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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前期我国钨矿探明

储量增长的主要趋势

廖经祯

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在对 年代前期我国新增探明钨储量进行研究分析的基 础 上
,

提

出了值得注意的 个储量增长的发展趋势 ①北部地区钨矿储量增长

②白钨矿储量超过黑钨矿 , ③共
、

伴生钨矿储量的增长超过单一钨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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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矿矿床 共
、

伴生钨矿床

题睡坦唇题感氰 由于 年代初西方世界经济

危机
,

国际市场对钨的需求减少
。

以钨精矿出口量占相当比重的我

国 钨 矿 业 生产出现供过于求
,

精矿产量曾一度下降
。

至 年 才 略 有 回

升
。

年与 年相比
,

精矿产量增长了
,

平均年增长率为
。

同一时期
,

我国钨矿探明储量仍以较大幅度增加
。

截至

年底
,

全 国保有储量 较 年 增 加 了
,

累计的平均年增长 率 为
,

远

大于钨精矿产量的增长速度
。

年代前期
,

保有钨储量增长较快的省
、

区主要是湖南
、

江西
、

河南和内蒙
。

其次
,

湖北
、

山东
、

黑

龙江
、

甘肃
、

安徽
、

浙江也增加 了 部 分 储

量
。

其中
,

山东和安徽是新增钨矿储量省
。

至此
,

全 国拥有探明钨储量的省 区 从原

有的 个扩大到 个
。

值得注意的是
,

新增探明储量的地理分

布和矿床类型都在发生变化
,

从而使我国传

统优势矿产的钨资源总貌出现 了某些新的特

点
。

北部地区超过华南 伪

储量增长幅度

历史上华南地区
,

主要是地处南岭的江

西
、

湖南
、

福建
、

广东和广西
,

是我国钨矿

床密集众布区
。

年代末
,

华南钨矿的保有

储量占全 国 的 以 上
。

其 中
,

赣
、

湘
、

闽
、

粤
、

桂的储量占
。 “ 六五 ” 计划

末
,

华南的钨资源虽仍居重要地位
,

但保有

储量在全国储量 中 所 占 比 重 已 下 降 为
。

其中
,

赣
、

湘
、

闽
、

粤
、

桂的储量

占
。

“ 六五 ” 期间
,

我国北部地区新增探明

储量主要分布在下列地质构造区段

华北地洼区

河淮地洼系豫中地洼列南缘西段

的何南东秦岭地区 南而紧邻华中地洼区之

秦淮地弯系
。

该区主要分布下元古界宽坪群

和相当于蓟县系的震旦亚界变质沉积岩和火

山岩
。

区内
,

纬向构造和新华夏 系 构 造 发

育
。

不同体系构造的交叉
、

复合部位控制 了

燕山期 中酸性一酸性岩体的分布
。

与高酸
、

富钾的浅成一超浅成岩体有关
、

以铝为主并

伴同钨
、

硫
、

铁
、

铜
、

铅
、

锌的多金属矿化
,

构成了秦岭东段斑岩铂矿成矿带
。

共中
,

发

现于 年代的奕川三道庄巨大型钥钨矿床经

勘探后
,

于 年代初提交 了最终报告
〕

辽鲁地弯系鲁东地弯琳北端的烟

台邢家山钥钨矿床发现 于 年代
。

年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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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详查
。

