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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 述

鞍山式跌矿 条带状含敛石英岩 是我国分布广

泛
,

短藏丰富的铁矿查源
。

在我国东北
,

这种亘厚的

黄跌矿层中还合有优质的鞍山式富跌矿
。

鞍山式富铁矿产于前震旦耙变质岩系的条带状含

数石英岩中
。

其中
,

具有重大工业意义的有 产于角

朋质围岩的食矿层中的大一 中型富跌矿和产于半粘土

质围岩的黄矿层 中的中一小型富铁矿
。

由于历袒复杂

的地质作用
,

情况变化较大
,

所以对它的成矿规律有

着各种各样的看法
。

虽然都同意有各种成因的富矿体

存在
,

但在主要富矿的成因上却各有不同的兄解
,

藉

如 “
岩浆热液富化税 ” 、 “

变质热液富化靓
”

以及
“

气

化变质热液富化税 ” 等等
。

我们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

对本区富跌矿床地质

作了一些研究
,

初步认为富铁矿是在区域变质末期由

混合岩化作用晚期的混合岩化热液
,

沿食矿层中横向

逆斜断裂的次一极断裂交代贫跌矿而成
。

富矿体严格

受原岩成分及构造控制
,

与触变岩石共存
。

与前人所

述不同的是 我俏认为成矿热液是混合岩化的产物
,

而不是深部岩浆侵入的晚期产物 富矿成矿作用与混

合岩化作用密切相关
,

不能仅注意热液的性质
。

二
、

区域地质特征

前震旦耙变质岩系在本区呈一北北西向复式向斜

构造
。

条带状含跌石英岩贫矿层呈两条矿带出露
。

一

条在东部
,

呈北北西向 一条在南部
,

呈近东西向

中部另有两条隐伏贫矿带
。

鞍山群片岩成狭带出露在

东部和南部矿带铁矿层的上下盘
。

辽河群广泛出露在

东矿带以西
。

在南矿带北侧有东西向的震旦系
、

寒武

系岩层出露
。

这些不同时代的岩层都呈 角度不整合接

触
。

在变质岩系褶皱的翼部有系轨的断裂构造发育
。

在东矿带主要有 纵向斜逆断裂 发育在条带状

含跌石英岩的上下盘
,

走向北北西
,

与含铁石英岩的

条带方向一致
,

倾向南西乙
“

一
。 ,

有时向北东倒

蒋
,

延长数公里 横向逆斜断裂 走向北东
、

倾向南东乙
“

一
“ ,

延长数百米
,

切过纵向断裂和

贫矿层
,

有混合质花尚岩的贯入充填 混合质花尚岩

广泛出露在东矿带的两侧
,

深部 也晃岩枝侵入
。

从

混合质花淘岩与褶被和断裂的关系以及断裂产状和震

旦耙构造袋 北西西至东西向 的不一致
,

可靓明断

裂发生在褶盐的晚期
。

岩浆岩在本区主要有两期
。

早期为前震旦耙的含

肉杠色微斜长石混合质花 淘岩 弓长岭花淘岩
,

广

泛出露在区城的中部
、

东部和南部
。

岩体中常可兑到

辽河群石英岩及前震旦耙片岩残体
,

靠近石英岩部分

