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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angpodi tungsten polymetal mining area is located in the joint position of Yushan tectonic belt, NE, 
to Chongyi—Huichang tectonic belt, EW. Magmatic activity is frequent in this area; fold and fault also 
have good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f the stratal, tectonic, magmatic and other data of Huangpodi 
tungsten polymetal mining area shows that the orebody mainly occurs in the sandstone, fine sand-
stone of lower Carboniferous Zishan formation and near the contact zone with the granite. There are 
two orebody types: one is skarn scheelite polymetallic orebody; another is quartz vein wolframite 
orebody. The layered skarn type orebody is the main body of mining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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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婆地钨多金属矿矿区位于北东向于山构造带与东西向崇义—会昌构造带的交汇部位。区内岩浆活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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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而频繁，褶皱、断烈构造较发育。通过对黄婆地钨多金属矿区的地层、构造和岩浆岩等资料的研究发

现，该矿主要存在于石炭系下统梓山组砂岩、细砂岩内及其与花岗岩的接触带附近，矿体类型有矽卡岩

型白钨多金属矿体和石英脉黑钨矿体，其中似层状的矽卡岩型矿体为目前的主采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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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锌矿，地质特征，黄婆地 

 
 

1. 引言 

矿区大地构造位处北东向于山构造带与东西向崇义—会昌构造带的交汇部位[1]。区域内以震旦-寒武

系为主的变质岩系中 W、Sn、Pb、Zn 等成矿元素丰度值较高，岩浆活动强烈而频繁，以燕山早期岩浆侵

入形成的富含 W、Sn、Pb、Zn、Ag 等成矿元素的花岗岩为主，褶皱、断烈构造较发育，构造形迹较复

杂，成矿地质条件有利[2]。 
矿区内出露有石炭系下统梓山组(C1z)和上统黄龙组(C2h)；二叠系下统栖霞组(P1q)、茅口组(P1m)和上

统乐平组(P2l)地层以及沿低洼区分布的第四系松散堆积物。区内构造以断裂为主，褶皱属小坌—黄婆地

南北向背斜的一部分。矿区岩浆岩属大埠花岗岩基的一部分，为燕山早期第二阶段产物( 2 2
5γ
− )，分布于西

北部的黄泥塘一带，展布方向为北东—南西。岩性为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靠近围岩部位则为细

粒花岗岩，但不连续，属岩体的边缘相带。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陆续有地质队伍对该矿区开展了区调、初勘和深部评价等工作，对矿区

的区域地质特征及其与区内矿产的关系有了大致的了解。2002 年赣南队提交了该矿区钨锌多金属储量地

质报告，对该矿区的成矿特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本文在前人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黄婆地钨锌多金

属矿矿区新的勘探成果，总结了其矿床地质特征并以期指导进一步的找矿。 

2. 区域地质 

矿区大地构造位处北东向于山构造带与东西向崇义—会昌构造带的交汇部位(见图 1)。区域内以震旦

-寒武系为主的变质岩系中 W、Sn、Pb、Zn 等成矿元素丰度值较高，岩浆活动强烈而频繁，以燕山早期

岩浆侵入形成的富含 W、Sn、Pb、Zn、Ag 等成矿元素的花岗岩为主，褶皱、断烈构造较发育，构造形

迹较复杂，成矿地质条件有利。 

3. 矿区地质 

赣县黄婆地钨锌多金属矿区地处于都－赣县矿集区东部[3] [4]。区域内矿产丰富，以钨为主，兼有铋、

钼、锡、铜、铅、锌、银等，形成以盘古山为中心的重要的钨锡矿集区[5] [6] [7] [8] [9]。 

3.1. 矿区地层 

矿区内出露有石炭系下统梓山组(C1z)和上统黄龙组(C2h)；二叠系下统栖霞组(P1q)、茅口组(P1m)和上

统乐平组(P2l)地层以及沿低洼区分布的第四系松散堆积物。 
石炭系下统梓山组(C1z)：分布于矿区东部与黄婆地矿区交界处，走向北东、北东，倾向南东，局部

倾向西，倾角一般 30˚~45˚。主要为一套砂岩、细砂岩、含钙砂岩及钙质粉砂岩、砂质板岩等组成。由于

受燕山期花岗岩侵入的影响，地层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热力变质和交代蚀变作用，多形成致密块状的热蚀

