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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罗维钨铋多金属矿床是西大明山地区近

年来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新发现的一个中型矿床，

且 2013 年 12 月研究区内两个钻孔在矿体的下部打

到了隐伏花岗闪长岩岩体，证实了此前认为在西大

明山深部有隐伏岩体的推测，为区内与岩浆活动有

关的热液矿床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本文在充分

搜集、分析研究区已有地质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扎

实地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总结了罗维钨铋多金属

矿床中构造与矿化特征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钨铋多

金属矿床的成因。 

1  地质背景 

罗维钨铋多金属矿床位于广西西大明山复式

背斜东段近倾伏端北翼，在大地构造上位于我国华

南钦杭成矿带的西南端。矿区内出露的地层可分为

基底和盖层两部分。其中，基底由寒武系组成，主

要为一套具有海相复理石建造的含碳泥岩、砂岩，

该套地层下部以泥岩为主夹有少量砂岩，向上泥岩

逐渐减少，砂岩逐渐增多，上部以砂岩为主夹有少

量泥岩。盖层由泥盆系组成，与下伏寒武系呈角度

不整合接触，局部为断层接触，主要为一套碳酸盐

岩建造，其中下泥盆统主要由砂泥岩组成。与成矿

关系密切的地层为寒武系。矿区及周边断裂发育，

根据走向分为近 EW 向、NE 向及 NW 向三组，EW

向形成相对较早、多数为加里东期。其次为 NE 向

组，而 NW 向断层则相对形成较晚。 

钨铋矿体主要受围岩层理控制，由地表向深

部，区内共发现 12 个矿体，其中 3 个矿体出露地 

表，9 个为隐伏矿体。矿体总体呈层状或似层状平

行产出，近东西走向，倾角较小。矿体长度在 170 m

至 360 m 之间变化，厚度一般在 0.70 ~3.90 m，其

中 WO3 品 位 为 0.137%~0.395% 、 Bi 为

0.013%~0.108%、Zn 为 0.62%~2.14%。V-9 号钨铋

矿体是研究区规模最大的矿体，位于 F8 与 F11 断

裂交汇处南侧，埋深大于 400 m，倾向南西，倾角

在 15°±；其它次级矿体呈似层状并与之平行分布

在 V-9 号矿体上部及下部。围岩蚀变较强，主要有

矽卡岩化、黄铁矿化、硅化、绿泥石化，粘土化、

碳酸盐化，局部还发育有绢云母化。 

2  构造与成矿的关系 

2.1  露头尺度上构造与成矿的关系 

2.1.1  地表出露特征 

通过地表实测地质构造剖面，发现研究区内的

次级褶皱构造发育，其枢纽与区域上西大明山复式

背斜的枢纽平行。岩性主要由寒武系小内冲组第二

段（Єx
2）的长石石英砂岩和泥岩组成。剖面上发

育多层钨铋矿化体，矿体产状与地层产状基本一

致，为顺层矿化，并与围岩地层同步褶皱，氧化后

呈黑褐色。 

在矿体与周围地层的过渡地段，发育大量网格

状的裂隙（节理）将围岩切割成大小不一的块体，

裂隙中有明显的矿化蚀变现象，由裂隙向块体中

心，蚀变逐渐减弱，直至消失。这些被裂隙分割的

块体，由于边部蚀变较强，中心蚀变弱或未遭受蚀

变，导致矿体不同部分的物质成分不同，在地表风

化后呈现明显的同心环状结构。这些特征说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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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热液在沿地层顺层矿化过程中，少量热液向矿层

