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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光坪锡矿地质特征及矿床成因初探

李 宗 玉

云南省地矿 局第四地质大队
,

保 山市

丝 光 坪锡矿与次火山岩有关
。

在相对开放的钙硅酸盐环境下
,

形

成 高一中 温锡石一硫化物型及中低温锡石一蛋 白石型复合 盛 加 锡 矿

床
。

文 中 并提出了找矿标志和找矿前景
。

关扭询 锡矿床 , 地质特征 , 云 南 省

地质概况

丝光坪锡矿位于三江构造带南段西缘
,

即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带的俯冲带上
,

区域出露地层为高黎贡山变质岩系
。

泥盆系

的砂板岩
、

灰石
,

石炭系浅变质砂板岩夹多

层含砾岩屑复矿物砂岩及少 量灰岩
,

二叠系

下统为块状白云岩 图
。

本 区处于前华力

西期断褶隆起带与华力西期上叠断裂坳陷带

的交界部位
。

前者构造简单
,

主要为南北向

和北东向构造
,

分布于本区西部 后者构造

比较复杂
,

为北东向构造形成的微向东突出

的弧形带
,

褶皱断裂发育
。

燕山晚期一喜 山

早期的花岗岩广泛分布
。

据时间和空间的分

布可分古永一老平山花岗岩带和槟榔江一来

利山花岗岩带
,

由东向西岩体时代变新
。

岩体

演化的总趋势为中性一中酸性一酸性岩
。

锡

矿与晚阶段酸性岩有关 图
。

矿区出露地

层为石炭系中统丝光坪组的板岩
、

粉砂岩
、

砂岩
、

灰岩等类复理石沉积
,

为一套浊积岩
。

摺皱为一近南北 向两翼不对称的背斜
,

西陡

东缓
。

断裂可分 组
,

以北西向组较发育
,

为主要容矿构造
,

北东向次之
。

变质作用以

接触变质和动力变质作用为主
。

围岩蚀变较

发 育
,

成 矿 前蚀变有阳起 石 化
、

绿 泥石

化 成矿期蚀变有硅化
、

黄铁矿化
、

绢云英

岩化
、

蛋白石化
、

碳酸盐化
、

高岭土化 成

矿后蚀变有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矿床特征

丝光坪锡矿体赋存于石炭系丝光坪组碎

屑岩中的北西向缓倾斜复式断裂带及东西向

陡倾斜裂隙中
,

呈似层状
、

脉状产出
。

整个

矿带断续延长 以上
,

宽
。

似 层

状锡矿体产于北西向缓倾斜复式断裂带中
,

有两层矿体
,

间距约
。

矿体 在 平 面上

由北 向南呈雁行状排列
,

在剖面呈迭瓦状分

布
。

脉状蛋白石富锡矿体
,

呈东西向陡倾斜

产出
、

规模不清
。

目前已 发 现 个 矿体
,

一 为似层 状 锡 矿 体
, 一 矿 体 长

,

倾斜延深
,

厚
,

锡品位
,

为黄铁 矿 锡矿石
。

为矿 区主矿体
,

呈北西一南东延伸
, 一

长
,

斜深
,

矿体呈似层状赋存于断裂

破碎带中
。

矿体产状
“

乙
“ ,

矿层总趋势是 向北倾伏
,

向南翘起
,

有波状

起伏现象
,

波峰部分矿体变薄
,

波谷部分矿

体增厚
。

矿体最 小 厚 度
,

最 大 厚 度
,

平均
。

锡 品位最低
,

最高
,

平均
,

锡品位和厚度

一般呈正消长关系
。

矿 体 品 位 变 化 系 数
,

厚度变化系数为
,

属于不均

匀及不稳定类型
。

矿物组份较简单
,

金属矿物主要为锡石
、

木锡石
、

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次为黄铜矿
、

磁铁矿
、

方铅矿
、

镜铁矿等
。

非金属矿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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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平
一

山如

洲京河行撇
·

甲

如 拚 ”砂 拼犷了伪”

