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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锡矿资源丰富
,

工业储量居世界首

位
。

主要分布在西南
、

中南地区
。

广西
、

云

南
、

湖南
、

广东
、

江西五省的保有储量占全

国总量的 85 %
。

我国锡矿类型较齐全
,

原生

矿 多 ( 占总储量的 82 环 + )
,

砂 矿 少 (约占

总储量的 17 写 )
。

我国锡矿的另一特 点 是
:

单一的锡矿床少
,

共生矿 多
,

伴生
、

共生金

属元素多达 20 种以上
,

综合利用价值高
。

一
、

锡矿类型

我国锡矿分砂锡矿和原生锡矿两大类
。

砂锡矿主要类型有残积
、

坡积
、

冲积
、

洪积四种
。

以化学凤化为主的易溶地貌中残

一坡积型分布普遍
。

滨海砂矿主要发现于广

东海丰
、

陆丰沿海
,

为大陆冲积砂矿
,

规模

不大
。

迄今尚未发现古砂矿和滨外砂矿
。

人

工堆积砂矿主要在个旧老矿采区
,

是一种值

得重视的锡资源
。

近几年在滇西发现的新歧

花 岗岩面型风化壳型的砂锡矿
,

是东南亚主

要产锡国的重要矿床类型之一
。

原生锡矿的类型有
:

锡石一硫化 物 型
、

矽卡岩型
、

锡石一石英型
、

花岗岩型等
。

锡石一硫化物型
:

分布广
,

规 模 大
,

易

选
。

占全国探明储量的 52 %
。

是我国锡的主

要来源
。

矿床产于花 岗岩体内外接触带及碳

酸盐岩及硅质岩中
。

矿体受断裂
、

裂隙构造

或层间裂隙
、

节理控制
,

矿体呈脉状
、

层状
、

似层状
、

透镜状产出
。

锡石 ~ 硫化物矿床是

以锡为主的多金属矿床
,

含锡 0
.

2 ~ 3%
,

如

个 旧老厂
、

松树脚等矿床属此类型 ; 有些矿

床 (如广西大厂长坡
、

巴厘
、

龙头山 ) 除金

属硫化物以外
,

以共生有脆硫锑铅矿等硫盐

类矿物为特征
。

可称锡石
一硫化物

一
硫盐类矿

床
。

矽卡岩型
:

规模大
,

储量占全国探明总

量的 30 %
。

矿床产于花岗岩与碳酸盐岩的接

触带及外接触带层间裂隙带中
。

矿体形态呈

层状
、

似层状
、

透镜状
、

囊状
、

脉状
。

矿石

成分复杂
。

含锡矿物有
:

锡石
、

黝锡矿
、

马

来亚石
。

在石榴石
、

磁铁矿等矿物晶格中也

有锡赋存
。

按矿石类型又可分为
:

矽卡岩型

锡矿床 (如个旧 ) ;
矽卡岩型锡钨 矿 床 (如

湖南江华河路口上狗坑 ) ; 矽卡岩型锡 铜 矿

床 (如广西德保钦 甲 ) ; 矽卡岩型铁锡 矿 床

(如内蒙黄岗 )
。

除矽卡岩型铁锡矿 床 外
,

大部分已开采利用
,

具有较大工业价值
。

锡石一石英型
:

占全国锡矿探明储 量 的

15 %
。

单个矿床规模较小
,

但锡石粒度大
,

可造性能好
,

回收率高
,

大部分已知矿床已

开采利用
,

工业意义较大
。

矿体产于花岗岩

类岩体内外接触带及围岩的构造裂隙中
,

矿

体呈脉状
、

细脉状
、

网脉状
、

透镜状产出
。

斑岩型
:

是近几 年 发 现 的
,

具一定规

模
,

典型矿床为广东银岩锡矿
。

花岗斑岩呈

小岩筒
,

全岩锡矿化
,

工业锡矿体主要分布

于岩筒顶部及部分周边围岩中
,

向深部锡矿

化减弱
,

出现铂矿化
。

锡石呈星点浸染状
、

细脉浸染状分布
,

矿化均匀
。

花岗斑岩强烈

蚀变
,

主要有钾长石化
、

黑云母化
、

云英岩

化
、

绢云母化
。

花 岗岩型
:

锡常和妮
、

祖共生
,

或为锐祖

矿床的伴生组分
,

占全国探明储量的 l % 十
,

易选
,

已开采利用
,

具有一定工业意义
。

锡

石
、

泥祖铁矿等金属矿物呈浸染状产于花岗

岩体顶部的钠长石化
、

黄玉化蚀变带中
,

并

常伴生黑钨矿
、

白钨矿等可供综合利用
。

除上述主要类型外
,

尚有云英岩型锡矿

床
,

但规模一般较小
,

易选
,

有一定工业意

义 ; 伟晶岩型锡矿床
,

锡为妮担矿床的伴生



组份
;
石英

一
绿泥石型锡矿

,

规 模 小
; 火山

岩型锡矿
,

在内蒙
、

甘肃均有发现
,

但规模

不大
。

二
、

主要成矿远景区 (带 )

我国锡矿成矿带的分布受古亚洲
、

滨太

平洋及古地中海一喜马拉雅三个不同的大地

构造所控制
。

北部形成天山一兴安东西向的

锡矿成矿域
;
东部形成华南及东南沿海锡矿

成矿域
;
西南部形成滇藏锡矿成矿域以及扬

子准地台锡矿成矿域
。

1
.

