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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岩 铜 矿 床 的 找 矿 与 评 价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
,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铜矿 资源的需要
,

文化大革命以来
,

冶金地质系统斑岩铜矿的找矿勘探和科研工作进展较快
,

取 得 了一定经

验
,

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认识
。

本文是根据一九七六年四月召开的冶金地质系统斑岩铜矿

座谈讨论会的有关材料综合整理写成的
,

不可能全面反映所取得 的成果
,

有些问题还有待于

今后补充和发展
。

一
、

区 域 产 出 特 征 及 其 找 矿 远 景 区

斑岩铜袱
一

宋在世界范围内多成带成群分布
,

它的产出在整 个地球发展史中有共固有的内

在规律
。

然川
,

由于地壳形成和演化的复杂性
,

我们只能在不断实践中
,

通过对大最外 邹表

象的分析
,

加深对其规律性的认识
。

一 区域产出特征

地壳的物 里化学性质是不均一的
。

地球运动新产生的应力
,

在地球构造上 引起 云 里与

坳陷以及稳定与活动的相对差别
。

它们之间彼此联系又相互转化
,

在其结合部
,

构造运动频

繁
,

岩浆活劝强烈
,

通常构成构造 一岩浆岩带
,

为斑岩铜矿床的成生提供 丁必要的地质条件
。

从我国地质矿产图上可 以看到 扬子地 台东南缘有德兴矿 田 分布 , 我国 化部地槽区地背料与

地向斜
、

褶皱带与坳陷区分别发现有公婆泉矿床和 多宝山矿床
。

事实表明
,

斑岩铜矿床 ‘
’ 一

不同构造单元的过渡地带
,

通常位于地台 或地轴 与地槽结合部 , 地栖内地背斜与地向抖

或者褶皱带与坳陷区交接处
。

不仅如此
,

在地台区内地背斜古老斑岩体的出露地段
,

也可能

是姆岩铜矿的成矿地区
,

铜矿峪矿床就是一 个例证
。

但不是所有不同构造单元过渡带
,

都有斑岩铜矿床形成
,

这取决于是否有深大断裂 及其

与之有关的火山一侵入岩带分布
。

这种深大断裂主要表现为长期活动的特点
,

具有明显的航磁

异常反应
,

其中有时有基性 一超基性岩带展布
,

特别是通常伴生线状分布的火山岩盆地和浸入

杂岩带
。

我国东部地区受环太平洋构造彩响
,

中生代火山岩带呈北北东向展布
,

在不同构造

单元结合部位
,

有向西突出的分枝
。

斑岩铜矿带主要展布于此 火山岩带的边缘地区
,

而矿床

则位于沿深 大断裂分布的火山岩盆地边缘
。

同一构造岩浆旋回侵入岩的分布和岩性特征
,

火

山岩相对应
,

片向内陆出露更大范围
,

沿深大断裂分布的岩浆杂岩带中成群出现的拼岩体
,

有的为斑岩铜矿床成矿母岩
。

我国西南地区与东部地区具有若干类似的成矿地质特征
,

卜 山

于阿尔卑其
一

功的影响
,

因而又有某些独特之处
。

我国北 部古生代地槽区 火山活功多川海底

喷发
,

斑岩讯犷床则在造 山运动晚期形成
。

深术断裂的地表特征
,

在碳酸盐地层 广泛发育地区
,

与硅铝质地层 分布区 明显不 司
。

如

长江中
、

下游表现为火山岩盆 也和杂岩休线状分布的
’

尔点
。

近内陆地带的粤西
、

湘 桂 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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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中生代火山岩盆地少见
,

