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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庐枞矿集区新发现钨多金属矿床
!

聂利青#，周涛发#""，范 裕#，张千明!，张 明!，汪龙虎!，葛 靖#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安徽 合肥 !7"""9；!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7!<地质队，安徽 合肥 !7""##）

摘 要 庐枞矿集区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内重要的铁铜矿集区，产出一系列典型的玢岩型铁矿床和斑岩型铜

矿床。最近在庐枞矿集区北部东顾山地区，首次发现了钨多金属矿床，这是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长江以北首次发现

的钨矿化，为矽卡岩型。钨矿化主要呈浸染状或脉状产于东顾山岩体（黑云母花岗岩）与奥陶系（白云质灰岩）的接

触带或大理岩层间破碎带中。矿石矿物主要为白钨矿及钼、铜、铅锌硫化物。钨矿化主要发育在华南地区，近年来

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过渡带及以南的扬子地块如江南隆起等地发现多个新的大型钨矿床，但在长江以北地区一

直未曾发现。庐枞矿集区北部东顾山钨矿床的发现，指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燕山期除铁、铜大规模成矿作用以外，

也有钨的成矿作用，指示该区具有良好的钨矿找矿前景。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其他矿集区要重视和加强钨矿化

的成矿作用研究和找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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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是中国重要的铜、铁、金等金

