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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新路一水岩坝钨锡矿田的成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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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西新路一水岩坝钨锡矿田位于广西平桂地区、燕山中期姑婆山花岗岩的西南接触带，为南岭钨锡多 

金属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在前人成果基础上，进行了岩石地球化学 、石英流体包裹体成分及 Rb—Sr同位素 

定年等研究，结果表明，该区成矿作用(约 151 Ma)与姑婆山花岗岩主体(161～165 Ma)存在较大的年龄差，因此没有 

直接的成因联系。姑婆山花岗岩形成后 ，由于进一步的断裂活动和幔源物质上升在姑婆山南缘形成了晚期花岗质 

小岩体，伴随的深源流体活动造成了 w、Sn等成矿物质的活化 、运移和富集，才形成了以六合坳 、烂头山为代表的矿 

床。矿床受晚期成矿花岗岩、有利赋矿层位及断裂构造等因素的综合控制，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花岗岩。激光拉曼 

探针分析显示，该区矿床流体包裹体的成分主要为c02、CH4和 H20，结合其他特征，显示可能有较多幔源成分参与， 

其中新路六合坳矿床流体包裹体极富CH4，而水岩坝烂头山矿床流体包裹体富CO2，反映了两者在流体来源、形成机 

制、成矿深度等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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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tic study of Xinlu-Shuiyanba W -Sn orefield，northeast Guangxi 

GU ShengYan ．HUA RenMin and QI HuaWen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Mineral Deposits Research，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 

Jiangsu．China；2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AS，Guiyang 550002，Guizhou，China) 

Abstract 

Situated at the southwestern outer contact zone of the Middle Yanshanian Gupo shan granite pluton in Ping— 

gui area of Guangxi，the Xinlu—Shuiyanba W —Sn deposit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 —Sn—po lymetallic orefields 

in the Nanling Range，South China．Based on the data obtained from previous researches，this paper has studied 

systematically petrochemistry，Rb—Sr isotopic age dating and fluid inclusion compositions of the quartz，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es of the ore depo sits are about 136 Ma，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age of the host granite 

of Guposhan，which was dated at(161～165)Ma．It iS thus considered that there iS no direct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granite emplacement and the ore formation．There occurred an intrusion of a late small granite bo dy at 

abo ut 151Ma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Gupo shan granite pluton，which was probably caused by the further rupture 

of the crust and the upwelling of mantle materia1．The activity of associated mantle—derived fluids stimulated the 

mobilization．transpo rtation and enrichment of W ，Sn and other ore—form ing elements and resulted in the form a— 

tion of the Liuheao and Lantoushan ore depo sits as representative ones．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ore depo si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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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d by late granite as well as favorable strata and structures，and the ore materials were mainly derived 

from late granite．Researches on oxygen．hydrogen and sulfur isotopes show that 6 O values are 8．1‰ ～ 

13．38‰ and 10．2‰ ～12．35‰ for Liuheao and Lantoushan ore deposits，respectively，and S values are一 

2．09％ ～1．7‰ and 0．95％ ～3．6‰ ，respectively，indicating that ore—forming elements were dominantly de— 

rived from the granite．Laser Raman microprobe analyses show that Co2，cI-h and H2O constitute the dominant 

part of the fluid inclusions in these ore deposits．Combined with other characteristics，it is suggested that ore— 

form ing fluids were dominantly derived from the mantle．In addition，the fluid inclusions in the Liuheao ore de— 

posit have rich CH4，while those of the Lantoushan ore deposit have abundant Co2，probably implying the dif— 

ferences of their fluid source，ore—form ing process and mineralization depth． 

Key words：geology，W—Sn orefield，ore—form ing fluid，ore genesis，Xinlu-- Shuiyanba，GuangXi 

