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并有助于今后找矿工作
,

另立一个亚类
,

称南京式
。

南京式铁矿的找矿标志
,

可概括为五点 第一
,

晚侏罗世的古火山口 附近的短轴背斜轴部或翼部的侵

入接触带 第二
,

侵入体是握过碳酸盐同化作用的阂

长岩类的小侵入体或较大侵入体的分枝体 第三
,

被

侵入体侵入的地层
,

是一些次生石英岩化类触变的岩

石 第四
,

在围岩触变方面
,

除了被侵入的围岩有早

已触变的次生石英岩类岩石以外
,

侵入体白身有以方

柱石
、

钙铁榴石为主的矽卡岩化触变 第五
,

在地球

物理特征上
,

表现为重力和磁力异常的规则形状的重

合
。

据初步了解
,

苏南
,

皖东南和沿海其它省区
,

都

有侏罗一白奎系的火山岩地层以及中性侵入体分布
,

象这样的地区
,

今后可以注意寻找南京式铁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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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沿江一带
,

铁铜矿点很多
,

几年来野外工作

期简
,

集累了一些查料
,

通过野外观察和研究
,

提出

这一带矽卡岩矿床成矿规律
,

和同志们研甜
。

北东有增高的趋势
。

这点
,

在找矿时应当注意
。

二
,

矿床地质特征及控制因案

一
、

矿区地质概况

这一带内出露的地 层有志留耙 高家边 粗
、

坟头

粗
,

泥盆耙五通群
,

石炭耙高吸山粗
,

壶天群
,

二迭

妃楼霞粗
、

弧峰粗
、

龙潭粗
、

大隆粗
,

三迭耙青龙群

黄焉青粗
,

以及侏罗耙象山群
、

武彝群
,

大通群
,

第

四系等
。

由高家边粗至青龙群是假整合接触
,

黄局青

祖到第四系各地层简替为不整合接触
。

本区区域构造

技呈北东方向
,

局部扭斡为北北东
。

褶教 构 造 从 北

西向南东由四个背斜三个向斜粗成
。

本区断层有纵断

层
、

横断层两种
,

纵断层分布广 泛
,

规 模 较 大
。

总

的来看
。

区域构造特征为 构造撇呈北东方向
,

和山字型构造弧型东翼方向一致 背斜为短轴背

斜
、

箱状背斜
,

背斜狭窄
,

向斜开圈
,

为隔 挡式褶

数
,

具过渡型摺搬形态特征 常晃倒棘背斜
,

轴

面帽向北西 褶敏作用末期
,

为稠和挤压力
,

背

斜两翼常发生大规模走向冲断层
,

稍后
,

即为横断层

所切割
。

本区侵入岩分布与区域构造钱方向一致 ,

其具体

的空固位置
,

受一定的构造粗合控制
。

侵入岩为小岩

体
,

出露面积不大
,

产生 条件为中 深相岩株 或岩枝

群
,

少数为浅成相的岩墙
,

岩瘤
。

岩石成分一般为中

性至中酸性
,

侵入于钙质 岩层中
,

受强烈 的同化作

用
,

侵入岩边绿相内中性斜长石呈反环带构造
,

磷灰

石
、

据石成分激增
。

岩枝群比岩株同化作用的程度更

高
,

为阴长岩
、

丙长纷岩
,

而岩株 为石英丙长岩
、

花尚肉长岩
。

从整个区城看来
,

侵入岩酸度从南西向

一 本区矽卡岩矿床产状特征
,

主要有以下几

点

与矽卡岩矿床相关的侵入岩体主要有岩株和

岩枝群两种产状
,

在岩株接触接上断镇产出较大的单

一的矽卡岩体
,

其中常具一个主矿体和少数零星小矿

体
。

在岩枝群接触带上
,

产出 十个矽卡岩体和矿体

群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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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矽卡岩矿床两种产状示惫图

