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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筑占勒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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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黄沙钨秘石英脉型矿床

的找矿矿物学研究

,

沙

程敏清 王 存昌

冶 金邓 天津地质研 完院

本文讨论了江西黄沙钨秘石英脉型矿床找矿矿物学特 征
,

揭 示 了

矿床矿物组合及黑钨矿
、

石英
、

硫盐矿物的标型特征
、

在矿液演化中

的变化规律
,

以及它们在找矿评价及综合利用中的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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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矿 工 作

地质概况

黄沙矿 区位于于山隆

起带
,

上坪南北向复式背

斜的东冀
。

矿床主要产于

寒武系浅变质砂岩和板岩

中
,

成矿与铁 山垄花 岗岩

有关
,

为外 内 接触带含矿石英脉塑钨矿

床 图
。

主要分为中组
、

北组
、

南组和芭

蕉坑组
。

现已开采的中组为大脉带
,

北组为

细脉带
,

而芭蕉坑组则为半隐伏细脉带
。

矿

床内细脉呈放射状
,

往下收敛进人岩体形似

同心扇状
。

矿床垂直分带为 顶部矿化标志

带 地表 上部细脉带 , 中部细脉一大脉混

合带 , 下部大脉带 , 根部带
。

该矿区地表广

泛 出露的标志带有云母线脉
,

有的云母呈对

称条带分布在石英线脉的脉壁
,

构成云母镶

边
,

在一些线脉内可见薄板状的黑钨矿及完

好的石英晶体
,

有时见有硫化矿物及黄玉
、

萤石
、

云母等气成矿物
。

在 标 高 的七

中段明显可见根部带
。

矿床的主要矿物成分

及找矿矿物学研究

黄沙矿床成矿作用具多阶段性
,

矿石成

分复杂
。

分为无矿石英阶段 二 黑钨矿一

蓉砰

工

图
黄沙矿田地砚示愈工

一矿脉 , ‘一寒武系 , “ 一寒武系浅变质砂板岩 , ,

一上泥盆系砂板岩 , , 犷一燕山期花

岗岩 ‘一前寒武系变质岩 一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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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沙矿床成矿阶段一览裹 裹

