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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香花岭矿锡铅锌多金属矿床形成机理的探讨

文国律 郭立信

中南工 业大学地质系

对矿区外圈泥盆系棋梓桥组和 佘田桥组碳酸盐岩和矿区内的 花岗岩
、

石英斑岩

岩体进行了 系统的取样分析 详细研究了碳酸盐岩全岩铅同位素
、

矿石铅同位 和

硫 同位素组成以及单矿物包襄体成分
、

测温和单矿物徽 元素含 变化等特点
。

认

为该矿床的成矿物质来源于 ①铅锌 主要来薄于棋梓桥组 白 云岩
、

白 云质灰岩和佘

田桥组白 云岩
、

白 云质灰岩
,

部分来于岩体
,

②锡主要来抓于寒武系浅变质砂岩和

泥盆系跳马涧组砂岩
,

部分来 自花岗岩岩体
,

③钨主耍来薄于花岗岩岩体
。

从地洼

观点进一步分析探讨了该矿床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机理
,

认为该矿床 为湘 南典 型的地

洼型多因复成矿床
,

并指 出了 该类型矿床的找矿耍点
。

地质背景

香花岭矿位于东南地洼区
、

赣桂地洼系
、

来阳地

弯的南缘
,

通天庙短轴背斜的北东倾伏端
。

区域构造

线方向
,

受南岭东西构造带与未阳一临武南北构造带

的复合部位制约
。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地台构造层泥盆系中上统棋

挂娇组和佘田桥组
,

由砂页岩
、

微晶灰岩
、

粒状 白云

岩及枝状层孔虫新月形条带状白云岩
、

花斑状白云岩

和钙质砂岩等组成
,

是本区
、 、

的含矿层
。

次为地槽构造层寒武系浅变质砂岩
。

地佳构造层分布

在矿区的外围
。

矿区构造以断裂为主
,

其中以 断层规模最大

倾向南东
,

倾角 一 “ ,

自南西向北东
,

贯穿整个矿

区
,

全长
,

由地表向下
,

延伸至花岗岩接触带
。

下盘为寒武系浅变质砂岩或泥盆系中统跳马涧组砂

岩 上盘为棋梓桥组和佘田桥组白云岩
、

灰岩
。

断裂

带中充填有锡石硫化物
、

铅锌硫化物矿体
。

矿体下盘

绿泥石化强烈
,

并有一层绿泥石构造岩
。

据其特征
,

该断层曾多期多次活神
,

为张扭性结构面
。

由 断裂所派里出的次一级断裂有
, 、 。 ,

由
,

派生出来的更次级断裂为
, 一

、 一 、 , 。

形 成

以 为主千断裂的复杂的
‘

入
”

字形帚状 构造 图
,

成为本区的导矿
、

配矿和容矿构造系统
,

控制了本区

矿田
、

矿床和矿体的空间分布
、

形态
、

产状和规模及

矿化富集规律
。

矿区出妈有花岗岩
、

花岗斑岩
、

煌斑岩和细晶岩

脉等
。

与锡铅锌矿化有关的是徽子岭黑云母花岗岩和

花岗斑岩
。

花岗岩体沿
,

与 断层交汇部位侵入
。

地表呈

似椭圆形
,

面秘
’ ,

呈岩株状产出
。

主要矿物

为石英
、

钾长石
,

次为黑云母及少量锉云母
。

副矿物

有黄玉
、

错石
、

金红 石等
。

由表 可知
,

岩体
,

与一般花岗岩相比
,

富钾
、

钠
、

硅
、

铝
,

而贫钙
、

铁
、

镁
,

为碱质偏酸性典型的地洼型花

岗岩
。

矿床地质特征

一
、

矿床基本特征

本区矿床矿化元素种类多
,

矿床类型复杂
,

主要

有 锡石硫化物矿体 锡一铅锌硫化物混合矿体 铅

锌硫化物矿体
。

按照矿体形态产状特点
,

可分为缓倾

斜矿体
、

陡倾斜矿体和似管状 矿体三类
。

其特征 见

表
。

二
、

矿化富集规律

矿化类型 复杂
,

矿化 具有多期 多阶段性 本区

矿化元素有
、 、 、 、 、 、 、 、

等
,

据成矿地质特征矿化可分为

沉积期的 一
、

矿化
,

形成本 区 的

矿源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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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香花岭 石硫化物多金属矿床地质平面图

