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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钦杭成矿带是我国一条重要的金属矿产成矿带,近年来随着朱溪和大湖塘两个世界级钨矿床的探明,更是引

起了广泛关注。 在综合分析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最新找矿勘查和研究成果,初步总结了钦杭成矿带东段钨矿成

矿规律。 认为区内钨矿床可划分为石英脉型、接触交代型、蚀变花岗岩(云英岩)型、斑岩型和复合型 5 种类型。 在

空间展布上具有区鄄带鄄田结构,在成岩鄄成矿时间上以燕山期为主(120 ~ 162 Ma),印支期( ~ 225 Ma)次之,壳源重熔

(S 型)花岗岩与钨成矿关系尤为密切,次为 I 型花岗质岩浆。 钨主要来源于岩浆岩,少部分亦来源于地层。 完善了

钦杭成矿带东段钨矿成矿模式,并分析了区内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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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钨广泛应用于建筑、汽车、航天等领域,一直是

我国重要的优势资源,我国钨矿资源占全球钨矿总

资源的 60% 以上,广泛分布于全国 24 个省(市、自
治区),其中湖南、江西、甘肃 3 个省份占全国钨矿

储量的 70%以上[1]。
钦杭成矿带是我国一条重要的金属矿产成矿

带,其东段西起湖南衡阳,东至浙江绍兴,位于宜丰

-景德镇 - 歙县 - 苏州和萍乡 - 广丰 - 江山 - 绍

兴等超壳断裂带之间[2 - 4],包括江南造山带东段[5]、
武功山 - 天台山隆起带[6]。 在该成矿带上分布着

大批钨多金属矿床。 近年来又相继发现大湖塘和

朱溪两个世界级钨多金属矿床,表明该成矿带具有

良好的钨矿找矿前景。

本文在前人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综合分析钦杭

成矿带东段的成矿特点并结合最新找矿勘查和研

究成果,初步总结了钦杭成矿带东段钨矿成矿规

律,并完善了区域钨矿成矿模式,与同行沟通交流,
以期深化对钦杭成矿带钨矿成矿规律的认识。

1摇 时空分布特征

钦杭成矿带东段钨矿床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南

两省,在空间展布上具有区鄄带鄄田结构,如由数条矿

带、多个矿田、 数个矿床 (点) 构成的大湖塘矿

田[7 - 9],受断裂带或褶皱带组合控制的多个矿床沿

NNE 向呈带状分布的塔前 - 赋春钨铜多金属成矿

亚带[10 - 11],由多个矿点围绕成矿岩体周边形成的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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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钨矿田[12]。
钦杭成矿带东段钨矿可划分为 2 个带,即衡山

