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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贫占与效
,

,

广西珊瑚长营岭钨扬矿床矿液流向的确定及其意义

钱建平 张 力 董 忠

帷林冶金地质学院

从长营岭矿床的物质组分
、

矿物包裹体测温和控矿构造特征分

析
,

认为该仄钨锡成矿作用过程中
,

矿液是由北东深部向南西浅部呈

多个分支向上运移的
,

这对揭示本区的构造控矿作用
,

开展深部找矿

和隐伏岩体预测有重要意义
。

关键词 钨锡矿床 控矿构造 矿液流向

长营岭矿床是平桂地区

规模最大的钨锡石英脉型矿

床
。

近年来
,

随着开采深度

不断加大
,

矿区深部和外围

的找矿预测愈来愈显 得重

要
。

本文试图为本区进一步

矿液流向分析

找矿预测提供一些依据
。

矿床产出特征

长营岭矿床位于珊瑚矿区中部
。

区内断

裂构造颇为发育 主干控矿断裂和西向
,

构

成网格状构造格局
,

其中北东向断裂均倾向

南东
,

北西向断裂倾向北东
。

矿床被夹持在

北东向的断层之间
,

又为北西向的断裂分割

图
。

矿 化 面 积 达
,

走 向延 长
,

宽
。

矿脉在横向上疏

密相间分布
,

共有 个脉组
,

其中以
、

、

号 个脉组构成矿床的主体
。

脉组走

向北北东
,

各脉组大致平行排列
,

脉组间距

一 剖面上则呈后列侧幕产出
,

由

至下依次为
、 、

号脉组
。

班组脉上

部被剥蚀
,

组脉保存完整
,

组脉隐伏于

下
。

各脉组向上趋于分离
,

向下趋于合拢
。

矿床物质组分分析

不 同类型脉体的水平分带 平面上

不同类型脉体具有较好的分带性
,

由中心向

外
,

依次为石英大脉带 云母石英细脉带

云母细脉带
。

脉体分带具有明显的不对称特

征
,

北东窄
、

南西宽
,

其中尤以云母带为显

著
,

其出露宽度比最大可达
,

反映了

南西端矿化剂组分浓度高
,

可能为矿液运移

的前缘部位 图
。

钨
、

锡矿化强度 成矿溶液在迁移

过程中
,

随着构造环境以及介质的物理化学

条件变化
,

成矿组分浓度必然会发生一些变

化
,

以致不断地从矿液中析出沉淀
。

本文将
艺 。 ,

式中
, 。 ,

铆
品位

。

一 品位 一 取样厚度 定

义为矿化强度
,

作出各脉组矿化强度纵剖面

图
,

以此反映成矿溶液流向
。

现以巩组脉为

倒
,

由图 可见
,

组脉主要分布在 一

线之间
,

矿化强度一般为
,

矿化高
。

值带 矿化强度 均位于北西向断层下

盘
,

呈倾向北东的斜向排列
,

且北东段等值

线较密
,

强度较高
。

南西段等值线较疏
,

强

度较低
。

︸曰口一一︸‘撇,‘日口阴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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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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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旭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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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匡灭画面
广西平桂珊瑚钨扬矿田地质略图