一第四系 一 下石炭统
。 , ’

一上泥盆统佘田桥组上部灰岩
, “ ’一佘田桥组 中部白云岩

, ’

一佘田桥组下部灰岩
, ’

一中泥盆统棋梓桥组上部灰岩
’
一棋梓桥组中部白云岩

, 一跳马润组砂砾岩 呀一寒武系变质砂岩 讹
’

一黑云母花岗岩 一夕卡岩
一

铅锌矿化带
一 一

一铅锌锡矿化带
一 一

一锡铅锌矿化带 一锡矿化带 一地

质界线 一不整合线 一断层 一钻孔 一矿化分带界线

旅子的燕云母花脚岩主要化举成分 襄

样品数
, , 】

岩浆期和伟晶岩期稀有元素
,

形成岩浆自变

质作用型和伟晶岩型的
、 、

矿床

夕卡岩期的
、 、 、

元素矿化
,

形成小型的
、 、

矿床
, 、 、

矿床

和
、

矿床

气水一热液 期的
、 、 、 、 、

矿化
,

形成
、

矿床
、 、

矿床和
、

矿床
。

其中夕卡岩期和热液期是本区
、 、

的主要成矿期
。

不同矿化期的
,

矿化阶段也不同
。

如热液期
,

据

矿体 内 的 穿切
、

复脉状构造和矿物共生组合
、

矿石结

构构造等特点
,

矿化阶段可分为 磁黄铁矿一锡石硫化

物阶段 黑钨矿一石英阶段 毒砂一锡石硫化物阶段

方铅矿
、

闪锌矿一石英阶段 方铅矿
、

闪锌矿一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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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阶段 方铅矿
、

