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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与勘探

引言

广西岑溪市糯垌稀土矿床区域上位于华夏陆块与钦

杭成矿带的交接处，本区花岗岩风化壳离子吸附型稀土

矿十分丰富，广西二七四地质队于2021年对广西岑溪市

糯垌矿区稀土矿床开展勘探工作。本文以我队的勘探成

果为基础，结合前人的勘查研究成果，探讨该矿床的地

质特征及控矿因素。

一、区域地质背景

矿区所属区域内断裂极为发育，矿区附近的断裂主

干由北东向的陆川—梧州大断裂带与区域南部的近东西

走向的灵山—岑溪筋竹大断裂构成，控制着北东向、东

西向、北西向、南北向等多层次断裂的分布以及晚中生

代之后的地层沉积及侵入岩分布。其中陆川—梧州大断

裂带形成于印支及燕山期，其中燕山期活动最为强烈，

与本区稀土矿床的形成密切相关的燕山期花岗岩多沿着

此断裂带侵入（如图1）。

图1 广西岑溪地区地质简图

矿区所属区域岩浆活动十分强烈，加里东期、华力

西、印支期及燕山期侵入的大量的酸性岩浆岩，按产出

特征可划分出石榴顶、大瓮顶及长岗顶三个复式花岗岩

岩区。其中长岗顶复式花岗岩岩区形成于燕山期，分布

在陆川-梧州大断裂带上，除岩区的西部及周缘少部分

与前期侵入岩体接触外，多与奥陶系、志留系及泥盆系

地层接触，并形成有宽约80m的侵入角岩带，上部局部

覆盖有白垩系地层。长岗顶复式花岗岩为本区风化壳离

子吸附型稀土矿床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区内已知的

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床大多与其密切相关。

二、矿区地质特征

1. 地层

矿区仅露出志留系连滩组下段和第四系全新统桂

平组。

志留系连滩组下段：主要为浅黄、灰白色细砂岩、

泥岩及紫红色、浅黄色泥质粉砂岩，呈薄—中层状，富

含笔石、偶见腕足类，区内出露厚度约106m。

第四系全新统桂平组：分布于矿区低洼的沟谷内，

河流及其支流两侧冲洪积层多为浅黄色砂砾石、砂土或

砖红至浅黄色砂质粘土；冲坡积层多为浅灰黄、褐黄至

砖红色砂粘土，含风化岩屑粘性土及亚粘土等。厚度小

于30m。

2.构造

矿区为花岗岩风化壳所覆盖，地表无新鲜岩体出

露，未见断层发育，仅在岩体内发育少量小裂隙，多数

充填硅质、钙质、泥质及铁质。区域上，矿区东南侧泉

塘-长岗顶区域大断裂距矿区约4km，系后期复活的燕山

期脆性断层，对区内古近世沉积盆地有控制作用，但对

矿区内的花岗岩及其风化壳影响较小。

3.岩浆岩

矿区位于长岗顶燕山期复式花岗岩区的北东侧，主

要出露长岗顶糯垌岩体，其风化壳是主要的赋矿层。岩

体岩性主要为粗中粒黑云母钾长花岗岩及粗中粒黑云母

二长花岗岩，岩石多呈肉红色，粗中粒结构，块状构

造。岩石主要由钾长石、斜长石、石英及黑云母组成，

见少量榍石、褐帘石、萤石、石榴石、磷灰石等矿物。

钾长石主要为正长石和条纹长石，多呈他形粒状、半自

形柱状，粒径为5～15mm，颗粒常镶嵌发育于斜长石和

石英晶粒间，含量48%～60%；斜长石呈半自形柱状、

它形粒状，粒径2～13mm，轻微绢云母化，偶见斜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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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石英交生构成显微蠕虫结构，含量5%～13%；石英

