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厂矿田的找矿方向

苏季生

广西 有 色金属地质研 究所

大厂犷田围绕龙箱盖成矿岩体成群环带状分布着一系列隐伏 的 硫

化物矿体
。

地质
、

物探和化探三结合找矿效果显著
。

深人研究各 类 地

质体的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场特征
,

建立综合找矿标志
,

进行立 体 成

矿预测将会有所 发 现
。

关 何 广西 , 大厂矿田 , 锡多金属矿床 找矿 方 向

大厂矿田伴生有 大 量 的 锌
、

铅
、

锑
、

钥
、

银
、

钨和汞矿产
。

矿床受火成活动
、

构造

和岩性三者的控制
。

物 化探异常呈环带状分

布
,

这与岩体的形态有关
,

局部异常与各类

矿床或一定的矿化有关
。

多年来
,

在生产实

践和综合研究中相继找到了隐伏矿体
,

扩大

了矿区储最
。

地质背景

矿田地处南岭东西向构造带的西段与广

西山字型构造前弧西翼的复合部位
。

出游地

层从泥盆系到三盛系
,

岩性为泥质岩
、

炭质

岩及碳酸盐岩等
。

锡多金属矿床主要产于泥

盆纪地层中
。

该地层中含有大量有机质
,

它

既能吸附成矿物质
,

又可提供对成矿有利的

还原环境
。

钙质岩石的发育有利 于 矿 液 交

代
,

硅质岩中的钙质结核或条带灰岩往往被

强烈交代形成富矿段
,

礁灰岩对矿液的运移

和储集十分有利
。

由于泥盆纪地层岩性差异

大
,

不同岩性的地层之间又发育着一层炭质

页岩
,

因此
,

受构造应力作 用时易形成层间

破碎带或层间剥离
,

有利于 矿 液 充 填
。

长

坡
、

巴力一龙头山大型锡石一硫化物多金属

矿床就产于上述地层有利的岩性 中
。

矿田内构造发育
,

以北西向的线性褶皱

为主
,

其中丹池复式大背斜和丹池大断裂控

制了矿床的展布
。

矿床多沿北北西向分布
,

矿体充填
、

交代于断裂两侧相对封闭的低级

构造中
。

本区燕山期曾有过较剧烈的褶皱和

断裂活动
,

岩石破碎程度大
,

裂隙集中
,

所

以形成 了分布密集
、

规模巨大的矿床
。

矿 田 中部的龙箱盖黑云母花岗岩株
,

沿

三组断裂交切地段侵位
,

地表 海拔

仅出露
。

该岩株与泥盆纪地层呈侵

人式接触
,

略呈等轴状产出
,

上小下大
,

向

四周侧伏
,

在 标高上
,

面积 约
。

岩株的顶面凹凸不平
,

并有花 岗 岩
、

白 岗

岩
、

长英岩
、

伟晶花岗
、

粉岩等岩脉
、

岩

墙
、

岩床分布
,

构成分枝带
。

以岩株的最高

隆起部位为中心
,

在平面上呈环状分布
,

并

有明显的控矿作用
。

黑云母花岗岩的化学成

分特点是
、 、 、 、 、

高出

克拉克值 倍
,

岩体的酸度 较 大

均高于
,

偏 碱 性 达
,

且 近 倍 左 右
, ‘

值

出现的频率高
,

铝过饱和
,

黑色矿物含量不

高
,

普追含电气石和萤石
。

从花岗岩的化学

成分看
,

对成矿是有利的
。

大厂矿 田的成矿作用主要与燕山期花岗

岩有关
,

成矿作用
、

构造活动
、

岩浆活动是

互相协调的
,

且是多期次的
,

形成了与燕山

期浅成花岗岩有关 的
、 、 、 、 、

、 、

成矿系列
。

区域性的矿化分 带

表现为 以中央隆起带的大厂矿田为中心
,



偏偏瓣
、

、、

雀贫贫
又红

口

一
因

,

圃 因 团
‘

曰 回 圆 回 回
。

回
图 大厂矿田地质物化探综合平面圈

一石炭系 一泥 盆 系 , 一断 裂 , 一岩 床
、

岩 脉 , 一背 刹 ,

卜向 斜 , 一盲 矿

体 , 一成岩
、

成矿温度 , 丁一 重力异常等值线 毫 伽 一磁异常正值等值线 , 一磁异

