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渝赣南脉锡矿床深度的探测标志

李 崇

发于黑魏矿脉在垂匾室 川变 匕」拍勺转些推断
,

在

若不可 区的勘探材料中陆被得到 了征实 无渝是在成

矿构造类型
,

人成岩体规模和部位
,

围岩茶件及热液

触变
,

矿石特点以及地貌景观中都可以找 到 一 定 反

映
。

进一 步探封齐种地盛条件之 幻相互依存和密切联

系的拄制因索
,

从而找出矿体垂陇变化的地贸标志
,

对矿床杆价以及指导找矿和勘探 仁作
,

都具有非常重

要的实际意 义 。

佑

海 。 一 米的范围内
。

主批矿脉既为燕山花岗 岩

的派生物肾
,

因而 多分布 于其值部或上 廷地层 中
。

根

据某些矿区的实际材料
,

也孤明 了花尚岩方‘准面在
,

一

般情况下乃标志蒲籁南区域脉貌含矿口狱的内 下 限 范

围
。

至于上限高度
,

盗于区内拔海 了
,

米以上的高

咖翎仙枷柳铆姗卿脚枷。

打海石

一
、

赣南区域脉跪含矿周隔的探对

根据几个主要矿床的材料看来
,

在赣南区域内的

各种脉踢矿床
,

小渝 七围岩性胃为人成岩 或 沉 积 地

层
,

屡大型矿脉或韧脉带
,

抑或具有种种形式的产状

耍素
,

但艳大部份矿休都是分布于正性地区
。

赣南区
,

各种不同岩性的地层 与地形的关系比校明显
,

现代冲

积物 与第三耙杠色岩层
,

多停积 于低注之处
,

而成赤

色盆地
,

江瓜汇流其中
,

两岸多呈阶地
。

地势一般拔

海在 别。米左右
,

比高多在百米之内
,

此类盆地中极

少见有原生脉踢矿床
。

石炭二迭祀地层 多构成盆地中

之丘陵
。

中下石炭耙地层则多沿盆地周围呈茶带状展

布
,

一般拔海 米以上
,

如其有共它摊制成矿
一

的条

件时
,

其中亦斌存有脉鹉矿床
。

石炭二迭祀灰岩及妈

臀砂直岩
,

是形成矽卡岩型白踢矿床的有利地层
,

本

文不拟涉及
。

泥盆祀与前泥盆祀变胃岩
,

构成广湖的

摺椒山区
,

多为崇山群撇
,

攀债蜻峙
,

鼓高
一

昔拔海

, 别。米左右
,

少乙高 一丁训米
,

若干
一

著名的大型鹉矿

均胚育共中
。 “关山花裔岩呈岩墓裸露 昔

,

多为而积宽

坦的丘陵地带
,

一般高度拨海 别 一洲。米
,

仅于边

椽部份见有小规模矿点
,

聚集而成矿田
。

呈岩株侵入

于前泥盆耙变臀岩中 佰已出露者
,

一般地势蛟高
,

多

在 米以上
,

共比高亦均大于 米
,

岩株本身及

其周 围地层 中
,

是脉鹅矿床斌存的有利地带
。

粽览赣南地形
,

河流穿途区或山阴盆地
,

一般拔

海 米左右
。

广涵的稽砌山区主岑 多在干米以上
,

花尚岩出露高攀 米左右
,

为数蚊少
,

大部低攀一

般为 米左右
,

花尚岩出露之区域性基准而豹在拔

戈矿巨编手、

图 萦南区域儿个主要脉廷矿床合矿阴隔
,

纵及与花尚岩

体高度和侵他深度的关系
。

一浸触面 一矿体空同位履
。

山上
,

仍赋存有矿体
,

因而只有区内地形的最高浸触

面 犷能代表矿体上限范围
,

所以赣南区域的脉拐合矿
。 。 。、 , , 。 , 二才 , 、 , ,

, ,

比 。 、 , 、 , ‘、 、八 , 二 , ,

。
, ,

粉简隔
,

大休上可以确定为拔海
一

,

米的范围内 肠

〔图 丈〕
。

超出此范围的
,

只为 极其 个另 的 现

象
。

共中以矿脉深度在地表 以 下 川 一 米 者 最

多
,

一 米者次之
,

超过 米 与
、月卜 米苦

最少 〔图 〕
。

绷柳柳柳刚抓脉深皮

一
佑统封产弓翻 万

图 赣南区不同深度黑跳矿脉的抗浏
,

根据 个矿区

为 了便于在找矿勘探 工作中就地形茶于曰
一

可床淤

度远景的估价
,

将赣南地形恨据共高度变化及已有的

矿床查料
,

概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

高山区 拔海
’

川 米以上
,

比高 授



一 几 一

‘于 封 米
,

对这类地形成因的钊断
,

应是在加里东摺

栩的基础上
,

艇过海西宁
,

特别是甲生代构造活化上

升的地区
,

活化所反映的构造型式可能是隆起
,

叮能

是断裂
,

也可能是原有摺椒雕型的进一步加剧
。

就构

造楼的相互关系看来
,

表现各期构造翰姻相依撇承的

重接现象
,

乃代表了赣南区构造干涉的一般性证
。

无

湍是由于加剧褶榴而生成的件随裂隙
,

抑或深断裂及

其从生的构造
,

都是形成蛟深矿床的储矿条件
。

就地

形高度而言
,

它侧的浸触程度是比校浅的
,

所以斌存

于高山区的脉鹅矿床
,

共深度往往极其可观
。

如在其

它地览条件有利的清况下
,

矿脉深度一般 可似 达 到

加米以上 如 ,
, ”

‘

号拙矿
。

第二种类型
,

中山区 拔海 勿 劝 米
,

比高

阳 米方右
,

侵触程度不太深
,

一般的悄况下
,

地下

矿体可以保留 即 洲 米 如
, ,

兮 等 钨
, 矿

第三种类型
,

低山区 拔海 米以下
,

比高低

于 米
,

矿体大部被侵触
,

工业矿体的延展深度一

般为 么 米以下 例如
, , 号鹅矿

。

万 口 汉

一
圈若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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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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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劫狱枷卿柳砌州姗
日

