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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厂矿田亢马锡多金属矿

勘探历史及存在问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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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矿床从发现到开发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矿山找矿勘探作为矿山的基础工作一直延续至矿山的
枯竭、闭坑．通过对矿山勘探历史的持续研究，发现存在问题和漏洞，对危机矿山找矿的突破性进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
广西大厂矿田亢马矿的勘探历史的研究，总结近年来亢马矿找矿成果，发现亢马矿勘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今后亢马矿

深边部探矿提供新的找矿思路，准确定位成矿中心和成矿花岗岩体，改变亢马矿的资源危机的现状．
关键词：大厂亢马矿；危机矿山；勘探历史；找矿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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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厂锡矿田是我国主要的锡生产地，是世界著名的锡多金属生产基地，锡多金属的生产和加工已

成为了南丹县乃至广西区的支柱产业．但是经过了将近７０年的规模开发，保有的锡资源储量已不能满足
日益增长的生产需要．特别是亢马锡矿山，日产原矿从千吨下降到不足百吨，且出矿品位低，致使矿山连年
亏损，难以为继．为了突破亢马矿山储量瓶颈，实现矿山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回顾了矿山勘探与开发历史，
研究了勘探与采掘资料，从探采对比入手，通过坑道地质填图，提出了新的找矿方向．

大厂锡矿田位于江南古陆西南缘的南丹－断裂带的中部，矿田以龙箱盖岩体为中心主要分为３个成
矿带［１－４］，西矿带是大厂锡矿带矿山最集中的成矿带，已形成铜坑、巴里、龙头山等多个大型矿山．西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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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较早，地质工作程度较高，近些年来深部找矿成果较好，相继发现的黑水沟－大树脚锌铜矿，为整个大
厂锡矿田的深边部找矿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４－７］．中矿带主要位于龙箱盖隐伏岩体附近，形成的矿山有
拉么、茶山等锌铜矿，近年来在茶山矿山又发现了钨锑矿脉［７－１１］．东矿带主要有大躈楼、灰乐、亢马锡矿
等，虽然本矿带发现较早，但由于矿山规模均不大，地质工作程度不高，关注度不够，至今并未取得找矿突

破［１０－１３］．根据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分析，东矿带找矿潜力较大．特别是亢马矿山，地处东矿带南部，呈现出大
量接触变质－交代及隐伏花岗岩体的信息，与云南蒙自白牛厂矿床相似，昭示了良好的找矿前景［１４－１８］，是

危机找矿项目的重点区域．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亢马矿山实施了危机矿山找矿工作，主要施工了３个探索性钻
孔（总进尺１６００ｍ），但找矿效果不尽如人意，找矿突破方向不明．在此背景下，我们从亢马矿发现、勘探
与开发历史追索出发，试图厘清前人的找矿思维演变过程，从探采对比入手，通过坑道地质填图，提出了新

的找矿方向．

１　矿床发现
亢马锡多金属矿古代就被发现，采矿最早可上溯至宋朝末年，现仍遗有古采场地貌和采矿巷道，以亢

马－鹿洞采掘最盛．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６５年，少数村民趁农闲时，手工开挖亢马矿区表部原生矿和砂锡矿．１９５１
年广西区工业厅丹池工程处栗显球，对亢马锡矿点进行过调查，首次发现锡矿化，并提交了调查报告．１９５６
年秋２１５地质队灰乐分队以高洋为首的“三八”女子地质组进驻矿区，填制１１０００地质草图０．８ｋｍ２，在中
心地带采样发现了一定厚度的具工业品位的矿脉，认为值得开展进一步的普查工作．

２　普查阶段
１９５７年，２１５地质队组建亢马小队，按２００ｍ×６０ｍ施工了浅钻，于１９５７年底控制矿体长４００ｍ，最深

１２０ｍ．由于地表样品风化后含量偏低，当时计算锡金属储量仅２０５０ｔ，初步认为细脉带具有南段密集，向
北有变疏变贫趋势及上部细脉多而密集的结论．１９５９年，２１５地质队完成了１

!

１０００００区域地质测量
２０００ｋｍ２，１

!

１００００地质测量５６ｋｍ２，奠定了大厂矿田地质工作的基础．
１９６０年，２１５地质队对亢马矿点进行沿脉追索勘探，完成１

!

２０００地质草测２ｋｍ２，施工了１３个钻孔
向北追索，提交了工作简报．由于工作质量差，矿床规模未查清．与此同时，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间，广西冶金
专科学校物探队对大厂矿田开展了１

!

