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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一新宁断裂与燕山早期花岗斑岩

岩脉带的分布规律及找矿意义

罗纲元
(湖南省地质矿产局四一八队 )

提 要 宁乡一新宁断裂南东盘燕山早期花岗斑岩岩脉带(包括少量石英斑岩)呈 3 250 一 34 00 方向

展布
,

它们应是加里东期宁乡一新宁断裂形成时反扭作用产生的羽状张裂隙被燕山早期花岗岩浆

所充填的结果
。

沿岩脉带及其附近分布着较多的内生金属矿产都具有相同的矿床组合
,

并且形成从

北西向南东由中低温一中温一中高温的成矿系列
。

即由金
、

锑金~ 锑~ 锅铅锌~ 钨的递变特征
。

在

岩脉带分布的范围内
,

构成了一个以锑
、

金
、

铅锌
、

钨为主的多金属矿带
。

在成矿带的北西侧以锑
、

锑

金为主
.

构成了一个以锑
、

金为主的成矿区
。

在成矿带的南东侧以铅锌铜钨为主
,

构成了一个 Pb
、

Zn
、
c u 、

w 成矿区
。

关健词 花岗班岩脉 宁乡一新宁断裂 分布规律 找矿意义

l
‘

前言

宁乡一新宁断裂为纵贯湖南省的一条多期活动的深大断裂
。

南起广西自治区资源县
,

向北

东经湖南新宁 (广西称新 一资断裂 )
、

邵阳
、

宁乡
,

北东端延至湖北崇阳
。

地理坐标大约为东经

1 1 0
0

4 0 , ,

北纬 2 6
0

0 0 ,

至东经 1 1 4
0

0 5 , 、

北纬 2 9
0

3 0 ‘
。

全长 5 0 0 余公里
,

倾向北西
,

倾角 3 0
0

一 5 7
0 ,

属

平推正断层
。

目前对该断裂的存在有人提出质疑
,

认为整体并不存在
,

只是片断存在
,

同时对该

断裂是从龙山弯隆北西通过还是从龙山弯隆南东通过也有争论
。

本文试图从燕山早期花岗斑

岩脉带的分布特征
,

论述宁乡一新宁断裂的存在及其对某些矿产的控制作用
。

并认定宁乡一新

宁断裂从龙山北西侧通过
。

2 空间分布特征

笔者在牛头寨
、

高挂山地区从事过数年的一比五万区域地质调查 (花桥
、

一渡水
、

芦洪市三

幅联测)发现
,

区内宁乡一新宁断裂南东盘燕山早期花岗斑岩 (含部分石英斑岩 )具有明显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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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海西印支构造层 2
.

加里东构造层 3
.

花岗班岩脉 d
.

石英班岩脉 5
.

煌班岩脉 6
.

角岩化范围 7
.

正

断层 8
.

不整合地质界线

图 1 宁乡一新宁断裂与岩脉分布关系图 (高挂山一牛头寨地区 )

F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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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成带的分布特征
,

