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西层控白钨矿矿床的产状特征
、

成矿作用

与找矿标志

包正相

湖南有色地质勘探公 司 队

矿床产于雪峰弧形带中一东段
,

板溪群浅变质碎屑岩中 , 与 特定

地层有关
,

其下有不或假整合面
。

区域地层钨丰度高
,

成矿 流体盐度

低
,

属中低温 , 以变质水为主
,

有大气水加人
,

为混 合热液成矿
。

找

矿标志 含钙质岩和不纯碳酸盐岩夹层
,

钨丰度高的海侵底或下 部沉

积建造和
、 、 、

综合异常
。

关徽词 湖南省 层控白钨矿 成矿作用 , 找矿标志

湘西层控白钨矿矿床
,

位于江南地轴雪

峰弧形构造带中段和东段
。

区内广泛发育着

元古界冷家溪群和板溪群
,

厚度 万余米
,

系一套具复理石和类复理石建造特征的浅变

质浅海相碎屑岩系
。

板溪群是主要赋矿层位
。

武陵运动导致板溪群与冷家溪群之不整合
,

雪峰运动 使代表地槽沉 积的 板溪 群一起卷

入
,

与震旦系多呈假整合接触
。

其后
,

本区

进人地台发展阶段
,

接受了震旦纪至 中志留

世的浅海相碎屑岩一碳酸盐岩沉积
,

厚

余米
。

加里东运动使晚志留世的沉积在

全区 缺失
。

泥盆系只出 露跳马涧砂岩
,

石

炭
、

二叠系多为碳酸盐沉积
,

零星分布于隆

起带的断陷盆地中
。

侏罗系的陆相碎屑岩
,

广泛分布于西部沉麻盆地和东部的常桃盆地

一带
。

侏罗纪开始引发的以断决运动为特征

的早期燕山运动
,

是继武陵运动以来最为强

烈的一次运动
,

并导致雪峰古隆起全面褶皱

成山
。

下第三系红色碎屑岩
,

主要分布于洞

庭湖区
。

岩浆岩不甚发育
。

陡倾针层 破碎 带鹤锑金犷床

该矿床是锑金为主的共生钨矿床
,

赋存于冷

家溪群上部灰绿色绢云母板岩
、

砂质板岩
、

条带状砂岩及变质砂岩内
,

于东西向羊角塘

复背斜和北东向石桥冲断层交汇部位的层问

破碎带内
,

倾角
“ ,

与地层产 状近于

一致 图 其次为交错型破碎带
,

倾角
。 。

单个矿体大者长 米
,

向深部扩展至

米
,

具膨胀狭缩和尖灭再 现的特点
,

延

深大于 米
,

呈柱板状产出
。

矿体厚

米
,

含
,

品位变化大
。

在锑金矿体中白钨矿矿体呈矿包或共生
。

﹄户

矿床类型及产状特征
图 西冲钨锑金矿床地 质剖面图

卜冷家溪群 , 一矿脉及编号

自下而上
,

产于不同层位的层控 白钨矿

矿床类型及产状特征如下

层间破碎带的钨锑金矿床 该类型

矿床见于两个层位

矿石矿物有辉锑矿
、

自然金和 白钨矿
,

共生矿物有黄铁矿
、

毒砂
、

闪锌矿
、

方铅矿

等
。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

方解石和铁白云

石等
。

近矿围岩蚀变有硅化
、

黄铁矿化
、

绿

卜巨卜‘



泥石化等
。

缓倾科层 问破碎 带钨锑金矿床

矿床位于 东西向沃 溪压 扭性断裂 南侧 下

盘
,

赋存于板溪群马底界 组中段紫红色含

钙纤城母板岩 中
,

呈薄脉状
,

产状与区域断

裂派生的 层间断裂 和蚀变带一致 图
,

局 部见有层间脉分枝与 围岩斜 交的 羽状矿

脉
,

并与强蚀变板岩组成细脉带矿体
,

但一

般仅出现于 近矿围 岩附近
。

已发 现 层矿

体 主要有 层
,

平行产出
。

单条矿 脉长

米
,

延深 米
,

是其延长

的 倍
。

矿脉厚度 米
,

平均

含 。 。

家冲张扭性断裂旁侧断块内的泥质灰岩
、

泥

灰岩和粘土质泥灰岩 中
,

与含矿地层无明显

界线
。

计有 层矿
,

均产于碳酸 盐岩 夹层

中
,

成矿间隔 米左右
。

其中以 底部矿层

最稳定
,

延伸 公里
,