一第四 系松敞层 、一石炭霭下统 一泥盆系上统融县组 一泥盆系上统桂林组 毛 声一泥盆系中统东岗岭组

一泥盆系中统郁江组上段 一泥盆系中统郁江组下

一泥盆系下统莲花 山组中段 一泥盆系下统莲花山组下

段

段

一泥盆系下统那高组 一泥盆系下统莲花山组上段

泥一燕山晚期细粒白云母花岗岩 一逆 断层 一正断层 一性

质不明断层 一背斜轴 一地质界线 一钨锡石英脉 一钨锑石英脉 一钨铁角砾石英脉

图 长营岭矿床不同类型脉体水平分带图
一云母细脉带 一云毋石英细脉带 一石英大脉带

由上述特征得出两点认识 一是矿液大

体是由北东深部向南西浅部呈多支状迁移

二是北西向断层属成矿前断裂
,

对矿液迁移

起着屏蔽作用
。

班
、

组脉矿化强度等值线图具有相似

胜
,

但由于产出深度变小
,

受郁江组

和东岗岭组 岩性界面的影响
,

矿化强

度高值带除总体向北东陡倾斜外
,

还显示出

向南西缓倾斜的次级变化
。

黑钨矿成分 大量热液矿床统计资

料显示
, 、

浓度在较大程度上与温度

有关
,

随着相对成矿花岗岩体距离增大
,

矿

液中
、

浓度不断下降 川
。

对本矿床

个中段黑钨矿中
、

含量作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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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组脉纵剖面钨扬矿化强度等值线图

据 队和珊瑚矿资料编

图 表明
,

北东段脉组
、

含量明 以上
,

最高达
。

南西段较低
,

一

撇高
厂

南西段
。

反映北东段更接近热液中 般在 以下
,

最低仅
,

且在北西 向

心
,

并且北西向断层下盘的
、

含量 断层下盘相对增高
,

与 总量

高于 上盘
,

亦反映了矿液由北东向南西运 分布特征颇一致 图
。

移
,

北西 向断层对成矿起了屏蔽作用
。

矿物包裹体测温

本区 值在纵剖面上亦具有 为直接了解矿液温度在空间上的变化
,

明显的规律性变化
,

即北东段较高
,

一般在 对矿床中最大的 号脉系统地采样
,

对石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图 长营岭 组脉纵剖面黑钨矿成分等值线图

据陈渤资料编

一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英包裹体进行爆裂法测温
,

并作包裹体温度

等值线图 图
。

在纵剖面图上
,

北东段

包 裹体 温 度 均在 ℃以 上
,

最 高可 达

℃
。

南 西 段 均 在 ℃ 以 下
,

最 低

℃
。

由北东向南西逐次降低
,

其在北西

向断层下盘相对增高
。

这充分表明
,

北东段

更趋近热源中心
,

北西向断层对矿液迁移起

着重要的阻挡作用
。

,,

图 号脉不同中段石英包裹体测温等值线图

成矿构造分析 向南西迁移
,

反映了张开轴呈一向北东倾斜

张开度 对
、

和 三个中

段作各穿脉巷道脉体总厚度统计
,

得出各中

段张开度变化对 比图 图
。

由图可见
,

‘ 卜民

备 亩穿脉号

中民

盆 ,

中段

穿脉号
乞

图 长营岭矿床不同中段张开度变化对比图

张开度最大值在 中段位于 一 。线 在

中段位于 一 线 在 中段位于
‘

一

线
,

且在 线和 线有两个次级膨胀部

位
。

总本来看
,

由下至上
,

膨胀中心由北东

的斜向展布
。

成矿构造特征 对北东
、

北西向断

裂研究表明
,

两组断裂均具多期活动特点
,

地表断裂地球化学取样均有
、

异常显

示
。

其中
,

北西向断裂井下常见其下盘矿脉

膨大
,

矿化相对富集
,

上盘脉体变小甚至出

现无矿地段
。

断层面具斜向擦痕
,

侧伏产状

为北西 一 ℃
,

具斜冲性质
,

并为成矿

晚期碳酸盐细脉充填
,

亦表明为成矿前已形

成
,

成矿期对成矿具有重要控制作用
。

本区容矿裂隙有 组
,

其产状分别为

一
“

一
”

陡南东组 一
“

一
“

缓北西组 一
。

一
。

缓南东组
“

一
“

陡北西组 一
“ “

陡

南西组 倾向南至南西
,

倾角
“ 士 平

缓组
。

其中以陡南东组为主
,

缓北西组次

之
,

其他各组较少‘ 容矿裂隙兼有典型 的

剪
、

张复合性质
,

基本特征是
①脉组均产于主干的北东向断层下盘

, 、

与北东向主干断裂呈小角度相交
。

平面上局

限于断层附近
,

剖面上随深度而趋于远离
,

表明是继承成矿前裂隙发展而成
。

②单脉条数多
,

且密集成带出现
,

显示

剪性 见图
,

但单脉平均脉幅大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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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段单脉平均脉幅约
,