滨太平洋锡矿成矿域

是我国主要的锡矿分布地区
,

锡矿地质

找矿勘探和开采的历史悠久
,

探明的锡储量

占全国总量的 95 %
。

可以划分三个 111 级成矿

区
:

( 1 ) 吉黑褶皱系锡矿成矿区
:

张广才

岭锡矿带与苏联的锡霍特一阿林 成 矿 带 毗

邻
,

有找锡矿的前景
。

成矿作用主要与华力

西期花岗岩有关
,

为矽卡岩型铁
、

多金属
、

锡矿床
。

( 2 ) 华南褶皱系锡矿成矿区
:

大致以

广西东北部为北界
,

东段以钨为主
;
西段以

锡为主
。

大型锡矿床主要分布在褶皱带接近

地台部分
,

成矿时期以燕山晚期为主
,

区内

矿床类型齐全
。

进一步可划分若千 111
、

VI 级

成矿带
。

其中右江成矿带 ( 111 级 ) 的探明储

量占全国总量一半以上
,

是我国最重要的锡

矿带
。

个旧锡矿
、

都龙锡矿
、

大厂锡矿均分

布在此带
。

找矿前景仍然很好
。

( 3 ) 东南沿海褶皱系锡矿成矿区
:

位

于浙江
、

福建
、

粤东沿海部分地区
,

为一中

生代火山岩带
,

锡矿成矿作用主要和燕 山晚

期花 岗岩有关
。

它包含浙江东部沿海火 山岩

断陷带
,

福建政和一大浦大断裂以西的闽西

北隆起区与闽西南坳陷的过渡带以及闽东火

山岩带发现了锡矿点和锡异常区
。

2
.

滇藏锡矿成矿域

是六十年代以来所发现的锡矿成矿区
,

主要分布于四川及云南的西部
,

向北西已延

人西藏境内
。

此锡矿带为东南亚锡矿带的北

延部分
。

( 1 ) 松潘一甘孜褶皱系锡矿成矿区
:

邓柯一乡城锡矿带
,

位于金沙江深断裂带以

东
,

甘孜一理塘深断裂带以西地带
。

出露地

层以强烈褶皱的上三叠统火山岩系为主
。

燕

山晚期花 岗岩与锡矿关系密切
。

矿床类型以

锡石多金属矽卡岩型
、

锡石矽卡岩型为主
,

砂矿也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

( 2 ) 三江褶皱 系锡矿成矿 区
:

澜沧江

锡矿带主要沿澜沧江西侧分布
,

与缅甸和东

南亚锡矿带之中带相连
。

锡矿床 (点 ) 主要

分布于印支 ~ 燕山早期形成的临沦花岗岩基

的西部外接触带
,

成矿作用与该岩基内后期

形成的花岗岩有关
,

矿带南端地处亚热带
,

岩石风化强烈
,

形成残坡积型锡矿化点
。

此

带延人西藏境内为类乌齐一左贡锡矿带
,

电

气石化锡石石英脉产于黑云母花 岗闪长斑岩

脉中
。

( 3 ) 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褶皱系锡成

矿区
:

腾冲一梁河锡矿带
,

为东南亚锡矿带

西带的北延部分
,

云南境内分为
:

中亚带
、

东亚带和西亚带
。

其 中以中亚带为最主要
。

中

亚带位于大盈江断裂西侧
,

成矿时代为燕山

晚期至喜山早期
,

锡矿产于燕山晚期古永花

岗岩基及旁侧小岩株内外接触内
。

目前已发

现老厂
、

腾冲铁窑 山等锡矿床
。

矿床类型以云

英岩型为主
,

其次为云英岩化矽卡岩型矿床
。

3
.

扬子准地台锡矿成矿域

本区有工业价值的锡矿分布于康滇地轴

锡矿成矿区及江南台隆锡矿成矿区
。

另外在

上扬子台褶带
、

浙西一皖南台褶带均发现锡

矿床 (点 ) 及锡异常
。

( 1 ) 康滇地轴锡矿成矿区
:

位于扬子

准地台西缘
,

是我国锡 (钨 ) 矿成矿时代最

老的地区之一
。

该成矿区北段成矿作用与晋

宁一澄江期花岗岩有关
,

主要分布在安宁河

断裂东侧
。

已发现的锡矿床 (点 ) 主要赋存

在岩体外接触带的矽卡岩中和岩体顶部围岩



中
。

该成矿区南段目前以钨矿床为主
,

只发

现小型砂锡矿
。

但 尚有寻找砂锡及原生锡矿

的前景
。

( 2 ) 江南台隆锡矿成矿区
,

是近几年

发现的具有一定远景的成矿区
,

主要锡矿床

沿台隆南北西侧分布
。

地处台隆南侧的桂北

宝坛一元宝山成矿带
,

与锡矿成矿作用有关

的主要为雪峰期和燕山期黑云母花 岗岩
。

矿

床类型有
:

云英岩型
、

锡石
一硫化物型 及 锡

石一石英型
。

有的矿床已达大型 规 模
;
地处

台隆东段一九岭一高台山隆起及其边缘部分

的赣北锡矿成矿带
,

己发现 中等规模的锡矿

床
。

如 曾家垄锡石硫化物矽片岩矿床
,

矿体

呈层状
、

似层状产于燕山晚期外接触带震旦

系上统灯影组中
、

下段灰岩中
; 尖锋坡锡矿

主要工业矿体呈层状产于震旦系酮门组石英

质砂砾岩顶部
,

锡石石英
、

锡石电气石
、

锡

石硫化物呈细脉浸染状产 出
。

理
.

天山一兴安锡矿成矿域

内蒙锡矿带
:

锡矿成矿时代始于华力西

晚期
,

而以燕 山期为主
。

锡矿床类型主要是

锡石磁铁矿矽片岩型
、

锡石
一硫化 物 型

,

次

为云英岩型
。

黄岗一甘珠尔庙成矿带
,

呈北

东 向展布
,

长 3 00 公里
,

宽 35 公里
。

带内共

发现锡
、

多金属矿点 30 多处
。

其中有著名的

黄 岗大型铁锡矿
;
在内 蒙 东 北 部

,

已知铜

(铂 )
、

铅锌矿床 (点 ) 几十处
,

同时广泛发

育钨
、

锡重砂异常
。

根据苏联外贝加尔及远

东地区分布的锡矿带推测
,

此区是一个潜在

的锡矿成矿带
。

除上述主要成矿远景区外
,

中朝准地台

的胶辽台隆
、

秦岭褶皱系的南侧昌地槽褶皱

带
,

均发现了锡矿点和锡异常
,

有找矿前景
。

三
、

对锡矿地质工作部署的几点意见

解放后我国锡工业从地质勘探
、

采矿
、

冶炼和资源综合利用都有了较大发展
。

1 9 4 9

年全国产锡只有 4 90 吨
, 1 9 5 9年达到 3

.

68 万

吨
,

居世界第二位
。

但由于多年的开采
,

开

采条件越来越复杂困难
,

以及管理水平
、

技

术水平等因素影响了锡矿业的发展
, 1 9 9 3年

我国锡产量已退居世界第六位
,

这与我国锡

矿的资源优势是极不相称的
。

因此
,

应变资

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

振兴我国锡矿业
。

“
七五

”
期间

,

锡矿地质工作应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
:

1
.

进一步加强重点成矿远景区带 的 锡

矿地质工作
,

对其中成矿条件极为有利
,

并

已发现矿床 (矿点 ) 和矿化线索地区
,

应加

强普查评价
,

择优进行对 口勘探
,

尽快提供一

批新的资源基地
;
在即将采完或闭坑的锡矿

山外围找到新的锡矿基地
,

满足矿山的急需
。

2
.

对易采易选的小矿加快评价 速 度
,

一般做 了初查即可交地方边采边探
,

充分发

挥锡矿经济效益好的优势
。

3
。

积极寻找砂锡矿
。

砂锡矿探采 成 本

低
,

见效快
。

西南三江地区
、

内蒙昭盟
、

新疆东

部
、

西藏班戈地区应加强砂锡矿的找矿工作
。

4
.

积极寻找新类型锡矿床
。

花岗 岩 型

锡矿在泰国是主要锡矿类型
,

在滇西有广阔

的找矿前景
;
火山岩型锡矿是玻利维亚的主

要类型
,

在我国内蒙
、

东南沿海 火 山 岩 地

区
,

要注意寻找此类型矿床
。

5
。

加强锡矿地质研究工作
,

了解 东 南

亚国家
、

苏联以及玻利维亚等国锡矿地质特

征及找锡矿经验
,

争取在天山一兴安地槽褶

皱系
、

东南沿海等地 区找锡工作有所突破
。

6
.

采用先进的技术
,

加强找矿评 价 速

度
。

要进一步推广X 荧光技术在找锡领域里

的应用
。

7
.

加强选矿试验研究
,

使我国已 探 明

的储量众多的铁锡矿及粒度细的锡石得到利

用
。

8
。

注意综合找矿
,

综合 评 价
。

我国锡
,

矿床共生
、

伴生有用组份多
,

综合利用价值

高
,

除注意与锡伴生的妮
、

担等稀有和铜
、

铅
、

锌
,

锑等有色金属矿产外
,

还应注意银

和金等贵金属矿产的综合评价
。

(地矿部地矿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