犷脉赶地及八下浑服

一 一
矿沐拍牢

图 在不同转层中脉翔矿深度及矿床颊率

根据 个矿床

一泥盆耙地层及石炭祀地层 一 前泥盆泉改览变

贸岩层 一变熨岩与花淘岩接触带
一

花脚岩

二
、

地层与火成岩的标志

一 不同地层 与矿脉深度的变化关系 赣南成

矿裂陈艳大部份都由生于中生代的地壳运动
,

因而凡

渭 是中生代以前芷且包括燕山花崩岩在内的岩层
,

均有

发生构造断裂的可能
。

事实也瓢明了黑鹉矿脉韭非全

是局限于前泥盆耙的变臀岩地层中
,

我们在泥盆祀以

至石炭耙地层内均找到黑鹅矿床
。

所以在赣南区除因

各时代地层不同的岩石 匕学因素
,

影响着矿体内部祖

份的变化而外
,

在矿休深度方面韭无重要控制作用
。

但由于各时代地层在空阁上的分布规律
,

以及和花尚

岩
、

构造变动等其它成矿条件的相互关系
,

因而各时

代地层中矿体斌存的频率也就不同
。

根据 杭舒 的 材

料
,

可知在变真岩中
,

以及前泥盆耙浅变贾岩与花岗

岩接触地带
,

矿床数量最多
。

花尚岩体本身与泥盆祀

及其以后之地层中数量蚊少 〔图
,

〕
。

就矿脉深

度而言
,

亦与地层 分布的空阎位置有关 一般在花岗

岩中浅
,

接触地带校深
,

前泥盆耙变贸岩中更深
,

泥

盆耙地层中最深 〔图
,

〕
。

图
,

一 的关系指示了在变臀岩中以及变臀

岩与花岗岩接刚她带一般深度为 一 米的黑瓣矿

床最多
。

各种地层中矿床出现频李与深度
,

应与各种

岩层的分布范围
、

转石性寮
、

侵触程度
、

以及适宜成

矿的构造条件有 关
,

当于后文另行探剧
。

二 花尚岩 与矿脉艺知变的 又系 已 了角勺 七料砒

明
,

在赣南区若干紧紧靠近矿
一

床的花尚岩体
,

多是派

生矿化溶液的来源
,

但也有个别的耀然在唯圈 卜局眼

于侵人体中的矿
一

脉
,

而实 杯上两 行却 七生 们亡系
。

所

以在研究花尚岩与矿脉深度 义系之前
,

首先必烦确定

两者的生因关系
。

在过去的工作中很客 协把矿 区内的

花岗岩体都韶为是矿床的原生母岩
,

如 果没有一定根

据
,

这样的枯渝往往会招致 」
一

分严菜的错换后哄
。

徐

南若干矿床实例中
,

常显示了花尚籽 与矿床生因联系

的标韶
,

这些标能体现 于两者在空阴上 与“州日上的一

致性
,

以及附生成份的一致性
。

就前者 亩‘

宁
,

,

这些矿

区的花尚岩与矿脉都是属于中生代燕山返动同一的 岩

浆期和成矿期
,

它们都侵入在同样的前泥盆祀浅 小践

岩或二迭耙以前的地层中
。

花尚岩体与矿床产生在同

一复式背斜隆起区或拘陷带
,

以及 几个构迅系抗于涉

带的相同地层 中
。

更明显的是
,

几乎撇大多数妈万
‘

区

或附近
,

均件陡有燕山花崩岩出露
,

补 琴犷脉则八接

产于花岗岩体内
。

另从产生环境来希
,

场高溉涅成环

境下所产生的黑踢矿脉
, 一

与深成的 或中深 戴自 岩

株和岩基边释密切伴生的规律
,

也反 映了形 成岩

—深度条件的一致性
。

若干矽卡岩鹉矿区的实际材

料
,

尤其能够靓明这个简题
。

再以附生成份的一致性

而渝
,

矿物 —地球化学法是当前帮助解决俊人休 与

矿床关系的有效办法
,

这种办法在赣南踢矿的勘探毛

作中
,

向推行不广
。

目前仅只阻于附生金尉的研究
,

例如在 号药矿区内 的 花 尚 斑岩中含有
、、 、

《 、 、 ,

号金濒
‘

区黑云毋花尚岩株中合有 、 、 ,

弓 、 」号铸矿区内花尚岩株中含有 《 、

一, 、

入 、 、, ,

号拐矿花尚岩内含、
、 、 、

义 , ,

等
,

这些不多的材料对探对火成岩体 与矿 床 生 冈 叹



一 一

系方面也提供了重要的标志
。

但由复式侵入的花尚岩

体所构成之矿区
,

后期侵入体所派生之矿脉
,

直接产

于早期的花崩岩中
,

这样往往会使我印时巴早期花尚岩

殷韶为是矿脉的母岩
。

所以扮
,

首先必须通过矿物

—地球化学
,

岩石化学等方法正确
一

肯定侵人体与矿

床的 又系
。

这是一件不可忽略的 工作
。

就赣南几个捣矿的地臀材料看来
,

花尚岩体与矿

脉深度的关系
,

多决定于在成因上具有密切联系的侵

入体与矿床两者的空阴位置
,

这种位置关系大体可以

分为三种情况 矿脉分布在花尚岩体之内
。

矿

脉分布于花岗岩边椽接触带
。

矿脉产于大成岩体

的围岩中
。

。

矿脉分布在花岗岩体之内
。

花尚岩是在地下

深处形成的
,

今 日裸露面积的大小
,

直接反映了侵触

切面的深度
,

因而甜歉花岗岩体侵触切面的深度
,

对

找矿开价或勘探工作
,

是有重要意义的
。

根据斯密尔

能夫的研究 “ 共意义即在于以矿床的数量和它的矿石

总储量所表现的矿产富跳程度
,

是随切面改变的
,

一

般的情况是 含矿率随着侵触切面之趋近于侵入体上

部的突出部而提高
,

然后随着切面的加深趋近于侵入

体的低部而诚低
。 , ,

赣歉笙花尚岩在地表 露 布 的 情

况
,

一种是屡于蚊大规模的花尚岩基
,

矿床位于其边

椽或突起的顶垂部份
。

另一种是呈现岩株的形式
。

后

者除个别矿区由于花尚岩体的反复侵入或适宜的构造

条件形成蚊深的脉踢矿床而外
,

一般的情况都是表现

丫矿脉多
,

矿点密集
,

深度此较短浅
。

形成这种情况

钓原因 一方面是侵触切面教深
,

矿体主要部份未能

保全 一方面是受到构造条件的控制
。

在花尚岩中构

造断裂的成因是很复杂的
,

一种可能是由于区域性构

造变动的直接产物 。 例如控制花岗岩侵入 的构 造 营

力
,

当岩浆洽凝成岩后仍未解除
,

则使固精了的花岗

岩与其周围的成层岩石产生同一系兢的 裂 隙
,

但 很

明显
,

在花尚岩中的裂隙分布范围更 为宽广
,

条数亦

较繁多 ,, 这与岩石受范性的强度有关
。

花岗岩比蚊干

枚岩
、

板岩等类地层远为坚脆而易于破碎
,

狡是众所

周知的
。

另一种生成含习
月一

裂隙的因素
,

是由于岩浆本

身冷凝收精的枯粱
。 了长飞裂隙可有六 祖

,

但以垂武流

钱之横裂隙最为发育
,

在空 尚上乃与所远前种成因裂

隙的产状适相一致
,

两种成因
,

一个系就
,

重迭的桔

果途形成裂隙的繁多和复杂性
。

在某些百一
区更丧现在

花岗岩精晶处程中
,

由于深部的变界
,

又形成后期火

成岩体的复式侵入
,

对上
二

部已百势分却之花尚岩外壳来

貌
,

则又造成
’