区内的三个岩脉带均呈 3 2 50 一 3 4 0
。

方向展布 (图 1 )
。

近年来在对湘中地区微细浸染型金矿的科研中
,

对龙山地区的花岗斑岩的分布特征进行

了一些研究
,

在原区调队划分的五个岩脉群的基础上
,

归并成二个花岗斑岩岩脉带
,

即柿香冲

一枫城里岩脉带和梨树坳一铁师坪岩脉带
。

它们的分布也均呈 3 25
。

一 34 00 方向(图 2 )
。

值得指

出的是柿香冲
,

梳装
、

砖湾里
、

枫城里等岩脉是晚期北东向断裂对北北西向岩脉带破坏的结果
,

使之造成多次错位而显得零乱
。

另据区调资料
: “

在双峰测水一杏子铺一带分布的花岗斑岩岩脉带也具有与枫城里岩脉带

一致的分布特征
,

其形成时代
,

充填方式
,

物质来源应是一致的
” 。

在四明山地区
,

岩浆岩虽然出露很少
,

仅见鸡林冲一处
,

长 3 00 米
,

宽 25 一 30 米
,

呈岩墙产

出的细晶花岗岩
。

在其北约 5 公里的李家湾见有明显的角岩化蚀变
,

预示着有隐伏岩墙或岩脉

存在
,

它们在平面上的分布也大致呈北北西向(图 3 )
。

将上述地区分布的花岗斑岩岩脉带的分布特征列于表 1
,

同时转绘到一张图上 (图 3 ) ,

就

会发现它们有如下共同特点
。

a 、

均分布于宁乡一新宁断裂的下盘平行于该断裂 20 ~ 25 公里范围内
。

b
、

均呈 3 25
。

一 3 4 00 方向展布
,

岩脉带长均在 8 ~ 20 公里范围内
,

由花岗斑岩和少量石英斑

岩脉所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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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雪峰运动构造层 2
.

加里东运动构造层 3
.

海西一 印支构造层

7
.

煌斑岩 8
.

印支期花岗岩 9
.

不整合地质界线

自坐系 5
.

花岗斑岩 6
.

石英斑岩

图 2 宁乡一新宁断裂与岩脉分布关系图 (( 龙山一测水地区 )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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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宁乡一新宁断裂下盘燕山早期花岗斑岩岩脉带分布特征表

Ta ble 1 D is tr山u ti on
char a e teris d cs of 肛 a n 0 P0 rPh rle d ykes of Ea d y

Y自n s
ha

n P短rlod 加 low er p la te of N in gx 扭ng 一X in n in g fr a ctU r e

地地段段 岩脉带名称称 主要岩石类型型 分布范围围 产出特征征 侵入地层层 脉带走向向 脉带长度度 单脉规模模 条数数

高高高 杨付桥桥 花岗斑岩岩 曹家冲一杨付付 沿北北西向张裂裂 Z一 e 一DDD 3 4 0
...

2 0k ... 最长 1 3 00 米米 l555

挂挂挂挂挂 桥一大坝 田田 隙充填填填填填 最 短 10 米米米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柳山山 花岗斑岩岩 洪水江一将军军 沿北北西向张裂裂 Z一 〔一DDD 3 4 0
。。

8一3 0卜mmm r 二 . , ~ 户 - -
.
乙乙

777

牛牛牛牛牛 石一江 田田 隙充填填填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
刁J‘ 卜、 J 目 . 甲 产 .、、、

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 最短 5 0 米米米

苗苗苗竹山山 石英斑岩岩 苗竹山一野猪山山 沿北北西向向 〔〔 3 2 5
666

s kmmm 最长 左00 米米 555

花花花花岗斑岩岩岩 张裂隙充填填填填填 最短 10 米米米

四四明山山 鸡林冲冲 细粒花岗岩岩 鸡林冲一李家湾湾 沿北北西向向 OOO 3 5 0
.

士士 skmmm 3 0 0 米米 出露 1 条条

张张张张张张裂隙充填填填填填填 隐伏 2 条条

龙龙龙 梨树坳坳 花岗斑岩岩 梨树坳一牛头头 沿北北西向向 Z一〔一DDD 34 0
000

skmmm 最长 2 00 米米 999

山山山山 石英斑岩岩 坳一铁师坪坪 张裂隙充填填填填填 最短 1 米米米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测测测 枫城里里 花岗斑岩岩 柿香冲一梳装装 沿北北西向向 D 一CCC 33 5

000

2 0kmmm 最长 2 30 0 米米 4 555

水水水水 石英斑岩岩 一枫城里里 张裂隙充填填填填填 最短 10 米米米

杏杏杏子铺铺 花岗斑岩岩 杏子铺一测水水 沿北北西向向 】、一DDD 32 5
。。

1 okmmm 最长 5 0 0 0 米米 555

石石石石英斑岩岩岩 张裂隙充填填填填填 最短 10 米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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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第二 系 2
.

自坐 系 3
.

海 西一 印支构造层 月
.

加里东构造层 5
.

花岗岩岩基 6
.

花岗斑岩脉 7
.

