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叹公公朵朵众朵爪八八爪之分邵“砚峨峨心魂心“ 嗯‘‘斌倪《‘‘‘端“

一
““““““““““《““以“““众““兴““““ 《《“翻翻“妞“

山 西 某 变 质 宕 铜 矿 的 岩 石 特 征

及 其 与 成 矿 的 关 系

桂林冶金地质研究所变质岩铜矿专题组

甘世望里狠戈吊子沂吸娜来落否货里犯吕名否脚姗

翻侧川目曰臼知加 , , , , ”泊 , , , , , , ”” , 知李 〕 , 》 , 》》 》〕二详 , 》 , 〕分二 》 〕 劝 〕

山西某变质岩铜矿床是我国的重要铜矿

区之一
。

历来认为矿体赋存于硅化黑云母化

大理岩中
, 同时认为该矿床成因为岩浆期后

的中温热液型细脉浸染矿床 , 近年来多认为

是沉积热液或沉积变质矿床
。

本文根据对含矿岩石的特征
、

变质作用

及其与成矿的关系
、

硫同位素分析
、

钾氢法

同位素年龄测定和某些微量元素含 量 的 研

究
,

提出火山一沉积
一

变质成因的看法
,

供有

关同志参考
。

一
、

蓖子沟组的碧石 特征

蓖子沟组属元古界中条群
。

过去对该矿

区地层岩性特征的 认识列 如丧
。

根据我们的研究
,

组成蓖子沟 包括

余家山组底部和余元下组顶部 丫奋石的丛本

成分为 ①石英
,

②钾云母 一绿泥石
,

③白云

石一
方解石

,

④钠
一
更长石

,

⑤炭质
。

墓木成

分的含量及不同程度的变质与蚀变作用的迭

加
,

构成了该岩组名目繁杂的变质岩
。

以岩

卫 些一 地 层 名 称 厚 度 米

安 山 岩

担山石石英岩组

吴家坪石英岩组

温峪片岩组

余家山大理岩组

、

‘

下震旦系

元

、

‘

古
鲍子沟片岩组 ‘

余元下大理岩组 ‘

衰

岩 性 特 征

安山岩夹凝灰岩
、

凝灰质砂岩
、

紫色页岩

部底砾岩
,

中部石英岩
,

上部砾岩
、

石英岩
、

硅质板
岩互层

石英岩

以钙质云母片岩
、

石榴云 母片岩为主

上部灰色薄层不纯大理岩 夹黑色板岩二层
十

「部质
纯灰白一 白色中厚层白云质大理岩

上部黑色片岩夹大理岩
、

钙质云母片脚

下部以绿泥绢云母片岩
、

石榴云母 ,执
,

户为主 夹薄层
大理岩

、

钙质云母片岩

上部薄层
、

中厚层不纯大理岩

下部灰一灰白色厚层白云质大理岩

界
龙峪板 片 岩组 护、曰

上部钙质云母片岩夹薄层大理岩

下部钙质云母片岩
、

黑色板岩夹薄层石英岩

界牌梁石英岩组

横岭关片岩组

平头岭石英岩组

水 杂 岩

内目 上段长石质石英岩 下段变质研岩

、
石榴云母片岩

、 一

卜宇石云母少
变质火山岩

绛县群

、 底部变质研岩 上部石英岩

混合岩化副片麻岩
﹄

束
⋯

、、,

太古界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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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的矿物成分
、

