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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卡岩铜矿 的矿床和矿体在侵入体周 围通常分布不均匀
,

它们只出现在某些特 定 的 部

位
。

在选定了某一侵入体作为找矿对象之后
,

往往需要迅速推断矿化最大富集地段和矿体可

能存在的部位
。

这对布置找矿工作是有重要意义 的
。

年
,

我组曾专门学习了各有关地质队
、

矿山和科研单位的经验
,

木文 是在 此基

础上进行概括的结果
,

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

请批评指正
。

一
、

矿化最大富集地段与岩桨流动前缘地区的关系

控制矿化最大富集地段 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是有利 的构造
,

一是适 于交代的岩性条件
。

基本的岩性条件是碳酸盐类岩石的存在
。

如果在碳酸盐类岩石之上有不透水或化学性质

不活泼的屏蔽层
,

形成某种封闭构造
,

当然更有利
。

因而
,

在找矿中不仅应注意碳酸盐类岩

石与岩体的接触带
,

还应注意深部存在的隐伏接触带
。

但屏蔽层的作用不可绝对化
。

在许多

矿区
,

围岩是厚大的碳酸盐奖岩石
,

并不存在明显的屏蔽层
,

但也可成矿
。

很可能在厚大的

碳酸盐围岩中
,

随着远离接触带而裂隙发育的程度减弱
,

造成相对封闭的条件 ,

起屏蔽作用
。

构造条件主要是有裂隙相对发育地带的存在
,

否则弱化带就不能形成
,

矿液就不能向该

处运动集中
。

决定裂隙发育的构造因素是复杂而多种的
,

这里准备提出一个从岩休形态和岩

浆流动方向来进行研究的方法
。

从 目前已知矽卡岩铜矿资料看来
,

铜矿床和铜矿体矿化最富集的位置常与浸入体的形态

特点有关
。

一定形态类型的侵入体
,

矿化最大富集的地段常是一定的
,

通常均在岩浆流动的

前缘地区
。

当然
,

在岩浆流动前缘地 区之外
,

也常有局部构造因素和有利围岩而引起局部矿

化富集地段的存在
, 也可有次要矿床或矿体群分布

。

岩浆流动前缘地区与矿化最大富集地段的关系
, 本质上是构造控制的关系

。

因为 ①岩

浆流动前缘地区
,

反映了侵入作用时减压带
一
构造弱化带的位置 , ②岩浆 流动前缘 地区由于

侵入体的侵入
,

围岩承受 了最大的侵入挤压力
,

加强 了上述弱化带 , 这种弱化带必然对后期

矿液的运动与停积产生重大影响
。

根据已多少 了解形态的 个含矿侵入体的统计
,

岩体形态大致有蘑菇状 包括蘑菇顶略

被侵蚀的筒状
、

箱状
、

锥状
、

指叉状一
楔状和层间岩墙状五类

。

现按常见的侵入体形态类型
,

谈谈矿化最大富集地段常在岩浆流动前缘地区的证据
。

与成矿有关的侵入体呈蘑菇状和蘑菇顶略被侵蚀的筒状者达
。

这种侵入体一般水

平断面小 约
,

常为 平方公里
,

下部呈陡倾抖圆筒状或椭圆筒状
,

上部膨大呈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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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封菇形
,

因而只能容许我们设想 岩

体形成时岩浆流动方向主要是垂直

的 如丰山洞
,

图
。

这类侵入体

中有少数作过详细的岩石学研究
,

其中部分具浅成或超浅成岩相
,

部

分在岩体顶部的中心出现大面积边

缘相岩石
,

或是在蘑菇顶出现大量

边缘相岩石
,

向深部则边缘相急剧

减少
。

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
,

目前

呈蘑菇状如岩体侵蚀深度一般都不

大
,

蘑菇顶很可能就是整个侵入体

的顶部
,

亦即岩 浆流动的前端
。

可

以推测
,

蘑菇状形态的出现
,

是在

岩浆上升过程中
,

由于围压降低
,

岩浆自主要通道向旁侧裂隙贯入
,

从而使岩体上部膨大
,

同时停止上

升运动的结果
。

’

