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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井锡多金属矿床含锡矿物为锡石和黄锡矿，产于3个成矿阶段和5种矿石类型中。从 

早到晚，即韧性变形阶段一锡石一毒砂一石英阶段一锡石一硫化物阶段(或黄铜矿一黄铁矿阶段)，主 

要含锡矿物锡石的化学成分，表现出SnO2逐渐升高而FeO、TiO2、Nb2O5、 ra2O5和 In2O5依次跳跃式递 

减的特征，同时NiO和Ga2O5趋于升高。与一般脉状锡矿床相比，早阶段锡石富Ta而晚阶段锡石富Ti、 

Fe，表明早期的锡石更接近花岗质岩浆源特征而晚期锡石则明显具层控性质。锡石的组分变化特征与 

各阶段(内)从早到晚成矿温度递减有关。另一含锡矿物黄锡矿含 As、zn较高，仅出现于锡石一硫化物 

阶段，并在温度为220~C一320~C、硫逸度为10I1“ ×10 一10 ×10 Pa的特定区间内淀出。 

两个阶段锡石的稀土元素特征分别与矿区次火山岩和林西组地层一致，表明早期锡石一毒砂一石 

英阶段中的锡主要来自次火山岩(如英安斑岩)，而晚期锡石一硫化物阶段中的锡可能主要来自林西组 

围岩(如粉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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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东部林西县大井矿床是一个以锡、铜、 

银、铅锌为主的综合性大型矿床。由于该矿床少见 

的元素组合、复杂的地质特征和特殊的经济意义，许 

多地质学家从不同角度侧重对矿床做过研究。然而 

作为一个以锡为主的矿床，迄今仍缺少关于锡的矿 

物学和地球化学系统的专门研究。文章总结研究了 

大井矿床不同阶段和矿石类型中锡矿物的产出特征 

和成分，并对部分锡石和岩石作了稀土元素分析，以 

期揭示矿床中锡的成矿来源和成矿演化特征。 

1 矿床地质 

大井矿床位于内蒙古林西县东北21km，属黄 

岗一甘珠尔庙构造成矿带。矿区仅出露上二叠统林 

西组地层(图1)。该套淡水湖泊相沉积岩，自下而 

上可分为4个岩性段：黑色粉砂质泥岩段、灰色中一 

细粒砂岩段、深灰色细砂岩段和杂色粉砂岩段。矿 

区地层以单斜为主，褶皱构造不发育。矿区的断裂 

构造主要形成于燕山期，主要有 NE、NW、近 E—w 

和近s—N向等4组。矿区范围内未发现任何深成 

侵入岩，距矿床最近(9km)的岩体为马鞍子黑云钾 

长花岗岩，同位素年龄155．4Ma lj，其岩石化学和地 

球化学兼具s型和I型花岗岩特征 j。但矿区发 

育大量浅成一超浅成岩脉，其K—Ar同位素年龄集 

中在(155．3—177．2)Ma，早于成矿年龄(133—138) 

Ma ，可分为4种：①霏细岩脉，分布于矿区中部， 

NW走向，长 100余米，厚0．3m到数米；②中酸性次 

火山岩，为区内最发育的脉岩，包括英安斑岩、流纹 

斑岩和花岗斑岩，三者在结构和成分上相互过渡，分 

布于矿区中部和西部，有NE(40。)和NW向2组，出 

露长10—8OOm、厚2—20m；③中基性次火山岩，包 

括安山玢岩、辉绿玢岩和玄武玢岩，三者在结构和成 

分上相互过渡，分布于矿区东部，呈 NW向，出露长 

800多米、厚几厘米到数米；④煌斑岩，为最晚期岩 

脉，见于矿区西南部钻孔中，倾向近南北，长不足 

100m，厚仅几厘米到数米，仅见云斜煌岩出露。 

矿床由大小690余条矿脉及矿化脉组成，其中 

计入储量的约330条 j。多为隐伏矿脉，呈 NW或 

NWW走向，北倾，倾角25。一75。。呈脉状、复脉状、 

网脉状、交错脉状等，一般与容矿地层斜交，但交角 

不大(一般 <20。)。主矿体一般长300—600m、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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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大井矿床地质图(据Wang et 81．，2001)[ 

