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砂羊震姻矿砌毛域

对于加强铜矿普查工作而言
,

矿产区城分布规律和 区域评价准则的研究十分重要
。

由于工

作需要
,

最近
,

我们开始涉及这个问题 , 但深感情况十分复杂而困难
,

需要通过不断的批评讨

论
,

才能促使认识不断深入
。

从这个角度出发
,

以下准备介绍我们在向各兄弟单位学习的基础

上获得的一些认识
。

由于了解的情况不完全
,

水平不高
,

缺乏经验
,

错误必定很多
,

欢迎批

评
。

在批评讨论中不断再学习
、

再认识
,

从而促使问题逐渐趋于解决
。

这就是我们的麒望
。

一
、

我 国东部矽卡岩铜矿的成矿 区域

呀

据 了 年初的资料统计
,

我国矽卡岩铜矿 占全国各类铜矿总储量的比例为 多
。

其中有

一定规模的巳知矿床个数的 拓
,

储量的 多集中于我国东部燕山期侵入体分布的范围内
。

这些矿床绝大部分 已查明与燕山期侵入体有关
,

其多数与年龄值为 、 百万年的闪

长岩至二长花 岗岩有关
,

少数与年龄值为 、 百万年的花岗岩及二长花 岗岩有关
。

含矿的

围岩则遍及太古界至三迭系的各种灰岩
,

从总体上看
,

没有明显的时代选择性
。

燕山期侵入体在我国东部的分布区大体与海岸线平行
,

跨越了不 同的大地构造单元
。

在

此区域内
,

不论是侵入体的数量或是同期火山活动的强度都有由西向东而增强的趋势
。

但它

的岩性和与之相伴的矿产在不同地区却有明显差别
,

其特点与各地 区的大地构造 条件有关
。

现分述如下
。

在华北南部和华东北部 华北地台内部
,

前燕山期酸性岩浆活动极不发育
,

震旦纪

以后的沉积以碳酸盐建造为主
。

在这个地区内
,

燕山期侵入体几乎都由中性岩石组成
。

与之

伴生的特征矿产是矽卡岩铁矿
。 一

可称为 “ 华北地台” 铁矿成矿区
。

此区铁矿 中有时含铜
,

但铁矿石量常为铜金属量的了 倍以上
,

铜只具有副产品的意义
。

仅有四家湾例外
,

但也与大量磁铁矿相伴 山东东部有所不同
,

可能不在上述情况之列
。

。

上述区域向南
,

在 中国地台与华南加里 东地槽过渡带上 江南地轴东段南北缘地区
,

情况有明显不同
。

这个地区的特征是前震旦纪花 岗岩类有大量发育
。

本区燕山期岩休的特点

则是岩石成份变化很大
,

申闪长岩至花岗岩均有存在
。

与之伴生的矿化 以矽卡岩铜矿和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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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矿为主
,

