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

矿 床 地 质
MINERAL DEPOsITs 第 17卷 增 刊

杨家湾铊矿点的发现及其潜在远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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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杨 家湾原为一汞矿点,在 前人工作基础上通过对其北东向含矿断裂带中部在夜郎组

第一段 (Tl丿
1)和 第二段 (Tl')中 系统进行地球化学剖面取样,分 析结果表明,15件 样品中 14

件 (YJ1~YJ14)Tl含 量 均 大 于 100× 10̄
6,变

化 于 (ss6~960)× 10̄
6之

间 ,平 均 为 653× 10̄
6

(0.“ 53%),达 到铊矿石工业品位要求,与 滥木厂铊 (汞 )矿 床对比,在 赋矿地层、控矿构造、

围岩蚀变和矿化特征等方面均极相似,成 矿条件有利,找 矿远景良好,如 进一步工作,有 可能找

到第二个滥木厂式铊矿床。

关键词:铊 矿点 滥 木厂式铊矿床 找 矿远景 黔 西南

1 杨 家湾铊矿点的发现经过及地

质简况

杨家湾矿点位于扬子准地台西南缘与右江造山带

接壤的过渡地带,赵 家坪背斜南翼,控 制滥木厂矿

床[1]的鼻状背斜与北东 向断层组的南西延伸部分。

1957~1958年 经黔西南队普查,认 为汞矿受 NE40° ~

60°断裂破碎带控制,地 表含矿层位为下三叠统夜郎组

的泥质灰岩及泥灰岩,辰 砂富集于断层角砾岩中,有

工业汞矿石存在,围 岩蚀变有黄铁矿化、高岭石化等,

是一个有远景的汞矿点 (图 1)。

在前人工作基础上,1986~1995年 陈代演等曾先

后多次对该点进行观察和零星取样。1996年 作者垂直

北东 向断裂带在夜 郎组第一段 (Tl丿
1)和 第二段

(Tlγ
2)系 统测制了一条长达 300余 米的剖面进行观察

研究 (图 1),按 一定距离采取各类样品 (岩 矿样 15

件,植 物样 13件 ),分 别进行了岩石化学全分析、岩

矿石和植物灰分成矿元素 η、Au、 Hg、 Sb、 凡 的定

量分析和粘土矿物 X射 线衍射分析 (植物灰分样分析

结果将另文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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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杨 家湾铊 (汞 )矿 点地质咯图

(据 1961年 黔西南地质队和贯州工学院

实习队资料修编)

1—实测及推测性质不明断层;2— 实测及推

测正断层;3— 实测及推测逆断层;4一 二叠

系长兴组粉砂质枯土岩;5一 三叠系夜郎组第

一段粘土质粉砂岩 ;6一 三叠系夜郎组第二段

中至厚层灰岩及粉砂质粘土岩;7一 公路;

8一 实测剖面及绵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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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野外和镜下观察以及岩矿石化学全分析结合 X衍 射资料计算矿化岩石中的主要矿物

