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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田岭地区位于湖南省郴州市南西约)% *+，面

积约#," *+,。区内山势雄伟，相对高差达-%% +以

上。矿产以锡为主，钨次之。湖南省湘南地质勘察院

在认真研究区域地质资料后，认为该区具有良好的

寻找原生锡矿的前景，"##-年组队进入该区南部开

展锡矿普查。通过.年工作初步确认南部岩体及其接

触带具有寻找特大型锡矿的潜力，"###年被列入国

家$类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由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湘南矿产地质调查所承担该项目任务。现已初步估

算锡资源量约-%万吨，预期该地区锡资源潜力在"%%
万吨以上。

" 地质特征!"#

!"! 地层

主要围绕花岗岩体分布，局部在岩体接触带附

近的岩体内呈顶垂体。出露地层有石炭系、二叠系及

白垩系下统（图"）。岩性以灰岩、白云质灰岩、白云岩

为主，次为泥灰岩、硅质岩、粉砂质页岩夹粉砂岩、长

石石英砂岩，有的细碎屑岩层中夹碳质页岩，局部有

薄煤数层。

!"# 构造

本区地处耒阳—宜章南北向印 支 褶 皱 带 与 茶

陵—郴州断陷构造带交会部位，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按其产状有东西、南北、北北东、北东、北西!个方向

的断裂。东西向断裂以基底断裂为主，有的后期也有

活动；南北向断裂以压性为主兼扭性，具有规模大、

逆冲及多期活动的特点，是本区主要导矿构造，部分

地段受其他构造复合也可成为控矿断裂，如控制"#
号脉的/.%断裂：北北东向主断裂多是归并、复合南

北向断裂，具有与南北向断裂相似的特征。与北北东

向主断裂相伴的低序次断裂，常成为本区的控矿断

裂；北东向断裂为一系列’%01%2方向以压扭性为主

的断裂，形成较晚，既有控矿断裂，也有破坏矿体断

裂；北西向断裂以压性为主，少数具张扭性控矿断

裂，如控制),号脉的断裂。

!"$ 岩浆岩

主要为印支期和燕山期形成的酸性岩，燕山期

岩体具有多阶段侵入特征，晚期岩体是本区有色金

属矿产的成矿母岩［"］。

印支期岩体分布于复式岩体东部，第一阶段

湖南骑田岭地区锡矿床特征及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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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骑田岭地区锡矿地质图

$%&’ # ()*+*&%,-+ .-/ *0 1%2 3)/*4%14 %2 15) 6%1%-2+%2& -7)-
8#—石炭系下统；8!9:石炭系中上统；;#—二叠系下统；;!—二叠系上统；<#—白垩系下统；=!>

:—细晶岩；

!">
:—花岗斑岩；!!

!?:—燕山早期第三阶段花岗岩；!!
!?!—燕山早期第二阶段花岗岩；

!>
!?#—燕山早期第一阶段花岗岩；!!

#?!—印支期第二阶段花岗岩；!!
#?#—印支期第一阶段花岗岩；

#—地质界线；!—角度不整合界线；:—性质不明及推断断层；@—压扭性断层及产状；>—云英岩化带；A—矿脉及编号

（!>
#?#）为菜岭岩体，呈岩基产出，岩性以中粒斑状角

闪石黑云母正长花岗岩为主，次为细中粒斑状角闪

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第二阶段（!>
#?!）岩体呈岩株

状分布于菜岭岩体内，岩性为中细粒斑状黑云母二

长花岗岩。

燕山早期岩体分为"个阶段，第一阶段（!>
!?#）为

千秋桥岩体，呈南北向长条状侵入于复式岩体北东

的围岩中，岩性以中粒斑状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为主，次为细粒少斑状黑云母正长花岗岩；第二阶

段（!>
!?!）为芙蓉岩体，呈岩基产于复式岩体南、西、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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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郴州—蓝山构造岩浆带重力布格异常图