产生裂隙的一个机会
。

那久龙花尚岩

体中矿脉所以繁多 ,叮且密集的道理足 不难理 界的
。

但

是由于其成因的复杂
,

因而在探寻在尚岩内矿脉深度

时
,

更必须注意构造成因的研究
。

岩株涌常是侵入在软弱地带
,

办即区域 比构造作

用力比蚊集中和剧烈的地区
,

各种应力的发育过程比

蛟持久
,

构造反复变动的形式也十分复杂
,

月此有机

会形成比蛟深邃的裂隙
。

又 因侵触切面不深
,

,斤以在

地势高峻之岩株中的脉绘矿体
,

共深部远昆比一般位

于岩基中的矿床耍好些
。

如 号踢矿区 岩株式 , 的

脉钨深度达到 米以上
,

而共它岩毖式的发侵触毋

面蛟深的岩株中
,

矿脉现有深 度大 多不 超 士引 米

如
, , , 多 ,

号鸽矿区
。

。

矿脉分布于花尚岩边椽接触带 这类矿床在

鼓南区域所占数量很多
,

一种是属于岩基的边椽接触

带
,

一般侵触切面较深
,

地势低援
,

矿区内以花尚岩 ,

为主
,

围岩偏于一侧
,

或呈岛屿状零牟散布其上
。

矿

脉艳大多数产在侵入体中
,

条数虽然很多
,

但深度小

大 如
, ,

号鹅矿 , 另一种是屡于花尚岩株

的顶盖部份
,

侵触程度不很深
,

花尚岩多于低处露

出 ,

且面积不大
,

在剖面上很容易坎复和显示洪它们

顶端部份原来的侵入形式
。

上复围岩面积蛟大而且占

据矿区内高山顶部
,

这些大部产于围岩中的犷脉
, 、

共

深度要比前者为大 如
,

号 鹅矿区
。

必须提 卜

及
,

花尚岩小浸入体在某些地区位于矿床的中央
,

矿

脉产在侵入体的硕盖部份
,

向外呈同心环状放射
,

蓑

穿于侵入体与围岩两蓄中
。

某些地区矿脉却偏倚于侵

入体的一侧
,

呈偏心伏背向岩株延展
,

或者牵速于桩

个岩株之简的围岩中
。 。

斯密尔诺夫曾指出

“ 如果含矿侵入体侵酋切面不深时
,

则有火成岩形成

的个别地区出现
,

中周隔以相当广漓的围岩地段
,

这

种情况最有利于侵久体的围岩里或侵入体本身之中的

岩桨期后金屡矿床的发育 ” 。

在两个侵入体之阴较老

围岩中的成矿裂隙
,

不仅生成于乡洲仍火成岩体活动的

远为复杂的区域构造营力
,

芷且又是处于各火成影体

侵入时隆起挤压 由垂直运动而引起的水平分 勺 盯

产生之急剧的应力场
。

所以在这种条件 日勾成的矿化

裂隙
,

通常都是比蚊深逻的
,

例如铁山
’
‘

沈与洲
一

附 俊

入体之简的 号踢矿 汉龙 与三亨乡两花尚岩体之阴

的 号鸽矿
,

号 与 号端矿两花尚岩株之简的 价

号挑矿等都是屡于这种形式
,

矿脉深度校全部产生于

花尚岩休内。勺矿脉要深一些
,

一般都在创。米工丫
二 ,



最深到 峨 米
。

矿脉产生于火成岩体的围岩中 这种形式的

矿床在前远接触带型中趋向 于侵 人休一侧或牵速两侵

人体之朋的矿床时 , 已耙涉及
。

因为黑鹅矿脉均蜀于

深成高温矿沫
,

一般多距离侵入体不致太远
,

所
·

以与

前 扮区分的
,

只限 于是在矿区内地表或某一深度内未

有花尚岩体出现
,

主要特点可归柳为 侵触切面很

浅
,

火成岩侵人部位蛟低
,

隐伏深处偷未揭露
,

矿脉

均产于侵人体上复围岩内
。

另由于成矿裂隙深邃
,

发

育过程复杂而且长 久
,

一再夏活的桔果
,

形成数期岩

墙和矿脉的相互交切
。

假如我们而临这样一个征 区

地势高峻
,

不见花尚岩侵人体
,

只有 务种岩墙伴随矿

脉出露
,

那怕矿脉十分韧小
,

也极可能是一个相 当 犬

规模隐伏矿床的标志
。

如
, ,

号鹉矿斤灯立实尿

的例子
,

它们的深度均在 米以上
,

报深 污达 到

米
。

粽上述花尚岩侵靓切面的深度
、 ,化状

、

形 东
,

侵

入活动的方式以及与矿体的空 过又系等种种现便
, 、

均

与矿脉深度具有密切的联系
, 丈研括归钠 勿 炎

, 。

表

矿脉深度
勺

侵 蚀 程 度 母 岩 产孟抉 形 态 母 岩 深 度 母岩与矿体平而关系 矿 床 实 例

,飞 矛奇触程度浅
,

属高

山区
,

找海 米以

上

矿区内母岩深伏地

下
,

未能察兄
。 只有

岩脉出现

母岩至 少 在 地 表

米以下
,

豹 拔 海

米 以下

两

乳笼黄霭套篙鉴究
‘ ’ ’

号拐矿竿

监理篇
附近无

⋯
一 侵蚀程度中等

,

属

中低山区
,

拔宁每

一 米

孤立小花尚岩株

或复式侵入体

母岩出露地表或地

下浅处
,

拔海 一

米

矿床产于花 澎岩株

顶盖上部的旧岩 , ,

或直接产
‘

于 侵 入 体

号妈矿

内
。

侵触程度深
,

属低

山区
,

一般议海

米以下

花尚岩基边徐接触

带或岩株 的 中 心 部

份
。

母岩出露地表 ,

拔

海 一 米
,

矿床大多产在公入

体中或接触错廿

, ,

号犯洛矿
。

侧
“

一
“

一一一 一
’

—一
’ 一

尸 一
’

一 一

—
三

、

构造成因 —矿脉产状形奔与

深度的关果

于区域性构造的分析
,

限 于村们 阳了 成
,

本交小拟涉

及
,

仅以现有矿区的材料
,

就应力 性员和捧 晚砂“

的

构造类型
,

概括如表皿
,

供做封渝和进一步引 巾
。

表

矿脉深度 成 矿 构 造 成矿裂隙的性贸 矿床实例

深矿脉 深断裂复背斜

隆起式

打士力
,

张力 与

玉力复合裂 寿气

, ,

号乍挤彩口
“

中深矿脉 短帕背林 复式

卜嫂 债入 的 花 闲 岩 体
一 隆起侧压带

扭力 张力与

扭力复合裂隙 号等欢布

浅矿脉
盆

岩株顶盖部份的

小褶栩或花 劫岩本

张力
、

人
’

