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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临武县鸡脚山矿区钨多金属矿找矿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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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武县鸡脚山矿区钨多金属矿位于香花岭矿田的南部，区内出露有燕山早期的花岗岩，

断裂构造很发育(有NE向、Nw向及近Ew向断裂三组)，NE向构造破碎带型钨矿脉及Nw

向石英脉型钨矿脉数十条，其中NE向矿脉规模大、延伸稳定，矿床规模已达中型。本文通过对

鸡脚山矿区钨多金属矿成矿地质条件及矿床地质特征的总结，认为该矿床属高一中温热液充

填型钨多金属矿床，同时对该矿床的控矿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在鸡脚山矿区的深部及其外

围还具有较大的找矿前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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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脚山矿区钨多金属矿床位于I临武县香花岭

矿田的南部，是湘南地质勘察院近年来进行资料的

二次开发及综合研究发现的。通过地质普查工作，

发现了两种类型的矿体——构造破碎带型钨锡铅

锌矿及锂云母石英脉型钨锡铅锌矿，大致了解了矿

体的分布情况及成矿地质条件，矿床规模已达中

型。通过研究，认为矿区及外围具有较大的找矿前

景。

1区域地质特征

该区位于郴州一蓝山NE向成矿构造带东南

侧，处于南岭Ew向构造带与末阳一临武sN向构

造的复合部位。区内地层除缺失奥陶系和志留系

外，自寒武系至二叠系均有出露，其中寒武系为一

套浅变质岩系；泥盆系中统下部为滨海碎屑岩相沉

积，中统上部及上统为浅海碳酸盐相沉积。(图

1)。

区内构造复杂，从加里东期至印支、燕山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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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活动，具三重构造叠加特点。加里东期形成近

Ew向基底构造格架，表现为Ew向单斜构造，基底

由寒武系地层组成。印支期形成sN向构造格架，

以sN向香花岭短轴背斜为主体，两侧发育sN向

压性断层和M忸向紧闭复杂线形褶皱。短轴背斜

核部由寒武系及泥盆系组成，两翼由石炭系一二

叠系组成。燕山期主要形成一组张剪性共轭正断

层，共轭断层中，一组为NE—Sw走向，主要代表

有田腿一塘官铺断裂(F1)、泡金山一茶山断裂

(F埘)、长冲断层F，。2和F，03等；另一组为NW—SE

走向，主要代表有铁砂坪断层F2、子母山断层F3。

这组共轭断层控制了香花岭矿田内十几个矿床及

岩浆岩的分布。

区内岩浆活动频繁，主要的侵入岩体有：癞子

岭、尖峰岭、通天庙、瑶山里、苦菜榜、梨树榜等，多

呈岩株、岩豆或岩枝状产出，为燕山早期第二阶段

侵入产物。岩性主要为黑云母花岗岩、花岗斑岩、

石英斑岩，次有细晶岩、煌斑岩等。岩石富硅、碱、

贫caO，M90，高F，富含Pb，zn，sn、w等多种成矿

元素。具有同期多次侵入特点，第一次形成黑云母

花岗岩主体，第二次形成细粒花岗岩补体，第三次

为岩脉和岩墙侵入，并切穿主岩体侵入到围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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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岩体中岩石的蚀变强烈，自下而上分布黑云母