断裂
8

.

岩脉分布范围 9
.

重要背斜

图 3 宁乡一新宁断裂与燕山早期花岗斑岩岩脉带的分布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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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均分布于弯状隆起的轴部或转折端
。

,

d
、

主要侵位于下古生代地层
,

但也波及隆起带附近的泥盆系地层
。

e 、

各岩脉带具有相同的矿床组合
,

并且形成从北西向南东由中低温~ 中温~ 中高温的成

矿系列
,

即由金
、

锑金~ 锑~ 铅锌铜~ 钨的递变 (图 5 )
。

f
、

所有岩脉带中的岩石在矿物成分
、

结构
、

构造
、

蚀变特征
、

岩石化学成分
、

微量元素及副

矿物等方面也基本相似 (表 2
、

3
、

4
、

5 )
。

无疑它们应是同一期岩浆活动沿同一次构造形迹 (羽状

张裂隙 )充填的结果
。

根据其侵位的地层及地质特征
,

微量元素的时代判别及同位素地质年龄

的测定 (15 6
、

1 5 7Ma )应属燕山早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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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岩脉带岩石矿物成分
、

结构及蚀变特征表

T a b le 2 M i砚
ral 屹y

,

伴扮川盯 J e 笼加re a

nd al te I’a d 0 n fo r d硅fe附
t 侧万p hy ry d yk e z o . es

地地段段 岩脉带名称称 主要矿物成分及含量量 结构构 主要蚀变变 地质年龄龄

越越越 杨付桥桥 斑晶含量产。一 15 驳:局部达 6 q肠: 主要矿物成分.: 斜长石石 细拉斑状结构构 绢云母化化化

城城城城 2 5 %
,

石英 3 6 ~ 4 0 %
,

徽斜条纹长右 3 0 ~ 3 5%
,

日 石毋 333 文象结构构 石英岩化化化
岭岭岭岭 一 5 %%%%%%%%%

}}}}}}}}}}}}}}}}}}}}}}}}}}}}}}}}}}}}}}}}}}}}}}}}}}}}}}}}}}}}}}}}}}}}}}}}}}}}}}}}}}}}}}}}}}}}}}}}}}}}}}}}}}}

牛牛牛 柳山山 斑晶含量 38 一 47 %
,

由钾长石
,

斜长石
,

石英
,

云母组成
,,

变余全晶质斑斑 绢云母化化化
头头头头 基质总量为 5 3 ~ 67 %

,

其中长石 32 ~ 40 %
,

石 英 15 一一 状结构构构构
寨寨寨寨 2 0 %

,

白云母 5一 8 %%%%%%%%%

苗苗苗竹山山 斑晶含量 8 %
,

主要由石英
,

长石
,

云母组成成 斑状结构构 绢云母化化化

四四明山山 鸡林冲冲 不详详 细粒结构构 绢云母化化化

龙龙龙 梨树坳坳 斑晶含量 10 ~ 15 %
,

主要由斜长石 (6 ~ 8% )
,

石英 (4 ~~~ 斑状结构构 绢云母化化化
山山山山 5% )

,

黑云母(l ~ 2% )组成成成成成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杏杏杏 枫城里里 斑晶由斜长石 (1 0 ~ 2 5% )
,

石英(4 ~ 1 0% )
,

黑云母 (l一一 斑状结构构 碳酸盐化化 错石 1 5 6
、、

子子子子 3% )组成
。

基质
:

斜长石(3 5 ~ 5 0 % )
,

石英(2 0 ~ 5 0% ))))))) 1 5 7M血血

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 杏杏杏子铺铺 斑晶含量 10 ~ 犯%
,

主要为钾长石
,

斜长石
,

石英
,

黑云云 斑状结构构 绢云母化化化
母母母母母母母母

表 3 各岩脉带岩石化学成分含量表 (wt % )

Ta bl e 3 Pe tr o c he m 训ry of 勿ke
名o n e‘

岩岩脉带带 采样地点点 5 10 222 T i场场 A勺0 333 Fe 2 0 333 F州000 M fl OOO M g ooo (泊OOO N a ZOOO K 2 000 P Z O sss C() 222

名名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

杨杨杨 杨付桥桥 7 3
。

3999 0
。

1 111 1 3
。

5 222 1
.

