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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钨矿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

徐克勤 程 海
(南京大学地质系 )

提要 世界钨矿的主要分布在受俯冲作影响的环 太平洋广义的大陆边缘
,

以及欧亚大陆内部广 义

古大陆边缘碰撞带
。

中国钨 矿床从时间和空问分布
,

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皆与世界钨矿相似
,

是世

界钨矿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关键词 中国钨矿床 构造背景

中国钨矿分布相当广泛
,

就其类型来讲主要是黑钨矿
—

石英脉型矿床和含白钨矿的矽

卡岩型矿床
,

也包括少数其它类型钨矿床
,

但前两种类型的钨矿在产量上或储量上都占 90 %

图 l 世界 i毛要钨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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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这些 呜矿床开几成的大地构造背景虽然不尽相同
,

但也有一些 内在的相似之处
。

本文通

过钨矿床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
,

来阐述它们的大地构造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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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太平洋地区钨矿分布与现代地震活动带关系图
(地震活动带的分布据 A r t hu r C

·

T a r r
·

19 7 4 )

从世界范围来看
,

钨矿主要

分 布在环太平 洋广义 的大陆边

缘
;
其次是欧亚大陆 内部的广义

古大陆边缘碰撞带 (见图 1 )
。

这

也主要是产出在古生代和中新生

代褶皱带和与之相邻近的地台或

地盾的边缘
。

除上述两个带外
,

中非
,

美州东海岸和澳大利亚地

盾等地也有一些钨矿分 布
,

但并

不重要
。

从西太平洋钨矿时空分布与

构造的关系来看 (见图 2)
,

钨矿

主要分布在 日本
—

硫球岛弧
,

菲律宾 岛岛弧
,

印尼东部以西的

亚洲大陆东部以及新几内亚—
新赫布里底一新喀里一带以西的

澳大利亚东部
。

现代地震活动带

所代表的板块俯冲带则没有重要

的钨矿出现
。

这清楚地表明钨矿

的形成与板块俯冲及其有关的岩

浆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

西太平洋北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钨矿带
。

从图 3 可以看出钨矿主要分布在太平洋金属成

矿带的外带
,

大多数产于前泥盆纪褶皱带及其盖层岩石中
。

钨矿形成时期主要为燕山期
。

而

在中新生代火山岩广泛发育的太平洋金属成矿带的内带
,

则除 日本的一些小型钨矿外 (其地质

背景较为复杂)
,

重要的钨矿很少
。

在东南亚
,

临近俯冲带的中新生代火山岩活动地带也基本

上没有钨矿的形成
,

钨矿主要分布在离俯冲带较远的前泥盆褶皱带中
。

东太平洋的情况从本质上来看也是相似的
,

例如北美西部
,

钨矿主要分布在所谓石英闪长

岩线以东的地区
,

而在石英闪长岩线以西的邻近俯冲带的地区
,

则钨矿很少(见图 4 )
。

欧亚大陆内部的古大陆边缘碰撞带也有一些钨矿分布
。

总的来说
,

它们主要与碰撞摺皱

后的继承性断裂岩浆活动有关
,

如特提斯造山带的一些钨矿
。

值得指出的是
,

这些钨矿常常分

布在造山带中的古老陆块中
,

或是相邻的较老的褶皱带或地盾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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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所述
,

世界钨矿常常分布在受

俯冲作用影响
,

而又离俯冲带较远的陆

壳发育的地区
。

有些则与大陆碰撞后继

承性断裂岩浆活动有关
。

(二 )

中国钨矿形成的构造背景与世界钨

矿是相似的
,

是上述两个世界钨矿成矿

带配重要组成部分
。

中国的大地构造格架见图 5
。

除华

北地台和杨子地 台以及一些陆块外
,

其

它地方则是不同时代的褶皱带
。

中生代

中国东部受燕 山期块断运动的强烈影

响
,

是环太平洋带的一部分
。

中国西北

部及西部则可粗略地看作在古老陆块之

间分布着三条不同时代的褶皱带 (或大

陆碰撞带 )
,

从北到南分别为
:

天山一 内

蒙一大兴安岭褶皱带 ; 秦岭一祁连山一

昆仑山褶皱带和西藏一云南褶皱带
。

中国钨矿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的环

太平洋广 义的大陆边缘
,

并集中分布在

图 3 西太平洋北部钨矿分布图

东南部
,

此外尚有一些钨矿分布在上述三条大陆碰撞带
。

而其它地区很少有钨矿
。

中国钨矿集中分布在中国东南部
,

本文以华南为例来阐述这些钨矿形成的地质背景
。

华

南是个广阔的地槽区 (见图 6 )
。

具有多期造山运动
。

褶皱带依下列次序大致从西北向东南迁

移
:

中晚元古代褶皱基底
,

加里东褶皱基底
,

沿海海西一印支褶皱基底
,

在燕山期整个华南为块

断运动
,

喜山期华南作为中国广义的活动大陆边缘的一部分
,

向张性环境转变
。

上述多旋回造

山运动伴有多旋回多阶段的花岗岩类的形成
,

而且多旋 回多阶段花岗岩类具有一定的发展演

化趋势
。

这是华南地质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

对华南钨矿密集区的形成十分重要
。

对于 华南来说
,

海西期地壳开始分异
。

在发育成熟的大陆地壳中
,

产生了一系列北东向的

断裂拗陷带
,

其下具有相对上隆的莫霍面
。

当燕山期太平洋板块与亚洲板块的相互作用加强

时
,

在上述断裂拗陷带中
,

发育了强裂的火山作用和同熔型花岗岩类的侵入活动
,

少数钨矿的

形成与这些花岗岩类有关
。

在这些断裂拗陷带以外
,

为后加里东隆起地区
,

如赣南后加里东隆

起 ; 在这些地区
,

火山作用很弱
,

但改造型花岗岩类分布很广
,

就华南而言
,

大部分钨矿的形成

是与这些改造型花岗岩有关的
。

在政和一大埔深断裂带以东地区
,

广泛分布着晚侏罗世到早白奎世的酸性岩为主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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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美国西部钨矿分布与石英闪