型黔

略

护 口 蒸赘⋯
酬气 认

才

牢 ,
竿淤娜,

护 马 、 卜 。

团 囚 冈 团 团
、

口 丝光娜拐矿区区城地质

一第四系砂
、

砾石
、

粘 土 ,

一第 四 系辉 石 角 闪石英安岩夹角闪安山岩
, 一二 盈 系白云岩 ,

, 一上石炭统砂岩
、

板 岩 夹白 云 岩 , 一 中石炭统砂岩夹板岩 , ,

一下 石 炭 统 粉 砂 岩 , 一下泥盆统板

岩夹灰岩 , 尸元古界 片岩
、

变拉岩
、

混合岩 ,

一喜山期花岗 岩 , 尝一喜山期花岗斑岩 ,

二
一 ’一喜山期等

拉花岗 岩 , 吞
’一喜山期似斑伏花岗岩 下急

一 ’一 喜 山 期 粗拉花岗岩 , 刀 一燕山期二 长 花 岗 岩 , 一 锡矿

体 , , 地质界线 , 一正 断 层 , 一 平 推 断层 , 一 实例
、

推浏性质不明断层

要为石英
、

蛋白石
、

长石
、

方解石
、

白云母
、

绢云母
。

次有重晶石
、

绿泥石
、

自然硫等
。

据矿物组合及结构
、

构造 特 征
,

可 分 为锡

石一黄铁矿矿石
、

锡石一磁黄铁矿矿石
、

锡

石一蛋 白石矿石 表
。

现将主要有用矿物

特征叙述如下

锡石

呈浅棕褐色
,

多呈他形一半 自形
,

粒状
、

柱状
、

放射状等
。

柱状者先晶出
,

具环带构

造
,

粒径
,

最

大者达
。

他形粒状者 较晚晶

出分布于半 自形锡石的周 围
,

粒径一般小于
,

含量
。

锡石在 不同矿石类

型中
,

结构特征不一致
,

在早期黄铁矿阶段

生成的锡石多为半自形一 自形
,

结晶较好
,

常呈针状
、

锥柱状聚晶体嵌布 于黄铁矿
、

石

英
、

或石英脉中
,

也有在黄铁矿与石英之间

的裂缝中
,

形成温度 ℃
。

还 有 少量锡石

包于黄铁矿中
。

锡石嵌 布单 晶 粒 度一般在
,

粗 的 晶 粒 为
,

聚晶粒度为 士
。

而

较晚期形式的蛋 白石锡矿石中的锡石多呈他

形一 显微粒状
、

尘点状
、

条纹状与蛋 白石

相间分布
,

形成温度 ℃
。

从表 可以看出

从锡石一磁黄铁矿矿石 , 锡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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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矿石类型中拐石特征衰 襄

矿石类型 晶体形态 粒度 颜 色 晶 晶胞参数 单位晶胞

钱石一磁黄铁矿

矿石

他形一半自形
、

拉伏

浅棕
、

暗棕棕褐

色
,

多色性弱
,

王不带构造 常见

膝伏双 晶常见
了二 , 。

’

