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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脑远景区锡钨成矿地质特征及资源潜力分析

占岗乐，陈? 波，田邦生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赣西北大队，江西 九江? @@!"""）

摘? 要：八字脑成矿远景区隶属江西省浮梁县、波阳县，位于江西九岭—障公山金钨锡多金属成矿带的中部，

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在充分总结远景区已知锡钨矿床（ 点） 与地层、构造、岩浆岩成矿背景及成矿条件，物化

探异常特征，矿产及分布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工作成果，对远景区锡钨成矿前景进行分析。旨在远景区内

锡钨找矿有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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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八字脑锡成矿远景区位于江西九岭—障公山金钨

锡多金属成矿带的中部，莲花山花岗岩底辟穹窿构造

的东南部，内区成矿地质条件优越，锡钨矿床（ 点）星

罗棋布，如茅棚店锡矿、八字脑锡钨矿、棉花坞钨锡矿、

白茶坞钨锡矿等，多为中小型矿床或矿化点，多年来该

区找矿未有重大突破。作者根据实际工作经验，结合

前人的工作成果，探讨了区内的控矿因素，分析了资源

潜力，指明了找矿方向，为远景区锡钨矿产的进一步勘

查、找矿提供参考依据。

%? 地质背景与成矿条件

!C !" 地质成矿背景

矿区隶属扬子板块九岭—障公山隆起金锡钨多金

属成矿带的中部，区域上处于北东—北北东向走滑冲

断、走滑伸展断裂带与北东东向不完整复式褶皱复合

部位。区内地层主要为中元古界双桥山群横涌组，岩

性为凝灰质变余碎屑岩、绢云千枚岩夹凝灰质板岩。

构造上位于石鼓复式背斜北翼，谢家靠—外将—茅棚

店次级复式倒转背斜北东端，区内同斜倒转线型褶皱

轴迹呈南西突出的弧形分布，构成诸将—新泉源北北

东向弧形构造带的主体断裂构造发育，主要以北北东

向大洲—徐家尖断裂规模较大，控制着区内断裂的展

布和岩体的分布，次为寡妇桥、沙子岭、茅棚店—广壁

坞北北东向断裂以及北东、北西向断裂。岩浆岩主要

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中粒黑云母花岗岩、细粒白云

母花岗岩，均呈岩瘤岩滴状产出，属莲花山岩体群的南

西部分，主要有板坑坞—沙子岭北北东向串珠状的岩

瘤群、大洲北北东向长条形岩瘤、茅棚店北北东向岩滴

以及徐家尖、棉花坞北北东（或北东）向岩墙等。

!C #" 地层及其含矿性

对于内生金属矿产而言，除受构造和岩浆等因素

控制外，与地层中含矿元素的丰度有密切的关系。地

层岩石性质及组合的化学成分 、物理化学性质也影响

着矿床的成因类型和工业类型，并对矿体的矿化富集

和形态特征及蚀变特征都起着一定的控制作用。

区内地层相对简单，为中元古界双桥山群横涌组，

为一套大洋优地槽沉积旋回的类复理石建造。岩性为

凝灰质变余碎屑岩、绢云千枚岩夹凝灰质板岩，根据

%D #万区调成果显示，横涌组各段地层中 E.、F、B4、

B(、EG、H 等微量元素含量普遍较高，分别为地壳克拉

克值的 !C @#、=C $@、%C II、#C $!、%IC "; 和 #C "% 倍，尤其

是富含凝灰质的浅变质岩 E.、F 含量明显偏高，局部

可达 E."C "%!J K"C %$J；FL@"C "@$J K"C !J!。

!C $" 岩浆岩及其含矿性

（%）内生锡、钨矿床属高温热液型矿床，其形成与

花岗岩的发生、发展密不可分。从已知与花岗岩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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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锡矿床（点）资料来看，成矿花岗岩的时代主要为燕

