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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杏枫山金矿区首次发现高品位的钨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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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湖南隆回县杏枫山金矿床位于雪峰山弧形构造隆起带的中段，白马山岩体南缘，是一产于新元古界

浅变质岩中的石英细脉型金矿，目前已开采了 30 余年。最近，笔者在该金矿区新发现了矽卡岩和高品位的钨矿体，

这类矽卡岩型钨矿床，明显不同于雪峰山一带广泛分布的石英脉型钨矿床。该区矽卡岩在矿区非常发育，主要呈层

状、似层状产出，与地层呈整合接触; 白钨矿主要是以条带状、脉状充填于矽卡岩之中，少量分布于含金的石英脉中;

该区钨矿石的品位高，所有中段矿石 WO3平均含量均在 0. 5%以上，部分中段可达到 3. 0%以上。初步研究显示，该

区矽卡岩为一还原性矽卡岩，结合其层状产出特征，可推断杏枫山为一品位高、资源潜力大的钨矿床。杏枫山金矿

区矽卡岩和钨矿体的发现，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而且对认识湘中地区岩浆岩的演化与钨、金
成矿，也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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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白马山岩体南缘的湖南杏枫山金矿床，在

构造上处于雪峰山弧形构造隆起带的中段，是一产

于前寒武纪浅变质岩中的石英细脉型金矿( 罗鸣

皋，1993) 。该矿赋矿地层主要为新元古界青白口

系高涧群天井组，次为漠滨组; 赋矿围岩主要为千

枚理相当发育的板岩和粉砂质板岩。金矿体由一组

近于平行的、NW 向分布的席状石英脉及蚀变围岩

( 毒砂化、磁黄铁矿化) 组成，含金石英脉通常斜交

于浅变质围岩中的千枚理。
尽管杏枫山金矿床的地质研究程度较低( 罗鸣

皋，1993; 伦生平和谢亘，2012; 陈武等，2013) ，但其

地质勘探程度却相当高。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先后有湖南省地质局雪峰山地质队、邵阳专署地质

局第二队、湖南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234 队、湖南省

地质矿产局物探队、中国武装警察黄金部队第 15 支

队和武警黄金第 16 支队( 后改称 11 支队) 、湖南省

地质矿产局 418 队等地勘单位，对该区进行过矿产

调查、化探 ( 重砂测量、土壤 测 量、水 系 沉 积 物 测

量) 、遥感、槽探、坑探和钻探等工作，对杏枫山矿区

金矿体的分布进行了详细的勘探工作，并估算了其

金储量，但过去所有公开的文献和内部科研报告均

未提及该矿区存在矽卡岩和矽卡岩型钨矿化。

近年笔者对湘中白马山—紫云山一带花岗岩及

金矿床开展了研究，并在杏枫山矿区首次发现有矽

卡岩和白钨矿( 2015 年 4 月份) ，经过几年的工作，

初步推断该矿区存在高品位的钨矿体，且找矿潜力

巨大。现将笔者发现钨矿的过程和该区钨矿的基本

特征做一简要介绍，以期推动湘中—湘西一带钨矿

找矿思路的转变。

1 矽卡岩及钨矿化的发现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编号 41473043) 的

资助下，笔者等一行 4 人于 2015 年 4 月份对湖南杏

枫山金矿进行地质考察，主要目的是弄清该区金矿

的赋矿层位、赋矿岩性、矿体特征和围岩蚀变情况。
出于安全考虑，矿山方面一直安排笔者等在井下巷

道和地表进行地质考察; 野外考察后期，应笔者的再

三要求，4 月 18 日，矿山安排笔者等到 780 中段 124
采场进行考察。在对该采场进行考察过程中，笔者

发现，该采场的地质特征明显不同于笔者前几天在

巷道中观察到的地质现象。该采场中的板岩颜色明

显偏浅，且这些岩石中有大量粉红色斑点，并伴有许

多长石—石英脉体产出( 图 1) ，这些长英—石英脉

中常可见绿泥石和呈金刚光泽的粉红色榍石( 图



1c) 。进一步的观察发现，这些粉红色的斑点状矿

物，不仅在浅色板岩中大量出现 ( 图 1a、b ) ，在长

石—石英脉中亦有分布( 图 1c) 。正是这些斑点状

图 1 隆回县杏枫山矿区矽卡岩及矽卡岩中的石英－长石脉和石英脉

Fig． 1 Skarn and quartz—feldspar veins or quartz veins in skarn in the Xingfengshan ore deposit，Longhui County

