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星锡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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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 江 有色地质勘探公 司物探队

五星锡矿床成矿元素有
、 , ,

伴生元素为
、 、

,

产于岩体和地层中不同产状的矿体
,

其原生异常分带特征不 同
,

次 生

晕的
、 、

班级异常分别反映矿体赋存部位
、

矿化 范 围 和 蚀 变 范

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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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五星锡矿区 位于 吉黑华 力西 褶皱带北

端
,

伊春断裂带东部边缘与鹤岗凸起西部边

缘接触处
,

矿区地质平面 图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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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五星矿区地质平面图

一第四 系 , 一孙吴组 一宁远村组

红山组 , 一五道岭组 , 一下黑 龙官组 ,

一五星镇组 , , 十字山组 , 一柳毛

组 , 。 “

一 白岗质花岗岩 , 。

一黑云母 花岗

岩 , 。

一闪长岩 , 丫 卜 一白岗质花 岗岩

七卜沈 一碱性花岗岩 , 击 ’一 ’”

一花岗闪长 岩 ,

”一 一黑云母花岗岩 , “ 一 ““

一斜长花岗岩 ,

一含 花岗岩 , 一地质界线 , 一断层 , 一五

星锡矿区

一 矿 区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繁多
,

主要有元古界柳毛组和十字山组片岩
、

片麻

岩
,

中夹大理岩
,

未见矿化
。

下寒武统五星

镇组厚层大理岩和薄层条带状大理岩夹碳质

板岩
,

厚层大理岩 中见锡
、

铅
、

锌矿化
。

下

泥盆统下黑龙宫组泥质灰岩和 白云质灰岩
,

内有铅
、

锌矿化
。

上二叠统红 山组砂岩和砾

岩
,

五道岭组火山岩和凝灰岩
。

主要地层未

矿化部分的微量元素含量见表
,

大理岩中
、

·

、 、 、

等元素比一般碳酸盐

岩的平均含量高 倍
。

二 矿区岩浆岩 岩浆岩有晚元古代

混合花岗岩 华力西晚期的斜长花岗岩
、

花
·

岗闪长岩
、

黑云母花岗岩
、

白岗岩和碱性花

岗岩 燕山早期主要为闪长岩
、

花岗岩
、

白

岗质花岗岩等
。

为了查明 花岗 岩的 含锡 情

况
,

对矿区附近的五个岩体作了常量和微量

元素分析 表
、 。

由表 可见
,

除二杨岩体外
,

本区花岗
’

岩均具有贫
、 ,

富
、

,

,

的特点
,

属硅 过饱
和的富碱性岩体 对照章振根介绍的《 型

花岗岩 》 地质地球化学
, ,

第 期

特征
,

本区花岗岩均属含锡花岗岩
。

由表

还可看出
,

岩株中
,

岩基中
,

说明晚期岩浆岩中 含量有所 增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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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岩体硅酸盐简项分析结果 衰 汾

岩 体 产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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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岩体微 元案简项分析结果 裹

