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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太山庙地区锡矿床位于燕山晚期太山庙花岗岩体与中元古界熊耳群安山岩的内外接触带上。矿床受一

定的构造、岩浆岩控制 ,呈不规则细脉及网脉状分布于花岗岩枝伸入安山岩内的构造破碎带中 ,矿脉规模小 ,数

量多 ,有必要进一步工作 ,期待较大型锡矿床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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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元古界熊耳群火山岩中历来受到研究者

的重视 ,曾发现许多种类的矿床[ 1～6 ] ,但始终没

有发现锡矿体。太山庙地区锡矿床是河南省境

内近几年发现的较有规模的锡矿床。近几年 ,

在该区开展以锡矿为主的综合地质普查时 ,发

现两处锡矿点 ,多条锡矿脉 ,对该区锡矿开展地

质研究将有助于区域相似锡矿床的寻找工作。

1 　区域地质背景

太山庙地区锡矿床位于华北地台南缘 ,为

华北地层区豫西分区渑池—确山小区 ,属崤

山—外方山Ⅳ级多金属成矿带。区域地层主要

为中元古界熊耳群火山岩 ,地层总体呈 SW -

N E 向 ,倾向 SE。

区域构造以断裂为主 ,走向 EW 或 NWW ,

较大断裂有马超营断裂、车村—鲁山断裂 ,形成

较早 ,并具多次活动特征 ; 另一组断裂走向

NW ,规模较小。上述两组主要断裂控制着区域

内沉积建造、构造及岩浆演化。

区域内岩浆岩较发育 ,主要为燕山晚期酸

性侵入岩 ,构成太山庙复式花岗岩体。强烈的

岩浆活动为成矿提供了热液及成矿物质 (图 1) 。

2 　矿区地质

2 . 1 　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为中元古界熊耳群鸡蛋坪组

三段和马家河组的火山岩系。马家河组的火山

岩分布于矿区北部 ,与下伏鸡蛋坪组三段呈断

层接触。岩性为灰绿色安山岩、玄武安山岩、杏

仁状玄武安山岩及凝灰岩 ,厚度大于 1 200 m。

鸡蛋坪组三段分布于岩体外围 ,局部在岩体边

部形成残留顶盖。下部岩性为青灰—灰白色斑

状安山岩 ,杏仁状英安流纹岩 ,局部受岩体影

响 ,已蚀变 ,尤以硅化强烈。上部岩性为青灰—

灰紫色厚层状英安岩、英安流纹岩、流纹岩、杏

仁状玄武安山岩 ,流纹质熔结火山角砾岩。锡

矿脉分布该段下部与岩体接触部位。

2 . 2 　矿区构造

矿区内断裂构造发育 ,以 N E 向断裂为主 ,

规模较大 ,往往贯穿整个矿区 ,多倾向 NW ,少

量倾向 SE ,具矿化蚀变现象。区内多数金属矿

床就产于该组断裂中。

2 . 3 　岩浆岩

矿区内为燕山晚期第二次侵入花岗岩 ,构

成太山庙复式花岗岩体的边缘相 ,主要岩性为

二长花岗岩 (表 1) ,呈灰白—肉红色 ,细—粗粒

花岗结构 ,块状构造 ,主要矿物成分为条纹长石

30 %、更长石 30 %、石英 35 % ,黑云母 3 %、绢云

母 1 % ,次要矿物有磁铁矿、磷灰石、独居石、萤

石等。岩体边部有 4 枝花岗岩脉呈 N E 向伸入

安山岩中 ,长 200 ～ 2 700 m ,宽 5 ～ 30 m。在

靠近岩体部位为灰白色二长花岗岩 ,远离岩体

局部渐变为肉红色花岗斑岩 ,斑状结构 ,主要矿

物为钾长石、石英 ,可见钾长石卡氏双晶。锡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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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主要赋存于花岗岩脉两侧的安山岩蚀变带 中。

图 1 　太山庙地区区域地质图

Fig. 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Taishanmiao aera

1 . 第四系 ;2 . 中元古界熊耳群马家河组 ;3 . 中元古界熊耳群鸡蛋坪组三段 ;4 . 中元古界熊耳群鸡蛋坪组二段 ;5 .

燕山晚期第二次侵入花岗岩 ;6 . 燕山晚期第一次侵入花岗岩 ;7 . 王屋山期石英闪长岩 ;8 . 正断层 ;9 . 逆断层 ;10 .

