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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坪铅锌矿深部钨钼资源远景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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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省湘南地质勘察院，湖南 郴州 423000；2．湖南省地质调查院，湖南 长沙410011) 

摘 要：黄沙坪铅锌矿是湖南省内最大的铅锌开采矿山和铅锌原料生产基地．矿区已 

经探明或控制的铅锌矿体五百余个，查明的铅锌矿资源达 200万吨．现在又在开采铅 

锌矿的开拓系统深部、成矿小岩体的周围，发现了具较大规模的矽卡岩型钨钼多金属 

矿床．文章在分析前人资料的同时，通过分析研究区内成矿地质背景、成矿作用机制 

及成矿模式，对黄沙坪铅锌矿深部钨钼资源远景进行了初步分析．根据最新的矿床学 

研究成果，综合矿山深部开拓工程对矿床深部矿体及矿床地质特征解剖的信息，认为 

黄沙坪铅锌矿深部具有寻找大型以上规模的钨钼资源的远景，并对其钨钼资源进行 

了预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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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Prospect of Tungsten and M olybdenum Resources 

in Huangshaping Lead and Zinc M 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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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iangnan Geological Prospecting Institute，Chenzhou，Hunan，423000，China； 

2．Hunan Province Geological Institute Investigation Institution，Changsha，Hunan 410011，China) 

Abstract：Huangshaping lead and zinc mine is the biggest mine and production base in 

Hunan  province．There are already about 500 lead and zinc deposits，amounting to 2 mil— 

lion ton，in the mining area．Now metalliferous deposit of tungsten and molybdenum has 

been developed．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uture prospect of tungsten and molybdenum re— 

sources in Huangshaping lead and zinc mine through investigation on the mineralization 

background，mechanism and mode and predicts its amoun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search 

achievements． 

Key words：Huangshaping lead and zinc mine；geological background；mineralization 

mode；tungsten and molybdenum resources 

黄沙坪铅锌矿是我国重要的铅锌原料生产中 型矿山企业，自 1967年投产至今 已连续生产 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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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累计生产铅锌矿金属百万吨以上．现在又在开 