闪锌矿一铁锰碳酸盐阶段 图
。

同一矿体常是经历了多期多阶段矿化叠加
、

改造而成

的
。

例如 工 矿体是在夕卡岩矿化的基础上
,

再经热液

期的登加
、

改造富集形成锡石硫化物似层状矿体
。

矿床形成机理

匕二竖址上米米

一
、

矿化与岩桨岩
、

地层岩性的关系

矿化与岩浆岩的关系 本区不同类型的矿床
,

在空间上围绕着众子岭岩体分布
,

呈现正向分带的特

点
。

矿化温度自岩体向外依次减弱 图
。

这表明矿

化与岩浆侵位活动关系密切
。

表 表明
,

黑云母花岗岩

和花岗斑岩 晗量均较高
,

分别为华南燕山期花岗

岩 ① 的 倍和 倍 花岗斑 岩的
、

含量 分别为

华南花岗岩的 倍和 倍 花岗岩的
、

含量 为

华南花岗岩的 倍和 倍
,

而花 岗斑 岩
、 、

含量均较高 分别为花岗岩的 倍
。

这也体 现 了

华南复式岩体 晚阶段酸性岩脉
、 、

含量增高
圈 中段南成矿期成矿阶段特征素描圈

一砂岩 一白云岩 一含夕卡岩角砾班黄铁矿锡

石硫化物脉 一含磁黄铁矿锡石硫化物角砾黑钨矿石英脉

一含石英熟钨矿方铅矿闪锌矿角砾方铅矿闪锌矿方解石脉

巩一绿泥石构造岩

矿化富集主要受构造控制 矿体
、

特别是富

矿体
,

主要赋存在断裂带内
,

成主断裂的分枝及其上

盘更次级裂隙内
。

不同构造序次内赋存的矿化元素
、

矿化类型和规模大小亦有不同 表
。

矿化 具有正向分带特征 不 论在 水 平 方向

或垂直方向上
,

矿体围岩蚀变
、

矿化元素
、

矿物组合和

矿床类型都显现出正向分带的特征
。

自众子岭花岗岩

体向外
,

自上而下
,

其蚀变依次为钠长石化
、

云英岩

化
、

硅化
、

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
。

且在同一蚀变带内

不同类型的蚀变常至加在一起 表
。

不同的蚀变类

型伴随有不同的矿化类型
。

矿床围岩蚀变分带实际上

体现了矿化类型的分带
。

自瘩子岭花岗岩体向外
,

自

上而下
,

依次出现花岗岩型的
、 、

稀有元素

矿床
,

分 布在正 接触带 高温热液
、

矿床分布

在接触带附近 中温热液
、

矿床 则分布于远离

岩体的外接触带
。

同样
,

矿化元素和矿物组合在空间

上也表现出正向分带的特征
。

如图
、

所示
,

自徽

子岭花岗岩体向外
,

自上而下依次出现 一 一 。

带
,

带
,

一 一 带
,

一 一 带和

一 带
。

相应的矿物组合依次为黑钨矿一锡石一辉铂

矿带
,

锡石一闪锌矿一方铅矿带
,

方铅矿
、

闪锌矿一

锡石带和方铅矿一闪锌矿带
。

标高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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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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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比值蚕向

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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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犷犷方方万万卞卞飞一一
捉 书 动动

彼彼彼彼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 月一 ,

旅旅旅旅 口 月 《二二
弓弓弓弓月月月月月月月 巴 匕 胃胃

叫叫叫叫叫叫叫 砂 之 子子
矛矛矛矛矛矛矛矛矛矛 , 日勺

曰曰曰曰 ,,,,,,,,里墓墓 书书 遥遥
召召 户 ,,

兰 兰 乏乏
州州州

露桑罄罄
叫叫叫

娜娜 雄雄 秦秦
户 ,,

翻翻翻 世 相 淤淤
口白 目 目 白 口

一一 怡怡 于 脚脚 椒椒 粉粉粉
。。 盆盆盆 肠肠 令令 车 协协 段段 段段段
、、 理理理 加加 临 加加 田 姐姐 任 邢邢 于 初初初

飞飞飞飞挑挑 乎 协协协 巾巾 城 闷闷闷
位位位位位位位 祖祖 车 也也也

件件件件坂着着着着着 田 书书书
门门口

一一 胜胜 获 芍 天天 琢 减 岩到 履 衍 《 书书 泰 弃 泰 云云 获 书 仁仁

琢琢
叫

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

璐璐璐 脸 忆忆 , 迎迎 二二 篇 犯犯 曰曰 己己 ,

噢噢 叹彭益爵爵嫂嫂嫂 翻翻翻 迎迎 斤 食食 噢噢
目 , , , , 目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立立立立
门‘‘ ‘ 每每 噢 诬诬 认 络络 ‘ 盛盛 ‘ 拓拓 七涛 云 下 赵赵

攀攀攀攀 拓拓拓拓拓拓拓拓
‘‘‘ 中中 一 。 卜卜 ” 涪 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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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
。

上述说明
,

翻子岭岩体及其侵位活动对本区

锡铅锌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热源和物源
。

矿化 与地层岩性 的关系 矿体围岩主要为泥

盆系棋梓桥组和佘田桥组碳酸盐岩石
,

而以棋梓桥组

含层孔虫化石的粒状白云岩
、

佘田桥组新月形条带状

白云岩更为有利
。

锡铅锌矿体多富集在构造发育或二

种岩石接界的部位
,

且矿体富
、

规模也 较大
。

如
仲

铅锌矿体
, 担

矿体和
书

矿 体上盘 的 铅锌锡管状 矿

体 图
。

对矿区外围阿尔陀佛一锦田泥盆纪地层剖面所进

行的系统分层
,

采样和测试 表 表明
,

棋梓桥组

和佘田桥组内
、 、

含量较高
。

与世界碳酸盐

岩对比 ②
,

其富集系数较大
。

此外
,

对远离矿体下盘

米内砂 岩中的 分析表明 表
,

跳马涧组

砂岩
,

对面山群砂岩的 含量高
,

其富集系数较大
。

仁仁仁
困困 曰 画

岩岩

’’ 画 画 口
幼子岭岩体福铅锌含 , 衰

岩 体 样品数 缨
之山

斑 图 太平一新风矿段成矿通度等值线圈

一勘探线号 一等沮线 一侧温矿物取样点

一姗裂法沮度 一中段标高 一推测等温线

黑云母花岗岩

花岗斑岩

, , ‘

花岭矿外目碳酸盐岩成矿元 , 含 , 衰 襄

综上所述
,

棋梓桥组和佘田桥组碳酸盐岩
,

对面山群

和跳马涧组砂岩
,

应属原始沉积
。

前者为
、

矿

源层
,

后者为 的矿源层
。

二
、

硫
、

铅同位素组成

硫同位素组 成 特 点 矿 区 ” ’‘

的平均值

接近于 表
。 ’书

正 值 占
,

占 ’礴

在

编 以内的占测数
,

少数样品为 编 以上
。

其

离差值最大为 写
。

从总体来看
,

全区硫同位素

取取样位置置 样品品 元素含量平均值 》》 富 集 系 数数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佘佘田桥组组 子
棋棋梓桥组组 吕吕吕吕