1一绿一灰色粉砂岩(P )；2一暗灰色细粒砂岩(P )；3一灰色中细粒砂岩(P )；4一黑色粉 

砂质泥岩(P )；5一脉岩；6一金属矿脉；7一断层；8一产状；9一向斜轴 ；1o一倒转向斜 ；11一 

坑口；12一等高线 

0．2—2．5m、延伸300—400m。矿脉与围岩界线清 

楚，围岩蚀变不强，范围较窄(仅0．2—2m)，一般沿 

矿体两侧呈线状分布。主要有硅化、绿泥石化、绢云 

母化、碳酸盐化，多以细脉、网脉形式产于矿体附近 

的围岩裂隙中，极少形成交代岩(少数矿体以岩脉 

为围岩时，可形成较强烈的绢英岩化)。 

根据矿物组合，大井矿床的矿石类型主要有3 

种：铜锡银矿石、铅锌银矿石及二者复合型。另有少 

量块状黄铜矿型和锡石一毒砂型矿石。矿石以致密 

块状和浸染状构造为主，并有角砾状、网脉状、条带 

状、似层状等。主要结构有粒状、胶状、压碎胶结状、 

嵌晶包含状、固溶体分离结构、交代结构等。主要的 

矿石矿物有黄铁矿、胶状黄铁矿、磁黄铁矿、白铁矿、 

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毒砂、锡石等，脉石矿物有 

石英、碳酸盐(如菱铁矿、方解石、铁白云石、铁方解 

石等)、粘土矿物(如水白云母、绢云母等)、绿泥石 

等。另外常见的微量矿物还有黝铜矿、银黝铜矿、黄 

锡矿、深红银矿等。据前人研究，矿床中已发现的矿 

物达70余种。 

矿石与次火山岩的稀土特征相似，表明次火山 

岩与矿化关系密切 ’ 。 

2 含锡矿石类型及其形成阶段 

大井矿床共发育6个矿化阶段 引：①主成矿期 

前的矿化阶段，表现为石英脉和韧性变形的含矿岩； 

②锡l石一毒砂一石英阶段；③锡石一硫化物阶段 
52 

(或黄铜矿一黄铁矿阶段)；④无矿硫铁矿阶段；⑤ 

方铅矿一闪锌矿阶段；⑥成矿后流体活动阶段。锡 

矿物(锡石和黄锡矿)主要形成于阶段①、②和③。 

据组合大样的物相分析结果，锡石占有率达 

96．7％，黄锡矿仅3．3％_8 J，所以该矿床主要工业矿 

物为锡石。其在矿床中可产于3个阶段的5种矿石 

类型中： 

1)韧性变形阶段。岩石主要由石英组成，经破 

碎形成碎粒再柔皱，被少量碳酸盐充填或胶结。金 

属矿物锡石等在其中呈浸染或细脉状。该阶段有时 

含微量黄铜矿、黄铁矿和闪锌矿。 

2)锡石一毒砂一石英阶段，构成锡石一毒砂矿 

石。主要组成矿物为毒砂、锡石和石英，有时含萤 

石、黄铁矿、菱铁矿等。锡石常呈浅黄色、洁净透明， 

但受后期构造和矿化作用影响，常有破碎而呈他型， 

颜色发乌呈棕灰色半透明。 

3)锡石一硫化物阶段，锡石可产于 3种矿石类 

型(即3次阶段)：① 条带状黄铁矿一闪锌矿矿石， 

主要矿物为黄铁矿、闪锌矿、石英、毒砂及碳酸盐。 

锡石为微量矿物，以细粒长柱状嵌于上述矿物中。 

由于其呈包晶分布于黄铜矿一黄铁矿矿石中，推测 

该类锡石亦可能略早；② 块状闪锌矿一黄铜矿一黄 

铁矿矿石，主要矿物为黄铁矿、白铁矿、黄铜矿、闪锌 

矿、碳酸盐和粘土矿物。锡石被闪锌矿、黄铜矿或碳 

酸盐胶结；③ 锡石一黄铜矿一黄铁矿矿石，为该矿 

床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含锡类型。该类矿石矿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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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以黄铁矿、黄铜矿、胶状黄铁矿、白铁矿、锡石、 

