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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藤县大黎钼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韦子任 ，黄耀平 一，叶有乐 1,2 

(1．广西第六地质队，广西 贵港537100；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430074) 

摘要：广西藤县大黎钼矿床位于钦杭成矿带西南端大瑶山金多金属成矿带上，矿体赋存于大 

黎岩体南端与寒武纪黄口洞组的内外接触带，受岩体接触带控制，平面上呈环形围绕岩体分 

布，其中外接触带黄铁绢英岩化地段为主要矿化部位。围岩蚀变以黄铁矿化、绢云母化为主， 

蚀变范围广，围绕岩体呈面状分布，不同蚀变问相互重叠。矿石以网脉状构造为主，其次为细 

脉状构造 ，浸染状构造较少见。矿化特征表明，该矿床成因类型属于斑岩型钼矿床。露头出现 

的辉钼矿和钼华、围绕斑岩体边缘分布的石英网脉、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和Mo元素化探异常 

是重要的找矿指示标志。大瑶山地区花岗质斑岩体出露地区、Mo—Cu化探异常套合较好地区 

为有利成矿区。大黎岩体西南部接触带和东部地区成矿条件较为有利，可作为下一步找矿工 

作的重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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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东大瑶山地区以往以盛产石英脉型和构造 

蚀变岩型金矿而闻名，已发现的金矿床(点)达 200 

余处，其中中型以上矿床有 8处l1 ]。近年来园珠顶、 

社垌等与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有关的大、中 

型铜(钨)钼矿床的相继发现 ，使该区再次成为地 

质研究和找矿勘探的热点地区。大黎钼矿由广西自 

治区地质局第六地质队于 2009年发现，并进行了 

初步的勘查工作。本文报道了对大黎钼矿的初步研 

究成果 ，并指出了重点找矿方向，以期为在该区进 
一 步寻找斑岩型铜(钨)钼矿床提供依据。 

1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大黎钼矿床位于钦杭成矿带西南端大瑶山金 

多金属成矿带上，大地构造位于华南准地台桂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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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东台陷区的大瑶山凸起(图 1)。 

大瑶山成矿带在震旦纪 一志留纪是华南地槽 

区的组成部分，区内沉积了一套巨厚的类复理石砂 

页岩、硅质岩建造，志留纪末发生强烈的加里东运 

动，地层褶皱隆起，从而结束了地槽沉积史。与此同 

时发生了区域变质作用，使砂页岩轻微变质；构造 

上形成一系列近 E—W 向紧密线型褶皱和大黎深断 

裂及其配套断裂 ，控制了加里东晚期中酸性、酸性 

岩浆的侵入活动及与之有关的金成矿作用，使本区 

成为桂东粤西较重要的加里东晚期金矿床产地。泥 

盆纪 一中三叠世本区沉积了一套以浅海相碎屑岩、 

碳酸盐岩为主的地台型建造，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 

整合接触。中三叠世末，本区发生强烈的印支运动， 

结束了海相沉积史，同时形成了一系列横跨褶皱， 

叠加在加里东期褶皱之上。燕山期本区地壳运动主 

要表现为断块造山和酸性、中酸性岩浆的侵入，并 

伴随着金银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是该区的又一重要 

成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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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广西藤县大黎矿区区域地质图 

Fig．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Dali Ol'e district，Guangxi province 

1一第四系；2一白垩系；3一泥盆系；4一寒武纪黄洞13组；5一寒武纪小内冲组；6一震旦纪培地组；7一古近纪古橄玢岩；8-白垩纪花岗斑岩；9一 

白垩纪石英闪长岩；lO一白垩纪(含)角闪黑云二长花岗岩；11一白垩纪花岗闪长岩；12一侏罗纪花岗斑岩；13一侏罗纪石英闪长岩；14一二叠纪 

云煌岩；15一志留纪角闪黑云花岗斑岩；16一地质界线；17一角度不整合地质界线；18一逆断层；19一性质不明断层；20一航磁推断的基底隐伏断 

裂；21一金矿床；22一钼矿床；23一铅锌矿床；24一金矿点． 

2矿区地质特征 

2．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比较简单 ，主要为寒武纪黄洞口 

组(Eh)，按沉积旋回可分为上、下两个岩性段(e 、 

e )，两岩性段的岩性组成大致相同，均为(含砾) 

