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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卡 岩 矿 床 ⋯的 矿 体 构 造

河 南地质二 队 胡安国

夕卡岩矿床在我国分布广泛
, ,

营结它的

特征
,

研究它的规律
,

交流找矿经验
,

都具

有
“

现实的意义
。

夕卡岩矿床的矿体一般 赋 存 于 侵入体

内
、

侵入体与围岩的正接触带及外接触带
,

其具体位置和形态受岩性
、

构造和接触带形

态的控制
。

而地质构造和侵入体围岩的岩性

又控制着侵入体的产状和接触带的形态 因

此
,

以地表观察所得的岩性
、

构造资料为基

础
,

可以推断深部岩体的产状
、

形态
,

包括

接触带的产状和形态
,

进而判断矿体的产出

位置
、

构造特征和形态
。

笔者以在鄂东
、

豫北

一带夕卡岩型铁铜矿区的工作实践为基础
,

试图从其间的联系中来探讨矿体的构造
。

铝硅酸盐岩 火山岩 与碳酸盐岩接触

面上以及 火山岩 中的富钙质凝灰岩夹层 中的

矿体
。

近来多划归与火山岩有关的类型中
。

白云岩与灰岩接触面上的层状矿体
。

有时矿化集中在外接触带的这个部位
,

有时

与正接触带上矿体共存
,

此时两者交线上常

有矿柱生成 图
、 。

页岩或泥灰岩与灰岩接触面上的矿体

及页岩或泥灰岩内灰岩夹层 中 的 矿 体 图
、 。

大理岩层 中的矿体
。

有褶皱等其他构

造配合时可形成独立的外接触带矿体
,

但一

一
、

外接触 带矿体

外接触带的矿体可以分为整合型和交错

型两类
。

整合型矿体受岩性和构造的控制
,

在剖面上位于有利的层位中
,

在平面上处于

有利的构造中
。

本节集中讨沦整合型矿体
,

交错 型矿体

如图 己
,

不赘述
。

刘面上产于不 同部位的整合矿体有

土 石英岩
、

砂岩以及硅质层等与碳酸盐

宕接触面上的层状矿体
。

这是夕卡岩矿床 中

一种重要的类型
,

矿休成层 稳 定
,

延 展极

远
。

若其他条件配 合适 当
,

正接触带上的矿

化反而缺乏或微弱 图
、 。

茱悯矿

巨乏 灰岩
、

大理省

园目 , 云岩

霎彗灭岩

巨到石英卷石英 ’

匹困, 龙尚岩

应」物花岗班岩

巨习
, ‘ 花尚 长

三习添竿橇
、

巨互〕矽卡岩

峨习厂体

以下 名图
’

图例均同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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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都是正接触带矿体的层 间分枝或有分枝与