变角岩及斑点状角岩；钙质及含钙岩石则发育强度不等的矽卡岩化，进而交代形成白钨(铅锌)矽卡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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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gional geological structure and mineral distribution map 
图 1. 区域地质构造及矿产分布图 
 

体，如 SK7、SK9 等矿体即赋存在此地层(或与花岗岩接触带)中。 
石炭系上统黄龙组(C2h)：分布于宝石坑、石灰山、黄婆地圩及北大沟一带。多呈近南北走向，倾向

东，局部倾向西，倾角 15˚~45˚，变化较大。上部多具浅灰色或灰白色大理岩化灰岩，中下部为质纯的灰

白色大理岩带，厚度大于 300 米，大理岩呈细粒—中粒状结构，块状构造。与下伏梓山组呈整合接触。 
二叠系下统栖霞组(P1q)：上部为深灰色致密灰岩，普遍具大理岩化，见有方解石脉穿插其中，其方

向略与层面一致，该层含有泥质较多，并含硅质结核，多呈串珠状，风化后突起极为明显。仅分布于石

灰山一带，呈北西向构成向斜内核，厚度 20~50 米。顶部为阳起石—透闪石角岩，颜色深灰，主要以针

状或片状之阳起石居多，少部份为白色致密状透闪石。分布于石灰山东，延至宝石山至长杉运尖灭，厚

度 30~50 米。 
二叠系下统茅口组(P1m)：分布于南部的石灰山及东南角一带。上部为黄褐色细粒泥质砂岩，风化深，

质松散；下部为厚层黑色板岩，组织致密，局部见黄铁矿染，中夹一层同生砾岩。东南角一带产状明显，

走向近东西，倾向北，倾角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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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系上统乐平组(P2l)：主要岩性为石英砂岩、长石砂岩、粉砂岩、页岩、炭质页岩夹煤层。 

3.2. 矿区构造 

矿区构造以断裂为主，褶皱属小坌—黄婆地南北向背斜的一部分。矿区所见有中北部的小型背斜和

西部石灰山一带小型向斜。背斜长度 150~400 米不等，轴线向南倾伏消失，褶皱西翼狭窄，岩层倾角 50˚，
东翼稍宽，岩层倾角较缓，为 25˚~35˚，主要由较老的下石炭统地层组成。石灰山向斜及南部褶皱倾没区，

由上石炭统及下二叠统地层组成，倾伏区地层走向近东西，倾向南，倾角 30˚左右。 
矿区断裂主要有 F1、F2 和 F3 三条，并可分为成矿前和成矿后二类，前者是矿液运移和交代沉淀的

良好通道及场所，后者则对矿床起一定的破坏作用，它们的特征如下： 
F1：分布于北起北大沟，南延至杉树坳，总长达 1600 米，走向北西，倾向 65˚~75˚，倾角 60˚~75˚。

处于石炭系下统梓山组与上统黄龙组灰岩接触部位，为一巨大压扭性断层，致使东盘(上盘梓山组地层)
覆于西盘大理岩之上，形成厚度数米至数十米的角砾岩带，控制了 SK22、SK23 号含矿矽卡岩的分布，

属成矿前断裂。该断裂成矿后继续活动，致使含矿矽卡岩体受到破碎，并于下盘形成成矿后的破碎带，

而且引起了地表水的大量渗入，使含矿矽卡岩地表氧化，局部地段氧化深度达 150 余米。 
F2：分布于长杉运至宝石山一带，长约 800 米，走向北东，倾向 135˚，倾角 75˚。该断裂在图幅内多