５００００地磁测量，面积１１００ｋｍ２．在长坡已知矿体上，圈定了规整
的低缓磁异常和拉龙坡（即大福楼矿区）、铁板哨、瓦窑山、鱼泉洞等磁异常区．
１９７６年，２１５勘探队组建了普查分队，在矿区西端清理和开挖５条主干槽，对细脉带全面揭露，对百余

条民窿详细调查编录，开展热释汞剖面测量和人工重砂测量，对重点地段施工了穿脉坑道，发现矿床氧化

带北段矿体局部富集．１９７７年，大厂矿田大比例尺成矿预测报告，将亢马锡矿区圈定为Ⅲ级成矿预测区．
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２１５地质队、桂林冶金地质学院与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合作，开展了大厂矿田

１
!

２０００００重力测量７００ｋｍ２，地质部西南物探公司重力队开展了１
!

５００００重力测量９００ｋｍ２．该重力
成果经张小路等人研究，反演出了笼箱盖隐伏岩体顶面形态，对大厂矿田的地质找矿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桂林冶金地质学院通过处理 ７００ｋｍ２的 １

!

２０００００重力测量资料、１０００ｋｍ２的
１
!

５００００重力测量资料、５００ｋｍ２的１
!

５００００航磁资料和１５０ｋｍ２的１
!

５００００地磁资料，定量推断
了大厂矿田隐伏花岗岩顶面埋深及起伏形态，建立了大厂矿田及长坡、大福楼、亢马等已知矿床的物理地

质模型，预测了１０个找矿靶区．

３　详查阶段
１９８５年，２１５地质队与大厂矿务局合作开拓３９０ｍ标高的平巷，辅以８０ｍ间距穿脉，系统揭露矿体．

１９８３～１９８９年，累计投入３７８．４８万元费，完成１
!

２０００地质测量１２．５ｋｍ２，钻探２５０９１ｍ，坑探１８３９ｍ
和槽探２３７８ｍ３等．在３．３ｋｍ２范围内，探明了７条细脉带型锡锌硫化物矿体，矿体主要赋存于中泥盆统
含钙泥页岩中，受断裂构造控制．其中１号矿体长３４０ｍ，延深５２０ｍ，厚１０．８７ｍ，平均含锡０．４８％，含锌
１．８６％．矿石具有锡石－石英－毒砂、磁黄铁矿－铁闪锌矿－黄铜矿和硫盐 －方铅矿 －方解石３种类型，
且呈细脉－网脉状、块状、浸染状条带－梳状、晶洞和角砾状构造．主要金属矿物有锡石、铁闪锌矿、磁黄铁
矿、毒砂和黄铁矿，次为脆硫锑铅矿、黄铜矿、硫锑铅矿、方铅矿、白铁矿、黝锡矿、银黝锡矿和自然铋等，脉

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方解石，次为电气石和白云石等．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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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勘查与开发阶段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广西南丹县五一矿委托河池市地质勘察，提交了《广西南丹县亢马锡锌矿区五一矿矿

产资源储量核实地质报告》，经专家评审，＋２００～－１００ｍ标高，１～７号及细脉带小矿体合计保有资源储
量（１２２ｂ＋３３３＋２Ｓ２２）矿石量３４７．４０８８×１０４ｔ（锡品位０．５６％和锌品位２．２６％），锡和锌金属量分别为
１．９３９２×１０４，７．８４８５×１０４ｔ，其中（１２２ｂ）类矿石量２０５．２９４４×１０４ｔ（锡品位０．５７％，锌品位２．１７％），锡
和锌金属量分别为１．１７３１×１０４，４．４５８５×１０４ｔ；（３３３）类矿石量１１２．４４９１×１０４ｔ（锡品位０．６０％，锌品
位２．３１％），锡和锌金属量分别为６７５９ｔ和２．６０３７×１０４ｔ；（２Ｓ２２）矿石量２９．６６４５×１０４ｔ（锡品位０．１１％，
锌品位２．６５％），锡和锌金属量分别为３２９，７８６３ｔ．

５　深边部探矿阶段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７日～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南国矿业在７～１６线先后施工了１１个钻孔，孔深在５５４．０５～