组成结果列于表 1。 结果表明 ,矿 化岩石中含黄铁矿 1,85%~39.97%,平 均 ⒛ 。26%,经

不同程度风化已部分或大部分氧化成褐铁矿。粘土矿物在 T1y1为 26。“ %~58.21%,平 均

41.92%,其 中 伊 利 石 (I)为 2.59%~44.47%,平 均 15.71%;高 岭 石 (K)为 13.74%~

44.38%,平 均为 30,22%,除 YJ1— YJ2以 伊利石为主外,其 余均以高岭石为主。围岩蚀变

黄矿化和高岭石化显著。15件 样品铊的定量分析结果 (表 1)表 明,除 T1y2中 厚层灰岩含

铊为 56× 10̄ 6外
,其 余 T1丿1中

的 14件 粉砂质粘土岩、含粉砂质泥灰岩样品铊的含量为386

×106~960× 10̄ 6。
平均为 653× 10̄ 6,远

大于 100× 10̄ 6,(滥
木厂汞铊矿石品位平均含

Tl0.011%)说 明有工业价值的铊矿石存在,工 业矿化在剖面上已控制宽达 sO0m。 其产出

层位和控矿构造与汞矿大体相同。

表 1 杨 家湾铊矿点实测剖面岩矿石成矿元紊分析及主要矿物组成表

序

号
编 号 层 位 名 称 A

u
盯

凡
盯

Sb
il}- o /10 6

TI
/10- 6 Q/%

(F0O3+

F哎))/%
Py/% K/% I/%

K+I)
/%

1 YJ 1̄ T!y1
矿化粉砂质粘
土岩

25 】 21.78 14,11 42 79 56 90

2 YJ2 T1y1
矿化含粉砂质
粘土岩

l o.35 17.43 17 4 13.74 44.47

3 YJ-3 T!y】
矿化含粉砂质
粘土岩

3 l 16,99 23.94 z9.73 27.72 57 45

4 YJ-4 T!yl
矿化粉砂质粘
土岩

l 35 61 10.23 ⒋3.29 5.86 49 15

YJ-5 T1y!
矿化粉砂质粘
土岩

5 0.83 33,27 17.79 41,55 6 57 48 12

6 YJ 6̄ Tly
矿化粉砂质粘
土岩

234 625 33,03 15.37 37.87 43,59

7 YJ-7 T1夕
矿化粉砂质粘
土岩

2 26,68 21.13 40.40 42.99

8 YJ-8 T!y1
矿化粉砂质粘
土岩

o。35 29,22 15.04 20,50 26,64

9 YJ-9 Tlyl
矿化粉砂质枯
土岩

4 948 31 27 24.2 36.38 29,78 34,92

YJ-10 T!yl
矿化粉砂质粘
土岩

8.87 577 35.71 22.24 34,71 6.72 41.43

YJ-I1 Tly1
矿化粉砂质粘
土岩

l 386 32,98 13.97 44.38 51,10

YJ-12 T1yl
矿化粉砂质粘
土岩

l 25.37 22.24 44.36 51 22

YJ 1̄3 TlyI
矿化粉砂质枯
土岩

20 79 26,6 39.97 28.71 16.58 45 29

YJ 1̄4 Tl冫
矿化含粉砂质
泥灰岩

467 11,37 15.43 36.73 36 73

YJ 1̄5 T!y2 中厚层灰岩 l 1.2

注:采 样 :陈 代演等;分 析单位:中 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主 要矿物组成由岩

料结合 X射 线衍射资料和镜下观察计算。Py-黄 铁矿;I一 伊利石;K一 高岭石;Q— 石英

@) Et t+*hf f i f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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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 家湾矿点成矿元素 Tl、Au、Hg、乩 、As在 剖面上的变化及其

相关性分析

NV

一

彳

Yt-r -? :3

亠Hg

Hg的 曲线首尾两端起伏不明显,中 部的双峰基本上与 Tl的 升降一致,且 在断裂带处升高,

相关系数为 0,309,△ 和 Hg呈 正相关。

3 △ 与主要矿物组成的关系及其可能的存在形式

如表所示岩矿石中主要矿物组成为黄铁矿、高岭石、伊利石和石英,△ 与这些矿物的

849

据 15仵 样 品 的 Tl、 Au、 Hg、 乩 、 As分 析

结果作出成矿元素含量变化曲线 (图 2),分 别

按 Tl Au、 Tl-As、 Tl-Sb、 Tl-Hg各 组 元 素 曲 线

进行对 比和相关分析并结合与断层关系进行讨

论。

(1)由 Tl、 Au含 量变化 曲线对 比图可知 :

Tl和 Au的 曲线均在断层附近或断层破碎带上出

现峰值 ,而 在离开断层一定距离后则含量相对降

低,可 见 Tl和 Au的 矿化受断层控制。在曲线图

的左半部 ,Tl与 Au的 曲线变化相似,为 同升同

降;在 右半部 Au含 量普遍降低为 乃 ×109左

右,与 Tl的 升降对应关系不及左半部明显。经

计算 Tl和 Au的 相关系数 r=o.809二 者为显著

正相关 ,计 算结果与变化曲线所示结果一致。

(2)由 Tl、 As含 量变化 曲线对 比图习知 :

在 Tl的 第一峰值处 ,As含 量水平较低 (2,5×

106~3.5× 106)且 无明显起伏 ,As的 第二、

三、四峰的出现虽与 Tl稍 有偏离 ,但 大体上属

于同升 同降。经计 算 η 与 As的 相关 系数 为

0,500,说 明二者计算结果与曲线变化基本一致。

此外,在 图中亦可看出 As的 峰值的出现亦在断

层或断层破碎带附近,说 明 As的 活化与迁移亦

与断层有关。

(3)由 △、Sb含 量变化曲线对 比图可知 :Tl

与 Sb的 曲线峰谷相对 ,此 升彼降,相关系数为 一

0.309,二 者为负相关。Sb的 峰值亦出现于断层

附近,特别是中部断层处有最大峰值。

(4)由 Tl、 Hg含 量变化曲线对 比图可知 :

