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砂 卡 岩 型 锡 铜 矿 床 的 成矿 特 点
术 义 地质勘探队地质研 究室

本文所介绍的云南某矽卡岩型 锡 铜 矿

床
,

历来以产锡著称
。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

命路线指引下
,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锻炼
,

我队广大职工努力为革命找矿探矿
。

在实践中
,

坚持以毛主席的哲学思 想 为 指

导
,

狠批了林彪所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

爬行主义
,

加强了综合找矿与勘探
,

发现了

许多锡铜共生的矿床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苹

命的短短几年里
,

不断总结找矿经验
,

获得

了许多新资料
,

扩大了找矿途经与方向
。

在

加强成矿规律研究的基础上
,

使老矿区不断

扩大
,

新矿区不断有所发现
,

目前已探明的

铜储量已达到锡储量的兰分之二 , 若仅就原

生矿而论
,

铜潇量 已超过锡储量
,

而且找矿

远景仍很广阔
。

事实雄辩地证明
,

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

大的推动力
。

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

命化
,

因而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多快好省
。

林彪反党集团污蔑我国 “ 国民经济 停 滞 不

前 ” 、 “ 今不如昔 ” ,

完全是一派胡言
。

本区
‘

的矽卡岩型铜锡矿床成矿规律的研

究还是不够深透的
。

根据初步的研究
,

其成

矿特点与长江 中下游的一些同类矿床可作若

千类比
,

但锡矿下部赋存有铜矿
,

又是
一
个

很值得注意的特点
。

为了交流情况
,

现将我们对本矿区成矿

特点的初步认识概略介绍如下
。

一
、

矿区地质特点

矿区位于云南某
“
山宇型

”

构造前弧的南

东缘
,

南侧是滇藏
“ 歹字型 ”

构造
。

控制区内岩
’

浆矿化活动的是次级的北北东向
、

近东西 向

和北西 向的褶皱和断裂
。

本区是一个长期下

沉的地区
,

在其北西和南东广泛出露前古生

代
、
古生代的地层

。

区内分布着厚达六千众

米的三迭系地 层
,

卜要的 达碳酸盐类丫比
。

燕山中晚期酸性杂岩任入于二迭系 , 牛少川
。

矿区范围约一千 余平方 公叭
,

分为东 呵

两区 图
。

尤区 为一北东 的 子 女 弋背

斜
,

七上又有次级褶皱
,

北东段有横 句的 乙

松守窿
,

南东段为纵向的老卡育窿
。

同时有

北东
、

北西和近 东西 向的断裂组
。

护
’

