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地 质 与 勘 探

某地踢矿原生矿成矿作用的特点

妇匕 金 炎

某地踢矿是重要矿区之一
。

本文主要着重阐述矿

田
、

矿床的分布规律
,

与踢矿床有关的火成岩及岩浆

期后作用过程的特点
。

一
、

某胡矿区及其中矿田矿床的分布规律

蔽锡矿区大地构造位于旗桂台向斜之西绿
。

区内

主要的地层为中三迭耙灰岩
、

上三迭耙页 岩 和 石 灰

岩
,

其中以前者分布最广井为区内锡矿床的围岩
。

鼓地区主要的地质构造翰廓 图
,

由三个北

北东向的一极褶鼓构成
,

由西向东
,

依次为向斜
、

背

斜和向斜褶鼓
,

南部深断裂以南 有变质岩系出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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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胡矿附近地质图

方钠霞石正长岩 胭粒斑状淡色硷性花尚岩

中粒淡色硷性花崩岩 韧粒淡色硷性花尚岩

韧粒角朋石正长岩 角阴石英正长岩及黑云母
角冈石花向岩 断层 一毅向斜轴 一般背斜
轴 二般向斜轴 二极背斜翰 地质界限

踢矿区分布于背斜之上
,

受一极背斜控制
,

拥有

几个规模亘大的矿床
。

在西部向斜上环镜西区侵入体

边椽
,

有静多踢及多金属矿化点
,

但还没有找到规模

亘大的矿点
。

东部向斜内
,

目前尚未发现有火成岩和

矿化点
。

背斜北端有倾伏趋势
,

存在若干二叙褶鼓
。

北部

为北西西的背斜
,

向西倾没
,

向东部延仲还不洁楚
。

南部另一背斜朝向与一极背斜相符
,

向北倾没
,

向南

延伸不清
‘

两个背斜之固是北西西向的向斜
,

由于两

个背斜的交接
,

向斜轴两端均向中心跳起
,

东段向西
,

西段向东
,

形成一个构造鞍部
。

根据火成岩及矿床的分布特点
,

敞锡矿区可分二

个主要矿田 甲区矿田和乙区矿田
,

其主要受二极背

斜的控制
。

蔽踢矿区分布面积广调
,

但就各个矿床或矿化区

段而言
,

矿化面积一般不大于 一 平方公里
,

沿火成

岩接触带普遍产生宽窄不一的矽卡岩带和不同程度的

踢
、

鹅
、

铜
、

炙
、

锌等金属矿化现象
,

远离接触带并

斌存有柱状
、

脉状
、

网脉状
、

似层状
、

鞍状
、

囊状等

类型的矿体
,

各矿化区段因地质情况各有差具
,

故各

种类型的矿体发育程度在各区段亦有很大不同
。

矿田内矿床的分布及其矿化特征
,

取决于三个因

素 花陶岩株的存在
,

一般矿床或矿化区段总

是围镜花岗岩株的最高点分布 矿床常常产于

二极背斜上的三极构造的有利部位
,

如第四毅褶敏的

发育带
,

第四款断裂的发育带
,

第三极褶数勃的倾没

部位
,

第三极断裂附近等等 围岩的岩性决定

了矿床中矿体的构造类型
。

本区沿层发育的矿休大部

产于岩性差纂较大
、

层理救明显的石灰岩
、

自云岩互

层带中
、

泥质灰
一

岩上下盘附近
,

或交代层状矽卡岩
。

而本区厚层 白云岩中裂隙发育
,

层理少兄
,

故沿层发

育的矿体不多
,

网脉状矿体则特别发育
。

就已知矿床或矿化区段分布的控制因素及矿化特

征 表
,

靓明蔽踢矿区及其中矿田
、

矿床受不同

的构造叙别控制
。

二
、

与成矿有关的位久体

敞区火成岩种类甚为复杂
,

就矿物成分
、

化学成

分
、

微量元素的差别 表
,

可分为钙硷性和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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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毅褶敏
,

