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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荷花坪锡多金属矿是近年来在湘南地区王仙岭岩体南东接触带新发现的一个具大型规模的矿床 主

要由含锡矽卡岩和锡石 硫化物两类矿石组成 ∀文章在研究和介绍矿床地质特征的基础上 对早期形成的矽卡岩矿

石中的 个辉钼矿样品进行了 年龄测定 获得矽卡岩期成矿年龄为 ? ν ≥ • ⁄

表明早期成矿作用发生在印支期 这是首次在南岭地区确认存在中生代早期锡矿化作用 ∀晚期锡石 硫化物成矿作

用中 燕山晚期的花岗斑岩脉被卷入其中 表明区内还存在燕山晚期的第二次叠加成矿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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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山岩体和王仙岭岩体被称为湘南大型 •

≥ 多金属矿集区内的一对/ 孪生岩体0 ∀围绕千里

山岩体发现有柿竹园 !野鸡尾 !红旗岭 !金船塘等多

个大 超大型矿床 对这些矿床前人已进行了深入研

究 王昌烈等 王书凤等 李红艳等

刘义茂等 毛景文等 赵振华等

但与之毗邻的王仙岭岩体及其周边的找矿工

作长期以来没能取得突破 ∀近年来 湖南有色地质

勘查局一总队在距郴州市南约 的王仙岭岩体

的东南侧发现了荷花坪锡多金属矿床 图 初步估

算资源量 ≥ 约 万吨 ! 约 万吨 !° 约 万

吨 ! 约 万吨 进一步的勘查工作尚在进行之中 ∀

本文在野外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所取得的地勘

资料 介绍了荷花坪锡多金属矿床的地质特征 并开

展了其中矽卡岩矿石辉钼矿的 测年 初步厘

定了区内成矿作用的时限 对其成矿地质背景进行

了初步探讨 ∀

 地质特征

湘南荷花坪锡多金属矿床位于郴州 ) 桂阳 ) 临

武大型 • ≥ 多金属矿集区的北东部 炎陵 ) 郴州

) 蓝山 ∞向构造岩浆带与郴州 ) 邵阳 • 向构造

岩浆带的交汇部位 ∀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华南古生代

褶皱系湘南 ) 桂东拗陷的东部 向东毗邻赣南 ) 粤

北隆起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泥盆系中统棋梓桥组

灰岩和跳马涧组砂岩 邻近岩体的地层围岩发生了

不同程度的大理岩化和角岩化 ∀矿区东侧的千里山

岩体为燕山期多阶段侵位的复式岩体 第一期花岗

岩的成岩时代为 ? 第二期为 ? ∗

? 晚期花岗斑岩墙为 ? 毛景

文等 ∀王仙岭岩体主要由浅灰色中细

粒斑状花岗岩和深灰色细粒花岗岩组成 以前者为

主体 细粒花岗岩呈小岩株侵位于中细粒斑状花岗

岩体中 ∀此外 在荷花坪矿区还发育有大量 ∞向

的花岗斑岩脉 图 ∀花岗斑岩明显分为早 !晚两

期 早期斑岩脉无矿化和蚀变现象 晚期斑岩脉边部

普遍发育有绿泥石化 !绢云母化 !萤石化 !电气石化

和黄铁矿化等 ∀笔者用锆石 ≥ ° ° 法测得

王仙岭岩体细粒花岗岩的成岩时代为 ?