7 999 0
.

7 000 0
。

0555 0
.

6 000 0
。

7 888 2
.

9 000 4
。

6666 d
.

2 11111

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
桥桥桥 大松岭岭 7 2

.

5999 0
.

1 333 1 3
.

9 666 0
.

8 555 1
.

3 777 0
.

0 666 0
.

2 111 0
.

6 444 3
。

0 999 5
.

38888888

柳柳柳 星子岩岩 7 2
。

3666 0
.

0 888 15
。

3 999 0
。

3 666 1
.

2 444 0
。

1 000 0
.

3 000 0 5 777 1
.

9 777 4
。

1 333 0
。

2 222 0
.

1555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舒舒舒家山山 69

.

1 666 0
。

0 333 17
。

3 777 0
。

6222 0
.

5 222 0
。

1 666 0
.

1888 0
.

4 111 2
。

7666 3
。

3 999 6
。

2 111 0
.

1 777

枫枫枫 枫城里里 73
.

0 444 0
。

0888 1 3
。

0 888 0
。

4 555 l
。

1333 0
。

0 666 0
.

3333 0
。

4 999 3
。

2 444 4
。

7 0000000

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里里里 砖湾里里 67

。

1111 0
.

3 555 1 4
。

1 000 0
。

7 777 2
.

3 000 0
.

0 444 1
。

7 222 2
。

3 111 4
.

4 111 1
.

8 8888888

表 4 各岩脉带岩石徽量元素含量表(PP m )

Ta b le 4 加肚Cr o 一 ele叮犯” . of d y k e z o n e ,

岩岩脉带名称称 采祥地点点 WWW S nnn

玫玫 C UUU

Pbbb 勘勘 S bbb VVV N iii 灿灿 幼
OOO G aaa BBB C rrr

cooo

杨杨付桥桥 杨付桥桥 l000 2 00000 l 000 2 000 3 000 l000 9 555 444 4 00000 55555 55555

柳柳山山 柳山山 2 0000000 3 000 I000 l000 2 000 2
.

888 555555555555555

枫枫城里里 枫城里里里 右右 333 888 2 000 5 000 2 000 llll 666 7 000 0
.

666 l 000 6333 l333 555

砖砖砖清里里里 55555 l 111 2 444 3 44444 4 222 l33333 0
.

777 1 22222 2 000 555

流流流装装装 555 333 888 l666 2 00000 3 999 88888 111 66666 3 111 777

梨梨树坳坳 梨树坳坳坳 l00000 777 l444 5 222 1000 555 555 3 55555 1 11111 2 22222

杏杏子铺铺 杏子铺铺铺 l 0000000 2 000 5 lll 1 2
.

555 6 666 l999 5 555 lll l222 1 1 000 5 666 6
。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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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岩脉带岩石中副矿物特征对比表

T a ble 5 A

~
y . 吐n e加如 加 r

OC 如 of d让企e ien t p 的, h扣呼 d yk e 困0 . 加

岩岩脉带名州州采祥地点点 样品教教 佑石石 独居石石 锐钦矿矿 电气石石 金红石石
卜
尖晶石石 毒砂砂 重晶石石 黄铁矿矿 辉锑矿矿 白鸽矿矿

枫枫枫 权城里里 2000 0. 0 00 555 3 0 硕硕 16一 30 翻翻 5 顺顺 3 1一 5 0颖颖颖 数顺顺顺 数顺顺顺顺
城城城城城 222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里里里里里 0
.

0 2 克克 0
.

0 1 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

砖砖砖湾里里 777 0
.

0 11111 ! 6 ~ 3 0 彩彩 5 颖颖 薄片中中 l~ 5 顺顺顺顺 。一 1 5

竣竣竣竣22222222222222222 较普遍遍遍遍遍遍遍遍
000000000

.

0 6 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
梳梳梳装装 1333 0

.

