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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ngtanxia district i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Nanling tungsten tin polymetallic metallogenic belt, 
the Cambrian strata and the early Yanshan intrusive mass distribution is wide, the ore-forming 
material is rich, fracture structure, the metallogenic geological condition is superior. The weak 
magnetic anomaly is mainly composed of fracture surface and the fracture fissure filling ferro-
magnetics (such as containing tungsten quartz vein) and granite, etc., the inversion infers that the 
buried depth of the anomalous source is bigger; the ore-forming space is large. Complex geochem-
ical anomaly elements, each element anomalies W Sn Mo, Cu Pb zinc-Au Ag, Sb in the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 hydrothermal type combination characteristic, W, Sn, Mo etc. of the main ore-forming 
elements concentration zoning obvious, enrichment coefficient is higher, is advantageous to the 
ore deposit formation. After verification, the mineralization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fault zone 
and rock and metamorphic rock, near the inner and outer contact zone of known mines with each 
element anomaly center height, prospecting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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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龙潭下地区位于南岭钨锡多金属成矿带东部，寒武纪地层及燕山早期侵入岩体分布广，成矿物质丰富，

断裂构造发育，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地表弱磁正异常主要由断裂及沿断裂裂隙充填铁磁质(如含钨石英脉

等)和花岗岩等引起，反演推断异常源埋深较大，成矿空间大。化探异常元素组成复杂，各元素异常显示
W Sn Mo-Cu Pb Zn-Au Ag Sb高–中、低温热液型组合特征，W、Sn、Mo等主要成矿元素浓集分带明显、

富集系数较高，有利于矿床形成。经查证，矿化主要分布在断裂带以及岩体与变质岩内外接触带附近，

已知矿点与各元素异常中心高度吻合，找矿潜力。 
 
关键词 

钨多金属矿，物、化探及地质特征，找矿方向，龙潭下地区 

 
 

1. 地质特征 

本区位于欧亚大陆板块与滨西太平洋板块消减带的内侧之华夏板块，南岭东西向构造带东段与武夷

山北东–北北东构造带南段的复合部位。成矿区划属南岭钨锡成矿带东段雩山成矿亚带之赣县–于都成

矿远景区，南距东埠头钨矿约 3 公里(图 1)。区域内地层尤其是南华系-寒武系基底地层及泥盆–二叠纪

盖层出露分布广，地层中 W 丰度值高，是钨地球化学省[1]，岩浆侵入，尤其燕山早期活动频繁强烈，褶

皱、断裂构造发育，成矿地质条件好。 

1.1. 地层 

区内出露寒武系及少量第四系。前者为一套浅变质复理石泥砂质建造，总厚度 > 1800 米，岩性为灰－

深灰色中厚–厚层状变质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中薄层状(含炭)绢云母千枚岩或板岩，富含 W、Sn、Bi 等
成矿元素，经过地槽–地台–板块等多旋廻构造–岩浆演化，成为本区重熔型花岗岩成矿物质的主要来源

及钨矿床主要赋矿围岩之一。“成矿物质来自围岩，特别是加里东地槽的沉积物”(1964 年莫柱孙[2])。 

1.2. 构造 

褶皱构造主要表现为寒武纪基底褶皱，总体走向北东，倾向西，缓倾，东南翼地层倒转。 
断裂构造发育，主要为北东向、北北东向(或近东西向)，次为北西向。前者控制地层展布及岩浆侵入，

近东西向断裂则是本区主要控矿赋矿构造。各组断裂的交汇处往往是隐伏岩突上侵及成矿的有利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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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泥、砂质沉积碎屑岩建造；2、含煤建造、次火山碎屑岩建造；3、含煤建造、碳酸盐建造及硅

质岩、含磷建造；4、类复理石、复理石建造、硅质岩建造；5、变粒岩、片岩、片麻岩；6、燕山

期花岗岩；7、印支－海西期花岗岩；8、加里东期花岗岩；9、地质界线；10、断层；11、大–中

型钨(锡)矿床；12、本区位置 

Figure 1. The tectonic position and regional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Longtanxia area 
图 1. 龙潭下地区大地构造位置与区域地质矿产图 