上 夕
一 十

因此
,

可以认为已知矿床趋向

于蘑菇状侵入体顶部
, 正是在岩浆

垂直运动的条件下 ,

矿化富集趋向

于流动前缘地区的表现
。

但值得注

意时是
,

由于蘑菇顶本身形成的封

闭构造的存在
,

矿化最大富集地段

通常并不在蘑菇顶的上盘
,

即岩浆

流动的前端
。

矿化的最大富集通常

只在紧接蘑菇顶的筒状部分接触带
。

图 丰山洞岩体地质简图

据冶金地质 队资料
一平面地质简图

一

西剖面示意图 一东剖面示意图 一大理岩
一角砾岩 一花岗闪长斑岩 一矽卡岩

一矿体铁帽 一地表主

岩体界线 一 负一百米主 岩 体界线
一

一倒转向斜轴 卜倒转背斜

轴
一

背斜轴 一断裂

与成矿有关的侵入体呈箱状外形者
,

约占
。

本类侵入体在平面上显著伸长 , 两侧

接触带陡峻
,

横切面上近于箱状外形
。

矿化最大富集地段常位于岩体在水平方向的端部
。

已

知这类岩体出露面积由几到几百平方公里
。

这类侵入体的岩浆流动前缘地区与矿化最大富集地段的一致关系
,

可用下述例子说明
。

阳新侵入体 图 , 出露面积 平方公里
,

呈北西 一
东西向分布

。

岩性以花岗闪长岩

为主
,

石英闪长岩
、

石英闪长斑岩为次
。

确定矿化最大富集地段位于岩浆流动前缘地区的证

据有 ①侵入体在平面上有明显的伸长
,

矿化最好的 山位于其西北端部
。

②流线平缓
,

显

示了发浆有明显的水平运动
。

在岩体中心以西
,

是向西北方运动
。

③在岩体长轴与尽域构造

线显著斜交的西北枝
,

侵入体附近次级褶皱轴向紊乱 ” 在垂直岩浆流向的接触带附近 ,

发育
·

了垂直流向的褶皱 在平行流向的接触带附近
,

褶曲轴 如某倒转向斜轴 向岩续流动前

方偏转
。

总之
,

在侵入体接触带附近围岩明显地显示了水平挤压的痕迹
。

④在岩体西 北端

山地区
,

岩石大面刁只出现似斑状结构
。

西北校北缘岩石的磷 灰石含量随着向
‘

山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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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盯一
数量显著增加

,

说明岩浆

前缘地区挥发组 分 的 集

中
。

⑥岩体中心山顶出现

围岩残留体
,

并见边缘相

岩石
,

指示岩体 侵 蚀 不

深
,

岩体顶面平缓
。

很多箱状侵入体周围

常有重要的不整 合 面 存

在
。

在某些情况下
,

它成

为岩体侵入的顶面
。

可以

设想
,

围岩中构造上的不

连续面的存在 多数是不

整合面
,

也可是某种特殊

的岩石界面
、

断层等
,

是箱状侵入体形成的极重

要因素
。

岩浆沿卞层构造

卜七
,

图 阳新侵入体地质简图
示箱状侵入体形态与矿化最大富集地段的位汽

‘据本所和冶金地质 队资料
一石英闪长岩 一石 英闪长斑岩 一花岗闪长岩

一
背斜 一 卜 斜

一倒转背斜 一倒转向斜
一
岩浆流动 方 向

一
大型铜矿

一
中型铜矿 卜小型铜矿

上升
,

达到构造不连续面之后
,

受上层遏阻
,

大概是产生明显水平运动的原因
,

从而也决定

了岩体的形态和岩浆流动前缘的特殊位置
。

与成矿有关的侵入体呈锥状外形者约占
。

本类浸入体在平 而上亦为圆形 或 椭 圆

形 , 剖面上上小下大
,

但近岩体顶部也经常出现局部超复
,

形成一些成矿条件良好的剖面士

的凹部
。

娜瑞
,

皿犷此种侵入体的形态使我佰推测
,

侵入时岩浆运动的方向是近 于垂直的
,

这种推测也可在

图 滁县某矿床剖面示意图

示指叉状
一

楔状傻入体形态写犷体的分布
一 表土 一灰岩 一闪长份岩

一

完工钻孔

一矽卡者 匀一铜矿体 一推测矿休
一

设计钻孔

某些矿区的实地观察中得到证

明
。

例如
,

龙箱盖侵入体上部

围岩中存在有矿脉充填的
、

倾

向岩体的环状裂隙系
。

马拉格

侵入体南侧存在轴面平行接触

面
、

下部褶皱明显
、

向上近岩

体顶部趋于消失的七间向斜
,

都显示了岩体的隆起和岩体对

围岩的垂向挤压痕迹
。

可以认

为
,

本类侵入体的岩浆流动前

缘地区即侵入体的顶部地区
。

本类侵入体与已知矿床伴

生者地表剥露规模均小
,

一般

小于 平方公里
,

最大为 平方

公里
。

考虑到侵入体的形态
,

说明矿化富集趋向于 岩 体 顶

部
,

即岩笨流动前缘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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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