0 555 5 0 颗颗 3 1一 5 0 籍籍 6 一 15 顺顺 6 ~ 15 顺顺 1 6 ~ 30 脚脚脚脚 6一 1 5 撅撅撅撅
22222222222 ZZZZZZZZZZZZZZZZZZZZZ

000000000
.

2 克克 0
.

1 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

梨梨梨 梨树坳坳 444 3 1一 50 汀汀
一一 6~ 1 5顽顽顽 1 ~ 5 顺顺顺 31~ 5 0铆铆铆 0 02 克克 1 1一 5 0 娜娜

」
51 顺顺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坳坳坳 上白水水 lll 5 硕硕硕硕硕硕硕 3 1 ~ 5 0 胭胭 0
.

1 5 克克 4
.

5 克克克克

杨杨付桥桥 杨付桥桥 222 0
.

0 0 444 0
.

0 044444 0000000 0
.

0 0333 0
,

00 2 999 0
。

0 0 7 333 00000

22222222222 22222 2222222 之之 222 222 22222
000000000

.

0 4 克克 0
.

0 6 克克克 )
.

0 0 0 6 克克克克 0
.

6 克克 0
.

0 0 4 克克 1 4
.

35 克克 0
.

00 6 克克克

柳柳山山 柳山山山 数+ 颖颖 数顺顺顺顺 数硕硕硕硕硕硕硕硕

3 宁乡一新宁断裂的活动特征与岩脉带形成的大体过程

根据岩脉带与宁乡一新宁断裂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
,

它们之间必然有着成因上的联系
。

岩

脉带的形成明显受控于宁乡一新宁断裂的多期活动
。

其形成过程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图

4 )
。

合

. 、

加里东期
:

断裂形成时以水平运动

为主
,

在剪切作用下形成一系列羽状

张裂隙
。

随后断裂处于休眠
,

两侧同

时接受上古生界盖层沉积
。

b
、

印支期
:

褶皱隆起
,

断裂复活
,

表现

为北西盘下降
,

南东盘上升
。

原来的

羽状张裂隙在隆起区得以扩展开放
,

并波及盖层
。

。
、

燕山早期
:

岩浆活动频繁
,

花岗岩

浆沿断裂下盘的隆起虚脱部位侵位
,

扩展开放了的羽状张裂晾成为岩浆

就位的良好空间
。

图 4 岩脉带形成的三个阶段示意困

Pi g
.

4 S ke tc h m o d e lof po
rPhyry dy ke

z o n es

a 、

加里东期
:

宁乡一新宁断裂形成初期
,

主要以水平运动为主
。

北西盘相对向南西运动
,

南

东盘相对向北东运动
,

产生一对剪切力偶
,

沿断裂形成一系列羽状张裂隙
,

随后断裂处子休眠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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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

两侧同时接受上古生代沉积
。

b
、

印支期
:

