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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江华坪山钼钨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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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南江华县坪山钼钨多金属矿床为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个矿床。矿区目前圈定钼矿体2个，钨矿体1个，主要赋存于禾

洞燕山期花岗岩与泥盆系跳马涧组及寒武系香楠组内外接触带，明显受NE向断裂控制。根据矿体空间产出特征和分布规

律，结合矿区化探异常特征，认为矿区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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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W B and Guo A M．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ng potential of Pingshan molybde-

Hum—tungsten polymetallic deposit in Jianghua Country，Hunan Province．Geology and Mi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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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ingshan molybdenum tungsten polymetallic deposit of JianghHa County，Hunan province is a newly

discovered deposit in recent years．Two molybdenum ore bodies and ore tungsten bodies are found．which mainly

occur in contact zone among Hedong Yanshanian granites and Devonian Tiaomajian Formation or Cambrian Xi——

angnan Formation，and significantly controlled by NE trending faults．Accord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distil—

bution of ore bodies，combined with geochemical anomalies，the deposit has got good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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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坪山钼钨多金属矿位于湘、桂、粤交界处，

湖南省江华县码市镇境内，是2012—2013年湖南省

地质调查院在开展湖南省江华县坪山矿区铅锌多

金属矿普查时新发现的。通过勘查，目前圈定钼矿

体2个，钨矿体1个。矿体近于平行展布，矿体赋存

于禾洞燕山期花岗岩与泥盆系跳马涧组及寒武系

香楠组内外接触带，NE向断裂控制矿体的形态、产

状与规模。矿区尚在勘查当中，本文试图从分析研

究江华坪山钼钨多金属矿成矿地质条件、矿床地质

特征人手，结合矿体空间产出特征和分布规律，探

讨找矿远景和方向。

1区域地质背景

矿区处于南岭东西向成矿带西段北部，铜山岭

一九嶷山东西向断褶带南缘与姑婆山一英阳关东

西向构造带北缘之间(图1)。

区内地层出露较全。其中，震旦系一寒武系，为

活动陆缘深海一次深海相碎屑沉积，岩石普遍发生

浅变质，形成浅变质砂岩和板岩。泥盆系一三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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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江华坪山矿区区域地质略图

Fig．1 Simplified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Pingshan area，Jianhua Country

l一白垩系；2一二叠系一三叠系；3-二叠系；4一石炭系；5一泥盆系一石炭系；6一泥盆系；7一寒武系；8-震旦系；9一侏罗纪花岗岩；10一侏罗纪

二长花岗岩；11一二叠纪二长花岗岩；12一志留纪花岗闪长岩；13一断层；14—地质界线；15一不整合地质界线；16一工作区范围．

为一套较稳定的滨海相一浅海相碳酸盐岩及碎屑

岩，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白垩系为陆内

盆地碎屑岩组合，呈角度不整合于下三叠统之上。

区域内分别经历了加里东期、印支期、燕山期

构造运动。发生于中晚侏罗世的燕山运动，是该区

最重要的一次构造运动，与花岗岩成岩成矿关系极

为密切。该构造运动表现为伸展构造作用。主要受

古太平洋板块俯冲一弧后伸展和陆内深部构造的

联合制约，形成了NNE向断裂系统以及陆相盆地

与花岗质火山一侵入岩相间的盆山体系【11，为南岭

地区重要的导矿、容矿构造。

该区岩浆活动频繁，具多期次、多阶段活动的

特点。主要岩石类型为花岗岩类，另有少量基性一

超基性岩。花岗岩以大岩基为主，代表性岩体主要

有姑婆山、禾洞、九嶷山、大东山等复式岩体。一般

为S型花岗岩，其次为铝质A型花岗岩、少量为I

型花岗岩。燕山期花岗岩形成于伸展构造环境，与

有色金属、稀有金属成矿最为密切。

区域内矿产丰富，以有色、稀有金属矿产为主，

目前已发现有钨、锡、钼、铅、锌、铜、铁、钛、金、银、

钇、铌、磷等10余种矿产。已发现矿床(点)70多

处，矿床类型主要有矽卡岩型、热液充填型、蚀变岩

体型、沉积改造型、风化壳型。

2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内出露地层有寒武系、泥盆系及白垩系

(图2)。下寒武统香楠组(e。戈)主要由浅变质长石石

英杂砂岩、板岩、砂质绢云母板岩、炭质板岩等组

成。泥盆系由三个组组成。跳马涧组(D2t)岩性为砾

岩、石英砂岩、页岩等，上部夹豆状赤铁矿。与下伏

香楠组呈断层接触；易家湾组(D撕)由泥灰岩、钙质

页岩组成，局部夹灰岩透镜体；棋梓桥组(D2q)岩性

为中厚层状灰岩、白云岩等。下白垩统石门组(K。s)

