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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对前人资料收集、整理，结合国土资源地质调查项 目的成果，总结 了广西大瑶山 

地区花岗岩和矿床地质特征，认为大瑶山隆起 区与其周边的花岗岩在岩体大小、形态、岩石组合、化学成 

分和微量元素组成及矿化种类具有较大的差异 ，呈现隆起 区内部以金铜矿化为主、周边为钨锡铅锌矿化 

的空间分布现象，并初步划分成两个成矿 系列，即与加里东期 同熔型花 岗岩有关的 Au、Cu多金属成矿 

系列和与燕山期改造型花岗岩有关的 w、sn、Pb、zn、稀土成矿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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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瑶山地区地处扬子板块与华南板块的钦 

州一钱塘结合带上⋯。根据广西地质志(1985)的 

三级构造单元划分 ，本区属于大瑶山隆起区，隆起的 

西边 、北边为桂东北一桂中坳陷，南边是钦州坳陷， 

东边为云开隆起。自 1999年以来 ，本区开展了“广 

西大瑶山北侧金铜铅锌多金属矿评价”和“广西桂 

北地区金铜锡铅锌矿评价”及“广西岑溪一博白铌 

钽铅锌金多金属矿评价”等国土资源调查项 目，并 

取得地质找矿新进展和阶段性成果 ，勘查和发现有 

荔浦县深泥 田金矿、武宣县盘龙铅锌矿 、贺州市路 

花 、八块田锡矿等新的矿产地。笔者通过收集、整理 

前人的研究成果 ，结合国土资源地质调查项 目的成 

果 ，提出对本区花岗岩成矿的粗浅认识。 

l 花岗岩地质特征 

大瑶山地区出露的岩浆岩主要是花岗岩类 ，出 

露面积约为本区的 1／12，各个岩体出露面积大小不 

等，形状多为圆形和椭圆形，少部分为不规则形状。 

主要岩体有花山、姑婆山、大宁 、金鸡顶 、大进、西山、 

大容山、新地和广东七星岩等花岗岩体，在大瑶山隆 

起区分布有大黎 、古袍、南安 、夏郢 、大傍等花岗闪长 

岩株，在六岑 、马练、陈塘等见有花岗岩脉、石英斑岩 

脉呈群分布(图 1)。根据 1：20万、1：5万区域地质 

调查和前人研究成果 ，本区除了大容山岩体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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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印支期外，其它岩体属于加里东期和燕山期，其 

中主要岩体大宁、六岑、古袍等为加里东期，花山、姑 

婆山、金鸡顶、西山等为燕山期 J。 

归纳起来，大瑶山隆起区与隆起周边花岗岩具 

有以下不同特征： 

1)岩体大小相差悬殊。受大瑶山环状断裂带 

控制，大的岩体围绕大瑶山隆起区周边分布，呈环带 

状，如花山、姑婆山、金鸡顶、七星岩、大容山等岩体 

的面积大于 500 km 。小岩体产于大瑶 山隆区内 

部，呈小岩株 、岩墙和岩脉，如大进、大黎、古龙 南安 

等岩体面积多小于 15 km ，而在罗平 、古袍一带的 

岩体更小，呈岩脉群分布。 

2)形态上存在着明显不同。周边岩体露头多 

呈圆形、椭圆形 ，与根据重力推断的深部岩体形态相 

当，而且面积相差不大，显示具桶状特点。隆起内部 

的岩体形状变化大，有圆形，椭圆形，更多的为不规 

则脉状，在垂向上具“三层结构”，即地表是脉状岩 

墙，浅部为岩株，深部为岩基。 

3)不同时期花 岗岩体的岩石组合不同。隆起 

区内分布的花岗岩体多数是加里东期，岩石由花岗 

闪长岩、花岗闪长斑岩组成，隆起周边则主要以燕山 

期花岗岩为主，岩石组合则以二长花岗岩 、花岗岩和 

花岗斑岩为主。 

4)随着岩体时代变新，化学组成具有规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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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瑶 山地 区花 岗岩的 SiO 含量 58．66％ ～ 

