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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险 相 夕弋 已匀 沂兑 因

铁 习‘ 否民 的 持 丘正

安徽八 八队 林 逊 唐 佛桂 干敬国

本文就某地铁矿床与燕山期火山活动的

成因联系
,

进行初步探讨
。

矿 床 构 造

本区位于我国东部一中生代断 陷 盆 地

内
,

盆地中堆积 了很厚的陆相沉积物
。

断裂

构造发育
,

沿断裂带见有燕山期中
、

酸性岩

浆侵 入及火山活动
。

区内有北北西和北东东向基底断裂带
,

沿断裂带有裂隙式火山喷发
。

它 们 的 交汇

处
,

出现中心式火山 口
。

本矿床就是一个中心式火山 口 ,

它具有

以下特征

在地貌上 ,

是一个由火山活动形成的

孤立火山锥地形
。

火山岩成环状分布
,

中部是块集岩
,

向外渐变为凝灰岩
。

火山角砾岩在剖面上部

呈集团状态 而非线状 分布
。

火山弹呈椭圆形
,

直径五至数十厘米
,

时 代严咧署 奚
’

至黔

城 , 洲 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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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矿的火山岩建造

圈 火山活动缘合柱状圈

其边椽有厚一厘米的隐晶质外圈层
,

中部为

斑状结构
。

火山弹有局部集中现 象 图
。

。

火 山岩厚度 自本区往外浙薄
。

火山岩倾角 自本区往外变缓 直 至 水

平
。

次生石英岩呈不连续的环状
,

大量含

铁硅质物广泛分布
。

中心 的闪长粉岩是火 山颈相次火山岩

体
。

围绕火山 口有环状断裂存在
。

火山角砾岩中含火山机构基底的砂页

岩角研
,

且火山岩系下部较上部为多 表
。

火山角砾岩有塑性变形现象 图
。

近火山 口之安山扮岩中暗色矿 物 暗

化现象更强烈
。

本区火山活动可划分为三个旋回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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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第一旋回火山岩发

生在晚侏罗世
。

整个旋

回是剧烈的火山喷发与

含矿熔融物质溢出交替

进行的过程 表
。

安山岩岩石化学成

分及查氏数字特征见表
,

属于查氏第二类第
六组非常贫碱的岩石

。

第二旋回火山岩不

整合盖在第一旋回火山

岩之上
,

是剧烈爆发之

后的熔岩溢流
,

其根部

留在火山颈内
,

形成次

火 山岩并封闭火 山 口
。

上部安山岩旱 深 灰 绿

色
,

具斑状结构
。

斑晶

由中长石 多
、

普

通角闪石 有暗化边

及 辉 石 共 多 组

成
。

中长石斑晶 自形程

度好
,

粒度 毫

米
,

有明显的 环 带 构

造
。

基质具玻基交织结

构
,

由更长石微晶
、

蹿

石和磁铁矿微粒
、

已脱

玻的玻璃质组成
。

主要

副矿物是细长柱状磷灰

石 男
。

亦属查

氏第二类第六组岩石
。

次火山岩 —闪长

扮岩呈钟状充填在火 山

颈内 图
、

表
。

它在地表过渡为第二旋

回上部安山扮岩
。

岩体

具流动构造
。

上部岩石

为斑状结构
, 下部为细

粒等粒结构
,

受强烈高

岭土化而呈灰 白色
。

岩

石内中长石 占 多 ,

粒

径 毫 米
,
可见环

带构造 , 石英 拓
,

粒径 、 毫米 ,

黑云母少量
,

暗色矿物分解的褐铁矿 占 拓
。

副矿物以细长柱状横切面为六边形的磷灰石

为主
,

磁铁矿含量亦高
。

次生蚀变矿物以高

岭石为主 ,

绢云母次之
。

亦属查氏第二类第

六组岩石
。

第三旋回火山岩发生在早 白要世 晚期
,

火山活动显著变弱
。

这三个旋回的火山岩
、

次火山岩是同源

的产物 , 因为

岩石化学成分一致 ,

微量元素含量特点相同 表 ,

具有晶形相同
、

含歇相近的 副 矿 物

一一早 期高温磷灰石 、

这些熔岩和次火山岩形成的时间是连

贯的

在空间上的一致性
。

晚期俊入体辉长闪长岩体侵于其深 部
,

部分破坏了火山机构
。

岩石呈深灰绿 色 , 辉

长 一 辉绿 结 构
。

拉 长 石 礴 占”拓
,

粒径 毫米 普通 辉 石 多
,

粒 径

“ 毫米 , 角闪 石少见 石 英 多
。

副

矿物有磷灰石
、

韬石
、

磁铁矿
、

错石
。

次生

矿物有绿泥石
、

绿帘石
、

绢云母
、

方解石
。

岩石属查 氏第四类十三组 亚组
。

岩体与次

火山岩在成分
、

产状
、

结构
、

蚀变上截然不

同
,

但微量元素的种类和含量与前三个火 山

旋回岩石有同有异
,

是与火山岩同源晚期的

中浅成相侵入体
。

矿 床 成 因

含矿熔融体在火山活动 过 程 中
,

以喷

发
、

喷溢
、 “

侵入 ”

