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岩浆期后矿床
、

矿体

在矿田空简的分布

妇琶 培 慧

查明矿床
、

矿体在矿田空简的分布规律
,

对我们

树立找矿信心
、

明确找矿方向
、

进一步深入开展普查

找矿工作
,

有着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

本文拟根据冶金

地质工作
,

特别是生产矿区所积累的查料
,

仅对我国

岩浆期后矿床
、

矿体在矿田空简的分布
,

提出一些粗

浅的看法
,

供作参考
。

误于矿床矿体大多成群
、

成片分布的概愈

对于矿田一剖的理解
,

目前还没有一个十分确切

的含义
,

一般来讲
“

矿田是指面积不大的含矿区
,

其中含有一系列空简上相近吸的
,

同时或时简上相近

的和成因上同源的内生金属矿床 ” 。

从我国一百多个

岩浆期后矿床的祥耙勘探和开采查料来看
,

艳大多数

的矿床
、

矿体豹占矿床总数的 以上
,

都是成群
、

成粗或者成片的分布于矿田范围之中
,

只有极少数矿

床
,

豹占矿床总数的百分之几
,

最多到
,

才成个

别的或者极少数的工业矿体出现
。

仅就一些不同类型

的内生金属矿床为例
,

加以筒要靛明

矽卡岩矿床 我国很多握过祥韧勘探井握矿山

开采敏靓的矽卡岩矿床 指广义的
,

例如跌
、

铜
、

纷辫
、

踢
、

知等矿床
,

无渝在 接 触 带 或 者 离 接 触

带较远的部位
,

矿体往往围镜着侵入体成群
、

成片出

现
,

矿体最多的竟达 个以上
,

最少的也有 多个

矿体
,

只有极少数的矿床是 由个别矿体所构成的
。

黄跌矿型铜矿床 某黄铁矿型铜矿床及多金属

矿床
,

在 平方公里的矿田范围内
,

初步探明的工业

矿床就有四处
,

在每个矿床中矿体最多的达 个左

右
,

最少的也有四个
。

脉状黑鸽矿床 分布于我国南岭地区的脉状黑

鸽矿床
,

在矿田范围内
,

含黑钨矿脉都是成粗
,

成片

出现
。

矿脉最多的冤达 条以上
,

最少的也

有 多条
,

很难找到某个矿区只有孤立一条矿脉出现

的情况
。

此外
,

很多脉金矿床
,

也同样有类似情况
。

裂隙充填交代型的铜
、

册卦矿床 我国东北
、

西南等地的一些此种类型矿床
,

往往沿着断裂带形成

一系列的矿体
,

特别是一些中低温的拓锌矿床
,

此种

情况更多
。

但是有极少数的矿床
,

构成工业富集的矿

床
,

也有呈个别矿体出现的情况
。

例如袒过祥栩勘探

并即将桔果开采工作的东北某铜矿床即属此例
,

这类

矿床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一些
。

低温热液型汞
、

娜矿床 我国湘黔一带的汞矿

床
、

锑矿床
,

在矿田范围内矿体或含矿地段也同样成

群
、

成片出现
。

粽合上述情况
,

可以初步概括如下表

矿 床 类 型 田中矿床的个数
矿床中矿体的个数

最多数 最少数

脉 状 黑 鹅 矿型

裂隙充填交代型

低 温 汞
、

锑 型

二》 士

》

士

旷一

⋯型型岩矿卡戮矽黄

甜如上述情况
,

在其它类型的内生金属矿床中
,

也都有类似情况
。

大量资料靓明
,

这些都是无庸置疑

的 事 实
。

但是
,

在矿床范围内由个别的或极少数矿

体所构成的矿床也确实存在的
。

应蔽靓明 目前大量

存在的情况是还有很多矿区的外围找矿工作
,

特别是

研究工作还作的很不够
,

随着普查找矿工作的深入开

展
,

在不少矿田或矿床范围内还会发现新的矿床或新

的矿体
。

事实靓明 有不少老的生产矿山
,

在原来认

为不可能再发现矿体
,

矿床的地段
,

通过深入釉致的

研究工作及找矿工作之后
,

又找到了新的矿体或新的

矿床
,

其增长储量有的竞超过原来探明的储量儿倍以