75．56％，SiO 含量随着岩体时代变新而增大(表 

1)，反映了本区花岗岩浆演化过程中陆壳成分的提 、 

高。不同时期的花岗岩岩体 K、Na成分含量不同， 

加里东期花岗岩体富 Na贫 K，Na O／K O多数大于 

1；燕 山期岩体则相反，Na O／K O的比值 多小 于 

0．7。根据查佩尔等的划分界限(大于0．7者为 I型 

花岗岩)，大瑶山地区花岗岩可划分为 I型和 S型花 

岗岩，即加里东期岩体为 I型花岗岩，印支一燕山期 

岩体为 S型花岗岩。 

圈 -囡 z田 s 圃 s圃 e圃  囤 s 

图 l 广西大瑶山地区构造岩浆岩图 

l一燕山期花岗岩；2一海西一印支期花岗岩；3一加里东期花岗岩；4一断层；5一金矿；6锡矿； 

7一钨锡矿；8一铅锌矿 

表 1 大瑶山地区主要花岗岩体化学成分一览表 ／％ 

注： 为花岗岩； 为花岗斑岩；y8为花岗闪长岩； 为花岗闪长斑岩。 

5)微量元素丰度特征。花岗岩类岩石 中微量 

元素的分布特征是成岩物质来源和形成过程的反 

映，它们可作为成岩成矿特征的判别标志之一，岩石 

中元素含量的高低反映了原始成岩物质中这些元素 

的浓度。根据廖庆康等(1986)①等测试结果，大瑶 

① 廖庆康．广西花岗类岩石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统计分析研究报告， 

l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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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区加里东期一燕山期花岗岩中亲铁元素(Co、 