其次是四极断裂控制了矿休的发育

以鞍状矿休及受褶触控制的脉状孙
‘

体为主

前者在
。 底部灰岩

、

白云岩互层带中
居 规模不大

。

第四般断层控制了矿体的发育

以大致沿层的管状矿休为主

矿体在 。接触带附近

品位高
、

规模大
。

第四叙褶曲控制了矿体的发育

以大致沿层的管状矿体为主

层位在 、 。 中

品位高
、

规模大
。

一
‘

·

断层两“”发育的密集裂隙及倾改 勺长 , 空“”。
‘

休 勺

发东

⋯
“

·

以鞍状矿体
、

网脉状矿体为土 ,

⋯“
·

鞍状矿体在 “ ·
顶部灰岩

、

白云岩互层带中 ,

·

矿体规模不大
。

第四极断裂控制了矿体的发育

以受断裂控制的层阴矿休
、

管状矿体为主

前者在 叨 中
,

后者分布于
、。 中

。

接触带有矿体存在
,

地表有脉状矿体出露
,

后者分

⋯布于 ‘ 中
。

一 接触带矿体甚发育

一 四极褶曲控制之鞍状
、

脉状
、

网脉状矿体救发育

似层状矿体分布于 以 顶部灰岩
、

白云岩互层带中

规模甚大
。

倾改之顿部控制了脉状矿例‘的发育

位于 坑 顶部
‘ 底郊

。

第三毅背斜冀部的四毅背斜按制了鞍状矿体

层位在 二 , 灰岩
、

白云岩互层带中

矿休规模蛟大
。

接触带矿体极为发育
,

受四极阴曲及火成岩控制

似层状矿体层位在 。 , 灰岩
、

自云岩互层带中

矿体规模互大
。

卜
一比陈队一

一

断层近侧的层同矿体
、

网脉状矿体发育
,

前者层位

在 明 顶部灰岩
、

白云岩互层带中

矿体规模不大
。

接触带矿体发育不称定

四舰碧曲按制了鞍状矿体及层朋矿体
、

脉状矿体的

发育

层位在 、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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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田 矿床 区段

