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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洞头南铌钽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罗怡华，覃亚树

(广东省地质勘壶局七一九地质队。广东肇庆526020)

摘要：广宁洞头南铌钽矿床位于粤西成矿区(带)内，成矿地质条件较好，有元古界震旦系基底

地层和海西一印支期花岗岩，又位处纬向构造体系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斜接复合部位。矿床

赋存于震旦系c组地层中，中型规模，矿床类型为岩浆作用形成的白云母钠长石伟晶岩铌钽矿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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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洞头南铌钽矿床地处南岭成矿带中的粤

西成矿区内，属广宁一郁南铌钽伟晶岩带的北东

端，矿床规模中型。本文侧重研究分析矿床地质特

征及成矿控矿因素，这对粤西成矿区(带)寻找铌钽

等稀有稀土伟晶岩型矿床具有较重要的指导意义。

l 区域地质背景

洞头南铌钽矿床位于华南加里东褶皱系的次

级构造单元——云开大山窿起的北东端。北与湘、

桂、粤海西一印支坳陷毗邻，西与桂东南大瑶山窿

起相接。叉位处吴川一四会断裂”。与广宁一罗

定断裂带“1斜接汇合部位的NE侧，为NE向构造

(华夏系)、Ew向构造(纬向构造系)与NNE向构

造(新华夏系)的交汇复合部位”“J。

区内广泛出露震旦系地层，因遭受多期次构造

作用和岩浆活动，普遍发生不同程度的区域变质、

动力变质和接触变质。本区受德庆一广宁NE向

褶皱带控制，又受到Ew向构造和M咂向构造的

叠加改造，主体褶皱为一NE向紧密线状复式背斜，

并发育一系列NE向、州E向压扭性断层以及m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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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sN向和Nw向张性断层。矿区北侧为印支

期江屯花岗岩岩体”1(同位素年龄值为31 0±

17 Ma)，南面为加里东期石涧混合花岗岩体”o(同

位素年龄值490±62 Ma)。矿区又位处广宁一郁

南铌钽伟晶岩带的北东端，属粤西成矿区(带)，其

周边有众多的伟晶岩型矿床(点)分布，成矿条件较

好，矿产资源较丰富，找矿前景很大(图1)

2矿区地质特征

2．1地层

矿区地层为震旦系c组第四一第六段(图2)，

原岩主要是碎屑岩和泥质岩夹少量硅质岩，属浅海

相类复理石碎屑岩建造，普遍遭受多期次区域变

质、动力变质和热接触变质作用。

震旦系c组第四段(zc4)：分布广泛，出露于矿

区中部和南部，为NNE向，因受断层影响，局部呈

近sN向展布。下部为黑云母长石石英角岩夹二云

母石英片岩。中部以堇青石片岩、堇青石石英二云

母片岩、堇青石二云母石英片岩为主，局部夹变粒

岩或角岩透镜体；上部为石英岩和长石石英杂砂

岩。厚度229～498 m。

震旦系c组第五段(Zc5)：分布于矿区东部和

西部，大致呈NE向展布。由长石石英杂砂岩、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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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长石石英角岩夹薄层石英二云母片岩组成，厚度

>300m。

震旦系c组第六段(zc6)：分布于矿区西部，呈

NE向展布。以二云母石英片岩、白(绢)云母石英

片岩为主，央变质石英杂砂岩，厚度>260 m。以上

各岩性段问均呈整合接触关系，局部呈断层接触关

系。

2．2构造

2．2．1褶皱构造

矿区处于江屯№向倒转背斜的南东翼，整体
显示一单斜构造，形态简单，走向NNE(局部sN

向)，倾向Nww，倾角30。一80。不等。

2．2．2断裂构造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有一系列NNE向压扭性

断层、№姬一近sN向张扭性断层和Nw向张性断

层。按其形成时间与伟晶岩脉的关系，分为成矿期

和成矿后断裂。

图l粤西地区地质略图

Fig 1 G90lOgic酊出e曲m印Of we蜘丑Gllangdong
1第三系地层；2白垩一第三系地层；3侏罗系地层；4三叠系地层；5．泥盆一石炭(二叠)系地层16寒武一志留系地层；7．震旦系

