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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黔东南从江地区处于扬子陆块与华夏陆块接触带。是一个铁铜（金）成矿区，目前已
发现有数十处矿床（点），但矿床规模较小，地质勘查程度较低、勘查成果不显著，找矿前景不

明。本文试图从面上各矿床（点）分布特征，通过与广西元宝山矿集区进行对比，总结其成矿规

律，初步建立区内矿床的成矿模式，并提出今后的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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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述

贵州从江宰便地区位于贵州省从江县城南西

侧约４０ｋｍ，属于九万大山北缘，是一个多金属矿
成矿区。目前发现有地虎、九星、翁浪、那哥、友能、

陇雷、摆容、引略、顶优等数十个铜、铅、锌、金、银多

金属小型矿（化）床点。孙士军（２００７）针对该区通
过成矿温度厘定成矿系统，并初步作了成矿预测。

笔者在收集前人资料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在该

区的工作实践，认为该区多金属成矿与构造及岩体

关系十分密切，进而总结其分布规律并初步探讨成

矿模式，为该区的进一步找矿提供参考。

２　成矿地质背景

研究区在大地构造上位于扬子陆块与华夏陆

块过渡带（如图１），即江南造山带西南段［２］。经

历了漫长地质历史时期的复杂演化，在四堡运动

之后，还经历了雪峰、加里东、印支—海西、燕山等

多次构造运动（王鸿祯等，１９８６；杨巍然等，１９９１；
王砚耕，１９９６），岩浆活动较为频繁，构造较复杂。
围绕摩天岭花岗岩出露的地层有中元古界四堡群

和新元古界下江群。

四堡群岩性主要以变余砂岩、绿泥石英片岩、

千枚岩和变基性岩；下江群岩性由变质砂岩、粉砂

质板岩、绢云母板岩、板岩、钙质千枚岩、片岩及蚀

变基性火山岩等组成。岩浆岩出露较多，从超基

性—中酸性岩浆岩均有出露，部分学者认为是

Ｒｏｄｉｎｉａ超大陆裂解的产物，形成时代为 ８２０Ｍａ
左右（曾昭光等，２００３；舒永宽等，２００４；黄隆辉
等，２００７）；据相关资料，区内可能存在大面积的
隐伏侵入体，而事实证明，贵州省地矿局１０２地质
大队近几年在宰便一带通过找矿勘查工作，多个

钻孔中均发现隐伏似斑状花岗岩。

区域上以近南北向、北西西向、北东向构造为

主要格架，尤其以下江群甲路组一段与二段之间

的翁浪—地虎式顺层发育的滑脱构造蚀变带最为

典型（刘灵等，２００３），众多学者（孙士军，２００７；王
睿，２００９）研究认为，区内金多金属矿主要产于翁
浪—地虎式滑脱构造蚀变带中，多期次的岩浆活

动带来了Ｃｕ、Ａｕ、Ｐｂ等成矿元素。

３　多金属矿分布规律

研究区位于桂北九万大山—元宝山矿集区北

西缘，通过九万大山—元宝山矿床对比研究，锡多

金属矿主要产于四堡群文通组和鱼溪组中，铜铅

锌多金属矿在下江群和四堡群中均有产出。各矿

床点均围绕摩天岭花岗岩以及隐伏的岩体产出

（图２）。陈毓川等（１９９５）、毛景文等（１９８８）通过
稀土元素、微量元素和硫同位素研究，认为成矿物

质来源与花岗岩和围岩有关。根据矿床产出分布

特点，可将研究区内多金属矿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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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区域地质构造略图（刘永坤等，２０１４）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ｋｅｔｃｈ

１—清水江组；２—番召组；３—乌叶组；４—甲路组；５—鱼西组；６—文通岩组；７—塘柳岩组；８—辉绿岩；９—超基性岩；１０—基性岩；

１１—混合岩；１２—花岗岩；１３—地质界线；１４—隐伏岩体推测界线；１５—断层及推测断层；１６—韧性剪切带；

１７—多金属矿（床）点；１８—金矿（床）点；１９—锡矿点；２０—磁铁矿矿点

图２　区域矿点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１—下江群；２—四堡群；３—震旦系－第四系；４—基性－超基性岩；５—辉绿岩；６—第一阶段花岗岩；７—第二阶段花岗岩；

