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徐山钨矿床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万 大理

江 西 有 色地劫局五队
·

余江

本文叙述了江西徐山钨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

着重 讨论 了地球

化学异常分带和异常模式
。

概括出该矿床的地球化学预测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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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徐 山钨矿区位于华南褶皱带北缘
,

武功

隆起东端黄金岭一老虎 山向斜轴部
。

区内

出露前震旦系上部一套浅变质岩系
。

岩浆活

动频繁
,

与成矿关 系密切的燕山早期黑云母

花岗岩为隐伏岩体
。

矿区东部的北东向黄金

岭一老虎 山向斜的轴部
,

是隐伏黑云母花岗

岩的侵入空间和含矿溶液 通 道 北东 一
。

断裂带 为 容矿 构 造
。

钨矿化 而积 约
,

有 种类型 石英脉型
、

夕 卡 岩型

和花岗岩型
。

石英脉型钨矿产于外接触带的

变质岩中
,

按含矿石英脉集中程度和相对位

置
,

分为南
、

中
、

北 组矿脉带
,

矿化出露

地表
。

夕卡岩型钨矿产于外接触带局部含钙

的变质岩里的 夕卡岩中
。

花岗岩型钨矿产于

内接触带黑云母花岗岩顶部
。

种矿化类型

的蚀变与矿化特征是 从黑云母花岗岩顶部

内接触带往上
、

往北东方向 往上伴随北西

向 依次出现 微斜长石化
、

钠长石化
、

云

英岩化
、

电气石化带
,

花岗岩型钨矿矿化带 ,

硅化
、

夕卡岩化
、

电气石化
、

黄铁矿化带
,

夕卡岩型和石英脉型钨矿化重叠带 , 硅化
、

电气石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黄铁矿化

带
,

石英脉型钨矿前缘细脉带
。

主要工业矿

物有黑钨矿
、

自钨矿
、

黄铜矿
、

黄铁矿
。

地层中微 元素含皿特征 表

从表 看出 在含矿千枚状粉砂岩中
,

、 、 、 、 、 、

含量偏高
,

在其他岩性中各元素含量分配较均 匀 成矿

主元素
,

在各岩性中比克拉克值高 出 倍

以
、

、

明显低于克拉克值
。

岩桨岩中微 , 元案含皿特征 衰

从表 可知 黑云
一

母花岗岩中
、 、

、 、

含量高 出维氏酸性岩 花 岗岩

型 几倍到上百倍
,

也高出约 倍 其他

元素近似或低于维氏酸性岩
。

矿石 中元素组合及相关性

石英脉型钨矿元素组合为
、 、 、

、 、 、 、 、 ,

特 征 元 素

一个元素的异常就能反映矿体位置和矿化

类型 为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相关性显 著
,

一 相

关性不显著
。

夕卡岩型钨矿元素组合为
、

、 、 、 、 、 、 ,

特 征 元

素为 。 一
,

一 相关 性 显著
,

一
,

一 相关性不显著
。

花 岗岩型

钨矿元素组合为
、 、 、 、 、

、 、 、 ,

特征元素为 一
,

一 相关性显著
,

一
,

一
,

一 相关性不显著
。

因此
,

根据元

素组合及其相关性
,

可鉴别 种矿化类型
。

黑钨矿
、

白钨犷
、

黄铜矿
、

黄铁矿是本

矿床 种矿化类型的主要工业矿物
。

矿石中
、 、

含量高
,

达工业品位
, 、

达综合利用品位
,

其他有异常 显示 的元

素均为伴生元素
。

的载体矿物为黄 铜矿

与黄铁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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峪 元索分带及硫同位案组成特征