平平 均均均
。

组成较稳定
,

占 ’‘

变化 范围较狭窄
,

成矿物质具有

梭源或地壳深源的特点
。

但少数样品的离差和偏离值

类似于洒顶铅锌矿床硫同位素组成特点
、一

飞 ,

表明本 区

馨馨攀翼黝耀舞潍豁热黯黯
图 新风矿段 号穿脉北壁素描田

一白云岩 , 一白云岩中苔醉虫化石含量 一 一白云岩中苔辞虫化石含量 肠 一黄铁矿
、

铅锌矿化白云岩

一锡铅锌矿体 一铅锌矿体 一断层 一地质体产状

①据南大华南燕山期花岗岩瓦
二 ,

云 酥
二 · 。

华南花岗岩 瓦
二 ,

乙
,

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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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硫的来源复杂
,

既有祖源或地壳深源硫
,

又有海

水和生物硫
。

矿区不同矿段的矿体
, ’礴

仍有差异
,

且有一 定

的波动范围
,

如
’

矿体为 一 一 编 矿体为
一 陆 管状矿体为 一 一 输

。

这说

明各矿体的成矿方式和成矿 期不同
。

同一矿体
’呜

矿体下 砂 , , 斑 衰

取取样位 样品数数 , 集系数 ③③

眺眺马润组组

对对面山群群

的波动范围
,

显示出矿化阶段不同
。

从这三个矿体的

空间关系来看
,

管状矿体接近岩体
,

矿体离岩体较

远
,

矿体远离岩体
。

因此
,

各矿体
’‘

值存在的差

异
,

反映出各矿体成矿条件的差异
。

铅同位素组成特点 表 表明

矿 石铅
, “ “ , “ ,

, “ ‘ , ” , , “ ’
厅“ ‘ ,

铅同位素组

成变化率为 一 ,

矿石铅属稳定型
,

铅具有岩

浆分异铅或地壳深源铅的特点。 王增润据表 的数据

计算
,

方铅矿的模式年龄为 一 百万年
,

平均

百万年
,

晚于翻子岭岩体 一 「同位 素年龄 百

矿田 内 类矿体硫同位介姐成特征衰 衰

侧侧定矿物物 样品数数 占 , 月

哈哈 , ’ , 占 ,

变化范围围 平均偏离值编编

方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铁矿矿 一

黄黄润矿
、

毒砂
、

盛黄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花的福铅锌多 口矿床方铅矿及外曰碳吐盐岩全岩样铅同位索组成班 斑

样样 号号 样 品品 采样位工工 铅 同 位 素 组 成成 铅 同 位 素 组 成 变 化 率

名名名 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

‘

一

方 铅 矿 矿体体
。 。 。 。

一

方 铅 矿矿 矿体体
。 。

方 铅 矿矿 矿体体
。

方 铅 矿矿 矿体体
一

竹叶状灰岩岩 佘田桥组组
。 。

灰质白云岩岩岩
。

一

中较白云岩岩岩
。

一

白云质灰岩岩岩
。

一

中拉白云岩岩岩

一 一

层孔虫粒状白云岩岩 棋梓桥组组
。 。

一

白云质灰岩岩岩
。

一 一

白 云 岩岩岩
。

,

为大地所李志纯提供
。

万年
,

说明方铅矿的形成晚于地层
,

而与傲子岭花岗

岩
、

花岗斑岩同时或稍晚
,

故本区方铅矿的形成与岩

浆俊入活动有关
。

可见众子岭花岗岩岩体和花岗斑岩

②据涂和费
,

世界破酸盐岩 卿
, 。

③据秦勒
,

砂岩 。 。

④地质部矿产情报网中南分网
、

地质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中南层控矿床专辑
。

体是矿区各类矿床矿石铅的重要来源
。

四个矿石铅侧

试样品中
,

一个样品模式年龄 百万年
,

早于矿化地

层的形成
。

它说明有一部分矿石铅来源于地壳岩石铅
。

香花岭矿田外围棋梓桥及佘田桥组碳酸盐岩

全岩样品中 表
,

铅同位素的变化范围在 一

,

个样品中有 个
, “‘ “ ‘ ,

平

均变化率为
,

大于矿 石 铅 平均变化率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 厅“ ‘ 、 , ”‘
厅“ ’

