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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淘锡坝锡矿床是近年探明储量达大型的锡矿床，是一种新的锡矿类型一隐爆层间裂隙 

带型。文章介绍了该矿床的地质特征和矿化特征，对矿区的构造进行了重点解剖 ，对构造控矿机 

理进行了探讨，提出火山机构及北东向断裂是矿区的控岩构造，控制了白垩纪成矿花岗岩体的 

侵入就位。而火山岩中大范围的隐爆层间裂隙带是良好的容矿构造，矿体赋存其中呈似层状，局 

部膨大形成厚达数十米的“锡矿包”。通过研究构造与矿化富集的内在联系，总结了该矿床的成 

矿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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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锡坝矿区位于江西省会昌县城189。方向直距38 km处。锡矿矿化面积2．14 km ，隶属 

锡坑迳矿田，地处武夷山成矿带，成矿条件优越。 

1985年锡坑迳矿田发现了岩背大型锡铜矿床，同时邻近的福建省上杭县发现了紫金山 

大型铜金矿床，使武夷山成矿带成为中国东南部找锡铜矿的热点地区。 

1985年之后，围绕锡坑迳矿田密坑山岩体发现了众多的锡矿化点，展示了良好的锡矿 

找矿前景。其后相继查明凤凰岽(1992)、苦竹岽(1997)、矿背(1994)三处中型锡矿(图1)。 

当时找矿重点是寻找火山一斑岩型锡矿(岩背式)，而凤凰岽锡矿、苦竹岽锡矿、矿背锡矿 

均与岩背锡矿有较大差异。通过分析形成新的找矿认识，即：锡坑迳矿田成矿母岩除岩背斑 

岩体外，还有密坑山杂岩体。控矿构造除成矿母岩的侵入构造界面外，隐爆构造、断裂裂隙构 

造均能控矿。矿化类型除斑岩型外，还有云英岩型、断裂破碎带型、隐爆角砾岩型，从而在理 

论上打开了找矿思路口]。 

1995年，淘锡坝矿区取得重要找矿进展，发现新类型锡矿一隐爆层问裂隙带型。至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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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历时7年完成普查，查明锡矿体 11个，2002年提交锡金属333类 6．23万吨，达到大型矿 

床[1]，新类型矿化得到进一步确认，其成果获2003年国土资源部科学技术二等奖。 

2006年，对淘锡坝矿区开展详查，2009年编制详查报告，获锡金属量(332+333)类 

5．02万吨(332类占48 )[引，进一步提高了矿体控制程度，矿床正筹备开采中。 

淘锡坝矿区发现新类型锡矿一隐爆层间裂隙带型，在全国也是首例，是我国近年锡矿找 

矿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构造是该矿床的主要控矿因素，本文通过探讨矿区构造的控矿机 

理，为相似地区的勘查提供借鉴。 

1 地质背景 

锡坑迳矿田以出露大面积火山岩、白垩纪花岗岩体、广泛的次火山构造为特色。多处地 

段已发现锡矿体：岩背、淘锡坝、苦竹岽、矿背都是著名的锡矿产地(图1)。 

1．1 地层 

区内地层主要为寒武系牛角河组、高滩组，侏罗系鸡笼嶂组，白垩系白埠组。 

侏罗系鸡笼嶂组为火山岩，与锡矿化密切相关，其成矿元素的含量普遍大于地壳平均 

值，其中Sn含量为15~55／~g／g，是酸性岩维氏值的5～18倍。 

1．2 构造 

区内火山构造及次火山构造发育，主要有：密坑山破火山口构造、岩背次火山隐爆构造、 

淘锡坝次火山隐爆岩穹构造、上湾次火山隐爆构造。 

密坑山破火山口位于矿田中部，呈近椭圆状，面积约68 km。，地貌上呈洼地。组成破火山 

的岩层为鸡笼嶂组第一段和第二段，有多个火山口，主喷发中心已被密坑山岩体侵入。已知 

的岩背、淘锡坝、苦竹岽、矿背等锡矿床都分布在破火山内’，说明锡矿化受火山构造及次级断 

裂裂隙影响明显[3]。 

1．3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主要为密坑山杂岩体，属燕山晚期侵入的中酸性花岗岩，具多期活动特点。 