也有大量铁矿和部分钨锡矿
。

著名的长江中下游和浙赣铁路沿线的铜矿均属本区
,

矽卡岩铜矿最为集中
。

此区西北的豫西和陕南
,

在华北地台与秦岭地槽的过渡带上 秦岭地轴南北缘
,

存在

一个地质情况类似的成矿区
。

该区发现的矽卡岩铜矿床密度较大
,

但规模偏小
。

此外
,

还有

一些极重要的铝矿
、

金矿和一些矽卡岩铁矿
。

这两个区域的大地构造位置均处于地台边缘向地槽的过渡带上
,

可 以把它们联系起来称

为 “ 南过渡带铜钥铁成矿区 ” 。

。

上述区域再向南
,

在华南加里东地槽内部
,

情况又有不同
。

这里的特点是 下古生代

有厚大的硅铝质沉积
。

燕山期以前的加里东期
、

海西期和印支期花岗岩都很发育
。

燕山期岩

体以酸性花岗岩为主
,

与其有关的矿产首先有钨锡
,

而后才是铜铁
。

矽卡岩铜矿相对本区面

积来说已发现的个数不多
,

但拥有一些规模较大的矿区
,

因此
,

在储量上有重要地位
。

这个

地区可称为 “ 南部地槽钨锡铜铁成矿区 ” 。

在华北北部和东北南部
,

华北地台向内蒙
一北满海西地槽的过渡带上 内蒙地轴及其

东延部位的南北缘
,

又有大批矽卡岩铜矿出现
。

本区前震旦纪花岗岩类和北部的海西期花

岗岩很发育
,

燕山期侵入体的成份可 由闪长岩直至花岗岩
。

与之伴生的矿化以铜为主
,

铁较

次要
,

有钨矿化
,

并有极重要的铝矿和金矿
。

可称为 “ 北过渡带铝铜铁成矿区 ” 。

本区发现

的矽卡岩铜矿个数甚多
,

但规模一般偏小
。

上述区域向北
,

在内蒙
一

北满海西地槽内部
,

有类似华南的成矿现象
。

此区古生代硅

铝质沉积特别发育
,

海西期花 岗岩亦特别发育
,

燕山期侵入体以花岗岩为主
。

本区已发现了

一些大型矽卡岩钨矿和锡矿
,

但品位较低
。

也常有矽卡岩铁矿与铜矿相伴
。

可称为 “ 北部地

槽钨锡铜铁成矿区 ” 。

本区已发现的矽卡岩铜矿个数不多
,

但有的有一定规模
。

总之
,

由于燕山期前各地区地质发育历史不同所决定的地壳上部成份的差别
,

以及主要

大地构造单位衔接带在燕山运动中的复活
,

对燕山期侵入体成份和成矿组份
,

以及矿床的分

布有重大影响
。

在缺乏早期酸性侵入体和地层偏基性的地台内部
,

主要出现中性侵入体及铁

矿化
。

在硅铝质岩石发育
,

早期酸性侵入体发育的地槽内部
,

则大量出现花岗岩体及钨锡矿

化
。

最大的铝矿和金矿都出现在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的过渡带
,

矽卡岩铜矿则既出现于过

渡带
,

也见于地槽中的某些 部位
。

二
、

控制矽卡岩铜矿的区域地质构造问题

在大的成矿区之内
,

矽卡岩铜矿的分布 亦即与成矿有关的岩体的分布 总是受区域构

造控制
。

为了认识这种规律性
,

不少人曾从一般构造地质学的角度出发进行过大量工作
,

其

结果的圆满程度在不同地 区很不一致
。

这里存在着两个关键问题 ①控制燕山期矽卡岩铜矿 及含矿侵入体 的构造
,

必须是

在燕山运动 中有活动的构造
。

但目前所见的构造却是整个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物的总和
,

它可

能反映燕山期的构造特征
,

也可能并不反映 , ②控制岩体的构造必须是和深部有联系的
,

而

目前所见的地表构造有的是这样
,

有的却并非如此
。

这就造成了极大的复杂性
。

因此
,

着重从燕山期的地质产物
,

特别是岩浆产物的分布特点来研究矽卡岩铜矿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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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是有一定意义的
。