丫斜构

造之下多有小花岗兴体突起
,

沿接触带及其

附近分布着矽卡岩型锡钢矿
。

西区为猛宗 向

斜
,

两翼开阔平缓
,

东与五子山背斜相连
,

轴部出露面积达三百余平方公里的花岗岩类

侵入体
,

向东隐伏于地表之下 有与五子山

背斜下的小岩体相联结的趋势
。

岩体的外侧

分布有铅锡矿
。

矿区总的特点是燕山期花岗岩类侵入休

与三迭系碳酸盐类岩层
‘一

泛接触
,

小授入体

多沿背斜构造侵入
,

析裂破碎带在接触界而

形成软弱带
,

有利于矽卡岩矿床发育
。

二
、

与锡铜矿化有关的岩体特点

区内出露的岩休
,

早期的辉长
、

闪 长岩

类分布在西 区贾沙一带 , 稍晚为花岗名类
,

东西 区均有分布 , 晚期的碱性岩类 见于矿 区

北部
。

侵入时期发生在燕山晚期 同位素年
、

龄值为 百万年
。

与锡铜矿化 关 系

密切的是花岗岩体
,

又 可分 为斑状黑云毋花

岗岩
、

含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

中粒等粒黑云

母花岗岩
。

岩石化学特点是

含 量 为 一
,

高于

我国同类岩的含量
,

属偏酸性岩石
。

、

总量为 纬
,

与碱

性花岗岩相近
。

铁镁总量偏低
。

钙含量亦偏低
。

一般岩体边缘暗色矿物含投减少
,

如



廿‘万口卜

八

夕
八

一一廿少

介 ,

云山

粼
丫

△ 黔
飞

拼搏
住习 、

回
〔刃 〔更〕

泣二】
〔回

压习

匡〕
医二
巨习

〔之」
巨口

一第四系

圈 矿 区 地二质 圈

一下第三系中纹砾岩 , 一上三迭统火把冲砂页岩
、

灰岩 一中三迭统个旧组灰岩
、

白云岩
一中三迭 统法郎 组砂 页

一下三迭统飞仙关组砂页岩 一下二迭纪玄武

卜玄 武 岩 一斑状似层状黑云母花岗岩 盆
一 ’与 丫奢

’ 一黑云母花岗岩 、忿
一 。 一辉长

长岩 中 一霞石正长岩 约 一富钾花岗岩 七 一断层 了一锡矿 一铜矿 一钨矿

岩岩

一铅矿 一背东轴 一向斜轴

房岩体的边缘就有较为完整的白岗岩 见图
。

岩体中同生锡铜
一

最也偏高 表
。

三
、

成矿的有利部位

大岩体外圈散布的小岩体有利于矿化

, 绍

西区岩体的南东侧
,

呈弧形分布着一些

小岩体
,

一部分出露 在 地 表 如 房等岩

体
,

一部份隐 伏 在 地下 如 厂
、

桐

等岩体
。

大岩体接触带矽卡岩不发育
,

目

前尚未发现好的铜矿化
,

但在其外围散布的

这些小岩体
,

主要是南东侧的岩体矽卡岩发

育
,

锡铜矿化富集
,

如 台
、

脚
、

街
、

林及 房等岩体
。

因此
,

查明岩体分

布规律
,

寻找隐伏岩体
,

对于扩大锡铜矿的远

景就显得非常重要
。

本区的小岩体多受构造

控制呈有规律的排布
,

如在马松弯窿上 由北

西 向南东分布有 山岩体
、

铜岩 体
、

脚岩体
,

大体上呈近东西走向
、

向南东 斜

列的雁行状
。

坡至 厂
,

房一带的 岩

体受走向北北东的杨家田断裂和老卡背斜控

制
,

岩体也有呈走向北东 向南东错列之势
。

运用构造
、

围岩蚀变综合分析
,

并结合物探方

法寻找隐伏岩体可收到较好的效果
。

小岩体



代山铜范生量
含

同锡岩 体

名 称

台

岩 体

山

岩 体

厂

岩 体

房

岩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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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岗 岩

、
、

毒 ⋯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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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
昌

、
一
⋯一花 岗 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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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 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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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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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 加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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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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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矿好有一定的普遍性
,

