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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市后长川白钨矿点地质特征及找矿前景分析

全俊仁’,2
(1.中国地质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2.甘肃省有色地质勘查局第三勘查院，甘肃 白银 730900)

摘 要:重点研究后长川白钨矿点区域地质背景、矿点地质特征、矿石物质组成、矿石结构构造、矿化类型、矿化蚀变

等地质特征，通过对后长川白钨矿点的地层与构造、地球物理、岩浆活动、矿化组合及分带的综合研究，对该区的找

矿前景进行了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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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背景

    该区域北起朵家滩一宋梁山，南至铅洞子沟一上花岔，

东起宋梁山一上花岔，西至朵家滩一皋兰县城西。大地构造

位置处于北祁连加里东褶皱带东段。区内褶皱、断裂构造发

育，岩浆活动强烈，铜、铅、锌、金、钨、铁、锰矿(点)床及其异

常广布，是祁连铜、铅、锌多金属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

地区外围地质矿产图见图10

望
      图1 白银后长川白钨矿点外围地质矿产图

1一第四系;2一第三系;;3一白要系河口群;;4一侏罗系;;5一三迭系延

长群;6一志留系马营沟群;7一奥陶系车轮沟群;8一寒武系中统白银

厂群;;9一寒武系中下统;10一加里东期花岗岩;11一加里东期斜长花

岗岩;12一矿床(点)

1.1 地层

    区域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中下寒武统、中寒武统白银厂

群、中奥陶统中堡群、下志留统马营沟群，其次为上三迭统延

长群、中下侏罗统、下白奎统河口群、第三系及第四系。

    中下寒武统分上、下两个岩组。下岩组为一套硅质火山

岩建造，岩性以深灰一灰黑色黑云母石英片岩、石英岩及灰

绿一深绿色细碧岩为主，其次为阳起片岩、闪长阳起片岩、角

闪片岩，为细碧岩变质的产物;上岩组为一套碎屑岩建造，岩

性以绢云母方解片岩、钙质砂岩夹黑云石英片岩、铁锰质石

英岩夹薄层大理岩为主，次为黑云绿泥石片岩，绿泥方解片

岩夹薄层石英岩。

    中寒武统白银厂群:主要分布在白银厂折腰山一火焰山

矿床以西、二道湾及西湾一带。其岩性为硅质岩、大理岩及

硅炭质千枚岩。

    中奥陶统中堡群:主要分布于永登石灰沟、白银厂东北

部，为一套细碧一角斑岩建造和碱性岩建造。

    下志留统马营沟群:主要分布于白银厂东部，由碎屑岩

和夹有石膏层的火山岩组成，火山岩中的基性熔岩具有大陆

玄武岩的特点。

    上三迭统延长群:其岩性上部为黄绿色中细粒砂岩夹砂

质页岩及炭质页岩、砂砾岩。下部为紫红色泥岩、中细砾砂

岩及砾岩。底部为砂砾岩、砂岩、泥岩互层。

    中下侏罗统:不整合于中下寒武统地层之上。上部为暗

红色砂岩、砾岩，下部为粉砂岩、砾岩、粉砂岩夹炭质页岩。

    下白翌统河口群:不整合于中下寒武统、上三迭统及中

下侏罗统之上，为中粒砂岩、砂砾岩及砂岩。

    第四系:分布较广，主要为黄土。

1.2 构造

    区内构造线方向总体为NWW向。同时，区域磁场特征

复杂，正负异常频繁交错，基性火山岩显示正磁异常，酸性火

山岩显示负异常，异常走向以NW,NWW向带状分布及NE

向串珠状排列，与区域重力场特征一致，具有NWW向和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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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构造线的显示(据西北所，1989)。说明区内除NWW向构