其情况如下‘

在东部中侏罗纪至下 白至纪火山岩分布带内
,

火山岩的分布与矽卡岩铜矿有极为密切

、 的联系
。

矽卡岩铜矿几乎都分布于大的火山岩区的外缘或 内缘
,

有时则受火山盆地走向延长

线的控制
。

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
。

如前所述
,

与一般的矽卡岩铜矿有关的侵入体 闪长岩至

二长花岗岩
,

其形成年代多为 、 百万年
,

即与中侏罗纪至下 白至纪火山岩同时
,

至

‘ 少其构造控制应有相 同或近似之处
。

一 从这点出发
,

可以根据火山岩的分布来圈定找矿远景区
。

可 以根据各地区已知矿床分布

的特点
,

把火山岩区的边缘或火山盆地的走向延长线作为构造上有利的部位
,

而把火山岩区

的中心地区和远离火山岩的区域作为有利程度稍差的部位
。

在某些工作程度较高的地区
,

火山岩区的内部以铁和石英脉铜矿的矿化为特征 如长江

、 下游火山岩区
,

或以铂和石英脉铜矿的矿化为特征 如吉林一双阳火山岩区
,

而在其边缘

或火山盆地的走向延长线上则以矽卡岩铜矿化为特征
。

应注意此种现象是否有普遍意义
,

火

山岩的分布是否还决定着成矿的一定地球化学条件
。

。

燕山早期和燕山晚期以钨锡矿化为特征的酸性花 岗岩侵入体
,

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受火

山岩分布的控制
。

它们往往断续出现
,

排列成方向明显的带
。

可能的原因是 ①岩体形成时

无同期的火山活动存在
,

因而与控制 火山活动的构造无关 ②酸性岩浆的高粘滞性使岩体位

置更直接的受制于基底断裂的位置
,

因而排列的方向性极为明显
。

可以直接用这种花 岗岩分

布带来圈定找矿远景区
。

值得注意的是和这种岩体顶 部相伴的矽卡岩锡铜矿床的位置
,

经常与较大的弯窿或背斜

大体相合
。

简 旧
、

龙箱盖
、

德保
、

曾家嫌均是如此
。

考虑到此类岩体多是上小下大的锥状体
,

迄

今尚无钻孔穿透整个岩体的事例
,

这种大体积花 岗岩侵入的机械作用 力应是很巨大的
。

这些

弯窿也许是岩浆侵入时顶部的底辟构造
。

因此
,

如果在此类花 岗岩侵入体分布带的弯窿或背斜

中发现铅锌和其他矿化
,

应 当注意研究深部隐伏岩体和隐伏矽卡岩锡铜矿床存在的刁能性
。

。

在中侏罗纪至下白至纪火山岩分布的范围以西
,

如豫西
、

陕南
、

赣西
、

湘南
、

粤北
、

粤西等地
,

尚有大量与闪长岩至二长花 岗岩有关的矽卡岩铜矿存在
。

这些区域没有火山岩
,

不可能用 它的分布来圈定找矿远景区
。

目前对控制成矿的区域构造的描述又很多样化
,

难于

作出恰当的统一概括
。

值得注意的有 古隆起边缘 , 侏罗
一

白翌纪断陷盆地分布所反映的断

甘 裂 , 燕山中早期含钨花岗岩体分布带的端部地区及两侧等等
。

与后一情况有关的某些弧形构

价 造
,

对矿田的分布也有重大影响
。

三
、

矽卡岩铜矿 区域找矿远景评价准则

为了评价矽卡岩铜矿的区域找矿远景
,

在道理上
,

如果有足够的资料积累
,

大部分具体

找矿标志也可同时作为区域评价标志
。

但在实际上 由于工作程度不够
,

如侵入体的很多详细

特征以及矽卡岩和蚀变岩石的特征等资料
,

在大区域内是不可能获得的
,

因而也暂时不能应

用
。

这里所讨论的只限于现有资料条件下可 以获得而又易于使用 的标志
。

。

矿化标志

巳知铜矿床和铜矿化的存在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标志
。

当然
,

这不能排除在其他地区找矿

的必要性
。

但 已知矿床的存在却显示着区域的含铜性等问题 已经获得了肯定的解决
,

因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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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重视
。