的花尚岩中石英颗粒变粗
,

斜长 石 增多
,

颜 色变浅

灰 白色
,

显示了围岩成分及混合 岩化 的影响
。

晚

期为燕山期侵入的千山花尚岩
,

广泛出露在区域东南

部
。

此外
,

还有扮岩脉和朋长岩侵入
。

场岩脉已椽泥

石化和碳酸盐化
,

沿富矿期后横裂隙及纵裂隙充填

阴长岩捕搏了含富矿的贫矿块和混合质花尚岩
。

从区

域查料的对比推断
,

它们的侵入时期可能晚于辽河群

的形成时期
。

三
、

富跌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位于东矿带西北端
,

岩层走向北北西
,

食矿

层走向也呈北北西
,

倾向南西乙
。

一
“ ,

局部向北

东倒棘
,

被横向断裂切成四段 图
。

从 北往南依

次为 第一断块
、

第二断块
、

第三断块和第四断块
。

沿横向断裂有混合质花尚岩充填
,

深部可兑混合质花

岗岩熔融食跌矿的现象
。

贫矿层产于鞍山群椽色千枚

岩之下
、

捐云母石英片岩或混合质花尚岩之上
,

最竟处

米
,

捐云母石英片岩厚零到几十米
。

混合质花尚

岩边部有零到几十米厚的片麻状混合岩带
,

渐变为中

粒状
,

局部有伟晶岩脉发育或显白云母化
。

矿层上盘为

石英椽泥石捐云母千枚岩 下部夹一层条带状磁跌石

英岩 及砂质千枚岩
,

厚度大于 。米
。

辽河群不整

合覆盖在鞍山群之上
。

食矿层由白色石英条带及黑色磁跌矿或暇象赤跌

矿条带粗成
,

多为韧条带状 条带宽 毫米左右
,

在蚀变带顶部或边部
,

贫铁矿颜色变暗 石英条带含

铁质或增加了跌质韧脉而呈灰色
,

品位增高
,

富矿

近旁的贫矿
,

往往跌质大量消失
,

成为石英岩状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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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东北某铁矿区地表地质图
辽河群千枚岩 辽河群石英岩 辽河群砾岩 鞍山群千枚岩 箱云母石英片岩 叩 鞍山群

含铁石英岩 鞍山群角砾岩化贫矿 鞍山群含透阴石贫矿 富矿 捐云母石英岩

石英椽泥岩 叩 失跌石英岩 混合岩 阴长岩 弓长岭花尚岩 据 队查料

食矿 或称失跌石英岩
。

另外还可觅到跌 质沿褶曲

向轴部或鞍部移集
,

形成小透镜状富矿
,

但富化规模

有限
,

不能形成大型富矿体
。

本区富矿有两种类型
,

即 致密块状热液交代型

磁跌富矿 浅部氧化成假象赤铁富矿 和松散状或片

状冷水淋滤型赤跌一褐跌富矿 有人认为是热液淋滤

的
,

前者为开采对象
。

在矿区内 共 有三个富矿带

产于第一与第二断块的横向断裂内
,

成小扁豆

状富矿体群 产于第二断块中
,

成 脉状小富矿

体群
。

它俩分别受走向北西
、

倾向南西乙
”