$%&’ ! ()*&*+, &,-.%/0 -1)2-30 2-4 )5 /6+ 76+186)*9:-1;6-1 /+</)1)92-&2-/%< =+3/
#—花岗岩；!—深大断裂；>—基底断裂；?—布格异常等值线

北广大地区，为复式岩体的主体，岩性以中粒斑状角

闪石黑云母正长花岗岩为主，次为细中粒斑状角闪

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第三阶段（!@
!9>）岩体呈岩株、

岩瘤、岩枝状的小岩体分布于芙蓉岩体、菜岭岩体

内，岩性为中细粒少斑状黑云母正长花岗岩。

燕山晚期岩体多呈脉状分布于复式岩体内，少

数出露于围岩中。岩性为细粒花岗岩（!@
>）、花岗斑

岩（!"@
>）、花岗细晶岩脉（A!@

>）。细粒花岗岩目前尚

未在地表发现。

!"# 热液蚀变

岩体内及接触带热液蚀变发育，有角岩化、夕卡

岩化、云英岩化、钾长石化、萤石化、绿泥石化、绢云

母化、磁铁矿化、黄铁矿化、硅化、大理岩化。岩体与

硅铝质岩石接触形成角岩化带，岩体与碳酸盐岩石

接触形成夕卡岩化带，沿大小断裂、断裂带及其旁侧

岩石形成以某种蚀变为主的蚀变体。区内与锡矿有

紧密联系的蚀变为绿泥石化、绢云母化、夕卡岩化、

云英岩化、硅化。

!"$ 矿产特征

区内已发现矿产!B余种，以C、D1为主，次为

7*、E=、F1、(%、A)，部分非金属。矿床（点）达#BB余

处，具一定规模的矿床有新田岭白钨矿床（特大型）、

白腊水锡矿床（特大型）、秀峰铜铋矿床（中型）、铜金

岭钼锡矿床（中型）、江口萤石矿床（大型）、挑板脚硅

石矿床（大型）。此外，还有一些铅锌矿点、矿化点。

!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特征

%"! 地球物理场特征

本区位于郴州—蓝山重力梯级带中段，为梯级

带内的一个重力低异常（图!）。异常形态似椭圆状，

异常值在北西、南西、南东边缘变化大，北东边缘变

化小，在异常内呈现数个9G!H#B9GI9G>H#B9G2 J ;!的
星散小异常，说明岩体内部为平稳的重力低值区。

航磁异常零值线呈北西西向经过江口将本区分

为南、北两部分（图>）。北部为负值区，并在零值线附

近有数个高值或低值小异常，南部为正值区，且在岩

体西、南西、南接触带附近常出现异常值为KBI#!B1L
封闭良好的局部异常。中部和东部接触带附近异常

值平稳，强度为>BI@B 1L，无明显局部异常。在岩体

内白腊水矿区、岩体东南部狗头岭、山门口经地面

#M#万高精度磁测，磁强度9?BINB1L，可圈定一些正

负相伴的局部磁异常，最大负值9NB1L，最大正值达

!BB1L以上。异常分布与岩体接触带吻合性好，但岩

体内与矿脉展布关系不明显。

魏绍六等：湖南骑田岭地区锡矿床特征及找矿前景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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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地质调查院#湖南千里山—骑田岭锡铅锌矿评价，!"""#

图$ 郴州—蓝山构造岩浆岩带航磁"%异常图

&’() $ *+,-./(0+1’2 "% /0-./34 ./5 -6 17+ 87+097-:;</0=7/0 1+21-0-;./(./1’2 >+31
?—花岗岩；!—深大断裂；$—基底断裂；@—航磁异常零值线；A—航磁异常正值线；B—航磁异常负值线

