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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鸡尾斑岩锡矿床的地质特征

及找矿意义

朱正书
(中国地质科学院成矿远景区划室 )

徐克勤 朱金初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

提 要 东坡矿田中的野鸡尾斑岩锡矿为一以锡为主的多金属大型矿床
。

在空间上它与野鸡尾岩

枝状斑岩体有关
,

具有清楚的蚀变岩相分带
,

锡矿化呈浸染状和细脉一浸染状分布
。

野鸡尾斑岩锡

矿与银岩斑岩锡矿在含矿岩体
、

矿化特征和蚀变岩相分带方面极为相似
。

但这两个矿床产出的区

域地质背景不同
,

因而为盛产锡石硫化物矿床为特征的华南海西一印支拗陷区的锡矿找矿工作拓

宽了思路
。

关键词 野鸡尾斑岩锡矿 矿化特征 蚀变岩相分带 找矿意义

位于湖南省郴县东坡矿田中的野鸡尾锡多金属矿床曾被认为是柿竹园钨钥秘矿床的组成

部分〔‘
, 2 〕 。

随着后来找矿工作的深人开展
,

在 1 9 8 2 年才发现锡多金属矿化与野鸡尾岩枝有

关
。

本文 旨在论述和研究野鸡尾斑岩锡矿床的地质特征
,

并指出该矿床的发现在湘桂粤拗陷

区锡矿找矿工作中的意义
。

一 矿区地质

矿区位于赣南后加里东隆起区的西南缘与湘桂粤海西一印支拗陷区的交接部位
。

区内出

露震旦系和泥盆系中上统地层 (图 1 )
。

震旦系主要 由浅变质的砂岩和板岩组成
,

分布于矿区

的东部
。

泥盆系中统跳马涧组地层主要 由紫色和灰白色的石英砂岩组成
,

底部有砾岩
,

顶部有

钙质页岩
,

与周围地层呈断层接触
。

棋梓桥组地层为中厚层 白云质灰岩
,

是野鸡尾矿床的主要

围岩
,

与震旦系地层为断裂接触
。

泥盆系上统佘 田桥组地层由中厚层泥质条带灰岩和泥质灰

岩夹粉砂岩组成
。

矿区构造 以发育 N N E 向的褶皱和断裂 以及 N E 向断裂为特征
。

泥盆系地层褶 曲成为并

列的柿竹园一太平里 向斜和柿竹园一野鸡尾背斜
。

N N E 向断裂为高角度逆冲断层
,

属于区域

断裂带的次级构造
,

控制了成岩成矿作用
。

N E 向断裂切穿了 N N E 向断裂
,

并且被花岗斑岩岩

脉群充填
。

矿区 内出露的岩浆岩有燕 山期的干里 山花岗岩复式岩株
,

岩株附近的石英斑岩岩瘤和岩

脉
,

穿插于岩株的 N E 向花岗斑岩岩脉
,

以及零星分布的辉绿粉岩岩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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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震旦系 ; 2
.

中泥盆统跳马涧组 ; 3
.

中泥盆统棋梓桥组 ; 4
.

上泥盆统佘 田桥组 ;

5
.

千里山花 岗岩
; 6

.

石英斑岩 ; 7
.

花岗斑岩
; 8

.

辉绿粉岩
; 9

.

矽卡岩
; 10

.

背斜轴 ;

H
.

向斜轴
; 12

.

铅锌矿 ; 1 3 断层 ; 14
.

地质界线
。

图 1 野鸡尾锡矿床地质简图

(据湘南地质队资料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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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进行全岩 R b一sr 年代法测定
,

获得其等时线年龄为 1 33
.

93 士 3
.

期
。

在东坡矿 田 中
,

柿

竹园矽卡岩一网脉状云

英岩复合型的钨秘铝矿

床位于千里 山花岗岩株

东南方 向的内凹接触带

中
,

而野鸡尾斑岩锡矿

床则位于柿竹园矿床东

南侧的野鸡尾岩枝内部

及其接触带中 (图 1 )
,

成矿作用与野鸡尾岩枝

的侵 位 和蚀 变密 切相

关
。

1
.

