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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铃水 口 山 璐碎矿床 的 特 征

及 其 成 因 简 题 的

勘

冲刀

探

步 探 针

队

一
水口 山粉僻矿开采历史悠久

,

佬 量 大
,

驰 名 中

外 从 年开始
,

就有不少的地臀学家在此进行刹

班并若有报告
,

但由于地表复土厚
、

地臀彬造复杂
,

肺朋是火成岩产欲变化多端
,

以致虽从 年起先后

有二个勘探队在 本区进行四 年余的 勘探 工作
,

但有

些简理仍然才馆巷肯定
。 为了总精水 口 山这 一 具 有 代

夹性的粉僻矿味 ,

提高理偷知激
, 总精实际轻味

,

指

导今后的勘探工作
,

现根据几年来勘探工作所获得的

资料 ,

做如下的分析时渝
,

供大家研究参考
。

应煞指

出 , 由于对金肠矿物粗傲精娜和各种翠矿物所含杂髯

分析研究很差
,

所摄有关矿液多次活动及其分期的渝

健如有不当之处
,

摘蔽者指教
。

丁

了 ”
尤少

砚于姚

应

一
、

地 贾晓述

一 地 层

区域内自上泥盆纪至第三耙地层
,

出 露 校 为完

典
, 中 、

下泥盆枯与前泥盆 粗 地 层 在区域外之西南

塔山附近露出 图
。

矿区内仅出露楼霞灰岩
、
茅

口 灰岩
、 乐平煤系

、

大冶灰岩的底部岩层及老第三耙

地层
。

其中下二亚纪楼敌灰岩为本矿区内出露最老的

地层 ,

姗辞矿郎腻存于本岩层中
。

其岩性为灰黑色火

甩石之厚层灰岩
,

局部含少量炭臀
,

途石桔核大小不

等
, 直诬由 公尺以下

,

其含量以上部较 多

且大
,

而下部 相对诚少变小
,

层朋偶夹数公分之炭

贾真岩
,

富含方解石贩
,

上部蜒科化石 特 多 。
厚达

公尺双上
。

其中茅口 灰岩之值部灰岩层厚变化悬

殊
, 自 公尺

,

故与乐 卜煤系应为假整合或不

整接触
,

大冶灰岩至老第三耙地层缺失甚多
,

成一丘

大的刁翎婆合
,

其中侏罗耙地层是在矿区东部 公里处

晃及 图 。

二 构 造

区城地臂林造

北部肠衡阳杠色盆地南操部分
,

全山第三

图

耙杠色砂真岩粗成
。

岩层倾斜 卜援
,

倾角数度至十余

度
,

仅边缘部分有达 度至 度者
,

偶亦兑小型正断

层 与平援摺触
。

南部摺挑区

① 东部大义山背斜摧造区段
,

翰部为石炭忆孟

公均系
、

石硷子灰岩
、

测水煤系等粗成
,

雨翼为
’

石

炭纪梓 ,拆灰岩
,

中 上石炭纪壶天灰岩 与二亚耙楼霞

灰岩
、

茅口 灰岩
、

乐乎煤系所掩盖
。

背斜轴向北北东

一南南西向北倾伏而被第三耙杠色岩层不整合掩盖其

上
,

南端道接与大义山花尚岩接触
。

⑧ 中部案湖复式向斜捞迭区段
,

山二叠祀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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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系和三叠祀大冶灰岩粗成一系列的复式向斜
。

翰向

均为北北东一南南
,

琴北端倾伏部分 为水 口 山扮

僻矿区 。

侏罗祀地层虽不整合在其
’

下部地层上
,

位于

北端
,

但亦同样被摺搬
,

其轴向亦能吻合此大向斜
。

曲 西北部柏幼复式背斜彬迭区 段
,

帕 部 为中

上石炭纪及二叠把灰岩
,

雨翼山上二叠祀乐平煤系 、

三叠纪大 冶 灰岩及侏罗耙石 阴 口 煤 系 粗 成
。

帕向

呈北北东向
。

其北端 与酉部均为第三耙杠色砂贞岩所

掩盖
。

断裂彬造 矿区内外的北北东
,

或近乎北一

南及近乎东酉走向的逆断层甚为发育
,

特别是犷区内

这种方向的逆或正断层更为特征 祥兑矿区椿迭 多以

楼吸灰岩为活动瑞块 卜升
,

常造成相对应的正断层及

逆断层
。

矿区榜造 矿区除南端掩盖外
,

其余三面均

被第三耙杠色岩系所包圈掩盖
, 山二叠耙地层粗成核

心
,

断层堵造具常复杂
,

摺徽麟

造除乐平煤系下部之砂真岩易于

镜曲而局部有校弧烈的摺撇外
,

其余岩层产 大表现 为 平 援 的变

化
。

断裂彬迭提常发育是控制本

矿区一切地熨及成 矿 作 用 的关

遨
。

主耍断裂榷造分为

东部大逆断层 由坑

道东端至龙王山
,

中部极火成岩

边缘并被老第三纪杠色岩系所掩

盖
,

七走向大致为南北
,

何角

一 度
,

倾向西 ,

长达 兰 公里

以 卜
。

断层规模甚大
,

下棋由三

叠耙大冶灰岩及乐平煤系顶部岩

层粗成基底
,

七整北端为楼馥灰

岩
, 中部被火成岩所浸入 ,

而南

端 为乐平煤系下部砂真岩所掩

盖
。

此断层在第三耙之后有复活

现象
。

翻互大逆断层 , 一磺

厂嫩 或坑道西端 至南区衫树

绝
,

走向北北 叮,

倾向北东东
,

倾角 一 度
, 断层畏达三公

里以
。 ’

