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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腊水锡矿床是在新一轮地质大调查中发现，并进行了初步评价的大型矿床。该区断裂 

构造发育，构造线以NNE—NE向为主，并控制着锡矿带的分布。通过该矿床矿化特征的研究认为：①白 

腊水矿区到处发育的石英脉可能是锡矿化作用的同期产物；②矿脉内的锡矿化可能极不均匀，高品位的 

地段一般在构造破碎强烈地方；③该区不同岩体的成矿元素含量明显高于地壳花岗岩类岩石的平均值， 

有些高出数十倍，具良好的含矿性；④该地区的岩浆岩的稀土元素组成特征极为相似，岩(矿)石稀土元 

素球粒陨石标准化曲线具有相同的变化特点，显示出岩(矿)石可能为同一岩浆房演化的产物；同时反 

映出矿化可能与细粒花岗岩关系更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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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背景 

白腊水锡矿床位于湘南东坡、黄沙坪、宝山、新 

田岭、香花岭、瑶岗仙、白云仙等七大矿田的近中间， 

骑田岭复式岩体南部，芙蓉锡多金属矿田的西部 

(图1)；区内岩浆岩复杂，从燕山早期到燕山晚期均 

有岩浆岩侵入；复式岩体大部分年龄值介于 135— 

161Ma，湘南队 1989—1990年所获年龄值除用全岩 

K—Ar法所得数据明显偏低外，其他都在 155Ma左 

右⋯。断裂发育，地层褶皱强烈，构造线以NE向为 

主。次为 NW 向、SN向。 

据湘南地调院 1：5万区调资料。白腊水矿床位 

于湘南芙蓉超单元中。该超单元是骑田岭岩体的主 

体，为燕山早期构造运动的产物  ̈J。岩石类型较 

多，以中粒斑状角闪黑云二长花岗岩和粗中粒斑状 

黑云钾长花岗岩为主。有部分细粒、细中粒黑云钾长 

花岗岩。 

岩石硅酸盐化学分析结果(表 1)显示，不同岩 

体的岩石 SiO，含量均大于65％，属花岗岩类岩石； 

K20+Na20大于％8，l(2O／Na20的比值均大于 1，显 

示该地区岩浆岩岩石具高的碱质含量；特别是本项 

目采的中粗粒花岗斑岩、细粒花岗岩和花岗斑岩的 

硅酸盐样品分析结果相似，各岩体的硅酸盐成分的 

图 1 骑田岭地区地质略图 

l一地质界线；2一断层；3一省界； 1r；_ 一燕山晚期晚阶段石英斑 

岩； ；_’一燕山晚期早阶段花岗岩； 一一燕山早期第二阶段花 

岗斑岩； ；_ 一燕山早期第二阶段花岗岩； ；_’一燕山早期第一阶 

段花岗岩； ；一印支期花岗岩 

比值都具有相近的特点；这可能暗示该复式岩体在 

岩浆阶段的演化不够充分，使得硅酸盐成分显示各 

岩体具有相似或相同的特征，当然这种强烈而频繁 

的岩浆活动，也为成矿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异常 

发育的断裂构造为矿液的运移和富集提供了有利场 

所。因而在岩体内外接触带及大岩体中形成了以锡 

为主的一系列多金属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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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湘南地质调查所宜章幅 1：5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其他样品测试单位：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测试中心。 