!"! 地球化学场特征

区 内C、D0、E>、F0、*:、*(异 常 集 中 分 布 在 岩

体南、北接触带附近，中部只有零散分布的单元素小

异常（图@）。D0元素异常在岩体南部呈现银砂窿—狗

头岭、黑山里—龙帽岭、白腊水—安源$个异常带，其

分布与已知锡矿床（点）分布基本一致。白腊水矿区

经?G?万土壤测量圈定的D0元素异常展布方向为北

东向，异常强度一般为@"H?";BI? """H?";B，与已知

矿脉重合性较好。

!"# 重砂异常特征

区内重砂异常以锡石异常为主，在岩体南部

接 触 带 和 东 南 部 分 布 着 范 围 广 大 的#级 异 常 ，其

内 有 数 个$级 、%级 局 部 小 异 常（图@），这 些 小 异

常 也 大 致 可 以 归 为 与D0元 素 化 探 异 常 一 致 的$个

锡石异常带。岩体北部接触带有数个#级锡石异

常，在新田岭一带的#级锡石异常内叠加有一个

钨矿异常，与新田岭白钨矿床位置一致。铅矿物、

毒砂、辰砂等重矿物异常小，呈星散状分布在岩体

中部和北部。

$ 锡矿床特征!

#"$ 锡矿床特征

近几年在岩体南部及其接触带已发现锡矿脉@"
余条，按其分布可归纳为山门口—狗头岭、黑山里—

龙帽岭、白腊水—安源$个矿脉带。本区锡矿的成因

与骑田岭复式花岗岩体有紧密联系，其矿床成因类

型可按成矿阶段分为气化;高温热液矿床和高;中

温热液矿床两类，再按矿床蚀变种类和蚀变方式分

为云英岩等@个亚类，根据控矿因素和矿脉产出特征

分为??个型，具体划分如表?。岩体形成具有多期多

阶段性，因而与其有关的成矿作用也具有多阶段性，

致使不同阶段成矿作用发生在同一矿脉形成复合型

锡矿，但在分类表中未分列出来。

#"! 各类型锡矿特征

J?K云英岩细脉带型锡矿：含矿气化;高温热液

沿一组小断裂、裂隙发生云英岩化，形成云英岩细脉

及两侧云英岩化花岗岩组成的云英岩细脉带，其代

表为黑山里云英岩细脉带。带长大于! """ .，带宽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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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骑田岭地区水系沉积物%&异常和锡石重砂异常图

’()* $ +,- ./01(&) 2/3 2(& ,&04,56 ,&7 8,..(239(23 80&83&29,23 ,&04,56 0: .293,4
.37(43&2. (& 2/3 ;(2(,&5(&) ,93,

#—水系沉积物%&异常曲线；!—锡石重砂异常范围及级别

大于#< 4，呈北东向展布，南西段为云英岩细脉带，

北东段为云英岩化斑状花岗岩。细脉带内单脉长=<>
!<< 4，脉幅#>= 84，含脉率=>#<条 ? 4。细脉带含

%& <*#@!A><*!#@A，细脉密集部位含%&高达#A以上。

云英岩化花岗岩含锡不高，局部可达工业要求。细

脉带矿物成分以长石、石英为主，次为白云母、黑云

魏绍六等：湖南骑田岭地区锡矿床特征及找矿前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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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锡矿床成因类型