上
。

岩浆期后矿床
、

矿体所以握常成群
、

成片山现的

原因
,

这主要是和区域性的或矿田范围内的地质构造

和岩浆侵入作用有关
,

后面我俩将要作些初步分析
。

关于矿体大多数易盲矿体出现的概念



随着矿产查源普查勘探工作的深人开展
,

出露地

表能够道接观察到矿床
、

矿体已 日益减少
,

此种情况

在很多生产矿山及其外围就显得更为突出
,

很多祥翩

勘探和开采的查料靓明 盲矿体比露出地表的矿体更

多
,

其规模
,

质量也往往超过出露地表的矿体
。

盲矿体的找矿研究工作
,

在国内已握引起 了人仍

的广泛重祝
,

静多国家都突出提出了寻找盲矿体的重

要意义
。

有的国家还召开了普查盲矿体的研究工作会

哉
。

根据我国不同矿种的 个生产矿山祥韧勘探和开

采查料看来
,

在矿田范围内
,

矿体大部分或艳大部分

为盲矿体
,

只有极少数的矿床例外
。

砚按在矿田或矿

床中盲矿体占总矿体的个数百分比静算
,

初步就豁分

析如下

洲二仁⋯

州罕介亏

从上表可以看出 盲矿体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
,

大体上其平均数字也在 左右
,

其中有些矿种偏高

一些
,

例如西南某锡矿床在矿田范围盲矿体占总矿体

个数 东北某铜矿
,

盲矿体占总矿 体 个 数 的
。

有些矿床
,

例如脉状黑钨矿床
,

由于矿脉的

倾角产状较陡
,

矿脉的速擅性一般比较好
,

加之侵蚀

切割面和矿脉基本上是道交的
。

因此矿脉山露地表的

机会较多
,

盲矿脉相应少一些
。

但是最近以来
,

有好

几个编矿区先后在变质岩覆盖层下面的黑云母花尚岩

中
,

发现了隐伏的或半隐伏的矿脉
,

樱过坑道瀚敲具

工业价值
。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矿区的远 景
。

应 敲 靓

明 随着普查找矿工作的进展和找矿勘探技术水平的

提高
,

在某些类型矿床中
,

发现盲矿体将会更多
,

这

是应蔽引起我佣重砚的
。

从储量比例方面看来
,

由于盲矿体 脉 个数所

占的比例较大
,

又未遭到风化侵触的破坏
,

其观模一

般也比较大
,

质量也比较好
。

因此
,

盲矿体储量所占

的比例一般都高于出露地表所占的比例
,

当然还有少

数矿床也有例外的情况
。

普查盲矿体
,

特别是普查盲矿床是一项十分复杂

的工作
,

也是一项比较艰互的任务
。

因此
,

在开展矿

田
、

矿床范围内普查盲矿体工作的同时
,

应孩突出地

加强有关盲矿体成矿规律的研究
,

关于这一点
,

静多

学者强稠必须群翩研究矿田构造
、

矿床原生分带
、

小

侵入体以及各种岩脉等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

井应重视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方法及深部构造钻的应用等
。

近几年来
,

我俩在一些生产矿区发现了很多盲矿

体
,

积累了很多查料
,

同时在个别新区也找到了一些

盲矿床
,

在这个基础上应敲进一步总拮握教
,

以便深

入开展盲矿体的找矿工作
,

在重祝出露地表矿床的同

时
,

还应敲积极开展盲矿床和掩埋矿床的找矿工作
。

关于矿床
、

矿体大多斌存于背斜构造中的概念

这里所敲的背斜构造是指与道接控制成矿有关的

局部构造而言
,

这不仅包括背斜构造
,

而且还包括由

于背斜构造所引起的次一叙断裂构造等
。

在 研 究 矿

床
、

矿体在矿田空简的分布规律时
,

应对直接控制成

矿的矿田构造
、

矿床构造抬予足够的重祝
。

根据对我国 个岩浆期后矿床的初步分析
,

其中

有 个左右的矿床比较明显地斌存于背斜构造之中
,

豹占 左右
,

这些背斜构造直接地或简接地控制了

