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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阐述长坡锡多金属 矿 床 地 质 特 征 的 基 础 上 总 结 了 矿 化 富 集 规 律：①长 坡 锡 多 金

属矿床由上部锡石－硫化物矿体和下部夕卡岩型锌铜矿体组成，锡石－硫化物型矿体形态主要表

现为大脉型、细脉带型以及似层状；夕卡岩型锌铜矿化主要沿赋矿岩石的裂隙充填、交代，形成 细

脉状、层状以及浸染状矿化，矿体分为２段，南西段为锡多金属硫化物矿，北东段为锌铜矿；②长坡

锡多金属矿床具有明显的 水 平 以 及 垂 向 分 带 特 征，平 面 上 从 岩 体 中 心 向 外 依 次 为Ｚｎ，Ｃｕ→（Ｗ，

Ｓｂ）→Ｓｎ，Ｚｎ→Ｓｎ多金属→（Ｐｂ，Ｚｎ，Ａｇ）；垂 向 上 自 下 而 上 依 次 为Ｚｎ，Ｃｕ→Ｓｎ，Ｚｎ→Ｓｎ多 金 属→
（Ｐｂ，Ｚｎ，Ａｇ）；③长坡锡多金属矿床 矿 化 富 集 与 构 造 关 系 密 切，尤 其 是 次 级 构 造 部 位，矿 化 富 集 程

度高。夕卡岩型锌铜矿富集受花岗岩体影响明显，靠近花岗岩体矿化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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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位于桂西北南丹县境内的大厂锡多金属矿以其

资源储量巨大、矿种齐全、矿物组合复杂著称于世。
矿田内主要工业矿床有长坡、巴力、龙头山锡多金属

矿（西矿带），拉么锌铜矿、茶山锑钨矿（中矿带），大

福楼、灰乐、亢马锡多金属矿（东矿带），形成了中部

锌、铜矿化（锑钨矿化为后期叠加）、两侧锡多金属矿

化的平面分带［１］。
长坡锡多金属矿床所拥有的锡资源储量约占整

个大厂锡多 金 属 矿 田 的８０％，是 矿 田 内 规 模 最 大、
最典型的矿床，也是前人研究大厂锡矿的主要对象

和矿床成因争论的焦点所在。近年来，随着危机 矿

山深边部找矿工作的深入，广西２１５地质队有限公

司在长坡锡石－硫化物型矿床的深边部新发现了具

大型规模 的 黑 水 沟－大 树 脚 夕 卡 岩 型 锌 铜 矿。因

此，长坡锡多金属矿床的垂向矿化分带更加清晰、完
整。本文将在阐述长坡锡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的基

础上总结矿化富集规律，旨在为找矿勘探和成矿预

测提供参考。

１　成矿地质背景

大厂锡 矿 田 位 于 扬 子 板 块 西 南 缘、ＮＷ 向 南

丹—河池褶皱断裂带（丹池成矿带）中段。矿田内地

层由泥盆系、石炭系的碎屑岩、硅质岩和碳酸盐岩组

成，厚约２　５００ｍ。



图１　长坡锡多金属矿床地质剖面图

（据２１５地质队２００７年资料改编）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ｐｏ　Ｓｎ－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１．下石炭统寺门组２．上泥盆统同车江组３．上泥盆统五指山组

４．上泥盆统榴江组５．中泥盆统罗富组６．中泥盆统纳标组

７．花岗斑岩脉８．锡多金属矿体及编号９．细脉带型锡多金属矿体

１０．大脉型锡多金属矿体１１．锌铜矿体及编号１２．钻孔

图２　长坡锡多金属矿床地质剖面图

（据２１５地质队２００３年资料改编）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ｐｏ　Ｓｎ－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１．上泥盆统同车江组页岩夹泥灰岩