等比值变化不大
,

岩石

铅较矿石铅变化大
,

放射成因铅较高
,

故本区棋梓桥

组和佘田桥组碳酸盐岩石铅应属地壳铅与岩浆分异铅

的混合铅
,

是本区矿床矿石铅的来源之一
。

三
、

黄铁矿中徽 元紊钻镇含 特征

不同成因黄铁矿的
、

含 量 和比值不同 ⑤
。

各类矿体 中黄铁矿的 。 、

含量均小于
。

但

不同矿体中黄铁矿的 值不 同 表
, 称

矿体

黄铁矿的 平均值大于
,

说明是 以岩浆热液

成因为主
俘 、

矿体上盘 管状 矿体 中黄铁矿的

值均小于
,

表明为沉积成因
’

矿体 中黄

铁矿的 。 值处于 与 及管状矿体之 间
,

故具

有沉积与岩浆热液双重成因的特征
。

此外
,

从本区各

类矿体中方铅矿
、

闪锌矿
、

石英和方解石等包裹体气

液成分分析资料表明
,

大多含有
、 、 、 、

、 、 、 ,

缺氧
,

而
、 、 、

等成分含量不稳定
,

亦表明与上述矿体成因特征的一

致性
。

四
、

矿床形成机理

本区经历了地槽
、

地台和地 洼三个不同的地史发

展阶段
。

相应的具有三个不同的构造层
。

地枪阶段 本区沉积了巨厚的海相碎屑岩建造
,

经区域变质形成一套浅变质岩系
,

为典型的地槽构造

花的矿床盆铁矿中
、

含 , 裹 襄

样样 号号 取样位工工 平均比值值

一 一

矿体体
一 一

一 一

矿体体
。

一 一

一 一 ’

矿体体
一 一

一 一 ,

矿体体
。

一 一 。

一 一 ‘

矿体上盘盘
。

一 一

管状矿体体
。

一 一

矿体上盘盘
。 。

管管管状矿体体体体体体

层
。

矿区范围内
,

地槽构造层主要为寒武系浅变质砂

岩
,

其 含量高 见表
,

是本区 锡 矿的 重要 矿

源层
。

地 台阶段 在古生代沉积了一套滨海一浅海碳酸

盐岩建造为主的地台构造层
。

其中泥盆系中统棋梓桥

组和上统佘田桥组碳酸盐岩层
,

在矿区范围内分布广

泛
,

为一套富含层孔虫化石的碳酸盐岩石
。

经系统剖

面测 量取样分析 见表
, 、

含量较其他同类

岩层高
。

含层孔虫化石白云岩是本 区 一一 矿化畜

集的有利围岩
,

全岩样铅同位 素 具有混合铅的特征
。

矿体黄铁矿 中钻镍 含量比值 见表
,

以及占 , ‘

值

的变化特征
,

都表明铅锌矿体具有沉积特征
。

说明在

棋梓桥组和佘田桥组碳酸盐岩层沉积 时就有
、 、

的原始沉积
,

形成了本区
、

矿的矿源层
。

地洼阶段 本区构造运动与岩浆活动强烈
,

是本

区矿化富集活动
、

各类矿床形成的主要时期
。

燕山运

动是地洼构造活动的剧烈期
,

所形成的断裂裂隙构造

是矿区内岩浆
、

矿化活动的先导
,

它控制了矿区内岩

体
、

矿体的形成与空间分布
。

岩浆的侵位不仅本身带来了一定量的成矿元素
,

而且提供了
“

热源
”

及成矿物质搬运
“

介质
” ,

使周

围
“

矿源层
”

的成矿物质活化转移
,

在其接触带或外

围富集成矿
。

因此
,

翻子岭花岗岩体既提供了成矿物

质
,

又起了 “

动力机
”

