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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某铜矿床成矿控制 因素及其赋存规律

河北冶金 地质队 王永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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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店

羹荤笃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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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矿床为一典型 的矽卡岩型矿床
。

解放

后在此 曾投入 了大量地质勘探工作
,

并进行

了生产开拓
,

积累 了丰富的地质资料
。

不少

地质工作者对此矿床进行过多种专题性科学

研究
,

取得了宝贵的成果
。

年矿山投产

以来
,

机械化采掘程度愈来愈高
。

为了适应

矿山生产形势发展 的需要
,

了 年我队重赴

本矿区
,

对地表
、

坑道进行 了系统详细的调

查
,

开展 了磁法勘探
、

地质测量
、

深部钻探

控制和综合研究等工作
。

现结合前人工作成

果
,

特别是本次工作所获得的新认识
,

就控制

矿床形成的基本地质因素和规律
,

介绍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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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矿 区 地质 简况 团团 因
,

田曰
,

口
‘

囚
矿区所处构造体系为阴山一天 山东西复

杂构造带阴山东延部位 的鹰手营 子复式向斜

北翼 图
。

一 地 层

矿区地层 主要分布于岩浆岩体四周
,

出

露面积很小
,

地层不全
。

计 有震 旦系
、

寒武

系
、

中上侏罗统 及第四 系等
。

双旦系地层有长城统大红峪阶板岩
、

石

英岩 〔 蓟县统高于 庄 阶 隧 石 白云

含
、

泥质 白云岩和硅质白云 岩
,

雾

迷山阶隧石 白云岩
,

洪水庄阶页岩
,

铁岭 阶 勺云 质灰岩 等
,

矿 范 莎包拈 杂 六体 四 同所 有了 肠
、 、

化 以
。

图 区域构造略图

一侏罗 系沉积
一

火 山岩系 , 一石 炭二迭系 ,

。一奥 陶系 , 一寒武系 , 一震旦 系 , 丁 一燕

山晚期 中酸性侵入岩 一背斜轴 , 一向斜轴 ,

一倒转背斜轴 , 一 区域 复向斜轴 一东西

向挤 子、破裂构造 面 , 一扭性破裂构造 面 , 一

东西 向挤压构造伴生 之横张
、

横错破裂构造 面

总厚度约 米
。

除雾迷山阶 隧 石 白 云岩

外
,

皆分布于矿区的中
、

北部
,

作近东西向

带状延展
,

彼此多以断层相接触
。

雾迷山阶

隧石白云岩分布于侵入体南部接触带东
、

西

两侧
,

呈镰刀形
,

为厚层状含隧石结核
、

条

带状白云岩
,

中夹数层厚度为 、 米的页

岩
、

泥质 白云岩 已变为角页岩
。

据化学

分析
,

白云岩中钙
、

镁氧化物 合 量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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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