不等粒杂砂岩、粉砂岩、粉砂质泥岩、泥岩及少量含 

炭泥岩组合。每个岩性段从下往上，总体上砂岩由 

多变少，单层由厚变薄，泥岩由少变多，构成一个向 

上变薄变细的沉积旋回。此外尚有小面积的第四系 

分布(图2)。 

2．2构造 

矿区因历经多期次的构造运动，构造复杂，褶 

皱及断裂构造发育。 

较大的褶皱构造主要有位于矿区东部的南村 

冲向斜，向斜轴向NEE，轴长 2 km，东端仰起。西段 

受大黎岩体侵入而被破坏，出露地层为黄洞口组第 
一 段，两翼岩层倾角呈对称型。 

本区强烈的印支运动形成一系列横跨褶皱，叠 

加在加里东期褶皱之上，使本区的褶皱构造发生复 

杂化。印支期主要形成一系列 NW向的短轴状宽阔 

褶皱，少部分为近 S-N向，轴长一般在数十至几百 

米之内，两翼地层倾角大多对称。 

矿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主要有 NE向的大黎断 

裂和一系列近 S-N向断裂。大黎断裂属区域性凭 

祥 一大黎深断裂的北东段 ，斜穿矿区中部 ，区内影 

响宽度达 2 km，地表由2～4条宽2～15 133的次级 

断裂组成，其间尚分布有许多宽 1 113以下的小型断 

裂，断裂造成带内的岩石强烈破碎，劈理、节理较为 

发育，岩石硅化重结晶，普遍具金(银)矿化、褐铁矿 

化、铅锌矿化。近S-N向断层具平行排列、等距分布 

特征，系大黎断裂的配套横向断裂。此外，尚有航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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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大黎钼矿区地质图 

Fig．2 Geological map of Dali Mo deposit 

1一第四系；2-寒武纪黄洞 口组第二段 ；3-寒武纪黄洞口组第一段；4一晚白垩世二长花岗岩；5-晚白垩世二长花岗斑岩；6一晚白垩世花 

岗闪长岩；7一晚白垩世花岗闪长斑岩；8-晚白垩世石英闪长斑岩；9-花岗斑岩脉；10一地质界线；11-实、推测性质不明断层；12一岩层产状； 

13一角岩化；14一硅化；15一钼矿体；16一钼铜矿化带． 

推断的NW 向隐伏基底断裂——大黎 一苍梧断裂。 

2．3岩浆岩 

2．3．1岩体地质及岩石学特征 

区内岩浆岩主要为大黎岩体，其周边有少量花 

岗闪长岩脉和花岗斑岩脉分布。岩体分布于大黎深 

断裂北侧，产出于大黎深断裂与大黎 一苍梧断裂的 

交切部位，呈 NW向展布，出露长约 3．5km，宽 1．5km， 

面积约为 5．6 kmz。围绕大黎岩体具明显的热接触 

带变质晕，接触变质晕为 1～2 km，岩性为绢云母 

角岩、长英角岩、石英角岩及角岩化砂岩。结合物化 

遥资料 ，可以断定大黎岩体为一半隐伏岩体 ，推测 

其规模为 14 km ×9．5 km[6~。 

大黎岩体呈岩株侵入寒武纪黄洞口组中，接触 

面波状起伏，产状内倾为主，局部外倾，倾角24。～ 

80。，其中低缓倾角见于西南部，其余地段多在 70。～ 

80o间。在岩体内接触带可见数厘米至十多厘米的 

冷凝边，岩体的边部发育较多的捕虏体、包体。围岩 

捕虏体成分以砂岩碎块为主，硅化蚀变明显。包体主 

要为暗色包体，浑圆状、椭圆状为主，少量形状不规 

则，边部与岩体的界线渐变过渡，长度为 3—6 cm， 

岩性为石英闪长斑岩。 

对于岩体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定名。本文综合 

分析认为岩体岩性为石英闪长斑岩、花岗闪长斑 

岩、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斑岩、二长花岗岩。石英 

闪长斑岩见于岩体东南端边缘的局部地段，呈条带 

状小面积出露。花岗闪长斑岩、花岗闪长岩分布于 

岩体的中部及南部，构成岩体的主体 ，其中花岗闪 

长斑岩呈环带状分布于岩体边部，出露宽 2O～ 

150 m，往内部及深部逐渐过渡为花岗闪长岩。二长 

花岗斑岩、二长花岗岩主要分布于岩体的北部，南 

部钻孔内可见花岗闪长岩内有二长花岗斑岩岩脉 

侵入。在岩体东南部偶见隐爆角砾熔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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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岩石一般呈浅灰色、浅肉红色，具斑状结 

