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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沟白钨矿床地质特征及矿床勘查类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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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在认识、总结杨金沟白钨矿床基本地质特征基础上，重点讨论 了该矿床勘查类型主 

要参数与新、老规范的对比，提出杨金沟白钨矿床勘查类型为第二勘查类型以及不同勘查阶段的合理勘 

查工程间距，改变了在勘查初期套用钨矿第三勘查类型网度和工程间距的认识，对近几年来杨金沟白钨 

矿床地质勘查工作布署、勘查进展以及勘查资金有效合理的投入产生了较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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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沟白钨矿床位于吉林省珲春市东部，地理 

坐标：东经 130。52 00”一130。54 00”，北纬 43。06 

45”一43。10 30”，由吉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 603队 

于2002年发现，经过五年地质勘查工作，钨资源量 

已达大型矿床规模，同时矿区外围也发现了很多重 

要线索，显示出该地区巨大的找矿潜力。随着地质 

勘查工作的深入和对矿床地质特征认识 的逐渐提 

高，矿床勘查类型的正确划分和工程间距的合理确 

定，对今后该地区的钨矿地质勘查工作显得尤为重 

要。正确划分和确定矿床勘查类型，涉及到地质勘 

查工程布置的合理性，涉及到地质勘查资金的合理 

投入，也涉及到勘查工程能否全面、客观地反映矿床 

地质特征。 

1 地质背景 

杨金沟白钨矿床位于吉黑地槽褶皱系、延边优 

地槽褶皱带东部(图1)。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下古 

生界五道沟群，系由古火山岩、碎屑沉积岩经区域动 

力变质作用形成的一套变质岩系，自下而上分为三 

个岩性段：第三岩性段以红柱石黑云母板岩、绢云绿 

泥片岩、粉砂质板岩夹碳质板岩为主；第二岩性段以 

斜长角闪片岩、黑云母石英片岩、绢云母石英片岩为 

主；第一岩性段以变质长石石英砂岩、变质流纹岩、 

绢云母石英片岩和黑云母石英片岩为主。 

海西 一燕山期，受太平洋板块向中朝板块俯冲 

影响，区内岩浆、构造活动频繁。其中，海西晚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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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支早期斜长花岗岩(178Ma一212Ma，全岩 K—Ar 

法，大六道沟斜长花岗岩 )、闪长岩大规模侵位构 

成区内结晶基底，并使五道沟群地层发生变形，形成 

杨金沟向斜；印支晚期 一燕山早期仍有小规模的岩 

浆活动(178Ma，全岩K—Ar法，杨金沟花岗闪长岩； 

152Ma，全岩 K—Ar法，闪长玢岩 )，岩体呈岩枝 

(脉)状沿构造薄弱部位上侵，使五道沟群地层再次 

遭受改造。 

区域上规模最大的构造为东沟南北向褶皱断裂 

隆起带，属区域Ⅳ级构造单元大北城 一四道沟南北 

向褶皱断裂隆起带的一部分。矿区范围内断裂构造 

按走向可分为 SN向及 NW 向两组，分别控制了南 

部及北部矿段矿床(体)的空间产出，其中SN向东 

沟压扭性断裂为区域性四道沟 一春化一大北城断裂 

带的一部分，NW 向Fl、F2、F3张性断裂为区域性新 

合 一马滴达断裂带的次级断裂。 

2 矿床(体)地质特征 

杨金沟白钨矿床由一系列相互平行的脉状、复 

脉状石英 一白钨矿脉带群组成，F2断裂以南为矿床 

主体部分，由1、2、3号3个矿体群组成，其中 1号矿 

带由西部 18条矿体组成，2号矿带由中部 17条矿 

体组成，3号矿带由东部 20条矿体组成，1—3号矿 

带白钨矿体累计水平厚度 107．62m，其中金属量大 

于 1000t的矿体共计 12条，各矿体详细地质特征及 

资源量见表1、图2。矿体走向大多在330。一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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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杨金沟区域地质简图 

