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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岩 铜 矿 地 质 特 征
甘肃省冶金地质勘探四队

斑岩铜矿位于甘肃省西北 部
,

现

将该矿床地质特征作一简要介绍
。

一 地质简况

, 区域地质简况 该矿床位于天山一内

蒙褶皱系某槽向斜南缘的黑石山向斜南翼
,

靠近不同构造单元的邻接部位
。

该槽向斜形

成开始于早寒武世
,

早古生代沉积的下部
、

中部为巨厚的复理式沉积
,

自中志留世开始

出现大量火山活动
,

至泥盆纪略有间断
,

石

炭纪火山活动达到极盛并伴随大量岩浆侵入

活动 , ‘ 直到早二迭世后火山活 动 渐 渐 平

息
,

三迭纪地槽全部回返
。

该槽向斜地槽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地

槽经历时间长
,

旋回性明显
,

回返时有大量

岩浆侵入
。

矿 田地质概况 铜 矿 分为三个

矿区
,

目前 已知工业矿体均赋存于一矿区
。

火山 岩 矿化产于中一上志留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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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群沉积一 火山喷发岩柱状对比图

群中
。

群为一套巨厚的浅海相沉

积一火山岩系
,
矿 田内厚度三千米以上

。

岩

性 自下而上依次为安山质凝灰岩 包括热变
质形成的阳起石斜长角岩

、

安山质熔岩
、

富钠质熔岩 钠流纹岩
、

钠长斑岩
、

富钾
质熔岩 石英粗面岩

、

安山质角砾岩夹安

山岩和大理岩等
。

由此可见火山喷发作用具

有明显的旋回性并完整地记录了岩浆演化的

过程
。

群按火山喷发旋回划分 为上
、

下亚群
,

下亚群再划分为 四 个 岩 组 见图
。

侵入岩 主要为 海 西 期
,

极发

育
,

岩浆分异良好
。

次 火山 岩 主要为海西早期
。

成

矿母岩为次英安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
,

见于

一矿区
。

构造 以断裂为主
。

北西向断裂

将黑石山向斜斜切为数段
。

构 造 特 征 要点

是
矿 田位于东西向褶皱构造黑石山向斜和

北西向断裂构造相交的部位 , 含矿斑岩主要
沿黑石山向斜南翼的层间 断 裂 , 顺 层侵

人
,

其具休位置在下亚群第四岩组右英粗面

岩顶部 北西向断裂是一组长 期 活 动 的断
裂

,

它们直接控制着某弧形大岩基西段弧的

形态 某弧形大岩基 为一复式岩体 西段

弧北缘即矿 田之所在
,

岩体从弧顶向北依次

为花岗闪长岩
、

斜长花岗岩
、

石英闪长岩
、

二长花岗岩
、

花岗岩和辉长岩
,

与岩体有关

的热液型铜铁矿化大量出现在弧外侧和弧尾

部位 一矿区辉长岩基本上沿花岗闪长斑岩

上侵的通道侵入
,

可把辉长岩类在弧形岩体

尾部附近出露的现象做为寻找这类含矿斑岩

的间接标志
。

一矿区地质概况 一矿区分为三个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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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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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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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尸 铜矿一矿区地质图

了一困囚

长斑岩 各心‘

中
。

岩体共有三处
出露 一矿段和二

矿段西部为次英安

斑岩
、

三矿段为花

岗闪长斑岩
。

这三

处岩体在最初侵入

时是一个岩体 ,

后
因构造破坏

,

现在

看到的三处岩体已

离开很远了
。

矿体

主要呈透镜状
、

扁

豆状 赋 存 于 岩体

中
,

盲矿体较多
,

最大延深在 米
以上

。

矿体与岩体

产状一致
,

典型剖

面见图
。 困

压困
角岩

铜矿化体

钠流纹呈

断层及偏号

二

四
火山角砾岩

典型剖面勘探线

岩体 围岩 含矿斑岩体上盘围岩

为角岩或安山岩
,

下盘围岩均为 石 英 ,粗 面

岩
,

接触关系多为侵入接触
,

有时为断层接

触
。

一矿段次英安斑岩走向与三矿段花岗闪

长岩斑岩不同是因为岩体沿 ,

上侵时遇到

了与 , 近直交的
,

故岩体 的 一 部 分沿

侵入时受 控制改变了走向
。

二 岩石化学特征
、

岩浆分
异和成矿地质环境

根据现有资料
,

岩浆成因岩石 包括侵

人岩
、

火山岩
、

次火山岩 有如下特征

在扎氏向量图上 见图 投影点分区

性 良好
,

每个小区内投影点集中
,

说明岩浆

分异良好
,

从超基性岩到酸性岩都有出现
。

属次火山岩的花岗闪长斑岩和次英安斑岩的

八个投影点都位于第二小区望 自 上 而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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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并很集中
,