呈他形粒状，粒径为1～9mm，颗粒镶嵌发育于长石晶

粒间，含量约23%～30%；黑云母呈半自形片状，片径

0.2～2.6mm，发育一组完全解理，轻微绿泥石化，含量

约5%～7%；偶见片状白云母，片径0.1～0.5mm，发育

一组完全解理，分布于长石颗粒之间，含量少于2%。

三、矿床地质特征

1. 矿体特征

矿体赋存于花岗岩风化壳的全风化层，在平面上

多呈港湾状或不规则状，剖面上呈层状、似层状、透

镜状，部分地段含有透镜状夹石。矿体形态随地形起

伏而起伏，但其起伏度略小于地形的变化。矿体厚度

0.80～32m不等，平均9.93m，变化系数53.70%；离子相

稀土氧化物品位0.001～0.453%，平均0.086%，变化系数

48.34%，矿区离子相稀土氧化物分布较均匀。矿体局部

裸露地表，盖层为花岗岩全风化壳层，厚0～39.00m，平

均厚5.80m；矿体底板以不含矿的全风化层为主，部分为

半风化层。

2.矿石特征

（1）矿物组合与结构构造

原矿样品X射线衍射分析显示矿石主要矿物组成有

高岭石、石英、长石及云母，四者含量之和大于99.9%

（表1），其中高岭石含量为35.8%～54.4%，平均含量

44.8%；云母的含量为0.0%～11.4%，平均含量4.1%；长

石的含量为10.6%～32.3%，平均含量21.7%；石英含量

为20.5%～35.1%，平均含量29.1%。

矿床主要赋存在花岗岩风化壳的全风化层中，全风

化层上部的矿石以泥质结构、砂状结构为主，呈较松散

的土状构造，下部矿石则较多的保留了花岗岩风化残余

的斑状结构特征，呈较密实的土状构造。

表1 矿石中的主要矿物及其含量

矿体编号 样品编号
XRD半定量分析结果（%）

备注
高岭石 云母 长石 石英

5-1 HQJ02001-7 46.30 4.60 19.90 29.20 

5-1 HQJ02001-8 36.80 3.70 25.60 33.90 

5-1 HQJ09042-5 44.20 3.50 17.70 34.60 

5-1 HQJ09042-8 43.00 3.50 19.60 33.10 

5-1 HQJ13030-6 48.20 3.90 18.60 29.30 

5-1 HQJ14016-2 54.40 0.00 10.60 35.00 

5-1 HQJ14016-6 43.50 4.90 16.50 35.10 

5-1 HQJ15029-2 46.60 2.70 23.40 27.30 

5-2 HQJ08054-2 45.80 3.70 18.30 32.20 

5-2 HQJ08054-8 37.80 5.10 29.50 27.60 

5-2 HQJ16064-5 35.80 11.40 32.30 20.50 

5-3 HQJ03097-4 44.60 4.80 23.10 27.50 

5-3 HQJ03097-5 51.10 2.60 24.70 21.60 

5-3 HQJ03097-6 49.30 1.10 25.10 24.50 

5-3 HQJ03097-7 45.80 6.70 21.90 25.60 

平均 44.88 4.15 21.79 29.13 

（2）矿石化学组分

光谱半定量分析和化学全分析结果显示，本区稀土

矿石的主要化学组分以SiO2、Al2O3、K2O、Fe2O3为主，

这四者含量通常占矿石化学组分的89.75%～94.63%，此

外含少量的MgO、TiO2等。

（3）矿石品位

矿石离子相稀土氧化物含量为0.035%～0.453%，平

均品位为0.087%。矿石品位垂向富集变化规律分主要分

3种类型：“P”字型富集，稀土元素主要富集在全风化

层上部，全风化层下部矿石品位相对较低；“b”字型富

集，全风化层上部矿石品位相对较低，稀土元素主要富

集在全风化层的下部；“D”字型富集，稀土元素主要

富集在全风化层的中部，全风化层的上部及下部矿石品

位相对较低。

（4）稀土元素配分类型

对矿区134件组合样品进行稀土元素配分分析，除其

中1件样品的Eu2O3配分率达0.53%为中铕外，其余样品的

Eu2O3配分率均小于0.50%，属低铕型；Y2O3配分率均小

于35%，属低钇型。轻稀土配分率为52.01%～92.71%，

平均73.35%；重稀土配分率为7.29%～47.99%，平均

26.65%；轻重稀土比值为1.08～12.72，平均为3.20，矿

区稀土矿石属于轻稀土型。综上所述，矿区矿石稀土元

素配分类型为低铕低钇轻稀土。

四、控矿因素

1.构造

区内花岗岩主要沿区域大断裂侵入，在东西走向的

灵山—岑溪筋竹大断裂与东北走向的陆川—梧州大断裂

的控制下，南北向加里东—印支期陆壳改造型的花岗岩

带被后来的东北向燕山期花岗岩带所穿插。其中与成矿

密切相关的燕山期长岗顶复式花岗岩明显受陆川—梧州