２．上泥盆统五指山组大扁豆灰岩３．上泥盆统五指山组小扁豆灰岩

４．上泥盆统五指山组细条带硅质灰岩５．上泥盆统五指山组宽条带

灰岩６．上泥盆统榴江组硅质岩７．中泥盆统罗富组泥灰岩

８．大厂断裂９．大脉型锡多金属矿体１０．细脉带型锡多金属矿体及编号

１１．层状锡多金属矿体及编号

　　区 内 褶 皱 和 断 裂 构 造 均 较 发 育，

ＮＷ向龙箱盖背斜、龙箱盖轴向断裂以

及与之相平行的大厂背斜、大厂断裂为

矿田内 的 主 干 构 造。背 斜 构 造 表 现 为

北东 翼 平 缓、南 西 翼 陡 立 的 不 对 称 褶

皱，局 部 发 生 倒 转，总 体 向 ＮＷ 倾 伏。

ＮＷ 走向的 断 裂 构 造 倾 向 ＮＥ，产 状 上

陡下缓，具有“犁式”逆冲断裂特征［２－３］。
区内岩 浆 岩 出 露 于 中 部 龙 箱 盖 地

区，地表露头仅０．５ｋｍ２，地表出露的小

岩枝向下渐变成一个巨大的隐伏岩株，
并延伸 到 了 西 矿 带 的 巴 力 和 长 坡 矿 区

深部［４－５］。龙箱盖岩体主要由黑云母花

岗岩和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组成，并以

前者为 主 体。在 长 坡 锡 多 金 属 矿 床 的

东、西两侧发育有ＳＮ向的花岗斑岩 脉

和闪长玢岩脉，分别被称之为“东岩墙”
和“西岩墙”。

２　矿床地质特征

长坡锡 多 金 属 矿 床 位 于 大 厂 矿 田

西矿 带 北 段、ＮＷ 向 大 厂 断 裂 上 盘，由

上部 的 锡 石－硫 化 物 型 锡 多 金 属 矿 体

（大脉型矿体、细脉带型Ⅰ号和Ⅱ号、７９
号、９１号、９２号 等 矿 体）和 下 部 夕 卡 岩

型锌铜矿体（９４号、９５号、９６号矿体）组

成（图１，图２）。

２．１　锡石－硫化物型矿体

２．１．１　大脉型矿体

大脉 型 矿 体 由 陡 倾 斜 的 ＮＥ向 大

裂隙充填矿脉组成，全矿区计有２００多

条，产于 大 厂 背 斜 轴 部 和 东 翼，形 成 了

一个 长 约１　０００ｍ，宽 约７００ｍ，延 深

３００ｍ以上的矿化带。单脉长５０～５００
ｍ，厚０．１～１．１ｍ，矿 脉 从 长 坡 矿 地 表

一直 延 伸 到５０５ｍ 标 高 的 大 厂 断 裂

（Ｆ１）中。从平面分布来看，矿脉群形似

扇形，以大厂背斜轴为中心 向 ＮＥ方 向

扩展，其走向从１５°到５０°～６０°不等；在

垂直方 向 上，矿 脉 群 形 态 如 透 镜 体 状。
大脉型 矿 体 平 均ｗ（Ｓｎ）＝１．９６１％，ｗ
（Ｚｎ）＝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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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细脉带型矿体