口口,

夕口
、

口口

动洲朽习乃六

和锥状侵人体形态相似的有似锥状侵

入体
,

约占
。

这类侵入体平面上呈椭圆

或圆形
, 四周向围岩倾斜

。

该类含矿侵入

体地表出露面积一般较大
,

是与锥状侵入

体明显不同之点
。

从钦甲岩体边缘相岩石出露 面 积 极

大
、

中心相极小和铜山岭岩体中心的山顶

出现边缘相岩石等现象看来
,

本类岩体顶

部可能是平坦的
,

出露面积虽大
,

剥蚀深

度却小
,

即矿化富集仍趋向于岩体顶部
。

这类岩体的周 围亦常发育有重要的不整合

面
。

推测这类侵入体的形成
,

是由于不整

合面阻碍了锥状侵入体谁顶的发育
,

使呈

截圆锥状的结果
。

与成矿有关的侵入体呈指 叉 状
一
楔

状外形者约占
。

此类侵入体形态 较 特

殊
,

在平面上向一端收缩
,

向另 一 端 张

开 , 在剖面上向下收缩
,

外貌近似楔状
。

侵入体旁侧并向楔尖方向和向上伸出大量

指状分枝
,

侵入体底部还向下伸出分枝
。

在纵剖面上岩体的底部接触带逐渐向楔状

体的大端方向侧伏 如滁县
,

图
、 。

这

类岩体出露面积一般较 小
,

由小于 平方

公里至几平方公里
。

从岩体的形态和分枝方向
,

可以推定

侵入时岩浆曾有过显著的水平运功
,

楔的
前部是岩浆流动前缘地区

。

矿 化最富集地

段见于侵入体平面伸出大量指状分枝部位

之主岩体接触带及其附近
。

二者显现了某

种一致性
。

与成矿有关的侵入体呈层间岩墙状

者约占
。

此类侵入体在平面上明显伸

长
,

两侧倾角陡峻
,

但很可能向 一 边 倾

斜
,

总的产状大体是顺层的
。

岩体规模变

化大
,

由小于 平方公里至几百平方公里
。

此类岩体在外形上与箱状侵入体极为

类似
。

据地质科学研究院对铁山岩体的观

察
,

有大量近于直立的流线存在
,

因此
,

推测岩体形成时岩浆以垂直运动为主
。

此外

图 滁县某矿床地质平面示意图

示指叉状
一

楔状侵入体形态与矿体分布
据冶金地质 队资料

一第四系
一第三系砂页岩 一灰岩 一闪长纷岩 飞

一矽

卡岩
一铜矿体 一向斜轴

·

一
推侧断层 一 号矿体水

平投影 了一 。号矿体水 平投影 一见矿与 未 见 矿钻 孔
一设计钻孔 老主井 一南风井 一 、

号明天井

岩体均大致沿层间侵入
,

是另一特点
。

这类侵

入体的巳知矿化常见于岩体两侧
,

而不是两端
,

主要矿化常见于岩体上盘
。

从铁山侵入体中

心相 出露较小
、

边缘相极其竟大的情况看来
,

以及从天宝山花岗闪长斑岩向深部膨大
、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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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 于尖灭看来
,