为紫红色碎屑岩，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局部呈断层接触。

区内岩浆岩较发育，出露岩体为禾洞岩体北

体，出露面积约3．28 km2。岩性主要为黑云母正长

花岗岩，同位素年龄值165Mal21，形成于燕山期中侏

罗世。根据岩性特征和接触关系，岩体分为3个单

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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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三分石单元(耶)岩性为灰白色、浅肉红色中粒

斑状黑云母正长花岗岩。东观大龙单元(J3D)岩性

为灰白色细一中粒斑状黑云母正长花岗岩。超覆侵

入于寒武系香楠组之上，围岩普遍发生角岩化。枫

木铺单元(J，)岩性为浅肉红色细粒斑状黑云母正

长花岗岩，与寒武系香楠组呈侵入接触，围岩发生

角岩化，与早期三分石单元、东观大龙单元呈脉动

侵入接触。岩石具高硅(72．1％一76．4％)删、富碱

(7．78％～8．12％)等特点。K20／Na20比值0．87—

1．09，铝饱和指数A／CNK值(0．98～1．06)，属偏酸性

弱偏铝质花岗岩。组合指数盯为1．8～2．26，为钙

碱性花岗岩。Sm／Nd比值0．1605<0．33，∑Ce／∑Y

比值>1，反应为轻稀土富集型。三分石单元中微量

元素Rb、Sn、W、Bi、Cu、Pb、As等高于维氏值；东观

大龙单元w、sn、Bi、Mo、Pb、Li、As等高于维氏值；

枫木铺单元微量元素Pb、zn含量较高。

矿区褶皱构造不太发育，主要表现为单斜构

造，局部为层间褶皱和拖拉褶皱。在中部有坪山向

斜构造，轴迹近南北向，轴面倾向东，核部出露地层

为泥盆系棋梓桥组，两翼为易家湾组、跳马涧组。断

裂构造十分发育，分为NE、NW向二组断裂。NE向

断裂有F剪、F柏、F4。、F60,F6，，为本区控矿容矿构造。

b、K断裂规模较大，为区域上小带一红泥塘断

层、荣村一坪山逆断层的组成部分。F叭F。，两断裂

近于平行分布，长3～4 km，倾向SE，倾角450一

810。发育硅化破碎带，带内蚀变矿化较明显，区内

钼钨矿体严格受其控制。NW向断裂规模较小，走

向延伸长2—3 km，切割NE向断裂。

区内岩石变质和蚀变现象较普遍，蚀变种类较

多。计有硅化、钾化、绿泥石化、钠长石化、云英岩

化、矽卡岩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角岩化等。分布

于断裂带及旁侧的硅化、钾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

等热液蚀变，与钼钨矿化关系密切。

3矿体特征

矿区目前圈定钼矿体2个，钨矿体1个，产于

禾洞燕山期花岗岩与泥盆系跳马涧组及寒武系香

楠组内外接触带。NE向断裂k、F6，控制着3条矿

体的形态、产状与规模。矿体在平面和剖面上近于

平行排列(图2、图4)。

I号矿体为主矿体，受F∞断裂控制。赋矿围岩

同·剀：叫，网·回，围t网，园s园9网-o圊-·凼t：
眵司n网“磐习ts匡刁16 f刁17圈18 V=It，f_刁”酗z-睦竺|n瞳圈”f帮】”

图2江华坪山矿区地质略图

Fig．2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Pingshan W-Mo deposit in JianghU8 Country

1一白垩系石门组；2-泥盆系棋梓桥组；3-泥盆系易家湾组；4一泥盆系跳马涧组；5-寒武系香楠组；6一枫木铺单元；7一东观大龙单元；8一

三分石单元；9一石英脉；10一细粒花岗岩脉；ll一细晶岩脉；12一矿体及编号；13一正断层产状及编号；14一逆断层产状及编号；15一压扭性断层

产状及编号；16一性质不明及推测断层；17一地质界线；18一不整合地质界线；19一花岗岩脉动接触界线；20一地层产状；21一勘探线及编号；22一

老隆及编号；23一探槽及编号；24一钻孔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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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观大龙单元细一中粒斑状黑云母正长花岗岩