和
“

转换剂
”

的作用
。

在岩浆侵位过程中
,

由于结晶分异作用
,

晚期形

成的残余岩浆 融体中富集有
、 、 、

等稀

有元素
,

沿凝固岩体收缩裂隙贯入
,

在有利的部位形

成以天河石为主的伟晶岩脉 和 含 绿柱石较多的不规

则的似伟晶岩壳
。

与此同时
,

由于岩浆的蒸馏作用
,

从熔浆分馏出来的大量挥发性组份
、 , 、

一 、 , 、

等以及 成矿 元素高温气水溶液
,

与

已固化的 花 岗岩和 早期形成的似伟晶岩进行碱质交

代
,

产生钾长石化
、

钠长石化
,

形成岩浆自变质型的
、 、

矿床和伟晶岩型的
、 、

矿床
。

众所周知
,

黑云母是
、

的主 要挑带物
,

钾

长石是 的 主 要 携带物
。 、 一 ⑥ 认

为
“

碱性一富钠热液的钠长石化作用也将导致黑云母

的白云母化
。

赋存在黑云母晶格中的金属含量释放出

来
” 。

由于碱质 交 代 作 用以及黑云母白云母化
,

促进了
⑤据成都地质学院 《矿床学 》教材下册

,

年
。

十 、

厅
十 、

⑥ 泰勒著福矿地质学
、

地质出版社
,

年 月
。

’‘

的 活化转移
,

’ 从黑云母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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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离浸出
,

