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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价露头时 , 不能单耗以石英脉的含 金 品 位 为

准
,

而要考虑地质因素
。

本矿区的爵多事实靓明 露

群

新 号脉露头食化
,

而深部较富
。

其原因是

露头部位裂隙发育
、

围岩破碎
,

可能有部分

金粒顺链隙落陷今

露头正处于合金石英脉援镇角金品位贫化的

部位

金溶解于氧化环境中的硫酸高铁 ‘

或氯化物
,

可能随地面水下降至矿脉深部
。

对露头部价时
,

还应根据矿区金矿富集的一般地

质特征
,

加以对比研究
。

我们初步总拮了本矿区合矿

富的石英脉具有如下地质条件及特征
,

即 ①石英脉

呈暗椽色或烟灰色并具油脂光泽 ⑦近矿围岩触变捐

云母化
、

矽化较强 ④围岩含碳量高 ④金属硫化物

富集
。

虽然我俐在这一地区作了不少工作
,

对矿区地质

特征
、

成矿规律等
,

有了一些初步认款
,

但尚有静多

简短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

如对地层划 分
、

矿 田 构

造
、

含金与不合金石英脉在物理化学因素上的异同
、

火成岩与成矿关系等
,

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总桔
。

尽川曰
‘、

牛

巨拼川曰

图 地表
、 。

含最对比

注
、 、

为样品数
一次生最砷斑点分析拮果

。
一地表岩样定量分析桔果

。

头品位富的脉
,

深部不一定富
,

露头贫的
,

深部不一

定食
,

即露头与深部情况往往相反
。

例如 号脉
,

由

于金矿物握氧化还原作用
,

金与其它氧化物混生
,

金

粒附于褐铁矿上
,

形成露头部分金的较高富集 又如

某 地 硫 化 纲 镍 矿 床地 质 特征

吴 毓 革

一
、

区域地质概述

矿区位于某褶敲带中央隆起部位的大断裂带中
,

基性杂岩即沿此断裂带侵人
。

在 。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中
,

广泛分布着古老

变质岩系
。

区域构造技方向近东西
,

并粗成一个向南

陡倾斜的单斜层
。

基性杂岩的分布与本区盒构 造 校 一

致
,

岩体产状
、

形状受围岩控制
。

基性杂岩面积钓 平方公里
,

岩体西克东 窄
。

岩浆演化过程可划分三个阶段
,

早期是 基 性一超 基

性岩
,

形成橄橙岩
、

蚀变辉岩一辉长岩 第二期中性

肉长岩
,

从流钱构造及野外产状表明
,

活动强度自东

向西
、

由南至北逐渐减弱 最后是富含硅酸盐残浆
,

沿着前期已固枯的各类岩面充琪
。

从已有查料判断
,

本区岩浆属同源分异
,

多次活动所致
,

是深部岩浆分

异作用依次侵入的桔果
。

二
、

矿区地质

一 基性岩体的围岩 为元古代的斜长角丙片

岩
,

是由原富含钙质泥灰岩
,

粗区城动力变质作用形

成
。

在与基性岩体下盘接触处
,

有不同程度硫化铜镍

矿染
。

二 岩体构造及其岩石种类 岩体构造总的来

靓为一个走向东西
,

向南陡倾斜的单斜层
,

是岩浆顺

层侵入的拮果
。

岩体内部断裂不明显
,

已 发现断层多

为南北向
,

倾斜东
,

断距一般数十米
,

延深最大不超

过四十米
,

向深部有阴合趋势
,

推测为正断层
,

成因

与重力作用有关
。

岩石种类
,

按同源岩浆演化过程有

橄橙岩 出露矿区北部
、

呈脉状
,

沿走向断

梢分布
,

局部有 毫米金云母脉
,

其中含少量石棉
、

镁铁尖晶石
。

触变辉岩一辉长岩 为含矿母岩
,

由于斜长

角丙片岩所隔
,

矿区分为南北两个部份
,

南部长 公

里
,

竟 一 米
,

延深 米 北部长 米
,

宽 米
。

岩体下盘由于丙长岩侵入多遭破坏
,

产状

与围岩一致
。

丙长岩 矿区南部出露
,

从流动构造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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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

