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锡矿山锑矿田原生异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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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有色地质 队

⋯、、,

粼 怕从

一丫盯扩沁

钾
‘

山是盛产娜盯
‘

的老矿民 解放以来
,

在矿区

进行了大盆的找矿勘探工作
,

在地质普查的同时
,

开

展了落创限普查找矿
,

取得了良好找矿效果
,

扩大了矿

区远最
,

延长了矿山寿命
。

笔者通过整理历年原生晕

资料
,

认为澎田内成矿成晕元素主要来自深源热液

沫自圈岩是次要的
,

且空间分布受构造控制
,

主要

到七东 北西向构造制约
,

两组构造交汇处异常发

橄 已知区地表分布的原生晕异常
,

已被历年见矿钻

孔所证实
,

表明矿区内所呈现的
, ,

等元
,

素的原生晕异常
,

具有一定的地质找矿意义
。

因
,

因
巨刃

口
回

口

怀
’ 厂

,’

坪烟

矿田地质概况

侣矿山铆时田位于湘中凹陷之涟邵复向斜北端
,

安化一宁乡及白马山一龙山两个东西向构造带之间
,

地处祁阳弧形构造之北东翼
。

区内出礴石炭系及上泥

盆统碳酸盐岩和砂页岩
。

矿田构造以 , , 为界
,

上盘

为拐矿山背斜西典
,

发育多条南北向和北北东向逆一

逆冲断裂及交错发育的背
、

向斜
,

组成反
“

多
”

字形

构造沉阵国 其下盘即钱矿山背斜东翼
,

发育多系次

级分支
“
入

”