的粉红色矿物和长石—石英脉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

趣，经过仔细考察，初步判断该采场中的这些地质特

征应与岩浆—热液作用有关，并在该采场顶板发现

了白钨矿，这些白钨矿分布于被斑点状岩石包裹的

石英脉中( 图 1d) 。随后笔者等在整理所采集的岩

矿标本时，发现一石英细脉中有毛发状电气石和少

量黑钨矿，这一发现让笔者进一步相信杏枫山矿区

很可能存在钨矿化。野外考察结束以后，笔者等用

紫外灯对野外肉眼鉴定为白钨矿的标本进行验证，

发现该标本的确含大量白钨矿，而且该采场中那些

斑点状板岩和长石－石英脉体中也普遍含白钨矿。
随后的室内岩矿鉴定显示，该区岩石和脉体中的那

些粉红色斑点为石榴子石，含粉红色斑点的“板岩”
实际上是一套富含石榴子石的矽卡岩。

笔者 2016 年 3～4 月份又组队对杏枫山矿区进

行了野外考察。鉴于 2015 年的发现，笔者等携带了

便携式紫外灯以便寻找钨矿化。由于 2015 年笔者

发现钨矿的采场已被完全采空，无法继续地质观察，

笔者等只能在其它地段进行考察，并率先在 660 中

段 1 号脉组的 8 ～ 10 线发现了大量白钨矿，该处钨

矿出露大约长为 200 m，宽约为 2m，紫外灯照射显

示，该处矽卡岩中白钨矿含量很高( 随后的捡块样

分析显示，WO3含量高达 5. 9%) 。当天笔者带领学

生借助紫外灯对该矿的选厂和尾砂坝进行了检查，

发现了选厂摇床残渣中和尾砂中均有很多白钨矿。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些白钨矿在选矿和冶炼过程

中均被当做废物遗弃，且矿山正计划利用这些含钨

的尾砂来回填井下采空区。随后，笔者等继续对矿

区地表、井下不同中段进行了调查，发现不论在地表

还是井下，白钨矿均相当常见: 矿区井下几乎所有中

段均发现了矽卡岩和白钨矿; 在地表+920 m 标高，

由于 地 表 风 化 较 严 重，仅 发 现 有 钨 矿 化，但 在

+860 m标高地段发现了很富的钨矿石。至此，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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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杏枫山矿区存在高品位的钨矿体，并建议矿山