1.3. 岩浆岩 

区内岩浆活动频繁、强烈，侵入岩体尤其是燕山早期侵入岩体广布。岩性以细-中粒少斑-斑状黑云二

长花岗岩为主，属高硅、富钾、贫钙的酸性花岗岩类，δ值 > 1.8、AL 值 > 1，属钙碱性、铝过饱和型岩石，

分异指数(DI)为 80.20~88.81，岩浆分异程度高，δEu 值介于 0.382~0.403，铕元素强－中度亏损， Ce Y∑ ∑
小于对比岩，属中—重稀土富集型。花岗岩稀土配分标准化模式(如图 2)为左高右低向右倾斜的曲线。 

岩体成岩同位素年龄为 189.2 ± 0.6~161.3 ± 0.6 Ma [3]，属侏罗纪，即燕山期早期第 I~III 阶段侵入产

物。岩体富含富含稀土、稀有元素，W、Sn、Mo 等成矿元素是黎彤花岗岩丰度值的数倍至数十倍[4]，
为成矿提供丰富的物源，是区内钨多金属矿的成矿母岩及主要赋矿围岩。 

2. 物、化探异常特征与矿化关系 

本区位于布格重力异常梯度变异交接低缓区，与区内断裂及地质体分布现状相吻合。地表磁异常表

现为弱磁正异常，异常主要由断裂及沿断裂裂隙充填铁磁质(如含钨石英脉等)和花岗岩等引起。化探异常

元素组成复杂，各元素异常组合显示从 W Sn Mo-Cu Pb Zn-Au Ag Sb 高–中、低温热液型组合元素特征，

W、Sn、Mo、Ag 等主要成矿元素异常浓集分带明显、富集系数较高，有利于矿床形成。经查证，矿化

主要分布在断裂带两侧岩体内外接触带附近，异常范围与矿化分布基本一致，已知矿点与各元素异常中

心高度吻合，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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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erare earth distribution curve of granit 
图 2. 花岗岩稀土配分曲线图 

 
2.1. 物探异常 

龙潭下地区地表高精度磁测表现为弱磁正异常，沿龙潭下–芫田口一带分布，基本反映了区内的地

层–构造–岩浆岩架构。异常呈似椭圆状，东西走向，ΔT 曲线圈闭异常值为 0~60 nT。异常区分布寒武

系变质岩、部分燕山期花岗岩和构造断裂带，推断该异常主要由裂隙充填型矿脉所引起。根据反演结果，

磁性体埋深 280~780 m，说明异常源(磁性地质体–断裂带及不同岩性接触面)埋深较大。 

2.2. 化探异常 

1: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圈定以 W、Sn、Bi、Mo、Pb、Ag 为主综合异常，面积 21.2 平方千米，异常

形态呈椭圆状，分带明显、具多个浓度中心，异常元素组分显示从高温–中、低温热液型组合特征，与

区域探明的合龙钨矿(大型)元素异常组合分布特征相类似，且各单元素异常套合情况较好，异常中心与与

龙潭下、下芫田钨、锡矿点等吻合。 
1:1 万土壤查证，圈定了 9 个综合异常(图 3)，异常特征如表 1。异常以 W、Sn (或 Mo、Cu)为主，强

度较高、具三级分带，浓集中心明显，且具一定规模。其中：W 异常在中间一带东西走向上分布较强；

Mo Sn Pb 异常在东面为强异常，与东部燕山期侵入的岩体关系密切；Cu 异常在中部南北走向上为强异常，

主要分布在寒武系地层中。4 号和 6 号异常与龙潭下和下芫田 2 个矿化标志带范围基本吻合。 

2.3. 矿化特征 

区内矿床类型以石英脉为主，兼有破碎带型和蚀变花岗岩型，矿化以钨为主，共/伴生钼、锡、铜及

铅锌(银)。矿化分布在寒武系变质岩与燕山期侵入的花岗岩体内、外接触带中，外带主要为石英脉及破碎

带含矿，前者以钨、钼为主，少量铜，后者以锡、铅锌为主，少量钨；内带蚀变花岗岩、石英脉含矿，

以钼为主，少量钨。矿化面积约 8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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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寒武纪高滩组；2、寒武纪牛角河组；3、燕山早期侵入花岗岩；4、地质界线；5、断层；6、矿(化)体；7、土壤综合

异常及编号 

Figure 3. The geological and geochemical anomalies of Longtanxia area 
图 3. 龙潭下地区地质与化探综合异常图 

 
Table 1. Anomal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rehensive list of 1:1 soil measurement in Longtanxia-Xiayuntin area 
表 1. 龙潭下–下芫田测区 1:1 万土壤测量综合异常特征一览表 