为地表风化物掩盖，在钻孔 CK13、6、9、10 中可见 30 米至百多米的破碎带，东北端出露明显。断裂属

压扭性质，属成矿后断裂。 
F3：位于矿区东南角，为一条北东向硅化破碎带，南端延至图外，总体倾向东，倾角 70˚左右，与

F2 相交，可能与 F2 为同一断裂的两条分支。断裂以硅化为主，带中见多条小挤压破碎带，破碎带总宽十

余米。 
此外，区内层间破碎较为强烈，沿石炭系地层不同岩性界面常可见层间破碎，如梓山组地层与上覆

灰岩接触界面处、梓山组地层中的砂岩与板岩界面处。这种层间破碎多为成矿前构造，是矿区内层状矿

体交代场所和重要容矿构造，SK7、8、9、12 号等矿体均赋存在这些部位。 

3.3. 矿区岩浆岩 

矿区岩浆岩属大埠花岗岩基的一部分[10]，为燕山早期第二阶段产物( 2 2
5γ
− )，分布于西北部的黄泥塘

一带，展布方向为北东—南西。岩性为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靠近围岩部位则为细粒花岗岩，但

不连续，属岩体的边缘相带。化学成分属 SiO2、Al2O3 过饱和岩石，为扎式二类三科过碱性类岩石。与区

内成矿关系密切。 

4. 矿体地质 

黄婆地钨矿区矿体按矿体的工业类型可分为矽卡岩白钨矿体和石英脉黑钨矿体两大类。 

4.1. 矿体特征 

4.1.1. 矽卡岩型白钨多金属矿体特征 
矽卡岩白钨矿床主要分布在矿区西部及中南部，呈“V”字型，矿体主要赋存在下石炭统梓山组含

钙砂岩、含钙粉砂岩及上石炭统大理岩化灰岩及其早期形成的断裂带中，呈层状、似层状，条带状及

不规则状产出，受地层层间破碎、层位控制，以及早期形成的断裂带及岩浆侵入等因素控制明显[11]，
其中： 

似层状矿体或矿化体，产于石炭系钙质砂岩(含钙砂岩)层，或大理岩化石灰岩层中及层间破碎带中，

包括 SK1、7、8、9、11、12、15、16 等 8 条，其中工业矿体有 SK1(原采损)及 SK7、8、9、12 等 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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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状一般倾向南东，倾角 15˚~35˚，含钨品位 0.150%~0.850%。似层状矽卡岩矿体为矿区主要矿体及现

矿山开采的主要对象，占矿区 2/3 以上资源储量。  
条带状矿体或矿化体，产于成矿前断裂带，其围岩为石炭系变质砂岩与大理岩，现已查明的含矿矽

卡岩体有 SK2、3、4、5、6、10、22、23 等 8 条，产状倾向北东，倾角 60˚~80˚ (见图 2)。其中工业矿体 
 

 
Figure 2. No. 4 Exploration line section map 
图 2. 4 号勘探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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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SK2、3、4、5 和 SK22、23 共 6 条，钨品位介于 0.120%~0.554%，SK2~SK6 矿体规模较小，资源储

量不大；SK22、23 矿体规模较大，有一定的资源储量，但氧化深度大，较难以利用。 
不规则状接触型矿体或矿化体，产于花岗岩与围岩接触带部位，呈小团块状或顶帽状等不规则状，

