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瑶岗仙矿田化探异常特征及找矿前景

周柏生，张国华，龚述清，曾友生
（湖南省湘南地质勘察院，湖南 郴州 !"#$$$）

摘 要：分析湖南瑶岗仙矿田内以钨矿区为中心的 %&、’、%(、)*、%+、,-、.、/+、0* 等综合异常特征，并结合矿田地质

背景，指出矿田内具有良好的找银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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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岗仙矿田位于郴州市南东 #" 67 处，笔者最

近对 2 8"$ 万郴县幅水系沉积物测量数据!进行试

验性的二次开发，圈出一个与瑶岗仙钨矿区相吻合

的综合异常。在此，以矿田地质背景为基础，从异常

特征入手探讨在本区开展地质找矿的前景。

2 地质背景"#

震旦系出露于瑶岗仙东南边部山区，为灰绿色

浅变质碎屑岩与泥板岩；寒武系出露于瑶岗仙以北

的山区，为灰至灰黑色浅变质厚至巨厚层状石英砂

岩夹黑色板岩；泥盆系呈北东向分布于北西边部和

中部寒武系地层两侧、东部震旦系地层之上，其岩

性：跳马涧组为灰白至紫红色碎屑岩，棋子桥组以灰

岩为主，佘田桥组为含泥质条带的碳酸盐地层，锡矿

山组为黄灰色薄层状细碎屑岩；石炭系分布于北西

部、中部和西南部广大地区，为一套以灰岩为主的碳

酸盐地层；三叠系呈北北东向条带状不整合于泥盆

系地层之上，南部边缘沿北东向断裂有零星分布，为

一套滨海沼泽相碎屑岩、炭泥质岩沉积；侏罗系于瑶

岗仙之西整合分布在三叠系地层之上，为一套陆相

及海陆交互相浅色碎屑岩，下部含 " 9 # 个煤层；白

垩系分布于南部边缘，为一套山间盆地———内陆湖

泊相碎屑岩沉积地层。

矿田地处华南加里东—印支褶皱带中的湘东南

加里东褶皱带之南端，广泛发育着不同类型的褶皱

和断裂，并伴随着相应的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形成

了现今以北东—北北东褶皱和断裂为主导的构造格

架。自北西向南东主要构造有：清江向斜、瑶岗仙背

斜、二都向斜和 .2:、."$、.""、."!、."1 等北东向大

断裂，以及相关的北西、北西西向的次级断裂。瑶岗

仙背斜南部倾灭端与北东向大断裂交汇部位控制着

瑶岗仙矿区，北西向和北西西向次级断裂控制着黑

钨矿———石英脉型钨矿床和矿体的分布。

区内出露的侵入岩为瑶岗仙复式花岗岩体和花

岗斑岩、石英斑岩。瑶岗仙复式花岗岩出露于瑶岗

仙附近，面积约 2 ;" 67"。岩体年龄为 2:# 9 2:! <=，
属燕山早期第二阶段侵入体，呈岩株状产出。根据

分布、产状和岩性又分 ! 次侵入体（图 2）：第一次侵

入体（!" 3 "=
> ）的岩性为细中粒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呈不规则圆形、新月形分布于岩体顶部、边部；第

二次侵入体（!" 3 "-
> ）的岩性为细中粒黑云母二长花

岗岩，呈岩株状产出，为复式花岗岩的主体；第三次

侵入体（!" 3 "?
> ）的岩性为细粒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呈枣核状分布于岩体东南部边缘；第四次侵入体

（!" 3 "@
> ）的岩性为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呈岩

图 ! 各次花岗岩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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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岩墙状分布于第二次侵入体内。

花岗斑岩（!"）呈北西向岩脉、岩墙状分布于瑶

岗仙南部，呈北东向岩脉分布于南部泥盆系、石炭系

地层中。石英斑岩（#"）呈北西向岩脉分布于瑶岗

仙以北的寒武系地层内。

岩体内外蚀变作用强烈。岩体内普遍发育有钾

长石化、钠长石化、云英岩化和白云母化；岩体外接

触带，东南部发育 !"# $ %## & 宽的大理岩化带和 ’(
$ !## & 宽的矽卡岩化带，其它地段形成宽 )## $ !
### & 的角岩化带，以南西部最强烈。

矿田内矿产以钨、锡矿为主，具代表性的矿床

为：瑶岗仙黑钨矿石英脉型钨矿床（大型）、和尚滩矽

卡岩型白钨矿床（大型）、界牌岭锡矿（大型）；次为铅

锌银矿，代表矿床为煤垅铅锌银矿床（小型）、金竹垅

铅锌矿床（小型）。

’ 化探异常特征

本区化探异常如图 ’、表 !。从图、表中可以看

出本区化探异常具有如下特征。

本区异常以 *、+,、-.、/,、01 等有色金属元素

为主，贵金属元素 21、23，挥发性元素 4，矿化剂元

素 25 等组成的综合异常。各单元素异常形态各异、

大小不同，但整合性很好，说明各元素间具有很好的

成矿相关性。

23、*、+,、4、21、01 等异常面积大、浓度高，浓

度分带好，具有明显的浓集中心，尤其是 23、*、+,
异常更为突出，说明异常是由以岩浆分异为主体形

成的岩浆期后热溶液带来的矿化元素形成的。

异常分布是围绕瑶岗仙花岗岩体，并沿经过岩

体的北东向断裂为主，呈北北东—南南西向展布，说

图 ! 瑶岗仙地球化学异常

6—白垩系；7—侏罗系；8—三叠系；0—石炭系；9—泥盆系；

!