下桨为乐平煤系中部或

局部为下部地层
,

而 裸在北端

同样为捷霞灰岩
。

中部被火成

岩所超复
,

南端 乐平煤系
’

部

地层所逆掩
。

百步硫至康家正断层
,

走向北北酉 , 储向

北东东
,

倾角 度一 度
,

长达 公尺
。

老庵子至畏绝 口 逆断层
,

士向北西
,

倾向

北东
,

佣角 度
,

长达 公尺
。

清泉庵至高家撇逆断层
,

走向南一北
,

倾

向酉
,

便角 度
,

长达 公尺
。

四部逆断层
,

走向南一北
,

倾向西
,

倾角

度
,

长 公尺以上
,

南端 与上述逆断层合而为一
。

水口 山矿化破裂带 水口 山矿区楼钱灰岩

岩块的 升
,

除其东部中部大逆断层为其东酉用边的

控制裤造探外
,

共南端同样有规校在 公尺宽的断

裂带
,

矿化破裂带的走向为北东东
,

倾向南南东
,

倾

角 一 度
, 一

卜陡下
,

本破裂带被 火成岩浸入 , 为

水 口 山 目前矿化所富势的唯一所在地
。

其他 与 述方向相 类似性 曹的断 层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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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不另彼述
。

上远这些断层的产生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 即捷霞

灰岩为断裂搏造的活动岩块
,

乖亡运动是它的特点
,

因之常产生 述一系列的断裂
。

者岩性相同
,

但是否有一小岩镬速接
,

尚不清楚
。

其

他零星露怖的火成岩
, 如雷打滩

、

核树离雨处
,

毅攒

孔扯明
,

均为厚度不到 公尺的岩床
。

三 火成作用

区城内岩策活动肠燕山运动胳或第三纪初期
。

其分怖稼
大义山花尚岩系

,

距本区 公里 ,

岩桨沿北

北西互大破裂 带上升
,

以 长石 石英为主
,

黑云母 次

之
, 电气石徽

。

次生 矿 物 如 徐泥石
,

相云母砚触

变程度而或多或少
。

岩体作岩基欲产出 ,

南北畏 公

里
,

宽 吕公里 ,

北部较狄
,

南部略褶
,

向北北酉成反

条肤
。

花尚岩体相的变化是较大的
, 边修相不发育

,

二
、

矿 床特 征 及 团 岩触 变

一 矿休分怖形态及产状

瑞 ,

中心员 为斑状粗教花
,

而其南部则渐变成花岗斑

差具
,

如大义山北部
,

部分已

困口圆困园回圆口回园圃园团园团国

趋向为石英二多岩
,

花尚岩体常 与石灰岩接触
,

接触

带一般为 一 公尺的矽卡岩带
。

共生矿物有石榴子

石
、

透辉石 、
符山石

、 矽灰石
、

糠帘石
、

徐泥石等
。

其他幽岩触变有矽化
、

大理岩化
、

捐云母化
,

一

黄跌矿

簿
, 但均不强烈

。

在本侵入体的东南椽
, 即大顺窿

、

倒石湖
、

北斌等矿区 ,

有不少的多金肠矿产 , 主要矿石

矿物有毒砂
、

踢石
、

编锰跌矿
、

冈排矿
、

方扮矿
、 黄

翎矿
、

黄铁矿等
,

矿化带大体沿北北西不述植分怖
,

惜矿体小
,

且很分散
。

水 口 山花尚冈长岩
,

本区 火成岩命名
,

街有

争偷
,
有称为花尚冈长岩

,

有称为石英二畏岩
,

或稍

为雨者之过渡性岩石