与深大断裂同一构造岩浆旋回有关的构造 一石浆杂岩带
,

也具备

不了成斑岩铜矿床的地质条件
。

上述区域成矿地质条件既互 相联系又彼此制约
。

因此
,

斑岩铜矿床的形成是诸 因素的总

体反应
。

众多资料表明
,

我国斑名铜矿床的形成时代同夕卡台补矿床相当
。

我国东部地区主要

是燕山期
,

与中一早侏罗
一

世火山一侵入活动有关
。

例如德兴犷 田的成岩年龄为 百万年
,

成

矿时代为 百万年 了 气 北部地区古 尘代褶皱带则以海西期为主
,

如多宝山矿床成矿

时代为 百万年
。

中身山地区还发现有下元古代的斑岩铜矿床
,

其含矿斑岩体呈岩

床状
,

经构造变动
,

仍然得以保留
。

此外
,

我国西南以及 包括台灼省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
,

已发现或继续发现喜山期斑岩铜矿
。

可见我国斑岩铜矿床的成矿时代十分
’一

阔
,

不同地区具

有不同的成矿时代 , 同一地区常 以某一时代成矿为主
,

兼有其它时代的斑告铜矿床
。

。

区域地质剖面的宕 石化学成分和地层岩石组合
,

对斑岩铜矿床的类型有一定影响
。

硅

铝质地层剖面出露区
,

瑞犷形成特征的斑岩洞矿床
,

工业矿化赋存于斑岩内
,

也扩及 到斑岩体

外
,

有时矿体大部分产于围岩中 如德兴 等
。

以碳酸盐地层 为主体的剖 可
,

正接触带形成

夕卡岩型铜矿
,

浅成侵入体内发育斑岩型铜矿化
,

构成两者共生的复 合矿床 如丰山洞
、

武

山和城门 山等
。

以硅酸盐地层为主夹碳酸盐地层的地区
,

外接触带可 以 , ’ 现似叹状夕
一

卜岩

铜矿
,

内接触带则为细脉没染班岩型铜矿 如玉龙等
。

内生金属矿床有用元索 。‘三区域成矿过程中的分散与富集
,

在地壳演化过 。脚
一

, 表现出各

自的地球化学特征
,

并在空间 几显示出一定规律性
。

从现有资料来看
,

铜
、

锢朴
‘

化 住往同时

出现于同一成矿带
,

并且似乎共有相间富集的特点
。

例如华北地台西南缘
,

自东向西有中沙

溪斑岩铜 钥 矿床 , 金堆城斑岩铝矿床 , 天水地区已发现班岩型铜 钥 矿化
,

呈现纵向

分带性
。

华南地槽东部地区
,

班岩铜矿带的一侧为钨 锡 , 铁的成矿带
,

另一侧为铅锌矿

了廿带
。

在扬子地台
,

从内向外六体 卜也显示出钨 , 铁、铜 钥 、错锌的类似情况
,

呈现横

向分带性
。

铜与钥
、

金
、

锡以及钨袄其地球化学性质上有一定伴生关系
,

尤以铜与铂
、

铜和金更为

岳切
,

然而也应该看到它们相互排斥的一面
,

特别是钨表现突出
。

这主要取决于它们亲硫或

亲氧的属性
。

因此
,

在大型的 石品位铂矿床
、

石英脉金矿床
、

石英脉黑钨矿床和锡矿床分布

区
,

目前尚未发现大型斑岩铜犷床
,

但也并不排除形成具一定规模劲宕铜矿床的可能
。

。

在成矿有利 的构造 , 岩浆岩带内
,

斑岩铜矿田通常位于深夕断火旁侧短轴背斜与次级张

性断裂交切部位 德兴 , 位
一

深大断裂旁侧次级断裂与其同向褶皱的复合部位 多岩的

北东向构造与东西 向构造交汇处 钟腾
,

以及深大断裂旁侧次级走向不同断裂交切部位
,

等等
。

二 成矿选攘区

我国幅员辽阔
,

斑岩铜矿未的成矿地质条件颇为有利
。

世界性三大斑岩铜矿成矿带分别

通过我国东部
、

北部和西南部
,

其他地区也有许多重要发现
。

此外
,

夕卡岩铜矿的区域成矿

条件与斑岩铜矿相近
,

二者的伐矿远景区住往一致
。

总之
,

我国斑岩铜矿成矿灿域宽广
,

成

矿时代延续漫长
,

找矿前景令 人鼓舞
。

桂林堆金地质研究所原 浏 定德兴 矿 巴 成 粉和 成矿 年龄 分别为 百万 年和 土 汀万年
。

据 年 全
,

盯
卜

位水地 应工作

泛脸交流会协商的统一标准大约偏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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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成犷带 我国东部地区
,

受环太平徉构造影响
,

平行海岸线发育北北东向构造 一岩

浆杂岩带 , 在不同构造单元特别是一级构造单元之间 的过渡地带常有近东西向构造 一岩浆杂
岩带展布,

·

在 同一构造单元内部 也存在着一组东西 向构造 一岩浆杂籽带
。

它们是地壳 多 次

活动 的产物
· ,

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

并彼此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

、

直接控制着大片出露的燕

山期火山岩带的分布形态
,

斑岩铜矿的主要分布范围与此火山岩带分布区一致
。

因此
,

东部

地区斑岩铜矿成矿区呈近东西和北北东两个方向展布
。

成矿区主要有皖浙赣边境
、

长江中下

带和浙年一闽中一粤东
、

鲁东以及赣西一湘南一粤西一海南
、

湘东
、

冀东一辽西
、

晋北
、

皖

西一豫西
、

吉一黑一辽东部等地区
,

此外还有桂东南地区等
。

北部成矿 带 大致包括新疆 , 甘肃北部
、

内蒙古和东北三省西部地区
。

该成矿带系中

亚一内蒙古斑岩铜矿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古生代海底火山喷发频繁而强烈
,

海西期岩浆

侵入活动显著
。

海西褶皱带与加里东褶皱带
,

地 背料 与地向斜和褶皱带与坳 陷区的交接部
,

是斑岩铜矿床赋存的有利地段
。

成矿区主要表现为东西方向分布
,

因受西伯利亚地台影
,

矿带两端分别向北东和北西方向偏转
。

成矿时代以海西期为主
,

次为加里东期
,

还有燕

位响

·

山期
。

成矿区 盆要有天山
、

东蒙一吉西和甘肃北 山
,

黑龙江西部
,

阿尔泰以及内蒙古巾部等

地公石
’ 。

西 南成 杯 带
·

包括西藏
、

云南和川西地区
。 ’

