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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信息方法在锡坑迳锡矿田 

找矿预测中的应用 

鄢新 华 
(江西地矿局物化探大队 ·南昌向塘) 

． f i。 c j 

提取其中1l项预测指标对区内 l7个主要土壤异常进行缘合评价，确 

盯萋 箸及 薯薹萋 三 矿预测 乡 法 关键词多信息方法』垦 ￡皿_、垫 望型
． ／ f — 7 以 

矿田位于武夷山隆起带南段，寻邬一瑞 

金深断裂西侧的中生代陆相火山盆地中。主 
要出露地层为上侏罗统鸡笼嶂组火山岩。断 

裂发育，岩浆活动强烈。自80年代 来，在该 

区相继发 现了岩背、凤凰山东、密坑山、上湾、 

矿背等锡(多金属)矿床(点)(图 1)。 

口 I曰 2 日 3团 4 5 固 6回 7 

图 l 锡坑 迳锡矿田地质图(左)和土壤异常图(右 ) 

Jj一晚株罗世火山岩il 花岗斑岩，2 细粒花岗岩F3 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4 实测、推测断裂 ；5 地质界线F6--锡矿 

床 }7一 锡矿 点 

1 预测标志 

1．1 地质标志 

1．1．1 地层标 志 

鸡笼 嶂组第二岩性段晶屑凝灰熔岩 中， 

sn等成矿元素丰度高，且所有 已知锡 (多金 

属 )矿床 (点)均 产于岩体与鸡笼嶂组火 山岩 

接触带，表明鸡笼嶂组火山岩为最重要的赋 

矿层位 。据岩背锡矿床铷一锶同位素特征研 

究及矿物包裹体成分测定 ，表明部分成矿物 

质可能来 自火山岩围岩。 

1．1．2 构造标 志 

从区 内控岩控矿构造来看 ，成矿岩体和 

矿体基本分布在东西向构造带内，矿床的产 

出主要受北东、北西向断裂复合控制。 

1．1．3 岩浆岩标 志 

区内出露的花 岗岩体多呈岩株、岩瘤状 

侵入于火山岩中。据岩背锡矿床矿石中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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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素测定结果 ， S变化范围为 ～0．3‰～ 

+1．3‰，平均值为+0．32‰，具近零分布的 

特点，且成矿岩体和矿石中的 o、 D值均 

十翁接近，皆显示成矿物质来源于岩浆。在区 

内与成矿更为密切的岩体主要为燕山晚期的 

花岗斑岩或细粒黑云母花岗岩。 

1．1．4 围岩蚀变标志 

矿体围岩蚀变强烈 主要为黄玉石英化、 

绿泥石化、绢云母化和粘土化 

1．2 地球化学异常标志 

1．2．1 钻孔 岩石 元素异常标志 

异常元素组合 以Sn、Cu Ag、Pb、Zn、W、 

Mo、 等为主 轴向分带及垂直分带明显。岩 

背 锡矿床 元素的轴 向分带 为 (从 后尾 至前 

缘 )：Cu—W —Nb—Ag—Sn—Mo—As—Zn 

— Be—Pb，垂直分带为(从矿体 中心往上、下 

两侧)：Sn、Cu、Ag、As、一Zn、W、Mo—Be、Zn 
-- Pb 

1．2．2 土壤异常标 志 

异常元素组合以 Sn、Cu、Ag、Pb、Zn、W、 

Bi、Mo、Be等为主，Sn、Cu相关性好 主要元 

素强度高、面积大，浓集中心明显 ，sn平均含 

量达 250 g／g，最高含量达 800b,g／g 异常组 

分分带明显，从异常中心往外分别是 Sn、Cu、 

Ag—Nb、Bi—Mo、W、Be—Zn、Pb，其 中 Nb、 

Bi、Mo、W 偏于岩体一侧富集，而 Pb、Zn、Be 

则偏于火山岩一侧富集。 

1．2．3 异常 类别标志 

利用矿 田内 17个主要土壤异常中的Sn。 

Cu、Ag、w、Bi、Mo、Be、Pb、Zn、Mn元 素时分 

析数据进行了对应分析(图 2)。F 、F 主因子 

的累积方差贡献达 81 ，可以认为这两个因 

子说 明了原始数据的大部分信息 根据元素 

组合及异常空间分布特征 ，可将 17个主要异 

常分成 3类：I类包括 1、2、3、4、6、12、15号 

异常，主要与 Pb、zn、Ag、Mn等元素相关 ，反 

映了区内的中、低温热液矿化活动，该类异常 

利于寻找铅锌银多金属矿及隐伏较深的锡多 

金属矿；Ⅱ类包括 5、8、11．．13、16、17号异常 ， 

主要与 Sn、Cu等元素相关，反映了区内的中、 

高温热液矿化活动，该类异常利于寻找锡铜 

多金属矿；Ⅲ类包括 7、9、10、l4号异常 ．主要 

与 W、Mo、Bi等元素相关，反映了区内的岩浆 

分异及高温热液矿化活动，这类异 常利于寻 

找钨等金属矿床。 

1．2．4 剥蚀指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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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锡坑 迳锡矿田土壤异常对应分析点聚图 