。

山于触变 矽化 影响
,

原袋

本来面目不清 ,

所以肯定的命名简待深入研究
。

本佼入体
,

主耍分为东酉雨个火成岩体
,

其产从

极不规助
。

东部火成岩略作椭圆袱 ,

南 北 长 而东 酉

狄
,

臂成超复欲
,

唯援急各不相同 , 幽岩岩性
、

矿化

等均不一致
。

其东西南三面均与乐 卜煤系之砂真岩接

触
。

除南端在接触破裂带中有强烈的矽化 与规模不大

的小夜欲扮僻矿体外
,

仅在东部晃有不大的矽卡岩及

角岩带
,

但均无显著的扮僻矿染
,

北部 与梅霞灰岩接

触
。 山于裤造条件及化学条件有利

,

故赋存丰富的纷

辫矿体
、

黄跌矿体
,

井有矽卡岩带
,

特 是在火成岩

产肚变化较剧的突出部份
,

矿体 尤为富集
。

西部火成岩体仅于庚枯冲的地表有一小带与东部

岩体相莲接
。

孩岩体沿乐乎煤系岩层 侵 入
,

呈 岩 床

肚 ,
厚度豹 公尺

,

且在其下部又有另一 甚 大 的 岩

体 , 接触面正常
,

作平援肤态 ,

而下部则又超复
。

雨

目前已知水 口 山橄为富染的硫化矿体
,

均赋存于

东部火成岩北端接触带之外变贾带中
。

豉带火成岩呈

超复肤
,

圃岩为楼霞灰岩变贾而成之大理岩
,

矿体一

般集中在外接触带 公尺以内 ,

很少超出 公尺
。

已知矿化带长度为 ,
公尺

,

深为 公尺
。

沿接

触带自东向酉将各大矿休分 为
、 、 、 】,

、 、 , 、 、 , , , , , , ,

等十个矿系
,

十七个矿体
。

其中第
、 、 、

等矿

系为扮鲜矿体
,

余为黄铁矿火少量扮斜矿体
。

矿体形

状复杂
,

大部分成柱肤
,

筒
,

福豆肤
,

有 少 部份

小矿体 呈囊状
、

典肤
、

肌肤者
。

矿休产从一般上

陡下平
, 一

与火成接触 ’相一致
,

但其倾 伏 方 向 为南

西
,

与接触面的产从井不 同 图
。

矿体大小不

一
,

大青提 公尺
,

宽 公尺
,

小者直俘不到

公尺
,

但列为矿系的各矿体
,

一般长 一 公尺 ,

君君君
诊, 娜 协桩之方们衬

分二姐幼备月 之方肠矿

妇一口抽几扭抽之自目才

护二 特岛妇 之自价甘

, 一 月几扭 丈月幼材

, 二翻绪一住之公 口

, 三砚宜匆件介位崔寺户

大理右

力伪力们

方脚石膝

石拓干石砂卡月

石典

断爪 胜

住触 翻带
石俘生

垃一内长月

图

一致

矿体产肤 与接触面相

但圃岩倾向与火成岩

接触带不一

宽 公尺
。

二 共生矿

物姐合

主要金属矿

物有黄跌矿
,

冈

斜矿
,

方纷矿
,

其

次为少量的磁跌

矿 , 赤铁矿 , 黄翎

矿
,

斑翎矿 , 硫砷

翎矿 , 黝胡矿 , 脚

叙矿
, 硫偏矿 , 金

及其他稀有元素

矿物
。

非金肠矿

物以 方 解 石 为

主
,

余为少量石

英
, 石榴石

, 矽灰

石 , 鳌石 , 滑石

等
。

次生矿物为

量很少 ,

箭有揭

铁矿 , 菱铁矿
一 , 白瀚矿 ,

扮矾 , 菱僻矿 , 孔雀石 , 蓝胡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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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茜清赞
。