矿床
、

矿体在空简的分布
,

事实有力地税明了矿化的

富集与矿床的形成与背斜构造有极为明显 的 内 在 联

系
。

岩浆成矿输者一致认为 控制内生金属矿床的主

要地质因素是构造控制
、

岩浆控制
、

围 岩 控 制
。

但

是
,

在这三者之中
,

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什么了 它们

之简的内在联系如何 对找矿工作有何砚实意义了 目

前大家的看法还不一致
,

作者认为构造控制中的褶毅

构造
,

特别是背斜构造是控制成矿的极为 重 要 的 因

素
。

因为褶搬构造特别是背斜构造直接控制着一系列

次一毅构造
,

例如断裂和裂隙等
,

这些复合构造要素

又道接控制着侵入体及其有关矿化在矿田 空 简 的 分

布
。

其相互关系有以下几点

背斜构造与断裂构造的关系
。

地壳运动所引起的褶歇构造
,

当褶被构造形成期

简
,

由于背斜部位的隆起和向斜部位的下陷所产生的

切应力
,

当围岩的机械物理性质不能适应切应力的作

用时
,

因此在背斜与向斜之简
,

或者靓在背斜的翼部

就产生了平行背斜轴向的纵向断裂
,

这种情况在很多

矿田范围 内都可以看到
。

这种纵向断裂出现的形式往

往和褶数形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

归钠起来
,

主要

有以下几种



〔 对称背斜两翼的断裂构造 如图 所示情

况即属此类
。

当背斜翼部为不同的围岩介质粗成时
,

在柔性岩石与非柔

性岩石之阴
,

最容

易产生此种断裂构

造
。

如长江 中下游

一带的某些铜
、

扮

卦
、

硫化铁矿等矿

床
,

在背斜的帕部

一般多由志留耙真

岩粗成 个别地区

也有奥陶耙灰岩出

露
,

在背斜的翼

部往往出露有泥盆

涂己扁桐石英岩以及

石炭耙
、

二迭耙
、

三迭耙的灰岩等
,

圈髓蟾 , 团
石英二 团 , 窟

刃冈长粉岩 压翻 沈胶斑岩 匹口石英脉带

图 某鸽矿背斜构造与

断裂构造关系图

国黔磨

画霜暑鬓鼻

属孽」硅化欲矿体

压互』丙长岩

【远习二迭犯摘盆灰岩

图 某硫化铁矿床胃斜

构造与小型食入体的关系

示意图

由于背斜上隆与向斜下陷所产生的切应力
,

加之受不

同围岩介质的影响
。

因此
,

在扁桐石英岩与上复岩层

之固最容易产生纵向断裂
。

例如图
。

倒搏背斜下部的断裂构造 由于倒棘背斜

下部受力的作用最大
,

因此
,

在倒棘背斜的下部最容

易产生纵向断裂
。

如图
。

紧密褶撇轴部的断裂构造 在褶敏作用比

较居烈的地区
,

往往在紧密背斜的轴部产生断裂构造
。

床有成因关系的小侵入体
,

往往以两种不 同的形式侵

入于背斜构造之中
,

丫种是沿着背斜轴 部 侵 入
。

例

如
,

湖北某铁矿床
,

某铜矿床
,

云南某踢矿床
,

江苏

某铁矿床
,

湖南某钨矿床等均属此例
。

另一种是沿着

背斜翼部的断裂带侵入
。

例如
,

安徽境内 的 某 铜 矿

床
,

图 所示的某硫化铁矿床等均属此例
。

背斜构造与容矿构造的关系
。

我们知道背斜构造是褶撇的枢扭
,

它拾扭折作用

以最大的应力
。

因此
,

在背斜轴部附近 由于刹离作用

就产生了层简裂隙
,

当有两种不同介质的 岩 石 存 在

时
,

在柔性岩石与非柔性岩石之凹这种情况就更为突

出 在脆性岩石中由于张力作用
,

往往产 生 张 力 裂

隙 当背斜两翼比较紧密的情况下
,

这些由层简裂隙

及张力裂隙所构成的复合裂隙
,

就可以形成破碎带
。

所有这些裂隙构造
,

从而又构成了有利于矿液沉淀的

容矿构造
。

湖南某锑矿床
,

矿体主要赋存于层简裂隙

中 南岭地区某些拍矿床
,

矿脉主要斌存于张力裂隙

或张剪复合裂隙中 广东某多金属矿床
,

矿体斌存于

层简裂隙及张力裂隙所构成的破碎带中