地层；8燕山期花岗岩类(185)花岗cI；』长岩x吒石英斑岩)；9华力西一印支期花岗岩类(14华力西期花岗岩，1；印支期花岗岩1；10
加里东期花岗岩与混舍花岗岩；II．棍舍岩或混合花岗岩；控地质界线；13．隆起或复式背斜；14．断层：15．滴头南铝钽可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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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广宁洞头南铌钮矿区地质简图

开g．2 G∞e盯al orc丘dd窖eological sketch 0f Do“gtounan

Ta—Nbore DeP0sitin GlIaIlgningc0蚰ty
1震旦系c组第六段；2．震旦系c组第五段；3震旦系c组第四

段；4．印支期花岗岩；5铌镑伟晶岩矿脉及编号；6地质界线；7．

正断层及编号；8．逆断层及编号；9性质不明断层及编号；lO地

层产状

成矿期断裂：主要为NNE向，倾向Nww，倾角

25。～65 o，大多已被伟晶岩脉充填，是矿区的主要

控矿断裂。该组断裂平面上大致呈侧列状分布，剖

面上大致平行排列，走向上呈反复辗转延伸，显示

追踪性质。

成矿后断裂：主要有NE向、NNE向、sN向和

Nw向等四组。NE向断裂有F。、F2、F3、F4和F5等

五条；M咂向有F13；sN向有F17和F。8；Nw向有

F：：和比。其中F，、F4、R为逆断层，其余均为正断

层，其中F，、F。F。F2：和％规模较大，F。、B、Fm

F。。和k等对矿体(脉)均有不同程度的破坏。
2．3岩浆岩

2．3．1江屯岩体(％1)

分布在矿区北部，仅是江屯岩体南缘的边缘

相，岩性为细粒黑云母花岗岩。灰白色，细粒结构，

块状一片麻状构造。主要矿物为微斜长石(40～

45％)，中长石(15—20％)，石英(30～35％)和黑

云母(10一15％)；副矿物有钛铁矿、锆石、石榴石、

电气石、晶质铀矿、独居石、绿帘石、磷灰石、尖晶

石、黄铁矿、金红石、铌钽铁矿等。岩石化学成分：

Si02 67．41％、灿20，15．57％、Fe203 2．61％、Feo

2．42％、Ti02 O．34％、MnO 0．oo％、MgO 2．05％、

Ca02．7 8％、K201．80％、Na202．35％、P20s

O．06％，具高硅、富铝特征，为铝过饱和岩石。江屯

花岗岩体与震旦系地层主要呈侵入接触，局部呈断

层接触关系。

2．3．2伟晶岩

区内伟晶岩脉十分发育，为江屯花岗岩的派生

产物，主要分布在震旦系c组第四段，有些脉体即

为铌钽矿体。根据伟晶岩长石和云母的种类、蚀变

交代强弱及铌钽矿化富集程度，可分为四种类型伟

晶岩：I．自云母微斜长石伟晶岩；Ⅱ．白云母更长

石微斜长石伟晶岩；Ⅲ．白云母微斜长石钠长石伟

晶岩；Ⅳ．白云母钠长石伟晶岩。其中Ⅲ和Ⅳ类为

本区主要伟晶岩型矿床类型。

3 矿床地质特征

3．1伟晶岩(矿体)产出特征

伟晶岩(矿体)产于江屯岩体南部外接触带震

旦系c组变质岩地层中，距岩体边界O．5—1．O

Km，矿体围岩为黑云母长石石英角岩，黑云母(角

闪石)变粒岩和各类片岩及石英岩等。矿脉主要分

布本区中南部，呈侧列状分布，出露海拔标高320—

450 m。矿脉形态复杂，多呈脉状、薄板状、透镜状，

局部呈舒缓波状及侧列再现、尖灭再现和膨胀收缩

状等。多数矿脉走向近sN，与地层走向近一致，其

次为NE走向，少数为Nw和Ew走向。一般向w

倾斜，局部地段亦有反向倾斜现象。倾角变化大，

在25。一65。之间。矿脉长度一般为100—200 m，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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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仅数十米，最长达340 m。厚度2～8 m不等。

