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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厂铜矿是个产于火山岩中 的 老 矿

山
。

解放前即已做过零星调 查与开发 解放

后 , 许多生产
、

科研和教学单位做了大量的

普查勘探及研究工作
。

年
,

我队调入白

银厂矿 区进行补充勘探 与普查找矿
。

十多年

来
,

在前人工作的基 础上
,

在一些科研 单位

的协助下
, 我们初步研究了矿区及其外围矿

床赋存的地质条件和生成规律
。

现就我们对

该区酸性火山活动与成矿关系的认识概述如

下
。

一
、

矿区地质概述

白银厂矿区位于二化祁连加里东地槽的东

段 , 地槽内发育着一套下古生代浅变质海底

喷发火山岩
,

长逾一千公里
。

区内火山活动

频繁
,

前寒武纪至上奥陶世均有喷发
一

沉积物

形成
,

并以奥陶纪最发育
。

矿区及其附近地层根 据 岩 性
、

岩相组

合
,

接触关系
,

喷发间断
,

不同火山岩层中

的集块
、

角砾成分对比以及岩层的某些原生

和次生构造
,

将矿区地层划分为两个岩组
、

六个岩段 ,

共九层
。

各层特征见表
。

据黑

石山火山岩所夹透镜状大理岩中采得的

及 等化

石 , 结合区域地层对比
,

曾暂定为奥陶系
,

并划分为下和中上统
。

据 年甘肃地质局

区测五分队在矿区西邻胜家梁硅质岩 的大

理岩夹层中采得 七

,

等化石二及以

往在小铁山矿床测得的铅 同位素年龄
。

亿

年
,

这套地层以属中和下寒武世为宜
。

但因

资料刚刚获得
,

本文暂仍延用奥陶纪叙述
。

矿 区构造一直众说纷云
。

先后有十三个

单位和个人提出过十七种看法
。

对背斜
、

向

斜
、

单斜三种可能都作过推断
。

我们认为该

区存在着 白银厂和黑石山两个火山弯窿 —夏背斜
,

其间为双碉峡一大王沟火 山 凹 地

—复向斜
。

它们各由若干级别的次级褶皱

组成
。

褶皱轴线 自西 向东呈一 以黑石山为中

轴交成
。

角
,

表明木区火成岩碱性分异

比较清楚
。

在 面上
,

向量点也呈带状分

布
,

向量带 自右上方紧靠 轴
,

向左下方延

伸
,

带的轴线与 轴交角仅有
’

左右
,

说明

钙虽趋向增强 , 但不十分突出
。

在 面上
,

向量带两端的向量线

较长
,

中部碱中性变钠质火山岩的向量线显

著变短 ,

说明暗色矿物中铁原子数的百分比

显著增加
。

这一点 与本区铁矿主要母岩本身

富铁性相一致
。

此外
,

在 面上 , 绝大多数向量有倾

角陡的特点
,

表明本区火成岩钠高钾低
。

石英钠长斑岩的化学成分投影在查

氏图的流纹岩
、

英安岩及粗面岩类区 浅色碱

中性变钠质火山岩投影在安山岩
、

安山玄武

岩及碱玄岩类区 , 深色碱基性角闪变钠质火

山岩及基性岩体投影在玄武岩
、

碱玄岩类区
。

、

根据上述岩石化学特征
, 结合本区火山

岩的结构构造
、

形态
、

产状及其与围岩的关系

等
, 笔者认为本区含矿的深色碱基性角闪变

钠质火山岩相 当于细碧岩 , 浅色碱中性变钠

质火山岩相当于角斑岩类
。

相当于原中上奥陶统
。 。 据卢衍豪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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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积
、

