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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南岭地区地质工作程度较高，但近２０年来地质找矿与科研工作投入不足，导致南岭地区一些优势

矿产储量消耗过快，影响到矿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南岭地区芙蓉锡矿等一批新矿产地和八仙脑式破碎带蚀

变岩型钨矿等一批新矿床类型的发现，充分说明，只要认真开展成矿预测研究，配合地质找矿实践，在南岭地区取

得找矿突破的可能性并不亚于西部地区。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加强对南岭地区成矿规律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加强

矿床成矿系列、成矿体系、成矿物质来源及其超常规富集成矿机制、大型超大型矿床与矿集区、常规优势矿产与非

优势矿产之间相关关系等方面的创新性研究与探索，为危机矿山“探边摸底”和新矿产地的发现提供理论指导和科

学依据。

关键词：南岭；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新进展

　　南岭成矿带是国家“十一五”确定重点部署矿产

勘查的１６个重点金属成矿区带中的５个重中之重

之一（图１）。该成矿带是我国 Ｗ、Ｓｂ、Ｓｎ、Ｂｉ、Ｐｂ、

Ｚｎ、Ｔａ、Ｕ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传统基地，也是世界上

独具特色的与大陆花岗岩有关成矿作用最为强烈的

地区之一（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１９８９；华

仁民，２００５；朱金初等，２００６），成矿条件好、找矿潜力

大、矿业基础强、工作程度高、地勘队伍多、投资回报

快，是取得有影响重大成果的最有利的成矿远景区

之一，也是国内采矿、冶金及相关产业最发达的区域

之一。但是，该地区存在的科学疑难问题多、找矿难

度也大、环保要求高、隐伏矿为主、物化遥异常干扰

显著，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对南岭区域性成矿规律的

整体研究和赣南、湘南和桂北等典型矿集区的示范

性研究，促进地质找矿取得新突破。

１　南岭地区矿产资源形势及相关问题

浅析

１．１　区域性资源优势明显但消耗也快

南岭地区的钨锡锑是我国的优势矿产，经过多

年开发，加之近２０年来地质找矿工作投入滞后，已

呈现出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局面，包括西华山在内

的世界上著名的一些钨锡矿山已经面临资源危机乃

至于“硐老山空”或行将闭坑的不利局面。

在全国尺度上，南岭是滨西太平洋多金属成矿

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有色稀有金属矿产最

集中的产区，尤以钨、锡、锑、铅、锌、铋、铀等最为丰

富。矿床具有规模大、分布广、聚集成带、共伴生组

分多、矿床类型复杂多样等特点。我国一些重要的

大型—超大型钨、锡多金属矿床即位于该地区，如大

厂锡矿、柿竹园钨锡多金属矿、骑田岭钨锡矿、大吉

山钨矿、西华山钨矿、凡口铅锌矿等。到目前为止，

全区保有钨矿储量占全国的８３％，锡占全国的

６３％，铅占全国的３０％，锌占全国的２２％。南岭地

区是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已形成湘南、赣

南、桂西、粤北四大采、选、冶矿业集中区，共有大中

型矿山企业数百家、冶炼加工企业数十个，是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有色、稀有金属和稀土资源

宝库。

以钨为例，我国是钨资源大国也是钨产量和消



图１　“十一五”期间全国重点勘查区分布及南岭矿产分布概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ｊｏｒ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１
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ＹＰＣ）ａｎｄ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

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ｊｏｒ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Ｎａｎｌｉｎｇ

费量最多的国家，２００４年钨精矿产量达８５３７８吨、

钨品出口量突破３万吨（祝修盛，２００５）。但是，由于

经济高速发展，对钨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导致钨精矿

市场供不应求、价格飙升；另一方面，我国钨资源消

耗过快，加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钨矿科研与找矿

工作近乎停顿，使钨矿保有储量锐减，导致我国钨储

量由１９９４年占世界钨储量的４４．３％急剧下降到

２００１年的３５．５％。这直接威胁到我国钨这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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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种的战略地位（其他矿种也类似）。据江西地勘局

最新统计，我国现有保有钨矿储量约２８０万吨，赣南

黑钨矿保有资源／储量约２５万吨，目前我国开发钨

矿的９０％来自于黑钨矿，按生产１吨钨精矿需要

１．５吨可采储量计算，我国钨矿资源可保证２０余年，

但赣南黑钨矿资源仅可保证８年左右，到“十二五”