结构构造特征
,

大致可归

并为如下几个岩类
。

变质的中酸性火山碎屑岩类 可分为

三个亚类
。

变质 层 火 山 角砾岩 照片

角砾由变质角斑凝灰岩及少量变质角斑熔岩

组成
,

呈次棱角状
,

角砾大小悬殊

毫米
,

无分选性
, 含量约为

。

胶

结物为方解石
、

钠长石和石英
。

以见于桐木

沟坑下的最为特征
。

变质 角斑凝灰岩 照片 呈灰

白色
、

肉红色或两者相间的杂色
,

由钠长石

粒度 毫米左右
,

局部为钠一更长石 和

少量石英组成
,

具霏细结构或显微粒状变晶

镶嵌结构
。

岩石中普遍发育有金红石
、

镁电

气石和磷灰石微粒 毫米
,

并以金

红石更常见 , 三者常成定向排列
,

使岩石具

平行皱纹构造 照片
。

由子金红石的分

布使岩石呈肉红色
。

主矿物钠长石与副矿物

金红石在凝灰岩岩层的中心部位颗粒细小
,

而顶底边缘部位粒度较大 可达 毫米
。

岩石中广泛发育有石英一钠长石细 网 脉及小

团斑
,

并见有不定量的白云石和少量云母类

矿物
。

九个样品的碱金属测定
,

含量
,

平均 含量
,

平均
。

根据一个岩石全分

析 表 数据计算的尼格里数值特征
,

应

属于火成岩类
,

查瓦里茨基数值特征显示为

富钠质岩石
。

这种岩石广泛见于南和沟
、

小东沟
、

桐

木沟和蓖子沟一带
,

常呈层状
、

似层状
,

多

层次产出
,

并与上下盘岩层整合
。

这种岩石

常赋存铜矿体
,

以南和沟为代表
。

变质 角五 层凝灰岩 岩石的矿物

成分
、

结构与变质角斑凝灰岩相似
,

但 白云

石或绢云母含量较多
,

结晶粒度

较粗 毫米左右
。

有时钠长石

与白云石
、

绢云母略呈平行排到 照片
。

与第二亚类岩石 肉眼不易分辨
,

并常分布于

其边部或成小薄层夹于其他岩类之中
。

大理岩类 以白云石大理岩为主
。

余

家山组底部之 白云石大理岩质较纯
,

常为矿

休上盘
。

蓖子沟组之白云石大理岩含硅质较

高
,

可达 , 并含有钾云母
。

沟地

区的含矿岩石中有一部分为硅质白云石大理

岩
。

云母片岩类 主 要 由 绢云母
、

黑云

母
、

绿泥石等片状矿物分别组成绢 云 母 片

岩
、

黑云母片岩及绿泥石片岩 , 以前两种常
见

。

粒状矿物主要为石英
,

偶见斜长石或徽

斜长石
。

后期蚀变不强烈
,

常为矿体围岩
。

石英片岩类 与第 类相反
,

粒状矿

物多于片状矿物
。

见有绢云石英片岩
、

黑云

石英片岩和绿泥石 英 片 岩 后者极少见

〔岩石中含有碳酸盐类矿物 一 者

为钙质云母石英片岩
,

较深变质时出现钙铝

榴石 〕
。

受 “ 黑 金 云 母 化 蚀变 ” 较强

烈
。

本类岩石一般为矿体围岩
,

但靠近矿体

或作为矿体夹层时
,

其本身常含矿而为矿体

的一部分
。

炭质片岩类 可分为黑色片岩与含炭

片岩两个亚类
。

黑色片岩
,

岩石呈黑色
,

绢

云母含量大于石英
。

沿岩石片理常见铁的硫

化物分布
。

含炭片岩中石英含量大 于 绢 云

母
,

岩石呈灰黑色
,

较坚硬 靠近矿体的含

炭片岩有时为含矿岩石
。

凝灰质白云石大理岩类 为凝灰岩与

白云石大理岩的过渡性岩类
,

白云石含量

一
,

钠长石
,

石英
。

钠长石与白云石互相参杂 照片
,

或组

衰

些些
·

一
洲

竺吧
已一

入丁

,

些生堆全 计

多

⋯

盯一一巧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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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微层 照片
,