-幕阜山 -莲花山成矿带和武功山 - 灵山成矿带,
后者可进一步分为塔前 - 赋春成矿亚带、东乡 - 灵

山成矿亚带和武功山 -饶南成矿亚带和 15 个矿田,
即川口矿田、司徒铺矿田、蕉岭溪矿田、明月峰矿

田、大湖塘矿田、阳储岭矿田、东源矿田、逍遥矿田、
朱溪矿田、东乡矿田、灵山矿田、浒坑矿田、下桐岭

矿田、徐山矿田、夏色岭矿田(图 1)。
由于各成矿带构造环境、岩石建造和矿化作用

的差异,钨矿类型亦存在差异性。 其中衡山 - 幕阜

山 -莲花山成矿带以接触交代型、蚀变花岗岩(云
英岩)型、斑岩型以及“多位一体冶复合型钨矿为主,
而武功山 -灵山成矿带则以接触交代型、石英脉型

以及“多位一体冶复合型钨矿为主。
在成岩 -成矿时代上,区内以燕山期为主(120

~ 162 Ma),印支期次之,各成矿带成岩 - 成矿时代

也存在差异性。 其中衡山 - 幕阜山 - 莲花山成矿

带成岩 - 成矿时代主要为燕山期(121 ~ 151 Ma),

少数为印支期( ~ 225 Ma),如湖南省川口地区三角

滩钨矿床;塔前 -赋春成矿亚带成岩 - 成矿时代主

要为 144 ~ 162 Ma,东乡 - 灵山成矿亚带成岩 - 成

矿时代主要为 124 ~ 162 Ma,武功山 - 饶南成矿亚

带成岩 -成矿时代主要为 147. 1 ~ 161 Ma(表 1)。

2摇 主要成矿类型

钦杭成矿带东段钨矿床成因类型以岩浆期后

热液矿床主,因围岩及构造条件等不同,可形成石

英脉型、接触交代型、蚀变花岗岩(云英岩)型和斑

岩型等钨矿床,部分矿区由多种矿床类型共生,构
成“多位一体冶复合型钨矿床(表 2)。
2. 1摇 石英脉型钨矿

石英脉型钨矿床以黑钨矿床为主,也有少量白

钨矿床,主要分布于隆起地区。 该类矿床系 S 型花

岗岩浆期后中高温热液充填形成。 可细分为石英

大脉型和石英细脉型矿床(体),其围岩主要为前泥

盆纪硅铝质浅变质岩,其次为花岗岩、泥盆系—侏

罗系碎屑岩地层。

图 1摇 钦杭成矿带东段钨矿成矿区划图

I. 衡山 - 幕阜山 - 莲花山成矿带,包括川口矿田、明月峰矿田、司徒铺矿田、蕉岭溪矿田、大湖塘矿田、阳储岭矿田、东源矿田和逍遥矿田;II. 武
功山 - 灵山成矿带:II - 1. 塔前 - 赋春成矿亚带,包括朱溪矿田;II - 2. 东乡 - 灵山成矿亚带,包括东乡矿田、灵山矿田和夏色岭矿田;II - 3. 武
功山 - 饶南成矿亚带,包括浒坑矿田、下桐岭矿田和徐山矿田

Fig. 1摇 Distribution of the tungsten deposit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Qinzhou鄄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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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钦杭成矿带东段主要钨矿床成岩 -成矿时代统计表

Table 1摇 Diagenesis鄄mineralization ages of the tungsten deposit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Qinzhou鄄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

典型矿床 成岩鄄成矿时代 测试对象及方法 年龄值 数据来源

香炉山

成岩时代

成矿时代

黑云母花岗岩 / 全岩 Rb鄄Sr 法 126 依 2. 6 Ma

白钨矿 Sm鄄Nd 法 121 依 11 Ma

石英 Rb鄄Sr 法 128 依 3 Ma

[13]

东坪 成岩时代 黑云母花岗岩 / 锆石 U鄄Pb 法 132. 9 依 1. 4 Ma [14]

大湖塘
成岩时代 花岗岩和花岗斑岩 / 锆石 U鄄Pb 法 130. 4 依 1. 6 Ma ~ 150 依 0. 7 Ma [15 - 18]

成矿时代 辉钼矿 Re鄄Os 法 139. 2 依 1. 0 Ma ~ 151 依 1. 3 Ma [19鄄22]

阳储岭
成岩时代 含矿二长花岗斑岩 / 全岩 Rb鄄Sr 法 138. 4 依 3. 4 Ma

成矿时代 爆破角砾岩中白云母 K鄄Ar 法 137. 8 依 3. 1 Ma
[23]

东源
成岩时代

成岩时代

花岗斑岩 / 锆石 U鄄Pb 法 148. 6 依 1. 8 Ma

花岗闪长斑岩 / 锆石 U鄄Pb 法 146 依 1 Ma

辉钼矿 Re鄄Os 法 146. 4 依 2. 3 Ma

[24]

[25]

朱溪

成岩时代

成矿时代

花岗岩或花岗斑岩 / 锆石 U鄄Pb 法 146. 9 依 0. 97 Ma ~ 153. 4 依 1 Ma [26鄄29]

白钨矿 Sm鄄Nd 法 144 依 5 Ma [30]

辉钼矿 Re鄄Os 法 145. 1 依 1. 5 Ma ~ 148. 7 依 2. 2 Ma [31鄄32]

