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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根据对大厂锡多金属矿田已有找金线索的系统整理 !找金条件的分析 !金与其他成矿元素关系的

研究及地表原生晕金含量平面分布图的编制 结合地质条件分析 指出了 个找金远景地段 ∀据此预测结果 近在

其中的 个地段中取样 件 金含量在 ∗ 之间的样品有 件 ∀因此通过进一步的地质工作 大厂矿田内

找金有望取得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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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大厂锡多金属矿田是中国重要的锡 !锑 !锌

等有色金属的产地 伴生有铅 !铜 !银 !铟 !镉 !镓等有

用金属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秦德先等 雷良

奇 韩发等 叶绪孙等 陈毓川等

∀

大厂矿田内各种元素高度富集 矿物种类极为

复杂 已鉴定出的矿物逾 种 李锡林等 ∀

但由于多年开采 特别是前些年的无序过度开采 矿

山后备接替资源已严重不足 ∀因此笔者认为 在大

厂矿田中除继续加强寻找锡 !锑 !锌等现有优势矿种

的找矿 !研究工作外 还应注意其他矿种 特别是金

矿的找矿工作 ∀在大厂矿田内找到金矿床 不仅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十分现实的经济意义 ∀

由于历史及其他原因 大厂矿田内的找金工作

一直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近年来 笔者在开展

校企合作项目的过程中 对广西有色地质勘查局

地质队及其他地勘单位以往的化探资料进行了系统

的整理 !研究和二次开发 结合地质规律研究 发现

矿田内有良好的找金线索 通过进一步的工作 有望

在找金上取得突破 ∀

 老矿区找金的启示

近年来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是许多资源不足的

老矿山 通过深入的找矿研究 发现了新类型的矿床

或新的矿种 从而新增了储量 延长了矿山的服务年

限 使老矿山重焕/ 青春0 如云南东川铜矿 !大理北

衙铅矿 !辽宁青城子铅锌矿 !湖南康家湾铅锌矿等均

在已知矿区或外围找到了大型甚至超大型金矿床 ∀

因此 在老矿山寻找新类型的矿床或新的矿种 具有

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 ∀

传统观点认为锡与金是一对地球化学性质不

同 !空间上相互分离的元素 两者不可能共生 ∀但近

年国 !内外找矿实践表明 锡和金不仅可以在某些岩

石中相对富集 而且可在矿床中共存 如东北亚锡矿

带的俄罗斯远东地区 !东南亚锡矿带的马来西亚及

美洲锡矿带的加拿大 !墨西哥 !玻利维亚等国均已陆

续发现了金 锡 !金 锡 钨共 伴生 矿床 中国的广东

云浮金窝子 !广西德保 !云南个旧等锡矿中也已发现

了伴生金 Ο ∀另一方面 在某些金矿床中也发现了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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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欧亚成矿带内的某些金矿床 ∀金与锡在空间上

可以重叠 也可以相邻 涅克拉索夫 西多罗夫

等 ∀

 大厂矿田的找金线索

2 1  成矿带

大厂矿田所处的丹池成矿带位于广西西北部

呈北西向展布 是中国著名的锡多金属矿带 除锡矿

床中伴生有锑外 矿带内及外围还分布有麻阳 !玉兰

汞矿和茶山锑矿等矿床 区域上还有 ∏! !≥ !

组合异常 图 苏季生 ∀据5西南矿产地质6

年第 期报道 / 由于贵州三丹汞矿带中丹寨汞

矿田发现了金矿 这一信息推动了丹池汞矿带内的

找金工作 并于矿带南段五圩汞矿田内也发现了金

线索 其多金属矿脉中的伴生金也具有综合利用价

值 ∀据初步了解 有部分含矿构造带断续矿化 金

地段长约数百米 局部可圈出金的工业矿体 经对矿

带内其他汞矿床的初步勘查 局部发现个别样品含

金较高0 ∀由此可见 丹池矿带内已有较好的找金线

索 ∀

2 2  矿田

大厂矿田由 条北西向的矿带组成 东带有大

福楼 !茅坪冲 !亢马矿床 以中 !小型锡矿为主 中带

有龙箱盖 !拉么 !茶山等矿床 点 以锌 !铜 !锡 !钨 !

锑为主 西带有长坡 !巴力 !龙头山矿床 是锡矿产出

的主要矿带 ∀根据现有资料 大厂矿田东 !西矿带内

已有多处找金线索

东矿带亢马 据笔者 年实地调查 亢马

矿区已有民采金矿点 ∀广西 地质队姚意莎的研

究表明 亢马矿区 ! 号矿体中的铁闪锌矿 !毒砂 !