地表次生晕元素分带序列 由南西往北

东 为 , , , , , ,

, , 钻孔原生晕元素分带序列 自

下而上 为 , , , , ,

, , , , 钻孔原生晕样品
,

本队未分析
、 ,

收集本局三队资料未分

析
、 、 。

总体分带 特征 是
、

、 、 、 、

在 内 带 下

部
, 、 、 、 、 、 、

在中带 中部
, 、 、 、 、

、 、 、

及地表 次生 晕生中
、

在外带 上部
。

对石英脉型和花岗岩型钨矿中的金属硫

化物作了硫同位素测定 表
。

结果表明 硫同位素组成均一
,

且集中

硫同位索组成 衰

于零值附近
,

具有陨石硫同位素组成特征
,

说明成矿物质主要来 自地壳深部或 上地慢
。

比值 组成 变化范围

‘ , ‘ ‘
编 , ‘ 场

样数
型类乙矿

石英脉型钨矿

花岗岩型钨矿

。

。

一

。

。 。

。 。

注 ①表 资料来源本局三队 ,

⑧ 年国际统一规定把陨石
,书 , , 作

为标准 , 。。

矿床地球化学异常模式

次生 异常特征

地表次生晕元素组 合为
、 、 、

、 、 、 、 、 ,

异常呈 椭圆

形
,

轴 向北东
,

与石英脉 型 钨矿 脉走 向一

致
,

异常面积约 “ ,

比 旷 化 范 围 大

倍
。 、

外带 异常落本反映矿床 的位置

和范困
, 、

外带 异常大体反映矿

化范围
, 、 内带异常反映石英脉型钨矿脉在

地表的出露部位
, , 、 。 、 、 、

弓异

常主要发育在矿床前缘部位
。

原生晕异常特征

原生晕异常 自隐伏黑云母 花岗岩体顶部

向上及北东方向延仲 图
,

元 素组 合有
、 、 、 、 、 、 、 、

、 、

异常连续性差
, , 只分析

部分样品
,

异常弱而零星
,

故未作 图
。

从图 可见
, 、 。 、 、

异常强度较

大
,

其外浓度带 一
、

一
、

、

一 基本反 映翻
”

床

范围 中 浓度 带
、

凡。 一
、 、 “ , 反 映 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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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震旦 系板溪群上部浅变质岩系 ,

爹一燕 山早期黑云母花岗岩 , 一花 岗 岩型钨 矿 , 、

一夕

卡岩型钨矿 , 北
、

中
、

南表示石英脉型钨矿三组矿脉带

化地质体
、 、

内浓度 带
、

、

反映矿体
、

矿脉带位

置
。

特征元素 。异常
,

反映花 岗岩

型钨矿体部位 异常
,

反 映

夕
一

卜岩型钨矿体部位 , 异常
,

则反映石英脉型钨矿脉部位
。

徐 山矿区地表

海拔标高
,

多数钻孔勘探 深度达

一 一
。

主要元素从
、 、

异

常和特征元素
、 、

异常在垂向 上的

变化规律是 在 一 至地表呈内浓度

带
, 一 以下 浓 度 明显 衰 减

。

在

一 至近地表发育内浓度带
, 一 以

下异常浓度衰减
,

一 以下异常消 失
。

在一 至 呈内浓度带
,

中浓度带

很窄
,

近地表为外浓度带
,

一 以下异

常浓度衰减
,

至 一 以下异常 消失
。

特

征元素 。异常呈外
、

中
、

内 浓 度带 发育在

一 一 之间 呈外
、

中浓度带发

困 徐山妈矿床地球化学异常公式

一前展旦系板溪群上 部浅变质岩系 千枚岩
、

千枚状粉砂岩夹薄层 变质砂岩 和 钙质粉 砂岩 ,

聋一燕山期黑云母花岗岩 , 一花岗岩型 钨矿

一夕卡岩型钨矿 , 矿脉带一石英 脉 型钨矿 ,

一 一异常分带

育在 一 呈 外 浓 度 带 出 现在

一 至地表
。

就矿床整体而 言
,

在垂向



位山矿床找性粗度的份合性褥价标志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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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分为 个异常带 图
,

