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浒坑钨矿床是位于江西省武功山成矿带的石英脉型黑钨矿床，石英-黑钨矿大脉的产出丰富和补充了钨

矿的“五层楼”模式，前人对这类大脉的成矿期次及成矿阶段做了相关研究，但划分意见不统一，朱公熙

等（1979）将其划分为早期高温热液阶段－早期高中温热液阶段－晚期低温热液阶段，刘珺等（2008）将

其划分为成矿前脉岩阶段－黑钨矿主成矿期（石英黑钨矿阶段-石英萤石黑钨矿阶段-石英黄铁矿闪锌矿黑

钨矿阶段）-硫化物阶段-无矿石英脉阶段-碳酸盐阶段。笔者通过对矿脉的穿插关系、矿物组合特征、结构

构造的研究，提出了大脉区段成矿期次及成矿阶段的划分意见。 

1  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图 1）出露地层为震旦系松山群下

亚群老虎塘组（Zsn1
2）和上亚群里坑组（Zsn2）；

矿区构造主要有断裂构造和成矿裂隙构造，断

裂构造主要有浒（坑）-章（庄）断裂、浒（坑）

-西（家垅）断裂及西（家垅）-丫（山）断裂，

矿区成矿裂隙发育，其空间分布与排列方式有

四种类型：网状成矿裂隙、北东向成矿裂隙、

东西向成矿裂隙和北西向成矿裂隙；岩浆岩主

要是燕山早期的花岗岩，本次主要工作区在大

脉区段-60 m中段。大脉区段主要有两个阶段的

矿脉：早阶段矿脉充填于花岗岩体浅表部的原

生裂隙中，走向北西西－北东东，如 I13、L14

等矿脉；晚阶段矿脉（如 G28、L13）呈长条状

充填于北西向破碎带中，矿石具碎裂结构。 

根据含矿石英脉的结构分析，章伟等

（2008）将其分为块状石英脉、条带状石英脉

和复合式石英脉。大脉区段矿石的自然类型主

要为含萤石黄铁矿黑钨矿矿石、黄铁矿黑钨矿

矿石、黑钨矿富矿石和脉状黑钨矿矿石。矿石

中主要金属矿物为黑钨矿、黄铁矿、辉钼矿，次为闪锌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萤石等。矿石结构主

要为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板状－针状结构、薄层状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为块状构造、条带状构造、

复合式构造等。围岩主要为中粗粒白云母花岗岩，岩石发生了硅化、云英岩化，尤以云英岩化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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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浒坑钨矿区地质略图 

 
 

 

 
 

 
 

 



352                                          矿   床   地   质                                     2010 年 

 

2  成矿期次及成矿阶段 

根据野外观察及室内研究，可将大脉区段矿床的形成分为热液成矿期和表生期，热液成矿期分为四个

阶段： 

（1）石英-萤石-黑钨矿阶段（图 2A）：主要为块状石英脉，走向北西西－北东东，总体倾向北，如矿

床中的 J4、L1、L14、L10等矿脉，部分矿脉（如 L1）被晚阶段矿脉所切割，含钨较富，脉侧有云英岩化。 

矿物共生组合为萤石、黑钨矿，少许的黄铁矿；矿石呈块状构造，黑钨矿呈板状－针状集合体分布于

石英脉中，自形程度较好，局部具斜列生长；黄铁矿呈半自形粒状集合体；萤石自形程度较好，晶体粗大；

石英为粗粒结构。 

（2）石英-黄铁矿-黑钨矿阶段（图 2B）：主要以北东东或近水平向大脉为代表，部分矿脉呈北西向展

布（如 I13矿脉），它们由早阶段矿脉经韧性剪切所形成，如 N2、L15矿脉。 

矿物共生组合为萤石、黄铁矿、黑钨矿，少许辉钼矿；矿石呈条带状构造，金属矿物（如黑钨矿、黄

铁矿、辉钼矿）呈浸染状充填于石英脉裂隙中，部分黑钨矿呈脉状分布，金属矿物自形程度较差；萤石为

中粗粒结构，含量较少。 

（3）石英-黄铁矿-辉钼矿阶段（图 2C）：

主要以复合式石英脉（如 G28、L13）产出，

呈北西向展布，矿脉多具碎裂结构，明显切

割块状石英脉（如 L1）及条带状石英脉（如

N2 、L22-2）等，此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辉

钼矿含量丰富。 

矿物共生组合为黄铁矿、辉钼矿，少许

黑钨矿、闪锌矿；矿石呈复合式构造；黑钨

矿呈浸染状、团斑状分布于复脉中；闪锌矿

呈粒状集合体分布，黄铁矿、辉钼矿呈稠密

浸染状分布于复脉中，自形程度较差；辉钼

矿也呈网脉状（脉状）分布于复脉的裂隙中，

自形程度较好，表面常被氧化为钼华；石英

破碎较严重。 

（4）无矿石英脉阶段（图 2D）：以出现

乳白色石英脉为特征，矿化微弱，石英颗粒

粗大。 

表生期为钼华阶段，可见大部分辉钼矿

已被强烈氧化，生成黄褐色的钼华。 

3  讨  论 

本次工作依据矿物共生组合，将辉钼矿与黄铁矿共生单独划为一个阶段，辉钼矿的形成略晚于矿床中

的黑钨矿，但都是花岗岩浆分异产生的高温岩浆热液在不同阶段演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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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浒坑钨矿床大脉区段矿脉及岩矿石 

A.石英-萤石-黑钨矿阶段；B.石英-黄铁矿-黑钨矿阶段； 

C.石英-黄铁矿-辉钼矿阶段；D.无矿石英脉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