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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沙市

中国锑矿床分布受大地构造控制 总体可分为峨个带
,

且与 世界

个锑矿带相连
。

锑矿还受一定层位和岩性控制
,

少数在空间上 还与火

成岩有关
。

认为大多数锑矿形成于燕山期
,

次为印支期和喜 山期
。

指

出了根据构造、 层位及岩性等方面如何在我国寻找大而富的锑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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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锑矿床分布广
,

类型多
,

储量大
,

产量高
,

居世界首位
。

其分布具有一定的规

律性
。

锑矿床时空分布规律

根据对近百个锑矿床
、

余个 锑 矿化

点的多年研究
,

中国锑矿具有如下时空分布

规律
。

大地构造控矿

各类锑矿床均分布于不 同大地构造的过

渡带
、

板块碰撞带或俯冲带及大断裂附近
。

中国锑矿床可划分为 个成 矿 带 图
,

它

们分别与世界 个锑矿带相连
。

华南锑矿带 是 中国最重要的锑

矿带
,

也是环太平洋锑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已知有 个矿床 点
,

占全国锑矿床 点

的
,

占全国探明储量的
。

含矿

层位有二个系列 一是晚元古代系列
,

以震

旦系和前震旦系板溪群为主 另一个是古生

代系列
,

以泥盆系
、

二叠系和寒武系为主
。

锑矿分布在扬子板块南侧
、

华南加里东褶皱

带北侧
,

主要分布在 其 间 的 过 渡 地 带 内

图
。

扬子板块 谁地台 是晚元古代末

扬子旋回形成的基底构造
,

走向近北东东
。

基底岩系出露在边缘地区
,

如南部雪峰隆起

见图 的基底岩系冷家溪群与板 溪 群
’

是长期活动的隆起带
,

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

所以
,

有人 认为雪峰隆起是华南加里东地槽
的边缘地背斜

,

并受多次构造运 动 叠 加 改
、

造
。

这些基底构造和叠加构造控制该区锑矿
的分布

,

使锑矿成群
、

成带展布
,

如沃溪一

渣滓溪锑金钨矿带 符竹溪一板溪锑金矿带
等 图

。

这是我国最老的含矿层位
,

其中

产有较典型的锑金钨综合类型矿床
。

华南加里东褶皱带主要 由震旦系一志留
’

系组成
,

构造主导方向近东西
,

由于构造叠

加的影响
,

又形成 了后期的北东向和北西向

构造
,

控制着该带锑矿的分布
,

如龙洞一廖
家坪锑金矿

、

龙 山锑金矿等
。

加里东运动晚
期

,

华南地槽沉积转化为地台沉积
,

并与场
子地台合并

,

沉积 了泥盆系一中三叠统的地

台盖层
。

扬子准地台的滇东
、

黔西和川东地

区
,

有大规模的玄武岩浆喷 出
。

值得指出的

是
,

晚三叠世以来
,

华南褶皱带和扬子准地

台进入大陆边缘发展阶段
,

为大西洋大陆边

缘活动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印支运动使其盖

层全面褶皱
,

燕山运动又进一步加强
,

构造

方向以北北东和北西向为主
。

此期形成 了一
系列重要的锑矿床

,

如泥盆纪碳酸盐岩层位
中的锡矿山

、

木利
,

二叠纪 玄武岩 中的晴隆
锑矿等

。



图 中国锑矿床分布与板块 构造的关系示意 图
底图引自李春显等

议一太古代一早元古代板块 , 一晚 太古代板块 , 一中间板块 , 一早古生代一新生代褶皱带 , 一板块
俯冲带 , 一深大断裂 , 一锑矿带界线 一锑矿床 , 一锑矿带编号