该成矿带以 印支一燕山期构造一岩浆活动

强烈
,

藏南和渡西并有喜山期构造一岩浆活动叠加
。

斑若铜矿成矿区在藏东一滇西呈北 西 向

分布
,

而在镇 , 一川西则为南北向分布
。

成矿远景区主要有藏东和金沙江一红河大断到喻两

翻以及滇中一 犷西等地区
。

此外
,

在藏南也有衰大找矿远景
。

其它地 区 , 包括陇东
、

陕南和川北等地区
。

这些地区构造运动频繁
,

岩浆活功乞 烈 ,

其中陇东地区火山岩盆地呈东西向断续分布
,

均值得开展斑岩铜矿找矿工作
。

还须指出的是
,

我国晋南以及其它寒武纪地层分布区
,

对于寻找同时代的斑岩铜矿
,

应

族引起足够的重视
。

二
、

矿床墓本特征

括
,

较
。

这里所述斑岩铜矿床的基本特征
,

系指国内已知斑岩铜 钥 矿床一般地质现象的概

未能全部包括具体矿床的个性
。

为认识斑岩铜矿床基本特征
,

还与近似矿床作一些比

一 基 本 特 征

我国斑岩铜矿床大多产于不同构造单元 结合部的深大断裂附近
,

常出露于同一构造岩

浆旋回钙碱系列火山岩带 或线状分布的盆地 内外边缘地带
,

或见于火山若带内基底隆起

地段
。

通常成带成群出现
’

矿床石
一 ” ”

间 匕和空间上
,

与同一构造岩浆旋回的晚期浅成一超钱成中一酸性小侵入 体关

系密切
。

成矿 迁八体出露面积一般为零点几到几平方公里
,

很丝月人到十几平方公里
。

岩性多

为花 岗闪长斑衬
,

还有石英闪长斑岩
、

次英安斑岩和花 岗斑岩等
。

岩石多具斑抉结构
,

少数

呈似斑状或半自形粒状结构 , 一般不见岩相分带
。

成矿岩体一般呈岩株状、岩筒状孕蘑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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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呈岩墙及岩床产出
,

有时具爆破角砾岩筒构造
。

成矿斑岩体钾质一般偏高
,

富含暗色矿

物和磷灰 石等挥发组分较高的矿物
。

。

蚀变和矿化在适度富铁的硅铝质岩石中发育较好
,

并受接触构造
、

断裂破碎带或角砾

岩简控制
。

蚀变和矿化较均匀
,

分带清楚
,

规模较大
。

。

蚀变以 十 、 毛 ”

和 ‘一

交代作用为特征
,

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酸碱演化明显
。

一般

可分为

强 石英化带 在一定构造条件下
,

位于钾长石化带之中
,

或位于正接触带上
。

组

成强石英化带的岩石主要为石英 含量一般高于 、 多
,

常含少紧绢云母 和 白 云 母
,

有时还含水白云母
、

钾长石
、

绿泥石和 电气石等
。

原岩结构消失
。

石 英 呈 宽 窄 不 一 的密

集网脉或块伏次生石英岩产出
。

一般矿化较弱
,

有时发现钥的局部 富 集
。

如 多 宝 山 矿床

等
。

钾长石化带 当弱 石英化带不存在时
,

构成蚀变带中心
。

该带的特征矿物为钾长

石或黑云母
,

而 且常含大量石英和少量绢云母
、

水 白云母
、

绿泥石
、

绿帘石及硬石膏等
,

有

时局部见似伟晶岩
。

不同矿床该带中钾长石
、

黑云母和石英含鼓变化很大 百分之几 到百分

之几十
。

粒状交代为主
,

也 二汀的呈细脉状产出
。

蚀变岩石常保留原岩结构
,

但蚀变强烈时

原岩结构不同程度消失
,

而呈花 岗变晶结构或变余斑状结构
。

该带常有铜钥矿化宙集
。

我国

巳知斑岩铜矿床多数在该带产
’