之共生 图
、 、 。

由上述 可知
,

两种岩层的物理性质和化

学性质的差异愈大
,

则外接触带成矿的有利

程度愈高 矿体稳定
,

多为似层状
。

岩层 间

的差异性减小
,

则矿化的有利程度降低
,

矿

化分散
,

矿体数 目增多而规模变小
,

且常与

其他部位矿体共生
。

上述有利层位中的矿体均赋存于有利的

构造中
,

常见的这种构造 中的矿体有
一 断裂

、

剥离
、

滑动等构造与层 面重合

部位的矿体
。

岩体接触面与上述有利层位交 切或平

行结合时的层 间矿体
。

背斜鞍部的矿体
。

二 褶皱陡翼的矿体
。

有次级褶皱或急剧

转拆更有利
。

向斜槽部的矿体 较少
。

构造的作用不仅在于被动地为矿液提供

通道和成矿空间
,

并能积极地促进矿液的分

离 形成 和运动
。

二
、

正接触带矿体

正接触带是夕卡岩矿床 中矿体分布最普

遍的部位
。

矿体赋存的位置及其形态受接触

带形态的控制
,

故讨论正接触带矿体首先应

讨论接触带形态的规律
,

即其与地层构造的

关系
。

侵入体的形态受 以下 两 方 面 因素控

制 岩浆侵入时的压力
、

流动性和熔蚀

能力等内在因素 围岩中层理
、

软弱岩

层 和构造作用等外在因素
。

当岩浆侵入压力

大
、

流动性强
、

围岩中富含各种软弱带
,

以

构造发育时
,

它除占据主体的空 间外
,

并能

沿着围岩中的破碎带
、

断裂
、

薄层 岩石
、

层

理等软弱带作岩枝
、

岩舌伸出
,

形成形态复

杂的岩体
。

相反
,

岩体的形态则很简单
,

接

触面平整或圆滑
。

按形态复杂程度 可将岩体

分为三种类型

枝状型 岩体周围有众多的岩枝
,

以

致岩体主体的形态和主要接触带 都 难 于认

识
。

波状型 岩体表面波状起伏
,

岩体的

舌状体与围岩的楔状体相互交错
。

岩体主体

的大小亦膨缩不定
。

本类岩体的舌状体相当

于前类中的岩枝缩小变粗而成
,

故为枝状型

向平整型过渡的中间阶段
,

也是分布最广泛

的类型
。

平整型 岩体表面平整圆滑
,

形态简

单
,

是侵入在成分均一
、

成层厚
、

断裂不发

育的围岩中岩体之特点
。

岩枝
、

岩舌及其间的围岩楔状体是一种

控制矿体的重要构造
。

其 中岩枝
、

岩舌等岩

体向外伸出部分主要受围岩的软弱带控制
,

即每个围岩的软弱带都有可能发育成岩体的

岩枝或岩舌
。

因而岩体的向外伸出部分之位

置与软弱带的层位相当
,

延长方向与围岩走

向一致
,

具有较大稳定性 , 有时沿走向消失

以后仍可重新出现
。

岩枝或岩舌的产状与围

岩一致
,

即在地层平缓时岩枝和岩舌沿水平

方向伸展
,

地层倾斜时向下或向上伸展
。

岩

体与地层倾角不 同
,

无论岩体 的 上 侧 或下

侧
,

它们都在地层倾斜方向向下伸展
,

地层

扬起时由扬起方向向上伸展
。

围岩楔状体之

分布受侵入体产状控制
。

楔状体尖端之联 线

与岩体主体产状一致
,

即在岩体超复的情况

下
,

向深部楔状体尖端向岩体一方移位 围

岩复盖情况下
,

向深部尖端向 围 岩 一 侧移

位
。

虽然随楔状体大小不同
,

每个尖端可能

或前或后
,

其联 线不是直线
,

但总有一定趋

势
。

因此
,

根据围岩岩性及构造特点不仅可

以判断岩体的复杂程度
,

而且 可以预见岩体

中岩枝
、

‘

岩舌和 围岩楔状体的分布范围
、

赋

存位置
、

延展方向
、

稠密程度等情况
。

特别

是掌握 了某地区岩体形态的具体规律以后
,

运用这种原则预测往往有效
。

根据上述
,

一

可以把岩体接触带形态的形

式归纳在图 , 。 ‘

已是宕体接触带形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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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然分类
,

可 以概括接触带形态的各种形

式
,

是研究夕卡岩矿床矿 体 构 造 的一个基

础
。

接触带上矿体的位置与构造随上述接触

带形态的不 同而变化
。 葺丫

极极 眨 杂 的的 屯 ”的的 简 单 的的

枝 状 型 波 状 型 ,, 千 整 型飞飞

国国岩 复益益 岩体 超复复 围岩 “‘‘ 岩体超复复 困岩 夕芝芝 岩 本超复复

凑凑凑鬓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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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撼二二二二麟裹裹
十 甲卜矛丈声福福福

十
一 、

怜怜怜十十十十十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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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侵入体接触带形态分类图