长岩线的关系图

岩及沉积岩
,

以及侵入其中的同熔型花岗岩类

岩石
。

它们的形成可能与板块的俯冲有较为直

接的联系
,

但它们很少伴有钨矿的形成
。

这一

方面可能与这一地区地层中及火成岩中含钨背

景较低有关 ;
从另一方面来看

,

与俯冲作用较为

直接有关的花岗岩类的活动一般都很少伴有钨

矿的形成
。

另外
,

政和一大埔深断裂带作为区

划的界线
,

其两侧的硅热流值也是不同的 (据方

夭丰等
,

1 98 6 )
,

其东部大于西部
。

这也必然会

影响到花岗岩类的形成及其有关的矿化
。

华南元古代和加里东褶皱造山运动期间很

少有钨矿的形成 ; 海西一 印支晚期开始有一些

钨矿形成 ;绝大多数钨矿形成于燕山早期 ;燕山

晚期开始减少
;
喜山期则没有钨矿形成

。

因此

华南钨矿的成矿时代主要为燕山早期 ( 1 35 ~

1 90 m
.

y
.

)
。

就相应的构造运动来说
,

这时已从

褶皱造山运动转变为块断造 山运动
,

而其后的

新生代又 向张性构造环境转变
。

所 以
,

在成熟

的陆壳中的块断造山运动是华南钨矿形成的主

要构造背景
,

也是 中国东部钨矿形成的主要构

造背景
。

值得指出的是
,

单纯的构造一岩浆活动尚不足以形成华南这样的钨矿密集区
。

众所周知
,

华南存在着若干不同时代的广义的富钨的矿源层
,

如中晚期元古代四堡群
、

板溪群
、

双桥 山群 ;

震旦系 ;
寒武系

; 局部地段也有泥盆系
,

石碳系等
。

这是钨矿形成的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
。

(三 )

中国西部的钨矿主要分布在天山一 内蒙一大兴安岭
、

秦岭一祁连山一昆仑山和西藏一云

南这三条古大陆碰撞带中
。

钨矿形成的主要构造背景是大陆碰撞后的断裂一岩浆作用
,

这种

断裂常常具有继承性活动的特点
。

天山一内蒙一大兴安岭褶皱带中的钨矿主要形成于海西期和燕山期 (东部 )
。

它们和西伯

利亚板块与华北一塔里木板块于海西期碰撞后的断裂一岩浆作用有关
。

其中海西期的许多断

裂具有继承性活动的特点
。

同碰撞或碰撞前的花岗岩类一般很少伴有钨矿的形成
。

值得指出

的是
:

钨矿不仅分布在海西褶皱带
; 而且常常分布在其中的一些古老陆块中

,

或一些相邻的更

早的褶皱带中‘

东秦岭褶皱带简单的构造发展见示意图 7
,

当海西期古海洋消失
,

大陆碰撞后
,

在燕山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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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大地构造简图及钨矿分布图 (大地构造简图据李春显
,

19 8 0)

l一地台或地块
:

2 一褶皱带
; 3 一俯冲带及深断裂

; 4一钨矿床

期
,

当杨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相互挤压
,

可能还有太平洋板块作用的影响
,

沿一些继承性活动的

深大断裂
,

形成了特点界于同熔型和改造型之间的花岗岩类 (可能受基底性质的影响 )
,

其中有

些岩体伴有钨矿的形成
。

这些钨矿床主要分布在中元古褶皱带
,

这与中元古代地层中的火山

岩 (特别是英安岩和流纹岩) 含钨很高 (n ~ n + PP m ) 有关
。

此外
,

西秦岭的钨铜矿床形成也可

能是与碰撞后的岩浆作用有关
。

西藏一云南褶皱带中钨矿的形成也很类似
。

在碰撞后
,

沿老的构造界线 (如缝合线等 )继

承性的构造岩浆活动
,

造成了有关的钨的富集成矿
。

(四 )

饭步嚣寡室戮及军豁霭
部广义的大陆边缘和西北部及“部三条“大陆碰””

及其

愧黯鸳纂翼辈异导
碰撞或俯冲来说较老的地块或相邻的”皱”中

,

而不限于同时“的

褶皱带中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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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钨矿的形成主要与邻区的碰撞或挤压引起的块断运动有关 (如华南 )
,

或与碰撞后继承

性断裂一岩浆活动有关 (如东秦岭)
,

而很少直接与俯冲作用或碰撞作用有关
。

mok102030和严严严
图 6 华南大地构造简图及钨矿分布图 巨泣〕花岗岩 口习岩梁 }圣三」断裂

1一前寒武纪古陆
;

一燕山断陷活动带
;

2 一后加里东隆起
;

4一燕山再生地槽
;

印支拗陷区
; 6一海西一印支断裂拗陷带

;

3 一海西
5一海西一

了一深大断裂

图 7 东秦岭构造演化示意图 (据邓起
,

19 8 5 ;
贾承造

、

施央申
,

19 86 )

(4) 钨矿伴随的花岗岩类主要属改造型
,

其次是同熔型
。

含钨花岗岩来自大陆地壳
,

较发

育的陆壳是钨矿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

基底岩石的一些层位中钨的初步富集也是形成钨矿的

重要控制因素
,

而且基底岩石性质不同可能决定了花岗岩类特点的不同
。

本文承郑意春同志清绘了全部图件
,

作者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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