常负值等 值 线 一次生晕综台异常 带

为锡
、

锌
、

铜
、

铅
、

锑
、

银
、

钨矿带 中间

为铅
、

锌
、

锑
、

砷矿带 外带为汞矿带
。

围

绕一个岩浆活动中心 龙箱盖岩体 形成矿

田内矿床分带
,

矿化旱期
,

岩休附近为 夕卡

岩矿化带
,

外围为高温热液锡 石一石英一硫

化物阶段形成的矿床
,

且呈环状分布 晚期

矿化是锡石一硫化物阶段的含银硫盐
、

硫化

物多金属矿化阶段
、

锑矿化阶段
。

钨
、

锑矿

化期的矿脉靠近岩体分布
。

上述矿化分别赋

存于不同方向的构造带中
。

测试资料表明
,

矿床分带与成矿时的热场 及化学成分的变化

相一致
。

气液包奥体的测温结果表明
,

由岩体

向外温度依次降低
,

黑云母花岗岩的成岩温

度为 ℃ ,

斑 状 花 岗 岩
‘ ,

夕 卡 岩

℃
,

锌铜矿床 ℃ ,

锡 石一硫化

物晶出温度为 ℃
,

辰砂矿 ℃ 图
。

②硫同位素也有相应的显示
, 夕卡岩型

锌铜矿床乙“ ‘

筋为
,

夕 卡 岩 型



锌 矿 床
,

锡石一硫化物矿床为

一 劝

矿物组合在矿化场内也有分带性 铅
、

锑在矿床上部多呈方铅矿
、

辉锑矿出现
,

向

下几乎只以铅
、

锑的硫盐类矿物产出
。

铁的

优化物从矿带上部向深部呈胶状黄铁矿
、

自

铁矿 , 黄铁矿 , 磁黄铁矿依次变化
。

在钨锑

矿床系列里
,

上部多为辉锑矿
,

深部则出现

大 的辉锑铁矿
。

场源特征

充分应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的场源特

征
,

结合地质条件进行立体成矿预测
,

是一

种 寻找隐伏矿体的有效手段
。

本区黑云母花岗岩和上覆泥盆纪地层的

岩石密度差为
” ,

花岗岩 可

以引起明显的重力低异常
。

实测 重 力 异 常

见图 表现为北西向的重力低
,

中 心 处

于龙箱盖
,

最低值为 一
。

一 等

值线圈出的面积约
。

在长坡
、

龙 头

山
、

大田湾
、

坑马
、

大福楼
、

罗 马村等处
,

表现为外凸
。

据深部工程控制
,

岩体顶板等

高线与重力低中心部位基本一致
。

外凸部则

与岩体的形态有关
。

铜坑
、

龙箱盖矿群分布

于岩体顶部 长坡
、

巴力一龙头 山
、

坑 马
、

大福楼已知锡石一硫化物矿床则处于岩体的

外凸部位
。

大厂矿田锡多金属矿床
,

有多个成矿类

型 ,

在这些矿床和蚀变围岩中
,

多数含有磁

黄铁矿
,

且磁黄铁矿有单斜品系和 六方晶系

之别
,

前者磁性强
,

与锡关系密切
,

后者磁

性弱
。

含磁黄铁矿的矿石及其矿化围岩
,

磁

化强 度 一 般 在
,

强 者 可 达
,

剩磁与感磁相 当
,

方向

基本一致
,

属中等磁性
,

正常磁化
。

沉积岩

系和酸性火成岩无磁性和微磁性
。

大厂矿田的磁异常
,

从总体上看
,

磁异

常围绕龙箱盖岩体呈北西向长椭 圆 环 形 展

布
,

并有内外环之分 见图
。

内 环 沿 大

坪
、

铜坑
、

羊角尖
、

拉磨
、

龙箱盖一带呈环

形
,

异常规模较小
,

分布稍显零乱
。

拉磨
、

龙箱盖等已知锌铜矿床即位于内环带上
。

外

环带 自鱼泉洞
、

长坡
、

青菜园
、

大田湾
、

坑

马
、

大福楼
、

磨盘呈闭合环
。

南西半环带
,

异常幅值低
,

梯度缓
,

叠加异常明显
,

负异

常开扩
,

反映磁性体有一定埋深
。

长坡
、

巴

力一龙头山等矿床即在该异常带 内
。

北东半

环带异常强度较大
,

幅值 下。

将

军庙北以多峰值的正异常为主
,

以南则为正

负相间的异常
。

大福楼
、

坑马矿 床 在 该 带

内
。

对长坡
、

大福楼已知矿异常 的 研 究 得

