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大龙山钨相矿床中黑钨矿的标型特征及矿化富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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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概况

矿区位于西华山杨眉寺复向斜之次一级漂塘

背斜的南端
。

背斜轴向北东巧一
。

矿床主要分

布在中晚寒武世浅变质砂板岩中
,

受复向斜次一

级小背斜控制
。

推测成矿母岩应为黑云母花岗岩

体之下隐伏的燕山晚期白云母或二云母花岗岩
。

矿体受压性和压扭性裂隙控制
,

形态较复杂
,

多呈不规则的脉状
、

透镜状
,

脉体常 出现 分枝

复合
、

尖灭再现等现象
。

矿脉延伸方向主要为北

月陈
、

北东东和北西西向
,

倾角多为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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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总体向北西撤开
,

向南东收敛
,

呈帚状展布

见图
。

脉体出露最大标高为 米左右
,

向下

延 深最低标高约 米
,

工业 矿体主要分布在

一 米高程之间
。

矿床的矿物成分复杂
,

有 余种
,

主要工业

矿物为黑钨矿
、

辉钥矿
,

伴生有锡石
、

绿柱石
、

辉秘矿
、

自然秘
、

白钨矿
、

黄铜矿
、

闪锌矿和方

铅矿等 其他矿物主要有石英
、

萤石
、

方解石
、

黄铁矿
、

毒砂
、

磁黄铁矿
、

铁锉云母
、

白云母等
。

围岩蚀变强烈
,

主要有云英岩化
、

铁锉云母

化
、

硅化
,

其次为黄玉化
、

电气石化
、

萤石化和

碳酸盐化
。

蚀变与矿化的关系较为密切
,

不同类

型的蚀变伴随的矿化不同
。

初步统计
,

云英岩化

强烈对钨锡矿化有利 铁锉云母镶边
,

对钨钥矿

化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绿泥石化对铜铅锌硫化物

富集有利
。

从早到晚可划分如下四个矿化阶段

①含辉钥矿一绿柱石一黑钨矿石英脉阶段

②含锡石一辉钥矿一自然秘一黑钨矿石英脉

阶段

③黑钨矿一锡石一硫化物石英脉阶段

④含黑钨矿一辉钥矿一萤石一碳酸盐阶段
。

其中黑钨矿和辉铝矿演化时间最长
,

形成的

温度范围也大 爆裂法测定黑钨矿为 一 ℃

辉钥矿为 一 ℃

黑钨矿的标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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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大龙山钨相矿床地质 草图

一冲积层‘ 一矿脉 一地质界线 一断层

一 黑钨矿的物理化学性质 颜色为灰黑

色和黑色
,

晶形多为半自形
、

自形晶的板状晶体
,

常见的单形为
、

和
,

平行

面的解理完全且发育
。

反光显微镜下
,

黑

钨矿的反射色多为灰白色和浅灰色
,

反射多色性

微弱
,

内反射为褐色至褐红色
。

视觉光度计测定



大 龙 山 钨 相矿床不 同标高 照钨 矿的标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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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成都地质学院 范良明
、

帅德权
、

钟照 样
、

刘文君 同志测定

主 要 矿 脉 中 不 同 标 离 照 钨 矿 的 化 学 成 分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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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射率
、

比重瓶法测得的比重
、

显微硬度
、

比

磁化率
、

晶胞参数等列于表

化学分析和光谱分析查明
,

黑钨矿 除含
,

,

主要元素外
,

还含有
, , ,

, , , , , , ,

,

等微量元素
,

主 要元素含量见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黑钨矿中的 变化不明

显
,

一般是矿化富集地段含量高些
。

「

值随深度加大有变小的趋势
,

但在 米中段又有

所增加
,

这是因为矿液进入黑云母花岗岩体中

可从岩体中带出部分铁造成的
、二 黑钨矿的标型特征 由表 们吓肴出 不

同标高的黑钨矿的结晶形态
、

延长系数等有明显

的变化
。

晶形由上而下
,

从薄板状向厚板状变化

使矿物粒度由细变粗 矿石构造由带状构造向团

块状构造演化
。

其延 长系数由上而下逐渐增大
。

晶胞体积最小
,

延长系数大
,

轴率亦大的黑

钨矿主要分布在较深部位
。

反之
,

晶胞体积大
,

延长系数小
、

轴率也小的黑钨矿多集中于浅部
,

这与一般矿床分布规律是相反的 据矿物包裹体

测温结果
,

浅部平均温度为 五乏深部平均温

度为 均证明本矿床 冬有逆向分带特征

矿 化富集规律

不同岩性的矿化程度有所差异 矿区内

要工业矿体几乎均产在浅变质砂板岩中 , 脉体

进入黑云母花岗岩内 矿脉急剧减少 脉幅变小

矿化不好

矿化在垂直方向上变化较人 黑钨矿随深

度的增加 其晶体形态
、

共生组 合和富集程度都

有所不同 从总体吞 上部以 一 矿化 为 卜

中部为 一 矿化
,

下部为 一 一 并

伴有 一 一 等硫化物矿化 号矿脉
。

脉体的形态
、

产状与矿化的关系也非常密

切
。

总的趋势是 矿脉形态狂杂的矿化好些
。

矿

脉由大变小
、

两矿脉相交
、

分枝眨合和尖灭再现

的地方均是矿化富集的 重要剖改
、

脉体的产状由

陡变缓和脉体内的
“‘

中石 附近往往矿化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