矿体规模亦最大
,

单

个矿体 长 余 米
,

平均 厚 度 米
,

含
,

倾斜延深 超过 米
,

构成

明显 的柱 板状矿体 〔 〕。

主要矿石矿物为白钨矿
,

还有黄铁矿
、

黝铜矿
、

黄铜矿
、

自然金
、

辰砂
、

辉锑矿
、

方铅矿等
,

总含量在 以下
。

脉石矿物有

石英
、

方解石
、

绢云母
、

绿泥石
、

叶腊石
、

磷灰石
。

近矿围岩蚀变为褪色化
、

硅化
、

黄

铁矿化
、

碳酸盐化和绢云母化
。

它们不同程

度地发育于含矿层及其上下盘围岩中
,

是寻

找盲矿体和成矿主断裂的重要标志
。

撰辑巷凡卜 、 、

圈 沃澳钨锑金矿床地质 剖面图

一白斐系红色砂砾岩 一五 强溪组石英

砂岩 , 一马底 骆组紫红色板岩 , 一矿体

及编 号

老“ ,

篡

矿石矿 物为 自 钨矿 少量黑钨矿
、

辉

涕矿和 自然金
,

共生矿物有黄铁矿
、

毒砂
、

闪锌矿
、

方铅矿
、

黄铜矿
、

黝铜矿
、

辉铜矿

等 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
,

次为绢云母
、

叶

腊石
、

方解石
、

绿泥石
、

白云石
、

铁 白云

石
、

磷灰石
、

钠 长石
、

高岭土
、

伊利石
。

近

句“
围岩蚀变有褪色化

、

硅化
、

黄铁矿化
、

碳

酸盐化等
。

在空间上
,

蚀变与矿体相互联系

和工叠
,

形成 一 条褪色蚀变带
,

是矿体赋存

的重 要标志
,

不整合面层状 白钨矿矿床 矿床产

’古佛山倒转背斜 南冀
,

元古界板 溪群马底

骚红底部
,

与冷家溪群不整合面附近 的钙质

板岩夹碳酸盐岩石中 图
。

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
,

与地层基本整合
,

赋存于北东向郭

图 西安白钨矿矿床地质剖面图

一冷家溪群 , 一板溪群马底释组 ,

一含矿 层及 编号 , 一蚀变 带 , 一断 层

岩石节理裂隙内的细脉状白钨矿矿

床 化 仅见于安化渣滓溪
,

平行产于锑矿

层之下
。

位于北东东向岳溪
、

马家溪两条压

扭性断裂 间的次级 北西 西向张扭性 断裂带

内
,

板 溪群五强溪组浅变质碎码岩夹层凝灰

岩中
,

计有 层矿化
,

其中以第
、

层较

好
。

单矿层长 米
,

延深 米
,

厚 米 单个 矿体 长 米
,

厚

米
,

含
。

钨 矿呈细脉

产出
,

脉长 余 厘米 至 米余
,

宽 毫

米
,

充填于北东向陡倾斜及
一

与岩层产状 一 致

的节理裂隙内
。

脉体与岩层斜交或平行
,

但



含矿层仍沿地层伸展
。

金属矿物为 白钨矿
,

微量辉锑矿 脉石矿物有石英
、

方解石
,

局

部有胶磷矿等
。

近矿围岩蚀变仅见微弱褪色

化和硅化等
。

花岗岩外接触带层状似夕卡岩型 白

钨矿矿床 矿床位于东西向香岩溪复背斜西

段北侧
,

与北东 向唐家田斜冲 断层复 合部

位
,

赋存于燕山早期大神山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外接触带的热变质晕内
。

含矿地层为下震

旦统南沱砂岩组碎屑岩夹碳酸盐岩薄层
,

平

行产出 层层状
、

似层状矿体
,

产状与地层

大体一致 图
。

主要矿体位 于南沱砂岩

组上部和底部
,

单层矿 体延长

米
,

延深大于 米 平均厚度 米
,

含
。

其成矿层位与部位均较稳定
,

相邻矿体 在地层一岩 石柱 状剖面 上可以对
〕

卜匕〔 〕。

图 大溶溪白钨矿矿床地质剖 面图

一下震旦统南沱冰碳岩组 , 一南沱 砂岩组 , 一上震旦统灯影组 , 一陡山沱组 一泥炭质板岩 ,