一
。

及

走向北西西
、

倾向南南西乙
“

一
“

的断裂控制
,

交

代食矿而成
,

矿体多与石英椽泥岩 和 云 母 碌泥岩伴

生 产于第三与第四断块的横向断裂带上盘次一

极断裂中的富矿体群
,

为本区主要富矿带 图 纵剖

面图
,

图 横剖面图
。

矿体由 致 密块状磁铁矿祖成

上部为假象赤跌矿
,

其中常兄贫矿残体
。

在块状

和条带状矿石中
,

还有少量椽泥石
、

石英
、

黄跌矿
、

白云母等
。

在靠近富矿处有强烈的热液触变现象
,

从

贫矿向外往往出现 贫敛矿一富数矿一磁数椽泥岩一

称泥岩一石英椽泥岩一椽泥石化花岗质混合岩一栩云

母片理化花岗质混合岩的对称或不对称
、

完全或不完

全的分带砚象
。

矿带由十多个矿体粗成
,

呈透镜状或

不规别的脉状
,

走向北北西一北西
,

倾向南西 个别

倾向北东
,

倾角
“

一
“

局部倒翰
,

向南东
“

一

方向侧伏
,

一般厚 一 米
,

长 一 米
,

最

大矿体厚在几十米以上
,

长达 多米
,

向下延深达

。。多米
。

均产于贫矿体近上下盘断裂的第狱极构造

中
,

并被热液触变岩石 椽泥岩 所包围
。

四
、

矿床构浩特征

富矿田位于东矿带
、

区域褶搬的翼部
。

矿床构造

主要以断裂型式由现
,

褶被构造控制不显著
。

复杂的

纵向横向断裂构造是由于在区域性南
、

东两个方向的

压应力 在本矿区则以东
、

西向压应力为主 作用下产

生的北北西向紧密褶敲所引起
。

在贫矿层上下盘为走

向北北西
、

倾向南西乙
“

一
“

的纵向斜逆断裂
,

断

裂面兄显著的从南东向北西的斜向滑动沟
。

断裂带破

碎甚剧
,

除兄到黄矿角砾握受富化又被后期碳酸盐脉

胶桔外
,

还兑到沿此断裂充填的纷岩脉也被破碎
,

其

断裂面上还可兄到新的滑动阶梯和移动擦痕
。

这靓明

断裂具有多次活动的性质
。

其次是横切纵向断裂和食矿层的弧状横向逆斜断

裂带 走向北东至北西
、

倾向南东至南西乙
“

一
“ 。

从南东向北西斜向逆推
,

断裂带被棍合质花尚岩 多

已触变为触变岩 所充填 , 构成了且大的构造一触变

岩石带
。

为成矿热液的通道
。

由上面两种构造所派生的走向北北西
、

倾向南西
「

少数为北东 乙
。

一
“

密集剪裂带和走向北西
、

倾向南西乙
。

一
“

及走向北 东
、

倾向南东乙 。“

一
。

的一对张性剪裂带 图 成粗出现
,

在平面上
、

剖面上常成雁行状排列
,

沿 走 向 及倾向产状均呈波

状变化
,

并向南东匕
“

一
“

方向侧伏
。

它仍成为斌

存富矿及触变岩石的构造
。

从图 看出 由主断裂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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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矿区某富矿带 一
’

纵 面图
第四耙冲积层 辽河群石英岩 千枚岩

角砾化食矿 石英椽泥岩 失铁石英岩

磁铁石英岩 假象赤铁石英岩 磁 跌富矿

混合岩 剖面修号

图 矿区 横 面图
班 混合质花尚岩 捐云母片理化混合

岩 椽泥岩 箱云母化石英片岩

磁敛石英岩 其余同图

据 队寮料

生的羽状断裂的移动方向
,

同应用变形椭球体所推导

出来的羽状剪裂裂隙的错动方向相反
。

羽状张裂隙也

发生位移
。

这是由于本区多次构造活动使变形方向发

生变化的粘果
。

号
、

号等富矿体就是产在第三与第

四断块的横向断裂带上盘的这种次一舰断裂带中
,

构

图 矿区某富矿带构浩系枕示惫图
贫矿条带 张性断裂 具角砾岩 有黄铁

矿及碳酸盐翎脉充填之裂隙
。

第 叙横向逆
斜断裂 第皿 极走向逆斜断裂 具多期活动

性 第互般 富矿期后 断裂 第 极 富
矿期后 断裂 其余符号同前图

成了本区的第三富矿带
。 ’

在以上控制富矿断裂的侧部常发 育 有 走 向近南

北
、

倾向西乙
”

