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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锡田垄上矽卡岩型锡多金属矿是近年来在湘东地区新发现的一个具有大型资源远景规

模的矿产地，锡多金属矿化产于燕山早期中粗粒含斑黑云母花岗岩西接触带，由 6"#、6") 和

6"" 等 ( 条矿脉组成。本文初步研究了区内的成矿地质条件及矿床地质特征，并对找矿前景

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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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位于湘东的锡田矿田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个

具有大型资源远景规模的矿产地。区内的锡多金

属矿化类型主要有矽卡岩型、云英岩型和构造蚀变

岩型等。垄上矽卡岩型锡多金属矿是区内规模最

大，也是工作程度相对较高的一个矿床，通过两年

来的地质工作，初步估算资源量锡 ,8 * 万吨，钨 )#
万吨，进一步的勘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 成矿地质背景

垄上锡多金属矿位于南岭成矿带中段、:; 向

安仁 % 龙南构造带与 ::< 向茶陵 % 永兴坳陷带的

交汇处，区内构造复杂，岩浆活动强烈，成矿地质条

件优越（图 )）。

!8 !" 地层及构造

矿区内主要出露上古生界泥盆系、石炭系地

层，岩性为浅海相碳酸盐岩、碎屑岩、粘土岩，在石

炭系壶田群中夹有滨海沼泽相含煤岩系。中泥盆

统棋梓桥组和上泥盆统佘田桥组分布面积广，主要

由一套不纯的碳酸盐岩所组成，在其与岩体的接触

部位发育有强矽卡岩化和锡多金属矿化。

区内褶皱构造总体为一轴向 :<(# . $#=的复

式向斜，由于受到锡田岩体的穿切破坏，褶皱形态

变得极为复杂。岩体西侧为严塘复式向斜；东侧为

皇图复式向斜。矿区范围内仅出露复式向斜的次

一级褶皱，西侧主要有垄上向斜，东侧有晒禾岭向

斜、荷树下向斜等。

区内断裂构造主要有 :< 向、近 2: 向和 :;
向 ( 组，发育在岩体接触带附近的 :< 向和近 2:
向断裂对成矿的控制比较明显。此外，在岩体内部

发育有多组裂隙构造，这些裂隙控制了区内云英岩

脉的产出。

!8 #" 锡田复式岩体

锡田复式岩体由燕山早期花岗岩、燕山晚期花

岗岩和诸多的岩脉所组成［)，"］。岩体的空间形态呈

::; 向展布的哑铃状，出露面积约 "&# >?"。

燕山早期的侵入体呈岩基产出，构成了锡田复

式岩体的主体，岩性主要为细 % 中粒含斑状黑云母

花岗岩，按岩石结构特征可细分为两个相带：边缘

相（!$
"’）为细粒含斑黑云母花岗岩，宽数十至百余

米，主要 在 岩 体 的 东 侧 荷 树 下 等 地 出 露；过 渡 相

（!$
"@）在矿区内分布最广，岩性为中粗粒含斑黑云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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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垄上锡多金属矿地质图

!"#$ #! %&’(’#")*( +*, ’- ./& 0’1#2/*1# ."13,’(4+&.*((") 5&,’2".
#$ 下石炭统壶天群；"$ 锡矿山组上段；$$ 锡矿山组下段；%$ 佘田桥组；&$ 棋梓桥组；’$ 跳马涧组；($ 燕山晚期花岗岩；)$ 燕山早期含

斑黑云母花岗岩；*$ 燕山早期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花岗细晶岩 ；##$ 辉石闪长岩；#"$ 花岗伟晶岩；#$$ 地质界线；#%$ 断裂；#&$ 地