重视对钨矿的找矿和尾砂中钨的综合回收利用。

2 矽卡岩和钨矿石的基本特征

笔者等的初步研究揭示，该区的矽卡岩主要顺

层产出，其产状与板岩中千枚理方向基本一致( 图

2) ，部分地段可见含金石英细脉切穿矽卡岩的现象

( 图 2d) 。钨矿的赋矿围岩与金矿基本相同，为青白

图 2 杏枫山矿区呈层状、似层状产出的矽卡岩

Fig． 2 Stratiform skarn concordant to slate in the Xingfengshan ore deposit

口系高涧群天井组和漠滨组第二段地层中，岩性主

要为以千枚理发育的板岩和粉砂质板岩为主。矿区

矽卡岩，野外常见且容易识别的矿物主要有石榴子

石、绿泥石、绿帘石和白钨矿，其次为石英、长石和榍

石，镜下还可识别出符山石、角闪石、云母、钛铁矿、
磷灰石、电气石、硅灰石、钙铁矿等矿物，杏枫山矿区

的矽卡岩为一套钙质矽卡岩。
众所周知，世界上绝大多数矽卡岩型钨矿，白钨

矿通常呈浸染状、星点状分布，矿石中的 WO3 含量

较低。我国白钨矿的工业品位仅为 0. 12%; 据统

计，全球白钨矿的工业储量中仅 2%左右的矿床，其

矿石品位大于 0. 5%。笔者发现的杏枫山矿区的钨

矿，品位相当高，明显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矽卡岩型

钨矿。该区钨矿石中，白钨矿主要呈条带状或脉状

充填于矽卡岩中( 图 3) ，矿石中 WO3 含量很高( 图

3、图 4) ，堪称湖南省内品位最高的钨矿床。矿山根

据笔者的建议，2016 年下半年组织人员对矿区钨矿

进行了初步调查。据矿山内部资料，目前已初步圈

出 5 处钨矿体，这些钨矿体主要呈层状、似层状、透
镜状 分 布 于 矽 卡 岩 之 中，矿 体 产 状 平 缓，大 体 呈

NNE—NE 向展布，产状为 280° ～310°∠25° ～35°，明

显不同于该区金矿体; 后者受 NW 向断裂带控制明

显，矿体呈 NW 向展布，产状较陡，其产状为 210° ～
240°∠45° ～ 65°。初步地质调查表明，该区钨矿体

厚度最大可达 7. 60m，平均厚度为 1. 75m; 刻槽取样

分析表明，杏枫山矿区绝大多数中段钨矿体中 WO3

平均含量均在 0. 5%以上，少量中段可达 3%以上，

局部地段可达 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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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杏枫山矿区矽卡岩型钨矿石手标本及紫外灯下照片

Fig． 3 Hand-specimen of the skarn-type tungsten ores from the Xingfengshan ore district and
its photograph under the ultraviolet light

笔者根据日处理矿石量和尾砂坝体积两种方法

估算，在最近三年堆积的尾砂库中，至少有 1000 t 以

上的 WO3，其潜在经济价值可达数亿元，杏枫山矿

区究竟有多少金属钨的资源，目前尚不清楚，有待进

一步开展详细的地质研究和找矿勘探工作。

笔者等的研究显示，杏枫山矿区的矽卡岩为一

套还原性矽卡岩，因为该区石榴子石以铁铝榴石和

锰铝榴石为主，绿泥石主要为富铁的蠕绿泥石，热液

成因钛铁矿相当发育。前人已有研究表明，还原性

含钨矽卡岩具有钨品位高、低 Mo、富 Au 的特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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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杏枫山矿区矽卡岩型钨矿石

Fig．4 The skarn－type tungsten ores collected from the Xingfengshan ore district

常能 形 成 规 模 较 大 的 钨 矿 床 ( Newberry，1983;

Meinert，1993; Meinert et al．，2005) 。而且那些层

状矽卡岩型钨矿，通常其矿石量巨大( Meinert et al．，
2005) 。因此，根据该矿区矽卡岩顺层产出和还原

性特征，可推断杏枫山矿区钨资源潜力巨大，找矿前

景很好。

3 矽卡岩型钨矿发现的意义

在湘西雪峰山一带，自黎盛斯先生 1949 年首次

报道发现白钨矿以来，人们陆续发现了许多白钨矿

矿床，并对其进行了研究( 如: 包正相，1984，1987; 万

嘉敏，1986; 彭建堂等，2003，2005，2008，2010; 彭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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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6; 张龙升，2013; 张龙升等，2014) 。这些钨矿

