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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岩铜矿体系和斑岩铜 矿 床 的 剥蚀程

度
,

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
。

前者系指在一定

构造条件下
,

不同
‘

生质的赞矿熔浆侵位的地

质环境和矿质热流体的扩散状况
,

藉以研究
矿床形成的机理、 它有助于矿床剥蚀程度的

确定 后者是找矿评价的实际需要
,

并为斑岩

铜矿体系的建立提供依据
。

从找矿评价的实
际需要出发

,

国内外斑岩铜矿床研究者
,

常

把注意力集中在蚀变和矿化侧向
、

垂向分带

型式上
,

力图弄清斑岩铜矿体系顶和底的特

征及矿化富集部位
,

并拟定斑岩铜矿体系和

矿床蚀变一矿化分带模式
,

这不是偶然的
。

实际情况是
,

世界各地迄今并没有见到

完整的斑岩铜矿体系
。

假若确认体系顶与底

之间垂深达 公里 ‘ 西里托
, ,

鉴于经济意义和勘探技术能力方面的原因
,

也不可能研究其全貌
。

当前
,

矿床的研究成

果
, 大都局限于经济上可采 部 份

,

对于向

上
、

向下延伸部份的性质
,

或 由于被剥蚀
,

或无经济价值
,

则缺乏应有的了解 , 蚀变和

矿化侧向分带的研究远比垂向分带深人
。

西

里托的斑岩铜矿体系与 洛厄尔和

吉伯特的矿床蚀变分带模式是综合一些斑岩

铜矿床资料拟定的
。

在美洲
,

对于斑岩铜矿

体系顶和底以及两者之间不同高度断面的描

述
,

通常以上述体系和模式为理论依据
,

并
藉以确定矿床的剥蚀程度

。

之间的位置
,

强调矿床具经济价值的部分一

般隐伏于同时代火山锥体之下 的 岩 石 建造

中
,

向下递变为范围较大的深成岩体
。 ·

西里

托体系正确地反映了斑岩铜矿床与近代陆相

钙碱性火山作用的紧密联系
,

而对于下列问

题
, 则有讨论的必要 体系的底是否都过渡

为成份类似的显晶质深成岩体 体系如何包

括地槽系发育不同阶段火山一侵 入 成 矿 作
用 斑岩铜矿与夕卡岩铜 矿 共 生 条件是什

么 等等
。

。

诚然
,

限于深部工程的揭露条件
,

要
弄清体系的底及其向下延深的情况

,

似乎是

难以办到的
。

可能的情况是携矿斑岩体属于

深成岩体的岩枝或岩瘤
,

然而多数情况似乎

是上地壳深部岩浆分异上 侵 的 独 立矿浆团

图
、 。

富家坞和铜厂矿床勘探工程
已开始涉及体系的底部

,

斑岩体的规模和岩

石结构并无改变
,

闹牛山矿点被认为是深剥

银山
卜未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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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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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几,

认
影响体系和模式变化的

地质因素
’

图 地台型酸性一 中酸性岩类
斑岩铜矿体系示意模型

巳拟定的理想体系和模式
,

显然是有实
·

际价值的
,

然而仍不可能充分表达全部斑岩

铜矿床错综复杂的情况
。

‘ 丫
一 西里托体系的评述 西里托休系

表示出斑岩铜矿床介于深成环境与火山环境

一陆相火山岩锥 , 一深成岩墓 , 一酸性 一中破

性浅成岩体 , 一角砾岩简 , 一硅铝质围岩 一角

岩 , 一夕卡岩铜 铁 矿体和碳酸盐岩层 , 一 岩枝和

斑岩黄铁矿 , 一黄铁矿大脉 , 一位于火 山 口 附 近的斑

岩铜矿和铅 锌 矿脉 , 一火山颈铜矿和角砾岩 筒铜矿

一青盘岩化 “ 无矿核 ” , 一 石 英 黑云母钾 长

石化带 , 一石英纲云母 水自云母 化带 工业矿体 ,

万一伊利石水自云母 高岭石 化带 , 一青盘岩 绿帘

石绿泥石 化带



蚀矿床的例证
,

岩株伏似斑状花岗岩体在其

深部也未出现规模上的扩大和岩石结构上的

改变
。

大兴安岭两侧原认为与中深成侵入体有
关的斑岩铜矿

,

自从多宝山矿床在赋矿花岗

闪长岩体片理化带内发现携矿花岗闪长斑扫

体以后
,

对于成矿地质背景相似的八大关和

八一矿床
,

本文作者提出了继赋矿巾深成
岩体侵人之后

, 矿质热流体为斑岩体 脉

所终带的设想
。

一 一深谋

变 , 中羞性火山岩 区互」变 中酸性火山岩
变 胶性火山岩 反三习 变 喊以峪
炭 泥质蜘岩 巨扫大理者

火山一沉积变质岩钥矿床或矿化体

中 酸性和中基性火山 变质 钢矿床或矿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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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地借型地摘系发生期和搁皱期