坡

冷凝收稀裂隙 为

, 〕
,

工

号
‘

序升奋旬
“

︸

一 区域构造按制因素 几乎每一个矿床的原

始深度都将决定于它的构造成因
。

关于鼓南区域构造

的甜戳
,

目前还不一致
,

例如准地槽规
,

抑或陆台活

化
,

以及致渡性地区等种种兼断
,

正随着 日益增多的

实践材料在不断的修改和渐趋较一
。

值得注意的是在

控制成矿的构造形式上
,

无揣是构造弧
,

复背斜
,

深

断裂
,

或者是各种构造楼交错干涉带等等都被一定矿

点的存在拾予融明
,

这就显示了构造成因的草杂性
,

艳非任何单一的构造所能曦括的
。

更进一步追索关系

矿脉深度的构造因素
,

主川必将涉及产生成矿裂隙白加丈

力性置
,

达方面
,

若干矿床听表现的实际现象也是比

校复杂的
,

可以概括为三侧青况
。

即张力裂隙 件随

褶栩从生的水平挤压张力 , 由于地块隆起 或 是 岩 浆

肉俊而产生之垂直挤压张力
,

岩浆汾凝收箱之表面张

力等
, 扭力裂隙

,

以及张力与扭力的复合裂隙
。

关

二 矿脉产状 与深度变化 、 炎系 矿

的裂隙
,

乃是在构造外力影响下
,

引 交亡

变形的一种主要反映
。

主应 力袖内 少, 位 艾 ,

笼甲
‘

勺

冷 丁



一 一

一

向
、

性臀
、

强度有关
。

在发展过程中
,

往往岩石围压

与受范性决定了裂隙的最后形式
,

所以矿化裂隙是各

种复杂因素相互影响的产物
,

因此以其成因
、

形态
,

特别是在产状方面各度空 舶勺发育形式借以探求深部

方向的变化规律
,

是有根据的
。

。

矿脉长度与深度的关系 黑鹅脉状矿床规模

的大小
,

主要决定于矿脉产状三个帕的发育情况
,

但

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对一个完 蔡的矿体或盲矿体的全

部产状杳料
,

所以现在做为探对矿 脉长 深关 系的 依

抓
,

主要是上部已握受到一定侵触程度的矿休瓷料
。

图 矿脉簇剖面形态及厚度等值雄图 根据 号鹅 矿 总

粘报告书

地表

抓承处幸以不深及

布杆添邱拜脂

一
杯卜程悠侧先渡

图 通 矿脉长度与深度的关系 根据十个矿床

赣南一般脉鹅矿床的变化情况是
,

走向袖最长
,

斜深

帕次之
,

代丧厚度的帕鼓短
。

其中走向天与刹深轴的

正比 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图 〕
。

这也正反映 了矿脉

耀剖面大部呈扇状形态的一种特旅
。

可以理解
,

凡由

深部沿着自下而上的垂道方向成长的裂隙
,

往往是比

枚深长
。

又如了日锡岩冷减收袖
,

由于表面张力自上而

下发育的裂隙
,

往往是比较短浅的
。

因为随着向地下

深处的延伸
,

逐渐增高的围压
,

使岩石的受范性的强

度 相 对蜻 高
,

因而在同样的岩石中
,

裂隙达深部途

为塑性形变而代替
。

在形变过程中
,

断裂的发生必然

是沿着最小抗力的方向
,

如此越趋近地表
,

越有利于

应力集中场向上部的媳移
,

芷呈离心式的放射扩大
。

所以往往沿着裂隙的撇剖面构成略具扇状的形式
。

这

种扇状 倒三角形 的形式
,

便直接决定了矿脉长深

两帕的正比关系
。

根据图 的杭舒脊料来看
,

代表一

般的深长比例为
。

但必须注意这秒扇形实际

上韭不是艳对的等腰三角形
,

很多情况是深部顶角呈

现偏倚于一侧
。

斗邻 是浸触而的形状
,

也往往会引起

我们的错觉
,

例如 , 号矿区
,

矿脉走向 与山坡适成斜

交
。

侵触面大致平行于后形的一 个剁边 〔图
,

〕

这样矿脉的长深关系就不能得到具实的反映
。

图 矿脉挑剖面 形 态

矿脉宽度与深度的关系 根据若干矿床的例

子
,

矿脉在横剖面上厚度的垂流变化
,

一般有以
一

众
种现象 一种现象多见于花阁岩体中之矿脉

,

往往是

上部蛟宽
,

而下部变狄
,

深度也此校短浅
,

这是由于

岩桨冶桅而产生之张力裂隙的典型矿脉
。

但是必须注

意
,

龙非所有花尚岩中臼扩脉都脱于这种型式
,

因为

若干同样成因的裂隙
,

山于多次活动
,

而使原来的形

态受到破坏
,

所以这种形式的矿脉
,

在实际应用中
,

芷不具有可逆的意义
。

另一种现象多是在变贸岩中的

矿脉
,

它的代表形式为接近地表比校栩小
,

矿脉中部

变宽
,

下部趋向深处又复变小
,

而至逐澎尖灭
,

类似

凸镜体的形式
,

此在赣南饭为常见
。

这种矿脉多起因

于扭力
,

或张力与扭力复合裂隙
,

所以往往是比较深

逻的
。

矿脉在垂道方向的厚度曲拔变 化
,

常可以做为帮

助我仍预测深部埋藏情况的乖要依欲弓
,

所以腮真研究

已揭露部份的变化是十分孔 像义的
。

耀阶征明
,

利用

择入法往往可以释瞬绝们带来很好的效果
。

如果我们所研究的矿脉为前逮凸镜体类型
一

者
,

且所掌握的山地工作查料均限于凸境体中心部份以上



时
,

从种插入或推算方法
,

则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变

换 任何变化杭对或推算的方法都不能盼离地胃规律

的基础孤立进行
,

首先应精合其它地贸食料正确确

定矿化裂隙在垂流剖而上的 呀化形式泛共钩造成因
,

这是非常重要的
。

根据现有利料
,

可以不 沁戳括如天

月所列的几种类型
。

面剖式横形直化乖变亡卜沪飞人日脉上可矿脉厚度垂
政变化类型

地 贸 环
’
境 在地表以下延深洁况 矿 月

第 种类型 乃跷休中心偏于矿脉 的

上部
,

所以矿脉上部宽
,

下部窄
,

呈葫藻首形

多出现于花尚岩内或背斜帕部由

张应力所构成的矿化裂隙
。

矿脉一

般走向延长不远
,

而条数比较繁多

比较短浅
,

一般 。山 了 , 七土人及 写户门
“

的

部份矿脉
。

第 卫种类型 凸经体中心 适 位 于 矿

脉中部
,

所以 矿 脉 中 部

一宽
,

上下两端 变 小 或 渐

灭
,

呈比较理 想 的 改规

体
。

矿脉多生于变贸岩内
,

花尚岩位

于矿区外围或深伏下部
。

矿化裂隙

属扭力或张力与扭力复合裂隙
。

矿

脉比较陡直
,

而且走向延展很远
。

比救深退一般

理 川

, ,

甘姚口

第 皿种类型 凸投体中心偏于矿脉的

下部
,

矿脉中上部狭窄
,

底部逐渐变宽
,

到一定深

度又复很快变小或尖灭
。

与第 种类型适相朔倒
。

矿脉位于花岗岩体顶部与围岩接

触带
。

矿坏最宽的地方多位于接触

带或稍上的部位
,

向上渐次变窄
,

向下进入花尚岩则突然变小
。

矿脉

产状变化很大
,

尤其倾 角 忽 正 忽

反
,

常呈 的折斡
,

但总的趋

势
,

随着向深处的发展
,

逐渐变
援

。

围岩产状变化亦较凌乱
,

往往
出现复杂的褶栩

。

这显然与花尚岩

体侵入时对上复围岩所产生垂直压

力的作用有关
。

一 号
,

矿

以 矿脉条数与密度往往反映不同岩石产生裂隙

时的应力性臂和状态
,

所以当分析矿化裂隙的整个形

式时
,

矿脉条数与将度也是不容忽略的要素
。

当矿脉

茶数多
、

密度小
,

刻反映了产生裂隙时应力点比较分

散
,

解除应力的方式
,

乃是以产生蛟多裂隙与分布而

积很广为其特点
,

但深度方向却发展不大
。

整个矿化

带沿走向
、

倾向
、

倾剁的长度呈类似等帕的关系
。

这

往往是一般张力裂隙的代表
。

矿脉条数多
,

密度 大
,

反映了产生裂隙之应力场的高度集中和作用过程中的

激烈程度
。

在这种情况下
,

裂隙集体的分布宽度受到
限制

,

而是沿着走向和斜深方向发展起来的
,

如此整

个矿带在垂喊空件娜川形成正方的形式
,

即走向
、

倾刹

两帕蛟长
, 「叮宽度力向的帕则蛟短

,

此为扭力或张力

与班力复合裂隙的特江
。

根据赣南几个矿区的材料
,

林括之为 矿脉条数 多
,

密度大
,

共深度亦最大 如
, , ,

许号鹅矿等 矿 脉条数少
,

密度大
,

深度蛟大 如 号鹅矿韧脉带 矿脉条数多
,

扮度

小
,

深度中等
, 份 号鹅矿等 以及矿脉条数

少
,

密度小
,

深度 亦 小
,

一

公,
·

号妈矿
‘

年儿

种形式
。

当然这样的枯渝韭小足对所
一

仃的相
‘

【性都汗适

的
,

只有将切联系共它地致茶件
,

根据小同矿 卜的
’