产状形态极不规则，有平缓者亦有陡倾者，大致查明的含矿矽卡岩体有 SK21、24、25、26、27 等 5 条，

经地表槽探及浅部平硐工程揭露，矿(化)体均已氧化，钨平均品位介于 0.100%~0.150%之间，品位分布不

均匀，工业意义不大。 
矽卡岩白钨矿矿体特征如表 1。 

4.1.2. 石英脉黑钨矿体特征 
石英脉黑钨矿体主要分布在矿区中北部及东部的花岗岩内、外接触带附近，受断裂裂隙构造及岩浆

侵入作用控制明显，本次揭露控制的 8 条矿(化)体的多为隐伏半隐伏状，其中 8 条(即 V1、V2、V3、V4、
V5、V6、V7 及 V101)具工业块段。按其产状可分为北东-北东向、北西向及近东西向矿(化)脉，其中主

要以北东-北东向及近东西走向矿脉为主，倾角一般较陡。其特征见表 2。 

4.2. 矿石质量和类型 

4.2.1. 矿石物质组成 
(一) 矿物成分及其特征 
(1) 矽卡岩白钨矿石矿物成分及其特征 
矽卡岩属于钙矽卡岩，各矿体中的矿物成分及其含量大同小异，其主要的金属矿物为白钨矿，含量

较少的伴生金属矿物有黄铜矿、黄铁矿、辉钼矿、辉铋矿、磁黄铁矿、闪锌矿、黑钨矿等；主要的非金

属矿物为钙铁辉石和石榴子石，占绝大多数；次要非金属矿物有石英、符山石、硅灰石、透闪石、透辉

石、方解石、萤石、绿廉石、阳起石、长石、绢云母、绿泥石等。 
根据野外观察和室内岩矿鉴定，依矿物交代和穿插关系，初步确定矿物生成的先后顺序是： 

 
Table 1. Scale, occurrence, thickness and grade characteristics of skarn scheelite orebodies 
表 1. 矽卡岩白钨矿体规模、产状、及厚度与品位特征一览表 

矿体编号 

控制 
规模(m) 

形态 
产状(˚) WO3 

WO3 

品位(%) 
品位变化 
系数(%) 厚度(m) 厚度变化 

系数(%) 走向 
延长 

倾向 
延长 倾向 倾角 金属量(t) 占总量 

% 

SK1 160 80 似层状 140° 35° 4085(Zn)  7.68(Zn)  6.97  

SK2 280 142 条带状 15° 71° 117 0.6 0.248 79.4 2.61 28.9 

SK3 280 127 条带状 10° 68° 35 0.2 0.235 57.6 1.27 47.5 

SK4 280 100 条带状 10° 68° 58 0.3 0.15 84.4 1.68 34 

SK5 280 90 条带状 15° 68° 211 1.2 0.183 57 4.8 42.6 

SK7 180 330 似层状 150° 30° 531 2.9 0.175 74 6.94 5.6 

SK8 700 350 似层状 135° 30° 3133 17.4 0.301 91.6 3.66 105.3 

SK9 800 500 似层状 135° 30° 6902 38.3 0.316 81.5 4.92 63.3 

SK12 550 260 似层状 135° 35° 743 4.1 0.238 98.1 3 102.2 

SK22 580 168 条带状 75° 55° 1492 8.3 0.414 80.7 15 81 

SK23 280 296 条带状 85° 56° 4806 26.7 0.301 56.4 26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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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Quartz vein wolframite orebody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表 2. 石英脉黑钨矿(化)体基本特征一览表 

矿体 
编号 

矿体规模 
矿体品位(%) 产状(˚) 

控制长(m) 矿体厚度(m) 

走向长 倾向延深 最大 最小 平均 变化系数 最高 最低 平均 变化系数 倾向 倾角 

V1 70-91 50 0.40 0.08 0.25 39.9 3.33 0.02 1.61 86.9 90~145 60~80 

V2 90 50 0.40 0.25 0.36 15.6 2.4 0.016 1.07 108.3 278~290 78~80 

V3 60~92 70 0.40 0.11 0.24 37.4 4.06 0.012 1.71 135.5 334~353 80~85 

V4 74~140 70 0.90 0.17 0.35 53.7 3.66 0.01 1.2 112.7 170~190 68~85 

V5 89 50 0.30 0.06 0.2 42.2 4.19 0.044 2.42 62.1 35~355 78~85 

V6 60~103 30 0.50 0.05 0.22 65.3 2.58 0.168 0.91 99.1 97~168 65~78 

V7 55~65 40 0.15 0.07 0.12 29.9 2.84 0.128 1.37 94.9 138 64 

V101 75~125 60 1.00 0.06 0.30 200.2 0.520 0.320 0.406 69.7 160~210 68~85 

 

