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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苗儿山白钨矿床的发现及其找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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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矿床是近些年在湖南城步地区地质矿产调查工作中发现的一处初具规模的白钨矿床。

矿床产于苗儿山志留纪花岗岩体断裂破碎带内,严格受断裂破碎带控制,与燕山期花岗岩关系

密切,属高中温气成 - 热液断裂破碎带充填型矿床,并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可作为进一步工

作的矿产勘查基地,显示出较好的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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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岗岩与成矿具有密切的关系已成为不争的

事实, 并引起越来越多的地质学者们的重视和研

究
[ 1~ 8]
。最近,我们在 1: 5万城步地区地质矿产调

查中, 运用地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测量成果,在

苗儿山西侧,发现了一处产于花岗岩体内破碎带的

具较大规模的白钨矿床。这一矿床的发现, 拓展了

该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找矿视野。

1 区域地质背景

矿区位于雪峰山构造 - 岩浆带南端的苗儿山

隆起区内 (图 1), 出露地层主要有青白口系、南华

系、震旦系、寒武系及泥盆系。其中青白口系至寒

武系为一套陆源碎屑复理石沉积, 构成背斜的核部

地层,岩石均已浅变质,个别层位夹碳酸盐岩; 泥盆

系为滨海相碎屑岩 - 台地相碳酸盐岩沉积,分布

于苗儿山隆起的四周,向斜的核部。

苗儿山地区岩浆岩发育。据据岩体接触关系、

同位素年龄、岩性等特征、可分为青白口纪 (雪峰

期 )、志留纪 (加里东期 )、侏罗纪 (燕山期 ) 3期构造

- 岩浆旋回
[ 9]
。青白口纪花岗岩主要分布在苗儿

山岩体的西部 ( Qb1 GC), 主要岩性为黄绿色、深灰

色细中粒片麻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以片麻状发育

为特征。志留纪花岗岩规模较大, 以苗儿山为代表

的花岗岩体呈岩基分布于苗儿山隆起的核部, 侵入

于前泥盆纪各地层中, 出露面积 513 km
2
。主要岩

性为细中粒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少量为细粒黑

云母二长花岗岩, 偶见闪长辉长岩类。锆石 U -

Pb年龄 401~ 379M a、全岩 K - A r年龄 368M a。

本次采用 SHR IM P锆石 U - Pb测年,测得兰蓉岩

体锆石 U - Pb年龄 443. 5M a。中侏罗世花岗岩

不发育,一般规模较小,呈浅成相 - 超浅相产出,

主要岩性为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微细粒斑状黑

云母花岗岩,与成矿关系密切。

2 矿区地质特征

2. 1 地层

矿区地层较简单,出露地层主要为青白口系黄

狮洞组 ( Q b1h s )。分布于苗儿山岩体外接触带以西

地区, 岩性为灰褐色、黄褐色、棕褐色、深灰色长英

质钙质片岩、绢云母片岩、二云母片岩夹大理岩、黑

云石英大理岩、钙质片岩等。这些岩石大多具浅 -

中等变质。近岩体接触带附近具角岩化、矽卡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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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蚀变 (图 2)。