夕二

际情况全面研究
,

幸能收到比校准确的效 哄
。

。

矿脉形态变化 与深度的 又系 矿肠沂纽
了
了

,

可以抬我们提供研究矿化裂陈戍囚的 , 『靠资料
。

八格

南踢矿中常见的现象为

① 代友张力裂隙的
。

矿 略
,

例
’】筑休 匕边 尔式

排列
,

支脉蚊 多且不规整
,

与大脉火角胶
一

材
, 一

七灭 阵

现的现象此蚊繁多
。

脉壁粗糙不平
,

脉内中石 佑 旱不

规则块状而 且排列无序
。

此类日脉往于延深 小大
。

② 代表扭力裂隙的
。

矿脉比皎平武规钟
,

下片走

向延长很远
。

支脉多在主脉之一侧 啥姚角平行排列

代表扭力羽毛状裂隙
。

脉壁时见有粘土钱或擦位

矿脉内中石多成凸镜体平行矿脉走向偏 仁排列
。

此 炎

矿脉一般比蚊深邃
。

③ 代表张力 与扭力复合裂隙的
。

共有以扭力 为

主的
,

张力 与扭力两种裂隙的特征
,

矿脉分介错粽
,



一 一

膨撇变兴极为复杂
。

此类矿脉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最

深的
。

每一种构造成因的矿脉本身
,

中部和上
一

末端在

形态上都有着不同的变化
,

无骗是厚度变 匕系数
,

狄

赫系数
,

特别是分枝尖灭的现象
,

都可以反映十分重

要的标灵
。

艳大
一

多数脉织矿 未中
,

矿体中部的变化是

儿杖稳定的
,

耀然是由 」弓长力与扭力复合裂隙形成的

韧脉带
,

即使因矿脉的分合错粽而引起形态上的复杂

变化
,

爪丝也很少改变矿脉厚度参数变化的一般性
。

在

矿脉中部的狄腑系数和厚度变化系数 与其整个矿体的

相对数值也是极 比近似的
。

但至犷脉的上 下 末 端 部

份
,

则表现 ’完全小同的情况
,

其厚度变化系数与狄

赫系数
,

则随着延伸的程度
,

发生显著的增高
。

矿脉

形态
,

一

亦逐浙被分散变小的东刚永所代替
,

而呈通次尖

灭
。

尖灭的现策
,

常见者为树枝状逐渐分散尖灭 树

根状复杂分又尖灭 弯曲变小尖灭等
。

其它如枯瘤 与

突然中断的失灭形式是不甚普显的
。

各种尖灭形式犷

如集没有围岩岩性的牛钟未制韵
,

一般在矿脉的走向和

俑斜四周 长端都有类似的反映
。

向上部的尖灭现象
,

大多都被风化刹触
,

汁之能保全
,

只有在某些抑
‘

区的个

别矿脉中
,

倡尔能够看到这种现象
。

如果在矿区的最

下中段或 大井的底 都
,

普 ,显出现了向下分枝失灭的现

象
,

达是已料泌近矿脉
一

卜部末端的直接标志
。

在垂流剖而上呈边幕 或阶梯式 排列的矿脉
,

可以 洪据已 几东时
‘

脉重盛部份与尖灭简隔部份的深

度差
,

借以推断偷未全部揭露之矿脉的下限深度
。

因

为各祖矿脉的排列往往是遵循一定规律的
。

这种在垂

道剖而上略呈脸 恭式排列的一般规律是
,

深矿脉的依

次出现
,

多是位于整个矿脉带倾向方向的部位
。

例如

号金弓矿矿脉倾向南
,

则南粗矿脉最深 号鹅矿矿

带倾向北
,

北侧矿脉亦深 号踢矿矿 脉倾向北
,

北

部矿脉亦较深 号鹅矿也有类似现象
。

所以沿着这

个力向去称找盲矿体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

号

鹅矿盲脉出现的位置
,

充份渝明了这一推断
。

当然在

实际执行找自矿脉的任务时
,

江需要研究 趁多的其它

地黄因染
。

的变换状态
。

这样某些矿物在溶液运行的进程中
,

便

选择 了各自适宜的条件而沉淀
一

来
,

这些茶件也就体

现了某些矿物在垂直空阴的局部性
。

当然实际情况往

往又因为成份不同的矿液脉动分离作用而 使共 复 杂

化
。

但赣南区多阶段成矿的规律性
,

格归江是有规律

可薄的
。

在此基础上
,

使我们有务件根据矿物在 ,, 阴

上性变和量变以及矿物精构 与构造的特点 探神矿脉

深度情况
。

下 矿物性变
、

量变与矿脉深度的关系

赣南黑鹅脉中矿物的性变与量变特点
,

反映 厂垂

道分带的规律性
,

逆向脉动分带几乎成为精南脉鹅矿

床的普遍现象
,

也就是戏
·

在矿脉垂道的方向上
,

以亲

氧矿物为主的汽化高温的产物位于上部
,

似亲硫矿物

为主的中低温产物多被局限于下部
,

而中部则为两
一

者

重叠地段
。

重叠地段往往占据矿脉的很大部份
,

所以

时常可以看到不同介臀中生成的矿物而互相杂生在

起的现象 如踢踢与胡拓
·

辞
,

所以这种现象也就称

志爷矿脉的中部
。

进而枯合矿脉的构造形态等条件
,

则可以得出预侧深度
。

在一般情况下矿物的垂道分布

情况是 指占主要地位的矿物

上部 踢
,

鹅
,

长石
。

中部 鹅
,

胡
,

粉
,

拌
,

豁
,

川
,

长 万少 最
,

笠石
,

方解石
。

知下

刹斯

下部 胡
,

茹
,

鲜
,

扣
,

方解石
,

莹 石
。

赣南脉鹅矿床的实际材料扯明
‘

。

四
、

矿物粗份
,

桔构与矿脉深度的周题

含矿 容液运动总的趋势是洽着自深部向地表的方

向运行的
,

在运行的进程中
,

地温梯度
,

压力
,

氧化

电位等都处于逐嘶降底的环境
,

同时与 围岩物臀的更

替
,

某些矿物的析出等等引起地臀介贸显现十分复杂
户

豁夫提出岩浆脉动学盆的实际意义
。

在岩浆冶却和与

冷却有关的分具过程中
,

发生成份不同的谭发馏分的

脉动分离
,

韭且每一脉动阶段就产生一种新的不同成

份的溶液
,

在一般情况下
,

原始溶液为富集了
,

阴离子
,

而属于 值很低的酸性介箕
,

蝎踢则多含

于此阶段溶液中
,

首先进人裂隙而沉淀下来
。

矿液在

裂隙内运移的进程中
,

温度
,

压力与氧
、

氢离子浓度

不断的发生着变化
,

踢踢在内营力条件下
,

对氧显示

出强烈的亲合力
。

游离氧的浓度是随着接近地表而逐

渐增加的
,

而且本区上部围岩多为富含
、

的浅

变鬓砂直岩系
,

如此在上部引起氢离子浓蜜降低的桔

巢
,

即保持韭促进了溶液的酸度
,

盯使 、, , 吕 , ,

等酸根式氧化物在此环境下沉淀下来
。

同时踢石是在

温度和压力下降的情况下形成的
,

只有当矿液离母源
向上部迁移的进程中才是构成这种情况的有利荣件

。

就这些因素
,

可以帮助挽明编踢生在矿脉上部的理渝

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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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溶液活动的桔
一

梁
,

使裂隙疮台而阴 日七后济

液的活动
,

在构造营力撇搜影响下
,

发生新的裂隙或

旧裂隙 有解侧矿脉 的复活
,

溶液便重新开始活动起

来
。

但共 后阶段脉以溶液的成份
,

已 不同于原始溶液
, 一 般在这样脉动的进程中

,

窃夜板化电位帕是在

降低危
,

原始酸性 容液被围岩所中和
,

有白亦逐渐

婀 弋
,

而形成
’