区内地层是下元古界胶东群
、

粉子山群和震旦亚界蓬莱群
。

发育近东 西和

北东向构造
。

具有相 当规模的铂钨矿化形成

在燕山早期侵入的花岗闪长斑岩株外侧的粉

子山群透闪石片岩中
。

飞 东北地洼区

内蒙地洼系内的东乌珠穆沁地弯

列和锡林郭勒地洼列主要分布古生代地层
,

并以海西地槽期的东西向褶皱构造体系为主

体
。

年代前期相继详查或评价了东乌珠穆

沁旗钨沙麦石英脉型黑钨矿床和克什克腾旗

黄岗夕卡岩型铁锡钨矿床
。

此外
,

有较长开

采历史
、

位于锡林郭勒地洼列与华北地洼区

交接地带的太仆寺 白石头洼脉钨矿床新增的

二号脉储量亦可超过原有生产矿脉的保有储

量
。

上述钨矿化大都与燕山期浅成一超浅成

富碱质酸性小岩体密切相关
。

吉林地弯系伊春地弯列北部的翠

宏山 夕卡岩铁铂钨矿区于 年 完 成 了 初

勘
。

矿床产出在白岗质花岗岩与二叠系五道

岭组和交界屯组的接触带上
。

该构造窿起带

被认为是苏联远东地区 中生代强烈活化的兴

安一鄂霍茨克锡矿成矿带能南延部分
。

北骊地注区

位于天 山地弯系天山地弯列的甘肃北山

地区
,

前震旦系至古生界地层均有分布
。

地

处东西向天山一阴山构造系和阿拉善弧形构

造之反射弧的复合部位
。

加里东
、

海西
、

燕

山期均有岩浆活动
。

工 年详查的红尖兵山

大脉型和云英岩细脉带型黑钨矿床的成矿时

代暂定为海西期
。

年
,

北部各省新增探明钨储

量总数
,

与华南各省储量净增数相近
,

约占
。

但与 年底保有储量相比
,

华南

区的增长率为
,

而 北 部 地 区 高 达

白钨矿储量超过黑钨矿

年代以前
,

我国钨矿资源以黑钨矿为

主
。

黑钨矿储量约占 总 储 量
,

其次
,

黑
、

白钨混合钨矿石占 ,’ 而白钨矿仅 占
。

但
“
六五

”

期间新增探明储量绝大部分

为 白钨矿
。

伴随该期间生产矿山对黑钨矿石

的消耗
,

全国保有储量中黑钨矿所占比重下

降到
· ,

而 白钨矿石量则上升到
· 。

新增白钨矿储量的钨矿床类型有
夕卡岩型白钨矿床

夕卡岩型 白钨矿床一般多与其他金属组

分共生或伴生
。

湖南新增储量为 钨 铂 秘 矿

床
,

湖北
、

江西为铜钨矿床
,

内蒙和黑龙江

所见多为铁一多金属
、

钨矿床
。

以鄂东地区

的夕卡岩钨矿床为例
,

矿化与中酸性小侵入

岩体有关
,

矿体产于岩体与奥陶一 二叠系灰

岩
、

白云质灰岩的正接触带上
。

形态简单一

复杂
。

自钨矿呈粒状和脉状浸染在透辉石
、

石榴石 夕卡岩 中
。

年详查的阮家湾钨矿

的主矿体呈似层状
、

扁豆状
,

走向长 近千 。
,

延深超过
,

厚
。

平均品 位 。

。

共
、

伴生有铜和钥
。

储量达大中型
。

似夕卡岩型白钨矿床

皖南际下 白钨矿区所见地层为震旦系和

下寒武统
。

组成北东轴向的背
、

向斜构造
。

其东北和南东外围出露大面积的 岩 基 状 花

岗岩和二长花岗岩
。

外围岩体可 能 延 伸 至

矿区深部
,

相互连通
。

钨矿化见 于 与 岩 体

接触带直交的下震旦统雷公坞组和上震旦统

兰田组内
。

前者为含砾碎屑岩和凝灰质碎屑

岩
,

矿化较弱
,

后者是碎屑岩和碳酸盐岩
,

,

为主要矿化部位
。

兰田组从下向上可分 个

岩性段
。

底部第一岩性段的灰岩和 白云岩是

主矿化层
。

其上
,

第二岩性段板岩夹灰岩的

矿化显著减弱
。

第三岩性段为灰岩和泥灰岩

互层
,

仅见零星矿化占第四段炭质
、

硅质板

岩夹灰岩透镜体
,

未见矿化
。

故钨矿体基本

上产于兰田组底部岩性段
,

呈似层状
。

主要

蚀变为透闪石化
,

其次有绿泥石化
、

硅化
、

碳酸盐化和绢云母化
。

矿体的空 间 分 布 严

格受背斜构造控制
,

在平
、

剖面上均有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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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皱现象 见图
。