花淘阳长岩 冈长岩 矽卡

岩 铜矿体 石灰岩
。

矽卡岩体和矿体
,

大部份分布在 接 触 耕 上

不超过豹 米
,

极少远离接触校
。

跌
、

铜矿体常产于矽卡岩外带 图
。

当侵入岩接触面和围岩层理产状一致时
,

矿

体和围岩层理产状一致
。

二 控制矽卡岩矿床生成的地质因素

侵入岩的因素

不同成分 的侵入岩 各有其所 专属的不 同类型矿



床
,

控制矽卡岩跌铜矿床的岩类主要为丙长岩
、

石英

丙长岩
,

花尚朋长岩
。

为中深相的岩株或岩枝群
。

与

图
。

陡倾斜接触面中
,

在平面上和剖面上看

侵入体凹部较凸部矿化良好 图
。

弓笋夕一圈目至簇火一回回回画四圈目

图 矿区 极地质剖面图

石英朋长岩 拓榴子 石 矽 卡

岩 透辉石矽卡岩 铜矿体

石灰岩
。

图 ‘ 矿段矿体斌存位置

石英朋长岩 矽卡岩 铜矿体 石灰岩

左右
,

而接触带倾角达
“

一 。“ ,

星小透镜状矿体 图

岩株相关的矽卡

岩矿床
,

接触面

产状和形态对矿

液富集起着明显

的控制作用
。

兹

分述如下

援倾斜

救陡倾斜接触面

的 矿 化 良 好

如 丫 万 矿段
,

其

接触 带 倾 角 为
“

一
。 ,

工业

矿体长达 米

矽卡岩 中仅有零

波浪状接触面较平道接触面矿化良好
。

构造因素

现将控制本区矿床的几种构造叙述如下

控制本区矿

卜

床最明显的构造为背

斜倾没 端
,

在 其 两

翼
,

岩层受纵横断裂

强烈破坏
,

岩浆易沿

此地段侵入
。

成矿时

期
,

早先 存 在 的 北

东
,

北西向断裂及其

侧羽裂隙多次活动
,

抬含矿溶液上升富集

造成 有 利 条 件 图
。

压三日
层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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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受背斜倾后端控

制示意图

声犷了特﹃

了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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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佼入岩体接触面徒投与矿化