塔前
成岩时代 似斑状花岗闪长岩 / 锆石 U鄄Pb 法 159. 7 依 1. 8 Ma、160. 9 依 2. 5 Ma [33鄄34]

成矿时代 辉钼矿 Re鄄Os 法 162 依 2 Ma [35]

东乡
成岩时代

成矿时代

花岗斑岩 / 锆石 U鄄Pb 法 156. 4 依 1. 5 Ma ~ 161 依 1. 0 Ma

花岗闪长斑岩 / 锆石 U鄄Pb 法 164 依 2 Ma、160 依 1 Ma

石英 Rb鄄Sr 法 161. 8 依 9. 6 Ma

[36]

[37]

永平
成岩时代 花岗斑岩 / 锆石 U鄄Pb 法 160 依 2. 3 Ma 38]

成矿时代 辉钼矿 Re鄄Os 法 156. 7 依 2. 8 Ma、155. 7 依 3. 6 Ma [39]

灵山 成岩时代 锂黑云母花岗岩 / 铁锂云母 K鄄Ar 法 127 ~ 136 Ma

葛源 成岩时代 铁锂云母花岗岩 / 铁锂云母 K鄄Ar 法 124 ~ 131 Ma
淤

三角滩
成岩时代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 锆石 U鄄Pb 法 223. 1 依 2. 6 Ma

成矿时代 辉钼矿 Re鄄Os 法 225. 8 依 4. 4 Ma
[40]

雅山
成岩时代 黑云母花岗岩 / 锆石 U鄄Pb 法 161 依 1 Ma [41]

成矿时代 辉钼矿 Re鄄Os 法 156 依 2. 8 Ma [42]

浒坑
成岩时代 白云母花岗岩 / 锆石 U鄄Pb 法 151. 6 依 2. 6 Ma [43]

成矿时代 辉钼矿 Re鄄Os 法 150. 2 依 2. 2 Ma [44]

下桐岭 成矿时代 辉钼矿 Re鄄Os 法
152 依 3. 3 Ma [45]

156. 4 依 8. 7 Ma [42]

徐山
成岩时代 (二云)二长花岗岩 / 锆石 U鄄Pb 法 153. 5 依 2. 4 Ma ~ 158. 9 依 3. 2 Ma [46]

成矿时代 白云母 Rb鄄Sr 法 147. 1 依 3. 4 Ma [47]

摇 摇 石英大脉型矿床(体)往往呈独立大脉,一般宽

0. 1 ~ 1 m,脉间距达到或超过 2 ~ 3 m,脉长一般为

数百至千余米,往往组成脉带产出,具分支复合、尖
灭再现、尖灭侧现等,形态较复杂,多呈陡倾斜板状

产出。 矿体规模相差较大,长度和矿化深度均可达

数十米、数百米到一千余米。 含钨品位多数中等到

较富,但分布不均匀。 矿石构造以块状为主,其次

有梳状、晶簇(洞)状、条带状等[48 - 50]。

石英细脉型矿床(体)一般由密集成带的数毫

米至数厘米的细小含钨石英细脉和网脉带组成,或
含有少量大脉,矿体厚度数米到数十米。 产于外接

触带的此类矿床(体)的中深部可以由细脉和网脉

带合并为大脉带,成为细脉 - 大脉型钨矿床。 沿水

平方向一般具有中心部位含脉密度高、含脉率大,
向外侧含脉密度逐渐变稀、含脉率递减的特点。 含

钨品位一般较贫,分布较石英大脉型均匀,但石英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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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钦杭成矿带东段主要钨矿床类型划分简表

Table 2 摇 Genetic types of the tungsten deposit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Qinzhou鄄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