构造破碎带 ;11 . 性质不明断层

表 1 　大西沟锡矿区岩石化学分析结果

Table 1 　Analysis of magmatic rocks in Daxigou Tin deposit

序

号
岩石名称 样品数

分析结果 (WB %)

SiO2 TiO2 Al2 O3 Fe2 O3 FeO MnO CaO Na2 O K2 O MgO

1 细粒花岗岩 1 78 . 77 0 . 14 11 . 19 0 . 30 0 . 70 0 . 032 0 . 39 2 . 42 3 . 85 0 . 23

2 细粒花岗岩 1 75 . 63 0 . 13 12 . 17 0 . 53 0 . 90 0 . 01 0 . 45 3 . 08 5 . 01 0 . 32

3 花岗斑岩 1 77 . 10 0 . 09 11 . 61 1 . 53 1 . 00 0 . 02 0 . 42 3 . 61 4 . 53 0 . 106

4 花岗斑岩 1 75 . 53 0 . 15 11 . 92 2 . 30 1 . 50 0 . 05 0 . 64 3 . 68 4 . 23 0 . 148

　　分析单位 :河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勘查院实验室 ,1999

3 　矿床地质特征

3 . 1 　矿体特征

3 . 1 . 1 　矿 (化)体赋存部位及围岩特征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 ,锡矿 (化) 体主要

分布于花岗岩枝伸入安山岩两侧的蚀变带中及

花岗岩顶界面 300 m 范围以内的内接触带中。

共发现矿体 5 个 ,其中汝阳县大西沟一带 3 个 ,

嵩县竹园沟一带 2 个。

矿体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 ,都集中在花

岗岩体顶界面附近 ,因矿化程度的不均一性 ,在

矿体中常出现顺层状及不规则状夹层或夹石 ,

造成矿体具有明显的分枝复合现象。

矿体顶底板岩石和夹石具不同程度的矿

化 ,锡品位 W ( Sn) 0 . 01 % ～ 0 . 06 % ,矿体与围

岩呈渐变过渡关系 ,一般要用化学分析才能圈

定矿床。

矿体及围岩蚀变带严格受花岗岩体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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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花岗岩枝走向控制 ,其蚀变类型主要有 :云英

岩化、硅化、绿泥石化、黑云母化、萤石化。局部

有锡矿化 ,多以细小的脉体和不规则的团块出

现。

云英岩化 :分布广、强度大 ,为酸性花岗岩

类受高温气水热液交代蚀变所致。主要矿物组

分为石英和白云母 ,分布在矿体两侧 ,与硅化同

时出现。

硅化 :分布范围最广、强度最大 ,主要表现

为脉状蚀变 ,表现为细小的石英脉。随蚀变增

强 ,石英脉变得粗大 ,数量变多 ,在矿脉附近多

呈网脉状。

绿泥石化、黑云母化 :是围岩中角闪石、黑

云母在较弱蚀变条件下出现的蚀变 ,主要表现

为角闪石、黑云母沿解理、裂隙交代原生矿物 ,

部分或完全取代原矿物并形成矿物假象 ,局部

有绿泥石、黑云母呈细脉状出现 ,一般离矿脉较

远。

3 . 1 . 2 　矿 (化) 体形态与产状

就现有资料来看 ,矿 (化) 体呈脉状、透镜状

产出。在空间分布上具随花岗岩体 (枝) 的顶界

面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矿体均出现在蚀变带

中 ,因此 ,各矿化点的产状与相应的蚀变带的劈

理面一致 (图 2) ,其倾向一般为 110 ～ 150°,倾

角 65 ～ 85°。

图 2 　大西沟锡矿地质略图

Fig. 2 　Geological sketch of Daxigou Tin ore f ield

1 . 冲积洪积层 ;2 . 安山岩、英安岩 ;3 . 二长花岗岩 ;4 . 黑云母花岗岩 ;5 . 正断层 ;6 . 构造破碎带 ;7 . 锡矿体及编号 ;