层产状；#’$ 矽卡岩型锡多金属矿脉及编号；#($ 云英岩型锡多金属矿脉

母花岗岩，以富含粗大的长石（钾长石为主）斑晶为

特征。区内的矽卡岩型锡多金属矿化主要与过渡

相的花岗岩相关。

! ! 燕山晚期的侵入体（!&
$）以岩株、岩枝产出，与

早期花岗岩呈侵入接触，多出现在早期岩体中，部

分侵入到围岩或早期岩体的接触带中。岩性主要

为细粒花岗岩，岩石普遍发生蚀变，主要有钠长石

化、云英岩化等。区内的云英岩型矿化主要与该期

岩体相关。

区内脉岩发育，主要受 67 向断裂控制，少部分

呈 68 向展布，多数成群成组产出。常见的有花岗

斑岩、石英斑岩、花岗细晶岩、石英正长岩、伟晶岩、

辉石闪长岩等。

锡田复式岩体各侵入体矿物组成、化学成分及

成矿元素含量分别见表 #，"，$。

"! 花岗岩体与锡多金属矿化的关系

! ! 区内锡多金属矿化主要产于岩体内及接触带

附近，属岩浆期后热液交代作用的产物。

（#）锡田岩体化学成分属铝过饱和壳源重熔型

花岗岩，6*"9 , :"9 的含量为 ($ ’(; - )$ +);，

<"9"的含量为 (#$ *+; - (*$ +$;，=("9$ 的含量为

#"$ *%; - #$$ (+;，从早期到晚期 <"9" 含量增高，

6*"9 , :"9 和 =("9$ 含量减少，变化趋势明显，反

映了同源岩浆演化的特征。8，<1 等成矿元素显著

高于维氏值，具成矿岩体的一般特征，是区内锡多

金属矿成矿的主要控制因素。

（"）在时间上，矽卡岩型锡多金属矿化主要与

燕山早期过渡相中 . 粗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关系

*’

万方数据



!
华 南 地 质 与 矿 产! ! ! ! ! ! ! ! ! ! ! ! ! ! ! ! ! "##$ 年!

密切，发育在岩体内外接触带；云英岩型矿化主要

与燕山晚期细粒花岗岩有关，多呈密集脉状产于晚

期岩体内。

（%）在空间上，锡多金属矿化主要集中分布于

锡田岩体中部，即“哑铃”的手柄部位，表明岩体内

凹部位有利于矿液的集中成矿。

表 !" 锡田花岗岩矿物组成

#$%&’ !" ()*’+$& ,-./-0)1)-* -2 13’ 4)1)$* 5+$*)1’

侵入期次

及相带
岩石名称! 岩石结构

主要矿物及含量 ! "

石英 钾长石 斜长石 黑云母 白云母

燕山早期

边缘相

细粒含斑黑

云母花岗岩
细粒结构，粒径 & ’ " ## "( %# ")$ $

（%&&*—"+）
,$ $

燕山早期

过渡相

中粗粒斑状黑

云母花岗岩

中粒似斑状结构，基质粒径

% ’ * ##，斑晶（$ ’ "#）-
（&# ’ %#）##，含量 %" ’
&#"，多达 "#"以上

%# %) "$
（%&&#—",）

$ ’ , & ’ %

燕山晚期 细粒花岗岩 细粒结构，粒径 #$ % ’ " ## +# "( "$
（%&&—,）

& $

表 6" 锡田花岗岩化学成分

#$%&’ 6" 73’.),$& ,-./-0)1)-* -2 13’ 4)1)$* 5+$*)1’ !’ ! "

期次 燕山早期 燕山晚期

相带

岩性

边缘相

细粒含斑黑云母花岗岩

过渡相

中粗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细粒花岗岩

样品数 ! 个 % % %

()*"

+)*"

%,"*%

-."*%

-.*

/&*

/0*

12*

32"*

4"*

5"*$

灼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湖南地调院测试，"##+。

表 8" 锡田花岗岩主要成矿元素含量

#$%&’ 8" ($9-+ -+’:2-+.)*5 ’&’.’*1 ,-./-0)1)-* -2 13’ 4)1)$* 5+$*)1’

岩体期次
样品数

! 个
6 (& ’) /7 18 59 :& %0 %;

!’ ! &#
.*

燕山早期 %# &* ! %# / $! ! #$ $ %$ +, $& #$ %! "& !