根据岩性可划分为两个单元，即早白垩世密坑山单元(K Mk)和晚白垩世岩背单元(K。7)。 

密坑山单元依其从先到后可分为4个期次：K。Mk 、K Mk 、K Mk。、K Mk ，成岩年龄 

110~128 Ma(江西调研队，1984，钾一氩法)。岩性分别为多斑巨粗斑细粒黑云母钾长花岗 

岩、(多斑)巨粗斑细粒黑云母花岗岩、中粗斑细粒黑云母花岗岩、(含斑)细粒黑云母花岗岩。 

其中第二期次(K Mk )为淘锡坝锡矿的成矿母岩，第四期次(K Mk )为苦竹岽锡矿的成矿 

母岩 ̈ 。 

岩背单元岩性为花岗斑岩，成岩年龄 89．4 Ma(江西调研队，1984，钾一氩法)，呈岩滴 

状，面积0．014 km。。 

密坑山杂岩体具典型的深源浅成特征，富含矿质和挥发份，Sn、Cu、Rb、Nb、Ta、F等元 

素含量明显较高，为酸性岩维氏值的5～8倍，尤其是F为8～10倍。华南锡矿的成矿岩体普 

遍含F高[ ，说明白垩纪岩浆岩与本区锡矿化有密切的成生联系(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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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锡坑迳矿田地质简图 

Fig．1 Geological sketch of Xiengjing ore field 

1一第四系堆积层；2一上白垩统白埠组；3一上侏罗统鸡笼嶂组第二段；4-上侏罗统鸡笼嶂组第一段；5-晚白 

垩世花岗斑岩；6-9一早白垩世花岗石：6一(含斑)细粒黑云母花岗岩，7一少斑中粗斑细粒黑云母花岗岩 ，8一 

(多斑)巨粗斑细粒黑云母花岗岩，9-(多斑)巨粗斑细粒黑云母钾长花岗岩；10一锡矿体 ；11一矿区范围 

表1 密坑山岩体微量元素丰度值表 (单位×10一，Au×10I’) 

Table 1 Abundance of trace elements in Mikengshan pluton(×10一‘，Au×1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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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化探异常 

区内1：25000土壤沉积物测量在整个矿田圈出了数处Sn浓集中心，锡化探异常明显， 

主要有：岩背一上湾一矿背、淘锡坝一凤凰岽、苦竹岽一荣荆坝，锡异常浓集中心明显，浓度大，锡 

最高可达5000×10一。以上(岩背)，一般320×10一，异常水平分带清晰 (表2)。 

表2 锡坑迳矿田1：2．5万土壤测量锡异常表 

Table 2 Tin anomalies of 1：25，000 soil survey in Xikengjing ore field 

经后续勘查验证，Sn大于320×10 的异常均发现锡矿(化)体。1985年查明岩背为大型 

锡矿床，1997年查明苦竹岽为中型锡矿床，1994年发现矿背有中型锡矿潜力，淘锡坝近年查 

明为大型锡矿床，由此本区通过化探手段寻找锡矿体的效果特佳 (图2)。 

2 矿区地质特征 

矿区大面积出露火山岩，属上侏罗统鸡笼嶂组第二段(J。j )，为一套流纹质火山碎屑一火 

山熔岩组合。岩性主要为凝灰熔岩、晶屑凝灰熔岩、流纹岩、含角砾凝灰熔岩、熔结凝灰岩、集 

块岩、隐爆角砾岩等。 

矿区构造主要为断裂，有NE、NW 向和NNE向，它们大致控制了岩体及次级隐爆中心 

的分布。此外，火山岩中广泛发育层问隐爆裂隙带，它们是重要的储矿构造。 

矿区岩浆岩主要为白垩纪密坑山单元，成岩年龄l1O～128 Ma，呈岩脊状隐伏，与锡成 

矿有密切关系，可分两期：K Mk 、K Mk 。 

K Mk ：岩性为(含斑)细粒黑云母花岗岩，呈小岩瘤状产于密坑山单元第二次侵入体 

中。 

K Mk ：岩性为(多斑)巨粗斑细粒黑云母花岗岩，为矿区成矿母岩。岩体呈岩株大面积 

出露，为密坑山单元第二次侵入体，是密坑山岩体的主体部分。岩体在矿区有一个“平台”， 

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矿化富集部位。平台内的钻孔单孔累计矿体厚度均达33 m以上，可见花 

