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音山 热液菱铁矿床的地质

特征及找矿方向初步探讨

贵州冶金地质二 队 黄绍银

观音 山矿床是一个几上几下的老矿点
。

过去由于受矿床类型的束缚
,

按 照 “ 铁 帽

式 ” 来工作
,

地质情况总未搞 清
,

屡 被 判

处 “死刑 ” 。

年
,

我队再度上 马
,

开展

普查勘探工作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

运动
,

破除迷信
,

解放思想
,

通 过 反 复实

践
,

不断总结经验
,

现 已基本查明该矿床为

一大型热液菱铁矿矿床
。

现将其成矿地质特

征和找矿方向初步归纳如下
。

一
、

区域地质概况

该区位于某山字型构造前弧的西其与北

西向构造的复合部位
。

区内以北西向构造为

主
,

构造较为复杂 图
。

区内出露地层

叉返全

专 , 纭
﹃

哪粉

阅

图 区 域 地 质 略 图

一第三 系砂砾岩 一侏罗系 砂岩 , 一三 迭系 砂岩及 页岩 , 一上 二
二 统 砂 , 煤层 ,

是
一 。眉 , 玄武岩 一下 二 迭统灰 、

、

砂页岩 , 〔一马

平统灰岩 , 一威 宁统戈岩 一丰宁统贝岩
、

泥灰岩 , 一压扭性断层 ,

一平推 断层 , 一张扭 性断裂 , 一背斜 , 一向斜 , 一产状 , 一热

液菱铁矿体 , 一热液菱伙矿 点



以碳酸盐类岩石为主
,

泥 灰 岩
、

砂页岩次

之
。

地层岩性详见表
。

区内火成岩主要为峨眉山玄武岩及辉绿

岩
。

前者分布广泛
,

厚 、 米
,

普

遍见铜矿化 , 后者在矿区外围 沿 北 西 向构

造呈岩墙
、

岩株状零星出露
。

有人认为热液

菱铁矿与辉绿岩 关 系 密 切
,

尚待进一步研

究
。

表 表

叮

卜

矿 区 地 层

卜 界界界 系系 统统 特 号号 接 触 关 系系 厚 度度 主 要 岩 性性
米

新新新 第四系系 全新统统 不 整 合合 矿体附近有褐铁矿 转石 , 其它地段 为砂质粘上上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不 整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界界界 第三系系系 不 整 合合 棕褐 色砾石层 灰岩 砾 石被红色铁质胶 结结

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 挂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中中中 侏罗系系系 不 鉴 合合 褐 色云母砂岩夹页岩岩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不 整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界界界 三 迭系系系

一

彼 盆 合合 上部 为薄层赛睦江灰岩
、

自云岩 , 下 部为紫色色

很很很很很很 整 合合合 砂岩
、

俩夹薄层 灰岩岩

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 挂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古古古 迭迭 乐平统统 砂页岩夹数层煤层层

生生生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界界界界界 日日日 峨嵋 山玄武岩岩
吕吕吕吕吕吕吕吕吕

阳阳阳阳新统统 二二二 、 深灰色层状灰岩
,

含健石结核
,

底部为石英砂岩岩
夹夹夹夹夹夹夹夹铝土 页岩及劣质煤层层

石石石石 马平统统 、 灰黑 色层状灰岩
,

夹少 量页岩 , 底都为薄一 中层层
炎炎炎炎炎炎炎炎 状 泥质 灰岩和泥灰岩岩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威威威威宁统统 、 灰色层状灰岩
,

含雄石 团块
、

结核及条带 , 中部部
出出出出出出出尽不全全 为层状 白云质 灰岩岩

丰丰丰丰宁统统 灰黑色灰质 页岩夹泥 灰岩 透镜体
、

灰岩透镜体体
夹夹夹夹夹夹夹夹砂岩

,

含 黄铁矿 结核核

二
、

矿床地质特征

地层 矿区内出露的地 层 以 石 炭 系为

主
,

其中又 以中石炭威宁统灰岩分布较广
,

出露完整 , 马平统灰岩仅分布 于 背 斜 的两

翼 , 丰宁统泥灰岩及砂页岩在 矿 区 北 端背

斜轴部有所出露
。

构造 矿区内褶皱简单
,

断裂复杂
。

。

褶皱 以水杉背斜为 主 体 纵 贯 全

区
,

轴向 、
。 ,

长 多公 里
,

西北端

受北东向构造于扰及北西向
、

北西西向大断

裂的破坏
,

使背斜轴保存不完整
,

成 “ ”