８６４．１５ｍ之间，控制最低标高－４９０ｍ，总进尺９０１５．２８ｍ，试图控制现已发现细脉带锡锌矿体的深延（表
１），从钻孔见矿统计情况分析可得，除在浅部发现细脉带矿体外，深部矿化极差，未能揭露可采工业矿体．
我们在重新编录时，发现部分钻孔已揭露到接触变质 －交代现象，如 ＺＫ９０２孔，于９线上斜孔向东钻进，
６７８ｍ至终孔８１５ｍ处全部为强烈接触变质成的中粗粒条带状大理岩；ＺＫ９０１孔在２５６～２９２ｍ为大理岩，
５９３～６５５ｍ为矽卡岩；ＺＫ７０１孔４８３～５２２ｍ为矽卡岩，５２２～５８７ｍ为角岩夹大理，施工的１１个钻孔中，
矿区北部钻探岩芯蚀变较弱，而南部较强，且以９线中部蚀变最为强烈，向外蚀变减弱．坑道地质填图显
示：上部矽卡岩化弱，西部亦弱，９－１０线中部矽卡岩化最强，可见网脉状和沿层向东缓倾的石榴子石透辉
石矽卡岩，推测热液活动中心在９线附近，热液运移方向（花岗岩浆侵入方向）自东南深部至西北浅部．

表１　南丹亢马矿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钻孔见矿情况统计

钻孔

编号

开孔

年月

钻孔倾

角／（°）
终孔孔

深／ｍ
终孔标

高／ｍ
蚀变与见矿情况

ＺＫ９０１ ２００８－０６ ８０ ６７７．３５ －２９１
细脉带锌矿 １６８，１８５，２１０，２３３，２５３ｍ（１．０９％ ～８．０１％）；３１４ｍ锡矿（３．
１８％）；３８３，４０１ｍ锌矿（１．７８％～１．０９％）；２５６～２９２ｍ大理岩；５４４～６７７ｍ
角岩；５９３～６５５ｍ矽卡岩

ＺＫ１００１ ２００８－１２ ８０ ６４９．７５ －２４３
上部多层细脉带锌矿（１．１％ ～３．２％）；４７８～４８４，４９１～５０１锌矿（２％ ～
１２％）；２６４～２８９，３９３，４３８ｍ锑矿（０．４７％～７．６６％）

ＺＫ１１０１ ２００９－０９ ８０ ６０３．５ －２４８
２０８～２３４ｍ３层锌矿（１．１８％～２．７５％）；２６５，２７３ｍ２层 Ｚｎ矿（１．９８％～４．
３３％）；４１１，４３０，４４５ｍ３层铜矿（１．４３％～０．４％）；５１７，５３４～５５３，５５８ｍ３层
Ｚｎ矿（１．２３％～１．１４％）

ＺＫ１２０１ ２００９－１１ ８０ ５９６．４６ －１９８
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３．４６～２８３．９６，３１０．５６～３２８．６１ｍ为锌矿（０．９％～４．７３％）；３２７
～３２８ｍ含锡１％

ＺＫ１４０２ ２０１０－０７ ８０ ５５４．０５ －１２５
３７４～３７６，３８０．０～３８０．６，３９３～３９４，４０１～４０２，４１４～４１５ｍ锌矿（０．９６％～４．
４６％）；４０３．１５～４０３．６５，４０４．３５～４０４．８５，４１７～４１８ｍ为锡锌矿（含锡 ０．
３２％～２．１３％）；４２３～４２４ｍ锡矿（锡１．７８％）

ＺＫ１５０２ ２０１１－０１ ８０ ５９０．１８ －１６２
４１６～４１７ｍ为锌矿（锌２．７５％）；４３３～４３４，４３６～４３８，４４３～４５６ｍ，锡锌矿
（锡０．４３％～０．６６％，锌１．９８％～３．７６％）

ＺＫ１６０１ ２０１１－０６ ８０ ５５０．７４ －１１９
４６３～４６４ｍ见Ｚｎ矿（锌１．６８％）；４６８～４７０ｍ锡矿（锡０．５８％）；５０３～５０５ｍ
锌矿（锌５％）

ＺＫ１００２ ２０１１－０９ ８０ ７２４．９５ －３３２ ２８２～３９７ｍ出现多层薄层锌矿脉，含锌１％～７％
ＺＫ１１０２ ２０１２－０６ ９０ ８６４．１５ －４９０ ２３０，３５２ｍ见Ｚｎ矿，３．２１％，１．１５％，薄层，不连续