2 岩石、矿化特征 

白腊水锡矿区范围约 20 km 。出露地层有石 

炭一二叠系碳酸盐岩类和砂页岩类。构造以 NNE 

向、局部近 SN向的 F 断裂为主，其控制着锡矿带 

的展布，次级 NE向的断裂则控制着矿脉(体)的分 

布及其形态、产状等(图2)。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岩 

浆岩为燕山期形成的花岗斑岩、正长斑岩、细粒花岗 

岩脉，在局部成矿有利地段，岩体(脉)本身即可构 

成工业矿体。矿体严格受断裂带控制，矿石呈结晶 

结构、交代残余结构、显微鳞片结构、镶嵌结构等；以 

浸染状和细脉浸染状构造为主，次有块状构造、团块 

状构造、条带状构造和角砾状构造等。目前该矿床 

已探明锡矿资源量40余万 t，已确定主要矿化类型 

有夕卡岩化破碎带蚀变岩型、蚀变岩体型、构造蚀变 

带型、斑岩型等；锡矿化受构造带控制而成脉状，已 

发现的各类锡矿脉(体)40多条 。 

区内岩石蚀变普遍，蚀变类型主要有绿泥石化、 

绢云母化、云英岩化、硅化、钾化、萤石化、电气石化、 

夕卡岩化和碳酸盐化等，其中绿泥石化、云英岩化、硅 

化、萤石化、碳酸盐化和夕卡岩化与成矿关系密切。 

自腊水锡矿床由北向南，矿脉规模逐渐变大，具 

一 定规模的锡矿脉数量增多，锡矿品位也逐渐增高 

(从0．1％～0．8％到0．5％ ～1．2％)的趋势。矿石中 

毒砂、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等硫化物成分增多，部 

分矿石中的毒砂含量达90％以上，构成块状矿石。 

28 

图2 骑田岭白腊水矿区地质矿产略图 

(据湘南地调院资料修编) 

l一二叠系龙潭组含煤砂页岩段；2一二叠系龙潭组砂页岩段； 

3一二叠系栖霞组；4一花岗斑岩；5一燕山晚期第一阶段花岗岩； 

6一燕山早期第三阶段花岗岩；7一实测断层及编号、航片解译断 

层；8—锡矿脉及编号；9一地质点及编号 

区内蚀变岩体型锡矿以10号脉为代表，10号 

矿脉探明锡资源量 3．6万 t；通过该矿脉 01线实测 

岩石地球化学剖面的研究，得出锡矿化的分布完全 

受断裂构造带控制。剖面测量在中粗粒黑云母二长 

花岗岩中，在 10号矿脉旁侧石英脉发育；剖面测量 

的采样位置及特征见图 3。由这些样品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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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不难看出Cu、Pb、Zn、Bi、Sn在剖面上表现为 

有两个丰值，显示 l0号矿脉的矿化形成与外围的石 

英脉可能是同一成矿作用产物；同时还可以从表中 

得出：10号矿脉内的矿化是极不均匀的，在矿脉内 

的4个样品中，仅有一个分布在构造破碎强烈地方 

的样品(I10—9)锡达到0．292％；这也进一步说明 

矿化作用与断裂构造关系十分密切。 

[：= 坡积物 [ 花岗岩 二二]断层 裂隙 

回 矽卡岩化团 硅化 回 石英脉回 采样位置 

图3 白腊水矿区 10号矿脉01线实测剖面图 

夕卡岩化破碎带蚀变岩型锡矿体位于岩体南接 

触带内带中，以 l9号矿脉为代表；断裂带中的灰岩 

断块和花岗岩类角砾部分发生夕卡岩化，局部地段 

形成块状磁铁矿矿石；该矿脉探明锡资源量约 27 

万 t；占白腊水矿床锡总资源量的70％。夕卡岩化 

矿石中锡石矿物粒径为0．02—0．5 mm，Sn的品位 
一 般在0．1％ 一0．75％。锡石矿物具自形 一半自形 

结构；环带构造发育，即灰白 一浅黄 一褐黄色环带； 

偶见由四方柱与四方双锥组成的聚形和半自形四方 

双锥晶形，有的锡石中心有暗色固态色裹体。矿石 

类型主要有块状、浸染状含锡石一磁铁矿矿石，脉状 

一 浸染状含锡石 一黄铁矿 一磁铁矿矿石，中等浸染 

状方铅矿 一闪锌矿矿石和细脉浸染状黄铁矿 一黄铜 

矿矿石等。 

在 19号矿脉60线的实测剖面(表3，图4)的分 

析结果反映出的特征与10号矿脉有些相似，即矿化 

在矿体中分布很不均匀，一般在裂隙和蚀变发育的 

地方，锡品位就高；在实测剖面上的所有样品分析结 

表2 白腊水矿区 10号锡矿脉横剖面化学成分分析 ／10-6 

测试单位：国土资源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测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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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与花岗岩类岩石的平均值对比，都高出几十倍以 