中性甚或弱碱性的溶液
,

促使翎
、

茹
、

辫
、

如等硫化物沉淀成矿
。

赣南脉钱矿床中 ,

裂隙

发展的 竹遍
·

青次是女现
’

早期裂隙的复活 可能 与岩

石机械性有 玲
,

因为充坂早期裂隙的石英脉要此周围

之浅变臀砂直岩坚脆得 多
,

而有利于重新打开
。

如

此
,

形成 州汾段脉动溶液产生的矿物
,

得以互相超复

重叠
,

在 未被早期矿液充填的深部裂隙中就成为后阶

段溶液有利的沉淀地区
。

因此在温度蚊低的中性或弱

碱性介贸中生成的剔
、

扮
、

拌矿物以及碳酸盐矿物
,

产剑剐上则相对的富集于矿脉的中部和下部
。

这种现

象已被若干矿区的实际村料所肯定下来
。

在不同矿床

中
,

矿液脉动行寿况
,

以及 芥矿化阶段溶液中金屡物黄

的侬度和
一

七它地筑因素的影响
,

也都我现 了不同的桔

梁
。

上而所袱 及的仅是一般的情况
。

柱上述分带的 、汀提下
,

大体揭示了川种主要矿物

在垂道空 蜀性 瞥的现律
。

在对一个矿床的 砰 价 工 作

中
,

很容易掌扒一定跄离的垂滇变化材料 例如在同
一

洲一矿体于山值和沟底不同标高的露头观察和化尉盗定

村料
,

无疑的
,

在这些材料中
,

最使 入注意的就是

鹅的含量 咧匕
。

本区鹅在矿脉中的分布情况
,

就整个

初
一

山的利料
,

略可概分如下

产于扭力或拼力 与张力复 合裂隙中的深大

军
一

脉
,

鹅的品位蚊富
,

其富集位置多在矿脉的中部
,

于耀剖面上亦 多于矿脉中部或偏向一侧 图 石 ,

的
,

韭 目往币
, 卜 水幅 成正比 义系

。

址 产 于张 勺裂 嵘中的矿肠
、 ,

粉
,百胡立于郁

“

脉的

中上部蚊
‘

言
,

向
一

弓茎濒降低
,

似 至
乙

相
’

与彩脚立 被非

工业石英脉所代替
。

日 妈品位在刃 , , 中部的变化
,

多呈杖均乙」的

速植跳跃式或平滑白川 楼
,

而在矿脉的上部 廷
一

’部
,

特别是
一

部则表

但
,

怠的农现是向攀
极 小均匀的渺校跳跃式的 示芝

,

方逐渐降低的趋势
。

攀攀刻杯 丁丁匕立二
叹叹 火火

产
、、

二么斗斗

图 矿脉褪剖面形伏
,

鸽品位与脉幅的关系

号鹅矿某矿脉

矿脉中妈的合最 与品位变化系数成
,

之上七丈系
,

初
一

脉中部富化地段品位 白
, ,异小户呀 匕杀数棘低

。

在矿脉

下部随放况
」

位的降低
,

少化系数 亦相应增 佰
。

关据这

种变化 交系
,

可以提供我们 解所观察自哑
“

脉详 丈所

屡空周位置的一个釜件
。

在件生金霭矿物量的 互 义系 方而
, 一 月划内沉

,

趋向矿脉上部呈现鹉
、

踢高
,

硫化矿物仁加勺反 又系
。

向下部为硫化物高
,

鹤
、

踢低的反 又系
。

而中部 ’由

于多次矿液活动
,

各种矿物互相祥置 ’破
一

’狡系的

明显性
。

含辉封矿杖高的黑端矿床
,

拐泌淤
一

切
’‘卜

,

其互

相增诚的正 关系
,

矿脉向手
‘

翅的 念量任厂娜年做
,

,

也汁

利
寸
反映 了逐渐接近矿脉的下部 又 ,

片号饥门
’

。

拐敛共生的矿床
,

顽常敏的矿化犷粉变级批 狡
,

个别矿区鹉破密切件从
,

矿化之粉变相互一致
。

极 少见

有向深处表小纷堆核诚的现傲
,

所以向汗处如 哄
一

妈

最通碱
,

苗孩相对助高的现蒙川
, 一

也‘月
一

以做为端矿

部的标志
。

鹉 与理在矿脉中常表现 二 , 系
。

姚了
江

几妈

中的含量向深部反映增冶的趋协
·

于花岗 丫 内 苦杖

高
,

上部浅变贸岩内者蚊抵
,

差额
一 一

分明 淤
。

蛛 多念

于脉幻矿床中的辉翎矿内
,

所以也 琴有 介 」一征 叫

下部
。

矿石粘构
、

构造 与矿脉深度门 友系

脉跳成矿过程中
,

随洁矿液的运移和沉谈
,

小

断引起矿液物理化学性臀的 勿化
,

所 叹在矿脉中不

同的空朗
,

除反映了矿物祖合的变 化而外
,

在矿石

精构
、

构造方而也表现
‘

各种特点
。

例如 , 珍鹉

矿
,

石英脉一般在上部呈梳
、

川勾造
,

石英 为自形或

半自形晶体
,

袖平行排列
,

、

与脉壁适相卿流
。

矿

脉中 下部
,

由块状石英粗成 下豁资先生仲对鹉矿

脉石英岩粗分分析的枯果
,

脉石英品 沐的 袖拼列

有三个主要方向 月 ,

此可能与品簇构造有 又
。

矿脉中晶簇的分布
,

在大脉中多 于小脉
,

下部 多于上

部
。

晶簇的大小往往与矿脉的厚度以 及与石英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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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成正比
。