Ni、Cr、V)的丰度低于地壳丰度维氏值(1962)，这些 

元素总体表现为岩体时代越新含量越小；亲铜元素 

丰度值较高，普遍高于地壳克拉克值，同熔型岩体尤 

以最为突出，Cu、Pb、Au、Ag、Ag、No、Bi等均高出维 

氏值，也明显高于同类花岗岩，成矿元素 w、sn、Pb、 

zn一般高出地壳克拉克值的几倍或十几倍。 

2 大瑶山地区矿床特征 

大瑶山地区岩浆活动为本区成矿作用提供了有 

利条件，控制了矿床分布 、矿种的变化和矿化地质特 

征。 

1)矿床围绕大瑶山隆起呈现出隆起区为金铜， 

四周为钨锡铅锌的环带状，而且两者在矿体形态产 

状上有差异，反映了两者成矿过程中岩浆、构造条件 

的不同。 

大瑶山隆起区分布有众多的金铜等矿床，如桃 

花、古袍、六岑、金山顶和新近发现的深泥田金矿等， 

这些矿床多呈脉状、小脉状成群成带产出。深泥田 

金矿床产于大瑶山隆起区北部，矿区出露地层为寒 

武系小内冲组和黄洞 口组 ，岩性为泥质粉砂岩和粉 

砂质泥岩。矿区共有硅化破碎带 22条，各硅化破碎 

带呈北西一南东走向展布，间距不等，大致构成了宽 

约 500 m的矿化带。硅化破碎带主要 由构造角砾 

岩、硅化压碎岩、强硅化砂岩、硅化板岩及沿裂隙充 

填、胶结的热液石英、白云石 、方解石、绿泥石和金属 

硫化物等组成。目前圈出24个矿体，赋存于硅化破 

碎带中，其形态 、产状 、规模均受硅化破碎带控制。 

矿体一般呈脉状、透镜状 ，沿走向或倾向多呈舒缓波 

状延展，有分支、复合、尖灭再现和侧伏现象。矿体 

沿走向长一般 100～300 m；斜深一般 100～150 m， 

最深达255 m，厚度多数为 1．02～10．87 m，倾角55。 

～ 8O。。 

隆起区周边分布钨锡、铅锌 、铜等矿床，北边有 

水岩坝砂锡 、新路砂锡和新发现的路花 、八块田锡矿 

等，西边 有盘龙、朋村 、古 立 等一大批 铅锌 矿床 

(点)；南边有凤凰砂锡矿点、锡基坑铅锌矿、佛子冲 

铅锌矿；东边的七星岩岩体也有钨矿点，在金鸡顶花 

岗岩岩体西南边新发现有北蒌冲铅锌矿床。这些周 

边矿床具有矿体少 、厚度大的特点。盘龙矿区是最 

近探明的具大型规模的铅锌矿床，位于大瑶山西侧 

的北东向断裂带转折处附近，与朋村、古立铅锌矿床 

同一个成矿带。矿床产于下泥盆统顶部上伦白云岩 

破碎带中，破碎带走 向7O。，倾角 79。～88。，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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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出5个矿体 ，形态为似层状，倾 向约 340。，倾角 

75。～85。，长 100～400 m，延深 100～250 m。②号 

矿体是矿区最大的矿体，长 >400 m，延深 250 m，单 

工程厚度 l5．O2～42．58 m，平均厚 24．00 m。 

2)大瑶山地区矿床具有明显的矿化分带性，反 

映了矿床与花岗岩的密切关系。 

以岩体为中心向外，矿化类型由岩体型(斑岩 

型)一夕卡岩型一石英脉一断裂破碎带型(微细浸 

染型)。大瑶山隆起区内部同熔型岩体中或周围附 

近多见有金铜矿化 ，金山顶矿床的金矿体直接产于 

花岗岩岩体顶部内接触带，产状基本与接触面相近。 

桃花矿区的矿化类型主要为热液石英脉型，矿体呈 

陡倾 ，倾向延伸大于走向长度。在矿区地表见有硅 

化带沿山脊分布，产有破碎蚀变岩(微细粒浸染)型 

金矿体。根 据矿 区勘查 资料，桃花 矿区 的深 部 

(一200 m)见有花岗岩脉，并具金矿化，形成了斑岩 

型矿体。 

围绕着改造型花岗岩岩体矿化类型有岩体型、 

夕卡岩型、石英脉型和断裂破碎带型钨锡铅锌矿床。 

花山稀土矿床直接由岩体顶部富含稀土花岗岩风化 
一 堆积而成；八块田矿床属于夕卡岩型，矿体产于岩 

体与碳酸盐岩接触带上，受夕卡岩带控制 ，产状比较 

平缓，常在岩体内凹处形成厚度大的矿体。珊瑚矿 

田长营岭矿区的矿化是典型的石英脉型，沿裂隙充 

填，单脉长 100～700 m，脉幅0．1～0．8 m，最大6．14 

m，矿化深度大于 900 m，在平面上矿脉呈北北东一 

北东向分组密集平行排列 J。路花矿区则是断裂 

破碎带型，矿体沿着断裂破碎带分布，围岩主要是中 

泥盆统碳酸盐岩，部分延伸至花岗岩中，具 w、sn、 

PbZn等多元素矿化。 

大瑶山西侧成矿带的南段以铅锌矿化为主，北 

段出现了较强的铜矿化。盘龙铅锌矿区在垂向上具 

明显元素分带性，地表只见褐铁矿和重晶石矿，浅部 

以铅矿化为主，深部以锌矿化为主。 

3)同位素研究也显示矿床硫同位素组成与本 

区花岗岩相类似或者相近，反映了矿床成矿物质 

(硫源)来源于花岗岩浆。 

为了深入了解矿床成矿规律，我们对大瑶山地 

区具有一定规模的矿床采取了同位素样进行测试， 

并收集前人研究成果，其测试结果见表 2所示。从 

表中可知，本区花岗岩的硫同位素 弘S值在 0附近 

(一1．07％e)，地层 中的硫 同位 素为 一15．4％e～ 
一 21．0％e。矿床的硫同位素组成明显与地层不同， 

接近于花岗岩，产于岩体内和接触带上的矿床 弘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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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多在0值附近，远离接触带的矿床偏离 0值，反映 