细脉带型矿体由以ＮＥ向为主的陡倾斜密集细

小脉组成，分布于大厂背斜东翼次一级背斜轴部，处
于大脉型矿脉群的北东延伸部位。细脉密度为５～
１０条／ｍ，单条细脉厚０．５～１．０ｃｍ。由于细脉所赋

存的岩性不同，其特征略有差异。灰岩和页岩中 除

ＮＥ向陡倾斜 的 细 小 脉 外，还 见 有 沿 层 面 产 出 的 平

缓细脉；“扁豆状灰岩”中的细脉常呈“非”字，交代特

征明显。根据细脉群空间分布特点，圈定了２个主

要的细脉带型矿体（Ⅰ号和Ⅱ号）；其中Ⅰ号矿体长

约４００ｍ，厚３．７～６２ｍ，在中心部位较稳定，往南开

始分叉，厚 度 变 化 系 数 为８１％；Ⅱ号 矿 体 长 约４２０
ｍ，厚３６～７５ｍ，厚度变化系数９４％，在中心部位矿

体厚大，向两侧变小尖灭，矿体沿走向和倾向作侧列

分布，最后交于９１号矿体。细脉带矿体平均ｗ（Ｓｎ）

＝０．６１％，ｗ（Ｚｎ）＝２．７７％。

２．１．３　似层状矿体

似层状矿体有产于上泥盆统五指山组大小扁豆

灰岩界面之间的７９号矿体、产于五指山组小扁豆灰

岩与细条带硅质灰岩界面之间的７５号矿体、产于五

指山组细条带硅质灰岩中的９１号矿体、产于五指山

组细条带硅质灰岩与宽条带灰岩之间的７７号矿体，
以及产于榴 江 组 硅 质 岩 中 的９２号 矿 体（图２）。产

在不同岩性界面之间的７５号、７７号、７９号矿体明显

受层间滑脱破碎带控制，矿体规模较小，矿化特征与

前述的大脉 型、细 脉 带 型 基 本 一 致。９１号 和９２号

矿体由于赋矿围岩岩性差别，其特征略有不同。
（１）９１号矿体。位于大厂背斜东翼次一背斜轴

部，赋矿围岩为五指山组细条带硅质灰岩（单层厚小

于５ｍｍ），岩石中ＮＥ向陡倾斜裂隙及顺层面的裂

隙构造均较发育，锡多金属矿化沿裂隙构造充填、交
代，形成了总体顺层产出的细脉浸染型矿体。矿 体

长约１　０３０ｍ，平均厚１６ｍ，倾 向 延 伸 约２５０ｍ，锡

的金属量为大型，锌矿则达到中型。矿体产状与 赋

矿围岩基本一致，并随地层褶皱弯曲。矿体总体 走

向近ＥＷ，倾向Ｎ，并 向 ＮＥ方 向 侧 伏；南 段 边 部 走

向ＮＷ，倾向ＳＷ；北西边部走向 ＮＥ、倾 向 ＮＷ（图

３）①。矿体的厚度较为稳定，变化系数为８２％，中心

部位矿体厚大，最厚可达５０ｍ，向两侧夹石增多，矿

体变薄、分叉、尖灭，在向两侧分支延伸时，一般南西

方向比北 东 方 向 延 伸 要 远。矿 体 平 均 品 位ｗ（Ｓｎ）

＝１．４４％，ｗ（Ｚｎ）＝３．４３％。
（２）９２号 矿 体。赋 存 于 榴 江 组 硅 质 岩 中，由 于

赋矿围岩脆性程度高，在应力作用下极易破碎，从而

形成大量网脉状裂隙构造，锡多金属矿化沿岩石中

图３　长坡９１号矿体底板等高线图

（据２１５地质队１９６５年资料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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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矿体底板等高线及标高２．钻孔３．矿体投影范围

的网脉状裂隙充填、交代，形成了总体呈似层状的细

网脉浸染型矿体。此外，由于硅质岩中灰岩结 核 发

育，矿液交代灰岩结核形成了较多的透镜状富矿包。
矿体长 约１　１３０ｍ，平 均 厚２６ｍ，倾 向 延 伸 约７００
ｍ，是大厂矿田内规模最大的锡多金属矿体，单个矿

体锡资源储量 达 超 大 型。矿 体 产 状 与 地 层 基 本 一

致，并随 地 层 褶 皱 弯 曲，总 体 走 向ＥＷ，倾 向 Ｎ，向

ＮＥ方向侧伏；南段边部走向ＮＷ，倾向ＳＷ；北西边

部走向ＮＥ，倾向 ＮＷ（图４）。矿 体 厚 度 稳 定，变 化

系数１４％，矿体 由 中 心 向 两 侧 变 薄 分 支 尖 灭，边 缘

变薄至５ｍ左右。矿体平均品位ｗ（Ｓｎ）＝０．７６％，

ｗ（Ｚｎ）＝２．１１％，变化系数分别为５９％和４３％；有

用组分分布均匀。
此外，区内尚发育有小规模的铅锌矿体，如赋存

于上泥盆统五指山组大扁豆灰岩与上泥盆统同车江

组交界处层 间 破 碎 带 中 的７８号 矿 体（平 均 品 位ｗ
（Ｚｎ）＝２．２７％，ｗ（Ｐｂ）＝１．３８％），赋存于上泥盆统

五指山组细条 带 状 灰 岩 中 受 层 间 破 碎 带 控 制 的８２
号 矿 体（平 均 品 位 ｗ（Ｚｎ）＝２．６３％，ｗ（Ｐｂ）＝
１．３５％），赋存于上泥盆统榴江组硅质岩中的２８－２
号 矿 体（平 均 品 位 ｗ（Ｚｎ）＝３．４１％，ｗ（Ｐｂ）＝
０．７０％）等。在９２号矿体之下的中泥盆统罗富组地