根据锡矿床岩石及土壤中主要异常元素 xAg)、Pb／Sn、(PbxBe)／Sn值作为锡多金 

的分带特点，可将 sn、cu、Ag、w、Bi等元 素 属矿床的地球 化学剥蚀指数 一般地，若土壤 

作为近矿指示元素，Pb、zn、Be等元索作为远 地球化学剥蚀指数 (Pbx Znx Be)／(Cu× 

矿指示元素。因此 ，可用(Pb×ZnxBe)／(Cu Ag)值大予 3x10‘，Pb／Sn值大 于 1，(Pb× 

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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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n值太于 100可认为矿床剥蚀至矿顶 

蚀变围岩 ；(Ph×zn×Be)／(CuXAg)值大于 

2×10 ，Pb／Sn值 为 0．08～O．4，(Ph×Be)／ 

sn值大于30可认为矿床剥蚀至近矿围岩或 

矿体上部 ；(Pb×Zn×Be)／(Cu×Ag)值 小于 

700，Ph／Sn值小于 O．03．(Pb×Be)／Sn值小 

于 2O可认为矿床剥蚀至矿体中部。 

2 找矿预测 

在总结了对锯多金属矿的预测标志的基 

础上，笔者选甩了 u 个找锡多金属矿的指标 

对区内 17个土壤异常的找矿前景进行综合 

评价。首先，根据每个异常中各个指标对找矿 

贡献的大小给予适当的得分(分 一1、o、1三 

种)，然后引用特征分析法求出各异常的关联 

值，该关联值反映了各异常找矿意义的太小， 

可作为该异常的找矿有利度(见表)。 

锡坑 擐锡矿田土壤异常找矿前景评价表 

异 与岩 体 
构 造 蛆 分 组曲 对应分 壤 类中 P̂1 AP2 &P3 A^ 地质部盐 拄矿 岢 

美系 分带 析分类 吻旨 有利旺 号 

接触蒂 北东、北西向 Sn、Cu、Ag Pb．Zb 明显 】 明显 5 矿体上部及 

断裂 (1] w 、Bi、Nb、Be(1] (1) (1) {1) (1) 近 围岩 (1) 

接触带 jt斋、东西向 gn．Cu．A Pb、Zn、 一般 ’ l 明显 5 T9 矿津上部及 

断裂 f1) (0) (I) (1) c】， 近 圈岩 f1， 

外接 触 E东 、北酉 ．寿 Sn．Cu Ag、zn、W、 明显 驰显 5．39 4 79 矿 雏 上部 

带 (O】 舀 向断 裂 (1， Mo、Bi Be(1) (1) 1) (1) 《1) 近 围岩 (1) 

有 融仕 非 隶．北 西向 Sn、 ．Ag、Pb、 、 明显 l 明显 矿 体 上部显 

岩体 (1) 断裂 【1) W．Mo、 、Be(1) (1) 《1) (1) 五 围 告f1) 

接触带 北采、北西向 sn、Cu、Ag Pb、 明显(1 一般 4 13 4 26 12．08 矿体上 盛 

1) 断裂 (1) Zn．BI(1) c0) “}) [1) (0) 近匪岩 【J) 

接 触蒂 北 东、北西向 sn．Cu、Ag、Pb Zb 一船 一般 5 39 】9．08 矿 庠 上 及 

(1) 断 裂(1) Bi、Nb、Be Mn(1) 【0) (0) (1) (O) 近 围岩 (1) 

接耻督 瞎西 、北东 、 、Z,t、 、Sn、 一船 【 一艇 8．15 0 53 矿 蚀 变 

(1j 向 断裂 (1) (0) f0) (0) (1) f0) 目 岩(0】 

外 接触 柬西 、北西 向 Pb、Zn Ag Sn Be、 明显 明显 5 43 O 40 蚀 壹 

带 CO) 断 裂(1) 【1) (1) (1) (一1) 田岩(0) 

远离岩 依 北西向 断 Pb、Zn、Ag、Sa、Mo、 叫 显 明 显 5 g 0．1 运 罔岩 

裂 (O) (1) t1) (1) (一1) ( 1) 
— —  

外接触 北萌向断 Pb、 、缸  Sn 轻 一般 5 2 3 1 7 O．23 矿孺诬变 

带 (0) (0) (0) fD) (1) <∞ 卜 1) 围岩t0) 

外接齄 ／ Pb、Zn Ag 艘 I 一船 0 10 矿 豫性 

带 (O) <～ 1) <O) fO (0】 (一1) 匿 岩 (o) 