属纯白云岩
。

厚度为了 米
。

该 岩层

与侏罗系地层呈微角度不整合接触
,

在矿区

南部与侏罗系 以断层接触
,

为矿区主要成矿

围岩
。

寒武系仅有 中 统 张 夏 阶 鲡 状 灰 岩
,

出露于潘家店向斜轴 部
,

厚

米
,

呈东西带状分布
。

侏罗系地层在付将沟一房框沟一线以南

围绕侵入体广泛分布
。

为一层次多
,

岩相岩性

复杂的陆相沉积
一

火山碎屑岩系
,

厚 度 大于

米
,

微角度不整合于较老地层之上
,

矿

区多见 与震旦系呈断层接触
。

主要有髻髻山

阶凝灰质砂页岩
、

页岩
、

凝灰岩
、

石英斑岩的

互层
,

后城阶砂页岩
、

凝灰页岩
、

凝灰砾岩
、

灰质砾岩层 和张 家 口 阶

安山岩
、

安山块集岩 。 等
。

其 中 灰质

砾岩中有弱矿化和小矿体赋存
。

第四系 只分布于沟谷两侧及低洼处
,

为

坡积
、

冲积
、

洪积物及黄土等
。

二 岩浆岩

燕山期岩浆活动在矿区表现强烈
。

区 内

中深成相
、

浅成相
、

脉岩相和喷发相火成岩

都很发育
。

花 岗闪长岩杂岩体 为一南大北小的

似葫芦形岩株状杂岩体
。

长轴南北向
,

短轴

东西向
,

面积 余平方公里
。

周 边 与 震旦

系
、

中上侏罗系地层呈侵入接触
,

系燕山晚

期产物
。

为该区成矿运矿母岩
。

根据杂岩体各部分的关系
,

主要为渐变

接触
,

知其为一 同源
、

相间很近的三次侵入

的闪长岩一二长岩一花岗闪长岩杂岩体
。

各

次侵入岩又可根据矿物成分
,

组构特征划分

为内
、

外两相
。

各相特征如表
、 。

由岩石化学分析和岩石化 学 数 值 特征

表 可知 晚期侵入体 含量 高
,

值随侵入时间晚而增大
、

与

相反
,

侵入越晚的岩体 值越小 碱 含 量特

季季季 阵阵 常常 申申 助助

留留留
尸乙〕〕 冲冲冲 琦琦 协协 价价州州州 书 尺‘‘‘

呀呀 骤骤 骤骤
书书书 听听 遥遥遥 俘俘 俘俘 俘俘

忿忿忿忿 心认认认 四四 口口 卿卿
褪褪褪褪 书书书 晰晰 浙浙 听听
山山山

洲洲 协协协 目目 夕夕

洲洲
协协 岛岛岛

‘‘

刊刊 金金
骤骤骤骤骤骤 盒盒 雪雪 褪褪

妇妇妇妇妇妇骨骨 ,理理理‘‘‘‘‘‘二二二二

孚孚孚
寡寡寡

, , 网 月 口 , ,

午午 十十

份份份份份

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宙

舜舜舜舜 午午 卜卜
一

卜卜 十十

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
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
阵阵阵阵阵

⋯⋯
十十

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
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

阵阵阵阵
一

备备 十十 十十

粱粱粱粱粱粱粱粱粱粱

尹尹、、 浮浮 口口 氰氰

⋯
·· 卜卜

夏夏 夏夏试试试 份份 琦琦 口口

⋯
一味味味味 之之

、、洲洲 别别 胖胖 盛盛盛盛 自自

叫叫叫 樱樱 牌牌
一 一

和和和和 已已
二二二 一一

岌岌 王王俄俄俄俄 袄袄袄袄袄袄袄
串串串串 踌踌踌踌踌踌踌

慨慨慨慨 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耸

娜娜娜娜娜娜
砂产、、

色色
,,

叹叹 映映
协协协协协协 十 西西西西

、、、、、、 二
气气气气气气 , ,,,,

葬葬葬葬 袱袱 乞乞

警⋯艾艾怜怜怜怜 俘俘俘俘俘 口口 】】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之之
肥肥肥肥肥肥肥肥

电

习习习

阵阵阵阵阵 么么 令令 二二

蕊蕊 日 八八
兰兰兰兰公公公公 勺勺勺

矗 聋聋歇歇歇歇歇歇歇
二二二二

阵阵阵阵阵

⋯圣⋯⋯
十十 鸽 写写

各各各各二二 公公 门门门 亡门门 月月

泰泰
子

,,

早早早
卫卫卫卫卫落落 圣

、注注注 心,, 乃乃

程程程程程 军汗汗
‘ 曲 如 、、、 护 州州

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淤器器 伙伙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尽尽尽 二 狱狱 装 得得 理理 理理

山山叮叮

井二二 之之 奥奥 口 ,,

姗姗 姗姗心心 、、

圈 祥祥祥 二二 凌户户

退退 退退二二二三郭郭郭郭 织织 得得 程程
招招招招招招 双双 娜娜 拟拟

祥祥祥祥祥祥祥 娜娜 形形
绷绷绷绷绷绷绷绷
郊郊郊郊郊郊郊郊 于于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能能能 等垂垂 谁谁 二籍籍 契契 二

