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刃

刘 家 坪 铜 矿 火 山 岩 系

宕 石 构 造 特 征 及 找 矿 意 义

启 子 林

‘

尸声 口

月 ,

加幼

汾
古火山口

推测古火山口

古火山娜发中心

回回回

图 刘家坪铜矿外围区域地质图
队一签性凝灰角砾熔岩 入 一 凝灰角砾岩 入中‘一角砾一 集块岩

报灰熔岩 奋一 石英钠长斑岩 乙“ 一英安汾岩
入, 一豆状凝灰熔岩 入一

一闪长岩 一 花岗岩

文中引用的资料是我队全体同志的劳动成果

由绮仲洲
、

王桂芳同志协助鉴定
,

部分图件由徐效勇同志编制 薄片主要

在毛主席
“
奋战

、

奋荒
、

为人民 ” 的伟
大战略方针指引下

,

近年来
,

我队在刘家

坪铜矿外围开展以铜

为主的普查找矿
, 获

得了有关该区地层
、

岩石
、

构造及蚀变矿

化的大量资料
,

初步

认为可能为一 “ 火山

穿窿” 构造
,

刘家坪

铜矿与此种构造有生

成关系
。

现将部份资
料整理成文

,

供作参

考
。

区域地质概况

本区属扬子准地

台龙门一大巴山前缘

坳陷带之西缘
,

北面

与秦岭地槽南秦岭加

里东褶皱带毗邻 , 以
·

龙门一大巴山深断裂

为界 图
。

南秦岭加里东褶

皱带为碧口群绿色变

质火山岩系
, 以紧密

线状褶皱为其特征
。

龙门一大巴山前

缘坳陷带出露地层为

下古生界浅海碎屑岩

相沉积 。

本区构成一



轴向北东
、

两端紧闭之背斜构造
。

背斜核部

有火山岩和花岗闪长岩产出
。

与火山岩接触的地层主要为震旦系南沱

组凝灰质砂板岩及凝灰质砂砾岩
。

区内多为

砂状凝灰岩或砂砾状品屑岩屑凝灰岩 以下

简称副岩系
。

本区出露 的火山岩
,

是以 中酸一酸性为

主的浅成喷发岩
。

花岗岩及闪长岩 产 于 其

中
。

由于分异结果
,

闪长岩可分为石英闪长

岩
、

闪长岩
、

辉石闪长岩及辉长岩等
,

并遭

受轻微蚀变
。

花岗岩以暗色矿物较少
、

未见

蚀变为特征
。

南部花岗岩中见有闪长岩捕虏

体
,

其成分与火山岩基本化学组分近似
,

可

能为同源异相 的产物
。

岩体呈岩株及岩盘产

出
,

侵入震旦
一

寒武纪地层及火山岩 中
。

据

前人用钾一氢法测定
,

该 岩 体绝对 年 龄 为

百万年
,

应为海西早期产物
。

⋯⋯
‘

’
“

火山构造的初步分析
图 刘家坪地区各类岩石的查氏图解

一 火山岩的特征 表

按其岩相特点
,