某岩株顶部及其附近在第三毅某弯窿与某
,

向斜上
。

以不透水岩屏蔽及选择交代层状矽卡岩形成的似层

状矿体为主
,

前者在 时 泥质灰岩 之下
,

后者在
二 接触带层状矽卡岩中

每层厚度小
,

品位低
、

规模大
。

第三毅背斜与向斜内距某岩株顶点稍远
。

以不透水岩层屏蔽形成的似层状矿体为主

矿石富集地段受第三极褶敏上第四毅褶曲发育带控

制

层位在
‘

泥质灰岩之下

矿体厚度小
、

品位低
,

规模大
。

第三毅断层林折处附近及其南背斜上
,

距

岩株尚近
。

以网状矿体为主

矿体受断层侧邢状裂隙及再张开沿层裂隙控制

矿体分布于 川 中
。

第三毅背斜上断层以南
。

以脉状矿体为主 在 ,

中
,

之泥质灰岩在此泥质降低 。

窦

特
岩 亥镬 ⋯ 矿 物 特 征 化 学 特 征 微 量 元 素 特 征

阮冲一阮巨斜长石都以钠长石为主
,

局部为奥长石
,

在基性

种属中
,

出现了富勃的似长石类矿物

和基性种属配合
,

暗色矿物以霓辉石为主
,

中性

种属以 角阴石为主
,

二者均有黑云母普遍存在
,

在酸性种属 全为黑云母

副矿物种类和数量较少
,

其中以抬石为最常晃

总的税
,

矿物中富幼贫钙
。

值一般
·

值一般
·

即

和 ’
、

的合量较低
。

有如存在
,

魏和姑几乎没有
,

叙蚁低
。

硷性岩系

科长石较荃性
,

一般为中长石

暗色矿物以普通角阴石为主
,

在较基性的种属中

出现辉石
,

较酸性岩石中出现黑云母

副矿物的特点 数业
、

种类都很丰富
,

以据石
、

磷

灰石
、

磁跌矿为主 ,

粳常出现褐帘石及钻石
。

值一般

值一般 即 曲
和

,

的合量较高
。

有镍和姑存在
,

如则相反
,

叙较高
。

钙硷性岩系

两个岩系
。

硷性岩系包括 方钠霞石正长岩
,

方钠正

长岩
、

硷性正长岩
、

霞石正长伟晶岩
、

中粒淡色次硷

性花尚岩
、

绷粒次硷性花尚岩等 钙硷性岩系包括

胭粒角阴石正长岩及与其同时生成的岩石
、

中粒角因

石石英正长岩
、

黑云母角阴石花尚岩
、

花尚斑岩等
。

两个系列中分别具有各种酸度的岩石
,

但不榆岩石酸

度如何
,

钾长石类普痴存在
,

是一个共同的特征
。

缺区踢矿化与硷性岩系中次硷性花岗岩有成因联

系
,

其征据有

各主要矿化区段均与次硷性花尚岩在空简

分布上密切伴生
。

次硷性花尚岩在时代上与成

矿最为接近
。

握光藉分析
,

确征次硷性花尚岩

中含有一定量的锡
。

而在本区其它岩石含锡量一般均

很低
。

次硷性花尚岩中之黑云母含踢量比其它岩石高

一 倍
,

这很好的征明火成岩与岩浆期后强烈踢

矿化的地球化学有联系
。

其次据矿物及化学成分查料

征明
,

本区次硷性花尚岩特点较富合硷金属
。

岩浆期

后作用产物也清楚地显示了溶液中硷金属的活跃
,

表

明了成矿母岩与岩浆期后溶液中硷金属的地球化学继

承性
。

四个矿区围镜火成岩岩株
,

矿石具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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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不同程度的水 卜和垂道带状分布

,

矿石由较高温到较

低温
。

前硫化物期的产物
,

垂直带状分布以 区最为

显著 图
。

硫化物期的产物垂直和水平的带状分

布以 且区和厅区最为明显 图
、 。

随距

火成岩突起愈近
,

矿化程度和频度愈大
。

某区

火成岩的原生流动构造与接触带矿化分布相合
,

矿化

面积成扇形分布
,

砚明矿液与火成岩来自救深部同一

母岩分具的枯果
。

第三带
心二肚八卞座允二 队取 十户

尸 二队欣

口
,回

,

囚
,

回 图 四
‘

回桩刁回 ,回

图 某胡矿第 分区前硫化物期产物

垂直带状分布示惫图

砂踢带 淡色云母脉及蓝色电气石脉 第二阶
段 带

,

蓝色 匕气石豚第一阶段带 小 长石脉带
及黑色电气石脉带

‘

城化矿 硫化矿 矽
卡岩 云英岩 硷性花尚岩 白云岩及

灰岩互层

南 西

, , 筋
北束

十

个

了
、

个 宁

、’‘

已习 次嵘性 花 凿岩

图 某胡矿第 分区矿石垂道带状分布示惫图

粽上所述
,

我侧认为次硷性花尚岩与踢矿的生成

有密切的成因联系
,

是成矿的母岩
,

因此
,

可以把这

种富含踢的次硷性花商岩作为区域的找矿标志之一
。

三
、

岩浆期后作用过程的特点

孩妈矿区矿化作用产物极其复杂多样
,

穿捅现象

普遍
,

成矿多期性极明显
,

对粽合利用有用元素具有

很大的工业意义
。

区互 次麟性花 面端

图 某胡矿第 分区矿石水平分带示惫图

根据各矿物共生粗合体的形成顺序
、

们
一

质与 仁伴

生的踢石
、

称柱石等矿物
,

在物理和化学性质 卜的特

点和有规律的变化
,

可把木区岩浆期后 作川和矿化划

分为若干期和若干阶段 人
。

前硫化物和硫化物期产物
,

都具有很大的 户比价

植
,

但由于各个矿田的地质情况足典
,

饮人 , 齐工产

物不榆是分布的普遍性或足握济 二的 要性 也不足相

等的
。

岩浆期后作用过程
,

归钠起来止川
‘

如
一

下特点

一 与成矿有关的火成岩辛才念硷金械
,

齐矿化

阶段的产物具有一些显著的共 特征
,

一

阶光忱是官含

硷质
,

表现为矽卡岩中方柱石和按触变质厂卜交的正 之

石
、

斜长石的发育
。

在前硫化物期表现为窗含硷 众毗

的长石脉
,

淡色云毋脉的发育
,

称柱石官 含艳
,

炎色

云母中富含翩
,

也是与其他区域有显 彗不同的一个吸

要特点
。

花尚岩中天河石斑品和韧脉 、勺仔在
,

救理云

母化的发育
,

钠长石化的存在
,

也 刮叮了硷金属的活

跃
。

在硫化物期别表现为脉石矿物 中金云母
、

黑云母

发育
,

围岩中栩云母化的强烈发 存
,

显示 了硷金 城的

加入和溶液中硷质的 , 集

二 由各矿化阶段产物的矿物特点来石
,

洁液

性质是有规律变化的
。

首先各矿化阶段的产物说明
’

溶液 气态到液态
, 「 高温到低温

,

七次 华不液 「 石才。的

活动与别僳赫琴指出的方式相符
,

硫 山不参与活动
,

而粗成挥发分特别活跃的矽卡岩和前硫化物期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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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锡矿原生矿成矿作用的特点