形弯曲
。

背斜西北端开阔
,

东南端紧密
,

倾

伏于牛头山附近
,

倾伏角 、
。 。

主 背斜

有人认为是山宇型构造的成分。

近轴部有紧密的小褶皱
,

一般长数百至千余

米
。

矿区 内有大儿山背斜
、

大 儿 山 向 斜
、

母猪桐背斜
、

母猪桐向斜
、

锈水沟背斜等
。

断裂 矿区内断裂发 育
,

初步划分为

北西向
、

北西西向和北东向断裂三组
,

共中

以北西向断裂与成矿关系密切
。

北西向断裂 以水平错动为主
,

呈

反时针扭动
,

结构面具压扭性特征
,

局部为

张扭性
。

它们是矿液的通道和沉淀的场所
。

此组断裂在矿区分别称之为
、 、 。。

断裂在水杉背斜南西翼近轴部
,

走

向 、
。 ,

长约 米
。

近地表结构面为

张扭性
,

产状近于直立 , 深部产状变缓
,

倾

向北东
,

倾角 、
“ ,

结构面 为压扭性 , 控

制 号矿体的展布
。

断裂在水杉背斜北东翼近轴部
,

同背

口



料呈斜接关系
,

走向 、
。 ,

伴随背斜长

余公里
,

水平断距约 米
,

反 时 针 扭

动
,

倾向南西
,

倾角 、
“ ,

结构面为压扭

性
。

它是菱铁矿热液的通道
,

又是 号矿体

的赋存场所
。

断裂在矿区南东端
,

靠近水杉背斜的

倾没部位
,

为隐伏构造
,

走向
“

左右
,

倾

向北东
,

倾角 、
“ ,

控制
一

号矿体
。

北东向断裂在矿区 内规模不大
,

但分布普遍
,

以水平扭动为主
,

错距一般仅

数十米
,

为成矿后断裂
。

该组断裂在矿区内

分别称之为
、 , ‘ 、 。 、 , 、 。等

。

北西西向断裂走向大致 为 、
。 ,

倾向以南西为主
,

反时针扭动
。

该组断

裂在矿区 内较发育
,

并错断北西向断裂
,

强烈

破坏 矿体
,

如
、 、

滥坝断层 等
。

、 。断裂位于矿区 中部
,

将 号矿体

斜切成三段
,

反时针扭动
,

两盘岩石和矿体

都产生大量的擦痕
、

角砾和糜棱岩
,

给勘探

和采矿都带来了困难
。

断裂为区域性断裂
,

从矿区北端水槽

子通过
,

走向 、
” ,

长约数十公里
,

倾向

南西
,

倾角 、
。 。

两盘均普遍有拖拉褶皱

和数十米宽的破碎带
。

在甘家娅 口一带将水

杉背斜和 错断
,

水 平错距约 公里
,

造成

水槽子一响水河菱铁矿化带沿走向不连续
。

矿体产状及形态 矿区 内沿背斜轴在宽

约 米的范围内
,

矿体呈雁行式排列
,

成群

出现
。

据现有资料
,

有
、 、

三个主要

矿体
。

矿体的产状及形态严格受控矿断裂的

产状和结构面的力学性质控制
。

矿区内控矿

断裂的力学性质由北往南
、

由浅至深
,

由张

扭性为主逐渐转为以压扭性为主
。

所以
,

菱铁

矿矿体的膨胀收缩
、

分枝复合
、

尖灭 再现现

象明显
,

矿体 内夹石也普遍存在
。

控矿构造

对矿体的影响主要是 控矿断裂与次一

级褶皱的相交部位
,

矿体增厚 图 一 ,

控矿断裂交汇处或 “ 入 ” 字形断裂尊

有部位矿体增厚 图 一 控矿

断裂产状由陡变缓处
,

相对具有张扭性
,

矿

体增厚 图 一 , 控矿断裂破碎

带 宽 的 地 段
,

矿 体 增 厚 图 一 ,

控矿断裂为隐伏构造
,

形成盲矿
,

矿

化范围宽
,

矿体也增厚 图 一 , 此类

矿体多成脉状
、

透镜状
、

串珠状
、

葫芦状
、

树枝状或不规则囊状
。

同时
,

矿体还常随水

杉背斜的倾伏而向东南侧状
,

侧伏角约 、
。 。

叫

侧

丫丫

国 团
。

因
,

昌
,

圈
。

困
‘

爵 囚
国

‘

因气

图 矿体形态及其与构造的关系

① , 价阶采场平 面 图 , ② 。线剑面 图 , ③ 。。中段

平 面 图 ④冷线剖面 图 , ⑤ 线剖 面 图 一菱 铁矿体 ,

一艾铁 矿化 一铅锌 矿休 , 一菱铁矿一黄铁矿

化 一 转 石 矿 , 一 灰 岩 , 一角砾血被岩 , 一背

斜 , 一 向斜 , 一扭性断层 或隐伏断裂 见于 ⑤
、 、

一矿体偏号



卜