碳酸盐为主，局部含绿泥石、毒砂、磁黄铁矿、磁铁矿 

和粘土矿物，萤石较多 ，而黄锡矿、黝铜矿、银黝铜矿 

等含量虽微，但却普遍。 

黄锡矿产于锡石一硫化物阶段的含锡石的黄铜 

矿一黄铁矿矿石，多以交代锡石的形式出现，以及被 

黄铜矿包裹，亦产于碳酸盐或黄铜矿、闪锌矿、锡石 

的裂隙中。 ． 

不同阶段和矿石类型中锡矿物的矿物特征见表 

1。除Ⅱ类锡石中偶见环带外，矿床中锡石极少见有 

生长环带，亦未见任何包体及出溶物。 

表 1 大并矿床各种类型锡矿物特征 

3 锡矿物的化学成分 

不同阶段和矿石类型中的锡石和黄锡矿均作了 

能谱扫描(EDS)和电子探针(EPMA)分析。测试在 

中科院矿产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的 SHIMADZU 

“EPMA 一1500”上完 成，加 速 电压 20kV，电流 

101xA，电子束1Ixm，检测限为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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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锡石 

锡石的化学成分在不同矿化阶段的变化如表2 

和图2。 

I类锡石成分上 SnO 最低，其他成分 FeO、 

TiO2,Ta2O5较高。 

Ⅱ、Ⅲ类锡石二者在主要成分SnO 上并无明显 

区别。二者FeO含量重叠(分别为0．13％一2．02％ 

0 f5 

0。 

霉 

05 

0 

Ⅵ I Ⅱ Ⅲ Ⅳ V Ⅵ 

图2 不同锡石类型的平均化学成分变化 

(类型序号与表 1和表2中一致) 

表 2 大并矿床不同类型锡石的化学成分 tO ／％ 

l 
1 2 3 4 5 6 7 8 9 l0 1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20 2l 22 23 24 25 26 27 28 

ww73 ww74 ww75 wl25 wwSO ww51 ww54 ww55 ww58 ww59 ww60 v,v~62 ww52 ww53 ww56 ww57 v,v~6l v,v,63 ww76 ww77 ww78 ww80 w79 wSO w81 w82 w172 

SnO2 

FeO 

1'iO2 

Al 

NiO 

Nb ， 

_ra ， 

In2O， 

C．a2O5 

Total 

99．22 98．08 97．67 96．84 98．55 l00 l0 98 03 97．53 97．66 96．74 98．62 97．B9 l00．o7 98．35 97．54 100 07 97．42 97．34 97．93 97．95 98．06 98 46 99．98 99．12 99．33 99．03 99．95 99 05 

l 38 0．99 1．20 2．02 0．64 0．13 0 73 0 35 n 84 1．05 1．43 1．52 1．3l 0 4o 0 B9 0 37 0 85 l 60 0．57 1．63 0．86 0．05 0．10 n 33 0 35 0．69 0．02 0 80 

0 25 1．55 0 74 0．O1 0．00 n o2 0．00 0 47 0．3l 0 00 0．00 0 00 0．00 0 06 n 00 0．00 0 06 0 82 0．0l 0．00 0．o7 一 一 一 一 一 n 00 