及泥盆系跳马涧组石英砂岩。矿体具分枝复合现

象，厚度变化较大。Ⅱ号矿体产于东观大龙单元内

接触带的F。。断裂南西段。地表探槽未见露头，为隐

伏矿体，埋深55～245m，与I号矿体相距200。

350 m。I、Ⅱ号矿体主要为辉钼矿化，辉钼矿呈细

脉状、网脉状、浸染状分布于石英脉体和脉壁及碎

裂花岗岩中或蚀变构造角砾岩中，靠近破碎带两侧

蚀变花岗岩和石英砂岩中，偶见细脉状、浸染状辉

钼矿。Ⅲ号矿体产于枫木铺单元与寒武系香楠组接

触带的F。。断裂北东段(图2、图5)。赋矿围岩主要

为细粒斑状黑云母正长花岗岩、浅变质长石石英杂

砂岩。主要为白钨矿化，白钨矿呈浸染状分布于石

英脉和蚀变碎裂花岗岩。区内矿体控制长度200～

1390 m，走向NE，倾向SE，倾角变化大，为40。～

820。矿体单工程真厚度0．86。10．92 m，单工程平

均品位Mo 0．065％一0．128％，W03 0．073％～

0．142％。详见表1。

图3坪山矿区钼钨多金属矿60线剖面图

Fig．3 Geological section of No．60 prospecting line of Pingshan Molybdenum-Tungsten—Polymetallic deposit

l一寒武系香楠组；2-侏罗纪枫木铺单元；3-浅变质长石石英砂岩；4一粉砂质板岩；5一中细粒斑状黑云母正长花岗岩；6-地质界线；7一矿

体及编号；8一探槽及编号；9-钻孔及编号．

表1坪山钼钨多金属矿体特征表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ore body characteristics in Pingshan Molybdenrm-polymetallic deposit

4矿石特征及成因初探

根据矿床产出的地质特征和矿物的共生组合

特点，矿石类型为蚀变破碎型辉钼矿石、石英脉型

辉钼矿石、石英脉型白钨矿石。

金属矿物主要为辉钼矿、白钨矿，伴有少量黄

铁矿、黄铜矿、辉铋矿、辉铜矿、铜蓝、褐铁矿、针铁

矿、磁铁矿等；非金属矿物主要为石英、钾长石、斜

长石，次为黑云母、绢云母、绿泥石、白云母及少量

变质矿物。

矿石结构有自形一半自形片状结构(图6a)、

它形粒状结构、交代结构(图6b)、填隙结构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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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华南地质与矿产

图4石英脉型辉钼矿石镜下照片

Fig．4 Micrograph of qrartz-vein type molybdenite ore

a一辉钼矿(灰白色)呈自形鳞片状集合体；I卜辉钼矿(灰白色)呈鳞片状集合体交代黄铁矿

石构造有细脉浸染状构造、脉状构造、网脉状构造、

团块状构造及角砾状构造。

矿石中有益组分为Mo、WO，。单样Mo品位

0．036％～0．260％，W03品位0．073％一0．184％。矿

床平均品位Mo 0．079％，W03 0．136％。主要有益组

分Mo以辉钼矿状态赋存，WO，以白钨矿状态赋

存。伴生组分除TC0001单工程品位Bi 0．070％之

外，抽取组合样各组分均未达到矿床伴生组分评价

指标要求。

钼钨多金属矿体严格受禾洞燕山期花岗岩与

地层内外接触带的NE向断裂控制，说明矿体的形

成与成岩同期或稍晚于成岩时期。禾洞岩体同位素

年龄值165 Mat21，形成于燕山期中侏罗世。燕山期

花岗岩与南岭地区有色金属成矿在时空上密切相

关，南岭地区中生代大规模成岩成矿高峰期集中在

160～150 Ma 141，钼多金属成矿年代集中在170～

150 Ma同。区内土壤异常w、Sn、Mo、Bi等高温元素

组合分布于钼钨多金属矿化体之上，还叠加有Cu、

Pb、zn、Au、sb、As等中低温元素组合异常。

综上所述，矿床工业类型为蚀变破碎带型、石

英脉。初步认为矿床成因类型为与燕山期岩浆热液

活动有关的中一高温热液充填型矿床。

5化探异常特征

矿区有水系沉积物AS92、AS93乙类综合异常

2处(图5)，外围有AS90乙类综合异常1处及

AS91甲类综合异常1处。

AS92乙类异常呈似椭圆状，异常元素以w、

sn、Bi、Mo、cu为主，次为As、Au、Ag、Pb、sb。其中

表2坪山钼钨矿水系沉积物主要元素异常特征表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major element of stream sedimetit anomalies in Pingshan Molybdenum-Tungsten

polymetallic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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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AS92、AS93综合异常图