程度关系图

花尚因长岩 矽卡岩 铜矿

体 石灰岩
。

五通石英岩

石英朋长岩

楼霞灰岩

矿体 一

断层
。

复式向斜中次一毅背斜帕部
,

往往出现一系

列小侵入体
。

其翼部小型弯状构造
,

为控制矿体斌存

部位 图
。

匿习

压困

图

瞬习 医羽

区日 毯尧对

住人岩体接触面内外倾斜与

矿化关系

图 矿段矿体脸存部

位示惫图

石灰岩 矿体
。

龙潭煤系 接霞灰岩 五通
石灰岩 石英阴长岩 矽卡岩

铜矿体
。

内倾斜较 外倾斜矿 化富集 前者 如 矿

段
,

产出似层状矿体
,

而后者 目前尚未发现工业矿体

长朝背斜翼部走向断裂和 型褶教
,

控制侵

入岩株
。

走向断裂的侧羽裂隙和横向裂隙联合控制筒

状矿体 型褶数引起青龙群下杭上部 薄层灰岩与

薄层泥质灰岩互层 普通的剥离作用和层简裂隙的发



巨遥画 医」 【巫 」

团 仁习 因
图 胡矿地质略图

五通石英岩 楼霞灰岩

龙潭煤系 肉长岩 矽卡岩

和矿体 横断层
。

育
,

对矽卡岩

化
、

矿化极为

有利
,

常产出

似层状
、

板状

矿体
。

背斜

轴向北北东扭

棘
,

在其棘折

处常出现较大

的横断层
。

此

地 段 岩 层 破

碎
,

产 出岩

枝 群
,

矿 化

作 用 十 分 强

烈
。

如铜矿即受此种构造控制 图
。

箱状背 斜翼部 具有平队 褶曲处
,

常富集矿

体
,

如跌矿 图
。

两种不同物理机

械性质的岩层
,

由于受山

字型构造应力的作用
,

常

产生层简错动
,

层简裂隙

发育
。

在侵入岩体周围
,

矿液沿此裂隙交代成矿
,

造成似层状矿体
。

矽卡岩中交叉裂

隙控制矿体或矿柱的空简

位置
。

图 北东 东 与北

西向交叉裂隙中产出且大

国团围园圈

图 族矿地

质剖面图

五通石英岩 壶天灰
岩 矽卡岩 丙 长 份

岩 矿体
。

触
,

接触带上仅有工业意义不大的矽卡岩铜矿床
,

在

其外围生成小型的热液交代册锌矿床
。

栖霞灰岩底部 壶天灰岩 富含镁质
,

岩性较

脆
,

在侵入岩的接触带上
,

生成延伸稳定的似层状矽卡

岩矿体
。

而栖霞粗上部含健石石灰岩
,

仅在构造破坏

有利部位生成孤立的筒状
、

柱状
、

巢状矽卡岩矿体
。

青龙群下 统下部
,

富含粘土质
,

虽微有矽 卡岩

化
,

但无矿体生成
。

下就上部
,

为薄层灰岩与薄层泥

质灰岩互层
,

含有
、 、 、 、

等化学成分
,

有利于矽卡岩 矿物生成
,

此 等互层地

段
,

在接触变质期
,

形成脆性角岩和较塑性大理岩互

层 而后
,

成矿过程中多次 构造错动
,

角岩易于破

碎
,

对矿液充填
、

交代极为有利
。

所以
,

青龙群下杭

上部是形成矽卡岩铜矿床最优良的层位
。

青龙群中就

为岩性较钝的碳酸盐
,

只有在构造破坏有利地段生成

矽卡岩铜铁矿床
。

在区域上
,

中就下部
,

还发现浸染状

拓卦矿化
,

宜须注意
。

最后必须提到
“

阻挡岩层
” ,

某些渗透性不良的

岩层
,

对矿液扩散起阻挡作用
,

导致富集成矿
。

如

矿床
,

矿体集中在上复龙潭粗砂真岩之下
。

在

矿区
,

以五通群上部粉砂质真岩为底板
,

产山规模巨

大的似层状矿体
。

基于上述
,

本区矽卡岩矿床成因
,

我们认为是岩浆

热液的
。

而非同生的
,

其所以矿化在某些层位较为富

集
,

是与核层岩石的物理化学性质和构造作用等有关
。

筒状矿体
,

矿体侧伏方 向与裂隙 交叉脊 技方向 相一

致
,

足兄小型交叉裂隙对矿体控制之严密
。

最 后 必 须 指

匾口 匡匆 匠习
匡刃 口 舀困

口

图 矿段地质平面图

龙潭煤系 弧峰层 楼

霞灰岩 矽卡岩 石英丙

长岩 交叉裂隙 矿体

出不同类型的矿床和矿种
。

出
,

上述控制矿床

的各项地质构造
,

在本区具有普遍的

找矿意义
。

、

地层岩性

的因素

地层岩性对成

矿的控制作用
,

在

本区亦有所显示
。

侵入岩周围不同的

地层及其岩性
,

产

奥陶系较钝的石 灰岩与九 华山花 商岩的 岩枝接

三
、

找矿方向

本区寻找矽卡岩铁铜矿床是最有远景的
。

那末
,

首先应敲寻找控制岩浆侵入的构造
。

不同构造单位内

控制侵入岩有着不同的构造粗合
,

找矿时应注意前述

各项地质构造
。

其次
,

当发现侵入岩体后
,

应当群翩研究它
。

不

能认为所有侵 入岩与石灰 岩接触都 能生成矽 卡岩矿

床
。

这里与矽卡岩矿床相关的浸入岩体为中深相的小

型岩株或岩枝群
,

岩石成分为中性 —中酸性
。

最后
,

必须在侵入岩体周围考察围岩性质和含矿

构造
。

成矿最有利的层位为栖霞粗底部 壶天群了

和青龙群下就上部
,

在栖霞粗和青龙群其他层位
,

仅

构造破坏有利部位才出现矿体
。

阻挡岩层
,

层简裂隙
,

成矿时期断裂裂隙 尤其矽卡岩中交叉裂隙 是控制

矿体空简位置的重要构造
。

总之
,

在区域上
,

只有构造
、

侵人岩
、

地层岩性

这三个因素最有利的配合地段
,

可期找到具有工业价

值的矽卡岩矿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