时需求量将难以保证，黑钨矿资源形势十分紧张。

因此，必须通过深入研究，解决关键性的地质问题，

产学研结合，努力推动南岭地区钨锡铅锌等各类矿

产资源找矿的区域性大突破，才能保证南岭的资源

优势。

１．２　工作程度较高，但现实问题不少

南岭是我国地质工作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已

完成全区１∶１００万、１∶５０万、１∶２０万等多种比例

尺地质、矿产、航磁、重力、水系沉积物、重砂等面积

性调查及遥感解译等工作，重点地区已完成１∶５万

地质矿产调查，局部地区开展过１∶１万～１∶５万

磁法、重砂、次生晕测量。自“六五”以来，相关省区

已进行过两轮１∶５０万成矿远景区划和某些单矿种

（稀有、Ｗ、Ｓｎ、Ｐｂ、Ｚｎ）远景预测工作，大部分重点区

块已经完成１∶１０万地质矿产预测研究，圈定了众

多的各种级别远景区。因此，可以说区内已经积累

了海量的地质勘查资料和数据，为今后的地质找矿

工作奠定了极好的基础地质矿产资料和各类数据基

础。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原地矿、冶金、有

色、核工业及武警黄金部队等地质勘查单位对南岭

数百处矿产地开展了包括普查、详查、勘探在内的勘

查工作，已探明大中型矿床２６０余处，重要钨、锡、

铅、锌矿床如湖南水口山铅锌多金属矿田、黄沙坪铅

锌多金属矿、宝山铜铅锌多金属矿、后江桥铁锰铅锌

矿、清水塘铅锌多金属矿田、柿竹园钨锡钼铋多金属

矿、野鸡尾锡多金属矿、红旗岭锡多金属矿、界牌岭

锡多金属矿、香花岭锡多金属矿、大义山砂锡矿，广

西大厂锡铅锌多金属矿、栗木钨锡铌钽矿、钟山珊瑚

砂锡矿、水岩坝砂锡矿、新路砂锡矿、漂塘钨锡矿、茅

坪锡矿，广东凡口铅锌多金属矿、大宝山铜铅锌多金

属矿，广西老厂铅锌多金属矿，江西大吉山钨矿、西

华山钨矿等，特别是赣南钨矿、湘南的柿竹园钨锡钼

铋矿、粤北的凡口铅锌矿、广西大厂的锡多金属等特

大型矿更是享誉海内外。但是，近２０年来，随着西

部大开发政策的出台，我国在地质找矿方面将西部

作为重点，东部地区投入相对不足。南岭相关省区

的地勘队伍有不少也曾移师西部，到新疆、西藏等地

去承担地质大调查项目。科研工作也是如此，如国

家在新疆连续２０多年设立“３０５”项目，９７３项目在

新疆和西藏冈底斯等地均设立有独立的专门项目。

“十一五”期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仍然以西部作

为重点，而南岭仅仅作为一个“点缀”。项目少、投入

少、地勘队伍得不到壮大而矿业发达对于矿产资源

的需要越来越大，二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反差。

１．３　科研成果丰富，但面临新难题

１９８５年在南京召开的国际花岗岩与钨矿会议、

１９８７年在广西召开的国际锡矿会议，都代表着我国

在钨锡成矿理论研究方面曾经达到世界前沿水平。

这些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指导着地质找矿工作。尽管

南岭具有成矿强度大，矿业基础好（历史悠久、采选

冶及矿种配套）、地质工作程度高（技术力量强、资料

多、线索多）、投入产出比高等地域性优势，但南岭地

区带有世界性影响的科学问题也多，地质找矿面临

一系列技术难点，对成矿理论和勘查技术的研究提

出了新要求。综合起来，南岭地质矿产方面的重大

科学问题、难题可概括为：

（１）南岭在中国、全球的构造地位及其对于矿

产资源形成与分布的制约作用如何？

（２）南岭优势矿产资源如钨锡等，其成矿物质

来源于何处？壳幔作用对成矿有无控制作用？

（３）南岭钨锡矿的成矿强度为什么世界最高？

类似于广西大厂１００号矿体的特富矿体如何形成

（王登红等，２００２）？会不会是纳米成矿？

（４）南岭的各类矿产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及

其在三维空间中是如何分布的？南岭地区以武夷－

