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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曲构 造 的 控 矿 作 用

在红透山地区和辽宁东部的老变质岩系

中有许多层控型矿床
、

矿点
,

矿种近十个
。

大多数是热液矿床
。

几十年来
,

已为前人肯

定
,

我们认为是混合热液矿床
。

这些矿床
、

矿点
,

近矿围岩矿化蚀变现

象普遍存在
。

矿体的形态是复杂的
,

粗眼看来是沿层

产出的
,

仔细观测则切层
、

穿层
、

跨层
、

串

层现象随处可见 , 有的呈矿柱产出
,

有的呈

脉状
、

囊状产出
。

交代矿化作用是这些矿床
、

矿点的主要

成矿方式 矿化过程是多阶段的 , 没有蚀变

一矿化分带现象
。

矿化主岩是具一定化学性质
、

一定结构

构造的变质岩
,

在混合岩化发育地区还有混

合岩化产生的蟹斑状伟晶岩以及石英脉
。

矿体有在含矿层
、

矿沉层
、

含矿建造中

的
,

为数很少
。

大多数矿体围岩的成矿物质含

量很低
,

有许多低于其克拉克值 , 与矿体主

岩同一层岩层的成矿物质含量
,

大多数也很

低
,

有许多也低于其克拉克值
。

矿化没有固

定层位
,

一个矿床常有几个 矿 体
、

矿 化地

盲矿体是否有反映
,

尚不清楚
。

因此对该方

法的找矿效果还不能作出十分肯定的结论
。

乞 蒸发晕异常的位置虽能反映矿化
带部位

,

但非矿热液活动也可出现异常
,

因

此判别含矿和非含矿的异常还须作进一步研

究
。

有些试验曲线在矿体部位无异常

如图
,

有的矿体部位异常很低
,

范围

较小 如图
, 因此对蒸发晕的规律及其

地质意义
,

亦待进一步研究
。

采样加工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也影

响蒸发晕找矿法的有效性
。

如样 品 的 代 表

性
、

新鲜程度及样品的加工处理等
。

仪器设备的灵敏度及小型化是此

方法能杏有效地应用到找矿评价工作的重要

问题
,

因此应注意研制新的适合生产需要的
·

小型仪器
。

今后研究蒸发晕的任务

除了在已知矿床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某些

试验外
,

应在某些找矿评价区结合物化探工

作进行试验
,

探索这种方法 的 找 矿 地质效

果
。

同时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试验研究
。

总之
,

开展蒸发晕找矿法的研究
,

从理

论到实践都有了一定的基 础
。

虽然与其他各

种找矿方法一样
,

在蒸发晕找矿法研究过程

中将会遇到各种困难
,

但我们相信
,

经过实

践
,

这些困难能够得到解决
。

因此
,

必须在

现有基础上
,

发展和完善这种找矿方法
,

使

它在找矿勘探中得到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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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示彦田

灯透山矿床矿体形恋

段
,

大多各占一个岩层层位
。

一个矿区可有

几个甚至几十个矿体
、

矿化地段
,

基本上是

各占一个岩层层位
,

很少有两个或几个在同

一层位的岩层中的
。

作为热液矿床的标志之一是矿化为一定

构造所控制
。

对于老变质岩系中的层控型热

液矿床
,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片理对热液活动

的有利作用
,

即控制作用
。

我们认为
,

变质

一混合热液矿床是围岩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形
’