是沿着基性岩的横向裂隙带注人
。

特点是建接

肉长岩母体的爵多岩枝
,

呈各种形状捅人 含 矿 母 岩

中
。

岩石具强烈片麻状构造
。

伟晶岩和扣晶岩 呈脉状都沿原 生 斜 交 节

理
,

真入于前期已凝固的各类岩石中
。

三
、

矿床商介

本区硫化铜镍矿床斌存于南部触变辉岩一辉长岩

中
,

其他岩石均未发现有工业意义矿体
。

矿床一般特

点是矿体与基性岩界撇不清
,

矿石品位
、

矿体厚度变

化较大
,

受一定裂隙构造控制
。

一 矿体形状
、

产状及其分布 握勘探工作确

定三个有工业价值矿体
,

室简上与基性岩体纵向陡倾

斜开 口裂隙有关
,

矿体群分布略呈东西向
。

矿体形状有两类 筒状和不规 脉状矿体
,

后者

由若干个互相串联的矿条粗成
,

是个埋藏地表下豹

米的盲矿体
。

一般矿体变化形态规律是中厚边薄
,

伏方向与岩体倾向一致
。

二 矿石成分 以含镍磁黄跌矿为主
,

伴生有

黄铜矿
、

黄铁矿
、

少量镍黄铁矿
、

辉教 镍 矿
、

磁 铁

矿
、

歇跌矿
。

脉石有阳起石
、

透丙石
、

黝帘石
、

椽帘

石
、

白云母
、

黑云母
、

方解石及残留透辉石
、

基性斜

长石等
。

矿石 自然类型有致密块状
、

角砾状
、

网状和浸染

状
,

其主要拮构为半 自形粒状压碎及海棉限铁拮构
、

固融体分离桔构
。

三 矿石化学成分
,

品位变化 矿石中除已查

明铜
、

镍
、

钻外
, 还有微量伴生元素

拯系杭样品分析铜镍的变化系数 筒 状 矿 体 镍
、

铜
、

脉状矿体镍
、

铜
。

矿体属不

均匀类型
。

一般矿体变化有如下规律 矿体上部比下

部富
,

中部较边部富
。

筒状矿体以致密块 状 矿 石 为

主
,

脉状矿体以网状矿石为主
。

四 矿化 矿区内除斌存于触变辉岩一辉长岩

中具工业意义矿体外
,

在基性岩与斜长角 丙 片 岩 接

触处也有矿化
,

且局部富集
。

磁黄铁矿沿围岩片理产

出
,

伴有眼球状石英
,

个别地段偶兑辉胡矿
,

枉勘探

表明镍品位低
,

厚度小
,

无工业价值
,

成因与后期热

液作用有关
。

四
、

成矿特点

一 含矿母岩特征 含矿母岩为触变辉岩一辉

长岩
, 二 一

,

比值较低与原始岩浆

成分有关
。

岩石的触变作用是在基性岩浆中的硅酸盐

矿物依次晶出后
,

岩浆晚期挥发份相对聚集扩散时
,

使得早期晶出的单斜辉石
、

基性斜长石变得不稳定
,

产生了自变质作用
,

使单斜辉石岩发生了阳起石化
,

辉长岩发生了钠黝帘石化
。

随着岩浆演化到朋长岩侵

入
,

除岩体本身遭到破坏外
,

岩石的矿物 成 分
、

桔

构
,

特别是肉长岩侵入 时气化热液的复合作用
,

使得

辉岩一辉长岩蚀变程度既深且广
,

局部构 造 剧 烈 地
·

段
,

更利于挥发份聚集形成基性伟晶岩脉
。

岩体分异作用
,

无蒲水平或垂直方向均无规律
,

岩相在空简上分布很乱
,

很可能是基性岩侵入后由于

区域构造活动的干扰
,

使得重力分异条件遭到破坏
,

故而影响了岩浆分异
。

基性岩体的原生流动构造隐豹可兄
,

条带大都在

触变辉长岩中出现
,

带粗扣不均匀
,

淡色长石质矿物

可兄板状晶体
,

最宽 厘米
,

一般 厘米
,

沿延长

方向有分枝和棘析
。

出露面积仅 平方米
。

这种局

部出现的原因
,

可能是基性岩浆中比重较大的辉石下

沉
,

与比重较小的长石熔融体简发生向上对流所引起

的
。

二 矿体的热液迭加作用及其二次富集矿化

已知各矿体矿石中镍 与姑比值
,

握分析查料表明
,

稳

定保持
,

镍与铜比值保持 或
,

而一般

硫化铜镍矿床镍姑比值为 一 简
。

由此可知铜姑元素偏高是本区特点
,

共原因是硫

化物生成不止一个
一

世代
,

特别是黄铜矿
、

黄跌矿的迭

加现象是显明的
。

化探查料也靓明铜异常值一般比镍

大几倍
,

而且幅度
、

梯度也较大
。

正如化探原生晕寻

找指示元素的粘果所指出
“

有镍异常
,

一定有铜异

常出现
,

而有铜异常并不意味有镍异常 ” 。

握我例对

致密状矿石中的黄铜矿栩脉进行单矿物研究桔果
,

发

现含多量披元素存在
。

另外从我们对矿石 与 岩 石 的

铜
、

姑
、

镍比例图中也可看出铜成份偏高 图
。

图 矿石与岩石中胡
、

钻
、

魏比例图

富矿
,

△岩石
,

贫矿
。

关于二次富集矿化固题
,

我们曾对筒状矿体中的

磁黄铁矿单矿物
,

与矿化的斜长角丙片岩内磁黄铁矿

进行对比
,

发砚它俩的晶胞常数
、

元素的伴生祖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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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
。

