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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大型－超大型矿 床（矿 集 区）研 究 是 目 前 矿 床 学

研究领域的前沿和热点，它对于深化矿床学的理论

研究和发展国民经济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１］。不

少学者对超大型矿床（矿集区）的成矿特征及研究进

展已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概括［２－６］。随 着 与 锡 有 关

的火山沉 积 型［７－８］和 热 水 喷 流 沉 积 型［９－１０］等 新 矿 床

类型的相继确定，打破了长期以来“花岗岩成因论”
锡的成矿模式，深化了人们对锡矿成因多样性的认

识，也使与锡有关的成矿理论更加全面而完善。笔

者在充分学习和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

世界锡 矿 床 形 成 的 地 质 背 景，从 大 陆 动 力 学 的 角

度［１１］结合相 应 的 矿 床 类 型，对 其 分 类 作 了 初 步 尝

试，共划分为４种类型。

１　挤压构造体制

挤压构造体制主要与碰撞造山作用有关，包括

陆壳－陆壳碰撞，陆壳－洋 壳 碰 撞、陆 壳－岛 弧 碰 撞、洋

壳－岛弧碰撞、岛 弧－岛 弧 碰 撞 等。与 锡 矿 有 关 的 碰

撞作用主要有陆壳－陆壳碰撞，陆壳－洋壳碰撞、洋壳－
岛弧碰撞等。按照碰撞过程中岩浆作用方式的不同

又进一步分为浅成岩浆作用与深成岩浆作用。

１．１　陆壳－洋壳碰撞背景中浅成火山弧作用

这种环境多与大洋板块俯冲到大陆板块或岛弧

之下有关。如在环太平洋多金属成矿带，由于大洋

板块向大陆板块的俯冲挤压作用，常在活动大陆边

缘伴随着 酸 性 岩 浆 作 用。Ｌｅｈｍａｎｎ［１２］认 为 分 布 于

聚敛大陆边缘的酸性岩浆作用是陆壳和斑岩（与侵

入作用有关的矿床）形成的最重要的岩石圈分异过

程。从中安第斯斑岩体系铜、金和锡成矿模式来看，

岩浆高度分异并富集亲岩元素的锡斑岩体系，常形

成于岩浆中等分异的铜、金斑岩体系之后。
斑岩型锡矿以块状硫化物为主，多产于褶皱区

的边缘活动 带。锡 矿 化 与 酸 性 到 中 性 次 火 山－侵 入

杂岩体有密切的成因联系，常为流纹质英安岩－英安

岩，对应的花岗岩多为同碰撞形成的Ｉ型花岗岩（同

熔型花岗岩）。矿体呈筒状、透镜状、囊状，产于火山

机构及其附近的次火山－侵入体的内外接触带。

１．２　陆－陆碰撞造山背景中的深成岩浆作用

研究表明，强过铝花岗岩的形成多与碰撞造山

作用有 关［１３－１４］。与 锡 矿 关 系 密 切 的 深 成 岩 浆 作 用

主要为陆－陆碰撞造山作用和由此产生的壳源过铝

质花岗岩（Ｓ型花岗 岩）。Ｂａｒｂａｒｉｎ［６］把 过 铝 质 花 岗

岩分为含白云母过铝质花岗岩类和含堇青石过铝质

花岗岩类 （ＣＰＧｓ）。Ｐｅａｒｃｅ等［５］按造山作用发展进

程将花岗岩分为同造山、晚造山和后造山等三种花

岗岩类。在造山环境的不同演化过程中，花岗岩的

特征存在很大差异，一般在造山演化的晚期或后期

锡的成矿性要好一些。

２　伸展构造体制

伸展构造体制主要包括大陆裂谷、被动大陆边

缘与洋盆、拗 拉 槽 与 碰 撞 谷 等［１５］。在 伸 展 背 景 下，
与Ｓｎ有 关 的 成 矿 作 用 主 要 有 火 山 沉 积 作 用、热 水

喷流沉积作用或深部岩浆直接的侵入作用。

２．１　陆内裂谷盆地中的火山沉积作用

火 山 沉 积 型 矿 床 多 为 火 山 块 状 硫 化 物 型 矿 床

（ＶＨＭＳ），金属硫化物多呈层状和似层状赋存在中－
基性沉积型火山杂岩中。

２．２　大陆边缘拉分盆地中热水喷流沉积作用

由热水喷流沉积作用形成的矿床，多受同生断



裂控制，矿体形态以层状、似层状、透镜状为主，多与

容矿岩石整合产出；矿石多以浸染状、块状金属硫化