鬓鬓
契契

钾钾钾 韭韭 孚 遗遗
书 , ,,

契势势 ‘聋聋
二 琳琳

渔渔渔 一 翌翌 二隆隆 斗 印电 , ,,

架架架架 咪咪
, 平平 一 州玉儿儿

饭饭饭饭饭 认 勒勒勒 二民民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奋 双双

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之之之 三 二 长长 己 二之长长 平 三谭 耸耸
粉粉粉粉粉 双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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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以 答答 逻逻 二二 岌岌 二二 二二 足足 巡巡

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妙妙妙 口口 二二 牙牙 二二
‘勺勺 七、、

献献献献献献献献朴朴朴朴朴朴朴朴 二二 , 穿穿 ,,

牟牟牟牟牟牟牟牟 卜 尸闷闷 ‘叫叫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次次次 舀舀妻妻要要耍耍委委霎霎互互

、、

次次次
礴

生 骂骂 二 喜喜嘻嘻圣圣
侣侣侣 口口

哥奢奢奢 委】鑫鑫鑫鑫
朴朴朴

肠肠

妻舀舀舀 耍舀舀舀舀滚滚滚 口口口口口口口

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软

件件件 、 要要 〕〕妻 妻要要
引引引茹茹茹 【豆豆豆 ⋯澳⋯喜喜喜
的的的的 圣 生 三 岌岌 夏⋯要委委

一一一

一一 垦二 ⋯骂 井井 愁 姿 退退一

引到到二二二 县 屠屠
口口口口口

⋯委三卫卫
目目目目目目

三三岌岌麦麦三三舅舅重重羹羹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

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留

三三卖卖重重履履三三履履通通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泣泣嚣嚣三三主主蒸蒸兰兰里里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

理理卖卖资资卖卖垦垦通通三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呈呈呈呈三三三三丘丘三三墨墨董董三三
屯屯屯屯 三三毖毖三三圣圣三三圣圣垦垦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目目目目

三三轰轰三三三三兰兰里里资资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

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陌

目目目目 勺勺 为为 亏口口 、、 户勺勺

垂垂
,,

囚囚 心 口刁刁刁 七,,

们们们们
,,, 叫叫 “ 心习习 心口口 , , 勺勺

叫叫叫叫
甲州州 甲叫叫 , 州州 , 刊刊 尸叫叫叫 甲

翻翻翻翻

三三置置二二二二遥遥三三遥遥,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省省省省
宝、、

霎霎霆霆霎霎
、、 心 ,, 以

以以以 侧侧侧侧侧 力力 力力 ‘习习

《《《《二二二二二 口‘‘ 的的 弓口口
弓弓弓弓习习习习习 公公 亡 亡口口

婆婆婆 要要 契方方
尸、、

长长 契吴吴
产口、、

耸耸
架架架 湘湘 科科 湘湘 架架 退退 要舅舅琳琳

以以以以 契平平平 二粉粉
刊动动动

民民民民
一 ” 探 已已已

狱狱狱狱
二一

钾钾 契契契契 二返返返
降降降降降 龙娜娜娜娜 勿 粉粉粉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姆姆姆 挂挂 滚滚 ‘ 美美搏搏搏 犯犯 了 ,,