造之外，还发育一组隐伏的NNE向一近SN向的基底构造，

即后长川一白银厂NNE向或近SN向基底构造等(姜福芝

等，1994)。上述两组构造的交汇部位往往控制着区内火山

喷发中心、侵人岩体的分布及矿床的产出。

    区内的褶皱构造自南而北有黑石川一猩猩湾背斜、石峡

子一石骡子向斜、大横路一井沟舰背斜，轴向为N500 -600

W，两翼倾角400一6000

    断裂构造较发育。在本区比较发育的是NWW向断裂，

规模较大者有白杨树沟及二道湾断裂。NNW向断裂规模较

前组小，一般长20一40 m，宽1一5m不等，走向一般为N150

-350W，倾向NE，倾角650 -800，以平推一逆断层为主，部

分为正断层，水平断距一般在50 m左右。NE向断裂规模较

小，出露也少，为上述两组断裂的次一级断裂。

1.3 岩浆岩

    区内侵人岩以酸性岩为主，侵人时代为加里东期。侵人

体的产状有岩基、岩株和岩脉，什川花岗岩体呈岩基状产出，

白井子沟、马家沟两个花岗岩体为小岩株。另外区内还有以

岩脉产出的石英闪长岩脉、石英脉和细晶花岗斑岩脉等。

    本区喷出岩主要分布于中下寒武统下岩组，出露于井沟

崛一大横路、棺材涝池一带。

1.4 矿产

    区内矿产有铜、铅、锌、金、钨、铁、锰等，铜矿点主要有棺

材涝池铜锌矿点、泉子沟和驴耳山铜矿点。棺材涝池和泉子

沟铜(锌)矿点赋存于含黄铁矿石英片岩中，似与基性火山

岩有关，而驴耳山铜矿点为裂隙充填型。铅矿点主要有新铅

铜、老铅铜、红柳沟3处，矿化受断裂构造控制，均属中一低

温热液石英脉型及裂隙充填型。金矿点有驴耳朵山和燎高

山两处，均与石英脉有关。钨矿点有后长川钨矿点。铁锰矿

化主要在银酮沟附近为含铁锰的石英岩。

为NE向，一组为SE向。NE向节理占85%, SE向节理占

巧%。两组节理面都粗糙不平，无擦痕，沿走向延伸不远，产

状不甚稳定，节理间距约1 m左右，个别间距达到2.8 m.

节理中常被石英充填，石英脉表面有薄膜状的白钨矿化、褐

铁矿化。

回 1匣国恒画恒画J匹回:诬'4国 7区困8因0困 10

            图2 后长川白钨矿点地质图

1一第四系;2一寒武系中下统;3一黑云母石英片岩;4一石榴石黑云

母石英片岩;;5一条带状石榴石黑云母石英片岩;6一条带状黑云母石

英片岩;7一石英闪长岩;8一断层;9一矿(化)体及编号;10一矿化节

理带

2 矿点地质特征

2.1 地层

    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下寒武统下岩组及第四系，见

图2。中下寒武统下岩组根据岩性组合分为3个岩性段。

矿区出露的为第一岩性段，该层以黑云母石英片岩为主，局

部夹黑云母阳起片岩，白钨矿化就赋存于该岩性段的黑云母

石英片岩中。

2.2 构造

    矿点位于黑石川一猩猩湾背斜南东翼的次级褶皱泉子

沟背斜的南翼，其轴向约为3100，向NW侧伏，其轴部地层

为中下寒武统下岩组第一岩性段，两翼分别出露第二、第三

岩性段。在其南翼还见到次一级小型褶皱构造。白钨矿化

点产于该背斜近轴部的北翼。

    区内未见大的断裂构造，但在矿(化)点附近断裂构造、

较为发育，按其产状可分为NW和NE向两组:NW向断裂在

区内分布较为普遍，亦具一定规模，自东向西编号分别为

F� F�F, , F� F� F, o NE向断裂不甚发育，有规模者仅见

有F6 0

    另外区内节理构造也较发育，按其走向分为两组，一组

2.3 侵入岩

    仅发育石英闪长岩脉和石英脉。区内出露 1条石英闪

长岩脉(8,)，走向3100，宽约2一3 m，长640 m，矿物成分为

角闪石、长石、石英，另有少量黑云母等，岩石为等粒粒状结

构、致密块状构造。两盘围岩没有发生明显的蚀变，仅个别

地段有轻微褪色，岩脉及旁侧围岩均不含白钨矿。

    石英脉在区内较为发育，按其走向大致可分为两组，一

组为NW向，另一组为NE向。NW向石英脉基本顺层产出，

分布较为广泛。脉幅相差较大，从几厘米到几米，有单脉、复

脉之分，脉距从几十厘米到1 m;脉体在走向上相差也较大，

有几十米的，也有数十厘米的。脉体中具较弱的褐铁矿化，

局部可见孔雀石化。NE向石英脉一般和节理有关，受节理

控制，脉幅较窄，脉距一般为1一3m，走向上延伸也只有数

米，脉体大部分具褐铁矿化及白钨矿化。

2.4 矿体特征

2.4.1 矿体规模、产状及形态

    区内共有5条白钨矿矿体。I号矿化体长95 m，水平

厚1. 00 m，品位(W0, )0.09%; II号矿体长92 m，水平厚

2.90 m，平均品位(W0,)0.12%o  1 ,11号矿体平行排列，其

产状为走向145“乙760一600，两矿体的东南延长被F;断层

错失。1Q号矿体长85 m，水平厚0. 70 m，平均品位(W0, )