日
。

石芡一 绢云母 水 户云母 化带 一般位于钾长石化带外侧
,

是我国大多数斑宕

铜矿床常见的钟变带之一
,

也 是铜 钥 矿林的主要赋存部位
。

该带特征矿物 为绢云母和水

白云母
,

常 ‘ 校多的石英和少量伊利石
、

绿泥石及高岭石类矿物等
。

蚀变强烈时
,

岩 石呈现

灰白色或淡绿灰色
,

并在构造 玉应力较强条件下
,

具似干枚状构造
。

‘

伊利石一 高岭石化带 在我国已知斑岩铜矿床或有出现或尚未查明
。

产于石英一绢

云母 水白云母 化带外侧
。

特征矿物为伊利石和高岭石类矿物
, 一

可含石英
、

水 白云母
、

绿

泥石
、

绿帘石及碳酸盐矿物等
,

粘土犷物常呈长石交代假象
,

故常 可恢复原岩结构
。

该带矿

化较弱
,

含铜品位较低
,

但 当 石英化和水白云母化较弱时
,

局部也可产出铜矿体
。

绿帘石 一绿泥石 或青盘岩 化带 发育在矿床最外带
。

当原岩为中一酸性侵入岩

或火山岩时
,

原宕中的暗色矿物被绿帘石
、

绿泥石和碳酸盐矿物交代 斜长石因去钙作用其

牌号下降 即钠长石或更钠长 石化
,

有时还有星点状绿帘石和碳酸盐等矿物交代
。

当该带

发育在沉积硅铝质岩石中时
,

叫以绿泥石和绿帘石化为主
。

铜矿化极微弱
。

上述蚀变分带是根据我国 已知斑岩铜矿床中各蚀变带相对空间位置的概括
,

对于具体矿

床而言
,

因其围岩岩性
、

构造 条件
、

矿床形成深度和剥蚀程度等方面的不同
,

各蚀变带发 育

强度及宽度也有较大差别
,

某些蚀变带缺失或在产出位置上有听差异
。

。

矿化以铁
、

铜和钥的硫化物为主体
,

并以高硫
、

贫氧 和适度富铁的硫铁型矿化为特

征
。

原生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犷
、

黄铜矿和辉钥矿 , 斑铜矿
、

闪锌矿
、

方错矿
、

滋铁矿
、

镜

铁矿和磁黄铁矿等少见
。

矿石具细脉浸染状构造
。

原生矿 石铜品位一般较低
,

但矿 化较均

匀
,

而且矿化范围较大
。,

原生金属矿物和矿 石构造通常显示明显的水平分带
。

山内向外一般

为 辉钥矿 磁铁矿
、

斑铜矿 、黄铜矿和黄铁矿 、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 玲矿 和 镜 铁 矿

浸染状 , 浸染和细脉状 , 细脉 何小脉伏 、小脉和大脉状
。

这一分带
,

大 体 上 也 反 映 了
一

向上的垂直分带
。

除玉 龙和 钟腾等部分矿床外
,

我国已知斑岩 洞 矿 床 次 生 富 集 带 不少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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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
。

蚀变和矿化有规律的组合
,

也是斑岩铜矿床的一 个显著特点
。

铜矿体多赋存于 石英 一绢

云母 水白云母 化带和石英一钾长石 黑云母 化带 , 钥矿体多产于弱石英化带和钾 长 石

化带
,

而黄铁矿则在伊利石 水白云母 一高岭石化带和绿帘石一绿泥石 戈青盆岩 化带中

普遍存在
,

铁氧化物和硫酸盐矿物
,

主要见于绿帘石一绿泥石 〔或青盘岩 相钾
一

长石 黑 云

母 化的两 个亚碱性和碱性蚀变带内
,

而且两 个蚀变带中高氧矿物产出形式又有区别 前者

主要为镜铁矿和重晶石 , 后者则主要为磁铁和硬石膏
。

然而高氧矿物在整个矿床中含量是稀

少的
,

其出现可能与碱性介质所造成的氧逸度局部增强有关
。

二 与 近 似 矿 床 的 区 别

斑岩铜矿床
,

在一定区域内常与夕卡岩铜矿
、

火山热液铜矿及热液铜矿 相伴
,

且易混

淆
。

因此
,

必须注意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参见附表
。

上述 四类 矿床的共同特点

是 均属内生铜矿
,

并与同一构造岩浆旋回的火山一侵入活动有一定联系 , 常与中一酸性中深

成至超浅成小侵入体及次火山岩体伴生 , 成矿侵入体钾质一般偏 高 , 铜 矿化 皆以黄铜矿为

主
,

且多与铁
、

铝
、

锌等硫化物共生 , 均见有与矿化作用伴随的热 液 蚀 变 作用
。

这就决定

了上述矿床可在同一成矿带中共生
,

其中斑岩铜矿与夕卡岩铜矿还
·

可 以 形 成 伴生 的 复合

矿床
。

然而
,

矿床形成的地质和物理化学条件又有差别
,

因此大多 又 不 共 存 于 同 一 矿床

之内
。

夕卡岩铜矿与斑岩铜矿形成的地质和物理化学条件的主要区别在于成矿母岩的侵人深度
或奋床形成深度 及其围岩的岩性差异

。

夕卡岩铜矿床形成深度为中深成至浅成 少数可

达超浅成
,

而斑岩铜矿床则为浅成至超浅成
。

夕卡岩铜矿要求富含钙镁质碳酸盐围岩
,

而斑

岩铜矿床则要求适度富铁的硅铝质岩石
。

因此
,

在浅成至超浅成环境下中一酸性侵入岩 与 碳

酸盐围岩接触时
,

可以形成类似丰山洞
、

城门山和玉龙 等夕卡岩 一斑岩型复合矿床
。

夕卡岩

铜矿床区别于斑岩铜矿床的主要标志有 侵入体常具与围岩同化混染形成的偏基性边缘相 ,

以接触带为中心的双交代蚀变分带及钙
、

镁和铁为特征的基性 或弱碱性 蚀变矿物组合 ,

早期蚀变和矿化阶段属于半氧化和贫 ‘一
环境 形成大量透辉石一钙铁辉石

、

钙铝一钙铁

石榴石及磁铁矿
,

而晚期蚀变和矿化阶段属强还原和富 ’一环境 形成绿泥石
、

阳起石
、

金云母等含水矿物及黄铁矿
、

黄铜矿等
。

总之
,

夕卡岩铜矿具有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酸碱演

化不明显但氧化一还原梯度变化较大的特点
。

火山热液铜矿及其热液铜矿区别于斑岩铜矿的主要标志有 与侵入体的空间联系不如斑

岩铜矿那么明显 , 具有线型蚀变和矿化
,

且明显受断裂破碎带构造控制 矿化和蚀变带狭窄

而分带不清
,

矿化多呈脉状产出
。

综上所述
,

斑岩铜矿是与同一构造岩浆旋回钙碱系列火山活动有关的浅成一超浅成中一酸

性小侵入体紧密共生
,

岩浆期后 ’争 、

三‘ 、 ’一交代作用形成的蚀变矿物晕 为特征的

细脉浸染热液型铜 钥 硫化矿床
。

衡 髦斑岩铜矿床的主要标志可以归纳为

矿化 与浅成一超浅成中一酸性小侵入体密切共生
。

热液蚀变属 几一 、 毛 十 、 ‘一交代型
,

并具 一定蚀变分带性
。

矿化属铁
、

铜 铂 硫化物为主体的硫铁型组 合
,

并主要呈细脉浸 染状产出
。

金

属元素组 合和矿物组合
,

矿石 结构构造在空间和时间上有明显分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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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呼牟榭倒耸医玻牟其习厄拱