偶见钠长石火 山 晶 屑

照片
。

二个样品的碱金属测定

含 量 为 一上 ,

平均
,

,

平均
。

本类岩石广泛

分布于南和沟
、

花子沟
、

桐木沟三个矿 区
,

大都为含矿岩石
。

凝灰质片岩类 照片 为云母片

岩
、

石英片岩类与凝灰岩类之间的过渡性岩

石 , 以含不定量的钠 长石为特征
。

两个样品

的碱金属测定 为 和
,

为 和
。

本类岩石较多见于桐木沟

坑下
, 一般不含矿

。

炭质长英片岩类 为含钾长石变晶较

多的炭质片岩
,

分布不广
,

在蓖子沟坑下构成

矿体围岩
。

石英岩类 由石英变晶组成
,

并含一

定量的钠长石
,

呈粒状变晶镶嵌结构
。

见于

胡家峪
、

桐木沟和老宝滩等地
。

除上述之外
,

区内还见有黑云母方柱石

岩类
、

斜长角闪岩类及辉绿岩类等非沉积变

质岩
。

黑云母方柱石岩类 主要造 岩 矿物

为黑云母及方柱石
,

并含有少量镁电气石
、

沸石等
。

不 同地段前两种矿物的含量亦不一

样
。

以方柱石为主者称黑云母方柱石岩 以

黑云母为主者称方柱石黑云母片岩
。

岩石化

学全分析表明含碱金属较高
,

尼 氏数值特征

落在火成岩区
,

查氏数值特征近似基性火山

岩 表
。

呈似层状产出
,

与地层整合
,

坑下可见混染围岩的现象
。

见于蓖子沟矿区
,

在空间上与主矿体关系较密切
。

料长 角闪 岩类 由 普 通 角 闪 石

夕 和钠一更长石 约 组成
,

并

含少量黑云母和钦铁矿
。

因硅化作用常见石

英交代钠砂更长石
。

岩石含
。

呈

层状夹于余元
一

大理岩组之薄层泥质大理岩

中
,

见于小东沟
,

可能是中块性钠质火山岩

或与其同源的超浅成 宕床 墙 变 质 的 产

物
。

辉绿岩类 由拉一培 长石 约

普通辉石和易变辉石 约 组成
,

具辉

绿结构或有变斑晶的交织结构
。

岩石受绢云

母化
、

蛇纹石化蚀变强烈
。

见于蓖子沟和

木沟坑下
,

常穿插岩层
,

为较晚期之脉岩
。

过去野外称为 “ 闪长岩脉 ” 。

在这次工作中
,

通过岩矿鉴定和化学分

析
,

我们把过去称为 “ 硅化大理岩
” 、 “

细硅

质岩 ”
或

“

钠长石石英蚀变岩
”
的

、

以 南和沟

矿 区为代表的岩类
,

定名为变质角 斑 凝 灰

岩
。

这种命名除根据岩石的矿物成份
、

结构

构造外
,

还基于下述考虑

该区地层为一较完整的地槽沉积

建造
。

在地槽下沉阶段早期和回返末期均有

大量火山岩喷发
。

蓖子沟组处于地槽回返前

不久
,

存在着火山喷发的可能性
,

特别是较

酸性的火山喷发
。

变质角斑凝灰岩呈较稳定的薄层

状产出 ,

与沉积变质岩互层
,

具有沉积的特

征
。

岩石富含钠长石
,

化学成分富钠

贪钾
,

表现出钠质熔六或钠质凝灰 岩 的 特

征
。

二
、

笼子沟组岩石 的含 矿 性

及其对成矿的控制

根据区域地质 资料和对蓖子沟组惯 用的

岩石分类
,

蓖子沟组大致 可分为 硅

化黑云母化大理岩 黑色片岩 ,

不纯大理岩 钙质 云母片岩

表
﹄竹一︸﹄困︵︸一侧护︸﹂一﹄︸‘、一任一自备‘一目卜卜一一了一工二一一一﹄“﹃, ,一一一︸︸盆一九﹂一︸︸、一盯一刀一︸︸勺八一一卜曰一几︸户、一口二一一﹄一,一一︸沪﹄一甘︸

、

︸一吕﹃护、一一一︸︸一甘︸一︸‘﹄一,曰一人一﹄二一咬甘一曰日︸︸︸一︶卜一上工︸乌比︼卜一﹂甲、︸内︸
‘‘一

竺工竺 ⋯哑坠一

巨 , 燮尸牛竺⋯
一

毛生

·

,
· · ·

产产 ,

丈丈 倪 ,, 月 民
‘‘ ,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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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遥或萝一 宣 类类 变质角斑凝灰岩
、

变质角斑层凝灰岩类类 凝灰质白云石大理岩类类

矿矿 区 一 一 一二 二

南南 和 沟沟沟沟沟

桐桐 木 沟沟沟沟沟

饱饱 子 沟沟沟沟沟 舀

—
主要含矿岩石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次要含矿岩石

大理岩
。

现将本文的岩石分类
、

过去惯用的

分类与矿化的关系分叙如下
。

南和沟矿区 “
硅化黑云母化大理岩

”