1一第四系；2一老第三系砾岩、玄武岩；3一侏罗系火山岩；4一三叠系火山岩；5一二叠系变质碎屑岩、变 

质火山岩；6一下古生界五道沟群变质碎屑岩、变质火山岩；7一海西期闪长岩、斜长花岗岩；8一印支期二 

长花岗岩；9一燕山期花岗岩、闪长岩 

表 I 杨金沟白钨矿床南部矿段主要矿体特征表 

个别10。～20。，总体倾向NE或sE，倾角65。～75。， 

个别 >85。。白钨矿体主要产在密集石英微细脉 一 

石英大脉两侧及地层层理裂隙面内，矿脉一般厚几 

毫米到几厘米，个别达0．5m以上。白钨矿体单体 

除相互平行外，沿走向和倾向均呈尖灭再现、侧现及 

分支复合 。， 。 

白钨矿石可划分为石英脉型和细脉浸染型，其 

中石英脉型由石英大脉(脉宽 >10cm)和细脉(脉宽 

1～10cm)组成，粗粒白钨矿呈团块状 、菊花状(粒径 

介于0．5～5cm，个别 >10cm)不均匀散布于石英脉 

中；细脉浸染型 由细粒 白钨矿(粒径介于 0．5～ 

10mm)呈细脉状或星点状分布于蚀变围岩中。 

矿石矿物以白钨矿为主，伴有少量金属硫化物 

(含量 <3％)，主要有磁黄铁矿、黄铁矿、毒砂、白铁 

矿、黄铜矿、铁闪锌矿、硫铜锑矿等；脉石矿物有石 

英、黑云母、钠长石、磷灰石、绿泥石、方解石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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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杨金沟白钨矿床南部矿段45线剖面图 

1一五道沟群第三岩性段；2一五道沟群第二岩性段；3一闪长玢岩；4一白钨矿体；5一钻孔及编号；6一坑道 

及编号 

石具结晶、包裹、交代及填隙结构，脉状、细脉浸染状 

及填隙状构造。 

3 杨金沟白钨矿床勘查类型讨论 

确定钨矿床勘查类型的主要地质因素有矿体规 

模、形态复杂程度、厚度稳定性、矿石有用组份分布 

的均匀程度、构造破坏程度等。 

3．1 新、老地质勘查规范对钨矿床勘查类型的划分 

2003年 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发布 

的《钨、锡、汞、锑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以下称新 

规范)，将我国钨矿床勘查类型划分为三类(表 2)。 

根据确定矿床勘查类型主要参数分级标准及钨矿床 

勘查类型实例，将钨矿床勘查类型主要参数分级归 

纳为表 3。 

表 2 钨矿床勘查类型划分表 

勘查类型 主要参数要求 

第1类型(简单型) !辈 中等至大型，形态简单一较简单，厚度稳定一较稳定’主要组份分布均匀一较均匀’构造破坏程度小 

第Ⅱ 中 裹集 票! 为大 形态较简单‘复杂’厚度较靛‘不靛’主要组份分布均匀1不均 构造 
第Ⅲ类型(复杂型) 矿体规模属小型，少数为中型，形态复杂。厚度不稳定。主要组份分布不均匀，构造破坏程度中等 一大。 

1984年 3月，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颁发的《钨 

矿地质勘探规范(试行)》 (以下称老规范)，将我 

国钨矿床勘探类型划分为四个勘探类型，确定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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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因素(参数)见表4。 

通过对照比较新、老规范矿床勘查类型划分的 

标准，可以看出：新规范的第 1类型包括了老规范的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4期 俞中辉等：杨金沟白钨矿床地质特征及矿床勘查类型讨论 