但并不是绝对的
,

也有含矿不好的小岩体
。

另如鄂东地区有的

大岩体成矿也很好
,

因此
,

还应从多方面进行

分析确定矿化富集的条件和成矿有利部位
。

构造破碎带与接触带相交截处有利干

矿化 , 绍
通常花岗岩侵入体虽与同一的碳酸盐类

岩石接触
,

但往往只是在接触界面的某一部

份才形成矽卡岩 , 矿化也只是在矽卡岩某一

部份才富集
。

就区内一些矿床实例分析
,

矽

卡岩和矿化往往沿着构造破碎带与接触界面

相交截的部位分布
,

如 号矿体 图 是

一个规模较大的铜锡矿
,

它沿着一组走向近

廖廖廖图 号矿休剖面

一白云岩 一白云 岩 与 灰 岩 互 层 一石 灰 岩

“层间载化矿 一接触带氧化矿 硫化矿 了一岩

脉 一矽卡岩 一断层 。一破碎带 一花岗岩
珍一钻孔与坑道

东西 向的张扭性断裂与接触带相交 部 位 发

育
,

形成厚大的矽卡岩型铜锡矿
。

同时一 部

份矿液又沿着断裂 向上充填成脉状矿体
。

在

褶曲翼部
,

发生的层间滑动
、

层间破碎带与

接触带相交处
,

也同样易于形成矽卡岩矿床

图
。

这类例子在区内是很多的
。

日本

在研究矽卡岩矿床时
,

特别亚视构造裂隙对

于形成矽卡岩的正要作用
。

八
· ·

柯尔任

斯基认为通过过滤介质的扩散速度与其孔隙

而积的平方成正 比
,

因此
,

通过岩石的扩散

速度比起通过裂隙的扩散速度来说是微不足

道的
。

以此说明矽卡岩作用为什么进行得不

均匀
,

在一些构造裂缝附近非常剧烈
,

而在

另外的地方可能完全没有
,

石灰岩与花岗岩

的接触仍然是界线分明
。

构造裂隙不仅有利于矽卡岩矿床的发生

和富集
,

而且使矿液进一步向 外 扩 散
。

因

此
,

区内接触带矽卡岩矿床的上 部
,

沿断裂

破 碎 带 及其附近常分布有大量的锡
、

铅
、

锌矿床
,

并构成 “ 上有层间矿
,

下有矽卡岩

矿 ” 的规律 图
、 。

由于构造带伸延

方向的不同
,

上下两类矿床并不完全重合
。

复杂的接触面有利干成矿

这些有利的成矿部位是

在接触带陡缓交替的地方及盆
、

槽洼陷处 图 ,

岩墙
、

岩床与花岗岩相交处 图

舌状超复体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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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产千层间滑动
、

层间破碎带与接触带交接处的矿休

某矿田 一 产剖面

丁 里
一 ’一灰岩‘ 丁 贾

一 ’一条带灰岩 ’ , 一日 万 污
、

从君“活 ”
’八豆一曰石湘 ‘ ”

’、 , ’乙

学
‘

一
”“ ’

一氧化矿 一硫化矿 一矽卡岩 一花岗斑岩 一钻孔及坑道 一断裂

口互
区圣习

、巨月 二 〕巨口 区〕

口 层间矿与矽卡岩的关系

据王道德资料
,

嘴
一花岗岩 一灰岩 一矽卡岩 一裂隙带

一锡石硫化矿 一网状矿休

似蘑菇状岩休的注陷部位
。

区内

房岩体出露面积仅 平方公里
,

向 下 皇

似落菇状
,

在蘑菇下富集有铜锡矿
。

蘑菇状

岩益的产生
,

可能是由于下部有一 不易交代

的变辉绿岩层
,

使花岗岩休沿北东向断裂侵

入在此形成狭窄的 “ 岩颈 ” ,

突破变辉绿岩

后
,

上部是石灰岩
、

泥质灰岩层
,

此处侵入休

有条件形成
“
岩盖 ” 。

蘑菇盖下洼陷部位矿化

集中的原因可能是上覆岩盖对于矿液起着遮

挡作用
。

此外在洼陷部位接受来自花岗岩的

圈 某矿田矿体分布口
一黑云母斑状花岗岩 一接触带矽卡岩型铜矿床
一上部层 间锣铅矿床 一断层 一花岗岩等深 线

一花岗岩陡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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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排地质剖面圈