是本矿区的含矿岩石
。

经研究
,

其主要岩性

为变质角斑凝灰岩和变质角斑层凝灰岩
,

并

夹有少量片岩及大理岩
。

上述凝灰岩类既是
“ 硅化黑云母化大理岩 ” 的主体

,

也是主要

含矿岩石
。

本矿区 号和 号主矿体即产于

其中
,

而矿体不连续处出现非凝灰岩类
,

本

层中之大理岩均不含矿
。

本矿区之 “ 黑色片

岩 ” 相当于本文分类的炭质片岩类
,

并以黑

色片岩为主
。 “ 钙质云母片岩 ” 相当于云母

片岩类与石英片岩类 , “ 大理岩 ” 相当于大

理岩类
。

这些岩类告为矿体的围岩或夹石
。

桐木沟矿区 “ 硅化黑云 母 化 大理

岩 ”
同样是本矿区的含矿岩石

。

经研究
,

该

层由变质的中酸性火山碎屑岩类及凝灰质白

云石大理岩类组成
,

并以后者为主
,

含少量

凝灰质片岩类
。

而 “ 黑色片岩 ” 和 “ 钙质云

母片岩 ” 分别相当于本分类的炭质片岩类及

云母片岩类
、

石英片岩类
,

唯 “钙质云母片

岩 ” 中含凝灰质片岩类较多
,

这些岩类不含

矿
。

蓖子沟矿区 本矿区的 “ 硅化黑云母

化大理岩 ” 包括大理岩类和凝灰质白云石大

理岩类
,

并含有变质的中酸性火山 碎 屑 岩

类
、

云母片岩类和石英片岩类
。

以 号矿体

为例
,

矿体中心的含矿岩石主要为变质的中

酸性火山碎屑岩类及凝灰质白云石 大 理 岩

类 , 而矿体边部由大理岩类
、

云母片岩类及

石英片岩类组成
。

本矿区的 “ 黑色片岩 ” 主要相当于炭质

片岩
,

并见有炭质长英片岩类
。

前 者 靠 近

“ 硅化黑云母化大理岩 ” 的部分有时含矿
,

而后者基本为非矿岩石
。 “不纯大理岩 ” 相

当于石英片岩类
、

大理岩类和凝灰 质 片 岩

类
,

均不含矿
。

过去称之为 “ 硅化黑云母化大理岩 ” 的

几个主要岩类
,

在不同矿区与铜矿的关系
,

列于表
。

蓖子沟组岩石的含矿性除受凝灰质岩类

的分布控制外
,

亦受围岩沉积条件的影响
,

主要表现为 含矿层的顶底板
,

尤其

是底板常为炭质片岩类 , 幻 铜矿体常产
于含矿层的中下部

,

且靠近炭质片岩时矿石

质量好
,

反之则差或无矿 , 炭质片岩
本身一般不含矿

,

而当构造部位有利
、

片岩

中云母含量较少以及炭质片岩靠近主矿体时

也可含矿 “ 硅化黑云母化大理岩 ”

层与 “钙质云母片岩 ” 、

不纯大理岩 ” 层

交替处
,

铜矿化不发育 , 炭质片岩为

含矿层顶板时
,

一般铜矿化弱或矿 化 层 较

薄
。

上述现象表明 ,

铜矿化常伴随炭质片岩

而出现
。

炭质片岩的出现标志着在一个比较

动荡的沉积环境中有相对稳定的还原环境
,

有利铜质的聚集
。

三
、

笼子沟组署石 的变质 作

用
、 “

蚀变
”

及其与矿 化 的关系

变质作用及其与矿化的关系 蓖子沟

组的原岩为一套碎屑一粘土 , 碳酸盐类的沉积

岩
,

并夹有多层火山凝灰物质
。

这些物质在

区域变质作用下
,

分别形成了片岩
、

白云石

大理岩及变质凝灰岩
。

火山凝灰物质结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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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长石
、

