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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ejinkeng feldspar deposit in Guangchang County, China belongs to granite pegmatite type deposit, which is a granite pegmatite type 
deposit which is formed by intrusion of Caledonian magma into Sinian strata and is affected by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By analyzing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sis of the deposi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type, scale, mining characteristics, prospecting direc-
tion and marks of feldspar deposits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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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江西广昌县谢金坑长石矿地质特征及矿床成因分析　
汪怀国　

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六一大队能源地调院，中国·江西 南昌 330100　

摘　要

中国广昌县谢金坑长石矿属花岗伟晶岩型矿床，是由加里东期岩浆侵入震旦系地层，受温度、压力影响，形成局部富集长石
含量较高，达至工业利用要求的花岗伟晶岩型矿床。论文通过对矿床的地质特征、矿床成因分析，指出了本地区长石矿的类型、
规模、开采特性、找矿方向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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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广昌县谢金坑长石矿矿区位于广昌县赤峰镇境内，

是非常典型的花岗伟晶岩型矿床，具有独特的成矿环境和矿

化特征。通过对矿床特征及成因的分析，总结本地区长石矿

的找矿方向及标志，以便在本矿区周边寻找该类矿床能有所

指导意义。

2 区域地质背景

中国谢金坑长石矿位于华南加里东褶皱系－赣中南褶

隆－武夷隆起－武夷山隆断束内，新华夏系广昌 - 周田构造

带的北端。基底褶皱发育，以紧密线形褶皱为主，部分为同

斜倒转褶皱，整体上轴向为北东 - 北北东向，区内基底部分

被剥露，主要由震旦系地层组成，新生界第三系（E）地层及

中生界上白垩系地层较为发育，以陆相红盆类磨拉石建造及

泥砂质建造为主，广泛发育在会昌红盆中，呈北北东向分布。

断裂较为发育，主要有北东向断裂，发育于隆降带两则，多

成条带状出现，明显控制着白垩盆地的展布，断裂延伸数十

公里，北北东向断裂经过长期多次活动，发展演化而成，个

别已发展为深大断裂，明显控制了白垩世盆地及花岗岩岩体

的侵入，岩浆活动强烈，以加里东期和燕山期为主，加里东

期以强烈混合岩化和酸性岩浆侵入为主， 在广昌盆地以东形

成了规模较大的加里东混合岩及花岗岩体，并在广昌赤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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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陂之间形成了较多的花岗伟晶岩脉，部分较具规模者可加