了硫总体应具深部硫特征 引，表明这些矿床与花岗 

岩体有着紧密的联系。 

表 2 大瑶山地区矿床硫化物硫同位素组成 

本文测试单位：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2002年。 

4)流体包裹体研究结果显示，大瑶山隆起区内 

的矿床均一温度为单峰，而周边矿床具双峰特征，反 

映两者属于不同的成矿系列。 

流体包裹体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获得矿床的成矿 

温度、压力和成矿溶液成分等有用信息，另一方面了 

解矿床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对本地区的张公岭、 

深泥田、桃花、古袍、盘龙和北蒌冲等主要矿床进行 

了包裹体研究，发现隆起区内矿床单相盐水溶液包 

裹体含量高，占包裹体总量 70％以上，两相包裹体 

为单组单类型；而周边矿床单相盐水溶液包裹体含 

量较低，一般小于60％，多见含有 5％ 一10％的单相 

气体包裹体，两相包裹体出现两种类型或两个群组。 

张公岭铅锌矿床位于大瑶山隆起东侧初洞岩体 

内，矿石中石英见有单相盐水溶液包裹体(L ，。)和 

A、B型两相包裹体 ，其中单相盐水溶液包裹体占包 

裹体总量的 65％左右，大小从 0．n一121~m之间，形 

态以米粒状和椭圆形为主，其次是多边形和不规则 

状，自由分布，有沿石英的显微裂隙分布、小群分布 

或与单相包裹体混合分布在一起。盐度(S)为5．1 
— 6．2wt．％NaC1；完全均一温度(Th)为 105℃ 一 

195aC，相应密度(D H，0)为0．916—0．991 g／em 。B 

型两相包裹体( H’0+ 。，)占包裹体总量的10％ 

左右，大小在6—161~m之间；呈椭圆形 、多边形和负 

晶形，大多呈小群分布，部分沿石英的显微裂隙分布 

或与单相包裹体混合分布在一起，CO：一H：0体系， 

盐度(S)为 5．4—5．8wt．％NaC1，均一温度( ) 

为2l5℃ 一265℃。 

隆起区内的桃花金矿床石英中的包裹体类型有 

两种，一种是单相盐水溶液包裹体(L H20)，占包裹 

体总量的80％左右，大小 0．rl一161~m，以米粒状和 

不规则状为主，其次是多边形和椭圆形，有 自由分 

布，有沿石英的显微裂隙分布，小群分布或与两相包 

裹体混合伴生一起，盐度(S)为4．0—5．0wt．％NaC1。 

另一种是两相盐水溶液包裹体( ，。+V ，。)，占总量 

的20％左右，大小在3—151~a之间，以5—10g,m为主； 

形态为椭圆形和多边形为主，其次是圆形和不规则状， 

呈小群分布，部分沿石英的显微裂隙分布或与单相包 

裹体混合分布在一起，( ，。+ '0)中的V．2o为l0一 

l5 vol％，属于 NaCI—H20体系，盐度(s)为 4．2— 

5．4wt．％NaC1，均一温度(Th)为 150"C一190"C，相应 

密度(D H，0)为0．912—0．948 g,／cm 。 

两相包裹体测温结果见表 3所示。 

襄 3 大瑶山地区矿床包裹体均一法测温表 

包裹体温度／qc 

矿床名称 测定矿物 === _= 可  

测试单位：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2002年 ；扩号内为温度峰值。 

3 成矿系列 

成矿系列的概念是程裕淇、陈毓川和赵一呜等 

(1979、1982)提出的。矿床成矿系列是指在一定的 

地质发展阶段，在一定的地质构造单元与一定的地 

质作用有关所形成的在时空上和成因上相互联系的 

各种矿床组合 J。大瑶山地区的花岗岩主要发育 

有加里东期和燕山期两期，前者为中酸性岩浆产物， 

多呈岩脉 、岩墙、小岩株，由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和花 

岗闪长斑岩组成，成因为幔源同熔型(I型)花岗岩； 

后者属于酸性岩浆岩，多呈岩株、岩基出现，由闪长 

花岗岩 、二长花岗岩和黑云母花岗岩组成，成因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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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型(S型)花岗岩。这两期花岗岩浆活动，代表 