说明两种岩石具有同一岩石

化学特征
,

相当于花岗闪长岩
。

该小区内除

侵人有关的夕卡岩和热液型矿产
。

该斑岩铜
矿成矿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成矿发生于地槽

下降的末期而不是造山的末期
,

这与该成矿

带上国内外已知的某些斑岩铜矿的大地构造

位置和成矿地质环境很不相同
。

三 含矿斑岩特征

一矿段次英安斑岩为一长‘ 。余米
,

厚

米向南西方向陡倾的楔状岩壁
,

地表出
露面积仅 平方公里

,

其形态产状受

断层控制
,

延深约 米尖灭
。

二矿段西部

次英安斑岩呈孤形
,

规模比一矿段小得多
。

三矿段花岗闪长斑岩走向 近 东 西
,

长
米

,

宽约 米 , 为一岩床状岩体沿 顺

层侵人于石英粗面岩顶部
,

向北陡倾
,

·

出露

面积较大
,

可达。 平方公里
。

次英安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均属次火山

一超浅成相
,

其岩石结构
、

构造
、

矿 物成

图 岩浆岩扎氏数值特征图解

一个侵入岩样品落入外
,

无其它投影点 ,

提

示我们花岗闪长斑岩和次英安斑岩是岩浆分

异过程中一个单独的分枝
。

在碱性面上可看

到从超基性岩到酸性 岩 钾 钠 比 值 逐 渐升

高
。

根据文献介绍的方法计算了岩浆成因岩

石的固结指数
、

分离指数
、

长英质指数
、

李

特曼指数等和绘制相应的变异图
,

其岩石化

学特点可归纳为
大部分岩浆成因岩石属 高 铝 玄 武岩系

列
,

推测矿 田成矿时处于岛弧环境内
。

在高
铝玄武岩系列内又属于钙碱质岩系

,

随着岩

浆的分异
,

碱金属与铁的分离趋势愈来愈明
显

,

这是在火山啧发旋回和岩浆侵人旋回中

碱金属最后集中形成富钠和 富 钾 岩 石的原

因
。

根据岩浆成因岩石形成的时间顺序
,

该

区岩浆分异可明显分为加里东和海西两个大

旋回
。

加里东旋回的宋期或海西旋回的早期
即地槽下降末期 形成了与加里东期火山

活动密切相关的含铜小侵人体
,

而海西旋回

的地槽回返 造山 期形成了与大规模岩浆

分
、

化学成分相同
, 不同之处仅在于次英安

斑岩斑晶较少
,

基质矿物粒度较细而 已
。

另

外在蚀变特征和矿化特征方面也不尽相同
,

但是根据断层性质
、

火山岩地层和岩体地球

化学特征等方面的证据
,

如果将岩体被构造

破坏前的原始侵人形态恢复后 图
,

便

可对岩体的形态
、

产状以及蚀变和矿化获得

一个完整的概念
。

四
‘

蚀变与矿化特征

斑岩蚀变强烈
、

类型繁多
,

但因岩体属

二 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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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动侵位方式形成
,