图 1 苗儿山区域地质简图
Fig. 1 Sim plif ied geo log ica lm ap o fM iaoerchan area

1.白垩系; 2.石炭 -泥盆系; 3.奥陶 -青白口系; 4. 志留纪花

岗岩; 5青白口纪花岗岩; 6.断裂; 7.地层不整合界线

2. 2 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岩发育,与成矿关系密切。根据岩

体与围岩的接触关系和同位素年龄及岩性特征对

比,分为志留纪花岗岩和中侏罗世花岗岩 (图 1)。

其中志留纪花岗岩规模最大, 为矿区主要含矿围

岩,可进一步分为早、晚两期 。

志留纪早期花岗岩 ( S
a
GC) , 呈 SN向长条状分

布于矿区中部, 主要岩性为灰白色中粒 - 中粗粒

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斑晶含量为 15~ 30%,主

要成分为钾长石, 粒径一般 1 ~ 3 cm, 最大可达 6

cm。基质以中粒为主,部分为粗粒, 主要矿物成分

为长石,次为石英, 少量黑云母。岩石中斜长石为

半自形板状,具钠氏双晶、卡纳复合双晶等, 钾长石

呈它形板状,格子双晶较明显, 黑云母为细小片状,

分布不均匀,常被帘石、白云母所交代。

志留纪晚期花岗岩 ( S
b
GC), 呈 SN向分布于矿

区东部广大地区。主要岩性为灰白色细粒 -中细

粒含斑 - 少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斑晶主要成

分为长石。基质以细粒为主, 部分为中粒, 主要矿

物成分为长石, 其次为石英,少量黑云母。

图 2 苗儿山矿区地质简图
Fig. 2 S im plified geobg ica lm ap o fM iaoerchan deposit a rea

1. 青白口系黄狮洞组; 2. 中侏罗世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3. 志留纪晚期花岗岩; 4. 志留纪早期花岗岩; 5石英脉; 6.

矿体; 7. 断裂破碎带; 8.断裂; 9. 角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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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花岗岩总体较破碎, 裂隙发育, 局部见较

弱的零星白钨矿化。

中侏罗世花岗岩主要为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 ( J2GC) ,其次为细粒正长花岗岩、细粒二云母二

长花岗岩。岩体规模较小,一般呈小岩株或岩脉产

出,表现为浅成相或超浅成相特征, 侵入于早期花

岗岩及附近地层中,部分岩体充填于 SN向断裂中。

岩体成矿元素含量较高, 部分岩体云英岩化、钾长

石化、钠长石化强烈, 局部见矿化, 与成矿关系密

切。

2. 3 构造

矿区位于苗儿界复式背斜核部西翼, 次级小褶

皱发育。

断裂构造较发育, 主要发育有近 SN向断层

( F1 ) ,为矿区主要控矿构造。分布于矿区的中部,

贯穿整个矿区。可见长 > 4 200m。断层破碎带,宽

一般 6~ 10m。断层具脆 - 韧性剪切变形特征,以

脆性变形为主,破碎带中大部分为碎裂花岗岩。局

部变形变质较强,为硅化糜棱岩化碎裂花岗岩。破

碎带中局部石英细脉发育, 成群成带产出, 单脉厚

一般 1~ 10 cm,最厚达 90 cm,脉间距一般 0. 2~ 1.

0 m, 石英脉走向与断层基本一致。破碎带内局部

具白钨矿化,但富集程度不均匀。局部见细粒花岗

岩脉充填,其中部分细粒花岗岩脉云英岩化、钠长

石化、钾长石化、硅化十分强烈, 与成矿关系十分密

切,是矿区内重要的找矿标志。

2. 4 蚀变作用

矿区内蚀变作用较强烈,主要表现为热接触变

质作用和热液交代变质作用。前者当围岩为泥质

碎屑岩类时主要为角岩化、大理岩化等; 当围岩为

钙质类围岩时,局部形成矽卡岩、矽卡岩化大理岩

等;在断裂带附近, 主要为硅化、绿泥石化、及黄铁

矿化。在岩体内部主要为伟晶岩化、云英岩化; 其

中硅化、云英岩化在燕山期部分小岩体中较强烈,

与白钨矿成矿关系较密切。

2. 5 地球化学特征

矿区 1: 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表明, W区域平均

值为 4. 14 @ 10
- 6
,方差为 2. 19, 以 15 @ 10

- 6
为异常

下限值,圈出 Ñ ~ Ó 级钨异常 9处, 面积达 20 km
2

左右, 组成宽 1~ 2 km,长约 10 km的 NNE向至 SN

向的异常带。区内异常一般含量为 15~ 40 @ 10
- 6
,

最高含量为 79. 85 @ 10
- 6
, 形成了 4个 W > 60 @

10
- 6
的异常浓集中心 (图 3)。所发现的钨矿点与异

常浓集中心吻合较好。

图 3 研究区W异常图

Fig. 3 G eochem ica l anom aly m ap o f tungsten elem ent in the

study ing area

3 矿体特征

3. 1 矿体规模及产状

矿体赋存于 F1断层破碎带中,圈定白钨矿体 1

个。走向 NNE - 近 SN向, 倾向 NWW ,倾角较陡。

矿体走向上较稳定,呈似层状产出,有膨大、变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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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矿体最大厚度达 23. 61m,最小厚度为 1. 17

