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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钨矿是中国的优势矿种，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61%以上（张洪川，2017）。国内已经探明的钨资源主

要分布在江西、湖南、河南、广东、甘肃等9省，秦岭成

矿带有没有钨矿？前人根据华南地区钨矿床空间分

布规律曾提出“南钨北扩”、“东钨西扩”的认识（王登

红等，2012），而“南钨北扩”是否能够延伸至秦岭中央

造山带？2014年陕西省镇安西部整装勘查区金铜钨

多金属矿找矿会战实施以来，在南秦岭宁陕—镇安一

带相继发现了东阳钨矿、棋盘沟钨矿、懒板凳钨矿、核

桃坪钨矿等中—大型钨矿床8处，累计探获钨金属资

源量大于40万 t，取得了找矿重大发现与进展，填补

了秦岭造山带南秦岭地区钨矿种找矿空白（张凯等，

2018）。但目前宁陕—镇安一带已发现的钨矿床类型

主要为矽卡岩型、伟晶岩型、石英脉型、坡积型，工业

矿物主要为白钨矿，区内之前未发现黑钨矿化线索。

2 研究方法(Methods)
针对本地区是否存在石英脉型黑钨矿这一疑

问，笔者以近年来镇安西部整装勘查区钨矿找矿成

果为基础，通过综合研究、野外地质调查，结合显微

镜下鉴定及矿相学研究等手段，以确定区内是否存

在石英脉型黑钨矿及其矿物组合特征。

3 研究结果(Results)
在南秦岭镇安地区首次发现典型石英脉型黑

钨矿点（图 1）。

本次发现的含黑钨矿石英脉呈单脉或多条脉

组成的脉带产于东江口岩体东侧北东向断裂构造

带内，断裂带两侧围岩为灰白色黑云母花岗岩。

含黑钨矿石英脉呈烟灰-灰白色，玻璃光泽，隐晶

结构，块状构造，局部发育晶洞构造及对称带状构

造；单脉宽 10~20 cm，脉体产出频度 2~3 条/50 m，

形态呈脉状、网脉状，倾向 160°，倾角 30°~55°，地

表可见北东向延伸长 8~25 m，刻槽化学样分析结

果为WO3：0.21%~0.56%。

含黑钨矿石英脉金属矿物主要有黑钨矿、白

钨矿、锡石等（图 2a、b），其中黑钨矿多呈半自形

—自形板状晶体，粒度 2~8 mm；白钨矿呈不规则

粒状，主要沿黑钨矿裂隙交代形成（图 2c）；锡石呈

自形柱状晶体，粒度 3~5 mm。脉石矿物主要为石

英（90%~95%），其次为长石、黑云母等。矿脉地表

风化面中常见黄褐色铁钨华。

4 结论(Conclusions)
（1）南秦岭地区存在石英脉型黑钨矿。这一发现

表明，作为钨矿床的一个重要工业类型的石英脉型黑

钨矿在秦岭造山带南秦岭地区是存在的，进一步丰富

了前人提出“南钨北扩”、“东钨西扩”的认识。

（2）南秦岭石英脉型黑钨矿与花岗岩关系极

为密切，目前陕西省镇安西部整装勘查区范围内

正在进行勘查的白钨矿床主要分布在远离岩体

或岩体外接触带，面临着“找不到成矿母岩”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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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本地区石英脉型黑钨矿的发现将有可能打

破这一困局，对秦岭造山带南秦岭宁陕—镇安一

带“钨矿成矿母岩”的寻找及深部找矿指明了新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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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南秦岭镇安地区地质简图
Fig.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Zhen’an area,Southern Qinling

图2 南秦岭镇安地区石英脉型黑钨矿野外和镜下照片（Wf—黑钨矿；Sch—白钨矿）
Fig.2 Filed and microscopic photos of wolframite in quartz vein of Zhen’an area,Southern Qinling

Wf-wolframite；Sch-schee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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