属成矿带（常印佛等，DEED；唐永成等，DEEF；华仁民

等，DEEE；毛景文等，GHHI；周涛发等，GHHF；蒋少涌

等，GHDD），而庐枞矿集区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地

质研 究 和 找 矿 勘 探 程 度 较 高 的 地 区（周 涛 发 等，

GHDG），矿集区内广泛发育橄榄安粗质火山5侵入岩，

并产出一系列铁、铜、铅、锌、铀等金属矿床和非金属

矿床（图D），其中以庐枞盆地内的泥河、罗河等玢岩

型铁矿床和盆地外侧的沙溪斑岩型铜矿床为代表，

因此，庐枞矿集区的找矿勘探工作长期以来一直以

玢岩型铁矿床和斑岩型铜金矿床为重点。以往在鄂

东南矿集区和铜陵矿集区曾有钨矿化的报道（常印

佛等，DEED；谢桂青等，GHDJ；钟国雄等，GHDI），但均

局限于该成矿带的长江（断裂）以南，因此，华南钨矿

“南钨北移”的界线，在下扬子地区不超过长江深断

裂带，故有“华南钨矿化不过江”的说法。

GHDI年，安徽省地勘局JGK地质队在庐枞矿集

区的东顾山地区勘探并发现了钨矿化，初步圈定了

钨矿体。在庐枞矿集区原有铁、铜多金属矿化的基

础上，发现了钨矿这一新的矿种，取得了重要的地质

找矿进展，丰富了研究区的矿化类型，具有重要的成

矿理论、成矿规律研究和找矿意义。本文对东顾山

矿床的地质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报道，旨在进一

步推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钨成矿作用的研究，推

动钨矿床的找矿。

D 庐枞矿集区地质概况

庐枞矿集区包括庐枞盆地和盆地外侧西北缘的

沙溪地区和北缘东顾山地区，位于安徽省庐江县

（庐）和枞阳县（枞）之间（图D）。庐枞矿集区基底可

能由 中 元 古 代 张 八 岭 群 变 质 岩 组 成（王 文 斌 等，

DEEL），震旦系后形成统一盖层，中三叠世受印支运

动的影响，沉积一套含膏盐的碳酸盐岩和碎屑岩，如

中5上三叠统东马鞍山组、铜头尖组、拉梨尖组和中5
下侏罗统磨山组、罗岭组，其中，中侏罗统罗岭组陆

相碎屑沉积岩，与火山岩系呈不整合接触，火山岩由

古至新分为龙门院组、砖桥组、双庙组和浮山组，区

内上白垩统为由沉积陆相红色砂岩、砾岩和页岩组

成的红色地层。沙溪地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有志留

系、侏罗系、白垩系及第四系。东顾山地区出露震旦

系、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二叠系、侏罗

系、第四系等。

庐枞矿集区分布有近IH个侵入岩岩体（周涛发

等，GHHK；GHDH），这些岩体按岩性可分为J种：第一

种为二长岩体和正长岩体，主要分布在盆地的北部，

如巴家滩岩体、土地山岩体，以及东顾山地区的冶父

山岩体；第二种为石英正长岩5钾长花岗岩，主要分

布在盆地的南部，如黄梅尖岩体等（周涛发等，GHHK；

GHDH；范裕等，GHHF）；第三种为石英闪长岩5闪长岩，

出露于沙溪地区（袁峰等，GHDG；王世伟等，GHDI）。

庐枞矿集区由铁、硫、铜、铅锌、明矾石、金、铀等

多种矿床构成（图D），矿集区内的矿床类型主要有：

! 盆地内次火山热液型铅锌矿床、玢岩型铁矿床

等；" 盆地外侧西北部沙溪地区的斑岩型铜（金）矿

床（周涛发等，GHHK；王世伟等，GHDI）。

G 东顾山钨矿床地质特征

东顾山地区位于庐枞矿集区北侧，郯庐断裂带

西侧，属于郯庐断裂次一级沙溪5滁州构造带上，地

理位置属于安徽省庐江县。根据现有勘探成果，对

东顾山钨矿床的地质特征简述如下。

*M+ 地层

矿区属下扬子地层分区，和县—安庆地层小区。

区内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二叠

系、侏罗系、第四系等岩层均有不同程度出露（图G）。

震旦系以浅灰色白云岩和灰白色、灰紫色、灰黄

色薄层微晶白云岩为主，厚度大于DKJNKH@。寒武

系以深灰色中层粉晶白云岩、泥质白云岩为主，厚度

大于GLJNHI@。

奥陶系为浅灰带肉红色中厚层含灰质白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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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或半自形晶，也有呈他形粒状。钙铝石榴子石粒