矿床类型 典型矿床

石英脉型 浒坑、昆山、灵山、葛源、雅山、徐家尖

接触交代型 香炉山、永平、东乡枫林

蚀变花岗岩(云英岩)型 牛角坞(青树下)、西家垅

斑岩型 阳储岭、东源、塔前、里东坑

复合型 朱溪、大湖塘、下桐岭、徐山、八字脑

脉越多越密集、岩石蚀变越强烈处,钨品位越富。
矿石构造以细脉 - 网脉状为主,其次有梳状、晶簇

(洞)状等[12]。 石英脉型钨矿主要分布于江西武功

山、玉华山及皖南等地,代表矿床有江西的浒坑钨

矿、狮尾洞钨矿以及皖南西坞钨矿。
2. 2摇 接触交代型钨矿

接触交代型钨矿床以白钨矿为主,共(伴)生

铜、铅、锌、银、钼等矿种。 此类型矿床系燕山期岩

浆侵入于碳酸盐岩或含钙围岩中,由接触交代作用

所形成。 矿体主要产于岩浆岩与碳酸盐岩接触带

及其附近的围岩中,有利的层位主要为石炭纪—二

叠纪碳酸盐岩以及泥盆纪砂页岩夹碳酸盐岩。 矿

体规模大者延长、延深均可达数百米到二千米,小
者延长、延深仅数米到数十米。 矿体形态复杂,多
为似层状、不规则囊状、扁豆状、透镜状,钨矿化主

要呈细脉(浸染)状、星点状、斑杂状等。 围岩蚀变

主要是矽卡岩化,一般在晚期退蚀变阶段富集成

矿。 此类型钨矿床的矿石品位一般较高,埋藏较

深。 矿石构造以浸染状、脉状为主,次为块状、条带

状、星点状及角砾状构造[51 - 53]。
接触交代型钨矿主要沿景德镇 - 歙县 - 湖州

深大断裂分布,代表矿床有朱溪钨矿、巧川钨矿、际
下钨矿、逍遥钨矿、大坞尖钨钼矿和竹溪岭钨钼矿。
2. 3摇 蚀变花岗岩(云英岩)型钨矿

蚀变花岗岩(云英岩)型钨矿床中黑钨矿、白钨

矿均可见,此类型矿床主要产于成矿岩体内接触

带,也有赋存于早期花岗质围岩中(大湖塘)。 成矿

岩体及围岩接触带蚀变较复杂,普遍发育云英岩化

蚀变,并在不同部位形成面型蚀变(如钾化、钠化、
石英绢云母化) 和线型蚀变 (如硅化) 相重叠

现象[54]。
此类型矿床主要见于武功山东部下桐岭地区,

江西景德镇牛角坞(青树下)钨矿、徐山钨矿深部、

浒坑钨矿田的西家垅矿床也以该类型为主。
2. 4摇 斑岩型钨矿

斑岩型钨矿以白钨矿为主,此类型矿床系与燕

山期浅成或超浅成斑岩气液活动有关的钨矿床。
矿体主要呈脉状、透镜状产于斑岩体中,少数亦产

于围岩中。 矿化呈浸染状、网脉状和细脉状发育于

斑岩及其围岩中,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及不规则

状,与围岩无明显界线[55]。 与钨矿化有关的斑岩主

要有花岗闪长(斑)岩、二长花岗斑岩、花岗斑岩、石
英斑岩等。 分布于斑岩体中的钨矿化主要与云英

岩化、绢云母化、钾化、绿泥石化、硅化、黄铁矿化、
萤石化等密切相关[24,56],而分布于接触带附近围岩

中的钨矿化主要与青磐岩化和千枚岩化密切相

关[56]。 此外,在斑岩型钨矿区常伴有含钨爆破角砾

岩产出。 此类型钨矿床的矿石品位一般较低,埋藏

浅,且往往伴生钼、锡等。
此类型矿床主要分布于江南造山带东段之北

部,其中江西阳储岭钨钼矿、塔前钨钼矿、安徽东源

钨矿、里东坑钼钨矿为此类型矿床。
2. 5摇 复合型钨矿床

复合型钨矿床主要是指因构造和围岩条件的

差异性,上述几种矿床类型相伴出现所形成的“多
位一体冶复合型钨矿床,常见的复合型钨矿类型组

