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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锡田地区锡铅锌多金属矿勘查主要进展及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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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02年国土资源大调查开展以来，特别是2008年由湖南有色控股集团出资的探矿

权内的商业跟进，锡田地区地质找矿取得了重大突破，预测出锡田岩体西接触带山田．垄

上，东接触带荷树下．太湖二个深部找矿远景区。在此基础上，初步总结了锡田地区行之

有效的找矿手段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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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田地区属2002～2007年度国土资源大调查

项目“湖南诸广山一万洋山地区锡铅锌多金属矿评

价”的重点工作区。因工作手段得当，找矿效果较

好，自2008年起，锡田地区由大调查项目“湖南锡田

地区锡铅锌多金属矿勘查”续作至今，工作部署分四

个层次进行(图1)：1／5万矿调——开展了l／5万矿

产地质测量、l／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及异常检查和查

证；矿区评价一主要开展锡田矿区桐木山、山田矿
段以及邓阜仙矿田鸡冠石、太和仙、风米凹矿区l／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所圈定的主要钨锡多金属矿异常

的检查及查证工作，并针对已发现主要矿脉开展预

查评价；勘查示范——由湖南有色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出资，在“湖南省茶陵县锡田矿区锡矿普查”探矿

权范围内开展预一详查评价；综合研究——在系统

总结区域地物化遥资料及地质找矿成果的基础上，

开展了锡田地区钨锡多金属矿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

研究，并指导找矿，取得了良好的找矿效果。

1取得主要成果

自大调查项目开展以来，锡田地区钨锡多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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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取得了重大找矿突破，至今锡田矿区垄上、桐木

山、晒禾岭、山田四个矿段主要矿体可估算(332+

333+334，)资源量(Sn+WO，)32．5×l 04t，达超大型规

模。其中“湖南省茶陵县锡田矿区锡矿普查”探矿

权范围内的勘查示范工作亦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

勘查工作的深入，估算的资源量由2007年底的

(333+334。)5×104 t增加到2010年底的(332+333+

334-1 8．5×1 04t。

1．1研究矿体特征。总结成矿模式

在锡田地区取得重大找矿进展的同时，项目组

系统总结了区内已有的地物化遥资料和找矿成果，

深入研究了工作区成矿地质条件，提出了锡田矿区

钨锡矿有别于南岭其它矿床的全新的成矿模式和

找矿模型，并在勘查工作中及时进行验证，取得了

优异的找矿效果。且随着勘查工作的开展不断完

善成矿模式和找矿模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找矿新

突破：2008年在矿区外围山田矿段首次发现了厚

大的矽卡岩型钨锡工业矿体，经工作证实已达大型

规模；2009年又在东部桐木山矿段岩体凸起部位

泥盆系碳酸盐岩与二期花岗岩体接触部位首次发

现了隐伏的云英岩型钨锡富矿体，已知矿床规模不

断扩大。

1．1．1地层

锡田地区与钨锡多金属矿成矿关系最为密切

的地层单元为泥盆系中统棋梓桥组、锡矿山组下

段、石炭系中上统壶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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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构造