湘中地区褶皱隆起
,

宁乡一新宁断裂复活
,

这时表现以升降运动为主
,

北西盘明

显下降
,

沿断裂带形成断陷盆地
,

这种升降运动一直持续到燕山早期
,

致使白里系红色碎屑沉

积沿断裂分布十分明显
。

南东盘上升
,

使加里东期形成的羽状张裂隙在隆起区得以扩展开放
,

并波及隆起区的上古生界盖层
。

3
、

燕山早期
,

岩浆活动频繁
,

花岗岩浆多沿断裂下盘隆起区的虚脱部位侵位
。

扩展开放了

的羽状张裂隙成为岩浆就位的 良好空间(图 4 )
。

鉴于岩脉带沿宁乡一新宁断裂分布的范围宽达 20 一 25 公里
,

长达 1 12 公里 (从越城岭北

东至双峰杏子铺 )
。

可以认为宁乡一新宁断裂是一条规模巨大的深断裂
,

决非片断存在
。

它所

产生的羽状张裂隙可长达 20 余公里
,

决非一般表层断裂和区域性断裂所能达到的
。

同时由于

上述岩脉带是断裂同一盘的相同应力条件下形成的
,

因而宁乡一新宁断裂的主断面只能从龙

山弯隆北西侧通过
,

龙山南东侧的北东向断裂可能是它的派生断裂
。

T a bl e 6

表 6 宁乡一新宁断裂下盘各花岗斑岩岩脉带与内生金属矿产分布统计表

Sta 山tl比1 re su lts of en d o ge苗c m e ta】r e‘o u r e d 肠tr ib u tio
n

rel
a ted to gr an

OP0 rp hri c d y k留 切 fo wer Pl a te of

N in g 笼la叱一X ln o in g fra c tU re

地地段段 岩脉带名称称 矿种种 总计计

金金金金金 锑金金 锑锑 金铅铅 铜铜 锑铜铜 铅铜铜 铜锌锌 铅铅 锌锌 铅锌锌 多金属属 锑钨钨 钨钨钨

龙龙龙 杏子铺铺 11111 33333333333333333 111 1111111 666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iiiii 柿香冲一枫城

到到到
111 444444444444444 111 111111111 777

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
水水水 梨树坳一铁师州州

111 222 444 11111 1111111 11111 333 111 11111 1 555

四四明山山 鸡林冲冲冲冲冲冲 lllll 11111 11111 3333333 111 777

牛牛
...

苗竹山山山山 4444444444444 11111 111111111 666

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

寨寨寨 柳 ilJJJ 222 111 99999 2222222 222 111 11111 3333333 2 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越越越 杨付桥桥 111 222 4

...............

111 333 111 111 222 1555

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

总总计计 555 666 2 888 111 333 111 lll 2
’’

444 333 1222 666 222 333 7 777

4 花岗斑岩岩脉带与某些 内生金属矿产的关系

沿宁乡一新宁断裂分布的花岗斑岩岩脉带对一些内生金属矿产有着明显的控制作用
,

它

们在空间上
,

形成时间上
,

成因上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

主要矿种有金
、

锑金
、

锑
、

铅锌
、

铜
、

钨

等
。

已知矿床 (点 )达 70 余处 (表 6)
。

其中金
、

锑金
、

锑矿床 (点 )占总数的 51 %
。

铅锌
、

铜
、

钨等

矿床 (点)占 49 %
。

在分布上
,

金
、

锑金
、

锑多分布于岩脉带的北西段
。

而铅锌
、

铜
、

钨多分布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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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带的南东段
。

形成自北西向南东的由中低温~ 中温 ~ 中高温的成矿系列
,

在岩脉带分布的范

围内构成了一个长 1 12 公里
,

宽 20 一 25 公里的以锑
,

金
、

铅锌
、

铜
、

钨为主的多金属成矿带
。

在

成矿带 内
,

根据矿床组合及分布特征可划分为两个成矿区
,

在岩脉带的北西段构成了以锑
、

金

为主的 sb
、

A u
成矿区

,

在岩脉带的南东段构成了以铅锌
、

铜
、

钨为主的 P b
、

Zn
、

C u 、

w 成矿区

(图 5 )
。

新宁 回

图例说明
: 1

.

花岗斑岩
、

石英斑岩 2
.

钨矿床 (点) 3
.

多金属矿点 4
.

铅锌矿点 5
.

铜矿点 6
.

金矿点 7
.

锑金矿床

(点) 8
.

锑矿床(点) 9
.

岩脉分布范围 10
.

成矿区界线

图 5 各岩脉带与矿产分布及成矿区划分示意图

Fig
.