ＺＫ７０１ ２０１２－１２ ９０ ５８７．０５ －１０３
３７１ｍ见１层锌矿（锌１．０２％）；４８３～５２２ｍ为矽卡岩，３５４～４８３ｍ为角岩夹
大理岩；５２２～５８７ｍ为角岩夹大理岩

ＺＫ９０２ ２０１３－０１ ９０ ８１４．９３ －３２５
２６８．５８～２７９．５３，２９２．８３～２９３．１８ｍ为矽卡岩，含铜（０．６４％ ～１．５％）；４６１
～５０６ｍ为矽卡岩；６７５～８０３ｍ为条带状大理岩，其中８０３～８１４ｍ见矽卡岩

ＺＫ１０－１ ２０１４－０３ ８０ ９９８．８ －５６８
４８９ｍ铜锌矿（Ｚｎ３．４５％，Ｃｕ０．８３％，Ａｇ１３９ｇ／ｔ）；４９７ｍ锌矿（Ｚｎ５．０１％）；６３１
～８０２ｍ大理岩化生物碎屑灰岩；８０２～８２３ｍ矽卡岩；８９３，９５７，９８２ｍ见３个
花岗岩脉，８９３ｍ含钨１％

ＺＫ１２－１ ２０１４－０２ ８０ ６６５ －２５１ ３８３，４１４，４２３，４３４ｍ见４层薄锌脉，品位１．７％～６．４％；５７８ｍ见一层铜矿，０．６９％

ＺＫ８－１ ２０１４－０２ ８０ ７００．５ －３１９
１２６，１４０ｍ薄锡脉（０．３８％～１．００％）；２９９．５～３１８．０ｍ矽卡岩；３９０，３９３，４０１
ｍ锌矿（１％）；４８４～５２７ｍ为矽卡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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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期 刘继顺，等：广西大厂矿田亢马锡多金属矿勘探历史及存在问题

　　２０１３年２月，广西２１５地质队有限公司，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提交了《南丹县大厂锡铜铅锌
铟多金属矿自治区级整装勘查区五一锡矿亢马矿区深部探矿设计书》，拟开展坑道地质编录１０００ｍ，钻
探２３５０ｍ（ＺＫ１０－１，ＺＫ１２－１和ＺＫ８－１共３个钻孔）、物探综合测井２３５０ｍ，化探原生晕测量２３５０ｍ，
试图于已知细脉带矿体倾向上控制其深延，并探索锌铜型层状矽卡岩矿体，预期探获（３３３）矿石量４７×
１０４ｔ，金属量锡０．３２×１０４ｔ，锌１．８８×１０４ｔ．实际钻探进尺１６６３．８ｍ，控制最低标高－５６８ｍ．钻探结果，除
浅部见矿外，深部未见可采矿体．ＺＫ１０－１孔（孔深９９８．９８ｍ）所采的３１个样品中，锡含量极低（仅３个样
０．１％～０．１８％），铅锑铜银均低于边界品位，锌 ＞１％的样品只有３个，且不连续，达不到可采要求．但是
ＺＫ１０－１钻孔，于８１５．３～８２６．３ｍ孔深处揭露矽卡岩，于８９３．５～８７４．０ｍ孔深处揭露到了３条花岗岩细
脉，并见一条有条含ＷＯ３１．０３％的钨细脉，这对于未来深部找矿具有重大指示意义．

６　找矿模式讨论
亢马锡矿与西矿带铜坑－长坡矿床，具有相似的成矿过程（如表２），特别是在成矿物质来源、控矿构

造、赋矿层位与岩性、成矿作用、蚀变矿化分带方面．铜坑－长坡矿床地质研究程度高，目前勘探深度已达
２０００ｍ左右，成矿规律相对明了．因此亢马锡矿找矿工作可对比铜坑－长坡矿床及云南蒙自白牛厂矿床
开展．通过成矿特征对比发现，亢马矿床目前勘探水平－４０ｍ巷道所揭露的细脉锡矿脉并非尖灭迹象，深
部可能存在类似于铜坑－长坡矿床９１９２号层状矿体，故亢马矿区深部勘探潜力很大，特别是在矿区东南
部矽卡岩化强烈地段，除陡倾脉状矿体外，很有可能发现层状－似层状多金属富厚矿体．