矿石的物质成分及结构构造

物质成份 化学与光谱分析表明
,

矿石

中元素较为简单
,

有用元素主要为铁
、

锰
。

菱

铁矿矿石一般含铁 、 拓
,

个别高达 拓
。

褐铁矿矿石含铁 、 形
。

锰含量一般为

、 拓
。

与铁含量成正比 图 , 银含量一般为

、 克 吨 , 铜 含量一般为 、
。

男
,

局部间富集成小铜矿体
,

含铜 ”男
。

造渣

组份及有害元素含量均很低
,

钙
、

镁与铁常

互 消长 图
。

矿 石 类型 及结构构造 矿 石类型可分为

三种 褐铁矿
、

混合矿
、

菱铁矿
。

菱铁矿 主

要呈 自形
一

半自形粒状
、

交代熔蚀状 和 镶嵌

状结构 , 褐铁矿多呈胶状
、

致密块状
、

同心

环状和残余晶粒状结构
。

菱铁矿呈块状
、

角

砾状
、

细脉浸染状构造 , 褐铁矿 呈 葡 萄 状

图
、

皮壳状
、

钟乳状
、

肾状和针状构

造
。

图 葡萄状褐铁矿矿石

图 铁锰含员变化曲线

卜 、

化抓岩 化巩宕

图 铁与钙
、

镁的含量变化曲线

据野外观察和镜下鉴定
,

主 要 有 用矿

物为褐铁矿和菱铁矿 早期成灰黑色
、

晚期

成黄白色
。

其矿物成份列如表
。

表
金 属 矿 物

矿 物 非金属 矿物
原 生 矿 氧 化 矿

主 要的 菱 铁 矿 褐 铁 矿
诀方解石

、

谈白云石

锰 褐 饮矿
、

软锰 矿
、

赤铁矿
石 英菱、‘矿‘铁矿苗锰

黄洞 矿
、

辉 铜 孔雀 石
、

斑铜 重 晶石
、

毒
矿

、

方铅 矿
、

闪 矿
、

水锌矿
、

铅 重石
、

石 青
、

若辛矿
、

辉协矿 铁矾 滑石

近矿围岩蚀 变
、

成矿期及矿物生成顺序

矿区内与成矿有关的近矿围岩蚀变主要有菱

铁矿化
、

弱硅化
、

黄铁矿化
、

铁碳酸盐化
、

褪色作用和褐铁矿化等
。

菱铁矿化 分为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 为

灰黑色结晶菱铁矿
,

并被第二阶段黄白色结

晶菱铁矿交代
、

熔蚀及 穿插
。

菱 铁 矿 呈 自

形一他形细粒集合体细脉
,

分散于矿 体 顶底

板围岩中
,

形成菱铁矿化灰岩
。

这种蚀变在

矿区内由北往南
、

由浅至深逐渐增强
,

影响

范围在 米
,

局 部地段达 余米 , 在矿

体尖灭 部位可达百余米
。

弱硅化 表现为自形一半自形晶粒状石

英
,

分散于矿体顶底板围岩 中
,

影响范围为

、 米
,

部分与菱铁矿呈镶嵌结构或具交

代熔蚀现象 图 铁与硅的含量关系见

图
。

黄铁矿化 为细脉或浸染状的黄铁矿
,

分散于矿体顶底板围岩中
。

有的呈细脉状穿

插于菱铁矿内
,

比菱铁矿形成稍晚 图
。

这种蚀变在钻探施工中意义很大
,

若深部遇

到黄铁矿化灰岩
,

将预示快见矿了
。

一的一的一要一少一次一稀



顶底板 一 米的灰岩褪色
。

这种岩石在氧

化带易于风化流失
,

使矿体两侧裂隙常被黄

褐色粘土充填
,

给采矿造成一定困难
。

揭铁矿化 是菱铁矿化
、

黄铁矿化灰岩

及其它含铁矿物经氧化变成褐铁矿化灰岩
。

有的还经过次生淋滤作用
,

所 以
,

褐铁矿化

范围宽达 、 米
,

部分地段远离矿体达数

百米
。

矿区热液活动频繁
,

多期成矿
,

其成矿

期的划分及矿物生成顺序列于表
。

州

图 硅化与矿化之关系
汉

一菱铁矿 , 一石英 , 一黄铁矿 , 一 白云 石

成矿期及矿物生成顺序 表

图 铁与硅的含量变化曲线

霭霭缪
如如

第一热液期期 第二 热液期期
一

轧 化 期期

互互 皿皿皿

菱菱铁矿矿矿
曰曰 卜卜卜卜卜卜

,,,, 尸尸尸尸尸尸

黄黄铁矿矿矿 巨二二二
困 ‘‘

厂厂厂厂厂厂 , , , ,,,,

石石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菱菱锰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铁铁白云石石 ‘‘‘‘‘‘‘
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