}接 触 北百 向断 一般 差 3 81 8．92 0 1D 远 尉岩 

带 {D)- 裂 (0) 《∞ (--1) ( 1) (一l1 《一 1) (一1) 

远 离岩 体 北束向 断 Pb、Zn、Ag Mn 一船 一 14 0 04 远 罱者 

裂 ( (O1 (。) (∞ (一 1) f— 1) 

岩体内部 ／ s【l W．Mo Bi 差 I 差 Z伯 0 66 矿悼_二部厦 

(～1) Cu b<一1) (一1) ( 1】 f一1) ( 1) (D) 近刮蚩c1) 

岩体晦部I ， 整 I 差 矿体二靴厦 

(～1) (r1) ( 1) f一1) 近 岩(1) 

岩 庠内韶 ／ W、M0、 、Nb、 差 0 95 矿体 上 卸醴 

(～1) < 1) (一 1) f0) 嘲岩 <1) 

岩恤内舒 s【l、W、目、Nb、 茎 l 釜 1 25 0 fi8 体 E部殛 

{ 1) (一1) ( 1) (一1 ) 五 岩 (1) 

AP1、̂ P̂ A 分别为异常中 sn Cu Ag、Fb zn框对平均强度、峰值、中(内)措规摸累加指教-即往并常 Sn c 、Ag、Pb Zr,的_I 均苗世、峰 

中f内)带规模 岩背异常对应 素的平坶占量、蜂 l中(内)带埘横比值之累加艟．在升算巾( )荷趣帻时- 选冈莆 萁他 紊进 带。 

AP{为 异常 中 Sn相 对 均 强度 与 相对峰 值 和 ．括号 内为绪 甘值 

地 ⋯ 一~一y,
～

Pb

Ⅲ

><Za

蚺

~Be、五Pb P
—

h§X —Be皿
，并 叁考 己知铸矿 珠 ．相 于 体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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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中可以看出，由已知锡(多金属)矿 

引起的 5、8、1 3、16、17号异常的找矿有利度 

均大于其他各异常的找矿有利度，表明该方 

法在该区对主要异常找矿远景进行评价是可 

行的 3、11、15号异常的找矿有利度与矿异 

常的找矿有利度接近 ，且明显大于其他非已 

知矿异常 的找矿有利度，说 明这些异常具有 

较大的找矿前景，可作为找矿的优选靶区。限 

于篇幅，下面仅对前面 2个靶区作进一步讨 

论。 

2．1 荣荆坝预测靶区 

位于荣荆坝村西北部，对应于 11号异常 

区，为北西向与北东向断裂复合部位 ，苦竹 

崦 花岗岩体与火山岩接触带。岩体南部接触 

带蚀变强烈 在靶区地表发现有含锡石硫化 

物的蚀变岩转石 

对应分析结果将该处异常归到与成矿关 

系密切的 Ⅱ类中。将该处异常数据进行因子 

分析，Sn、Cu划分到同一因子中，说明 Sn、Cu 

相关性好 ，与已知矿异常类似 Sn、Cu、Ag等 

元素土壤异常清晰，面积大，sn最高含量达 

800~g／g。土壤地球化学剥蚀指数(Pb×Zn× 

Be)／(Cu×Ag)值为 9．44×10 ，Pb／Sn值为 

。|367，(Pb×Be)／Sn值为 l9．46，推测为隐 

伏不深的锡矿体引起。 

2．2 锡坑迳靶区 

位于岩背与上湾之间，对应于 15号异常 

区。区内成矿地质条件与岩背基本相似，且北 

北东及东西向断裂更为发育 ，北西向断裂亦 

有存在。地表火山岩蚀变强烈，主要为绢云母 

化、绿泥石化、硅化，局部见有绿泥石黄 玉石 

英化 在强矿化裂隙地段发现有古采矿痕迹。 

对应分析结果将该区异常归到与中、低 

温热液有关的 I类中。土壤异常元素组合与 

岩背异常相似 ，Sn、Cu、Pb等元素异常 面积 

大，高含量范围呈~Ldl：东向展布，Sn最高含 

量 为 300~g／g，Pbf00vg／g土壤地球 化学剥 

蚀指数(Pb×Zn×Be)／(Cu×Ag)值为 5．54 

×10 ，Pb／Sn值为 1．14，(Pb×Be )／Sn值为 

122．17，推测为隐伏较深的锡多金属矿点引 

起 。 

总之，在锡坑迳锡矿田内，成矿地质条件 

好，地球化学异常清晰 ，规律性强。在荣荆坝 

及锡坑迳靶区应尽快进行重力及高磁测量、 

化探详查乃至钻探工作 同时，对 3号异常及 

已知的矿背、凤凰崦 、密坑 山、苦竹崃 锡(多 

金属)矿床(点)不可忽略，也值得进一步深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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