0．00 0 0l 0 l5 — 0．00 0．00 n0l 0．00 0．00 0．00 0 02 0 02 0．00 0．02 0．00 n 00 0．00 0 03 0．02 0．0l 0．02 0．00 一 一 一 一 一 0．0l 

0 01 0 o4 n 00 — 0．00 0．00 0．o4 0．00 0．o4 0．00 0．02 0．00 0．06 0．0l 0．o4 0．o4 0．o4 n 08 0．0l 0．03 n02 0．06 一 一 一 一 一 0．00 

0．00 0．00 0 00 0 l0 0 00 0．00 0．00 n 00 0．00 0 00 0 02 n 00 0．00 0．00 0．00 0 00 n 00 0．06 0．00 0．00 0．03 0．00 0．00 n 08 0．00 0．00 n 00 0．00 

0．18 n 00 n l2 0．00 0 00 0 20 0．00 0．19 0．08 0．18 n 00 n 00 0．00 0．00 0．08 0．00 0 00 0．00 0．00 0．16 n 00 0．14 0 00 0 00 0．00 0．1l n 00 0．00 

0．01 0．05 0．00 0．05 0．17 0 00 n o4 0．o7 0．o4 0．o4 0．03 n 00 0 00 n 00 0．05 0．06 0．05 0．00 0．1l 0．00 0．02 0．12 0．10 0．05 0 o4 0 0．09 0．o7 

0 00 0 00 0 00 n 00 0．00 0．00 0．o4 0．02 0 00 0．00 n 00 0．05 0．15 0．00 n 00 0．00 n 03 0．00 0．00 0．00 0．o4 0．00 0．00 0．00 0．18 n o1 0．00 0．00 

101 05100 72 99．88 99．Ol 99．37100 43 98 92 98．16 99 l3 98．32 100．14 99．48 101．59 98 78 98．66 100．54 98．39 99 l7 99 46 99．79 99．05 98．90 100 培 99．58 99．90 99．87 l00．06 99．93 

一 ：。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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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0．37％一1．60％)。其他元素含量多小于0．5％。 