铁铁方娜石石 ‘‘‘‘‘‘‘

铅铅锌矿矿矿矿
曰曰 ‘‘

一一
一一

一一
, 日 尸尸尸尸

黄黄铜矿矿矿矿矿矿 厂了 , 二二二

辉辉铜矿矿矿 厂二二二
一一一一厂 一一一一一一

辉辉秘矿矿矿矿矿矿矿
褐褐铁矿矿矿 「一一一一一一 阅阅阅阅阅阅阅阅 门

软软锰矿 〔一一一一一 一
, , 恤恤

孔孔雀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石石 膏膏膏膏膏膏膏膏

万

月 卜 大量 门 卜 中录 少量

户叫

、 ‘

二护

图 块状菱铁矿矿石中的黄铁矿化细脉

一黄铁矿 , 一菱铁矿 , 一残余灰岩

饮破酸盆化 为铁方解石
、

铁白云石呈

浸染状
、

细脉状分散于矿体顶底板围岩中 ,

有的远离矿体在灰岩的破碎带内
,

其颜色随

铁含量的高低而异
,

矿区内多为米黄色
、

猪

肝色
、

浅黄褐色
,

蚀变范围为 米
。

褪 色作用 是热液的烘烤作用使距矿体

叙化作用 矿区氧化带发育
。

促使氧化

的有利条件有 矿区内地形北高南低
,

北端氧化程度强
,

地表均氧化成褐铁矿
,

构

成转石矿
,

深度达 余米 , 含 矿 围

岩为灰岩
,

岩石化学性质活泼
,

性脆
,

裂隙

发育
,

有利于氧化作用进行 , 矿体两

侧岩石经褪色作用
,

易于风化流失
,

造成地

下水活动空间 , 本区内遭受多次构造

活动
,

矿体和岩石很破碎 , 热液菱铁

矿在氧化带极不稳定
,

易氧化成褐铁矿
。

一

般氧化深度为 、 米
,

局 部达 余米
。

菱铁矿氧化为褐铁矿
,

含 铁 量 可 提高 、

拓
。

过去称为观音山式铁帽矿床
,

就是因其

氧化带发育而得名
。

本矿区菱铁矿铁帽与铅

,



锌黄铁矿铁帽的区别列如表
。

菱铁矿铁帽与铅锌黄铁矿氧化带铁帽的区别 表

会会奋艳
、、

菱铁矿氧化褐铁矿矿 铅锌黄铁矿铁帽二

颜颜 色色 暗褐色
、

棕红 色
、

黑色色 褐黄色
、

赌褐色色

矿矿石结构构造造 葡萄状
、

同心环带带 块状
、

网格状
、

土土
状状状

、

肾状
、

针状
、

部部 状
、

海纬状
、

蜂有状状
分分分为菱铁矿假象象象

矿矿物成份份 褐铁矿
、

赤铁矿
、、

揭铁矿
、

白铅矿
、

菱菱
软软软锰矿矿 锌矿

、

铅 铁矾
、

水锌锌
矿矿矿矿

、

硫华华

化化学元素素 铁锰 为主 并含铬
、、

铅
、

锌
、

硫很 高
,

而而
洽洽洽

、

锌
、

硫
、

铜均 且富含福
、

锗
、

稼
、

锢
,,

,

不含福
、

锗
、、

不含锰 或量 微微
稼稼稼

、

幸田田田

三
、

找矿标志及找矿方向

的初 步探讨

矿床成因 综上所述
,

我队十多年来在

观音山铁矿工作所掌握的成矿特征可归纳如