此外简有一种由黄铁矿
、

冈辞矿 与方扮矿

粗成的怡欲摧造 图 。

方解石 常为乳白色粗救精彬之菱面体
,

是最主

奥的服石矿物
,

在矿体中多呈块牡
,

有时亦呈白色或

肉杠色 含盆及放射性元素 念脏欲体穿擂于矿休或

团岩中。
方 解 石晶洞 很发育

,

大者道侄达半公尺以
飞

岛 在晶洞中有犬牙石
、

钉头石
、

冰洲石 、 囿教肤黄

旅犷
、

滋雄扮矿和五角十二面体方纷矿
。

石榴石 生于内变臀带者多呈肉杠色致密块欲
,

生于外变赞带者多呈棕杠色致密块歌或淡糠色十二面

体之拉肤集合体
。
只在

、

矿休中晃有校多之石榴石
,

其他很少
一

与矿体伴生
。

矽灰石 多呈白色放射肚
,

生于大理岩爆石精核

之周团
。

鳌石及石英含童很少
,

石英生成较晚
,

多呈

白色救欲
、

栩脏欲
、

不规 壮
、

描袱等
,

有时发育为

小晶洞
。

磁跌矿
、

赤铁矿含量甚少
,

产于接触带中
,

黄朔犷 、 斑胡矿
、

硫砷胡矿
、 助胡矿均生 于 大 矿 体

中
,

肉眼很难冕从 ,

其他次生矿物为量 极 少
,

不加

傲述
。

三 围岩及构造条件

团岩 岩性对矿床的控制在水 口 山 特 别明

显 ,

所有大矿体均生于大理岩中 ,

而且在条带狱的大

现岩中有较为富华的现象
。

这是 与大穷 岩的破碎条件

和化学特性活邃有关
,

特别是因共含炭臂
,

更有利于

硫化矿物的还原而促进矿液沉淀
。

相反的 在 砂 真 岩

中 , 由于化学成份的稳定
,

即使有很好的搏造条件亦

刁飞指生成大的矿体
。

最多只有小的矿肌和黄矿带
,

如

南区龙王山之接触破碎带
,

虽稀造条件良好
,

因浚有

大理岩
,

所以刁劝挂生成大矿休
。

不于矽卡岩
、

角岩
、

火成岩
,

均因共致密坚硬
,

无强烈的破碎
,

化学性不

活渡
,

对成矿不利
,

只有小的纷斜矿孤
。

图 火成岩凸出部受力

作用破碎及纷辞矿体分

怖精况

碟成份很复杂
,

有火成

岩
、

大理岩
、

石灰岩
、

矽卡岩
、

纷林矿
、 黄铁

矿等
,

在 破 碎 带 之外

株
,

生成很多大的扮辞

矿体 图
。

在接触

带之西糠
,

接 触 撇平

有
,

破碎微弱
,

矿化悄

祝校差
。

在大理岩中之

氟于僻矿 体 一 般 为北东

东
,

北北东 ,

北西
,

北北西四粗裂防所控制
,

特别是

在雨超裂吸相交处
,

矿化最富 , 如
、 、 、

等矿体
。

在东部大断层中兑方解石扮排矿脏或矿囊
,

与其 卜布
一

之裂隙臼匕北西粗 有时生成大的纷辞矿体
。

仁四 矿床之水平及垂直分带现象 图 的

水 山扮僻矿休有明显的带肤分怖
。

在 水平断面

卜
,

自火成岩向外
,

即 自南向北的矿化悄况
,

可以分

摧造条件 水

口 山粉僻矿生子火成岩

之超复部分 的 大 理 岩

中 ,

火成岩为矿液上升

的阻捕层 图
。

栩粉

致密的火成岩有校高度

的抗压性
,

一

与 犷下部大

理岩接触
,

而造成深大

之接触破碎带
,

这种破

“
十 ,‘

,
日‘

、 石 沪 洲叨

、

袱黔 ”‘

图 火成岩超复为矿液

之 揣层

碎带与成矿有密切关系
。

火成房奇形凸 之东马封妾触

而较弯曲
,

破碎带校为发育
,

一般宽 一 公尺
,

角

图 矿床之水平分带

为 矽卡岩带 接触破碎带 黄跌矿带

扮僻矿带 大理岩无矿带等 五 个带
。

这互

个带不一定全部存在于同一剖面 卜
,

常有缺失现象
。

、

雨带同时存在的情况不 多 与 的

先后次序常不固定 在 之外
,

在 之

外均有之 但
、 、

的排列很正常而 且普

短
。

从整个矿化带之东西方向来看
,

矿化悄况亦有所

不同 , 东端破碎带中以辞为主 , 含纷少 中部火成岩突

出部分
, 以扮鲜矿为主 , 生成水 口 山有名的第

、 、

矿系 再往西 为黄跌矿体
,

仅含微量的扮钟
。

至于矿体之垂查变化
,

虽不十分明显
,

然在品位

上和矿物成份五多少有些不同
。

以第
、 、

犷系之

扮龄富矿体来挽
,

其扮僻品位之比
, 上部为

· ,

中部为
· ,

下部为 王
,

但往下
一

箭铁矿有增

多现象
,

扮斜相对诚弱
。

西部各矿体 部告为黄铁矿

体
, 中部扮鲜矿化培强

,

但较分散
,

亦未变成大的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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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西向
,