卷卷长长长 当当 丫丫丫

日日
卜

尽尽 华华华
】】】】

征是二长岩 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
。

故均属

钙碱系列正常成分岩石
。

岩体微量元素铜的分析表明
,

闪长岩中

含铜平均为 拓
,

低于岩石克拉克值

形
,

分布亦较均匀 , 二长岩中含铜

量不及岩石克拉克的
,

分布也较均匀 , 花

岗闪长岩中含铜量较高
,

平均为 多
,

略高于岩石克拉克 多
,

分 布 不均

匀
。

花 岗斑 岩侄入体 浅成俊入相 分

布于矿区南部侏罗系地层中
,

呈 不规则的

岩枝
、

岩墙状或局部呈岩盖状的小侵入体
。

岩石淡红色
,

球粒或斑状结 构
。

斑 晶 约占

多
,

由石英
、

正长石
、

斜长石
、

黑云母组

成
。

石基占 拓
,

为隐晶质的钾长石
、

石英

微粒组成
。

被较早期的脉岩穿插
。

与围岩接

触的部分见有小矿化点
。

脉 岩 十分发育
,

多分布于杂岩体内

外接触带附近及岩体中
。

种类多
,

岩性杂
,

有花岗斑岩
,

花 岗闪长斑岩
、

正长斑岩
、

二

长斑岩
、

闪长玲岩
、

闪长细晶岩
、

正长细晶

岩
、

闪斜煌斑岩
、

云斜煌斑岩等
。

酸性脉岩

生成最早
,

中性次之
,

基性最晚
。

中
、

酸性

脉岩生于成矿前
,

与其他因素配合构成有利

成矿空间
,

对矿床形成起 “ 建设 ” 作用
,

而

基性脉岩晚于成矿
,

起破坏作用
。

囚粥

、

三 构

东西 向构造

造

三条东西向褶皱
、

矿区 内由北而南发育了

挤压破裂构造带 图
。

第一带 潘家店向斜及挤压破裂面群
。

主要 由潘家店向斜及数条轴向断裂构成
,

均

作东西向延展
。

向斜轴部为寒武系
,

两翼为

震旦系
。

压性破裂面位 于向斜轴部
,

相间紧

密
,

平行产出
,

规模较大
,

断 面 北 倾
,

倾

角较陡
。

震旦系地层仰冲 于 寒 武 系之上
,

呈 “ 迭瓦 ” 构造
。

伴生的横 张
、

横 错 断裂

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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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峥一

家
。竺一才

宜‘‘,

誉

曰因口曰曰曰口口回曰
占匕

润
手

之

图 矿 区 地 质 略 图

一第四系 , 一上保罗统张家 口 阶安山岩
、

安 山块集岩 幻 一 中侏罗 统 后

城阶砂页岩
、

凝灰页岩
、

砾岩 , 盔 一中侏罗统润髻山阶凝 灰质 砂灭 心
、

贝岩
、

凝 灰

岩
、

石英斑 岩 , 么 一 中侏罗统髻借 山阶岩石 变成的角岩
、

角 叮岩
、

片麻状石 英斑

岩 , 一中 寒武统张夏阶侧状 灰岩 , 一 中震且 统铁岭阶白 云质灰 冷 , 幻 一 中

震且统洪水庄阶页 岩 , 一 中展 旦统雾迷山阶灌石 白云岩 , 一 ‘ ”震旦统 丫曰
几

庄

阶白云 岩 , 一下震且统大红峪阶板岩
、

石英岩

杂岩体
一

一 闪 长岩体 一内相一闪长岩相 ,

加一外相一石英闪 长 六相 ,

丫 一二长岩体 甲乙一内相一粗粒二 长岩相
, 甲卜外相一 巨粗粒 二长岩书 , 了。

一花岗闪长岩体 丫一内相一花 岗岩相 , ’

冲卜外相一花 岗闪 长岩相 ,

一花 岗斑

岩浅成侵入体 , 丫件一 中酸性脉岩 , 一东西 向挤压 破裂构造 冲断面 一扭性断

裂 , 一张性断裂 , 一背斜轴 , 一向斜轴 , 一倒转背斜轴 · 一过 渡 仗 入界

线 , 一相变界线 , 一矿体露 头 一地 层产 状

第二带 付将沟倒转背斜及挤压断裂面

群
。

位于矿区中部付将沟一房框沟一线
。

倒

转背斜核部最老地层为大红峪阶
,

近轴翼部

为高于庄阶
,

南翼大部为侏罗 系 地 层
。

轴

面化倾
,

倾角陡
。

挤压断裂面成群平行产出
,

北倾
,

呈 “ 迭瓦 ” 式排列
,

将震旦系推覆 于

侏罗系之上
。

与其伴 生的横张
、

斜剪断裂发

育
。

花 岗闪长杂岩体受此挤压带
、

尤其受横

张断裂直接控制
。

岩体南北向横穿倒转背斜

轴部
,

东西两侧地层 及轴向断裂不对称
。

第三带 寿 倒转背斜 及 伴 生 断裂

面群
。

分布于杂岩体南部
。

自西向东
,

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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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皱
、