口前含矿的部位可能近于侵入体的 部
。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
,

岩体的矿化最大富集地段的位置
,

经常与岩浆流动前缘地区趋

于一致
。

一般说来
,

岩浆趋于垂直上升
,

矿化富集也趋于岩体顶部地 区
。

在 另一 些情况下
,

可能由于岩浆上升受到了垂直方向的遏阻
,

岩浆也可具有明显的水平运动
,

此时矿化富集即

趋向于水平方向上的岩浆流动前缘地区
,

通常是岩体在水平方向的端部地 区
。

二
、

矿体的分布规律

正接触带矿休 占优势与外续触带矿体 占优势两者发育条件的区别

矽卡岩铜矿的矿体多见于侵入体与围岩的正接触带
,

但在不少矿区中也有以接触带外围

岩中的层间矿体为主的情况
。

就目前所知
,

最远的层间矿体距接触带可达 米
。

于卜么情况

下主要产生正接触带矿体
,

什么情况下矿体主要不在正接触带
,

而发育于围岩中
,

这是关系

到具体工程布置方向的问题
。

因此
,

弄清正接触带矿体占优势与外按触带矿体占优势两者发

育地质条件的区别是很有必要的
。

影响这两类矿体发育的因素
,

大致有两个 ①围岩的岩石组合情况
。

围岩的层状 卜均质

性愈大
,

愈有利于外接触带矿体发育
。

②有利成矿围岩与侵入体产状的关系
。

有利成矿围岩

与岩体接触面愈小
,

、 ‘

即成矿围岩与岩体接触面呈大角度交切时
,

愈有利于外接触带 矿 休 发

育
。

据我国 个矽卡岩铜矿床的统计
,

上述两种因素在不同情况下对矿体分布特点的影响如

下

围岩主体是硅质
、

铝质或泥灰质岩石
,

灰岩及白云岩仅呈夹层或透镜体存在
,

后

二者单层厚度又小于 米
,

不论其他条件如何
,

一般矿体均以沿层发育的外接触带 矿 体 为

主
。

围岩岩石组合复杂
,

灰岩或白云岩与硅铝质
、

泥灰质岩石规模相近
,

碳酸盐类岩

石单层厚度在 米
,

其间被其他岩石分割
,

且夹层厚度大于 一 米
。

这种情况下
,

可

能以外接触带矿体为主
,

也可能以正接触带矿体为主
。

此时主要矿体的产出位置决定于岩体

与围岩交角的大小
。

碳酸盐类岩层与岩体大角度相交或碳酸盐类岩层与岩体较少接触
,

则主

要形成外接触带沿层的矿体 碳酸盐类岩层与岩体小角度相交
,

或碳酸盐类岩层与岩体较多

接触 时
,

则形成正接触带为主的矿体
。

围岩中碳酸盐类岩层厚度较大
,

单层厚度大于 米
,

此时一般 以正接触带 矿 体

为主
,

外接触带矿体仅有次要意义
。

,

围岩中碳酸盐类岩层厚度虽大
,

但如下部有极厚大的碎屑岩类存在
,

则常有极爪

要的外接触带沿层矿体产出
。

如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志留一泥盆系砂页岩之上的石 炭一二 迭 系

灰岩底部层位
,

在岩体与围岩交角较大时
,

常可有极重要的外接触带沿层矿体
。

总之
,

在碳酸盐类围岩仅呈小厚度夹层
,

或碳酸盐类岩层厚度中等
,

但与岩体 交 角 较

大
,

或碳酸盐类岩层下有极厚的不利成矿岩石的情况下
,

均应特别注意外接触带沿层矿体的

找矿
。

最有利于正接触带矿体发 , 的部位

矽卡岩铜矿产于正接触带的矿体是很重要的
,

也是极为复杂的
。

如果一一列举每个矿区

每个矿体所在的地质部位
,

几乎是任何位置都能成矿
。

但
,

一般最常 见到的正接触带矿体的
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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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侵入岩在平而或剖面上的凹部
。

这里所指的凹部也包括侵入岩中的碳酸盐类岩石捕虏
体或舌状突出体

。

矣于岩体凹部有利于成矿的问题
,

很多勘探队和很多同志早已指出并分析

过
。

②重要岩层分界面与侵入体交切部
。

这里所指的重要岩层分界面常是厚大的砂页岩 厚

度大于 米 与较厚的碳酸盐类岩石的分界面
。

这种部位的矿体在矿床内占优势地位 的代

表如安徽某铜矿 图
。

该矿床

泥盆系砂岩与其上灰岩间
,

和上二

迭系煤系及硅质层与其下灰岩间的

界面
,

分别与侵入体交切构成四个

隅角
,

其中一个形成了全区最大的
山 至 山矿体

,

另两个形

成了仅居第二位的 。山和 山矿

体
。

这种部位有利成矿
,

也在很早

就被该矿山和冶金地质 队 的 同

志指出过
。

’