一记须灰岩 一灰岩
、

白云岩互层 卜灰岩泥质灰岩

斗一
阵卜

侧
一矽 卜心 一 含斑黑云母花岗岩 一白岗岩 一矽卡岩化

变 辉 绿 岩 一铜矿体 一含钨
,

一含锡、 一破碎带

一坑道及钻孔

硅
、

铝组份的浓度大于间外伸出部位
,

因而注陷处易形

成矽卡岩
。

含矿矽卡岩的特点

区内矽卡岩矿物共生组合具有一定的分带性
。

发育

较完整的 脚岩体
,

接触带的分带自岩体向外为 黑‘

云 母斑状花岗 岩
、

石英一辉石一长石岩
、

方柱石透辉石

矽卡 岩
、

石榴石透辉石矽卡岩
、

阳起石透闪石矽卡岩
、

硫化矿
、

大理岩
。

其它岩体接触交代变质带的分带性虽不完 整
,

但一

般也是靠内带为长石岩
,

向外有石榴石矽卡岩
,

再外为

透辉石矽卡岩
。

区内
一

王接触带矽卡岩为
“

双交代
”

作用的结果
。

图

士 ⋯众嫉扮 五 绍 十

卜
区习 ,

既日
区习 区国

。

图 同一剖面中双交代作用中主 要

元素含 变化

据王道德
,

由化学分析和岩
石矿物百分含里换算所得化学成分

一大理岩化灰岩 一辉石矽卡岩 一
辉石石榴石矽卡岩 一辉 石 方 柱 石 岩

一蚀变花岗岩 一斑伏黑云母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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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某矿田金月矿化分带创面示盘图

一氧化矿 一硫化矿 一矽卡岩 一长英岩 一黑云母斑状花岗岩
一金属矿化垂向分带示意线 一金属矿化类型

表明同一剖中交代岩石带的化学成份沿花岗

岩至石灰岩 方 向 的含量 逐 渐 增 高
,

而
。及 含量逐渐减少

。

各类矽卡岩均有不同程度矿化 致密硫

化矿主要富集在阳起石辉石矽卡岩 及 灰 岩

的接触带上
。

硫化矿富集的原因延多方面的
,

而与矽卡岩的孔隙度有明显关系 表
。

衰

、 丫 。 ‘ 孔 隙 度 硫化物 金属矿物
心 引 们 仍 ,

多 】在岩石中的含址

侄石穷柱 石矽卡岩

辉石石榴石矽卡岩

辉石矽卡岩

宣竺些竺卿胆起七钊 “
·

” 竺竺一

被带一钨铜锡秘带 —锡 铜 带 —铅 锌

带
,

再外出现脉状铅
、

锌带
。

台岩体沿南
接触带有钨

、

被
、

铜
、

锡矿化
,

接触带的上

部为铜
、

锡组合
,

下部为钨
、

秘
、

铜组合
。

在南东外侧石灰岩中分布的热液矿床向外渐

次出现铜
、

锡 —锡
、

铜 —锡
、

铅
、

一铅
、

锡等组合的分带 图
,

再外则为近东西

延伸的脉状铅
、

锌矿带
。

区内运用这一规律

多次在锡矿之下找到铜矿
。

五
、

结论
本区具备继续扩大矿床远景

,

增长锡铜

储量的地质条件
。

根据上述成矿特点分析
,

在普查评价时应注意寻找隐伏的小岩体
。

对

西 区大岩体的接触带
,

也应进行详细地表工

作
,

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有利部位
,

以了解接

触带深部的矿化情况
。

区内小岩体多分布于背斜
、

弯窿之下
,

·

应配合物化探方法
,

结合围岩蚀变 特 征 运

用 “ 上为背斜
、

弯窿
,

下有隐伏岩体 ” 之规

律进行综合分析
。

在评价岩体接触带中的矿床时
,

若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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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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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化的带状分布