新路一水岩坝钨锡矿田位于广西东北部平桂地 

区，沿姑婆山花岗岩岩基西南接触带产出，是南岭钨 

锡多金属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成矿类型上， 

新路矿田以六合坳矽卡岩型脉状锡石硫化物矿床为 

典型代表，而水岩坝矿田以烂头山石英脉型钨锡矿 

床为代表。前人工作普遍认为，该矿田的成矿作用 

与姑婆山花岗岩直接相关 ，但对于两类矿床矿化特 

征差异的原因、与围岩的关系、成矿流体和成矿物质 

的来源等问题，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冼柏琪， 

1984；罗年华，1989；刘文龙等，1989；董子成，1989； 

谢国源等，1994)，对于成矿年龄的测定尤其缺乏。 

在前人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近年来对姑婆 

山花岗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形成时代及成因等进行 

了研究，获得了一些新的成果和认识 (顾晟彦等， 

2006a；2006b)。本文通过对六合坳和烂头山矿床的 

地球化学特征、包裹体特征和石英流体包裹体Rb—Sr 

同位素定年等研究，对新路一水岩坝钨锡矿田的成 

因、成矿流体特征、成矿时代、成矿物质来源，以及成 

矿作用与姑婆山花岗岩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花岗岩体及矿床概况 

1．1 姑婆山岩体概况 

姑婆山花岗岩位于北纬 24。32 ～24。45 、东经 

111 30 ～111 40 ，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 

市西北部，部分在钟山县东北角和湖南省江华县境 

内，出露面积约 678 km2。岩体呈浑圆形，西南到西 

北缘侵人中一上泥盆统地层中，东南部和东北部侵人 

寒武系与下泥盆统地层中，东部与大宁岩体接触。 

姑婆山花岗岩为燕山期的复式岩基，所包含的各岩 

体的岩性有较明显差异，可大致分为里松角闪石黑 

云母二长花岗岩、姑婆山东体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 

钾长花岗岩和姑婆山西体中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 

岩，三者的侵位年龄为160．8～165 Ma，说明它们形 

成时间相近，是燕山中期华南大规模花岗岩浆活动 

的产物(顾晟彦等，2006a；华仁民等，2005)，而位于 

岩基南侧的细粒黑云母花岗岩小岩体年龄为 151 

Ma(朱金初等，2006)(图 1)，侵人的时间较晚。 

1．2 新路矿田和水岩坝矿田概述 

新路矿田和水岩坝矿田分别位于姑婆山花岗岩 

体南缘接触带凹陷部位和西南边缘处，出露地层主 

要为中上泥盆统及下石炭统。区内断裂构造极为发 

育，与新路矿田有关的断裂主要为近南北向的观音 

山一三八岭一茂冲顶大断裂、白面山一南竹斗断裂 

和金鸡岭一黄金坪断裂，以及六合坳东西向断裂带； 

水岩坝矿田的主干断裂格架由北西向的沙子冲断 

裂、大庙山断裂及北东向的枫木冲断裂、鸡婆塘断裂 

组成(图2)。 

新路矿田的主要矿化类型为：锡石硫化物矽卡 

岩型矿床(六合坳)、脉状一似层状锡锌硫化物型矿床 

(白面山、石门)、脉状锡石云英岩型矿床(金鸡岭)、 

脉状钨锡萤石型矿床(黄金坪)及锡石磁铁矿矽卡岩 

型矿床(石灰冲)。水岩坝矿田的矿床类型主要为： 

钨锡石英脉型矿床(烂头山)、锡石硫化物矽卡岩型 

矿床(大庙山)及锡石角砾岩型矿床(董家坳)。其中 

六合坳的锡石硫化物矽卡岩型和烂头山的钨锡石英 

脉型矿床工业价值较大。 

1．3 六合坳和烂头山矿床地质特征 

与新路矿田空间分布关系较密切的花岗岩为晚 

期细粒黑云母花岗岩小岩体。在六合坳矿床坑道里 

可以直接观察到花岗岩与锡矿体直接的接触关系， 

矿体附近的花岗岩体发生钾长石化、钠长石化、矽卡 

岩化、电气石化等蚀变，矿石含磁黄铁矿、黄铁矿、 

毒砂、闪锌矿、锡石及萤石等矿物，其中锡石与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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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路一水岩坝矿田地质略图(据张德全等，1985；冯佐海等，2o02；顾晟彦等，2006a资料改编) 

1—第四系砂泥岩；2一石炭系灰岩；3一泥盆系下统灰岩；4一泥盆系中统灰岩；5一泥盆系上统灰岩；6一石炭系．泥盆系灰岩、砂页岩；7一寒 

武系砂页岩；8一震旦系变质砂岩；9一中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姑婆山西体)；1O一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钾长花岗岩(姑婆山东体)；11一角 