5 Ske te h s

ho w in g r n川 era l res
o u

概 d is tri but 1O n
an d m e ta llo g e n 盗c di vi so n f o r po

r
Ph yry dy ke

Z
朋es

造成矿床组合沿岩脉带自北西向南东有规律分布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不同成矿元素组合受

不同温度的控制之故
,

w
、

c u 、

Pb
、

z n
、

sb
、

A u
等矿床的成矿温度呈下降序次可能与它们形成的

深度及离隐伏岩体的距离有关 (图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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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找矿方向

根据图 5 中岩脉带与矿产分布的关系及成矿区的划分
,

结合成矿系列理论
,

越城岭北东倾

伏端
、

牛头寨北西侧
、

龙山弯隆北西翼是锑
、

锑金
、

金的集中分布区
,

也是找矿的有利地段
。

杏子
勺

铺的北西侧 目前矿点较少
,

工作程度也较低
,

根据

地层
、

构造条件及区域成矿规律 应具备继续寻找

锑
、

锑金或金矿的地质前提
,

工作中应予以重视
,

据最新消息
,

在该岩脉带的北西段雷打石 已发现

金矿
,

老乡已进行开采
。

四明山鸡林冲岩墙带的北

北西方向是锑金成矿区内的一块空 白区
,

区内有

一隐伏弯隆存在
,

是寻找隐伏锑矿或锑金矿的有

利地段
。

对于钨矿
,

目前仅见于龙山南东的梨树坳
、

四

明山的白烟冲及东安县的大坝 田
、

大松岭等地
。

除

团回画口

大坝田
、

大松岭的钨矿具中小型规模外
,

其余尚属

矿 点
,

近几年来在一 比五万区域地质调查的化探扫面

中
,

在大坝 田的南东方向陈家湾发现有很好的 w 异

常
,

异常峰值达 70 0PP m ,

因此杨付桥岩脉带的南东仍

具有找钨的前景
,

在牛头寨南东
,

目前尚未发现有钨矿

点
,

但根据矿床组合特征规律及成矿系列理论
,

以及在

鸡林冲和大坝 田均见有钨矿床 (点)
,

预计该地段也应

有钨矿化存在
。

经查阅近年来的一 比五万区调水系沉

积物资料
,

在柳山岩脉带的南东段的银矿山地区有一

面积为 3
.

2 平方公里的 w
、

Sb
、

Pb
、

C u
综合异常

,

w 的

平均含量为 IOPP m
,

为地壳平均值的近 7 倍
。

因而牛头

寨南东也是寻找钨矿的有利地段 (图 7)
。

预测银矿山

附近应有隐伏或半隐伏的钨矿 (化 )体存在
。

图 6 矿床的垂直分带在平面上的反映

F堪
.

6 Pr
o je c t d istribu ti明 Of n u n e ra l d elx 冶its

o n Pl an

3 3 一 11

图例

银矿山

黄恩坪

6 结论

宁乡一新宁断裂是一条多期活动的探大断裂
,

它

对燕山早期的花岗斑岩岩脉带有着明显的控制作用
,

从而控制某些重要的内生金属矿产的分布
。

深入研究

图例说明
: 1

.

奥陶系 2
.

中泥盆统跳马涧

组 3
.

不整合界线 刁
.

w
、

sI,
、

Pb
、

cu 异常

图 7 牛头寨南东银矿山 w
、

Sb
、

几
、

C u

综合异常图

Flg
.

7 Sb
,
Pb

,
C u in teg r a t曰 a n o r n ly ma P

of A g n l m e in th e so u th ea st of N i
-

u to u z ha l

这一条断裂的活动规律及其对岩浆活动和矿产的形成演化特征
,

对地质找矿具有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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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 are gt a n ltlc m a g n la int

r侧铝Iv e s

诚 the E滋r ly y五n sh a n Pe
r io d filled in te n sio n a l Pl u

me fiss u res ta kin g PlaCe in th e Pr0 O 良‘ of a n ti一加r ee

tio n w he n N in g x 加n g 一X in n in g ft a c tu re w a s fo rm e d
.

E n d o g e n ic m e
tal m in er ai r巴幻u r

馏 are
l。以吐目 a-

刃以19 th em wi th s
如ila r a , 张瞬扭t ion of A u , S b 一A u 一S b 一C u 一Pb 一Z n fr om fo w et 一m ed i

um
te m pe ra 一

tu re to hi gh te m pe r a t u re m e ta ll例势n y
.

T h e n o rthw est
s id e 15 d o m in a ted by S b , S b一 A u a n d so u th ‘始t by

Pb , Z n C u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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