早期花岗斑岩脉为 ? 晚期花岗斑岩脉为

? 另文发表 表明区内存在多期次岩浆

活动 与成矿关系密切的王仙岭岩体则属印支期产

物 ∀区内构造以 ∞向张扭性断裂和不同地层岩性

界面附近的层间滑动构造为主 系一套张剪性构造

系统 并控制了区内锡多金属矿化的空间分布和岩

脉的产出 ∀

图  荷花坪地区区域地质简图

) 三叠系 泥盆系碳酸盐岩夹碎屑岩 ) 寒武系 震旦系碎屑岩和变质岩 ) 王仙岭花岗岩 ) 千里山花岗岩 ) 矿床

ƒ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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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荷花坪锡多金属矿地质略图 据湖南有色地质

勘查局一总队资料 修改

) 中泥盆统棋梓桥组灰岩 ) 中泥盆统跳马涧砂岩 ) 花岗

斑岩脉 ) 中细粒斑状花岗岩 ) 细粒花岗岩 ) 断层 )

地质界线 ) 锡多金属矿体及编号

ƒ  ≥ ∏ 2

° 2

∏ ∏ ∞¬ ∏ ∏

) ⁄ √ ± ƒ ) ≥

⁄ √ × ƒ )

) ) ƒ )

ƒ ∏ ) ∏ ) ×

∏

 矿床特征

区内锡多金属矿化产于王仙岭岩体南东接触

带 初步圈出了 个矿体 ∀其中 号 ! 号和 号矿

体产在 ∞向断裂带中 号矿体为一隐伏矿体 产

在泥盆系棋梓桥组灰岩与跳马涧组砂岩界面附近的

层间滑动构造带中 图 !图 ∀各矿体特征如下

号矿体位于矿区北部的桃花垄 ) 野鸡窝 ) 后

塘一带 矿体长 平均厚 呈脉状产于

中细粒斑状花岗岩及角岩化砂岩和大理岩捕虏体

图  荷花坪矿区 勘探线剖面图 据湖南有色地质

勘查局一总队资料

) 中泥盆统棋梓桥组灰岩 ) 中泥盆统跳马涧组砂岩 ) 花岗斑

岩脉 ) 碎裂岩 ) 断层 ) 矿体及编号 ) 钻孔及编号

ƒ  ¬

∏ ° 2

∏ ∏ ∞¬ ∏ ∏

) ⁄ √ ± ƒ ) ≥

⁄ √ × ƒ )

) ≤ ) ƒ ∏ ) ∏

) ⁄ ∏

中 倾向 ∗ β !倾角 ∗ β ≥ 平均品位

∀在 号矿体的北西侧尚发育有一个规模

较小的锰矿体 该矿体已被民采 现仅见有少量的残

留矿石 ∀

号矿体分布于矿区中部锡金岭 ) 天字号一

带 赋矿围岩为棋梓桥组下段碳酸盐岩及跳马涧组

上部砂岩 矿体长 平均厚 ∀矿体呈

脉状产出 倾向 ∗ β !倾角 ∗ β ≥ 平均品

位 ∀在 号矿体的东南侧还见有与之平行

的铅锌矿体 由于其规模较小 目前尚未进行系统工

程控制 ∀

号矿体位于西部龙塘一带 赋矿围岩为跳马

涧组砂岩及花岗斑岩 矿体由强硅化砂岩及破碎蚀

变的花岗斑岩组成 ∀ 号矿体由两个锡和一个独立

的铋矿体组成 三者呈侧列产出 ∀其中 号锡矿

体产在蚀变花岗斑岩中 长 平均厚

呈脉状产出 倾向 ∗ β !倾角 β ≥ 平均品位

号锡矿体产在强硅化砂岩中 长

平均厚 呈脉状产出 倾向 ∗ β !倾

角 ∗ β ≥ 平均品位 号铋矿体产

在蚀变砂岩中 长 厚 倾向 ∗

β !倾角 ∗ β 平均品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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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矿体呈层状产于棋梓桥组灰岩与跳马涧组