花岗岩(原岩)一钾化花岗岩一钠化花岗岩(产Nb，

Ta矿)一云英岩化花岗岩或云英岩(有sn，w，Nb，

Ta矿)的蚀变分带。大部分后期阶段形成的岩脉

或小岩体中均具有锡铅锌银或铌钽矿化，云英岩化

强，则锡(铅锌银)矿化亦强。

2矿区地质特征

2．1地层

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寒武系(图2)，由碎屑

岩、粘土岩类组成韵律性很强的类复理石建造，浅

变质。根据岩石组合与沉积旋迥自下而上分为下

统香楠组、中统茶园头组下段、中统茶园头组上段。

岩性主要有浅变质长石石英砂岩、浅变质石英砂

岩、浅变质粉砂岩、砂质板岩、板岩及少量的炭质板

岩、硅质板岩等。

2．2构造

矿区位于香花岭短轴背斜核部，该背斜外观上

近似穹状，轴向近于南北。核部为倾向南东的单斜

构造，出露地层为寒武系，矿区褶皱主要表现为局

部同层挠曲和拖拉褶皱。区内断层极其发育，按展

布方向分为：NE向、Nw向、近Ew向三组。

北东向断层：该组断层规模大、走向延伸稳定，

图l 鸡脚山矿区区域地质略图(据湖南省区测队，1990) ．

Fig．1 Re舒onal ge0109ical map of殉iaoshan minig area

1．二叠纪碳酸盐岩、硅质岩、含煤碎屑岩；2．石炭纪碳酸盐岩夹含煤碎屑岩；3．泥盆纪棋子桥组至桐木岭组碳酸盐岩、碎屑

岩；4．泥盆纪沙河组至黄公塘组碳酸盐岩；5．跳马涧组碎屑岩；6．源口组碎屑岩；7．寒武纪塔山群浅变质碎屑岩；8．癞子岭

单元细粒二长花岗岩；9．尖峰岭单元粗中二长花岗岩；10．东山单元中粒钾长花岗岩；11．深坑里单元细粒二长花岗岩；12．坦

冲单元花岗斑岩；13．围子里单元云斜煌斑岩；14．香花镇单元花岗细晶岩；15．矽卡岩；16．大理岩；17．香花岭背斜轴线；18．

构造分区断裂；19．二级控岩、控矿断裂；20．地质界线；21．地层不整合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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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长100一3 200 m，破碎带宽o．8～2．8 m，断层

性质以压扭性为主，断面沿走向和倾向呈舒缓波

状，角砾呈扁豆状，硅化较普遍。该组断层走向300

～750，总体倾向sE，局部倾向Nw，倾角变化大

(50。～85。)。F。、F1：是区内规模较大的断层，是主

要的导矿，容矿构造。

北西向断层：该组断层密集分布于区内通天

庙、大平江、宝岭上一带，构造特征以张性为主，兼

具扭性，断层走向一般为310。～350。，倾角陡，多数

倾向NE，少数倾向sw。长十余米至数百米不等，

规模较大的断层在平面上和剖面上都具有舒缓波

状特点。

北西向断层中，绝大部分被含钨锂云母石英

脉、细粒花岗岩脉充填；另有一些为断层破碎带，破

碎带宽0．50—2．O m，长几十米至200 m，倾向Sw，

普遍具钨、锡、铅、锌等矿化，局部可构成工业矿体，

如71号、72号、84号等矿脉。

近东西向断层：表现为层间滑动破碎带，多被

石英脉充填，并被NE，Nw向构造叠加、改造，走向

上不连续。断层性质为张性，角砾、断层泥发育。

断层规模和数量在矿区中居次要地位。

2．3岩浆岩

回·团s 回，囝Io 囤·
圈lI

田c
回13 囫，困¨

图2鸡脚山矿区地质略图

Fig．2 Geolo画cal sketch map of Jiji∞sh卸miming area

1．泥盆系下统源口组长石石英砂岩；2．寒武系中统茶园头组上段浅变质石英砂岩夹粉砂质板岩；3．寒武系中统茶园头组下

段浅变质长石石英砂岩夹砂质板岩；4，寒武系下统香楠组浅变质石英砂岩夹砂质板岩；5．香花岭序列癞子岭单元锂云母二

长花岗岩；6．细粒花岗岩；7．性质不明断层；8．推测断层；9．实测地质界线；10。推测地质界线；11．不整合地质界线；12．斜孔

编号及倾角；13．矿脉及编号；14．勘探线剖面及编号．

区内出露有通天庙、苦菜榜、梨树榜等岩体，呈岩豆状产出，总面积约0．5 m2。它们同属燕山早期

圈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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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产物，均归并为香花岭序列癞子岭单元。