一
“

及走向北东
、

倾向南东乙
“

一
“

的羽状剪裂小断层
,

晃糜棱岩
,

有石英脉及粉

岩脉充填
。

最晚的韧微裂隙
,

在食矿中也是异常发育的
。

它

们继承着老构造的方向
,

其中均被石英脉
、

黄跌矿脉

或碳酸盐脉等充填
。

握过对矿床断裂构造的研究
,

初步从构造发展的

时简
、

规模和成因出发
,

可将矿床构造分为五个极别

表
。

第 毅纵向斜逆断裂和第 亚毅横向斜逆断裂只起

导矿的作用
,

不道接斌存矿体
。

控制富矿体的系由第
、

互毅构造所派生的
,

与富矿成矿同时的第班极构

造 储矿构造
,

它具有多次活动性
,

在 成因上与老

构造有严密的继承性
,

在空简上表观为清楚的斜列式

雁行状排列
,

并同向南东 伏
。

五
、

触变作用及富矿成因

矿区内除区域变质岩外
,

围镜在富矿体附近的和

在断裂带中的还有大量的热液触变岩石
,

包括 箱云

母化石英岩
、

捐云母片理化花岗质混合岩
、

撇泥石化

花尚质混合岩
、

石英椽泥岩
、

椽泥岩
、

磁跌椽泥岩和

失跌石英岩 极食矿
。

它佣都产于第
、

极纵向

和横向断裂中
,

竟窄很不一致 由几米至几十米
,



矿

级别 规 模 构 式

床 构

特

窦造 分 类 麦

性 活 动 时 期 与成矿的关系

延长数

公里
走向断裂

走向北北西 , 倾 向南西
,

高角度
,

发育在黄

矿上下盘
,

具有斜逆剪切性质
,

后期活动又重

新张开 ,

有角砾岩化带

前震旦耙
,

地槽迥

返末期

富矿成矿前

导矿
,

成矿热液通道

延长数

百米
横向断裂

走向北西
、

北东 , 倾向南西
、

南东
,

高角度
,

横 切贫矿层
,

具有逆斜剪切性质
,

沿走向及倾

向成弧状
,

断裂带内有混合质花尚岩充琪

前震旦耙
,

地槽姐

返末期的晚期

富矿成矿前

导矿
,

成矿热液通道

延长百

米左右

、

五极

断裂派生

的羽状断

裂

前震旦耙
,

地槽狈

返末期
,

棍合岩化期

后

富矿成矿同时

储矿
,

赋存矿体

延长几

十米

斜向小断

层

走以习北北西
,

倾向南西 北东
,

高角度
,

复合剪裂带
,

具有扭裂剪切性质及一对走向北

西
、

北东
,

倾向南西
、

南东
,

高角度张性剪裂

带
,

发育在 叙断裂上下盘
,

成机出现
,

赋存

富矿及蚀变岩石
,

具多期活动性

走向南北
、

西倾及走向北东
、

南东倾的羽状

小断层
,

发育在皿栽横断裂和纵断 裂 上 盘 附

近
,

有研岩脉和石英脉充琪

重复在 一 级构造上
,

动力变质产物
,

发育

在富矿体接触带边部
,

常成密集裂隙粗出现
,

为黄跌矿
、

石英
、

碳酸盐充琪
、

富矿成矿后 破坏矿体

延长几

厘米至

几十厘
翩微裂隙 富矿成矿后 各种岩脉与富矿有

空固关系

呈渐变关系
,

井常兄白云母化重迭
。

这些岩石是 由混

合岩化热液 即混合岩化晚期富集之热液 所带来的富

数
、

貂粗分沿构造脆弱带交代了受构造挤压的贫矿层

和在断裂带中的混合质花崩岩而成的
。

富矿的近矿触

变作用
,

主要表现有捐云母化
、

称泥石化及白云母化

作用
。

相云母化作用
。

在矿区广泛分布
,

并具有多期和

多成因的特点
。

以区域变质作用时所产生的粗云母最

早
,

混合质花岗岩在自变质过程 中产生的辑云母也较

常兄
,

而与富跌矿形成有关的栩云母
,

则是 由棍合岩化

热液早期交代而成
。

它伴随着强烈的热动力 挤压 变

八户

、、、电

、、、、、

、 、

、

、 丫
监一

‘

气‘ 二公仁多

图 成矿主要祖份变化图

石英椽泥石片岩 混合质花尚岩 栩云

母片理化花尚质混合岩 石英椽泥岩 椽泥

岩 磁铁称泥岩 富跌矿 贫铁矿
。

质作用
,

使原来混合质花尚岩及矿层下盘的石英岩触

变成具有明显片理的栩云母片理化花崩质混合岩及矿