钙铁辉石→石榴石→符山石→硅灰石→磁铁矿→透闪石→阳起石→绿帘石→钠长石→白钨矿→方解

石→石英→辉钼矿→萤石→云母→滑石→磁黄铁矿→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绿泥石。 
原矿光谱分析结果显示其主要化学成分有 Si、Fe、Mn、Ca、Al，其次有 Na、Mg、K、Ga，少量 W、

Cu、Zn、Pb、Mo、Bi、Be、Sn、Ni、Ba、Cr、Ti 及 S 等二十一种元素。多元素化学分析结果显示，矿

区以 W、Mo、Cu、Bi、Zn 为主，Fe 主要因绿泥石等矿物中的铁。伴生有益组分分析结果显示，钨矿石

伴生有用元素主要为钼、铋、铜，锌仅在个别矿体(SK1)中含量较高。 
(2) 石英脉黑钨矿石矿物成分及其特征 
石英脉黑钨矿石矿物成分较简单，金属矿物以黑钨矿为主，其次有辉钼矿、辉铋矿、黄铜矿、黄铁

矿，以及少量绿柱石等。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占脉石总量 98%以上)，次有云母、绿泥石、萤石及少量

长石、电气石等。矿石主要有用元素为 WO3，其次为钼、铜，少量铋及锌。从矿体走向上，钨矿化呈跳

跃式分段富集的特点，工业矿段长一般 20~60 米不等；倾向上，钨含量上部较下部富，往深部变贫。伴

生钼、铜、铋大致与钨呈正相关关系，即钨品位高的区段，钼、铜、铋含量也相对较高，反之亦然，其

中钼的相关性较明显。 
(二)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有交代结构、乳滴状结构、填间结构、包含相嵌结构和网状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有自形至半自形晶板柱状、鳞片状、针状或放射状构造、块状构造、角砾构造、条带

状构造、细脉状构造、(细粒)浸染状构造、似层状构造，氧化矿石具松散蜂窝状、孔洞状构造。 

4.2.2. 矿石类型 
矿区主要是矽卡岩白钨矿多金属矿石具不同程度的氧化，主要由石英、褐铁矿、硬锰矿、赤铁矿、

粘土矿物和少量石榴子石、白云母、钨华、铋华及钼华，以及微量白钨矿、黑钨矿、辉铋矿及其他氧化

矿物组成，分布于原生矽卡岩矿石的上部，氧化深度各处不同，一般为 3~30 米不等。一般来说，矿石在

近地表有不同程度的氧化，往深部逐渐过渡为原生矿。氧化带包括全氧化矿石、半氧化矿石和弱氧化矿

石；原生带一般为原生矿石，有时也含只有微弱氧化的部份矿石。因此，根据矿石氧化类型，本矿床矿

石主要分为原生矿石和氧化矿石，其中原生矿石类型又可划分为原生矽卡岩白钨矿硫化物多金属矿石和

石英黑钨矿石。按矿石结构构造特征可划分为块状矿石、角砾状矿石、蜂窝土状矿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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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自然类型分为矽卡岩-白钨矿-硫化物型，石英-黑钨矿-硫化物型两类。 
矿石工业类型可分为白钨(钼铜锌)矿多金属矿石、黑钨(钼)矿矿石两类。 