采铅锌矿的开拓系统深部、成矿小岩体的周围，发 

现了具较大规模的矽卡岩型钨钼多金属矿床．本 

文根据黄沙坪铅锌矿床所处坪宝地区的成矿规 

律，在综合分析前人资料㈣ 的基础上，对黄沙坪 

矿的控矿地质条件、成矿作用及成矿模式进行了 

初步研究，对矿山现在开采系统以下的钨钼矿资 

源远景进行了分析． 

1 成矿地质背景 

黄沙坪铅锌矿处于郴州 一蓝山北东向基底构 

造岩浆岩带与郴州 一邵阳北西基底构造岩浆岩带 

的交汇部位，是南岭多金属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矿区内除了已圈定 

热液充填交代型、矽卡岩型、斑岩型等不同类型的 

铅锌矿体五百余个，查明的铅锌矿资源达200万 

吨③外，在开采铅锌矿的开拓系统深部、成矿小岩 

体的周围，发现了具较大规模的矽卡岩型钨钼多 

金属矿床(图 1)．使黄沙坪矿从一个单一的大型 

铅锌矿床，提升为“柿竹园式”的综合型矿床． 

1．1 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有泥盆系上统锡矿山 

组，石炭系下统陡岭坳组、石磴子组、测水组、梓门 

桥组．其中石磴子组中厚层生物碎屑灰岩与薄层 

灰岩化学性质活泼，极有利于热液交代作用进行， 

尤其是当孔隙度小的测水组砂页岩和石英斑岩覆 

盖在灰岩之上构成屏蔽层时，使上升的成矿气液 

不易逃逸，更能充分的与下伏灰岩渗滤交代形成 

厚大的钙质矽卡岩，形成以白钨矿为主的矽卡岩 

型钨钼多金属矿床． 

1．2 构造 

矿区构造骨架是由一系列近南北向的复式褶 

皱和逆冲断层构成．桂阳复式背斜中的次级倒转 

褶皱及走向北北东的逆断裂与北西西向的横断层 

复合成的“井”字形构造格架控制本区铅锌矿床 

的定位．断裂构造与岩体侵入接触带构造的复合 

部位常是形成富矿体的重要空间．当成矿岩体接 

触带凹陷部位叠加断裂构造时，易形成规模较大， 

矿石质量较好的钨钼多金属矿体． 

1．3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主要有英安斑岩、石英斑岩、花斑 

岩和花岗斑岩四种，属浅成至超浅成中 一酸性岩 

体．其中英安斑岩、石英斑岩出露于地表，花岗斑 

岩、花斑岩为隐伏岩体．其同位素年龄为 118— 

162百万年，属燕山早期岩体④．成矿元素w、sn、 

1．测水组砂岩 2．梓门桥组 白云岩 3．石磴子组灰岩 

4．石英斑岩 5．花岗斑岩 6．花斑岩 7．铅锌矿体 

8．矽卡岩 9．钨钼矿化矽卡岩 1O．断层及编号 

11．地质界线 12．钻孔及编号 13．剖面线及编号 

图 1 黄沙坪矿区20中段地质平面略面 

Fig．1 Geological plane figure of 20 middle 

sector of Huangshaping mi ne 

Mo、Cu、Pb、Zn等含量较高，其中花岗斑岩中含量 

(单位 10 )：W13．3、Sn22．3、Mo37．4、Bi0．13、 

Cu67．2、Pb75．2、Zn202．2，花斑岩中含量 (单位 

10一 )：Wl1．5、Snl2．8、Mo6．34、Bi<1．7、Cu133、 

①湖南省地质局黄沙坪地质队，湖南省桂阳县黄沙坪铅锌矿勘探报告，1959年． 

②湖南冶金二三八队，湖南省桂阳县黄沙坪铅锌矿区南部铁矿地质勘探报告书，1978年 

③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湖南省桂阳县黄沙坪铅锌矿资源潜力调查报告，2005年． 

④湖南省地质矿产局，湖南省坪宝地区铅锌银大比例尺成矿预测报告，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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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146、Zn504；其微量元素分别与地壳酸性岩、华 