而 则 从 钾 长石 中解 离浸 出
,

转入 含

挥 发性组 份和 富钠 的溶 液 中
,

和 则 可 能 以

〕
、 、

等形式

进行椒运
。

随着钠 长 石 化的进行
,

不 断 消耗
,

溶液的碱性不断减弱
,

酸性 逐 渐增 加
,

使 〔

〕在溶液中不稳定
。

当溶液 沿 主干断

裂自南往北运移至石英砂岩接触带附近
,

介质由碱性

变为酸性
,

含锡的 和 含钨的

及 等络合物
,

很快从络合物中解离沉

淀
,

而产生锡石和黑钨矿
。

这就导致了在南段花岗岩

体附近 矿体锡品位增高
,

黑钨矿大量出现和矿体下

盘砂岩中浸染状矿化的重要原因
。

当含矿溶液沿 进

入岩体的外接触带的碳酸盐围岩时
,

随温度的降低
,

硫离子浓度不断增高
,

溶液酸性减弱
,

碱性增高
。

这

时溶液 呈 弱碱 性
,

可能以 和
。

等

形式扭运
。

在中性溶液中水解形成锡石

心
当溶液在温度不断降低

,

压力不断减小
,

硫离子

浓度不断增高
,

硫化物则由开好拍勺低硫毒砂
、

磁黄铁

矿和黄铜矿的出现
,

至晚期高硫黄铁矿
、

闪锌矿
、

方

铅矿的大量形成
,

而导致缓倾斜似层状锡石硫化物矿

体
、

锡石铅 锌硫 化 物混合矿体和陡倾斜铅锌矿体的

形成
。

当含矿的气水热液沿构造运移至岩体与碳酸盐围

岩的接触带或附近有利的围岩中
,

如含层孔虫化石的

白云岩
、

新月形条带状白云岩
、

花斑状 白云岩等
,

在

中深条件下
,

发生接触交代作用
,

形成本区小而富的

锡铅锌夕卡岩矿床
。

总之 本区各类矿床形成经过了

一个多期
、

多阶段沉 积再 造
、

叠 加改 造的 复杂的

过程
。

结 论

地台构 造 层泥盆系棋梓桥组粒状白云岩和佘

田桥组新月形条带状白云岩是本区
、

成矿的 矿

源层
。

地洼阶段傲子岭黑云母花岗岩和花岗斑岩提供

了部分
、 、

的矿质来源
。

地 台构造层泥盆系

跳马润组砂岩及地槽构造层寒武系砂岩浅变质岩系
,

是本区锡矿的矿源层
。 、 、 、

等成矿元素

主要来源于地洼阶段的翻子岭黑云母花岗岩体
,

故本

区成矿物质具有多源的特点

成 矿 具 有多期多阶段性
。

矿区内各矿化期形

成时间上有先后
,

空间上紧密连生在一起
,

晚期矿化

继承早期的矿化
,

并叠加改造早期矿化形成新的矿体
,

使矿体内的矿物组合
、

结构构造复杂化
,

是本区矿床

叠加改造多成因的标志
。

矿化 富集活 动 主 要发生在地洼阶段的剧烈

期
,

这一时期构造与岩浆活动极为强烈
,

构造运动是

本区控岩控矿的先导
。

矿化富集活动主要是由于岩浆

侧立活动引起的
,

它一方面带来了一定量的成矿物质

和热液
,

另一方面提供了成矿的热源
,

使矿源层内的

成矿元素活化转移
,

在有利的地质
、

物理化学条件下
,

富集形成规模大小不等
、

不同类型的矿床
。

故本区的

矿床为典型的沉 积再造
、

并以岩浆热液为主登加改造

而成的多因复成矿床
。

它是湘南典型的地洼型多成因

复成矿床之一
。

寻找
“

香矿
”

类 型的矿床
,

首先要找类似于

本区的矿源层建造
,

然后在此建造中找有利的构造及

其所控湘助有利于成矿的礁灰岩相和隐伏岩体
,

三者

尤以构造礁灰岩相更为重要
。

文中化学分析
,

硫同位素
、

包裹体成分与测温由

我校侧试中心测试提供 铅同位素由北京三所测试
,

部分测温资料由湖南冶金地质研究所测试
。

此外
,

香

矿
、

队提供了一定的资料
,

地质 一 届毕业同学

参加了部分工作 在撰稿过程中得到了陈国达
、

何绍

勋
、

吴延之等教授的关心和指导
,

在此
,

致以衷心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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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地质探矿和安全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

【本刊讯 由冶金部地质局和冶金部安

环司主持的 年度冶金地质探矿和安

全工作会议
,

于 月 日至 日在太原

市召开
。

出席会议 的有冶金地质各劫探

公 司
、

武誉黄金部队
、

物探公 司主 管探矿
、

安全工作的

领导
、

处 科 长
、

工程 师
、

专业 干部和部分先进 队
、

权

台的 代 表以 及 先进 个人
,

共 人
。

长春冶金地质学校
、

《地质与勘探 》编辑部
、

中南冶金权械厂 也派代表参加

了会议
。

会上
,

代表们听取并认真讨论 了冶金部地质局副局

长成辅 民同志所作的
“
深化 改革

,

加 强管理
,

增产节约
,

再创探矿 和安全工作新水平
”

的工作报告
。

报告指 出

在部党组 和地 方党委
、

政府的领 导与关怀下
,

冶金地质

工作坚持改革
,

执行以找矿 为中心的方 针
,

年 地

质探矿工作又 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 ①在 少开动 钻机 的情

况下
,

超顺 完成 了探 矿计 划任务 ②在前两年台

月效 率连续增长的基础 上
,

年 又 有大幅度提 高
,

达

到 米
,

跨 入 了 国 内同行的前列
。

其中
,

首钢地质公

司和冶 金 部 第一 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突破 了 米
,

东北

公 司
、

山 东公 司
、

福建公 司突破 了 米
,

西 北 公 司突

破 了 米 大 关 召 工 程质贵有了进一 步提 高 「金刚

石 钻探技术推广工作有新的进展
,

金刚石 钻 机 的 台教 己

占开动钻机 的 ⑤砂钻 和外营工程 童 继 续增长
。

报

告在谈 到今后任 务时提 出 要搞好增产节约
、

增收 节支

工作 抓好机 台建设和升级活动 加 强科研攻 关 继 续

搞好技 术改 造与推广工作 试点 改 革钻探作业 制度
,

改

善钻工生活 条件
。

报 告特别强调要做好 安全工 作
。

与会代表们 还讨论 了局探矿 处起草的四个加 强探矿

技术和管理 工作的有关规 定草案
。

最后
,

地质局还表彰 奖励 了在 年探矿
、

安 全工

作中作出成绩的先进集体与个人 以 及在人造金刚石 钻

探技术研试和推广中作出贡献 的有关同志
。

地质局探矿

处长张思 用 同志作 了大会总结
。

代表们表示 要 团结 一致
,

奋 力拼搏
,

开拓 前进

为全面 完成今年的工作任务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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