含 矿斑 岩 体的

产状和时代

含矿斑岩体侵位于

由棋梓桥组地层构成的

背斜轴部
,

在地表出露

面积小于 o
.

lk 耐
,

形态

不规则
,

被称为
“

螃蟹

状
”

(图 1 )
。

在剖面上

呈枝状
,

往深部 向北西

延伸至千里山花岗岩主

体 (图 2 )
。

湖 南 地 质 研 究 所

(1 9 8 5 ) 对野 鸡 尾岩 枝

6 0 5
、

6 6 0 和 7 10 三个中

段处所采集的弱蚀变岩

6 M a¹
,

时代相当于燕山早

2
.

岩石学和微量元素特征

野鸡尾岩枝出露地表的部分习惯称为石英斑岩
。

具典型的斑状结构
,

呈灰绿色
。

斑晶主

要是石英和正长石及其绢云母化的假象
。

基质为显微粒状结构
,

由长英质矿物组成
,

遭受较强

¹ 引自湘南地质队资料
, 1 9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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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b le l

2
.

中上泥盆统 3
.

千里山花岗岩

7

L皿
。

5
.

矽卡岩叠加网脉状云英岩脉 ;

6. 野鸡尾岩枝 ; 7 石英斑岩
; 8

.

花 岗斑岩 ; 9
.

断层

柿竹园一野鸡尾矿区剖面示意图 (据湘南地质队资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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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与矿化有关的花岗岩岩石化学成分(呱)

Pe tr oc he 而司 ~ 卯的“~ of , . 吐血
rOC kS . oc ia ted wi th 枷 m in e ra li Za如。 (wt 铸)

样样样品数数 5 1000 Ti o
,,

A I: 0 ,, f笼, O JJJ F 己OOO M n OOO M g ooo (场OOO N氏 000 K
一
000 几认认 烧失失 总量量 资料来源源

千千 体体 第 一次侵入入 444 7 4
.

0 333 0
.

2 666 布, 交 ,, 0
.

8 777 1
.

4 777 0
,

3 555 0
,

0 555 1 5 777 3
.

1 111 4
。

4 777 0
.

0 999 1 6 111 1 0 0
.

2 〔〔 廖溟龙龙

里里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1 9 8 7 )))
山山 岗岗岗岗岗岗 , -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主主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第第第二次侵入入 333 7 5
.

9 777 0 0 888 1 2
.

5 777 D 2 000 1
.

0 444 0
。

1 000 0
。

0 444 0
。

9 777 3
。

4 222 4
。

5 111 0
.

0 333 1
.

3 999 1 0 0
.

3乏乏乏

第第第三次侵入入 555 7 6 2 888 0
。

0 222 1 2
,

7 999 0 1 666 0
.

7 666 0
.

0 222 0
.

0 333 0
.

5 111 3
.

8 222 4
.

3 444 0
.

0 111 1
.

5 222 1 0 0
.

2 右右右

野野 岩岩 石英斑岩岩 222 6 9
.

8 777 0 0 777 1 3
,

7 888 1 7 888 2
。

2 1
...

0 1 333 4
。

1 888 0
。

5 000 0
.

1 555 4
。

1 888 0
.

0 3333333
俪南队

( , 。5 6)))

鸡鸡
············································································

尾尾枝枝 石英斑岩岩 lll 7 0 0 ]]] 0
。

0 111 1 4 8 444 0
,

9 333 0
.

4 666 0
.

2 999 0
.

2 777 1
.

9 333 0
.

1 000 5
。

3 777 0
.

1 444 5
.

6 000 9 9
。

9 666 本文文

银银银 花岗斑岩岩 333 7 5
。

3 555 0
.

0 333 1 3 1 777 0 4 999 1
.

0 555 0
.

0 666 0
.

2 777 0
。

4 888 3
.

6 888 4
。

2 777 O
。

0 444 0 7 000 9 9
。

5 99999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石石石英斑岩岩 lll 7 6

。

2 444 0
,

0 111 1 3 6 777 2
。

8 666 0
.

8 000 0
。

1 555 0
.

2 777 0
。

1 222 0
.