此外
,

大量资料表明
,

某些矿种
、

某些矿化类型的出现以及矽卡岩型矿化中矿物的组合

情况等
,

与一定地区内矽卡岩铜矿的发育与否有密切关系
。

事实如下

在一些最主要的矽卡岩铜矿区
,

在正接触带及其附近 米内
,

铁的矿化多以黄

铁矿及磁黄铁矿为主
,

更外则 以黄铁矿为主
。

相反
,

在正接触带镜铁矿或原生赤铁矿大里发

育的情况下
,

迄今未见有一定规模的矽卡岩铜矿
。

正接触带的矿化如以磁铁矿为主
,

则可以

出现一定规模的矽卡岩铜矿
,

也可 以不出现
。

外接触带情况较复杂
,

个别地区外接触带的镜

铁矿与外接触带的铜矿共生
。

这种情况尚未充分研究
。

已知矽卡岩铜矿的矿石或围岩中
,

重晶石或重晶石化均不存在或极 不 发 育
。

相

反
,

在重晶石发育的矿床或矿化中
,

迄今未见过渡为矽卡岩铜矿的例子
。

以上表明
,

高硫低氧利于矽卡岩铜矿形成
。

硫化物脉铜矿 以黄铁矿为主
,

不含重晶石 常见于矽卡岩铜矿分布区内
。

相反
,

碳酸盐
一
石英脉铜矿或铅锌矿常见于矽卡岩铜矿区之外

,

这可能与有一定规模的碳酸盐
,

石英

脉铜或铅锌矿中几乎总有重晶石相伴有关
。

但也有个别矿床上部为石英脉铜矿
,

下部过渡为

矽卡岩铜矿的例外
,

这种情况亦未经充分研究
。

钨矿化
、

金矿化和以钥为主的矿化 铂铜比大于 与矽卡岩铜矿有 相 斥 的 关

系
。

其表现如下 ①在单个矿床中
,

与高品位钨矿
、

金矿伴生的通常只有低品位的铜
。

多
,

与高品位铜矿 拓 特别有矽卡岩铜矿伴生的
,

通常只有低品位的钨 。 。

拓

或低品位的金 克 吨 , ②在分布区域上
,

以钨
、

金
、

钥为主的矿化发育区矽卡岩铜

矿化分布稀少 , 而石英脉铜矿化普遍 , ⑧钨的两种主要矿床类型
—

石英脉黑钨矿及矽卡岩

白钨矿可 以共生
·

,

而石英脉钨矿中可以含重晶石 如密云一兴隆一带
。

金主要是石英脉型
,

其中也可含重晶石 如夹皮沟
。

在钥矿中
,

斑岩钥矿
、

矽卡岩钥矿和石英脉相矿可以共生 如

杨家杖子
。

而在矽卡岩型矿床中
,

如果块状硫化物矿石发育
,

则钥矿化一般微弱而稀少
。

高品位矽卡岩锡矿和硫化物脉锡矿常过渡为矽卡岩铜矿
,

一些重要的矽卡岩铜矿

本身就是黄铁矿矿床
。

这和高品位锡矿 常属锡石硫化物型 和黄铁矿矿床的形成都需要高

硫条件有关
。

根据上述事实
,

可以把具燕山期矿化的区域分为找矿远景各不相同的下述三类

一 所反映的地球化学条件属高氧或低硫的区域
。

特征是 ①石英脉 重晶石脉
、

碳酸

盐脉 型铜
、

铅
、

锌
、

钨
、

金
、

铝等矿化发育 , ②在矽卡岩型矿化中
,

正接触带出现大里镜

铁矿和原生赤铁矿
,

或重晶石
,

或具单一的钥矿化
、

高品位金矿化
、

单一的或高品位的钨矿

化 , ③在硫化物脉型矿化中出现重晶石 , ④出现单一的斑岩钥矿
。

据 目前资料
,

这类区域对

矽卡岩铜矿的形成不利
。

二 所反映的硫氧比条件属过渡类型的区域
。

特点是 ①上 述 矿 化 现 象 基 本 不出

现 , ②在矽卡岩型矿化中
,

正接触带的矿化以磁铁矿为主
,

或虽 以磁黄铁矿为主
,

但其分布

范围过大
,

超出距岩体 米以外 , 在硫化物脉型矿化中
,

铁矿化以磁 黄 铁 矿 或 毒 砂为

主
。

此类区域矽卡岩铜矿可出现也可不出现
。

但如有出现
,

则必有大量磁性矿石
。

三 所反映的硫氧 比条件属高硫低氧的区域
。

特点是 ①不出现一类地 区 的 矿 化特

征 , ②正接触带的矿化以硫化铁
一

为主 , ③在硫化物脉型矿化中
,

铁矿化以黄铁矿为主
。

此类

区域极有利于矽卡岩铜矿形成
,

应专门考虑找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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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以 上标志时必须注意 ①上述不同区域的划分
,