岩性为中细粒铁锂云母二长花岗岩：灰白色，

中细粒结构，偶见少斑状结构，块状构造。矿物成

分主要为钾长石、斜长石、石英、次为铁锂云母、黄

玉等①。各岩体岩石中主要矿物成分如表l。

各岩体在岩石化学成分上有着某些相似性，并

受不同程度的钠长石化、云英岩化、高岭土化。岩

石化学成分如表2，属二氧化硅过饱和偏碱性花岗

岩类。

表l岩石矿物成分含量统计表

Table 1 Sta6stical tabIe of rock InineraI content

埘B／10一2

注：资料来源于湖南省区调队．

表2岩石化学成分及含量

TabIe 2 Petr∞henIistry in删ient柚d content

埘B／10一2

注：资料来源于湖南省区调队。

3矿床地质特征

3．1矿脉特征

3．1．1构造破碎带型钨锡铅锌矿

矿脉严格受断裂破碎带控制，分布于整个矿

区，往南部相对密集，按走向分NE(NEE)向和Nw

向两组。NE(NEE)向一组总体倾向sE，局部倾向

Nw，倾角450～860。矿脉延长400一3200 m不等，

矿脉厚度O．40～4．68 m，该组矿脉从南往北有35、

1、12、3l、33、42、34、36号等8条，其中以l、12号矿

脉规模较大、控制程度较高，是目前民采的主要对

象；Nw向矿脉区内有70、7l、72、83、84号等5条，

延长不大，一般数十米至百余米，宽O．8—2．2 m，最

大延深不详。

矿脉中矿化不均匀，仅局部地段构成工业矿

体，按现有工程控制程度，于l、12、31、35号矿脉内

各圈定一个矿体，各矿脉产出特征见表3。

3．1．2锂云母石英脉型钨锡铅锌矿

矿脉呈Nw走向，密集成群成带分布，共有49

条，整个脉带宽约500～700 m，走向断续延长4．5

Km，相对集中分布于通天庙、大平江、宝岭上三个区

域，矿脉受Nw向断裂构造控制，单脉间距几米至数

十米不等。矿脉由锂云母石英脉组成，或由锂云母

石英脉与其旁侧的破碎带组成。矿脉厚度O．30

～O．80 m，石英脉脉幅以lO～30 cm者居多。矿脉走

向长数十至数百米，单脉延深可达50～200 m，矿脉

形态简单，呈薄板状，也有分枝复合、尖灭侧现或再现

现象。其中规模较大的为57、60、65号脉。

3．2矿石特征

矿物种类较多，已初步查明的矿物有刁种。

金属矿物主要为：黑钨矿、锡石、方铅矿、闪锌矿、辉

锑矿、毒砂、黄铁矿，次为黄铜矿、磁黄铁矿、铁闪锌

矿、钛铁矿、锑华、菱铁矿、褐铁矿。非金属矿物主

要为石英，次为绿泥石、绿柱石、铁白云石、方解石、

萤石、绢云母、白云母、金云母、锂云母、粘土矿物、

榍石、电气石、锆石。其中Nw向锂云母石英脉型

矿石中有大片锂云母。

矿石类型主要有钨矿石、黑钨辉锑矿石、钨铅

锌矿石、铅锌矿石。其中锂云母石英脉型钨锡铅锌

矿中没有黑钨辉锑矿石。

①湖南省地质矿产局区调队，1：5万香花岭幅区域地质调查

报告。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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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晶结构、半自形一他形