1 555 4
。

1 222 0
。

0 333 2
。

2 000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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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矿化花岗岩的微量元素含量(PPm )

T a bl e 2 T r

ace
e len le n t c

on t即ts of m in er
ali 双对 gr a川tic

roc 如 (加 pp m )

祥祥祥品数数 R bbb S r
‘‘

B aaa C UUU P bbb Z nnn C rrr N iii C 000 VVV N bbb Z rrr

snnn FFF 资料来源源

千千 体体 第一次侵人人 不详详 6 0 000 2 777 15 888 I999 1 0 555 1 111 444444444 3 444 5 999 l 666 30 0 000 廖溟龙龙

里里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19 8 7 )))
山山 岗岗 第二次侵入入 不详详 7 7 888 1 333 4444 1 000 1 1888 2 333 1 222222222 3 000 8 222 l888 3 5 0 00000

主主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第第第三次侵 入入 不详详 8 3 000 2 lll 777 1 444 1 000000 L111111111 2 777 7 333 3000 5 5 0 00000

野野鸡尾石英斑岩岩 lll 1 9 9 444 l777 7 000 9 777 28 ppp 6 9 222 777 333 555 1222 5 777 5 777 12 33333 本 文文

银银 岩岩 花岗斑岩岩 333 12 9 111 1333 4222 3 333 5 000 6 000 6222 2
...

222 777 4 888 7555 10 666 5 5 00000

石石石英斑岩岩 lll 1 4 2 444 333 5 444 5 555 8 888 9 lll 2222 222 lll 666 4 444 5 777 2 0 000 3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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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绢云母化 (照片 1 )
。

钻孔岩芯和坑道观察表明
,

岩枝向下基质逐渐变粗
,

斑晶中长石含量增

加
,

岩性变为花岗斑岩
。

再向下
,

由于强烈的蚀变作用
,

而不能观察到岩性变化
,

但根据岩枝上

部岩性的变化趋势
,

下部很可能变成为斑状花岗岩
。

含矿斑岩体的岩石化学和微量元素分析结果列于表 1 和 2
。

有意义的是
,

野鸡尾石英斑

岩的 51 0
2

含量低于千里 山花岗岩主体岩石
,

这在华南地区含锡花岗岩中是少见的
。

而微量元

素中 R b 和 N b 的含量大大地高于主体岩石
,

成矿元素 sn 、
C u 、

Pb 和 z n 也显著富集
。

虽然可以

认为这是蚀变和矿化作用影响的结果
,

但也确实反映了岩浆从早到晚的分异演化作用
,

与含锡

花岗岩的特征是一致的
。

斑岩体的稀土元素分布型式与主体岩石基本相似 (表 3 和图 3 )
,

但与主体岩石稀土元素

分布型式之间未能形成清楚的分异演化趋势
。

这种现象与近几年来发现的会昌岩背斑岩锡矿

的含矿岩体稀土元素的变化特征颇有相似之处
,

并被认为是寻找与斑岩锡矿有关的矿化岩体

的一个重要标志¹ 。

3
.

斑岩体与主体岩石的从属关系

千里山花岗岩主体现分为三个侵人幂次
。

第一次侵人为细中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

年

龄为 182 一 160 M a ;
第二次侵入主要为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

,

年龄为 148 M a ;
第三次侵入为细

粒
、

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
,

年龄为 138 M a º 。

野鸡尾岩枝作为千里山花岗岩主体的派生产物是

无疑的
,

但对于岩枝与主体岩石的幂次从属关系有着不同的认识
。

有人认为是第一次侵入的

花岗岩体伸出的 岩枝 º ,

有的认为是属于第二次的»
,

也有的认为是属于第三次的¼
。

造成这

些争议的原因是 由于岩枝和主体岩石的过渡或接触关系不清楚
,

同时由于蚀变作用的影响
,

难

以进行岩相对比
,

从而不能获得直接的地质证据
。

野鸡尾岩枝与千里山主体岩石的从属关系由岩相对比是难以说明的
,

因为岩枝本身的岩

相变化较大
。

从岩石化学特征看
,

岩枝与主体岩石之间未表现出分异演化关系
。

而微量元素

特征反映了它是晚阶段岩浆活动的结果
,

稀土元素分布型式也显示了它是较晚阶段的产物
。

另外
,

岩枝的同位素年龄也晚于主体岩石
。

因此
,

可以认为野鸡尾岩枝是千里山花岗岩岩浆活

动晚阶段的产物
,

但它是第三次侵入的派生产物或者可能是更晚阶段的产物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工作
。

三 锡矿化特征

.