酸性一 中酸性岩类斑岩钢矿体系示意棋必

图 地台型中性岩类斑岩炯矿体系示意模型

一防相火 山岩谁 , 一中性浅成岩体 , 一角盛岩

筒 , 一夕卡岩润 铁 矿 , 一铅 锌 矿脉 一角岩

一青盘岩化无矿铁 , 一黑云 母钾 长石化带 工业

矿体 , 一更钠 悦石化带 , 万一伊利石高岭石 水 自云

母绢云母 化带 , 一青盘岩 绿帘石绿泥石 化带

体内复合斑岩铜矿床 如城门山
。

倘若地

层剖面以硅铝质岩石为主体 , 碳酸盐层作为
夹层存在

,

西里托体系中的情况才有可能出
现

。

类似玉龙矿床的地质条件下 ,
共生的斑

岩铜矿床和夕卡岩铜矿床都可以是大型的
。

夕卡岩铜 铁 矿体不局限于深部接触带或

。

事实表明
,

在地槽发展的不司阶段
,

发 育着不同院伏的 涯岩洞犷末
。

在其发生期

和 否波明可以形成与旨末体戈岩墙体育关的

斑 者祠犷 图
,

上
、

下层位中的 昙伏火

山若建查内武序每泪火山岩型洞犷 化 和

火山 一沉 只 变 贡 岩里洞犷
。

在 查力运动
。

期 司
,

存主受片理 化节龙济压波淬静座韧万

与妊若浸人有关的 书菜戎岩沐中为 犷末 图
。

区域 刊苗上
,

后者立当拿比掀者
,

且

不 与火山领 旧和角乐音筒犷末共主
。

大型迸台洞犷与大型夕卡岑洞犷共生
,

应 亥认为是育条牛为
。

携 沪涯 台沐浸入谈唆

盐昙为 七体沟池夏刘 酥
,

由于接触带上显著

的化羊涕宽荃异
,

金 属元素决速沉定主夕卡
岩体补、 形戎犬型旺岩铜犷沟可能险不大

,

只育衬如戈戈若岩体为出现
,

才形成夏戈若

图 地梢型地槽系造山期酸性一中徽性岩类
斑岩铜矿体系示寒棋型

一地擂系火 山一沉积 变质 岩 , 一花 肖质杂告

体群 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和吸性 一中咬性

浅成岩体 , 一片理化带或挤压破碎带 , 一可能

发现的山前坳陷区 斑岩钢矿

一青盘岩化无矿核 , 一石英网脉带 石英该 ,

七之钠长石化枷 万一 石英 燕 云母钾长 石化带 ,

一石英绢云母化带 工业矿体 硕 盘岩化带



‘ 《

火山锥体之下
,

还可以发现于携矿斑岩体上

部 玉龙 或火山锥体之中 徕源
。

二 洛厄 尔模式 的评述 洛厄尔模式

描述了斑岩铜矿床蚀变和矿化的分带
,

后来

霍利斯特等人拟定的 模 式 被

看作是 前者的补充
。

两者实际上表示的是石

英二长岩和闪长岩类浸人体受接触带和岩体

内部构造控制的斑岩铜犷床蚀变和矿化的分

带
。

年
,

吉伯特和洛厄尔讨论过某些矿

床蚀变模型明显变化的变数
。

国内已知斑岩铜矿床显示下列事实
。

酸性一中酸性岩类的矿质热流体 ‘ 十

有效浓度高
,

蚀变体和矿体围绕矿床核心的

石英网脉带展布 多宝山 , 脉状矿体可以

赋存在绢云次生石英岩化带中 公婆泉三矿

段
。

有时在矿化极弱的深侵蚀截面上
,

仍

可见到石英网脉带 闹牛山
。

多数斑岩铜

矿床通常 出现在石英网脉或石英团块局部发
育地段或其两侧

,

说明成矿过程中 名 的带

人
,

并可以认为是矿质热流体的活动中心 ,

它的位置通常由控制矿化富集的构造决定
。

与中性岩类有关的矿床
, 硫化物常呈浸

染状产出
,

也可以沉淀在石英细脉中
。

工业

矿体内
,

石英化一般说来是较微弱的
。

‘十

的浓度和强度对铝硅酸盐矿物的水

解
、

含径基蚀变矿物的发育程度和规模具有
决定性影响

。

酸性一中酸性携矿侵人体 , 当
‘十

不足时
,

不能引起长石类 矿 物 的 强烈

绢云母化
,

因此
,

黑云母钾长石 化 带 的 显

露
,

不能轻易地判定剥蚀深度大 横扩
。

参 与成矿作用的 ’十 ,