闪黑云母二长花岗岩(里松岩体)；12一细粒黑云母花岗岩(晚期小岩体)；13一花岗闪长岩；14一花岗岩；15一矿床(点)；16一断裂；17一不整 

合地质界线；18--推测地质界线 

Fig．1 Simplified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the Xinlu—Shuiyanba ore district(modified from Zhang at a1．，1985； 

Feng at a1．，2002 and Gu at a1．，2o06a) 

1--Quaternary sand．mudstone；2--Carboniferous limestone；3一L0wer Devonian limestone；4--Middle Devonian limestone；5～U_pper Devonian 

limestone；6--Carboniferous-De vonian limestone and sand-shale；7—Cambrian sand-shale；8-一Sinian metamorphic sandstone；9一 Fjne and 

medium-grained porphyritic biotite granite(West Guposhan unit)；10--Coarse and medium-grained porphyroid biotite K-feldspar granite(East 

Guposhan unit)；11一“ porphyroid hornblende-biotite monzo-granite(Lisong unit)；12--Fine-grained biotite granite(Late small unit)；13一 

Granodiorite；14-- Granite；15—0re deposits or spots；16一 Fault：17一Un∞nfortuity；18一Inferred geological boundary 

等矿物共生，呈似层状、浸染状或脉状产出。水岩坝 

矿田虽然与姑婆山花岗岩的西体相距很近，但烂头 

山矿床周围没有直接与其接触的花岗岩，围岩蚀变 

主要为云英岩化、硅化、萤石化，矿石含黑钨矿、白钨 

矿、锡石、黄铁矿、毒砂、阳起石、石英及萤石等矿物， 

呈脉状或细脉状产出。上述矿床基本地质特征详见 

表 1。 

2 样品及分析方法 

本文的样品主要采 自六合坳(LH)230坑道中的 

锡石硫化物矽卡岩矿石及烂头山(LT)露天采场的 

黑钨石英矿脉，其中LH一2和 LH一3为含黄铜矿矿 

石，LH一4、LH一5和 LH一9为毒砂矿石，LH一7为石英 

硫化物矿石；LT一1、LT-2、LT-3、LT_4为含萤石石英 

脉，LT-5为含黑钨矿石英脉，LT-6为含阳起石石英 

脉。笔者对上述矿石和脉石样品进行了微量元素、 

稀土元素、石英流体包裹体 Rb—Sr同位素和流体包 

裹体激光拉曼光谱的测定工作。 

微量和稀土元素分析样品在中国科学院矿床地 

球化学重点实验室完成前处理，在南京大学成矿作 

用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Finnigan Element 2高分辨 

率等离子质谱仪上测试。稀土元素全流程测试空白 

小于0．1×10_。。，分析精度优于 5％；微量元素除Nb 

分析精度为9％外，其余均优于5％。石英流体包裹 

体分析样品的制备采用李华芹等(1993)所报道的流 

程。Rb、Sr同位素分析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同位素地 

质研究与测试中心MAT-261可调多接收型质谱仪 

上完成；分析过程中采用国际标准样品NI3S987监 

控仪器工作状态，用NB 607和Rb—Sr测年国家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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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西新路(a)和水岩坝(b)矿田地质简图(据董子成，1991；谢国源等，1994资料改编) 

1一第四系；2一石炭系；3一泥盆系；4一细粒黑云母花岗岩(晚期小岩体)；5一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钾长花岗岩(姑婆山东体)； 

6一中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姑婆山西体)；7一矿床(点)；8一断裂 

Fig．2 Geological skecth map of the Xinlu(a)and Shuiyanlm(b)ore districts，Guangxi(modified from Dong，1991 and 

Xie et a1．．1994) 

1--l~aatemary；2--Carboniferous；3--Devonian；4--Guposhan fine-grained biotite granite(Late small unit)；5--Coarse and medium-grained por· 

phyroid biotite K-feldspar granite(East Guposhan unit)；6一Fine and medium -grained porphyritic biotite granite(West Guposhan unit)；7—ore 