金红石和电气石等矿物
,

并与沉积

变质岩类互成条带微层或互相参杂
。

区域变

质作用与成矿无直接关系
,

而其派生作用如
“ 蚀变 ” 及 “ 变质脉 ” 则对矿化富集有重要

影响
。

“ 蚀变 ” 与矿化 的 关 系 下述 “ 蚀

变 ”
本质上是区域变质作用的产物

,

过去惯

称为 “ 蚀变 ” ,

为方便起见
,

现仍沿用这一

名词
。

“ 硅化 ” 表现为片岩和白云大理

岩中的硅质重结晶
、

粒度增大
、

并出现石英

扁豆体和石英细脉 , 凝灰岩类 中产生 石英

钠长石网脉和小团包
。

这些石英脉团主要是

岩石中原有的硅质受区域变质作用形成的
。

在含矿岩类 凝灰岩
、

层凝灰岩
、

凝灰质白

云石大理岩 中
,

铜
、

铁硫化物的出现常与
“硅化 ” 现象相伴随

。

在非含矿岩类 各种

片岩类 中
,

与 “硅化 ” 伴随的主要是铁的

硫化物
。

可见 “硅化 ” 与矿化有否联系主要

取决于岩石条件
,

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依存

关系
。

然而
,

非含矿 岩 类 中
“
硅化 ” 的发

育
,

对相邻的含矿岩类中可能存在着矿化
,

也许是一个有利的指示标志
。

“ 黑 金 云毋化 ” 这种黑云母镜

下常呈浅褐一黄褐色
,

吸收性弱
,

光性近于金

云母
。

它在几个岩类中的发育情况及其与铜

矿化的关系见表
。

凝灰质岩石中
,

铜和铁的硫化 物 均 发

育
, 近矿片岩中则偏重发育铁硫化物

,

远矿

片岩中
,

铜
、

铁硫化物均不发育
。

结合表

可知
,

这可能说明
,

铜
、

铁硫化物中的一部

分的铁是取自被交代的铁镁矿物中的铁从而

使含铁高的钾云母类转变成贫铁富镁的金云

母
。

因之
,

在铜矿化和 “ 黑 金 云母化 ” 发

育条件均好的层凝灰岩和凝灰质 白云石大理

岩中
,

两者表现有一定的联系
。

镜下并见有

硫化物交代黑 金 云母的现象 照片
。

而在发育条件不一致的岩类 变质角斑凝灰

岩和近矿片岩 中
,

两者便不具相关关系
,

这说明铜质和 “ 蚀变 ” 物质并非来自地下某

一侵入岩体
,

它们的发育随所在岩石的含矿

性和 “蚀变 ” 基础等具体条件而变化
。

曾经

有人指出 “ 黑 金 云母化 ”
常发育在矿

体上部及上盘围岩或含矿层倾斜方向上
,

距

矿体可达 米以上
。

离矿体较远的黑云母
,

显微 镜下 呈绿一黑褐色
,

吸收性强
,

并常呈

定向排列
,

与黑 金 云 母易区别
。

这种特

点
,

使 “ 黑 金 云母化 ” 成为一个值得注

意的找矿标志
。

“ 碳酸盆化 ” 主要是 “ 白 云 石

化 ” ,

表现为在大理岩类中的白云 石 重 结

晶
、

合并加大
,

造成 白 云 石 夹石英 脉
团

。

在片岩中白云石往往呈条带集中
,

应属

原岩中的沉积白云石微层
。

在变质的凝灰岩

中
,

白云石也常表现定向排列
,

可能是与凝

灰质一起沉淀的少量碳酸盐类沉积物
。

这些

都表明 “ 白云石化 ” 仅仅是原岩物质在变质
过程中产生的结果

,

它与矿化没有必定的相

关关系
。

在有利 构造 部位
,

一些石英一 白云

石变质脉可在距含矿层上盘稍远处生成
,

形

成富铜矿脉
。

“钠 长石 化 ” 仅限在凝灰质岩

类中发育
,

在变质凝灰岩中形成 白云石
一石英一钠长石网脉

,

实际上是一种取材于凝

灰物质的变质脉
。

由于凝灰质岩类常构成铜

矿体
,

似乎矿化与 “ 钠长石化 ” 关系密切
,

但因为这种现象只局限在矿体或靠近矿体的

围岩中
,

分布不广
,

故作为找矿标志的意义

裹

岩 类
鱼丝二笠五二二二二全

铜矿化发育条件

变质角斑凝灰我
变质角斑层凝灰岩
凝灰质白云石大理岩

近 矿 片 岩

发育条件 一抒一 一

⋯一卫 一卜一二 一
一一一乞

一 一 ⋯一
一

抒 一一兰

远 矿 片 岩

差

、云母化
”

关系 矿化强
,

蚀变强 矿化弱
,

蚀变强 矿化弱
,

蚀变强 矿化弱
,

蚀变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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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
。