Fig．5 Comprehensive anomaly map of As92，As93

1一w异常等值线；2一Sn异常等值线；3一Mo异常等值线；4一Bi异常等值线；5一矿区范围

图6坪山矿xE0线地质剖面图与6线土壤异常剖面对比图

Fig．6 Comparative between the section of No．0 geological prospecting line and soil element anomaly profile map of No·6 prospecting

line in Pingshan area

l一泥盆系跳马涧组；2一侏罗纪东观大龙单元；3一砾岩；4-长石石英砂岩；5一中粒斑状黑云母正长花岗岩；6一地质界线；7一矿体及编号；

8一老硐及编号；9一探槽及编号；10一钻孑L及编号；1 1-元素异常变化曲线及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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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Bi、Cu异常具Ⅲ级浓度分带，以W异常分

布面积最大，w最高值为45×10。6，Mo最高值为

25×10。6，Cu最高值为908×10r6。详见表1。AS93

乙类异常呈不规则带状分布。主要分布在矿区南西

侧，并延伸出矿区范围。异常元素主要为w、Bi、

Mo、Cu，次为cu、Au、Ag、Pb、F。其中w、Bi、Au异常

具Ⅲ级浓度分带，Mo、Cu异常具Ⅱ级浓度分带。w

最高值为530×10。6，Bi最高值为209×10巧，Mo最

高值为15．2 X 10巧，Cu最高值为200×10。6。综合异

常沿岩体与地层的接触带及断裂分布，异常重叠性

好、强度较高。综合异常多分布在已知矿床(点)上，

显示异常分布区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通过土壤剖面测量显示，本区Sb、As、W、Sn、Bi、

Mo、Cu、Pb、Zn、Au元素均有较高强度的异常，最大

值分别为(单位：×10。6)：10．51、264．8、220、70．4、

366．7、926．4、128．1、270．1、209．4、29．29(×10’9)。元素

异常主要受岩体和NE向断裂构造的双重制约，元

素组合水平分带明显：由岩体一接触带一围岩，元

素组合为w、Sn、Bi、Mo(高温)一cu、Pb、zn(中温)

一Au、Sb、As(低温)。主要成矿元素w、Sn、Mo、Bi异

常范围较大，异常浓集中心明显。浓集中心分布与

钼钨多金属矿化地段相吻合(图6)，因此引起异常

的地质体应为钼钨多金属矿化体。

6找矿标志及前景分析

6．1找矿标志

(1)老窿：地表老窿是寻找含矿破碎带或矿脉

的直接找矿标志。

(2)构造标志：区内矿体严格受岩体接触带附

近的NE向断裂构造控制，NE向断裂是本区重要

的找矿标志。

(3)蚀变矿化：与钼钨矿化有关的硅化、钾化、

绿泥石化、黄铁石化等围岩蚀变主要发育于断裂破

碎带及旁侧，呈带状分布。蚀变在地表、深部都表现

明显，易于识别和追索。

(4)化探异常：从该区化探异常特征与区内地

质成矿特征对比看出，高强度的异常分布地段多为

钼钨多金属矿的产出地段，化学异常较明显地段应

是寻找钼钨多金属矿化体的有利部位。

6．2找矿前景

据现有资料及前人对南岭地区的研究成果【1，删

分析，认为矿区成矿地质条件较好，具有较好的找

矿潜力。

(1)矿区目前发现钼矿体2条，钨矿体l条。矿体

控制长度200—1390 Ill，矿体真厚度0．86～10．92 m。

I号矿体在南西段47线矿化厚度大，在0线向深

部明显变厚(图6)；Ⅱ号矿体为隐伏矿体，埋深55

—245 In。显示矿体向深部有矿化增强、厚度变大的

趋势。矿区土壤异常范围较大，浓集中心明显，异常

分布地段与钼钨多金属矿体产出地段相吻合。主要

成矿元素W、Mo异常于F叭F。。断裂沿走向延伸出

矿区范围。无凝，矿区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通过工

作可进一步扩大矿床规模。

(2)区内矿体严格受禾洞燕山期花岗岩与泥盆

系跳马涧组及寒武系香楠组接触带的NE向断裂控

制，在平面、剖面上近于平行排列。本区水系综合异

常和土壤组合异常沿岩体与地层接触带及NE向断

裂分布，异常重叠眭好、浓集中心明显。异常多分布

在已知矿床(点)上。因此，禾洞燕山期花岗岩体内外

接触带的NE向平行断裂构造具有较好的找矿潜

力，是发现和寻找新的钼钨矿体的希望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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