!"#$% ! &%’%()* (+,%- ./ ()’ 0%,.-)(-

类 亚 类 型 代表矿区（脉）

气化 " 高温

热液矿床

云英岩亚类

云英岩细脉带型

云英岩脉型

云英岩化花岗岩型

黑山里

麻子坪 #! 号脉

山门口 $% 号脉

夕卡岩亚类
接触交代夕卡岩型

断裂交代夕卡岩型

狗头岭

!& 号脉大坑里段

高 " 中温

热液矿床

蚀变岩体亚类

蚀变斑状花岗岩型

蚀变花岗斑岩型

蚀变细粒花岗岩型

奇古岭 !’ 号脉

奇古岭 (# 号脉

奇古岭

蚀变构造亚类

蚀变断裂充填交代型

蚀变构造带型

蚀变断裂充填型

麻子坪

白腊水 !& 号脉

瓦渣池 ) 号脉

母 ，少 量 绿 泥 石 、绢 云 母 、萤 石 。

金属矿物以锡石为主，次为黄铁

矿、黄铜矿、毒砂，呈浸染状分布

在云英岩细脉内及两侧云英岩化

花岗岩中。

#!$云英岩脉型锡矿：为 含 矿

气化%高温热液沿单一断裂发生

云英岩化形成的脉型锡矿#表&$。
脉长’’" (，平均厚度&)*+ (，走向

北东，倾向南东，倾角,"-’".。矿

脉平均品位/0 ")1223。矿物成分

以石英为主，次为绢云母、白云

母，少量电气石、黄玉，金属矿物

有锡石、黄铁矿、方铅矿、黄铜矿、

褐铁矿、毒砂。矿石结构以显微鳞片花岗变晶结构为

主，矿石构造有块状、条带状构造。

#+$云英岩化花岗岩型锡矿：含矿气化%高温热

液沿断裂带交代花岗岩形成云英岩化花岗岩带，伴

有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硅化。代表的山门口,+号矿

脉，呈北东向展布，长约+ ,"" (，宽&"-!! (，工程控

制长大于1""(，厚!")&-+*), (，平均品位/0 ")!,13-
"),**3。矿物成分以石英为主，次为白云母、绢云母、水

黑云母、绿泥石、锂云母、黄玉，金属矿物有锡石、黄铁

矿、磁铁矿、褐铁矿、毒砂。矿石结构以鳞片粒状变晶结

构为主，矿石构造以块状构造为主。该类型锡矿规模

大，组分简单，品位中等，是本区锡矿主要类型之一。

#1$接触交代夕卡岩型锡矿：含矿气化%高温热

液沿岩体接触面交代碳酸盐围岩形成层状、似层状

夕卡岩型锡矿表#&$。含矿夕卡岩厚+-&"(。矿物成

分以透辉石、石榴石、透闪石为主，次为金云母、符山

石、石英、方解石、阳起石，少量黄玉、萤石、绿泥石、

绢云母，金属矿物有锡石、白钨矿、磁铁矿、磁黄铁

矿、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黄铜矿。矿石结构主要

为自形—半自形晶结构，矿石为块状、条带状、浸染

状和团块状构造。夕卡岩类型有透辉石石榴石夕卡

岩、透闪石透辉石夕卡岩、透闪石夕卡岩。矿石中锡

品位中等偏低，一般为")"113-")***3，矿体平均品

位")1&!3。

#,$断裂交代夕卡岩型锡矿：为含矿气化—高温

热液沿经过花岗岩内碳酸盐地层顶垂体的断裂带及

围岩进行交代形成断裂交代夕卡岩型锡矿#表&$。现

有,个钻孔控制矿体厚度!2)!*-,2)1& (（图,），矿体