云开为中心的区域性成矿作用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

了鲜明的成矿分带（图２），造成这种区域性分带的

原因是什么？如何指导找矿？

（５）如何重塑大规模成矿作用发生、发展的历

史并示踪其在时空四维域中的演化轨迹？

（６）如何通过建立南岭的大陆成矿体系，进而

从全位和缺位的角度指导找矿？

（７）南岭地区一些特殊性成矿作用的成矿机制

与成矿条件如何？

（８）不同类型矿床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如

何互为找矿标志？

（９）深部找矿已迫在眉睫，如何创新深部找矿

与勘探的理论（如七层楼钨矿模式的建立）与技术？

１．４　近年来地质找矿和科研工作的新进展

近年来南岭地区钨锡多金属找矿取得了众多新

进展，不但显示该地区仍具有巨大的资源潜力，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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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南岭成矿年龄谱系概图（据陈毓川等１９８９，补充了新的测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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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为该区的进一步勘

查树立了信心。

１．４．１　发现了一批新的矿产地

自１９９９年起，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始在南岭地区

重新部署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现已新发

现了一批大型或有望达到大型规模的矿床。如在赣

南和湘南地区新发现了牛岭（ＷＭｏ）、牛形坝（Ａｕ

ＡｇＣｕＰｂＺｎ）、八仙脑（ＷＳｎＣｕＰｂＺｎＡｇ）、芙蓉

（ＳｎＷ）等大中型钨锡多金属矿床。赣南的淘锡坑

（ＷＭｏ）经过重新评价，可达到大型规模，新增钨

（锡）资源量近１０万吨，远景在２０～３０万吨。在诸

广山—万洋山、香花岭等地也新发现了一批重要的

锡多金属矿床，类型包括云英岩型、矽卡岩型、破碎

带热液型等，其中晒禾岭、荷树下、龙潭—牛角冲锡

矿显示有大型—超大型锡资源前景。南岭东段武夷

山新发现峰岩、南屏后沟等大型块状硫化物型铅锌

矿床。

淘锡坑钨矿发现于１９３６年，１９８２年之前做过

相应的地质工作，提交的储量显示该矿区为一小型

矿山。该矿山现在属于崇义章源钨制品有限公司，

受其委托，自２００２年起，赣南地质大队在本区开展

地质找矿工作，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新增（１２２ｂ＋

３３３＋３３４１）资源／储量已达大型以上，使其跃升为与

大吉山、盘古山等大型矿山齐名的重要矿床，并且预

期该矿床及外围远景资源超过２０万吨，进一步勘查

正在进行中。

八仙脑钨矿位于江西崇义县，属破碎带蚀变岩

型钨锡多金属矿床，是赣南地质大队在地质大调查

项目执行过程中发现并不断扩大的。该钨矿分为南

北两区，北区为破碎蚀变岩型，南区为石英细脉带

型。探明（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４）资源量钨＋锡近大型规

模并伴生铅锌和银，进一步勘查正在进行中。

大余县牛岭钨锡矿区?位于南岭钨锡多金属成

矿带西华山—杨眉寺钨锡多金属矿集区的东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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垅—墨烟山复式背斜的南部，燕山期红桃岭半隐伏