燕山晚期 %( &, ! &( $ ! #$ * %( +" +$ #$ "! "& !

维氏值 &$ $ ! % #$ #& &! "# "# *# #$ #$ &$ $

! ! 注：测试单位同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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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床地质特征

! ! 锡田矿区矽卡岩型锡多金属矿主要产在中泥

盆统棋梓桥组和上统锡矿山组不纯碳酸盐岩与燕

山早期中粗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内外接触带，矿体

赋存于矽卡岩内，矿化强度与矽卡岩的发育程度密

切相关，其形态产状受接触带构造控制。此外，在

外接触带的层间裂隙中也发育有少量顺层交代的

矽卡岩产出。全矿区现已发现矽卡岩型锡多金属

矿脉 $ 条（编号 %"、%#、%&、"’、"%、""、#’），其中以垄

上矿区的 "’、"% 和 "" 号矿脉规模最大，相应的控

制程度也较高（图 %）。

!! "# "$% 号矿脉

""’ 号矿脉产于岩体西侧外接触带棋梓桥组

碳酸盐岩地层中，受近 #$ 向的张扭性断裂控制。

矿体呈脉状产出，走向近 #$，倾向 %，倾角 ()&左

右，矿体长 % #’’ ’，厚 "! ) * %" ’，矿石平均品位

#( ’! "(#)；*+# ’! (#)；,- )! (+)；.( &! ,()。

深部工程控制表明，矿体倾向延伸进入内接触带后

为蚀变碎裂花岗岩代替，矿化迅速减弱。

主要矿石矿物有黄铁矿、锡石、方铅矿、闪锌

矿、白钨矿、黄铜矿，脉石矿物有石英、萤石、石榴

石、绿帘石，次为透辉石等矽卡岩矿物。

!! $# "$" 号矿脉

""% 号矿脉赋存在棋梓桥组白云质灰岩与花

岗岩体接触带部位的矽卡岩中，受岩体接触面和接

触面上部的层间破碎带控制，其产状与岩体接触界

面基本一致，随岩体接触界面变化而变化。矿脉总

体走向呈南北向，已控制矿体长度 & %’’ ’。矿体

往南仍有延伸，深部经 ./#’%、./,’% 钻孔控制，矿

体斜深达 #$) ’（图 "）。矿体呈层状、似层状，缓倾

斜，倾向 $*#&$& * "+,&，倾角 %)& * #’&，平均 "’&

左右，矿体厚度 ’! $# * %%! +, ’，平均 )! ’) ’。矿

石平均品位 #( ’! ##%)；*+# ’! #")。

矿体南北两段矿石类型有较大差异。矿体北

段主要为金属硫化物锡钨矿石，矿石矿物主要为锡

石、白钨矿、黄铁矿、黄铜矿，次为磁铁矿、闪锌矿、

方铅矿，另含少许黑钨矿、辉铋矿等；脉石矿物主要

为透辉石、石榴石、帘石类矽卡岩矿物，含少量萤

图 "! 垄上锡矿 , 勘探线剖面图

012! "! $3! , 453647891(2 :1(7 678913( 3; <3(26=>(2 91( ?743619
%! 中泥盆统棋梓桥组；"! 燕山早期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锡多

金属矿体；&! 钻孔；)! 坑道；(!
（#(，*+# ）@ )

矿体厚度 @ ’