矿脉下部晶簇中的石英内极少含有包

裹体
,

位于犷脉上都 苦则多含有共亡矿
一

物杂霓
。

黑踢

在矿脉上部呈板状晶体分散于脉中
,

于矿脉中部黑籍

晶体聚集成为巨大块体 俗称砂包
,

迄矿脉下部期

又复稀疏变小 此现象及其成因
,

聪振图 与
‘

毅先生

均曾有所渝逮
。 石

义如 “号鹅矿脉内含有大量长
,

长石在矿脉上

部呈巨大块状精构
,

常见长石
、

石英
、

铁鲤云母等矿

物呈一次沉淀的对称条带构造
。

矿脉中部
,

晚期矿脉

穿切现象显著
,

矿物交替精构十分发育 黄翎矿
,

白

鹅矿呈边橡或脉状交替黑钨
,

捐云母交替长石
。

在

矿脉下部长石 与石英互相澳晶呈准交象构造
。

根据对若干矿区观察的现象
,

蒜合如下标志 这

些标志很少在某一个矿区内完整出现
,

但可代表各种

矿石桔构
、

构括在矿脉垂道空简分布的规律性
。

矿脉上部的矿石构造
、

桔构标志 自上 厄下

卜 云母栩脉 伴以两侧矽化筏
。

具梳状构造之石英韧脉
。

于 伴生粗 汾十分单械的蛋白色石英小脉
。

。

有少量金属矿物 黄铁矿
,

黑踢矿 呈韧粒

星染状产出
。

。

块伏粘构之石英脉中偶尔见有长石块体
。

。

油脂光浑蛟强之块伏石英 个别矿床中伴有

块状 单体长石
,

鹅踢矿物呈极小均匀状态出现
,

芷

呈中粒 几毫米到十几毫米 小块状产出
,

或韧小板

状晶体
,

云母等伴生粗份 析多
。

。

黑金矿晶休较大 各矿区小同
,

一般由几毫

米到几厦米
,

且多靠紧脉壁呈赦射状
,

于某些矿床

与云母伴生
,

偶有晶簇构造
。

矿脉中部的矿石枯构
、

构造标 东

黑鸽晶体增大
,

一假呈一厘米到 几厘米之块

状集合体
,

或沿脉壁对称产川
。

硫化物渐 多
,

长石
,

云母咐 加
,

且 话阵蚊大
。

往往显示同一世代沉淀的皮
·

壳状条带构造
。

石英脉中晶簇构造出现字靳多
。

。 黑绷合脉壁呈手攀状
,

对称放射产 。 ,

或大

块聚晶靠近脉壁分布
。

晚期硫化物石英脉出现
,

黄胡

矿
,

白鞠矿沿黑编解理或聚品之空隙琪人
,

芷呈脉状

交替
、

边椽及核心交替桔构
。

块状石英裂隙及晶洞内

为黄朔矿
,

黄铁矿
,

阴辞矿 简有方扮矿 充埙
。

踢

石诚少
。

鹅
,

扣
、

嗣
、

黄跌矿等于围岩中侵染现象较

著
。

黑鹅呈囊状块休 砂包
,

或沿脉壁呈伟晶

对称产出
。

时见有角砾状构造 石英角砾为
’