一白云岩 , 一冰 破砾岩千 一砂质板岩 , 一板岩 , 一霏细斑岩 久材 一白钨矿层及编号 , 一断层 , 共他图

例同 前

共生矿物 有 白钨矿
、

黄铁 矿
、

磁黄铁

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
、

黄铜矿
、

毒砂
、

石英

以及透辉石
、

透闪石
、

石榴石
、

绿帘石等夕

卡岩矿物
,

其中只有 白钨矿为矿石矿物
。

近

矿围岩蚀变为夕卡岩化
、

硅化等
。

挤压破碎带内陡倾斜脉状 白钨矿矿

床 矿床位于北东向曾家溪倒转向斜轴部之

次级层间挤压破碎带 内
,

赋存于下寒武统小

烟溪组黑色页岩 夹薄层硅 质岩中 图
。

含钨石英脉多沿层间构造充填
,

产状与围岩

大体一致
,

倾角
“ ,

少数与围岩斜交
,

具有分枝复合
、

膨胀狭缩及尖灭再现等形态

特征
。

单条矿脉 长 一 米
,

延深
·

米
,

厚 米
,

含
。

矿

脉 多隐伏于地下
,

地表仅见微弱硅化等
。

矿

石矿物为 白钨矿
,

少量辉锑矿
,

共生矿物黄

铁矿
、

石英
、

方解石等
。

图 曾家溪白钨 矿矿床地质剖面图

任 一上寒武统上段 , 母孟一上寒武统下段 , 任

一下寒武统小烟 澳组 , 一上樱且统灯影组

一灰岩 , 一黑色页岩 , 一硅质岩 ,

卜断层及

编号 , 一矿脉 及编号

成矿地质作用
。

矿床呈带 状展布
,

成矿 受一 定层



位
、

岩性及其组合控制 湘西层控白钨矿矿

床 围绕 雪峰隆 起呈带状分布
,

赋存于特定

的层位中
,

大者延长 余公里 包括几个矿

床
,

小者 长 公里 仅出现单独矿床
。

成

矿层位主要为元 占界板溪群
,

矿化强度受含

矿岩系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成分制约
。

在成矿

岩石组合剖面中
,

矿化被限制在岩石微细层

理 韵律层 及节理裂隙较发育的含钙质
、

粉砂质
、

铁锰质板岩和不纯碳酸盐岩层内三

上覆具塑性和不透水性的板岩或泥质岩层对

矿化剂起屏蔽作用
。

它除促使成矿作用发生

在物理性质有着明显差异的两种岩石接触面

附近外
,

并可以对钨起着一定的吸附作用和

重矿物富集作用
。

相反
,

单一岩性岩层
,

如

砂岩
、

凝灰质砂岩
、

板岩等对成矿不利
。

本区 白钨矿矿床的含矿岩系
,

虽多属硅

铝质 碎屑岩
,

但常含一 定量的 钙质 平均

若为碳 酸盐岩 石则属 于高

钙
、

低镁
、

富硅的不纯岩石 表
。

该类

含钙岩石之所以有利于含矿热液渗滤交代成

矿
,

是因 为 能与 犷发 生 离子交

换
,

生成 白钨矿
。

成矿作用是在钨丰度较高的沉积层

上发生和发展的
,

并表现出层控性 主要成

矿物质直接来源于含钨沉积建造
,

并受一定

的时间
、

层位和岩相控制
。

湘西层控白钨矿矿床岩石化学分析结果 裹

互熏汇
岩

⋯ ⋯攀⋯
。

卜一一 ⋯一 ⋯一 ⋯一卜
。

卜
。

卜
。

⋯集⋯二

扭续
注 表中除 和 由湖南冶金地质研究所分析外

,

其余均由 队
、

队分析
。

本区地层以地槽相复理石
、

类复理石浅 层控矿的专属性
。

因此
,

这类矿床严格地局

变质含钙的硅铝质碎屑岩和地台相滨海碎屑 限于某一时代的地层
,

且一个地区元素初始

岩夹碳酸盐岩钨的初始丰度值较高
。

资料表 丰度及其组合
,

从根本上决定 了层控矿床的

明
,

区内含矿岩系 钨的丰度值 成矿元素及其组合
。

所以
,

建立 区域元素一
,

最高 一般高出地壳平均含 地球化学剖面是进行层控矿床找矿和成矿预

量
,

泰勒
,

的 倍
。

这一 狈的重要步骤
。

矿源层的存在是其成矿的物质基础
。

层控矿 成矿浦要较长的地质时间间隔
,

并

床主要是沉积成岩期后各种地质作用改造成 有稳定的矿化环境和控矿构造条件