冲积
、

洪积物

黄土

角 度 不 整 合

第四系一第
新生界

。

上部为黄色
、

粉红色砂岩 下部为砖红色砾岩夹红色砂岩

—
一

—
角 度 不 整 合 一一

上部以黄绿色细碎屑岩为主 下部为萦红色砾岩
、

砂岩央泥岩

上三迭统一二迭系中生界

角 度 不 整 合

未见底
肉红色

、

灰色硅质千枚岩夹少里千枚岩 常含锰质或小锰矿条 中部夹

一层细碧岩 局部见枕状构造 并含有同质集块

硅质岩层双桐峡段

为褐灰色
、

红色砂岩来千枚 红色薄层硅质岩 灰色砂岩
,

千枚岩

矿区东部主要为硅质千枚岩夹硅质岩

碎屑岩层铁匠石段

’ 。 、

以中一厚层状细碧凝灰岩为主 夹大且绿色硅质千枚岩 顶部过渡为一层

硅质
、

凝灰质千枚岩 在白银厂与黑石山间夹多层
“

钾细碧岩
”

火石沟段

中上奥陶统大井子组︶

生
折西

不整合 局部整合

折西部以硅质千枚岩为主
,

夹凝灰质千枚岩 顶部常含炭质
、

锰质

折西

折西段一牌楼沟段

析西

由含炭质
、

钙质云母片岩一层凝灰岩 渐变为基性凝灰岩
、

角砾凝灰

岩 本层顶部常断续夹有含铁锰的硅质岩扁豆休

牌楼沟及黑石山地区为细碧岩及细碧扮岩 强帘石化
、

含皿杏仁体 局部

有集块及角砾集中 缸沟此部以角斑岩为主
,

含大里集块
、

角砾 熔岩厚

达 米
,

向西变薄 顶部常有一层不纯大理岩

局部喷发一沉积不整合 一

——

小铁

粉红色石英角斑凝灰岩为主 夹同质凝灰熔岩
、

细碧扮岩
、

凝灰岩
、

细碧

岩
、

千枚岩
、

含铁锰质大理岩等

此层为酸性喷发向基性喷发的过渡岩层

卿一妒一妙

基性击岩层一沉积岩层︷层凝灰岩层一姗气酸断暇性基性火山岩层

下奥陶统︹白银厂组︶

奥陶系

’

石英角斑凝灰熔岩及石英角斑岩
,

夹少盘同质凝灰岩 常含量大集块
、

角

砾 成分以同质为主 中基性基性火山岩及千枚岩亦较多

二 “

以石英角斑凝灰熔岩为主
、

夹少 凝灰熔岩及同质砾岩 局部夹有千枚

岩 并含铁锰硅质岩 白银厂矿床均赋存于此层

酸性熔岩层一酸性凝灰岩层

矿山段
卜压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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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及

名 称该该拼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英 钠 长 斑 岩 二 。。沈火山岩类类超浅成成 熔熔 熔熔熔 富含石英斑晶的 粗晶石英角斑斑

火火火 吸 畏入入 浆浆 浆浆浆浆浆浆浆浆 岩兀 卜
山山山山山 胶胶 成成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结结 分分分 富含石英斑晶的 粗晶石英角斑斑斑
类类类 熔熔 水水水 拓拓拓 岩兀 卜

岩岩岩岩 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

类类类类 喷喷喷喷
‘、

石英角斑岩 兀 贫 石 英 斑晶 石英角斑岩 托 比比

溢溢溢溢溢溢溢溢溢溢溢溢

熔熔熔熔熔熔熔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贫英细晶石英斑岩 兀 卜 ,,

流流流流流流流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英角斑集块岩

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集块石英角斑岩 冗 〕〕 含集块贫英石英角斑岩 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石英角斑角抓岩 兀

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角砾石英角斑岩 沉 了 〕〕〕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英角斑凝灰熔岩 兀

凝凝凝 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
熔熔熔岩类类类类类 含集块石英角斑凝灰熔岩 兀 么

、 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角砾石英角斑凝灰熔岩 兀

凝凝凝凝 水水 山山 火火 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勺

灰灰灰灰 底底 火火 山山山 石英角斑凝灰集块岩 兀

岩岩岩岩 喷喷 碎碎 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碎

类类类类 发发 属属 屑屑屑屑屑屑屑屑 含集块石英角斑凝灰岩 究 ,, 含集块贫英石英角斑凝灰岩岩

沉沉 熔熔 熔熔 、 兀

积积积积积 浆浆 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浆

正正正正正正 异 多多多 石英角斑贬灰角砾岩 兀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 含角砾石英角斑凝灰岩 兀 ‘