可能主要来 自岩浆水
和矿质热流体某些组份的离解

。

假若上侵熔

浆为 户性
, ‘十

进人黑云母和绿泥石晶格
,

部份酸性组份随热晕向外扩散
,

形成矿床上

部的绢云母化和伊利石水白云母化 沫源和

舒家店
。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

热液石英绢

云母化和伊利石一高岭石类蚀变矿物组合同

区域 动力 变质者
、

铝硅酸盐矿物表生变

化之间的判别
。

么一

和 ’一

的浓度及其梯度变化
,

决定

金属矿物组 合类 和分布状况
。

矿质热流体
一的有效浓度高

,

矿床周边发育黄铁矿大

脉和斑岩型掩铁矿 矿体内黄铁矿丰富
,

铜
的硫化物以黄铜矿为主

,

除矿床的上部和下

部分别发现数量不多的镜铁 矿 和 磁 铁矿之
外

,

通常木出现铁的氧 化 物 富 家 坞
。

一

浓度低
,

矿床内
、

外黄铁矿数量相对少
,

含铜矿物总量中斑铜矿 占较大的比例 多宝

山
,

个别矿床 点 的矿石中还出现少量

磁铁矿 八大关和横扩
。

矿床听在区域可

以出现硫化矿点
,

而矿床外侧或矿床上部一

般缺乏黄铁矿脉发育带
。

成矿直接围岩富含铁镁质的斑岩铜犷和

夕卡岩铜矿共生矿床
,

接触带在形成夕卡岩

矿物的同时
,

游离出 “ 一

和
十 ,

可以赋存
部份含铜氧化铁矿石 沫源

。

以玉龙矿床

为例
,

含铜滋铁矿 赤铁矿 体总是在细脉

浸染状矿石组成的铜 铂 矿体和脉状含铜

黄铁矿上方和外侧
,

远离接触带除有含铜黄

铁矿脉和方铅矿脉外
,

还有磁铁矿脉和滋黄

铁矿脉
。

总的说来
,

斑岩铜矿床工业矿化富集部

位 卜的浓度较高
,

向外氧逸度递增 , “ 、

’一
浓度和梯度的变化

,

当然向上部分要比

向下部分显著得多 具有斑铜 矿 伴 生 的矿

床
,

斑铜矿通常出现于矿体中
、

下部的矿石

中
。

中性携矿侵人体犷质热流体巾的
一 ,

不

足以消耗携矿岩体原生铁镁硅酸盐矿物中的
,

整个热液系统中的
十

能以黑云母
、

绿泥石和滋铁矿形式存在 , 工业矿体内氧逸
度相对为高

,

而在其上部蚀变带中黄铁矿有
时较为发育

。

。

关于斑岩铜矿的矿质沫源
,

国内外有

两种见解 矿源层热源洪烤卤水循环萃取 ,

板块成矿理论或地槽成矿学 说主张 导源于岩

浆言斑岩铜矿床自身的诸多事实表明 ,

矿浆
团似乎来源于地壳硅铝层与硅镁层分界线上

下的重熔岩浆及其分异作用
。

在国内
,

携矿熔浆可区分为酸性一中酸

性的 花岗岩一花岗闪长岩 中性的 闪

长岩 两类
。

矿浆团性质不同
,

因而蚀变矿

物和有用金属元素组 合 也有别
。

与巾性 岩类

有关的斑岩铜矿床可以发现于大陆区
。

国内已发现的携们同长
一

岩类者体
,

有的

属于与安山质火山喷发同期
,

成分相当的次

火山岩 —闪长份岩 沫拟 有的为酸性

杂岩体群早期侵入体 —辉石闪 长 份 岩



舒家店
,

还有偏基性杂岩体群中的石英闪

长斑岩 中沙溪
。

热液蚀变以黑云母钾长

石化为中心
,

与其上部青盘岩化带之间 , 可

能出现更钠 钾 长石化带和伊利石水白云

母化带 舒家店 或夹杂石英绢云母化 中

沙溪等 的过渡
。

工业矿体赋存在黑云母钾

长石化带
,

并常受岩体内部裂隙构造控制 ,

一般位于岩体的较下部位
,

部分矿体涉及被

携矿岩体侵人的围岩
。

携矿酸性一中酸性岩体 , 在国内基本上

都是矿区 矿 田 杂岩体群中一晚期浅成侵入

体 —花岗岩一花岗闪长岩类浅成岩体
。

从

熔浆中分馏出来的矿质热流体
, 沿一定构造

系统扩散
。

就岩株状携矿岩体而言
,

矿质热

流体向岩体顶端和上盘直接围岩扩散