两侧的围岩中运移，其优先进入连通性好的节理中

运移，同时与节理两侧的围岩反应，形成了网格状

的蚀变。 

2.1.2  钻孔岩芯特征 

对钻孔岩芯中的矿石特征研究，确定罗维钨铋

多金属矿床为矽卡岩型的白钨矿矿床，其中层状矽

卡岩型矿体是矿床的主矿体。层状矽卡岩型矿体在

垂向上也是不连续的，每层厚度在 1 m～10 m 之间；

每层可分出若干亚层，在岩性上出现了透辉石矽卡

岩、石榴子石矽卡岩等，表现出中间为石榴子石矽

卡岩、两侧为透辉石矽卡岩的对称带状分布的特点。 

矿石中白钨矿与磁黄铁矿共生，呈平行带状分

布，且表现出正相关关系。在层状矿体之间，发育

一些裂隙（节理）将各层矿体连通，沿着裂隙具有

轻微的蚀变，局部形成脉状矿（化）体。岩芯中不

同矿层之间的裂隙，与地表观察到的网格状裂隙相

对应。 

2.2  显微尺度上构造与成矿的关系 

在显微镜下观察矿石的光薄片，矿石矿物主要

为黄铁矿、磁黄铁矿、白钨矿、黄铜矿，它们呈浸

染状、脉状充填于岩石中。矿化岩石具有明显的选

择性，主要为粉砂—中砂岩，泥岩的矿化较弱。 

2.2.1  浸染状矿化构造特征 

黄铁矿、磁黄铁矿等颗粒沿砂岩层理分布，粒

度一般小于 0.25 mm。黄铁矿呈半自形—自形粒状，

磁黄铁矿呈他形粒状，黄铜矿细小呈它形粒状，粒

度一般小于 0.1 mm，星散分布，偶尔可见黄铜矿沿

黄铁矿边部充填交代，黄铜矿沿磁黄铁矿边部充

填，而磁黄铁矿常沿黄铁矿间、边部充填交代。热

液阶段矿物生成顺序：石英→黄铁矿→磁黄铁矿、

黄铜矿→方解石（白钨矿）。 

矿石矿物主要沿石英间隙充填，有的被石英包

裹。石英多发生重结晶、呈粒状，粒径在 0.05 mm～

0.5 mm 之间变化，接触界线凹凸—平直。说明成矿

热液对砂岩中的矿物改造较强。 

2.2.2  脉状矿化构造特征 

原岩（砂岩）被石英、矿石矿物以及碳酸盐脉 

 

 

 

 

穿插，且脉体与砂岩层理高角度相交，且均已矿化。

脉状矿体中的矿石矿物颗粒较层状矿体中的颗粒

粗大。脉中常见矿石矿物沿石英间充填，而少量碳

酸盐（白钨矿、方解石）又沿矿石矿物间充填。 

脉状矿化与顺层的浸染状矿化特征相似，而且

顺层的浸染状矿化沿层理与脉状矿化相连，岩层中

的石英具有明显的重结晶特征，以上这些特征说

明，脉状矿化与顺层的浸染状矿化应是同期热液活

动形成的，热液在切层的裂隙中形成脉状矿化，在

顺层的砂岩中运移引起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 

3  讨论与结论 

研究区内两个钻孔中见到了隐伏的花岗闪长

岩。在钻孔深部可见原岩（砂岩）被花岗岩脉、石

英脉穿插。通过对矿石中的石英流体包裹体 H-O 同

位素、黄铁矿中铅同位素测试分析，证实成矿热液

主要为岩浆来源，说明研究区内的钨铋多金属矿化

与隐伏岩体具有直接的成因关系，岩体提供了主要

的流体，该矿床是隐伏岩浆岩侵入期后热液作用的

产物。 

通过对罗维钨铋多金属矿床进行详细的地质

剖面测量，发现钨铋矿（化）体顺寒武系小内冲组

砂岩层理分布，矿体主要呈（似）层状产出，局部

呈脉状切层产出；且在矿石的光薄片中同样可以观

察到。因此，笔者认为切层断裂是岩浆热液运移的

通道，属于导矿构造；含矿热液沿断裂运移至寒武

系小内冲组，其中的泥岩由于有效孔隙度低，起到

屏蔽作用，而砂岩层有效孔隙度高，且节理发育，

成矿物质沿多层砂岩层理运移并沉淀富集成矿，在

顺层流动过程中形成了顺层的矿（化）体，裂隙中

形成了脉状的矿（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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