合为石英脉型 + 蚀变花岗岩型(位于武功山—饶南

成矿亚带的下桐岭钨多金属矿床)组成的“五层楼

+地下室冶式钨矿床[57 - 58]、接触交代型 + 蚀变花岗

岩型 + 石英脉型(位于塔前 - 赋春成矿亚带的朱溪

钨多金属矿床等)组成的“三位一体冶式钨矿床[59]、
石英脉型 + 蚀变花岗岩型 + 隐爆角砾岩型 + 伟晶

岩(石英壳)型(位于衡山 - 幕阜山 - 莲花山成矿带

的大湖塘钨多金属矿床)组成的“四位一体冶式钨

矿床。

3摇 成矿物质来源

研究区内钨的物质来源大体可以分为岩源和

层源两种[60 - 61],岩源是指成矿物质来源于岩浆岩,
钨矿床则为其演化衍生的产物;层源指成矿物质来

源于地层,成矿物质主要摄取于一定层位或一定岩

性的地层,由某种地质作用使其活化、迁移、富集

成矿。
3. 1摇 成矿岩体

成矿 岩 体 成 因 类 型 主 要 为 S 型 花 岗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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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15,31,43,62 - 65],次为 I 型钦杭组合(阳储岭)花岗质

岩石,成矿岩体具有如下地质、地球化学特点:
(1)成矿岩体的主体岩石类型为黑云母花岗

岩、二云母花岗岩,最佳成矿岩体为壳源重熔同源、
同期多次侵入的复式杂岩体。 花岗岩由酸性向超

酸性、由深色花岗岩向淡色花岗岩演化,总体上从

早到晚遵循黑云母花岗岩寅二云母花岗岩寅白云

母花岗岩寅花岗斑岩的演化规律,钨矿成矿往往与

其中一至两次岩浆侵入活动有关,尤其是演化分异

较充分形成的晚期补充侵入体关系更为密切。
(2)成矿岩体形态以小型岩株(面积小于 10

km2)为佳,其常是中深成相大岩体的顶部小突起,
部分为浅成斑岩体。

(3)岩体热变质及蚀变作用强烈,可形成以岩

体为中心宽达数百米甚至上千米的热变质(蚀变)
带,岩体边缘可发育似伟晶岩壳,特征蚀变有云英

岩化、黄玉化、电气石化等,钾(钠)长石化发育。
(4)岩石中主要造岩矿物石英、钾长石、黑云母

含量高,黑云母富含 W、Sn、Li、Zr 和 REE;富含稀

有、稀土元素副矿物,有黑钨矿、白钨矿及绿柱石、
硅铍钇矿(或磷钇矿)、石榴石(主要为锰铝榴石)、
普通锆石及萤石、黄玉等挥发组分矿物。

(5)岩石中 W、Sn、Nb、Ta、Bi、Mo 元素含量高,
分别是酸性岩的 50 ~ 70 倍(W)、3 ~ 16 倍(Sn)、几
至几十倍(Nb、Ta、Mo)、几百至几千倍(Bi)。

(6)岩石87 Sr / 86 Sr 初始值为 0. 707 ~ 0. 728,一
般大于 0. 710;着sr( t)为 58 ~ 375,着Hf( t)为 - 13 ~ 0.
1,着Nd(t)为 - 11. 4 ~ - 4. 31。 铅同位素组成多位于

上地壳和造山带演化曲线之间。 移REE 较高,为
200 伊 10 - 6 ~ 350 伊 10 - 6;移Ce / 移Y = 0. 9 ~ 3. 7,一
般小于 2,相对富集移Y。 啄Eu = 0. 05 ~ 0. 32,铀亏损