deposit or spo t；8-- Fault 

表 1 六合坳和烂头山矿床基本地质特征 

Table 1 Basic Geologic Characters of Liuheao and Lantoushan ore depesits 

标准物质 GBW04411监控分析流程。样品的全流程 

测试空白都在0．3 ng左右，8 Rb／s Sr和 Sr／，8 Sr的 

测定精度分别高于 1％～2％和0．008％～0．02％。 

流体包裹体的成分是利用南京大学壳幔演化及成矿 

作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包裹体室的Ranishaw RM2000 

型激光拉曼光谱仪进行分析的，其激光光源为 514 

nm的 激光器，所测光谱的计数时间为 10秒，每 

I crn (波数)计数一次，1 000～4 000 cm 全波段 
一 次取峰。激光束斑大小约为 1 m，光谱分辨率 2 

3 岩石及矿床地球化学特征 

系统的岩石化学、微量及稀土元素研究(表2)表 

明，姑婆山花岗岩各岩体间差异较明显。与姑婆山 

东体和里松花岗岩体相比，姑婆山西体花岗岩和晚 

期小花岗岩体的SiO2和 Na20+K2O含量较高，而 

MgO、CaO、TFe203较低 ，Rb、Sn、W含量及Rb／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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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02 72．67 75．7 76．78 