一 ”‘ ’ 。 二 。 了乙 ,
。 。

。

锡石一黄铁矿矿

石

半 自形一 自形
、

短柱伏
、

长柱状

。 。 棕色
,

棕褐色 具环针了粉 台及

膝状双 晶
。 。

锡石一蛋白石矿

石

针柱状
、

放射状
、

他形
、

粒伏
、

尘

点伏

。 只 。 、

。 。 、

无色
、

浅棕色
,

多色性不明显 膝状双晶

。 。

。

一
·

】
“ 一 ’ ‘匕。

。 ” ‘
·

“

黄铁矿矿石 , 锡石一蛋 白石矿石
,

锡石结晶

程度逐渐降低
,

粒度逐渐变小
,

颜色变浅
,

多色性变弱
,

晶胞参数趋于减小
,

形成温度

逐渐降低
。

锡石单晶中颜色不均 一 ,

往往 中

部深
,

边缘浅
。

通过对同一锡石晶体切面不

同颇色 环带 部分进 行探针分析表明
,

颜

色深浅与铁含量有关
,

并是正相关关系
,

即

在锡石环带中
,

随着铁含量增加
,

环带颇色

变深
,

而与钦含量存在相反关系
。

木银石

一般呈葡萄状集合体
,

也可呈胶状和树

枝状
。

褐色
,

无光性或 光性不显著
,

切面呈

圆形
,

具 同心层状构造
、

同心放射状构造
。

可见在粒度较大的泥 晶状锡石周围有细粒状

或长柱状的锡石呈有规律的相嵌
,

即胶态木

锡石后期转变成锡石晶体
。

黄铁矿

含
,

为灰一灰 白色
,

金属光 泽

他形一 自形晶
。

据形态和产出特征不同大致

可分两期
。

第 一期黄 铁矿 呈星散状

分布于矿体顶底板及围岩断裂带中
,

多呈
一

半

自形一 自形
,

晶粒
,

一般含量
,

分布较广
。

第二期黄铁 矿 又

可分两个阶段 其中
一

黄铁 矿 为暗灰

色
、

浅黄色
,

他形一 自形
,

粒晶
,

含量
,

粒状集合体
,

常与方解石
、

石英共生
,

其晶出时间略有先后
,

一世代多

呈立方晶体 自形 晶
,

二世代为细粒他形分布

在前者周围
。 一

黄铁矿 为 钢 灰一浅铜

黄色
,

常呈他形粒状
,

粒 径
,

沿裂隙分布
,

呈致密块体
,

硬度稍低
,

易氧

化成黑色粉末状
、

镜下颜色淡而微红
,

能谱

分析硫含量略低
。

常与方解石
、

石英相伴
,

各类型娜矿石给构
、

构遭特征衰 衰

矿 物 共 生 组 合

矿石类型 矿石结构 矿石构造

—
锡的斌存伏态

, 一 , 一共 , 一一丰一一一共止址兰一一止兰止生一

—
锡石一班黄铁 】半 目形

、

目形
、

浸染伏细脉浸 磁黄铁矿
、

锡石
、

石英
、

粘土矿物 锡 石

」二互一一土些生一一二里兰一一卫
锡石一黄铁矿 半 自形一 自形 浸染状

、

条带
黄铁矿

、

锡石 石英
、

方解石 锡 石

」三一一一上竺竺型竺土竺少竺一二

—
一

,

锡石一蛋白石 他形一半 自形 浸染状
、

条纹状
、

蛋白石
、

锡石
、

木 】石英
、

绢云 母
、

重
锡石

、

木锡石
矿石 尘点抓 斑点伏 条带状

、

块状 锡石 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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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微反的黄铜矿
。