晶结构、乳滴状结构、填隙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为

块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浸染状构造、脉状、网脉状

构造。

在有用组分含量上，构造破碎带型矿体中的

Wn O．278～1．169％，平均1．016％；Sn O．047～

0．338％；Pb 0．529一1．34％；Zn O．98～2．83％；Sb

1．4l％；锂云母石英型矿体中w03 O．312～

O．722％、Sn O，060～O．392％、Pb 1．04％。

3．3围岩蚀变特征

矿区围岩蚀变种类较多，类型复杂，主要有硅

化、云英岩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萤石

化、钠长石化。其中与矿化有关的蚀变主要有硅

化、云英岩化。

硅化：是矿区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围岩

蚀变，与矿化关系最为密切。当硅化强烈，并迭加

有绿泥石化时，钨矿化较好。

云英岩化：主要发育于通天庙一宝岭上一带，

云英岩化强，则钨、锡矿化较好。是矿区良好的找

矿标志。

表3矿体特征一览表

TabIe 3 Featllr姻of ore body

4找矿前景浅析

4．1控矿因素分析

4．1．1地层岩性对成矿的控制

矿床赋存于寒武系厚度巨大的浅变质长石石

英砂岩、砂质板岩中，岩石化学性质不活泼，不利于

交代作用的进行，但它具有较高的刚性，在各种构

造应力作用下易破碎，产生大量的节理、裂隙，成为

岩浆期后的矿液运移提供通道，为矿液沉淀提供有

利场所。

据湖南省区测队资料，寒武系地层中w，sn，

Pb，zn，Ag等元素的Kc(元素的丰度值与克拉克值

的比值)均>10，加之地层厚度大，w，Sn，Pb，Zn，

Ag等有色金属矿储存量大，使其具备原生矿源层

的特点。

4．1．2构造对成矿的控制

该区经历了加里东期、印支期及燕山期构造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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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构造形式总体来看，以Ew构造为基底，sN向