充填等方式形成以下儿

种类型的矿床

喷发沉积矿床 分布在稍远离 火 山 口

处
,

沉积在凹地 图 或湖盆地之中
。

矿

体成层状
,

延伸较远
,

常在纵向及横向上过

渡为凝灰岩
。

矿石呈 砖 红 色
,

硬度小于 ,

质地疏

松 , 孔隙度大
,

具层状构造 , 碎屑结构及凝

灰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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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岩 石石

第第
·

旋迥安山 农农

第第二旋迥安山岩岩

次次 火 山 岩 体体

辉辉 长 闪 长 岩岩

你你
。 。 一 。 。 一 。 。 。 。 一 。 。

。 。 。 。 。

橄
。

匀匀

。 。 。 。 。 。 。 二 。 。

。 一 。 。 。 一一 。

口
。 。 。 。

。

注 样 品 略 有 蚀 变

矿石成分主要 是 赤 铁 矿 碎 屑 、

男
、

褐铁矿 多
、

铁质火山尘
、

火山

灰及泥质 多
。

尚可见到其他岩屑及
晶屑 如安山岩凝灰岩岩屑

、

长石方解石磷

灰石品 舀
。

含铁量 男
,

含 男
,

二 男
,

拓
,

拓
,

多
,

、 多
,

拓
。

反光镜下见矿石的层状构造是由不同成

份
、

不同粒度的火 山物质碎屑及部分正常沉

积物相间组成的
。

铁矿碎屑与泥质成交替之

某 钻 孔 柱 状 创 面 襄

第第第 岩 性性 厚度度 特 征征
火火火火 米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旋旋旋 安山份岩岩 暗 化现象象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火火火 粉砂质凝 欠岩岩岩岩

旋旋旋 如丽蔽 而而万⋯⋯ 暗化现象象

回回回 安山 分岩岩火火火山角砾 号号号号号 同 上上

安安安 一卜毛,岩

凝凝凝灰岩岩岩岩岩岩

暗暗暗暗暗暗暗化现象象

含火山 廿角砾砾喷喷喷发沉积犷石石石石石石

喷喷喷溢堆积犷石石石 同 上上

含外来成分角砾砾喷喷喷发沉积犷石石石石

喷喷喷溢堆积犷石石

喷喷喷发喷溢护石石 含外来角砾砾

凝凝凝灰质泥 省省

喷喷喷溢唯积犷石石 含外来角砾砾

火火火山角砾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多数是外来角砾砾

喷喷喷发喷溢矿石石 含外来角砾砾

含含含铁凝灰角砾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同 上上

喷喷喷发沉积矿石石 同 七七

凝凝凝灰含砾岩岩

小层理
、

极小层理
。

多数情况下碎屑不成定

向排列
,

构成碎屑结构
。

尚可见到由隐晶质

赤铁矿组成的圆球形质点
,

直径 毫

米
,

无定向星散分布
。

在球形外壳内椽常有

一空隙圈
,

其中常充填硅质物或气休
。

还有

呈半圆形
、

弓状
、

鸡骨状铁质碎屑
,

与其他

碎屑一起构成凝灰结构
。

尚见具磁铁矿晶形

的假像赤铁矿碎屑
。

同一块矿石内
,

碎屑粒度相差很大
,

碎

屑物质间无交代熔蚀现象
,

棱角明显
。

综上所述
,

此类矿床的形成可能是在火

山活动过程中
,

深部分异出的含矿熔融体上

升时
,

部分因物理化学条件改变而 形 成 晶

体
。

它在与火山管道中先期凝固的铁质一起

喷出时
,

因受到机械性破坏而形成棱角状和

不规则的铁矿碎屑
、

铁质火山灰
、

火山尘
,

并在下降时经重力分选
。

落到地面后
,

又经

受距离不大的搬运使铁质进一步富集
。

这种矿石实际上是一种铁质较多的凝灰

岩
。

由于它是火山喷发的沉积物
,

所以叫做

喷发沉积矿床
。

喷溢堆积矿床 矿体成层状夹在陆相火

山岩中
,

并与火 山岩产状一致
,

界线明显
,

围岩无矿化现象
。

矿层厚度稳定
,

每层厚

、 米不等
,

延伸数百米
,

一般产在火典旧
附近 图

。

矿石呈灰紫色或带紫红拍黄

田石 攀子面素描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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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闷

