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尼奥夫带与岩浆矿床的成矿作用

太平洋与亚洲大陆之间的贝尼奥夫带
,

是拧制地槽六浆汀
, ‘ 日成矿 ’

用的纲要性构造

文章阐述了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的发展史
,

以及岩浆矿床与 贝侧奥失

带在区域上的空间关系

由太平洋方面向塑性的大陆壳下层位深

深切入的断裂构造带
,

称为贝尼奥夫带
。

贝

尼奥夫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曾根据太平洋沿岸

深源地震资料确定 了这一构造带的位置
。

在贝尼奥夫带上
,

有一系列异常的地质

和地球物理现象
。

在地球表面
,

贝尼奥夫带
是绵延于大陆边缘上的一条狭长的海槽

。

在

这里
,

现代火山活动十分频繁
,

因而在海槽

和大陆之间出现 了一连串由火山峰构成的岛

弧
。

贝尼奥夫带是一个强烈的地震活动带
。

深源地震震源的定位清晰地反映出贝尼奥夫

带是以 度 平均 度 角向大陆一侧

倾斜的曲面
。

这些震源可分为三组

深度不超过 公里的 深 度 不 超过

公里的 深度可达 公里的
。

同

时
,

贝尼奥夫带也是一个狭窄的重 力 正 异

常
、

磁力正异常和地热带
。

贝尼奥夫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在切入

壳下层位时
,

它的倾角急剧增大
。

由于倾角

图 具厄 奥夫带
、

海槽和岛弧火山带关系示意图

据 翁布格列大

有这样的变化
,

不论沿贝尼奥夫带产生逆掩

断层还是下逆掩断层性的错动
,

它在地慢上

部和地壳中的较缓部位就会开启
,

活动性极

大的深渊物质即由此侵入地表
。

贝尼奥夫带的空间形态 己表 示 在 图

上
。

有许多学者对大陆与太平洋接堆处的地

质构造非常注意
。

在 一甘布尔采夫
、

马

格尼茨基等地球物理研究者和 查瓦里茨

基
、

马拉库舍夫等岩石学者以及 阿尔

甘
、

施里列
、

凯尹
、

中 金格
、

别

洛乌索夫
、

裴伟等构造学者 的著作中对

此都有论述
。

近年来
,

这样的构造 其中最主要的是

贝尼奥夫带 又引起 了矿床成囚和区域成矿

规律研究专家的注意
。

在他们的文章里
,

贝

尼奥夫带被视为可在以往的成矿时代中作为

火成岩和与之伴生的岩浆矿床物质来源通道

的地质构造
。

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

这种断裂构造

有时处于张力作用之下
,

因而使地球深处的

物质容易通过 , 有时则处于挤压作川之下
,

从而使这类物质难以通过
。

在木文中
,

我们将概略地论述一 贝尼

奥夫带在成矿过程中的作用
。

为此
,

作者将

按贝尼奥夫带模型来研究今 日的太平洋南那

沿岸和远至古生代的高加索
、

乌拉尔的成矿

作用
, 以剖视岩浆矿床的形成过程

。

为了把

贝尼奥夫带模型引用到岩浆成矿作用问题上

去
,

我们首先分析一 下 日木的现代成矿作用

和晚第三纪成矿作用
,

亚洲太平洋沿岸新 产仁

代
、

中生代成矿作用
,

高加索新生代
、

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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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盆上了

