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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调查区位于广西博白县城南西方向 40耀80km的东平镇、

松旺镇、双旺镇、龙潭镇、那卜镇、沙坡镇、大坝镇周围一带，面

积约 400km2；近年来，通过在该区开展水系沉积物测量、土壤

剖面测量和地质测量等工作，大致查明了该区的地质特征，分

析了该区内地层、构造、岩浆活动与成矿的关系，对区内成矿

有利地段进行预测，为地质工作提供了技术指导和科学依据。

2 地质概况

调查区内出露的地层有中上元古界云开群兰坑组（Pt2-3lk）
和射广组（Pt2-3sg）、下志留统连滩组（S1l）、泥盆系（D）、白垩系

西垌组（K2x）、第四系（Q），其中以下志留统连滩组出露最广。

在调查区内的各个地层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变形变质改造。

特别是云开群和志留系地层，云开群地层遭受了强烈的构造

变形变质作用的改造，产生了新的构造面理，置换原生的层

理，使得原来的沉积叠覆关系遭受破坏甚至消失，地层之间的

接触关系多属于构造界面接触而不是正常的沉积接触，形成

了较为混杂无序的构造地层层序。调查区岩浆岩非常发育，主

要为酸性-中酸性侵入岩为主。

3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3.1 元素离散特征

统计各地球化学子区（地层）变化系数。根据统计结果，在

全区范围内，变化系数大于 3 的元素为 Au；大于 1 的元素为

Sn、As、Sb、Cr、Mn、Co、Ni、Cu、Zn、Mo、Cd、W、Pb、Bi；小于 1 的
元素为 Ag、P、Ti、La、V。变化系数大于 3 说明区内 Au元素分

布较不均匀，局部富集成矿的可能性较大，是区内主要的成矿

成晕元素。根据各个子区的统计结果，Au元素组合在泥盆系

莲花山组、志留系连滩组和中上元古界云开群中变化系数均

大于 3，在泥盆系莲花山组中，Au 元素的变化系数为 8；在志

留系连滩组中，Au 元素的变化系数为 3.82；在中上元古界云

开群中，Au元素的变化系数为 9。表明在调查区内上元古界

云开群、志留系连滩组、泥盆系莲花山组的地层中 Au 成矿元

素富集明显。而且目前已发现有金矿点及民间采金、淘金现

象，金矿找矿工作值得关注。

3.2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区内元素异常有如下特点：淤区内元素异常发育较好，具

外、中、内带的元素有 Au、Ag、As、Sb、W、Pb、Zn、Cd、Mo、Cu、
Mn、Sn、Zn、Ni、Ti、V、Bi、Co 等，具外、中带的有 La、P，其中，异

常规模较大的元素有 Au、Pb、As。于调查区内，存在 Zn-Pb-
Ag-Cu-As-Au-Mo-Sb异常带（HS-11）、Pb-Zn-Ag-Cu-Mo 异
常带（HS-14）。这两个异常均分布在调查区北部，前者位于东

桃铅锌矿区西侧的马子嶂地区，后者为东桃铅锌矿区，前者呈

不规则条形串状，后者呈长方形。盂在调查区中西部沿志留系

连滩组与陆川岩体和宁谭岩体接触带上，形成 Sn-Pb-Mo-
Zn-W-Cu-As-Ag-Au-Sb 异常带（HS-18），Sn、Mo 等元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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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呈长条状沿陆川岩体呈南北向展布，异常浓集中心主要发

育在陆川岩体中黄泥业村附近，此处已发现松旺钨钼锡矿。榆
在调查区中东部位于射广嶂的中上元古界云开群射广组中，

形成 As-Cu-Zn-Pb-Ag-Sb 异常带（HS-24），异常呈不规则的

条状呈南北向展布。虞在调查区南西部沿志留系连滩组上，形

成 Au-Sb-As-Mo-Zn异常带（HS-44）以及白石嶂 Au-Sb-As-
Mo-W异常带（HS-46）。该类异常的异常形态主要为不规则的
条带状或串珠状，异常带展布方向大致为北东向，与测区内主

要的断裂走向一致。

元素的相似（关）系数不仅反映它们间的亲疏程度，而且

可以从另一侧面反映地质作用的一些特点，隐含着成因方面

的信息。研究发现测区元素从上到下主要分为（Sn、W、Pb、
Bi）、（Cu、Zn、Mn、Ti、Cr、Co、Ni、V、P）、（Ag、Cd、Mo）、（La）、
（Au、Sb、As）五个组合，分别代表了与酸性岩浆活动有关的高