构、粗中粒 一中细粒花岗结构，块状构造，不同结构 

之间多呈渐变过渡关系，局部有较明显的结构界 

限。主要矿物成分为斜长石(24％～47％)、钾长石 

(5％ 29％)、石英(18％～32％)，次要矿物为黑云 

母(2％ 8％)、普通角闪石(0～4％)。常见副矿物有 

磁铁矿 、黄铁矿、磷灰石、锆石、榍石、钛铁矿、金红 

石、黄铜矿、褐帘石等，局部有辉钼矿、闪锌矿、泡铋 

矿、电气石等，其中既有浅源岩浆的指示性矿物铌 

铁金红石、钍石等，又有深源岩浆的指示性矿物磁 

铁矿、榍石、金红石、褐帘石等，说明岩浆物质来源 

既有深部的也有浅部的，具同熔型岩石系列特征。 

岩体内蚀变作用很弱，主要有钠长石化 、绢云 

母化、硅化、黄铁矿化和绿泥石化。 

岩体同位素年龄见表 1，形成于燕山晚期。 

2．3．2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大黎岩体岩石化学成分见表 2。与黎彤中国花 

岗闪长岩平均值相比，大黎岩体 SiO：、Fe O，、FeO、 

K：O含量偏高，A1 O 、CaO、MgO、Na O含量偏低。里 

德曼指数 盯在 1．57～2．14之间，碱性指数 AKI在 

0．52～0．64之间，属钙碱性系列；铝过饱和指数 ALl 

为 1．O4～1．39，多数大于 1．1，显示岩石属铝过饱和 

类型。 

大黎岩体稀土总量在 132．93 x 10 一218．07× 

10 之问，∑Ce／∑Y值在 4．19～4．69之间，轻、重稀 

土分异较 明显 ；fCe／Yb) 值在 3．79～9．93之 问 ， 

fLaP／b) 值在 5．94～15．75之间，属轻稀土富集型； 

(La／Sm) 值为 3．27—6．10，轻稀土间分馏作用较明 

表 1大黎岩体同位素年龄 

Table 1 Isotope ages of Dali intrusion 

显；(Gd／Yb) 值为 1．29～1．70之间，重稀土间分馏 

作用不明显。8 Eu>0．7，无明显负铕异常。 

大黎岩体及外接触带岩石主要成矿元素含量 

见表 3。由表中得知，由中心相 一外接触带的蚀变 

岩石，微量元素Ph、zn、As、sb含量逐渐升高富集。 

Cu在边缘相最为富集。岩石中微量元素与维氏值 

花岗岩类岩石对比，Ag、cu、Ph、zn、As、sb等元素相 

对富集，分别为维氏值的几倍至几十倍 ，以cu、Ag 

最为富集。Au在中心相岩石中比维氏值低，约为维 

氏值的 1／4，而在边缘相岩石中Au略高于维氏值。 

表2大黎岩体岩石化学成分表(、vt％) 

Table 2 Major elements content of Dali gra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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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大黎岩体不同岩性成矿元素含量(~10 J 