砂岩间的矽卡岩中 矿体长大于 厚 ∗

产状与地层围岩一致 ≥ 品位 ∗

∀

野外观察表明 区内锡多金属矿体主要由含锡

矽卡岩型及锡石 硫化物型两类矿石所组成 成矿亦

明显分为早 !晚两期 并以晚期成矿为主体 ∀早期成

矿与王仙岭岩体及与之相关的矽卡岩化密切相关

主要矿石矿物组合为黄铁矿 !磁铁矿 !辉铋矿 !辉钼

矿 !辉锑矿和软锰矿等 围岩蚀变以矽卡岩化为主

主要矽卡岩矿物为透闪石 !阳起石等 ∀局部形成独

立的矽卡岩型锰矿体和铋矿体 晚期锡石 硫化物成

矿叠加在早期矿化和蚀变产物之上 矿脉穿插早期

矽卡岩 晚期花岗斑岩脉局部经强烈破碎和矿化蚀

变作用形成了矿体的组成部分 如 号锡矿体

表明该期成矿作用形成于矽卡岩成矿期之后 与晚

期花岗斑岩同期或晚于晚期花岗斑岩脉 ∀晚期成矿

所形成的金属矿物组合为黄铁矿 !方铅矿 !闪锌矿 !

黄铜矿 !锡石等 局部形成独立的铅锌小矿体 围岩

蚀变有硅化 !绿泥石化 !绢云母化 !电气石化 !萤石化

等 常见颗粒粗大的电气石和萤石矿物 ∀

在锡多金属矿体中 金属矿物主要呈稀疏浸染

状 !细脉状及团块状产出 ∀其中 锡石为极细粒浸染

状 辉钼矿呈细脉状和稀疏浸染状 黄铁矿为团块

状 !浸染状和脉状 ∀

3  同位素测年研究

3 1  样品特征

本次用于 测年研究的 个样品均采自矿

区北部内接触带的 号矿体的矽卡岩矿石之中 其

中 • 号样品为含稀疏浸染状辉钼矿的矽卡岩型

锡多金属矿石 其余 个样品则采自一组呈侧列产

出的辉钼矿 石英细脉中 每个样品质量约 ∀

3 2  分析方法和流程

辉钼矿的单矿物挑选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完

成 同位素分析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国家地质实

验测试中心完成 分析方法及流程参照 杜安道等

屈文俊等 ≥ ⁄∏

∀

 分解样品

准确称取待分析样品 通过长细颈漏斗加入到

≤ ∏ 管 一种高硼的厚壁大玻璃安瓿瓶 底部 ∀缓

慢加液氮到有半杯乙醇的保温杯中 调节温度到摄

氏 ∗ ε ∀放装好样的 ≤ ∏ 管到该保温杯

中 通过长细颈漏斗把准确称取的 和 混合

稀释剂加入到 ≤ ∏ 管底部 再加入 χ ≤

的 ≤ χ 的

∀当管底溶液冰冻后 用丙烷氧气火焰加热封

好≤ ∏管的细颈部分 放入不锈钢套管内 ∀轻轻放

套管入鼓风烘箱内 待回到室温后 逐渐升温到

ε 保温 ∀在底部冷冻的情况下 打开 ≤ ∏

管 并用 水将管中溶液转入蒸馏瓶中 ∀

 蒸馏分离锇

于 ∗ ε 蒸馏 用 水吸收蒸

出的 ∀用于 ≤° ≥ 等离子体质谱仪测定 锇

同位素比值 ∀将蒸馏残液倒入 × 烧杯中

待分离铼 ∀

 萃取分离铼

将第一次蒸馏残液置于电热板上 加热近干 ∀

加少量水 加热近干 ∀重复两次以降低酸度 ∀加入

χ 的 稍微加热 转为

碱性介质 ∀转入 聚丙烯离心管中 离心 取上

清液转入 的 × 分液漏斗中 ∀加入

丙酮 振荡 萃取 ∀静止分相 弃去水相 ∀

加 χ 的 溶液到分液漏

斗中 振荡 洗去丙酮相中的杂质 ∀弃去水相

排丙酮到 已加有 水的 × 烧杯中 ∀

在电热板上 ε 加热以蒸发丙酮 ∀加热溶液至干 ∀

加数滴浓硝酸和 过氧化氢 加热蒸干以除去残

存的锇 ∀用数毫升稀 溶解残渣 稀释到硝酸

浓度为 ∀备 ≤° ≥测定铼同位素比值 ∀如含铼

溶液中盐量超过 需采用阳离子交换柱除

去钠 ∀

 质谱测定

采用美国 × 公司生产的 × °± ∞¬≤

≤° ≥ 测定同位素比值 ∀ 对于 选择质量数