层下盘的捐云母化石英岩
。

热液捐云母化触变精果
,

改

造了旧有岩石的矿物粗合 混合质花岗岩中的长石
、

石

英
、

少量晤色矿物
,

粗成了 新 的矿物粗合 花淘质

混合岩中的捐云母 和石英
, · ·

⋯
。

形 成梢云母
、

石英

等新矿物所需的
、 。 、 、

和

主要来自混合质花崩岩中的石英和长石类矿物
,

部分

来 自围岩 片岩和千枚岩 和混合岩化热液
。

母岩把
。 、 、

和少量
、 、

带入

溶液中 表
,

图 晃前真
。

这些元 素 的参加帖移

是决定富矿成矿前期热液性质的关缝性因素
。

椽泥石化作用
。

椽泥石有三种 ①在区域变质阶

段所成的椽泥石
,

呈韧鳞片状分散于矿层上下盘片岩

中 ①混合岩化热液末期形成的椽泥石
,

数量鼓少
,

与脉石英同生或交代富矿成矿后之场岩脉 ④与富矿

形成有关之椽泥石化作用所成的叶片状跌椽泥石
,

集

中于富矿带和富矿体的边部
。

这是最主要的一种
,

其中
有磁铁矿伴生或单独粗成致密的椽泥岩

,

有时交代接

触带上的破碎混合质花尚岩
。

它是混合岩化热液粗云

母化作用的继摺
,

是由于围岩跌质的大量加入井由于

压力的下降
,

而从热液中析出的
、 、

作用而成
。

随着铁
、

氧等粗分浓度的变化和热液碱度

的改变
,

叙质成磁跌矿粘晶富集下来 在末期铁质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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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
,

又成少量椽泥石晶出
,

继之出现黄铁矿 呈立

方体 自形粗晶稀疏散布于椽泥岩中
。

椽泥 石 均具片

状构造
,

显示了动力作用的遗痕
。

白云母化作用
。

沿垂直椽泥岩片理方向的劈救
,

常有板状粗品 厘米左右 白云母分布
,

在 偏光镜

下可见到它受晚期椽泥石交代
。

这种粗晶 自云母也常

觅于富矿
一

带附近的断裂一触变带里的箱云母片理化花

尚质混合岩中和靠近接触带的棍合质花淘岩中 伴有

少量石英
,

其生成阶段似比椽泥石化稍晚
。

舰 单 矿

物分析
,

其粗分兄表
。

白云母的特征是富 和
,

而少
、 。

这同本区混合岩化作用的富 钾和成矿热液的 含 镁 有

关
。

白云母化的存在
,

表明本区的椽泥石化不同于一

般的热液触变
,

富矿的形成是在富柳的
、

温度偏高的

条件下进行的 图
。

在运矿构造带的岩石片理中
,

还常见到扣针状黑

电气石作不均匀分布
,

其分布特征及形成阶段类似 白

云母而更远离富矿体
,

似同为白云母化作用的产物
。

从上述成矿作用及所形成的矿物粗合的特点
,

可

以看出整个热液触变过程持擅的时简是漫长的
,

温度

也是较高的
。

富矿形成以后的热液活动也是频繁的
,

表现为黄铁矿脉
、

石英脉和碳酸盐脉的广泛发育
。

富矿跌质来源
,

明显地符合混合岩化变质矿床的

民椒

森泥石

椒中斌拼牟淬份阅淬琪眯州

富矿脉

白云母

磁铁矿晶粒

黄铁矿

图 糠泥岩中富矿脉
,

白云母切断富矿脉

基本特征
,

即严格地受着原岩粗分的控制
。

富矿只见

于黄矿层中
,

富矿体中常见到贫矿的残余条带状构造

和黄矿残体
。

从矿石的分析粘果看
,

富矿石与贫矿石

相较
,

敛和氧化绍增多
,

硅
、

敛诚少
。

镁显然受到椽

﹄哀枢年众述囚。侧宋
。

奕通裸鸣中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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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号