山期，岩性上主要与中细粒白云母—二云母花岗岩有

关!。区内分布有一个半隐伏—隐伏的复式燕山期花

岗岩基。岩浆活动分二期，第一期侵入的大洲单元，岩

性为黑云母花岗岩，与成矿作用关系尚不明朗；第二期

侵入的茅棚店单元，岩性为二云母—白云母花岗岩，与

锡钨成矿密切相关。

（!）茅棚店单元岩石化学成份上具有富硅铝、高碱

质、低铁镁的特点，属钙碱性铝过饱和岩石。成矿元素

"#、$ 含量高，其中 "# 可达 %&’ ()& *+ ,+!-. / ()& *+。

（/）本区白云母—二云母花岗岩的 "#、$ 元素丰

度与赣南、曾家垄等典型钨锡矿区花岗岩比较。高于

其 ) , ! 倍，表明区内二云母—白云母花岗岩具有雄厚

的 "#、$ 成矿物质基础，是 "#、$ 成矿的母岩。

!. "# 构造及其控矿特征

本区的构造主要由向南西突出的弧形褶皱带及北

北东—北东向的断裂带组成。弧形褶皱带由一系列次

级倒转紧密背向斜组成。断裂构造依据其发育形式、

产出状态及成岩成矿的关系，大致可分为深层次的隐

性构造带和浅层次的断裂构造。前者控制区域性莲花

山—八字脑燕山期含矿混杂岩带，长达上百公里，包括

珍珠山—莲花山北西向“ 陡切”断裂带、凤凰山—莲花

山北北东向压扭性断裂带及阳储岭—新庄北东向断裂

带。后者广泛发育于地表并控制成矿岩体和矿床空间

就位，长数十公里，其中以北东向、北北东向二组断裂

最为发育，且与成矿关系密切。北北东向断裂与弧形

背斜构造的复合部位控制了本区燕山岩体，尤其是晚

期含矿岩体的展布，而褶皱和断裂派生的次级羽状断

裂和裂隙则直接控制浅部石英脉（ 带）型锡（ 钨）矿床

的产出。

!. $# 物化探异常特征

评价区位于北西向的重力低异常带的中部，"0
航磁具明显的局部正异常。八字脑—板坑坞—莲花山

发育一轴向北西西的磁异常。此外，在遥感解释中发

现，区内分布一系裂环形影像特征，推测本区深部可能

有规模较大的隐伏岩基存在。

)1 ’ 万土壤化学测量在本区内共圈定 "#—$ 组合

异常 + 个"，各组合异常特征见表 )。)1 !& 万区域矿产

调查在区内圈出二级 "#、23 异常和一级黑钨矿、锡石

重砂异常。其中黑钨矿、锡石重砂异常呈椭圆形，面积

)4 56!，远景区内的茅棚店锡矿区及八字脑锡矿区处

于异常的浓集中心的重合部位。

表 !# 成矿远景区 !%$ 万土壤化探异常特征表

0789: ); <:=>?:6@ABCD 7#=679@:A =# ) E ’&&&& @# A=@9 =F G=AA@89: =C: 7C:7

异常编号 异常名称 异常面积 E 56 异常元素组合 主要异常元素峰值（ ( )& *+ ） 异常形态 引起异常地质体

H0) 棉花坞 + "#、I3、J8、K# "#67L M 4&& 等轴状 岩体、石英脉

H0! 徐家尖 ). % "#、$、I3、K# "#67L M !’&; $67L M /& 走向南北 岩体、石英脉

H0/ 大山坞 &. / "#、$、I3 "#67L M 4& 走向近东西 石英脉、矿化围岩

H0% 寡妇桥 )% "#、$ "#67L M %&&; $67L M ’& 走向北东 岩体及接触带矿化

H0’ 八字脑 ! "#、$ "#67L M /&&; $67L M )&& 走向北北西 岩体、石英脉

H0+ 潘村 )+ "#、I3 "#67L M 4&; I367L M !&& 走向北北东 岩体

!. &# 矿产特征

区域矿产以锡、钨为主，伴生多金属及萤石和高岭

土等。目前区内已发现锡、钨矿床（ 点）有茅棚店、八

字脑、棉花坞、朱屋岭、大山坞等 )& 余处；萤石矿有莲

花山、梅树坞等；高岭土矿有大洲、板坑坞等（见图 )）；

这些矿床（ 点）主要围绕着莲花山—大洲半隐伏花岗

岩基，沿次级背斜核部附近呈环带状分布。锡、钨矿化

类型主要是云英岩型、蚀变花岗岩型、石英脉型，次为

构造蚀变岩型。

依据前人科研成果，在赣东北深断裂以北的皖赣

成矿区域内，矿产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一是等距

性，即沿北西—北北西、北东和北北东向深部构造呈等

距离分布；二是成群性，即矿床、矿（化）点在不同方向

次级成矿带交汇处相对集中；三是成矿的选择性，即矿

化主要集中选择在燕山晚期高挥发分陆壳重熔型与改

造型花岗岩以及有利的原生构造中；四是分带性，即不

同的金属矿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分带性!，如茅棚店

锡矿即位于莲花山—八字脑矿化集中区的锡铜钨矿化

带中部。

! 江西省地矿局 N)+ 大队，江西省北部横山—障公山地区矿产分布及预测，)N-’ 年。

" 江西省地矿局物化探大队 4&’ 分队，江西省景德镇八字脑—波阳县莲花山地球化学土壤测量，)N-&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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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八字脑地区地质矿产信息图