,

因而形成了

一个团块状的亘大矿体
。

背斜构造与聚矿作用的关系
。

我们知道背斜构造最容易形成有利于成矿作用的

封阴构造
,

当其上复岩层为不透水的盖层时
,

就更为

有利
,

例如食州某汞矿
、

湖南某锑矿
,

在背斜或挠曲

压

认

。

口甲户

住圣」节理脉 逐 〕层简矿休

【互习 翻脉带 压乏」其部断裂

图 某胡矿床 面图

从很多查料看来
,

上述断裂构迭在很多矿区是握

常可以看到的
,

这些断裂构造往往有利于成矿作用的

发生和发展
。

此外
,

在矿田内也有一些其它性质的断

裂
,

如横断裂等
,

此种断裂往往是由于背斜轴向的扭

折和弯曲所引起的
,

或者是受不同期的构造运动的粘

果而产生的
,

这里不拟加以祥扣封箭了
。

背斜构造与小侵入体的关系
。

背斜构造 包括由于构造所引起的次一极断裂构

造等
。

在构造形成期简或者在其形成之后与金属矿

图 某锑矿田构造

示意图

的上部往往 有 页 岩 盖

层
,

在盖层之下便赋存

有很好的矿体或矿层
。

这主要是 由 于 含 矿 的

气
、

液由深部矿源上升

时
,

最容易在背斜轴部

聚集起来形成矿床
。

从以上甜输 中
,

我

们可玖看出按制成矿的

各种地质因素不是孤立

存在的
,

而是有它不可

分割的内在联系
,卜

就其

实际意义来讲
, ‘

背斜构

造是起主导作用的重要

因素
。

据 多个矿区的查料看来
,

对于成矿最有利的背

斜构造
,

我们根据其主要构造形态的特征
,

初步概括

为以下几类

短帕背斜 包括弯窿背斜 呈孤零出砚 的 短

朝背斜是比较少兄的
,

一般都是沿着区域构造修
,

特



别是矿田范围内的背斜构造换分布
,

呈若千个短轴背

斜或弯窿背斜出现
,

例如云南
、

广西某些踢矿田
、

西

北某铜矿田
,

湖南某锑矿田等就是如此
。

如图
。

倾伏背斜 这种背斜构造有如鼻状
,

背斜轴不

是水平的而是有或大或小的倾角
。

在倾伏背斜的倾没

部分
,

往往是矿化最富集的地段
。

辽宁某铜矿床
,

矿

床赋存于前震旦耙的变质杂岩中
,

由于区城变质作用

非常强烈
,

对构造特别是背斜构造的研究殊为困难
,

在勘探初期
,

督视认敲矿床系受断裂构造所控制
,

后

握静韧勘探工作及

坑道揭露靓明 敲

矿床系受东西向的

倾伏背斜所控制
。

如图 所示
。

在其

它地区睹如此类的

例子也很多
。

倒棘背斜

此种背斜构造两翼

应习黑云毋片魔崖宝区 习角因斜长片应岩

〔双 尽修岩脉 区二何伏倒娜宵拼

刃门 矿体 口贫矿体

图 某翎矿床候伏背斜与

成矿关系图

往往是不对称的或者是 极 不 对 称的
,

褶皱的挤压比

较紧密
,

轴面的倾角很援
,

例如广东
,

赣南等地的一

些脉状鹅矿床
。

开淌向斜中的次一极背斜构造
。

此种控制矿床

的背斜构迭位于开滴向斜之中
,

因此
,

当地形受风化

侵触以后
,

背斜构造往往不甚明显
,

特别是当侵入体

侵入于背斜轴部时
,

背斜构造往往被浸入体破坏
,

例

如鄂
、

赣交界及安徽境内某些铜矿床即属此例
。

湖北

某铜矿床在未进行祥翎的普查勘探工作及研究工作之

前
,

有人曾毅认为靛矿床受向斜构造所控制
,

后握大

量的事实靓明
,

井非如此
。

以上四种背斜形态是以其主要构造特征为根据进

行划分的
。

但是在某些矿区
,

以上几种形态往往有两

者或两者以上相互交棍出现的情况
,

从而构成复合背

斜构造时
,

对成矿是最有利的
。

广西某锡石一硫化物

类型矿床即属此例
。

很多事实部碗明背斜构造对成矿是十分有利的
。

但是这艳不能理解为所有的背斜构造都一律会形成矿

床
,

这还要桔合具体情况进一步加以研究
。

我仍突出

强稠背斜构造控制成矿的理由
,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一

