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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位于雪峰弧形构造带中段的渣滓溪锑钨矿床，其空间定位和矿体展布受区域性北东 

向岳溪(F )、马家溪(F：)两导矿断裂和控矿断裂F 控制，锑矿脉成群成带分布，矿体向南东侧 

伏，倾向延深大于走向长；白钨矿(化)层与锑矿脉近于垂直相交，其富集地段与锑矿密集区一 

致，分布于锑矿脉 I脉组范围内。根据矿区锑钨矿床地质特征、成矿地质条件及富集规律分析， 

认为矿区深部及外围黑冲坑一带具有较大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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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渣滓溪矿区位于湖南省重要的金锑钨成矿 

带一雪峰弧形构造带中段。矿床规模达大型，锑 

矿为脉状，白钨矿属层控型，锑矿脉与白钨矿层近 

于垂直相交。其矿床独有的特征引起了许多学者 

的兴趣。本文在总结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 

矿山三年来危机矿山找矿成果，对矿床地质特征 

及矿化富集规律进行了归纳与总结，进而指导本 

区的地质找矿工作。 

2 成矿地质背景 

渣滓溪锑钨矿处于雪峰弧形构造带中段转弯 

处内缘，区内经历了雪峰、加里东、印支、燕山等构 

造运动。区内出露地层主要有板溪群，次为震旦 

系、寒武系和泥盆系，其中板溪群为主要赋矿地 

层。区内主要构造线方向为北东向，轴向北东的 

褶皱与叠瓦式分布的走向逆断层相伴产出，具有 

典型的断块式构造特征，区域性北东向岳溪断裂 

(F )和马家溪断裂(F：)为区内主要导矿构造，两 

者与其所夹持的上升地块控制了区域内一系列金 

锑钨矿床(点)的分布，渣滓溪锑钨矿即处于 F 、 

F，所夹持的上升地块内(图1)。 

区内岩浆岩不发育，仅矿区南西奎溪坪及黑 

冲坑一带见有规模很小的云煌斑岩脉侵入于寒武 

系及板溪群地层中，与锑钨矿化无明显关系。区 

域地球化学特征主要表现在赋矿地层中的 w、 

Sb、As等主要成矿元素含量高出地壳丰度的数十 

倍至数百倍，其中Sb达 195倍，断裂中sb甚至可 

达 510倍，w为地壳丰度的4．1倍⋯。水系沉积 

物 Sb异常呈带状分布，与已知矿床 (点)吻合 

良好 。 

区域矿产较丰富，以钨锑矿最具特色，共有 

20处，其中已查明大型锑(钨)矿矿床 1处，中型 

3处，小型 6处。按其控矿构造形式可将本区域 

内的锑钨矿床划分为裂隙充填型、层控型(层间 

破碎带型)，唯本矿区兼有以上两种类型。 

3 矿床地质特征 

3．1 赋矿地层 

区内赋矿地层为板溪群五强溪组第二段(Pt— 

bnw )，为一套浅海相复理石建造的浅变质碎屑 

岩及火山碎屑沉积岩，总厚度大于 880 m，分为4 

层，锑、钨矿赋存于第二、三层中，钨矿仅赋存于第 

三层(Ptbnw )中。前者岩性为条带状凝灰质板 

岩，夹绢云板岩、细砂岩、凝灰岩、凝灰质砂岩及板 

[收稿日期]2O15一o9—15 

[基金项目]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项目(200743053)资助。 

[作者简介]吴梦君(1970一)，男，工程师，主要从事矿山地质及研究工作。 







第4期 吴梦君：湖南渣滓溪锑钨矿地质特征、富集规律及找矿前景 ‘259· 

Ⅲ脉组：距 F3 700余米，由4条矿脉组成，仅 

见零星小矿分布。 

上述 I、Ⅱ脉组于-70中段新发现 5条隐伏 

矿脉，至一160中段隐伏矿脉增至 9条，矿体薄而 

富，矿脉间距变小，向 F 收敛、靠拢 ，矿体往深部 

具有变厚、变富的趋势。 

3．3．2 白钨矿层(体)特征 

主要分布于锑矿脉 I脉组中，矿层与锑矿脉 

近于垂直相交，与岩层产状一致(图 5)；含钨矿 

(化)层 26层，其中有 11层矿化较好，矿(化)层 

中不均匀分布白钨矿细脉，单条长 0．3～2．0 m， 

宽一般 1～4 mm，白钨矿细脉较密集处构成工业 

矿体，矿体呈层状、似层状及透镜状，单个矿体走 

向长 5～150 m，厚 0．18～6．93 m，一般厚 1～2 

m，WO30．065x10一 ～ 16．08x 10～；一般 0．2x10 

v̂0．8x10～；沿倾向延深已控制600余米，即倾向 

延深与走向长之比大于 1：4。在锑矿脉密集地 

段，白钨矿相对较富。 

图5 渣滓溪锑钨矿区 W4线剖面图 

Fig．5 W4 section map of Zhazixi antimony—tungsten mining area 

1一五强溪组第二段第四层 ；2--~j二段第三层；3一第二段第二层；4一地形线；5一地层界线 

6一断层及编号 ；7一钨矿层及编号；8一锑矿脉及编号；9一岩层产状；1O一穿脉工程 

3．4 矿石特征 构造及条带状构造等。 

(1)矿石类型。以石英一辉锑矿矿石为主， 

其次为石英一白钨矿矿石、辉锑矿一白钨矿矿石。 

(2)矿石组分。金属矿物主要有辉锑矿，次 

为白钨矿，黄铁矿及锑的氧化矿物。脉石矿物主 

要有石英，次为碳酸盐矿物。 

(3)矿石结构构造。矿石结构主要为淀晶结 

构，次为变晶结构及碎裂结构。矿石构造主要有 

致密块状构造，细脉状构造，浸染状构造，角砾状 

3．5 矿化阶段 

分为石英一白钨矿阶段和石英一辉锑矿阶段 

等两个主要矿化阶段。 

3．6 蚀变类型 

围岩蚀变有硅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等。以 

硅化与锑矿化关系最为密切，呈正相关关系。蚀变 

宽度一般仅数毫米至数十厘米，最大不超过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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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矿床类型及成生关系 