矿
,

矿质主要来 白地层 矿源层
,

可谓地 工 矿床常形成于构适旋回 的底或下



部 区内多数层控白钨矿矿床都是在一次大

的构造运动之后
,

形成于首次海侵序列的底

部或下部地层中
。

似乎沉积间断时间愈长
,

形成的矿床规模愈大
,

分布愈广
,

西安 白钨

矿矿床便是最好的例证
。

反之
,

则矿床规模

小
,

分布局限
,

如 曾家溪钨矿床
。

因为这时

古陆提供的物源丰富
,

钨的丰度值亦高
。

矿 带 床 展布 与区域构造线 一

致 湘西层控 白钨矿带 床 的展布方向与

雪峰弧形构造带延伸方 向一致
,

主要为近东

西向和北东向
。

由于含矿岩系经历 了加里东

和燕山等运动
,

区内的褶皱与断裂构造
,

即

构成了矿体赋存的良好空间
。

因此
,

成矿具

有强烈 的方 向性和某种程度的等距性
。

岩浆侵入或岩浆热力驱动是似夕卡

岩型矿床形成的必要条件 由于岩浆的热和

热液作用
,

使岩石发生重结晶
、

矿物重新组

合及角岩化
、

夕卡岩 化等
,

形成热 变质晕

圈
。

当岩浆侵人或热力波及到矿源层时
,

使

成矿元素在层间和节理裂隙 构 造 部 位聚集

成矿
,

但延伸至花岗岩或非矿源层时矿体则

突然中断
。

所以说
,

这类赋存于岩体外接触

带
、

在空间上与岩体保持一定距离的似夕卡

岩型 白钨矿矿床
,

也是原始含矿岩系为矿床

的形成提供了物质
,

并且还影响着后来岩体

的元素丰度
。

当然
,

伴随岩 浆期后热 液作

用
,

可产生某 种叠加成矿 作用
,

但意义不

大
。

成矿具有多期性
,

整个矿化作用的

历史呈现规律性的演变 成矿作用分为两个

成矿期 白钨矿期和硫化物期 和三个阶段

早期
、

晚期和混合阶段
。

白钨矿期 是氧

化条件
,

是矿 床最早 的矿化期
,

矿化规模

大
。

硫化物期发育广泛
,

是在比较还原的条

件下形成的
。

据沃溪矿床包裹体液相成分测

定资料
,

值变 化于 一 之 间
,

平

均 西安矿床为
,

属弱酸
、

弱碱

性至中性 溶液
。

在不同矿化 阶段 值有所

不同
,

早期石英一 白钨矿阶段为 和

,

石英一硫化 物一 自然 金阶 段为

一 ,

晚期石英一碳酸 盐阶

段为
,

说明 其成矿 过程 经历了绒

化 , 还原 氧化 个阶段
,

而且是在 一个比

较连续地成矿作用过程中形成的
。

二
成矿作用是在低盐度

,

中低温度条

件下 进行 的
,

硫同位 素组 成 具深 源硫 特

征 据沃溪 西安矿床 测试成果〔 〕〔 〕,

包裹

体成分 绝大多数是水
,

属 一 一

型 气相成分主 要是
,

属 一 一

型
,

并含少量 甲烷和微量
, 、 。

包裹体溶液的主要阳离子含量的总趋向是
’十 ’十 ,

值一般 为
·

、
, · ,

值 为
,

不具特征

数字
。

唯
、

含量及其 比值有 明显的不同

表
,

可分两种类型
,

即 和
。

前者组分类型为 一 一 型
,

表

明与深源成矿组分有关
,

代表海底热泉或火

山喷气成 矿作用占主导
。

后者为 一 一

型
,

表明成矿过 程中有 多量的 地层氯加

人
,

与壳源有关
。

矿物包裹体的盐度平均为

和
,

而且从早期到晚期
,

盐度似 有规律地下降
。

据石英
、

黑钨 矿的
’“ 狈四定结果

,

并计算成 矿流体的 ‘ 值

为 十 灿
,

具有承袭变质前 页岩

的氢氧 同位素 组成特征
。

包裹体水的乃 变

化范围为 一 一 筋
,

表明成矿流体是

以变质水为主
,

并有大气循环水加入 的棍合

热液
。

不同成矿阶段石英包裹体均一法温度

从早到晚逐渐降低 ‘ ,
,

平

均 温度 约
。

矿床硫同位素组成的特点是富集轻硫
,

夕魂 值变化范围 一 筋
,