成的
。

这时 , 围岩
、

、

主岩的塑性仍然很高
,

很难出现层间断裂
、

鞍状剥离等脆性断裂构

造
。

在矿化脉动构造运动作用下
,

在一定构

造地段的主岩中
,

经常出现的是微裂隙和破

裂
。

坑内观测证明
,

在许多情况下
,

矿化

交代作用实际上是在连微裂隙都不发育的情

况下沿片理进行的
。

看来
,

片理这个自然弱

面在区域变质作用过程中有利于变质分异
,

在混合岩化过程中有利于注入交代
,

在它们

的热液活动阶段有利于热液活动是可以理解

的了
。

这样看来
,

片理是老变质岩系层控矿

床形成时的基本控矿构造
。

层控之意不在于

层
,

而在于层理
,

对于变质岩则在于片理
。

对于热液的聚集
,

走向褶曲
、

倾向褶曲
、

回曲构造
、

塑性断层都是有利的
。

红透山矿床是 回曲构造 控 矿 的 好例子

参见图
、 。

控制矿床的回曲构造是

红透山 矿区 回曲构造的低 级构造
。

这里

倾向褶皱已经改造了走向褶皱
,

又为塑性断

层复杂化
。

矿柱被控制在倾向褶皱里
,

内部

形态变化很大 图
,

却有规律可寻
。

试

比较图 和图 的 中段
、 一 中段的地

质图
,

上下几百米
,

回曲构造大同小异
。

红透山回曲构造控制矿柱 是 这 样 实现

的 在倾向褶皱核部
,

蟹斑状伟晶岩及注人黑

云斜长片麻岩广泛发育
,

这是些好主岩
。

在

荞二 二屯翰
三多七

奋 破裂是指岩层破裂为一些大小 角砾
,

角砾 之间没

有发生位移 ,

角砾的片理保持着岩层破裂前的原

有位置和产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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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肋劫构造运动作用下
,