这种部位有时形成沿交切线发

育的筒状矿体
,

断面小
、

延伸大
、

有明显侧伏
,

矿体总的规模虽大
,

但难于发现和控制
。

需详细研究重

要的岩层分界面与岩体的 交 切 位

置
,

考虑可能的侧伏方向
,

才不致

遗漏矿体
。

③多次活动的断裂与接触面相

复合的部位
。

这种部位的特点是常

有多期矽卡岩化互相重迭
。

有时则

形成成分极复杂的角砾岩带或角砾

图 安徽某铜矿岩体地质示意简图

示重要岩层分界面与侵入体交截部位的矿体位置

据北京地质学院资料
七

一青龙灰岩 一龙潭煤系
一孤峰层 冬卜大理岩 一五通石

英岩 一石英闪长岩 一矽卡岩
一矿体铁帽 一断层 一

接
触面倾斜产状

一

接触面直立产状

岩体
。

这种部位有利成矿
,

中南冶金地质研究所
、

冶金地质 队的同志都曾强调过
。

, 有利千外接触带矿体发育的部位

矽卡岩铜矿 的外接触带矿体
,

主要为沿层发育的矿体
。

它的位置
,

一般趋向于产在岩性

差异较大的岩石界面附近的碳酸盐类岩石中
。

其出现亦较经常
,

但在一个矿床内获得占优势

地位的发展
,

则需要如前所述的条件
。

一般说来
,

这种矿体在近岩体部分矿化较好
,

品位较高
,

厚度较大
。 一

七宝山是一个例子

图
。

这种矿体规模较大
,

在地表露头距岩体主体又较远的情况下
,

可因浅部铜品位低
,

而误认为黄铁矿或其他矿床
,

从而作出不正确的评价
。

侵入体旁有褶皱存在时
,

在向斜或背斜轴部矿体易于富集
。

这时有可能在褶皱轴部隐伏

一些较大的盲矿体
。

找矿工程不仅应控制接触带附近的含矿层位
,

而且应注意矿化富集的构

造
,

才能正确地进行评价
。

沿断裂发育的外接触带铜矿体一般不多见
,

以这类矿体为主的矿区数量更少
。

目前已知

的后一类例子有两种情况
。

一种如宝山
,

其地质特点是 矿区内未见与成矿有关的较大的侵

入体
,

而发育小侵入休群 此外
,

碳酸盐类围岩厚度较大
。

另一种如秋树湾
,

是在有几组断

裂交截形成大量破碎角砾岩的条件下 , 矿体产于角砾岩次级裂隙中
, 呈似层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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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在辽宁某铜矿和西南某铜矿也有一些沿断

裂发育的外接触带矿体
, ‘

已们均见于矿床上部的厚层

碳酸盐类岩石中
。

可 以认为沿断裂发育的外接触带矿

体是侵入体近顶部或主要侵入体隐伏于地下 时 的 特

征
。

碳酸盐类围岩岩层厚大
,

是其大量出现的另一条

件
。

再者
,

在特殊构造条件下 几组断裂交截形成角

砾岩带
,

沿断裂发育的外接触带矿体也可大量出现
。

‘

矿体分布的控制因素

总的来说
,

决定矿体产出部位的重要条件之一
,

是在各个局部地段断裂的相对发育程度
。

成犷前断裂的发育主要取决于两种过程
,

即区域

构造作用过程和岩体的侵入和冷凝过程
。

这两个过程
都不是在各向同性的理想介质中进行的

。

因此
,

断裂

往往迁就岩石界面
。

岩体的侵入和冷凝过程则不仅促

使新的断裂系统产生
,

而且也使早期区域构造作用过

程中的断裂获得加强
。

入入介介

图 七宝山地质剖面示怠图

据冶金地质 队资料 、
一中石炭统壶天群灰岩 白云岩、 一前震

旦系板溪群千枚岩 一石英斑岩 一矿体

岩体侵入的挤压和冷缩的引张
,

特别是正接触带的断裂发育
,

乃是正接触带经常 戈矿和

经常成为矿液通道的主要原因
。

侵入岩的凹部地段
,

在上述过程中经历 了复杂的
、

多方向的

挤压
、

剪切和引张
,

断裂更易于发育
。

这是正接触带侵入体凹部常有矿体生成的亚要原因
。

凹部所起的某种屏蔽作用又加强了这个因素
。

重要的岩层分界面与侵入体的交切部位
,

以及多次断裂作用与接触带相复合的部位
,

由

于有区域构造作用产生的断裂系统 以及层间断裂的加强
,

断裂也易于较其他接触带发育
,

因

而也易于成矿占

如果围岩岩性均一
,

主要的岩性差异面是岩体与围岩的接触面时
,

由于侵入和冷缩过程

以及与此同时的区域构造过程的作用
,

正接触带矿体显然应当居于优势地位
。

相反
,

如果围

岩岩性极不均一
,

主要的岩性差异面是层面
,

就有可能出现层面裂隙的发育超过正接触带的
情况

,

从而使外接触带沿层矿体占优势
。

在侵入体顶部或侵入体隐伏地下的条件下
,

由于近地表围岩中断裂的加强而使上部正接

触带的意义相对减弱
。

如果围岩岩性较为均一
,

更可促使外接触带沿断裂的矿体发育
。

以上只是从构造角度来说明问题
。

此外
,

矽卡岩的形成方式 也是决定上述部位易于成矿

的重要因素
。

众所周知
,

矽卡岩一般孔隙度较大
,

利于矿液的渗透和交代
,

是极有利于成矿的岩石
。

上述有利成矿部位不仅从构造角度
,

而且从岩石角度而言
,

对矽卡岩的发育 也是有利的
。

矽卡岩往往是产生在硅铝质和碳酸盐两种不同 的岩石界面上
。

硅铝进入碳酸盐类岩层的

多少
,

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了外矽卡岩的发育程度
。

侵入体凹部的火成岩处于接触面的外弧部

位
。

在扩散宽度相近的条件下
,

硅铝进入碳酸盐类围岩的数量显然较处于内弧部位的侵入体

凸部多
。

因此
,

在凹部矽卡岩较为发育
,

常有矿体产出
。

硅铝质
、

硅质沉积岩层和侵入岩成分相 似
,

当其与碳酸盐类岩层接触
,

同样可产生双交代

作用
。

因此
,

上述重要的岩层分界面与侵入体交切部 侵入岩
,

硅铝质
、

硅质的沉积岩
,

包围

碳酸盐类岩层
,

就矽卡岩的形成方式来说
,

其实质与侵入体凹部相似
,

故而 在这种部位也

有利于矽卡岩和矿体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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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接触带层状矿休的发育同样 也有上述问题扩侵入体与碳酸盐类岩层接触面小于硅铝质