(1)矿床类型 

锑矿床成因类型为中低温热液锑矿床。矿床 

工业类型为裂隙充填型脉状矿床。 

白钨矿床成因类型属中偏高温热液矿床，工 

业类型为层控裂隙充填型矿床。 

(2)白钨矿与辉锑矿的成生关系 

两者均受断裂控制，构造发育的初始阶段，产 

生节理裂隙，充填白钨矿，而后期构造活动进一步 

加剧而产生含锑扭性断裂面(或剪切裂隙面)。 

但局部地段所反映出来的二者共生现象，表明白 

钨矿有二次成矿作用，总体而言，说明白钨矿生成 

在先，辉锑矿在后的成生顺序。 

白钨矿的生成温度在235～335~C之问，而辉 

锑矿生成温度在 130～290℃之间，前者为中温， 

后者为中一低温，表明白钨矿与辉锑矿有成因联 

系，但属两个不同的成矿阶段。 

白钨矿体与辉锑矿体的空间分布近于一致。 

两者赋矿地层近于相同，只是白钨矿对岩性的选 

择性较强，辉锑矿富集地段也是白钨矿的富集地 

段，其分布关系密切。 

4 富集规律 

倾向延伸较大的柱状矿体，其倾向延深是走向长 

的 1．5～5倍。构造活动不仅为矿液活动提供 

了通道和沉积场所，而且本身就是矿液活动和 

成矿物质活化、迁移 的驱动力 3 J。它导致 了成 

矿作用的发生和矿床(体)的定位，对成矿起主 

导作用。 

4．2 地层及岩性的控矿、富集作用 

赋矿地层板溪群五强溪组为雪峰弧形构造 

带金锑钨矿成矿的重要矿源层 J，其上段的第 

二、三岩性层岩性组合为凝灰质砂岩、凝灰质板 

岩、砂质板岩夹杂砂岩等，岩层软硬相间，既易 

破裂形成有利矿质富集沉淀的构造空间，又有 

良好的隔挡性能。当断裂构造穿过有利岩性地 

段——五强溪组第二段的第二、三岩性层时，锑 

矿化加强 ，矿体呈现顺地层倾 向往南东侧伏的 

规律 (图 4)。 

白钨矿受一定层位及岩性控制，尤其是岩性 

控制明显。含钨构造裂隙(节理)往往发育于五 

强溪组第二段的第三层(Ptbnw )中的凝灰质砂 

岩、凝灰质粉砂岩、石英砂岩中，它们往往与含锑 

构造密切相关，即当含锑构造穿过白钨矿有利岩 

性层时，两侧的次级节理裂隙才可能含钨，不是穿 

过赋矿层，或赋矿层远离含锑断裂，即使有次级裂 

隙，矿化也较微弱。 

4．1 断裂构造的控矿、富集作用 4．3 矿脉(层)空间富集规律 

矿区的主要控矿构造是 F 。所有容矿断裂 

均位于其上盘，并随着其与 F，距离的加大，断裂 

裂密度减少，矿化亦随之减弱。 上盘成群成带 

出现的 NWW--NW 向容矿断裂控制着锑矿脉的 

产出及其延伸，矿脉集中发育于靠近 F 上盘的构 

造裂隙相对密集地段，尤其构造裂隙的张裂部位 

及两组裂隙交会部位，矿化更为富集，往往形成沿 

F 为区内控矿断裂。锑矿脉 I、Ⅱ、Ⅲ脉组 

中，I脉组距 F 最近，矿化最强，至 Ⅱ、Ⅲ脉组矿 

化渐弱；沿倾向往深部至-25中段 Ⅱ脉组反向倾 

斜，向 F1靠近，矿体变厚、变富，至一160中段该趋 

势更加明显(表 1)。钨矿(化)层矿化与 F，的空 

间关系则更趋明显，工业矿体仅限于锑矿脉 I脉 

组范围内，至 Ⅱ、Ⅲ脉组范围仅具钨矿化。 

表 1 43号锑矿脉各中段沿脉工程见矿情况表 

Table 1 Ore occu~ence condition of drift engineer in middle No．43 antimony v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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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找矿前景分析 

综合分析区内锑钨矿床特征、成矿地质条件 

及富集规律。认为矿区深部及外围黑冲坑一云雾 

山一带具找矿前景。 

(1)矿区深部 

矿区深部各矿脉向 F 靠近、收敛，矿脉规模 

增大，矿体具变厚、变富的趋势；矿体倾向延深为 