知
,

引起异常的原 因
,

一是围岩中普遍有滋

黄铁矿矿化层
,

另一是在矿体中的块状磁黄

铁矿
,

前者是巨大的磁性层
,

后者是叠加的

磁性体
,

所以在环状磁异常中叠加有呈似等

轴状异常
,

且有明显负异常伴生
,

即视为找

多金属矿有意义的异常
。

大厂矿 田有地磁异常约 个
,

已验证的

只占
,

绝大多数都能获得一定的地质效

果
。

无磁异常的地段
,

至今尚未发现有意义

的矿体
。

化探 作结果
,

在黑云母花岗岩体及其

周围亦出现主元素不同的多个综合晕带
,

呈

环形分布 见图
。

晕的组份与已知矿床矿

物的分带 一致
。

在岩体接触带出现浓度大
、

范围广的
、 、

综合晕
,

并伴有 零 星

的含量微弱的
、 、 、晕 离岩体 稍 远

则为较强的
、 、 、

晕
,

而
、 。

晕则甚弱 在北东向的中间断裂带 除 外
。

构成近似环形的水平分带
。

通过长坡一龙箱盖一大福楼地球化学原

生晕断面研究得知
,

长坡锡石一硫化物矿床

各元素晕的形态
、

规模
、

浓度与矿 床的矿物

垂向分带一致
。

矿床周围 。 、 、 、 、

、 、 、

等综合晕很强
,

晕 的总轮

廓呈似扁豆状
,

向北东方向侧伏
,

与矿床形

态相似
。

上述金属元素那够工业品位
,

形成

巨型的综合性矿床
。



龙箱盖矿床综合晕的 中
、

内 带 晕 中
,

。 、 、 、

均连续 出 现
,

但 不 连

续
,

且含量低
,

不 出现
,

值大于
,

这些是接触带附近 夕卡岩型锌铜 矿 体 的 标

志
。

综合晕的中
、

内带 组 份
、 、 、

、 、

都连 续 出 现
,

值 小 于
,

是与深部接触带矿体密切有关的 上 部

裂隙细脉锡锌矿床的标志
。

大福楼矿床成矿元素锡晕从脉带到似层

状矿体含量增大
,

而锌晕则相反
,

在

水平标高下急剧减弱
,

与锡晕有明显的反消

长关系
。

伴生元素
、 、 、

在地表形

成强大的综合晕
,

往下逐渐减弱
,

至

探的似层状矿体则甚弱
。

说明在较封闭构造

的成矿系统中
,

含矿溶液在温度
、

压力影响

下
,

加上元素地化性质的差异
,

各 自有选择

性的迁移和沉淀
, 、 、 、

元素多集

聚于矿床前缘部 位
,

赋存在硫盐类矿物中
,

不构成工业矿体
。

形成由上至下的
、 、

、 、

一 显著的原生晕垂向分带序

列
。

上部形成锡锌矿体
,

下部为锡矿体
。

从西一中一东横向的成矿特征来看
,

成

矿元素由多到单一
,

东矿带不存在长坡矿床

那种 “ 上锡下铜 中间锌 ” 的成 矿 规 律
。

因

此
,

在大厂矿田环状矿区
,

要注意环带 中不

同类型矿床成矿模式的建立
,

以便能更有效

地指导找矿工作
。

成矿机理

在燕山期
,

本区曾有过较剧烈的褶皱和

长坡矿床

断裂运动
,

古老富锡基底重熔形成的花岗岩

桨沿丹池断裂上侵
。

由于高温气液和挥发性

组份的作 用
,

岩体 周围形成各种围岩蚀变
。

围岩中原有的黄铁矿变为磁黄铁矿
,

致使在

岩体顶部形成磁性 “ 壳层
” ,

多顺层 产 出
,

是宽广的环带状磁异常场源
。

尽管磁黄铁矿

矿化强弱与围岩蚀变的强度有关
,

但主要取

决于原岩中黄铁矿的含量
。

区内西环带分布

着一套以钙质
、

硅质 岩为主
,

原岩含黄铁矿

少
,

而东环带则是以炭质
、

泥质岩为主
,

原

岩含黄铁矿多
。

所以环带 中的变质程度亦不

同
,

形成东带磁性体磁场强 度 约 倍 于 西

带
。 ‘

已们都具有无限延伸的特征
。

由于本区的断裂发育
,

故岩浆期后含矿

气液沿断裂运移
,

从富氧
、

氟的环境进入富
一的还原环境

,

在迁移过程中再与围 岩 发

生某些物质交换
,

使部分成矿元素及矿化剂

元素如 一等活化