实质上是从资料的统计出发
,

因而

矿化资料应力求齐全 , ②注意排除外生或变质成因的矿化和非燕山期的矿化
,

否则会引起错

觉 , ⑧在个别地区由于从岩体向外硫氧比条件有极大变化
,

正接触带和外接触带的矿化特征

可以有很大的系统差别
。

此时
,

对评价矽卡岩铜矿的区域找矿远景而言
,

应 以正接触带矽卡

岩中矿化所反映的硫氧比条件为准
。

。

岩浆岩标志

矽卡岩铜矿区域找矿远景评价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岩浆岩
。

但在现有资料条件下
,

能普遍

使用的主要是侵入体的岩石类型
。

中酸性侵入体的岩石类型大约可以区分为两个系列
,

即闪

长岩一石英闪长岩
一
斜长花岗岩一花岗闪长岩

一
花岗岩系列 正常系列

,

与二长岩 一正长岩
一
石

英二长岩
一 石英正长岩一钾长花岗岩系列 富钾长石系列

,

岩石分类按戎嘉树
, 。

大量材料表明 所有目前探明储量在 万吨以上的矽卡岩铜矿
,

均不但只与正常

系列的侵入体有关
,

而且在其后期演化产物中也没有或极少富钾长石系列的脉岩
。

这种类型

的侵入体分布区
,

应当认为对形成矽卡岩铜矿最为有利
。

侵入体以正常系列的岩石为主
,

但其中某些相带有富钾长石系列的岩石出现
,

或

在其晚期脉岩中有大量富钾长石系列的岩石出现
。

此种区域也经常有矽卡岩铜矿
,

但其规模

迄今未发现有大于 万吨者
,

应 当认为矽卡岩铜矿的形成有利程度稍次
。

侵入体以富钾长石系列的岩石为主
,

多数情况下未见矽卡岩铜矿
。

已知例外一处

见于小寺沟
,

铜钥矿床与石英二长岩有关
,

它出现于高硫条件下
。

另处见于四家湾
,

情况不

清
。

总的说
,

除处于高硫低氧的矿化条件下而外
,

这种区域对矽卡岩铜矿形成可能不利
。

从基性超基性岩中有大量铜镍矿床
,

而碱性岩中却缺乏铜矿看来
,

上述 现 象 不 是弧立

的
、

偶然的
。

四
、

小 比例尺图纸中找矿远景区等级划分的原则

根据上述情况
,

拟将找矿远景区划分为四个等级
。

级区 必备条件为 ①有已知矿床或铜矿化点存在
,

或周 围区域铜矿化 均 很 弧 烈 ,

⑧区内矿化所反映的硫氧比条件多属高硫低氧类型 , ①区内侵入体由正常系列岩石组成
,

脉

岩中也没有或极少富钾长石系列的岩石 , ④处于有利的构造条件下
。

级区是极有希望的远景 区
,

可考虑作为重点
,

组织专门的找矿工作
。

但资料必须可靠
。

级区 是具备 级 区 ①
、

②两个条件
,

而缺失第 ⑧或第 ④个条件的地区
。

级区是有

望的远景区
,

应进行专门找矿工作
。

但与 级区相 比
,

有利程度稍差
。

级区 必备条件如下 ①区内矿化现象所反映的硫氧化条件以过渡类型为主 , ②区内

侵入体的岩石类型不是以富钾长石系列的岩石为主
。

级区是可能有望的远景区
。

这种区域

内如有矽卡岩铜矿必与磁性矿石相伴
,

因而可以磁法作为找矿评价的主要手段
。

在 工作布置

上
,

可以考虑以找铁矿为主
,

注意发现铜矿
。

丁级区 是根据构造条件的类比认为可能对成矿有利
,

但其他条件因资料不足或工作不

够
,

尚未查明的地区
。

丁级区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远景 区
。

对找矽卡岩铜矿而言
,

碳酸盐围岩的存在是必需的
。

对其他条件可以划入远景区
,

而围

岩缺乏碳酸盐岩石的区域
,

则应注意找斑岩铜矿和硫化物脉铜矿
。

,
·

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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