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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源锡矿床产于燕山中晚期的金鸡 型含 锡花岗岩基内 部
。

矿

床类型有 一 一 云英斑岩型和 一 云英岩一石英脉 型
。

它们

是由岩浆液态分异产生的富成矿元素的似云英岩相熔浆进一步演 化 而

成
。

关扭词 湖南湘源锡矿 , 花岗岩基 矿床特征多 矿床成因

华南一些著名的锡矿床如大厂
、

个旧
、

香花岭等都和 型花岗岩小岩株有密切的成

因联系
。

这些小岩株或是大岩基的突出部分

或是高演化的独立小岩体
。

锡矿体赋存在小

岩株的顶部及岩体的内外接触带附近
。

因而

型花岗岩小岩株常被作为重妄 的 找 矿 标

志
,

但对大面积出露的 型花岗岩基的成锡

能力则研究不够
。

木文介绍了产于金鸡岭

型花岗岩基中的湘源锡矿床的地质特征
、

成

因和与小岩株有关的锡矿床的成因联系
,

以

期引起在花岗岩基内部的找锡工作
。

岩基的地质特征

金鸡岭岩墓位于湘粤交界九疑山花 岗岩

带中偏西部
,

总面积
公 。

岩 基南部和

北部侵入于寒武系和震旦系的变质复理石建

造中
,

东部及西部分别与印支期的砂 子岭岩

体和雪花顶岩体呈侵入接触
。

根 据 接 触 关

系
,

金鸡岭岩基可分为 个成岩成矿演化阶

段 第 阶段
,

形成主体金鸡岭中粗粒似斑

状黑云母花岗岩 “
, 鸟患岭 细 粒

黑云母花岗岩补充侵人体
’