—寒武系；/—震旦系；!"—花岗斑岩；!’ : ’
" —花岗岩；!—黑钨矿床；’—白钨矿床；

;—锡矿床；)—铅锌银矿床；"—铅锌银矿床

表 " 瑶岗仙综合异常特征 !（<）= !# : >

元素组合 23 * 25 +, 21 +. -. 4 01 /, ?@ <A
异常下限 # B;>’! ’;B#! !"; BC !’ BCC # B##C); ;# B!C ’’’ BC) !>;#B’ C# B! ;!! B; % B!>> !% B;

异常平均值 >B"%’ ;>!B" !’’) (;B! # B#>> !#)B" %;% B" )"C% ’%; "C! !’B%" ’ B’
最高含量 ’% B"## !%’#B# ;>## ’"# B# # B!!" ’%"B# !;## B# !)!## >!# !!C) !>B## ’ B’

异常面积 = D&’ >) >) ># )# ’( ;> ;’ ;> ’( )’ ( )
",，E !!>! B" !##" B) )%% B’ ’"" BC !C> B# !’) B> !#" BC !#! B" () B( %C B( !) B’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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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岩体和断裂对异常的控制明显。

评价异常最主要的地球化学标志之一的规格化

面金属量（!!，"）值在各元素间差异很大，按其大小

可排列出几个明显的阶梯：#$、%（ & ’ (((）!#)、*!、

#+（’,( - .((）!/0、1、2+、3!（4( - ’’(）!56、78（. -
’.）。这阶梯反映出：#$ 的 !!，"是 78 的 994 倍，#$
比 % 的 !!，"高出 ’.: ; ’，这说明 #$ 与 % 同是本区

的重要成矿元素，是矿田找矿的主要矿种。

各单元素异常分布和形态与岩体、断裂、地层不

整合的关系密切，如 %、*!、2+ 异常主要受岩体影

响，1、#) 异常主要受北东向断裂影响，#$、/0、3! 异

常兼受岩体和断裂的影响明显，#+ 异常受泥盆系和

寒武系间的不整合面及岩体、断裂因素影响明显。

< 找矿前景

本区地层中%、*!、/0、#$ 含量：寒武系为 ’=;.、’9 ;
.、.’、( ;44 > ’( ? :；泥盆系为（’( - ’4; <）> ’(? :、（. -
9’;=）> ’(? :、. - <.;4）> ’(? :、（(;. - (;=.）> ’(? :；三

叠系为 9:、9(、’9=、( ;, > ’( ? :，分别比维氏值高出 ’(
- 9: 倍、< - ’< 倍、< - ’( 倍、: - ’’ 倍。瑶岗仙花岗

岩中 %、*!、/0、#$ 含量分别为（9 - 9:）> ’(? :、（:9 -
’:(）> ’(? :、（’<( - ’:.）> ’(? :、（(; . - <）> ’(? :，分

别比维氏值高出 ’ - ’= 倍、9( - .< 倍、: ; . - 4 ; 9 倍、

’( - :( 倍。可见，该地层、岩体中均较富 %、*!、/0、

#$，尤其是岩体内富 #$。这不仅为形成以 %、*!、

/0、#$ 为主的综合异常提供物源，也为 %、*!、/0、#$
成矿提供丰富的矿源。

区内化探异常是以瑶岗仙钨矿区为核心围绕花

岗岩体分布的、以有色和贵金属元素为主的综合异

常，异常指示本区找矿应以有色金属、贵金属矿为主

攻目标。区内现有瑶岗仙脉型黑钨矿和矽卡岩型白

钨矿 9 个大型钨矿及煤垅铅锌银矿（小型）、金竹垅

铅锌矿（小型），在这几处矿床中还伴生有银矿，这和

异常组合特征是吻合的。

区内已知矿床以钨矿为主，铅锌矿次之，银金作

为伴生组分存在于钨矿体、铅锌矿体中，尚未圈定和

评价独立银矿床。从化探综合异常特征看，银异常

面积大、强度高、!!，"最大，这都说明本区寻找独立

银矿是很有前景的。银异常最好的浓集中心在瑶岗

仙钨矿区东部。瑶岗仙矿区现有资料中，黑钨矿

———硫化物石英脉型钨矿体中含 "（#$）@（’( - ’
.((）$ A B，矽卡岩型白钨矿体中含 "（#$）@ # - =( $ A
B；矿物组合中有银黝铜矿、深红银矿、辉铋银铅矿、

辉锑银铅矿、黝锑银矿、自然银、锑银矿、脆银矿等银

矿物和斜方辉铅铋矿、硫铋锑铅矿、块硫锑铅矿、车

轮矿等含银矿物。这些都说明瑶岗仙矿区的黑钨矿

床、白钨矿床中都有可能找到独立银矿体。

%、*!、/0、#$ 异常范围已波及到瑶岗仙矿区北

部的煤垅及其以北，瑶岗仙矿区南西的金竹垅及其

以南，另外还有洞头、常冲两个较小的浓集中心。在

煤垅已发现脉型铅锌银矿体，在金竹垅已发现铅锌

矿体，矿体中都含银，煤垅铅锌银矿体中含 #$ 高达

9<= $ A B，平均为 :’ ; 9 $ A B，说明有可能在这些地方寻

找和评价与铅锌矿有关的独立或共生银矿。

C 结论

本区寻找钨、锡、铅、银矿具有很好的找矿前景，

尤其是银矿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主要方向是在瑶

岗仙矿区脉型黑钨矿和矽卡岩型白钨矿中找共、伴

生银矿，在外围银异常浓集中心明显地方找独立银

矿，尤其在北部广大寒武系地层中有银异常的地方

更是寻找银矿的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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