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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状况也对围岩中的溶液有影响
。

产生比较

密闭的裂隙带时
,

在侵入体超复地层整个位

移带的最上部
,

这个过程最活跃
。

围岩溶液

比 岩 浆 源 溶液在此有更大的影响
,

甚至经

常起决定性的作用
。

围岩溶液愈来愈大的影

响也表现为侵入体附近的成矿作用具有分带

性
。

由于成份的不同
,

这种影响可以是多种

多样的
,

但可以看出对侵入体上部总的成矿

情况的某些共同性的东西
。

沉积岩的溶液比

岩浆源溶液碱性反应强
,

反映在距侵入体愈

远
,

参与成矿过程的溶液酸性减小
。

侵入体上部岩石下沉的机制作用和茸它

一些原因在一起
,

应该能使各种矿物组合在

侵入体上部空间或多或少呈有规律的分布
。

此外
,

分带性不仅只见于一个矿床
,

它对不

同类型
、

不同温度的矿床都具有规律性
。

原

因就在于侵入体上部构造发育区间的范围大

小
,

以及容矿构造可以产在距岩浆体相当远

的部位
,
而矿床

一

也可能被规模较大的无矿区

段分割开来
。

侵入体上部岩石下沉的机制说能用来解

释另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

即成矿作用分阶段

性的原因
。

既然侵入体上部地层下沉时必然

伴随着岩石的多次下落
、

破碎
,

以及早先形

成的多数裂隙的更新
,

这就意味着有新的造

矿溶液沿原路进入
。

先前沉 出的矿 物 破 碎

了
, 而裂隙又由新形成的矿物封闭

。

这些矿

物由于岩浆体形成时不稳定的温度条件
,

性

质就会与先前的矿物不同
,

比如说 , 是更低

温的
。

因此而发生我们称之为阶段性成矿的

现象
。

因为愈靠近侵入体
,

裂隙程度愈高
、

岩

石脉动式下沉的次数愈多
,

所以成矿的阶段

也多
,

也更具多样性
,

这几个特点在自然界的

实际条件下已经见到
,

从附图中也可看出
。

以上所说侵入体附近空间内发生的这些

变化
,

仅仅是岩体体积热收缩所造成的若干

基本方面
,

可能还有其它一系列现 象 和 特

点
,

均有待于进一岁的研究
。

龚艇行译 自 嘴 “ , “ ” “

作者 奥希波夫

以岩浆期后矿床构造对称性

为基础的预测与找矿
、‘沪 、尸、、声、‘尹 、‘ 洲 、了、夕 、曰、

洲 、尹 、洲 、了 、尸 、 、产 、尹 、 、 、

自然界的对称现象十分普遍
,

对称学说

应用很广
。

但除结晶学外
,

在地质学上很少

应用
。

例如在分析岩浆期后矿床的构造过程

中
,

就不曾考虑到对称性
,

虽说这种矿床常

具备对称性的所有标志
。

·

康奇纳最早利用控矿构造分布的韵

律性预测和寻找金属矿体
。

他凭经验算出了

捷克岩体
、

喀尔巴吁
、

保加利亚和萨克森等

地区的铅 一 锌矿
、

银 一 铅 一 锌矿和金矿等矿

床韵律分布的矿体之间的距离
,

指出这些地

区尚有未发现的矿体
。

专门研究地质文献发现
,

具备对称际志

的构造
,

儿乎每个矿区都能见到
。

研究对称

现象最终可以认识支配对称构造形成的墓本

法则
,

提出比较可靠的预测论据
,

从而更准

确地指导普查勘探工作
。

作者研究了中哈萨克斯坦的稀有金属矿

床
。

矿床属于与二迭纪 白岗岩及浅色花岗岩

有关的石英脉云英岩建造
。

容矿构造分布的

对称性有以下两种情况
。

在一个矿床中 图
,

矿休赋存于花

岗岩的外接触带
,

部分贯入顶板的 围 岩 中

东南部
。

控矿构造是近南北向的复杂裂

隙带
,

矿田翼部矿脉以 、
。

角向东倾伏
,

在中部向西倾伏
。

矿脉倾角近于垂直
。

最大

的脉带韵律分布于 ” 米的区间内
,

尤

以矿床中部最明显
。

脉带向北发生分枝现象
,

并保持着分枝

侧脉间的距离 和
、

及一 矿脉
。

、

和 矿脉之间的距离
,

取作划定控

矿构造可能发育线的平均数值
。

有时此距离

增加一倍
,

达到 、 米 一 和
、

及 矿脉
。

次级的较小矿脉同样具有韵律

分布的趋势
,

它们位于主脉带之间
,

井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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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少厂 三
代 ”

’ ‘

,

全缝
一 ”

二

日 矿脉的韵体分布
图中的点表示控矿构造可能的发育线 数字表示矿

脉 一 , 表示对称面
。

对半分开
、

矿脉
。

向矿床北部有三

级的更小矿体产出
,

也呈韵律性分布
,

但间

距只有 米
。

因此
,

矿床韵律构造间的距离与矿体的

大小成正 比
,

其近似值总是 的倍数

米
。

审奇纳也

指出了类似的特点
。

看来
,

对称构造间距的倍数关系是它的

一个典型特征
,

并且与一定的物理定律作用

有关 这里指的是近南北向压力的复杂条件

下形成控矿构造时发生的那些定律
。

矿脉的对称构造引起矿脉分布 的 韵 律

性
。

从对称的一般定律出发可以发现
,

矿脉

的分布是受左右对称 即纸面对称 约制的
。

一个对称面 一 ’