上，有些反映出强烈的矿化异常特征 ，表明该地 

区岩石的破碎和蚀变以及石英脉的产出是一个重要 

的找矿线索，密集的石英脉分布加之断裂和其他类 

型蚀变的发育就可能是矿体的产出部位。 

因 1 曰 2 3 4 圃 5回 6 

图4 骑田岭白腊水 19号矿脉 60线实测剖面图 

1一坡积物；2一花岗岩；3一断层；4一裂隙；5一分层号 ； 

6一采样位置；SK一夕卡岩化；si一硅化；Qv一石英脉 

3 岩浆岩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通过对区内细粒花岗岩、细粒黑云母花岗岩、细 

粒黑云母花岗岩顶部的似伟晶岩壳、中细粒斑状花 

岗岩、蚀变中粗粒斑状花岗岩、夕卡岩化黄铁矿化中 

一 粗粒花岗岩、含锡石块状磁铁矿矿石和锡石一毒 

砂硫化物矿石等岩(矿)石成矿元素和微量元素的 

研究，从表4和图5不难发现该地区的成矿元素除 

在矿(化)体中高外，就是细粒花岗岩了，并且细粒 

花岗岩的Nb、Ta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岩(矿)石样品。 

由表5和图6不难得出该地区的岩浆岩的稀土特征 

极为相似，从中粗粒斑状花岗岩到中细粒斑状花岗 

岩、细粒黑云母花岗岩再到细粒黑云母花岗岩顶部 

的似伟晶岩壳、最后到自交代现象发育的细粒花岗 

岩，8Eu亏损逐渐加剧，到了含锡石块状磁铁矿矿石 

和锡石 一毒砂硫化物矿石时，稀土元素总量迅速减 

少；同类岩石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曲线具有相 

同的变化特点，在稀土元素图上也显示出曲线由右 

倾式的富轻稀土，逐渐演化到对称式，到富重稀土型 

的微左倾式(Cd一128)。显示出上述岩(矿)石可能 

为同一岩浆房演化的产物；同时反映出矿化可能与 

细粒花岗岩关系更密切。 

根据南岭地区成矿岩体的特点 ，即成钨、锡、 

铋和稀有、稀土金属及铀矿的岩浆岩一般为燕山晚期 

形成的岩体，具SiO 含量较高，平均含量可达72％以 

上；l(2O+Na20在5％ 一9％之间；分异指数(DI)主要 

集中在87．54—92．88之间，固结指数(SI)在 1．66一 

表4 白腊水矿区岩(矿)石成矿元素和微量元素含量表 ∞ ／10-6 

样品测试单位：国土资源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测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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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白腊水矿区岩(矿)石成矿元素及微量元素含量分布型式图 

CD一3l6一夕卡岩化黄铁矿化中一粗粒花岗岩；Cd一326一蚀变中粗粒斑状花岗岩；Cd一34o一中细粒斑状花岗岩；cd一 

2l9一细粒黑云母花岗岩；Cd一110—锡石、毒砂硫化物矿石；Cd一3l8一细粒花岗岩；Cd一356一细粒黑云母花岗岩的似伟晶 

岩壳；Cd一360一含锡石块状磁铁矿矿石；Cd—l28一风化花岗斑岩；Cd—l25—42号矿脉(矿化细粒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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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岩(矿)石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分布型式图 