石、金云母及少许方解石、黄玉等。矿石结构为花

岗鳞片变晶结构、它形 - 自形粒状结构、交代结构。

以浸染状构造为主，条带状、块状构造次之。矿石

中锡钨含量与金属硫化物含量呈消长关系。

矿体南段矿石类型主要有：（%）金属硫化物锡

钨矿石，矿物组分、结构构造与北段基本相同；（"）

萤石绿帘石黄铜矿锡钨矿石，呈它形粒状结构、交

代残余结构，块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锡石、黄铜

矿、白钨矿、黄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绿帘石、萤石，

次为透辉石、长石等；（#）含锡白钨矿石，呈半自形

粒状结构、交代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由磁铁矿组

成，含量 $’) * $))，粒间有黄铜矿、黄铁矿交代，

锡石、白钨矿呈粒状产出，脉石矿物主要为金云母；

（&）磁铁矿钨锡矿石，以含大量磁铁矿为特征。

!! !# "$$ 号矿脉

呈近 #$ 走向产于岩体内接触带，受断裂构造

控制，矿体长 " $’’ ’，厚 #! $% * %+! ,# ’，倾向 %，

倾角约 (’&。平均品位 #( ’! ",&)，*+# ’! ",%)。

矿石矿物主要为锡石、白钨矿，少量的磁铁矿、镜铁

矿，微量的黄铁矿、黄铜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榴

石、透辉石，局部见绿帘石、绿泥石、透闪石、石英、

萤石、方解石、绢云母、黑云母等，矿石类型为矽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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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型锡钨矿，矿物组合以石榴石 % 锡钨矿石为主，

次为透辉石、方解石 % 锡钨矿石和绿帘石、透辉石

锡钨矿石。矿石呈半自形粒状结构，浸染状构造。

&! 找矿前景

!! "# 成矿有利条件

（’）锡田复式花岗岩体具含锡花岗岩的一般特

点，富含 "#，$ 等成矿元素。多期次、多阶段的岩

浆热液活动，促使 $，"# 等有益组份叠加富集，为

锡钨多金属矿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本区矽卡岩型锡多金属矿床围绕岩体分

布，岩体与碳酸盐岩的接触界面及接触部位的层间

破碎带、断裂破碎带是形成矽卡岩型锡多金属矿的

有利部位，如西侧的 %(# 号脉；缓倾斜的岩体侵入

接触面对矽卡岩型锡多金属矿的形成更为有利，如

%"’ 号脉。

（(）本区碳酸盐岩地层大面积出露。其易溶性

是矽卡岩型矿床的最佳形成条件。

（&）区内 &’’ 向压扭性断裂构造及 &$$ 向

张扭性断裂发育，它们既是成矿流体的主要通道，

也是锡钨等有用组份沉淀的有利场所。

（$）不同岩性的接触部位，叠加层间破碎或经

褶皱产生的虚脱部位，为成矿提供了有利的空间。

!! $# 找矿前景

（’）本区矽卡岩多金属矿处于锡田复式岩体中

段东西两侧，该处碳酸盐岩地层分布广，与岩体直

接接触，褶皱断裂构造发育，是成矿的有利部位，尤

其是岩体东侧接触带形态更加复杂，找矿前景应较

西部要大。

（"）本区矽卡岩型矿体，经工程控制走向长

&## ) & ’## (，围绕岩体分布，深部经钻孔控制，斜

深达 (*$ (，矿体厚度较大，品位较高，说明区内矿

体具有一定规模，热液成矿作用强烈。而岩体剥蚀

程度浅，产状平缓，呈隐伏延伸，指示沿岩体接触带

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岩体外接触带面型围岩蚀变发育，主要为

矽卡岩化、大理岩化，其影响宽度数百米至千余米，

显示下部有隐伏岩体和矽卡岩型矿化体的存在。

（&）在垄上 %"’ 号矿脉南部发育有含 $，"# 块

状磁铁矿，应属成矿早阶段的产物，说明矿液可能

由南向北运移，沿南部找矿前景较好。

综上所述，锡田地区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具备

良好的找矿前景，是寻找大型甚至超大型矽卡岩型

锡多金属矿产地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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