N幻0 +K，0 9．31 9．91 8．26 

MgO 0．39 0．15 0．08 

Go 1．38 0．89 0．79 

TFe／03 2．64 1．47 1．19 

F 1558 1940 1839 

C1 500 330 114 

Li 78．04 71．25 38．7 36．15 18．03 18．53 16．28 33．9 7．16 4 3．79 12．55 

Ti 2094 643 453 530．9 302 421．9 166．8 489．8 9．13 11．45 l1．44 8．16 

Rb 447 653 467 51．88 24．43 496 241．8 603．7 17．53 46．9 4．14 43．19 

Sr 133．9 28．37 24 6．25 2．98 1．95 0．81 3．77 1．92 2．41 1．81 0．95 

Y 58．98 111 91．9 2．13 5．52 1．32 0．63 0．51 0．85 0．41 0．62 0．31 

Zr 314．02 152 9 106 16．63 10．54 10．45 3．88 15．8 0．27 0．25 0．31 0．3 

Nb 46．88 60．84 41．3 1．28 0．77 1．14 0．56 1．36 0．26 0．3 0．09 0．13 

sn 8．02 16．15 l1．6 1992 1093 273 229．2 69．14 2．31 3．11 1．25 2．42 

13a 474 75．78 49 11．77 3．32 7．18 7．99 9．93 1．5 2．85 0．17 1．99 

La 83．31 36．34 30．3 0．439 1．15 0．502 0．066 0．56 0．089 0．124 0．074 0．046 

Ce 169．85 81．83 70．4 0．955 1．895 0．889 0．118 1．024 0．194 0．24 0．217 0 077 

Pr 18．59 10．2 8．9 0．136 0．235 0．101 0．018 0．114 0．031 0．028 0．047 0．012 

Nd 67．05 40．42 35．6 0．673 1 067 0．453 0．09 0．424 0．167 0．11 0．251 0．046 

Sm 12．92 11．8 10．55 0．218 0．305 0．112 0．054 0．097 0．132 0．062 0．098 0．031 

Eu 1．1 0．3 0．24 0．05 0．046 0．018 0．O11 0．015 0．015 0．O11 0．0l1 0．002 

Gd 12．33 14．21 12 0．292 0．449 0．166 0．076 0．096 0．135 0．058 0．104 0．037 

Tb 1．78 2．61 2．16 0．051 0．073 0．028 0．016 0．012 0．031 0．014 0．023 0．009 

Dy l1．64 19．3 15．58 0 4 0．507 0．209 0．12 0．083 0．202 0．09 0．144 0．061 

Ho 2．5 4．45 3．46 0．088 0．114 0．047 0．027 0．023 0．034 0．014 0．023 0．009 

Er 7．25 13．73 9．94 0．282 0．311 0．142 0．079 0．072 0．107 0．042 0．063 0．028 

Tm 1．1 2．23 1．56 0．05 0．041 0．024 0．012 0．O11 0．017 0．008 0．014 0．006 

Yb 6．93 15 10．37 0．396 0．268 0．178 0．095 0．097 0．16 0．064 0．115 0．049 

Lu 1．05 2．31 1．42 0．078 0．049 0．036 0．02 0．018 0．023 0．008 0．014 0．006 

Hf 9．75 8．63 3．97 0．427 0．28 0．286 0．117 0．457 0．002 0．005 0．002 0．004 

Ta 6．19 19．17 7．07 0．065 0．05 0．089 0．047 0．132 0．132 0．024 0．009 0．012 

W 10．28 17．33 3．155 8．056 0．894 1．26 0．554 1．787 1．392 1．119 1．39 

Th 59．9 51．14 43．2 2．78 1．22 1．61 0．43 1．8 0．06 0．06 0．06 0．02 

Co 2．12 3．84 4．4 2．9 13．27 5．51 4．57 7．91 1．23 0．92 0．89 0．57 

Ni 11．28 8．71 23．38 36．62 29．68 35．13 36．39 105．7 77．82 106．3 64．68 

∑REE 397．4 254．7 212．5 4．11 6．51 2．9 0．8 2．65 1．34 0．87 1．2 0．42 

LREE／1 EE 7．91 2．41 2．76 1．51 2．59 2．5 0．8 5．41 0．88 1．93 1．4 1．05 

Rb／Sr 3．34 29．18 19．46 8．3 8．19 254．7 299．5 160．1 9．15 19．49 2．29 45．4 

13a／Sr 3．54 2．67 2．04 1．88 1．11 3．69 9．9 2．63 0．78 1．18 0．09 2．1 

6Eu 0．266 0．072 0．065 0．607 0．38 0．398 0．507 0．458 0．344 0．579 0．324 0．206 

b'Ce 1．039 1．009 1．032 0．94 0．877 0．948 0．828 0．974 0．894 0．972 0．881 0．789 

( Sr Sr)． 0．7066 0．7170 0．7120 

TE1 3 0．97 1．01 1．02 0．95 0．88 0．91 0．93 0．85 1．05 1．14 1．15 1．15 

资料来源 文献A 文献 A 文献 B 本文 本文 本文 本文 本文 本文 本文 本文 本 

注：I一姑婆山东体和里松花岗岩；Ⅱ一姑婆山西体花岗岩；Ⅲ一晚期花岗小岩体。文献A：顾晟彦等，2006a，2006b；文献 B：刘文龙等，1989 

和朱金初等 ，2006。主量元素单位为％，微量和稀土元素单位为 10 ；地球化学参数单位为 1。 

比值较高，而∑REE、LREE／HREE、Ba／Sr和 6Eu值 

较低，而且F含量高，Cl含量低。以上特征表明：与 

矿床关系较密切的晚期花岗岩小岩体可能是姑婆山 

西体花岗岩演化的产物；姑婆山西体花岗岩和晚期花 

岗岩小岩体具有华南成钨锡花岗岩的一般特点。 

六合坳和烂头山矿床样品的稀土元素总量很 

低，仅为(0．80～6．51)×10一，铕负异常明显(她u= 

0．21～0．61)。两矿床样品与姑婆山西体花岗岩、晚 

期花岗岩小岩体的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曲线十 

分相似，都近于“V”形(图3a)，表明两者有密切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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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坳矿石样品 · 姑婆山西体花岗岩 

+拦头山矿石样品 ·姑婆山晚期花岗小岩体 

图 3 六合坳矿石、烂头山矿石、姑婆山西体花岗岩及晚期 

花岗小岩体的 REE配分图(a)和不相容元素的 

洋中脊花岗岩标准化蛛网图(b) 

球粒陨石标准化值据Taylor等(1985)；ORG值据 Pearee 

(1982；1983) 