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凝灰 角砾 岩类 包括流纹质凝 灰 角 砾

岩
、

流纹质角砾一集块熔岩
、

基性凝灰角砾熔

岩等
,

含大量副岩系的角砾和集块
,

火山碎

屑结构
,

角砾状构造
,

多 呈 椭 圆筒状
、

环

状
、

透镜状产出
,

属近火山口 相产物
,

为区

内主要含矿岩石
,

夹有少量凝灰岩夹层或透

镜体
。

凝灰熔 岩类 包括豆状凝灰熔岩和片理

化凝灰熔岩
,

含大量副岩系捕虏体
,

部份显

熔岩特征
,

为斑状结构
、

变余球粒结构
,

流

纹构造及杏仁状构造
。

部份向凝灰岩过渡时

则显凝灰岩特征
,

为碎斑结构
,

凝灰结构
。

碎屑以晶屑为主
,

岩屑较少
,

多分布于中心

喷出口周围
。

次火 山 岩类 分两种 石英钠长斑

岩
,

斑状结构
,

斑晶为更一钠长石及石英
,

基质为霏细结构
、

球粒结构
,

块状构造
。

珑

质成份以长英质为主
,

暗色矿物为绿泥石及

见《地质学报 》 年
,

第一期

石英钠长斑岩
、

性吸灰角砾熔岩
、

及花岗岩
、 、

、 、 、 、 、

基
凝灰角砾岩 闪长岩

辉长岩 凝灰质砂砾岩
及凝灰质砂岩 公认的石英角斑岩

公认的细里岩
、

绢云母
。

呈岩株
、

岩 盘 产 出
。

英安扮

岩
,

以 含酸性料长石与石英钠长斑 岩 相 区

别
,

二者为过渡关系
,

呈岩株产出
。

上述火山岩有如下特征 图

属错过饱和系列 含钠 火山岩类
。

但含

钠很少大于
,

区域性窗含钠质
,

钠质含

量均低于国外公认的细碧角斑岩
,

见有钠长

石交代斜
一

长石现象
。

与公认的细碧角斑岩平均标准矿物相

比
,

石英钠长斑岩多集中于 一 一人 ”

三角形中靠
“

一 。 ”

线附近 图 , 基性

凝灰角砾熔岩矢量均偏离细碧岩矢量很远
。

熔岩中未见海底喷发特征的 枕 状 构

造
。

相反
,

气孔及流动构造发育
。

基性凝灰

角砾熔岩中见有多孔的浮岩砾石
。

凝灰角砾

岩多为熔结凝灰岩类
,

火山玻璃及火山灰发

育
。

区内未见火山碎屑一止常海相沉 积 建

造
,

更未发现砂岩或灰岩等层状正常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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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心