区 内钨
、

被
、

秘
、

锡
、

铜
、

铅
、

锌等金

属矿化具有顺向分带的特点
。

各带 往 往 渐

变过渡
,

互有重迭
,

很难确切划分界线
。

但

是
,

分带性仍 然 是 清 楚 的
。

在 厂
、

格
、

脚
、

房等矿田金属元素以小岩体

为中心呈环状或半环状分带
。

由内向外为钨

娜



强区域综合研究
,

并辅 以重 氛解剖
。

两者都要

先以小分 队出击
。

如果在选择一些 」
一

作地 卜

时对某些其他条件张调较多
,

对护制成矿的

地质因素分析较少
,

找矿效 果就会 不够理想
。

如果注重 了地质条件的分析
,

但忽视
一

’建设

条件
,

探明的储量 也不能很快为工 业所利用
。

选择普查找矿地 区时
,

对前人资料

既买重视
,

又不能迷信

整理和分析前人资料是选择普查找矿地

区的重要环节
,

应拘认真态度
,

要有历 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
。

首先要芍币

前人的实践
,

但又不能受 前人结论的约束
,

要有自己的见解
。

滇南某地前人 泞 两 次 勘

探
,

找的是硅酸镍和黄金
。

当时因选冶试验

或分析工作未过关
,

资源没 有利用
。

我们选

择了前人 未予重视的硫化镍矿为突破 口 ,

打

开了局面
。

初步认为这是一个以镍为主
,

包

括钻
、

金
、

银等金属的有望成矿 区
。

选择普查找矿地 区时
,

既要注意过

去认为盖要的矿床类型
,

又要注意发现新的

矿床类型

分析国内一些重要矿床的发 现 经 过
,

结合我们的实践
,

找矿途径可归纳为以下几

种 ①根据群众报矿线索或地表矿化点就矿

找矿 , ②在老矿区做详细地质填图 , ③进行

地质类比研究 , ④地质调查与物化探配合 ,

⑥进行基础地质研究
。

通过这些方法发现的

矿床有比较普遍分布的著名类型
,

也有一些

很有希望的新 类型
。

云南铜矿资 源丰 窗
,

类型较多
,

如白云岩中的层状铜矿
、

砂岩铜

矿
、

矽卡岩型铜矿
、

超基性岩铜镍矿等
。

在这

些类型的
一

矿床中己探明了很多储认
,

而月还

有很大潜 力
,

所以仍然是今后重要的找矿对

象
。

同时
,

斑岩型铜矿和火山岩型铜矿也应

该列为新的找矿方 向
,

并 以足够的重视
。

, 选择普查找矿地 区时
,

既 要 重 视

点
,

又要注意面

毛主席教导我 们说 “ 马克思 主 义 者

看 问题
,

不但要看到部分
,

而 且 要 着到全

休
。 ” “ 性得了全局性的东西

,

就更会使用

局部性的东西
,

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

全局性的东西的
。 ”

由点到面
,

点而结 合
,

面 中求点是冶金地 叭普查找矿的 垂要 方法
。

只有点上的详细解刘
,

才有指 导面 上找矿的

类 比材料 , 只有面 上深 入研究
,

才能够找到

有希望 的矿点
。

如果抓 了点
,

忽视了面
,

就

不能寸
一

开局面
。

但如果点不探 入
,

而 的工

作也必然肤浅 许多矿点年 年去看
,

却年年

无进展
。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
,

已经选定的普

查找矿地区一定要有个 长远规划
,

一定要搞

面上较大比例尺的地质矿产图
,

一定要编制

地质物化探综合成矿预测图
。

经过有计划有

步骤的普查找矿工作
,

就能够逐步提供一些

新的评价勘探基地
。

“ 认识从实践始
,

经过实践得到 理论

的认识
,

还须再 回到实践去
。 ” 以上这些看

法是否正确
,

尚须在实践中不断检验
,

不断

总结提高
。

上接 第 页

岩性变化大
,

岩体接触面陡倾
,

应考虑 “ 蘑

菇状 ” 洼陷存在的可能性
。

研究岩体中锡
、

铜等同生金属含从
,

对

分析成矿的可能是有邦助的
。

区内各主要矿

段具有金属分带的特点
,

因此
,

在评价上部

锡铅矿化时
,

应注意普查深部锡铜矿化
。

鉴

于上下两类矿化位置 不尽重迭
,

应结合具体

地质构造加以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