倾角的 变 化大
,

“

不等
。

单个矿体长数百
,

厚 一
,

埋深 自地表向下
。

夕卡 岩 白钨矿石的

圈 际下钨矿床示意剖面图

一皮园村组 , ‘
一兰 田组第四段 , ’一

兰田组第三段 , ’
一兰田组第 二 段

’
一

兰田组第一段 丫一花岗岩

平均品位 士
,

伴生有 铜和锌
。

规

模为中小型
。

斑岩型白鹤矿床

赣东北阳储岭钨矿产在侵入于元 古界双

桥山组浅变质岩中的中酸性杂岩体内
。

主要

矿化发育于花岗闪长斑岩体的顶部
。

蚀变为

钾长石化
、

绢云母化
、

硅化和碳酸盐化
。

含

白钨矿的长石
、

石英 细 脉 宽
,

呈

多组方向穿插交织成网脉状
,

部分 白钨矿呈

浸染状分布
。

蚀变矿化总面积 达 “ 。

矿石平均品位
。

主矿带 由

厚薄不等近于水平的似层状矿体组成 图
。

矿带断续长
,

宽
。

单 层 矿

体厚 自数 至数十
。

累计最大厚
。

矿

化深度可达
。

且由浅部往深 部
,

伴 生

铂的矿化增强
。

详查圈定钨的储量达大型规

模
。

夕卡岩型与斑岩型组合 相 钨 矿 床

豫西巨大型三道庄铂钨矿区地层为震旦

系中统架川群变质沉积碎屑岩几火山碎屑岩

和碳酸盐岩
。

花岗斑岩株沿箱状背斜的轴部

和两翼侵入
。

岩体的形态复杂
,

分枝多
。

蚀

变矿化具清楚的面型分带特征
。

自岩体中心

向外为钾化一硅化一碳酸盐化及阳起石
、

绿

帘石
、

绿泥石化
。

以铝为主的金属矿化呈细

脉浸染状分布在斑岩
、

夕卡岩 和 角 岩 中
。

钥
、

钨矿化的关 系 密 切
。

矿体呈似层状 产

出
。

倾角
。 ,

延长和延深均 大于
,

厚
。

经统计
, “ 六五 ” 期间华南新增探明钨

储量中
,

白钨矿占
,

北部地区 白钨矿

占
。

至此
,

我国保有钨矿储量 中白钨

矿在数量上 已取代黑钨矿而占主要地位
。

共
、

伴生钨储量超过以

钨为主独立钨矿储量的

增长

鑫鑫鑫
、、喊乏乏乏乏 一 ,,

咬咬男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二二二产产

‘彭 ⋯翼巍巍之之之泛圣二弓多了

图 空 阳储岭钨矿示意剖面图

下 一花岗丹氏岩 心万一花岗闪长斑岩 , 一角岩

年代以来
,

加强了对共
、

伴生钨的综

合勘探和评价
,

包括对一些老矿含伴生钨的

进一步查定
。

例如
,

江西以往基本上未有伴

生钨的储量
,

年代初永平铜矿进行 了补充

勘探
,

查明 了钨在铜矿石 中的含量
、

赋存状

态和分布规律
。

在肯定伴生钨的综合利用价

值和回收工艺途径后
,

重新计算和提交 了相

当于一个大型钨矿床的伴生钨储量
。

钨在各种金属矿 产 中 分 布 普 遍
,

从
“ 六五 ” 期间提交的储量看

,

仅伴生钨 的 储

量就占
。

其矿床类型大都 为 夕 卡 岩
型

,

钨矿物则为 白钨矿
。

与然 伴生钨有关

的有用组份的共生组合类型主要是

钥一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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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和鲁东所见铂钨矿床均系铂矿石伴

生钨
,

且含钨品位 较 高
。

平 均 品 位

一
, 。

三道庄钥矿区计有 夕卡岩铂矿

石
、

斑岩相矿石和角岩铂矿石
。

其中
, 夕卡

岩钥矿石 占
,

含铂
、

钨品位均较高
。

该

类矿石所含金属矿物主 要 是 磁 铁矿
、

黄铁

矿
、

磁黄铁矿
、

辉铂矿
、

白钨矿
、

黄铜矿
、

赤铁矿
。

脉石矿物为石榴子石
、

符山石
、

透

辉石
、

阳起石
、

斜长石
、

石英
、

透闪石
、

硅

灰石
、

绿泥石
、

绿帘石
、

沸石等
。

钨的赋存

形式除 白钨矿外
,

还有 白钨矿 —铂钙矿系

列矿物
。

以 为 边 界 品 位 圈 定

和计算的铂矿石中伴生 钨 的 平 均 品 位 为
。

铜一钨组合

永平铜矿伴生钨大都分布在 铜 硫 矿 石

中
,

但局部亦可圈出单一钨矿石
。

铜硫矿石含

主要金属矿物是黄铁矿
、

黄铜矿
,

其次黝铜

矿
、

白钨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辉钥矿
。

脉

石矿物以石榴子石
、

透辉石
、

石英为主
,

其

次有透闪石
、

阳起石
、

绿帘石
、

绿泥石
、

方

解石
、

硬石膏等
。

钨基本上呈独立矿物相
。

白钨矿 占
,

其余为黑钨矿
。

钨矿物 大 都

嵌布在石榴子石等脉石矿物的粒间
。

平均品

位
。

铁 锡 一钨组合

黑龙江和内蒙新增钨储量
,

均有部分分

布在夕卡岩型铁一多金属矿床 中
。

钨 矿 物

为白钨矿
。

在钨矿化富集地段还可圈出单一

钨或钨与其他有用组份共生的独立矿体
。

如

内蒙黄岗矿区以铁和锡的矿化为主
,

伴生有

铜
、

锌和钨
。

其中
,

单一钨矿石的品 位
,

平均
。

综上所述
,

年代前期钨矿探明储量增

长的趋势表明
,

我国钨的地质勘查形势在发

展
。

除华南外
,

广大北部地区也具有找钨
,

尤其是寻找独立
、

共生或伴生白钨矿床的广

阔前景
。

这对于研究和确定找矿方向的战略

和部暑
,

以及对未来开发钨矿业的布局都将

产生深远影响
。

现价段
,

我国钨矿资源相对于工业开发

需求的保证程度是较高的
,

不急于投人过多

的专门勘查工作
,

但在黑色和有色急需矿种

的普查勘探中则不容忽视做为对共
、

伴 生钨

的综合勘探和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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