状花岗岩株的南西端，属赣南崇余—（上）犹多金属

成矿区的一部分。矿区钨锡矿化，主要为石英单脉

型，石英脉以脉组的形式成带产出，脉组呈近等距分

布，已控７个脉组，以Ⅰ号脉组工程控制程度最高。

已控矿化面积约１．８５ｋｍ２，探明（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４）资

源量钨＋锡接近大型规模。目前尚处于普查阶段，

仍有新脉组发现的可能。

坑尾窝矿区又称为南坑山矿区，与于都上坪钨

矿相隔一条沟，从空间上可以说是上坪钨矿的外围，

是由赣南队以及地质大调查项目共同出资进行的地

质普查找矿发现的新矿点。东邻铁山垅、南接盘古

山、西边为上坪钨矿。矿区位于于都—赣县矿集区

东部，盘古山—铁山垅矿田北西侧，北北东向盘古

山—铁山垅构造—岩浆成矿带与东西向上坪—铁山

垅构造—岩浆成矿带交汇部位的西侧，与盘古山、黄

沙两个大型钨矿床呈等边三角形排列，并同处于标

高相当的隐伏岩突的顶部，具有黄沙式变花岗岩

型—内接触带大脉型—外接触带细脉带—外接触带

大脉型钨矿的找矿潜力。

铜坑嶂矿区位于石城－寻乌 ＮＮＥ向深大断

裂、上杭－会昌ＮＷ向断裂构造带交汇复合部位西

南侧，产于会昌环状构造内、密坑山破火山口与菖莆

火山洼地中间的铜坑嶂隐爆角砾岩群区。通过地质

工作已圈定了数条Ｃｕ、Ｍｏ、Ｓｎ脉状矿体。带内目

前已控制锡矿体７条，总宽度约３０ｍ，延长大于

２００ｍ，平均品位０．６１２％左右；已控制铜矿体７条，

总宽度约３５ｍ，延长１００～４００ｍ 不等，平均品位

０．５２６％。控制钼矿体８个，矿体品位：Ｍｏ最高

０．６８％、平均０．０６０％～０．２８８％，矿床平均品位

０．１２３％。矿化往深部趋强，有向深部寻找斑岩型矿

体的前景。

１．４．２　发现了新的矿床类型

发现一个新的矿床类型往往比发现单个矿产地

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它代表了一批矿床。比如，在

赣南西部崇余犹地区的八仙脑等地，不但发现了“传

统型”石英脉型的黑钨矿矿床，而且还发现了破碎带

热液充填－交代蚀变岩型的黑钨矿矿体。这就意味

着，黑钨矿既可以出现在张性裂隙中，也可以出现在

张扭性的构造破碎带。此时尽管张性程度不够，不

容易形成大脉，但只要成矿物质来源丰富、成矿条件

具备，同样可以成矿。而这一点，以往并未受到重

视。或者说，肯定“漏掉”了不少破碎带蚀变岩型的

钨矿。

１．４．３　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新进展

近年来，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中国

地质调查局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南京地质矿产研

究所、南京大学、中南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单位

通过地质大调查项目、危机矿山项目等途径，与地勘

单位和矿山企业联合攻关，取得了不少新进展。南

岭地区钨锡多金属找矿取得的新突破，也为通过科

技攻关，解决勘查工作中的关键性理论和技术问题，

获得新的更大找矿突破，树立了信心。比如，湖南地

勘局的湘南地调院突破在接触带找矿的单一思路，

在骑田岭岩体南部找到了赋存在岩体内部的破碎带

热液型锡矿———芙蓉锡矿，目前控制规模已达大型

以上，从而带动了南岭地区锡多金属找矿工作。以

此为借鉴，广东地勘局也在粤北发现了类似的锡矿

床———与大东山岩体有关的乳源天门峰锡矿和连县

潭岭锡矿。江西地勘局所属的赣南地质大队，努力

创新，将钨矿“五层楼”模式发展为“五层楼＋地下

室”，从而有效地指导了崇余犹等地的找矿工作，使

淘锡坑钨矿的规模从小型扩大到大型，并且新发现

或扩大了八仙脑、柯树岭、仙鹅塘等钨矿床。

２　南岭地区未来找矿的新方向

２．１　钨等传统优势矿产资源潜力巨大

对于南岭地区的钨锡钼铋锑等矿产资源总量，

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报道。近年来，陈郑辉

（２００６）采用不同方法，对南岭东段赣南地区８个１

∶２０万区调图幅范围内钨的资源量进行了对比研

究（表１），获得钨的资源总量为６８３．４１３２２万吨，其

中包括已经探明的资源量１９１．６２１２万吨，预测资源

量为４９０．５３２５万吨。这一结果表明，仅仅赣南地区

就存在有巨大的找矿潜力。

２．２　金等贵金属矿产资源值得注意

南岭地区出露大片花岗岩，但长期以来一直认

为不具备胶东花岗岩地区形成大规模金矿集区的条

件。事实上，南岭也具有寻找贵金属（银金）矿床的

前景，赣南的留龙金矿已经被开发并获得了经济效

益，控制规模已达中型以上；在淘锡坑钨矿外围、于

都晚古生代断陷带等处也显示有金银矿线索。据宜

昌所统计，南岭地区已有１００多处贵金属矿产地，南

岭周边地区中型以上的金、银矿至少４６处（表２）。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位于交通方便的三水盆地、距离

广州市仅仅５０ｋｍ的长坑大型金矿和富湾大型银矿

的成功勘探，充分说明，在我国东南部丘陵山区乃至

于盆地区仍然可以找到大型超大型贵金属矿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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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赣南地区钨资源量预测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犃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狋犺犲犠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狀狋犺犲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犑犻犪狀犵狓犻狉犲犵犻狅狀

序号 单元类型 方法 资源总量（万吨） 预测资源量（万吨） 比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网格化单元提取的预测单元