多数在

士 编以内
,

具有深源 火 山
、

海底热泉

硫特征
,

而且由下部层位向上由富集轻硫到

富集重硫
,

显示出与地层硫同位素交换反应

的特点
。

‘

总之
,

湘西层 控 白钨 矿矿床具 有多层

位
、

多旋回和成矿物质多来源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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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质 体

侧定

矿物
卜 些 组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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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一

一 一

一 一

户﹄匕‘上,

⋯
材︸”︸八份碳酸盐石英脉

含钨石乡乞脉

硫化物自然金石英脉

含钨金网脉状石英细脉

。

。

。

。

。

。

。

。

。

。

。

山沃溪

西叫石芡一白钨矿

石英 硫化物

石英 碳酸盐

。

。

。

。

。

。

。

。

。 。

。

。

。

、 , ,

卜砚

。

石乡冬
一

白钨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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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一 一

数一一一一月个一乏习一一
二,

一样一一一一

一一矿乏一石
一

︸、

一
︸

笔一饰英一”石英一石英一钨︸另一解一

一一白刁一方

石英
一

碳酸盐

①据罗献林等 ,

一

安︸渺滓溪

⑧据万熹敏 , 湖南冶金地质研究所测定
。

找矿标志

地层 区内从元 占界至寒武系均有

白钨矿产出
,

但以产于元古界为重要
,

是主

要找矿层位
。

此外
,

燕山期花岗岩内外接触

带
,

尤其是外接触带的元古界至震旦系
,

是

似夕卡岩型钨矿床的找矿层位
。

沉积建造 构造旋回底部或下部的

不整合面
、

假整合面
,

以及区域沉积韵律交

替部位
,

即首次海侵旋回形成的钨元素高丰

度值的沉积建造
。

岩桨岩 这是似夕卡岩型 白钨矿床

形成的必要条件
。

对本区来说
,

主要为燕山
, 期的改造型花岗岩

。

区域构造 产于雪峰弧形构造带内

的元 占界至寒武系的近东西向
、

北东向主干

构造的转折
、

复合部位 及其派 生的 层间断

围岩蚀变 含矿岩系褪色蚀变带
,

尤其是叠加其上的硅化
、

黄铁矿化以及花岗

岩外接触带的角岩化等
。

指示元案 以
、 、 、

多

元素组合的原生晕异常带
,

为矿化赋存的综

合指示元素
。

同时
,

该区层控钨锑砷金矿床

常共生
,

因此
,

不同矿化可以 互为找 矿标

匕 、

此外
,

重砂异常
、

旧采掘遗址和废石理佳

等
,

均可作为找矿标志和线索
。

在成文过程中
,

曾参考了湖南省地质科

学研究所
、

湖南冶金地质 公司 队和我队

有关资料
,

并得到我队鲍压敏和欧雅兰工程

师的热忱协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裂
、

张扭性断裂带等
。

,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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