层中赋存有一锌矿体，以富锌贫锡为特征，矿石平均

品位ｗ（Ｚｎ）＝２．１４％，ｗ（Ｓｎ）＝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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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长坡９２号矿体底板等高线图

（据２１５地质队１９６５年资料改编）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ｌｉｎｅ　ｍａｐ　ｏｆ　ｆｏｏｔ　ｗａｌｌ　ｏｆ　Ｎｏ．９２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ｐｏ　Ｓｎ－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１．矿体底板等高线及标高２．钻孔３．矿体投影范围

２．２　夕卡岩型锌铜矿体

在近年来实施的危机矿山找矿项目 过 程 中，通

过钻探在９１号、９２号 层 状 锡 矿 体 深 边 部 新 发 现 有

大规模的夕卡岩型锌铜矿体存在。
夕卡岩型锌铜矿体主要产于大厂背斜北东翼中

泥盆统罗富组中，呈近平行的似层状产出，产状与地

层基本一致，主 要 有９４号、９５号 和９６号３个 主 矿

体（图１）。这３个 矿 体 都 可 以 分 为２段：南 西 段 为

锡多金属硫化物矿，北东段为锌铜矿，两者之间有一

定间隔，且以后者为主体。矿化受罗富组内夕卡 岩

化带控制，锌铜矿化主要沿赋矿岩石中的裂隙充填、
交代，形成细脉状、层状及浸染状矿化。

（１）９４号矿体。赋存于中泥盆统罗富组上部夕

卡岩化 带 中，矿 体 总 体 走 向 ＮＥ，倾 向 ＮＷ，倾 角８°
～２５°。矿体产状变化较大，矿体中段，自南往北，走

向由５０°逐渐转向３５３°，倾角加大（４２°）；矿体北段的

走向近ＥＷ，倾向Ｎ，倾角１４°～１８°。矿体从南西段

的锡多金属硫化物矿体过渡为北东段的锌铜矿体，
中间存在一段锡锌矿体。其中，锡多金属硫化物 矿

段长４３０ｍ，宽４０～６０ｍ，平均厚度９．１６ｍ，平均品

位ｗ（Ｓｎ）＝０．６５％，ｗ（Ｚｎ）＝２．７７％，ｗ（Ｃｕ）＝
０．１２％，厚度较稳定，矿化均匀；锌铜矿体长度２　５９５
ｍ，宽２２１～１　８６１ｍ，平 均 厚３．５５ｍ，平 均 品 位ｗ

（Ｚｎ）＝３．０４％，ｗ（Ｃｕ）＝０．１３％，ｗ（Ａｇ）＝１２．７５×
１０－６。

图５　巴力—大树脚区９６号矿体顶板等高线

及不同标高的矿体形态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ｌｉｎ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ｏｐ　ｗａｌｌ　ｏｆ　Ｎｏ．９６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ｉｎ　Ｂａｌｉ－Ｄａｓｈｕｊｉａｏ　ｄｏｍａｉｎ

１．矿体底板等高线及标高２．钻孔３．矿体投影范围

（２）９５号 矿 体。位 于９４号 矿 体 下 部，与９４号

矿体 近 于 平 行，垂 距７０～１３０ｍ。矿 体 总 体 走 向

ＮＥ，倾向ＮＷ，倾角１７°～２９°。矿体产状变化较大，
南段走向由５０°逐渐转为３５３°，倾角由２１°变为４１°；
北段矿体扬起，矿 体 走 向 近ＥＷ，倾 向 总 体 为 Ｎ，倾