走向长的 1．5～5倍，且矿体往南东侧伏方向及 

侧伏角与赋矿地层产状基本一致；根据本次危机 

矿山找矿成果 ，深部控矿标高至一530 m，倾向延 

深达 1 000 m，矿体变厚幅度增大，且一160中段 

I、Ⅱ之间，Ⅱ、Ⅲ脉组之间隐伏矿脉增加，喻示矿 

床延深将大大增加，显示深部找矿潜力巨大。 

(2)黑冲坑一云雾山远景区 

位于区域性北东向岳溪断裂(F )和马家溪断 

裂(F )所夹持的上升地块内，其赋矿地层岩性及控 

矿构造、矿化蚀变、矿床类型特征与渣滓溪锑钨矿 

区相似。水系沉积物 sb、As元素异常浓集中心明 

显，与已知矿点吻合良好；已在区内发现 NW 向锑 

矿脉多条，据民采资料，浅部矿体厚一般 0．1— 

0．4 m，锑品位为 1．41×10 ～25．43~10～。往下部 

有变厚的趋势，类比渣滓溪锑钨矿区浅部矿化较 

差，深部变厚、变富的特征，认为该区找矿前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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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Concentration Rules and Prospecting Potential 

of Antimony—-Tungsten Deposit in Zhazixiof Hunan 

WU Meng-jan 

(Zhazixi Antimony Mine，Anhu 413507，Hunan，China) 

[Abstract] Zhazixi antimony—tungsten deposit situated in the middle section of Xuefengshan arc tectonic 

zone，its spatial orientation and mineral distribution are controlled by regional NE Yuexi(F1)，Majiaxi(F2)ore 

fracture and ore controlling fracture(F3)．The antimony veins distribute group and zonally，the orebody 

plunging towards SE，the extending tendency is bigger than strike length．The scheelite(mineralization)and 

antimony vein almost perpendicularly intersected，its concentrated area and antimony concentrated area are ac． 

cordant，distributed in antimony vein I，according to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metallogenic condition and 

concentration rules of antimony deposit in the mining area，it’S thought the prospecting potential is big in Hei— 

chongkeng area in and deep mining area． 

[Key words] Zhazixi antimony—tungsten deposit；Ge0l0gical characteristics；Concentration rules；Prospecting 

potential ：Hun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