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 矿 旋 回

自从 年
· ·

毕里宾提出关 于 地

壳活动带成矿作用的重要概念以来
,

地槽区

内生成矿作用的学说得到了发展
。

众所周知
,

这个学说的基本点可 以归结为这样 一 种 思

想
,

即一定的岩浆岩及与其有关的金属矿床
,

产生于活动地槽转化为相对稳定的褶皱区的

各个连续阶段之中
。

与此同时
,

斯塔里茨基

等人开始了古地台成矿作用间题的研究
。

近年来
,

主要是由于舍格洛夫及卡尔波

娃有关活化区成矿作用的著作
,

使古老地台

与年青地台的成矿作用研究更加深入了
,

并

对此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
。

不仅如此
,

综合

上面提到的以及其他成矿研究的成果
,

现在

研究内生矿床产生的区域条件和分布规律
,

再也不是孤零地针对褶皱区和地台了
,

而是

把它们生成的全过程统归到统一的成矿旋回

中一起研究
。

成矿旋回分为地槽阶段和地台阶段
。

每

一个连续的发展时期
,

都具有它所特有的标

型岩浆岩建造及其有关的金属矿床
,

并与一

定的发展阶段相对应
。

在认识地槽早期并延

续到地台条件晚期阶段有规律产生的
、

比较

固定的序列中
,

某一成矿旋回所有内生矿床

的分布问题方面
,

幻
· ·

库兹涅佐夫做过许

多工作
,

确定了同样的岩浆建造发展次序
。

下面把这种次序作了本文 目的所允许的某种

简化
。

在从早期地槽阶段到地台完成阶段的

岩浆旋回范围内
,

岩浆岩建造及与其伴生的

内生金属矿床生成的综合简表如下
。

不可能发挥表中所列的内容
,

但应当说
明以下儿点 第一

,

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的

次序必须理解为整个褶皱区和地台区的统计

综合
,

而并非每一成矿省的全部内容
。

成矿

省的特点
,

通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发展中

缺失成矿旋回的某一阶段而决定的
。

第二
,

连续发展阶段的岩浆建造和金属矿床井不占

居成矿省的全部地区
,

而是集中在严格固定

的大型构造单元中
,

从而造成它们较规整的

分布
,

引起区域性的岩浆分带和成矿分带
。

对地槽而言
,

以下三个区域构造单元是特别

重要的 类似于 别尼奥 弗 、。 类

型的地槽谷
,

赋存有地槽早期阶段的似玄武

岩浆产物和岩浆型
、

矽卡岩型以及热液沉积

型矿床 , 地槽谷附近的陆源坳陷
,

在其范

围内褶皱丰期的花岗岩类侵入体把伟晶岩
、

钠长岩
、

云英岩及其他金属矿床分开 , 向

地台状态过渡的晚期地槽独立断裂
,

有伴随

大量热液矿化的浅成岩
、

喷出岩赋存
。

对于活化地台也有三种大型构造单元是

重要的 平缓的台地 地盾
、

长垣 ,
含

有伴随各种热液余属矿床的花岗闪长岩及碱

阶 段

早 期

中 期

晚 期

最重要的标型岩浆建造 最重要的标型矿床

地 槽 期
海底细碧角斑岩建造 黄铁矿型有色金属矿床
榄橄岩建造 铬铁矿岩浆矿床
辉长一辉石一纯橄岩建造 含钦磁铁矿岩浆矿床
斜长花岗岩一正长岩建造 矽卡岩铁

、

铜矿床
花岗闪长岩建造 矽卡岩有色及稀有金属矿床
花岗岩建造 稀有金属伟晶岩

、

钠长岩及云英岩建造
浅成斑岩及纷岩建造 岩浆成因的热液有色

、

稀有
、

贵金属及放射性元素矿床

地面喷发安山一 流纹岩建造 火山成因的有色
、

稀有
、

贵金属及放射性元素矿床

地 台 期
浅成花岗闪长岩一花岗岩建造 热浓有色

、

稀有
、

贵金属矿床
霞石正长岩 磷灰石

、

稀有金属岩浆矿床
碱性超基性岩建造 稀有

、

有色金属碳酸盐岩矿床
金伯利岩建造 金刚石岩浆矿床

暗色岩建造 岩浆硫化铜镍矿床



性喷出岩 , 平缓的坳陷 台向斜
、

盆

地
,

含有伴随硫化铜一镍矿的暗色岩

包括断层型在内的大断裂
,

明显地控制着含

有碳酸盐岩和含金刚石金伯利岩的中心型超

基性
、

碱性侵入体环带
。

据上所述
,

只有注意到成矿旋回的地槽

阶段
,

才能谈得上成矿时代
,

原因是随之而

来的所有旋回的地台阶段包括了地质史最晚

的年青时期
,

而与地槽发育的完成时间却毫

不相干
。

从这一观点出发
,

可划分以下九个
主要成矿时代 百万年 太古代

、

早元古代
、

中元古

代
、

晚元古代
、

里 菲 期
、

加 里 东 期
、

海西期 一
、

基米里期
、

、

阿尔卑斯期 百万年至今
。

这里不准备详细论述各个成矿时代岩浆

活动和含矿性的特点以及地质发展史中火成

岩和金属矿床总的演化
,

但针对所讨论的成

矿旋回问题
,

指出以下几点似乎必要的
。

在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地台太古代杂岩的

发育地区
,

发现有元古代
、

里菲期
、

古生代

和中生一新生代活化的产物
。

在西伯利 亚 地

台元古代和里菲期的褶皱区内
,

确定有古生

代和中生一新生代地台阶段的岩浆活动 和 内
生成矿作用

。

对于古生代 加里东和海西期旋

回 的地槽区来说
,

查明有基米里和阿尔卑斯

旋回迭加的地台岩浆活动及内生成矿作用
,

成成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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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时代划分的成矿旋回之地梅与地台期比例略图