层与碳酸盐类岩层的接触面
,

说明后者比前者更利于形成双交代矽卡岩和矿体
。

同时在碳酸

盐类岩层单层厚度很小时
,

即使在正接触带形成矽卡岩和矿体其规模也很小
。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屏蔽层对促成交代作用的影响
,

大约即有可能解释上述全部矿体分布

的情况
。

三
、

侵入体的形态类型及找矿

下面从近年的若干找矿经验出发
,

讨论找矿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

谁状畏入体
该类侵入体的矿化富集于侵入体的顶部

。

值得注意的是
,

岩体中若有大面积斑状结构岩

石出现
,

矿化常在斑状结构岩石出现的一侧富集
。

这种斑状岩石与岩体的其他非斑状岩石形

成时期可能相近或同期
,

它们之间的变化是短距离的递变关系
,

前者常在主岩体的顶部或顶

部偏一侧
。

由于矿化在岩体顶部富集
,

因此
,

注意寻找出露面积小的岩体与隐伏岩体极其重要
。

在

寻找隐伏岩体方面
,

冶金地质三 八队和二一五队有着丰富的经验
。

他们大体上是从如下几

方面着手 ①利用围岩的接触热变质 大理岩化等 现象和透辉石细脉等寻找隐伏的花岗岩

突起 , ②利用岩体顶上的外接触带矿化与接触带矿化二者中心近于重合的特点
,

来寻找隐伏

花岗岩突起和隐伏矿床 , ③利用岩体分布的规律性
,

推测新的火成岩突起 , ④应用物探方法

判断隐伏火成岩突起
。

三 八队还成功地使用了垂向电测深
,

二一五队成功地利用了航空重

力测量的负异常
。

这种侵入体的矿体常产于火成岩的凹部
,

特别是剖面上的凹部
。

由于本类侵入体向外倾

斜
,

找矿钻孔通常都是从围岩中开孔
,

见火成岩终孔
,

因此
,

极易把剖面凹部上盘的岩枝当

成主岩体
,

从而遗漏了隐伏其下的凹部中的矿体
。

近年来西南某矿和辽宁某矿找矿工作中的
巨大进展

,

正是由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

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

他们寻找剖面上的凹部

的经验大体如下 ①利用岩体的平均倾角
。

如西南某花岗岩体的平均倾角约为
。 ,

每 当 相

邻钻孔之间联接的岩体倾角大于
。

时
,

即应慎重考虑有无剖面上的凹部存在的可能性
。

②岩

体的局部形态变化常与围岩的岩性有关
,

详细研究它的规律性
,

有利于推测凹部的位置
。

例

如 在 房 山
,

岩体遇到早期辉绿岩床时
,

则岩体凹进
,

遇到灰岩与白云岩的互层带 时 岩

体突出
。

在辽宁某铜矿
,

岩体遇黑云母角岩时
,

易于伸出岩枝 等等
。

③利用花岗岩的蚀变

现象和岩石结构的变化判别所遇到的岩石是凹部上盘的岩枝
,

还是花岗岩主体
。

④两个矿 区

围岩都是外倾的
,

但在剖面上的凹部及其附近
,

围岩往往转为内倾
。

冶金地质一 二队在辽

宁某矿海滨区曾利用此一现象指导了凹部的寻找 , ⑤注意岩体内的物化探异常
。

与锥状侵入体形态近倾的似锥状侵入体 截头锥状
,

已知含矿者面积虽大
,

但巳如前

所述
,

侵蚀深度很小
。

因此
,

在有类似的锥状岩体出现时
,

必须注意研究它的岩相及区域地

质特点
、

剥蚀程度和含矿 的可能性
。

不可因出露面积大
,

而一概视为深度剥蚀的锥状侵入体

加以否定
。

, 菇状俊入体

该类侵入体的形态可 以是很复杂的
,

可 以是单个的藤菇状体
,

也可以一个蘑菇顶下具有

两个甚至三个筒状体
。

最复杂的情况 如狮子山 其筒状部分呈环形
。

这类侵入体矿化最大

富集部位往往在紧接蘑菇盖下的陡倾斜筒袄 茎 部分的接触带上
,

要特别注意紧接蘑菇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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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的筒状接触带的找矿
。