８—花岗混合岩；９—断层；１０—地层界线；１１—多金属矿床（点）；１２—锡多金属矿床（点）；１３—研究区

·０７１·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１７年３４卷　　



３１　产于花岗岩体接触带的锡多金
属矿床（点），如广西大平锡矿点

　　位于摩天岭花岗岩体北西侧，矿体赋存于断
层破碎带以及四堡群与甲路组的不整合面之间蚀

变带两种类型（孙士军，２００７）。广西大平锡矿点
产于断层破碎带中的石英脉型锡矿，围岩地层主

要为四堡群文通组和一系列基性、超基性岩。矿

体呈透镜状，产状与蚀变破碎带近于一致，呈单脉

和复脉状产出，形态复杂，具有分支复合、膨大狭

缩、尖灭再现等特点。单脉长 ２ ２０ｍ，厚 ０１５
０５７ｍ，Ｓｎ品位００５％ ２０２％。主要金属矿

物是锡石，次为黄铜矿、白钨矿；脉石矿物以石英、

绢云母为主，还有电气石、黑云母。

３２　产于滑脱构造带的含金磁铁矿
床（点），如陇雷矿床（点）

　　位于陇雷断层北盘，赋矿地层为下江群甲路
组第一段上部之粉砂质千枚岩、绢云母石英千枚

岩、变余粉砂岩以及第二下部杂色薄层状粉砂质

千枚岩。矿体受甲路组第一段与第二段之间的滑

脱构造蚀变带控制，矿体形态多为层状、似层状、

透镜状，产状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目前发现矿

（化）体露头线长约８００ｍ，矿（化）体厚度０２２
１２８ｍ，ＴＦｅ含量２５％ ５３％；伴生金 ０２７×１０－６

３４５×１０－６，一般１０５×１０－６ ３４５×１０－６，平均
３１３×１０－６。矿石主要为块状、浸染状、条带状、细
脉状及网脉状构造构造；矿石结构为：主要有半自