温热液元素、与基性岩浆活动有关的高温元素、沉积地层中低

温热液成矿元素、稀土元素，以及中低温热液金矿化元素。

淤Sn、W、Pb、Bi 综合异常：这是一组与酸性岩浆活动关

系密切的高温热液元素组合。它们在调查区西部的陆川岩体

背景值与其他层位相比明显偏高。所以在本测区内，该组元素

组合异常的分布能很好地指示出测区内的隐伏岩体。

于Cu、Zn、Mn、Ti、Cr、Co、Ni、V、P 综合异常：这是一组与

基性-超基性岩浆活动关系密切的高温热液元素组合，它们

的高背景及异常主要分布在基性-超基性岩浆侵入区，在调

查区内未发现有基性-超基性岩浆岩体的出露，所有根据该

组元素的高背景及异常的分布特征，指示了测区可能存在隐

伏的、与基性-超基性岩浆热液活动有关的中酸性岩体。

盂Ag、Cd、Mo 综合异常、Au、As、Sb 综合异常：分别代表

了中低温热液型银、钼矿化元素组合、中低温热液金矿化元素

组合。该组元素的异常分布在测区内极为不均匀，尤其在泥盆

系、志留系、云开群地层中，元素组合的变化系数均大于 1.5，
特别是 Au和 Sb在泥盆系中的变化系数均大于 3，说明在该

套地层中局部成矿可能较大。

榆La 异常：为区内稀土元素，元素背景分布特征和变异

系数统计结果均显示，变化系数较小，各个地层间背景值波动

起伏不大，显示了较为独立的分布特点[1]。

3.3 调查区典型矿床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3.3.1 东桃铅锌矿区地球化学特征

矿区位于博白县松旺镇北东直距 5km 处，上元古界云开

群兰坑组地层出露面积 4.0km2，是矿区的含矿层位。目前已发

现 7层铅锌矿化层，矿区目前仍处于开采状态。

矿区有较好的 Pb、Ag元素化探异常，其中 Pb 异常 14个，

异常中心相对集中，丰值 100伊10-6耀900伊10-6。Ag异常 5个，范

围与 Pb 异常基本重叠，异常中心相对集中，丰值 2伊10-6。Pb、
Ag异常与矿体露头分布基本一致，尤其是 Pb异常最为明显，

可作为探矿的直接或间接依据。

3.3.2 松旺钨锡钼矿区地球化学特征

矿区位于博白县松旺镇西直距 2km处，矿区目前共圈定

了 20 个钨锡钼矿体，部分矿体分布在锅盖岭花岗斑岩株的

内、外接触带中，受北东向裂隙控制，部分矿体赋存于近南北

向的蚀变压碎岩带中，少数矿体赋存于混合岩的网脉状石英

细脉中。主要矿体平均品位 W 0.15%耀0.286%，伴生 Mo
0.001%耀0.13%。具绿泥石化、方解石化和硅化蚀变[2]。

据以往在本区开展 1/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在矿区圈出

了综合异常，异常元素有W、Sn、Mo。浓集中心主要分布在矿

区范围内。异常元素最大值 W：360伊10-6、Sn：400伊10-6、Mo：
20伊10-6。经地表探槽揭露，异常浓集中心部位，经钻孔了解，

发现多个钨、锡矿体，其中盂号矿体规模较大。证实该异常由

钨锡矿体引起，在本区利用化探异常找矿，效果显著。

4 找矿预测

矿区的北东向断层的主要岩性为压碎蚀变角砾岩及石英

脉。而在调查区南西部时也发现有明显的金异常，异常形态主

要为不规则的条带状或串珠状。并经槽探工程揭露验证，发现

有金矿化体存在，也证明了该处金异常是矿致异常。

通过开展相关地质工作，地表也发现风化较强的铅锌矿

化体。通过收集东桃铅锌矿区的钻孔及坑道资料，也发现有铅

锌矿体沿走向往外围尚有延伸趋势，且与化探所圈定的铅锌

异常比较吻合[3]。

从东桃矿区范围内施工的一些钻孔中不同部位揭露到流

纹斑岩、石英斑岩、混合岩。矿区内个别钻孔发现铜矿化，以及

在矿区外围的北东侧发现有铜矿（化）体来看，预示有铜矿体

存在。在本区域上的燕山晚期花岗岩体外接触带已发现有钨、

锡、钼、铜矿（化）。根据矿物成矿温度分带特征分析，已发现的

银铅锌矿体分布在中低温成矿分带，其下伏可能形成铜铅锌

中温成矿带和钨锡钼高温成矿带，矿区找矿前景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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