由化学分析桔果表明
,

矿体中磁黄跌矿单矿物的

元素与岩浆矿床有关
,

肯金属含量虽低
,

但 均 有 发

现
,

而矿化带较显著的是没有竟金属
,

且镍的晶位较

低
,

但嫁
、

赌后者比前者要高若干倍
。

我们知道分散

元素在热液阶段往往是富集的
。

射接晶胞参数的测定 矿体中磁黄 铁 矿
。

人
、 。

人
,

而矿化带磁黄铁 矿 晶 胞

参数
。

人
、 。 人

,

它侧 轴固差为

。 人
、

轴为 。 。。 人
,

这靓明两者晶出条件
、

化学粗分不同
。

从现有查料可初步认为
,

斜长角丙片岩与触变辉

岩接触带生成的磁黄铁矿
,

成因上与肉长岩浆后期残

留硫化物有关
,

反映了又一次矿化的拮果
。

翘勘探征

明
,

这类型硫化物品位低
,

无工业利用价值
。

三 伴生素的分布规律 镍元素主要斌存于硫

化物的磁黄铁矿中
,

伴生铜
、

姑
。

铜
、

鱿
、

魏在硅酸

盐岩石内分布规律如下 表
。

晶格中
,

呈类质同像出砚
,

但在硫离子浓度逐渐增加

时
,

镍
、

铁与硫粗合形成磁黄铁矿
。

随着温度降低
,

少

数媒呈不溶混的火焰状
,

镍黄铁矿与辉敛操矿出现
。

矿石中除确定纲
、

姑
、

斜有价值外
,

还 有 微 量

金
、

跟
、

硒
、

铂族元素和分散元素
。

此外我俐从精矿

分析中
,

各种食金属含量有显著增高
。

叭云尸尸 弋
畔分犷气甲兮 ‘

腮
洲

表

区习 区国 匡困 巨夏 硬习 压三 匡至〕三〕

图 筒状矿体剧面图

触变娜长岩孟 阴长岩
,

伟品岩

长英岩 矿体 实测断层及破

碎带 投影坑道 推定断层
。

触变辉岩

触变辉长岩

阴长岩

斜长角肉片岩

伟晶岩

致密状矿石

网状矿石

·

。

。

。

。

。

。

硫化物在各类岩石

中比例晃图
。

由 表

看出
,

在杂岩中从

基性的触变辉岩一辉长

岩
,

到酸 性 伟 晶 岩
,

铜
、

姑
、

镍含量依次递

减
,

只有局部例外
,

这

靓明在杂岩内
,

镍是集

中于硫化矿石及早期晶

出的触变辉岩一辉长岩

中
。

这可从镍的地球化

秘黄铁矿

黄铜矿 黄铁矿

图 脉状矿体剐面图
矿体乡 表外矿

矿染 触变辉岩
蚀变辉长岩 透

辉岩 第 系己

图 主要硫化物在各

类岩石中比例图
触变辉岩一辉长 岩

△ 斜长角阴片岩 十 阴

长岩 长英岩

四 岩体的原生裂隙

构造对成矿的控制 考虑到

本区铜镍矿床成因上与晚期

岩浆贯入有关
,

鲁在矿区对

各种火成岩进行了大量裂隙

杭爵和对比
,

基本搞清矿体

与裂隙的成因关系
。

矿区三

个有工业意义的矿体均受北
“

一
。

西
,

倾向南西之纵

向裂隙控制
。

筒状矿体是受北西西纵

向裂隙和接近南北向横向裂

隙的两粗交义裂隙控制
,

由

于两粗裂隙阴夹角较大
。

左右
,

故在交义部位有利

于矿液集中和沉淀
,

形成筒

学特性得到解释
,

由于镍离子半径与镁相近
,

在岩浆

期当硫的浓度不高时
,

镍与镁粗合参加硅酸盐的辉石

状矿体
,

致密型矿石 图
。

脉状矿体的形状不规
,

矿体分枝复合明显 图
。

矿体形态复杂与裂隙活动继承性有关
,

即早期

形成的原生纵向陡倾斜张 口裂隙
,

在构造再活动作用

下
,

产生一定位移
。

这种裂隙搏化
,