积积积积积积积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粗粒石英角斑凝灰岩 兀 一

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胶

结结结结结结结 、 中拉 石英角斑报灰岩 兀 卜

叹叹叹叹叹叹叹 细粒石英角斑报灰岩 五 卜 贫英细晶石英角斑报灰岩 兀““

沉沉沉积积积积 火山山山
层层层撅撅撅撅 碎履履履履履履履履

‘ 万万万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火火火
正正 常 沉 积积 正正 常常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岩岩 类类 常常 沉沉 碎碎碎
沉沉沉沉 积积 属属属属属属属属
积积积积 胶胶 万万万

结结结结结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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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斑 告告 正 常 火 山 岩岩

中中中映性岩岩 中 基 性 岩岩 荃 性 岩岩 中基性岩岩 荃 性 岩岩

、、、

角斑岩类 细碧扮岩类 中 细碧岩类 安山岩 林 辉绿岩 入

‘ 、
尹、‘

钠钠 长 斑 岩 兀 。。。。。。 变质辉绿岩从从

粗粗粗粗粗晶细碧岩 ,, 变质安山岩岩岩
卜卜卜卜卜卜二二二

切切长斑岩 无石英斑晶石英英 角斑岩 细碧扮岩如如 细碧岩几氏氏氏氏
角角斑岩 北

细细晶钠长斑岩 几 一 细晶角斑岩 卜 细晶细碧扮岩岩 细晶细碧岩 日
一 。。。。

‘‘‘ 一
‘

切 , 」’产 】 ··

中 。。。。。

角角角斑集块岩 细碧扮岩集块岩 中 细碧集块岩 日

含含集块钠长斑岩 成 以 含集块 角 斑 岩岩 含集块细碧份岩岩 含集 块 细 碧 岩岩岩岩
〔 中 〕〕 〔

角角角斑角研岩 细碧份岩角研岩今 细碧角研岩界界界界
含含角砾钠长斑岩 兀 含角砾 角 斑 岩岩 含角砾细碧粉岩岩 含 角 砾 细 碧 岩岩岩岩

一‘ ,, 小 , 〕〕

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落扮岩凝灰集块块 细碧凝灰集块岩岩岩岩角角角斑凝灰集块岩岩 岩今。 。

含含含含集块细碧粉岩凝凝 含集块细碧报灰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岩中

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碧凝灰角砾岩 。

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角砾细碧粉岩凝凝 含角砾细碧凝灰岩岩岩岩
灰灰灰灰岩今。 一