汇水盆地提取的预测单元

丰度估计 ７５９．０２９９ ５６７．４０８７ ７４．７５

面金属量 ７１３．９４０８ ５２２．３１９６ ７３．１６

数量化理论Ｉ ６４９．９９３４ ４５８．３７２２ ７０．５２

丰度估计 ３５５９．１８ ３３６４．４ ９４．５

面金属量 ６２３．３０３ ４２８．５３３ ６８．．７８

数量化理论Ｉ ６７０．７９９ ４７６．０２９ ７０．９６

平均值 扣除４的结果 ６８３．４１３２ ４９０．５３２５ ７１．７８

　注：利用丰度估计法计算汇水盆地单元的资源量结果偏大，主要是因为有些矿点落在面积比较小的汇水盆地中，造成所在单元计算的富集系

数偏大，以至于求得的资源量过大而偏离实际情况。

而，地质找矿不一定非要上青藏高原和戈壁沙漠（王

登红等，２００６）。

２．３　优势资源找矿潜力大，非优势资源的研究与找

矿也不容忽视

　　南岭的钨锡闻名天下，近年来的找矿实践证明，

铜、铅、锌、铀等的资源远景也非常可观。比如，凡口

铅锌矿矿山地质人员长期以来一致注重深部及周边

的找矿，不断取得新发现，以至于其储量并没有因为

规模开采而减少；赣南银坑等一批大—中型铅锌矿

床的勘查发现，是南岭地区近年来铅锌找矿的新突

破。南岭地区的铜也有远景，例如，武夷山成矿带的

南东缘，就具备有形成紫金山式大型浅成热液型和

斑岩型铜矿的条件。即使是湖南的芙蓉锡矿区，骑

田岭岩体中铜矿化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可否达到

工业要求、与奥林匹克坝或其他典型矿床有没有可

比性等问题，则需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其成矿条件

（王登红等，２００３）。因此，很有必要通过科学研究来

评估南岭地区铜铅锌铀的资源潜力，提出一批铜铅

锌铀找矿远景区，以推动该区铜铅锌铀资源勘查工

作取得进展。

３　结论与建议

南岭地区成矿条件独特，我国绝大部分钨、锡、

铋、锑及重稀土金属矿产资源主要分布于此，并在世

界上举足轻重，也是国内外研究燕山期大陆成矿体

系最典型的地区之一，孕育了包括钨矿“五层楼”模

式和“成矿系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批原创性成矿

理论。近２０年来，南岭的上述地位没有改变，并有

新进展，充分证明南岭地区不但拥有丰富的资源，而

且仍然是解决当前国内钨锡钼铋等矿产资源紧张问

题的首选地区。

３．１　加强成矿规律的研究

近年来南岭地区钨锡多金属找矿之所以取得一

系列的突破，也得益于思路和理论的创新。例如，对

湘南地区锡矿富集规律的新认识，导致了芙蓉锡矿

的勘查突破；对闽中裂谷带控矿要素的新认知，导致

了峰岩、南屏后沟等大型块状硫化物型铅锌矿床的

发现；对赣南钨锡多金属成矿分带的重新厘定，使八

仙脑矿区的钨锡和铅锌银均有望达到大型规模等

等。

相对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在使用地表物化探

和遥感资料时往往受到矿山开采、地表植被覆盖和

地下水等种种因素的干扰而不如新疆、内蒙古、青藏

高原那么“好使”。这就对成矿规律的研究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广东凡口、湖南桂阳宝山等许多矿山不断

新增储量的实例也说明这一点。湖南宝山大型多金

属矿床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期间共施工４０多个钻孔，

进尺１５６７１ｍ，但收获不大，新增铜、铅锌储量均属小

型。１９７３年起，二三八地质队成立了综合研究组，

开展坪宝地区成矿规律研究，提出了宝山矿床“倒转

背斜＋Ｆ０逆掩断层＋花岗闪长斑岩”三位一体控矿

的新见解，并推断宝岭背斜西段是铜、钼矿体赋存的

有利场所。随之找矿取得重大突破，不但使铜达到

中型，铅锌达到大型，还发现了中型钨矿、中型钼矿、

中型铋矿，伴生的金达到中型，银达到大型，从而使

这个沉沦了１００多年的著名矿床又一次成为不可多

得的“宝山”（中国矿床发现史·湖南卷，１９９６）。

３．２　加强传统矿集区研究，注意最不起眼找矿线索

和不同矿床互为找矿标志的研究与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钨锡矿床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