, 第

阶段
,

螃蟹木中细拉二云母花岗岩 “

, 第 阶段
,

似脉状花岗斑岩及细粒花岗岩

等脉岩 , 第 阶段
,

一 一

云英斑岩 “
, 第 阶段

,

一

云英岩一石英脉
。

金鸡岭燕 山中晚期复式花岗岩基
,

两条

一 等时线年龄值 及 习’
尸“

初始值分

别为 士 和 士 〔 〕,

士 和 士 〔 〕。 如此高的
吕 初始值和高 的

’”
筋 值 平均为

,

以及富铝
、

钾
,

较贫钙
、

钠
,

并且

与
、

成矿有关等特征表明
,

金鸡 岭岩

基属 型花岗岩
。

矿床地质特征

矿床类型及特征 金鸡岭岩基内探

明一个大型
、

一个中型和数个小型锡 多金

属 矿床
,

统称为湘源锡 矿床 田
。

矿 床

类型有 一 一 云英斑岩型和 一 云

英岩一石英脉型
,

后者按产状又可分为倾斜

脉型和水平脉型两种
,

各类矿床的基本特征

见表
。

矿化富绍规体

矿 田 位 于 两 条近南北 向区城性断

裂的夹持部位 所有矿体均受岩墓内部多阶

段侵入体间接触带构造和裂隙构造的联合控

制
,

矿体 产于接触带附近的裂隙 中
。

犷体 内部 富集规律 ①云英斑岩

型矿体矿化较均匀
,

适于露天开采
。

②水平

脉状矿体仅见螃蟹木小型矿体
,

民采坑道观



湘娜拐矿床 田 主典矿珠典皿特征简衰 衰

矿床类型 产 状 金属元素 伴生元素 结 构 构 造石物脉要主矿石物矿要主矿

斑状结构
,

气孔一晶洞构

造

英石玉石长黄锡 石

宕 休 铁理云 毋

黑 钨 矿

、月

‘

一 一

云英斑岩

一

云英 。

乙

锡 石

黑 钨 矿

黄 铜 矿

岩一石英脉 水平似层状

锡石在石英

脉中呈不规则

粒伏
、

云 英岩

中皇浸染状
,

脉状构造

围岩蚀变

⋯
规 。

⋯ ⋯二
云英岩“

黄 玉 化 中一小型

钾 化

⋯
“‘

型

寮
,

脉体顶底板锡石相对富集
。

③倾斜脉状

矿体是 目前矿山的主要开采对象
。

矿脉在垂

直和水平方向上均为中间矿化好
、

矿体厚度

大
,

向两端矿化变差
,

矿 脉 分枝变细至消

失 垂直方向上最终变成石英云母线
,

具有

不完整的 “ 五层楼 ” 特征
。

脉 型矿体 的 围宕蚀变与矿化富集

规律 主要蚀变类型有钾化
、

黄玉化
、

云英

岩化
,

矿化与云英岩化关系尤为密切
。

在云英

岩化花岗岩和云英岩中
,

锡钨相对富集
,

形成

脉状云英岩型锡矿石
,

锡含量可达 以上
。

为
,

矿体的稀土分布型

式与花岗岩完全一致
,

为成矿物质来自岩浆

本身提供了佐证
。

岩浆富含成矿元素和氟 表
,

其含量均高于华南花岗岩
,

惚明显低于华南

花岗岩
,

值大于华南成锡花岗岩

二 〕 。

岩基中发育着不同程度的钾化
、

钠化
、

云英岩化和黄玉化等
。

矿床成因探讨

湘源锡矿床的矿体均产于花岗岩基内
,

矿床形成于多阶段岩浆活动 的末 期 和 热 液

期
,

从成岩到成矿有明显的演化关系
,

矿体本

身就是岩基的组成部分
,

表明湘源锡矿床的

成矿物质来自岩浆本身
。

下面做进一步探讨
。

地球化学特征

岩石化学
,

,

低
、 、

稀土分布呈海鸥 型 图
,

钻

亏损强烈
, 占 为

,

成矿元素含

岭咬理邀协翻

。石 戊 户奋拍 酬亡良礼 场 亩 公扁礼 垃

图 抽土元众球牲限石标准化分布橄式

一金鸡岭岩体 , 一螃搜木岩体 , 一 一 一

云英斑岩 , 一 一 云英岩一石英脉

及 位比较裹 衰

岩 体 名 称 】

金鸡岭岩基

华南花岗岩 翼
’

·

一
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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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特征与华南成锡花岗岩和 世界成锡