平整型接触带因其形态较简单
,

矿体形

态亦简单
,

计有鞍状
、

透镜状
、

似层状等
。

产

出部位受岩体其他因素控制
,

接触带形态不

具决定作用
。

一般来说
,

平缓的大型层状侵
、
体矿化多在岩体顶部突起处 , 较陡的岩体

常在两侧或四周
。

接触面与围岩层面有整合
一

与交切之分
,

前者常有平行的层间矿体
,

后

者常有分枝的层 间矿体 图
、 、 。

波状型接触带的形状成 “ ” 形
、

阶梯

形等弯曲形状
。

不 同情况下这种弯曲接触线

的曲率半径亦不相 同
,

以平直而略微鼓起到

尖锐的楔形不等
。

由于形态复杂矿化相对集

中
,

成矿条件较平整型有利
。

矿体常

赋存于插入岩体中的围岩楔状体尖端

处
,

根据矿化作用的强弱
,

矿化可以

从楔状体尖端
、

某一侧或外缘直至扩

及整体楔状体
。

有时围岩的凹处 侵

入岩舌状体尖端 亦有矿化 图
、

、 、 。

枝状型岩体根据围岩产状可以分

为上枝式
、

平枝式和下枝式
。

上枝式

岩体当主体尚未出露时仅为平行的岩

墙 枝 群
。

侵蚀较深时在岩体的一

端或两端
,

一侧或两侧有同一方向的

平行岩墙 枝 群
。

下枝式岩体的丫侧

或两侧同样有平行的岩墙
。

不过上枝

式的岩墙向下与主体相联
,

下枝式的

岩墙总是向下尖灭
,

且岩枝与主体间

包围着鱼背状的围岩楔状体 图
。

少数情况下也可见到沿裂隙横切层理

的枝状型岩休
。

本类岩体接触带上的

矿化位置常见的有枝侧接触带上的似

层状
、

透镜状矿体
,

枝间灰岩楔状体

尖端的柱状透镜状矿体
。

其最大特点

是矿化分散
,

具多层性
,

即同类型矿体在空

间上重复出现
。

勘探中容易将岩枝误认为侵

入岩主体而过早停钻
,

遗漏矿体
。

下枝与主

体间的围岩楔状体由于屏蔽作用常有富厚矿

体生成
,

尤应注意 图
、 、 、 。

三
、

侵入体 内的矿体

侵入体内的矿化计有浸染型
、

沿断裂带

及与大理岩残余休有关的矿体三种
。

第一种

不属于夕卡岩型矿床
,

第二种少见
,

故着重

讨论第三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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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某铁矿
、

口 某 铜矿

图 某 铜
、

砷矿

图 某多金属 矿

图 某仁乌
、

锡习‘

图 某洞了

侵入 岩中的大理岩残余体 捕虏体 似乎

杂乱无章
,

分析豫北一些矿区的特征后
,

发

现以下规律
,

似
一

可作为其他地区的参考
。

友理岩残余体应 为围岩楔状体发展而

成
,

当两条岩枝贯通时
,

楔状体便成为残

余体
。

玫两者常相对应
,

即某些层位在 岩体

边 部为楔状体
,

而在岩体内部则为残余体
,

井可将两者联结
,

这符合该区构造的一定形态

的面
。

残余体相当于围岩不易被熔蚀的坚强

部分
,

一个地区地层层位都较固定
,

故可利

用地层资料判断其赋存部位
,

炸预见其多层

性
。

残余体和一切层状岩石一样
,

也有褶

皱和断裂构造
,

且 大部分属于围岩中的延续

部分
,

故可依据围岩构造判断残余体构造的

基本趋势
,

也可以依据某一残余体的构造判

断整个残余体群的构造
。

按残余体本身的形态 大致可分为 具

有各种褶皱延展较远的残余体 具有新 月状

外形作向斜构造 偶作背斜 的残余体 , 零

星的横向较短
、

规模小
、

形态简单或复杂的

残余休
。

巨接触形态的规咋仁叮用
一

残余体的接

角虫草片
。

按残余体与侵入 岩的 关 系
,

可 以分

为 同一种岩石 中的残余体和两种岩石接触

面上的残余体两种
。

后者 可能由于较晚的岩

浆沿着较旱侵 入休的顶板或底板岩层 中的 另

一个软弱带入侵
,

当两者在大部分 地方 汇合

后
,

其间的坚强岩层便残留为残余体
。

这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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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余体延长远
,