⋯
名称

样 品 来 源
。 , 合 补

卜尸︸洲日吧主 一州白云母 本矿区触变带

白云母 尚均花不晶析伟分及次岩尚花岩值

捐云母一变质矿物

注
、

样引自 齐尔文斯基 《火成岩
、

变质岩和沉积岩的主要矿物的平均化学成分 》
。

泥石化作用的消耗
,

氧化铝是由围岩 片岩及混合质

花岗岩中的长石 补抬
,

硫 来 自混合岩化热液
。

铁

质来源于贫跌矿
,

这从本区各种岩石中的粗分含量得

以砚明
。

此外
,

从失铁石英岩的铁质迁移
,

特别是在

一些富矿附近 沿走向方向和深部
,

有时为侧部 所晃

的食矿产生极食化现象 图
,

也靓 明 富矿的跌质

来 白贫矿
。

但这种铁质迁移
,

井不能用筒单的贫矿就

地变质分异来解释
。

因为通过定量静算表明
,

已变为

富矿及其触变岩石 假投此触 变 岩 石 全由贯矿所变

来 范围内的贫矿中的含铁量
,

远不能与富矿的含敛

量相平衡
,

更不用甜触变岩石中也需要多量的铁质
。

例如根据静算的桔果
,

第三富矿带中的三号富矿体含

铁量要缺
,

六号富矿体含敛量要缺
。

这些铁质

显然要来 自远离富矿的其他食矿
。

从矿区剖面图上可

兑
,

深部贫矿层是具有被混合质花淘岩熔蚀现象的
。

失铁石英岩 即极黄矿 也主要不是 原 生 沉 积的产

物
,

它渭是与纵向断裂带有一定关系的
。

至于硅质的

图 富矿沿走向变为极贫矿平面示惫

富跌矿 食铁矿 叩 极黄矿 失铁

石英岩 捐云母片理化花崩质混合岩

混合质花尚岩 石英椽泥岩 椽泥岩

纵断裂
‘

横断裂

去向周题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粽合以上富矿产状
、

形态特征
、

构造控制关系
,

围岩触变作用和粗分变化关系 特别 是 棍 合 质花岗

岩
、

下部片岩
、

食矿层等原 岩 粗分特征
,

跌质迁移

特征和混合质花尚岩产状特征
,

可以看出
,

本区的鞍

山式富敛矿是具有热液成矿特征 的 混 合 岩化变质矿

床
。

木区混合质花尚岩带较窄而侵入作用却很发育
,

、

这靓明本区当时是处于混合岩化作用强烈
,

温度压力

较高
,

那发分集聚的部位
。

在混合岩化热液的搬运和

交代之下
,

跌质在有利部位交代富集
。

关于主要富矿的成矿时期
,

目前还有争输
。

我俏

在本区见到弓长岭花淘岩中不仅多处捕掳和混熔鞍山

群岩层
,

有些地方还兑到混合质花尚岩混熔辽河群石

英岩
,

以及辽河群底砾岩中有富敛矿脉和富铁矿化砾

石等现象 在南矿带震旦耙底部石英岩的底砾岩中兑

到富铁矿砾石
。

根据这些事实
,

我俩认为富铁矿成矿

时期可能是在震旦耙以前
,

吕梁运动的末期
。

六
、

有关找矿标志的几个简窟

因富跌矿产于食跌矿中
,

跌质 主 要 来 自食矿本

身
,

断裂构造及围岩触变都发生 在 食 铁 矿中或其附

近
,

混合质花尚岩与富矿也相距不远
,

所以寻找富矿

应孩全面注意这些条件
。

黄跌矿石在桔构构造上的变

化应鼓予以充分的注意
,

如食铁矿颜色变暗 石英条

带中有栩粒状磁铁矿晶粒的分布
,

颜色变黑至灰色
,

铁矿条带呈分枝复合现象三
卜

或者食铁矿中磁铁矿拮晶

顺粒增大
,

石英呈糖晶状
,

有的食矿铁质显著迁移贫

化成失跌石英岩 极贫矿 等等
。

这些现象在矿区地

表和坑下都可兄到
,

都表示跌质有过迁移和集中
。

失

铁石英岩的存在是断裂延覆部位和隐伏触变岩石及富

矿体的反映
。

以上可以作为简接的近矿或远矿的找矿

标志
。

热液触变岩石是同富矿有同源亲属关系的近矿岩

石
,

它同富矿在空简上的关系最为明显
,

它的出砚就

标志着富矿的存在
。

椽泥岩及磁铁椽泥岩是道接的近



某地区黄敛矿型富铜矿矿田构造

矿床成因及找矿的一些简题

妇匕培 慧 刘 泉 清

一
、

尚肠的提出

某地区黄铁矿型富铜矿是解放后在我国首次发现

的具有很大工业价值的铜矿床