,

多次

蚀变一矿化叠加
,

侧向和垂向最终蚀变分带

为 向内为 石英 黑云母钾长石化带
,

最

上
、

最外为青盘岩化带
,

其间以石英绢云母

水白云母 化带为中心
,

向两侧过渡为伊利

石水白云母化带 , 石英 黑云母钾长石化

带之下的所谓 “无矿核 ” 部分 , 按蚀变矿物

组合特点似乎应属青盘岩化
。

酸性一中酸性熔浆和中性熔浆在侵位深

度相当的情况下 ,

前一矿质热流体的扩散高

程要比后者大
。

。

赋矿围岩的岩石成分育
,

对于蚀变州
的状况 , 显然起重要作用

。

这厄种作用在洛

尔模式剖面上
,

不仅表达得不够描

分
, 甚至连一条接触带的假设界线也未予充

绘
。

年
,

吉伯特和洛厄尔注意到了围岩
化学成分对模式变化的影响

,

确认 “在高铁

一镁环境中
,

黑云母实际上能代替绢云母 ,

因此亚利桑那州的萨福得和莱依矿床上黑云

母钾蚀变带宽
,

而似千枚岩化带窄
, 这是很

自然的
。 ” 然而在他们的文章中并没有很 自

然地去修正与酸性一中酸性岩类有关的矿床

钾蚀变带位于模式较深部位的 见 解
。

实 际

上
,

国内此类矿床 石英 黑云母钾长石化

带
,

即便在中酸性围岩中
,

其分布范围也可以

很广阔
,

以致超越厚大的石英绢云母化带之

外 多宝山
。

斑岩铜矿床形成蚀变矿物的

组份
,

除矿质热流体带人外
,

主要取自围岩

组份的溶解
。

从现有资料看
,

与酸性一中酸

性岩类有关的斑岩铜矿床
,

成矿前的中酸性

围岩 包括岩浆岩
、

沉积岩和变质岩 吏接
近该类矿床蚀变矿物组分

,

蚀变分带通常最

明显
、

最完整
。

成矿前围岩岩石结构不同以及层理和片

理发育程度的差别
,

不仅影响围岩在构造应

力作用下和熔浆侵位时裂隙的发育特点
,

某

种程度上决定句
“

质热流体向上
、

向外扩散的

幅度
。

例如德兴矿 田三个矿床的直接围岩为
凝灰质千枚岩

,

蚀变一矿化带在外接触带十

分广阔 , 倘若直接围岩为致密块状岩石 火
山岩和沉积岩

,

构造裂隙又不发育
,

那么

扩及外接触带的蚀变矿物晕是有限的
,

并且

通常表现为青盘岩化类型蚀变矿物组合
,

矿

质热流体的扩散显然受到限制
,

蚀变和矿化

主要发育于携矿岩体的内部
。

关于角岩化
,

国外文献中似乎很少涉

及
,

已拟定的各类模式上当然也不会有所表

示
。

事实情况是
,

直接围岩的角岩化
,

要比

夕卡岩化更为普遍
。

问题在于被角岩化之后

蚀变一矿化叠加改造
,

或已消失
,

或仅有残

留
,

只有在蚀变和矿化较弱的深部 ,

才可清

楚地发现其存在 闹牛山 和角岩化从正接

触带向外的分带 富家坞
。

角岩化的种类

视围岩性质而定
,

可区分为长英质角岩
、

黑

云母角岩 富家坞等 以及辉石类和闪石类

角岩 马厂著等
。

当然蚀变不佳
、

矿化不

强的小型矿床和矿点
,

或者由于围岩岩石性

质上的原因
,

矿化主要富集在斑岩体内的矿

床
,

角岩化可以出现在较高部位
。

关于构造对模式变化的影响
,

年
洛厄尔参与撰写的文章所考虑的问题

,

要比
。年拟定的模式周到得多

。

弄清成矿后的

构造对蚀变一矿化分带完整性的破坏是重要

的
,

而成矿前并持续在成矿 期 中 的 构造格

局
,

对于蚀变分带和矿化富集部位的确定更

显得重要
。

控岩和控矿构 造 当 然 是 不 容 易 弄清

的
,

但根据岩体和蚀变一矿化空间展布的状

况以及残存的构造形迹 , 仍然可以作 出大致

判断
。

控矿主导构造形迹不同
,

蚀变带和矿

体的形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