综合异常编号 形态 异常面积 (km2) 异常分带 异常主要元素 异常峰值 (Au ng/g; 其他 ug/g) 

1 不规则 0.62 W3 Sn3 W Sn W153, Mo65 

2 椭园 0.8 Ag3 Pb3 Zn3 Cu2 Sn2 Ag Pb Pb933, Sn155, W 71, Ag6.76 

3 椭园 0.53 W3 Sn3 Pb3 Cu2 Zn2 Ag2 W Sn Pb W84, Sn347, Ag4.3, Pb1000 

4 梨形 0.75 W3 Cu3 Ag2 Au2 Zn2 Sn2 Mo2 W W159, Mo30, Cu182 

5 马蹄形 0.32 W3 As3 Cu3 W W52, Cu251 

6 不规则 2 W3 Sn3 Ag3 Mo3 Cu3 Pb3 Zn2 W Sn W270, Sn170, Mo41, Pb1000 

7 梨形 0.75 W3 Mo3 Pb3 Sn2 W Pb W369, Pb1000 

8 纺锤形 0.31 Mo2 Ag3 Mo Ag Mo30, Ag8.5 

9 椭园 0.29 Mo3 Mo Mo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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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W、Sn、Mo、Cu 为主的矿化主要集中在中部。经查证矿化体分布与异常展布基本一致。按矿化(体)
空间分布位置及其赋矿围岩等特征，分为龙潭下和下芫田 2 个矿化集中区。其中： 

龙潭下矿化体(或带)：分布在寒武系变质砂砂岩/板岩中(即外带)，地表发育有 40 余条脉幅介于 2~25
厘米之间的石英脉，脉间距介于 10~50 米不等，石英单脉延长 250~650 米之间，脉内见黑(白)钨矿、辉

钼矿、黄铜矿及黄铁矿等矿物，呈星点状、细脉状、小团块状不规则分布，脉石英呈半透明强油脂光泽，

两侧多发育 1~5 毫米云母边，呈连续或断续分布，围岩普遍具硅化，局部见弱云英岩化、矽化等；产状：

走向南东东或近东西向，倾向南或北，多南倾，倾角 60˚~85˚。 
V104 石英脉矿体，沿走向控制延长约 685 米、倾向延深大于 300 米，脉宽地表 15 cm、深部 25 cm，

脉中主要见有白钨矿、辉钼矿，少量黄铜及锡石，品位(地表/深部钻孔,下同)：WO3 0.36%/3.2%、Mo 

0.08%/0.32%，矿体倾向南。 
V101 石英脉矿体，沿走向控制延长约 450 米、推测延伸大于 500 米，脉宽地表 10~25 cm、深部(钻

孔揭露 ) 19~33 cm，以钨为主，共 (伴 )生钼、锡、铜，品位：WO3 0.01~0.34%/0.2~1.45%、Mo 
0.008~0.01/0.052~0.152%、Sn 0.02~0.04%相对变化小，围岩普遍具硅化，局部见弱云英岩化、矽化，矿

体倾向北。 
下芫田矿化体(或带)：分布在寒武系变质砂板岩与花岗岩体接触带附近，主要分布于岩体内(内带)，

以含钼钨矿化石英脉为主，兼有蚀变花岗岩型(局部土壤化探 Mo 峰值达 65 ppm)、破碎带型等多种矿化

或矿床类型。少量地表样品品位：WO3 0.01~0.509%、Sn 0.02~0.064% (最高 0.52%)、Mo 0.008~0.018%。 
V7 矿体，分布在变质岩与岩体接触带附近，地表延长大于 100 米、宽 0.40~1 米，破碎带主要由花

岗岩和少量变质岩角砾、脉石英组成，带中见有闪锌矿(含银)、少量锡石、白钨矿及方铅矿、黄铜矿、黄

铁矿等，平均品位：Sn 0.274%、Cu 0.208%、Zn 1.066%、Ag 28 g/t。产状 355˚∠75˚~80˚。两侧围岩变质

岩普遍具硅化，花岗岩云英岩化、绿泥石化较发育。 

3. 资源潜力分析及找矿方向 

3.1. 资源潜力分析 

本区位于我国著名的南岭钨锡多金属成矿带东段之雩山成矿亚带,区内寒武–南华纪基底碎屑岩系

分布广，岩浆活动频繁、强烈，以燕山期为主，岩浆岩分布广泛，构造变形强烈、褶皱断裂发育、构造

复杂多样。地层中 W、Sn、Pb、Ag 含量高出地壳克拉克值(黎彤) 1.5~3 倍，为成矿及重熔型岩浆岩提供

丰富的矿质来源，构造控岩、控矿作用十分明显，具有利成矿环境条件。 
1: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异常元素组成复杂，异常元素由 Ag、Au、W、Sb、As、Cu、Bi、Li、Mo、