展布宽
,

层位稳定
,

是一种

重要的类型
。

掌握 了残余体的规律再来讨论依附于它

的矿体
,

问题便清楚了
。

这些矿体赋存的部
、

位有

①整个残余体的矿化
。

常具有一些规模

较小
、

横向延伸短的残余体的特点 图
、

。

多残余体楔状尖端上的矿化
。

有时为柱

状矿体
。

当残余体作新月形时
,

两个尖端都

有对称的矿化 图
。

③层状残余体某一侧的矿化
。

一般 当残

余体为背斜时矿化在上接触带 图
,

为

向斜时在下接触带 图
,

有时两侧都有

矿化
。

总的来说大理岩残余体 中的矿化完全

符合于外接触带和正接触带矿 体 的 分 布规

律
,

这里只是几种常见形式
。

图 某铁矿
图 某铁矿

习 某毛大矿
占 一 角闪口召长岩

图肠 某铁矿

一砂灭岩 ,
‘

咨一火理岩

四
、

几个应 用的问题

容矿构造的活动顺序

在多种容矿构造共存并有矿化活动的前

州下
,

矿化首先在最有利的容 矿构 造 上进

行
。

当某一构造的有利程度远 远 超 过 其余

构造时
,

常形成巨 大富厚矿体
,

导致矿化作

用的集中 各脚构造的有利程度近等时
,

可

形成 多种夕扭部位矿体的共存
,

引起矿化分

散
。

因记 可以根据有利程度的高低
,

拟定

个害矿 沟造 成矿部位 的活动顺序
。

以

下愧出一个初步设想
,

以供研究讨论
。

属于第一级的是石英岩 或其他 与灰岩

差别极大的岩石 与灰岩接触面 的剥离构

造或层间滑动
。

属于第二级灼是波状或枝状

接触带上插入侵入体的楔状尖端
。

属于第三

级的是灰岩与白云岩的接触面
、

平直接触带

以及层面发育的大理层 面
。

不同成矿部位矿体的共生

不同构造部位矿休的共
一

生最常见的是接

触带上的矿体
一

与围岩中矿体的共生
,

其次是

接触带矿体与岩体内矿体的共生
,

第三是岩

体内矿体
、

接触带矿体及围岩
一

矿体三者的

共生
。

岩体中矿体与围岩中矿体共生者较少
。

共生的形式有两种 各自形成分离的矿

体
,

如正接触带矿体与围岩中矿体的平行共

生 图
、 , 正接触带矿体 与岩休

内矿体的共生
。

其次是不 同构造部位矿体彼

幻 日 某扶矿 图 某铁犷

此结合成复杂的形态
,

日在两 者交切处生成

矿柱
。

如不整合接触时 正接触带矿体 与层 间

矿体的羽状结合
,

以地层 向外倾斜者为常见

图
、 。

整合矿体与沿断裂分布矿体

的共生也不少 图
。

研究不 同成矿部位矿体共生是发现多层

矿和老区找新矿的重 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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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脉 蕃 图 某铜矿

图 某铂矿

矿体的多层性

图 某多金属矿

一个矿区往往有多层矿体重复出现
。

掌

握 了多层矿体共生规律就能尽快地找到更多

的隐伏矿体
。

不 同成矿部位矿体共生是矿体

多层性的一种重要形式
。

前已述及
,

这里只

讲相同构造犷体的重复
。

矿体的位置取决于容矿构造
,

矿体的多

层性取决于容矿构造的 多 层 性
。

常见形式

有 外接触带围岩中有利层位的重复出现
,

如非碳酸盐岩石中有多层碳酸盐岩层
、

碳酸

盐岩系 中的多层不同岩性接触面 图
、 。

枝状和波状型接触带上多层 的 围 岩 楔状体

图
、 。

岩体中的多层大理岩残余体

图
、 。

因而犷休的多层性基本由围

岩的地层剖面决定
。

尸洲产一 一

一一
山 上

儿人、食、笼‘弓

‘

上

上

图 某铜矿
页岩中的纯灰岩 夹层遭受 矿化

,

故 具 多层性

哪耀黝
‘

、

⋯谷
公二 人

图 某铜矿
山 上 士

一

占

图 某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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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兄永矿的控矿构造
、

成矿规律及变化趋向

湖 南冶金 队
、

了队
、

新免汞矿
、

湖南冶金地质研 究所

“ 队
、

矿
、

所三结合 ” 地质综合研究小组

为了加速新晃汞矿的地质勘探工作
,

我

们组成了 “ 三结合 ” 综合研究小组
,

在综合

前人资料的基础上
,

本着实践第一的观点
,

学习
、

运用地质力学方法
,

对 本 区 控 矿构

造
、

成矿规律及变化趋向进行了研究
,

现归

纳如下
。

湘黔汞矿带是我国重要汞矿产地之一
。

区内分布着震旦纪
、

寒武纪和奥陶纪

地层
,

其中以寒武纪地层 出露最广
、

最全
。

各层 间多为整合接触
,

走向北东 、
。 ,

倾

向北西一北西西
,

倾角
“ 。

矿带位于新华夏系 级北北东向凤 凰

一晃 县 大背斜西翼近轴 部 地 段
。

矿 田

床 均位于呈北北东向排列的
、

北西西一

北西向横跨褶皱中
。

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

但

除部分走向北东和东西向的构造形迹在地表

表现明显外
,

其余多隐伏于容矿层内
,

而至

上覆层逐渐匿迹 图
。

矿带内各矿床 或矿 田 均受新华夏系

和东西向构造复合控制
。

矿带的延展方向为

北北东向
,

矿床则处于轴向北西西的横跨褶

皱内
,

且所有含矿体的倾伏方向亦多为北西

西向
,

仅少数为近东西向和南西西向
。

、

一一
产一一 八一沪一 产 ⋯户沪

、户 一 产

一
产护 产 了

一 一 一注意与非碳酸盐岩石接触时的矿化

因为夕卡岩矿床都赋存在中一酸性岩体

与碳酸盐岩石的接触带及其附近
,

所以接触

带没有碳酸盐岩石时人们就不去找夕卡岩矿

床
。

然而正是这些地方的隐伏矿床常被人忽

略
。

下述情况应特别引起注意

①某些夕卡岩矿床可 以赋 存 在 凝 灰质

岩
、

安山岩或其他钙质岩石与侵入体的接触

图
一闪长价岩 ,

艾铁犷

只云毋安山 岩 , 图 尹 转俐付

一集 块 岩 , ‘一 砂 羚 一 凝灰公 图 某铁犷

带 二 创
。

②
”了岩体接触的 卜碳酸岩层上

、
’

卜
‘

的碳

酸盐石可以在岩体中形成一定规模的残余体

私而矿化 冬
、 。

③非碳酸盐岩石深部的碳酸盐岩石在其
一

‘ 岩体接触处的隐伏矿体 冬
「

以上是 自己在工作 中接触到的一些实际

问题的初步认 识
,

错误难免
,

敬请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