些理由而外
,

还因为目前迫切需要开展盲矿体
、

盲矿

床的找矿工作
,

明确这个概念之后
,

就可以在无矿体

露头
、

无矿化标志的地区注意有利于成矿 的 背 斜 构

造
,

对于矿田范围内的找矿工作来讲
,

还应敌拮合具

体矿田的地质条件寻找与已知矿床相类似 的 构 造 形

态
,

进行简接找矿
,

以期发现新的矿床或矿体
。

关于矿床
、

矿体 脉 胶存于小俊久体周边邵的概念

小侵入体周边部富集成矿的事实

小型侵人体一般是指侵入休顶部直径在 几

公里左右
,

水平切面在 。 几 平方公里 左右 呈近

似圆形或椭圆形出砚的火成岩体而言
。

根据近百个矿

床的查料看来
,

大体上有 左右的矿床
、

矿体或矿

脉都围携着小型侵入体的接触带或距接触带较远的部

位分布
,

这些事实都靓明矿床的形成不仅与小型侵入

体在时周上
,

成因上有密切的关系 而且在成矿空简

上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

对找矿工作来讲
,

这一点是

十分重要的
。

因此
,

在重视背斜构造控制成矿的前提

下
,

对于小型侵入体周边部富集成矿的事实
,

也应蔽

抬予足够的重砚
,

砚以我国儿种主要岩浆期后矿床为

例
,

略作既明

鹤
、

踢
、

胡矿床 根据 多个矿田 或 矿

床查料看来
,

不湍是脉状矿床或矽卡岩矿床等
,

都与
小侵入体有密切的关系

,

其中除四个矿床 个脉状

鹅矿
,

个锡矿 由于勘探程度不够
,

向未找到与成
矿有关的侵入体而外

,

其余已全部找到与成矿有关的

小型侵入体
,

这些小型侵入体
,

有的出露地表
,

有的

隐伏在矿床的深部
。

随着开采坑道的下降这些隐伏的

侵入体在很多矿区都已被工程所揭露
。

铜
、

茹
、

辞矿床 根据近 多个矿 床 查

料来看
,

除钓有 个裂隙充琪交代型的拓锌矿床
,

尚未找到或者肯定其与侵入体的关系外
,

其余均找到

了与成矿有关的小型侵入体
。

黄金矿床 根据 个左右的矿床 资 料
,

有半数以上的矿床都找到与矿床有关的小型侵人体
,

此类矿床的找矿工作大部分尚在开始阶段
,

旦前尚缺

乏确凿的查料
。

汞锑矿床 此类低温热液矿床
,

一般都认

为在远离接触带的部位富集成矿
,

在这些矿区尚未找

到与成矿有关的火成岩体
。

目前已进行祥 韧 勘 探 的

个矿床都是如此
。

其它类型的矿床
,

由于掌握的查料不多
,

尚难加

以部述
。

矿床
、

矿体 〔脉 与小侵入体在空 简 上 的 关

系

根据矿床
、

矿体与小侵入体在空简上的关系
,

可

以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

分布于侵入体内部的矿床 例如翩脉浸染

的铜
、

胡矿床
,

某些脉状鸽矿床等
。

分布于接触带及其附近的矿床 此类矿床

的矿体一般都分布在内
、

外接触带
,

最远距接触带只



有 米左右
,

例如某些矽卡岩型的铜矿床
,

册辞矿

床等
。

分布在离接触带较远处的矿床 例如一些

高温热液的钨
、

踢
、

相矿床
,

从侵入体内部到远离接

触带 。 。。 米处均有工业矿体分布
。

例如东北某

如矿床 云南某踢矿床等均属此例
。

远离接触带的矿床 一些汞锑矿床与火成

岩体之阴的距离一般都认为更远一些
,

但 目前还未找

到或肯定某一处矿床与火成岩体的依附关系
,

其空阴

距离还不太清楚
。

小型 食入体的某些成矿标志
。

派生产物 从很多矿床的查料看来
,

小型

佼入体的上部
、

边部往往有岩浆期的派生产物 —岩

枝
、

岩脉
、

矿脉等
,

当侵入体未出露地表时
,

这些岩

枝
、

岩脉等一般可以作为判断深部小型侵入体的大体

斌存部位
。

含矿性 在与成矿有关的小型侵入体的内

部握常伴生有含量较高的金属元素
。

例如 鄂东一带