m,平均厚度为 8. 46 m。控制矿体长 1 190 m。矿

体平均品位 (WO 3 ) 0. 30%。

3. 2 矿石质量

据人工重砂, 矿石薄片、光片等鉴定结果, 金属

矿物成分有: 白钨矿、锡石、泡泌矿、辉钼矿、褐铁

矿、黄铁矿、黄铜矿等。非金属矿物以长石为主,次

为石英,少量黑云母等。其它矿物成分有: 电气石、

褐帘石、绿帘石、锆石、磷灰石、金红石、榍石、绿泥

石、白云母、绢云母等。其中白钨矿呈乳白色, 呈它

形晶粒状,形态为不规则粒状或致密块状, 粒度一

般 0. 3~ 5. 6 mm, 与次生浅色云母 (白云母、绢云

母 )及石英共生。

在 5个探槽中共取刻槽化学样 54个, 化学分

析结果表明: 矿石WO 3最高含量为 1. 773%; 最低

含量为 0. 12%, 平均为 0. 329%。达边界品位 ( 0.

064% )以上的样品有 31个, 达工业品位 ( 0. 12% )

以上的样品有 20个, < 0. 01样品仅 3个,总体上矿

化较均匀,矿石品位较稳定。

矿区矿石类型较简单,主要为白钨矿碎裂花岗

岩矿石;少数为含白钨矿石英脉矿石。矿石结构主

要为它形晶粒结构,交代结构, 碎裂结构, 变余花岗

结构等。矿石构造为浸染状构造, 片麻状构造, 块

状构造。

4 矿床成因及成矿模式探讨

4. 1 矿床成因类型

苗儿山白钨矿床赋存于苗儿山花岗岩基的断

裂破碎带内,矿体严格受断裂构造控制, 断层既是

钨矿成矿热液的运移通道,又是钨矿成矿的控矿构

造。断裂带及其围岩具有明显的热液交代蚀变,综

合研究表明,该钨矿床应属高中温气成 -热液充填

交代型白钨矿床。

4. 2 成矿模式

综合研究表明,区内经历了雪峰期、加里东期、

印支 -燕山期等构造 - 岩浆活动。其中早期构造

- 岩浆活动主要表现以挤压作用为主的构造环境,

相对而言, 成矿作用微弱。中国东部燕山期, 是地

壳由挤压剪切向拉张伸展转化的时期
[ 2、11~ 13]

, 即在

挤压造山环境下地壳增厚, 引起下地壳拆沉和岩石

圈减薄、从而诱发上地幔玄武质岩浆底侵和花岗质

岩浆活动, 并导致成矿大爆发。但是岩浆活动仅是

成矿作用的一个方面,其另外重要作用是引起了深

部流体的大规模成矿作用。

透岩浆流体成矿 ( The m eta llo gen ic theo ry

through tran sm agma tic f luids ( M TTF ) ) 理论 认

为
[ 14~ 15]

,在岩浆 - 热液成矿过程中, 含矿热液与

岩浆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地质体系, 岩浆 - 热液成

矿是二者耦合作用的结果。即:成矿流体除岩浆提

供少量流体之外,大部分流体来自岩浆系统之外的

深部, 在岩浆活动过程中深部流体透过岩浆成矿,

并促进岩浆的形成和向地壳浅部侵位;岩浆除提供

成矿热能和少量的成矿物质外,主要起着打通成矿

热液上升通道的作用
[ 16]
。巨量金属堆积成矿是岩

浆 -热液共同作用的产物。

野外观察和综合研究表明,苗儿山白钨矿床严

格受 NNE向断裂控制, 赋矿围岩为志留纪花岗岩,

而该断裂又被中侏罗世花岗岩所充填,因此 成矿应

与中侏罗世花岗岩有一定联系。但中侏罗世花岗

岩地表均为小岩体或岩脉, 成矿物质全部从岩浆中

分异出来是不现实的, 因此, 成矿流体只能是来源

于沿深大断裂上升的深部流体, 然后在浅部成矿,

形成断裂充填型的脉状矿床和花岗岩顶部的蚀变

岩型矿床 (图 4)。

5 找矿标志及远景分析

5. 1 找矿标志

根据野外调查和综合分析研究, 该类型钨矿的

主要找矿标志是:

( 1)钨矿体受断层控制明显, 因此断层破碎带

是寻找类似钨矿的重要地段。

( 2)燕山期 (中侏罗世 )花岗岩与南岭成矿大

爆发关系密切, 其形成年龄约 160 M a, 具有高硅

( S iO 2 > 70% )、富碱 ( K 2O + N a2O > 8% )、成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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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较高 (一般高于克拉克值几倍至几十倍 )的特点。