物矿石为主。成矿流体主要以大气降水和下渗的海

水为主。

２．３　弧后裂谷盆地中海底喷气沉积作用

由海底喷气作用形成的矿床与热水喷流沉积作

用形成的矿床较为相似，多受同生断裂控制，矿体形

态以层状、似层状、透镜状为主，多与容矿岩石整合

产出；矿石多以浸染状、块状金属硫化物为主。

２．４　大陆伸展构造区的岩浆侵入作用

大 陆 伸 展 构 造 区 的 岩 浆 侵 入 作 用 多 具 有 深 源

（幔源或壳幔混合）特点，岩浆作用主要以Ａ型花岗

岩为主。Ａ型花岗岩多形成于非造山环境［４，１６］。刘

昌实等［１７］把 Ａ型 花 岗 岩 进 一 步 分 为 两 亚 类 三 组。

Ａ１亚类型主 要 以 似 长 石 正 长 岩、碱 性 正 长 岩 和 响

岩为主（ＡＳ组），ＳｉＯ２ 不饱和、准铝、过 碱－碱 性 岩

石，通常含似长石，如方钠石、霞石、白榴石和钠沸石

等为特征。Ａ２亚类为ＳｉＯ２ 过饱和、碱质－亚碱质岩

石。该亚类又包括铝质Ａ型花岗岩（ＡＬＡＧ）（弱过

铝质和亚碱性岩石）和碱性花岗岩（ＡＡＧ）（准铝质、
碱质－亚碱质岩石）。

３　稳定大陆地块区（前寒武纪稳定区）

在南非Ｚａａｉｐｌａａｔｓ伟 晶 岩 型 锡 矿 中，矿 化 与 来

源于岩 浆 的 热 液 流 体 关 系 密 切［１８］。Ｍｃ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等［１９］通过对其 不 同 类 型 花 岗 岩 中 铅 同 位 素 的 研 究

认为，在岩浆侵位后长达１０００Ｍａ的时间里，使热液

体系稳定保持在２００℃以上的热源主要与放射性元

素（Ｕ、Ｔｈ、Ｋ等）的衰变有关。

４　大陆地块剥蚀区的表生成矿

砂锡矿的形成主要与原生锡矿遭受化学－风化

剥蚀作用有关，一般产于含锡伟晶岩矿床和锡石－
石英矿床发育区的风化剥蚀带。对砂锡矿最有利的

成矿空间是古代和现代河谷、滨海和陆棚区。矿体

一般呈 层 状、透 镜 状 产 出，长 数 十 至 数 千 米，厚

０．５～５ｍ，主要 产 于 砂 砾 层 中。锡 石 的 晶 形、粒 度

和矿物组合均与原生矿床有关，常见的有用矿物有

锡石、黑 钨 矿、白 钨 矿、钛 铁 矿、锆 石 和 稀 有 金 属 矿

物。世界上的砂锡矿主要分布于东南亚、中南非、西
澳大利亚等地。目前砂锡矿的锡储量占国外锡储量

的６４％，砂锡 矿 的 锡 产 量 约 占 整 个 锡 产 量 的６０％
～７０％。

５　结论

世界大型－超大 型 锡 矿 的 成 矿 背 景 概 括 起 来 分

为以下四种：①挤压构造体制：与锡矿有关的碰撞作

用主要有陆壳－陆壳碰撞，陆壳－洋壳碰撞、洋壳－岛弧

碰撞等；②伸展构造体制：与锡有关的成矿作用主要

有火山沉积作用、热水喷流沉积作用或深部岩浆直

接的侵入作用；③稳定大陆地块区；④大陆地块剥蚀

区的表生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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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在断裂构造控矿方面，玲珑断裂作为一条重要

的导矿、控矿构造，在宏观上对西山矿脉中的主要矿

化段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矿液源于玲珑断裂，然
后向西运移，伴随矿质在有利条件下不断地堆积，向
西矿化作用也逐渐减弱。同时玲珑断裂作二级控矿

构造，它控制了次级矿脉的富矿段，矿脉的斜列及走

向变化，其产状对两侧次级矿脉的赋矿标高产生一

定制约。根据这些特征亦发现玲珑断裂控制的矿体

呈等间距水平分布的现象，在纵向上也具有一定的

规律，对于深部找矿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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