岩体突出部位在矽卡岩层间破碎带中形成了

富钨锡矿体，岩体凹陷部位则形成了厚度较大但品

位较贫的钨锡矿(化)体。断裂构造表现为NEE至

近Ew向右行走滑(士伸展)断层、近Ⅻ娟，至sN、

M忸向左行走滑断层、NE向压性断层或褶皱、NW

向张性断层，控制不同方向矿体。初步判断其形成

时代为燕山期，为成矿期构造。

图l湖南锡田地区锡铅锌多金属矿勘查工作部署图

Fig．1 Prospec血g project for妇-1ead-zinc p01)，Ine乜llic

deposit at Xiti鲫area，H蚰粕pmVince

Q．第四系；E．第三系；K．白垩系；J．侏罗系；T．三叠系；P一二叠

系；C．石炭系；D．泥盆系；o一奥陶系；e．寒武系；．r，2一燕山期

细粒黑云母花岗岩；∥．印支期斑状黑云母花岗岩；1．已完成

l／5万矿调范围；2．矿区、矿段／评价区范围；3．实测、推测地质

界线；4实测、推测断层．

1．1．3岩体特征

通过一批高精度的同位素年龄测定，确定了锡

田岩体的成岩时代及成矿时代，且二者之间吻合度

极高。通过锫石SHltIMP u—Pb测年、花岗岩

Rb．sr全岩等时线测年，将锡田岩体初步划分为三

期：第一期为主体印支期(分别为228．5士2．5 Ma⋯、

230．4士2．3 MaⅢ)，第二期为补体燕山早期(155．5士

1．7 Ma【11)，第三期为近燕山晚期(147士2．7 Ma)。

锡田岩体属钙碱性系列、铝过饱和型，成因类

型为偏碱性的铝质A型花岗岩。岩体中微量元素

P、Ti、Si、Ba及Ta等强烈亏损，说明岩浆存在强烈

的分离结晶作用；岩体的定位主要受印支．燕山期

Ⅻ娟，向张扭性断裂和NE向压扭性断裂控制，岩体

形成时处于一种后造山的大陆裂解动力学构造背

景p】。锡田复式岩体锡、钨、铜、铋、钼、铅、锑等元素

含量一般高出同类岩石维氏值的数一数十倍，显示

与钨锡铅锌多金属矿的成矿专属性。印支期花岗

岩与碳酸盐岩接触仅形成钨锡矿化矽卡岩(不成

矿)，而成矿主体发生在燕山早期，成矿时代有二次：

荷树下辉钼矿Re—Os同位素等时线年龄150士2．7

Ma【4J，垄上2l号矿体中的2个白云母舡．m坪年龄

分别为155．6士1．3 Ma和157．2士1．4 Maf5】，于接触带

部位形成矽卡岩型、石英脉．云英岩脉带型钨锡

矿体；此外，花里泉含矿石英脉石英Rb．sr同位

素等时线年龄146．8士3．6 Ma则表明区内应还存在

一期略晚(近燕山晚期)的成矿作用。

1．1．4流体包裹体特征

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锡田垄上流体包裹体分

为二类五型。二类：Nacl．H：0类和CO：类包裹体；

五型：A．1型单相盐水溶液包裹体，A一2型气液两相

盐水溶液包裹体，A一3型含子矿物多相包裹体，B．1

型富CO：两相包裹体，B．2型含cO：三相包裹体。

锡田垄上锡多金属矿床可分三个成矿阶段，各成矿

阶段温度为：I成矿阶段为290～3800C；Ⅱ成矿阶

段为210～2400c；Ⅲ成矿阶段为90～1900C嘲。

综上所述，根据锡田地区岩浆岩特征和钨锡多

金属矿床蚀变、矿化、矿石矿物组合特征，以及成矿

时代信息等事实表明：钨锡多金属成矿作用与燕山

期岩浆活动密切相关，其成矿物质来自在岩浆房充

分分异后的岩浆岩；当富含成矿物质的岩浆热液上

升，并侵位到不同的围岩时，由于成矿物质的交代

作用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矿体盯-。

1．2勘查评价取得重大突破与进展

(1)1：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共圈定区内综合异

常41处；其中有已知矿床分布，仍有扩大找矿意义

的甲类异常9处；无已知矿分布，推断为可能发现

中．大型矿床的乙l类异常2处；推断为可能发现

中小型矿的乙2类异常有1l处；有一定找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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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工作程度较低，找矿前景尚难判断的异常乙3