若以0．05％为检出下限，I类锡石 TiO2、Ta2O 

In：O 、Nb：O 可检出样品数较多且相应较高，Ⅱ类 

锡石较少且较低；NiO、Ga O 正好相反。 

Ⅳ类锡石成分特点是SnO：较前期锡石(Ⅱ、Ⅲ 

类)低，而其他成分 FeO、TiO2、Ta：O 、In：O 均较前 

者明显偏高；NiO、Ga：O 偏低。 

V类锡石与Ⅳ类锡石相比，SnO：、NiO、Ga：O 升 

高，FeO、TiO：等成分降低。与无锌的黄铜矿一锡 

石一黄铁矿矿石中的锡石相当。 

Ⅵ类锡石成分上SnO：多大于99％，较纯，总体 

上除A1：O，、Ga：O 等外，各氧化物含量较Ⅳ、V类锡 

石偏低。 

总体上，该矿床中锡石成分较纯，SnO：均大于 

96％，微量组分主要为FeO，其次为 TiO：，其他微量 

组分均小于 1％，且多小于0．2％，变化范围较大。 

锡石成分的变化与矿化阶段密切相关(图2)： 

从韧性变形期一锡石一毒砂一石英阶段一锡石一硫 

化物阶段，锡石成分呈跳跃式，总体上SnO：呈递升 

趋势，而 FeO、TiO2、Nb2O5、Ta2O5、In2O5逐渐降低， 

但NiO、Ga：O 升高。这种成分上的演化在各阶段 

内表现的更为明显。 

这种演化规律与多数锡矿中不同世代锡石的成 

分变化规律是一致的，如大厂矿田锡石从早世代向 

晚世代，Nb、Ta、Fe降低 J。干国梁等(1992)采用 

多元统计方法研究了广西都庞岭地区锡矿中锡石的 

微量元素，发现 SnO 与 Fe、w、Nb、Ta呈显著负相 

关l1 。这是因为 Fe等微量元素进入锡石晶格与 

sn 形成了类质同象替换造成的。锡石中锡与其他 

微量元素的类质同象替代关系主要为  ̈： 

2(Ta，Nb) +(Fe，Mn) =3Sn 

或 W +2Fë =3Sn 

或 Fe +OH一=Sn +O 一。 

大井锡石中SnO2与FeO、Nb2O5、Ta2O5、In2O5 

的反相关关系正是这种替换的结果，而且其他与 

SnO：呈消长关系的Ga和Ni也参与了替换。 

锡石微量元素与锡石的形成温度和压力有关， 
一 般高温锡石含有较高的Nb、Ta、Sc等  ̈。锡石中 

In含量随压力减小而增大 J。该区锡石从早到晚 

的成分变化(表2和图2)暗示其结晶温度和形成压 

力或深度在某一阶段内是起伏和波动的。 

矿床中锡石的成分可反映出围岩和源区的化学 

特征以及矿床的生成条件。大井矿床虽然属于典型 

的热液脉状锡石一硫化物矿床类型，但其锡石较一 

般脉状矿床明显富Ta贫Ti。相对来讲，早期锡石更 

加富Ta，晚期更加贫Ti，甚至贫Fe。或者可以推论， 

早期锡石更受花岗质岩浆的影响，而晚期则基本具 

层控性质。 

3．2 黄锡矿 

该次工作测定了黄锡矿5个点的化学成分(表 

3)。 

该区黄锡矿属cu—Fe(zn)一sn—s体系中偏 

Fe的端员矿物，其化学成分为(cu。 ， 。 Ag。 。。 

Zn0
． o7 0．13)Fe0．91 1．01 Sn0 96 1．14(S3．95 4 05 As0．0o 0 01)， 

基本接近理论分子式。含 As(0．08％ 一0．17％)和 

Zn(1．01％一2．03％)较高，属富锌的黄锡矿。与其 

表3 大井矿床黄锡矿化学成分及参数 cc， ／％ 

l 3．99 O．Ol O．98 1．89 一 O．00 1．14 

2 3．95 O．Ol O．96 2．O5 一 O．Ol 0．0l 1．O2 

3 3．98 O．Ol O．9l 2．O8 一 O．00 O．Ol 1．O2 

4 4．O2 O．00 1．Ol 1．87 0．13 0．01 0．00 O．96 

5 4．O5 0．0l 0．97 L 95 0。07 0．00 0．00 0．96 

一 ： 未检；1—5：大井矿床；6：广西大厂锡矿(8个平均)[9 3；7：西班牙 Barquilla锡矿(3个平均)[”]；8：湖南某锡铜矿床(10个平 

均)D4]；9：加拿大Tanco矿床(2个平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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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区锡矿相比，大井黄锡矿明显富铁，纯度较高。 