断裂呈北北西一北西一北 西 西 一 东

西一北东东一北东向不连续的弧形
。

背斜向

北倒转
,

两翼南倾
,

正常翼缓
,

倒转翼陡
。

核部为雾迷山阶隧石 白云兴
,

翼部为侏罗系

砂页岩
、

凝灰岩
、

石英斑岩之互层
。

北翼侏

罗系被倒转于震旦系之下
,

与
‘

岩 休 直 接接

触
,

变为角页岩
、

片麻状石英斑岩
。

倒转翼

控制了岩体南部接触构造及矿体分布
。

南翼

展旦系和侏罗系 以复活断裂相接触
。

倒转背

斜上次级褶曲发育
。

与其伴 , 的轴向断裂向

南陡倾
。

其最大者为复活断裂
,

响十数米厚

的断层角砾岩
、

压碎糜 陵物
、

构造透镜休
,

角

砾有拉长定向排列者
,

断而两 侧音层破碎
,

并有小引挨 褶曲
、

羽状裂隙及横张
、

斜切裂

隙伴生
。

断裂带中并有错功面
,

平缓滑痕
,

脉岩被错断
,

局部有矿化蚀变现象
。

其性质

复杂
,

具有压
、

扭
、

张性应力特 奴和多次复

活特征
。

它与其他各挤压带在同一构造应力

作用下
,

以同一方式形成 左岩浆侵入活动

及其后地应力长期作用下
,

由于边界条件的

改变
,

局部应力性质和活功 方 式 也 随之而

变
,

使断裂带多次复活
、

性质夏杂
。

与倒转背斜伴生的横张
、

横错
、

斜剪断

裂及派生的层间滑动
、

破碎竿都
一

卜分发育
。

横张及斜剪断裂将砰皱
、

挤压破裂面 切错成

块段
,

将中部地段沉陷成 地堑
,

使围绕岩体

南部接触带的雾迷山阶地层 在此间断 为侏

罗系所隔
,

呈两片幅度不 等的镰刀形分布

于岩体的东南
、

西南接触带部位
。

此带即被

分割为具不 同特点的西
、

中
、

东三部分
。

东

部相对西部抬起较高
,

倒转翼的侏罗系已不

存在
,

所见震旦系只是正常翼及其上的褶曲

和地层波动
。

以上三带为矿区 的基木构造轮廓
,

对区

内沉积岩层分布
、

火成作用 及 矿产的生成

均有控制作用
。

三带呈 有规律的分布
,

各带

相间约六公里
。

第二带为岩浆上升通道和岩 舀

体赋存空间
,

第一
、

三带的分布限制了杂岩体 委
南

,

北两端
、

第三带与接触构造的综合作用 刁

控制了区 内主要矿床的形成和分布
。

接触构造 岩体基本上均向围岩方向

倾斜
,

产状较陡
。

局部沿走向
、

倾斜均有变

化
。

本矿区 补 朴 接触构造复杂
,

经详细研究

其基本特征是

接触带受寿 倒转背斜
、

断裂挤压带

控制
,

可称为构造一接触带
。

沿接触部的横

张
、

斜剪裂隙有小岩枝形成 沿层间破碎
,

近

东西向断裂
、

褶曲有“岩坝 ” 位于接触面上与

接触线近平行的岩石带状凸起 形成
,

使接触

构造极其复杂
。

接触线平面上呈凹凸弯曲
,

剖面上陡缓交替
,

呈锯齿波状
。

接触部岩体

中有围岩捕虏体
,

平行接触线分布
。“岩坝 ”