上述四种主要的 “ 蚀变 ” ,

正好与蓖子

沟组岩石中的四种毖本物质成分相对应
,

剩

下一种不活泼的元素炭质
,

这 也 说 明 “ 蚀

变 ” 物质既不是来自某个岩浆源
,

也不是热

液蚀变
。

四
、

几种测试数据的地质分析

硫同位寮数据的地质分析 对 沟

和 沟矿 区的硫化矿体共做了 个硫 同 位

素分析
,

测定结果其 “ “ 毛比值 为
, 乙 “ ‘ 为 一 偏

。

这些数

据表明与乙 “ ‘呈大负值的沉积铜 矿 的 硫同

位素特征完全不 同
。

本矿与国内外较著名的砂岩铜矿
、

火山

岩铜矿 黄铁矿型矿床 及矽卡岩铜矿乙 “ ‘

值的变化范围见硫同位素组成分布图
。

由图

可见
,

本区层状铜矿乙 “ ‘

平均为 筋
,

脉状铜矿平均为 筋
。

硫同位数组成分布图表明 本区

层状铜矿硫同位素比值变化幅度较大
,

显示

可能有沉积作用参与成矿过程
。

本区

矿床 各 “

皆为正值
,

显示硫可能来自内 生

作用
,

结合矿床地质特征分析
,

这种内生的

硫
,

极大 可能来自火山作用
。

该矿 床 乙 “ ‘

值靠近火山岩铜矿
,

与加拿大新勃伦瑞克火

山变质型多金属矿床的硫同位素比值相似
。

本区矿床的方柱石岩中硫同位素比值

大 姚 了

—
苏 联 哲 兹卡 亚 甘

—
苏 联 乌 饮

—
侧 比 亚 罗 安 坦 洛

一 —一‘ 伙况 矽 卜诱 悯 矿 田

本 区 状 相 幼
、 。 一一一

水 匕 少 住 石亡 ‘

洲

本区 阮伏 悯 心 曰 一一

一 泛“旅 “ ‘
·

锄 ‘亡瑞 免

—
· 孔 勺

—气盯‘“ ,

—
界 吸 乌 拉 尔

一布
司鲤

。‘

一韶 ,卜二 一 一 洲

硫 同 位 索 组 成 分 布 图

括号内为分析样品数

可能代表未受外力作用影响的内生状态之比

值
。

由变质作用造成的脉状矿与层状

矿相比
,

其
“ “增加

, 邑 “ 毛正值减小
。

根据以上分析
,

本矿床在形成过程中火

山一沉积作用起了重要作用
。

钾氮法同位紊年龄数据的地 质 分 析

钾氢法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 蓖子沟坑下蓖

子沟组下部矿体中的蚀变金云母年 龄 值 为

百万年
,

南和沟矿区坑下蓖子沟组上部

片岩中之黑云母年龄值为 百万年
,

蓖子

沟矿区地表西部横岭关组上部片岩中之黑云

母年龄值为 百万年
。

考虑到岩石变质的

年龄很老
,

测试方法有一定误差
,

上面三个

数据可认为相差不远
。

同时
,

矿化富集又与
“
黑 金 云母化 ” 关系密切

,

黑 金 云

母的年龄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成矿活动的

年龄值
。

这样
,

成矿活动与变质作用发生的

时间大体相近
,

从而表明铜矿是变质岩形成

之后
、

特别是中条期以后的岩浆侵入活动及

其派生的热液作用成矿的可能性很小
。

黄铁矿中
、

比值的 地 质

分析 一些地质工作者曾经根据综合统计资

料指出 外生成因的黄铁 矿 中 。 比 值

常小于 , 比值常大于
,

而内生

形成的黄铁中 常大 于
, 、

比 值

为
。

然而
,

影响黄铁矿中微量

元素含量的因素较多
。

微量元素在区域地质

环境中的背景值
、

不同世代黄铁矿中含量的

变化等等
,

均可使其超出统计资料所总结的

范围
。

因此
,

黄铁矿 中 的 。 和 比

值的某种倾向性
,

应结合矿床地质情况
,

只

能作为判别矿床成因的辅助资料
。

对
‘

南和沟和蓖子沟两矿区的黄铁矿
,

曾用

化学分析并对照 电子探 针 测 定 比值

个
,

用 电子探针测定 个
,

用化学分析测定

比值 个
。

测定结果表明
,

除个别样品

外
, 。 比值均明显地大于

,

个化学

分析数据平均值达
,

个 化学分析

平均值为
,

显示内生成因的特点
。

测定

结果还表明
,

产于变质的中酸性火山碎屑岩

类中的 比 值平均为
,

产 于 硫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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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 片 说 明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变质层火山角砾岩中的一个角斑溶岩砾石
,