剖面上形成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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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
,

故而原生裂隙面已不再平道而有所弯曲
,

由

于裂隙面与围岩一触变辉岩的接触面不规则
,

拯矿液

贯入
,

使矿体形态复杂化
,

但如果它侧的接触面在个

别地段是平直的活
,

那么矿体在这些地段沿走向和倾

向及矿体在厚度上变化均较稳定
。

如图 剖面北端的

矿条在三中段以上即是如此
。

值得指出的是
,

当原生裂隙樱再活动时
,

在受到

最大应力方向部位
,

矿体出现透经体
,

接近尖灭的矿

条可突然膨胀再现
,

分技的矿条趋于向主脉靠近而复

合
,

山现围岩夹石包体
。

为了进一步探索脉状矿体形

态与裂隙成因关系
,

在孩矿体地表做了一定的裂隙扰

箭
,

桔果表明除北西西一粗裂隙外
,

另有走向北
。

一
。

东
、

倾向南东
“

与走向北
。

一
“

西
、

倾向

南西
“

的两粗最为发育 图
。

与矿体产状一致
,

砚明孩矿体生成是局限于剪切裂隙中
,

同时它控制着

伟晶岩及长英岩脉发育
。

从上述两种受不同裂隙按制的矶体表明
,

矿休形

态变化与成矿的两粗裂隙相交夹角有关
。

据就静
,

脉

状矿体两粗裂隙夹角在
。

左右
,

形成不规 矿条和

网状矿石 而筒状矿体的两祖裂隙夹角为
。 ,

形成

致密块状矿石
。

前者与原生裂隙再活动有关
、

后者与

纵向
、

横向两粗交义裂隙有关
。

桔 晤

目 口 圈 曰
戈 父 乙之

图 脉状矿体附近触变辉岩 娜

长岩裂隙等密图

基性岩为一杂岩体
,

岩石从超基性橄境岩到

酸性伟晶岩脉均有出露
,

它们属同源分异
,

不同时期

多次活动所致 是深部岩浆分异依次侵人拮果
。

基性岩侵入后
,

由于构造活动的干扰
,

岩体

分异程度差
。

矿体斌存于触变辉岩一辉长岩中
,

受陡倾斜

纵向裂隙带控制
,

裂隙构造具明显继承性和再活动特

征
。

矿体形态呈不规 脉状和筒状
,

品位握各中

段分析查料表明
,

矿体上部比下部富
,

中 部 较 边 部

富
。

矿石中镍姑比植稳定保持
,

镍铜 保持

或
,

已知镍与铜含量在矿体一百米以上
,

保持正

比关系
。

矿床成因类型为晚期岩浆熔离胃人式
,

但有

明显热液迭加
。

物 化 探 在 某金 矿 上 的 应 用

石 纲勘 捍 队

我队于 年开始在某金矿进行地质勘探工作
,

同

时投入了物化探方法
。

通过献墩和面积性生产
,

初步

摸到不同类型金矿床上物化探找矿方法
。

提出来供参

考
。

一
、

地 质 概 远

矿区内出露的曾为古老地层 图
,

前震旦系

片麻岩构成本区褶鼓基底
,

震且系地层为盖层
。

其岩

性为石英砂岩
、

真岩
、

白云质灰岩和安山岩
。

矿区位

于背斜倾伏部位
,

次一极构造以断裂为主
,

对成矿起

控制作用
,

其断裂方向主要为北东向
。

离矿区 公

里背斜轴倾没部位有一准圆状的小侵入体
,

其直径为

公 里
,

侵入体中部为似斑状花尚岩
,

外部为花尚

丙长岩
。

围岩普遍大理岩化
,

局部矽卡岩化
。

本区金矿床可分为两种类型
,

一种是合金多金属

矿床
,

产于白云质灰岩内
,

规模较大
,

氧化带很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