样品说明见图 5 

5．64之间变化，稀土配分模式“V”谷明显，铕亏损 

值8Eu<0．3；显示该地区的岩浆岩演化较彻底，对 

钨、锡、铋和稀有、稀土金属及铀、硼、萤石、黄铁矿等 

成矿非常有利。而白腊水矿区岩浆岩的稀土配分模 

式表明该地区的岩浆岩演化也较为彻底，其成矿元 

素特征和矿物共生组合以及稀土配分模式基本吻合 

于南岭地区成矿岩体的特点。 

4 初 步认识 

白腊水矿区断裂构造发育，构造线以NNE—NE 

向为主，并控制着锡矿带的分布，次级断裂控制了矿 

体的形态、产状和规模。通过该矿床地质地球化学 

特征的研究，认为：①白腊水矿区到处发育的石英脉 

可能是锡矿化作用的同期产物，对找矿有明显的指 

示意义。②矿脉内的锡矿化可能极不均匀，高品位 

的地段一般在构造破碎强烈地方，这说明矿化作用 

与断裂构造关系十分密切。③该区不同岩体的成矿 

元素含量明显高于地壳花岗岩类岩石的平均值，有 

些高出数十倍，表明该地区岩浆岩具有良好的含矿 

性。④该地区的岩浆岩的稀土特征极为相似。从中 

粗粒斑状花岗岩到中细粒斑状花岗岩、细粒黑云母 

花岗岩再到细粒黑云母花岗岩顶部的似伟晶岩壳、 

最后到自交代现象发育的细粒花岗岩，8Eu亏损逐 

渐加剧；含锡石块状磁铁矿矿石和锡石 一毒砂硫化 

物矿石的稀土元素总量虽然比岩浆岩低；但稀土元 

素球粒陨石标准化曲线具有相同的变化特点，显示 

出岩(矿)石可能为同一岩浆房演化的产物；同时反 

映出矿化可能与细粒花岗岩关系更密切。⑤根据该 

地区岩石地球化学特征，认为在白腊水矿区还有寻 

找铌钽矿床的潜力。⑥同位素年代学资料证明该矿 

床成矿时代应为燕山早期。白腊水矿床属岩浆期后 

热液充填、交代形成的中一高温热液矿床。 

本文内容为《华南地区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综 

合研究》项 目组集体成果，参加该项 目工作的人员 

还有：毛晓冬、陈开旭、蔡明海、汪雄武、刘国庆、李 

林、罗 郧等。在工作中得到了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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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矿产所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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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Ⅱ AS删 I TD DEPoSIT D THE FURoNG 0RE]吼 D 

CAI Jin—hui‘
，

WEI Chang—shan 。
，
SUN Ming—hui。

，
WEI Shao—liu ，HUANG Ge—fei 

(1_Yichang Institute of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Ministry ofLand and Mineral Resources，Yichang 443043； 

2．Southern Hunan Branch，Hunan Institute ofGeological Survey，Chenzhou 423000) 

Al：~'traet：The Bailashui tin deposit is a large new—finding and preliminary evaluating deposit in the new round of geological survey．Fault struc— 

tures．mainly NNE～NE directions．are well developed in the deposit and control the distribution of tin ore belts．After discussion on mineralizing charac— 

ters，it is concluded that，(1)quartz veins distributed in all places of the Bailashui mine are synchronous results witII Sn mineralization；(2)Sn minerali· 

zing are higher varying and high —grade Sn ores are generally located in strong structural fractures；(3)0re—forming elements in different rock bodies of 

the area a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earth the average of crustal granite with some elements in the rock bodies several decade higher．showing significant 0Ie 

potentiality；(4)REE constitute characteristics of magmatic rocks in the region is extremely resemble，REE chondrite standardize culn／e of rocks and 0瑚 

in the Ballashui mi ning area have the s&ine variety characteristics．displaying the rocks and OI'~S evolving results of the$alne magma and tin luirlersli~- 

tion is tighfly related with fine—grained granite． 

Key words：tin deposit，mineralization character，REE characteristics，Bailashui，Southem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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