衬喇
价

留万羚半书滋翅‘以卑只巾洲粼澳刘盏桥几力
心

裕衬妙︶
尹。,︹,︺
户

︹“的︺
。

价

攀余味恃喇

霉睡标掀注片侧’︸每‘州只器丝西习分标
。

甘

迢留玲奈佘

卜

卜西平十喊训券坟
叭

识恤锹级侧簇峨
。价

临拭翻参味甘渭留稼‘扣州协浴权阅标

华娜
,

标邓长
,

协粥祖
。州只标派狱西旱闪

协摄巧扮只卫摆窿俗喊翠申巾瞬
产

翠件窗

忆
户

浮相仁雄
户

泞娜之数
,

孕株冲西令级
。工

珍亏谬豁务阅彩盛

分仗钾召从到翻仑理
。﹁礼执滚

帐
。

切召叹之二樱暇铆姻早叹麟三彩度杖

扭

丈显塑曰拭泛坦舒谜汉裂泌于

琳阅圈饭愁段

告刊狂载翎曰从今招丫

似攀暇遥素曰从

。

璐愉曦旧畏称娜只扛翎习卜刽侧耸匡日

改拼四叫一分笨愧撼赵
。

橄索只书日粼吕举盆笼钟﹃,

︹“︺
,

︹︺
户工留
。

﹄刘辛众峨姻兄捧知

‘澳玲眯翻耸份州次器探巡汤异劝海标
。

,

峨辛余翠每
,

粼级国窗味‘兴

闪双官侧减‘翠标粼裂冬旧峨
。

目

拭肠引味留裕
‘

知兴

嗯协举袱刊另每蛾鹅
‘州叔拓塞抓西塞
。

﹄易娜

吸张牟知乐乐钾帐
‘
以聋只滚时匆嵘阅滚狱俘

夕

识滩琳拿
声

班纷闰仁关
声

翠助巾﹁毓芬以巴
。

月之坦一卜毒暇樱进洲

令豁公口晕器巨
二

织晕翻半句国一卯续尺喇

奈奈琴﹁劝公长
‘

三七裁哭识冷
。

以

一冲荃︸扣令搜北泪链愁坦盘,
于落留牙夕︸哈

。习甲万
,

”飞
理 纪

一仗
,

欲
球 一

刃

份彼浮娜曰班翻孟书︸冲昌

炸盆季知
‘

积军留烈之浮碑遥班创艺因

备星州一黔召翅
‘

饥娜姆喇长匕

蛇一浏︸习洲钱邪

嘟裂

闷拆侧索诬困︵阅翎︶粉曰从小华
知︵眼︶基侧乘嵌

。
叫一曰玲翠淇催色裂‘圈留班渭划

母︺嘿日妞其月尽侧礴宜盆禅
。

枕众月旦留冷拐愉医旧却郭徐积屏升
‘琳尝宋中翩椒︸习八刘镶喊︶耸华片几灿

,

毛灿
夕

二因属
,

飞口助

叫曰玲擎众姻夕︸阵怜

‘积乍娜欧侧挂恤州君琴探仍脚蔗立俘悔
。

甘

辛佘滚标幕粼蕊眯冲来闪

划契祷凝钮城狱
卜

识恤煞兰莽祖试
。

的

拭帕

参日斌恤举祖岔称恤哭娜场举扭跳每举拭橄户

知事欲村衫协塞嵌
‘州级知攀叙越攀
。

和

易却吸以攀俘建民

户

自此州
,

阵赔晰或留却翠场攀
。

以李教妞湘半气肆挺娜冷缓泪喊体华俘障坡匕粼热
。

州

泪早锐碟
,

哪复宜岌丈

文曰
,

名之幼文杯阅妇塞动华﹃扮邑介长对卒

淤夏粼山么望泥耸尺牢却︸哎︸耳拭

场礼琢招耸恤
。

松共飞目华念澎代忆望写

︸一产八叭

籍︸认匕﹃仁牛
卜织餐氏举释熟、﹄卜茸入李侣欣级叫粉于居擎裂涉于芍袋越于却翠梅

。︸忙又滚
、

牢织牡
吟

一﹄孙‘锌澎杀性招丈书望匕

链怒迎只摆色‘性慈︸引涟粉于乘曰从坦互遐娥卖翻邪坦国祷

旧长璐凶禅辍‘断山橄亏︵塑翎︶牛曰从八过

协攀侧湘平气

娜月禽琳非长知寒州之念川名袱牛称健尺巡三长钾

寡六︸甲︸
︸

丑,︸写樱汀长尽冗级

︸扮三搜帐

决洲入未丫攀︸
︸

,绍软

厄渭

里能琶咨二、
吸嗽宕沈召弓回澎嵌铆侧之二汀

侧拟送恤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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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找 矿 评 价 标 志