具尼奥失带与日木黄铁矿型矿床关系示意图 据西胁亲雄

代和古生代成矿作用和乌拉尔古生代成矿作

用
,

然后再把这些材料归纳起来
,

以得出关

于贝尼奥夫带模型与成矿规律关系的结论
。

区域地质概述

日本的晚 第三 纪和现代矿 床
。

在太平洋

西部沿岸
,

贝尼奥夫带在地表的出露位置可

根据岛弧前缘的拗陷带清晰地分辨出来
。

它

在深处的位置则可按照南面的火山带前缘和

地震震源确定
。

西胁亲雄 发现 日本

的矿床与太平洋沿岸岛弧带的这些特殊的地

质条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

这种关系在于

日本中中新统火山岩中著名的 “ 黑矿 ” 型黄

铁矿矿床都分布在贝尼奥夫带以西约 公

里并与现代火山带相平行的狭
一

长地带上
。

在

它们之 下的 公里深处
,

就是贝尼奥

夫带深源地震震源 图
。

由此我们可以

得出以下结论 贝尼奥夫带在地史中 至少

在第三纪 就 已存在
,

并于当时为赋存黄铁

矿型矿床和氧化铁
、

锰矿床的绿色岩系的形

成提供了火山喷滋物质来源
。

在当时和稍后

形成的火山热液金银矿带也平行于黄铁矿型

矿化带
,

并与晚第三纪贝尼奥夫带有着同样

的关系
。

最南面的火山岩型硫化矿床和硫磺

矿都赋存在现代火山岩带内
,

并 与贝尼奥夫

带的现有位置一致
。

西胁亲雄认为
,

这样的状况可能早在古

生代就有过
。

当时形成 了赋存在古生代火山

岩系中的黄铁矿型矿化带
。

把这些观察结果推广于整个太平洋西岸

后
,

西胁设想了岛弧
、

海槽和贝尼奥夫带与

矿床分布规律的相互关系
。

他认为在海洋中

有一系列赋存在玄武质火山岩中的矿带大体

与岛弧带平行
。

在它后侧的大陆边缘
,
是赋

存在花岗类岩浆岩中规模巨 大 的 锡
、

钨矿

带
。

西胁指出
,

太平洋东侧美洲沿岸的科迪

勒拉山系和安底斯矿带也有类似的状况
。

关

于美洲大陆内生矿床分布规律同大陆 —海

洋过渡带基本地质条件的关系
,

在盖依尔德

和西利托埃 的著作中己有

论述
。

太 平 洋 环 带西部中生代和新生代矿 床

汀 左年沙因等人研究太 平 洋 成 矿带

中生代和新生代 的 构 造
、

岩浆活动的工作

成果 了 与上述关于 日本晚第三纪和新

生代成矿带同贝尼奥夫带关系的论点是一致

的
。

几 左年沙因认为
,

切入西伯利亚地

台并逐渐往太平洋方面东移的贝尼奥夫带的

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中生代早 期
,

即侏罗纪一 白

里纪
,

它显然可称为基米里期
。

这时
,

贝尼

奥夫带在地表呈优地槽中的岩浆带 , 它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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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成矿带与太平洋一大陆地质构造关系示意图