了本区两次大的构造岩浆热事件 ，相应形成了一系 

列的矿床,an里东期分布与同熔型花岗岩类有关 Au 

(AS)Cu系列矿床 J，燕山期分布有姑婆山式夕卡 

岩型、珊瑚式石英脉型w、sn、多金属矿床。根据成 

矿系列的概念，大瑶山地区可以划分为与加里东期 

同熔型(I)花岗岩有关的Au、Cu多金属成矿系列和 

与燕山期改造型花岗岩有关的 w、Sn、Pb、zn、稀土 

成矿系列。 

与加里东期同熔型花岗岩有关的 Au、Cu多金 

属成矿系列——该系列矿床主要分布于大瑶山隆起 

区内部，与成矿有关的岩浆活动为加里东期同熔型 

花岗闪长岩和花岗闪长斑岩，主要的矿种有An、Cn， 

其次为 Pb、zn等，矿床类型有斑岩型、热液石英脉 

型 、微细粒浸染型矿床，反映了同一构造环境控制， 

同一火山一岩浆旋回的不同空间的不同成矿方式构 

成一个成矿系列 。 

与燕山期改造型花岗岩有关的 w、Sn、Pb、zn、 

稀土成矿系列——该系列是本区主要成矿系列。矿 

床主要分布于大瑶山隆起周边的象州、武宣、钟山、 

贺州市、桂平和岑溪等地，与成矿有关的岩浆活动为 

燕山早期的花岗岩、闪长花岗岩，主要矿种有 W、 

Sn、Pb、zn，次要有稀土、Sb等。矿床类型有岩体型 

(稀土矿床)、夕卡岩型、热液石英脉型和断裂破碎 

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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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TALLoGENIC SERIES 0lF GRANn’E DAYAoSHAN 0lF GUANGXI 

HUANG Hui—min’一
，HE Zhi—jan ，CUI Bin 

(1．Guangxi Institute of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Nanning 530023；2．China University ofGeosciences， ng 100083) 

A 出 t：Base on results ofgeological survey projects andfom~erdata，this paper summarizes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granite and ore deposits 

in Dayaoshan area of Guangxi．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ayaoshan Rise and circumferential granites are different in size，shape ，rock combination，chemi· 

cal compose．microelement。mineralizing kinds．The metallogemi ·series can be defined into two series，Au—Cu polymetal metallogenic seri~ relating to 

synteefie granite in Caledonian pe riod and W —Sn—Pb—Zn polymetal metallogenic series relating to reformed granite in Yanshan ian period． 

Key words：granite，metallogenic series。Dayaoshan of Guangx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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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金银矿床图册》介绍 

《国内外金银矿床图册》(简称《图册》)是原中国有色金属地质系统编著，于 1993年由冶金工业出 

版社出版的一书。 

《图册》由金矿综述、国外金矿床(60例)、国内金矿床(77例)、银矿综述、国外银矿床(32例)、国内 

银矿(43例)六个部分组成，其中收集了超大型矿床(60余例)、大型矿床(100余例)、中型矿床(50余 

例)，共212例，附图523幅。90O多页。《图册》以图为主，文字叙述为辅，比较集中地介绍了国外已知的 

超大型和大型以及国内的大中型金银矿床，是一部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参考书。《图册》中首次提出了金、 

银矿床符号型区的初步分类方案，从而使读者能比较直观地 了解各矿床的成因、控矿地层、火成岩时代、矿 

床主要产状、矿化方式、矿床储量(或规模)以及独立、共生、伴生矿种等特点·、应用起来比较方便。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较新，图文并茂，简明扼要，不仅可供从事贵金属地质工作人员查 阅，而且对大 

专院校地质教师和地质科研部 门和科研人员的教学、科研工作也有所启迪。 

《图册》由苗昌德等编著，定价50元，邮购每本另加收包装费和邮费l0元，合计每本6O元，需要者 

可来函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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