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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新路和水岩坝钨锡矿田的控矿构造

欧阳成甫 陈大克 钱建平
(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地质矿产勘杳系 )

摘 要 姑婆山花岗岩体西南接触带的新路和水岩坝钨锡矿田的控矿构造主

要是侵位构造
,

包括侵位断裂
、

侵位褶皱弯起
、

侵位界面和侵位面理等
。

白

面山式锡矿床
,

并不是以
“

过渡层
”

为矿源层成矿
,

而是以
“

过渡层
”

这种构造

薄弱层产生犁式滑脱断裂
,

矿液通过侵位断裂上升沿之充填交代成矿
。

主题词 钨矿床 ; 锡矿床 ; 矿田构造 ; 控矿构造 ; 广西 / 侵位构造

分类号 P 6 1 8
.

6 7 : P 6 1 8
,

4 4 : P 6 1 3

新路和水岩坝是广西平桂地区及姑婆山花岗岩体西南缘两个最重要的钨锡矿田
,

前人

对其控矿构造等方面已作许多研究
` ’

、

2
、

3
、

礴 , 。

本文侧重对控矿构造及其控矿机理提出某

些新的认识
,

以供参考
。

1 新路锡矿 田

新路矿田位于姑婆山复式花岗岩体南接触带的内凹部位
。

东北侧为燕山早期粗粒斑状

黑云母花岗岩
,

西侧及 中部为燕山晚期细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

主要出露地层为中上泥盆统

及下石炭统
,

成矿主要与中泥盆统信都组顶部至东岗岭组底部的
“

过渡层
”

关系密切
。

矿 田

构造
,

因区域构造与侵位构造叠加改造显得非常复杂
,

以断裂为主
,

褶皱次之
。

构造线为

近南北向
,

主要断裂有近南北向的观音 山一石门 ( F 2 3 ) 和白面山一南竹斗 ( F Z)
,

它们均

属先压后张再扭长期活动的控岩控矿断裂
。

褶皱主要有柯家山直立倾伏背斜
,

其枢纽的优

选产状为 1 6 5
“

匕 10
“ 。

白面 山
、

六合坳及石门等主要矿床均产于该背斜的西翼
。

新路矿

田的矿床类 型有白面 山式脉状一似层状锡锌硫化物矿床
、

六合坳式接触带含锡矽卡岩矿

床
、

石门一木桥面式脉状锡锌硫化物矿床
、

大冲一石灰冲式接触带含锡磁铁矿矽卡岩型矿

床
、

金鸡岭一大岭山含锡云英岩脉型矿床
、

黄金坪式含钨锡萤石脉型矿床及断裂谷型坡残

积深埋砂矿等
,

其成矿模式如图 1 所示
。

现仅对前二种主要矿床类型的控矿构造 予以论

述
。

1
.

1 白面山锡锌硫化物矿床的控矿构造

白面山矿床位于新路矿田的中南部
,

柯家山背斜西翼
,

中型规模
。

矿体形态有似层状

和脉状
,

前者有 I
、

n 号矿体
,

呈似层状产 于信都组与东岗岭组的
“

过渡层
”

中
,

后者主要

有 25 号矿体
,

呈上陡
一

下缓的脉状赋存于近南北向白面山一南竹斗断裂 (F
2 ) 的上部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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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控矿的 主要模式是侵位断裂

(F
2) + 层间滑脱构造

。

1
.

1
.

1
“

过渡层
”

层 间滑脱控矿 构

造 由于白面山矿床呈似层状产于
“

过渡层
”

中
,

前人对过渡层有两种

解释
:
一种认为是矿源层

,

该矿床

属典型的层控矿床
〔 ’ ) ; 另一种认

为其岩性有利于矿 液的充填与交

代
。

作者认为
, “

过渡层
”

是元素活

性层及构造薄弱层
,

其正处于正断

层的犁式滑脱带
,

故易于充填交代

成矿
。

其犁式滑脱的证据是
:

( 1) 矿体赋存于由 F 4
、

F Z 及

F 2 3
等断层组成的阶梯式断裂组合

带中
。

从矿体分布及组合形态 上

看
,

由深埋砂矿~ 25 号脉状矿 ~

工
、

n 号 似层状矿均沿 F :
断裂带

图 1 新路矿田成矿模式图
F 19 1 O r e 一 fo r rn 一n g m o d e l fo r zh e X , n l u S n o r e一 if e ld