顺 序

矿化阶段 无矿石英阶段 黑钨矿一石英阶段 硫化物一黑钨矿一石英阶段 硫化物一石英阶段 萤石一碳酸盐 矿物

主要矿物组合 石英
、

云母
、

锉云母
、

石英
、

毒 含铿白云母
、

石英
、

锡石
、

黑钨矿
、

长石
、

黄铁矿 砂
、

黑钨矿
、

黄铁 黄铁矿
、

闪锌矿
、

黄铜矿
,

黝锡矿
、

矿
、

辉锡矿

石英
、

黄铁矿
、

黄

铜矿
、

闪锌矿
、

黑

钨矿

萤石
、

方解石
、

黄

铁矿
、

玉髓

矿脉形态
,

细
, 细脉

、

脉或网脉 大脉

黝铜矿
、

自然钻
、

含银的硫盆矿物

。 ,

地表有含矿标志线脉显

示
,

垂直变化规律性好

,

形态较

规则

脉幅不一 ,
形态规

则

分 布 零 屋 矿区中部
,

构成中日匕组矿脉主体
,

南部芭组矿脉之主体 零 星 广 泛

组主体

钧矿的化举成分及 砚性砚 裹

样 号 化 比 重 硬度 名

盘

黄中组

北组

芭组

, , 一 , , 。 , , ,

。
川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一 一

。二 ‘ , 。 , 二 。 , 。 。一川
。, 。 。二‘ , 。

一 洲

。

。

一

。

。

。

石英阶段 硫化物一黑 钨 矿一石英阶

段 更晚期则为 硫 化 物一石 英 阶 段

万 和 萤 石一碳酸盐矿物阶段
,

其

中以
、

阶段最具工业价值 表
。

现仅

就具有工业愈义和可作为找矿标志的矿物描

述如下
。

摘矿 是黄沙矿区主要的金属犷物
,

分布广泛
。

在中组矿脉中呈放射状
、

束状产

出
。

在七中段黑钨矿产于内接触带石英脉及

花岗岩的石英壳中 在北组则见到黑钨矿和

辉铭矿
、

铁钗云母一起沿石英脉 壁 垂 直 生

长
,

而芭蕉坑组黑钨矿则局 部 富 集 呈 “ 砂

包 ” 状
,

结晶粗大
,

者多见
。

黑钨矿是钨铁矿和钨锰矿两种端员组份

构成的类质同象连续固溶体
,

按其铁锰含量

的变化
,

其物理性质也发生一系列变化
,

含

铁愈高颇色愈深
。

该区黑钨矿为黑色略带褐

色
,

比盘古山黑钨矿颇色略浅
,

这是由于黄

沙黑钨矿含锰较高的缘故 表幻
。

从表 可

以看出
,

该区黑钨矿随着锰含量的增高
,

其

比重减小
,

硬度降低
。

我们选择了不同组别

即

口 口 回
日 , 沙矿区 鸽矿族矿物分类口

一芭组黑钨矿 一中组黑钨矿 , 一北组黑钨矿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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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个黑钨矿样品进行 了 萤 光 光 谱 分