伟箭岩出现些微

裂隙
。

同时上升的热掖沦件晶岩微裂隙
、

片
麻岩片理活动

,

加
一

阳挡层的作用
,

热被便

在回曲构造范团内大量集中
。

蟹斑状伟晶岩

大量矿化
,

注人黑云斜长片麻岩沐量矿化 ,

沿塑性断层 衫蟹斑状伟 晶 岩 充 填了 矿

化
,

沿走向褶曲
、

倾向褶曲 顺其呼蟹斑状
‘伟晶岩和注人黑云斜长片麻岩层 矿化

,

沿

小揉皱 随注入的长英质条带 矿化
。

于是

沿整个回曲构造
,

上下一千多米
,

形成长宽

各几十米的相当规整的矿柱和许多条大小支

脉
。

由于顺伟晶岩矿化
, 出现脉状

、

囊状
、

枝状矿体
,

穿插围岩
,

有时还与附近的矿体

相连 ,

使矿体与 围岩之间呈现切层
、

穿层
、

跨层
、

串层现象
。

由于主岩经多次褶曲
,

产

状变化大
,

矿柱中的矿化残块
,

产状零乱
,

俨若角砾
,

通过残留片理 攀 仔细填图
,

则可

以画出矿化残块与围岩祀呼应的相曲来
。

在矿柱部分
,

矿化作用强烈
,

几个层位

的注入黑云斜长片麻岩都是好主岩
。

与它们

呈互层的硅线黑云斜长片麻岩
、

角闪斜长片

麻岩
、

云闪斜长片麻岩也遭 矿 化
,

也 是主

岩
。

在支脉部分
,

矿化弱一些
,

角闪斜长片

麻岩
、

云闪斜长片麻岩不被矿化
,

而注入黑

云斜长片麻岩也只有在蟹斑状伟晶岩发育部

分
、

塑性断层发育部分
、

小褶曲发育部分才

首先 遭矿化
。

在矿柱上下盘岩层 中
,

还有几条矿化地

带
。

在红透山矿区范围内
,

即在红透山回曲

构造范围内
,

矿体
、

矿点
、

矿化地带 已编到

四十号 占有层位 一 米
。

矿区之外
,

份化极少
。

看来
,

矿化 当时
,

热液活动规模

是壮观的
。

热液在近一平方公里范围内
,

在

上下一千 多米空间里
,

集中矿化
。

由于热液

来自混合岩化作用
,

来源广
,

运移远
,

在构

造
、

主岩条件相配合的矿化地段内
,

即使不

在含矿层
、

矿源层
、

含矿建造里
,

也可以矿

化
。

在红透山矿区回曲构造 里
,

构 造 最复

杂
,

主岩条件最好
,

矿化脉动构造运动最乒

易影啦的封段是现在矿柱妞段
, 热浓最容易

集中
,
矿化作用最移

,
因而成为矿床

。

红透山她区其他几个红透山式矿床 —
老变质岩系中的混合热掖毓锌硫矿床 , 也为

走向褶曲
、

倾向褶曲
、

鳖忆断层控制
。

它们

是回曲构造弧的组成部分
。

红透山地区的红透山式矿床
、

矿点
、

矿

化点有 多个
,

集中分布在新宾巨型回曲构

造里 鞍山群组成的 和清原弧里 回曲构

造弧
,

辽河群组成的 ,
构成一个矿田

。

已

经查明
,

绝大多数矿床
、

矿点
、

矿化点进一

步集中分布在矿田构造的低级回曲构造里
,

如红透山回曲构造集中 个 , 树基沟 回曲

构造 弧 个
,

西北天弧 个
,

六家子弧

个
,

红心倾向褶曲 个
,

清 原 弧 顶部 个

等
。

在铁岭东面
,

在南夹河一救兵一带
,

在

响水河一带
,

也集中一些矿点
,

从地质图看

也可能有回曲构造
。

辽宁东部老变质岩系中的层控型热液矿

床
,

已知的 义 个大
、

中型矿床和许多小型

矿床
、

矿点都在回曲构造
、

走向褶曲
、

倾向褶
曲里

,

如青城子 卫 一 矿区
、

兰花岭 一

矿区
、

翁泉沟 一 一 矿区
、

周家 二一
、

。一 一
矿床

、

生铁岭
一 一 一 矿床

以及大荒沟 矿床
、

河东 一 矿床
、

四平

街 矿床等等
,

如 图 至 所示
。

这些图

都是前人作的
。

他们虽然沿用 习惯的术语去

描述这些构造
,

但有的具体生动
,

加上这些

构造的形态特点
、

岩层产状
、

地层对称重复

以及岩层尖灭等情况 ,

使我们有理由认为
,

这是些回曲构造
、

倾向褶曲
,

有的走向褶曲

明显
,

有的应有塑性断层发育
。

辽宁东部老变质岩系中有 百多个层控

型混合热液矿床
、

矿点和矿化点
,

它们在分

介 在致密块状矿石 中
,

常有石英
、

黑云母 金云 母

化的 等片麻岩的矿化交代残余矿物
,

定向排列 ,

俪
与 附近 围岩片理的产状一致

。

其中石英粒的岩色
特征也与附近 围岩的一致

。

石英
、

云母这样的定

向排列现象
,

是残留片理的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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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侄日

潺唇
盖县组 云母片岩 夹夕线云母片岩

大石桥组 大理夹夕线云母片岩及角闪岩

叮 幼 兰花岭矿区地质曾 ‘据冶金 切 队 》

布上很有规律
,

多 。 的矿床 都

集中分布在七个矿田里
。

这七个矿田是七个

巨一大型回曲构造
,

尽管这些矿床
、

矿点和

矿化点
,

有的在矿源层中或在其附近
,

有的

周围甚至千米以夕迄未证明有矿源层存在
。

这不应看做是偶然的
,

而是回曲构造控矿的

反映
。

、

鞍山式铁矿富铁矿 辽东鞍山铁式矿床

中的富铁矿
,

我们同意一些人的着法
,

认为

是 混合热液交代成因的
。

拄翼矿休形态及其

乌围岩
、

主笔的关茅
,

应戈〔归层控型矿床
。

控制富矿体的构造
,

例如弓长岭二矿区的
,

是走向褶曲和塑性断层
。

南芬铁矿的富矿与

构造的关系
,

前人是 这样说的 “ 该矿床中的

主要富铁矿呈倾斜的长筒牡赋存在 。 含铁

石英岩层的褶曲轴部
,

富铁矿体沿走向延长

仅百余米
,

而沿倾余延深可达 。米
。 ”