Table 3 Ore—forming elements composition of Dali granite 

sn含量仅为维氏值的 1／4。 

2．3．3岩石戚因 

在 R1一R2构造环境判别图解中(图3)，样品主 

要落人碰撞后抬升(3)及造山晚期(4)的区域 ，显 

示该岩石具有碰撞造山后抬升或造山晚期花 岗 

岩的特点，暗示该岩石可能形成于俯冲碰撞造山 

后抬升后期 ，结合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推断大黎 

花岗闪长(斑)岩形成于俯冲碰撞造山后应力释 

放的阶段。因 LaJSm比值随着 La的增加并非象分 

异结晶所预测的那样保持恒定，而是有相对较陡 

的演化趋势(图 4)，反映了岩体可能以部分熔融 

模式形成。 

岩石中斜长石和钾长石成分的电子探针分析 

结果，大黎岩体形成压力在 1～2．5 kb，据长石地质 

温度计计算出岩体形成温度为 500％左右l 7l。 

大黎岩体铅同位素组成变化范围小(表4)，均一 

化程度高，属年青的正常铅。 值为9．79，低于地壳 

( =13．22)，高于下地壳( =6．21)，Th／U值为 4．06， 

高于原始地幔(Th／U=3．35)和上地壳(Th／U=3．33 o表 

明岩浆物质主要来源于下地壳或地壳深部，有部分 

R1 

图3大黎花岗闪长(斑)岩R1一R2构造环境判别图解[91 

Fig．3 R 1一R2 plot for granodiorite in Dali deposit 

1一地幔分异产物；2一板块碰撞前的；3-碰撞后的抬升；4一造1【J 

晚期的；5一非造山的；6-同碰撞期的；7-造山期后的． 

地幔物质加入。 

2．4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根据大黎地区土壤测量成果，异常元素具有以 

大黎岩体为中心的水平分带现象，从岩体往外，异 

常元素组合分带依次为：Mo(Cu)带一Ph(zn)、Ag 

(Au)带。Mo异常主要分布在大黎岩体内外接触带 

200～600 m的范围内，Cu异常主要分布于自接触 

带向外 500～1500 m的范围内。Mo、Cu异常套合较 

好 ，均具多个浓集中心，一般含 Mo 10×10 ～20 X 

10 、Cu 100×10_6—300×10 ，最高含 Mo 350 X 

10,6 xCu 1 000×10 。异常内发现了多个钼矿区内已 

发现多条含矿断裂带，发现小型铅银(金)锌多金属 

矿床 1处。 

3矿床地质特征 

3．1矿体特征 

钼矿体赋存于大黎岩体南端的内外接触带，受 

I丑r×1 

图4大黎岩体La／Sm—La图解 

Fig．4 La／Sm vs．La plot for Dali gra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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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接触带控制，平面上呈环形围绕岩体分布，产 

于接触面两侧 100～200 m的地段内。剖面上呈透 

镜状、条带状大致沿水平方向延伸。其中外接触带 

黄铁绢英岩化地段为矿体的主要赋存部位，矿体往 

接触面方向矿体收拢汇合，厚度增大，特别是岩体 

接触面陡倾斜的地段，往往有厚大的矿体赋存；远 

离接触面矿体分散尖灭 ，厚度迅速变小。花岗闪长 

斑岩内亦有分布。矿体与围岩界线靠采样分析确 

定。矿区目前已发现钼矿体 9个，除①号矿体外，其 

它均为隐伏矿体。主矿体出露长数百米，宽数十至 

一 百多米，剖面上呈透镜状，少部分呈条带状，多层 

产出(图 5)。矿体单层厚 0．85～74．42 m，Mo品位 

0．03％ 0．17％。赋矿岩石主要为石英角岩、绢云母 

石英角岩、绢云母角岩及花岗闪长斑岩。 

3．2矿石特征 

矿石金属矿物有黄铁矿、黄铜矿、金红石、磁黄 

铁矿、白铁矿、辉钼矿和褐铁矿等，局部有少量的黑 

钨矿，以黄铁矿、磁黄铁矿和辉钼矿为主。金红石呈 

半自形粒状，多分布在碎裂岩块中，充填物中亦有 

分布；黄铁矿多为呈半 自形或它形粒状、细脉状分 

布在石英颗粒晶隙间或裂隙中，黄铁矿粒径 0．1～ 

0．5 mm之间，最大 1 mm左右；黄铜矿呈不规则粒 

状零星分布 ，与磁黄铁矿共生；辉钼矿呈片状分布 

在充填物中的硅质石英中，粒径 0．05 mm左右。 

非金属矿物以石英、长石、绢云母为主，次为黑 

云母、绿泥石、绿帘石、方解石等。 

次生金属氧化物有：钼华、褐铁矿等。地表以下 

20 m的氧化带中主要由次生氧化矿物组成。 

矿石结构有鳞片结构，半 自形或它形粒状结 

构，溶蚀交代结构、包含结构等。 

矿石构造以网脉状构造为主，其次为细脉状构 

造，浸染状构造较少见。据野外观察辉钼矿细脉主 

要充填在 NW 向、NE向和近 E—w 向三组节理、裂 

隙中，大多与石英细脉相伴产出，少部分为单矿物细 

脉，脉长 0．5～2m，个别可达4m，一般脉厚 1～2mm， 

最厚 6 mm。在相互切割的石英细网脉中，辉钼矿或 

表4 大黎岩体铅同位素组成 

Table 4 Lead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Dali granite 

岩体名 产出 

称 
样数 2。 

Pb／204Pb

铅同位
~~T

素

eb

比

／2O

值

4pb

(‰ )