班黄铁矿

含硫
,

灰褐色
,

金属光泽
,

他

形一半自形
,

稠密浸染一致密块状
,

常与石英

共生
,

与锡石相伴
,

多产于矿体中
,

含量

习
。

矿石结构 据矿物结晶程度不同可分微

粒一细粒结构
,

局部为中粒结构
,

他形一 自

形晶粒结构
,

带状结构
,

连晶结构
、

碎裂结

构
、

胶状结构等 表
。

矿石构造 可分稀疏浸染状构造
、

细脉

浸染状构造
,

稠密浸染状构造
,

准块状一块

状构造
,

条纹条带状构造
,

角砾状构造
、

脉

状构造等
。

矿床稳定同位素特征

, 硫同位素

试样采于矿体中的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它 们 的 子
‘

编 为
。

平 均

编
, ‘

值
,

平 均
,

分布范围很窄
,

与陨石硫数据接近
,

说明高温岩浆硫同位素有较完整的均一化作

用
,

并表明硫来源于花岗岩浆
。

据云南地科

所研究
,

本区的黄铁矿
、

磁 黄 铁 矿护‘ 分

布范围略有扩大
,

从 一 筋
。

并出现

重晶石
。

成矿热液体系除 外
,

还有少量

士一
。

这与腾冲高压汽泉的 自然 硫
、

黄铁

矿的硫同位素相似
,

表明本区硫同位素可能

与次火山气液形成的硫同位素近似
。

级同位素

矿石中矿物 的 子 编
,

石英
。

锡石
,

石英一锡石 氧同位素平衡温度石

英一锡石 ℃
。

石英占‘“ 筋值近 于 花 岗斑

岩
、

凝灰岩氧同位素值
,

表明本区氧同位素

可能与喷发岩近似
。

本区各类矿石的矿物巾有大量成矿流体

的包裹体
,

其成因类型有原生包裹体
、

次生

包裹体和似次生包裹体
。

据观察除沿方解石

裂隙分布有次生包裹体外
,

其他矿物中主要

属原生包裹体和似次生包裹体
。

因此本区矿

石中所获包裹体研究资料
,

墓本 可以代表成

矿流体的性状
。

据矿石矿物中气液包裹体的物理状态可

分 气相 包裹体
、

纯液 相 包裹体
,

气液相 一 包裹体及多 相包 裹体
。

多

相包裹体中间发育有含 子晶包裹体

和含液相 包裹体
。

包裹体形态一般

呈不规则状
、

浑圆状
、

圆柱状及负晶状
。

多

成群均匀密集分布
,

部分呈星散状
。

次生 包

裹体沿矿物裂隙分布
。

粒径一般在

以下
,

少数达
。

以气 液 包裹

体为主
,

气相
、

纯液相及三相包裹体所 占比

例较少
。

成矿沮度
、

压力和流体的盐度
、

度

本区矿石主要形成于高温阶段
,

均 一温

度 ℃ 锡石一蛋 白石阶段
,

均一温

度为 ℃
。

据矿物包裹体研究表明
,

矿石是高盐度

流体
,

平均盐度为
,

局部可

达
。

流体压 力
。

密 度
。

据上覆围岩
” 计

,

则岩石静压力以 向深部

递增
,

计算本区成矿深度 为 左右
。

成矿期及矿床成因

成矿期
、

成矿阶段

矿物包裹体特征

矿物气一液包班休的类型和形态

特征

忍

据本区地质特征可分为 个成矿期 个

成矿阶段
。

高一 中温 成矿期 是本区主要成

矿期
,

按矿物组合可分两个阶段 即锡石一

黄铁矿阶段和锡石一磁黄铁矿阶段 前者分

布于浅一深部
,

后者分布于深部
。

锡的富集

程度由弱到强
,

成矿流体性质由弱碱性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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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酸性
。

成矿温度 ‘ ℃
。

中一低 温成犷期 是本区重要成

矿期
,

据矿物组合可分两个阶段 锡石一蛋

白石阶段和锡石一黄铁矿
、

方解石阶段
。

锡

的富集程度由强到弱
,

成矿溶液性质由酸性

变成碱性
,

成矿温度 ℃
。

表生期 矿体形成后
,

矿石遭受

后期氧化作 用
,

即硫化矿变成氧化矿
。

矿床成因及找矿标志

在具有贯穿性的构造条件下
,

当残浆退

化沸腾时形成隐爆角砾岩 筒
、

岩 墙 的 情况

下
,

从多体系混合残浆中
,

含矿气化热液迁移

至岩体外北西 向断裂及东西向裂隙中
,

在容

矿构造空间
,

围压骤减
,

含矿流体发生减压

沸腾
,

而含锡络合物不稳定
,

在酸性前锋中

首先形成锡石
、

石英
、

白云母
。

继之碱化溶

液在较低温下产生锡石
、

石英
、

黄铁矿
。

随

着温度降低
,

碱化溶液进一步解体便形成了

锡石
、

木锡石
、

蛋 白石
。

据矿石中泥 晶状木

锡石与锡石共生
,

形态呈逐渐演化的特点
,

可以断定矿床形成初期
,

高一中温热液阶段

为锡石黄铁矿矿石
,

次为中一低温锡石一蛋

白石矿石后
,

再次又受较温热液作用叠加改

造
,

木锡石重结晶形成部分高温型锡石
,

所

以高低温锡石共生
。

据此推断
、

本区中一低

温热液阶段 曾发生过富硅
、

富锡的胶体溶液

成矿作用
,

进一步显示了花岗岩浆的次火山

作 用与成矿关 系密切
。

目前地表初露头角的

锡石一蛋 白石锡矿体
,

笔者认为就是在花岗

斑岩强蚀变矿化产物
,

预示深部有较大次火

山岩体存在
,

值得深入追索工作 图
。

本区属于与次火山岩有关的
,

在相对开

放钙
、

硅酸盐岩围岩环境下形成的高一中温

锡石一硫化物型及中低温锡石一蛋 白石型复

合叠加的锡矿床
。

炭质板岩
、

糜棱岩是找锡的直接标志
。

地表

出现褐铁矿及 褐色砂土及高岭土时
,

就 可进

一步迫索和圈定锡矿体
。

而硅化
、

黄铁矿化

较强部位大都预示有锡矿体存在
。

目
、

曰 四
,

哑
。

国
、

曰
‘

曰 图
田 丝光坏银矿成矿理想找式口

一板岩 , 一砂 岩 , 一角 砾 岩 , 一蚀 变 带

, 一花岗斑岩 万 , 一花岗岩 ,

一蛋 白石型锡矿体 , 一黄铁矿 型 锡石

矿体

找矿标志及 前景

北西 向断裂是本区找锡矿间接标志
,

而

褪色的砂岩
、

板岩
、

碎裂岩
、

石英岩
、

黑色

矿区地质条特好
,

成矿有利
,

是进一步

找矿最佳地段
。

地表锡矿体赋存于近南北 向

背斜东翼北西 向缓倾斜复式断裂带中
,

呈似

层状多层产出
、

为锡石一硫化物型
,

目前仅

对下层矿 ‘矿体深部未控制 完 的 情况下就

已达中型以上规模 若深部继续追索
,

再加

上其他矿体的深入工作
,

其储量还可大幅度

增加
。

而产于 矿体中部近东西 向 陡 倾斜

脉状锡石一蛋 白石型富锡矿体
,

矿物组合
、

结构
、

构造比较特殊
,

推测是次火 山岩强蚀

变矿化产物
。

总之
,

本区地质条件好
,

又属

来利 山大型锡矿外围
,

若深人工作
,

前景可

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