色
, 早条带状构造 图

、

块状构造
、

层

状构造
、

流动构造
、

气孔气管构造
,

显微微

晶 一 隐晶质结构
、

胶状结构
、

斑状结构
。

矿石物质成分主要是 赤 铁 矿 占

男
、

石英 占 拓 ,

并有少量磷

灰石
、

黄铜矿
、

黄铁矿和大于 多的火山碎

屑物质
。

矿 石 含 铁 、 男
,

多
, 、 多

,

、 书 , 拓
,

书
。

物质成分特征是 接

近一常数 多
,

二者呈反 比关系
。

当含铁

少时
, 硅质增高

,

成为碧玉岩
。

碧玉岩中的

硅质已经过 重结晶作用
,

石英顺粒 彼 此 相

接
,

而铁质质点依然作定向的流动状分布
。

矿石中被挟带的细小物质呈半定向排列

或集合体状
。

熔岩中先行结晶的赤 铁 矿 呈
“
斑晶 ’ 状态存在

,

边部受到熔蚀
,

磷灰石

呈集合体出现
,

亦受到熔蚀
。

反光镜下见紫
红色内反射色的物质就是非晶硅质集合体中

的大量赤铁矿微粒
。

这些含硅物质内含有微

小的气孔
。

根据以上资料
,

我们认为这种矿石形成

过程是 岩浆源分异出的含矿熔融体 原始

成分由铁和硅的氧化物等组成 在沿火山管

道上升的过 程中
,

部分赤铁矿 已晶 出并受到

熔蚀
,

而大量含矿熔融体溢出地表 成 岩 流

状
,

由于妞速冷却 使组分不能呈结晶矿物

出现
,

除个刊赤铁矿细小晶体析出外
,

极

大部分铁
、

硅氧化物 以似矿物状态出现
,

即铁组分 以极细小分散相的高价状态 因

强烈氧化队 分散在与碧石很相似 的没有结

晶的硅质报咬中
,

形成胶状结构
、

似咬状结

构
、

显微 微 晶 一隐晶结构
。

但其含铁量达到

工业要求
, 成为

“
含铁似碧玉岩

” 。

由于粘

度大
,

气休不易逸出
,

形成了气孔
、

气管
。

而早期晶出的赤铁矿晶体和溢出地表后落入

的火山物反
,

在流动过程中形成定向排列
,

构成条带状和层状流动构造 图
。

总之 ,

这种矿体是广义的火山喀岩流
,

但它毕竟在成分
、

物化性质以及喷溢特征上

与其他熔岩不同 由于具有工业价值故名之

谓 喷溢堆积矿床
” 。

当大量含铁物质搔

繁剧烈连续地喷溢喷发时
,

则可在喷溢堆积

矿层之上 ,

连续沉积喷发沉积型矿石
,

二者

呈渐变关系
,

并可形成过渡类型的喷发喷溢

型矿石 表
。

火山期后热液矿床 第二旋回火山活动
末期

,

在次火山岩体封闭了火 山管道之后 ,

形成了环状断裂系统这一 火山期后大型热液

矿床的容矿构造
。

容矿构造平面上为半环状
,

剖面上为钟

状 图 , 主要分布在次火 山岩 体 的 外
稼

,

局部也切穿基底地层
。

此外
,

尚有大量

扩模较小的裂隙构成一个与这一主要构造平

行的环状断裂系统
。

郑 开 鄂 〔‘ 〕认为
,

在乖

直 力作用下 , 穿丘状隆起中地表裂 隙 的 分

布廷放射状的
,

在 内力一再加大到 一 定 值
时

,

最后将形成蛛网状裂隙
, 而同心环状断

裂是沿半径方向最大延伸 的 结 果
。

我们认

为
, 火山爆发是第二火山旋回后期垂直向上

的内力作用的结果
。

在次火山岩体封闭了火

山管道之后 ,

内力和外力并没平衡
,

垂直向

上应力在地表造成放射状裂隙和围绕古火 山

口的环状断裂
,

以及次火 山岩体冷凝收髓裂

隙均为含矿热液的容矿构造
。

内力的脉动性

和承袭性
,

造成了裂隙的形成和矿化作用的

多阶段性
。

由于成矿深度不大
,

氧气进入多
, 形成

上部赤铁矿
,

深部渐变为磁铁矿的垂直分带

现象
。

矿石呈钢灰色
, 硬度大

,

具块状构造 一 角

砾状构造 图
、

晶洞构造
、

斑杂构造
、

胶状构造
、

浸染状构造
、

网脉状构造 图
,

细粒
一

微粒
一

隐晶结构
、

斑状结构
、

自形
一半

自形结构 图
。

矿石成分以赤 铁 矿 为

主
,

假像赤铁矿
、

磁铁矿
、

镜铁矿
、

含铁似

碧石次之
。

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
,

其次为玉

髓
、

蛋 白石
、

磷灰石
、

高岭土和方解石
。

矿

石含磷高达 、 拓
,

硫低于
。

书
,

拓
,

多
,

人 、 书
,

、 书
,

二 、 厂 , 。 、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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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接近 男
。