,几右一为
。 , , 万络,。长斑兴

几苍 、 , 、 、 、

艺性
、

二城充既解
、

扮工名戈角 乐岩 ,

闪长公及花岗恐
、 、

刁
、,,卜京坪暇尸

、

,

叭

正常火山岩

细 落岩

‘ 角斑岩

石英角斑岩

标准地区

, 八 了

玉

,

七办妙夯石琴一娜蕊姿乡‘华一丫少旗
人 ‘ 。。

,,
” 工

撰

图 标准的细碧角斑岩与刘家坪火山岩平均标准 万物 一 人 一 图解对比

、
。

据上述特点判断
,

该岩系可能为陆相流

纹岩及流纹斑岩受后期区域性钠质交代的结

果 , 列为细碧角斑岩系尚缺乏足够依据
。

二 火山岩系与围岩的侠触关系

区内震旦纪不同层位的地层 ,

与火山岩

构成 “
海湾 ” 式接触面

,

地层出露不全 , 产

状直交
。

火山岩均未遭受变质 ,

接触面上又

未见古风化壳
。

在南沱组砂砾岩中
,
很少见

到火山岩的砾石
。

而火山岩则含有震旦系的

包体
。

凝灰角砾岩中见有副岩系的角砾
。

而

屁且纪地层又被次火山岩侵入
。

砂砾岩中的

基质
,

根据分析结果属安 山 岩 类
, 正常系

列 , 与上述火山岩不同类
。

上述现象表明 ,

火山岩与震旦系为 “ 侵

位 ” 或 “ 侵入 ” 接触关系
。

从发育史来看
,

区内缺失泥盆一石炭系沉积 ,

二迭系角度不

整合于下古生界之上
,

与绝对年龄测定资料

相吻合
。

其时代可能为上古生代
。

三 火山构造初步分析

火山岩以寨子沟闪长岩为爆发中心
,

沿

正
、

副岩系接触带派生了一系列侧 旁 火 山

口
。

岩体和四周地层向外倾斜
,

形成一 “ 火

山夸窿 ” 构造 图
。

由于后期岩浆侵入

频繁
, 致使火山口构造轮廓遭受破坏

。

其表

现为

寨子沟中心爆发口为闪长岩堵塞 , 附

近熔岩见有部份集块
一

角砾熔岩残体
。

以寨子沟为中心 , 周 围见有一系列放

射状断裂
,

其中部分被岩脉充填
。

越接近中

心 ,

脉岩越发育
。

闪长岩体即沿北西向的放

射状断裂延伸至震旦纪地层
。

,

凝灰角砾岩的角砾成份复杂 ,

产状近

于直立
,

呈椭团筒状
、

透镜状产出
。

靠近接触带的震旦纪地层常挤压成复
杂的褶皱

, 尤以底部凝灰质砂砾岩中发育
,

远离接触带则少见
,

反映了以火山 口 为 中

心
,

其围岩由近到远的特征现象
。

围绕火山岩体见有一系列环状断裂分

布于接触带或副岩系中 图
。

西侧的花

岗岩即沿边缘环状断裂侵入
。

上述现象说明 , 区内出露 的较老岩层是

震旦系凝灰质砂砾岩
,

较新的是火山岩
、

闪

长岩及花岗岩
。

火山爆发时 ,

震旦系大背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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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刘家坪外围地质剖面图

中心被冲破
,

角砾
一

集块熔岩堵塞了喷火口 ,

熔岩益出后吞没了角砾
一

集块熔岩及副岩系
。

同时大背斜其部次一级背
、

向斜核部的软弱

部份故冲破
, 产生了一系列侧旁火山口 , 后

彼报灰角砾岩及石英钠长斑岩充城和侵入 ,

花肖岩则沿边缘喷火口及环状断裂侵入 ,
形

成现在的 “ 火山弯盛” 构造 图
。

米

·

,

⋯
、

,

二

四 二

姊山赏及蕊成斑诀入后经任 曲理伏

,翻勿

侧翔
、、菇

曰
口三 肠卵日发 ,油哭心火山

断层

矿体地表
投 影

一 勺
,

·

⋯
产

「。

入仁 几
、

·

人今 ,

缘校八

秒塾痊巍
图 刘家坪矿区地质图

代山 发初娜的犷旧状悉

队一基性凝灰角砾岩 入比一凝灰 角 砾 岩 入卜一粗拉
凝灰岩 入 一凝灰角砾熔岩 入 一粗粒报灰熔岩 入

一

一 中细粒凝灰熔岩 乳一 凝灰熔岩 入小一石英钠长斑岩
一 花岗岩

一
、

火山活动阶的岩及断仁卜吐碎作川

古 仁二」泪文质牌岩
生 」巨型 段帐两砾软

‘七留 是梁赞
‘,

】 听裂

圈 刘家坪铜矿区古火山再造理想模式图

拐实侧剖面及区城资料推想整理

火山岩筒矿化特征

一 刘家坪含矿火山岩筒特征 口

矿 区地层 及含矿 岩石 矿区位于大背

斜之北翼近扭转端
,

出露地层为震旦系南沱

组凝灰质砂板岩及凝灰质砂砾岩 , 由于火山

活动
,

被火山岩占据
,

部份受到改造
。

但从

矿区采集的部份未蚀变之捕虏体进行对比结

果
,

其岩性特征与震旦系相 当
,

并非火山岩

中之沉积夹层
。

矿区含矿围岩为基性凝灰角砾熔岩及酸

性凝灰角砾岩
。

基性凝灰角砾熔岩 玻晶交织结构 ,

角

岩转岩︸﹄一︸︸︸
目胭圈困目志梢妃,且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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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状构造
。