钠钠长斑岩凝灰岩 几““ 角斑凝灰岩 细凝份岩凝灰岩机机 细碧报灰岩 日 变 质 安山山 变 烦 辉绿绿
凝凝凝凝凝凝灰岩 协。。 报灰岩入

中中中塞性凝灰质砂岩 今 中基性凝灰质石英岩 小小
二二 一一

千千枚岩材 石英岩

大大理岩

含含袂锰硅质岩



乙向北东突出的弧形
,

暂称之为 白银厂弧

形构造
。

白银厂位于其转折部位
, 已知矿床

均赋存于背斜核部
。

区内已发现廿余条较大

的断层 ,

主要以北东东
、

北西西向两组较发

育 , 多分布于 “ 白银厂弧形构造 ” 东南段
。

我们对该区岩石根据生成方式
、

化学与

矿物成分及其含量 , 尽量恢复原岩名称 ,
按

细碧
一

角斑岩
、

正常火山岩分类如表
。

绝大

多数火山岩富含钠质 少数富钾
。

火山岩

岩性复杂
、

岩相变化大
。

发育较广的为石英

角斑凝灰岩 主要含矿岩石 ,
沪

此外还有石

英角斑凝灰熔岩
、

石英角斑岩
、

钠长斑岩
、

角斑岩
、

细碧扮岩
、

细碧岩
、

细碧凝灰岩及

层凝灰岩类等等
。

二
、

矿床特征

截至 目前所见
,

绝大部分矿体均产于石

英角斑凝灰岩中
,

中酸性凝灰千枚岩
、

千枚

岩等仅见小矿体或零星矿化
。

一般矿体上盘

为正常沉积岩
、

中基一基性火山岩
,

有时为

酸性熔岩 , 下盘为含角砾
、

集块的酸性熔岩

或石英钠长斑岩
。

含矿带为常夹有薄层状千

枚岩
、

凝灰千枚岩及中基性火山岩的石英角

斑凝灰岩
。

矿体常成群出现 ,

各矿床由十几个乃至

二百多个矿体构成
。

矿体与围岩片理一致
,

走向从西 向东略呈弧形弯曲
。

近矿围岩蚀变

有 “无长石带 ” 、 “ 假象无长石带 ” ,

还有

硅化
、

绢云母化
、

浅 色绿泥石化等
。

次生蚀

变有铁化
、

黄钾铁矾化
、

高岭土化等
, 使岩

石呈红黄
、

白色
,

表明硫化物的存在
,

可作

为间接找矿标志
。

矿石中已发现原生和次生矿物 余种
。

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铁矿
、

黄铜矿
、

黝铜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
、

磁黄铁矿等
。

脉石矿物主

要为石英
、

绢云母 , 有的含有重晶石
、

绿泥

石及碳酸盐类矿物
。

主要见 有 块 状
、

浸染

状
、

条带状构造
,

次为网脉状
、

无定向浸染

状
、

破碎角砾状等构造
。

常见的结 构 有 晶

粒
、

各种熔蚀交代
、

变晶
、

变胶状结构等
。

三
、

火山活动 喷发旋回

祁连山东段火山岩由北至南可 分 为 三

带
。

北带长 公里
,

宽约 公里 , 主要

为细碧岩及其凝灰岩
、

火山角砾岩类
。

中带

断续长约 公里 ,
东 宽 西 窄 最宽 公

里 ,
火山岩出露面积 平方公里

,

其中酸

性火山岩约 平方公里
。

南带以基性火山岩

为主
。

白银地区各类凝灰岩
、

层凝灰岩具有层

状构造和清晰程度不一的韵律性层理 , 凝灰

岩有时见波痕或水成斜层理 , 矿区附近多处

发现基性枕状熔岩 , 有时基性火山角砾
、

集

块为大理岩胶结 ,
各类火山岩 尤其是凝灰

岩 常整合地夹有海相沉积岩
,

火山岩系之

上整合地覆盖着巨厚海相沉积岩系 , 二者中

均巳发现浅海相动物化石
, 以此判断 , 本区

火山活动是在浅海水下进行的
。

同源
、

大致连续喷发 的火山岩具

有基 , 酸‘ 基 中酸 性
, 以及细碧角斑岩

为主 ‘正常火山岩 为次 的 演 化 过

程
,

可见岩浆分异强烈
。

整个火山活动可分

为两个喷发旋回 , 每一旋回中又可分两个亚

旋回
。