年代开展强度较大的地质找矿工作，限于当时的交

通条件和勘查手段，在一些偏僻地区仍有遗漏地表

矿脉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对不同类型

矿床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总结成矿规律，有

助于开拓思路，推动找矿突破。比如，铀矿、有色、地

矿等地勘单位以往各有“根据地”，铀矿区一般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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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南岭及邻区部分中型以上金、银矿床简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犼狅狉犵狅犾犱犪狀犱狊犻犾狏犲狉犱犲狆狅狊犻狋狊犻狀犖犪狀犾犻狀犵犪狀犱犪犱犼犪犮犲狀狋犪狉犲犪

序号 省区 矿区名称 规模 成因类型 工作程度

１ 广东省 高要县富湾金矿 大型 Ⅲ１ 详查

２ 广东省 高要县长坑金矿 大型 Ⅲ１ 勘探

３ 广东省 高要县河台金矿 大型 Ⅱ５ 勘探

４ 广东省 梅县嵩溪银锑矿区宝山区段 大型 Ⅱ１ 勘查

５ 广东省 曲江县大宝山多金属矿 大型 Ⅱ３ 勘查

６ 广西自治区 凤山县金牙金矿 大型 Ⅲ１ 普查

７ 广西自治区 隆安县凤凰山银矿 大型 Ⅱ５ 勘探

８ 海南省 乐东县抱伦金矿 大型 Ⅱ５ 普查

９ 湖北省 兴山县白果园银钒矿 大型 Ⅲ１ 勘查

１０ 湖北省 阳新县鸡笼山金银矿 大型 Ⅱ３ 勘查

１１ 湖南省 洪江市大坪金矿 大型 Ⅲ１ 普查

１２ 湖南省 桃源县沃溪金锑钨矿 大型 Ⅱ５ 详查

１３ 湖南省 沅陵县沈家垭金矿 大型 Ⅲ１ 普查

１４ 湖南省 常宁县康家湾铅锌金银多金属矿 大型（伴生金） Ⅱ（伴生） 勘探

１５ 广东省 潮安县厚婆坳银铅锌锡矿中区 中型 Ⅱ５ 勘查

１６ 广东省 封开县七星顶金矿 中型 Ⅱ５ 普查

１７ 广东省 高明市迭平银矿 中型 Ⅲ２ 预查

１８ 广东省 廉江市庞西洞矿区Ⅰ－３银矿床 中型 Ⅱ５ 勘查

１９ 广东省 清远县新洲金矿 中型 Ⅱ５ 勘查

２０ 湖南省 仙人岩金矿 中型 Ⅳ２ 普查

２１ 广东省 信宜市东坑金矿 中型 Ⅱ５ 普查

２２ 广东省 英德市大沟谷金矿 中型 Ⅱ５ 普查

２３ 广东省 云浮市高枨银铅锌矿 中型 Ⅱ５ 普查

２４ 广西自治区 博白县金山金银矿 中型 Ⅱ５ 详查

２５ 广西自治区 博白县中苏金银矿 中型 Ⅱ５ 详查

２６ 广西自治区 贵港市龙头山金矿 中型 Ⅱ１ 详查

２７ 广西自治区 横县南乡金矿３８－４５线矿段 中型 Ⅲ１ 勘探

２８ 广西自治区 田林县高龙金矿鸡公岩矿段 中型 Ⅲ１ 勘探

２９ 海南省 东方市不磨金矿 中型 Ⅱ５ 普查

３０ 海南省 东方市二甲红甫门岭矿段金矿 中型 Ⅱ４ 详查

３１ 湖北省 大冶县鸡冠嘴铜金矿 中型 Ⅱ３ 勘查

３２ 湖北省 嘉鱼县蛇屋山金矿 中型 Ⅳ２ 勘查

３３ 湖北省 阳新县封山洞银金矿 中型 Ⅱ３ 勘查

３４ 湖北省 阳新县银山银金矿 中型 Ⅱ３ 勘查

３５ 湖南省 郴县南风坳矿区银矿 中型 Ⅱ５ 详查

３６ 湖南省 桂阳县大坊银金铅锌多金属矿 中型 Ⅲ２ 详细普查

３７ 湖南省 浏阳县七宝山小七宝山银矿 中型 Ⅱ５ 勘探

３８ 湖南省 平江县黄金洞金矿金塘矿区 中型 Ⅱ５ 详细勘探

３９ 湖南省 平江县万古金矿 中型 Ⅱ５ 详细勘探

４０ 湖南省 黔阳县铲子坪金矿 中型 Ⅱ５ 普查

４１ 湖南省 桃江县西冲锑金矿 中型 Ⅱ５ 勘探

４２ 湖南省 新化县青京寨金矿 中型 Ⅱ４ 普查

４３ 湖南省 新邵县龙山金锑矿 中型 Ⅱ４ 勘探

４４ 湖南省 溆浦县江溪垅金锑矿 中型 Ⅱ５ 详查

４５ 湖南省 沅陵县杜家坪金矿 中型 Ⅲ１ 预查

４６ 江西省 兴国县留龙金矿 中型 Ⅱ５ 详查