又表现 为张

性
。

③在剖到上脉组呈后列侧幕
,

单脉常见

大从追踪现象
,

显示典型的
“

之
”

字型特征
。

在平面
,

上脉组近于平行排列
。

单脉常具有羽

状侧列
、

尖灭侧现和雁行连接现象
,

表现出

左行
·

平移特征
。

”脉壁多较平直
,

与围岩界线清楚
,

表

明以充填作用为主
。

脉内石英柱状晶体
、

黑

钨矿板状晶体粗大
,

且垂直或近于垂直脉壁

生长
,

常见待征的对称带状或梳状构造
,

并

可见由多个矿化阶段张开形成的脉中脉
。

综合 几述资料
,

本区成矿期构造应力场

主要表现为 北北东向挤压和北西西向拉张
。

厅 挤压应力作用方向与北东向主 于断裂并

不完全
一

平行
,

故具有 一定的剪切作用
,

使北

东向 于于断裂主要表现为正一左旋平移性

质
,

为主要的异矿构造 北西向断裂主要表

现为逆一右旋
一

平移性质
,

为主要隔矿构造
。

裕皱初期已 出现的北北东向剖面 剪

切裂隙
,

边着褶皱变形的发展
,

在褶皱翼部

一组变陡 姐南东组
,

一组变缓 缓北西

组
。

在成矿期构造应力场件, ,

南东组 山于

产状陡
, ‘ 拉伸应力交角较大

,

易于张开
,

并追踪和沟通其他方向相邻的裂隙
,

是有利

的储矿构造
。

由于北东向的一组主干断裂在

成矿期构造活动过程中
,

在三维空间上总体

表现为余干向沿移
,

次级容矿裂隙亦表现出张

剪复合性质
,

而呈后列侧幕特征
。

在成 ’’作用过程 ‘ , ,

由于热动力和构造

应力双垂作
‘

,

成矿热液从深部岩浆分出

后
,

扎专北东向主干断裂向上迁移
,

旁侧北北

东向次级裂隙张开造成应力差而产生泵吸作

用
,

使之不断渗人
,

并在北西向断裂的屏蔽

下由北东深部向南西浅部运移
,

在适当构造

部位和有利物理化学条件下卸载定位成矿
。

确定矿液流向的意义

有助于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断裂构造对

本区钨
、

锡成矿的控制作用
,

拓展矿床地质

研究深度
。

本区矿液流向研究证实
,

北东向

断裂是重要导矿构造
,

北西向断裂是重要的

隔矿构造
,

北北东向张剪性裂隙是重要的储

矿构造
。

成矿期的构造应力场决定矿液的迁

移方向
、

空间定位和成矿
。

有利布置本区深部及外围进一步的找

矿预测
。

根据矿脉与主千构造配置关系
,

应

注意在北东和北西 向断裂下盘寻找新的脉

组
。

根据本文提出脉组主要不是以往认为的

向南西方向侧伏
,

而是向北东方向侧伏的新

认识
,

在深部应注意查明脉组向北东方向侧

伏的特征
,

以扩大矿区远景
。

事实上
,

据

队以往对南部 线布置的 个钻孔已

证实
,

一 以上无有工业价值的矿体
。

有助于预测深部隐伏岩体位置
。

从矿

床的脉体分布
、

组分分布
、

矿物包裹体等资

料分析表明
,

在纵剖面上北东段更趋近热源

中心
,

隐伏岩体高点很可能不是以往所提出

的南西段
,

而最可能在北东段 线附近
。

鉴

于矿物包裹体主要为液体包裹和含液体

包裹体
,

无气体包裹体 围岩的热变质在鼓

深的 中段仍主要为斑点板岩
,

少量茧青

石板岩
。

因此
,

估计隐伏岩体深度在地表
以下

。

一

拉 , ,

, 一 、 卜
,

份
,

。、 , 、

往 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