一地槽时期 一重复的地槽区及随之而来
的地台区活化 一地台活化

例如
,

哈萨克期坦
、

中亚
、

高加索等地就有

这种情况
。

只是在基米里
,

尤其是阿尔卑斯

旋回的褶皱区内
,

才见不到地台阶段的内生

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
,

这是理所当然的 见

图
。

由此可见
,

越是古老的成矿区
,

它所经

受的活化期也越长
。

由此出发
,

继承或不复

的台向余
卜

, “ ” 揪 “ 的

产生
,

也可 以看作是最强的地台活化的特殊

情况
,

它 与地台断裂的形成
、

地台沿此断裂

的移动以及大洋型出露地九上地槽谷的产生

有关
。

囚此
,

随着成矿旋回由新到 老 的 过

渡
,

地槽基底岩石的确定就发生了极大的困

难
。

地台更生的其他形式
,

可 以认为是没有

达到地槽成熟期的变形
。

不过
,

这种认识不

应与多地槽发育及多地槽成矿作用的概念相

混淆
。

多地槽成矿区
,

是在时代互相变换期

间逐渐转化为褶皱区的地槽体系的部位产生

的
。

抓 二高加索即是一个例证
。

这里经受了加里

东期
、

海西期
、

基米里期和阿尔卑斯期等时

代的褶皱
、

岩浆活动与内生成矿作用
。

加里

东地槽状况的重心发生于北部近高加索
。

这

里所形成的加里东褶皱区
,

从南面使俄罗斯

地台增 长了
。

后来
,

随着时代的改变
,

地槽

环境更向南推移
,

在同一方向上扩大了地台

区
。

同时
,

这些成矿时代晚期阶段的岩浆活

动和成矿作用
,

不仅占居了正在进行的时代

的完成褶皱区
,

而且贯穿到 己经发生的时代

的年青地台区域之北部
,

因此 呈年青褶皱构

造活化带的形式出现
。

例如
,

高加索的 “ 矿

泉水 ” 地区的岩浆活动及金属矿床
,

即是俄

罗斯地 台古生代边缘的新生代活化部分
,

它

受横穿高加索褶皱区总平而的断裂
,

即所谓

活化构造破坏控制
。

最后再 谈一下成矿旋回分析的理论和实

际意义
。

此项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
,

可 以追

溯从萌芽的地槽初始时期到地台状态之末期

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的演化 揭示在条件变

换 由活动构造带的柔性条件转为固结的单

成岩 环境下发生的成矿作用中的变化 , 确



费尼克斯铜矿的资源勘探和品位控制

历 史 情 况

葛兰拜矿山公司的费尼克斯铜矿位于加拿大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格兰德
·

福克斯镇与戈瑞恩坞

镇之间 矿区的开采权在 年就已用标褚作钻

从那时起
,

曾经做过各种评价和勘探工作
,

但是直

到 年矿山和冶炼厂开始兴建的时候
,

矿区的储

量还没有掌握
。

连结矿区和格兰德
·

福克斯冶炼

的铁路在 年建成后
,

即开始运川矿石
。

此后
,

生产延续了 年
。

矿山初期的产量为每日 吨
,

以后曾经发展

到 吨以上
。

当时
,

格兰德
·

福克斯冶炼厂曾经

