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杨林坳钨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

曾维 香
湖南有色地质勘 查局 队

·

枚县

杨林坳为一巨大石英脉带型黑钨矿一白钨矿矿床
,

通 过对 矿床地

质特征
、

矿物包裹体和同位素特征的综合分析
,

认为 该矿床 属壳源重

熔型花岗岩岩浆期后高一中温热液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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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背景

杨林坳钨矿地处来阳一临武南北向构造

体系北端
,

其北与浏阳一衡东新华夏构造体

系交接
。

矿区位于衡南县川 口 钨矿田西侧中

部
。

矿 田构 造 基 本格 架为 一近 南北 向隆

起 —
川 口隆起

。

隆起核部由元古界板溪群

浅变质岩系构成
,

周边主要分布古生代浅海

相碎屑沉积和碳酸盐沉积建造
。

燕山早期
,

衍源于大陆地壳物质的花岗岩岩浆
,

沿隆起

核部上侵
,

于地表形成 个呈北北西向展布

的花岗岩岩体延续带
,

其深部连成一体
,

构

成一隐伏面积近 的大岩体
。

强烈 的壳

源重熔型花岗岩岩浆活动
,

为川 口钨矿田带

来了丰富的成矿物质 钨
,

使之成为重要的

钨矿成矿远景区
。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中泥盆统跳马涧组

砾岩
、

砂岩和元古界板溪群板岩
,

它们呈角

度不整合接触
。

矿区基底为一 由板溪群构成

的向北北西倾斜的单斜构造
,

其 为一由跳

马涧组构成的 向南西倾斜的单斜构造
,

二者

呈明显的反接复合 关 系
。

燕山 早期
一

法年龄
,

花岗岩 出露于矿区东

侧 图
,

向西隐伏延展于矿区深部 图
。

自下而上
,

自中心向边部
,

岩体具面型 分带

黑云母花岗岩 , 二云母花岗岩 , 白云母花岗

岩 见图
。

岩体面型碱交代作用发育
,

共

垂直厚度已知达 余
, 自下而上

,

其变化

序列为 钾长石化一钠长石化一白云母化 ,

岩体钨的丰度高
。

黑云 母花 岗岩 平均 含钨
,

为世界花岗岩 平均含 钨量 的
·

倍
,

为华南燕山期花岗岩 平均含钨 量的

倍
。

二云母花 岗岩平均含钨 。 ,

白云

母花 岗岩平均含钨
,

分别 为区内

黑云母花 岗岩的 倍和 倍
,

表明钨在岩

体中有过充分的向上运移的富集过程
。

岩体
’ 石英 值 为 灿

值为 尹琳
, ,

稀 土模

式曲线左高右低 近似 水平
,

在 部 位出现

明显下凹的 形曲线
,

表明区内花 岗岩属壳

源重熔型花岗岩
。

矿床地质特征

矿床分布

区内钨矿床为一巨大石英脉带型黑钨一

白钨矿床
。

矿床分布于燕山早期花 岗岩岩体

西侧外接触带 见图
, 。

平面上
,

矿床外
·

边界距接触带最远不大于
。

距岩体接
触带愈近

,

矿体愈富集 反之
,

矿体少
,

小
,

贫
,

乃至消失 图
。

在垂直方向上
,

矿宋
分布地 区的深部均有隐伏花 岗岩 图

。

表

现了矿床分布对花岗岩的明显依存性
。

控矿构造

钨矿床和矿体主要受属于来阳一临武南
‘

北向构造体系的北北西向断裂控制
。

沿岩体接触带附 近分布 的
‘
断层 破碎



图 杨林坳矿区地质略图

一 第四系 , 一 中泥盆统跳马润组 , 一 元古界板溪群 , 嘿
一

一 白云母花岗岩 , 一 石英脉带 ,

一风化钨矿体 , 一断层破碎带 , 一断层 , 一不整合 , 一推测地质界线

回 曰 曰 曰 曰 口
‘

图 线剖面图

一 中泥盆统眺马涧组 一元古界板溪群 , 哗
一“ 一 白云母花岗岩 , 咋

一

“ 一二云母花岗岩 , 下考
“
一黑

云母花岗岩 , 一钨矿体 , 一含钨石英脉 , 一断层破碎带 ,

卜断层 , 一不整合 , 一推测地质界线

带 图
, ,

是主要的导犷构造
。

破碎带在

矿区出露 长 余
,

宽
,

延 深
,

倾向
“ ,

平均倾角
“ 。

破碎带 内间有石英透镜体和石英一黄铁矿细

脉穿插
,

具 硅化 和叶蜡 石化
。

断层 泥含钨

一
,

个别含 达
。