其强弱砚破碎带之大小为搏移
。

与火成岩

接触带有关者
,

其分怖与火成岩的分怖及形肚有关
。

在本矿区 ,

不但沉积岩受矽化作用
,

火成岩本身亦有

矽化现象
。

由于原来的岩性不同 ,

所以矽化后的产物亦有区

别
。 由砂真岩矽化者

,

通常变为石英岩郎我们所称之

热液石英岩
。

石英通常估 一 沁
。

其火有柏云母及

泥熨物
, 一般为栩救花尚变晶精裤

。

孩岩石在矿区有

三种类型 一为栩至中救桔楼之块壮 岩 石
,

矽 化 校

浅
,

还保存原砂岩或真岩之翘撤东刮磷
,

其分怖最广

次为粉 救 欲 和犬 牙肤热液石英岩
、 呈白色

,

分怖较

广
, 石英桔晶有大有小

,

大者为狡三公分左右之维肤

牛透明水晶体
, 发育于小裂防中

,

呈板肤和犬牙状 ,

小者为直侄 公厘左右之粒肤石英
,

矽 化 后 呈 粉末

欲 再次为致密坚硬块肤石英岩
,

呈灰或灰揭色
,

一

般多生于靠近火成岩的接触带
。

上述热液石英岩之矽

贾来源有二 一为砂直岩本身矽臀之重精晶
, 另一为

热液带入
,

使矽臀含量瑜高
。

灰岩或大理岩越矽化后
,

呈灰白 、

灰
、

深灰色
,

粗帐致密坚硬
,
块肤易碎

,

其粗成矿物有石英
、

石髓
、

黄跌矿等
。

石英之多少 ,

砚矽化之弥度而定 , 一般为韧

救嵌怖或微社集晶东孰巷
,

有时携有黄跌矿
。

矽化大理

岩很好的保持了原来灰岩的灰白相阴的条带肤搭造
。

花向冈畏岩的边部多有矽化现象
,

矽化后 ,

使原

生石英诚少
,

新增加之次生石英往 往 交 代 余阪石而

生成
。

栩云母化 挤据其成因可分为雨种 一种为

泥熨岩
,

轻区域变贾及火成作用
,

使原岩变臀重新粗

合而成栩云母真岩及揭云母角岩 另一种山于火成岩

中之畏石分解及后期热液活动而使圃岩捐云母化
,

如

鹅云母化大理岩
,

箱云母化矽卡岩
,

常为富矿带的圃

岩热液触变产物
。

炭酸奥化为很普遍的触变
,

特别是火成岩及

其附近的砂真岩
,

甚至最稳定的矽贾页岩亦遭受不同

程度的方解石皿的穿插充填或交代
。

共生成是山于石

灰岩中的炭酸类易被溶解
,

井带到共他岩石的裂隙或

孔陈中进行充城和交代
,

它之生成是晚期的触变
。

共

岩石呈灰色和灰椽色 ,

矿物成份不定
,

随原岩岩性之

不同而提
,

一般不含矿
,

仅兑少量黄跌矿染
。

可分为四个矿化阶段

矽卡岩阶段 矽灰石生成晨早
,

为火成岩侵

入时灰岩中所仑之胜石 与钙搏作用而成
,

因常兑圃楠

淮石桔核有矽灰石
。

石榴子石及透辉石为本阶段主要

产物
,

为火成岩佼人 与钙臂圃岩的接触带发生汽化高

温热液交代作用而形成
。

勿 ‘
以内接触带较为发育

。

又因其含磁铁矿 与赤跌矿
,

故知共外加矿物成份铁是

富集的活动粗分之一
,

钙跌石榴石多为其主要矿物
。

本矽卡岩矿物成分筒翠
,

后期未发生校 强 之 稀 造破

碎
,

不为纷钟矿沉淀的好踢所
。

硫化阶段

第一期黄跌矿化期 当矽卡岩生成后
,

受

外力作用
,

产生断裂破碎带
,

硫化矿液沿断裂带上升

与圃岩产生交代作用
。

敲期
一

黄跌矿常呈州心块状
,

桔

品粗大
,

以五角十二而体为主
,

六面休较少
,

为水月

山主要之黄跌矿期
,

常生成 工大之硫化矿体
。

在黄铁

矿 卜仅合有极少数之扮辞及铜的硫化物
。

第一期扮僻矿化期 当 黄跌矿生 戊后
,

复

又产生断裂
,

硫化矿液 升
,

与圃岩或早期硫化物起

交代作用
。

本 期 桔 晶 次序为阴鲜矿
、

方扮矿
、

硫抓

矿
、
悯麦组矿

、

方解石
。

扮排矿桔品粗大
,

成块状或条

带袱集合体
。

本期为主要纷排矿化期
,

生成 切勺富

、,,

嘀宁飞

矿体
。

第二期 黄跌

矿化期 当扮辫矿沉淀

后
, 又再产生断裂

,

后

期矿液上升
,

形成韧教

俊染歌或栩脏肤之黄跌

矿
,

将第一期黄跌矿
、

铅僻矿包圃或穿擂 如

图
、 。

第二期扮僻

矿化期 本期扮僻矿桔

晶栩
, 一

与棚救黄跌矿共

生 , 含叙校高 , 常呈余刚夙

欲
,

此期扮斜矿化常使

矿体重叠富集 图
。

右址七期纷僻矿之后复有

黄铁矿生成
。

矽化阶段

硫化期后
,

复又产

广一

字
。

‘

、 、

图 第二期韧粒纷矿
与黄铁矿穿切第一期阴辞

矿
。

而在栩粒黄跌矿中有
栩粒之冈鲜矿共生

一 、

异兰之粗乌多
二 二 ”萝 二 户

‘ , ”‘ 厂
·

六 共生矿物的生成顺序
,

矿

化阶段及成矿期

梅据矿物穿插关系
,

并按矿物生成之顺序
,

初步

图 第二期栩欲方扮
僻矿穿切第一期阴针矿

生断裂
,

含有少量之硫化物矽酸溶液
、

升
。

最先沉淀

时
,

石英中有极少量之黄铁矿 最后 全为白色狗牙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 一

耿或描袱石英
,

有晶洞雄造 与石英晶簇
,

石英晶体具

有环带状裤造
,

无 黄跌矿
。

珍一阶段在矿体外圃地带茜为发育
,

常生成 大

之矽化带
。

中低温过渡阶段

含硫化物破酸脚期 在矿体或圃岩中
,

常

有方解石脏穿插
。

在方解石脏中 ,

有多量之 占洞 与方

解石晶簇
。

在品簇的品面上或晶体中
,

常有圆粒之 黄

跌矿
。

含稀有元素之破酸魄期 呈肉杠色之方解

石脏中含有放射性元素
。

低温触变期 如粉泥石化
、

滑石化等
,

常

生于断裂面上及其附近
。

矿物生成次序及成矿分期表
,,

沸扮扮扮
硫化物阶股股 矽化阶段段 中低谧过涯阶段段

】】】】 】】

矽矽从笔 一一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一一一
透透全旅毛毛

尸尸尸‘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石石粤擂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研研效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一一一