准确而有效的找矿评价标志
,

在选择评价点和评价工作中
,

便于分析现象
,

抓住实质
,

对矿点的成矿远景得出较为正确的估量
,

从而加快评价速度
,

提高找矿效果 , 找矿评价标志

的可靠性则取决于矿床地质的研究程度
。

一 评价点选择的墓本地质标志

。

成矿侵入体一般为中
一

酸性浅成一超浅成侵入岩
。

其中
,

中酸性或偏中性的岩体
,

常形

成以铜为主的矿床 , 偏酸性的岩体
,

往往形成以铂为主的矿床
,

但也可形成大型的以 铜为主

的矿床 如玉龙
。

偏碱性岩休形成大型铜矿床的
,

目前尚未发现
,

需要在实践 中加以总结

认识
。

浅成
一
超浅成条件有利于形成斑岩铜矿床

,

已被大量找矿实践所证实
。

至于巾深侵 入 体

成矿的可能性
,

八大关矿床已提供了实例
。

成矿岩体一般规模不大
。

成群出现的斑岩体
,

其中以规模相对较大者成矿为好
。

岩体形

态以岩株状和岩筒状最佳
,

其次为岩床和岩墙等
。

规模甚小的岩脉 ‘群
,

除指示其下或近

侧可能有含矿岩体出现外
,

矿化较弱
。

成矿岩体岩石特征是钾质和原生含铜量偏高 , 富含暗色矿物和挥发组分较高的矿物
。

例

如丰山洞矿床的含矿岩体
,

钾质和磷灰石含量比同一地区不含矿的同类岩石明显偏高 , 岩体

中黑云母含铜量达
。

含矿岩体及其近邻围岩中具有 ’十 、 ‘ 幸
和 一 ’交代形成的蚀变矿物晕

。

蚀变形成

的全过程
,

酸碱性演化明显
。

似乎是原岩结构基本消失
, ’小 、 ‘ 十 中等交代情况下

,

矿化

发育较好
。

与斑岩俊入有关的矿化主要为硫铁型
。

黄铁矿普遍存在
。

由于赋矿围岩多为硅铝质岩

石
,

地表氧化和酸性淋滤
,

原生铜矿化和铜的次生矿物难以见到
,

但常呈现星点网脉状褐铁

矿和不均匀铁染褐黑色露头外貌 , 只有在碳酸盐成分参与下
,

出现铜的次生矿物或 含铜夕卡

岩氧化淋积的沥青色块状褐铁矿帽
。

此外
,

硫磺矿坑可能是斑岩铜矿床的 “ 卫星矿 ” 。

矿化斑岩体及其外围的老窿
、

矿 石废

石堆和矿渣分别指示古人 曾采掘次生富集铜矿或受局部裂隙控制原生富铜矿和铅 银 矿
。

,
、

,
、 、 、 、 、 、

地 球化学扩散晕分带

性
,

可能反映矿床存在
。

上述选择评价点的基本标志
,

有人称之为 “ 三晕
、

一体 ” ,

即蚀变晕
、

犷化晕
、

扩散晕

和斑岩体 , 或概括为 “ 四性 ” ,

即中酸性
,

浅成性
、

酸碱性和还原性
。

’

二 矿化窗集程度的标志

·

独变强
,

范围大
,

具面型发育时
,

犷化有较大规模的富集
。

所匆蚀变强烈常表现为 ’ 、 ‘ 令 和 盯 ‘一

的交代显著
,

原岩结构大部或全部消失
。

钾长石 热云母
、

石英
、

绢云母
、

水 白云母
、

伊利石
、

高岭石类矿物及铁镁 矿 物 大 出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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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反映在矿物组合上构成斑岩铜矿 型蚀变分带
。

面型蚀变系指蚀变连续发育具一定广度
。

我国儿 个著名的斑岩铜征 味蚀变 范围都很大
,

往往超过含矿岩体扩及围岩中
。

如富家坞矿床含矿兴休仅 拓平方公里
,

而蚀变范围为岩体

的 、 倍
。

线型蚀变系指蚀变连续大育为狄窄的 汀二

状类 叭
,

一股矿体小
,

矿床规模有限
。

当线型蚀变较密集发育
,

铜品位较高
,

富含综合利川元索斌在 井 , 发现厚大矿休时
,

才具工

业价值
。

一

一国内外资料表明
,

通常情 况下
,

矿床规模越大
,

蚀变刊矿化分带性越强
。

反之
,

矿床

规棋小
,

分带性差
。

比如富家坞矿床规模巨大
,

蚀变相矿化分带明显
,

而同一区城的鹊坑
,

蚀变零散
,

分带性差
,

矿化分散
,

不具工业意义
。

其次
,

’