角３°～２０°。南 西 段 的 锡 多 金 属 硫 化 物 矿 段 长４２０
ｍ，宽７０～２００ｍ，平均厚７．２７ｍ，平均品位ｗ（Ｓｎ）

＝０．５２％，ｗ（Ｚｎ）＝１．７７％，ｗ（Ｃｕ）＝０．０８％；北 东

段的锌铜矿段长２　７３７ｍ，宽５５０～２　０００ｍ，平均厚

度４．８９ｍ，厚度不 稳 定，厚 度 变 化 系 数 为１２３％；锌

铜矿化主要金属矿物有毒砂、磁黄铁矿、闪锌矿、黄

铁矿、黄铜矿、铜蓝、黝铜矿等。平均品位ｗ（Ｚｎ）＝
３．４０％，ｗ（Ｃｕ）＝０．２７％，ｗ（Ａｇ）＝１８．９５×１０－６，矿
化均匀，锌的品位变化系数７６％。

（３）９６号矿体。位于９５号矿体下部，垂距亦为

７０～１３０ｍ，受罗富组下部夕卡岩化带控制，为区内

规模最 大 的 锌 铜 矿 体。矿 体 总 体 走 向 ＮＥ，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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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Ｗ，倾角１３°～２８°，矿 体 北 部 的 北 东 部 分 走 向 近