花岗岩的特征〔
、‘ 〕对比表明

,

金鸡岭岩基是

一成锡花岗岩
,

这是该岩基锡成矿的物质基

础
。

岩桨分异演化与银的 , 绍

金鸡岭复式岩基岩浆分异的早阶段以结

晶分异为主
,

随后发生了液态分异
。

锡的工

业富集主要和液态分异有关
。

结 晶分异 从金鸡岭黑云母花岗

岩 , 鸟怠岭黑云母花岗岩 , 螃蟹木二云母花

岗岩的演化过程中
,

结晶分异占主导地位
。

表现在 ①随 含量增大
,

含量降低
,

含量升高 图
,

与结晶分异趋势一致 ,

②乙 从 降到
,

值

从 降到 ③斜长石 值从

降到
。

随结晶分异的进行 增大
,

含量升高
,

随后急剧降低
,

然 后又缓慢

升高
,

即 不随 含量增大而一直增加
,

中间有一急剧降低过程
。

这个过程出现在鸟

息岭岩体中
,

但高演化的螃蟹木岩体中
,

平

均含锡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 了
,

说明发

生了一种锡从硅酸盐岩浆中分出的过程
,

即

液态分异
。

液态分异 南岭地区富氟
、

锉和

碱的花岗质岩浆可发生液态分异
,

首先由王

联魁等提出
,

并在以后的实验中 进 一 步 证

实〔
、

的
。

金 鸡岭岩基富含氟
、

铿
、

碱等元

素
,

结晶分异作用又使这些元素和水进一步

富集
,

因而具备了产生液态分异的条件
。

在螃蟹木岩体中多处见到球状
、

椭球状

似云英岩包体
,

尤以螃蟹木处最富
。

包体大

小 为
,

结构与主岩一致
,

均为中细粒等粒结构
。

与主岩相比
,

石英
、

“

艺

“
渝赢孺

甲二刀竺习 肋
即

图 一 、 、 一 变异图

一金鸡岭岩休 , 一鸟患岭岩体 ,

一螃蟹木岩体

浅色云母 白云母和铁锉云母 明显增多
,

二者含量
,

长石
、

黑云母 显 著 减 少

但比正常云英岩多
,

并 含较 多的紫色萤

石
。

其成矿元素和氟的含量也明显高于主岩

表
。

把 球状似云英岩包体和岩浆液态

分异实验中产生的富挥发份和稀有金属等成

矿元素的球状体〔 〕对比可见
,

二 者 是完全

相 当的
。

从而表明岩浆演化到螃蟹木岩体阶

段产生 了液态分异
,

即均一岩浆形成了两个

成矿相关元亲含 比较 裹

样 数

组﹄匕均‘,上

二

月且卜

﹄,口月,

曲孟

主岩 螃盆木岩体

似云英岩包体



不混 熔相一一较贫成矿元素
、

挥发份的硅酸

盐相和较富成矿元素
、

挥发份的 似 云 英 岩

相
。

鸟怠岭岩体中锡分布的强烈不均性
,

暗

示 了液态分异的萌芽可能在鸟惠岭岩体阶段

已经出现
。

似云英岩相熔浆进一 步 聚 集 演

化 , 形成宫
、 、 、 、

等 的 矿

浆
,

在岩浆活动末期侵入
,

即形成 一 一

云英斑岩型矿体
。

锡 钨云英岩一石英脉

型矿体
,

形成于云英斑岩型矿体之后
,

并更

富亲气液元素
、 、

等
,

较贫亲残

余岩浆元素
、 、

等
,

个 样的

成矿温度平均为 ℃
,

是富锡稀有金属矿

浆演化到气液阶段的产物
。

绘上所述
,

并和小岩株有关 锡 矿 床 比

较
,

可得出如下认识

产于岩基内部的锡矿床与产于小岩

株顶部及其内外接触带的锡矿床
,

都是 型

含锡花岗质岩浆演化到末期阶段的产物
,

和

残余岩浆及与之有关的蚀变密切相关
。

残余岩浆可有 种定位方式 的大

岩基的突出部位 ②定位于围岩中的独立小

岩体 ③定位于岩基内部的 小 岩 体 体中

体
,

早 阶段凝固的同源花岗岩作为围岩
。

因此
,

产于岩基内部的锡矿床
、

与小岩株有

关的锡矿床在成因上没有本质的区别
,

不能

忽视岩基内部的找矿工作
。

注意在含锡岩基的外围
,

找可能隐

伏的与小岩株有关的锡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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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锰矿床
。

如大新下雷
、

遵义等锰矿
。

另一种是陆 沉积建造和类型较多
,

而变质矿床和喷发沉积建造

棚向斜坡转变处
,

水体更深
,

也是受断裂控制的一 较少
。

我国锰矿的形成环境多种多样
,

而非简单的

系列洼地
,

沉积了泥质一硅质岩建造中的锰矿床
。 “ 陆缘浅海 , 。

事实上
,

从浅海到深海
,

从陆缘到

如东湘桥
、

平乐
、

二塘等锰矿床
。

深海都有
。

锰矿的物质来源
,

既有陆源也有海底喷

喷发一沉积建造 已如前述和图
。

溢热卤水供给
,

还有正常海水沉积的
。

可见物质来源

总之
,

我国的锰矿以形成于上元古界
、

中上古 具复杂性
。

与国外锰矿床相比
,

无论是形成时代
、

生界和下中生界者为主
。

主要是沉积锰矿床
。

锰的 沉积建造和形成环境
,

都有诸多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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