1.52%，该矿体厚度虽小，但品位较高，可达工业矿体，其产

吞卿 'Mt 4w SUOFRVlSQNE-nutil:GSLYJL@126.coinTel: X931-' ;.565980



66 甘 肃 冶 金 第27卷

3.2 地球物理

    后长川钨矿点南侧有一隐伏的NW向深大断裂，沿断裂

带发育大型磁、重力梯度带，因此将此深大断裂作为北祁连

裂谷沟弧盆系与中祁连微古陆的分界线。另外矿点东西两

侧均有NE向隐伏断裂构造，使EW两侧均形成白里系断陷

盆地。钨矿点就产于NW向与NE向断裂构造的交汇部位

附近。

3.3 岩浆活动
    本区南部有什川花岗岩体出露，北部有两个花岗岩岩株

出露，其侵人时代均为加里东期，它们均为同源同期的产物，

推测其在深部是连在一起的，在钨矿点附近深部可能有隐伏

的花岗岩体。酸性花岗岩岩体的侵人不但为成矿提供了热

源和物质来源，同时也为地层中成矿元素的活化迁移、富集

成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3.4 矿化组合及分带
    从区域矿产分布特征来看，以后长川钨矿点为中心向外

围依次过渡为铜铅锌(棺材涝池)一铅锌(新、老铅碗)一铁

一铁锰一金等矿化组合显示了由高温变为中低温这样一个

成矿系列。

    目前在该区地表所发现的白钨矿化体虽矿化连续性较

差，品位也较低，但区内白钨矿化极为普遍，所发现的矿化露

头较多，且矿体及围岩蚀变较弱。综合分析该区的成矿地质

背景和成矿地质条件，初步认为地表矿化露头只是深部矿体

的“头部”，向深部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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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为1220L55% N号矿化体长50 m，水平厚1.00 m，品位

(WO, )0.128%，产状为123 L45% V号矿化体长近70 m,

水平厚0.70 m，品位(W03)0-154%，产状为100 L700.
    除W号矿化体产于条带状黑云母石英片岩中外，其余4

条矿(化)体均赋存于黑云母石英片岩之中。形态均为透镜
状。

2.4.2 矿石物质成分及结构构造

    矿石矿物组成较为简单，主要矿物为石英、黑云母、绢云

母、绿泥石、石榴子石，金属矿物主要为白钨矿，少量黄铁矿、

孔雀石、黄铜矿等。

    矿石结构以自形一半自形为主，其中的白钨矿粒度相差

较大，小者为针点状，大者粒度可达到5 cm左右，矿石构造

为稀疏浸染状、条带状等。

2.4.3 矿化类型

    根据容矿岩石性质，可将矿化类型分为两类。①浸染型

矿石:为区内的重要矿化类型，根据已发现的矿(化)体和矿

化露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占据重要位置。从矿

化露头上来看，比例占到69%以上，白钨矿以稀疏浸染状分

布于黑云母石英片岩中，局部地段以稠密浸染状分布。②石

英脉型矿石:根据脉的分布特征可将其分为单脉型和复脉型

两个亚类，脉幅一般为0.5一30 cm，脉密度一般为5条/m,

白钨矿以自形一半自形粒状分布于石英脉边部和其两侧的

围岩中。最明显的特征是脉发生褐铁矿化，局部有孔雀石

化，为区内的次要矿石类型。

2.4.4 围岩蚀变

    矿体上下盘围岩均为灰黑色黑云母石英片岩，矿物成分

主要为黑云母、石英，少量的角闪石、绢云母，矿体上下盘围

岩蚀变较弱，仅有微弱的绿泥石化。

3 找矿前景分析

3.1 地层与构造
    后长川钨矿点处于北祁连早古生代褶皱造山带内，矿体

产于长城系皋兰群中，其岩性为阳起片岩、斜长阳起片岩、角

闪片岩等，其原岩为一套基性火山岩一细碧火山岩系。矿点

定位于NW向大断裂与NE向(后长川一白银厂)隐伏断裂

交汇部位附近，成矿与加里东期的什川酸性侵人体关系密

切。成矿条件分析可与小柳沟钨矿床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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