磁黄铁矿等都含有 ∏! 主要的独立 ∏! 矿物

为银金矿和银黝铜矿 ∀其中 号矿体中的 个毒

砂样品 ∏含量为 ∗ 平均

个铁闪锌矿样品 ∏含量为 ∗ 平均

个磁黄铁矿样品 ∏含量为 ∗

平均 在亢马矿区民窿人工重砂中发

现有数粒银金矿 姚意莎 ∀此外 在亢马锡石

硫化物脉的地表铁帽中 未加工原样品中淘洗

出近 颗银金矿 李锡林等 ∀

图  广西化探 !重砂异常略图 据苏季生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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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矿带龙头山 姚意莎等对龙头山 号矿

体中的毒砂 !磁黄铁矿和黄铁矿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

明 金主要在毒砂中 个样 ω ∏分别为 和

其次是黄铁矿 个样 ω ∏ 高

低 平均 低为磁黄铁

个样 ω ∏ 高 低 平均

毒砂中的金完全具有工业价值 姚意莎等

∀此外 据广西 地质队5巴力 ) 龙头山矿

区 号矿体勘探报告6可知 来源为本区原生锡矿

的地表砂锡矿床 沙坪 !洪塘 中 已鉴定出自然金和

银金矿 推测矿体中可能存在次显微金 ∀

西矿带铜坑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

究所黄民智等对铜坑 号矿体内主要硫化物进行

了试金分析 Ο 结果如下 ∏主要在毒砂及脆硫锑铅

矿中富集 矿体中 件毒砂样品 ω ∏在 ∗

之间 平均 脆硫锑铅矿中 ω ∏可达

辉锑矿 ω ∏ ∀

2 3  地表原生晕

据笔者对大厂矿田 近万个地表原生晕

样品分析数据 Π的统计 ω ∏在 ∗ ≅ 之

间 平均值为 ≅ 与地壳中 ∏的丰度相

近 样品中 ω ∏大于或等于 ≅ 的有 个 ∀

2 4  钻孔原生晕

据已收集到的部分钻孔原生晕资料 Ο统计分析

ω ∏大于或等于 ≅ 的样品有 个 其中

ω ∏大于 的样品有 个 分别为 !

! ! ! ! ! !

! 钻孔浅部和深部均有大于

的样品 ∀

 大厂矿田的找金条件分析

大厂矿田位处滇黔桂金三角的东部边缘 罗祖

虞 ∀滇黔桂金三角区内的微细粒浸染型 卡

林型 金矿主要受 个因素控制 即构造 !岩性和地

热 ∀构造起导矿作用 岩性起控矿作用 地热起活化

迁移和富集作用 ∀大厂矿田这 个因素的有机统一

为该类型金矿床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大厂锡多金属矿田所在的南丹 ) 河池锡多

金属成矿带位于江南古陆西南缘 !右江再生地槽北

部边缘的丹池褶断带内 属古特提斯构造域和太平

洋构造域的复合部位 ∀出露地层以泥盆系泥岩 !泥

灰岩 !硅质岩和石炭系 !二叠系灰岩为主 次为三叠

系页岩 总厚度大于 为一套由碎屑岩 !泥质

岩 !碳酸盐岩和硅质岩组成的海相沉积建造 局部夹

火山碎屑沉积 ∀从区域上来看 泥盆系 三叠系为滇

黔桂金三角的主要赋金层位 ∀在右江盆地的形成和

演化过程中 由于地壳变薄和裂陷作用 含矿热液沿

基底同生断裂上升 发生海底喷气作用 从而形成了

封闭 !半封闭的强还原 !高盐度环境下的海底热卤水

层 使金属元素高度富集 ∀右江盆地内部发育多层

富含有机质 !硫化物的黑色泥岩层 其厚数米至十余

米 其中 ω ∏ 高可达 ≅ 刘建明等

黄宏伟 ∀矿田内多数层位为刚 !塑性岩层频

繁交替 层理度发育的岩性组合 在构造变形时易产

生层间剥离 !滑脱构造 ∀因此大厂矿田具有找金的

区域地质背景和地层 !岩性及构造条件 ∀

大厂矿田内北西向 !北东向断裂发育 又有

燕山期花岗岩体侵入 为 ∏的活化 !迁移和富集提

供了动力 !热源以及良好的导矿 !储矿空间 ∀

笔者据广西有色地质勘查局 地质队资

料 Π绘制的大厂矿田地表原生晕微量元素 型聚类

分析结果 图 表明 ∏与 ≥ ! !° ! !≥ ! !

≤ !≤∏! 等元素关系密切 此外 因子分析结果表

明 ≥ !≤∏!° ! !≥ ! ! !≤ ! ∏等元素构成主

因子 ∀事实上 ≥ !° ! !≤∏!≥ ! 为大厂矿田

图  大厂矿田微量元素 型聚类结果

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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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丹池矿带内的主要成矿元素 ≤ 和 为矿田内