角砾一般皇次棱角状
,

个别次圆

状 , 角砾大卜 厘米
,

成份为凝灰角砾

岩
、

熔岩
、

基性火山岩
、

石英
、

赤铁矿等
,

部

份含有板岩
、

祖面岩碎块
。

为熔岩胶结
,

部

份被凝灰质胶结
。

胶结物为酸性料长石 已

钠长石化
、

火山玻璃和绿泥石
,

次为绿帘

石
、

石英
、

火山碎屑等
。

可见部份杏仁和气

孔构造
,

多为绿泥石及石英充填
。

呈椭圆状

产出 , 产状较陡
,

向北西倾伏
,

向下分枝
。

护 其生成可能是荃性熔岩贯入凝灰角砾岩使之

棍熔的结果 , 多见于矿体之下盘
。

矿 区东南

侧的基性凝灰角砾熔岩
,

角砾分布不均
,

以

安山
·

玄武质熔岩为主
。

凝灰角砾岩 火山碎屑结构
,

角砾状构

造
,

角砾成份复杂
,

被凝灰质胶结
, 分布于

基性凝灰角砾熔岩周围
,

大致呈环状 , 为矿

体上盘围岩
。

坑内与矿体接触的角砾岩
,

由

于片理化及矿化蚀变
,

角砾不清
。

石英钠长

斑岩俊入及其后期断层影响
,

使矿体围岩中

见有部份凝灰岩及石英钠长斑岩
。

矿体中及

上盘围岩中见部份千枚岩透镜体
,

可能为落

。中段平面图

图 刘家坪 火门 日 周围的环状断裂

圈
‘

刘家坪矿区地质剖面图

入卜 祖位旅灰岩 协‘ 器性凝灰角砾熔岩 砷‘ 石英钠

长斑岩 人德‘一报灰角
·

砾岩 丫一花 岗岩 入协一蚀变带
一 ‘ 铜锌矿体

入岩筒中的震旦系残体
,

不能视为矿体围岩

图
。

“ 火 山 构造 至,

特征 刘家坪铜矿位于

大背斜北翼近扭转端之次一级背
、

向斜中
,

由

于褶皱
、

断裂发育
,

造成软弱带
,

导致火山

喷发
,

形成火山管道
,

被凝灰角砾岩堵塞
,

为后期基性熔岩充填
,

并有石英钠长斑岩侵

入
。

岩筒轮廓遭受破坏
。

据现有资料
,

初步认为刘家坪含矿火山

岩筒是派生于寨子沟中心爆裂 口 的侧旁火山

口 ,

其特点是
矿体充填于基性凝灰角砾熔岩与凝

灰角砾岩中
,

先以酸性喷发为主 奋扣心式
,

后有基性熔岩溢出 裂隙式 ,

晚期有酸性

熔岩贯入 , 多期活动形成矿体。

么 岩筒呈椭圆状
,

矿体呈透 镜 体 筒

状
,
产状近于直立

,
上富下贫

,

向下分枝 ,

对称水平分带清晰
,

随岩筒的侧伏矿体亦向

西侧伏
。

明显受岩筒控制
。

火山管道附近
,

常形成陡倾斜断层

和裂隙 , 呈环状分布
。

矿体与围岩多为断层

接触
。

这是古火山口构造特征 图
。

围岩蚀变呈同心带状分布
。

岩筒部分地表地貌上形成陷落区 ,
反

映火山 的地貌特征
。

矿体地质特征 矿体形态及斌存部

位 刘家坪铜矿体赋存于古火山管道内的基

性凝灰角砾熔岩及凝灰角砾岩中
, 已发现四

个矿体
, 以 号矿体最大

。

矿体为 不 规 则

之筒状 ,

宽 米
, 长 米

,

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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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夺勺 生 成 顺 表

