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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 文从矿床和地球化学等方面研究了华北陆块南缘锑矿成矿带矿化特征 ,并 结合该

锑矿带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 ,系 统分析了锑矿带形成的机制和成矿作用及其成矿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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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特征

华北陆块南缘锑矿成矿带位于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的过渡带 ,棣 属秦岭褶皱系。区域构

造线方向为 NWW-sEE。 由于受来 自两大古老陆块拚接的巨大挤压作用 ,本 区岩石变形-变

质作用强烈 ,岩 浆作用频繁,地 质构造复杂。该成矿带位于区域大断裂——双槐树断裂的南

侧,呈 线状一带状展布,并 受双槐树深大断裂的控制。

2 矿 床地质特征

矿区地层出露简单 ,主 要是一套中元古界秦岭群界碑组下段 (Pt2J2)中 深变质岩系和

中生界上三叠统的浅变质岩系。矿体主要呈脉状产出,脉 体一般长在数米左右 ,个 别可达十

几米 ,有 的小于 1m。 脉体顶底板为界碑组下段 (Pt2j2)中 深变质岩系,并 受到强烈的韧性

剪切作用 ,成 为具面理的长英质糜棱岩。锑矿化的石英脉夹于糜棱岩之间,局 部锑矿化沿糜

棱面理贯人糜棱岩中。据野外观察初步判明,该 区锑矿带明显地受区域韧性剪切带的控制。

自西向东展布的矿床 (点 )有 洞沟锑矿、南阳山锑矿、掌耳沟锑矿、庆家沟锑矿、王庄锑

矿、南沟锑矿、大红沟锑矿、大河沟锑矿等。矿石的自然类型按结构构造可划分为角砾状、

致密块状、脉状-网脉状和条带状等矿石类型。与锑矿化有关的围岩蚀变主要是碳酸岩化和

硅化 ,其 次为黄铁矿化和与 As有 关的矿化 (雄 黄、雌黄)等 。

3 矿 床地球化学特征

金属矿物主要有辉锑矿,其 次为锑华、黄铁矿,有 少量的赤铁矿、磁铁矿、褐铁矿、闪

锌矿、硬锰矿、软锰矿、雄黄、雌黄、毒砂、方铅矿等。辉锑矿的含量变化较大,最 高的可

达 99%以 上 ,平 均含量可达 10%左 右 ;脉 石矿物主要是方解石、石英 (玉髓),次 要矿物是

白云石、绿帘石、高岭石、斜长石、绢云母、绿泥石等;副 矿物有电气石、磷灰石、重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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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金红石、锆石等。

辉锑矿常呈柱状晶体产出,个 别晶体粗大,长 可达 70cm,晶 形为 自形一半 自形长柱

状、纤状 、针状,少 数为他形粒状、微粒状,有 的具晶簇状。颜色为铅灰色、银灰色,表

面常有淡蓝色,强 金属光泽。单晶体有一组完全解理,解 理面上有聚片双晶纹。实测相对密

度 4.58g/t̄ m3,硬 度 55~127kg/m2。 初 步 研 究 表 明 辉 锑 矿 的 形 成 可 分 为 3期 :第
一

期 与 早

期的硅化有关 ;第 二期与碳酸岩化有关 ;第 三期与后期的硅化有关。辉锑矿可以交代、熔蚀

早期结晶的方解石和石英。

辉 锑 矿 单 矿 物 分 析 结 果 为 :Sb为 ".83%,S为 28.09%,Pb为 23.36× 106,zn为

10× 106,Cu为 35× 106,As为 567× 106,Ag为 13.2× 106,Au为 23× 109。 由 此

可见辉锑矿中含有 Cu、 As和 P较 高。包裹体测温结果显示,爆 裂温度范围在 165~335℃

之间,平 均 ⒛9℃ ,为 中低温热液矿床。

4 成 矿地质背景分析

从区域上看 ,华 北陆块南缘锑矿成矿带西起陕西商县高岭沟、丹凤沟、东至河南的卢氏

洞沟、南阳山、掌耳沟、大河沟一带 ,各 矿点均严格受近 EW向 商县-朱阳关-双槐树深大断

裂的控制,锑 矿床有的分布在该深大断裂派生的韧性剪切带中或主断裂派生的次级断裂中。

从成矿时代上分析区域性分布的秦岭群,经 过多期变质作用 ,特 别是加里东期以强热液

蚀变为特征 ,并 伴有广泛的混合岩化作用 ,对 秦岭群中 Sb元 素活化、迁移、富集均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从锑矿化带围岩之一的上三叠统见有辉锑矿化脉体可以推测本区的锑矿化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 ,成 矿时代应为加里东—燕山期。

从地层条件分析,辉 锑矿与地层岩性关系密切,该 锑矿带均赋存在秦岭群并多和大理岩

有关。根据区域化探资料 ,秦 岭群大理岩中 Sb的 丰度值很高,为 几—几十 ppm,平 均高出

地壳的克拉克值几十至上百倍㈦ ,是 成矿物质的主要来源。从岩石化学性质上看 ,碳 酸盐

易被热液交代 ,并 使得岩石中带出大量的 CO2,带 人大量的⒏O2,产 生强烈的硅化 ,排 放出

的 CO2与 硫化物反应 ,促 使硫化物消耗 ,降 低了硫化物的溶解度 ,加 速了辉锑矿的沉淀[4]。

刘亚军 (1992)、 胡雄伟等 (1994)分 别在研究湘西沃溪金、锑、钨矿床和湖南锡矿山

超大型锑矿床时都强调聚矿构造对矿床形成的重要意义,他 们研究认为,聚 矿构造系统具有

较长时间的活动性以及断裂、褶皱多次活动和叠加、矿源层长期连续不断地被迁移、搬运和

聚集 ,是 形成大型-超大型锑矿床的控矿因素〔2,3),综 合本区的构造条仵 ,我 们认为华北陆

块南缘锑矿成矿带具有形成大型锑矿的内外部条件,有 可能成为我国重要的锑矿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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