木类侵入体的筒状部分通常略有倾斜
。

对于有显著倾斜的筒状休而言
,

矿体虽可能四 周

都有分布
,

但矿化最大最富集地段常位于其下盘
。

这类形态侵入体在少数矿区中也可见主矿体不产于陡倾斜的茎部
,

而产于洪菇盖下盘缓

超复带中
,

如七宝山 图
、

石蒙等矿 区
。

前者的出现可能与围岩岩性有关
,

因为上部蘑菇

盖接触的围岩为有利的石炭纪碳酸盐类岩石
,

茎部不与碳酸盐类岩石接触
。

后者主要矿体产

于蘑菇顶下盘缓超复部位的原因尚不清楚
。

但根据岩体蚀变标志
,

其形成深度可能较大
,

因

此
,

可能促使矿化趋于偏上部形成
。

箱状俊入体

这类形态侵入体在侵蚀很浅时出露面积可 以很大
,

其水平方向的端部地 区常是矿化最富

集的地段
。

找矿时应首先注意这类侵入体端部的矿化和物化探异常
。

这类侵入体的深部岩石常可变为似斑状或斑状结构
,

应注意端部出现斑状岩石地段的找

矿
。

指叉状
一楔状俊入体

这类侵入体的矿化最大富集部位见于侵入体伸出指叉部位的主岩体的接触带及其附近
。

因受侵入体岩枝的控制
,

矿体规模一般较小
,

但矿体数量很多
,

形态变化较大
。

矿休墓木可

分为两类 ①侧部矿体 , 主要产于主岩体旁侧向前向上伸出的指叉之间 ②底部矿体
,

产于

下部主体接触带附近 如滁县某矿
,

参见图 或在主体向下分出的指叉之间 如临江某矿
,

矿体随主岩体向后部侧伏而侧伏
,

埋深逐渐加大
。

由于底部矿体封闭条件好
,

相对规模常较

大
,

易于形成主要矿体
。

但这类矿体常因赋存于较厚的主岩体下盘
,

因此
,

在找矿工作中易

被忽视
。

层间岩墙状畏入休

本类侵入体规模较大者其形态与箱状侵入体极为类似 , 但它们的矿化最大富集 地 段 不

同
,

需要仔细区别
。

小俊入休群

在某些矿区目前尚未发现较大的侵入体
, 与矽卡岩矿床伴生的只是一些单休延

一

长
、

延伸

极小而迅速尖灭的小岩体群
。

这种矿区
,

往往以外接触带矿体为主
。

在灰岩厚 度较大时
,

受

断裂控制的矿体很发育
。

相反
,

如果灰岩厚度小
,

岩性交替频繁
,

则沿层矿体较为发育
。

当

然
,

这些现象不能排斥在深部找到正接触带矿体的可能性
。

前五种岩休态形和矿床的关系列如下表 见第 页
。

四
、

关于研究方法的一些问题

岩浆流动前缘地区常与侵入体周围的矿化最大富集地段相合
。

判别岩浆流动前缘地区

可考虑的途径有

侵入体地表出露形态往往是设想岩浆流动方向的基木线索之一

岩体对围岩的挤压痕迹往往明确显示了岩浆流动的方向 ,

原生流动构造常可指示岩浆流动方向 ,

在岩体某甲特定部位出现
,

并与非斑状岩石间无大量穿插捕虏现象的斑状结构岩

石的分布
,

常可能指示岩浆流动前缘地 区
。

岩浆活动总有向上的趋向
。

不论侵入体形成时岩浆流动的方向如何
,

流动前缘地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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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休 形 态 和 矿 床 关 系 图 裹

岩岩 体 形形 亚 型型型 岩体形态和矿床分布示意图图

态态 类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平平平平平 面面 剖 面面

,,,,,,,,,,,, 一 一 一一
一一

磨 菇 状状 主 千千千

军军或简状 直 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

侵侵 入 体体体体体体体

分分 训训
主主主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倾倾倾 斜斜斜斜斜

军军锥锥 状状 正 常 的的的
‘

了芦、、、

侵侵 入 体体体体 、丫
离离离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不整合合

似似似 锥锥锥锥

开开状状状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一
一 一 一 一

层层 间间间间 、尸一闷汉

订订岩岩 墙 状状状状 扮卜入入入
畏畏 入

‘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蛛文
一

二
’’