形—它形粒状结构、碎裂结构、变余结构、粒状变

晶结构、鳞片变晶结构和角砾状等。矿石主要由

磁铁矿、石英，其次是白云母、绿泥石、褐铁矿等组

成。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次生石英岩化、磁铁

矿化、黄铁矿化、绿泥石化及少量黄铜矿化。

３３　产于滑脱构造蚀变带的铜金多
金属矿床（点），如地虎矿床

　　发育于甲路组第一段和第二段的接触界面的
陇雷—地虎—九星—翁浪式滑脱构造为区域性的

滑脱构造蚀变带。在研究区内目前发现的产于滑

脱构造蚀变带的铜金多金属矿床（点）有地虎、九

星、翁浪、摆荣４处。地虎铜金多金属矿是赋存在

滑脱构造带中，矿体产出主要受穹状背斜核部剥

离空间、层间碎裂岩带、断裂带及片理面、节理面

等小构造控制，在滑脱构造带与次级北东向断裂

构造交汇部位矿体厚大，赋矿断裂变形强烈的部

位矿体较富；矿体呈透镜状、似层状及鸡窝状产

出，矿体长５０ ３５０ｍ，宽５０ ４００ｍ，厚０３２
５１４ｍ，呈雁行式脉状排列。矿石含铜 ０４２％
２６４％，铅０５２％ ５２％，锌０６２％ ５６４％。

矿石矿物有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

磁铁矿、黝铜矿、斑铜矿、辉铜矿等，脉石矿物主要

为石英、绢云母、绿泥石、碳酸盐矿物等。载金矿

物为黝铜矿、黄铜矿、磁铁矿、方铅矿、黄铁矿。不

同矿化类型对应的围岩蚀变不同，热液脉型铜铅

锌多金属矿化围岩蚀变较弱，主要为硅化、绿泥石

化、绢云母化及碳酸盐化等。金银矿体的围岩蚀

变十分发育，主要有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磁

铁矿化、绿泥石化等，表现为一套伴随成矿活动的

中低温蚀变产物。

３４　产于断裂破碎带的铜铅多金属
矿床，如：那哥铜铅多金属矿床

　　研究区内发育近ＳＮ向、ＮＷＷ向、ＮＥ向断裂
构造，已发现的矿床（点）较多，主要分布于与近

南北向宰便断层相交的两侧的东西或北西向断裂

构造中。有土地坳、羊告、友能、引略、摆荣和加榜

等多个多金属矿点或矿化点。那哥铜铅多金属矿

位于加榜背斜西翼，为一单斜构造，地层主要为新

元古界青白口系下江群甲路组二段钙质千枚岩、

粉砂质板岩乌叶组一段板岩等。发育近 ＥＷ向、
近ＳＮ向断裂构造。矿体呈脉状、透镜状赋存于
Ｆ２（尾洞溪断层）断裂破碎带以及羽状次级断裂、
节理中，严格受断裂控制，矿体产状与断层产状基

本一致，断层产状２７０° ２８０°，倾角６５° ８０°；控
制的矿体沿走向长约５００ｍ，沿倾向宽约３５０ｍ，
矿体一般厚１０ ６８６ｍ，平均厚 １８４ｍ，厚度
变化大，具明显的膨大、收缩及分支复合特征；矿

石矿物主要为方铅矿，其次为黄铜矿，矿石品位

Ｐｂ为 １０８％ ７２８％，Ｃｕ为００１％ ０７８％。
矿石结构主要为它形—半自形—自形晶粒结

构。矿石构造有条带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细脉状

构造、浸染状构造、网脉状构造、块状构造等。矿

石矿物主要为方铅矿、黄铜矿以及少量闪锌矿，脉

石矿物以石英、绢云母、陆源碎屑、黄铁矿、绿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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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白云石为主，次为含钛矿物、电气石、铁泥质。