类13处；其他找矿性质不明的丙类异常6处。

(2)锡田地区已发现钨锡多金属矿床8处，其

中达大型规模4处(锡田矿区垄上、晒禾岭、桐木

I』J、山田矿段钨锡多金属矿)、中型规模1处(邓阜

仙矿田鸡冠石矿区钨锡矿)，通过进一步工作有望

达中型以上规模的3处(邓阜仙矿田风米凹矿区

钨锡矿、太和仙金铅锌矿，锡田矿区园树山矿段

钨锡矿)。

(3)}{；1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一六队实施的“湖南

省茶陵县锡田矿区锡矿普查”探矿权范围内的勘查

示范工作自2008年下半年开展以来，垄上矿段北

部2l、21—1号矽卡岩型钨锡矿脉已基本达详查程

度、桐木山矿段30、3l号矽卡岩型钨锡矿脉已基本

达普查程度，到目前为止探矿权内主要矿体累计可

估算332+333+334．资源量(sn+w0))8．5×104t。

1．3新成矿理论所取得的找矿成果

1．3．1找矿类型取得重大突破

桐木山矿段荷树下岩凸部位100、59、102线共

施工9孔，见10个隐伏云英岩型钨锡矿体，控制走

向长70～230 m，控制斜深60～410 m，单个矿体厚

0．51～2．41 m，品位sn 0．013％～1．872％，W03

0．095％～0．782％，且尚未圈定矿体边界。

1．3．2面上找矿取得重大进展

根据锡田矿区泥盆系中上统接触带矽卡岩型

钨锡矿床成矿规律，推广应用到石炭系中上统壶天

群同样找矿效果极佳，在矿区外围北西部山田一带

于锡田岩体‘j石炭系碳酸盐岩接触部位发现了矽

卡岩型钨锡矿脉3条。其中正接触带50号矿脉长

3 000 m，矿体厚0．83～4．72 m，平均2．66 m；品位

Sn 0．156％～3．843％，平均0．607％；W03 0．046％～

0．526％，平均0．246％。

1．3．3指导钻探施工成果显著

项目自开展以来，通过总结矿区的成矿规律以

指导找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2008～2009年由

湖南有色出资的锡田矿区垄上矿段勘查示范施工

钻孔见矿率89．5％，21、21．1号矿脉控制矿体最大

斜深处已达1 600 m，尚未见到矿体边界。桐木山

矿段施工钻孔见矿率达88．5％。

1．3．4深部找矿取得新突破

对深部的隐伏矿床，经过多种物探手段对比，

最后选择了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测量，并对视

电阻率低异常在成矿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钻探验

证，取得了良好找矿成果：桐木山矿段116线(图2)

施工的验证孔zKll60l于岩体接触带部位见厚

4．99 m，品位Sn 0．567％矽卡岩型锡矿体，且与视电

阻率低异常中心吻合。

一 链
一霪艺彰澎x，，『／／——一—／＼k．
一”，◇＼＼ 一 ∥扩／／／＼、

I ／ ， 濑蠹妊j砖

困- 圈z 团。 囱a
图2锡H|矿I：j(桐木⋯矿段116线视电阻率反演等值线综合削面图

Fig．2 Apparent resistivity isoline pro行le of No．11 6 expIoration liI】e at Tbngmushan ore block in Xitian area

D：q一中泥盆统棋梓桥组；1，，2一燕山期细粒白(二)云母花岗岩；Y，1一印支期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1．矽膏岩型钨锡矿体及编

号；2．实测、推测断层及编号；3钻孔及编号；4．视电阻率异常等值线及异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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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矿前景