构造为基本格架，叠加了NE向、NW向多期次构

造。

矿区位于香花岭短轴背斜核部，断裂构造十分

发育。按其方向可分为NE向、Nw向近Ew向三

组。

EW向断裂形成时间最早，主要为层间滑动破

碎带，多被石英脉充填，并被NE，Nw向构造叠加、

改造，走向上不连续。对成矿控制居次要地位。

Nw向断裂形成时间位于Ew向之后，在地表

密集分布，构造性质以张性为主，兼具扭性，长十余

米至数百米不等，常见到被NE向断裂切割现象，平

面上和剖面上呈舒缓波状产出，大部分被含钨锂云

母石英脉、细粒花岗岩脉充填，对成矿起着较重要

的控制作用。

NE向断裂形成时间最晚，断裂规模大、走向延

伸稳定，长度loo～3 200 m，破碎带宽度O．8—2．8

m，断层性质以压扭性为主，断层沿走向和倾向呈舒

缓波状，角砾呈扁豆状，硅化较普遍。该组断裂是

区内最重要的导矿，容矿构造。如规模较大的l、12

号矿体即产于该组断裂中。

4．1．3岩浆岩对成矿的控制

本矿床分布在隐伏花岗岩基窿起区，以及高侵

位的隐伏一半隐伏岩株附近，各花岗岩体同属香

花岭序列癞子岭单元，形成时代为燕山早期第二阶

段。

区内花岗岩为中细粒铁锂云母二长花岗岩

si02(>72％)、K20(>14％)含量高，而Ti02，

TFe，Mgo，Cao含量较低；稀土元素总量为158．09

～238．2×10～，∑ce／∑Y=1．369～2．286，富轻稀

土，铕极度亏损，8Eu=O．028—0．25×lO一，这与南

岭地区与钨锡铌钽稀土元素成矿在关的燕山期酸

性黑云母花岗岩类的特征相似⋯。

香花岭序列花岗岩中成矿元素多、丰度值高，

w，sn，Bi，Mo，Pb，zn，sb的丰度值分别为：21．48—

85．7l×lO一6、39．27—282．3l×lO一6、12．74～

lOO．75×10—6、1．63～49．33×10—6、233．86～2375

×10一、76．92～255．5×10～，它们的浓集系数分别

为：14．32—57．14、15．19—94．10、1274～10075、

1．63～49．33、11．69—1 18．75、1．28—42．54。花岗

岩为成矿提供丰富的物质来源，在多次构造运动和

岩浆活动中，岩浆中的金属元素经过活化，在富含

挥发份的岩浆热液中运移，于有利的成矿部位沉淀

成矿。

4。2 矿床成因浅析

该矿床为产于硅铝质碎屑岩中裂隙充填型钨

锡多金属矿，矿脉受断裂破碎带控制，矿脉类型有

构造蚀变带型和锂云母石英脉型，矿脉形态呈脉

状，矿石中主要有用成份为钨，次为锡、铅、锌、锑，

矿石的结构造以结晶结构为主，次为填隙结构，具

块状、角砾状、脉状构造。围岩蚀变以硅化、云英岩

化为主，次为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等。有用元素在

剖面上自下而上略具w，Sn—w，Sn，Pb，zn—

Pb，zn，w，sn—Pb，Zn，sb分带特征。区内花岗岩

为中细粒铁锂云母二长花岗岩，具有富硅、碱，W，

sn，Bi，Mo，Pb，zn，sb丰度值高的特点。成矿作用

方式以充填作用为主。根据袁见齐等对矿床的成

因类型的划分，结合本矿床的地质特征，按袁见齐

的矿床成因分类拉J，初步确定该矿床成因类型为高

一中温热液充填型钨锡多金属矿床。

4．3找矿前景分析

从上述分析来看，本区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大

面积分布的寒武系浅变质岩中富含w，Sn，Pb，zn，

Ag等元素，能提供部分成矿物质；区内断裂构造很

发育，NE向断裂较多，且规模大，延伸稳定，NW向

断裂在区内密集分布，断裂构造为矿液的运移提供

通道，为矿液沉淀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区内出露的

花岗岩为燕山期香花岭序列癞子岭单元的锂云母

二长花岗岩，属南岭地区与钨锡铌钽稀土元素成矿

有关的燕山期酸性花岗岩，具钠长石化、云英岩化，

富含w，sn，Bi，Mo，Pb，zn，sb等成矿元素及挥发

份，是区内的成矿母岩。本区具有较好的找矿前

景，找矿潜力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矿区位于田腿一塘官铺断裂(F。)和泡金山

一茶山断裂(F埘)两条NE向区域性断裂之间及香

花岭短轴背斜核部，NE向构造在区域上与毗邻的

铁砂坪矿区北东向构造为同一成矿带，在本区外围

还可以发现新的NE向矿脉。如在矿区NE外围

(五里山)发现有规模较大，品位较富的铅锌钨锡矿

脉。另外，目前NE向矿脉勘查深度不大，根据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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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分带特点，往深部钨锡矿化有增强的趋势，故

NE向矿脉深部还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Nw向矿脉在区内密集分布，矿脉数量很多，

在地表为含钨锡锂云母石英脉线，经钻探及民采坑

道揭露，矿脉的厚度往深部有变大的趋势，至于是

否也具有五层楼式的分带特征，还需用工程进一步

揭露。类比赣南地区石英脉型钨矿床中矿体垂向

上的分带特征∞】，认为本区内Nw脉组深部具有一

定的找矿潜力。

经钻探揭露，区内隐伏花岗岩体具较强的钠长

石化和云英岩化，在岩体的顶部局蚀变较强而成为

云英岩，这与南岭矿化花岗岩的蚀变分带基本一

致H。】。经取样分析，云英岩化花岗岩中钨锡含量

接近边界品位，而云英岩中的钨锡含量可达边界品

位以上。由于受普查阶段工作程度的限制，对蚀变

花岗岩的含矿性了解不够，但可以认为隐伏花岗岩

顶部的云英岩具有一定的找矿前景。

从现有地质工作程度及资料分析，认为鸡脚山

矿区深部及其外围还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值得今

后进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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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Iyse Prospects of Jijiaoshan Tungsten PoIymetallic Deposit of

Linwu CouIltry，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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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巧iaoshaIl tI】ngsten pDlymetallic o玛deposit of Lin、矾l county is located t}le sou￡ll xianghualing

IIline field，in tlle area nlere are Y孤sh锄early time黟撕tes，and a lot more of吐le faulted stlllctures(NE，

Nw锄d Ew)，mere are many tungsten“neral veins ofnoml—e舔t toⅡle s仇lcmre zone and no劬一west to

Ⅱle quartz，NE mineral lode scale is big and extends stably，me ore d印osit scale h弱reached medium—size．

This厕cle锄mm撕ze Jijiaoshan t11ngsten polymetallic ore deposit geological feature，rnineralization geolog—

ical condition，tIlought tIlis ore deposit is mgh—medium w锄s nuid tIlngsten polymetallic ore deposit，sim-

ultaneously con廿olled tlle ore f她tor t0 ttlis ore deposit t0 car巧on me aIlalysis，h舔0btailled conclusion t11at

tllerc is big prospecting prospect iIl me殉iaoshall IIliTling area depⅡl ponion觚d me periphery．

1【ey words：tIlngsten polymetalHc deposit，con廿ols factor，prospecting，Jijiao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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