伴 生 元 素

含量 为 多
,

拓
,

形 , 拓
,

拓
, 撼 ,

多
, 二

多
。

初步确定有四个成矿阶段 赤铁

矿一镜铁矿一石英阶段 磁铁矿一赤铁矿
一磷灰石

一石英阶段 镜铁矿一石 英 阶

段 , 似碧石阶段
。

由此看来
,

在成矿

过程中开始是中温
,

以后过渡为高温 ,

最后

再转变为中温和低温阶段
。

各矿化阶段间
,

有明显的构造破碎活动 图
、 。

这是

内力脉动性
、

承袭性的结果
。

总的趋势是由

强到弱
,

并以热液活动形成的薄膜状方解石

脉充填作用而告终
。

虽有高温矿物存在
,

但不是主要成矿物

质
。

由于成矿部位浅
,

冷却快
,

围岩蚀变主

要是中低温热液蚀变的高岭土化
、

硅化
、

绿

泥石化和碳酸盐化
。

这类矿石的围岩中右明显的交代现象
。

早期形成的喷发沉积
、

喷溢堆积型矿石局部

有交代作用迭加
。

从整个火 山活动及成矿特征分析
,

第一

和第二火山旋回有喷发沉积与喷溢堆积矿层

和 山期后热液矿床形成 , 第兰火山旋回有

喷溢堆积矿层形成
。

所以本类型矿床为火山

活动及其成矿作用中的一个环节
,

在时间上

与其余几种火
一

匕活动作用是连续的
。

由于这

类矿床与其他火山活动产物同出于一个火 山

通道 ,

所以空间上也是一致的
。

火山岩和次火山岩含铁量都比较高
,

其

中的微量元素与火山期后热液矿石相同
。

矿

石中具有火 山岩
、

次火山岩中特征的副矿物

磷灰石
,

是火山期后热液矿石中的主要脉石

矿物
,

所以它们在物质成分上也有共性
。

因

此这种含矿热液是火山期后的产物
,

是木区

火山活动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

它所形成的矿

床可称为
“
火山期后热液矿床

” ,
以区别于

其他类型的热液矿床
。

结 捂

根据 以上论述
,

我们认为矿石与围岩

在成因
、

生成方式 喷发
、

侵入
、

产状这

几方面是相同的
,

只是在岩浆分异过程叮
’,

各种有用组分相对集中的程度不 同而 已
。

所

以本区火山成因的铁矿石与火成岩
、

火已碎

屑岩可作如下对比

火山熔岩
· · ·

⋯ ⋯喷溢堆积矿石 ,

角砾熔岩
、

凝灰熔岩
· · ·

⋯ ⋯喷发喷溢堆

积矿石多

凝灰岩及层凝灰岩 ⋯ ⋯喷发沉积矿石 ,

次火山岩及脉岩 ⋯ ⋯火山期后热液型矿

石
。

矿床与受基底断裂控制的陆相火山活

动有关
,

作为容矿构造的古火山 口是否含矿
,

尚须结合围岩蚀变及其他地质现象 具 休 研

究
,

不能说凡是古火山 门就一概含矿 矿休

也不一定赋存在火山管道中
。

例如
,

本区的

矿休就是赋存在派生断裂内
。

从生成过程分

析火山期后热液矿床的矿化深度 可能很大
。

这些都是在找矿勘探过程中应注意的
。

本文涉及的是在火山岩地区中与火山成

因有联系的矿床
,

但也不排除在火山岩区寻

找非火山成因矿床的可能性
。

关于该矿床的

成因
,

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和争论
。

我

们根据 自己的观察
,

作了如上阐述和初步探

讨
,

以便引起对火山成因矿床的注意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一个正确的认识
,

往住铸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
,

由 精 神 到 物

质
,

即 由实践到认识
,

由认识到 实 践 这 样

多次的反复
,

才能够完成
” 。

只要我们遵照

毛主席的教导
,

通过反复实践
,

加深对这种

矿床成因的认识
,

一定能在火山岩区代矿工

作中获得更好成果
。

今 考 文 献

〔 〕关卜开哪
“

关于在 垂直川乍用下窍 训火

窿起中地表裂隙分布的一些模型 试验力学分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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