一海槽 一贝尼奥夫带深度
、 、

⋯ ⋯分别为
、

。。、

公里 、 一新生代火山与海洋型地壳中平行的火山岩型矿化带
一推测的白坚纪和早第三纪大陆沿岸 一岛弧和大陆之间的海洋

型地壳 一锡
、

钨成矿带 了一同 几,

有第三纪火山活动

地槽中的火山岩和有关的 金 属 矿

带
,

它有特殊的地质构造分带和与

之相联系的岩浆岩及其伴生的岩浆

矿床
。

这样的构造分带 由一个时代到

另一个时代不断重复出现
,

这就保

证了整个成矿势态的持续性
,

使之

不依时代而变迁
。

这些构造分带由

岛弧向大陆方向依次为

优地槽带
,

有玄武质火山岩

和侵入体
,

并伴有前述的火山岩交

代型
、

火山沉积岩型和岩 浆 型 矿

床
。

背槽带
,

有轻微的岩浆活动

迹象和内生成矿作用特征
。

花岗类岩带
,

有花岗质侵入

体和火山岩及其派 生 的 锡
、

钨
、

铅
、

锌
、

铂
、

金等岩浆期后矿床
。

碱性岩侵入休和火山兴带
,

有岩浆期后稀有金属矿床
。

远成热液带
,

有锑
、

砷
、

汞

矿床
。

上述构造分
‘
待和矿床分布规律

见图
。

作者认为
,

在各个地 质 旋 迥

呱憾华八

﹄卫

帕

纽依地区南延至锡霍特山脉
、

台湾和加里曼

丹
。

第二阶段为中生代后期
,

即晚侏 罗 世

早白坚世
,

它相当于阿尔卑斯旋迥
。

这时
,

贝尼奥夫带是优地槽中的火山岩带
,

它已东

移至品仁 安纳得尔地区
、

库页岛
、

北 海 道

和本州
。

第三阶段为晚白坚世一早新生代
。

这时
,

贝尼奥夫带为优地槽中的火山岩带 , 它继续

东移至科里亚克
、

堪察加
、

日本和菲律宾一

带
。

在所有这些玄武质火山岩分布地区都有

着典型的黄铁矿型铁
、

铜
、

锌和氧化铁
、

锰等

火山沉积和火山一交代矿床
。

在同一范围中还

见有铬铁矿和钦磁铁矿等岩浆矿床
。

月

左年沙因发现
,

贝尼奥夫带在地表相当于优

中
, 这些构造分带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的

。

在各个旋迥的初期
,

沿着贝尼奥夫带的

出露部位形成 了玄武质岩石和与它有关的矿

床的优地槽带
。

在它的末期
,

发育 了花 岗类和

碱性岩浆以 及与之 有关的成矿作用
。

几

左年沙因认为
,

向贝尼奥夫书 几盘分又的横

向大断裂是十分重要的地质构造
,

它们控制

着花岗类岩浆和碱性岩浆以 及与之有关的岩

浆期后矿床的分布 如图
。

高加 索的古生 代
、

中生 代和新 生 代 矿

床
。

把贝尼奥夫带模型推广到高加索的岩浆

活动和成矿作川的尝试的依据是这个规模巨

大的褶皱带的人所共知的下述特征 在地质

史中
,

由北向南有规律地产生和消逝 着比较

浅成的玄武质火山岩带和 与之共生的金属矿

床
,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黄铁矿型矿床
。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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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平洋环带西部的岩浆活动和成护作用 据月 左年沙因

岩浆活动前全长

横向
大 断裂

图 花岗质和碱质岩浆以及有关的成矿物质通过横向人断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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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图 由加里东旋迥至阿尔卑斯旋迥成矿火山活功带的位移

按具尼奥夫模型拟绘的示意图

图中数字表示的地名为 一米斯汗
一

赞格祖尔地带 一谢万 一

库尔基斯坦地寸卜 一索姆希托一卜拉巴赫地
带 一阿查尔一

特里阿列特地带 一外高加索 一南坡 一主脉 一前缘脉 卜北坡 卜前高加索

岩带在加里东
、

海西
、

基米里和阿尔卑斯等

几个旋迥的早期依次地发生
、

发展和消亡
。

在这当中
,

每一个旋迥的火山活动 带 沉 寂

后 ,

在它南面又会产生下一旋迥的同类火山

活动带 图
。

北坡和前缘脉的变质火山岩带形成于加

里东旋回
。

北坡的火山活动止于下古生代
,

而在前缘脉中它又重现于海西旋回初期
,

并

造成 了乌鲁普
、

忽得斯等黄铁矿型矿床
。

与

此同时
,

南坡的火山活动带开始形成
,

它们

在前缘脉火山活动沉寂后又在基米里旋回早

期发展起来
。

这时
,

形成 了规模巨大的索姆

希托
一

卡拉巴赫火山活动带
。

阿尔卑斯 旋 回

之前
,

火山活动又继续南移
,

形 成 了谢万

库尔基斯坦岩浆活动带
。

在所有这些地方
,

同样有阿拉维尔答
、

卡番
、

马格涅乌尔等典

型的黄铁矿型矿床
,

其次则有达什凯桑矽卡

岩型磁铁矿床
、

朔尔 日阿铬铁矿床和阿腊马

萨德钦磁铁矿床等岩浆矿床
。

所有这些构造分带中的岩浆都是由壳下

玄武岩浆派生出来的
。

它们的火山岩相主要

有海底扮岩和细碧角斑岩
。

黄铁矿型矿床硫

化物中硫的同位素分析表明
,

它们都一律来

自壳下的岩浆源 格里年柯
, 。

控制着高加索火山岩带的断裂构造的倾

角我们尚未充分掌握
。

但由于这些 深 大 断

裂是高加索境内地慢物质和与之有关的成矿

物质达到地壳上部的通道
,

而且又有现代的

贝尼奥夫带可以 参照
,

所 以我们能够设想
,

它们是向北倾的
,

即首先切入俄罗斯地台
,

然后又通向与之紧接的年青的海西期和阿尔

卑斯地台
。

引人注目的是 每一个旋 回的火

山活动带皆成对出现 , 当北面的地 带 沉 寂

时
,

南面的地带又在下一个旋回活跃起来
,

并同时在更南面产生 另一个分带
,

因而再次

形成一对分带
。

地槽的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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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跃迁式地向南推移
。