第 1、第 Ⅱ类型；新规范的第 Ⅱ、第Ⅲ类型相当于老 

规范的第Ⅲ、第Ⅳ类型；新、老规范中所例举矿床实 

例亦完全一致。 

3．2 杨金沟白钨矿床勘查类型主要参数与新、老规 

范对比 

为确定杨金沟白钨矿床勘查类型，对 占整个矿 

床68％资源量的 11条主要矿体进行参数计算 ，结 

果见表4。同时将计算结果与新规范第 Ⅱ类型及老 

规范第Ⅲ类型进行对比，结果见表 5、6。 

3．3 杨金沟白钨矿床勘查类型及工程间距的确定 

杨金沟白钨矿床主要矿体以似层状、薄脉状、板 

状产出，矿床规模中 一大型，11条主要矿体一般长 

320～600m，最长800～lO00m，平均450m；控制延深 

(向下未封闭)210～250m，最深达 340m；矿体厚度 

1．33～2．89m，最厚达 3．94～4．50m；厚度变化系数 

50％ ～115％(平均 72％)；主要有用组份 V~-O 在矿 

体中分布均匀，品位变化系数 25％ ～158％(平均 

71％)；矿化基本连续，构造破坏程度小至中等。根 

据与新、老规范确定勘查类型主要参数的对比结果， 

可以确定为新规范第 Ⅱ矿床勘查类型。 

参考新规范第 Ⅱ勘查类型勘查工程间距，结合 

杨金沟白钨矿实际地质情况，建议该矿床不同勘查 

阶段采用如下表7勘查工程间距。 

表4 钨矿床勘探类型划分因素参考表 

7一l 420 150 4．50 陡倾斜薄板状 0．40 

13 800 90 3．94 陡倾斜薄板状 0．34 

15 320 340 2．89 陡倾斜薄板状 0．46 

16 200 200 2．37 陡倾斜薄板状 0．71 

19—2 380 240 3．41 陡倾斜薄板状 o．54 

21 250 200 1．65 陡倾斜薄板状 0．41 

24—2 320 210 l_33 陡倾斜薄板状 0．85 

29 1000 250 2．76 陡倾斜薄板状 0．57 

3l—l 6OO 220 2．34 陡倾斜薄板状 0．73 

46 230 150 2．71 陡倾斜薄板状 0．60 

47 480 250 1．87 陡倾斜薄板状 0．40 

基本连续 

基本连续 

基本连续 

基本连续 

基本连续 

基本连续 

基本连续 

基本连续 

基本连续 

基本连续 

基本连续 

平均 454 209 2．71 陡倾斜薄板状 0．55 71 72 基本连续 小 一中 

蜡小小小小惜惜小小小小 

Ⅲ ∞ 

鼹 

l 2 3 4 5 6 7 8 9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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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杨金沟白钨矿床各勘查阶段工程间距 

勘查阶段 勘查工程间距 

沿走向／m 沿倾斜／m 

注：地表工程应适当加密一倍 。 

4 结论与认识 

1)对于钨矿地质勘查工作而言，正确的划分和 

确定矿床勘查类型才能合理布置地质工程，勘查程 

序才不会发生错误。 

2)正确划分和确定矿床勘查类型，才能对地质 

勘查资金进行合理投入决策，并使投入的地质工程 

全面、客观地揭露矿床地质特征。 

3)通过对比分析，确定杨金沟白钨矿床勘查类 

型为第 Ⅱ勘查类型，改变了勘查初期套用钨矿第Ⅲ 

勘查类型网度和工程间距的认识，对近几年来该矿 

床地质勘查工作产生了较大改变。 

4)杨金沟区周边的五道沟、六道沟、苇子沟 一 

四道沟等地区，均已发现存在有规模较大、形态较好 

的钨地球化学异常及白钨矿(化)点，在今后布置地 

质工程查证时，可类比、参考杨金沟白钨矿床勘查类 

型和各勘查阶段工程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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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G 

TYPES oF YANGJINGoU SCHEELITE DEPoSIT 

YU Zhong—hui ．ZHANG Yu—sheng‘
，
LU Xiu—quan ，HU Chun—ting ， 

LI Chen—hui ，JIANG Lan—fang2，ZHANG Han—cheng 

(1．Jilin Bureau ofNon一，err0淞Metals Geology and Exploration，Changchun 130021； 

2．Northeast Bureau ofCoal Geology，Shenyang 110015； 

3．Beijing Institute ofGeologyfor Mineral Resources，Beijing 100012) 

Abstract：Based on understanding and summarization regarding the basic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angjingou seheelite deposit，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major prospecting parameters，contrasts the new models with the previous ones．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rospecting type for the depos‘ 

it is Type II，and some reasonabh engineering space separations at different prospecting stages should be set．These change the misunderstanding that 

prospecting for the Yangjingou scheelite deposit at the early stage Use indiscriminately gIids and the engineering spaces suitable to the Type HI of the tung‘ 

sten deposit．Therefore。山e result is helpful to arrange workload，control engineering progress，and reasonably fund exploration． 

Key words：scheelite deposit，prospecting type，engineering space，Yangjin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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