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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中锑的丰度很低，且极难富集，故国外往往将其视为稀有金属；近年锑又先后被美国、欧盟、英

国、日本等列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金属。我国是锑资源大国，锑产量和储量均居世界首位，而我国锑矿

主要集中分布于华南地区，特别是湘中一带，锑矿最为密集（史明魁等，1993；张国林等，1998；胡阿香

等，2023）。 
湘中是全球最大的锑矿集区，不仅拥有全球唯一的超大型锑矿床（锡矿山），还有沃溪、渣滓溪、板溪、

龙山等一批大型锑矿床。该区锑矿床大体可分为两类：赋存于沉积岩中的锑矿床（I 类）和赋存于变质岩中

的锑矿床（II 类）；I 类锑矿床以锡矿山为代表，而 II 类锑矿床以沃溪、渣滓溪、板溪和龙山为其典型代表。

这两类锑矿床在赋矿层位、围岩岩性、元素共生组合、矿体产状、形成时代、形成机制和形成深度等方面

均存在着明显差异。 
I 类锑矿床主要产于湘中盆地内部的晚古生代碳酸盐岩中，赋矿围岩主要为灰岩；而 II 类锑矿床主要赋

存于湘中盆地周缘的前寒武纪浅变质岩中，赋矿围岩主要为板岩。I 类锑矿床，元素共生组合简单，通常为

单一锑矿床，而 II 类锑矿往往与金、钨共生，可形成 Sb-W、Sb-Au、Sb-Au-W 和单 Sb 等多种元素组合。 
两类锑矿的矿体形态也截然不同，I 类锑矿床虽在剖面图上表现出层状、似层状，但实际上辉锑矿主要

是沿硅化灰岩中的裂隙充填。II 类锑矿的矿体均为脉状，脉体既可顺层产出，也可与赋矿围岩大角度相切。 
I 类锑矿床形成于燕山期，如锡矿山矿床的成矿时间为 155.5±1.1 Ma 和 124.1±3.7 Ma（彭建堂等，2002）；

而 II 类锑矿床形成较早，为加里东期和印支期成矿，如沃溪矿床形成于 402±6 Ma（彭建堂等，2003）、龙

山谢家山成矿年龄为 210±2Ma（Zhang et al., 2019）、渣滓溪矿床形成时间为 227.3±6.2Ma（王永磊等，2012）。 
流体包裹体的研究表明，I 类锑矿床的矿石沉淀机制主要为流体混合作用（Hu and Peng, 2018）；而 II

类锑矿床的矿石沉淀主要为流体沸腾作用所致（Zhu and Peng, 2015；胡阿香和彭建堂，2020）。 
I 类锑矿床形成较浅，且矿体埋藏浅；II 类锑矿床普遍形成较深，矿体埋藏也深，其深部找矿前景明显

好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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