与铜矿床成矿有关的花尚朋长斑 岩中
,

一般 都 伴 有

纲
,

如元素
,

共平均含量铜可达 。 左右
,

铜可达

。
·

。
·

左右
,

个别富集地段还可以构成工业矿

体
。

根据对南岭地区的某些与脉状鸽矿床成矿有关的

黑云母花淘岩分析
,

在岩体中三氧 化二 锡 为

。 ,

高于克拉克植含量的几倍多
。

岩浆专属性 据阴广同志的研究
,

锡与白

尚岩有关 编与黑云母花岗岩有关 如与斜长花尚岩

及黑云母花阁岩有关 铜与花尚朋长岩有关 跌与石

英丙长岩及更中基性一些的岩石有关
。

侵入体的形成时代 不同时代的侵入体
,

往往有的含刃
’‘ ,

有的不含矿
。

就是同期形成的侵入体

也不一定都会形成矿床
。

很多事实靓明
,

不同时期的

侵入体
,

往往对形成一定的矿产是有密切关系的
。

因

此
,

在实际工作中应注意区分侵入体的形成时代
,

这

对找矿工作来讲
,

是十分重要的
。

岩体产状 从总的来看
,

小型侵入体一般

都为上小下大的钟状岩体
,

又称
“

岩株
” ,

在侵入体

的具体部位
,

无蒲在水平或垂直剖面上都有凸凹不平

的起伏
。

从大量的查料看来
,

在侵入体的凹部或者当

侵入体超复覆盖在沉积岩上部时
,

对形成矽卡岩型矿

体是十分有利的
,

往往可以找到较大的工业矿体
。

根据以上标志和特征
,

在实际工作中
,

要善于区

别成矿浸入体与不成矿的侵入体
。

应孩明确不是所有

的规模不大的火成岩体都是小型侵入体
,

也不是所有

的小型侵人体都一律会形成矿床
,

而应桔合具体矿触

加以研究
,

区别对待
。

否则就会变成不切合实际的单

钝的
“

岩株成矿希者
” 。

侵触程度与小型侵入体及矿化深度的关系 如

图 所示
。

户一
图 侵触程度示慧图

、

隐伏佼入体阶段 亚
、

侵入体初露阶段 刀

侵入体中深部出露阶段 万
、

岩墓出露阶段

隐伏浸入体阶段 侵入体形成时的地形
,

虽然遭到后期侵触切割作用的影响
,

但是侵入体仍未

出露地表
。

与侵入体有关的矿床
,

其矿化深度一般都

比蛟大
。

例如南岭地区的某鹅
、

踢矿床
,

侵入体大都

是呈隐伏状态出砚的
,

从地表上是观察不到的 与此

有关的矿床
,

矿化的深度都比较大一些
,

最深可以达

到 米以上
。

侵入体初露阶段 现代浸触切割面已达到

小型侵入体的顶端部分
。

侵入体出露面积豹在 儿

平方公里左右
。

与此有关的矿床
,

特别是一些产于

小型侵入体上部的脉状矿床
,

其矿化深度都比较浅
。

对于某些矽卡岩矿床来讲
,

矿床
、

矿体保存的还比较

好
,

矿化深度可达到 米
,

甚至更深一些
。

例如东

北
,

长江中
、

下游一带的一些矽卡岩型铜矿床
‘,

浸入体中
、

深部出露阶段 在此阶段
,

侵

入体的面积较大
,

一般多在 平方 公 里左右
,

最大

可达 平方公里以上
,

呈大岩体出现
。

当侵入体出

现峰位较高
,

而又在侵触切割作用比较剧烈的地区
,

侵入体的顶端部分 已被侵触逸去
,

相应地与其浸触部

位相当的矿体 脉 也同样被刹触殆尽
。

因此
,

在各

类矿床 中
,

其矿化深度都比救浅
,

甚至只残留一些靠

近矿床根部的矿体 脉
。

例如江西南部某产于黑云

母花崩岩体中脉状黑鹅矿田
,

其矿脉 深 多 在

米
,

最大的也不超 米左右
。

已进行祥扣勘探的鄂

东阳新侵入体直接有关的一些矿床最深也不超 过 。

米
,

而且矿体厚度较小
,

多为小型矿床
,

个别的可以

构成中型矿床
。

由于岩浆活动的继承性
,

因此在一些地区往往有

后期的侵入体侵入于早期侵入体之中
,

当侵入体出现

区的辑高疑位不同时 ,

握风化塑作用拮果
,

早期的侵



入体呈大岩体出露
,

后期的呈小型侵入体出露或者是

仍呈隐伏状态出现
,

在这种情况下
,

在大岩休中的小