。

然后在层间裂隙
、

构 造

虚脱部位及断裂 中成矿
,

形成 了以充填为主

并具交代特征的锡石一硫化物矿床
。

矿床中的矿物有明显的分带性
,

这主要

取决于矿物本身的结 晶温度
,

但成矿空间和

围岩性质也有一定影响
。

如东西矿带都是 ,

池复式背斜的次一级褶皱控矿
,

是在封闭构

造系统中成矿的
。

含矿溶液在高温高压 下
,

自然向高位的次一级构造中运移
,

按成矿温

度序次析 出成矿
。

成矿规模 与裂隙度和 告性

的交代作用有关
。

西矿带处于高 位 构 造 系

统
,

岩石性脆
、

化学性质活拨等因素易形成

巨大的矿床 图
。

从西一 中一东成矿元 素
龙箱盖矿宋

。 一泥盆系灰岩
、

页岩 ,
圈 大厂矿田成矿空间分布田

一泥盆系扁豆伏 灰岩
、

条带状灰岩
、

硅质页岩 , 一泥盆系泥灰岩 ,

一泥盆
系泥灰岩

、

砂岩 , 一岩脉 一岩休 一矿体



趋干单一
,

也是距岩体的远近
、

容矿构造
、

岩性等诸因素造成的
。

岩浆期后热液活动中
,

在岩体顶部
,

存

在着一个由热液中硫的去磁作用而形成的弱

磁性区
。

离岩体稍远的磁性层中
,

由于断裂

交汇成矿
,

矿床中伴生的磁黄铁矿产生叠加

磁场 常呈似等轴状 当磁异常中有化探多

元素晕出现时
,

是找矿的重要标志
。

总之
,

本区的岩浆活动是 自南东向北西

侵入
,

矿液活动亦与其同 向 进 行
。 、

元素异常在北西面超 出环状磁异常范围
。

在

该方向远点的南胃还有汞矿点的分布
。

找矿方向

从矿田地质规律和场源景观来看
,

环带

状控矿是个事实
。

实践表明
,

长坡一铜坑一

龙箱盖
、

龙箱盖一黄腊桥一大 福 楼
、

龙 箱

盖一反背一车河一坑马的成矿都是连续的
,

且矿种有渐变的规律
。

由此推测
,

整个岩体

顶部
,

在某个截面的正上方都应该有矿群分

布
。

这个截面略小于磁异常的外环带
。

内环

带的矿群龙箱盖一铜坑已被揭露
,

其南东面

仍是找矿的远景区
。

外环带长坡
、

巴力一坑

马一大福楼有矿
,

其闭合的空档还多
,

也是

找矿不可忽视的地段
。

这样
,

已知矿所对应

的异常约占
,

所需验证的地方就 多 了
,

笔者有如
一

下浅见

①现揭露的有利赋矿部位
,

是岩体顶部

背斜近轴处的断裂
、

裂隙
、

层间构造错动带

和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及岩体周围背斜翼部

环形断裂
、

裂隙带
。

但是
,

向斜两翼的虚脱

部位是不能忽视的
,

如区内的羊角尖向斜
,

铜坑矿床可视为它的北东端控矿的一部分
。

整个向斜都有磁异常存在
。

化探面上异常不

好
,

这可能与向斜构造区 炭质岩层 屏 蔽

有关
。

向斜南东翼 拉磨村 西面 的条带灰

岩和硅质页岩层面有
、

原生晕 异 常 出

现
。

岩顶上的一整套有利控矿岩层都存在
。

因此认为这 一地段足火矿有利的地区
。

②本矿田探明的金属量锡 约 为 铜 的

倍
,

铅约为铜的 倍
,

锌约为铜的 倍
。

众

所周知
,

铜
、

铅
、

锌的地球化学特点是相似

的
,

常呈共生矿物出现
。

在本矿区中它们富

集部位略有不同
,

其次生晕异常 出 现 面 积

“ ,

故铜异常在本区仍有较 大 的 找 矿 前

景
。

铜的富集趋 于岩体上部不远的地方
,

已

知形成铜锌矿床
、

铜锌锡矿床
。

铜锡型矿床

也 值得探讨
,

因为在桂北 九 毛岩体接触带

有锡铜矿床
,

桂西南德保岩体接触带也有锡

铜矿床
。

为此应注意综合找矿
,

在找锡的同

时
,

不应忽视找铜矿
。

铜异常主要分布 于得马一龙箱盖一磨盘

一带
,

叩 通过的地方
。

异常带 长约数
,

宽数
,

不仅是 晕异常强
,

同时还 伴 有