围岩蚀变多发育于断层破碎带、片理化带、节理部

位和两侧围岩，主要有硅化、白云石化、黄铁矿化、

绿泥石化等。

４　成矿模式

众多学者（王尚彦等，２００６；陈等，２００９；马
思根等，２０１３；王劲松等，２０１４）通过元素地球化
学及流体地质学分析认为：区内成矿物质主要来

源于地层及岩浆岩；成矿流体主要来源于深部，并

伴随有大气降水的加入。综合研究区成矿地质条

件，初步认为宰便多金属矿成矿作用有关的控矿

因素主要有：地层、构造、岩浆岩。

（１）控矿地层：青白口系甲路组一段与二段
控制着金多金属矿的分布；四堡群文通组则控制

着锡多金属矿的分布。

（２）控矿构造：断层和层间滑脱蚀变带是该
区的主要控矿构造。是赋矿的通道并提供了动力

源。位于穹窿构造或短轴背斜的顶部和边部，褶

皱弯曲的虚脱和次级控矿断裂的启张部位，有利

于形成厚、大、富矿体。

（３）控矿岩体：区内的基性岩和酸性岩，多期
次的岩浆活动带来了热源，并提供了一定物源［１４］。

综上所述，笔者对研究区成因模式（图 ３）初
步分析如下：

雪峰期研究区发生了强烈的火山—岩浆活

动，深源岩浆侵入，导致原有上覆地层不同程度的

变形，形成吉羊穹窿构造。四堡群重熔形成“Ｓ”
型花岗岩（浅部为花岗斑岩）侵入于下江群地层

中，带来物源和热源；随着加里东期本区发生强烈

的造山运动，形成北北东向、北西西向褶皱断裂构

造，并发生区域变质作用，变质热液自深部向浅表

运移，同时伴随着一系列的“水—岩反应”，萃取

不同岩层中的金等元素，形成含矿热液。含矿热

液沿着区域性断裂构造向浅部运移，大气降水沿

地表浅断裂向深部滑脱带汇集，变质热液与大气

降水在构造叠加部位混合，因物理化学条件急剧

改变而卸载成矿。在背斜轴部沿地虎—翁浪式区

域性滑脱构造带（Ｑｂｊ１ｂ／Ｑｂｊ２ａ）形成铜金多金属矿
体（如地虎铜金矿床），在次级断裂构造中形成了

规模大小不等的铜铅锌金属矿体（如那哥矿床），

在岩体与四宝群接触带或其外接触带上发育中高

温的锡矿体（如广西大平锡矿）。

图３　研究区铜金多金属矿成矿模式示意图（据文献［１２］修编）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ｕ－Ａｕｍｕｔｉ－ｍｅｔａ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ａｒｅａ

１—花岗岩体；２—四堡群镁铁质岩；３—下江群基性火山岩；４—辉绿岩；５—四堡群碎屑岩；６—下江群甲路组一段碎屑岩；

７—下江群甲路组二段碎屑岩；８—不整合面；９—区域滑脱构造蚀变带；１０—成矿流体；１１—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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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找矿远景分析

笔者通过在该区长期的地质勘查工作，结合

成矿理论进行一些思考，认为在该区内应从找金

多金属矿和锡多金属矿两方面侧重。

５１　金多金属远景分析
金多金属矿远景区位于研究区北西侧，主要

分布在地虎—宰便一带（图４），矿体赋存于区域
性滑脱构造蚀变带及次级断裂构造中，铜、铅锌以

断裂控矿为主，金矿主要产在滑脱构造带中。已

发现有翁浪、九星、地虎、摆容、那哥、友能等矿床

（点）。通过近几年工作，具有明显 Ａｕ、Ａｓ、Ｓｂ、
Ｈｇ、Ａｇ、Ｃｕ的元素组合异常，这种组合特征可以
作为找寻金（铜）矿的依据。

５２　锡多金属远景分析
锡多金属远景区位于黔桂交界处，研究区的

南东侧，主要分布在大弄—归翁一带（图 ４）。将
研究区与九万大山—元宝山矿集区成矿地质条件

进行对比分析，具有以下几点相似之处：（１）良好
的围岩条件：大弄—归翁主要的围岩是四堡群文

通组变质粉砂岩、变质砂岩，镁铁质岩呈岩墙、岩

脉、岩株、岩瘤产出；一洞—五地锡矿区规模较大

的矿体均产于镁铁质岩中［１２］，其出露地层也为四

堡群文通组和鱼溪组变质粉砂岩组合。（２）矿化
蚀变：在围岩中或沿裂隙发育有绿泥石化、绿帘石

化、黝帘石化、磁铁矿化、黑云母化等，毛景文

（１９８８）将这些综合为中温青磐岩化；在大弄—归
翁东侧出露有花岗岩体，其可能是一个花岗岩岩

隆部位。地表已发现有归翁和大平矿点，同时通

过水系沉积物化探采样，具有明显的Ｗ元素异常
和Ｓｎ元素异常（图４），分析认为该区对形成锡多
金属矿有利。

根据以上分析，研究区成矿条件较好，具有较

大找矿潜力，应加强基础地质与矿产地质研究，进

一步圈定找矿靶区并实施工勘查验证。

图４　找矿远景区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ａｒｅａ

１—第四系；２—番召组；３—乌叶组第二段；４—乌叶组第一段；５—甲路组第二段；６—甲路组第一段；７—文通岩组；８—唐柳岩组；
９—新元古代基性火山岩；１０—中元古代基性火山岩；１１—辉绿岩；１２—蚀变基性岩；１３—花岗混合岩；１４—混合岩；

１５—地层界线；１６—断层；１７—韧性剪切带；１８—钨异常；１９—锡异常；２０—铜多金属矿点；２１—金矿点；
２２—锡多金属矿点；２３—金多金属远景区；２４—锡多金属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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