Fig．3 Chondrite—normalized REE patterns(a)and 

0RGnormalized spider diagram (b)of the Liuheao-Lantoushan 

ore deposits and W est Guposhan  unit as well as Late small unit 

ChondriteREE valuefrom Taylor eta1．，1985；ORG 

standard value from Pearce，1982，1983 

因联系。其中烂头山样品具有较为明显的 M 型四 

~J~-n效应(TE1．3平均值 >1．1)和微弱的铈负异常 

(6Ce=0．789-0．972)。铈负异常的出现，与体系的 

氧化条件有关，无铈负异常的岩石比有铈负异常的 

岩石可能形成于更低的氧化条件下(赵振华，1985)， 

因此与六合坳矿床相比，烂头山矿床可能形成于相 

对氧化的环境中。 

在不相容元素的洋脊花岗岩标准化蛛网图上 

(图3b)，六合坳矿床样品和姑婆山西体花岗岩及晚 

期花岗岩小岩体较为相似，微量元素特征表现为大 

离子亲石元素(Rb、Th、Ce)的强富集和高场强元素 

(Y、Ta、Nb、Zr、Hf)的弱富集。而烂头山矿床样品与 

之相 比，Th元素富集不明显，Zr、Hf元素则明显亏 

损。 

4 石英流体包裹体Rb—Sr同位素定年 

笔者对烂头山的 5个样品进行了石英流体包裹 

体 Rb．Sr同位素测定(表 3)，其 Jsr值在 0．72015～ 

0．72735范围内，Rb．Sr同位素年龄为(136．1±2)Ma 

(图4)，可作为烂头山矿床成矿年龄的上限，它与姑 

婆山花岗岩主体的年龄(161～ 165 Ma)相差较大 

(顾晟彦等，2006a)。如前所述，烂头山矿床周围没 

有直接与其接触的花岗岩，但前人工作显示其深部 

有花岗岩体存在(谢国源，1994)，笔者推测，该岩体 

可能类似于在六合坳矿床所见的晚期细粒黑云母花 

岗岩小岩体；如此，烂头山矿床的成矿年龄与该细粒 

花岗岩小岩体的锆石I —ICPMS年龄 151 Ma(朱金 

初等，2006)较相近，可认为烂头山矿床与该小岩体 

有成因上的密切关系。 

5 流体包裹体激光拉曼分析 

六合坳和烂头山矿石样品中的矿物包裹体可以 

分为流体包裹体和熔融包裹体(图5a)2大类。其中 

流体包裹体至少可以被划分出早、中、晚 3期，本文 

所研究的与成矿作用相关的早期流体包裹体形态有 

卵形、不规则状和管状，包裹体直径在 2～10 tan 

之间；而中、晚期包裹体与流体在成矿晚期沿裂隙贯 

∞  

啦  

譬 

图4 烂头山钨锡矿床石英流体包裹体 Rb-Sr等时线 

Fig．4 Rb-Sr isochron of quartz fluid inclusions in the 

Lantoushan W·Sn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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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件有关，包裹体小(直径大多<2 m)，产状以条 

带状为特征(图5b)。显微镜下包裹体呈无色或淡棕 

色，常温下单相、2相和 3相包裹体均可见(图 5c～ 

g)。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是对单个流体包裹体进行非 

破坏性测定 的最为有效 的方法 (徐培苍等，1996； 

Burke，2001；Yamamoto et a1．，2002)，对流体包裹体 

及其气泡成分的分析，可以探测各种成岩和成矿流 

体以及岩浆的来源和源区组成。笔者对矿石样品的 

6个流体包裹体的 11种流体组分，包括 H2O、C02、 

CO、H2S、S02、N2、H2、cHa 、o2Ha、 H6和 C3H6的特 

征频率进行了扫描，所测定流体成分的摩尔百分含 

量列入表 4，图6显示了6个包裹体中所含流体的拉 

曼谱图。 

包体成分激光拉曼光谱分析表明：六合坳成矿 

流体的气相主要以 cHa 为主，具有较高的 2 914峰 

值，并含少量cch(1 383～1 387，1 283)及H2O，其余 

成分含量甚微；液相成分主要为 H2O或 H2O+cHa 

组合。烂头山成矿流体的气相以cch(较高的1 387 

峰值和次峰值 1 284)、cHa(2 916)和 H2O为主，并 

含少量 N2(2 328)；液相成分主要为 H2O、H2O+cch 

或 H2O+cHa +C 。 

从表 3的 032／cHa 参数可以看出，六合坳成矿 

流体的该参数小，表明矿床成矿环境具有较强的还 

原性，有利于流体中还原出S2一或 HS一，便于伴生矿 

物黄铁矿、毒砂的形成。同时，六合坳的微量有机质 

中cHa 的含量明显偏高，反应了有机质演化程度较 

高。有机质向高成熟度方向演化，可造成一定的还 

原性热液环境，利于金属元素以硫化物形式沉淀富 

集(任云生等，2004；赵财胜等，2005)。这也解释了 

六合坳锡矿床金属矿物以硫化物为主，硫酸盐矿物 

很少的现象。而烂头山成矿流体的 032／CHa 参数 

相对较大，表明其矿床成矿环境具有较强的氧化性。 

6 成矿流体和物质来源探讨 

6．1 成矿流体来源探讨 

许多作者认为流体中cch和H2O含量高揭示 

表 4 六合坳和烂头山矿床流体包裹体激光拉曼分析结果 

Table 4 Laser Raman microprobe scanning of fluid compositions of the Liuheao and Lantoushan  deposits 