表２　大厂矿田铜坑－长坡矿床与亢马矿床成矿模式对比

　区域位置与控矿构造　 　　　赋矿地层　　　 　　　矿化分带　　　 　矿化过程的围岩蚀变　 各矿化阶段的矿物组合

铜坑－长

坡矿床
亢马矿床

铜坑－长

坡矿床
亢马矿床

铜坑－长

坡矿床
亢马矿床

铜坑－长

坡矿床
亢马矿床

铜坑－长

坡矿床
亢马矿床

位于大厂

矿田西矿

带长坡倒

转背斜向

西倾伏端

东翼横向

小背斜中，

平行于轴

部张性裂

隙和层间

错 动 带

控矿

位于大厂

矿田东矿

带，灰乐

纵向断裂

与谭家沟

横向断裂

交汇隆起

部位，张

性断裂和

裂 隙 发

育，层间

剥蚀构造

发育

上泥盆统灰

页岩互层

泥灰岩、灰

岩夹页岩

微细脉和

沿层浸染

地表微

细脉带

弱硅化、电气

石化、娟云

母化

弱硅化电气

石化、娟云

母化

辉锑矿石

英方解石

辉锑矿、白

钨、辉铋、锡

石、石英

方解石

上泥盆 统

扁豆状灰

岩、条带状

灰岩层

中泥盆统

纳标组钙

质、硅质

页岩、泥

灰岩、

大脉带
大脉带（１～

７号矿体）

细脉带
细脉带

（－４０ｍ标高）

沿矿脉两侧

白云母化、

石英化、电

气石化、黄

铁矿化

石英电气

石化、黄

铁矿化

上泥盆统硅

质页岩层
— 层状矿脉带 —

电气石钾长

石石英化
—

锡石、硫化

物、硫盐、

碳酸盐铁闪

锌矿、黄铁

矿、磁黄铁

矿、毒砂、脆

硫锑铅矿

铁闪锌矿、

黄铁矿、

磁黄铁矿、

毒砂、脆硫

锑铅矿

—

中泥盆统泥灰岩 — 稀疏细脉浸染带 — 绿泥石绿帘石化 — 锡石－硫化物石英 —

７　找矿突破新思路
１）找矿模式和找矿方向的调整：通过总结亢马矿床勘探历史，发现前人的找矿思路基本上为就矿找

矿式沿脉追索，即沿矿脉倾向往深部探索找矿．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所实施的１１个钻孔，均设计在矿区的西部，
以控制矿脉的深延．结果发现，亢马矿区１～７号大脉型矿体至－４０ｍ标高逐渐变为细脉型矿体，至－１００
ｍ细脉型矿体逐渐尖灭．我们通过钻孔重新编录和坑道地质填图发现：除ＺＫ９０２孔和ＺＫ１０－１孔外，其它
９个钻孔深部变质与蚀变矿化程度相当弱，已处于矿化边缘；已发现矿化最佳标高在１６３～－２５ｍ，接触变
质与矽卡岩化出现在＋３０ｍ标高以下，以９线～１０线东部最为强烈；－２５ｍ标高中段，可见顺层向东缓
倾层状矽卡岩及其矿化．这些现象表明，隐伏花岗岩体处于矿区东南部，随隐伏岩体由东南深部向西北浅
部侵入，接触变质与热液交代亦从东南深部向西北浅部扩展，并诱发层间滑动，从而形成层状 －似层状多
金属富厚矿体．因此，找矿目标以隐伏岩体及其外接触带矿体为主，找矿方向以现有矿脉带下盘 －东南部
深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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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矿种新类型矿体探索：本次坑道地质填图发现，＋１６３，＋１３，－２５ｍ标高中段，首次发现了３条
厚１ｍ左右的陡倾萤石石英钨矿脉，含ＷＯ３最高达０．９８％；网脉状与顺层状铋钨矽卡岩，含ＷＯ３一般０．
０８％～０．３０％，含Ｂｉ０．０１～０．３０％；所采７个石英脉、矽卡岩和角岩样品中，全部含金，金品位０．１０～０．９２
ｇ／ｔ．因此，除了继续开展锡、铅锌银找矿外，重点关注钨、铋、铜、黄金、萤石的找矿．
３）加强控矿因素与成矿规律研究：亢马矿床自１９８９年详查工作完成以来，未能开展系统的矿床成因

与隐伏矿体定位规律专项研究，生产探矿极为盲目．因此，加强矿体空间展布、接触变质－交代蚀变－矿化
类型的三维空间变化与分带及其与大厂矿田其它矿床对比的研究，特别是隐伏花岗岩突顶面部位、成矿中

心与热液运移路径的确定，对于突破亢马矿山的找矿，提高大厂矿田的研究水平，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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