字形断裂及北东向表皮摺皱群
,

平面上

构成向北东徽开
、

向南西收敛
、

南北两端倾伏的债卿
‘

山短轴背斜 图
。

矿田各级构造分别控制了矿区
、

矿段和矿床的分布
。

在翎旧
‘

山背斜东翼出礴一条云斜

煌斑岩脉
。

其同位素年龄为 百万年 据湖南有色

地质研究所金荣龙资料
。

已知铆时床受背斜及断裂控

制
,

斌存于上泥盆统佘田桥组上段硅化灰岩中
,

呈以

层状和带状产出
。

主要矿石矿物为辉锑可
。

围岩蚀变

以硅化为主
,

次为碳酸盐化
、

黄铁矿化
、

粘土化
、

重

晶石化等
。

其中硅化与成矿关系密切
,

可作为重要的

找矿标志
。

一 ’·

中连

图 矿山锑矿田 构造地质图
, , 一 中上石炭统壶天群 , 一下石炭统 一

上泥盆统锡矿山组 , 一上泥盆统佘田桥组 ,

一硅化层 一煌斑岩脉 ①一 ⑩一断层及背向斜编

号 一断层 一背斜 一 向斜 一地质界线

一 见矿钻孔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一 不同岩石 岩相 徽 元素分配特征 ‘表



矿山 一矿田 地一橄 元介分砚特征 ,

地地 层层 倾倾 元 平 均 含

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 已已

下下下 茅口组砂页岩
。 。 。 。 。

栖 , 组灰岩
。 。 一 。

弘弘 认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中中上石炭统立天群 、 。 。 。 。

下下下 梓门桥灰岩
。 。 。 。 。

石石石 侧水砂页岩
。 。 。

炭炭炭 石班 子灰岩 ’ 。 , , 。

统统统 刘家塘灰岩 》》
。 。 。

孟孟孟 公坳灰岩
。 。 。 。 。

邵邵邵东段砂页岩 》》
。 。 。 。 。

上上上 欧家冲砂页岩
, 妒

。 。 。 。

泥泥泥 马枯脑灰岩
, 今 。 。 。 。

盆盆盆 泥塘里铁矿层 , 护 》》
。

统统统 免子塘灰岩
,

长长长龙介 贞岩
, ’ 。

佘佘佘田桥组灰岩
、

砂页岩 , 。 。 。

凡

中中盆盆 棋子桥灰岩 踢
。

灯

泥泥统统 跳 马润砂页岩 曰曰

前前泥盆系 一
, ,

云云料煌斑岩脉脉 ‘
·

‘‘ 。
·

。。 ,
·

’
。 。 。

, , , , , ,

元 素在

下石炭统测水组 、 , 、

邵彩且
,

上泥盆统

锡矿山组欧家冲段 , , 、

兔子塘段
、

长龙

介页岩
、

佘田桥组 中丰度较高 中

泥盆统跳马涧组 和前泥盆系 一 则以
, , ,

丰度高为特征
。

·

微量元素丰靡与岩性有关
,

一般砂
、

页岩中的

平均含量高于灰岩
,

砂岩中以富
, , ,

页

岩中以富
,

为特征
。

云斜吹卿斑岩脉中
, , , ,

的

含量明显偏高
,

近矿与远矿部位某些元素的含量有明

显差异 嚷
,

表明岩脉先于成矿
,

且在成矿期发生

了元素的带入带出
。

云科泊斑岩脉部分元索 一 分段对比 ,

目

地地 段段 常 元素 徽 元

毛 人

物物 华 近矿
。

竹竹山煤矿 运矿
。 。

二 主要断裂带中徽 元索分配特征 衰

矿区 主 断裂橄 元介平均含 斑

知

断断层名称及编号号 倾 数数

龙龙虎山一朱溪垅 ③③
。 。 。

集集 云 ⑤⑤
。 。 。

谭谭家冲一龙王池 ④④
。 。 。 。 。

龙龙虎山一六古塘 ⑧⑧
。 。 。 。 。

大大 坪一龙王 池 ⑧⑧ 盛盛
。 。 。 。

大大 坪一坪 澳 ⑦⑦
。 。 。

, ,,

’
。 。



目呈州。山
二的﹁工

︵浓︸
,一

‘侧

之

曰 ,

,门、

中等倾角
、

向西倾斜的 , 中
, , ,

, ,

含 偏高
,

异常元素组合较其他断裂复

杂 如龙虎山一朱澳垅断裂 向东陡切 只有 偏

高 大坪一龙王池断裂 向西陡切 仅有 含量高
说明 , , 为矿田主要的导矿

、

赋矿断裂构造
,

其他断

裂为运矿构造
。

各断裂与岩脉
、

含矿层元素分配 平均含量为

表明 , , 岩脉

佘田桥组灰岩 龙虎山一朱澳垅断裂

岩脉 佘田桥灰岩

岩脉 大坪一坪溪断裂 一 卜

佘田桥灰岩 岩脉 , ,

佘田桥灰岩 岩脉
, , 佘田桥灰岩 大坪卜

龙王池 佘田桥灰岩 户
·

岩脉 了 。

说明矿田内成矿成晕元素主要是通过构造进行运移和

再分配
,

来自围岩是次要的
。

元素的这种分配特征显

示出自 , , 往西
,

元熬且合及水平分带为
, ,

,

,
,

,
。