注：“大量”表示在该相中占绝大比例。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矿 床 地 质 2007钲 

图5 六合坳和烂头山矿石包裹体照片 

a．熔融包裹体和流体包裹体共存；b．晚期包裹体呈条带状产出；c～e．各种形态包裹体；f和g．三相包裹体 

Fig．5 Microphotograph of inclusions in the Liuheao and Lantoushan ore deposits 

a．Coexistence of melt inclusions and fluid inclusions；b．Banded late—stage inclusions；c～e．Inclusions of various shapes； 

f and g．Three-phase inclusions 

了有幔源流体参与成矿(Lloyd，1987；毛景文等， 

1998)，C-H-O组合可能为幔源流体成矿的一种指示 

(Schneider et a1．，1984；Eggler，1987；Spera，1987； 

杜乐天，1996)。六合坳和烂头山成矿流体包裹体气 

相成分中 H2O、C02和 CH4占绝对优势，因此，以 

CO2和H2O为主要成分的烂头山矿床成矿流体可能 

来源于地幔，而六合坳包裹体出现大量CH4，说明它 

的成矿流体可能来源于含大量单质碳和氢的深部地 

幔。 

六合坳矿石样品和烂头山钨锡石英脉中都可以 

观察到熔融包裹体和熔一流包裹体，这就说明成矿流 

体是与花岗岩共存的。前人对矿石样品的氢氧同位 

素和硫同位素测定结果表明，六合坳矿床6博0值为 

8．1‰～ 13．38％， S值为一2．09％～ 1．7％。；烂头 

山矿床 6 O为 10．2‰～ 12．35‰， S为 0．95‰～ 

3．6％。(刘文龙等，1989)，显示两矿床的成矿流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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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六合坳和烂头山矿床流体包裹体的激光拉曼光谱 

Fig．6 Laser Raman spectra of fluid inclusions from the Liuheao and Lantoushan deposits 

以岩浆水为主。另据研究，岩浆体系在不出现流体 

和硫化物相时 Cu、Zn为相容元素，而在出现 Cl和／ 

或S时 Cu、Zn等被认为是流体活化元素(Noll et 

a1．，1996)，所以本矿床所富集的亲硫元素 zn与w． 

Sn元素组合，表明成矿物质可能来源于岩浆流体 

(季宏兵等，1998)。 

驾氍犍翼长疆烈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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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成矿物质来源探讨 

平桂地区老地层(震旦系和寒武系)w、Sn元素 

含量高(表5)，w高出克拉克值 21～60倍，Sn高出 

6～8倍(罗年华等，1989)。该区构造运动频繁，经历 

了四堡、雪峰、加里东、海西、印支、燕山期等构造运 

动，其中雪峰、加里东和燕山期形成了与锡矿成矿有 

关的重熔型花岗岩(叶绪孙等，1999)。据统计，整个 

广西地区各时代花岗岩中 Sn的丰度，除海西．印支 

期外，呈现由老到新递增的变化规律：雪峰期为 20 

g ，加里东期 28 g ，海西期 7 ，印支期≤ 

12．98 g ，燕山早期 47 g ，燕山晚期 57 ， 

Sn呈现继承性积累(严云秀等，1982)。姑婆山各岩 

体钨锡成矿元素的含量并不太高，但与矿床密切伴 

生的晚期细粒花岗岩小岩体的补充侵入体或枝状伸 

出体的锡钨含量较高，如水岩坝烂头山隐伏花岗岩 

的锡、钨含量分别为 139×10 和60×10_。。，六合坳 

簸箕岭小岩体的锡、钨含量分别为 33．5×10 和 

83．3×10 (董子成，1989)，说明了成矿元素在晚期 

花岗岩中得到不断富集。 
一 些作者认为亲铁元素 Co、Ni是深源元素(季 

宏兵等，1998)，六合坳和烂头山矿石样品中该组元 

素含量与姑婆山花岗岩各岩体有一定的差异，尤其 

是烂头山矿石样品的 Ni含量大大高于姑婆山花岗 

岩的Ni含量(见表 1)，表明可能与深源作用有关。 

7 六合坳和烂头山矿床成因与形成机 

制探讨 

前人普遍认为，位于姑婆山花岗岩南．西南缘的 

新路一水岩坝矿田的成矿作用与姑婆山花岗岩直接 

相关，笔者的工作表明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烂头山 

矿床石英流体包裹体的 R1)-Sr年龄为(136．1±2) 