每 个 带在横

向及纵向上对应于一定的 矿 石 类型 和蚀变

带
。

下带 异常元素组合为
、 。 、

、 、 、 ,

对应于斜长石化
、

钠长石化
、

电气石化
、

云英岩化带及花岗岩

型钨矿化带 中带 异 常 元素组合为
、 、 、 、 、 、 ,

对

应于硅化
、

夕卡岩化
、

电气石化
、

黄铁矿化

带及夕卡岩型钨矿和石英 脉 型 钨矿 化重叠

带 上带 元素组合为
、 、 、

、 、 、 、

及次生 晕中
、

,

对应于硅化
、

电气石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黄铁矿化带及石英脉型钨矿前缘

细脉带
,

因剥蚀作用
,

该带仅在地势较高的

徐山和黄金岭地段发育较好
。

成矿成 机理初探

根据徐 山钨矿床的地球化学特征
、

成晕

元素的地球化学性质及异常分布特征
,

认为

成矿成晕物质主要来源于深部
,

异常属岩浆

期后的热液阶段产物
,

并 处 在一 个由 下而

上
、

由相对封闭到相对开放
、

氧化程度略高

的高背景亲氧元素伴亲硫元素的地球化学场

中
。

随着矿液组份上升
、

扩散
,

其性质由酸

性向弱碱性演化
,

成矿成晕温度由高到低
,

在弱酸一弱碱
、

高一中温时
,

有大量金属元

素析出
,

使总体异常由高温元素到中
、

低温

元素 自下而上
、

由南西向北东延伸
,

形成横

向上 自徐 山山脉至 号钻孔
、

纵 向上 一

号勘探线
、

垂向上 一 三度空间

的异常分带模式
。

矿床地球化学预测标志

, 指示元素及指示 义

矿床的指示元素有
、 、 、 ,

、 、 、 、 、 、 、 、 ,

其中 为成矿主元素
,

是直接 找 矿元素
、 、

内带异常均指 示矿 体位 置
、 、

为特征元素
,

异常 指示花

岗岩型钨矿位置
,

异常指示 夕卡 岩 型钨

矿位置
,

异常指示石 英脉型钨矿位置
。

、 、 、 、 、 、 、 、

、 、

在异 常分带中处 于 中外和中上

部
,

是寻找隐伏和半隐伏矿床的重要指示元

素
。

矿床刹蚀程度判别标志 裹

陇伏矿床预侧标志

地表次生晕有
、 、

、 、 , 、
、

、

、 ,

的组合异常
,

且浓度和组份分带均较明显 异常元素分带



指数

地表原生晕异常以
、

为主
,

异 常 中 心有
、 、 、 、 、 、

弱异常出现 矿床受一定剥 蚀时
,

原生

异常以
、 、 、

为主
,

伴有
、

、 、 、 、

异常 原 生晕中相关

密切的元素为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异常周边出现
、

低

值带 异常位于前震旦系板溪群 上部一套浅

变质岩系中
,

伴有隐伏花岗岩体
,

断裂构造

发育
。

具有上述一些特征时预示可能有 “ 徐

山式矿床 ” 存在
。

利用上述异常特征和评价标志
,

曾对矿

区北东向的熊家仿和北庄两个异常进行 了预

测
,

认为是徐 山钨矿床前缘细脉带所致
,

钻

探工程
、

一孔 得到证实
,

从 而终

止了往矿区北东端的深部勘探计划
。

野外工作期间曾得到本局三队徐 山地质

研究组喻方屏
、

陈欣国工程师及徐 山矿部生

产组 同志的大 力支持
,

并参考了有关资料
。

文中图
、

表 由本队王素芬
、

吴梅清绘
,

在此

一并表示感谢
。

,

丫 己

全

上接 第 页

各种火成岩类型岩石的金含 表

岩石类型 ⋯金
的 丰度 ①

⋯岩石类型 金的丰度 ,

超基性岩

玄武 兴

花岗闪长 宕

花岗岩

流纹岩

工

。

一

。

超基性岩

基性岩

中性岩

酸性岩

碱性岩

性质
,

还是从 由内外 因素综合影响而使金在

自然界的产 出状态
,

以及其在各类性质地质

体的分布特征都说明 了金 具有 强烈 的亲铁

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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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极不均匀
。

这种分布的特点贯穿了金在

其全部 自然 史 的各个时空阶段
。

其分布极

不均匀性是 由于金本身具有强烈的亲铁性所

造成的
。

总之
,

无论从金元素本身内部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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