Pascua et a1．(1997)认为，从锡石到锡一硫化 

物晶出的次序受硫逸度增加或温度降低制约或受二 

者兼控 。据前人研究，大井矿床自锡石一毒砂一 

石英阶段一锡石一硫化物阶段一铅锌阶段的均一温 

度 由 300oC ～370oC 220oC ～320oC 140oC～ 

220oC，锡石一硫化物阶段的．厂(s )为 1O ∞X 10 

～ 1O X 10 Pa【16]
。 可以认 为温度在 220oC～ 

320'12 S2)为 10 ∞X 10 ～10 ’-̈ X 10 Pa是该 

区黄锡矿的淀出区间。 

4 稀土元素特征 

锡石单矿物和另外2个岩石样品的稀土元素测 

定结果如表4。 

表4 大井矿床锡石及有关岩石 REE成分 oJ ／10 

La 6．2l2 1．082 

Ce l1．23 1．637 

Pr 1．74 0．23 

Nd 6．642 0．938 

Sm 0．836 0．099 

Eu 0．123 0．O18 

Gd 0．443 0．081 

11) O．O68 0．O16 

Oy 0．4 0．106 

Ho 0．086 0．026 

Er O．234 0．069 

1Im O．o37 O．Ol1 

Yb 0．228 0．072 

Lu O．037 0．O13 

∑REE 28．32 4．398 

LREE／HREE l7．47 lO．16 

Eu／Eu 0．558 0．597 

Ce／Ce 0．810 0．754 

0．408 27．24 22．83 O．3l 

0．939 49．06 49．95 0．808 

0．138 6．814 4．407 0．122 

0．533 26．2l l8．5l O．6 

O．O8 5．396 3．4oo O．195 

0．025 1．18l O．76o 0．0735 

0．088 5．083 3．243 0．259 

0．015 0．85 0．383 0．0474 

0．117 5．147 2．410 0．322 

0．025 0．988 0．383 0．07l8 

0．O6l 3．Ol6 1．090 0．21 

0．O1 0．436 0．150 0．0324 

0．065 2．97l 0．933 0．209 

O．Oll 0．459 0．127 0．0322 

2．5l5 134．85 108．58 

5．416 6．116 l1．452 

0．907 0．679 O．69O 

0．950 0．845 1．126 

注：l和2为锡石一石英阶段的锡石；3为锡石一硫化物阶段的 

锡石；4和5为围岩；6为 Boyton球粒陨石值。 

该区锡石稀土总量变化较大(2．515 X 10一～ 

28．32 X10 )，总体较其围岩低1～2个数量级。稀 

土分馏属轻稀土富集型，LREE／HREE在 5．42～ 

17．47之间。均具负铕异常和负铈异常。从图3看 

出，两阶段锡石的配分曲线模式截然不同：较早的锡 

石一毒砂一石英阶段中锡石比晚阶段的锡石一硫化 

物阶段中锡石具有较高的稀土总量、较强的轻稀土 

分馏、较大的负铕异常和负铈异常。锡石中稀土元 

素的这种阶段演化特征在其他锡矿床中也存在(表 

5)。 

一 般来说，对于锡石一硫化物型矿床，sn和其 

他金属元素的来源是不同的，如个旧[1 、大厂 1] 

的锡石一硫化物矿床，国外如日本 Toyoha_2 、玻利 

维亚 的一些含 sn一多金属脉型矿床。总的看， 

sn主要来自重熔的、或s型的、或钛铁矿系列的花 

岗质岩石或岩浆，而cu等其他金属可主要来自地 

层或其他类型的岩浆。目前对大井矿床成因的认识 

已趋于认为与火山一次火山岩有关 一 。然而地层 

(林西组)对成矿物质的提供亦不容忽视 J。该区 

2个阶段中锡石的稀土元素特征正好分别对应了次 

火山岩(英安斑岩)和二叠纪地层(砂岩)的稀土元 

素特征(图3)。 
l00 

La Ce Pr Nd Sm EuGd Tb Dy Ho Er Tm Yb Lu 

图3 锡石和围岩的稀土配分模式 

(序号 1～5见表 4说明) 

5 结 论 

大井矿床锡矿物的矿物组合和化学成分特征首 

先是其所形成的物理化学条件所决定的。从早到晚 

的韧性变形阶段一锡石一毒砂一石英阶段一锡石一 

硫化物阶段 ，锡石成分 总体上 FeO、TiO 、Nb 0 、 

Ta205、In205、REE逐渐降低，NiO、Ga205升高。成 

表5 大井不同阶段及其他锡矿床的REE参数 

注：①据伍勤生等(1988)[17 整理、计算；②据朱立军等(1994)[ 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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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过程中sn与Fe、Nb、Ta、In、REE发生了不完全类 [10]干国梁，陈志雄·广西都庞岭地区锡矿床锡石主要、微量及稀 