图
`

扒 D , r一融县组 大理 岩 ; D声一桂林组大理 岩 ; D Zd一东岗岭 组灰

岩 ; D Z x 一信都组粉砂岩
,

澎3) 一姑婆 山燕 山早期第三 阶 段 获 岗岩 ;

: ; (2) 一姑婆山燕山早期第一 阶段花岗岩 ; 和一闪长扮岩脉 ; 丁一白面 山

式脉状一 似层矿 床 ; 琴一六合坳式接触带含锡矽卡岩 矿床 ; 才 一石 门
、

木桥面式脉状锡 锌硫化物矿床 ;
一

4 一大 冲
、

石灰 冲式接触带含锡磁铁

矿矽卡岩 矿床 ; 找一金鸡岭
、

大岭 山式 含锡云英岩脉 型矿床 ; 劝一黄金

坪式 含钨锡萤石脉型矿床 ;
`

丫一断裂 谷型坡残积深理砂矿

的上部或上盘
,

从断裂侵蚀谷~ 陡

西倾的脉状矿~ 缓西倾的似层状矿组合呈一犁式分布 (图 1 中的① )
。

( 2) 滑脱带及其上盘的构造与底盘 (即下盘 ) 构造极不协调性
。

研究表明
,

滑脱带及

其上覆灰岩破碎强烈
,

由滑脱产生的次级褶皱发育
,

并表现 出矿体膨大缩小随波弯曲
,

往

往在背斜处增厚
,

分枝状小矿脉发育
,

向斜处缩小变薄
,

分枝状小矿脉不发育 ; 而底盘信

都组的砂岩层破碎较弱
,

次级褶皱不发育
,

仅有少量网状矿脉充填
。

统计表明
,

这种小褶

皱在底盘砂岩中的轴向为 N N W 向
,

枢纽的优选产状为 165
“

匕 1 0
“ ,

轴面的优选产状为

2 5 5
。

乙 82
“ ,

翼间角为 12 0
“

一 1 70
“ ,

与区域褶皱近乎一致 ; 而在上盘灰岩中的轴向为

N N E 向
,

枢纽的优选产状为 18 9
` ,

匕 18
。 ,

轴面 的优选产状为 99
“

匕 79
“ ,

翼 间角为

70
。

一 10 0
“ ,

与区域褶皱不一致
,

结合在上盘灰岩中具有一系列倾向北西
,

倾角为 45
。

一 6 5
“

的成矿前或成矿时的张性破裂面等综合分析
,

上盘灰岩中这种小褶皱受了顺层滑脱

(。 , 约为 28 2
“

匕 1 2
“

) 改造的结果
,

但因顺层滑距不大
,

这种改造不会太强烈
。

( 3 )
“

过渡层
”

中矿体附近的扁豆状灰岩 中的扁 豆体大都发生了构造变形
、

定 向或斜

列
,

且反映出逆向剪切及犁式断层的垂直挤压变形作用
,

愈靠近矿体被压扁 拉长愈强烈
,

定向性愈好
。

(4) 矿石构造有致密块状
、

透镜状
、

角砾状
、

网脉状
、

细脉状
、

浸染状等
。

这些矿石

构造在空间展布上具一定规律
,

即在主矿体中部多为致密块状
,

向外依次出现透镜状
、

角

砾状~ 网脉状 ~ 细脉状 一浸染状
。

这反映出由主断裂带向外
,

充填交代作用减弱
。

( 5) 工
、

n 号矿体虽然整体上呈似层状
,

但矿体实际形态复杂
,

有透镜状
、

束状
、

不

规则状
、

角砾状
,

有时可见透镜状矿体呈右行雁列出现
,

反映这种层间断裂具多期性复杂

性的特点
。

1
.

1
.

2 侵位断 裂的控矿作用 白面山矿床的矿体主要赋存在 F :
断裂带的上盘和北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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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厚度 ( A )
、

图 2 白面山 n 号矿体厚度 ( A )
、

品位 ( )B 等值线 图

2 T h e i s o g r a m m
a P o f o r

--e b o d y N o
.