正交 又

原编号 桐木沟 中段主巷

变质角斑凝灰岩
,

基质为钠长石
,

发育有含铜铁硫化物的石英一钠长石细网脉
,

正交

原编 号 一 ,

南和沟 中段 穿脉 号矿体

变质角斑凝灰岩中金红石组成的条纹
,

大颖粒者为白云石
,

单偏光

原编号 一 南和沟 中段 穿脉 号矿体

变质角斑层凝灰岩中的白云石大理岩微层
,

粗粒为白云石
,

两侧为细粒钠长石
,

正 交

原编号 桐木沟 中段 穿脉 号矿体

凝灰质白云石大理岩中钠长石与白云石互相参杂
,

细粒为钠长石
,

粗粒主要为白云石
,

也有少量石

晶及钠长石
,

正交

原编号
,

麓子沟 中段 一 穿脉间沿脉 号矿体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物变质脉中的 比值平均为
,

产于

沉积变岩类中的 比值平均为
。

这些数据显示
,

不论何种岩类中的黄铁矿
,

其物质均来源于火山作用的可能性
。

五
、

矿床成因探讨

赋存有铜矿床的蓖子沟组岩层 至少

在妞轴背斜部分
,

普遍见有与成矿有关的

变质火山碎屑岩和火山碎屑一沉积变质岩
。

大

多数矿体直接产于凝灰岩或凝灰质沉积变质

岩中
,

硫同位素与硫化物中微量元素分析也

都显示成矿物质来源于内生作用
。

铜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产出
,

走向延

长较长
,

在蓖子沟组岩层中铜矿化断续延长

可达数十公里
。

矿体的顶底板
,

特别是底板

常与含炭质很高的岩石伴生
,

部分矿体产于

沉积变质岩中
,

又表现了沉积作用对成矿的

控制作用
。

矿体常产于小褶曲的转折部
、

岩层由

缓变陡以及倒转等部位
。

在区域变 质 作 用

下
,

铜质以变质脉等形式沉淀于层理
、

片理

和小裂隙中
,

而构成细脉浸染状矿石
,

造成

矿化的局部富集
。

本类矿床发育于海底火山喷发的火山

灰与正常沉积物交叉过渡的部位
, 与火山 口

有一定的距离 , 而与火山岩铜矿发育于火山

灰与熔岩物质过渡的部位有明显区别
,

后者

常产于离火山口不远的地方
。

在本地区
,

这

两类铜矿床有否可能孪生
,

值得在找矿工作

中注意
。

位于蓖子沟组铜矿带之西 的 北 峪
“岩体 ” ,

存 在 有 火山熔岩和火山凝灰岩

照片 的线索
,

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

总之
,

本地区变质岩铜矿的成因较为复

杂
。

综合含矿岩石的特征
、

火山碎屑岩的存

在及其与成矿的关系
、

沉积一变质作川
、

硫同

位素分析等因素看来
,

可 以认为火山作用提

供了铜质
,

决定了矿带或矿 田的存在 沉积

作用控制了矿床或矿体的分布 变质作川促

使了铜矿化的富集
。

据此
,

我们提出矿床是

火山一沉积一变质成因的看法
。

基于上述分析
,

对这类矿床的找矿评价
应注意如下几点 在工作区注意发现

火山岩
,

特别是酸性一中酸性钠质火山 碎 屑

岩类 , 注意沉积环境的研究
,

特别是

含炭岩类的分布 注意变质作用
,

特

别是有利构造部位变质脉群的分布及与成矿

活动有关的蚀变范围
。

照片 凝灰质白云石大理岩中火山灰 钠长石 微层
,

金江石细晶组成的条纹表明凝灰质微层受剪力错断
,

并为白云石所愈合
,

硫化物形成于两微层之间
,

正交

原编号
,

桐木沟 中段北沿脉东支岔 号矿体

照片 白云石大理岩中的长石火山岩晶屑
,

正交

原编号
,

柳林地表

照片 凝灰质绢云母片岩中钠长石变晶与绢云母集合体的互层 ,

交

原编号
,

桐木沟 “ 中段 穿脉 号矿体上盘

照片 凝 灰质白云石大理岩中硫化物沿黑 金 云母解理交代
,

原编号 一
,

鹿子沟 中段 穿脉 号矿体

照片 凝灰宕中的火山碎屑结构
,

单偏光

原编号
,

北峪
“

岩体
”

南缘

中间为钠 长石微层
,

两 侧 为 绢 云母
,

正

正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