矿床产状和形态

¹ 朱正书 ,

论华南斑岩类锡矿床
,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 19 8 8

º 湘南地质队 ,

野鸡尾锡多金属矿床特征及成矿规律研究
, 19 86

» 匡耀求 ,

湘南 东坡野鸡尾蚀变岩枝型锡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
, 1 9 85

¼廖溟龙
,

湘南东坡矿田锡矿床成矿特征和成矿机理及岩浆控矿条件研 究
, 19 8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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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鸡尾矿床的矿化作用沿着岩枝及其接触带发育
,

但被成矿后侵入的花岗斑岩脉分成北

西和南东两部分
。

在北西侧的下部
,

与柿竹园矿床相连接 (图 2)
。

野鸡尾矿床的下部矿化以深色的黑鳞云母化开始
,

呈面型展布
。

矿化以黑钨矿为主
。

而

柿竹园矿床由主体花岗岩接触带的矽卡岩型白钨矿
、

辉秘矿和辉钥矿矿化
,

叠加由花岗质岩脉

蚀变而成的网脉状云英岩型矿化组成
。

这种云英岩脉以浅色云母和富石英为特征
,

主要 由糖

粒状石英组成
,

次有斜长石
、

白云母
、

萤石
、

黑钨矿
、

白钨矿
、

辉钥矿
、

辉秘矿
、

锡石和黄玉等
。

此

外
,

柿竹园矿床中的矽卡岩矿物石榴石富含 锡
〔习 。

2. 矿石类型

野鸡尾矿床成矿元素以锡为主
,

伴生铜
、

铅
、

锌等
。

根据矿石构造和矿物成分可分为如下

三种矿石类型
:

(1) 岩枝内部与面型的黄玉云英岩化有关的浸染状矿石
。

这种矿石中的锡石颗粒较小
,

肉

眼不易觉察
。

除锡石外
,

还有黑钨矿
、

黄铁矿等金属矿物
。

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
、

黄玉
,

其次有

萤石等矿物 (照 片 2 )
。

(2) 岩枝内部云英岩中和外接触带矽卡岩及大理岩中的细脉一浸染状矿石
。

按细脉中的

矿物成分可分为两大类
:

一类是以石英
、

黄玉
、

萤石和云母为主的云英岩类矿物 (照片 3 ) ; 另一

类是以黄铁矿和黄铜矿为主的硫化物 (照片 4 )
。

矿床的下部以云英岩类矿物细脉为主
,

其中

伴生钨矿化
; 而在中上部则以硫化物细脉为主

,

伴生铜矿化
。

在矿床中
,

尤其是岩枝边部常见

硫化物细脉近于平行排布
,

形成脉系
。

细脉的脉宽通常为 Ic m 左右
。

(3) 岩枝上部及其周围大理岩化灰岩中的含锡铅锌矿石
。

多呈致密块状
,

充填于构造裂隙

中(图 l )
。

野鸡尾矿床锡矿化规模较大
,

但品位较低
,

钨和铜仅作为综合利用组分
,

而铅锌则构成了

独立矿体
。

在岩枝 内部侵染状与细脉一浸染状矿化叠加的部位
,

锡品位较高 ; 在外接触带
,

由

于矽卡岩中石榴石含锡较高
,

当叠加有细脉状矿化时
,

锡品位也较高
。

3
.

矿化阶段及成矿元素分带

基于上述矿化特征
,

野鸡尾矿床可分为云英岩化阶段和硫化物矿化阶段
。

成矿元素在空间上形成很好的分带性
,

即从矿床的下部向上
,

矿化分带为 w
、

Sn
—

Sn
、

Cu

—
S n 、

P b
、

Z n 。

四 围岩蚀变

1
.