8 . 矿体产状

3 . 1 . 3 　矿 (化)体规模、厚度及品位变化

大西沟一带锡矿体长 200 ～ 500 m ,厚1 . 50

～ 4 . 13 m ,品位 W ( Sn) 0 . 1 % ～ 0 . 37 % ,最高

W(Sn) 0 . 80 % ,以低品位矿石为主。经工程控

制厚度、品位总的变化趋势是 :在倾向上由浅至

深有矿脉变宽、品位增高之趋势 ;在走向上由近

岩体至远岩体 ,矿脉由宽变窄 ,品位由高渐低之

特点。

竹园沟一带锡矿化体长 100 ～ 200 m ,厚

0 . 50 ～ 1 . 42 m , 品位 W ( Sn ) 0 . 01 % ～

0 . 095 %。

3 . 2 　矿石特征

3 . 2 . 1 　矿石的自然类型

按成矿部位及矿物共生组合矿石自然类型

为锡石—石英型。矿石为灰黑色 ,中细粒结构、

碎裂结构、鳞片粒状变晶结构 ,块状及条带状构

造。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为锡石 ,少量黄铁矿 ,

偶见辉钼矿 ,脉石矿物有石英、白云母、萤石、磷

灰石等。锡石大多数呈他形—半自形粒状 ,零

星分散在长英质矿物的裂纹间。

3 . 2 . 2 　锡的赋存状态及主要特征

已知主要锡矿物为锡石 ,锡石颜色多样 ,主

要为深褐色 ,次为浅褐色、黑色等。多数为半透

明状 ,以金刚光泽为主 ,少量玻璃光泽和油脂光

泽。锡石颗粒细小 ,除少数大于 0 . 5 mm 外 ,多

数在 0 . 01 ～ 0 . 5 mm。锡石晶形常为半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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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完整晶体少见 ,少部分为不规则粒状及微晶

集合体。

区内矿石多为氧化矿石 ,疏松易碎 ,重砂淘

洗即可看到锡石。

4 　找矿前景评价

4 . 1 　地球化学特征

据 1 ∶20 万《鲁山幅》①化探报告 :太山庙花

岗岩体与全球酸性岩相比 ,以富集 W、Sn、Mo、

U、Th、Nb、Ni、Zr、Nb、Li、Be 等元素为特征 ,尤

其是 W、Sn、Be、U、Th、Nb、Zr 等元素的平均含

量是该地区其它期次酸性岩体平均含量的 1 . 5

～ 2 . 0 倍以上 ,是全球酸性岩类丰度值的 1 . 31

～ 3 . 73 倍 ,与我国华南富 W、Sn、Mo、Be 等元

素花岗岩体丰度相当 ,也是河南省同类岩体中

含量最高的地质体。

自 1981 年 ,在该区开展的 1 ∶20 万、1 ∶5

万、1 ∶2 . 5 万重砂、水系沉积物测量及地质预

查 ,圈出一重砂、水系沉积物异常。异常面积

大、强度高、元素组合好。重砂矿物组合为锡

石、辉钼矿、铅族等 ,元素组合为 Sn、Mo、W、Be、

Zn 等 ,并在异常区内发现 5 个锡矿 (化) 体。由

于资金限制 ,多个矿体及异常未评价。

4 . 2 　找矿标志
(1)由化探②资料得知 :锡在熊耳群地层中

呈低缓的背景 ,在岩体接触带形成一个明显的

跃变台阶 ,在花岗岩区形成高值分布区 ,异常较

多。反映出锡主要在岩体内部及内外接触带出

现 ,该类区域是今后找锡的工作重点。

(2)岩体外围的花岗岩枝及 N E、N EE 向断

裂构造带 ,为成矿提供了通道。

(3)与锡矿化关系密切的围岩蚀变有云英

岩化、硅化、绿泥石化、黑云母化、萤石化等 ,特

别有萤石矿化的地方 ,常常有锡矿化。
(4)矿床成因属与花岗岩体有关的岩浆期

后气水热液交代型矿床。
(5)该矿床位于太山庙花岗岩体与熊耳群

火山岩的接触带。该带岩浆活动强烈 ,断裂构

造发育 ,既有含矿热液的活动 ,又有导矿、储矿

构造存在 ,与华南大型锡矿床的成矿地质条件

相似 ,且在历次的地质工作中均显示良好的找

矿前景。应该成为进一步工作的重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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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的悉心指导 ,在此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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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s of Tin Deposit
in Taishanmiao Area , Western Henan Province

MA Honḡ yi ; LI Zhan m̄ing ; LIU Yonḡ chun

( X uchang B runch of Henan I nsti tute of Geological S urvey , X uchang 461000 )

Abstract :Ti n dep osit i n Taisha nmiao a rea of He na n Province is loca ted in t he i nside a nd outside con2
t act zone of t he late Ya nsha nia n p e riod (J urassic) gra nit oids a nd t he volca nic roc ks of t he Mesop rot2
e rozoic Xiong’e r group , a nd cont rolled by a ce rtai n st ruct ures a nd magmas . The ore vei ns wit h t he i r2
regula r st ri nge r or st oc kwork shap es a re dist ribute d i n t he tect onoclastic belt , w here t he gra nite ap2
op hyses have i nt rude d i nt o a ndesite . The ore vei ns a re small wit h a great de nsitiy , s howi ng p ote ntial2
i t y w ort hy of t he f urt he r exp loration .

Key words : Taisha nmiao a rea ; tin ore ; geological cha racte ristics ; exp lora tion ; He nna p rovi 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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