2 t h ie k n e s s a n d g r a d e in B e im i a n s h a n

品位等值线 ; 2 钻孔编号

矿体厚度 ( m )

(据 20 4 队
、

钻孔编号
’

锡品位 ( % )
; 3一断层及编号 ; 4一闪长粉岩脉

新路矿资料编绘 )

岩脉组的北西侧约 10 0 ~ 2 0 0 m 的范围 (图 2 )
。

F :
断裂至少经历了先压 (印支期 ) 后张 (燕山早期 ) 再扭 (燕山晚期 ) 即先逆后正

再右旋平移的多期活动
,

并为蚀变花岗岩及纷岩脉充填
,

矿化强烈
,

25 号矿脉就产于其

上部
,

并控制了深埋砂矿的产出形态及物质来源
,

与 F ;
断层等组成阶梯状断裂组合

,

这

显然是与岩浆不断上涌
、

侵位有关
,

它既是容矿构造
,

又是配矿构造和导矿构造
.

北东向岩脉组是一组愈合断裂
,

属燕山早期花岗岩派生之产物
,

它可为后期矿脉充

填
,

也可限制及阻隔后期矿液流动及沉淀
。

1
.

1
.

3 白面 山矿床构造控矿机理分析 由于 F :
断裂带活 动长期性

、

继承性和复杂性
,

每次活动都使旁侧围岩产生构造裂隙
,

特别是沿
“

过渡层
”

等构造薄弱带更易破裂
,

但经花

岗斑岩
、

纷岩脉充填
、

愈合刚化后
,

F :
断裂带再度活动时

,

则上覆岩层很容易沿
“

过渡

层
”

滑脱
,

产生犁式断层
。

尔后
,

矿液沿 F :
断裂带上升并沿犁式断层带进行充填交代

,

故

形成了上陡下缓呈犁式的白面山式脉状一似层状锡锌硫化物矿床
.

1
.

2 六合坳锡石硫化物矽卡岩型矿床控矿构造

六合坳矿床位于新路矿 田中部
,

柯家山背斜西翼
。

中上泥盆统呈 N W W 向缓倾斜的

单斜出露
,

东
、

西
、

南分别为簸箕岭
、

姑婆山和浮船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
。

主要矿化类型



第 13 卷 第 4 期 欧阳成甫等 : 厂
`

西新路和水岩坝钨锡矿 田的控矿构造 3 53

一
一一- - - - - ~ 一~ - - - ~ ~

- .

有
一

含锡石硫化物型
、

浸染状锡石石英细脉型及脉状锡石硫化物型
,

以前者最重要
,

呈似层

状
,

矿体均产于簸箕岭岩体西南侧隐伏接触带的
“

过渡层
”

中
,

且多数在距岩体接触带 30

m 范围 内
。

因此
,

该矿床 主要 受接触带构造 及与
“

过渡层
”

交切关系 所控制
,

具体表现

在
:
岩体相对隆起部位

,

矿化相对富集 ; 接触面由陡变缓部位矿体变厚
,

品位增高 ; 接触

带破碎
、

滑脱
、

裂隙发育地段相对富集 ; 接触带与
“

过渡层
”

层理交切地段
,

矿体明显沿层

理方向楔入加厚变富
。

2 水岩坝钨锡矿田

水岩坝矿田位于姑婆山岩体西南外接触带
。

其地层为中
、

上泥盆统及下石炭统
,

但信

都组及
“

过渡层
”