2。。Pb／2。4Pb 

源区特征值 

LL Th／U 

大黎 矿喜辜 矿 1 1 8．525 1 5．774 39．035 9．79 4．06 3 17．589 15．698 

回 t 圆  匝 s 口 s 四  因  

圈 8 豳 9 豳 10 豳 11圈 12囤 13圃  

图5大黎钼矿区2号勘探线剖面图 

Fig．5 No．2 exploration line in Dali Mo deposit 

1一寒武纪黄洞口组第一段；2一晚白垩世花岗闪长岩；3一晚白垩世花岗闪长斑岩；4一实、推测地质界线；5一岩相界线；6-花岗闪长岩；7一 

花岗闪长斑岩；8一石英角岩；9一绢云石英角岩；10一黑云石英角岩；11一石英绢云角岩；12一绢云角岩；13一钼矿体；l4一完工钻孔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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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脉壁生长，或浸染于脉体中，或沿脉体中部裂隙充 

填，据此推测至少存在 3个阶段的矿化活动。 

3．3围岩蚀变 

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绿 

泥石化、碳酸盐化，以黄铁矿化、绢云母化为主，蚀变 

范围广，围绕岩体呈面状分布，不同蚀变间相互重 

叠。以接触带为起点向外，大致可划分出如下蚀变分 

带：①O～100 m为黄铁绢英岩化带，此带内石英网 

脉发育，含脉率达(2～10)条 ／10 cm，脉幅小至0．2mm 

以下，大者多在 1—5 mm之间，1 cm以上的脉体较 

少见，黄铁矿化较强，岩石多具绢云母化 ；②100～ 

200 m为黄铁矿、绢云母化带，石英网脉大为减少， 

而由黄铁矿网脉取代；@200 m以远角岩化范围内 

为绢云母化、绿泥石化带，以绢云母化为主，绿泥石 

化主要出现于边缘地段。钼矿体主要赋存于黄铁绢 

英岩化带内，黄铁矿、绢云母化带有少量分布。 

4矿床成因探讨 

4．1成矿物质来源 

矿区岩性主要为寒武系黄洞口组的砂岩、粉砂 

岩、泥页岩，大黎岩体的花岗闪长(斑)岩及围绕大 

黎岩体分布的热变质岩 一角岩类。与区域地层相 

比，矿区寒武系中的Mo含量高出2～3倍，可为区 

内钼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来源。角岩类岩石 

的 Mo含量明显 比未受热变质的岩石高 2～30倍 

(表 5)，说明 Mo的富集与岩浆活动密切相关。花岗 

闪长(斑 )岩的 Mo含量比同类岩石高 30倍左右 ， 

与南岭地区同期花岗岩比高 5O～70倍。因此，可认 

为大黎花岗闪长(斑)岩体是本区钼矿的成矿母岩， 

不仅提供矿质来源，还提供大量热能、热液，加剧其 

周围受热地下水对流、循环，使成矿元素活化、迁 

移，转入成矿热液中富集成矿。 

4．2矿床成因 

在中生代，大瑶山成矿带处于华南陆块内部， 

因强烈的燕山运动，先存的古老板块进一步复活、 

挤压、碰撞和下部地壳的俯冲，在上地幔引起分熔， 

所产生的中一酸性岩浆侵入到陆壳中。因硅铝质地 

壳中钼相对富集，所以岩浆侵位的过程也是进一步 

获得成矿物质过程。当岩浆侵位到距地面较近处， 

围岩受热变质发生角岩化，岩浆结晶分异作用析出 

的挥发性组分与先结晶的硅酸盐及围岩反应，形成 

表5 大黎矿区不同岩性成矿元素含量(xlO-~) 

Table 5 Ore—forming elements content in different wall-rocks in Dali deposit 

含红柱石云母角岩 

角岩化砂岩 

云母角岩 

云母石英角岩 

长英角岩 

角岩化粉砂岩 

云母长英角岩 

角岩化石英砂岩 

黄铁矿化云母角岩 

花岗闪长斑岩 77 

2 

1．9 26．2 25．5 205．5 29．8 

1．8 75 75 1200 23．5 

[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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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蚀变。挥发性组分的不断聚积形成强大的内压 