第一旋回 以强热爆炸式 “ 中心型 ” 喷

发为主 , 末期喷发强度减弱 ,

并过渡为含凝

灰质的正常沉积
。

化学成分以富钠为特征
。

第一亚旋回 为酸性火山岩强烈爆炸式

喷发
。

早期 由基性喷发开始 , 钻孔底部曾见

厚逾数十米的细碧扮岩及基性凝灰岩
。

随后

爆发了大量酸性凝灰岩 含矿层
,

含大盈集

块角砾凝灰熔岩和熔岩
, 喷发强度 达 到 高

潮
。

最后为杂有基性火山岩的熔岩和凝灰岩

喷出
,

喷发减弱 , 向第二亚旋回过渡 , 末期

伴有酸性次火山岩侵入
。

该亚旋回至少有两

个大致同时喷发的主火山 即 庙 庙 山和缸

沟
,

两处各有一个残存的火山颈 图 从

火口向外火山角砾和集块的密度
、

块度逐渐

变小 , 熔岩变薄
, 分枝频繁 次火山岩比较

集中于火口 附近
。

娜二亚旋回 为基一中酸性火山岩的强

烈爆发
。

据熔岩的厚度和集块角株的分布推



庙庙山 米
,

最厚 米左右
、

延伸大 一般长

数百米
, 最长 米 , 化学成分上

东 含量 。一 , 最高
。

第二亚旋回 以细碧岩为主
,

分布少
,

为本区火山作用的尾声
。

图 庙庙山 火山管景观素猫图

, 二一充填火山管的石英角斑集块 、 一石英角

斑角砾岩 盆

一石英角斑凝灰岩 具韵律层理

断矿区东北部的角斑岩和西南部的细碧岩可

能各另有火山口 ,
它们较早期火口均向外侧

推移 , 使火山地形更趋复杂
。

第二旋回 可能以宁静 “裂隙型 ” 喷溢

为主 , 时有爆炸喷发
,

强度弱
,

分布广 , 化

学成分以钾质增高为特征
。

第一亚旋回 以基性凝灰岩喷发为主
,

最少有三次熔岩喷溢
,

从西向东熔岩逐渐减

少
,

凝灰岩变细
,

甚至过渡为凝灰一沉积岩 ,

喷发源可能在西部
。

基性火山岩中 可 能 有
“钾细碧岩 ” , 是一种黑色致密块状熔岩

,

不含杏仁体
,

具微斑结构 , 岩层薄 一般厚

四
、

火 山 相

近年
,
我们按成 因方式及古火山岩跟 火

山口 的距离等
,

对该区火山相迸行了尝试性

的划分 图
、

表 特征如下

火山 口 相

火山颈亚相 以庙庙 山火山颈为例 , 平

面上呈不规则的椭圆形
,

剖面上呈管状或喇

叭状 见图
。

接触面以大角度斜切缓倾料

的围岩层理
。

火山颈内充填有由石英角斑岩

胶结的集块岩
。

集块岩成分复杂 以从性熔

岩为主 ,

酸性熔岩次之
,

千枚岩少量
,

大小

悬殊 大者
。 。

米
,

小者不足 匣米
,

常呈棱角或半棱角状
, 分布无规律 , 多数集

块与胶结它的熔岩间有明显的同化 棍 染 现

象
。

看来这些集块
、

角砾多系成岩的火山颈

壁塌落物
。

火 口 湖亚相 部分同志认为
,

整个
“

折 ”

矿床可能为一古火口 湖
, 四周熔岩 为 古 湖

岸 , 其东北部有良好韵律层理
、

向北西缓倾

斜的凝灰岩 , 其层理产状可能大致反映了近

湖岸沉积的原始倾斜
。

农

巨拿凡万
一

乙几愿
一 ’

一

悦兹 ⋯ ⋯
,

⋯
。

八
。

一 二叫一

—
几一

—
盯厂

火 山 口相
火山双 管道 亚相

破 火山湖亚相

斜切型次火山岩亚相

整合型次火山亚相

熔 岩 亚 相

一一
一

一 一 一

次 潜 火山相

近火 山 口亚相

喷 出 相 , 灰 岩 亚 相

一

爆 发 亚 相

喻 发 亚 相

远火 山 口亚相 报灰一沉积岩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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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火山岩相