走向近南北，倾向东，倾角2"-’".。矿物成分比较复

杂，以透辉石、石榴石为主，次为透闪石、蛇纹石、金

云母、绿泥石、绢云母、滑石、石英、方解石，金属矿物

有磁铁矿、锡石、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矿石呈

显微鳞片纤状变晶和粒状变晶结构，构造以块状为

主，浸染状构造次之。矿石类型有透闪石透辉石锡矿

石、透辉石石榴石锡矿石、透闪石锡矿石、金云母锡

矿石。矿石中锡品位较高，一般")"2+3-+)!&"3，最高

单样达!")’*"3。钻孔中矿体/0 ")!4*3-&)",!3。该类

型锡矿规模大、品位高、找矿前景好。

#*$蚀变斑状花岗岩型锡矿：含矿高%中温热液

沿断裂带上升至顶部储积并对斑状花岗岩进行交

代，形成以绿泥石、绢云母化为主的绿色蚀变斑状花

岗岩型锡矿 #表&$。该脉现有&!个工程控制长& +!"
(，走向北东，倾向南东，倾角2"-’".，矿体平均厚度

&1)*"(。顶部仅局部出露地表，为一半隐伏盲矿体。

矿物成分以长石、石英为主，次有绿泥石、绢云母，少

量白云母、黑云母、角闪石、萤石、方解石，金属矿物

有锡石、黄铜矿、斑铜矿、蓝辉铜矿、方铅矿、闪锌矿、

辉铋矿、辉钼矿、磁铁矿、黄铁矿。矿石以似斑状结构

为主，次为显微鳞片变晶结构和交代残余结构，构造

以块状构造为主，次有浸染状构造和团块状构造。矿

石 化 学 成 分 （3 ）：/56! *!)&’ -*,)’1、78!6+ &,)&! -
&2)+,、9:!6+ 1)!1 -*),*、9:6 ")!" -!)4’、;<6 ")*& -
&)!!、=>6 ")&" -")++、?!6 !),+ -+)&4、@>!6 ")"4 -
!)&!、=>9!")4&-!)+4、灼失+)’&-2)**、/0 ")",1-"),",，

矿体平均品位/0 ")1123。矿石用重—磁—浮联合流

程进行选矿可获得产率"),23、含/0 ,"),!3、回收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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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号矿脉第%&线剖面图

’()* $ +,-.(/0 %& -. 1-*#" 20(3
+! !—二叠系上统龙潭组；+#"—二叠系下统栖霞组；

!!
!—4—燕山早期第三阶段花岗岩；

#—残坡积浮土；!—粉砂质页岩；4—夕卡岩化大理岩；

5—中细粒斑状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断层破碎带及编号；6—锡矿体

6#*!67的锡精矿产品。该类型是本区很有前景的锡

矿类型之一。

89:蚀变花岗斑岩型锡矿：该类型锡矿形成与蚀

变斑状花岗岩型锡矿基本相同，只是被蚀变的岩石

为花岗斑岩，代表矿脉为羊角冲4!号脉，该脉长5&&
余 米 ， 厚 数 十 厘 米 至 数 米 。 矿 石 中 含;3 &*66#7<
&*66$7，平均&*6647。