分布于岩体外接触带的一系列北北西 向

断裂裂隙带
,

既是 导矿 构造
,

又是 容矿构

造
,

它们已为含 钨石英 脉充 填
,

形成 脉带

图
,

姜仁倾向为
“ ,

倾角
” 。

断裂裂隙带长
,

宽 ,

延深 一
。

分布于跳马涧组与板溪群之间的不整合

虚弱面
,

横穿诸容矿断裂的裂隙带 图
,

使之相互贯通
,

对矿液运移和成矿亦起着重

要作用
,

表现在靠近不整合面上
、

下矿体增

厚
,

品位增高
。

脉带特征

含钨石英脉带由一系列近似平行且具分

枝复合
、

尖灭再现或侧现的石英单脉构成
。



单脉倾向
。 ,

倾角
。 ,

脉长几

至几十
,

脉厚 一般几 至
。

按 含脉

率 和含脉密度 条 的标准圈定
,

脉带长
,

脉带宽
,

延深 一
,

含脉率
。

常见的脉侧围岩

蚀变有硅化
、

白云母化
、

绢云母化和黄铁矿

化
。

自地表 向深部
,

脉带穿过跳马涧组进人

板溪群后
,

逐渐变薄
、

分枝
、

尖灭
。

矿体产状
、

形态和规模

钨矿体产于石英脉带 中
,

其产状
、

形态

与脉带基本一致 图
。

全 区已探明 多个

矿体
。

大
、

中型矿体多呈不规则厚大板状
。

一般浅部矿体厚大
,

向深部分枝
、

变薄
、

尖

灭
。

沿走 向和倾 向
,

矿体均见分枝
、

复合
、

尖灭
、

再现和侧现现象 图
。

单个矿体长
,

厚
,

延深

小矿体呈透镜状和脉状
,

单矿体长
,

厚
,

延深
。

矿 区品位变化系数
,

含矿系数
。

围岩构成
。

赋矿 围岩上部为跳马涧组砂岩
, ,

下部为板溪群板岩
。

钨矿物主要是白钨矿
,

其次是黑钨矿
。

伴生金属矿物有锡石
、

磁饮
矿

、

黄铜矿
、

辉铜矿
、

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毒砂和菱铁矿
。

非金属矿物主要是石英
,

另

有少量长石
、

白云母
、

电气石
、

透闪石
、

萤

石
、

绢云母
、

水云母
、

绿泥石和方解石
。

产

于跳马涧组砂岩中的矿石与产于板溪群板岩

中的犷石比较
,

其钨矿物成分有较大差异
。

前者 白钨矿含量约占其钨矿物总最的
,

黑钨矿仅占 后者 白钨矿约占
,

黑钨

矿占
。

表 表明
,

其原因主要是成矿作

用过程 中
,

围岩向矿液中成矿元素 钨 所

提供的促沉物质 钙
、

铁 的差异所致
。

图 矿体分布图 四 中段东部

一 石英脉带 , 一钨矿体

矿石矿物组合

原生矿石 为伴生 有多金 属硫化 物的黑

钨一 白钨矿石
,

由含钨石英脉带和脉间矿化

成矿物质 钨 来源

矿床成矿物质 钨 主要来 自花岗岩
,

依据是

矿床分布与花岗岩有密切的依存关

系

矿区花岗岩钨的丰度高
,

可以为矿

床成矿提供丰富的物质来源

赋矿 围岩钨的含量
,

矿区中心的高

于矿区边部和外围的 倍 表
,

表明

在成矿作用过程中
,

赋 矿围 岩没 有钨 的带
出

,

而是带人
。

成矿热液

成分

矿石中石 英 流 体 包裹体成分分析结果

表 表明 成矿热液成分主要是 气

相成分主要为
,

其次为 ‘、

和

液 相成分 中
, 十 , 十

犷为

阴离子以 一为主
。

成 矿流体 属富
十

矛几

的弱还原性热水溶液
。

温度

根据包裹体测温成果
,

成矿期石英爆裂

温度最佳值为 一 ℃
,

黑 钨矿 为

℃
,

白钨矿为 一 ℃
。



斌矿围岩中钙
、

铁含 表

末 矿 、七 地 段 矿 、。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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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包裹体成分 表

矿物名称 一 一 一

矿石中的石

苗

花岗岩中的

石英

。 。 。 。 。 。
心

一 一 一 ⋯一 ⋯
一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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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武陶等
,