Λu/IO哟 Tl〈

|:::::l;

洲
吲
~
洲~
哪亠
剁
甄

曰 4目
困

图 2 杨 家湾铊 (汞 )矿 点实测剖面成矿元素

含量变化 曲线

1一粘土质粉砂岩;2— 粉砂质粘土岩;3一 灰岩;4一

取样位置及编号;5— 元素含量变化曲线;6— 断层及

编号;7一 实测地层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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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及其可能的存在形式在此作一初步讨论 (个 别样品如灰岩中以方解石为主在此不作讨

论):

(1)根 据 15件 样品计算 Tl与 黄铁矿的相关系数 Ⅱ⒈Py为 0.914,Tl与 F%Os+FeO的 相

关系数亦为 0.914,说 明 Tl与 Py密 切相关且主要存在于黄铁矿 中,结 合矿石 (或 矿化岩

石)中 含 Tl平 均为 0.0653%,黄 铁矿平均为 ⒛ .26%,可 计算 出黄铁矿平均含 η 为

0,322%。 与作者在邻区滥木厂获得的黄铁矿和白铁矿含 Tl平 均值 0.317%(探 针分析)[1]

接近。至于 Tl与 Fe2Os+FeO的 显著正相关 ,则 除反映 Tl存 在于黄铁矿中外,在 黄铁矿风

化成褐铁矿后 Tl亦 可能从黄铁矿中转移出来被褐铁矿吸附加以固定 ,这 也是 Tl在 本区氧化

或半氧化矿石中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

(2)Tl与 粘土矿物关系经对 Tl与 伊利石和 Tl与 高岭石进行相关分析 ,后 者相关系数为

0.105,绝 对值远小于检验值 0,514,故 二者为不相关 ;Tl与 伊利石的相关系数为 0.309,

说明 η 与伊利石呈正相关是实际存在的,由 此可知 Tl亦 可能有一部分存在于伊利石中,因

Tl+(0,147nm)与 K+(0.133nm)的 离子半径较接近,故 可能 Tl在 伊利石中以类质同象

存在。

(3)Tl与 石英的关系经相关分析 ,'Tl Q=̄ 0·sO9,Tl与 石英为负相关,说 明二者相互

排斥。

4 找 矿远景分析

由于杨家湾矿点形成和产出条仵与滥木厂矿床[1〕相似,在 与滥木厂铊 (汞 )矿 床进行

类比的基础上对其找矿远景进行初步分析:

(1)杨 家湾铊矿点与滥木厂铊矿床均处于扬子准地台西南缘右江造山带北缘赵家坪背斜

中段南翼,为 滥木厂鼻状背斜和北东向断裂带的南西延伸部分,二 者的矿化均受北东向断裂

带控制。

(2)杨 家湾矿点的含矿层位与滥木厂基本相同,由 于受滥木厂南北向断层的影响,使 南

西盘相对下降,地 表仅出露夜郎组 (Tly),而 主要含矿层龙潭组 (△ J)、 长兴 一大隆组

(P2c— d)深 埋于地下,深 部可能有隐伏矿体产出,且 有较好的找矿远景。

(3)杨 家湾原为一汞矿点,我 们的工作证实地表有够工业品位 (平均品位 0.065%)的

铊矿石存在,且 Tl-Hg经 相关分析为正相关,结 合杨家湾矿点与滥木厂矿床在含矿层位、控

矿构造以及矿化特征与围岩蚀变等方面的相似性,为 在地表不断扩大铊矿找矿范围和在深部

寻找隐伏铊矿体和汞矿体提供了依据,如 进一步工作有可能在该地发现第二个滥木厂式铊

(汞 )矿 床。

(4)根 据 Tl与 Au、 Tl与 As呈 正相关,且 二者常在Au矿 体的上部形成头晕,尽 管由所

测剖面取样分析结果得知 Au在 地表的含量未达工业品位,但 在剖面上出现明显得异常,在

YJ2和 YJ6分 别 出 现 高 达 "4× 109和 234× 10̄
9的

高 值 ,在 YJ1— YJ9之 间 Au平 均 含 量 为

76.78× 10̄
9高

于 滥 木 厂 矿 区 Au的 异 常 下 限 值 TO。 0z× 10̄
9,与

同 属 赵 家 坪 背 斜 的 紫 木 凼 、

赵家坪和三叉河对比,成 矿条件有相似之处,预 测杨家湾矿点深部 PzJ和 Pzc+△ J中 不仅

可发现 △、Hg隐 伏矿体,且 有发现 Au的 工业矿化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