,

板块 一塔里木
一
中朝板块 , 一

扬子板块 , 印度板块 , 一佳木斯中间板块 , 一柴塔木中间板块 , 一羌塘中间板块 , 深断裂与不同

地质时期的板块衡冲带 和碰撞带 郊城
一
庐江深断裂

, 幻 得尔布干深断 裂
, 丽水 海丰深

断裂
,

甘孜一理塘深断裂 , ①阿尔 泰早古生代板块俯冲带
,

②准噶尔晚古生代板块俯 冲带
,

③索伦

山一贺根山晚古生代板块缝合线
,

④那丹哈达岭早中生代板块俯冲带
,

⑥天山晚古代板块俯冲带
,

⑥阴

山
一 图 们 晚古生代板块俯冲带

,

⑦祁连山
一
秦岭早古生 代 板 块 俯 冲带

,

⑧青海
一

秦岭早中生代 板块俯

冲带
,

⑨阿尔金山晚古生代板块俯冲带 或转换断层
,

⑩昆仑山晚古生 代板块俯冲带
,

可 可 西

里
一金沙江早中生代板块俯冲带 , 藏北 一

滇西晚中生代板块俯冲带 ,

⑩雅鲁藏布江一 印度 河新生代板块

缝合线
,

⑧台湾新生代板块缝合线 或 转换断层

燕山旋回期间有大量岩浆岩
、

火山岩和

饮火山岩溢出
,

在有利的构造部位形成少量

锑矿床
,

如与花岗斑岩有关的高挂山
,

与黑

云母花岗岩 有关的大厂锑锡铅锌矿等
。

喜马拉雅旋回主要产生隆起与断陷
,

也

有玄武岩喷溢
,

并伴随 中一基性次火山岩脉

浸人
。

这个时期也有少量锑矿床形成
,

如与

闪斜煌斑岩有关的宝山锑金矿床等
。

近几年来
,

根据大量的古地磁
、

重力测

量及石油深钻等资料
,

认为扬子板块及华南

褶皱系之间及其两侧的湘 中
、

滇东地区
,

存

在板块缝合线
,

这与本区早期发现的深断裂

带基本一致
。

如图 所示的城步一新化一桃

江大断裂
,

经最近完成 的台湾一四川黑水地

学大断面资料
,

确认为扬子板块与华南褶皱

带的缝合线
。

该缝合线上分布有锡 矿日超

大型锑矿床和五峰山等一系列锑矿床 点
,

而且锑矿分布与莫霍面的密集程度有关
,

如

滇东锑矿的 “ 南一文山锑矿带和师宗一个旧

何开善
,

湖南区域构造研究的若干进展 内部资

料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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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华南锑矿带锑矿分布示意 图