显著,稀土配分型式主要呈略向右倾斜的“V冶型,具
有典型壳源重熔型岩浆的同位素和稀土元素地球

化学特征。 部分岩体(如浒坑)稀土配分型式具四

分组效应,表明存在溶体 -流体共存的成岩环境。
(7)成岩实验结果显示,岩体初熔温度为 700 ~

740益;锆石 Zr 饱和温度为 690 ~ 742益,表明成岩温

度较低,中深侵位。
3. 2摇 含矿地层

钦杭成矿带东段基底地层为新元古代地层,总
体为一套海相火山 - 沉积建造[2 - 3,66],其近于均匀

的浅变质细碎屑岩有利于形成剪张裂隙群,构筑成

矿的有效屏蔽环境,并成为有利的容矿空间,有利

于形成石英脉型钨矿床。 研究区内以石炭系—二

叠系为主的碳酸盐岩和含钙砂页岩,有利于含钨热

液进行渗滤交代,形成接触交代型钨矿[67]。
据统计,在江西境内出露的地壳浅表的地层含

钨丰度值普遍较高,各时代地层含 W 丰度为 1. 6 伊
10 - 6 ~ 11. 68 伊 10 - 6,为地壳克拉克值(1. 3 伊 10 - 6)
的 1. 2 ~ 9 倍于。 其中,以泥盆系和寒武系含量最

高,为维氏地壳克拉克值的 8. 8 ~ 9 倍。 在燕山期陆

内造山期强烈的构造 - 岩浆事件[3,68 - 71] 使地壳物

质“活化冶,钨元素可通过岩浆热流体迁移富集,为
钨矿床提供部分成矿物质。

4摇 讨论

4. 1摇 成矿构造环境分析

钦杭成矿带东段在中新生代时经历了印支、燕
山早期陆内造山和晚期晚白垩世—古近纪伸展断

陷成盆作用,形成了由隆起带、坳陷带和红色断陷

盆地组成的构造格局[2,68 - 69]。 在燕山运动时期,区
内所处的东南陆块相对向南、古太平洋板块相对向

北的左行力偶扭动的区域主导应力场,形成了以

NNE 和 NE 向构造体系为主导的区域地质构造格

架,并相伴形成 NW 和 NWW 向张裂带[69 - 70,72]。
研究区内燕山期陆内造山作用形成的大型隆

起,由于下部强烈压缩,上地壳伸展引张,中地壳拆

离造浆,并向上地壳运移主动就位,形成了壳源重

熔 S 型花岗岩带[73 - 74]。 钨的成矿需要分异演化充

分的花岗岩,燕山早期造山作用提供了岩浆充分分

异演化所需的总体处于挤压状态和较为封闭的有

利成岩、成矿构造环境。 燕山晚期由挤压向伸展的

转换以及在挤压扭动区的局部拉张环境造成众多

钨矿床就位,并定位于 NNE 和 NE 向构造体系伴生

的次级构造中[75]。
4. 2摇 区域成矿模式

钦杭成矿带东段钨矿床在时间上具有递进演

变规律;在空间上,矿床分布具等距性、等深和侧伏

规律。 与岩浆有关的钨成矿作用始于岩浆演化晚

期自交代变质阶段至岩浆期后气化高温热液阶段

的连续演化过程,主要成矿作用发生于热液中高温

阶段。 由于成矿的围岩、构造和岩体侵位不同,在
岩体内部形成蚀变花岗岩型钨矿、岩体顶部为伟晶

岩型钨矿;接触带及外带形成接触交代型钨矿,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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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钦杭成矿带东段钨矿成矿模式图[5]

1. 浅海相沉积盖层;2. 浅变质褶皱基底;3. 燕山早期花岗岩;4. 燕山晚期花岗岩;5. 石英脉型钨矿床;6. 蚀变花岗岩型钨矿床;7. 钠化岩体型钨

铌钽矿床;8. 断裂破碎带型钨(锡)矿床;9. 似层状. 接触交代型钨矿床;10. 似层状钨矿床;11. 伟晶岩壳钨矿体;12. 隐爆角砾岩型钨矿床。 热

变质带:a. 角岩带;b. 斑点板(千枚)岩带。 五层楼模式分带:淤 细线带;于 细脉带;盂 薄脉带;榆 大脉带;虞 根部带。 成矿环境:A. 内接触带

型矿床;B. 内、外接触带型矿床;C. 外接触带型矿床。 多台阶钨矿床:I. 第一台阶;II. 第二台阶;III. 第三台阶;D. “地下室冶式钨矿体;sh. “楼下