以开发利用 [1]。

3 矿区地质特征

3.1 地层 

中国广昌县赤峰镇谢金坑长石矿矿区内除部分第四系

外，大面积出露震旦系变质岩系。

（1）第四系（Q）：分布在山间沟谷低洼地带，主要为

灰色灰褐色粘土、亚粘土及少量砾石。大部分现为退耕还林

的梯田或耕植土，厚 0.5~8m。

（2）震旦系（Z1）：主要为灰 - 浅灰白 - 青灰色变粒

岩夹片岩、斜长片麻岩、二长片麻岩、矽线片岩、各类混合

岩。地层产状：走向约 NE35°~60°，倾向约 NW330°~325°，

倾 角 55°~75°， 与 脉 岩 接 触 部 位， 倾 角 往 往 变 陡。 片 理

295°~330° ∠ 50°~81°。

3.2 构造 

矿区内主体构造为单斜构造 , 发育少量次级褶皱构造，

断裂不甚发育。

3.2.1 褶皱

伟晶岩脉体的上下盘的变质岩层有局部褶皱，矿区内表

现为总体倾向北西的单斜地层，倾角较陡，一般 50~75°。由

于受该伟晶岩脉的侵入影响，矿区内局部可见有次级褶皱或

小揉皱发育，揉皱一般规模不大，主要集中伟晶岩脉周边或

含泥质较高能干性较差的片岩、千枚状板岩及少数的板岩中，

断裂两侧揉皱较为凌乱，一般呈“S”型或“Z”型。

3.2.2 断裂

整个矿区受区域性断裂控制，但矿区内断裂构造不甚发

育，伟晶岩脉与矿区内的变质岩总体呈切层关系，由于伟晶

岩脉的侵入及后期多期次的地质运动，伟晶岩脉周边的变质

岩层形成局部断裂，虽这些断裂有一部分局部成组出现，但

其规模都较少。其特征描述：产状 220°~260° ∠ 45°~75°，

多见于伟晶岩脉的走向两侧，呈近平行状分布，断裂带宽

0.5m~3m 不等。

3.3 岩浆岩 

矿区内大面积出露的震旦系地层，局部地区出露加里东

期岩浆岩，主要是以花岗伟晶岩脉体形式出露，花岗伟晶岩

与震旦系地层呈侵入接触关系。

3.4 围岩及蚀变

矿区矿体的围岩主要是震旦系的变质岩；蚀变主要有硅

化、高岭土化、褐铁矿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及少量的电

气石化。

硅化：白色，由长石云母类矿物受热液影响蚀变而成，

主要分布于裂隙面形成石英脉和矿物颗粒间使矿石硬度加大。

高岭土化：长石类矿物受热液影响蚀变和风化而成，

粉末状，质软，白色，主要分布于花岗岩和伟晶岩浅部强氧

化带。

绢云母化：长石、白云母、黑云母类矿物受热液影响蚀

变而成，丝绢光泽，主要分布于高岭土化矿物中，围岩中绢

云母化表现也较强。

褐铁矿化：褐色，黄褐色，由铁镁质矿物风化氧化而成，

分布于氧化带。

碳酸盐化：由矿物蚀变和热液组分形成，分布于裂隙面

形成碳酸盐脉，白色。

电气石化：主要分布于岩浆岩于围岩接触部位，柱状，

黑色，含量少。

4 矿床地质特征

4.1 矿体特征 

本次工作在矿权区资源量估算范围内共圈出了花岗伟晶

岩中长石含量达到工业要求的 4 个矿体，编号为：Ⅰ、Ⅱ、Ⅲ、

Ⅳ，其中Ⅲ矿体为主矿体。

Ⅰ号矿体：矿体产状：走向 5~15°、倾向南东、倾角

50~65°。

Ⅱ号矿体：矿体产状：走向 15~35°、倾向南东、倾角

50~65°。

Ⅲ号矿体：矿体产状：走向 15~35°、倾向北西、倾角

15~43°。

Ⅳ号矿体：矿体产状：走向 20~45°、倾向北西、倾角

25~45°。

矿区范围内，在加里东期岩浆侵入过程中，受温度、压

力影响，形成了含长石较高的花岗伟晶岩岩体（脉），该花

岗伟晶岩岩体（脉）矿物结晶程度好，局部钾（钠）长石化

强烈，形成规模较大可利用的钾（钠）长石矿体 [2]。矿区矿

体剖面示意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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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矿区矿体剖面示意图

4.2 矿石质量 

4.2.1 矿石的化学成分

根据矿区各探矿工程的基本分析样测试结果法进行统

计，区内矿石主要化学成分质量百分比特征见表 1。

表 1 矿石主要化学成分质量百分比一览表

化学成分
矿体编号

SiO2 Al2O3 Fe2O3 K2O Na2O

Ⅰ 71.66 16.54 0.76 6.78 3.36 

Ⅱ 71.29 14.86 0.56 7.45 2.96 

Ⅲ 72.32 13.57 0.70 6.79 3.87 

Ⅳ 75.91 12.63 0.68 6.60 3.44 

平均值 72.80 14.40 0.68 6.91 3.41 

4.2.2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矿石结构以花岗伟晶结构为主， 次为文象结

构、 交代结构，镜下可见的矿石结构类型较多，常见的主要

有自形晶结构、他形晶结构、交代蚕蚀结构、交代残余结构、

交代蠕虫结构、交代条纹结构、交代净边结构、交代文象结

构等 [3]。

4.2.3 矿石构造

矿石构造简单，主要为块状构造，偶见条带状构造。

4.3 矿石类型 

主要矿种为长石矿，根据矿物成分、结构、构造特征，

矿石类型属钾（钠）长石 - 石英型块状矿石。

5 矿床成因分析

矿床成因类型属花岗伟晶岩型矿床。区内大面积出露的

震旦系地层，加里东期岩浆侵入震旦系地层，形成花岗伟晶岩，

花岗伟晶岩与震旦系地层呈侵入接触关系。在岩浆侵入过程

中，受温度、压力影响，钾（钠）硅酸盐相对聚集，长石矿

物结晶程度好，局部钾（钠）长石化强烈，形成规模较大可

利用的长石矿体 [4]。

6 结语

（1）本地区长石矿成因为花岗伟晶岩型矿床。矿石类

型简单主要为钾（钠）长石 - 石英型块状矿石，矿石品位较高，

易分选。

（2）矿体产状与断裂破碎带相近，受断裂构造控制较

明显 , 矿体呈长透镜状及脉状，产于破碎带中，与围岩界线

明显，矿体规模以中小型为主。 

（3）矿体围岩为震旦系的变质岩，震旦系的变质岩致

密性好，强度高，围岩稳固性好，易开采。

（4）本地区的长石矿找矿方向及标志：找矿方向应将

加里东期岩浆侵入震旦系地层的区块作为本地区的找矿靶区；

硅化、高岭土化、褐铁矿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的花岗岩露头，

及民采点是本地区的主要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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