通常与金、锑矿共生，形成 Au—W( 西冲、桃安、冷家

溪) 、Sb—W( 渣滓溪、廖家坪、曾家溪) 、Au—Sb—W
( 沃溪) 等元素组合。尽管该区钨矿的赋矿层位很

多，从新元古界冷家溪群( 西冲) 、板溪群马底驿组

( 沃溪、西安—桃安) 和五强溪组( 渣滓溪) 、下震旦

统( 大溶溪) 、到下寒武统( 曾家溪) 和中、上寒武统

( 廖家坪) ，均有钨矿产出，但这些钨矿床均具有共

同或相似的地质特征( 包正相，1987 ) 。除大溶溪

外，该区所有钨矿床均为脉型钨矿床( 主要为石英

脉型) ，其成矿作用与岩浆岩无关( 包正相，1987) ，

矿脉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钨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

出，层控特征十分明显; 而且如果金、钨共生( 或伴

生) ，金矿体与钨矿体基本上是共体的，很难各自独

立划分出来，金和白钨矿应该是同一成矿期不同成

矿阶段的产物。杏枫山矽卡岩型钨矿床，明显有别

于雪峰山一带的典型钨—金矿床，金矿体和钨矿体

的产状明显不同，两者在空间上是独立存在的，很可

能是两期独立成矿事件的产物。因此，该钨矿的发

现有助于人们改变传统的找矿思路，应重视在湘

中—湘西地区花岗岩出露或隐伏花岗岩分布的浅变

质岩地区寻找钨矿。
杏枫山金矿床是产于浅变质岩中典型的石英细

脉型金矿床，目前已开采了 30 多年，尽管该矿分布

于白马山岩体南缘，但在矿区地表和井下均未发现

任何岩浆活动的痕迹。根据该金矿的野外地质特

征、矿物组合和流体包裹体研究，笔者等推断其为一

与还原性侵入岩有关的金矿床( IＲGS 型) ( 彭建堂

等，2017) ，但目前仍缺乏与侵入岩有关的直接证

据。杏枫山矿区新发现的矽卡岩及矽卡岩型钨矿，

证实该矿区确实存在岩浆—热液成矿作用，为进一

步准确判断该金矿的矿床成因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4 结论

笔者首次在杏枫山金矿区发现了矽卡岩和高品

位的钨矿体，这类钨矿床，明显不同于区域上的脉型

钨矿床，钨矿体和金矿体各自形成独立矿体。该区

矽卡岩顺层产出，且为一还原性矽卡岩，其钨矿资源

潜力巨大。在杏枫山金矿区发现高品位的钨矿体，

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而且对

认识湘中花岗岩的演化与钨金成矿，也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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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discovery of tungsten orebodies with high ore grades in the
Xingfengshan Gold Deposit，Longhui County，Hunan Province

PENG Jiantang1，2)

1) Key Laboratory of Metallogenic Prediction of Nonferrous Metals，Ministry of Education，School of
Geosciences and Info-Physic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410083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re Deposit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550081

Abstract: The Xingfengshan gold deposit，loc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Xuefengshan arc uplift belt，is a
typical quartz lode gold deposit hosted in Neoproterozoic meta-metamorphic rocks． This deposit has been mined for
gold for more than 30 years． Ｒecently，skarn and tungsten orebodies with high ore grades in skarns were first
discovered by writer in this gold deposit． The newly-discovered skarn-type tungsten deposit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ose lode-type tungsten deposits，which are widespread throughout the Xuefengshan arc uplift belt． Skarn is
common throughout the Xingfengshan ore district，however，it was not identified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he skarn is concordant to the host slate and usually occurs in the bedded or stratiform form． Most scheelite occurs
as bands or veinlets filling in the skarn，minor appears in the auriferous quartz veins． Generally speaking，the
tungsten concentrations in skarn-type ores are relatively high in the Xingfengshan，with an average of more than
0．5% WO3 for most mining levels，even as high as more than 3．0% WO3 for a few mining levels． Based on its
strata-bound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reduced signature，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accumulations of tungsten ores
in the Xingshanfeng ore district is abundant． The discovery of skarn-type tungsten orebodies with an extremely-high
ore grade in the Xingfengshan ore district will bring abundant tungsten resources，and yield remark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moreover，this new finding is crucial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elsic magma evolution and
tungsten—gold mineralization in central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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