南燕山早期花岗岩比较，高出几倍至十几倍，是一 

个 Cu、Pb、zn、w、sn、Mo的高正异常区 J．并富 

含氟、氯等挥发组分与碱金属，K>Na>2，是有利 

成矿的岩体． 

1．4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背景 

本区位于酃县 一郴州 一蓝山重力梯度带的南 

西段，即香花岭一彭公庙重力低异常区内．航磁异 

常大致与布格重力异常对应，该区属郴桂高磁区 

北西方向的突出部位，区内局部磁异常均与花岗 

岩的侵位及断裂活动、矿化蚀变有关． 

区内分布有大面积异常组合复杂，范围大，强 

度高的w、Sn、Pb、zn、Ag、As化探异常，并与已知 

的矿床(点)相对应．从全区元素来看，从本区的 

南东角到北西角，呈现出 W、Sn异常由强到弱， 

Pb、zn异常由弱到强的变化趋势． 

2 成矿模式 

岩浆侵入形成热场，同时发生分异形成结晶 

外壳和内部熔浆及其汇聚于上部富含挥发分的岩 

浆水热液．它们在内压大于外压时，使原已封闭的 

构造重新开启，形成裂隙带、热水带取成矿物质沿 

断裂带运移．当含矿热水溶液运移到岩体顶部、边 

部接触带及旁侧时，高度矿化的热液和化学性质 

活泼的石磴子组灰岩等发生接触交代作用，形成 

围绕岩体和沿断裂带分布的以石榴石、钙铁辉石 

为主的简单矽卡岩，带入的成矿物质迅速沉淀，导 

致成矿组分分异较差、结晶粒度细，矿化较均匀的 

上部铁锡铋为主，下部铁钨钼为主的矿带(成矿 

温度为300—400~C)．热水溶液由于温度、压力和 

本身密度降低，在陆续上升过程中于热场边界与 

天水相遇，这种混合岩浆期后热液对先成矽卡岩 

及其矿化体进行改造，形成大量的含水硅酸盐矿 

物，形成复杂矽卡岩和白钨矿的重结晶加大．到矽 

卡岩化晚期，由于(如 F )断裂带复活，再次导致 

富含钨钼的岩浆期后混合热液沿断裂上升，在断 

裂带形成富含辉钼矿、白钨矿和萤石脉叠加在先 

期形成的铁矿(化)体、铁钨钼矿(化)体、含钨钼 

矽卡岩等蚀变围岩上，使原有的矿化体增富，形成 

钨钼矿体，铁钨钼矿体(成矿温度250—300℃)． 

岩浆水混合热液沿断裂裂隙继续上升外突，发生 

对流，萃取地层中部分成矿物质，在产生自混合地 

球化学障情况下，铅锌等成矿物质在有利部位沿 

断裂交代充 填成矿 (成 矿温度大 约在 100— 

250℃ 1． 

综上所述，区内各类型矿床(体)是一组有着 

相同物质来源，成矿时问略有先后，成矿环境略有 

不同的同源异化矿床(图2)．花斑岩与花岗斑岩 

两个与成矿有关的岩体是同源，在不同部位、不同 

构造条件下产出的一类“岩突”型侵人体，其深部 

应存在共同的、岩类相似的、能够连续提供大量成 

矿物质来源的花岗岩类“岩基”或规模较大的岩 

株．由于成矿期、成矿阶段的不同，区内不同类型 

的矿床具有明显的分带特征：以隐伏的成矿小岩 

体为中心，由内向外依次为：矽卡岩型 Fe、sn、w、 

Mo矿、矽卡岩型 Cu、Pb、Zn矿、热液交代 一充填 

Pb、zn矿和 Pb、Zn、sb矿化带‘。 ． 

园 1凹 2口 3圈 ‘医 5 

6翻 7 8网 9 10 

1．梓门桥组白云岩 2．测水组砂页岩 3．石磴子组灰岩 

4．花岗岩 5．石英斑岩 6．花岗斑岩 7．花斑岩 

8．矽卡岩型FeWMo矿(化)体 1O．Pb zn(Cu)矿体 

11．矿质运动方向 12．岩浆运动方向 

图 2 黄沙坪式多金属矿床成矿模式图 

Fig．2 Mineralization mode figure of 

Huangshaping metalliferous deposit 

3 钨钼资源远景 

黄沙坪铅锌矿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经过多年 

的研究、调查及工程施工证明，铅锌矿床的深部钨 

钼多金属矿化极为普遍，且与矽卡岩密切相关，矽 

卡岩主要分布于301花岗斑岩体、F 断裂带以及 

304花斑岩附近，其中都发育有较强烈的钨钼多 

金属矿化，尤其是4线以南南北长800 m，东西宽 

(F3一F：)500 m范围内，围绕301岩体和沿F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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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矽卡岩，富含有大量的透闪石、辉石成分，属 

“湿矽卡岩”，矿化更为普遍． 

原238队在对黄沙坪矿床南部铁矿勘探 

时①，对 11l线 ZK546孑L、109线 ZK522孑L作了相 

对连续的取样分析，两孑L相距 240 ITI，控制矽卡岩 

最深标高 一400 ITI，其中ZK546终孑L于矽卡岩．两 

孔取样部位连续矿化长>200 ITI，还有近200 ITI穿 

矿长未取样分析，全部 263件样品平均 W0。 

0．331％，Mo 0．053％，两侧矽卡岩的矿化均未控 

制(图3)．黄沙坪矿地质部探矿过程中，于 11l线 

GK54孑L揭示出沿F。一F 断裂附近分布于石磴子 

组灰岩与石英斑岩(52)及 304花斑岩体接触带 

部位的矽卡岩，宽30—100 m，含有强烈的铅锌钨 

钼矿化，铅锌在上部 ，钨钼相对在下部，底部还见 

瑚 m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枷 l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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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1口 2圉 3圈 4圈 5冈 6圈  