!"#$ %& ’() #)*+*#",-+ ., /"0)1-+ 2-3- "0 4-5"0-* -1)-

%6 第四系；76 双桥山群横涌组；86 大洲单元岩体；96 花岗岩脉；:6 花岗斑岩脉6 ;6 倒转背斜轴；<6 构造破碎带；.6 断裂；=6 高岭土矿；

%>6 萤石矿；%%6 金属矿（点）?0、@；%76 锡石重砂异常；%86 ?0、@、AB 化探异常。

7& 矿床地质特征

目前区内已发现锡、钨矿床（ 点）有茅棚店、八字

脑、棉花坞、朱屋岭、大山坞等 %> 余处；均分布在出露

或隐伏的中酸性花岗岩株（ 瘤）外接触带或岩体的顶

部。矿化类型主要为石英脉（带）及蚀变花岗岩型，次

为构造蚀变岩型。主要矿床特征见表 7。

矿化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其空间上围绕中细粒二

表 #" 八字脑地区主要锡（钨）矿床特征表

’-C+) 7& D-E*1 ?0（F）2)G*H"3H "0 4-5"0-* -1)-

矿床名称 地质特征（控矿因素） 矿床类型 矿体规模 I / 矿体产状 矿石品位 I J

茅棚店

八字脑

产于中细粒二云母—白云母花岗

岩岩 瘤 接 触 带，受 北 北 东 茅 棚

店—广壁坞断裂系统控制

受北北东茅棚店—广壁坞断裂系

统控制。推断深部有隐伏岩株

蚀变花岗岩型
长 :>>，宽 7>>，厚

%6 ;< K ;6 >
面状产出，随接触带

变化，倾角 7>L
?0 >6 %% K ;6 %;；平

均 >6 97

石英脉型 长 :>>，厚 >6 % K >6 : 倾向西，倾角 <:L ?0 >6 %: K %6 >.

构造蚀变岩型 长 :>>，厚 86 > K 96 > =:L#<.L
?0 >6 %% K 76 ;7；平

均 >6 :8

地表以石英脉带型

为主；推断深部有隐

伏蚀变花岗岩型

圈定 矿（ 化 ）体 %7
个，长 .> K 8:>；厚

>6 . K %6 :<。见锡石

花岗岩脉

89:L#<8L

石英 脉 矿 体：?0 平

均 >6 87 K >6 :.；含锡

岩 脉：?0 >6 8>. K
>6 :.

云母—白云母花岗岩株（瘤）分布，上部石英脉（带）型

和下部蚀变花岗岩型锡矿体相伴产出，概括为八字脑

地区成矿模式（图 7）。二是区域上东南部以锡矿化为

主，北西部则钨矿化强于锡矿化；垂向上从上部石英脉

（带）至下部蚀变花岗岩型矿体，钨矿化逐渐减弱，锡

矿化明显增强，至岩体中基本无钨矿体产出。三是低

==9第 : 期 占岗乐等：八字脑远景区锡钨成矿地质特征及资源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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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矿体规模大，分布广，而富矿分布局限，连续性差。