3．2伟晶岩的物质组成特征

3．2．1伟晶岩主要造岩矿物特征

伟晶岩主要由微斜条纹长石、钠长石、石英和

云母组成。微斜条纹长石呈浅肉红色，粗粒呈不规

则它形一半自形板状晶体，常被叶钠长石交代成

锯齿状或岛状，含量O～30％。石英：一种呈暗灰

色、半透明、不规则粒状，粒度较粗，属早期结晶的

产物，被钠长石交代成港湾状；另一种呈灰白色，细

粒，常交代叶钠长石，属晚期云英岩化阶段的产物。

两种石英的总量15—40％，云英岩化伟晶岩中可达

55％。钠长石呈白、灰白、蓝白色，形态以宽板状、

板状、柱板状、柱状为主，部分为细板条状、叶片状、

糖晶状集合体，含量25～70％，最高达90％。白云

母：一种为片径较大的白云母集合体，另一种为分

布较均匀的细小鳞片状的白云母，白云母总量在2

～lO％。

3．2．2伟晶岩副矿物

伟晶岩中副矿物组合甚多，呈稀有及放射性矿

物的有：铌钽铁矿、细晶石、钽锰矿、褐钇铌矿、磷铝

石、绿柱石、普通锆石、蚀变锆石、独居石、磷钇矿、

晶质铀矿等。其它常见副矿物有：石榴石、电气石、

黄铁矿、尖晶石、磷灰石、锡石、金红石、锐钛矿等。

其它次要副矿物有：钛铁矿、方铅矿、磁铁矿、褐铁

矿、闪锌矿、辉钼矿、绿帘石、铌铁金红石、白钛矿、

褐帘石、黄玉、泡铋矿、钙磷铁锰矿等。其中铌钽铁

矿呈铁黑色、条痕棕褐色、浅棕或浅褐色，金属光泽

为主，部分呈半金属或沥青光泽，斜方晶系，晶形多

呈厚板状、薄板状、细长板条状，次为不规则粒状、

针状或柱状。厚板状者结晶粗大、光泽暗淡、晶面

粗糙，且常见被熔蚀现象。薄板状者光泽较强，晶

面光亮，具晶面纵纹。比重5．6～6．6。一般粒径

1．2一O．03 mm，个别达1．7×1．3×O．25mm。铌钽

铁矿常与石英、长石、白云母、锆石、磷灰石、锡石等

连生。

3．2．3伟晶岩(矿石)化学成分

区内在10条伟晶岩矿脉中采取15个样品，分

析结果见表l。

从表I可以看出，伟晶岩化学特征具有高硅、

富铝(铝过饱岩石，A1203>caO+K20+№20)、富

挥发组分，铌钽的富集与si，K，Na的增高及Fe，Mn

的降低有关。

3．3伟晶岩的内部构造

伟晶岩的内部构造，一些脉体较厚的具较明显

的分带现象，脉体较薄的则分带不明显。分带完好

的伟晶岩从下到上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六个带：

①F壳层：钠长石化细粒伟晶岩或云英岩化钠

长石化细粒伟晶岩；

②下外侧带：弱钠长石化中细粒含电气石伟晶

岩；

③下内侧带：条带状白云母钠长石中细粒伟晶

岩；

④上内侧带：长石石英块状或块状白云母微斜

长石钠长石伟晶岩；

⑤上外侧带：钠长石化中细粒含电气岩伟晶

岩；

⑥上壳层：云英岩化钠长石化细粒伟^☆岩。

3．4伟晶岩的矿石结构构造

区内伟晶岩由地表往下5 m，通常呈风化一半

风化状态，为灰白色，土状、粉状或糖粒状，结构松

散。新鲜伟晶岩呈浅灰一灰白色，细一中粒结

构，局部粗粒结构，块状结构。

3．5 伟晶岩的蚀变交代作用及矿床类型

伟晶岩中蚀变交代作用有：绿泥石化、绢云母

化、硅化、白云母化、电气石化、钠长石化、云英岩

化、铌钽矿化，其中钠长石化和云英岩化与铌钽矿

化关系密切，钠长石化和云英岩化强烈部位，铌钽

矿化最强。可见矿化与钠长石化和云英岩化有关，

据上所述，本区矿床类型为白云母钠长石伟晶岩型

铌钽矿床。

4成矿控矿因素浅析

4．1伟晶岩的空间分布

伟晶岩有选择性地产布在一定区域，并围绕江

屯花岗岩体及其周边作有规律地分布。岩体周边

的伟晶岩常产在不同变质程度的变质岩系中，并且

主要是震旦系c组地层。

4，2伟晶岩的物质成分

据卜所述，伟晶岩的化学成分具高硅、富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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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为铝过饱和岩石，与江屯花岗岩化学成分相

似，因此，伟晶岩的形成及其物质来源与江屯花岗

岩有着内在联系。

4，3控岩控矿构造