以折腰 山
、

火焰山
、

小铁山
、

黑石山为

例
,

岩相呈小岩瘤
、

岩脊或不规则岩床状 ,

与围岩呈侵入接触关系
。

可能因侵入时冷却

较快
, 一般无接触变质现象

,

不含或极少含

捕掳体
。

岩性与同类熔岩无明显区别 , 但酸

性次火山岩有时斑晶较多
,

自形程度更高
。

基性次火山岩则具大量巳纤闪石化的辉石斑

晶
。

除边部外
,

一般无杏仁体发育
,

有时可

见球状节理
。

。

喷出岩相

近 火口 亚相 以折腰山
、

火焰 山 区 为

例
, 主要特征是熔岩厚度大

,

多种火山岩
、

尤其是凝灰熔岩含有大而多的集块角砾
。

地

质体形态及岩石种类均较复杂 ,
岩性变化急

剧 , 正常沉积岩夹层较少
。

该亚相中赋存有

黄铁矿型铜 含少量锌 矿带 , 矿体呈扁豆

状
、

囊状
、

脉状 , 形态复杂
,

边部常有指状

分枝
。

一般矿体中部为铜
,

走向尖灭端或南

北两侧锌或铅锌有集中的趋势
。

矿石中除黄

铁矿外
,

主要为黄铜矿 ,

次为黝铜矿
、

闪锌

矿
、

方铅矿和磁黄铁矿等
。

过渡亚相 以小铁山
、

四个圈区为例 ,

特征是以凝灰岩
、

层凝灰岩为主 , 常夹大量

千枚岩
、

含铁锰硅质岩和大理岩等正常沉积

岩
。

熔岩多呈扁豆状或薄而相对稳定的夹层
,

一般含角砾较少 , 块度亦小
。

该亚相中赋存

有黄铁矿型多金属矿带
,

其蚀变强度及空间

分布均较近火口亚相弱
。

矿体多呈层状
,

似

层状
,

形态比较简单
。

一般矿体中部富 , 四

周贫
。

铜
、

铅
、

锌含量比变化小 矿石中除黄

铁矿外 , 尚有闪锌矿
、

方铅矿
、

黄铜矿等
。

远火山口 亚相 以 白银厂
、

黑石山间基

性火山岩为例 , 岩性以凝灰岩
、

特别是较细

粒的凝灰岩为主 ,

熔岩少而薄 , 夹大量正常

沉积岩
,

甚至占主导地位
。

火山碎屑具有经

过搬运和分选的特征 —
层状构造明显 , 未

见较大集块角砾
。

上述特点可与距喷发源较

近的喷出相区别
。

根据对火山岩相的初步分析
,

可以认为

矿区内已知矿床均产于第 旋回第一亚旋回

近火山口亚相和过渡亚相的酸性凝灰岩中 ,

表明矿床生于一定的喷发期
,

具有一定层位
。

五
、

矿床分布规律及成因

综上所述 , 可以认为成矿作用与火山活

动有密切的关系
。

产于近火 口亚相与过渡亚

相中的矿床其共同点是

所有矿床均产于火山夸窿一一复背

斜之内
, 距喷发中心或火山 口不远

。

所有

矿床均赋存子第 喷发旋回第一亚旋回的酸

性凝灰岩中
。

夹有千枚岩或中基性火山

岩的中一 粗粒石英角斑凝灰岩 为有利的含矿

岩石组合 ,

靠近不同岩性接触带的石英角斑

凝灰者常是主矿体赋存的有利部位
。

所

有矿床均产于背斜核部
。

矿体上方或两侧常

有搓碎现象
。

对此 , 不同 “ 成因论者 ” 有不

同解释 矿床多具规律性较明显的原生围

岩蚀变
。

各种次生蚀变 , 特别是铁帽乃是重

要的找矿标志
。

矿体成群成带出现 块矿

一般位于上盘 , 浸染矿位于下盘
、

深部或走

向延展部分
。

·

此二亚相中的不同点见表
。

关于矿床的成因 , 许多地质工作者进行

过讨论
。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

与岩浆期后侵入作用 钠 花 岗 岩 有关的
“ 中温热液交代矿床

” , 与火山作用有关

的 “ 喷发热液型矿床 ” , 与 海 底火山喷

发一沉积活动有关的 “ 变质的喷发一沉积矿

床 ” , 黄铁矿与火山喷发一沉 积 作用有

关
、

多金属与热液作用有关的 “ 喷发沉积一

热液一变质改造矿床 ” 。

我队对该区矿床的成凶看法亦不统一
。

当前主要是第二
、

第三两种观点的争论
。

主张 “ 变质火山一热液型矿床 ” 的依据

是 矿床位于火山热液活动强烈的火山

口附近 , 有的矿床上部为块状矿石
,

向

下逐渐变为浸染网脉状矿石
, 网状裂隙可能

是火山热液的通道 与次火山岩有明显

的空间联系 , 酸性凝灰 岩 具有利于交代

的孔隙度和渗透率
,

上盘的泥质岩石为良好

的遍挡层 , 部分矿体斜切岩层或层理
,

矿



衰

类类类 围 岩岩 矿 体体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含含含角砾集块 千枚岩等夹层层 凝灰岩外观观 次火山岩岩 蚀 变变 化探原生晕晕 类型型 数目目 形态态 矿石构造造

