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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引入矿化度（A）的概念，A=L（矿体长度）·M（平均厚度）·C（平均品位），计
算并介绍了芙蓉矿田锡矿化强度的垂直分布特征，指出锡矿化集中分布在上、中、下3个平台
（700～1300m、350～700m、-20～350m标高段），并对其在矿产资源量预测中的应用作了

探讨，预测该矿田锡资源总量达n×102万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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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锡矿化的深度在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这一问题早己引起了地学界的广泛注意。G.S．

GOVKOV等在论PRIAMURE的锡石硫化物矿床的锡矿化深度一文中提到，KHINGAN矿 区锡

矿化深度超过600 m;  MYAO-CHON矿区锡矿化总的深度超过1200 m;其它地区矿床中的锡

矿化深度与前述矿床一致。

    近年来通过成矿预测、区域矿产评价，芙蓉矿田锡矿找矿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区内己

发现矿脉50多条，展示了超大型矿床的前景。锡矿床类型主要有蚀变岩型和矽卡岩型，次为

大脉型、云英岩型，偶见有斑岩型。区内锡矿化的垂直分布如何？它对锡矿的找矿评价有何

意义？本文据现有资料初步总结，以供交流、讨论。

1  矿化强度及其垂直分布特征

1.1 矿化强度

    为便于讨论区内锡矿化的垂直分布，作者引入了矿化强度这一概念，其表达式：

    A=L．M ．C---．    ⋯．．(1)

    式中：A矿化强度；L已知矿体长度；M 已知矿体平均厚度；C 已知矿体平均品位。

1.2  矿化强度统计

    矿田内已发现的主要矿脉矿化强度的统计计算结果见表1。

1.3 矿化强度的图示

    根据表l，将各矿脉的控制最高与最低标高和推测的最低标高及矿化强度分别表示在图1

上，同时，将各矿脉不同标高 （20 m-个标高统计）累计的控制矿化强度、总矿化强度 （含

预测的）表示在图2上，并分别连接形成该矿田锡矿化强度垂直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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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为混合型矿床

    由图l、图2可知：

    (1)矿田内锡矿分布标高范围之大，实属少见。已控制矿体标高为-20～1  500 m，相对标高

达1520 m，推测最低-20m标高以下还有锡矿化存在。说明芙蓉矿田锡矿分布广，找矿空间大；

    (2)矿田内锡矿化强度有3个相对集中的平台，由上而下为：上平台700---1 300m，中平

台350～700 m，下平台350～-20 m，以中平台矿化最强；

    (3)从 (1)式不难体会到矿化强度曲线实际上是一条资源量变化曲线，它反映出不同

标高资源量的相对值；

    (4)结合成矿地质条件分析，不同平台矿床类型稍有区别。上平台以蚀变岩型为主，次

为大脉型、斑岩型；中平台以蚀变岩-矽卡岩混合型为主，次为大脉型；下平台以云英岩型、

矽卡岩型为主，次为大脉型。

2  找 矿 评 价 意 义

    (1)运用上述规律指导找矿，一是应在3个平台内找矿，特别是在中平台找矿：二是在

    表l 郴州芙蓉矿田主要锡矿脉矿化强度
    Tablel    Mineralized intensity of main Sn-veinsin Furong ore field, Che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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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平台内寻找不同类型为主的锡矿床。

    (2)可利用两条矿化强度曲线进行资源量预测。根据 (1)式，每一段高的储量 (Q)表
达式为：

    Q-A．H．D---．    ．(2)

    式中：Q段高内的锡金属储量 （吨）；A段高内平均锡矿化强度：H段高：D体重。
    应当指出，  (2)式也可以理解为平台与矿化强度曲线围成的面积 (S)与体重的积。

    矿田总储量 （Q总）为各段高储量之和。
    已控制的资源量为已控制的矿化强度曲线围成面积乘以体重，矿田总资源量是总矿化强

度曲线围成的面积乘以体重，二者的差为预测的资源总量，也就是二曲线围成的阴影部分面
积乘以体重。根据上述原则计算，矿田内已发现主要矿脉控制锡资源量约为n×10万t，预测

的资源量约为nx 10万t，总资源量约为n×102万t。

    图l 郴州芙蓉矿田主要矿脉 （体）垂直分布图

Fig.l    Vertical distribution map of main ore veins (orebodies)

    in Furong ore field, Chenzhou
    l实际控制矿脉分布标高 2推测矿体分布标高

    3矿脉号及矿化强度

图2 郴州芙蓉矿田主要矿脉 （体）累计矿化
    强度垂直分布图

Fig.2  Verticaldistribution map of cumulative mine-

  ralized intensitY of main ore veins (orebodies)

    in Furong mine,Chenzhou
    l实际控制矿体累计矿化强度曲线
    2总矿化强度 （含预测）累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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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在资源量预测时没有进行地形校正，同时因矿脉〈体〉产状大多较
陡，也没有考虑倾角的影响。

本文为阶段性成果的初步总结，随着工作的进展，矿化强度曲线将作动态变化。从目前

的资料看，矿田内锡矿化强度的3个平台，随着工作程度的提高是否会变成一个大平台?尚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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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frrst introduce a new concept of mineralization degr四 (A)， A=L (orebody's length) • M 
(average thickness) • C (average grade), and the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阳istics of Sn-mineralized 
íntensity were calculated and introduced. 咀le result shows that Sn mineralization distribution 
centralizes in upper, middle and lower, 700-1 ,300 m, 35Q-700 m, -2Q-350m level respectively e.g.3 
platforms. Its application in forecasting the quantity of mineral resources is also discussed. 咀le total 
quanti审 of several million tons of Sn reso田臼s is foreca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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