的重要伴生元素 此外 大厂矿田内已先后发现了多

个独立银矿床 而毒砂 含 则在锡多金属矿床内

大量出现 ∀

根据地表原生晕分析结果 在大厂锡多金

属矿田近 的范围内共圈出 ) ⁄级多元素

综合异常 个 Ο 多数异常中有与 ∏关系密切的

!≥ ! ! 等找金指示元素 ∀

矿田内围岩蚀变强烈 分布较广 ∀在东 !西

矿带锡石 硫化物型矿床分布地区 围岩蚀变以硅

化 !绢云母化 !钾长石化 !电气石化和碳酸盐化为主

杨斌等 ∀

总之 大厂矿田的大地构造背景 !地层 !岩性和

构造条件 !岩浆活动特征 !围岩蚀变特点及地球化学

异常模式等均与美国卡林地区的地质情况极为类似

普传杰等 ∀因此 在裂谷发展阶段金初步富

集的基础上 后期强烈的构造与岩浆热液活动有利

于金的改造与再造作用 为大厂矿田形成独立微细

粒浸染型金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地质条件 ∀

 大厂矿田的找金远景地段

从笔者据广西有色地质勘查局 地质队地表

原生晕资料 Ο所绘制的 ∏含量平面分布图 图 中

可以看出 大厂矿田 ∏含量的分布明显受矿田主导

构造 ) ) ) 北西向及北东向构造的控制 呈北西向展

布 ∏含量高值区多数分布在北西向与北东向断裂

的交汇部位 除龙头山以外 ∏含量高值区与其他

已知矿种 ≥ ! !≤∏! 等 的所在部位并不完全重

合 往往有一定的位移 这也是以往找金工作未引起

足够重视的原因之一 ∀根据 ∏含量的平面分布 结

合已有的找金线索及地质条件 笔者认为 以下地段

具有找金远景 值得进一步工作 ∀

西矿带长坡 ) 龙头山  是大厂锡多金属矿

的主要集中区 出露地层主要为泥盆系中统页岩 !泥

灰岩夹砂岩 !生物礁灰岩及上统扁豆状 条带状灰

岩 !硅质岩 ∀该区位于北西向的大厂断裂与数条北

东向断裂的交汇部位 北西向的大厂背斜与大厂逆

掩断层构成了极利于微细粒浸染型金矿形成的构造

型式 地表有花岗斑岩与闪长玢岩脉出露 为地表及

钻孔原生晕 ω ∏高值的主要分布区 地表原生晕

ω ∏ 高可达 ≅ 钻孔原生晕中 ω ∏超过

的样品有 个 ∀长坡 !巴力 !龙头山及其东侧的

瓦窑山有 类综合地球化学异常 长坡西侧冷水冲

有 类综合地球化学异常 ∀此为矿田内 有希望找

到独立型微细粒浸染型金矿的远景地段 ∀

中矿带龙箱盖 ) 拉么  区内分布有龙箱盖

和拉么铜 !锌矿床 南侧有著名的茶山锑矿床 出露

地层主要为泥盆系中 !上统 ∀该区位于北西向的丹

池大断裂与北东向断裂的交汇部位 出露有龙箱盖

花岗岩体 ∀地表原生晕 ω ∏ 高可达 ≅ ∀

龙箱盖和茶山有 类多元素综合地球化学异常 ∀

东矿带大福楼 ) 茅坪冲  分布有大福楼 !

茅坪冲等锡矿床 出露地层主要为泥盆系中统 ∀该

区位于北西向断裂与数条北东向断裂的交汇部位

地表原生晕 ω ∏ 高可达 ≅ ∀大福楼和灰

乐村 茅坪冲 分别有 ! 类多元素综合地球化学异

常 ∀

东矿带亢马 ) 六庙山  区内有亢马锡矿

床 出露地层主要为泥盆系中统 ∀该区位于北西向

断裂与北东向断裂的交汇部位 地表原生晕 ω ∏

高可达 ≅ 近年已有民采金矿点 ∀亢马 !六

庙山分别有 !⁄类多元素综合地球化学异常 ∀

南部拉棚 ) 肯旦  出露地层主要为泥盆系

中 !上统及石炭系 ∀区内北西向断裂不发育 地表原

生晕 ∏含量总体不高 但中等含量的样品多 !分布

范围广 ∀八面山 !拉棚 !肯旦等有 !⁄类多元素综合

地球化学异常 ∀本区的各种条件与前 个地段差别

较大 因其面积大 值得重视 ∀

 结  语

大厂锡多金属矿田有形成金矿床的良好区域地

质背景和有利的地层 !岩性 !构造及热力条件 金与

矿田内已知的主要成矿元素关系密切 同时又有众

多的找金线索和多元素综合地球化学异常 ∀根据本

文指出的 个找金远景地段 近在其中的 个地

段中取样 件 含尾矿样 进行分析后 结果令人振

奋 金含量在 ∗ 之间的样品多达 件 另

文发表 ∀因此有理由相信 通过进一步的地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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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大厂矿田内有望找到有工业价值的伴生金矿

甚至是独立的微细粒浸染型金矿床 ∀建议在上述

个找金远景地段中择优选择 ∗ 个地段开展大比

例尺地球化学及详细的地质工作 力争矿田内的找

金工作有所突破 ∀

致  谢  在资料收集及野外工作期间 得到广

西柳州华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有色地质勘查

局 地质队 !铜坑矿及高峰矿的大力支持 在此致

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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