热液蚀变种类及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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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和第三次侵入的岩石
; x 一野鸡尾石英斑岩

图 3 千里山主体花岗岩和野鸡尾斑岩岩枝的稀土元素分布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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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鸡尾矿床的热液蚀变作用强烈
,

种类较多
,

而且分布广泛
。

在岩枝的外接触带棋梓桥组白云质灰岩中发育矽卡岩化及其外侧的大理岩化
。

在矽卡岩

化和大理岩化岩石中
,

又分布有由萤石化
、

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绢云母化
、

电气石化和硅化等热

液蚀变矿物所组成的各种热液脉
。

这些脉体是岩枝中的蚀变作用在围岩中的延伸
。

在岩枝中发育的蚀变作用有黑鳞云母化
、

黄玉化
、

石英化
、

萤石化
、

黄铁矿化
、

浅色云母化
、

绿泥石化和绢云母化等
。

黑鳞云母化强烈地发育于岩枝的下部
,

呈面型分布
。

黑鳞云母为细鳞片状
,

呈暗绿一黄褐

多色性
。

黑鳞云母常遭受后期的再蚀变作用
,

发生褪色化
,

即浅色云母化
,

形成大量的白云母
;

或者发生绿泥石化
,

仅保留其假象和部分光学性质
。

黄玉化蚀变广泛分布于岩枝中
。

黄玉晶体呈半 自形的柱状和细小的粒状及针状
,

构成了

不同世代的产物
,

反映了黄玉化蚀变过程持续时间较长
。

萤石化是一种常见的蚀变类型
。

较早形成的萤石为无色
,

较晚形成的萤石为紫色和绿色
。

绿泥石化主要发育于岩枝的中上部
,

呈不规则的细脉状
,

或者作为硫化物矿化细脉中的矿

物成分
。

黄铁矿化除形成硫化物矿化细脉中的主要矿物黄铁矿之外
,

在岩枝的中下部分布稀疏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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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稀土元素含量(p p m )

Ta 从
e 3

.

R ar e e ar .h el en le n 住c o n 加 n 妇 (加 p脚口 )

千千千里山主体花岗岩岩 野鸡尾尾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枝枝第第第一次侵入入 第二次侵入入 第三次侵入入入

UUUUU 2 6
.

0 555 4 0
.

4 333 2 5
.

4 111 2 1
.

9 777

CCCeee 58
。

6 555 9 1
.

1 555 6 5
。

4 111 5 2
.

0999

PPPrrr 7
.

3 444 1 1
.

6 111 9
.

4999 8
.

2 111

NNN bbb 2 7
.

0000 4 0
.

2 111 3 5
.

6 555 2 9
.

8 666

SSS mmm 6
.

4 444 1 1
.

8 000 16
.

8 333 1 0
。

1 888

EEE UUU 0
.

3 888 0
.

2 999 0
。

1 111 0
。

2 222

GGG ddd 6
.

5 444 1 2
.

4 444 2 1
.

2 888 1 1
.

0 666

TTThhh 1
.

3 777 2
.

5 666 4
。

7 222 2
。

3 999

卿卿卿 8
。

5 666 15
.

6 888 3 0
.

2 999 1 6
‘

8 111

EEE 。。 1
.

9 333 3
.

1 555 5
.

8 222 3
.

3 111

EEErrr 6
.

3 000 9
.

2 000 1 7
.

0 000 1 1
.

3 333

TTT mmm 1
.

1 333 1
.

5 333 2
.

8 777 1
.

8 333

YYYbbb 8
.

2 333 9
.

6 000 1 9
.

2 888 1 4
.

3 999

LLLuuu l
。

2 888 1
。

3 888 2
.

8 777 2
.

0 000

YYYYY 5 7
.

8 000 9 2
.

1 333 18 5
。

1999 1 0 2
.

3 555

艺艺R E EEE 2 1 999 3 4 333 4 4 222 2 8 888

艺艺C e
/功功 1

.

3 555 1
.

3 222 0
。

5 333 0
.

777

666E UUU 0
.

1 888 0
.

0 777 0
.

0 222 0
.

0 777

资资料来源源源 廖溟龙(1 9 8 7 ))))) 本 文文

染状的黄铁矿
。

绢云母化在岩枝的顶部和边部较强烈
,

呈面型展布
。

石英化伴随各种蚀变作用都有发育
,

遍布整个岩枝
。

2
.