力 ，导致岩体顶部爆破，沿岩体顶部边部产生网状 

裂隙，局部形成爆破角砾岩，由此形成一个开放的 

循环对流系统。压力的突然释放、大气降水和同生 

水更多地与上升的岩浆热液汇合 ，造成 pH、温度、 

盐度等都发生急剧变化，打破了热液系统的物理化 

学平衡，引起成矿元素自热液中先后沉淀富集 ，形 

成开放充填的石英 一辉钼矿网脉或细脉型矿化。 

根据矿体产出特征、围岩蚀变及其与岩体的关 

系，并与江西的德兴铜钼矿床、广东圆珠顶铜钼矿 

床进行类比，初步确定大黎钼矿成因类型为斑岩型 

钼矿床。 

5找矿标志及找矿方向 

5．1找矿标志 

构造标志：围绕岩体边缘分布的石英网脉发育 

地段为矿(化)体的主要赋存部位。 

矿物标志：辉钼矿、钼华的存在是直接的指示 

标志。 

蚀变标志：黄铁绢英岩化带为钼矿的富集地 

段，因此黄铁矿化、硅化、绢云母化多种蚀变叠加地 

段最有利于发现钼矿(化)体。 

化探异常标志：具一定规模和一定强度的Mo 

化探异常是钼矿化存在的指示标志。 

5．2找矿方向 

(1)大黎岩体西南接触带，目前已发现有较大 

规模的钼矿体，但工作程度仍较低，从不同比例尺 

化探异常规模来看，还有更大的找矿空间，可作为 

下一步找矿的重点工作区。 

(2)大黎岩体东部 ，化探 Mo异常规模大，强度 

较高，且在异常检查中地表已发现有很好的钼矿 

化，是有望取得找矿突破的有利地段。 

(3)在高村、武林、车田、大黎镇东等地 Mo、Cu 

异常套合性好，强度高，浓集中心明显，异常分布与 

接触蚀变带分布吻合，成矿条件有利，找矿前景好。 

(4)大瑶山地区构造 一岩浆活动强烈，燕山期 

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小岩体发育，其成岩环 

境大多与大黎、园珠顶等已知含矿岩体类似，面上 

找矿中应重点关注。 

本文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了徐德明研究员的审 

阅和补充、修改，同时审稿专家提 出了宝贵的修改 

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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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neralization Feature and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Dali M olybdenum 

W EI Zi—Ren ，HUANG Yao-Ping 一，YE You—Le ， 

(J．No．6 Geological team of Guangxi,Guigang 537100,Guangxi,China；2．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Dali molybdenum deposit of Tenxian，Guangxi province is located in Dayaoshan gold polymetallic 

metallogenic belt of southwestern Qingzhou-Hangcheng joint zone．The ore-bodies are occurred in inner contact 

zone between Cambrian Huangkoudong Formation and south part of Dali granite，and mainly found in beresitiza— 

tion zone which is around the Dali granite．The wall rock alteration is widely developed around the intrusion，and 

mainly are pyritization and sericitization．Ore are mainly stockwork structure，and some fine—vein structure，the 

disseminated structure is rare．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indicated that Dali deposit is belongs to por- 

phyry-type deposit．The important prospecting signage are：outcrops appeared molybdenite and molybdine，quartz 

stockwork around porphyry，beresitization alteration，geochemical anomaly of molybdenum．Outcrop of granitic 

porphyry of Dayaoshan area and Mo——Cu geochemical anomalies fit better region are the potential prospecting area． 

Contact zone of southwestern Dali granite，east part of the Dali granite are favorable for finding
．

ore deposit，and 

should be the most potential prospecting targets． 

Kay words：geological feature；magmatic rocks；prospecting criteria；prospeetion direction；Dali Mo deposit； 

Tengxian，Guangxi province 

(上接第 382页) 

Geological Feature and Prospecting Potential of Dajinshan W-Sn Deposit， 
Yunfu，Guangdong Province 

GUO Min 

(Geologic Survey of Guangdong province，Guangzhou 510080,China) 

Abstract：Dajinshan W——Sn deposit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Daganshan areuate fault zone with strong 

magmatic activity and complex structures．W—Sn ore—bodies are mainly occurred in main fault and flanking 

tectonic fissures with nearly parallel output，the main mineralization types are quartz—vein type，tectonic crushed 

zone—quartz vein complex type and alteration rock type．According to the latest mineral exploration results，it is 

expected that the entire mining area of W 03+Sn resources greater than 80，000 tons，and the mine located above 

the base level of erosion，easy to adopt and election，could become a new large-scale tungsten mineral resource 

base in Guangdong province． 

Kay words：fault；Yanshanian granite；ore genesis；Dajinshan W—Sn deposit；Yunfu，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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