Pb、Sn、Be 等组成，主要异常元素为 W、Sn、Mo、Ag，各元素的浓度分带明显、异常峰值高，异常元

素组分显示了从W Sn Mo-Cu Pb Zn-Au Ag Sb高-中、低温热液型组合元素，主要异常元素富集系数较高，

各元素异常中心相互重叠、套合较好，有利于矿床形成。1:1 万土壤查证，圈定多处综合异常，地表发现

含矿地质体，异常主要由含矿石英脉引起，矿(化)体主要分布在寒武纪变质岩与燕山早期侵入岩体接触的

内、外带附近，成矿条件有利，找矿潜力大。 
物探异常表现为弱磁正异常，形状呈似椭圆状，异常主要由断裂构造、岩体引起，反演推断异常源(磁

性地质体–断裂带及不同岩性接触面)埋深较大。钻孔至−300 m 标高(距地表逾 500 m)仍未揭露花岗岩，

证实本区深部隐伏岩体侵入标高较低，成矿空间大。 
通过调查，在寒武系变质岩、花岗岩区及其接触带附近均发育有含矿地质体，矿化以钨为主，共(伴)

生有锡、钼、铜、锌(银)等，矿种较丰富，矿床类型以石英脉型为主，兼有破碎带型和蚀变花岗岩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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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多样。显示本区具有以成矿花岗岩为主因，不同类型矿床在时空上“多位一体”[5]矿床分布特征，资

源潜力大。 

3.2. 找矿方向 

龙潭下矿化集中，区内赋存在寒武系变质岩中的近东西向矿(化)体存在 2 组不同倾向的矿脉，每组均

证实存在工业钨(钼)矿体，经地表槽探和少量深部钻孔揭露，石英脉往深部具尖灭或归并，数量减少，脉

幅变大，WO3、Mo 品位变富的特征，具典型的赣南脉钨矿床“五层楼”成矿特点，按照钨矿床“五层楼

+地下室”成矿模式(许建祥等[6]，2008 年)，其深部隐伏岩体顶部可能存在岩体型(蚀变花岩)钨多金属矿

体，且矿化分布范围与化探异常相吻合，资源潜力巨大(图 4)，其矿床规模一般为大型或特大型。因此，

其深部变质岩与侵入岩体接触带附近是找大矿最有力部位，找矿重点是变质岩与深部隐伏岩体顶界下延

50~200 米范围，矿种为以钨为主，共(伴)生钼、锡、铜、铅锌(银)。 
此外，在变质岩与岩体接触带附近，地表发现破碎带型矿体(如 V7)，矿种以锡、钨、钼、铜、锌(银)

中 1~2 种为主，余为共/伴生。在区内西北部之北东–北北东向断裂带，具规模大，其上盘发育钨、锡异

常，综合区内物、化探异常，以及地质特征，其深部可能存在工业矿体，具有较大的找矿远景，深部隐

伏岩体接触带附近及其断裂带是找矿重点。 
 

 
1、寒武系变质岩；2、钻孔；3、矿化标志带；4、矿(化)体；5、推测隐伏岩体及矿体 

Figure 4. The geological profile, Longtanxia 
图 4. 龙潭下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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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综上所述，本区磁异常主要由断裂及沿断裂裂隙充填的铁磁性矿化体、岩体等引起，反演推断及钻

孔证实异常源埋深较深，成矿空间大。化探异常元素组成复杂，显示了从 W Sn Mo-Cu Pb Zn-Au Ag Sb
高–中、低温热液型组合元素，主要异常元素 W、Sn、Mo、Ag 等各元素浓集分带明显、富集系数较高，

有利于矿床形成；检查发现，在各异常中心，即寒武系变质岩、花岗岩区及其接触带附近均发育有含矿

地质体，形成了以钨为主，共(伴)生锡、钼、铜、锌(银)等多金属矿化，以及石英脉型、破碎带型和蚀变

花岗岩型等多种矿床类型，具有以燕山期岩体侵入为主因，不同类型的矿床在时空上呈“多位一体”矿

床分布特征，资源潜力大。深部隐伏岩体接触带附近及其断裂带是找矿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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