这很生动地描述了倾应褶曲控制富铁矿体的

情况
。

这些控制富矿体构造的发育
,

不是偶

然的
,

是区域性回曲构造发育的结果
。

已知

鞍本地区的鞍山群
,

以片理构造线走向变化

大为特点
。

例女弓长岭铁矿区的鞍山群
,

曾
给人们的印象是走向北西倾向北东的草斜

。

其实
,

这最多只是其中一个矿床 “二矿区 ”

的情况
。

它的 “ 一矿仅 ” ,

早年的地质匡已

经明显地反映出是一个向由构造
。

其他几个

“ 矿区 ” ,

也至少存在着倾向褶曲
。

而 “ 多

〔互 第四系冲积物

巨刃燕山花岗岩
丘口前震旦纪花岗岩

【困变粒岩残留体

国斜长角闪岩残 , 困魏瀑驴“

断层

地质界线及产状
、

一
、 、

层控句床及矿点

困困固

, 一黑云变较岩
、

斜长角闪岩及大理岩层 , 卜斜长角闪岩及大
理岩层 , 月一 条带状变质硅酸盐岩 ,

卜钠长浅拉岩含电气
、

黑云

傲斜浅粒岩及变粒岩层 卜透闪钠长变拉岩 钠长浅粒岩夹人埋岩
层 , 一 电气

、

翎浮 浅杖岩及变粗岩层

图“ 翁泉沟矿 区地质图

图 中条山南和沟矿床 中段 阶向袱曲地城图

据 封和沟旷资料缩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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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峪矿区 ” 走向北东
, 和 “ 二矿区 ” 西韭端

阪沟和望
, 可以认为这里最可能有一 个倾向

褶由
。

退样
,

弓长哄铁矿区跳鞍山群
,

处于

倾向褶曲一回曲构造发育地段
。

又如弓长岭

铁矿至南芬铁矿之间
,

鞍山群中有一系列鞍

山式铁矿床
、 ’