越来越扩大的俄

罗斯地台边缘的构造活动
、

岩浆活动和成矿

作用 ,

使完成褶皱作用的年青地台上不断有

内生矿床形成 特瓦尔契利泽
, 。

乌拉 尔古生代矿床
。

出露于乌拉尔的占

生代绿色岩带有 条
,

它们由火山变质岩和

玄武质侵入岩构成 图
。

新近获得的资

料表明
,

这些厚大的层位底部主要是辉绿岩

及其上复的钠长斑岩
,

在它们的上部则是与

岛弧上的岩石相似的安山
一
玄武岩 伊 凡 诺

夫
, 。

在绿色岩带中有着重要的乌拉

尔黄铁矿型铜锌矿床和矽卡岩型磁铁矿床
。

它们的成矿时代从寒武纪直到下石炭世
。

在

这个过程中
,

火山活动中心和与之有关的成

矿作用逐步由西向东移动
。

所以在乌拉尔西

部有志留纪黄铁矿型矿床
,

在其中部有泥盆

纪黄铁矿型矿床
,

而在其东部则有下泥盆世

黄铁矿型矿床
。

可以预计
,

当火山活动和与

之有关的成矿作用按贝尼奥夫模型发育时
,

这种分带开始出现于乌拉尔西部
,

然后依次

向东移动
。

伊凡诺 夫
、

波

罗达耶夫斯卡娅和 克利夫左夫

等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

这些构造分带原有

的倾斜方向还不清楚
。

但由于贝尼奥夫带通

常向与倾向相反的方向移动
,

它们肯定向西

倾斜
,

并向俄罗斯地台切入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乌拉尔上古生代花岗类岩体多分布于最

晚期的贝尼奥夫带上盘是理所当然的
。

与此同时
,

在乌拉尔发现的区域性逆掩

断层却具有与按贝尼奥夫模型做出的上述推

论相反的倾向 伊凡诺夫
, 。

所以 ,

乌拉尔的构造条件还不能认为已彻底弄清
。

迪克逊和 皮 列 依 拉 认

为
,

乌拉尔的火山活动和与之相关的矿床所

处的构造带位于一个构造板块之中
,

后者一

直延续到伊朗境内
。

基本发展过程

图 乌拉尔地槽火山岩带和黄铁护型矿

床分布利意图

一 查拉依尔拗陷 一 巾部乌拉尔隆起 一塔吉
尔一磁山拗陷 万东乌拉隆起 一东乌拉尔 拗 陷 砚

一

卡
米什洛夫一马利隆起 班一塔利茨一哲梯卡林拗陷 祖

一沙德

裕特洛依获克隆起 双一 伙明一库斯坦奈拗陷 一托博

尔斯宽
一 库什木龙隆起 一 隆起

一

拗陷和火山 沉 积 岩
寺 铁犷型矿床

把贝尼奥夫模型推广到岩浆成矿作用理

论中去
,

并不推翻关于褶皱带内岩浆活动和

成矿作用的现有基本概念
。

当然
,

也将使它

得到显著的改观
。

关于褶皱构造带及其成矿

作用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的理论将继续存在

下去
。

第一 阶段
。

它的延续时间最长 , 包括了

地槽发展过程的四分之三
。

在这一阶段中
,

地壳经常处于张力作用之下
,

因而使地球深

部的熔浆及其各种产物能够进入它的上部层

位
。

这时
,

在海洋型地壳 匕沿地台边缘产生

了贝尼奥夫塑深大断裂
。

沿着这些断裂产生

了区域性海底玄武质火山喷发
,

并伴有同一

成分的熔浆侵入
。

这种喷发物的总厚度可达

数公里
。

这也说明
,

充填 了火山岩的线性构

造带有显著的下沉
。

这时
,

产生了一个巨大

的火山岩建造和三个大侵入岩建造
,

并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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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金属矿床
。