楼冶式钨矿体

Fig. 2摇 Metallogenic model for the tungsten deposit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Qinzhou鄄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

带亦可形成石英脉型钨矿;高位浅成 - 超浅成斑岩

体可形成斑岩型和隐爆角砾岩型钨矿。 在一定范围

内不同类型钨矿可共生,形成“多位一体冶钨矿以及垂

向上“五层楼 +地下室 +楼下楼冶的矿化分带模式(图
2)[5,66]。
4. 3摇 找矿潜力分析

据初步统计,钦杭成矿带东段目前已发现钨矿

产地超过 60 余处,其中朱溪、大湖塘(由大湖塘、石
门寺、狮尾洞等组成)、香炉山、阳储岭、东坪、东源、
下桐岭、徐山、浒坑、三角潭均可达大型规模,其中

尤以朱溪和大湖塘钨矿储量规模最大,朱溪目前已

探获 333 + 334 类 WO3资源量 344 万吨,整个大湖塘

矿田 333 类 WO3资源量 241. 47 万吨[75]。
据概略性统计,钦杭成矿带东段目前已基本查

明 WO3资源储量超过 600 万吨,据近几年勘查成果

表明大湖塘矿田和朱溪矿区,WO3资源量尚可大幅

度增加。 例如朱溪外围钨铜矿普查项目仍在进行

勘查,主矿体沿走向和倾向均未封闭,2018 年度最

新勘查成果显示矿区 30 线 NE 侧深部均揭露到厚

大主矿体,资源量有望进一步扩大,预计可新增

WO3资源量 60 万吨以上。 朱溪矿床的发现对钦杭

成矿带坳陷地段找矿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在坳陷带内找矿难度大,但资源潜力巨大。 此外,
赣北东坪“五层楼冶式石英脉型黑钨矿床及深部隐

伏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的发现,对东坪矿区寻找“地
下室冶(似层状蚀变花岗岩型矿床)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对赣北地区找寻类似于赣南“五层楼 + 地下

室冶式的钨矿床同样意义重大,表明钦杭成矿带东

段钨矿具有极大的找矿潜力。 近几年来,在浮梁县

朱溪发现的世界级超大钨矿床以及重新探明大湖

塘钨多金属矿床的资源总量,意味着今后的找矿方

向不应只局限于传统的“五层楼 + 地下室冶式钨矿

床,还应多关注“多位一体冶型钨矿床的找寻[76]。
4. 4摇 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钦杭成矿带东段是我国华南地区一条重要的

多金属成矿带,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地质演化历

史,其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造就了钨矿资源储量

位居世界首位。 但理论研究稍显滞后,还有不少问

题有待于深入研究。
(1)江西“南钨北扩冶的原因不明。 江西赣南是

我国钨业的发祥地,素有“世界钨都冶之称,赣东北

则是我国极其重要的铜金多金属成矿域之一,江西

“南钨北铜冶这一传统认识得到了地学界的普遍认

同,并长期对江西找矿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然而随

着赣西北大湖塘和赣东北朱溪世界级钨矿的发现,
改变了江西传统的矿产资源分布格局,逐渐形成了

“南钨北扩冶的新认识,但造成这一新认识的原因有

待加强研究。
(2)钨铜共生机制问题。 岩浆岩成矿专属性表

明,与 W 有关的岩浆岩主要为地壳上部硅铝层重熔

和再生作用所形成的中酸性 - 酸性岩 ( 壳源

型) [77],而与 Cu 有关的岩浆岩主要源自地壳深部

或上地幔的中酸性 - 弱酸性岩(幔源型) [78 - 80]。 从

元素地球化学性质看,W 为亲氧元素,Cu 为亲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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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朱溪、大湖塘等世界级钨铜共生矿床的发现,
表明钦杭成矿带东段具有钨铜共生的成矿特征,形
成此类成矿特征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3)白钨矿成矿理论。 以往研究表明白钨矿