质同象替换。与之对应的介质物理化学条件表现出 土元素的组成特点及赋存状态[J]．矿物学报,1992,12( )： 

结晶温度呈不连续脉动式递降。当成矿流体达到特 『11] u 
，
D l ki P。Mal。wG，et a1．s b tit ti0 0ftini 。 ．t_ 

定的温度和硫逸度时 (220~C 一320~C，f(S2)为 。 i by ta tal 
。 iobi 。tun时。 。i d mang 。 。⋯ ． 

10 ∞X 10 一10 · X 10 Pa)，即锡石一硫化物阶 Geochimicaet Cosmochimica Acta'1988，52：1497—1503． 

段，该矿床另一含锡矿物——黄锡矿晶出。 [12]胡泽宁·云龙锡矿锡石的标型特征[J]·矿物学报，1988，8 

锡石中Sn Nb、Ta Fe Ti关系的讨论 ，以及锡石 [13] 
， ieg0A，PeⅡjt E，et aI．s 一Ge—cd—c 一Fe 与围岩REE的对比表明

，锡在锡石一毒砂一石英阶 
一 b ng

’ 

凼 des

。  

salt 

’

fmI tIl。 Barqlliu dep ．I' 

段主要来自次火山岩(如英安斑岩)，而在锡石一硫 Sahman ，Spai [J]．CanadianMi 0gi t，1997，35：39—52． 

化物阶段则主要由上二叠统林西组地层(如砂岩) [14]任湘眉．黄锡矿一似黄锡矿一硫锡铁铜矿组合及其结构特征 

提供。 [J]·矿物学报,1990,10( )：14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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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IN MINERALS FROM DAJIN G 

TIN —POLYM ETALLIC DEPOSIT，IN NER M ONGOL~ ，CHIN A 

WANG Yu—wang ' ，f．WANG Jing—bin ，f．WANG Li—juan ， 

(1．China University ofGeosciences，Belling 100083；2．Beijing Institute ofGeologyfor Mineral Resources，Belling 100012； 

3．Key Laboratory ofMineral Resources，Institute ofGeology and Geophysics，Chinese Academy Sciences，Beijing 100029) 

Abstract：Tin—bearing minerals in the Dajing tin—polymetallic deposit are cassiterite and stannite．Three mineralization stages and five ore types 

are recognized．The composition of cassiterite．dominant tin—bearing minera1．presents that SnO2 increases in the sequence of mineralization stages from 

shear—deformation，to cassiterite—quartz，andto cassiterite—sulfide(or chalcopyrite—pyrite)，whilethe contents ofFeO，TiO2，Nb2O5，T O5，and 

In2 05 tend not to be continual but fluctuating decrease with increasing of NiO an d Ga2 05．The early stage cassiterite is much richer in Ta an d the later 

stage cassiterite is much poorer in Ti and Fe，compared with that in hydrothermal vein type tin deposits．This is interpreted to indicate that the component 

of early stage cassiterite more reflects a granitic magma source while the composition of later stage cassiterite has more obvious strata—bound features．The 

compositional variation of cassiterite corresponds with the decreasing of mineralizing temperature within each stage and between sequential stages from early 

to late．The other tin mineral like stannite，As and Zn—bearing，only occurs in cassiterite—sulfide stage which precipitates in specified temperature range 

between 220℃ an d 320℃ and sulfurfugacitv of 10—10．04 x 10 Pa～10一l 44 x 105Pa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E in cassiterite from two stages arc correspondence with that of subvolcanic rocks an d the Linxi formation
． It is suggested that 

tin carried in cassiterite—quartz stage might originate from subvolcanic dikes(e．g．dacite porphyry)while in cassiterite—sulfide stage misat be provided 

by waUrocks(e．g．sihstone)from the Linxi formation of the upper Permian series． 

Key words：Dajing tin—polymetallic deposit，cassiterite，stannite，tin mineralization，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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