4.3. 围岩蚀变特征 

矽卡岩白钨多金属矿体主要赋存在含钙砂岩、含钙粉砂岩及大理岩化灰岩中；石英脉黑钨矿体赋存

在花岗岩与变质岩的内、外接触带附近。根据野外观察，矿体的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高岭土化、云英

岩化、角岩化、钾长石化和碳酸盐化，其中近矿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和云英岩化。此外，在大理岩靠近

花岗岩接触部位常出现滑石化、绿泥石化、蛇纹石化等蚀变作用，但蚀变强度均较弱。 
蚀变围岩的矿染，据初步观察在各类蚀变围岩中局部存在，如 SK9 顶底板硅化砂岩中，其 WO3 最高

品位可达 0.15%，矿染宽度 0.5~1 米左右，但不连续。在硅化灰岩，滑石化大理岩，绿泥石化大理岩中，

局部亦有白钨矿分布，但分布不均匀，品位一般都低于 0.15%。此外在矽卡岩的围岩(主要是砂岩中)，尚

可见及黄铜矿及黄铁矿染现象，矿染宽度数十厘米至数米。 

4.4. 矿床成因类型及找矿方向 

4.4.1. 矿床成因 
本区白钨矿床产于外接触带具有含钙层位的石炭系中，距花岗岩体较近(约 500 米)，顺层热液交代强

烈，广泛发育钙铁辉石、石榴石、硅灰石和透闪石等矽卡岩矿物及钨与钼、铜、锌等硫化金属矿物，故

本矿床应属接触交代—热液矽卡岩型矿床，有益组分源于花岗岩浆期后热液带入，进而交代充填形成矿

床。黑钨矿床属岩浆期后含矿热液(W、Sn、Cu、Pb、Zn、Ag 等)充填交代形成。矿床的形成和分布与岩

浆活动、构造及围岩等成矿条件有关。根据矿床成因、矿体形态产状、矿石结构构造、矿石物质组份及

围岩蚀变特征，本矿床工业类型分为矽卡岩白钨多金属矿矿床和石英脉黑钨矿矿床二类。 

4.4.2. 找矿方向 
(1) 矿区南西外围南大沟、西大沟一带与矿区相似的成矿条件，是寻找新的矽卡岩矿体较为有利的地

区。 
(2) 倾伏背斜、向斜翼部的层间裂隙及岩层内裂隙已有大量矽卡岩体出现，应充分注意。据分析，在

背斜轴部及南部背斜倾伏端石炭系地层中，有可能存在隐伏的鞍状矿体，应注意寻找。 
(3) 注意寻找隐蔽于 F1、F2 下盘的矽卡岩矿体。 
(4) 花岗岩和碳酸盐岩石的接触部位也是形成矽卡岩体的有利部位。 
(5) 在矿区北部变质岩与花岗岩接触带附近的之青山窝至墓本苗及东部的东坑一线是寻找石英脉黑

钨矿床的有利区段。 

5. 结论 

黄婆地钨锌多金属矿区大地构造位处北东向于山构造带与东西向崇义—会昌构造带的交汇部位。区

域内以震旦-寒武系为主的变质岩系中 W、Sn、Pb、Zn 等成矿元素丰度值较高，岩浆活动强烈而频繁。

结合对黄婆地钨锌多金属矿区的地层、构造和岩浆岩的研究，矿区矿体类型有矽卡岩白钨矿体和石英脉

黑钨矿体两种，前者主要赋存于下石炭统梓山组含钙砂岩、含钙粉砂岩及上石炭统大理岩化灰岩及其早

期形成的断裂带中，呈层状、似层状，条带状及不规则状产出，其中似层状矿体为目前的主采矿体；后

者主要分布在矿区中北部及东部的花岗岩内、外接触带附近，受断裂裂隙构造及岩浆侵入作用控制明显。

区内成矿地质条件有利，形成以钨为主的伴生钼、铋、铜的综合性中型矿床，因此，本矿床的综合开发

利用，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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