赤赤敏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

娜娜姐犷犷犷犷犷犷犷 一一一一

扭扭 月石石 叫叫卜
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

通通阴 石石 忿忿忿忿忿忿忿 一

石石 英英英英英英英 一 一

一一一一一 一
麟麟 , 狱 一 一

二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

习么毕矿

方 ,合毛 ‘

方解 石 一

精云 母

从矿物共生舰落卜灾省
,

金肠矿物有方扮矿
、

冈辞

矿
、

黄跌矿和少量黄朔矿
、

黝铜矿等
,

这些矿物都是

较标准的中温矿物
,

而 且前三者粗成大的硫化矿体
,

一般为粗欲桔桃
。

至于方纷矿和
一

黄跌矿虽有校后期的

韧拉精品之小矿脏
,

然其耙济意义不大
,

不能作为确

定水 口 山成矿温度的标准
。

脏石矿物亦以中温的方解

石为主
,

共余有少量的石英和极少量的赞石
,

高温的

黄王和低温的辞石等均宋见
。

与矿床校有关的圈岩触变为中温的箱母化
、
矽化

和炭酸咙化
。

至于接触变臀的矽嘎岩化
、

大理岩化和

较高孺的矽化
,

均生于成矿前
。

而低温的矽化
、

碳酸

斑化
、

袱泥石化等均产于主要矿液沉淀之后
。

鉴于上逮事实
,

我们韶为水 口 山纷斜矿属中高温

矿床 中温类型中温度较高的矿床
。

仪水 口 山主要铃僻矿体已知延深达 公尺
,

矿

物成分筒单 ,
精摧粗等现象言 , 似乎肠 ,卜深矿床

。

然根

据矿体 与火成岩的空阴关系及 复地层的艳对厚度加

以铆算
,

就不难靓实其为浅成矿床
。

瓦良卓夫弃家食

韶为水 口 山 火成岩是喷发式的 卜升
,

侵入时阴短
、

桔

晶快
,

我们卜意这一看法
,

少卜且韶为是在深度小
、

压

力 不 大 的 环境下生成
。

二叠祀及三叠把底部地层被

火成岩切穿
,

侏罗把地层未 与之吐接接触
, 王几且算作

盖层
,

总厚度 公尺
,

而侏罗耙地层在水 口 山 不

一定有沉积
,

白毕把地层在木区城缺失
,

所以火成岩

及矿化带的生成深 廷距地去最 多不超过 公尺
。

据

此
,

本矿床应肠中高温浅成矿床
。

十

赞 石

杀‘泥 石

汾 石

三
、

矿化成 因的 商衬

一 成矿沮度及深度周题

水 口 山纷僻矿不是典犁的矽咬岩矿床
,

在成因上

与矽卡岩无十分密切的关系
。

矽映岩为筋单型
,

一

与之伴

随的金属矿产除少量磁跌矿
、

辉如矿 大山坪 孔

中见 公尺厚之磁铁矿体
,

百步名受 孔在接触带晃

辉翎矿染 外
, 别无 琴他

。

大的硫化矿体之生成
,

不

但不明显的交代矽映岩
,

且室朋关系亦不十分密切
,

仅

少量扮辞矿及 黄跌矿呱穿插 争卜或生于小的矽嘎岩体

之边部
。

山此可知
,

硫化矿体生成于矽嘎岩之后
,

井

有时朋妇的 川断
,

温度相差很大
。

二 成矿与火成岩的关果及其时代

水 口 山纷斜矿是否 与已兑火成岩有成因关不
,

过

去地臂人员一直是在怀疑和孚渝盖
。

年 月拉尔

琴科惠家来水 口 山进行观测之后
,

指川 已矛“露之火成

岩不为扮僻矿的姚嫣
,

我们韶为这种石法 趋正确
。

水 口 山扮僻矿体一般生于火成岩外接触带 公

尺范圈内
,

远离接触带未兑有大矿休生成
,

仅个 裤

迭有利刘续毙有少量无耙济意义的栩小的纷僻矿服
。

从

矿体的分怖上看已兑火成岩共生
, 同时从公桨杂岩 与

成矿的琳属性上看
,

弱酸性的花阁冈妥岩亦常为扮辞

矿的母岩
。

然扮鲜矿体不是火成岩 的付成分
,

而是

生在火成岩的超复变陡部份的外变羚带中 ,

矿体延深

很大
,

达 公尺以
一 , 火成岩是擞密栩教桔晶 ,

共生

成环境局浅成爆发式
,

分界作用是不好的
,

这脱明矿

液是来 自深部
,

不是已晃火成袋的分泌物
。

矿休所以

生在 火成岩附近
,

盖因接触处有深大的接触破碎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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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成岩为其盖层 , 有利于矿液的流通和沉淀
,