蚀变和矿化虽然较弱
,

但次生富集

草大
,

也成大矿
。

。

含矿溶液中硫
、

氧
、

铁的有效浓度是内些铜犷成矿的基本条件之一
。

具屯要工业富集

的斑岩铜矿床要求有高硫
、

低氧和适度富铁的成矿环境
。

妥现在金属矿物组台上应以黄铁矿

和黄铜矿 辉钥矿 为主体
,

其中黄铁矿则居更大优势
。

如果 出现相 当数量的磁黄铁矿
、

毒

砂
、

磁铁矿和赤铁矿等矿物
,

反映 了城浓度偏高
、

硫浓度偏低的成矿环境
,

被认为对形成斑

岩铜矿床是不利的
。

三 矿化富集部位的标志

矿化富集在岩体的一定部位
。

当含矿岩体斜冲侵入时
,

矿化富集石岩体侵入的前锋及

其两侧由陡变缓部位 如富家坞
。

含矿岩体为锥状或蘑菇状岩株和直立岩筒
,

矿化富集在顶

部及其两侧 如玉龙等
。

产状平缓的含矿岩床
,

矿化富集在岩床体的中上部 如铜矿峪
。

此外
,

舌状体的凹部矿化 可以 较佳 如马厂警 蘑菇状岩体颈部至超理部位也可出现矿化

言集 如丰山洞等
。

’ 、

。

矿化富集在蚀变分带的一定部位
。

国内大多数斑岩铜矿床找矿实践表 明
,

石 英
一
绢云

母化带和钾长石化带是矿化富集的主要部位
,

然而
,

并不是所有石英
一

绢云母化带都有良好的

犷化宜集
。

根据一些矿床的找矿经验
,

赋存矿体的石英
一 绢云母化带

,

灰色石英 细 脉和糖粒

状石英
一

较发育
,

并含数货较多的绢云母
、

一定数量的水 白云母
,

少量白云母
,

常伴有不同程

度的绿泥石和伊利石化 , 数量不多的钦矿物为金红石
。

石英色浅
,

具玻璃光泽和含绢云母
、

水白云母甚少的块状次生石英岩或石英网脉带
,

则铜矿化极弱或仅发现钥的局部富集
。

含矿

角钾长石化带
,

除特征的钾长石 黑云母 交代并伴生部分石英之外
,

常常叠加有不同程度

的石英
一绢云母 水白云母化

·

钾长石部分被交代
,

黑云母则多变为含镁叶 绿泥石 蟠 绿

泥石 或光性上接近金云母的浅棕色黑云母
。

石 英
一

绢云母 水白云母 化
一

不 明显的钾长 石

化带含矿也有发现
,

但铜品位较为低贫
。

·

此外
,

伊利 石
一

高岭石化带 当石英化和水白云 决比较显著时
,

也川构从犷 体
,

但铜 品 位

一般较低
。

。

矿化富集于矿化分带的一定部位
。

斑岩洞矿床的矿化分带一般是 细加
、

反染状铜 钥

矿化发育于矿体
一

户心
,

泳状黄铁矿化和镜铁矿化在边部
,

铅锌 银 矿化在外围
。

根据错锌

银 矿化和黄铁矿
、

镜铁矿脉体空间产出状况
,

以判断铜 钥 矿化可能京集部位
。

另外
,

根据硫化矿石不同构造类型 ,戈褐铁矿产状 饭 问 几的产八
一

规律 如细脉减染状 奋中部
,

向

外为细脉
、

网状脉
,

边部为大脉
,

也可以 作 出类似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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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富集在构造 的有利部位

接触构造 矿液沿成矿岩体与围 岩的接触带及其两 侧富集成矿
。

由于接触带两侧岩

性及裂隙构造发育程度不同
,

一

矿化 可以 主要富集 午内接触带
,

也可以主要富集在外接触带
,

或者在正接触带出现夕卡岩铜矿体
。

形成空心圆形
、

椭圆形或倒杯状等接触构造类型矿体
。

·

断裂破碎构造 矿液沿成矿前或成矿期中的断裂破碎带或层间破碎带活动
,

矿化富

集在破裂带及其两侧
。

由于此种构造发育部位不同
,

矿化可以富集在岩体内的某一部位
,

亦

可寓集在距岩体不远的围岩中
,

形成厚板状
、

脉状和受交叉破裂带控制的柱状断裂破碎构造

类型犷体
。

角砾岩筒构造 系指与火山 一

侵入岩浆活动有关的角砾岩 筒 构造
。

此种角砾岩筒通

常呈陡立的圆形和椭圆形
,

有时为不规则状
,

一般成群出现
,

金属硫化物主要胶结其中的角

砾
,

形成以圆形和椭圆形为主的角砾岩筒构造类型矿体
。

据国外文献资料介绍
,

成矿最有意义的是爆发型
、

崩塌型和热液侵人型角砾岩筒
。

矿化

禽集型式分兰类 矿化富集在岩筒边缘的环状式 , 整 个岩筒全部矿化的全筒式 , 岩简及其周

围均有矿化的混合型
。

后一种型式较为多见
,

比较重要
。

角砾 岩筒型矿床一般含铜品位较

高
,

特别岩筒边缘更富
。

单个角砾岩筒矿床规模与岩筒大小有关
。

如规 模较小
,

但成 群出

现
,

又具次生富集
,

工业价值则很大
。

含矿角
‘

砾岩筒的特征蚀变之一是呈网脉状产出的电气石化
,

说明挥发组分在成矿过程中

较大富集
。

然而富含挥发组分的蚀变矿物不仅仅是 电气石
,

对于具体矿床来说
,

可以出现另

一类矿物
。

例如
,

丰山洞矿床赋存斑岩型铜 铂 矿体的角砾岩
,

就富含碑灰石
、

黄玉和萤
石等

,

其中尤以磷灰石大量发育
。

这说明角砾岩筒中富含挥发组分的矿物大 存在
,

有利于

矿化富集
。

矿化富集于岩右性质有利的围岩中
。

围岩为适度富铁的硅铝质岩石
,

矿化同时发育在

围岩和斑岩体内 , 若围岩片理和裂隙构造发育
,

矿化在围岩中较发育
。

含矿斑岩顶盖围岩如

为致密块状硅铝质岩层
,

矿化富集在屏蔽层之下
。

围岩为碳酸盐岩石时
,

接触带形成夕卡岩

铜矿
,

而斑岩铜矿则主要在斑岩体内
。

四 剥蚀程度是判辨矿床远景的标志之一

’