型侵入体附近仍然会有保存较好的规模较大的工业矿

床
。

例如鄂东某铁矿床
,

握林海山等同志研究拮果
,

就是如此 又如湘东某编矿也是这样
。

因此
,

也不能

忽视大岩体中及其附近的找矿工作
。

此外
,

在大岩体的边部附近及其外围地区
,

袒常

可以看到一些呈卫星状出现的小侵入体
,

对于找矿工

作来讲是十分有利的
。

岩基出露阶段 小型侵入体已基本上被侵

触殆尽
, 、

已达到和岩基相接的部位
,

呈大片的火成岩

岩墓出露
,

这已不是小型侵入体阶段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除非有后期侵入体侵人于前一期的岩基之内重新

形成矿床外
,

一般是很难找到原生矿床
,

只残留某些

砂矿而已
。

精 藉

通过关于内生金属矿床
,

特别是岩浆期后矿床
、

矿体在矿田空简分布的一些基本概念尚题的甜榆
,

进

而可以明确以下几个尚题

明确了前两个概念
,

就可以增加我伊,的找矿信

心
。

一方面我俏应鼓在现有的生产点
,

勘探点的工作

基础上
,

进一步加强找矿工作
,

特别是矿 田范围内的
“

面
”

上的找矿工作
。

另一方面
,

还应蔽在
“

面
”

的

基础上开展矿田范围内深部盲矿体
,

盲矿床的找矿工

作
。

从而扩大找矿范围
,

以便把矿田范围内
“

面
”

上

的
,

深部的找矿爵价工作作深
、

作透
。

构造
,

特别是背斜构造是控制成矿的极为重要

的因素
,

这不仅是单挑从背斜构造本身有利于成矿来

考虑的
,

而是由于背斜构造还直接地或简接地控制着

一系列的次一极构造 断层
、

裂隙等
,

小型浸 入 体

以及相关的成矿作用等
,

它们之简不是孤立的
、

互不

相干的
,

而是有其密切的内在联系
。

明确了这些概念

之后
,

就可以进而明确找矿方向
。

由于小侵入体的出露标高部位 不 同
,

加 之 矿

床
,

矿体的赋存部位不一定都在与小型侵入体紧密相

速的接触带上
,

往往位于距接触带较远或者更远的范

围
,

因此单钝注意小侵入体
,

甚至用
“

岩株成矿箭
”

作为找矿指导思想
,

就会忽砚甚至丢掉了地表上没有

小型侵入体而又同样有矿地区的找矿工作
。

事实上这

种情况是很多的
。

因此
,

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
,

当地表有小侵入体

出露时我仍应敲重视小侵入体周边部的找矿工作
,

当

地表无小侵入体存在时
,

应莎重砚构造特别是背斜

构造的研究
,

以便发现与已知矿床构造相似的成矿构

造
,

从理蒲上加以推断
,

进行简接找矿
,

从而寻找盲

矿体和盲矿床
。

从总的来讲
“

背斜构造一小侵入体
”

是控制成

矿的重要因素
。

对于某些地区
,

某些矿种来讲
,

围岩

条件也不能加以忽砚
。

但是
,

如果过多的强稠地层找

矿
‘

,

目前看来还缺乏足够的依据
。

通过以上封篇
, ·

我们可以把矿床
、

矿体在矿田

简的分布情况三 筒要的概括为四个
“ ” ,

即

矿床
、

矿体成群
、

成片分布的豹占矿床总

数的 以上

矿体呈盲矿体出砚的豹占矿体总数 左

右
,

其中有些矿种高一些 有些矿种低一些
。

矿床
、

矿体斌存于背斜构造之中的豹占矿

床总数的 左右

矿床
、

矿体赋存于小型侵入体周边部的豹

占矿床总数的 左右
。

四个
“ ”

的概念
,

这是一个形象化的概括
,

无非是靛明它是多数罢了
,

以便引起人们的重砚
,

事

实上矿体的概念往往是人为的进行划分的
。

作者应敲靓明 这篇初步总拮所引用的材料
,

是广大地

质勘探工作者及矿山地质工作者的劳动成果
,

作者只是进行

了一些粽合整理
。

参考文献从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