蚀变岩相分带

尽管蚀变种类多且叠加现象严重
,

但各种蚀变作用所形成的蚀变岩相在垂向上的分带性

是很清楚的
。

从岩枝的下部至顶部可分出如下三个蚀变岩相带 (图 4 )
:

(1) 黑鳞云母石英云英岩带 分布于 66 0 中段以下
,

主要由黑鳞云母和石英组成
,

此外尚

有少量的黄玉和萤石等矿物
。

该岩相带中发育黑钨矿
、

锡石和辉铂矿矿化
,

但品位达不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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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

要求
。

(2 )黄玉石英云英岩带 分布于 6 60 中段以上至 8 55 中段
。

在 6 60 中段及其下部
,

它与黑

鳞云母石英云英岩化叠加现象较严重
。

或者黄玉石英云英岩呈脉状穿插于黑鳞云母石英云英

岩中
。

两者常构成条带
; 或者黑鳞云母石英云英岩被交代成残留团块和不规则状

。
7 10 中段

以上
,

岩石主要由石英
、

黄玉和不等量的萤

石组成
,

其中分布有星散状的黄铁矿
。

(3) 绢英岩化带 分布于岩枝的顶部

及边部
。

在顶部的绢英岩化带中可见锡石

硫化物细脉和块状铅锌矿石
。

3
.

蚀变与成矿关系

野鸡尾矿床的锡矿化主要分布于黄玉

石英云英岩带中
。

浸染状锡石与黄玉和萤

石等矿物密切共生
,

可见黄玉
、

萤石和石英

集合体呈某种矿物的假象
。

细脉一浸染状

锡矿石的矿物成分可从以黄 玉
、

萤石和石

英等云英岩类矿物为主变化到以黄铁矿和

黄铜矿等硫化物为主 (照片 2
、

3 和 4 )
。

这

些细脉进入围岩
,

则构成了接触带矿体
。

围绕着野鸡尾岩枝而发育的蚀变岩相

分带及其中的矿化分布
,

反映了野鸡尾矿

床的形成与岩枝的侵入活动在时空和成因

上有着紧密的联系
。

成矿流体来自产生岩

枝的晚阶段岩浆的分异演化作用
,

而且这

种成矿流体是富氟的
。

正是这种富氟的成

说明
;

图例同图 2 分带说明见正文

图 4
.

野鸡尾斑岩锡矿蚀变分带图

(据第 n 排勘探线钻孔岩芯和各坑道岩性 观察编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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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流体在与围岩的互相作用过程中
,

随着其物理化学性质的改变
,

形成了类似于云英岩型矿床

的斑岩锡矿
,

而不是锡石硫化物矿床¹ 。

五 找矿意义

野鸡尾矿床在含矿斑岩体和锡矿化特征以及蚀变岩相分带方面与粤西银岩斑岩锡矿极为

相似
。

银岩锡矿床的含矿岩体为隐伏岩筒
,

其直径 30 0 m 左右
。

地表出露石英斑岩脉
,

隐伏岩体

¹ 详见朱正书 ( 1 9 88 )博士论文的有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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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花岗斑岩 (或细粒斑状花岗岩)
,