这些建造如下

海底火山细碧角斑岩和份岩
,
带有火

山岩交代型和火山沉积型矿床
,

如黄铁矿型

铜
、

锌
、

铅矿床
,

重晶石矿床和氧化铁
、

锰

矿床
。

橄榄岩建造
,

有铬
、

饿
、

铱等岩浆矿

床
。

辉长岩
一
辉岩建造

,

有钦磁铁矿床
,

铂
、

把等岩浆矿床
。

斜长花岗岩一正长岩建造
,

有铁
、

铜矽

卡岩矿床
。

由于有均一的岩浆源
,

世界各地火山岩

成矿带中的岩浆岩和与之有关的金属矿床有

出乎意料的共同性
,

而不取决于地质时代的

差异
。

只是较老的矿床变质程度较深
,

年青

的矿床变质程度较浅而已
。

上述所有含矿建造的岩石既然来自深源

玄武岩浆
,

它们就多半与地鳗物质的直接侵

入有关
。

它 们 在 侵入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程

度的分异
,

并伴有随之而来的岩浆 期 后 碱

质自变质和他变质作用
。

火山喷溢口 附近的

拗陷可能是由于岩浆溢出后出现的沉陷
。

在

第一阶段的后半期
,

这种拗陷可扩 大 到 邻

区
,

特别是贝尼奥夫带的上盘
,

并波及相邻

的地台
。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
,

第一阶段的火

山活动不能包括这个范围
,

在边缘拗陷中只

充填了大量陆屑和溶液沉积物
。

例如
,

还在

地槽发展的早期就 已形成优地槽型 亲玄武

质海洋型 和冒地槽型 亲花岗质大陆型 岩

带
,

这就决定了它在成矿作用中的最终面貌
。

第三 阶段
。

褶皱运动中这一重要而短暂

的时期与第一阶段显著不同
,

但在褶皱 区的

发展过程中却起着同等的决定性作用
。

在这一阶段
,

地质条件和地遭发展过程

有所 回返
。

绿岩岩壳从主要是拉张的状态转

变为主要是挤压的状态
。

相对平稳的侵入
、

喷发和沉积作用后出现剧烈的构造变动
。

这

时 ,

冒地槽和优地槽各自处于不同 的 状 态

中
。

在褶皱运动的背景条件下
,

冒地槽常发

生回返变动
,

使复向斜变为复背斜
。

在优地

槽中
,

一般无这种回返现象
,

构造应力仅造

成大范围的紧密褶曲
、

挤压变动和 逆 掩 断

层
。

在这一阶段
,

优地槽中岩浆活动的各种迹

象已不存在
,

而在冒地槽中则有 卜分话跃的

花岗类岩浆侵入作用
,

产生了钠钾质岩笨
。

大多数赋存在优地槽中的产生 于第一阶

段的岩浆矿床与围岩一起受到区域 变质作用

和构造形变
,

而主要赋存在冒地们花岗类岩

体中的第二阶段岩浆矿床由于刚 产生
,

所

以没有受到强烈变质
。

对于第二阶段整个地质条件回返的原因

还没有十分满意的解释
。

对于在这以前优地

槽玄武岩浆活动变为 冒地槽花岗类 六浆活动

的原因也没有非常充分的说明
。

悠而
,

如果

多数人认为第一阶段的玄武岩浆是地慢熔融

体沿贝尼奥夫带上升的结果
,

那么 花 勺类 兴

浆就很可能源出于再生作用
,

即形成于相 邹

地带 特别是贝尼奥夫带上盘 炽热的碱性

溶液到达的部位
。

岩浆活动的这种位移 丁能

是由于在地槽旋 的第二阶段中贝尼 奥夫带

经常受到挤压作川而呈闭合状态
,

没有必要

的渗透性
, 以致深部的物质 不得不 绕 过 它

们
,

取道 二盘及其 付近的构造裂隙 卜
。

花岗岩化的趋势只是出呢 护第一阶段的

末期
。

这时
,

在火 一 勿后碱性济液 的 作 用

下
,

优地槽火 岩和其他岩石发生 」’ 明显的

碱性交代作川
。

但是
,

由玄武 六井 卜能产生

典型的花岗岩
。

它们只是在以后才形成于胃

地槽中主要为碎屑 粉层的范围内
,

这种岩层

的成分很接近于花岗类岩
。

丫地僧旋回第二

阶段产生的这种钠钾质花 岗岩 子生花岗岩

岩浆 必须 与在第一阶段 山
一

么武针装派生出

来的钠质 花 岗岩严格地区别开来
。

在第一阶

段的斜 长花 间岩带中常有铁铜矽卡岩矿床
。

在第二阶段的花岗类 六 ,川心了代 丧性的矿床

是伟晶岩矿床
、

云英岩矿
‘

床 和高温热液锡钨

矿床
。

与它们共生 的还 ’其池金属的矽卡岩

型和热液矿床
,

它 们的戍 分由于地域和褶皱

带的不 同 沂下司
。

这 一 晚律 与 日卫
一

认识是完

全一致的 冒地槽花 芍者 盗
一

呼生的
,

是 」沉

积岩同化而 来的
,

它们在 闪司的也区有不同

的成分和不同的浓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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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阶段
。