图 !" 八字脑远景区锡钨成矿模式示意图

!"#$ %& ’() *)+,--./#"0 *12)- 31/ 4155"6-) 789: 2)415"+5 "8 ;,<"8,1

=> 双桥山群横涌组浅变质岩；%> 黑云母花岗岩；?> 二云母—白

云母花岗岩；@> 花岗岩型锡矿；A> 云英岩型锡矿；B> 石英大脉

型锡钨矿；C> 细脉带型锡钨矿；D> 蚀变岩型锡钨矿。

?& 控矿因素及资源潜力分析

茅棚店—八字脑成矿远景区地处石鼓复式背斜北

翼，区域地层岩石均为中元古界双桥山群砂、板互层的

浅变质岩，中夹多层变质凝灰质细粒碎屑岩。由于深

部大规模花岗岩浆的侵入及多次褶皱叠加造成了区域

地质构造的复杂性，为远景区锡钨多金属成矿提供了

良好的地质环境，区域找矿前景看好。其依据主要表

现如下几个方面：

（=）区内分布有一个半隐伏—隐伏的复式花岗岩

基（地表出露 E 个规模不一的岩枝、浅部另隐伏有 % 个

岩枝）。主要岩石类型为黑云母花岗岩、斑状黑云母花

岗岩、二云母花岗岩及白云母花岗岩。岩石化学成分具

有富硅、富铝、高碱、低铁镁的钙碱性铝过饱和岩石。其

中富含 78、:、F6、’,、G、;、H"、! 等元素。岩体上部气化

热液蚀变强烈。钠化、硅化、云英岩化、电气石化、萤石

矿化及锡石矿化十分发育。成岩时代 =?@ I E? J,。与

彭山、云山地区的陆壳重熔型含锡花岗岩一样同属燕山

晚期的产物，为该地区锡、钨等多金属成矿提供了丰富

的矿质及远矿汽液，并为区域成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沿断裂成矿现象显著。

尤其是多期次活动的北北东向或近南北向断裂及两侧

常是锡钨多金属矿床的产出位置。如茅棚店锡矿、八

字脑锡钨矿、徐家尖锡矿点。而北东向或近东西向断

裂则是萤石矿床的主要控矿构造。

（?）区域分布有多个规模巨大的锡石、黑钨矿重砂

异常及 78、:、K.、L. 等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各类强度

高、规模大的异常空间上相互重叠性较好，表明各种与

成矿作用紧密相连的元素组合与重砂矿物组合均具有

明显的同源性，特别是那些异常强度大的锡钨重砂矿物

富集地或化探异常的浓集中心恰好与花岗岩窿起部及

锡钨矿化点分布相扣合。充分表明了锡钨重砂矿物来

源于云英岩化锡钨花岗岩、锡钨矿体或矿化围岩。如此

宽广的锡石重砂扩散晕本身表明区内锡矿化作用的强

度与规模。结合本地区岩体及已知矿床的剥蚀规律分

析，有规模的锡钨矿床存在的机率是很高的。这就为本

区寻找以锡为主的锡钨矿产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区内现已发现 =M 个以锡钨为主的内生矿床

或矿化点，部分矿点经少量地质工作已证明达中、小型

规模，有的已被民间采掘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A）区内大多锡钨矿（ 化）点以面状蚀变花岗岩

型、云英岩型、脉状云英岩型、细网脉带型及矿化破碎

带型为主，它们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顺向分带现象。

平面上以莲花山—八字脑半隐伏花岗岩基为中心（ 中

心点位于北山坞—寡妇桥带）向外成矿元素与矿化大

致依钨锡—锡铜钨—铜铅锌银金的环形分带现象。垂

向上则随着深度的加大依次出现含 78、: 石英细脉

带—石英薄脉带、含 78、: 石英大脉带、云英岩型锡

矿、花岗岩型锡矿。揭示本区深部存在的面型或线型

锡钨矿体尚待揭露。只要提高本区的工作程度，有望

获得找矿成果的新突破。

本文根据现有大调查资料综合而成，此资料系集

体成果，故此，对前人一切工作成果表示衷心感谢。

#$% &%’(’&)*+( *$+,+*#%,)-#)*- ’. .’,/+#)’0 ’. -#+001/
+02 #10&-#%0 2%3’-)# )0 4+5)0+’ +,%+ +02 )#- 3’#%0#)+()#6

NOLF P,8#9-)，KOQF ;1，’RLF ;,8#95()8#
（!"#$%&’($’#) *’"+",-./+ 0/#$1，2-/),3- 435+"#/$-") /)6 7’8’+"59’)$ :;#’/; "< *’"+",1 /)6 =-)’#/+ >’(";#.’(，2-;?-/),，2-/),3-& ??%MMM）

+789:;<9：H10,+)2 "8 !.-",8# ,82 ;1S,8# 01.8+")5 13 T",8#U" V/1W"80)，+() ;,<"8,1 1/)94/154)0+"8# ,/), -")5 "8 +() *"22-)
<18) 13 #1-29+.8#5+)895+,88.* 41-S*)+,- *)+,--./#"0 6)-+ 13 T".-"8#9N(,8##18#5(,8，X"+( 3,W1/,6-) #)1-1#"0,- 0182"+"185 31/ 1/)
2)415"+> ’() ,.+(1/5 2"50.55)2 ,-- +() /)-,+)2 "831/*,+"18 X"+( 0.//)8+ +.8#5+)895+,88.* 100.//)80) 5.0( ,5 5+/,+"#/,4(S，5+/.09
+./)，*,#*,+"0 ,0+"W"+")5，,82 #)14(S5"0,-9#)10()*"5+/S ,81*,-")5，X("0( "5 .5)3.- 31/ 3./+()/ 4/154)0+"8# "8 +() /)#"18>
=>? @A:B8：#)1-1#"0,- 6,0Y#/1.82；*)+,--./#"0 0182"+"185；#)1-1#"0,- 0(,/,0+)/"5+"05 13 2)415"+；/)51./0) 41+)8+",-"+S

MMA 资源环境与工程
& &

%MMB 年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