整齐而有规律
,

平面上由岩体凸部向两侧呈

斜列排列
,

纵剖面上 由凸部向两侧斜下方侧

伏而呈拱形或 ,’又” 字

坝 ” 形态变简单
,

高度纂
。

由浅到深
, “ 岩

,

宽度变大
,

间

距变稀
。 “ 岩坝 ” 与矿体关系密切

。

二
、

矿床地质简况

杂岩体四周接触带及其附近己知矿床
、

矿点共有 处
。

现只将本矿区矿床形态
、

构

造特征简介如下
。

’

矿体赋存于花岗闪长岩体与雾迷山健石

白云岩之接触带及其附近
。

矿带由西向东为

北西一 化 匕西一北西西向
,

略呈弧形
,

倾向

南西
,

长 公里
,

最宽 米
,

平均 米
。

矿床由 多个大小不一
,

形态复杂的铜
、

铁

矿体组成
。

矿体产状
、

形态受接触面形态控

制
。

接触面形态在水平
、

垂直方向均呈波决

弯曲
。

平面上表现为东
、

西为凹部
,

中部为

凸部 皆指相对岩体南部而言 , 剖面上表

现为一个个台阶 “ 岩坝 ” ,

组成接触面

上一个个凹斗
。

根据不同部位构造的发育程

度及矿体的规模
、

形态
、

矿化等特征
,

可将

本区矿床分为西
、

中
、

东三段
。

中段 为岩体凸部
,

岩体与白云岩直接
, 指狭义的何北某铜矿区 , 位于杂岩体西 南接触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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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
,

角页岩不存在或呈残盖复在岩体上
,

接

触产状平缓
,

层 间破碎
、

裂隙发育
, “ 岩坝 ”

平缓
、

宽大
,

形态简单
,

凹斗不 明显
。

垂直接

触带的断裂
、

裂隙
、

岩脉
、

岩枝发育
,

与主体花

岗闪长岩体交叉构成纵剖面上的小 凹斗
。

此

段赋存有个数较多的小扁豆状
、

囊状
、

团块

状
、

平缓似层状
、

似脉状
、

串珠状
、

矿结状
、

楔状等不规则形态的矿体
。

矿体规模小
,

分

布零散 , 矿化不集中
,

品位较差
。

虽矿体个

数 亏本区总数 的近
,

但矿 员只 占
。

东
、

西两段 处 于六体 凹 部
,

接触而陡倾
,

浅部岩休 与角
一

页岩接触
,

角页六 力中段向该

股尔
、

西两侧斜下 方侧伏 早拱形 ,戈“ 八 ”
‘

补形
,

矿体位于角页岩之下
,

司样向两侧侧伏延伸

图
一

厂
。

几个土 要矿休均产 此 二 , 部
,

矿

体受东西向构造和“ 岩坝 ”控制
,

往往生
一

尸‘岩

坝 ” 附近或两“ 岩坝 ”所组 成的接触 凹 斗 , , 。

矿体为不规则的适镜伏
、

扁豆状
、

囊状
、

倾

、、、 、‘ 、、、、、、、、、、、、、、、 、、、、、

军言言言
一

‘ 米
··

图 矿体与 “ 岩坝 ” 上 及角页岩 下 的关系

土 图为平 面图
, 下 图为纵剖 版图

一角页 宕界线 , 一矿体及其编号 , 一
“
岩坝

‘ ,
及 其编 号 一

“ 岩坝 ” 产 状 ,

一花 岗闪 长岩 , 一 米标高花岗闪 长岩侵入接触线

角陡
。

矿化较集中
,

品位较富
。

此两段矿体

个数 占本区的
,

而矿量却占近
。

三 、

控制矿床生成 的 因素

及矿床赋存规律

一 岩浆岩

花岗闪长杂岩体是本区矿床成矿
、

运矿

的母岩
,

晚期侵入的花 岗闪长岩体与铜矿关

系更 为密切
,

主要矿体均赋存于它的接触带
。

闻广等人对岩浆岩成矿
一

专属性的研究结果认

为 岩浆的酸度控制 了所含主要金属的种类
。

即一定矿种的金属矿床与钙碱系列岩浆岩的

酸度 育一定关系
。

各矿利, 都有其对酸度的一

定富集地段
。

本区 值为 左右的花岗闪

长岩体反映了对铜万
‘

不
, ,

的 少属性
,

与闻 “ 等

的研究结果相符合
。

岩浆演化 免明的花 劝闪

长岩体中造矿元素铜 不仪 含爪较 万
,

’’ 分

布极不均匀
。

一般 内相花岗岩中洞 含以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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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相花 岗闪长岩中含量低
。