矿点
,

多已查明
,

铁矿层产状

变化大
,

大小褶由发育
。

这些褶曲中
,

从一

些线索着来
,

应有些是倾向褶 曲 一 回 曲构

造 而矿床
、

矿点之间
,

从产状
、

层位看
,

也应有倾向褶曲一回曲构造存在
。

至于南芬

附近的鞍山群
,

南面
、

东北
、

西北各部分产

状变化很大 , 不是一般褶曲构造
,

应是一个

中型回曲构造
。

鞍本她区
,

鞍山式铁矿广泛

分布
,

控制富铁矿床的构造一定还有
,

不失

为勘寻鞍山式铁矿富铁矿的好地方
。

关于回曲构造控矿问题
,

值 得 注 意的

是
,

国内其他地区老变质岩系 中 的 层 控型
、 、 。 、 、 、

矿床为构造

控制的例子越来越多 在这些控矿构造中已

知有走向褶曲
、

倾向褶曲
、

回曲构造和塑性

断层
。

有关矿床都是些变质一混 合 热 液 矿

床
。

中条山地区老变质岩系中的层控型混合

热液 一 。 、

矿床
、

矿点
、

矿化点分布
很广

,

赋存在绛县群
、

中条群各组地层中
,

著名的有蓖子沟矿床
、

南和沟矿床
,

可作代

表的还有宋家山矿床
、

横岭关矿床和铜沟矿

点
。

它们的主岩多种多样
,

蚀 变 也 各不相

同
。

矿体形态有的为似层状
、

透镜状
,

有的

为柱状
、

囊状
。

矿化作用有以 交 代 作 用为

主
,

有的以充填作用为主
。

矿化过程都是 多

阶段的
,

先后迭加
,

不见分带现象 蓖子沟

矿床
、

南和沟矿床的铜矿休和钻矿体大多是

分开产 出
,

钻矿 体在铜矿 体中呈脉 状
、

囊

状
、

柱状出现
。

这是迭加
,

不是分带
。

矿

体在矿床中常成群出现
,

几十条至百多条
,

占有许多岩层层位
。

这些矿床的矿化主岩
,

离开矿称
、

矿化地段不远 几米至十几米 ,
,

矿化现象迅速消失
。

其中矿化金属含量不比

其支拉克值高多少
,

甚至在 其 克 拉 克值以

下
,

返是二个特卢
。

这些矿沫为一定枚造所

控制
。

其控矿构造
,

有的已经查清
,

择述如

下

南和沟矿床和蓖子沟矿床
,

从矿区 地质

图可以看出
,

矿区内岩层分布杂乱
,

厚度变

什异常
,

既非后欺断层引 起
,

相 变 亦觉突

然
,

月产状变化大
,

冲褶曲发育
,

应是倾向

枢曲
、

回曲构造和塑性断层存在的反映
。

南

和沟矿床在西沟一鲁象构同刹向斜东翼土的

倾向褶曲中 图
,

图
, 呈矿柱产出

。

矿柱产状乌倾向褶由轴产状
,

与矿区岩层的

倾斜完全一致 艺
。
士 ,

沿倾斜延长

。。米以上
。

早在六十年代
,

矿山地质人员的

实践证明 矿柱内侧的矿体是曲折相连的
。

但不见岩层
、

矿体作弧形弯曲
,

因为褶曲轴

部已经劈理化了
。

矶柱属于倾向褶以轴部
,

主岩
一

矿体加厚 , 其两个分枝相当于倾向褶

曲两翼
,

岩性
、

层位对称
,

但厚度减薄以致

缺失
,

这是塑性断层引起的 —这里没有 脆

性 断层的证据
。

蓖子沟矿床在矿区回曲 构 造 中
。

矿区

内
,

蓖子沟组及余元下组发育有走向褶曲和

伴生的塑性断层
,

使蓖子沟组下部缺失
,

把

它和余元下组的一部分挤入蓖子沟组上部
,

之后为倾向褶曲迭加改造成为回曲构造
。

现

在
,

蓖子沟组下部和余元下组的一部分在蓖

子沟组上部地层内呈猪腰形
、

弧形产出
。

矿

床地质图 如图 所示
,

矿体呈矿柱产出
,

与

控制它的倾向褶曲轴的产状及矿区岩层倾斜

完全一致 乙
。

士
,

沿倾斜延长

米左右
。

开采证明
,

矿体经常随上下岩层弯

曲
,

内部形态变化大
。

但是
,

这里褶曲尽管

很多
,

由于轴面劈理发育
,

很难见到岩层在

褶曲轴部作弧形弯曲
,

常呈之字形曲折
,

这

种情况
,

已经在坑内外的许多小褶曲中反映

出来了
。

关于南和沟矿床
、

蓖子沟矿床的控矿构

造应当指出
,

矿化作用主 要 是 热 液充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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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形成 “ 网脉状矿化 ” 。