暇暇继
崎发 价价 林液 成矿期期 表生作用期期

气气气成卜段段 忿 泣泣 中 赵赵 低温温温

污污 刁了 曰 宁 一 一 一一 —————尸尸尸尸
阳阳起丫

—通只只厂一一 一一一一一
全全条泥可 叨 口口云二

一

一 一一一一一
练练淞了了 口 口 口口

卜卜卜
红红淞厂

一

门门门 卜卜卜卜卜
石石英英 月 , 曰 ,

一一一面族矿 司 口

卜 二二
‘

曰曰卜
一一下蔽

二

一勺勺 口 口 ,, 卜 一一一
认认润矿矿矿 口 口卜卜卜

闷锌矿矿矿矿 口 口曰 勺 ,,,

方方幸吕矿 一一一一
口

林
少少矛云矛怪怪 口 加加

卜
‘

卜一一
‘‘‘‘‘ 日 户户户

月 曰 自自自

广广一高岭 七 一一一一一一 曰曰 ,,

一一一箭钱矿一一一一一一一
州 卜卜

一一一哀丽舀犷一一一
一一

前瑟一一一一一一一
月 口口

黄黄铁钾矾一一一一一一一
键键铁 矿矿矿矿矿矿

‘ 口曰 ,,

喝喝铁份 , 口 口口‘‘

米
。

水平断面略呈透镜状
,

向北
、

向下分枝

明显
。

倾向
。 ,

倾角
。 ,

矿体

与围岩界线清楚
,

多为断层接触
。

矿石结构构造及物质成分 矿石以 自

形 一 半自形校状结构为主 ,
次 为 他 形

,

块

状
、

条带状
、

浸染状及角砾状构造
。

黄铜矿

及铅锌矿物多呈胶结物
,

或细脉充填于黄铁

矿晶粒 ’, 或充城于裂隙及角砾问 , 或交 代

脉石矿物
。

块状矿石分布于矿体中心
,

条带

状矿石见于两侧边缘
,

浸染状及角砾状矿石

见于矿体与夹石的过渡地段
,

但一般少见
。

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

黄铜矿
、

闪锌

矿
、

方铅矿 ,

次为 辉 铜 矿
、

黝铜矿
、

磁铁

矿
、

赤铁矿等
。

脉石矿物为重品石
、

绿泥石
、

石英
、

绢云母等
。

矿物生成世代关系见表 名 。

围岩蚀变及分带 围岩蚀变以矿体为

中心 ,

大致构成一同心带状
。

可分内
、

外蚀

变带
。

外蚀变带以浅色蚀变为主
,

最外为绿

泥绢云母带
, 伴有重品石化及弱绿泥石化

。

中间带为黄铁矿化褪色带
, 以硅化

、

黄铁矿

化为主
, 伴有高岭土化及黄铁钾钒化

。

内蚀

变带以深色蚀变为主
,

主要为绿 泥石化
,

伴

有绿帘石化
。

矿体即赋存 于绿 泥石化带中
。

矿化作用 大致可刘分为以下生成阶

段 表
。

①喷发气成阶段 火山喷发时
,

含有硫

与硅酸盐类的喷气使围岩产生一系列蚀 变
,

如绢云母化
、

硅化及早期黄铁矿化
、

立品石

化
,

磁铁矿化等
。

②火山期后热液阶段 黄铜矿一黄铁矿

阶段 火山活动后期石英钠长斑岩侵入 , 聚

集于火山期后 的含矿溶液上升
,

沿火山订道

角砾岩间的断层及裂隙运移富集成矿
。

成矿

容液中主要金属元索是铁
、

铜
、

铅
、

锌 , 共

中铁离子浓度远远大于其 他 元 素 , 最先析

出
, 与硫离子结合生成晶形完好的黄创矿

。

温度下降
, 铜离子浓度相对增高

,

在有利的

弱碱性条件下
,

析出铜及少量铅
、

锌
。

黄铜

矿交代早期 的黄铁矿
,

或充填于黄铁矿间
,

形成条带状矿石
,

分布 于矿体两侧 , 并产生

硅化
,

绿泥石化等
。

为矿区主要成矿期
。

闪锌矿一方铅矿一黄铁矿阶段 含铜溶

液逐渐沉淀并向围岩渗透 ,
温度逐渐降低

,

铅
、

锌离子浓度不断增加
, 铅

、

锌及硫逐渐

析出
,

充填于黄铁矿
、

黄铜矿问 ,
或交代先

期矿物
,

形成矿体中心的硫锌矿石带
。

方解石一重晶石阶段 热液活动后期 ,

闪锌矿继续沉淀
,

含钡的低温济液洽裂阳充

填于矿体中心 , 与闪锌矿共生