可 以经过不同走向矿

脉的联合结点在东西方向上划出 第二个与

其垂直
, 与水平应力是一致的

。

当然
,

被对

称面分开的各个部分不会是完全的 镜 面 反

映
,

正如舒布尼柯夫 指 出 的 “ 自然界中没

有
,

也不可能有被空间和时间分隔开的两个

绝对相等的物体 ” 。

另一个对称形式
,

即次

级对称轴
,

与对称面的交线相吻合
。

矿田的

对称式为
。

对称面 一 尹在水平面上的投影
,

可以

视为移动轴
,

其延续部分可能发现 新 的 矿

体
。

由此出发来研究矿床的远景
, 可以说

,

矿床西部对称性被破坏
,

多半造成此方向上

矿脉的尖灭
。

矿田东部
,

在超覆于花岗岩之

上
、

厚度不太大的沉积 一 喷出盖层的下面
,

发现了新的矿体
。

在该区段
,

也应保持基本

韵律的 米步距 和 矿脉间以前未发

现的云英岩带的查明即说明了这一点
。

另一矿床产于中心类型的浸入体
,

而不

是线型侵入体中
。

侵入体呈典型的等轴状
,

出现明显的放射状 一 同心圆状裂隙及环状岩

脉
。

侵入体形成于近地表条件下
,

与火山活

动有密切关系
。

赋存于该侵入体的有八个分

隔开的矿段
,

其中几乎每个均见不同程度的

对称要素
。

下面举两个最典型的例子
。

东部地段的矿体分布在从侵入体焦点中

心呈扇形分出的陡倾斜韵律裂隙带中
。

在矿

脉厚度最大的地段范围内
,

矿脉的间距约为

米
。

详细研究表明
,

控矿带与侵入体的放

射状裂隙 节理 是一致的
,

但主要是在近

南北向挤压结果产生的剪切压力条件下形成

的
。

地段的西翼
,

随着剪切压力与放射状节

理之间的夹角达到临界值
,

韵律性也发生变

化
。

该地段韵律步距确定后
,

预测出两个矿

带
,

并在以后得到了证实
。

西部地段矿体的分布是另外一 种 情 况

图
。

控矿裂隙带呈向一个方向发育的

同心圆状
,

弯曲半径 米
。

一

几一穷
‘

图 同心回型裂陈带中矿脉的分布

康线表示含有矿脉的裂隙带 人一人 , 表示剖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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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剖面上容矿构造的 间距保 持 在
。 。米

,

其形成与侵入体生成期间发生

的局部下降运动有关
。

呈放射状作用的岩浆活化力
,

导致了环

状构造的形成
。

因此 ,

构造的形态
、

岩浆岩的

分布及裂隙构造的发育
,

完全受放射一光线对

称类型所约制
,

其对称式相当于 有

一个与侵入体焦点中心重合的对称轴和无数

多个对称面
。

成因上与侵入体有关的矿段同样受放射
一光线对称约制

。

在这种情况下明显地出现了

居里万能对称原则
。

萨弗拉诺夫 斯 基 指 出

气
· ·

⋯在引起物体生成的介质中所产生的物

体
,

仅仅保持着与介质对称要素相吻合的那

些要素
。 ”

放射 一 光线对称的出现
,

是区域的其他

中心型侵入体的矿 田所特有的
, 同时对那些

与地壳中局部放射状运动 火山体的环状及

圆锥状构造
、

弯窿状构造
、

陷落构造
、

火山

筒 有关的多金属矿
、

铜矿
、

铁矿
、

稀有金

属和金矿
, 以及汞一锑矿

、

萤石等矿床
,

也有

其代表性
。

由此可见
,

在包括矿田
、

矿床构造在内

的地质体中
,

主要出现两种类型的对称
,

即

左右对称和放射一光线对称
。

前者对与线型侵

入体有关的矿床是特征的
。

根据现 代 的 认

识
,

此种浸入体是在 公里的深部
,

于

烙浆与地表倾斜流动的条件下形成的
。

后者

多发育在地壳中地块或岩浆岩放射状局部位

移的情况下
。

矿体的韵律分布
,

是决定其对称性的矿

床的主要特点之一
。

韵律的步距虽 各 不 相

同
,

但一般都与矿体大小成正 比
,

而且通常

是 的倍数
。

值得指出的是
,

韵律构造中常

见破坏矿田总的对称性的某种偏差 , 这与 自

然界中存在两种物理定律有关
,

其中基本定

律引起对称性
,
而辅助定律导致对称性的轻

弱破坏
。

形成韵律构造的机理十分复杂
。

看来
,

它的产生与某空间体积内区域或局部压力的

缓和有关
,

是由一定方向的能 机械 流所

造成的
。

从物理定律观点看
,

压力的传送具

有波动的特点
,

静止波出现的地段即形成断

裂
。

大家知道
,

静止波是韵律式传播 的
。

另

外还可以应用强压和均压条件下脆性
、

塑性

岩石系统的现代变形理论
,

解释韵律构造的

成因
。

从对称观点出发研究岩浆期后矿床的构

造
,

有助于提出关于支配构造生成主要定律

的有科学根据的假说
。

为此 目的
,

基本注意

力要集中在收集实际资料和研究不同地质条

件下对称构造发育机理的基础理论这两个方

面
。

不过
,

金属矿床的对称性和经验确定的

韵律参数
,

现在已经可以应用于实践
,

以提

高普查勘探工作的效率和预测的可靠性
。

晋迸译 自 《 及 江 》

,

抽
, 丁 一

作者
,

乌柯洛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