析
,

并把主元素的 氧 化 物 进 行 分 子式 和

计算
,

将其 投影到 一 一

三角图解 〔图 上
,

按五分法分成

钨铁矿 富锰钨铁矿 钨锰铁矿

富铁钨锰矿 丫钨锰矿
。

综上可见 ①黄沙

矿区黑钨矿 含 较 高
,

偏 向 端
,

中

组为富铁的钨锰矿
,

北组除富锰钨铁矿外
,

还有钨锰矿
,

芭组则为富锰钨铁矿和钨锰铁

矿 ②黄沙矿区 黑 锰 矿
、

含量在

各脉之间有所区别
,

从中组 , 北组 , 芭组随

铁含量的升高
,

黑钨矿的物理性质也做有规

律的变化
。

本 区黑 钨 矿 在

之间
,

与内接触带脉钨矿床 一

近似
,

而该区石英壳中也见有黑 钨 矿 石 英

脉
,

说 明 黄 沙 矿床与内接触带脉钨矿床近

似 ③除主元素外
,

又分析了锐
、

钮
、

杭
,

。 ,

这为该区石英脉 型 钨

矿床为近内接触带的脉钨矿床提供了证据
。

硫盐矿物 黄沙矿床硫盐类矿物种类较

多
,

一 一 , 系列 的矿物有辉锡

矿
、

银 柱硫钮铅矿
、

银 斜 方 辉 铅 铭

矿
、

未定名的银铅铬矿物
、

硫钵铅矿和方铅

矿 表
。

还有 一 。 一 。成 分

可变的矿物 表
。

一 一 系列矿物化学成分

衰

⋯
·, ,

勺‘一知口,‘‘口内七,‘,自空曰

⋯
八“︸︸幼︸口,‘口,曰,妇日,月‘,直

方铅矿

硫锡铅矿

未定名矿物

银 斜方辉铅钮矿

银 辉铅铭矿

银 柱硫钻铅矿

辉秘矿

· ‘ “ ·

· ’ · 了。

· ‘
·

·
‘

’ 。

一 一

一 一 矿物的电子裸针分析 裹

重盆

原子数

。

。

总 里

。

。

。

。

。

。

。

一岁职

︼丹

, 丁了 。 ,

⋯
一

化学式

该矿床硫盐矿物出现在矿化 的 中 晚 阶

段
,

在矿脉的下部含量逐渐增多
,

呈浸染状

分 散在石英 脉 中
,

粒 度 较 细
,

一 般 均 在

左右
,

其中银
、

秘可综合利用
。

另外

也见有少量的啼秘族矿物
。

石英 是矿床 中主要的脉石矿物
,

含 录

达 以 上
,

一般呈灰色
、

灰 白 色
、

乳 自

色
,

油脂光泽
,

他形晶粒状
,

在条带石英脉

和晶洞中常有石英呈晶簇状
、

梳状产出
,

而

在大脉中多呈致密块状
。

石英的 结 晶 期 最

长
,

但主要在氧化物阶段
。

愁品格缺陷 杂质缺陷
、

构造缺陷 的

物质
,

在加热过程中会产生热发光效应
。

笔

者选取北组不同中段 的 石 英 样 品 进 行 了

、

的分析及热发 光性 质 测 定
。

样品加工到
,

热发光 仪 的升

温速度 ℃ 秒
,

热发光强度曲 线 的

温度积分区 间 是 ℃
。

号脉石英
,

钨矿化强
,

含
, 、

较高
,

其热发光

曲线较复杂 而无矿石英含
、

较

低
,

热发光强度也弱
。

石英的热发光曲线均

为双 峰
,

左峰位于 ℃
,

右 峰 位 于

℃左 右
。

从 浅到深其曲线形态变化是

左峰 值高干右峰值 三中段 , 左峰值基木

等于右峰 馗 四 中段 , 左峰值低于右峰值

五
、

六中段 , 吸平缓双峰
,

其左峰趋于

消失 七中段无矿石英
,

这预示着 北 组

号矿体的 , 在相对稳定之后往深 部 有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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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象
。

黑钨矿与矿液演化

的关系

黄沙脉钨矿床矿物组合呈有 规 律 的 变

化
,

上部为含锉白云母
、

石英
、

锡石
、

电气

石
、

黑钨矿
、

黄铁矿
、

闪锌矿
、

黄铜 犷等高

温矿物组合 下部为硫盐扩 二勿等低盈犷物沮

合
,

尤以北组下部中段和芭组为最富集
。

早

期矿化的中组矿脉
,

晚切矿化 为北组矿脉产

出的黑钨矿 有增高 为趋势
。

北 组

, 号矿体中的石英从浅 到 深 随 着
、

的 下 降
,

其热发光曲线趋于 平缓
,

显

示钨品位的下降
。

黑钨矿的成分变化也是明显的
,

铁锉云

母沿脉壁呈对称条带晶出
,

致使矿液 中的铁

离子进入云母晶格
,

而锰离子相对增高
,

于

是导致了铁锰呈类质同象 沟黑钨犷中高锰而

低铁
,

愈到晚期表现愈明显
。

根据李亿斗等

人的愈见
,

高温矿床中黑钨矿成分的变化主

要反映成矿流 体 中
’ 、 ’ 、 “一浓

度的变化
,

而与温度
、

压 力无关
。

黑钨犷中

铁锰比值与热液中
、 ’‘ 的初始活 度

有关
,

随 备 召 的增大而增多
,

在 保守

系统中黑钨犷开始从矿 液中 晶 出
, ‘

进

入黑钨矿晶格的即时速度要比
’ 十

快 倍
,

当矿液中消耗
干 一 了克 分子 升

,

令 一 ’克分子 升时二者进入晶格

的即时速度相等
。

随着时间的 推 移
, ’

沉淀的速度越来越快
,

到结晶临近结束时
,

’十

沉淀速度比 。 十

快 倍
。

黄沙矿 区 中

组 比北组明显富铁贫锰
,

这为中组黑钨旷比

北组黑钨矿晶出较早提供了依据
。

黑钨矿 中

锰含量灼逐渐增高
,

反映了随矿 液 演化

逐渐增大
,

成旷初期中 组 灼 黑 钨 矿

较低 为
,

反映当时矿液中 益
,

、

咨
。
扑较小

,

随着较富铁黑坞犷 的 晶 出
,

矿

液中
十

一

拍对富集
,

所以成矿晚期形 成 的

北沮黑钨矿中 达到
,

即 从 中

组的锰钨决犷转变为北组的铁钨锰矿或钨锰

矿
。

更晚朔 勺芭蕉坑组黑钨矿又出现钨锰铁

矿
,

可能是矿液受脉动影响而铁锰成分 出现

波动的结果
。

综上所述
,

黄沙旷床在空间和时间上不

仅矿物组合有明显为变化
,

而且 主要工业矿

物黑钨犷的成分
,

石英 均微量元素含量及热

发光曲线
,

一 系列旷物为 种 属 也

有明显的变化
,

从而可根据地表为云母标志

线 带 和矿物沮 合来判断犷体的剥蚀程度

和评价深部钨
、

泌
、

银的远景
,

这对找矿评

价和综合利用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

在工作中得到任英忱高级工程师的帮助

和指导
。

文 中侧试工 牛由我院 化俭室和地质

实验室承担
,

热发光曲线 由中科院地质所裴

静娴工程师则定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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