。

十多年来
,

在 这 个

地区先后有六四一队
、

兰定地质队
、

地质六队等进行

了比较祥扣的地质工作
,

积果了大量的地质查料
。

同

时
,

还有宋叔和
、

李都德
、

胡惠民
、

孺景兰等人著文

着重甜榆了矿区地质
、

矿床特征等简题
。

在胡
、

孺等

人的文章里
,

也替敲到了有关矿床构造及矿床成因周

题
。

一九六四年孙忠和
、

胡小蝶等人又着重对地质构

造
、

矿床成因尚题迸行了比较系杭的探封
。

所有这些意

兄对解决孩地区的找矿周题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但

是
,

由于变质火山岩系分布地区的岩性沿走向及倾斜

变化较大
,

兼以受区域变质及围岩触变作用的影响
,

层理大多遭受破坏
,

同时
,

又缺乏作为岩层对比的标

准层
。

因此
,

对构造的研究殊为不易
。

大多是根据一

些地质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推榆
。

原六四一队认为具有

背斜褶址性质 兰定地质队认为矿区 内褶曲 极 为 发

育
,

总的来看为一紧阴的等斜构造 胡惠民认为为一

紧密褶披的不对称背斜一向斜层 括景兰
、

刘宝裙认

为是一扇形背斜 孙忠和等在矿区发现层理后
,

又根

据层理推断矿区为一复式向斜
,

矿区北部为复向斜的

背斜部分
,

矿区南部为复向斜南翼
。

总之
,

对矿田构

造的看法尚未取得比较一致的意兄
。

在矿床成因方面
,

宋叔和认为与晚期侵入的角花

尚岩有成因速系
,

属于热液矿床 胡惠民划为喷发热

液型
,

即黄跌矿与喷发作用有关
,

而铜茹锌与后期小

侵入体有关 刘宝堵认为黄跌矿的形成与海底火山喷

发有密切关系
,

与围岩一起遭受到变质后
,

才有铜给

锌的热液活动 孙忠和等人认为是变质的喷发沉积矿

床
。

上述意兄概括起来无非是热液成矿和沉积成矿两

种相对立的见解
。

对于指导成矿工作来讲都是有密切

关系的
。

近两三年来
,

地质六队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又进

行了补充勘探和找矿工作
,

矿区内的两个生产矿山都

已先后投入生产
,

在矿山基建
、

开采过程 中又取得了

一些宝食的地质查料
,

一九六五年上半年
,

我们在矿

区及其外围进行了一个短时期的工作
,

有机会接触到

有关查料
,

现拟对这些所争蒲的简题提出一些看法
,

供参考
。

矿的找矿标志 石英椽泥岩
、

椽泥石化花 尚 质 混 合

岩
、

捐云母片理化花淘质混合岩是直接的远矿的找矿

标志
。

构造是控制富矿的重要条件
,

区域性第 极和第

五极构造 其中有混合质花尚岩充填的
,

井晃到触变

砚象 构成矿液上升的通道
,

为尚接的远矿的找矿标

志
。

而由以上构造所派生的第皿叙羽状构造 储矿构

造 往往道接赋存矿体
,

可砚为道接的近矿的找矿标

志
。

在霓矿带发现有局部的紧密揉褶带
、

糜 梭 岩 化

带
、

极黄化带
、

密集节理带
,

尤其是其中含有大量热

液椽泥石
、

箱云母
、

石英
、

授铁矿
、

电气 石
、

白 云

母
、

黄跌矿及碳酸盐时 ,

表露出这些地段有强烈的热

液活动和跌质棘移的遗迹
,

暗示着深部有储矿构造裂

隙的存在
,

可作为简接的远矿的找矿标志
。

本矿区的富矿带在地表是不显露的
,

因此
,

仅凭

地表道接的和近矿的找矿标志来寻找富矿和郭价远景

是不完全 可靠的
。

必须同时注意简接和远矿的找矿标

志
,

拜加以粽合分析
,

才能指出进一步寻找富矿的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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