矿床被剥蚀的程度直替关系到它的工业价值
。

具有一定规模的矿床
,

由于大部被剥蚀掉

而可能失去工业意义
。

·

根据斑岩铜矿床的蚀变
一
矿化特征 曾参照含矿岩体的某些特 征

,

现 将

浅
、

中
、

深剥蚀程度的地表特征初步归纳如下

浅剥性矿床 绿帘石
一

绿泥石 或青盘岩 化带和伊利 石化带广泛发育
,

石英一绢云母

水白云母 化带仅小范围出现
,

或未出露
。 ‘ ’

和 “ 交代微弱
。

常见石英
、

碳酸盐
、

绿

泥 石和绿帘石脉体
。

脉幅大小不一
,

其中石英小脉由低温石英组成
。

有时尚见重晶石化及明

矾石化现象
。

矿化以脉状黄铁矿为主
,

常有镜铁矿化或铅锌矿化
。

所见侵入岩常以规模甚小

的岩体群出现
。

含矿岩体顶部见有围岩残留体
,

或其上有侵人接触关系的盖层
。

若属侵入岩

中受破碎带控制的隐伏矿体
,

地丧原岩结构河辨
,

而显示广泛的青盘岩化 或 伊利石
一

高岭石

化
。

中等蚀 变矿床 地表 各蚀变带出露齐整
, ‘ 、 ‘ 十

和 ’一
交代 皇现有规律分

’

布的蚀变矿物晕
。

矿化中心以 细脉浸染状黄铁矿和黄铜矿 辉铜矿 为主
,

脉状石英 有的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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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温
、

黄铁矿和镜钦矿或错锌矿化发育在外侧
。

成矿岩休为岩株状和岩筒状
。

深刹性犷床 占主要地位的是钾长石化
,

可分布至成矿岩体内夕嗽大范围
。

于一定构

造部位
,

有时有强石英化发育
。

其他蚀变带仅占次要地位或难划出
。

绢云母和水白云母类矿

物很少
,

或仅见于某些小裂隙带
。

金属矿物总量低
,

黄铜矿和黄铁矿含量大致相 当
,

辉钥矿

比例增高
,

浸染状为主
,

常伴有粒状磁铁矿或硬石奋
。

地表出露 “ 无矿核 ” ,

除部分暗色矿

物蚀变外
,

斜长 石有时发生不明显的钠化和伊利石
一

高岭石化
,

金属矿物仅见粒状磁铁矿 相

当原岩中之含
。

有时岩体出露面积较大
,

原岩构造一般清楚
。

除上述标志外
,

矿床元素分配规律和硫同位素组成作为判辨剥蚀程度的标志
,

也取得初

步成果
,

但褥进一步研究
。

显然
,

在找矿评价中
,

对剥蚀深度不 同的矿床 点 应当是区别对待
。

浅者
,

矿床规模可

能较大
,

要给予较大注意
,

但由于埋藏深
,

只宜控制远景
,

而不宜列为详勘重点
。

中等剥蚀
,

矿床大部分和较大部分裸露地表或埋藏浅
,

应是找矿勘探的重要对象
。

深剥蚀条件下
,

一般

讲远景有限
,

但若原始矿床规模巨大
,

残存部分仍可有一定规模
。

特别是大岩体被断裂错开

时
,

一其被剥蚀掉
,

另一翼可能保存矿体
。

由于影响矿床及其工业利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因此剥蚀深度作为判辨矿床远景的意义只是相对的
。

关于找矿评价标志
,

还有一些蚀变矿物值得注意
。

比如绿泥石和钦矿物类别
、

电气石和

磷灰石等矿物含量及其在各蚀变带中的发育规律
,

可否作为找矿评价和确定矿化富集部位的

标志
,

都需进一步研究
。

冶金地质系统斑岩铜矿座谈讨论会秘书组供稿

电 子 探 针 分 析 送 样 要 求
,

电子探针是一种花微小区 域内进行无破损分析的仪器
,

目前已普遍用 来 分 析 矿物和岩

石
。

为使这一仪器分析方法便于地质工作者应用
,

更好地为冶金边质工作服务
,

现将有关送

样要求简介如下

一 电子探针分析的元素范围是周期表上 硼 、 铀 号元素
。

其中情性气体

不能分析
,

号以下的元素以 及铀
、

仕
、

钩
、

艳
、

鳃等只能作定性分析
,

其 余 可 作定谈分

析
。

分析的相对灵教度一般在 书 左右
,

情度 拓 主要指高量元素
,

分析区域大

小在 微米以上
。

二 样品的类型可以 是光片
、

薄片或单矿物颖粒
。

其中光片要求把待测的颗粒用钢笔

或其它工具圈定其范围
,

但应
,

早量缩小其范围 , 薄片则要求把盖玻璃去掉
,

并 把样品表而的

树脂清洗干净
,

然 后在镜下用沿笔准确圈出一种待测矿物
,

不允许圈内有其它矿物存在
,

否

则不能辨认
。

单矿物颗位 可直 妾送洋
。

三 送样时
,

必须按下述内客
,

填写送样说明书 送样单位
、

联系人 , 样

品编号
、

产地
、

产状 一定要附有简要地质情况 分析对象的特征 如形态
、

光学物

理特征等
,

并在圈定位置作简要素描 〕分析目的和要求 , 电子探针分析应在岩

矿鉴定工作的基础 卜 提出分析对象 ‘矿物
,

附上待测矿物曾作过的鉴定数据
。

陈才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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