来源

矿 石 中 石 英 占‘ 值 为

一 。 ,

据此计算求 得 占’吕

为 十 灿
,

表 明 成矿热

液来 自花岗岩岩浆〔 〕。

矿石中石英包 裹体成

分与花 岗岩石英包裹体成分墓本相似 表
,

亦说明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成因联系
。

聚集
,

为成矿积蓄了丰富的矿液
。

此后
,

在

形成区域南北 向构造体系的构造应力继续作

用下
,

成矿岩体顶部和边部的上盘
,

发生 了

一系列近南北向断裂和断裂裂隙带
,

矿液沿

之贯人
,

从围岩中汲取 了大量促沉物质 钙
,

形成了以白钨矿为主的脉带型钨犷床
。

矿床成因

综上所述
,

可以认为本区钨矿床属壳源

重熔型花岗岩岩浆期后高一中温热液石英脉
,

带型黑钨一 白钨矿床
,

其形成机理概述如下

燕山早期形成的大陆地壳重熔型花岗岩

岩浆
,

沿川口南北向隆起上侵
,

形成区域内

成矿花 岗岩体
。

岩体在封闭条件下
,

持续地

发生了广泛的面型碱交代作用
,

致赋存于载

体矿物 中的钨
,

被活化释放〔“〕①,

进人 岩体

中气液相溶液
,

受温度和压力差的影响
,

含

矿气液源源不断地向着岩体顶部和边部运移

找矿预测标志

成矿岩体属壳源重熔型花岗岩
。

自

下而上
,

自中心向 边部
,

岩 体具 面型 分带

黑云母花岗岩 , 二云母花岗岩 , 白云母花

岗岩 面型碱交代作 用发育
。

岩体裸露小
,

隐伏延展规模大
,

突起高
。

岩体钨的丰度高
,

并有过显著的向上运移富集过程
。

在成矿岩体顶部和边部的上盘
,

成

矿断裂和断裂 裂隙带 发育
。 一

石 英脉 带规模

大
,

含脉率高
。

脉侧围岩具硅化
、

①胡受奚
,

花岗岩化成矿理论
、

成矿 模式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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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与
、 、 、 、 、

等 形成 少

量蹄化物及共类似的化合物
,

以共价 键与

上述元素的阴离子结合
,

在这些矿物中
,

以形

成啼化物为主 金的秘化物
、

锑化物和硒化

物是相对稳定的
,

在 自然界中可呈独立矿物

少最产出 金的硫化物和砷化物在 自然界中

很少呈独立矿物
,

即使存在也是相对不稳定

的 当外界条件有 一定变化时
,

则转化为 自

然金及金属互化物
,

转而体现金的强烈亲铁

性
。

在相当多的金矿床中
,

其他金属的砷化

物
、

氧化物
、

特别是硫化物的含量都很高
,

一般不出现金的这些化合物
,

尽管如此
,

但

从 自然界中金可以共价键为主的形 式 与

形成蹄化物及类似化合物
,

又体现了金的亲

硫性质

金的分布规律体现出其亲硫特征

金在地质体中的分布统计结果
,

表现 出

金具有一定的亲硫性
。

在各种陨石中
,

以铁陨石含金量

最高
,

并主要富集在其中的硫化物相 中
。

这

表明在地球原始物质的演化史中金表现出一

定的亲硫性
。

在金矿床或金矿化中
,

金主要与

硫化物伴生产出
。

各种硫化物常常构成金矿

床的主要矿物组合
,

而且
,

在硫化物富集地段

一般金含量都有所增高
,

这说明在岩石圈演

化过程中金与硫的相关性较强
,

体现出金具

有一定的亲硫性
。

在 自然界
,

硫化物中的含金量比

硅酸盐矿物的含金量高 个数级
。

如黄铁

矿
‘

含金量可高达
,

相当于长石

含量的 倍
。

这一现象表现出金在 自然演

化过程中形成或进入矿物方面又显示 出一定

的亲硫性
。

从以上金的分布特征可以看出
,

在 自然

界金与硫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

但值得提出

的是 硫化物中金的 含量如此之高
,

并不意味

着金与硫直接结合
,

金绝大多数以各种机械

混入物 包体金
、

裂隙金
、

晶隙金
、

吸附金等

形式赋存于硫化物颗粒中
。

这些特征表明
,

金以亲铁性为主
,

但从形成独立矿物及其分

布特征方面
,

又表现出金具一定的亲硫性
。

屯
,

功 主

互

上接第 页

’云母化和绢云母化等热液蚀变
。

伴有
、 、

异常的
、

次

生晕复合异常
。

一般在 的 异常强 度达

以上的异常范围内
,

深部均有富 集的工

业矿体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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