岩体与缝石 白云

岩相接触
、

其边部并赋存育工业矿体的南部

外相花岗闪长岩中含铜最低
,

为中部内相花

岗岩中的
,

而与二长岩
、

砂页岩
、

凝 灰

页岩相接触的北部外相中铜含量却比中部内

相高 倍
,

这说明了花岗闪长岩体 中 铜元

素的强烈分异和向外迁移作用
,

外部条件适

者
,

铜元素析出于岩体之外
,

外部条件不适

者
,

则向外析出受到限制
,

使边部岩体内铜

含量增高
。

矿化强烈
,

赋 育工业矿体的西南

接触带附近花岗闪长岩体内铜含 量 显 著 变

低
,

使岩浆期后产物中具有铜的高含量
,

这

是形成此期后铜矿床的物质基础
。

成矿专属

岩体边部造矿元素的显著降低
,

是形成期后

矿床的地球化学特征
。

岩接触有利构造部位交代沉淀成矿
。

本区多

数矿体位于角页岩之下就是证明
。

侏罗系灰

质砾岩夹层厚度小
,

产状平缓
,

构 造 不 发

育
,

只形成分散小矿体
。

三 构造条件

二 围岩条件

岩体周围有震旦系和侏罗系地层
,

而矿

床主要产于雾迷山阶隧岩白云岩与花岗闪长

岩体的接触部及层间裂隙中
,

灰质砾岩中也

有零散小矿体
,

其他围岩则矿化微弱或无矿

化
。

显然
,

不同围岩中矿化发育的差异
,

乃

是矿液 选择 性交 代的 结果
。

白云岩质地较

纯
,

其表生矿物组合对热力作用有极高的敏

感性
,

化学性质活泼
,

受岩浆作用极易发生

重结晶
,

重组合和交代变质
,

岩浆期后易为

热液交代沉淀
。

缝石结核和条带的发育构成

其内部物性差异
,

在构造应力作用下产生破

裂
,

即为缝石白云岩易成矿的物理因素
。

白

云岩与其 上微 角度 不整 合的侏罗系泥质岩

石接触面
,

系构造较弱部位
,

受应力作用产

生破碎
,

为矿液上升交代沉淀的有利构造
。

侏罗系泥质岩石主要为化学惰性的硅
、

铝质

组成
,

渗透性又差
,

矿液不易流通
、

交代沉

淀
。

厚大角页岩层与岩体的接触带没有矿体

生成
。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

当它处于白云

岩之上时
,

却对矿液起了屏蔽作用
,

阻止了

矿液逸散
,

使矿液在其下 白云岩与花岗闪长

东西向挤压构造及其伴生的横张
、

斜剪

断裂不仅控制了岩体
、

岩脉的生成
,

而且控

制了南部接触带的形态特征和矿体的斌存
。

本矿区接触面形态呈 凹形
,

中部岩体向围岩

凸出
,

两侧向 内凹进
,

正反映了成岩前中部

围岩构造的发育
。

当岩浆侵入前锋抵此构造

软弱部位
,

强有力的机械作用和化学同化
,

将角页岩吞蚀
,

与白云岩直接接触
,

呈向外

凸出
、

两侧相对向内凹进的波状形态
。

大型矿体与 “ 岩坝 ” 在空间 上 密 切 相

关
,

系受同样构造控制的结果
。 “ 岩坝 , 和

矿体平面上呈斜列分布
,

纵剖面上由中部向

东
、

西两侧斜下方侧伏延伸
。

其原因是 中

部岩体向围岩凸出
,

东
、

西两侧接触面与围

岩中构造 如轴向断裂
、

地层间微角度不整

合
、

层间破碎
、

褶曲等 呈斜交关系
,

其交

接线在平面上表现为斜列式
,

纵剖面上随深

度加大
,

由凸部向两侧斜下方侧伏
,

呈似拱

形或 “ 八 ,, 字形态
。

当岩浆及期后矿液沿接

触部上升
,