是英国最大的冶炼厂之一
。

在 年中
,

矿 石 的 总

产量为 万吨
,

品位 铜
。

形
,

金
。

盎斯 吨
,

银 盎斯 吨
。

当时是坑内开采
,

采矿方法开始为方 框 支 架

法
。

但是由于矿石品位较低
,

很快就发现这一方法

成本太高
,

因而改为大型空场法和充填法
。

矿山在

那时就已高度机械化
,

采用了许多新技术
,

包括世

界有名的葛兰拜矿车和一合自动 化磨矿机
,

并在坑

内采用了标准化的铁道运输系统
。

在
一

老费尼克斯矿
, 一

虽然开采技术比较先进
,

但

是地质工作却做得很少 所以
,

遗留到目前的地质

资料只能用来圈定矿带
,

而且限于 已开采的范围

矿 床 地 质

表 为费尼克斯地区的地层表 所有已知矿休

都赋存在
“

矽卡岩化
”

的钙质沉积岩中
。

它的分布

范围呈马蹄形 图 最主要的采区为爱恩赛德

坑

矿石由分布均匀的细粒浸染状黄铜矿
、

少 黄

铁矿和镜铁矿组成
。

在爱恩赛德矿以北
,

矿带有两

个分支
,

但它们都属于一定的沉积层位
。

在南面

两个矿带汇合在一起
,

其厚度达到 英尺
。

地层

和含矿层的倾角在地表为 度
,

到矿休下端几乎变

为水平状
。

有几个断层把矿体沿水平方向和倾斜方

向错断
,

其断距达 至 。。英尺 图 矿体的

倾角为 至 度

虽然经过了 年的断续研究 但对费尼克斯矿

床的成因还没有一致的认识 现在
,

我们只能说这

是一个大型的
、

低品位的浸染状黄铜矿矿床

定继承了地质发展史从地槽到地台阶段的贯

通金属矿床系列和地槽
、

地台时期连续阶段

所特有金属矿床群 , 分析矿质来源的变更
、

金属矿床的形成深度及其产生的地质条件
,

其中包括地壳由压性为主到张性占优势的环

境改变及其构造的变化 , 研究地壳深部矿质

堆积的物理化学参数之演化
,

等等
。

这些问

题正是内生成矿作用理论的本质
。

成矿旋回分析的实际意义是 可以确定

地槽和地台时期各个连续阶段的岩浆活动与

成矿作用
,

在其产生时间和分布空间上的规

律性关系
,

由此则为含矿性及找矿方向的预

测评价打下科学的基础
。

在成矿旋回范围内
,

由于褶皱期后活化

的骤起
,

成矿作用可产生多次
,

因此
,

成矿预

测图上只划分属于地槽阶段的矿床分布区就

不够了
。

必须表示出复盖地槽成矿作用区的

各个连续活化时期矿床发育的区域
。

这就要

求采用容积的或者是网式的成矿填图方法
,

圈定在不同时间连续产生的金属矿床组的分

布地区
,

其中一部分或许是完全相互掩盖着

的
。

例如
,

沿着西伯利亚地台东缘和东南椽
,

不仅要划分元古代地槽阶段的分布面积
,

而

且还要划出迭加于其上的古生代及随后的中

生一新生代活化期矿化的分布地区
。

因 为所

有时期及其各个阶段都有一套特殊的矿床
,

所以只有进行这种空间上的划分
,

考虑到成

矿旋回的所有成矿时期
,

才能作出一定矿床

组的分布预测并指导矿床的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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