在石高的地表和 巧 窿都叮见

到不同方向的石英网脉穿入 一 厘米的石英脉

或大脉
。

第六阶段 是石英硫化物脉的生成阶段
。

形

成的脉石英油脂光泽较强
,

有磁黄铁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和闪锌矿共生
。

在石高东侧 号脉和河里

都叮见黑钨矿和石英袋角砾被黄铁矿等胶结的角

砾状矿石
。

在石高 窿还 见到硫化物石英

脉切断含钨石英脉 图 的现象
。

在七风北侧

亦见层间细脉带被硫化物脉切划的现象
、

第七阶段 是白钨矿的 仁要成矿阶段
,

同时

还有石英和碳酸盐析出
。

它们沿微细裂隙或在早

阶段矿脉的晶洞内充填矿化
。

矿物颗粒细小
,

分

布比较均匀
,

矿化范围汁遍 , 三类矿化类型都不

同程度含白钨矿

成矿模式探讨

依据三类矿化具 有密切的相互关系 明显受

构造控制 与自云母 化 花岗岩有空间和成因

关系
,

成矿物质钨土 要与氧
、

硫
一

起 来源 该岩

体的岩浆期后热液
,

而且足在同
一

成矿作用过程

中形成的
。

因此认为人明山钨矿味属六浆期后热

液成因
,

并用成矿模式图 图
, 】

衣
,

, 之 该图

说明从印支期到燕山晚期 山 构达 多 ,川亏 引

起频繁的岩浆上升 由
几

岩浆的分异演化使成矿

物质富集 燕山晚期上升的岩浆中 以岩浆冷凝

分异出来的含钨热液脉动性进入接触带附近的 各

种裂隙
。

当热液沿斜切裂隙进入莲花山组的 山司

裂隙后
,

顺层间裂隙缓慢上升汇集
几

背斜轴部附

近
。

由于受到上覆含泥质较高的层间裂隙欠发育

的那高岭组地层的阻挡
,

含矿热液被封闭长期停

留在砂岩的层间裂隙中
,

致使有充足的时间对围

岩进行交代
。

同时还 由于背斜轴部层间裂隙发育
,

因此就形成 了轴部厚
、

翼部薄的
二

鞍状
”

层间细脉

带似层状矿体
。

进入其他裂隙的热液相应形成石

英人脉型和石英网脉型矿化

比仑关口
,

回 口
图

蒯人断裂

七风北侧层间细脉 切穿 第 三阶段石 英 脉 素描图

一砂岩 一 石 英脉 一层间细脉

圈
,

图 口
图 硫化物脉 切穿钨矿脉

一钨矿脉 一硫化物脉 一花岗岩

图 人明山 钨矿成矿模式 划

母一寒武 系
, 一 卜泥 盆系 份 一印 支期花岗闪 长岩

式
‘

一燕山 早期花岗岩 川
‘

一燕山晚期花岗岩 一脉

状钨矿 ,

一吸间细脉钨矿 一 一 网脉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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