噢拐
,

沂

诩可
‘

,

黄铁矿等胶精
。

晚期硫化石英脉发育
,

韭有

鳖石
、

白鹉及含硫化物之万解石脉出现
。

赫石更趋诚

少
。

长石变色 杠 , 自 及捐云母化
、

叶膝石化触变

现象显著
。

晶洞构造发育
。

矿脉下部的矿石桔构
、

构造标志
。

黑鹅块状聚晶渐趋疏散
。

硫化矿物发育
,

灭

胡矿与磁黄铁矿
,

黄胡矿 与阴锌矿
,

呈共融枯构
,

辉

胡矿 与云母密切伴生
。

方解石矿物 及小脉更 多
。

个汀

矿床长石
,

石英互相速晶而呈准文象构造
。

巴 黑妈于矿脉中更现稀疏
,

长石诚少
,

硫化物

稳定 相对增多
。

川 齐种矿物诚少
,

逐渐趋向于筒单的石英脉
,

黑鹅只偶尔呈小块状或颗粒状出现
,

但平 均 含 量 极

低
。

硫化矿物呈降低趋势
,

涟 金屡矿物极少之乳白色单械石英脉 丫

就鼓南区 齐种矿物的沉淀顺序
,

掖份
,

枯构
,

构

造在矿脉中不同深度部位的变化特证总的看来
,

与逆

向分带的规律性
,

以及
,

费尔斯曼的矿物晶出顺

序
,

除辉犯矿而外是大体吻合的
。

这也挽明上

述现象的存在 韭非每一犷床都如此完桃 芷不是鹤

然的现象
。

至于辉相矿件随其它硫化物多赋存于鹉矿

脉之中下部
,

从理渝上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

鸽
、

胡在

四德雷耶夫元素周期表中虽同屡一放
,

而且原子和离卜

子半径几乎彼此相等
,

但是它们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地

球化学特性
,

在内瞥力条件下
,

阳离子 淤
卜

与硫其

有极大的亲和力
,

因此几乎只成硫化物出现
,

除非在

特别氧化的稀有情况下变为阳离子
《声

十 ,

以
一

类览

同像混入物的状态成为如鸽钙矿
。

而姆却适相 反
,

正

如前述的对氧表示强烈亲和力
。

所以在妈矿品出的环

境韭不适合于辉胡矿
一

的产出
。

五
、

近矿围岩触变与脉锡深度的关系

赣南区脉羚矿床
,

因矿床成因 类型
,

矿液性戮
,

围岩条件的不同
,

呈现小同的近矿围岩触变类型
,

般在花尚岩中的触变类型
,

以云英岩化
、

矽化
、

自咧众

石化
、 。杠长石化

、

鲤云母化
、

踢石矿染等作用为主
。

变贸岩中的触变类型
,

则以矽化
、 ,扛气石化

、

筑美朱犷
化作用为主

。

至于黄晶化
、

椽泥石化
、

黑云
一

母化
,

则

只见于个别矿床
,

不甚普遍
。

净类型触变带中的新生矿物
,

往往 与脉中的矿物

有密 切关系
,

韭且在数量上也呈现了互相 消 长 的 现



象
。

触变的强度也主要决定于矿液活动的性胃
,

所以

在鹅矿床的 各种近矿
‘

围岩触变现象中
,

很容易遗留
一

小同空简矿化作用的胁象
。

因此这些现象也就成 了我

们探长脉踢深度的一个重要途径
。

但遗憾的是
,

川
一

去

多儡重于触变成因分类的研究
,

而缺乏对垂道空阴的

分布及共 与矿脉深度关系的研究
。

现仅根据近年来 几

个矿区的勘探查料和笔者野外所见的现象
,

初步筋括

几点标志
,

供进一步研对和勘探工作中参考
。

黑魏矿脉产于花海岩中

云英岩化是比较 泞姻存在的一种触变现象
。

在矿

脉上部
,

如触变程度杖强时
,

往往呈现比蛟清楚的相

变带 一般相变带跳分布是
,

距矿脉由近加远为石英

相
,

白云母相 有的矿区其中周杂有鲤云母
,

白云

母石英相
。

触变带的宽度
,

迎常为 托拍 左右
,

最宽

者达 以上
。

随清矿脉密度的增大而加宽
,

陇着矿

枷 的深度而变窄
,

立亡且相变带渐趋模糊
。

触变带蚊弱

的矿区或矿脉
,

相变带不清楚
,

仅呈现筋 擎的云英岩

带
,

共触变宽度也多在川 川 以下
。

踢石矿染
,

韧小的踢石晶体星散于紧靠脉壁之云

英 岩带或石英相带内 有时伴有栩粒桔晶的鳖石和鲤

云姆
,

这种现象多屡于矿脉上部接近花尚岩 与围岩

接触部位
。

脉内踢石含量亦高
。

角长石化
,

为卿长石触变的产物
,

出现在某些矿

崔冰的中上部
,

呈不规则爽状或釜带状与云英岩相
产

件或

万相交替出现
,

两者空圈分布关系偷末找出清楚的规

律
。

这种纳长石化往往是寻找椽柱石的很好标志
。

杠长石化
,

仅见于个别矿区
,

多位于矿脉中下部

之两盘花尚岩内
,

为不规 的羚状或断搜带状出现
,

以正长石为主 占幻 左右
,

铁瑛矿物极少
。

黑貌刃
“

脉产于由砂岩和泥肾岩石粗成之浅变

赞岩中

矽化作用
,

几乎是各个脉获矿床中普
一

淘存在的围

岩触变现象
,

一般在矿脉上部矽化强度校弱
,

触变范

围亦窄
,

有时仅 一 。
,

个别矿区推矿脉向上尖

灭之后
,

代以翻小的矽化梢
。

矿脉上部亦常可见到矽

化退色现象
。

随霭矿脉向
一

「延深
,

矽化作用亦逐渐强

烈
,

这与成矿裂隙系就反复打开
,

和多期矿液活动的

重复肴置有关
,

所以矿脉中千部矿化强度与矽化强度

都呈现比杖剧烈的现象
。

赣南一般密集的大脉矿床
,

矿脉背距
,

油常由上而下渐趋密集
,

略呈扇管状
,

因

此延向深处矽化作用也就越发强烈
。

裕集的韧 , 召乍尤

其容易形成规模很大的矽化带
,

这种矽化寸特由于抵执

侵触能力蛟强
,

在地形上往甘形成突 人的山 介
,

工日是

这只能做为找矿标志
,

研究矿脉深度
,

汪必泊要粘合

其它步也臀茶件
。

电气石化
,

也是黑妈初
“

脉在浅变致岩 「 ,杖
一

为常见

的一种围岩触变
,

电气石含最一力立
一

友于 川 ,

多 择达

。一 ,石 ,

电气石 敏黑色枷小计找品体
,

杂乱分散于

近矿围岩中
。

远矿围岩中山于区域性变贾生成的电 毛

石
,

含量大都小于
,

而 民品体夫现蛟有现律的排

列
。

矿脉上部电气石化一般不甚发育
,

而多 ’袋集 于矿

脉中下部
,

此显然由于矿化初期
,

挥发扭份 ‘’据优

势
,

首先有利于深部围岩中形成的触变作用
。

狱南脉

纵矿床中
,

电气石化作用对围岩的选择性十分明 淤 ,

在同一地区之石英臀砂岩
一

与千枚岩或板岩 ￡层 中
,

期

冬斌存于后者
。

所以在谧别此种触 必强度时
, 一

首认应

注意围岩性臀
,

否期很客易导致错决的箱渝
。

黄跌矿化作用 与辉扣矿染
,

与矿
一

脉内硫化物有密

切关系
,

在逆向脉动分带的黑妈矿脉 』 ,
一

黄铁矿或脚

姐矿多分布于矿脉中下部
,

与多期矿化“巨朴富 集和砒

化矿物 脉中的黄铜矿
、

辉如矿
一

、

筑铁矿等 、被局眼

于矿脉中下部的现象互相件从
。

黄铁犷染广度 堪
一

,

一般可距离矿脉几米至十几米
。

黄铁矿染 琴 产
三

砂

岩
,

而在泥霓岩层 中蚊为少见
,

此 与电气石化伯用适

为其反
。

粽上所述
,

黑姗矿脉不 司深 变反映在地形
,

、
’

层
,

构造
,

以及矿物祖汾
、

枯构
,

围岩触变等 加峨

齐种地胃标志
,

根据当前若
一

矿区的输征情涅
,

险以

构造和矿物祖份
、

枯构是比阪主 要的条 件
。

利必泊 」污

出
,

在实际毛作中
,

山于矿 区的小
,

共它囚
二

川州
‘

往能够帮助我们收到很好的效 处
。

习为自然界 芥个地

鬓现象在发展过程中
,

‘

都是 互 系
,

社匀比 韵的
,

所以应当联合参酌各种因素从 进行探来矿脉深处未

知部份的变化情形
。

如梁只从 单一的因素和阻 于讨 认

一条矿脉 忽武整个矿床 的观察
,

生比难叭
一

会因局部

的变化或特殊情况而得出铃视的粘而
。

本文仅只根据概南几个矿床的钊
一

料
,

略作一 般性

的分析
,

对某些个别矿床的具休 青况是布见
一

万栩 人

的
,

所以随实践和研究的深人还必将有更冬的介勿
几。

参考交献 日嗯弟川 以、



上 人有
‘

可为
。

内沼年的全民办地贾无疑的是地臀事业上的一个

弋事件
,

尤数的矿点在群众帮助下到处都发现了
,

次

小 日提供了地簧勘探对象
,

也耀被抬新区的普杏找犷

带夹 了宝贵的楼索
。

在这一运动中
,

同时也教育 地

该 仁作
一

苦们的群众观点
。

他们不但能放下 知 澈 份 子

架子向 匕农群众宣 传找矿知搬
,

甚至在野外生活中帮

助老乡挑水抱柴
,

与件众 更加密切 ’沃系
,

从 「酬吏普

介找矿 以洲却论跃进 了一大步
。

尤是鞍山式铁矿在辽

宁 肖内释群众发现的就有十一个县
。

矿点达数百 处
。

成明找彻全民办地览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
。

由于鞍山

式铁矿规模一般蚊二幼亩有造崖性
,

一径指导
,

群众岛
一

卜即可掌握
。

就矿找矿 由点到而是 当前地臀 工作主要方

升
。

年的武安现场会撬对我侧普查找矿工作作 了

轰大启发
,

因而使我洲在工作中克服了舍近求远和无

所侧重的倾 向
。

特别是鞍山式铁矿中的富矿是适合就

矿找矿原则的
,

因 为有矿地方 不但意味 着它本身存

在
,

也意味着郑区共生的可能性
。

且鞍山式富矿往往

产在在黄矿内部
,

故在有矿化的黄矿中找富矿是有可

能的
。

数年来我公司的地矍勘探找矿大部都在老区的

郑区粗孩发现的
,

实际
一

也征明了这种方针的优点
。

工

作中主要体会是
嘴

, , 、 、 , 、。 , 八 口 , 。一 、 ,
、

二 、、、二。

。
先从老区部份摸到矿床本身产状要素和发

育特点是找相粼矿床主要楼素
,

例如在弓坛撇只有当

发现花尚岩产状是舌状的时候宇撒檀在花尚岩下找到

大片隐伏的铁矿床
。

富矿体往往是潜在的
,

故在仔栩研究地箕

现象的基础上和打拭探孔钻合起来更有效果
。

即当发

现矿化或有利构造时则应大 几的打试探孔
,

以便发见

湃龙矿体
,

活龙寨 沈是最好的例子
。

另外认 命诊改竹

矿或赤铁贫矿在地下都有磁 当训 犷八映
,

枷即
· 一

川物

探是颇有效梁的
。

二 建国十年来社会主 义或劝齐建役已粉报 规洲
、

的成就
,

它以全国人民的辛勤 丰富的芳
,

州侧牡场 卜

了灿烂而光辉的历史蔚篇
,

可纪们回橄这
一

州仁所 走过

的道路时
,

除了欢欣鼓沂外
,

应 浅韶 微到中川地践科

学所应遵循的发展道路
,

从 还
‘

却川确我 门午后 门飞

的方向和任务
,

以便进一步为川 国 儿业似谊 ‘跃 成 创

造更有的利条件
,

那就是

九 伎靠党的领导
,

以彻党的 方多日赫连
,

树
、

艺
’

生产服务的思想
,

一切从生产茄 要 发
。

在碗定 川乍

方向和工作方法的同时
,

要韶沉执 行多快好古衍 介主

义建毅总路钱的方断
,

粘合国 勺认体 、厅况 和 仁 作 征

殷
,

积果进一步发展和完 泞川
一

全主 义建
、

妇抓桔台内中

国应用地宣技术科学
。

。

坚决直彻群众路样
,

划尚技术 革命
,

任
、

袋

人和三桔合的工业宪法
。

在淤探
‘

变备 阳攒进 方法 丘

进一步发展旨在提高嫂进效半
,

保袱竹犷心捉取
,

创

造翅便适用的生产工具的革命
。

弓。

加强科学研究
,

极力发展助探伐矿的理扁研

究和物理探矿方法
, 一

与全民办地丝相桔 加巴
一

火
,

为 争

后撇擅发现矿产资源和帮助生产探矿创造有 刊杀件
,

从而推擅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矿产资源
。

地贾工作人日应粗搜加强地筑脚谕 冬冷
,

极

力提高地臀勘探技术水平
,

充份地运用生产 汇践 和的

有利条件
,

多发掘和积粱一些新的地筑知撇
,

侧叱国

地臀科学理渝迅速的赶上世界先进水
“
勺八奋斗

。

上接第 洲 直
“

拭榆鼓南 足矿床深度的探测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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