均 已被花 岗岩吞蚀
。

西北侧为姑婆山燕山早期细中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

矿田中部沿烂头山至老虎坳一带具一系列北东 向的纷岩脉
、

伟晶岩脉及花岗斑岩脉出露
,

在烂头山深 30 O m 以下有隐伏的中细粒花 岗岩
,

它是烂 头山黑钨石英脉矿床的成矿母

岩
,

其成岩成矿年龄为 巧 1一 155 M a ,

属燕山早期第三阶段之产物
。

矿 田构造复杂
,

多期

次
、

多方向
、

多类型的构造叠加 改造强烈
。

褶皱主要有 N W 向的水岩坝复式背斜 (烂头

山以北该背斜的北东翼及核部均被 花岗岩吞蚀
,

以南为一系列 向南南东倾伏的次级褶

皱 )
、

北东 向的烂头山一西湾倾伏背斜

(实为凤翔一水岩坝隆起的一部分 ) ; 断 _

了

必
淤何一

裂构造主要有北西和北东向组
。

北西向

组具先压后张多期活动性
,

主要 由向南

西倾斜的正断层组成 ; 北东向组也具先

压后张多期活动性
,

主要为向南东倾斜

的正断层
。

岩体的侵位构造发育
,

主要

表现为接触带的构造
、

岩脉充填的愈合

断裂及北西向褶皱的改造作用
,

烂头山

隐伏岩体顶垂育起及石英脉
、

矽卡岩脉

的肠状褶皱等
。

该矿 田的矿床类型除烂

头山中型黑钨石英脉矿床外
,

还有大庙

山小型矽卡岩型含锡硫化物矿床及董家

坳
、

金窝肚小型含锡角砾岩型矿床
,

其

成矿模式如图 3 所示
。

2
.

1 烂头山黑钨石英脉矿床

图 3 水岩坝矿田成矿模式图

F l g
一

3 T h e o r e一 fo r m i n g m o d e l fo r t h e S h u 一y a n b a o r e一 if e ld

D 3k一桂林组白云质灰岩 ; D Zd一东岗岭组大理岩 ; :梦七燕山早
期第三阶段花岗岩 ; 如一闪长纷岩脉 ; ①一烂头山黑钨石英脉矿

床 ; ②一大庙山矽卡岩型含锡硫化物矿床 ; ③一董家坳含锡角砾岩

矿床 ; 一一矿液聚集方向

烂头山黑钨石英脉矿床位于北东向烂头山一西湾背斜横跨于北西向水岩坝复背朴
。 近

东西向的烂头山育状背斜轴部
、

烂头山隐伏花岗岩岩凸上方
,

并受北西向 F ,
、

F S 和北东

向 F 4
、

F 6 及纷岩脉组成的格状圈闭构造所控制
,

即己知矿体均赋存于此格状闭圈构造之

中
,

矿脉穿过岩脉之后也急剧减薄
,

趋于尖灭
。

究其原因
,

可能是由于断裂的多期
、

长期

活动产生的断层泥对上升的含矿热液的屏蔽 作用
。

愈合断裂纷岩脉属异性体也起了阻挡作

用
。

矿床共有
一

工业矿脉 44 条
,

按其产状有北西
、

东西
、

北东及近南北向四组
,

其中以北

西向组为主
,

工业矿脉 占 29 条
,

占总储量 81 7 %
。

值得注意 的是
:
北西向脉组

,

大致以 10 0 m 中段为拐点
,

以上渐向北东倾斜
,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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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反向南西倾斜
,

倾角一般为 80
“

一 85
。

; 脉组的长度在 1 00 m 中段最长
,

往上往下渐

短 ; 脉组宽在 14 5 m
,

中段最宽达 14 6 m
,

上下渐窄 ; 脉组总厚度在走向上以 20 号勘探

线 为中心向两端变小
,

在剖面上以 145 m 中段 中心 向上向下变小
,

整体呈一 向北东向凸

出的新月形透镜体 (图 4)
,

这充分显示了侵位构造的强大作用
。

解释其成矿构式的机理

可大致划分下列三个阶段 (图 5 ) :

第一阶段
:
近直立挤压面理带的形成

。

由于姑婆山复式岩体 (谣
、

停
”

、

:梦)) 的不断

上涌
、

拓宽
,

横向挤压或由于区域应力的迭加
,

造成了近平行于岩体接触带密集的近直立

挤压面理带
。

第二阶段
: “

s
”

脉带的形成
。

随着烂头 山隐伏岩体 (停s)) 的侵位上涌
,

产生垂直方向

挤压
,

由于前期岩体的冷凝收缩 又产生水平方向拉张
,

在高温高压条件下
,

就像产生纵弯

褶皱一样
,

使近直立的挤压面理 (相 当于褶皱层 ) 发生塑性变形
,

形成
“

S
”

破碎带或虚脱

空间
,

并不断地为矿液充填
,

形成
“

S
”