下
。

矿床不受国岩时代限制
,

泥盆纪
、

石

炭纪均能成矿
,

但对围岩岩性有一定的选择

性
,

以灰岩和 白云岩对成矿最有利
。

矿体严格受断裂控制
,

特别是沿水杉

背斜近轴部的北西向压扭性冲断裂及与其有

矢的破碎带
,

是矿液通 道和 容矿的 良好场

所
。

矿体产状和形态
,

受控矿构造影响
。

矿体多呈陡倾斜脉状
、

透镜状
,

厚 度 变化

大
,

矿体收缩
、

分枝复合
、

尖灭 再现现象普

遍
。

近矿围岩蚀变
,

主要有菱铁矿化
、

弱

硅化
、

黄铁矿化
、

铁碳酸盐化
、

褪色作用
、

褐铁矿化等
。

这些蚀变现象显示 中
一

低 温 的

蚀变特点
。

矿物共生组合和结晶 习性 石英多为

细粒长柱状双锥体
,

也属于中
一

低温作用的

产物
。

。

铁的沉淀方式以 充填 为主
,

交 代次

之
。

矿体与 围岩界线较清楚
,

矿体中常有灰

岩角砾和夹石
。

根据上述特征
,

我们认为观音山铁矿应

属于中低温热液充填交代型菱铁矿矿床
。

根据本矿床成矿地质特征和矿体分布规

律
,

其找矿标志及找矿方向初步分析如下
。

热液菱铁矿的富集对围岩有一定的

选择性
,

以碳酸盐类岩石最为有利
。

这是因

为灰岩
、

白云岩化学性质活泼
,

易为含矿溶

液交代
,

同时其物性较脆
,

易于形成裂隙和

破碎带
,

从而为矿液提供了有利的通道和 良

好的容矿空间
。

因此
,

在本区内碳酸盐类岩

石可作为间接的找矿标志
。

本矿区北西向褶皱和断裂直接控制

矿体的分布
。

容矿断裂多为压扭性
,

延长延

深都大
,

可作为直接找矿标志
。

与热液菱铁矿有关的蚀变岩石和矿

物
,

特别是菱铁矿化
、

黄铁矿化及铁碳酸盐

化
,

对找矿具有直接指导意义
。

锰可作为找矿的指示元素
,

它与铁

的含量成正相关关系
,

相关 系数 在 以

上
。

锰的扩散范围大大超过铁
,

在围岩中若

发现锰含量 急剧增加
,

菱铁矿体存在的可能

性亦增大
。

铬
、

镍是本区铁矿特有的微量元

素
。

原生晕中若发现有铬
、

镍
,

可显示有菱

铁矿体的存在 如锰
、

铬
、

镍同时存在
,

矿

体存在的可能性更大
。

暗褐色
、

棕红色
,

葡萄状
、

肾状
、

针状褐铁矿铁帽
,

同时褐铁矿中存在有菱铁

矿假象
,

可作为直接找矿标志
。

根据上述找矿标志
,

现提出以下几个找

矿地段
。

水杉背斜南东倾没部位
,

由中
、

上石

炭系灰岩组成
,

同时存在有北西向断裂
、

由

于背斜倾伏
,

深部可能有脱顶构造存在
,

所

以在该地段具有一定的找矿意义
。

观音山矿 区的北西端
,

从水槽子一三

块田
,

伴随 断裂沿水杉背斜轴已 断 续 发

