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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主要赋存于花岗岩脉两侧的安山岩蚀变带 中。

囵·圆2回s回4固5团6圈，囫8团9囫·o囫··
图1太山庙地区区域地质图

Fig．1 Regi∞al geological map of．Imsh蛐mi∞aera

1．第四系；2．中元古界熊耳群马家河组；3．中元古界熊耳群鸡蛋坪组三段；4．中元古界熊耳群鸡蛋坪组二段；5

燕山晚期第二次侵入花岗岩；6．燕山晚期第一次侵入花岗岩；7．王屋山期石英闪长岩；8．正断层；9．逆断层；10

构造破碎带；11．性质不明断层

表1大西沟锡矿区岩石化学分析结果

Table l Analysis 0f magmatic rocks in D瓤ig帅Tin dep船it

分析单位：河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勘查院实验室，1999

3矿床地质特征

3．1 矿体特征

3．1．1 矿(化)体赋存部位及围岩特征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锡矿(化)体主要

分布于花岗岩枝伸人安山岩两侧的蚀变带中及

花岗岩顶界面300 m范围以内的内接触带中。

共发现矿体5个，其中汝阳县大西沟一带3个，

嵩县竹园沟一带2个。

矿体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都集中在花

岗岩体顶界面附近，因矿化程度的不均一性，在

矿体中常出现顺层状及不规则状夹层或夹石，

造成矿体具有明显的分枝复合现象。

矿体顶底板岩石和夹石具不同程度的矿

化，锡品位W(Sn)0．01％～o．06％，矿体与围

岩呈渐变过渡关系，一般要用化学分析才能圈

定矿床。

矿体及围岩蚀变带严格受花岗岩体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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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花岗岩枝走向控制，其蚀变类型主要有：云英

岩化、硅化、绿泥石化、黑云母化、萤石化。局部

有锡矿化，多以细小的脉体和不规则的团块出

现。

云英岩化：分布广、强度大，为酸性花岗岩

类受高温气水热液交代蚀变所致。主要矿物组

分为石英和白云母，分布在矿体两侧，与硅化同

时出现。

硅化：分布范围最广、强度最大，主要表现

为脉状蚀变，表现为细小的石英脉。随蚀变增

强，石英脉变得粗大，数量变多，在矿脉附近多

呈网脉状。

绿泥石化、黑云母化：是围岩中角闪石、黑

云母在较弱蚀变条件下出现的蚀变，主要表现

为角闪石、黑云母沿解理、裂隙交代原生矿物，

部分或完全取代原矿物并形成矿物假象，局部

有绿泥石、黑云母呈细脉状出现，一般离矿脉较

远。

3．1．2矿(化)体形态与产状

就现有资料来看，矿(化)体呈脉状、透镜状

产出。在空间分布上具随花岗岩体(枝)的顶界

面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矿体均出现在蚀变带

中，因此，各矿化点的产状与相应的蚀变带的劈

理面一致(图2)，其倾向一般为110～150。，倾

角65～85。。

囤·囤2囝s圈4囫5囫6囡7困8
图2大西沟锡矿地质略图

Fig．2 G．肿109i∞l sketch of Daxig帆Tin on field

1．冲积洪积层；2．安山岩、英安岩；3．二长花岗岩；4．黑云母花岗岩；5．正断层；6．构造破碎带；7．锡矿体及编号；

8．矿体产状

3．1．3矿(化)体规模、厚度及品位变化

大西沟一带锡矿体长200～500 m，厚1．50

～4．13 m，品位W(Sn)o．1％～0．37％，最高

W(Sn)0．80％，以低品位矿石为主。经工程控

制厚度、品位总的变化趋势是：在倾向上由浅至

深有矿脉变宽、品位增高之趋势；在走向上由近

岩体至远岩体，矿脉由宽变窄，品位由高渐低之

特点。

竹园沟一带锡矿化体长100～200 m，厚

0．50～1．42 m，品位W(Sn)0．01％～

0．095％。

3．2矿石特征

3．2．1 矿石的自然类型

按成矿部位及矿物共生组合矿石自然类型

为锡石一石英型。矿石为灰黑色，中细粒结构、

碎裂结构、鳞片粒状变晶结构，块状及条带状构

造。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为锡石，少量黄铁矿，

偶见辉钼矿，脉石矿物有石英、白云母、萤石、磷

灰石等。锡石大多数呈他形一半自形粒状，零

星分散在长英质矿物的裂纹间。

3．2．2锡的赋存状态及主要特征

已知主要锡矿物为锡石，锡石颜色多样，主

要为深褐色，次为浅褐色、黑色等。多数为半透

明状，以金刚光泽为主，少量玻璃光泽和油脂光

泽。锡石颗粒细小，除少数大于0．5 mm外，多

数在0．01～o．5 mm。锡石晶形常为半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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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完整晶体少见，少部分为不规则粒状及微晶

集合体。

区内矿石多为氧化矿石，疏松易碎，重砂淘

洗即可看到锡石。

4找矿前景评价

4．1地球化学特征

据1：20万《鲁山幅》①化探报告：太山庙花

岗岩体与全球酸性岩相比，以富集W、Sn、Mo、

u、Th、Nb、Ni、zr、Nb、Li、Be等元素为特征，尤

其是w、Sn、Be、U、Th、Nb、Zr等元素的平均含

量是该地区其它期次酸性岩体平均含量的1．5

～2．0倍以上，是全球酸性岩类丰度值的1．31

～3．73倍，与我国华南富W、Sn、Mo、Be等元

素花岗岩体丰度相当，也是河南省同类岩体中

含量最高的地质体。

自1981年，在该区开展的1：20万、1：5

万、1：2．5万重砂、水系沉积物测量及地质预

查，圈出一重砂、水系沉积物异常。异常面积

大、强度高、元素组合好。重砂矿物组合为锡

石、辉钼矿、铅族等，元素组合为Sn、Mo、W、Be、

Zn等，并在异常区内发现5个锡矿(化)体。由

于资金限制，多个矿体及异常未评价。

4．2找矿标志

(1)由化探②资料得知：锡在熊耳群地层中

呈低缓的背景，在岩体接触带形成一个明显的

跃变台阶，在花岗岩区形成高值分布区，异常较

多。反映出锡主要在岩体内部及内外接触带出

现，该类区域是今后找锡的工作重点。

(2)岩体外围的花岗岩枝及NE、NEE向断

裂构造带，为成矿提供了通道。

(3)与锡矿化关系密切的围岩蚀变有云英

岩化、硅化、绿泥石化、黑云母化、萤石化等，特

别有萤石矿化的地方，常常有锡矿化。

(4)矿床成因属与花岗岩体有关的岩浆期

后气水热液交代型矿床。

(5)该矿床位于太山庙花岗岩体与熊耳群

火山岩的接触带。该带岩浆活动强烈，断裂构

造发育，既有含矿热液的活动，又有导矿、储矿

构造存在，与华南大型锡矿床的成矿地质条件

相似，且在历次的地质工作中均显示良好的找

矿前景。应该成为进一步工作的重点地区。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温同想高级工

程师的悉心指导，在此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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