在褶皱区的发展史中
,

这一

阶段的时间和地质作用的性质都较少为人了

解
。

即便如此
,

也还是可以根据一些迹象断

定它的存在
。

这一阶段从褶皱运动主要活动

完成后即开始
,

并延续到下一地质 旋 回 之

前
。

在这以前
,

活动地带的岩石已被揉皱和

压紧
。

构造形变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巨大的断

层
。

其中一开始就起主要作用的不仅有纵断

层
,
而且有横断层

。

它们通过刚完成褶皱运

动的地区
,

越过它的范围通向地台边缘
,

并

使构造运动和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成矿作

用 以相应的形式固定下来
。

整个构造运动的

格局变得复杂起来
,

产生了地垒式的隆起和

迭加的拗陷
。

在这一阶段中
,

形成了以下两

个岩浆岩建造和与之相关的矿床

成分复杂的中深侵入岩建造
,

伴随有

云英岩型
、

矽卡岩型和热液金属矿床
。

主要为安山一二长岩和流纹岩成 分 的

喷出岩 常为地表喷出岩 建造
,

伴有火山

热液矿床
。

与这类岩石建造有关的是大多数

岩浆期后 特别是热液型 有色
、

稀有
、

贵

金属和放射性金属矿床
。

在这以前
,

贝尼奥夫带已不成其为统一

的控制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的地质构造
。

岩

浆活动和成矿作用 己遍及揭露岩浆源的无数

小型构造
。

它 们在不同的高程上揭开 了不同

成分的岩浆源
,

使第三阶段的岩浆岩和矿床

的成分十分多样化
。

区域性分带现 象
。

在活动的地槽的改造

过程中
,

在相对稳定的褶皱区内
,

由于区域

成矿带的控制 ,

使岩浆金属矿床的分布有一

定的规律
。

这一问题过去已经有过详细的论

述 斯米尔诺夫
, 。

在这里
,

十分重

要的是指明产生于地槽发展过程并决定着金

属矿床在区域上的分布规律的以下三个构造

单元 优地槽带或第一阶段 构 造 带 ,

冒地槽带或第二阶段构造带 第三

阶段的控矿断裂构造休系
。

在海洋塑地壳上从地槽期一开始就产生

的
、

具有来自地慢的玄武岩以及 与之有关的

岩浆矿床和 火山期后犷床的优地槽带
,

非常

、

明显地见于世界各地绝大多数褶皱地区
。

基本上产生于大陆掣地壳主要的褶皱幕

中的
、

有再生花岗岩和岩浆期后金属矿床的

冒地槽带的边界虽难于很明确地划定
,

但在

多数褶皱地区仍可在相当程度上肯定它的存

在
。

产生于褶皱运动末期的不同规模和不同

方向的断裂体系不仅见于优地槽
,

而且也见

于冒地槽和相邻地台的边缘
。

这种构造体系

不拘谨于同其他成矿带相间的狭长地带
。

与传统的成矿 规律的关 系
。

按照贝尼奥

夫模型来认识成矿作用过程的上述论述
,

只

不过是吸取了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最新成果
后得出的观念

。

作者并不排斥其他的见解
,

例如关于地槽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的传统理

论
, 以及其他与之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

理论
。

但是
,

上述分析己十分清楚地表明
,

贝尼奥夫模型应用于成矿理论并不违背关于

地槽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的传统观念
,

而只

是使它向前发展
,

把它与地质学和地球物理

学的目前状况统一起来
。

也许在某 些 情 况

下
,

决定着漫长的地槽区岩浆活动和成矿作

用的构造纲要不是贝尼奥夫带
,

而是其他什

么基本构造单元
。

不过这在 目前还 很 难 确

定
,

也无从予以分辨
。

由于贝尼奥夫带是板块构造假说中最关

键的问题
,

所 以很容易给人造成这 样 的 印

象 似乎按贝尼奥夫模型做出的成矿规律分

析
,

是引用 了这一假说
,

并且迸一步巩固了

这种最新出现的关于地球构造的理论
。

为了

防止这样的误解
,

作者须要坦率和断然地指

出
,

关于贝尼奥夫带具有控矿作用的地槽成

矿论并非源出于板块构造假说
,

它尤其不是

这一假说的组成部分
,

也不能为巩固这种地

质学中最新流派的论点提供任何帮助
,

它完

全可以独立于板块说而存在
。

结 论

由太平洋切入亚洲大陆的贝尼奥夫带

可根据深源地震震源
、

重力异常
、

磁 力异常

下转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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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矿技术指标要求
,