径约?@A!B88，浅褐色，高正突起，无解理，裂理十

分发育，有异常干涉色（图6$）。钙铁石榴子石颗粒

C!D88，深灰色，高正突起，无解理，裂理十分发

育，有异常干涉色（图6%）。

透辉石（图6&）是分布广泛的矽卡岩矿物之一，

矿物结构为半自形粒状，粒度细（C??!A??"8），浅

绿色，有弱多色性，高正突起，具鲜艳的#级干涉色

（图6’）、斜消光、横断面上对称消光、纵切面平行消

光、解理近于正交，部分发生蛇纹石化。

硅镁石（图6(）主要分布于大理岩中，无色E淡黄

色，矿物结构为半自形粒状，粒径约C??!D??"8，

中正突起，解理不完全，干涉色为#级黄色E红色（图

6)），平行消光。

!"" 矿化特征

东顾山钨多金属矿床的矿体形态主要呈似层

状、平缓透镜状，矿体赋存在矽卡岩中或黑云母花岗

岩隐伏岩体顶部。矿床是由钨矿体、钼矿体和铅锌

矿体组成，钨钼矿体主要由浸染状矿石组成，铅锌矿

体主要由平行缓倾斜（?!B?F）粗脉和不同倾向和倾

角的网脉组成。钻孔中铅锌矿化主要发育在6?B!
6?G8、H?B!HAH8、GIH!I?G8和IHD!C?JJ8；钨

钼矿化主要发育在ICH!IAH8、C?JJ!CCJC8和

CCGJ!CB?68，KLD品位是?@CIM!?@?AHM，成矿

金属元素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分带性，其总的分带

趋势是：由岩体一侧的内矽卡岩!接触带!外矽卡

岩!碳酸盐围岩，为N1E4&!N1EK!KEO#EP:!O#E
P:!（-3Q4&）QO#EP:。在垂向上由上而下，金属元素

大致分带为：（>(）O#EP:!（-3）QO#EP:!N1EK。东

顾山钨多金属矿床中主要金属矿物为白钨矿、辉钼

矿、方铅矿和闪锌矿，还有少量磁铁矿、黄铁矿和黄

铜矿。主要金属矿物特征如下。

白钨矿是矿床中最主要的有用金属矿物之一，

呈浸染状产于矽卡岩和岩体中（图A!、A#）。白钨矿

颗粒粒度较小（图A$），粒径约?@?A!?@B88，灰色，

显多色性，显白色或浅褐黄色内反射色，具有荧光性

（图A%）。矿物结构多为细粒半自形至自形晶，晶形

以四方双锥和菱柱形为主。

辉钼矿主要赋存在黑云母花岗岩顶部，可分为

浸染状和脉状（网脉状）（图J!）两种。辉钼矿颗粒粒

度小，矿物结构多为鳞片状、叶片状细粒自形晶，也

有呈束状、菊花状集合体，粒度一般为?@A!D88，

灰白色，反射多色性为灰白色E灰带淡蓝色，强非均

质性（紫蓝色E褐黄灰色E白色），强可塑性，受应力后

发生揉皱现象（图J#）。

方铅矿多出现在大理岩裂隙中，多为细粒半自

形至自形晶（图J$），晶形以六面体为主，粒径约?@C
88，纯白色，、无反射多色性，均质性易磨光，低硬

度，常具倒三角孔（图J%）。

闪锌矿多为不规则粒状 或 近 六 边 形 粒 状（图

J$），粒径约?@C!C88，灰色微带褐色色调，无多色

性，显内反射，均质性，易磨光（图J%）。

矿石的主要构造有浸染状构造和细脉E网脉状

构造，主要结构有自形E半自形粒状结构和乳滴状结

构。白钨矿在矿石中呈稀疏或稠密浸染状产出，脉

石矿物主要为矽卡岩矿物。辉钼矿产于细脉E网脉

中，脉石矿物有长石、黑云母和石英等（图A!）。金属

矿物呈半自形晶E自形晶（图J$）。乳滴状结构，黄铜

矿呈乳滴状散布在闪锌矿矿物中（图J%）。

D 白钨矿的成分特征

利用电子探针对东顾山矿床的白钨矿进行定量

分析，分析测试在合肥工业大学电子探针实验室完

成，电子探针主要是利用电子束轰击样品表面时产

生的特征R射线波普进行矿物成分分析，并通过扫

描电镜显微成像。测试条件为：加速电压CA=S，束

斑尺寸D"8，探针电流B?:>。标准样品使用的是

美国7OT公司AD种矿物。基体效应是用OUP方法

修正的。分析精度为CM!AM。

白钨矿的电子探针成分测试结果（表C）表明，东

顾山钨多金属矿床白钨矿的主要成分：!（KLD）为

6??C 矿 床 地 质 B?CJ年

 
 

 

 
 

 
 

 



 
 

 

 
 

 
 

 



表! 东顾山钨多金属矿床白钨矿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0).(#%*&12%)13+*1(4&&%.)&.,)4&5+,66214#,)2,61)&,/+%0-&)#%%.(7&/+1.)

样号
!（!）／"