Ma，新路矿区的白面山矿床的全岩 K．Ar法年龄为 

138．6 Ma和 151 Ma(董子成，1991)，都与姑婆山花 

岗岩主体的年龄(顾晟彦等，2006a)相差较大，但与 

晚期花岗岩小岩体的成岩年龄151Ma(朱金初等， 

表 5 平桂地区若干地层钨锡元素平均含量 

Table 5 Average c0IItents of、v_Sn elemen~ in strata of 

certain ages in Ph~gul area 

2006)较接近，而且该晚期小岩体的 w、Sn含量远远 

高于姑婆山花岗岩。因此笔者认为，新路一水岩坝 

矿田的成矿作用与姑婆山花岗岩并没有直接的成因 

联系，仅可能是在姑婆山花岗岩生成时，汲取了地层 

中较丰富的成矿元素。在姑婆山花岗岩演化的晚 

期，由于深断裂活动，幔源物质上隆，导致了花岗岩 

小岩体在姑婆山西南缘的侵位，并伴随来自深部的 

流体活动，最终形成了相关的矿床。这说明，本区的 

w、Sn成矿是在姑婆山花岗岩主体侵位约 10 Ma后 

的另一次构造．热事件的产物。 

新路一水岩坝矿田的成矿流体是与晚期花岗岩 

小岩体活动有关的流体，富含 C、H、F、OH等组份； 

它们溶解、萃取了地层和小岩体中的w、Sn等成矿 

元素，并主要以钨的氧化物、氟 羟基锡酸盐络合物 

或氟酸锡络合物的形式运移。当成矿流体遇到中上 

泥盆统灰岩时，便会使这些络合物分解，导致金属沉 

淀。例如新路矿 田锡石的生成可能包含了以下反 

应： 

Caco3+2I_Ⅱ +CaF2+H2O+co2 

Sn(OH)2F2-~SnO2+2I-IF 

Sn(0H)3卜 S +I-IF+H2O 

同时，溶液 中 S2一离子浓度 逐渐加 大，超 过 

FeS2、ZnS等矿物的溶度积，从而沉淀出大量的硫化 

矿物。 

与之同时，烂头山的围岩蚀变以云英岩化为主 

导，其反应方程式可表示为： 

2Na(A1Si308)+K(AISi308)+2H 一 

KAI2(A1Si3010)(OH)2+6Si02+2Na 

该反应导致成矿流体 的盐度增加、碱性增强。 

而这一过程又将大大增强成矿流体对w0i一的萃取 

和搬运能力(恭庆杰等，2004)。此时黑云母(例如姑 

婆山晚期黑云母花岗岩小岩体)发生白云母化，反应 

如下： 

KFe3(A1Si3010)(OH)2+Ca( Si208)+ 

4Na卜刑 —K 2(A1Si301o)(OH)2+ 

2SIO2+CaWO4+3FeWO4+4Na0lH 

该反应生成黑钨矿和白钨矿的有效沉淀富集， 

形成了烂头山石英脉型钨锡矿床。 

成矿流体处于较深的部位时，由于环境缺氧，因 

而CO和 CH4比较多。而越往浅处，一方面因为游 

离氧增加，有利于 CO向 co2转换；另一方面富含 

Cl一和 F一的成矿流体遇到灰岩发生反应，使流体中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26卷 第 3期 顾晟彦等：广西新路一水岩坝钨锡矿田的成因探讨 275 

CO2含量增加。所以上部脉型的烂头山钨锡矿床矿 

物包裹体中CO2含量相对较高。 

8 结 论 

新路一水岩坝钨锡矿田位于广西平桂地区。燕 

山中期该区在拉张减薄的构造动力学背景下，幔源 

物质上涌和热流值增大，导致大规模的地壳熔融，形 

成了姑婆山花岗岩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断裂 

活动和幔源物质上升在姑婆山南缘形成晚期花岗质 

小岩体，伴随的深源流体活动造成了w、Sn等成矿 

物质的活化、运移和富集，形成了以六合坳、烂头山 

为代表的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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