本区位于纬向构造体系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

斜接交汇处”。1，多体系多期次构造活动，导致海

西期以来频繁岩浆活动，伴随伟晶岩的形成及其铌

钽等稀有稀土的成矿作用。构造起到重要的控岩

控矿作用，其中广泛发育的NNE向和近sN向缓倾

张扭性节理破碎带，是本区伟晶岩的主要控制构

造，伟晶岩浆往往沿之就位，形成一系列伟晶岩脉

和铌钽矿脉。

表l 洞头南铌钽矿床伟晶岩和花岗岩化学分析结果表
Table．1 Chemica】comm，si廿on鲫ab雠0f pegmadte and gnnodiorjte iD D叩gtou他n Nb—Th dep稍址

5找矿标志及找矿方向

综上所述，本矿床从时间上明显与海西一印

支期的花岗岩浆活动有关，空问上则赋存于江屯花

岗岩体中及岩体周边的震旦系c组地层中，构造上

是NE向、Nw向、M咀向构造的斜接复台部位。

上述岩浆岩条件、地层条件和构造条件是间接找矿

标志，而直接找矿标志是钠长石化和云英岩化伟晶

岩。钠长石化伟晶岩风化后呈灰白色砂砾质粘土，

云英岩化伟晶岩风化后白云母清晰可见，均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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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洞头南矿区周边有多处铌钽等稀有稀土伟晶

岩矿床(点)产布，有较好的成矿地质条件，已找到

和探明多处中型以上的铌钽伟晶岩矿床，该地区有

进一步寻找铌钽等稀有稀土金属矿床的良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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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Ilg Orientation of the

DoⅡgtolman Nb—Ta Deposit i_n Guangning Coun锣，Guangdong ProVince

LUO Yi—hu8，QⅨYa—sh”

(舶．719＆D姗f删f丑由础，G哪咖愕肌脚“盯鼬盯删脚ford“删，刀坼钾栅526020，锄n曲帽，c^知)

Ak舡瞿ct：硼棉I)ongtounan Nb—Ta deposit Of Gu锄gning caumy w踮10c如d in west GuaIlgdong r嘴ta：Ⅱo—

gellical region(bcn)wim favo眦ble IIlineraIiz撕an geology—condmoⅡs，of w蛐ch tl】屺background s廿anlm

of the Sini如sys妲m ofⅡle Pruterozoic profile arId ttIc HercytliaⅡ一Ⅻosinian magma．Its sⅡuc删locadon is

sitLlated in ttle joint—confluenc。posidon of ladtl】dinal tectonic system and Neocatha)噶ian tec幻nic sys钯m．It

is ho删iII血e s廿amm ofⅡ1e groupC ofme SiIlian systcm．ns d印osit孵belongstotIle Niobium—T锄一
lum dcposit wim tlle muscoVite—albite pegm撕tc，which dues to IImgma缸m．Its reserve h越reached middle

—scale．

Key wOrds：rIiobi岫一taIltalum deposit；pegmadte；geological chamc衄isncs；prospecnng cIi把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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