#$% &’$ ()$% *+$ ,$% 总和

-./0%1203 114563 /34737 74827 7459% 74777 664931
-./0%120/ 1147%5 /34568 74892 74516 747%6 664913
-./0%120% 114%9/ /7488% 748%5 74556 74/57 664/55
-./0%1202 194658 /74895 748%5 74556 74/27 6848%7
-./0%1205 19418% /7465/ 748%8 74593 74392 684129
-./0%1209 114561 /741%9 748/6 74555 7435% 664%%1
-./02%803 11438/ /74815 748%5 74556 74777 664799
-./02%80/ 11482% /748/7 748%% 74558 74777 664913
-./02%80% 114/19 /3416/ 7481/ 74582 74789 3774335
-./02%802 194892 /7462% 748%8 74593 74/79 684838
-./02%805 114%/2 /74932 748/5 7455% 74332 6846%9
-./02%809 114761 /34237 74859 74512 74%79 6645%1
-./067%03 184776 /7462% 748%8 74593 747%9 664699
-./067%0/ 184/%3 /74812 748%5 74556 74338 3774339
-./067%0% 184957 /74199 748%3 74551 74777 37742/%
-./067%02 184%83 /74636 748%1 74593 74795 3774%3%
-./067%05 184715 /748/9 748%% 74558 74//6 664637
-./067%09 1842/8 /748%/ 748%% 74558 74378 3774/17
-./067803 114%%% /34382 74821 74591 7432/ 6645%6
-./06780/ 114868 /746/3 748%1 74593 74//3 6648%3
-./06780% 11477% /347/2 74823 7459% 74767 66472/
-./067802 114512 /347%1 74823 7459% 7478/ 6649/1
-./067805 1142// /74627 748%8 74593 74758 664%12
-./067809 114291 /34/%6 74857 74517 7435/ 6641%3
-./0379%03 114339 /34/%% 74826 74596 74315 664%1/
-./0379%0/ 194967 /34%87 74855 7451% 74367 664768
-./0379%0% 114235 /34212 74856 74519 74761 6646//
-./0379%02 114726 /34726 7482/ 74592 74/12 664332
-./0379%05 114529 /34335 74825 74599 7479% 664987
-./0379%09 114867 /3433/ 74822 74595 743/7 37747//

平均值 11457% /34729 7482/ 74592 743/9 664595

19:967"!18:957"，平均值为11:327"，!（&’$）

为/7:932"!/3:16/"，平均值为/7:653"；杂质

成分：!（()$%）为7:8/5"!7:81/"，平 均 值 为

7:8%3"；!（,$/）7!7:766"，平均值为7:7//"；

!（*+$）为7:55%"!7:516"，平均值为7:592"；

!（,$%）为7!7:%79"，平均值为7:3/9"。据李逸

群等（3663）提出的钼钨钙矿系列分类方案，本次电

子探针样品均为白钨矿（钙钨矿）。根据探针分析结

果的平均值，按白钨矿通式中/个阳离子和2个氧

离子的模式，运用电价平衡原理，求得该白钨矿的化

学式为&’3:77#7:66$2。

2 讨 论

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内的鄂东南矿集区、宁镇

矿集区和铜陵矿集区已有钨矿化（白钨矿）产出的报

道，如在鄂东南矿集区的中南部发现阳新阮家湾和

傅家 山（朱 增 青，3681；徐 跃 通 等，366/；谢 桂 青，

/779）、大冶龙角山等矽卡岩型钨铜钼矿床（朱增青，

3681）；在宁镇矿集区谏壁发现过中型斑岩型钨钼矿

床（杨松生等，3685；马春等，/77%）；在铜陵矿集区姚

家岭大型锌金矿床中出现钨矿化（钟国雄等，/732）。

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以南的过渡带以及皖南地区也

发现多个大中型矽卡岩0斑岩型白钨矿矿床，如祁门

县东源大型白钨矿床、青阳高家土旁钨钼矿床、青阳百

丈岩钨钼矿床、池州地区鸡头山钼钨矿床以及宣城

铜山0荞麦山钨钼铜矿床等（图1）。这些（含）白钨矿

矿床均位于长江深大断裂带的长江以南地区（唐永

成等，3668；周涛发等，/77%；,);<=>’?4，/73%），故

有学者提出华南的钨矿能不能“跨过长江”的问题

（王登红等，/73/），也有学者认为“南钨北移”的界线

不会超过长江深大断裂带（马振东等，3666），而庐枞

9773 矿 床 地 质 /7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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