据任纪舜
,

一一级单元界线 , 一一级单元推测界线 , 一次

级单元界线
,

一锑矿主要分布区 , 一锑矿床

锑矿带 俞开基
, ,

均分布在莫霍面较

密集的地区 图
。

广南一文 山莫霍 面 密集

区
,

是华南褶皱带与越北古陆的接触部位

师宗一个旧密集区
,

是康滇地轴
、

扬子准地

台与华南褶皱带的接触部位
。

断裂构造亦很

发育
,

地表地球化学异常晕也多 分 布 在 这

里
,

说明莫霍面密集区有利于矿液活动与富

集
,

形成一 系列锑矿床 点
。

而莫霍面两个

密集区之间的平坦
、

宽阔地区则 未 发 现 锑

矿
,

地球 化学异常也很少
。

淇 西一 西藏锑矿带 西延与地中

梅锑犷带相连
,

研究程度较差
,

仅发现 个矿

沫 点
,

占矿床 点 总数的
,

占总储量

的
。

含矿层位主要为三 叠 系
,

其次是

白奎系
。

锑矿主要分布在印度板块与拉萨板

块和羌塘 中间板块的碰撞 带 附 近
,

如 藏北

一滇西晚中生代板块俯冲带附近的滇西石门

多锑矿
、

西藏彭多沟锑矿和印度板块北缘的

西藏萨普锑矿等
。

秦岭一 昆仑 山 锑矿带 西延与中

亚锑矿带相连
,

有锑矿床 点 个
,

占总数

图 构造过波带与锑矿关系略圈
一花岗岩 一锑矿床 点 , 一背

、

向斜构

造 , 一断裂 , 一压扭性构造断裂 一白蟹纪一
第三纪盆地 , 一印支褶皱带 , 一加里东褶皱带

一雪峰隆起

图 淇东莫扭面深度与锑矿分布示愈圈
据俞开基资料整编

一莫霍面深度 , 一深大断裂 , 一锑矿床 ,

工一康滇地轴
, 且一扬子准地台

,

一华南 加里
东褶皱带

,

一越北 古陆 , 矿床名称 ①木 利
,

②小锡板 ,

老厂
,

④都比 ,

⑥茅 山 洞



的
,

占总储量的
,

是近 十 年来
查明的重要锑矿带

。

含矿层位较多
,

东部为

较老的古生代系列
,

其中主要为泥盆系 陕西

公馆
,

次为寒武系 陕西蔡凹
、

震 旦系 大

河沟 和奥陶系等
。

西部为中生代系列
,

而

以三叠系 甘肃崖湾 为主
。

此带地质构造

较复杂
,

锑矿主要产在秦岭褶皱系和祁连褶

皱系及其接触部位
。

这些部位往往又是板块

的俯冲带
,

如祁连一秦岭早古生代俯冲带呈

近东西展布
,

锑矿亦呈东西分布
,

如陕西商县

高岭沟锑矿一河南 卢氏大河沟带
。

西部锑矿

分布在西秦岭海西褶皱带与印支褶皱带的接
触过渡地带

,

同时也是合作一江洛大断裂分

布区 图 和青海一秦岭早中生代板 块 作
冲带的组成部分

。

构造呈北西向展布
,

锑矿

亦呈 同方向成群分布
,

如合作一西和 崖湾

锑矿带
,

大区域范围的兴梅一单尼一宕昌一
徽县一公馆锑汞矿带等

。

长 白山一阴 山一天 山 锑矿带 西

延与外贝加尔锑矿带相连
,

是新 发 现 的 区

带
,

有锑矿床 点 个
,

占总数的
,

储量占
。

锑矿层位有第三系和震 旦 系

等
。

主要分布在吉黑褶皱系南缘
,

次为天 山

褶皱系等
,

沿着阴山一图们晚古生代板块垮
冲带及天山晚古生代板块俯冲带附近展布

。

图 西秦岭褶皱过渡带锑矿分布略图

据丁延年资料修编

一上第三统 , 一下第三统 , 一 一侏罗 系一 白翌系 , 一下二五统 ,

一中
、

下三叠统 ,

石炭系 , 一
一中

、

下泥盆统 , 一 。

一 中
、

上志留统 ,
此一花岗闪长岩 , 下卜花岗岩 ,

一锑矿床 点 , 一断裂 一地质界线 , 一复向斜 , 一复背斜

层位与岩性控矿

除侏罗系和 白翌系未发现工 业 矿 床 外

〔国外这两个层位亦有锑矿
,

从前 震 旦纪

至第四纪均有分布 图
,

其中主要分布在

华力西旋回的泥盆系 国外主要为志留系
,

已发现近 个矿床
,

占探明储量的
,

分

布在华南锑矿带的湖南 锡矿山
、

广东 〔东家

湾
、

广西 大厂
、

云南 木利
、

湖北 周
·

公山 及秦岭矿带的陕西 公馆 等地
。

是

中国最重要的含矿层位
,

一般为单一辉锑矿
‘

类型
,

多为大 中型或超大型
。

其次是武陵旋

回的前震旦系
,

是中国最老的含矿层位
,

有



个矿床
,

主要产在华南锑矿带内
,

以雪峰

隆起为主
,

如沃溪
,

其次是安徽 里广山

和贵州
。

探明储量占全国第二位
。

构造旋回 含矿层位
时代

书马 ”期 割
燕山期

印支期

华力西期

加里东期

扬子期
武睦期

预串

图 中国锑矿含矿层位及其频率

此外
,

还有扬子旋回的震旦系
,

有 个

锑矿床
,

分布在华南锑矿带加里东地槽北部

如龙山
、

扬子堆地台中部 如湖北崇阳
二