8%:蚀变细粒花岗岩型锡矿：为细粒花岗岩被绿泥石

化、绢云母化形成的绿色蚀变体，目前仅在羊角冲+=4$
内发现，其产状、规模、含矿性、找矿前景尚不清楚。

8":断裂充填交代型锡矿：高—中温热液沿花岗

岩中断裂交代形成的脉状蚀变体8表#:。单脉长66&<
# %"& >，脉幅&*6&<#*64 >，最大厚度4*!5>。走向北

东，倾向南东，倾角9&<%&?。矿物成分以石英、长石为

主，次有绢云母、绿泥石、萤石、电气石，少量白云母、

黑云母、透辉石、阳起石、透闪石、金云母、方解石，金

属矿物有锡石、黄铜矿、辉铋矿、黄铁矿、方铅矿、闪

锌矿、毒砂、磁铁矿、磁黄铁矿、自然铋、白钨矿。矿石

以半自形—他形晶结构、交代充填结构为主，次为角

砾状结构、显微花岗变晶和碎裂结构。矿石以细脉浸

染状构造、块状构造为主，次为团块状、条带状、星点

状构造。矿石类型有锡铋石英绿泥石矿石、锡铋黄铜

矿石、锡铋黄铁矿石。矿石化学成分（7）;(@!$$*"4、

A/!@46*6!、’0!@46*"$、’0@ 5*%6、BC@!*#&、D)@5*6!、

E!@ !*5&、1C!@&*&9、BC’!#%*44、;3 #*&%、F( &*#55、D
- &*&&# %、BG &*!!&、+H &*#49、I3 &*##9、A J &*!#$、

K@4&*&4$，矿体平均含;3 &*!967<#*!%%7。原矿品

位;3#*&%7用重—磁—浮联合流程进行选矿获得产

率#*#&7、含;36#*657、回收率$%*#"7的锡精矿产

品。该类型锡矿在区内分布广，但因矿脉厚度不大，

不是主要找矿类型。

8#&:蚀变构造带型锡矿：为含矿气化高L中温热

液沿断裂带上升交代断裂带及两侧花岗岩、碳酸盐

地层及碎屑岩形成以绿泥石、绢云母、硅化石英为

主，局部透辉石、透闪石含量较高的蚀变构造带型锡

矿8表#:。脉长# 45& >，宽$&<#$& >，走向近南北，倾

向东，倾角9&<%&?。围岩有花岗岩、灰岩、砂页岩，形

成不同的蚀变类型，实则是一种复合型锡矿脉。矿物

成分复杂8表!:。矿石呈显微鳞片变晶、粒状变晶结

构、显微鳞片纤状变晶结构、角岩结构、似斑状结构

和块状、团块状构造等。矿脉中一般含;3 &*&!&7<
4*!#&7。现有工程中，矿体平均厚度!&*64>，平均品

位;3 &*9&"7。该类型矿体规模大、品位富，是本区主

要锡矿类型，也是找矿的主要对象。

8##:断裂充填型锡矿：高—中温热液沿断层破

碎带或断层面以充填为主形成云英岩石英脉或石英

脉型锡矿8表#:。脉幅数十厘米至#余米，走向北东，

倾向南东，倾角6&<%&?。矿物成分以块状石英为主，

伴有少量粒状石英、黄玉、电气石、萤石、白云母、水

黑云母、黑云母、长石、绿泥石、绢云母，金属矿物有

锡石、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矿石呈半自形—他形

晶、浸染状结构等，矿石构造有块状、团块状。矿体中

含;3 &*!9!7<#*#6&7。

5 找矿前景分析［!］

8#:郴州—蓝山构造岩浆岩带内分布有泥盆系—

二叠系碳酸盐为主的地层；断裂构造发育，尤以北东

向断裂最发育；岩浆活动频繁且以酸性岩为主，并具

多期多阶段侵入的特征；岩浆期后热液蚀变发育，常

形成各种有色金属矿化蚀变体或多金属矿体；K、

魏绍六等：湖南骑田岭地区锡矿床特征及找矿前景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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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郴州—蓝山构造岩浆岩带略图

$%&’ # ()*+,- ./0 12 +-* 3-*45-1678/49-/4 +*,+1417./&./+%, :*;+
<—深大断裂；!—基底断裂；=—加里东期花岗岩；>—印支期花岗岩；?—燕山早期花岗岩；#—燕山晚期中、酸性岩脉

(4、@1、A%、B:、C4、36、D&、D6
等化探异常和锡石、钨矿物、铅

矿物、金矿物和自然金的重砂

异常围绕岩体分布并局部形成

高值小异常，高值小异常大多

数与已知矿床点重合性较好；

布格重力沿构造岩浆岩带形成

重力梯级带，并在千里山、骑田

岭、香花岭、九嶷山形成的重力

低值区与其分布的花岗岩相对

应；在花岗岩接触带有局部航

磁异常，其分布多数与已知内

生多金属矿床相对应；带中内生金属矿产从千里山至

九嶷山具有E、A%!E、(4!(4、B:（C4）为主的变化

趋 势 。 现 已 查 明 千 里 山 地 区3FGFH级 锡 金 属 量

I=’=<=万吨、香花岭地区3FG级锡金属量<<’==万吨、

九嶷山西部湘源锡矿区正冲矿段3FG级锡金属量

?’J<万吨。骑田岭地区位于该构造岩浆岩带中部（图

#），具有优良的形成特大型内生锡矿的成矿条件。

K!L骑田岭地区出露的地层中锡含量（<"7#）：石

炭系下统>’>IM?’=#，石炭系中上统=’=JM?’""，二叠系

下统>’!"MI’>"，二叠系上统>’N"M?’#"，白垩系下统

!’#"M>’IJ，均高于维氏（!’?）的<M=倍；区内岩体具有

多期多阶段特征，各阶段岩体锡元素平均含量（<"7#）：

!?
< 7<=’>>、!?

< 7!#I’""、!?
! 7<?’N"、!?

! 7!!"’>"、!?
! 7==<’<"、

!"?
=#"’""、.!?