,

或构成重品

石脉
,

穿插于前期矿物问
。

由 于交代 川
,

出现许多钙
、

镁离子
,

与热液中二氧化碳结

合
,

生成碳酸盐脉
, 分布于矿体中心的硫许



矿石带中
。

氧化淋滤阶段 由于是 隐 伏 矿

体
, 表生作用较弱

,

近地表硫化物氧化成孔

雀石
、

铜蓝
、

褐铁矿
。

伦铁矿氧化 为 赤 铁

矿
。

绢云母转化为高岭土等
。

通过近年来的工作还认识到 ,

赵家沟的

矿化蚀变以 及物化探异常
,

也与火山岩简有

关
,

并查明了一些证据
。

对成矿控制条件的初步认认

矿床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约制
,

矿液 来源

是内在的主导因素
,

而有利于矿液运移和停

集的导矿和储矿构造是外在因素
。

刘家坪铜

矿的成矿因素较多
,

火山的多期活动及次火

山岩的侵入是矿袱的主要来源
。

震旦系向斜

核部之火山岩简及其伴生之裂隙和断裂
,

有

利于矿液运移和停集
。

按共特点可 能 应 属
“火山期后热液 ” 矿床

。

视对成矿控制 的几

点粗浅认识分述如下

成矿母宕 矿 区花岗岩 术见含洞矿物

和共它金属矿物
。

部份铜虽测定结呆含铜均

接近或低于区域克拉克位
。

大面积次生晕测

定未显示异常
。

矿石中普遍含八
、 。 、 、

、

等微虽元索 , 而花岗宕中均 长见 痕

迹
。

花 岗岩与火山岩接触带的蚀变 , 以微弱

的热力烘烤褪 色为主
,

未见共它蚀变
,

也未

见含金属矿物
。

因此
,

把矿液米源奇托于花

岗岩
,

很难使人信服
。

才反
,

火山岩或次火

山岩具有上述特点
。

铁
、

硫离子浓度较高
,

才能形成含硫较高之黄铁矿型铜矿
。

所以 ,

沿火山岩或次火山岩找矿是今后该 区找矿的

方向
。

围岩条件 矿体主要赋存于凝灰角砾

岩筒之 中或边缘
。

角砾岩孔隙度大
,

便于矿

液运移和停集
,

是铜矿生成的有利场所
。

凝

灰角砾岩是寻找该类型矿床的岩石标志
。

构造条件 刘家坪铜矿矿化方向与岩

筒的北东 “
“

一组断裂密切相 关
,

受 环

状断裂及与之伴生之多组裂陈控制
。

古火山

岩 筒及其伴生的断层
、

裂 隙是成矿的有利构

造
。

围岩蚀变 矿体赋存于深色 蚀 变 带

中
,

强绿泥石化中心是矿体赋存部位
。

深色
蚀变带的出现指示离矿体部位较近

。

浅色蚀
变发育较全

,

各种蚀变综合出现 , 指示深部

可能有矿体存在
,

若有深色蚀变带 伴 随 出

现
,
分带现象明显 , 更应注意寻找盲矿体

。

表生氧化作用形成的含褐铁矿
、

孔雀

石
、

铜蓝等铁帽
,

是寻找黄铁矿型铜矿的有

效标志
。

找矿意义及存在问题

燕子泛火山岩为中酸一酸性钠 质 火 山

岩
,

件有次火山岩及侵入岩等复杂的火山杂

岩体
。

凝仄角砾岩
、

凝灰熔岩及次火山岩非

帘发育
,

为一含矿的火山岩筒
。

构造条件对

成矿
一

卜分有利
,

加上浅色蚀 变较发育
,

小矿

化点及物
、

化探异常星岁供布
,

近矿蚀变的

深已带 巳为深部普查钻孔证实存在
,

且矿化

增强
,

有小型洞
、

锌矿体
,

为今后开展深部

找矿工作开创了有利前景
。

刘家坪铜矿的生

成条件
,

更给我们指出丁寻找该类型矿床的

标志
。

但由于我们对火山岩及火山岩矿床的

调查研究工作处于摸索阶段
,

很多问题涉及

到岩石学
、

矿床学的根本问题
。

所以 ,

存在

问题较多
,

争论也大
。

加上工作程度和业务
水平所限

,

影响了该 区的找矿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