和秦岭加里东褶皱带北缘 如河南大河沟
。

上述前震旦系两个层位的锑 矿 往 往 与

金
、

钨共生
,

可供综合开发
。

加里东旋回的寒武系也是较重要的含锑

层位
,

已发现 个矿床
,

主要分布在华南锑

矿带的过渡地带
,

如湖南 曾家 溪
、

江 西

驼背山 和秦岭锑矿带的礼县一柞水县地

槽褶皱带北部
。

一般为 中小规模
。

印支旋回的三叠系
,

是 中国近几年来新
‘

发现的重要含锑层位
。

有 个矿床
,

主要分

布在西秦岭褶皱过渡带 中
,

如甘肃崖湾 少

数分布在滇西 石门多 和黔南等地
。

锑矿赋存的围岩岩性多 达 种 据 国

外近 个矿床统计有 种
,

均以碳酸盐岩为

主
,

国外 占矿床总数的 我国占锑矿床
、

总数的
,

占探明储量的
,

主要为泥

盆纪地层
。

其次是浅变质泥质岩类
,

主要是

板岩
,

占全国锑矿床数的
,

占探明储量

的
,

而以前震旦 系
、

震旦系和寒武系为

主
。

第三为硅质岩类
,

主要是砂岩
,

占锑矿

床总数的
,

以泥盆系及三叠系为主
。

锑矿与火成岩的关系

锑矿与火成岩有一定的空间关系
。

据统

计
,

约有 个矿床分布在华南加里东褶皱带

北缘燕山期黑云母花岗岩 广西大厂 和花

岗斑岩中 湖南高挂山
。

少数矿床 产 在扬

子板块南缘
,

如广西赵家岭
。

喜山期火山岩

和次火山岩中亦有发现
,

如江西宝山等
。

成矿时代

据 目前资料
,

中国锑矿的成矿期主要有

期
,

以燕山期为 主
,

这 也是世界锑矿的主

要成矿期
。

据陕西公馆锑汞矿床辉锑矿微量

同位素年龄测定 结果
,

采 取 的

正常铅两阶段封闭体 系演化模式及 单阶

段模式计算模式年龄基本相似
。

值 模

式年龄为一 一
,

值 模

式年龄为 一
,

均属于燕山期产

物
。

对锡矿山矿田云斜煌斑岩
,

用 一 法

年龄测定为
,

相当于燕山期
。

其他矿

床推测也是 燕山期成矿
。

此外
,

湖南廖家坪锑矿区含矿围岩花岗

岩年龄测定结果为
,

相 当于印支期
。

江西宝山锑金矿成矿年龄为
,

相 当于

喜山期
。

找矿方向

寻找有利的构造部位
。

由于中国锑

矿受逐级构造控制
,

区域性构造控制矿带分

布
,

如两个大构道 单元的交接部位
、

板块构

造之间及其缝合线或俯冲带附近
。

大断裂两

侧 尤其是下盘
,

是寻找锑矿带的 有 利构

造部位
。

矿田或矿床则受次级构造控制
,

如

次级断裂
、

断裂的交叉部位
、

层间断裂
、

层

间剥离
、

复式背斜
、

背斜倾 伏 端
、

背 斜 侧

翼
、

背斜与后期断裂交切部位等
,

都是寻找

锑矿床的有利部位
。

寻找有利的层位
。

中国含锑层位较

丁抗
, 陕西公馆地区汞锑矿床地 球化学研究 硕

士论文 , 年
。



多
,

各省区因地质条件不同而有所区别
,

总

体而言
,

应以下述层位为找矿重点

泥盆系 是最重要的含锑层位
,

锑源丰富
,

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
,

是寻找似

层状锑矿床的有望层位
。

前震旦系 震旦系和寒武系是 寻

找脉状锑矿床及综合性锑钨金矿床最有望的

层位
。

这个层位锑源供给也很丰富
,

锑矿化

点多
,

分布广泛
,

找矿潜力很大
。

三叠系 是近几年来新发现的重

要含锑层位
,

以北方较多
,

是很有发展远景

的层位
。

此外
,

二叠系
、

奥陶系和第三系等层位

也应予注意
。

寻找有利的含锑岩性
。

不纯的碳酸

盐岩类
,

主要是不纯灰岩和钙质白云岩
,

是

有利于锑迁移
、

富集的岩性
,

具有全球性
,

分布广
,

矿化点多
。

浅变质泥质岩类
,

主要是板岩
,

普遍含

有锑钨金矿化
,

也是很有找矿远景的岩性
。

硅质岩类
,

主要是砂岩
,

是近几年新发

现的含锑岩性
,

往往可形成 中一大型矿床
。

但在湖南地区没有重大突破
,

今 后 值 得 注

意
。

硅质岩类与碳酸盐岩类的上盘
,

如有一
层泥质或构造泥等遮挡层

,

则是更有利的找

矿岩序
。

此外
,

在玄武岩
、

次火山岩等岩浆岩和

喷发岩也不可忽视
。

本项工作得到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
,

七

其是涂光炽教授等的帮助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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