根据l／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圈定的异常分析：

项目工作区范围内尚有多处成矿地质条件与已知

矿区相似的异常未进行检查和查证，一旦开展工

作，可扩大项目的找矿远景。另根据重力异常、成

矿地质规律、现有工作程度及找矿模型等方面分

析：锡田岩体西接触带山田．垄上、东接触带荷树

下．太湖可圈出二个深部找矿远景区(图3)，其远

景资源潜力Sn+WO，可达48．9×104t。

山田．垄上找矿远景区：位于锡田岩体西接触

带山田、垄上及园树山矿段。山田矿段50号矿脉

北部已达到预查程度，南部尚未控制到矿体边界；

垄上矿段21号矿脉已达普查．详查程度；根据成矿

地质规律，21号矿脉往南部园树山矿段隐伏延伸；

重力异常反映岩体往南西方向隐伏延深；据此可推

测远景区深部存在多个岩体凹凸相间部位与石炭

系中上统壶天群、泥盆系中统棋梓桥组及上统锡矿

山组下段碳酸盐岩接触；该区构造形态为一复式向

斜，在岩凹和岩凸部位可能形成厚大的钨锡矿体，

成矿地质条件极其有利。该处按2 l号矿脉控制的

最大斜深2 000 m、剔除已控制的区域计算，其面积

约21．7 l∞2；以50、21、21．1号矿脉的平均品位厚

度、含矿系数按O．2计算，资源潜力sn+wO，可达

32．28×104t。

找矿 面积
倾角

厚度 体重 含矿 远景 品位(％) 远景金属量(万吨)

远景区 (km2) (m) (t／m3) 系数 矿石量 Sn Wo! Sn Wo 3

山田一垄上 21．7 30。 2．96 3．01 O．2 44649572 0．426 O．297 19．02 13．26

荷树下一大湖 9．8 45。 3．02 3．33 0．2 27875473 0．491 O．105 I 3．69 2．93

图3湖南省茶陵县锡田矿区钨锡多金属矿综合地质图

Fig．3 Genemlized geologic map ofXitian、Ⅳ-Sn polymetallic d印osit at Chalillg co曲劬H1JIlan proviIlce

Q．第四系全新统；Qp．第四系更新统；K：d．上白萼统戴家坪组；P．二叠系；c：。中上石炭统壶天群；c．-下石炭统；D，x2．上泥盆

统锡矿山组上段；D，x’．上泥盆统锡矿山组下段；D，s．上泥盆统佘田桥组；D：q．中泥盆统棋子桥组；D：t一中泥盆统跳马涧组；

0．奥陶系；^r，2一燕山期细粒黑(自)云母花岗岩；帕1．印支期中(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1．锡多金属矿脉；2．实测、推测界线；

3．不整合地质界线；4．压扭性断裂；5．压性断裂；6．实测、推测性质不明断裂；7．1／50万布格重力等值线；8．矿段范围；9．找矿

远景区范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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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树下．太湖找矿远景区：位于桐木山矿段东

部岩体外接触带，为小田复式向斜次级背向斜相间

组成，岩体呈缓倾角与泥盆系碳酸盐岩接触，且叠

加有NE向区域性断裂构造。根据重力异常推测岩

体接触面往NE方向隐伏延深，根据地质规律，其深

部应存在多个岩凸和岩凹与泥盆系中统棋梓桥组

及上统锡矿山组下段碳酸盐岩接触，成矿条件有

利。该处剔除已控制的区域，其面积约9．8姘；以
3l号矿脉的平均品位厚度，含矿系数按0．2计算，资

源潜力Sn+w0，可达16．62×104t。此外，在二期花岗

岩体接触部位，还有望寻找云英岩型钨锡矿床。

2010年8月23—26日，“湖南锡田地区勘查新

机制示范成果现场交流研讨会”在湖南长沙召开，

“五方协议”各方及全国相关科研院所多位知名专

家参会，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总结出“公益先行、商业

跟进；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矿权整合、地方支持；快

速突破、多方共赢”的“锡田模式”，正是对锡田地区

找矿成果的取得及其产生的影响最精辟的评价。

3结论

近几年来，锡田地区开展了大量地质工作，系统

采集了花岗岩、矽卡岩、云英岩样品，测试了大批数

据，最后总结出钨锡多金属成矿作用与燕山期岩浆

活动密切相关，其成矿物质来自在岩浆房充分分异

后的岩浆岩。在此基础上，预测出锡田岩体西接触

带山田．垄上、东接触带荷树下．太湖二个深部找

矿远景区'其远景资源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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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咖ct：Prospecting of Sn—Pb·Zn polymetallic d印osits in Xiti锄area，H1m粕pr0Vince，haVe 90t great

breakthrougll in rccem years．The Sha血锄·Longsh觚g and Heshu)【ia-Tamll area、)l舡ch lay westcm锄d e鹪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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