大断裂控制，区域上已知的大部分稀土矿床均产出于区

域大断裂两侧，断裂构造对该区稀土矿床的控制特征明

显。

2.成矿母岩

属于燕山期的长岗顶复式花岗岩岩石中稀土元素含

量在229～475×10-6之间，平均值为351×10-6，较维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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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290×10-6）和我国花岗岩类（201×10-6）含量高，

分别是维氏值和中国酸性花岗岩的1.21和1.75倍，为矿床

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成矿物质来源，由其形成的风化壳控

制了区域上大部分已知的离子吸附型稀土矿体床。

3.风化壳

矿区风化壳自上而下可分为全风化层上段、全风化

层下段、半风化层和弱风化。通过对基本分析样品的离

子相稀土氧化物含量进行统计分析，花岗岩风化壳不同

部位稀土氧化物含量大小变化为：全风化层下段＞全风

化层上段＞半风化＞弱风化层。全风化层上段离子相稀

土氧化物含量为0.001%～0.226%，平均0.023%，变化

系数为89.09%，表现为原岩高稀土背景下的风化残存及

局部富集特征；全风化层下段离子相稀土氧化物含量为

0.001%～0.453%，平均0.066%，变化系数为71.02%，全

风化层下段中大部分含量达到边界品位以上，表现出较

好的矿化富集特征；半风化层离子相稀土氧化物含量为

0.001%～0.034%，平均0.021%，表现出局部矿化。弱风

化层离子相稀土氧化物含量变化为0.011%～0.013%，平

均值0.012%。因此，风化壳全风化层下段是矿区稀土矿

的主要赋矿层位，风化壳的分布特征对矿床的形成分布

具有较大的影响。

4.地形地貌

矿区属低山丘陵地貌，对矿体在山顶、山腰和山脚

处的矿体厚度和离子相品位进行统计（见表2），数据

显示山腰处矿体厚度最大，为10.46m，其次为山顶，

厚10.06m，山脚矿体厚度最薄，为9.18m；山腰处矿体

离子相稀土氧化物品位最高，为0.088%；其次山顶为

0.085%；山脚品位最低，为0.083%。总体上，不同地形

矿体厚度和离子相稀土氧化物品位大小均是山腰＞山顶

＞山脚。矿体受地形地貌的控制和影响，还表现为矿体

的平面形态与所处地貌有关，无长条形沟谷切割或切割

不强烈的地区，矿体的完整性较好；沟谷发育区域矿体

受沟系侵蚀作用的分割，多呈港湾状或不规则状。剖面

上，矿体产状受地形的控制也很明显，矿体剖面形态多

随地形起伏而起伏。

表2 不同地貌矿体厚度及品位变化特征一览表

统计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变化系数
（%）

矿厚
（m）

山顶 1.00 32.00 10.06 57.42

山腰 0.80 27.00 10.46 51.96

山脚 1.00 27.80 9.18 53.23

统计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变化系数
（%）

离子相
稀土
氧化物
品位
（%）

山顶 0.008 0.274 0.085 43.70

山腰 0.001 0.437 0.088 47.98

山脚 0.007 0.453 0.083 51.09

5.气候因素

矿区属于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湿多雨，年平均

气温约21℃，相对湿度约75%～84%，长期温热湿润的

气候有利于花岗岩原岩形成厚度不一的风化壳，使稀土

元素在此过程中发生迁移，最终在风化壳中下部富集形

成离子吸附型稀土矿。

五、结论

1.矿体主要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产赋存在糯垌

岩体花岗岩全风化层下段，平面上多呈港湾状或不规则

状，局部出现无矿天窗。

2.矿体厚度、矿石品位与地形地貌关系密切，山腰

矿层厚度、品位相对较高；山顶、山脊矿体厚度与矿石

品位次之；山脚矿体厚度也变薄，品位随之降低。

3.构造、成矿母岩、风化壳、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

是糯垌稀土矿床的主要控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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