遇交 接 线 软 弱 部 位 便 有 “ 岩

坝 ” 、

岩枝伸出以及金属矿物的交代沉淀
。

由于接触面倾角较背斜倒转翼缓
,

使角页岩

由凸部向两侧厚度渐增
,

延深渐大
,

并呈换

形向下尖灭消失
。

各段矿体的规模
、

形态
、

矿化特征皆可从此得以解释
。

只有接触面与成矿前构造复合时 即构

成构造一接触带
,

才形成较大的矽卡岩体

与矿体
。

本区矿体赋存的有利构造部位是

雾迷山阶隧石 白云岩与侏罗系角页岩

间不整合面同接触面的复合处 图
,

矿

体规模大
。

矿体产于角页岩之下的岩体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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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岩构造一接触带中
。

这种构造部位
,

不仅

有矿液上升的通道
,

而且有阻挡矿液散失的

屏蔽层 角页岩
,

导矿
、

容矿构造和封闭

条件良好
。

接触带由缓变陡处
,

为本区矿体产出

部位的特点
。

当然
,

这与成矿前构造性质有

纵向破裂面与横向破裂面交会处有小

囊状
、

瘤状
、

结状矿体 产 出
,

如 中部小矿

体
。

大矿体与 “ 岩坝 ” 空间密切相关
,

往

往生于 “ 岩坝 , 附近或两 “ 岩坝 ” 之间构成

的凹斗 中 图 上
,

图
。

围岩三面或多

面为岩体包围
,

封闭良好 , 接触交代面大
,

接触线急剧弯曲
,

在岩浆侵入上升
、

冷凝收

缩和成岩后 成矿时或成矿前 地应力作用

图 矿体与构造
、

岩层的关系

一砂页岩 , 忍一砾岩 , 一石英斑岩 , 一片

麻 状石英斑岩 , 一角页岩 , 一越石 白云岩
、

白云 大理岩 , 一花岗闪长岩 , 一花岗斑岩脉 ,

一矿体 , 一地层 间微角度不整合面 为层 间

滑 动所承袭 , 一构造破碎带

关 当接触围岩为背斜倒转其
,

地层向南陡

倾
,

岩层受挤压产生褶曲后便有层 间滑动派

生
,

核部相对翼部下滑
,

使陡部引张裂开
,

缓部受压紧闭 , 或 当岩体侵人后
,

因冷缩沿

接触处产生空隙
,

围岩因重力下滑
,

同样使

陡部张裂
,

缓部紧闭
。

坑 内多见缓倾接触面

光滑平整
、

断层倾向擦痕发育
,

陡部发育厚

大矿体
,

矿石呈角砾斑杂构造
,

且围岩角砾

为杂乱梭角状
。

矿体产于压性断裂面下部
,

与白云岩

已变为大理岩 界线截然分明
,

以挤压泥

质物 起盖层作用 相隔
。

产于接触带附近层间节理
、

裂隙中的

矿体
,

呈小的似层状
、

似脉状
、

条带状
。

图 矿体生
一 “ 岩坝 ” 附近或两

“ 岩坝 ” 所构成的凹 斗中

一斑石 白云岩
、

白云 大理岩 , 一花

岗闪长岩 , 一角页岩 , 一矽卡岩 ,

一矿体 , 一钻孔 , 一穿 脉坑道

下
,

凹斗部围岩受到多次
、

多方向的挤压
、

引张
、

扭剪作用
,

产生性质复杂
,

方向多变

的构造形迹
,

为矿液交代
、

沉 淀 的 优 越条

件
。

横向岩枝
、

早期岩脉与岩体交会构成

纵向小凹斗
,

控制小矿体的生成
,

如中部矿

体属 于此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