=J’!"，均高出维氏花岗岩平均值（<"7#）
的!M!!倍，且各期晚阶段的岩体更富含锡。从本区已

知锡矿产于燕山早期各阶段岩体内，也有产于燕山

表 ! "# 号脉矿物成分

!"#$% ! &’(%)"$ *+,-+.’/’+( +0 1+ 2 "# 3%’(

蚀变类型
脉石矿物

主要 次 要
金属矿物

夕卡岩型
透辉石

透闪石

石榴石、滑石、绿泥石、

绢云母、金云母、石英、

方解石

磁铁矿、锡石、黄铁矿、

磁黄铁矿、方铅矿、黄铜矿、

斑铜矿、毒砂

蚀变花岗岩型

钾长石

斜长石

石 英

绿泥石、绢云母、黑云母、

白云母、萤石

磁铁矿、锡石、黄铁矿、

方铅矿

角岩型
石 英

黑云母

堇青石、长石、绿泥石、

绢云母
磁铁矿、锡石、黄铜矿、毒砂

J>



第 !" 卷 第 # 期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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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花岗斑岩内的现状，说明本区锡矿的最好成矿

母岩应属燕山晚期，而且含丰富的锡。但本区目前在

地表和钻孔中均未发现此岩体，仅在羊角冲KVWX内

发现一处，岩体本身具蚀变，是锡矿体。由于此坑属

民采弃坑，无法在现场收集到实际资料。骑田岭复式

花岗岩面积X#Y F9!，如此大岩基又富含’3的岩浆岩

是形成特大甚至超大型锡矿的物质来源；岩体内断裂

构造发育，为深部燕山晚期岩浆分异的含矿气化热液

上升提供了通道和产生蚀变与矿化的场所（储矿空

间）；航磁异常零值线呈北西西向经本区江口通过，在

零值线附近的岩体接触带有局部低值磁异常，在岩体

内的构造蚀变带附近存在条状弱磁异常；锡石重砂异

常和锡元素化探异常在岩体南部大致呈现北东向W个

带，与已知锡矿带分布基本一致，在北部接触带和东

南部也有异常分布，部分异常内也有矿床分布，如新

田岭白钨矿就分布在叠加有钨矿物重砂异常的$、Z-
化探异常区内。岩浆期后气化热液蚀变发育，主要有

夕卡岩化、云英岩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硅化等，伴

随上述蚀变形成以钨或锡为主的金属矿床，北部有新

田岭钨多金属矿田，南部有芙蓉锡多金属矿田。经勘

查已发现、评价多处具大型规模的矿区，如新田岭白

钨矿区（特大型）、白腊水锡多金属矿区（特大型）、麻

子坪锡矿区（大型），已初步证实本区确实具有非常优

良的锡矿成矿条件。

[W\ 近几年在骑田岭岩体南东接触带及岩体内

的北东向构造蚀变带、蚀变断裂、蚀变花岗岩中已发

现规模大的锡矿体，初步估算锡资源量约TB万吨，但

矿体的延伸和延深尚未圈闭，可以进一步扩大矿体

规模；另有一些异常和锡矿点、含锡铅锌矿点可以工

作，以寻找新矿脉、新矿体。

[A\郴州—兰山构造岩浆岩带内的骑田岭、香花

岭、九嶷山等地区内因山高坡陡、植被发育、通行困

难和向外交通不便等因素，使以往地质找矿工作成

果多、工作程度低。通过近几年笔者在骑田岭岩体南

部进行面上锡矿普查获得可喜成果，对在成矿条件

基本相似的香花岭、九嶷山西区寻找大型—特大型

锡矿资源基地树立了信心。

从上述成矿地质条件、物化探条件和找矿实

践说明：骑田岭地区具有很好的寻找内生锡矿的

找矿前景，只要选择好适合本区特点的有效找矿

方法，踏实工作，一定会在本区取得寻找锡矿的重

大突破，为国家在湘南找到又一处重大的锡矿资

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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