矿化主岩主要是

钠长石化大理岩和金云母化大理岩
。

黑色片

岩
、

黑云石英片岩
、

方解黑云片者
、

白色大

理岩等等一般不矿化
,

只在矿体内或上下盘

附近才可能被矿化波及
。

矿化主岩可厚几十

米
,

可薄于一米
,

在矿床范围内弯弯曲曲
。

矿化主岩在矿化时遭角砾化
,

发生不规则破
裂

,
形成大小角砾状碎块

,

戚的是
,

角砾

碎块互相间没有错动
、

转动
,

没有改变它们

片理的原有产状 , 同时
,

这样的破裂
,

很少

波及上下盘岩石
,

即使在褶曲轴部地段也很

吵受主岩褶曲影响
。

看来
,

它们在矿化时受

到一种脉动构造运动的震动作用
,

仅仅使处然陈

于高温高压下的某些岩层破裂
,

而上下盘岩筹尽

液矿床的分带现象 , 矿化作用有交代作用
,

也有充填作用
。

矿体多层
,

常 为程层状
、

扁

豆状
、

柱状
、

囊状
,

集中出现在一定构造地

段
,

矿质集中富化是变质热液活动的结果
。

因为要把比矿源层中的含量高几倍一十几倍

的矿质富集起来
,

矿质必定有几百米上千米

的迁移
,

迁移距离近了是不够的
。

控制矿化

的构造
,

肯定有区域变质作用过程中形成的

走向褶曲
、

倾向褶曲
、

回曲构造
,

也应有塑

性断层
。

例如下述
。

滇东迄纳厂铜铁矿床 图
,

前人认

为矿区是 “一个向西倾伏的短轴背斜 ” ,

内

部有 大宝山背斜
、

弯子向斜及村南背斜 ”