岗岩体的产状对锡矿化的分布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岩体由陡变缓和走向发生转折的部位 

是锡矿化的富集部位[2]。 

3 矿床特征 

3．1 矿体的形态、产状、规模 

淘锡坝矿区锡矿化类型有三种：隐爆层间裂隙带型、破碎带蚀变岩型和云英岩型。隐爆 

层间裂隙带型为矿区的主导矿化类型(资源占总量的98 )。 

隐爆层间裂隙带型有工业锡矿体 11个，产于花岗岩外接触带火山岩的层间裂隙带中， 

呈缓倾斜似层状，形态较简单，倾向210~235。，倾角II~45。，延长5O0～1 000 m，延深2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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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锡坑迳矿田1：25000土壤测量异常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anomalies in 1：25，000 soil survey in Xikengjing ore field 

700 m，平均厚度1．77,-~6．24 m，平均品位0．301 ～O．741 。主矿体厚度变化系数71．25～ 

168．64，品位变化系数 55．56~88．12，矿体品位较均匀型，厚度较稳定一不稳定型。工业矿体 

平均锡品位为0．383％(图3)。 

V3、V12、V13、VI5为主矿体。矿体受断裂破坏程度小，延伸稳定，在地表局部出露，常 

有小民窿或采坑遗迹。锡矿体特征详见下表。 

表3 淘锡坝矿区主要锡矿体特征一览表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main tin ore-bodies in Taoxiba deposit 

矿区发现隐爆层间裂隙带型矿体11条，提交锡金属量5．02万t，达大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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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淘锡坝矿区典型剖面图 

Fig．3 Representative prOfile of Taoxiba deposit 

1一上侏罗统鸡笼嶂组火山碎屑岩：2一凝灰熔岩，3一晶屑凝灰熔岩，4一集块角砾岩，5一隐爆角砾岩； 

6-早白垩世中粗斑细粒黑云母花岗岩，7一锡矿体，8一矿体厚度(m)／平均品位(％) 

3．2 主矿体特征 

V3是矿区代表性矿体，查明资源占总量的28 。 

V3属层间隐爆裂隙带型，赋存标高+202至+625m，局部出露地表。 

矿体呈似层状，倾向205~250。，倾角17"-45。，延长1 000 121，延深700 m，矿体真厚度最小 

(ZK407)0．56 m，最大(TC0—1 )57．12 In，平均6．24 In，厚度变化系数 150．88 。品位最低 

0．200 ，最高1．280 ，平均0．387 ，品位变化系数为55．56％ (图4)。 

3．3 矿石特征 

主要金属矿物：黄铁矿、锡石、磁黄铁矿、磁铁矿、赤铁矿，少量或微量的黄铜矿、毒砂、方 

铅矿、闪锌矿、黑钨矿等。 

脉石矿物：石英、绿泥石、黑云母、绢云母、高岭石、黄玉、萤石等，以及少量或微量的方解 

石、磷灰石、电气石、锆石等。 

矿石结构：它形晶粒状结构、半自形一自形晶状结构、团粒状结构，还可见侵蚀结构、乳浊 

状结构、细脉状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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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淘锡坝矿区V3号矿体厚度等值线图 

Fig．4 Isopaehous map of V3 ore—body in Taoxiba deposit 

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构造，偶见细脉状构造。 

矿物相：主要以氧化物锡石形式存在，占总锡的9O．51 ；其次为硫化锡，占4．62 ；再次 

为硅酸盐中的锡，约占3．84 ；胶态锡甚微，仅占1．O3 。锡石粒度细小，小于0．074 mm者 

占66 ，属中等偏细粒级。锡石主要为二期细网脉状矿化，以细粒或集合体充填于裂隙中，与 

石英、黄玉、绿泥石等组成微细脉，或浸染于石英、黄玉、绿泥石、铁锂云母等粒间，伴生铜、 

锌 。 

锡石的矿化与黄铜矿化、萤石化、黄玉化、绿泥石化有关，尤其与黄铜矿呈正相关关系。 

矿石类型主要为锡石一石英(黄玉)一硫化物型。 

3．4 围岩蚀变 

主要蚀变：硅化、黄玉化、绿泥石化、萤石化、绢云母化、铁锂云母化等。 

蚀变以面型为主，具一定的水平分带特征，由矿体到围岩依次为黄玉石英绿泥石化一绿 

泥石绢云母化一粘土绢云母化。蚀变带之间呈过渡变化，没有截然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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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锡矿化关系密切的蚀变为黄玉化、石英岩化、绿泥石化，其蚀变强度与锡矿化呈正比 