注：陈毓川等（２００１）金矿分类方案：Ⅰ—产于花岗岩—绿岩建造中的金矿床（绿岩带型金矿床）；Ⅱ—与岩浆岩有关的金矿床：Ⅱ１—与火山岩

有关的金矿床（火山岩型金矿床），Ⅱ２—斑岩型金矿床，Ⅱ３—侵入岩体内和接触带型金矿床，Ⅱ４—远接触带型金矿床，Ⅱ５—岩体内外变形

带热液金矿床（构造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床）；Ⅲ—产于沉积建造中的金矿床：Ⅲ１—细碎屑—碳酸盐岩中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床，Ⅲ２—变质

碎屑岩中脉型金矿床；Ⅳ—与表生作用有关的金矿床：Ⅳ１—砂金矿床，Ⅳ２—红土型金矿床，Ⅳ３—铁帽型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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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开展钨矿的找矿工作，钨矿区又往往以“石英脉

型”为主搞单打一，因此，需要对铀矿区的 Ａｕ、Ｗ、

Ｓｎ、Ｐｂ、Ｚｎ等的异常信息加以研究，对钨矿区深部

岩体的含矿性进行综合评价。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

在评价湖南黄沙坪、宝山铅锌矿时参照了瑶岗仙的

经验，取得了在铅锌矿区找到钨数万吨的突破。近

年来在赣南远离花岗岩基的地区（如银坑）也发现了

一系列的铅锌矿（点），其深部是否存在钨矿，就值得

加强研究。另外，随着找矿、采矿、选矿和冶金技术

的进步，以往圈定物化探异常和矿体边界的“参数”

可能偏高，以至于漏掉矿体和异常。福建紫金山铜

金矿通过改进工艺，使金的入选品位降低到１ｇ／ｔ以

下，而以往边界工业品位３ｇ／ｔ显然已不合时宜。钨

等矿种实际上也需要研究制订新的边界品位。物探

的低、缓、小、散异常和化探的“负异常”也是需要重

新认识。

３．３　加强探边摸底和攻深找盲技术的研究

探边摸底是工作程度较高地区找矿的主导思

路，加强攻深找盲技术的研究已是当务之急。国家

设立危机矿山资源潜力接替项目，为许多老矿山增

加资源储量创造了条件，并发现了许多盲矿体。如，

广西大厂在黑水沟、大树脚等地发现了位于９２号矿

体深部的新的层状交代矿体。与胶东和小秦岭地区

存在金矿“第二找矿深度”类似，南岭地区也可能存

在千米以下的成矿空间，尤其是在一些被花岗岩包

围的山间盆地分布区，其深部很可能隐伏有各种各

样的岩浆岩体，如赣南的银坑－轿子坑一带，地表铅

锌银等矿化线索很多、民采点及老窿星罗棋布，深部

有隐伏岩脉揭露，具有寻找大型隐伏层状、似层状多

金属矿体的可能性。湘南宝山－黄沙坪一带也类

似。考虑到已知矿体和各种工程设施等因素的干

扰，目前迫切需要通过成矿规律的研究，建立成矿模

式和综合找矿模型，综合运用物化探技术手段配合

钻探和坑探工作，以便于快速有效地圈定靶区和发

现矿体。

近年来，在矿床成矿系列、大规模成矿作用和大

型矿集区、大陆成矿体系、地幔柱与成矿、超大型矿

床及成矿物质超常规富集成矿机制、常规优势矿产

与非优势矿产之间相关关系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果，

为南岭地区危机矿山探边摸底和新矿产地的发现提

供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

注　释

? 江西省赣南地质调查大队．２００４．江西省大余县牛岭矿区钨锡矿

普查阶段性工作报告．

参　考　文　献

陈毓川，李兆鼐，母瑞身，沈保丰，等．２００１．中国金矿床及成矿规

律．北京：地质出版社．

陈毓川，裴荣富，张宏良，等．１９８９．华南与燕山期花岗岩类有关的

稀有、有色金属矿床成矿作用．北京：地质出版社．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１９８９．南岭花岗岩地质及其成因和