蚀变主要呈线型产出
。

蚀变矿物组合 自高温到低温可分为

几个世代的蚀变矿物组合
钠一更长石组合 在花岗闪长斑岩内交

代长石斑晶成为聚斑晶
。

在交代强烈的安山

扮岩和安山岩中长石斑晶和晶 屑 变 为 更长

石
,

基质被更长石全部取代形成更长岩
。

在
石英粗面岩中形成类似的更长岩和散染自形

黄铁矿
。

绢云母
、

绿帘石
、

绿泥石
、

碳酸盐组合

或称青盘岩组合 绢云母
、

碳酸盐
、

绿

帘石
、

绿泥石交代长石
,

长石去钙长石化
。

石英
、

钾长石一黑云母组合 强烈时形

成片麻状或团斑状黑云石英钾长岩
。

石英一富铝红柱石一 白云母
、

电气石一

绢云母
、

水白云母
、

伊利石组 合 蚀 变 强

烈
,

可构成次生石英岩类蚀变岩石
。

绿泥石一绿帘石组合 在青盘岩化基础

上暗色矿物广泛绿泥石化
、

水黑云母化和绿

帘石化
。

石英一钾长石脉和石英脉
、

绿泥石脉
、

碳酸盐脉
、

绿帘石石膏脉等组合
。

蚀变分带 次英安斑岩 自内带至外

带 绢云次生石英岩化带 含矿 , 黑云石

英钾长石化带 , 绿泥碳酸盐绿帘石化带
。

花岗闪长斑岩 自内带至外带 绢云

次生石英岩化带 含矿 , 黑云石英钾长石

化带 , 绿泥角闪绿帘石化带
。

。

蚀变岩石特征 绢云次 生 石 英 岩化

带 灰白色
、

白色
,

块状
,

主要由中一细粒

糖粒状石英组成
,

石英颗粒间有含量不等的

绢云母
、

白云母
、

富铝红柱石
、

电气石
。

蚀变残
余矿物不多

。

是工业矿体的主要赋存部位
。

黑云石英钾长石化带 灰一灰白色杂有

肉红色
,

具片麻状或团斑状构造
,

原岩残余消

失
,

黑云母构成片麻理或团斑
。

石英和钾长

石为基本组成矿物
,

花岗粒状镶嵌
。

该带与

绢云母次生石英岩化带毗连时可出现过渡性

的绢云石英钾长岩
、

含 绢云绿泥石英钾长岩
。

绿泥角闪绿帘石化带 保持原岩基本特

征 , 除部分长石斑晶被钠一更长石聚晶交代

或去钙长石化外
,

基质及石英斑晶基本上未

被改造
。

该带中常发育石英
、

钾长石
、

绿帘

石等脉体
。

。

矿化特征
矿石矿物成分 金属矿物主要为

斑铜矿
、

黄铜矿
、

辉铜矿
,

黄铁矿次之
。

脉
石矿物主要为石英和绢云母 白云母

,

还

有水 白云母
、

伊利石
、

绿泥石
、

绿帘石
、

富

铝红柱石
、

电气石和残留蚀 变 钾 长 石等
。

乞 矿 石 构造 主要为星散浸染状
,

其次

为细脉浸染状
。

金属矿物颗粒很细 ,

多为几

十微米
。

矿 石金 属矿物结构 常见共生边

结构
、

叶片结构
、

格状结构
,

局部见乳浊状

结构
,

有时见穿插结构
、

交代结构
。

硫化物 生成顺 序 第一期为早期
黄铁矿阶段

。

第二期为主要硫化物阶段
,

生

成大量斑铜矿
、

黄铜矿
、

辉铜矿
,

形成工业

矿体
。

第三期为后期硫化物阶段
, 形成少量

团块状黄铁矿
、

黄铜矿等
,

一般无工业意义
。

该矿床主要成矿阶段硫化物形成温度较

高
,

为气成一高温热液阶段
。

五 成矿模式

根据已有资料
,

我们认为 铜 矿是

一个斑岩铜矿
,

为了从理论上进 一 步 认 识
它

,

我们设想了一个成矿模式 图
,

图

中数字表示成矿时的可能深度
。

接近地表
熔岩相

卜乃瓢山琳 , 匠困斑岩

仁三 蚀变带

口口黑云石英钾长石化带

夏 绢云姓石英岩化带

巴
石英钾饰化带

〔团 绿泥角闪绿帘石化带

宜国角砾状姗
团矿体

巳门断裂及裂隙

矿区斑岩成矿模式图

‘厂节叭
·卜。·。卜

︸
·卜,厂。。卜

鉴于该矿床还在继续评价
,

涉及矿床成

因理论方面的一些问题还在探索之中
,

本文

只能介绍一些简单情况
。

原桂林冶金地质研

究所
、

甘肃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检验室曾协
助工作并提供大量宝贵资料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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