三 徽矿化与某些常 , 元索的关系 硅化与锑

矿化关系极为密切
,

即锑矿体均产于硅化岩石 肺
中

,

担矿化强弱与硅化强弱并 城共消长关系
,

锑矿

主要富集在含 一 的中等硅化岩石中
。

与常 元素 , , , ,

呈同消长趋势 图
。

四 矿田岩石地球化学场 矿田面积 平方

图 佛与常 元 的 关系

公里
,

共采集 件原生晕样品
,

经随机抽样 剔

除矿化岩石 对 个元素作含量统计
,

其平均值与黎

彤值对比列于表
。

由表 可知
,

矿田内
, , , ,

在岩石中的平均含量较黎彤值高
,

为高背景场
,

含量相近 其他元素较黎彤值低
,

属亏损元素
。

矿田某些 元 , 岩石地珠化学场与 , 形值对比 斑

元元 素素

矿矿田平均含
。 。 。 。 。 。

彤 值值
。 。 。 。 。

注 单位为

原生晕异常特征

一 地衰原生 异常 矿田内分布有
, ,

, , , ,

等多元素异常群 图
。

异常多呈带状或不规则面状
,

长轴川七北东向

为主
,

次为南北向或北西向
,

与矿 田构造线方向一致
。

断裂带下盘晕较上盘晕发育
,

如已妇泊勺老矿山
、

飞水

岩等矿致异常沿 , , 分布
,

在上盘水平分散距离

翔 米
,

下盘 一 米
,

其范围大于硅化

体
,

异常在 异常中心呈交叉状
,

由中心

向外显示
, 州 州

, , ,

的同

心环状分带
。

龙虎山
、

水托
、

大坪等地的异常也具上

述特征
,

只是 异常较老矿山和飞水岩弱
,

但
,

异常强度较高
。

呈北西向展布的带状汞异常与隐

幻约北西向摺皱 背斜深部的硅化体呈北西向突起

相照映
,

锑矿体即赋存在背斜舍雌之翼部
。

在单一断裂或距断裂带较远处
,

发育线状异

常
,

组份较单一
,

多为非矿或弱矿化引起
。



资料
,

自地表往深部元素具有
卜 、 心 。 ,

一 , 的垂向分带特征 在水平方向
,

高浓度在内带
,

处于中带 、,

在外带
〕

图 是带状矿体的原生晕垂 勺和浓度分带 ,

意图
。

与元素垂向变化相对应的矿物分布为 部为

石英
、

辉锑矿
,

中部为方解石 辉锑矿
,

卜部 为方解石
‘

标高 元本组合 、 卜惬

、、了

、、一

一

、 ,

卜、、、、、

、、、

‘

丁
, ,

,

摘竹区

“

全
‘, 一 “

,

“ ” ,

一 了 户 ,

一 〔 矛

一 川

飞

,

,

一 】 屯

一

、以

外 带

中 带

丁 毛

‘ 弓 十布

内 带 】 朋 。 天 、

浓度分带

月连厉

回
,

回 回 口
。

口 回 团
图 地表原生 异常分布图

, 一硅化层 一 云斜煌斑岩脉 一断 层 一锑异常 一 汞

异常 一砷异常 一铅异常 一 锌异常 一钥异常 一 锡异常

异常具组份分带特征
。 , ,

异常 主

要分布在老矿山
、

飞水岩
、

龙虎山等地段 异常

多分布于矿田的西南部 异常集中在矿田的北部

和西部
,

异常呈零星分布
,

但 与
,

,

异常分布在同一地段
。

二 原生异常空间分布特征

分散距离 近矿体部位
,

异常吻合好
,

一般下盘晕较上盘晕发育
。

层状矿体 在上盘的分

散距离为 一 米
,

为 。一。米 下盘 的分

散距离 一 米
,

为 一 米
。

带状矿体受断裂

控制
,

异常沿断裂可延伸几百米
, ,

的分

散距离更大些
,

异常在矿体上盘或页岩中发育
,

一般分布于整个开阔的背斜隆起带顶部
。

垂向和水平分带 根据部分钻孔及坑道原生晕

图 带状矿体异常元 素分带示 愈图

咬三 原生 异常对找矿的指示作用

异常是圈定硅下扫冰或热液活动范围有效的

指示元素
。

北东向的锡矿山短轴背斜控制 了橙个锑矿床
,

已知拍勺层状矿体受深部北西向硅化体隆起所控制
,

带

状矿体受北东向断裂控制
。

与北东向断裂对应的北东

向
,

异常和北西向 异常吻合较好时
,

指示

菊部有盲矿体
,

这已被历年见矿钻孔所证实 龙虎山
、

水托
、

大坪等地 综合异常与已知区相

似
,

是寻找深部佘田桥组与构造共辘部位盲矿体的有

有利地段
。

地表所早现的综合异常
, 一 般中心 为

且与分布范围较大的 异常套含 当 卜 ‘帕
, ”一 时为矿致异常 面状异常反映层状

矿体
,

带状异常反映受断裂控制的带状矿体

本文是总结 年 以来的 〔作成果撰成
‘

由

本人水平所限
,

片面性和错误难免
,

敬清批润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