成矿作用．北京：地质出版社．

华仁民，陈培荣，张文兰，林锦富，姚军明，张展适，顾晟彦，刘晓

东，戚华文．２００５．南岭与中生代花岗岩类有关的成矿作用及

其大地构造背景．地质学报，７９（５），６０１．

王登红，陈毓川，李华芹，陈正宏，余金杰，路远发，李寄．湖南

芙蓉锡矿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意义．地质通报，２００３，

２２（１）：５０～５６．

王登红，陈毓川，李杰维，魏琳，李晓焰，李纯杰．２００６，广东三水

盆地西缘横江铅锌矿的成矿时代及新生代找铜前景．矿床地

质，２５（１）：１０～１６．

朱金初，张佩华，谢才富，张辉，杨策．２００６．南岭西段花山—姑婆

山Ａ型花岗质杂岩带：岩石学、地球化学和岩石成因．地质学

报，８０（４），５２９～５４２．

祝修盛．２００５．２００５年钨矿产开发及矿产品供需形势分析与对策．

中国钨业，２０（３）：６～１０．

中国矿床发现史编委会．中国矿床发现史·湖南卷．北京：地质出

版社，１９９６．

９８８第７期　　　　　　　　　　　　　王登红等：南岭地区矿产资源形势分析和找矿方向研究



犃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狅狀犕犻狀犲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犻狀犖犪狀犾犻狀犵犚犲犵犻狅狀犪狀犱

犛狌犵犵犲狊狋犻狅狀犳狅狉犉狌狉狋犺犲狉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

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
１），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２

），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ｈｕｉ１
），ＬＩＵＳｈａｎｂａｏ３

），ＸＵＪｉａｎｘｉａｎｇ
４）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ｊｉｎｇ
５），ＺＥＮＧＺｈａｉｌｉｎ４

），ＣＨＥＮＦｕｗｅｎ６
），ＬＩＨｕａｑｉｎ

６），ＧＵＯＣｈｕｎｌｉ１
）

１）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犕犻狀犲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犆犃犌犛，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２）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

３）犌狉犪犱狌犪狋犲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犆犃犌犛，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４）犌犪狀狀犪狀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犘犪狉狋狔，犌犪狀狕犺狅狌，３４１０００；５）犌犪狀犱狅狀犵犫犲犻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犘犪狉狋狔，犛犺犪狀犵狉犪狅，３３４０００；６）犢犻犮犺犪狀犵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犕犻狀犲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４４３００３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Ｅｖｅｎｌｏｔｓ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ｔａｋｅｎｏｕ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ｎｅｗ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ｅｓｓａｎｄｌｅｓｓｍｏｎｅｙｈａｓｂｅ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Ｎａｎｌ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ｗｏｄｅｃａｄ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ｑｕｉｃｋ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ｅｗ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ｏｆｓｏｍｅＷＳ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Ｎａｎｌｉｎｇ，ｓｕｃｈａｓ

ｔｈｅＦｕｒｏｎｇｔｉ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Ｈｕｎ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ｘｉａｎｎａｏ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Ｊｉａｎｇｘｉ，ｍｏｒｅａｎｄ

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ｐａｉｄｔｏｔｈ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ａｔｍｅａ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ｖｅ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ｓｓｔｉｌｌｔｈｅｍｏｓｔ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ｆｏ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Ｎａｎｌｉｎｇｉｓａｌｓｏａｎｉｄｅ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ｆ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ｉｇｈｔｂ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ｏｆｉｎｄｎｅｗ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Ｓｏ，ｉｔ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ｕｒｇｅｎｔｌｙｎｅｅｄｅｄｆｏｒ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ｉｎａｎｅｗａｒｅａ

ｏｒｆｏｒａｅｘｉｓｔｅｄ ｍｉｎ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ｙ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ｓｏｍ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ＷａｎｄＳｎａｎｄ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ｔｈｅｉｒｕｎｕｓｕａｌ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Ｎａｎｌｉｎｇ；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ｎｅｗ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０９８ 地　质　学　报 ２００７年



１９８第７期　　　　　　　　　　　　　王登红等：南岭地区矿产资源形势分析和找矿方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