磁选铁精矿含铁应

高于
,

铁的回收率应大于
。

因此
,

在进入磁选流程的原生矿石中
,

磁铁矿矿物

含量也应不少于
。

从表 可 以 看 出
,

“磁性率 ” 大于 时
,

赤铁矿含量过高
,

不宜进磁选流程
。

磁性率为 时
,

磁

铁矿含量偏低
,

磁选效果将不能保证
。

只有

在 “磁性率 ” 小于 时
,

才可望达到上述

指标
。

可见
,

表 中的第三方案比较适应选

矿工作的需要
。

在鄂东一些矿区
,

矿石中除了磁铁矿和

赤铁矿外
,

还有一定数量的菱铁矿
。

有的矿

区过去曾按表 中第三方案将含有多量赤铁

矿和菱铁矿的矿石也划为 “ 原生矿 ” 实际

上是混合矿
。

结果
,

这种矿石进入磁选流

程后
,

回收率达不到既定指标 表
。

从

图 中可以看出
,

在 “磁性率 ” 相等时
,

磁

铁矿
、

赤铁矿和菱铁矿的含量之比 可 以 不

同
。

按照选矿指标要求
,

原生矿石中磁铁矿

矿物含量应不少于
,

它 相 当 于图 中
‘
一 系列中的 点

·

和万 一 了 系列中 的 点
以上的区间

。

在
“

磁性

率 ” 为 时
,

既可为原生矿
,

也可

为混合矿
。

而在 “磁性率 ” 小于 时
,

不

可能为原生矿
, 只可能为混合矿或菱铁矿

。

因此
,

在这些矿区
,

为了正确确定 矿 石 类

型
,

必须做出矿物鉴定
,

研究矿石的结构构

造
,

进行物相分析和磁性分析
。

单 纯 根 据
“ 磁性率 ”

来划分矿石类型是不行的
。

在化学分析时
,

如果溶样方法不同
,

同

一矿石 “ ” 的含量也不同
。

含硫高的矿

物 如黄铜矿等 也能使一定数量的三价铁

变为 二 价 铁
,

从而使 “磁性率 ” 偏低
。

所

以 ,

即使在矿石中菱铁矿含量极少时
,
也只

有排除了这些干扰因素之后
,

才能按 “磁性

率 ” 来划分矿石类型
。

矿石中有硫化铁和硅酸铁这些难溶的二

价铁矿物时
,

算出的 “磁性率 ” 也要偏低
。

为了消除它们的影响
,

可按下式计算
“ 磁性

率 ”

磁性率 一 一

式中 “ 可溶铁
” 为全铁 “与难溶铁的

差值
。

州 、 户凡 一、一 ,
,

卜 “ 七
⋯‘ 一 , , ⋯

” , 川告

⋯卜 二 ”户“
⋯卜 ⋯, , 、

·

。 卜⋯
,‘

·

⋯卜 “ 卜
,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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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热场来标定
。

它分布于同深海槽和岛弧

火山带并列的地域之上
,

这是能使地球深部

内生成矿物质升入地球上部层位中的通道
。

贝尼奥夫带是一种纲要性构造
。

正如

在太平洋环带
、

高加索和乌拉尔所 见 的 那

样
,

它控制着古生代
、

中生代和新生代地槽

的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
。

在地槽发展过程的第一阶段
,

沿着海

洋型地壳上的贝尼奥夫带形成 了优地槽
,

发

生 了玄武岩浆活动和与之相关的成矿作用 ,

在第二阶段
,

在大陆型地壳上即贝尼奥夫带

的上盘形成 了冒地槽
,
产生 了花岗岩浆活动

和相应的成矿作用 , 在第三阶段
,

出现 了不

同方向的断裂体系
,

它切穿 了优地槽
、

冒地

槽并扩张到地台区的边缘
。

用贝尼奥夫模型来研究地槽岩浆活动

和成矿作用仅仅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
,

这并

不排斥还可以采用其他方法来从事 这 种 研

究
。

禾江译 自《 二 且 只 江 二

狱 江 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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