! 用 监测 ∀对于 选择质量数为

! ! ! ! ! 用 监测 ∀空白

水平为 普

∀

3 3  测试结果

个辉钼矿样品的测定结果列于表 所有数据

已经 过 空 白 校 正 实 验 室 流 程 用 国 标 ⁄≤

• 控制 ∀

利用 ≤° ≥方法测试 件辉钼矿样品 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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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荷花坪辉钼矿 Ρε−Οσ同位素数据

Ταβλε 1  Ρε−Οσ δατα οφ μ ολψβδενιτεσφρομ Ηεηυαπινγ δεποσιτ

样号 μ
# 普 # # # 模式年龄 τ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

•

•

•

•

注 普 是根据 值的锇同位素丰度 通过 测量比计算得出的 是 同位素总量 ! 含量的不确定度包括样品和

稀释剂的称量误差 !稀释剂的标定误差 !质谱测量的分馏校正误差 !待分析样品同位素比值测量误差 置信水平 模式年龄的不确定度

还包括衰变常数的不确定度 置信水平 模式年龄计算中 衰变常数 Κ ≅ ∀

模式年龄为 ? ∗ ? 平均

? ∀采用 ≥ ° × 软件 ∏

对获得的 个数据进行等时线计算 得到等时

线年龄为 ? ν ≥ • ⁄

图 初始 为 ? ∀所得到的等时线年

龄与模式年龄平均值几乎完全吻合 ∀

图  荷花坪锡多金属矿床辉钼矿 等时线图

ƒ  ∏

 讨论和结论

荷花坪锡多金属矿床由多个锡多金属矿体及规

模相对较小的铅锌矿体 !铋矿体和锰矿体组成 以前

者为主体 ∀锡多金属矿体主要由早期含锡矽卡岩矿

石和晚期锡石 硫化物型矿石组成 ∀本次用辉钼矿

方法所获得的 ? 等时线年龄

代表了早期矽卡岩成矿期的成矿时代 属印支期锡

成矿 ∀在晚期锡石 硫化物成矿作用过程中 晚期的

花岗斑岩卷入其中 局部形成了锡多金属矿体的组

成部分 岩脉的成岩年龄值应代表了区内晚期成矿

作用的上限 表明晚期成矿作用发生在 ?

之后 可能与邻区柿竹园矿床的第二期成矿作用

1 ? 毛景文等 2时代相近 ∀因

此 荷花坪锡多金属矿床存在印支期和燕山晚期两

期成矿作用 ∀

前人的研究资料 李红艳等 毛景文等

表明 湘南地区钨锡多金属成矿主要集中在

? ∗ ? 和 ?

两个阶段 ∀对于区内乃至整个南岭地区是否存

在印支期的钨锡成矿作用以往大多持否定意见 陈

毓川等 曾推测广西栗木 ∞∞ • ≥ 矿床形成

于印支期 但缺乏测年资料予以证实 本次所获得的

年龄数据则提供了印支期成矿的信息 ∀湘南

地区印支期岩体的主成岩时代为 ? ∗ ?

形成于印支期强烈挤压 !地壳物质叠置加厚

的构造环境 王岳军等 矿区西侧道县玄武质

岩石中辉长岩包体的成岩年龄为 系底侵作

用的产物 郭峰等 李昌年等 ∀区内王

仙岭岩体及早期矽卡岩期成矿时代与辉长岩包体的

成岩年龄值基本一致 由此推测 早期成岩成矿的构

造环境可能与印支期强烈挤压作用后期基性岩浆的

底侵作用有关 ∀

致  谢  野外工作得到了湖南有色地质勘查局

一总队游进保总工程师和刘士杰高级工程师的热情

帮助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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