不整合合
箱箱 状状状状 丫

一

一飞飞

升升侵侵 入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
指指 叉 状状状状 叹一训训

楔 状状状状 少改红」」
畏畏 人 体体体体体

有趋于岩体上部的趋势
,

因此
,

含矿岩体一般剥蚀程度均较浅
。

关于剥蚀深度的推断
,

可以考虑的途径如下

岩体形态的某些现象
,

可以反映剥蚀深度较小
。

如蘑菇状侵入体尚保留 蘑 菇 顶

者 , 锥状侵入体出露面积小者 , 层间岩墙状侵入体下宽上窄甚至趋于尖灭者

在地形高差不很大的条件下
,

岩体中心相岩石出露面积小
,

边缘相岩石出露面积

大
,

标志着岩体剥蚀较浅

在地形高差不很大的条件下
,

岩体内捕虏体或残留体较多
。

甚至岩体中心存在围岩

残留体顶盖或边缘相岩石
,

说明岩体剥蚀程度很小

根据地质推断
,

岩体顶面受某种重要岩石界面控制 如不整合面
,

而此种界而

距离现代地面不远者
,

说明岩体侵蚀深度不大

有一定规模的浅成至超浅成相岩体
,

说明剥蚀深度不大
。

不同形态类型的侵入体
,

矿化最大富集部位是不同的
,

找矿工作的注意点也不同
。

因

此
,

判断侵入体的形态类型很有必要
。

可能着手的途径如下

不同形态类型侵入体的组成岩石的差别 一般说来
,

酸性侵入体的形态较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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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鞍山铁矿的矿体空间形态与断裂构造的关系

鞍钢地质勘探公 司 队 李国祥

为了适应钢铁生产形势的发展
,

需要重

新确定东鞍山铁矿露天采场底线标高和采场

境界线
,

对矿山进行改建
。

但在近年矿 生

产实践过程中
,

发现过去几次勘探对矿体空

间形态的圈定
,

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
,

经

上级决定我队进行补充勘探
。

我们在前人工

作的基础上
,

又进行 了地表工作
,

深部补设

了钻孔
。

现将在实践中对矿体空间形态与断

裂构造关系的新认识
,

概述如下
。

一
、

矿区地质简介

矿区位于一轴向北西西
,

向北北东倾伏

的倒转向斜西南翼中段
,

矿体成向南凸起的

弧形
。

出露地层为前震旦系和震旦系的古老

变质岩系
。

矿体赋存在前震旦系绿色千枚岩

中
。

由于岩浆岩的侵入产生了强烈的混合岩

化作用
,

铁矿体下盘有的地段和混合岩直接

接触
。

震旦系地层成角度不整合复盖在前震

旦系地层之上
。

岩浆岩广泛分布于矿区南部

和东南部
。

矿区构造十分发育
,

主 要 以 断

裂的形式出现
。

不同期的断裂构造普遍见有

煌斑岩脉侵入
。

通过本次补充勘探并结合毗

连的西鞍山铁矿床的勘探资料
,

按照构造的

发生时间和成因
,

将矿区主要构造划分为二

级 图
、

表
。

从矿区构造形迹展布特点可以 着 出
、

级构造倾 向相反
,

级构造沿倾斜把

级构造和铁矿体切断
,

表明 级构造比

级构造生成时间为晚
。 、

亚级构造均未切

到震旦系地层 , 且大部分为其复 盖
,

表 明
、

级构造发生在震旦系之前
。

级构造

切断了震旦系地层 寒武系以后地层 在矿区

均未出露
。

从区域的资料来看
,

级构造山

古生代揭开它的序幕之后
,

以中 匕代的燕山

运动表现的最为强烈
。

前震旦系由于来自南北挤压应力 图

岩体通向地壳深部的
‘

性根 ” 部分较大 , 偏中性的侵入休或酸性的浅成侵入体形态较复杂
,

岩体通向地壳深部 “ 生根 ” 部分很小
,

甚至 “ 不生根 ” 。

这可能与岩浆的粘度及围压大小有

关
。

因此
,

锥状和似锥状侵入体多由花岗岩至二长花岗岩组成
,

楔状一指又状侵入 体
、

层 间

岩墙状侵入体以及蘑菇状侵入体多由闪长岩至花岗闪长岩或浅成石英斑岩组成
,

箱状侵入体

的岩石成分则介于二者之间 。

侵入体的出露面积和平面形态的差别 锥状
、

似 锥状
、

蘑菇状侵入休一般易有等

轴或椭圆的平面外形 箱状和层间岩墙状侵入体则有明显的伸长外形 楔状一指义状侵 入 体

以发育的指状分枝为特征
。

在 出露规模上
,

蘑菇状和楔状 一
指叉状侵入体已知都是较 小 的 ,

锥状侵入体在剥蚀不深的条件下 出露面积也较小 箱状和层间岩墙状侵入体在轻微剥蚀的条

件下出露面积可以很大 当然也可较小 似锥状 截头锥状 侵入体轻度剥蚀一般出露而

积总较大
。

地质构造上的推断 侵入体形态严格受地质构造控制
,

因此
,

根据岩体与地质构

造的关系
,

可以帮助我们判别侵入体的形态类型
。

如岩浆在上升中途有重要的不整 合 面 遏

阻
,

则可能形成有明显水平运动的侵入体
, 或似锥状侵入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