、

八
、 、 〕、 、

出现
,

是大厂 矿

田强大综 合晕之一
。

初步 了解到断层带附近

形成一个南北向的矿化破碎带
,

断续延长达
,

最宽
,

矿化带内由 厚

的节理脉
、

层面脉及网状细脉组成
,

含钨
、

锑
、

锌
、

锡等金属硫化物
。

此外
,

大燕沟至

茶山坳一带的夕卡岩型锌铜矿及 脉 状 钨 锑

矿
,

亦赋存在 上盘附近的次一级构造 中
,

因此
,

是矿区重要的控矿构造
,

应对该带

的综合异常作系统的验证
。

③大福楼矿床成矿模式的启示 上部为

锡锌 砷 节理脉矿 床
,

下部则 变 为 锡 矿

床 坑 马也有类似的赋矿特点
。

地矿局地质

队在得马
、

大 田湾异常地段施工发现 了锌矿

体
,

因此
,

在东矿带的硫化物成矿环带上应

注意寻找深部以锡为主的矿床
。

那老湾有大

福楼类似的异常特征
,

应及时予以验证
。

结 语

矿 田围绕龙箱盖岩体成群环带的分

布着一系列的隐伏矿体
, 形成规律性较强的

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异常
,

详细地研究矿场

源的特定条件
,

运用理论指导找矿会得到好



的经济效益
。

本区已知矿床的分布未超 出磁异常

环带
,

这是磁异常给定的找矿范围
,

在近期

内不宜过多地做磁场外围的地质工作
。

重力场的外凸处
,

磁场有二次叠加

场
,

化探多元素综合晕的出现结为一休
,

视

为有矿的重要标志
,

应优先对这些地段进行

验证工作
。

本所地矿室李 人科主任 审阅 了全文
,

并

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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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一 了 幻 ,

, 了

一 一 〔 卜 卜

咬 云 , , 宜 ·

贪
一

《国外金属矿 山 》 年 自办 发行

由于邮局发行费率太高
,

为了减轻读者和刊物

负担
,

我刊决定从 年起 自办发行
,

每册定价仍

为 元 全年 元
,

不再提价
,

并免收邮费和

包装费
。

请读者见此启事后转告您单位负责订阅报

刊工作同志
,

尽快给我编辑部来函索取 年 订

单
,

以免遗漏
,

谢谢合作 ,

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南胜利路 号
,

邮政编

码

《矿 山技术 》 年 自办 发行

《矿山技术 》杂志
,

双月刊
,

逢单月出版
。

系

黑色冶金采矿
、

选矿
、

烧结球团专业综合性应用科

技刊物
,

国内
、

外公开发行
。

《矿山技术 》 杂志的读者对象是 黑 色冶金
、

煤炭
、

化工
、

建材
、

有色金属
、

非金属和铀矿冶等

系统从事科研
、

设计
、

施工
、

生产
、

管理干部以及

有关高等院校师生
。

《矿山技术 》杂志为紧缩开支
,

继续为广大读

者服务
,

由原邮局发行改为自办发行
,

每期定价仍

为 元
,

全年 期共 元
,

不另加邮费
。

国内统

一刊号 一
,

一
。

本刊热

忱欢迎广大新老订户到当地银行或邮局办理汇款手

续
、

并填好六枚邮政标签
,

寄回本刊编辑部即可
。

订单附在本刊五
、

六期杂志内
。

《矿山技术 》 开户银行 鞍山市建行
,

帐号
。

编辑部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南胜利路 号
,

邮

政编码 一 一。

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