(CaWO3)多以接触交代型为主,矿体产于花岗岩与

碳酸盐岩接触带,Ca2 + 可来源于围岩碳酸盐岩或岩

浆热液,但在该区域内大湖塘地区成矿围岩为晋宁

期黑云母花岗闪长岩,无碳酸盐岩地层出露,也无

证据表明该区存在强烈的钙交代作用[80]。 因此,白
钨矿中的 Ca2 + 可能直接来源于围岩黑云母花岗闪

长岩,颠覆了传统白钨矿成矿条件的认识,应重新

完善白钨矿的成矿理论。
(4)区域成矿规律与成矿模式。 钦杭成矿带东

段钨矿床类型较多,且不同类型的矿床在空间上共

生,由于成矿背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成矿物质

来源、成矿时代及成矿机制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

析。 随着钦杭成矿带东段工作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钨矿床区域成矿模式图可能会与新的地质事实存

在不相符之处。 因此,钨矿床区域成矿模式图有待

于进一步完善。

5摇 结论

(1)钦杭成矿带东段钨矿床在时间上具有递进

演变规律;在空间上,矿床分布具等距性、等深和侧

伏规律。 钨矿成矿带可划分为 2 带:衡山 - 幕阜山

-莲花山成矿带和武功山 - 灵山成矿带,成矿时代

主要集中在燕山期,少数为印支期。
(2)主要成矿类型有石英脉型、接触交代型、蚀

变花岗岩(云英岩)型和斑岩型等,部分矿区由多种

矿床类型共生,构成“多位一体冶复合型钨矿床。
(3)钨的物质来源可以分为岩源和层源两种,

成矿岩体为 S 型花岗岩,含矿地层主要为新元古界

及石炭系—二叠系。
(4)钦杭成矿带东段成矿环境较为复杂,与燕

山期陆内造山运动有关。
(5)钦杭成矿带东段目前已基本查明 WO3资源

储量超过 600 万吨,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6)目前,钨矿理论研究稍显滞后。 江西“南钨

北扩冶的原因不明、钨铜共生机制问题、白钨矿成矿

理论、区域成矿规律与成矿模式等问题还需解决。

注释:

淤江西有色地质研究所. 江西横峰葛源锡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及成

矿预测[R]. 南昌:江西有色地质研究所,1984.
于李崇佑. 江西钨矿地质及成矿规律[R]. 南昌: 江西省地质科学研

究所,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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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ralization of the tungsten deposit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Qinzhou鄄
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 in Jiangxi and Hunan

FU Wenshu1, OUYANG Yongpeng1, RAO Jianfeng1, CHEN Qi1, ZHANG Jingruo1, XIAO Fan2,
Zhang Xuehui2

(1. No郾 912 Geological Prospecting Party, Jiangxi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Yingtan 335001,
Jiangxi, China; 2. Nanjing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Nanjing 210016,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Qinzhou鄄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 is an important metallogenic belt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Qinzhou鄄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 for the discovery of two world鄄class Zhuxi
and Dahutang tungsten deposit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existing data and latest results of research, the present
paper focuses on the mineralization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Qinzhou鄄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 The tungsten
deposits in the study area may be classified into five types: quartz vein type, contact metasomatic type, altered
granite ( greisen) type, porphyry type and composite type. These tungsten deposit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ore district鄄ore belt鄄ore field patterns. The diagenesis鄄mineralization ages are assigned primarily to
the Yanshanian (120 to 162 Ma) and subordinately to the Indosinian (ca. 225 Ma). The tungsten mineralization
has the affinity to the crust鄄derived remelted (S鄄type) granitic magmas, and also to the I鄄type granitic magmas,
and the element tungsten is derived mainly from the magmatic rocks and basement strata composed of the marine
volcanic鄄sedimentary formations.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Qinzhou鄄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 is interpreted to have
the great potential of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ungsten deposits.
Key words: eastern part of the Qinzhou鄄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 tungsten deposit; mineralization;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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