一月任月了丹内
︺一,﹄,二岩 体 蚀变情况

甘八几八内山叮口,口几月乙,上‘任,曰几‘,曰,曰五星白岗质花岗岩

经营所斑状花岗岩

五营黑云母花岗岩

清水碱性花岗岩

二杨细拉闪长岩

云英岩化

无 蚀 变

无 蚀 变

黄铁矿化

无 蚀 变

。

。

。

。

。

由表 可见
,

只有五 星 岩 体和清 水岩体含
、 、

较高
,

比相应的克拉克 值 泰

勒
,

高 倍
。

故推 测清水 岩体有

含锡的可能
。

三 矿区构造 区内有古生代地层形

成的北西褶皱和中生代地层形成的北东向断

陷盆地
。

断裂构造发育
,

有近南北向
、

北东

向
、

北西向三组
,

与成矿有关的是近南北向

的杨树河断裂
。

五星含锡花岗岩体沿此断裂

侵人
。

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一 成矿期及规模 矿床产于五星组

厚层大理岩与五星 白岗质花岗岩体接触带及

其两侧
。

成矿期可划 为 云英岩 期
、

夕 卡岩

期
、

硫化物期
。

按矿体产 出部 位 可 分为三

带 内带矿体产于 白岗质花岗岩的云英岩化

吞

带 中
,

目前已发现 条矿体
。

南部蚀变带长

米
,

宽 米
,

延深 米
,

平均含量为

北部蚀变带长 米
,

宽 米
,

延深

米
,

平均品位
。

矿石类型 为锡

石云英岩型
。

中带矿体赋存于透闪石
、

石榴

石夕卡岩带中
,

已发现矿体 条
,

其中以

号矿体最大
,

长 米
,

厚 米
,

延 深

米
,

平均品 位
, ,

,

矿石类型为锡石夕卡岩型
。

外带矿

体产于厚层大理岩的破碎带中
,

发现矿体

条
,

最大者长 米
,

厚 米
,

延深 米
,

平均 品位为
, ,

。

矿石类型为锡石硫化物型
。

二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矿化和非矿

化各类岩石的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

成矿 元素
、 、

和伴生元素
、 、

可 形

成明显异常
,

控矿元素有
、 、 、 、



次生晕各指示元寮特征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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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五星锡矿区次生雄替常分布图

一第四 系 , 舍

一层状灰岩 , 之不 一泥质

沙质板岩 , 一厚层及条带状大理岩 , ‘ , 一 一

黑云母花岗岩 , 沉
‘

卜 “

一白岗质花 岗岩 ,

一 一异常编号 一地质界线 , 一断层口一次

生晕异常等值线

。

次生晕异常特征 来样层位和成晕

元素富集粒度试验表 明
,

取 层样 目的筛

上物为宜
。

各元素的特征值见表
。

平方

公里的测区共发现异常 处 图
,

总计

面积约 平方公里
,

各异常特征见表
。

取各指示元素异常下限值的
、 、

倍

可将次生晕异常为分
、 、

级
,

分别对

应于浓度分带的外
、

中
、

内三个带
。

级异

常 内带 元素组合以
、 、

为主
,

级异常 中带 元素姐合为
、 、 。 、

,

级异常 外带 元素组合有
、 、

、 。

经 山地工程验证
,

内 带基 本上反

映了矿体的赋存部位
,

中带大体上反映矿化

范围
,

外带能反映蚀变范围
。

原生晕异常特征 之 据岩心和探槽样
品的分析结果计算了指示元素的特征值 表

。

指示元素的相关性 含矿大理岩
·

和含矿花岗岩样品的 型簇 群分 析谱 系图

图 表 明
,

不同岩石中元素的相关程度

可反映其下伏矿体 的矿致异常特征
。

地层中

出现 异常范围内有
、

异常
, 、

异常在其外围
,

呈孤立异常时
,

其下部可

五星锡矿区次生晕异常特征

编号 异常面积 元素组合及平均含址 〔 异 常 位 置

衰

异常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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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在 白岗质花岗岩云英岩化带

主要在 白云质灰岩
、

部分在接触带

大理岩断裂带及其两侧

泥质灰岩及砂质板岩接触处

结晶大理岩层间破碎带

大理岩与 白岗质花岗岩内外接触带

白岗质沈岗岩的云英岩化带

矿致异常

矿化异常

无矿异常

无矿异常

矿致异常

矿化异常

矿致异常

吞



原生 , 各指示元素特征值 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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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型族群分析谱系图

一含矿大理岩 , 一含矿云英岩化花岗岩

能是赋矿地段
。

岩体中出现
、 。、 、

、

组合异常
,

呈孤立异常时
,

其下

部可能赋存矿体
。

矿体剥蚀程度 与异常特征 测 区

剥蚀程度南深 矿体 表 露或 剩矿 尾 北浅

见矿头或隐伏矿体
。

综合全 区 原生晕资

料
,

将不问剥蚀程度矿体的原生异常特征归

纳如下

浅剥蚀矿体
、

异常范围大
,

、 ,

和
、 、

异

常范围依次增大
, 、 、

, 。

隐伏矿体 异常范围小
,

与
、

异

常同步出现
, 、 。异常在其外围

,

在

异常范围及两侧形成异常
,

一
、 ,

一
, , 、 。、

含

量略高于异常下限
。

深剥蚀矿体
、

异常同步
,

、 ,

外围依次是
、

及
, 盆

、

一
、

,

呈点异常
。

本研究是初步的
,

不当之处请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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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工 年第 期 第 页正文左栏第 行石炭系应为泥盆系 , 第 页表 中于‘三痴 值栏 一 二十 应为 一 艺、

一 , , ”
加值栏 。应为 。, 第 页正文最后一行 应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