在坑道

和搜孔中均晃边部火成岩中有栩 ,
、

纷僻矿服穿插
,

这

魏明扮僻矿生于火成岩完全凄固之后
。

我们在坑道和搜孔中均兑有数公分至雨公尺左右

竞之具有文象褚迭之石英声畏石服
,

这种岩胶切过矽

吸岩
,

但又为扮僻矿峨所穿插
。

因其生成在粉辞矿之

前
,

矽吸岩之后
, 它应与深部岩桨分具作用有关

,

可

能 与矿液同出一源
。

权据以上事实分析
,

我们豁为水口 山 已兑火成岩

休不是成矿毋岩
,

成矿母岩应在深部
。

至于其是否与

上部火成岩相速接或为另一火成岩体
,

尚待研究
。

水 口 山 火成岩生于燕山运动末期至第三忆初期
,

前面已有渝靓
,

因为矿床产于火成岩之后
,

第三耙之

前 第三纪杠色岩层无变赞和矿化现象
,

故我们忍

为成矿时期为白皿纪末
。

三 构造关果

拉尔琴科奏家食指出 , 水 口 山扮僻矿位于稳定地

块边缘的凹陷部分
。

因水口 山之南西面有橄稳定的阳

明山地块
,

其地层为古老的前泥盆纪变臂岩系
,

地块

的东面及北面
,

地壳不断的下降
,

沉积有上古生代
、

中生代
、

新生代各时什拍勺地层
。

山于沉积静压增大和

受区城地壳运动的影响
,

所以在活动区特别是稳定地

块 与活动区接触带
,

不断的产生滑动
、

弯曲以致断裂

破碎
,

造成成矿的良好裤造条件
。

我们从区域地臀图

卜可以看到
,

圃镜着阳明山地块的东西和北面有桂阳

的大顺公
、

白面城
,

常宁的炭山高
、

水 口 山 、

桥头 ,

斌东的白子均等数十个粉僻矿化点成牛环肤分怖
,

不

能锐不与此凹陷带的地臂精造有关
。

从水口 山矿区来看
,

断层破碎为控制成矿的主耍

娜造
。

至于摺揪
,

仅起极次要的作用
。

在燕山运动末

期透成以北北东为主的堵造操 。 但由于火成活动及第

三纪初盘地升降作用的千扰
,

使水口 山棋 造 特 别 复

杂
,

断层特别发育
,

地层残缺不全
,

几乎找不出一个

完撰的摺翻
。

水 口 山东西雨火成岩体在深部是 否 相 速 接 指

公尺以下 现询无足够的征据
。 东部火成岩的雨

侧被南北向雨个大断层所控制
,

呈漏斗肤
,

断层面向

里
,

东部村陡 ,

西部较平
。

西部火成岩的西边亦为断

层接触
。

断层 瓦向西
,

佰角豹 度
,

在第兰祀之后有

复活现象
。

水口 山粉辞犷之所以分怖在东部火成 岩 体 之 北

端 ,

是因为北端有裸大的接触破碎带
,

这种破碎带为

矿液上升的良好通道和沉淀环境
。

破碎带之生成是因

火成岩之缪固收拍
, 及火成岩和大理岩岩性不同 , 受

应力作用后最易沿其接触带破碎
,

特别是北端东部接

触面陡而弯曲
, 更加有利

。

粗成接触破碎带的角碟成

份有火成岩
、

矽卡岩
、

扮僻矿
、

一

衡跌矿等
,

复为多次

黄跌矿
、
粉辞矿膝桔

,

这现象又沈明了跳破碎带在岩

聚活动初期成矿时及成矿后均有活动
,

这对水 口 山扮

僻矿的富集和多次成矿作用有密切关系
。

在接触破碎带外椽大理岩中 ,

发育着与成矿有关

的裂峨
。

这些裂眯控制琦大的硫化矿体
,

特别是雨粗

以上裂隙交叉处更对成矿有利
,

裂峨与按触面有密切

关系
,

因为他们的产肤与接触面一致
,

随共变化而变

化
,

如在水平面上矿体团镜接触带分怖 ,

在垂直面上

矿体亦随火成岩超复面而上陡下平 , 可晃接触面翻整

了应力而控制了圃岩中裂菌的分怖与产状
。

超复肤的火成岩
,

因其撇密坚硬
,

不易破碎
,

起

了盖层作用
,

使矿液集巾 ,

不易逃逸
。

矿带的东西雨

端为不透水的矽臀直岩和砂真岩
。

成矿时大理岩的上

部
,

亦应有牙护卜煤系的砂直岩
,

这些均陇播了矿液的

扩散
。

上述裤造条件
, 只有 与矿液及圃岩等 因 素相 枯

合
, 二扩能产生大的矿体

,

推一寻我椿造
,

对我矿是无

济于事的
。

四 围岩触变关果

本矿床的热液活动是相当强烈的
,

同时矿区内地

层岩性复杂
,

故圈岩触变是多种多样的
。

但除矽卡岩

化在矿体存在部位较为强烈
,

井在灰岩中有大理岩化

外
,

其他各种触变还渡我到与矿体有吐接关系
。

矽化

在本区发育很强烈
,

破碎带中广泛存在
,

然在其中偷

未找到矿体
,

且已有矿化带井无强烈的矽化
。

另外
,

热液栩云母化
,

在近矿体处 现不显著
,