现有热液菱铁矿化点
。

只因岩性不利
,

未富



集成工业矿体
。

然而
,

下石炭统底部和泥盆

系均为灰岩和白云岩
,

对成矿有利
。

同时
,

据现有资料
,

该地段指示元素锰含量随深度

增加而增高 表
,

所 以在该地段深部热

锰含量与深度的关系 表

深深 度 米 锰 含 量

‘
。

勺
。

、
。

勺
。

‘
。 。

勺
。

液菱铁矿的工业矿体存在可能性很大
。

。

矿区北西延展部位珠市河背斜
,

是与

水杉背斜 同一体系
,

伴随背斜广泛发育有北

西向断裂
,

现在在北西向断裂 中亦已发现有

热液菱铁矿矿化和矿点
,

如三望坪
、

发达等

地
,

是找矿的有利地段
。

。

北西向的娅都一窝颇背斜现已发现菱

铁矿床
,

其南东延长地段
,

与观音山邻近的

陡著一堕脚背斜上的有利部位
,

寻找热液菱

铁矿
,

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地 区
。

上接第 页

床中的艺 以
、

为多
,

可与
、 、 、 、

等结合
。

这是找
、

的指示元素
。

根据共生元紊的分异条件找矿 和
、

和 地球化学行为极相似
,

但前者

轻
、

迁移远
,

后者重
、

迁移近
,

故可用
、

分带
,

比值愈大离矿源愈远
。

一
比 一 偏碱性

,

故 一 的母岩比 一 的偏碱性
,

一 的母岩比 一 的偏酸

性
。

比 化学惰性强
,

氧化带中 比 活泼
,

易淋失或下降
,

故矽卡岩铜矿铁帽及氧

化带愈上部 愈低
。

比 亲氧
、

比 亲硫
,

故地表的巨厚磁铁矿体
,

深部常可变

为黄铜矿一磁黄铁矿矿床
。

特征矿物的成因或找矿指示 硫锰矿 指示高硫缺铁
、

缺氧的还原环境
。

黑铜矿 指示弱碱性
、

弱氧化环境
。

绿色铁菱锌矿
, , 〕是 近 矿指示

,

而褐铁矿染 白色菱锌矿 〕则无找矿意义
。

蓝黑色粉末状蓝铂矿 。‘ 十 。呈 。 指

示酸性的较深部辉钥矿床氧化带
。

霓石
干 。 〕指示 和 不足

、

过剩的钠交

代作用等等
。

根据变价性找富矿 例如按含铜书排列

辉铜矿 铜蓝 斑铜矿
。 ‘

黄铜矿

盔
十 “ 十

〔一 〕一 孟
十 “ 十 ·

毛
十

。 。
’

。 。

实质上富铜矿物均含 ‘十 ,

完全是 ‘ 的最富
,

其次的 ’十 、 “ 干

并存 单硫 “一

和

对硫 一 〕
一

并存
,

这是弱氧化条件的指示
。

因此找富铜
,

对斑岩铜矿要找次生富集带
,

对砂岩铜矿要找慢速到快速沉积的转折部位
。

这也是辉铜矿一斑铜矿一黄铜矿一黄铁矿分带

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