关系。 

4 构造控矿机制探讨 

4．1 构造特征剖析 

淘锡坝矿区地处密坑山破火山口的北部，为其次级的火山隐爆岩穹[5]。断裂发育，主要 

有NE、NW 向和NNE向，它们大致控制了矿区岩体及次级隐爆中心的分布，矿区的(隐伏) 

花岗岩脊展布以及集块岩的分布明显受上述断裂的复合控制。 

此外，矿区的火山(熔)岩中广泛发育隐爆层间裂隙带，它们是重要的储矿构造。 

矿区处于密坑山破火山构造之北西部，发育次级的岩穹构造。岩穹大致以侵入相的花岗 

岩“岩脊”为中心，由巨厚层(厚度大于570 m)产出的侵出爆溢相凝灰熔岩、碎斑熔岩、火山 

碎屑流相凝灰岩构成由内而外近环带状分布的岩相一岩石带。但由于剥蚀作用，矿区火山岩 

相发育不甚完整。锡矿化主要产于岩穹的北东、南西“二翼”的晶屑凝灰熔岩中。 

矿区断裂规模较大者有四条，北西向断裂：有F1、F2，呈压扭性右型扭动；北北东向断裂 

主要有F3，北东向断裂主要为F4，此外还有V1—2控矿破碎带。 

矿区火山岩(以流纹质晶屑凝灰熔岩为主)中广泛发育密集的裂隙(带)，裂隙宽度一般 

0．1～2 mm，长度一般2～2O cm。密度一般为几条／m，局部密集处可达30~50条／m。不规 

则状为主，局部呈网脉状，裂隙面一般不平直。裂隙充填物一般为石英、云母、绿泥石、萤石、 

部分含黄铁矿、黄铜矿、闪锌矿、锡石等。靠近岩体内外接触带的裂隙一般充填叶腊石、绿泥 

石等。 

层间裂隙带为岩浆期后热液充填成矿提供了空间，形成似层状的锡矿体 (图5)。 

隐爆层间裂隙带的成因有两种可能，即：①火山多次喷溢一间歇一喷溢形成火山熔岩一火 

山碎屑岩的韵律特征所致。②火山期后岩浆侵入动力形成的裂隙系统。 

4．2 成矿过程中的构造作用 

已有资料反映构造在成矿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矿区锡矿体产状主要受与火山、次火 

山活动有关的层间裂隙带控制。矿体呈缓倾斜的似层状产出。凝灰熔岩中发育的层问密集 

的裂隙一微裂隙系统是矿区主要容矿构造，而矿区断裂和古火山通道则是矿区的导矿构 

造 引。 

中生代初期，本区进入以断块活动为特色的大陆边缘活动阶段，频繁而强烈的构造运动 

造成大部分地区隆起，形成一系列NE和NNE向的主干断裂及其派生断裂，在本区深部逐 

渐形成一个富挥发分、矿物质的陆壳重熔型岩浆[7]。 

燕山晚期，锡坑迳地区岩浆在频繁的上侵活动中沿北西向断裂侵入，形成密坑山岩体。 

花岗岩侵入活动有5期次，淘锡坝矿段的成矿花岗岩属第2期。岩浆活动中随着温度、压力降 

低，发生结晶分异和熔离作用。F、S等挥发组分浓度增大，成矿元素与挥发组分结合成易溶 

络合物、化合物，贯人火山岩层间裂隙带中。而高挥发组分的隐爆则进一步拓展了容矿空间， 

形成外接触带的微细脉浸染状工业矿体。部分残留富锡热流体的络合物、化合物则在接触带 

内侧形成云英岩型锡矿体，因而形成三种类型的锡矿化：隐爆层间裂隙带型、破碎蚀变岩型、 

云英岩型。可见构造在成矿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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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图5 淘锡坝矿区锡矿体纵剖面图(603线) 