和“
狮子 口 向斜

”等褶曲构造
,

并且 “ 次级小

层仍表现为塑性影响
。

岩石物理性质在这里
点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因此
,

矿体沿一定岩性

的岩层产出
。

在破裂波及上下盘地段
,

矿化

亦可随之波及
,

矿体则出现 跨 层
、

切 层现

象
。

同时
,

就在矿床的同一主岩层中
,

有些

地段破裂不好
,

矿化也不好
,

出现矿体在主

岩层中断续存在现象
。

层控矿床
,

主岩层不

等于矿体
。

内蒙狼山老变质岩系发育
,

赋存有大
、

中型 一 一 矿床
,

属层控型
。

蚀变一

矿化交代作用明显
,

矿化热液活动是 多阶段

的
,

不见分带现象
。

矿体呈 似 层 状
、

扁豆

状
、

囊状
、

柱状
。

我们认为是变质一混合热
“

液矿床
,

为一定构造所控制
。

例如霍各乞矿

床
,

分布在矿区倾向褶曲一回曲构造里 图
。 。

控制矿床的构造在地面地质图上已经

鲜明地反映出来了
,

被称为反 褶曲
。

勘探

资料证明
,

这是一个反 的产状陡急的倾向

褶曲
,

矿体随之呈陡急的矿 柱 产 出
,

延深

米以上
。

这里矿化蚀变强烈
,

矿化交代的

主岩大部分是蚀变岩
。

康滇地轴上有许多富铜铁矿床属层控型

的
,

我们认为是变质热液矿床
。

它们在矿源

层中或在其附近 。
这些矿床与矿化有关的蚀

变明显
。

矿化是多阶段迭加的
,

但无岩浆热

今今今
片岩

、

不

片岩夹
大理岩

矿化不纯大理岩

矿化条带不纯大
理岩
黑色中粒黑云石
英片岩

揭
下 匡园
组

园

白色大理岩

黑云角闪片岩

条带黑云片岩夹不纯
大理岩
力柱黑云大理岩

、

黑云
大理岩

后期断层及大班裂带

层间倾向小褶曲

云岩云黑理黑色大色纯灰纯灰不

细粒黑云石英

中粒黑云石英
片岩与钙质黑云片
岩互层

矿悔 绝大部分是
和币 虚点小其不与岩

圈圈鹭色岩色黑片黑

困困回困困困困
⋯

‘

⋯蓖子沟组

、 层重合部分

图 中条山蓖子 沟矿床 中段回曲构造地质图

据蓖子沟矿资料缩编

召了厂



、

呈锯齿状褶曲
。

至于中条山
、 狼山

、

康滇地轴等地百勺变

一
, , 兄岩层分层

黑色示矿体粗线示后欺断层

图 狮子山矿床 中段地所图

质一混合热液矿床
、

矿点组成 的 矿 田
、

矿

带
,

与回曲构造的关系如何
,

尚待分析
。

老变质岩系中的层控型矿床
,

只有一些

分布在含矿层
、

矿源层或含矿樱造中
,

但其

大多数却赋存在一定构造部位里
。

这些 矿床

的矿化蚀变大多明显
,

矿化交代作用或充填

作用随处可见
。

我们认为对这 类 矿 床 的勘

寻 ,

应从热液矿床入手
, 除主岩外

,

分析其

褶皱异常发育 ,, 。

从图上看这不是倾 伏短背

斜
,

它的其余部分不知所终 , 内部的次级褶

曲有的是走向褶曲
,

有的是倾向褶曲
,

应是

一个走向褶皱被倾向褶皱化了的回曲构造
。

这里刺穿构造发育
洛 ,

有关资料证明
,

矿化

富集作用是在刺穿构造形成晚期或之后
,

正

是变质热液活动之时 ,

有构造条件与主岩条

件配合
,

得以形成富矿
,

在这个矿区内
,

集

中出现几个富矿床
。

滇东狮子山铜矿床 图 的地层属 昆

阳群铜厂段
,

从资料看
, , 可能是

。

这里

不单有倾向褶曲
,

而且会有回曲构造 , 一些地

层缺失是塑性断层引起的
。

矿床西部矿体随

倾向褶曲弯曲
。 厂一一 瓦刃下牙风可 ,

—

康滇地 轴上 , 因民组 以及 落雪组 地层常角砾

岩化
,

穿插在上下地层 中 ,
规模大

,
分布广

,

有
些矿床与此有关

。
几十年来引起云南同志们的广

泛注意
,

反复实践
,

热烈讨论
。

其中一种看法认

为 , 这是刺穿构造角砾岩
,

我们同意这种看法
。

这应当是昆阳群区域变质作用晚期出现的 , 是岩

层仍处于 区域变质 的塑性条件下 出现的
。

因为瓤

穿体与围岩的原生正 常接触不是 脆性 断层 ,

而是 塑性断层
,

表现为 ①不见 脆性 断层痕迹
,

②接触紧密
,

接触带
、

接触面上 的物恤已 经重结

晶了 ,

③接触线在体头
、

坑道范围内
,

有的较平

直 , 有的弯曲如港湾
。

同时 , 刺穿体的产状 似

层状
、

株状
、

鑫状
、

脉状 表 明是刺穿作用产生

的
。

刺穿过程大概是这样 区域变质作用晚期
,

仍处于高温压下的岩层
,

在脉动式地壳运动引起

的强烈展动下 ,

其中一部分岩层在某些构造地段

表现为脆性破坏
,

出现角砾 岩化
。

与此 同时 ,

乘
成底辟向上刺穿围岩

。

虚的部 分 , 正是 回曲构造

或倾向褶曲以及塑性断层 发育地段
。

东部矿体是一个

矿柱
,

很可能在

回曲构造里
。

勘

探和开采证明
,

矿柱很陡
,

延深

大于 米
。

矿

化一 般 为 片 理

控制
,

在褶曲轴

部
,

劈理发育地

段
,

可见沿劈理

矿化
。

这里的倾

向褶曲是之字型

的
,

轴部岩层不

作弧形拐弩
,

而

侏罗系

寒武系

震旦系

上昆阳群者贵组

上昆阳群大龙口组

下昆阳群绿汁江组

下昆阳群鹅头户组

下昆用群落雪组

下昆阳群因民组

因民组角砾岩

落雪组角砾岩

刺穿体边男线

地质界线

断层线

国图国口回国困口囚口团口团圈

材

图 云南省武定逸绒厂铜铁矿区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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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矿构造是很重要的
。