形的矿脉及其组合
。

第三阶段
:
风化剥蚀阶段

。

地壳上升
,

地表不断被风化剥蚀
,

上部矿体经风化剥蚀后

形成了砂矿
,

下部被保留构成现今原生矿体构式
。

这种成矿构式机理的依据除上述矿脉及其组合的特殊形态
、

产状外
,

主要还有
:

答答止止

苏苏
---

劣劣
`̀

、、 ~ \
---

图 4 水岩坝烂头 山钨锡矿床立体 图

F ig 4 T h r e e一 d im
e n s i o n a l d i a g r a m o f s h u i y a n b a o r e一 n e ld

l 一桂林组白云质灰岩 ; 2一东岗岭组大理岩 ; 3一燕山早期第三阶段花岗岩 ;

4一闪长纷岩 ; 5一斜长份岩 ; 6一矿脉绢编 号 ; 7一钻孔
、

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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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烂头 山黑钨石英脉形成机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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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W o l fr a m i t e一 q u a r t z v e i n s一 of
r m in g m e e h a n 一s m i n L a n t o u s h a n

图中
: a一近直立挤压面理形成 ; b一

“
S

”

脉带形成 ; c一风化剥蚀后

( 1) 在坑道中常可见到矽卡岩石英脉和小型的含钨石英脉形成的肠状褶皱
。

这些肠状

褶皱均是顶部增厚
,

两翼变薄
,

有的矽卡岩脉中的石英细脉在转折端部位形成
“

M
”

形
,

在

翼部形成石香肠构造
。

研究表明
,

这些肠状褶皱是岩浆岩侵位时在高温高压下形成的产

物
。

由此推测烂头山黑钨石英脉形成
“

S
”

型的脉带是合理的
。

(2) 在姑婆山岩体的内外接触带常可见

Z K 知 )

+ 丫 :

+丫

十

2
.

,口刁

L孔

D
卜.

!
Ilar卜n()4()洲

到由岩浆连续或脉动上侵和横向推挤形成的

面理构造
,

且常被同期的长英质脉和矽卡岩

脉充填
,

其产状基本平行接触面
。

况且
,

该

矿床产于背斜的核部
,

在褶皱时易于产生近

乎直立的轴面劈理
。

故第一阶段的
“

近直立

挤压面理形成
”

的推断也是有依据的
。

2
.

2 大庙山式矽卡岩型锡石硫化物矿床

矿田内
,

沿花岗岩与碳酸盐岩接触带有

许多小型层状
、

似层状矽卡岩型锡石硫化物

矿体
,

它们均产于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的旁

侧
,

严格受侵入接触带构造控制
,

如大庙山

含磁铁矿锡石硫化物矿体产于北东向 F 4
、

F 1 5

和北西向 F ,
、

F :
组成的格状断裂 中

,

岩体

侵人接触带的凹部
,

特别是碳酸盐岩悬垂体

的底部接触带 (图 6) 最为富集
。

又如枫木

冲矽卡岩型含磁铁矿锡石硫化物矿体和野鬼

冲含磁黄铁矿锡石硫化物矿体均赋存于岩凹

的接触带产状由陡变缓部位
,

分别产于北东向

布
。

+ 十

犷嵌认
;J勺Jf声

斗 干
、

+ 斗

邑
,

口
:

圃
3

画
“

图 6 大庙山锡矿地质剖面 图

F ig
.

6 G e o l o g l e a l s e e t io n m a P o f

飞h e S n d e P o s i t i n D a爪 i a o s h a n

l一桂林组大理岩 ; 2一燕山期花岗岩 ; 3一矽卡岩 ;

4一锡石硫化物矿体 (据梁平 )

F :
和 F 1 5

断裂的旁侧
,

矿体平行断裂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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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结

(1 ) 姑婆山花 岗岩体西南缘的钨锡成矿的控矿构造主要与岩浆岩体的侵位构造 (包括

侵位断裂
、

侵位褶皱弯起
、

侵位界面和侵位面理等 ) 有关
。

( 2) 白面 山式锡矿床并不是以
“

过渡层
”

为矿源层控矿
,

而是因岩体上隆的拉张作用沿
“

过渡层
”

构造薄弱带产生犁式滑脱作用
,

矿液通过侵位断裂充填交代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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