瞳 8圈 9曰 10 l1园 12圊 13圈 1 

1．测水组砂岩 2．石磴子组灰岩 3．陡岭坳组含燧石灰岩 

4．石英斑岩 5．花斑岩 6．花岗斑岩 7．矽卡岩 

8．钨钼矿化矽卡岩 9．铅锌矿体 1O．地质界线 11．断层及编号 

12．钻孔及编号 13．岩体编号 14．取样位置及编号 

图3 黄沙坪矿区 l11线剖面略面 

ng．3 Sectional drawing of l1 1 line 

of Huangshaping nline 

有铜矿体．仅对其中部分样品做了WO。、Mo、Bi、 

sn的分析，钨钼铋矿体边界未能控制，共45件分 

析样 品平 均 WO3 0．590％，Mo 0．379％，Bi 0． 

037％．Sn 0．0l％，穿矿累计长度超过50 ITI，矽卡 

岩累计穿厚近500 ITI． 

矿山在生探过程中，最近对 w 一 钨钼多金属 

矿体进行了评价，在6—16线间的200—20中段 

块体中，共求得122b类钨钼矿石量65余万吨，其 

中W0 品位 0．35％ 一0．855％，Mo品位 0． 

222％．矿化连续，分布均匀．矽卡岩中铁含量与 

W0 Mo含量呈明显的负相关． 

不同形式、不同地段的分析数据均显示出围 

绕301岩体的矽卡岩在 165 ITI一 一400 ITI均存在 

强烈的钨钼矿化，矽卡岩内的矿化分带并不强烈， 

具有全岩矿化、连续性好的特征．存在巨大的钨钼 

多金属矿的找矿远景． 

为开发矿区矽卡岩型钨钼矿，矿山开展了多 

次的选矿实验研究，除锡因赋存于磁铁矿中难以 

回收外，钨钼铋的回收率分别可达到51．5％ 一 

73．1％、85．4％ 一89．3％和88．8％．同时，初步开 

展了对矽卡岩型铁钨钼多金属矿体的开发经济指 

标可行性研究，按 2003年的矿产品价格及生产成 

本，综合回收铁钨钼铋多金属组分，可按其中不同 

组分价值换算为230元／吨圈定矿体．根据矽卡岩 

的分布范围、延深情况及钨钼矿化的连续性，按 

30％的含矿率初步估算了区内钨钼多金属矿的资 

源量(333+334】)：W03 15．89万吨，Mo 3．32万 

吨，新增 Bi 2．10万吨、CaF 303万吨、铁 (矿石 

量)2 227万吨(表 1)． 

表 1 黄沙坪铅锌矿钨钼资源量估算总表 

Table 1 Volume of tungsten and molybodenum 

resources of Huangshaping Lead and Zine Mine 

①湖南冶金二三八队，湖南省桂阳县黄沙坪铅锌矿区南部铁矿地质勘探报告书，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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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黄沙坪铅锌矿是南岭中段多金属成矿带的重 

要组成部分，成矿地质条件十分优越，区内碳酸盐 

岩地层发育，构造复杂，岩浆活动频繁，有大面积 

分布的重力负异常和航(地)磁异常，并重叠有强 

度高、浓集中心明显的w、Sn、Bi、Mo、Cu、Pb、Zn、 

Ag、As等化探异常及相应的重矿物异常，是形成 

产于碳酸盐岩中与燕山期酸性、中酸性小岩体有 

关的接触交代型或矽卡岩型钨钼多金属矿床十分 

有利的地段．根据最新的矿床学研究成果，综合矿 

山深部开拓工程对矿床深部矿体及矿床地质特征 

解剖的信息，矿区深部现有采矿系统以下除铅锌 

矿有一定的找矿远景外，其钨钼多金属矿的资源 

远景也有极为可观．通过进一步的勘查工作，有望 

找到具有大型以上规模的钨钼多金属矿床，延长 

矿山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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