没 有 代 表

性
。

破酸奥化在本矿床显然是校硫化物为晚的产物
,

为矿床分留作用末期所形成
。

四
、

结箫 与推洽

一 成因类型

水 口 山斜滩辛矿体形欲很复杂
,

变化大
,

一般皇筒

肤 、

柱肤
、

襄欲和服欲
,

在室阴上与火成岩共生
,

但

无因关系
。

本矿床矽吸岩不发育
,

矿物成份简乳 有

握济价值的方铅矿
、

冈斜矿
、

黄跌矿均形成于矽卡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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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高泪热液阶段
,

在外接触带交代大理岩而形成
。

成犷深度根据 火成岩及 上部盖层的测算
,

韵在 至

公尺
。

故本矿床应属中高温浅成热液交代矿床
。

成岩呈超复肤对成矿
一

有利
,

了如超敏角很
一

, 援
,

破

碎和矿化显 冲诚弱
。

二 热液条带的典型和多次成矿作用

本矿区条带肤彬迭非带发 育
,

尤共是矿体巾含有

等量之黄跌矿
、

冈僻矿
、

方姗矿
、

方解石时
,

茶带肤

搏造更为明 显
。

及于条带肤生成原因
,

一为同期 上升

矿液
,

山于各种地乞犷环境的改变沉淀而成 一为 多次

成矿作用
,

如后期矿液在早期 黄跌矿或纷僻矿的裂峨

中沉淀
,

而各朔所形成之裂防吻合一致时
,

形成条

带肤梅造
。

根据矿物穿括关系
、

垂吐变化及矿物破碎情况来

看
,

水只 山扮排矿体的生成有多次活动的表现
。

如在

矿体中常兑有各期矿物穿插包圃 ,

角碟肤雄抬发 育
,

粗扯方扮矿复 为栩救方粉矿所穿切埠
。

三 构造特点

水 口 山扮僻矿生于阳明山稳定地块北东边的活动

地带中 ,

彬迭断裂为控制矿沐的主要因素
,

而断裂又

表现了 多次复活现象
,

火成岩的形肤受摧造断裂的挑

制
,

深大的接触破碎带 与成矿有十分密切的 关平
,

火

咬四 找矿标筋

火成岩超复在 大理岩 土的 陡急接 触破碎

带 此为矿液的良好通适和沉淀有利环境
,

破碎带愈

火
,

矿化愈好 破碎带小 ,

则矿化微弱
。

第三祀杠色岩系沉积盆地的边修
,

与老地

层的接触处常成断裂带
,

为 岩桨
、

矿液活动的良好樱

所
,

这种林造可作 为找矿的标忿几
一

友理岩 及理岩中最有利
一 二

矿体的交代沉

淀
,

故易 戊官矿
。

铁惭角佼 角碟带了以 仁有苗跌 及 拼 僻 矿

化
,

风化后成为铁帽
。

如在地而我到风化 的 跌 盆 地

段
,

’

下部 可能有硫化矿体
。

矽嘎岩 热液杀、云
二

化
、 ‘沙化 及破酸嚷化

等可作为 小矿 长找矿标敲
。

级然这些仲变 嗜矿化作用

不紧密共生
,

但 均刻月咬地比 釜件可作 为本矿床圃岩

触变的我矿
一

标霭挑

角岩化 可作 川接的我矿标念
,

阅其存在

标明 火成岩之 仁在
。

卜接第 斑

的效果
。

效将依攒 冬正搏 右旋 和反搏 左旋 为

林移的攒孔弯曲角的变化数据列 于
一

表
,

夫‘ ,
井甜述

了攒具正林时的拼进拈果
。

线孔人 与攒孔 相距 公尺
。

雨个攒孔在同样

的地熨剖面中用 一 型攒机攒进
。

为了使潜共

能反林
,

攒机上添较雨个 推滚珠帕承 一个装于立

帕齿愉的下面 立轴箱要加提 公顾
,

另一个装

于横帕齿榆拓皮带检的一面
。

在横帕箱相应的地方扩

旋以后
,

安装 议珠轴承
。

立帕土部螺杖
,

应制

成右螺赦
,

一

部 应 制 成左蝶杖 郎反螺杖
,

以便

立轴反林
。

为了从寨棘喻上翔们夕载月癸到二 作输上
,

应将附加

的皮带换义反过来安装
,

井在电动机上安假可逆的刀

型开关以便反林
。

足期的改变拼共姻搏方向不 仅 可 以 诚小值角弯

曲 ,

并可依充堵加挤补攒头所受的翠位压力来提高进

尺效率
,
而不会地加挤孔的弯曲

。

使用 上远攒粒攒进的

方法能够保就工作灯量
,

井可使进尺效本提高 外
。

用借具正搏和反搏攒进的耀瀚并不是沂矜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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