研究区中侏罗世花岗岩除具以上特征外, 还具有浅

成 - 超浅成的特点, 部分岩体蚀变较强烈, 因此,

燕山期 (中侏罗世 )花岗岩分布区亦是找矿的重要

地区。

( 3)云英岩化、硅化及石英脉与区内钨矿化关

系较密切,可作为找钨矿的标志。

( 4)区内钨矿体与水系沉积物异常完全吻合,

水系沉积物W 异常区是的重要找矿范围。

图 4 苗儿山成矿模式图
Fig. 4 M eta llogen icm ode l o f M iaoerchan deposit

1.青白口纪黄狮洞组; 2. 志留纪二长花岗岩; 3. 中侏罗世花

岗岩; 4. 断裂及脉状矿体; 5. 蚀变岩型矿体; 6. 深部流体及

流向

5. 2 找矿远景分析

现有地质资料表明, 苗儿山地区构造 - 岩浆

活动频繁、强烈, 特别是区内规模大、形成时代较早

的花岗岩基内, 中侏罗世小岩体 (脉 )较为发育,为

区域成矿提供了良好的地质条件, 已发现的钨、铜、

金等矿床 (点 )分布较多, W , Sn, C u等水系沉积物

异常范围大,强度较高, 异常浓集中心与矿 (化 )体

吻合较好, 部分异常经查证已找到较好的工业矿

体,显示出较好的找矿前景。

苗儿山白钨矿床的发现, 为在苗儿山地区, 乃

至我国其它地区的找矿工作提供了一个 /亮点0。

在今后的找矿工作中,要加强对规模较大的、时代

较老的花岗岩基的研究和剖析, 寻找岩基内时代较

新 (燕山期 )的小岩体 (岩脉 )以及与其有关的钨、

锡、铜、金等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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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ding and Prospecting Signification of theNew Style Scheelite

Deposit inM iaoershan, Hunan Province

N IY an- jun, CHEN B i- he, CHEN W en- b in, HE Chun- ping

(Hunan Institute o f G eo log ica l Survey, C hangsha 410011, Hunan, China )

  Abstract: TheM iaoershan schee lite depo sit of C hengbu area, Hunan prov ince, w h ich is found by using

the latest me tallogen ic theo ry and m ethod, is a new k ind o f tung sten depo si.t Study rough ly, this depo sit lo2

ca ted in the faulted and sha ttered zone o fM iaoershan C a ledonian g ranito id, also it is hand in g love w ith Y ans2

han ian g ranite, strictly con tro lled by faulted and shattered zone. The o re body is steady and them inera lization

is even, they m ake it to be amedium - size deposi,t it is in terpreted amodel o f high- m id temperature pneu2

m ato ly tic- therm a l f ill in faulted and sha ttered zone. The research ind icate that th is depo sit is a typical one

fo rm ed by the transm agm atic f luids (M TTF) , w h ich can be a furtherw o rk target for pro specting. A dd itiona l2

ly, m iaoershan and the surround ing area, ho ld ing com plex structure, intensive magm a activ ity, preferab le

m ineraliza tion cond ition, brought out a brigh t pro specting fo reground.

  Key words: schee lite depo si;t new o re depo sit type; pro specting sign if icance; M iaoershan

(上接第 11页 )

The geochem 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ectonic setting of volcanic

rocks from early Carboniferous Zaduo group in Suojia area,

Zhiduo County, eastern Q iangtang

BA IY un- shan, L I L ,i N IU Z hi- jun, DUAN Q i- fa, TU B ing

(Yichang Institute o f G eo logy andM inera l Resou rces, Yichang 443003, Hubei, C hina )

  Abstract: The vo lcanics o f low erC arboniferous Zaduo group wh ich is found in Zh iduo county, w eastern

Q iang tang b lo ck, ism ainly consist of basic lavas. These basa lt rock s are belong s to ca lc- alka li ro ck series,

and have get enriched in light rare earth e lements and lithoph ile elements, and sligh tly negat ive Eu anoma ly,

and fractiona ted high f ield streng th elem ents, w hich indicate these ba salt lavas fo rm ed in in tra- continental

ex tension env ironm en.t

  Key words: vo lcan ic ro cks; tectonic setting; Suo jia; eastern Q iang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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