老变质岩系中的层控型热液矿床
,

过去

多认为是岩浆热液的
,

其控矿构造以断裂为

主 , 近来不少人认为是沉积一变质的
,

较少

注意控犷构造
。

实则是变质一混 合 热 液 矿

床
,

片理
、

破裂控制矿化
,

各 级 回 曲 构造

包括走向褶曲
、

倾向褶曲
、

塑性断层 分

别控制矿体
、

矿床
、

矿 田
。

我们这些看法不一定正确
,

或能引出宝

贵意见
,

是所望也
。

最后
,

我们引用了有关单位的资料
,

其

中辽宁冶金一 一队的资料是我们共同搞三

结合科研过程中提供的
,

一并致谢
。

意 大 利 的 金 属 矿 床

小消 息

里亚亚平宁山脉和托斯卡纳也有发育
。

阿尔

卑斯山有磁铁矿及石棉富集
。

托斯卡纳有铜

矿脉及块状黄铜矿和黄铁矿富集
,

此外还

有锰及滑石
。

‘

据英《采矿杂志 年 卷 期
意大利境内有多种类型的镁铁质和超镁

铁质岩石
,

其中不少伴生有重要工业价值的

矿床
。

这些岩石分属于不同地质时代
。

最古

老的产于撤丁地区的寒武系内
,

似乎是一种

地台型的火山活动
,

含有大量铅
、

锌
、

铜
、

氟和钡
。

这些金属量达几百万吨
,

它们赋存

于诸如具有还原性质的小海岸盆地中
,

并发
,

生过一系列再富集作用
,

构造作用
、

热变质

作用和浅成作用等
。

在喀里多尼亚变质作用发育之前
,

沉积

有一组镁铁暗色矿物和超镁铁晴色矿物
,

并

常伴生有工业矿床
。

其中包括撒丁西北部浑

绿岩岩盖的志留纪沉积和结晶作用
。

这些辉

绿岩岩盖与大大小小的透镜状鲡位铁矿床有

明显的相关关系
。

铁矿储量自一万至几十万

吨不等
,

由含铁泥质胶结物中 的 含 鳞 绿泥

石
、

菱铁矿
、 ,

鲡绿泥石
、

赤铁矿
、

磁铁矿及

钦铁矿的 厄粒组成
。

在含铁块体内有时赋存

有铅
、

铜
、

铁和锌的硫 化物
。

阿尔卑斯山系西部石墨片岩内强烈变质

的基性岩中常伴生有规漠较小的层状多金属

硫化物矿化
,

时代可能属上奥陶纪至下泥盆

纪之间
。

意大利最大的蛇绿岩杂岩体形成于侏罗

纪至上白至世之间
,

从 马里泰姆阿尔卑斯山
’

一直延伸到阿迪杰河
,

呈二大弧形
。

在利古

黄 铁 矿 的 地 球 化 学

数十年来
,

经济地质学家曾反复从各方

面研究硫化物的微量元素含量
,

特别把重点

放在各种地质环境中黄铁矿的 微 量 元 素含

量
,

并用这些元素圈定犷化分带及确定矿物

的沉积环境等问题
。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大学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分析了该国科

迪勒拉带三种不同类型斑岩铜矿内 班 个黄

铁矿样品中的
、 、 、 、

和

元素
。

结果表明
,

’

黄铁矿中的 。 、

含量
,

特别是 当月 比值表示时
,

表现 出与斑

岩铜矿系统矿化分带相应的分带型式
。

黄铁

矿中的 和 含量没有什么规律 性
,

含量似乎可以用来指示富洞带
。

黄铁矿中的

铜多呈黄铜矿包体赋存
。

有时在斑岩系统边

缘的黄铁矿中
,

和 特别富集
。

这些资料

与其他研究结果联系起来考虑时
,

即可建立

起一种钙碱系斑岩系统黄铁矿的某些微量元

素分布的实验模式
。

在某些情况下
,

可以用

黄铁矿的地球化学 作为一种勘探手段
,

在详

查阶段帮助圈定靶区的范围
。

据美《采矿工程师学会汇刊 》
,

年 卷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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