近近近 多多
‘

肉红色
、

灰灰 多多 强强 较宽宽 黄黄 数数 复复 网脉状构造造

火火火火 ⋯白色 含约七七七七七 铁铁 以以 较较 发育 块状状

山山山山 泥石小鳞片片片片片 矿矿 百百 杂杂 矿石较均匀匀
口口口口 少 少但有时含含含含含 型型 计计计计
亚亚亚亚 一碳酸 盐 较较较较较 铜铜铜铜铜
相相相相 多 晶屑屑屑屑屑 矿矿矿矿矿
中中中中 大小不均
的的的的

⋯
一不显层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过过过 少少 多多 绿色 含绿绿

⋯
极窄窄 黄黄 数数 车交交 块状矿石中中

渡渡渡渡渡 泥石小鳞片片 较 较较较 铁铁 以以 简简 条带状构造造

亚亚亚亚亚 较多 各层层 少 肠肠肠 矿矿 十十 单单 发育育
才才目目目目 晶屑含 不不

⋯⋯⋯
型型 计计计计

中中中中中 均匀 时显显显显 多多多多多
的的的的的 层理理理理 金金金金金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属属属属属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矿矿矿矿矿

体形态复杂
,

分枝复合及 膨 缩 现 象普遍 ,

有强烈的围岩蚀变
,

且矿体的 分 布与蚀

变分带有关 , 铜 品位较高的矿体与浅色强绿

泥石化有关 , 矿床均产于背斜 核 部
,

且

有 明显的搓碎带
,

它们均为有利的 容 矿 构

造 , 少量硫同位素测定结果近于 陨石型
。

主张 “ 变质喷发一沉 积 矿 床 ” 的依据

是 矿床产于一定的喷发期
,

有一定层

位 , 某些矿床具有似层状特征
。

特别是靠近

不同岩性的接触带
,

代表着酸性凝灰岩喷发

末期的成矿作用
。

块状矿体界线清晰 ,

与围岩整合接触
。

除脉状小矿体外
,

无斜切

围岩层理的现象
。

矿体与围岩一起经受了变

质作用 , 致使产生同形褶皱
。

块状矿体

内极少见到类似热液充填
、

交代残 余 的 夹

石
, 有时反而见到薄而稳定的凝灰岩夹层

,

且与围岩产状一致
。

矿石粒度细小
,

具

变胶状构造
。

显示层理的层纹条带构造和含

有一般认为是沉积成因的白铁矿和胶状黄铁

矿等
。

矿床产于背斜核部是构造剥蚀使

其出露之故 , 搓碎带的存在是因有机械性质

不同的矿体所引起
。

围岩蚀变和男长石

带的出现与近火口的喷气
、

喷液活动及酸性

环境有关
。

因为近火口也是沉积成矿的有利

环境 , 因此
,

二者相伴出现 , 蚀变并非矿液

活动的结果
。

所以 ,

产于过渡亚相的矿床蚀

变远不及近火口亚相的矿床强烈 , 即认为蚀

变与矿体只有空 间关系 , 并无成因联系
。

总之
,

我们认为无视矿床与火山岩的密

切关系
,

而去寻找矿区附近和深部均不存在

的 “ 成矿母岩 ” , 这不是立足于实 际 材 料

的
。

然而
,

火山作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
作

为火山作用的一部分
,

其成矿作用也必然是

复杂的
。

单纯强调某一方面
,

绝对排斥另一

方面可能导致片面的结论
。 “ 火山沉积 ” 与

“ 火山热液 ” 成矿可能是相辅出现的
。

但也

不是在任何地段
、

时间或空间两种 作 用 均

等
,

需对具体矿床作具体分析
。

对近火口亚

相矿床而言 , 可能以某阶段喷发末期的火山

热液成矿为主 , 而对过渡亚相矿床而言 , 则

可能是喷发一沉积同时或稍晚
,

以含矿卤水

或火山喷气的同生沉积成矿为主
。

应当说明的是 , 上面的探讨只是一些设

想
, 毛主席指出

“ 只有人们的杜会实眼 , 才

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弃理性的标准
。 ” 这

些设想还有待于实践的检脸和进一步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