地下深部 6 00 多米处为细粒似斑状花 岗岩
。

岩石化学和微

量元素特征见表 1 和 2
,

稀土元素的分布型 式
〔叼 与野鸡尾岩枝也颇为类似

。

近来的研究表明
,

银岩斑岩锡矿床的下部不仅有钾长石化
,

而且发育较强的钠长石化
,

可

划分为钾长石一钠长石化带 ¹ 。

作为野鸡尾矿床根部的千里 山花岗岩体中也发育钾长石化和

钠长石化
。

而两个矿床的其余各个蚀变岩相带基本相同
。

但银岩矿床中的黑鳞云母未发生褪

色化
,

白云母化作用微弱
,

萤石化也不强
。

银岩锡矿床的矿化岩体规模较小
,

岩浆演化阶段少
,

因而产生的矿床组合简单
,

仅以锡矿

化为主
,

伴生钨钥矿化
。

与野鸡尾矿床有关的千里山花岗岩规模较大
,

岩浆演化阶段较多
,

形成不同成岩阶段的矿

床组合
。

与银岩锡矿床相 比较
,

野鸡尾矿床中发育晚阶段的铜铅锌多金属硫化物矿化
。

其原因是

不同矿化花岗岩的源岩成分存在差异
,

此外
,

还可能是花岗岩浆在向成矿流体演化过程中与不

同性质围岩的作用程度不同所致
。

野鸡尾矿床的围岩为渗透性较好的碳酸盐岩石
,

在成矿流

体的演化过程中渗入了较多的地下水
,

增加了富氟流体的含水性
,

使得深色的黑鳞云母发生褪

色化
,

形成浅色云母
。

据广西芒场锡矿床中黑云母和白云母的成分分析结果
,

白云母与黑云母

相比
, C u 、 P b 、 z n 元素含量都有较大程度的降低º 。

因此
,

对于野鸡尾矿床而言
,

可以推论
,

赋

存于黑鳞云母中的 C u 、 Pb 、 z n 成矿元素
,

在发生褪色化的过程中
,

随着 Fe
、

M g 等主要元素一起

释放出来
,

而在晚阶段成矿
。

而银岩锡矿床 中黑鳞云母未发生褪色化
,

白云母化作用微弱
,

所

以未发育多金属硫化物矿化
。

当然
,

这个推论尚需今后进一步研究来证实
。

因此
,

本文研究表 明
,

野鸡尾锡多金属矿床与斑岩岩枝关系密切
,

具有浸染状和细脉一浸

染状矿化特征以及清楚的蚀变岩相分带
,

表现出斑岩型矿床特征
。

它与柿竹园矿床隶属于千

里山花岗岩不同阶段的成岩成矿作用
。

由于对野鸡尾矿床特征缺乏正确的认识
,

早在 19 6 5 年湘南地质队在勘探该矿床中的铅锌

矿体时
,

发现矽卡岩化和大理岩化岩石中有锡铜矿化
,

仅被视为柿竹园矿床的一部分
。

后来
,

东坡矿 山在开采铅锌矿体过程中
,

对岩枝附近接触带的矽卡岩进行了探查
。

结果表明整个接

触带都发育矿化作用
。

因此
,

湘南地质队在 19 6 9 年对矽卡岩中的矿体进行全面勘探
,

提交了

柿竹园一野鸡尾锡铜多金属矿床勘探报告
。

最后
,

因矿山设计需要
,

湘南地质队于 19 8 2 年再

上矿山开展补勘
,

才发现矿化是与野鸡尾岩枝有关的
。

在 19 8 5 年底
,

结束总体勘探
,

从而扩大

了矿床规模
,

并且把野鸡尾矿床从柿竹园矿床中划分出来
。

野鸡尾矿床和银岩矿床虽然分布的大地构造背景有差异
,

它们的围岩地层岩性和矿床组

合也有区别
,

但它们的矿化特征是相似的
。

这表明在不同的地质构造单元
,

只要具有相似特征

的花岗岩类
,

就可以寻找类似的矿床
。

所以
,

野鸡尾矿床的发现和矿床特征的确定
,

对于华南海西一印支拗陷区 的锡矿找矿工作

无疑是个突破
。

近年来在湘南地区的界牌岭和香花岭矿 田中东西岩墙处发现的锡矿床与野鸡

尾矿床的矿化蚀变特征颇为相似
,

反映了在华南地区寻找这类斑岩锡矿是很有前景的
。

¹ 同第 8 页¹

º 广西第七地质队等 ( 19 8 8 )
,

广西河池
、

南丹地区泥盆 系中锡石多金属矿控矿条件及远景预测研究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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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湘南地质队王昌烈总工程师
、

曹仲儒和徐文光工程师以及三分队彭放明同志对笔者

在野外工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

感谢廖溟龙同志提供了千里 山花岗岩的岩石化学资

料
。

照片 取自地表的野鸡尾石英斑岩标本
。

斑

晶为 石英和正长石
,

基质绢云 母化

正交偏光 2
.

5 x 2
.

5

照片 2 黄玉石英云英岩中的浸染状含锡石黄

铁矿 (黑色)
,

取自 7 10 中段坑道 单

偏光 2
.

5 x 4

照片 3 束状黄玉脉中含锡石黄铁矿脉 (黑色)

取自 7 10
.

中段坑道 单偏光 2
.

S X

2
。

5

照片 4 黄玉石英云英岩中的锡石黄铁矿绿泥

石脉 (暗色 )
,

取自 z K I/2 钻孔中 光

片 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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