ＥＷ，倾向Ｎ，倾角１５°左右（图５）。矿体形态起伏较

大，北段急 剧 膨 大，由 于 在 西 北 部 下 伏 礁 灰 岩 为 塔

体，赋矿地层以陡倾角往９２号矿体下部延伸，导致

矿体也往９２号 矿 体 下 部 急 倾（图６）。南 西 段 的 锡

多金属硫化物矿段长３４０ｍ，宽１６０～２４０ｍ，平均厚

１０．３０ｍ，平 均 品 位 ｗ（Ｓｎ）＝０．４９％，ｗ（Ｚｎ）＝
２．２４％，ｗ（Ｃｕ）＝０．０６％；北 东 段 的 锌 铜 矿 段 长

２　２３５ｍ，宽２７５～１　７４２ｍ，平均厚５．５０ｍ，矿体不

连续，厚度较稳定，厚度变化系数为９２％，平均品位

ｗ（Ｚｎ）＝５．８１％，ｗ（Ｃｕ）＝０．２１％，ｗ（Ａｇ）＝１６．３７
×１０－６，矿化均匀，锌的品位变化系数为７４％。

３　矿化富集规律

３．１　矿化空间分带规律

３．１．１　矿体空间分带

受矿体埋深及赋矿围岩物理性质影 响，长 坡 锡

多金属矿床的矿体形态表现出上部为脉状矿体、下

部为层状矿体的垂向分带。浅表部位由于顶盖岩层

的总厚度较小，上覆围岩压力小，构造裂隙以开放式

为主，形成了充填型脉状矿体。由于构造作用强 度

是以ＮＷ大厂断裂为中心，向北东方向递减，因此，
紧邻大厂断裂的裂隙张开度大，形成大脉型矿体；远
离断裂的裂隙张开度小，形成细脉带型矿体。中 深

部由于上覆岩层厚度增大，垂向压应力增强，构造作

用主要以层 间 滑 动 为 主，派 生 有 细 小 裂 隙 构 造，因

此，在中深部形成了总体呈层状产出的细（网）脉浸

染型矿体［６］。

３．１．２　成矿元素分带

在岩体顶部有时形成云英岩型钨、钼矿化，在接

触带附近形成含锡夕卡岩和含锡硫化物锌铜矿床，
在岩体外围 有 锡 石－硫 化 物 锑、银 多 金 属 网 脉、细

脉、大脉带矿床及沿层充填交代似层状矿床［１，４］广西

２１５地质队总结以往勘查经验后提出自上而下为Ｓｎ
→Ｚｎ→Ｃｕ的分带模式，长坡锡石－硫化物多金属矿

床的深部又发现大型夕卡岩型锌铜矿床则进一步证

实了这一分带模式。
平面的分带表现为从岩体向外依次为Ｚｎ，Ｃｕ→

（Ｗ，Ｓｂ）→Ｓｎ，Ｚｎ→Ｓｎ多金属→（Ｐｂ，Ｚｎ，Ａｇ）；垂向

的分带表现 自 下 而 上 为Ｚｎ，Ｃｕ→Ｓｎ，Ｚｎ→Ｓｎ多 金

属→（Ｐｂ，Ｚｎ，Ａｇ）。这种成矿的分带性显示了岩体

对成矿的控制作用，也有力地证明大厂地区的锡多

金属 矿 床 是 与 燕 山 晚 期 岩 浆 作 用 有 关 的 后 生 矿

床［７］。此外，在锡石－硫化物多 金 属 矿 化 相 同 层 位

中还发现有独立的含银铅锌矿体，二者在空间上往

往有一定距离，主要矿物组合也有差异，尤其是硫盐

矿物在含银铅锌矿体中偏少。

３．２　矿化富集规律

３．２．１　锡多金属矿化富集规律

（１）锡锌矿化。锡锌富集与构造关系密切，如大

厂背斜轴 部 及 东 翼 次 一 级 的 纵 向 挠 曲 与 横 向（ＮＥ
向）裂隙带交汇处矿体最厚、最富，出现矿物共生组

合的重叠。９１号 矿 体 在 中 部 和 南 东 部 褶 皱 或 叠 加

褶曲发育处锡和锌富集；９２号矿体在矿体中部北西

和南东部叠加褶曲发育处锡和锌富集。一般锡石在

矿床上部多与方解石、黄铁矿等共生，在矿床下部多

与石英、毒砂共生。
（２）铁 闪 锌 矿。分 布 稳 定，往 北 东 深 部 略 有 减

少，但在矿带中心的下方深部仍广泛存在。
（３）硫盐类矿物。主要有脆硫锑铅矿、辉锑锡铅

矿和硫锑铅 矿 多 富 集 在 矿 带 上 部 和 侧 伏 方 向 的 西

南侧。

３．２．２　夕卡岩型锌铜矿富集规律

夕卡岩化与锌铜矿化关系密切，其 中 又 以 中 等

程度的夕卡岩化对成矿最为有利。“红色夕卡岩”以

淡红色粒状矿物为主（如石榴石、斧石、堇青石等），
其岩石孔隙度低，不利于矿液充填交代，一般矿化不

好。“绿色夕卡岩”以绿色柱状、片状矿物为主（如透

辉石、符山石、阳 起 石、绿 泥 石 等）其 矿 物 成 分 活 性

强，岩石孔隙度高，与矿化非常密切，多出现在锌铜

矿化附近，并大量被金属矿物（如铁闪锌矿）所交代。
地层受地质应力作用形成近ＥＷ 向次级褶皱，

矿化也沿次级褶皱近ＥＷ 向展布，在“隆起带”锌矿

化体厚大，矿石品位较高，向四周、边缘逐渐降低，矿
体品位与厚度大致呈正相关关系。往北及深部离花

岗岩体越来越近，铜元素明显趋于富集；锌矿化由西

南向北东呈大幅降低的趋势，向深部锌矿化也明显

减弱；伴生元素银与锌的含量和分布特征有一定的

相似性：随着深度加大，距离花岗岩岩体越来 越 近，
成矿温度越来越高，银的富集程度趋于降低。

４　结论

（１）长坡锡多金属矿床由上部锡石－硫化物矿

体和下部夕卡岩型锌铜矿体组成，锡石－硫化物型

矿体形态主要表现为大脉型、细脉带型以及似层状；
夕卡岩型锌铜矿化主要沿赋矿岩石的裂隙充填、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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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形成细脉状、层 状 以 及 浸 染 状 矿 化，矿 体 分 为２
段，南西段为锡多金属硫化物矿化，北东段为锌铜矿

化。
（２）长坡锡多金属矿床具有明显的水平及垂向

分带特征：平面上从岩体向外依次为Ｚｎ，Ｃｕ→（Ｗ，

Ｓｂ）→Ｓｎ，Ｚｎ→Ｓｎ多金属→（Ｐｂ，Ｚｎ，Ａｇ）；垂向上自

下而上依次为Ｚｎ，Ｃｕ→Ｓｎ，Ｚｎ→Ｓｎ多 金 属→（Ｐｂ，

Ｚｎ，Ａｇ）。
（３）长坡锡多金属矿床矿化富集与构造关系密

切，尤其是次级构造部位的矿化富集程度高。夕 卡

岩型锌铜矿富集受花岗岩体影响明显，靠近花岗岩

体矿化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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