随着温度的降低
,

在溶液中的溶解度增大
,

离子
一 在溶液中的浓度也愈大

,

形成硫化物期产物 最

后二氧化碳在溶液中显著发生了作用
,

以碳酸盐期产

出而告他
。

竺 多 互 ⋯
花 尚 岩 岩 相 斜长石

主 要 次 要

副 矿 物

矿 区
接触变

质矿物

花尚岩形成时

相对深度和压

力大小
对少相多

中至扣粒淡色次

硷性花尚岩

钠长石

为主

结石
、

磷灰石
、

独居石

斜长石

发育

校浅校小

窦

前硫化物

梦 产 物

发育情况

发 育长显救斜
、

条石微石微长石长正

浅灰色翎至中粒
‘

斑状花尚岩

‘

微斜长

石
、

显
微条枚

长石

奥长石

中长石

磷灰石
、

皓石
、

据石
、

祸帘石
、

磁跌矿

方杜石

发育

较深救大 戒及不发育

三 溶液性质的变化
,

同时件随有用元素矿化

阶段和有用矿物出现形式的有规律的变化
。

铁最早发生在矽卡岩中以磁跌矿形式出现
,

在硫

开始活跃的硫化物期初期
,

铁 与硫桔合以含硫较低

的磁黄铁矿
、

毒砂等形式出现
,

随着溶液中硫离子浓

度的增加
,

后期又以富硫的黄跌矿形式出现
。

碳酸盐

期 山于硫的浓度降低
,

二氧化碳活跃
,

介质对氧化有

利
,

因而形成了鱿铁矿
。

貌的矿化仅迟于娥
,

开始发生于石英黑电气石阶

段
,

植至硫化物期的黄铜矿阶段才枯束
。

淡色云母阶

段以前主要以黑妈矿的形式出现
,

以后即以白鹤矿形

式产出
。

黑鹅矿的形式在早期占有主要地位
,

可能与

早期几乎是单钝的脉状充填
,

即与溶液没有从田岩吸

收大量钙质有关
。

踢的矿化稍晚于钨
,

至成矿作用末期
,

总的趋势

是踢的矿化两端较微弱
,

中简较强
,

其原因尚不能解

释
。

锡矿物以踢石为主
,

在硫化物期后期由于硫离子

浓度的增加
,

从铁阴辟矿一阶段起出现了黄踢矿
,

至

方姗矿阶段
,

黄踢矿合量达到了最大强度
,

远远超过

踢石的合量
。

四 各期各阶段产物税明了矿液性质在各期之

朋有一个大的质变存在
,

每期成矿阶段的更迭 反映

了矿液性质量变的规律
。

各成矿阶段的产物具有一些共同特点 矿液性质

有方向性的变化
。

随着溶液性质的变化
,

在不同矿化

阶段有规律的伴随着金属矿物的生成
,

不同世代的踢

石
,

标型矿物的物理
、

化学性质亦有方向性的变化
。

可以认为上述各个成矿阶段属于就一的成矿过程
。

五 岩浆期后产物中
,

可以见到过去一般认为

互不相容的地质现象而彼此共生
,

例如矽卡岩化和云

英岩化
、

黑鸽矿和白钨矿硫化物型踢矿化和非硫化物

型锡矿化等
。

如前所述
,

这些共生现象是在同一母岩

和同一成矿作用过程 中不同阶段不 司环境下的产物
,

是成矿作用多样化的表现
。

不能认为是木质上互相排

斥的
,

而是与一定的侵入体有关的地质现象
。

囚而
,

在对某些岩浆岩的
“

成矿专属性
”

进行研究时
,

特别

用于找矿时
,

必须惧重研究共中内在联系
,

而不能加

以无条件的艳对化
。

六 前硫化物期产物与花尚岩岩相
,

「刁化作用

强度和接触变质类型之阴有一定的伴生规律 表
。

比较二者的特点
,

后者可能在较大压力下凝枯
,

旧岩

同化作用救为发育的枯果
。

两区矽卡岩的差兴上要是

在斜长石和方柱石发育这一点上
,

而两者的成分极共

相似
,

不同处仅在于有无挥发分参与粗成
,

囚此
,

三者

的联系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

栩 中粒斑状花脚岩的生

成显示了压力较大的环煲
,

不利于挥发分的逸山和集

中
,

因而
,

在接触带形成了富含坪发分的方柱石
,

前硫

化物期产物不发育
。

次硷性花尚岩的生成
,

显示了有

利于挥发分的集中
,

向上沿裂隙逸出
,

囚而
,

按触带

少方柱石
,

代之以斜长石为主
,

前硫化物期产物则大

量存在
,

且远离接触带生成
。

这个规律
,

对寻找前硫

化物期产物的矿床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