Fig．5 Vertical section of tin ore—bodies in Taoxiba ore field 

1一上侏罗统鸡笼嶂组火山碎屑岩；2-早 白垩世(多玟)巨粗斑细粒黑云母花岗岩；3-锡矿体；4-矿体厚度 

(m)／平均品位( ) 

5 成矿规律 

5．1 成因研究 

江西省地矿局调研大队、中国地质科学院等单位多年来对锡坑迳矿田开展了研究，主要 

成果有：①花岗岩的石英与矿体的石英流体包裹体物质组成近似，表明它们之间有内在的物 

质联系，说明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岩浆 。②锡石爆裂温度为410~455℃。岩体及矿石石英 

中气液相包裹体均一温度变化范围200~300~C，平均246~C，说明成矿温度为中一高温。③经 

江西省地矿局调研队于1984年钾一氩法测定，密坑山单元成岩年龄110~128 Ma，岩背单元 

成岩年龄89．4 Ma。 

淘锡坝成因类型为岩浆期后高一中温热液交代充填型矿床，工业类型为锡石一石英(黄 

玉)一硫化物型。 

5．2 成矿模式 

淘锡坝的隐爆层间裂隙带型矿床属国内首次发现，产于白垩纪花岗岩外接触带。白垩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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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是矿化的物质来源。火山岩中隐爆层间裂隙带是容矿构造。锡矿体呈缓倾斜的似层 

状，形态简单，规模较大、品位较低。 

图6 锡坑迳地区锡矿综合成矿模式图 

Fig．6 Comprehensive metallogenie model of the tin deposits in Xikengjing area 

1一上侏罗统鸡笼嶂组火山碎屑岩；2-早白垩世(多斑)巨粗斑细粒黑云母花岗岩；3-早白垩世花岗斑岩； 

4一斑岩型锡矿床；5-云英岩型锡矿床；6-破碎蚀变岩型锡矿床；7-隐爆层间裂隙带型锡矿 

根据锡坑迳地区已有矿化，总结出“一体四型”锡成矿模式，即在火山盆地中成矿岩体的 

次火山侵入作用形成四种矿化类型：①超浅成的次火山岩体接触带矿化一斑岩型锡矿(岩背 

式)；②次火山岩体的顶部直接矿化一云英岩型锡矿(苦竹岽式)；③次火山岩体接触带附近的 

断裂矿化一破碎带蚀变岩型锡矿(凤凰岽式)；④次火山岩体接触带附近的层间裂隙带矿化一 

隐爆层间裂隙带型锡矿(淘锡坝式)(图6)。 

6 结语 

(1)首次发现隐爆层问裂隙带型锡矿。淘锡坝的隐爆层间裂隙带型锡矿是国内首次发 

现，对锡矿找矿提供了新的思路。 

(2)淘锡坝矿区经多年工作查明储量已达大型。矿床受火山、次火山活动形成的层间裂 

隙带影响，矿体呈缓倾斜似层状，断裂、古火山通道则是矿区的导矿构造，火山岩中的层间裂 

隙带是锡矿体的容矿构造。白垩纪侵入岩是成矿母岩，提供了锡元素来源和热动力。 

(3)锡坑迳矿田仍具锡矿找矿的较大潜力。锡坑迳矿田表现“一体四型”锡成矿模式，即： 

斑岩型、隐爆层间裂隙带型、云英岩型、破碎带蚀变岩型，现有信息证实该地区仍有较大找矿 

潜力，如矿背、荣荆坝等，是我国东部重要的锡资源勘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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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oxiba deposit is a new type of tin deposit，a crypl0explosive interstrutified fracture 

belt type deposit，with its explored reserves reaching to a large—scale．Based on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logy and mineralization of the deposi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e of the ore field and discusses the structural ore—controlling mechanism．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rock—controlling structure is volcanic apparatus and NNE trending 

fracture structure that controlled intrusion and emplacement of Cretaceous ore—forming 

granites． Large-scaled crypto explosive interstrutified fracture belt occurred in volcanic 

rocks iS the best host structure，where formed ore bodies with a stratiform—like shape。and 

locally·expanded ore bodies show a“tin ore—bunch shape’’with a thickness ranging from 10 

to even 1 00 meters．The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of the deposit is summarized based on 

studying interna1 relations between structure and mineralization enrichment． 

Key words：cryptoexplosive interstratified fracture belt；ore—controlling mechanism ； 

tin deposit；Taoxiba；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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