蚀变分带无

论在水平方向上和垂直方面上都受到影响
。

当然
,

蚀变和矿化分带的变化
,

不限于构造

形迹的作用
。

众多事实表明
,

从酸性一中酸

‘ 州



性携矿熔浆分馏 出来的热流体的扩散和交代

并非一次完成
,

而在熔浆侵位 和 结 晶 过程

中 , 构造变动的脉动性
,

热 液 体 表 现出多

期
、

多阶段循一定构造系统时间上成分演化
的特点

。

上述事实
,

洛厄尔模式和西里托体

系都没有加以充分表达
。

洛厄尔模式所表示
的蚀变分带没有表示出蚀变和矿化发育的历

史
,

而是蚀变一矿化发育空间上的最终图案

和热流体活动受接触带构造控制的特征
。

综合国内有关资料 ,

我国斑岩铜矿床

的矿体构造类型可分 受接触带控制的倒杯

状矿体 富家坞
、

铜厂和玉龙等
,

受片理

化带或挤压破碎带构造控制的似层状
、

板条

状矿体 多宝山
、

八大关和 一等
,

受

岩床 墙 体和岩株体内部构造控制的似层

矿但熔浆的成分和有效浓度
,

决定矿

质热流体逸散的高度和范围以及蚀变一矿化

组合类型和矿化富集程度
。

矿质热流体并非一次逸 散
,

确 信 多

期
、

多阶段活动和沉淀的特点
。

成矿前和成矿期中的构造
,

不仅引起

携矿侵人体形状的变化
,

而且决定矿床的蚀

变带形态
、

赋矿蚀变带的出露部位和矿体的

构造类型
。

成矿前的围岩物理一化学性质
,

也对

矿床蚀变分带模式发生影响
。

二 判别的标志

状
、

板条状与不规则状矿体 铜矿峪
、

公婆

泉
、

钟腾
、

舒家店和沫源等
,

以及受角砾

岩筒构造控制的筒状矿体 丰山洞
。

以上事实表明
,

斑岩铜矿体系三度空间

的发育状况是很 复杂的
。

已拟定的体系和模

式只能反映某种地质条件下斑岩铜矿床蚀变

和矿化分布一般规律的特点
,

对于不同成矿

环境下斑岩铜矿体系和矿床蚀变分带模式的

建立以及具体矿床的剥蚀程度的评论
,
需要

考虑多方面的地质因素
。

二 矿床剥蚀程度的判别准则
和标志

判别斑岩铜矿床的剥蚀程度
,

需要有一

个准则和标志
。

准则是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

点
,

或者说 是认识矿床的理论基础
,

标志则

是反映矿床不同高度断面上的地质特征
。

一 判别的准则

。

确信地 台或古老褶皱带活化区中生代

一新生代矿床的斑岩铜矿体系
,

通常位于深

成环境与火山环境之间的位置
,

顶部介入同

时代火山锥体 底部不一定 过 渡 为 深成岩

体
。

被体系介入的火山锥和被休系穿过的侵

人杂岩
,

通常情况下
,

是同源岩浆深部分异

的产物
。

在古生代和前古生代地槽区
,

同时

代的矿床位于层状火山岩内
,

或穿切下部火

山岩层
。

从上述准则出发
,

我国已知斑岩铜矿可

区别为地台型斑岩铜矿体系
、

地糟型斑岩铜

矿体系和与酸性一中酸性岩类有关的 斑岩铜

矿体系
、

与中性岩类有关的斑岩铜矿体系
。

前两类是按地台区和地糟区不同构造一岩浆

活动特点划分的 , 后两类是按矿质熔浆性质

划分的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前两类都可分别

包括后两类体系
。

斑岩铜矿体系三度空间的垂向断面
,

可

按体系的顶和底
,

矿床的浅
、

中
、

深五个部

分描述
。

。

地 台型斑岩铜矿体 系

与酸性一中酸性岩类有关的 斑岩铜

矿体系 岩株状侵人体被动侵位于构造交叉

部位
。

矿化富集于岩株体顶部及其相邻的接

触带两侧 ,

呈倒杯状 , 中一浅剥蚀时
, 显示

同心圆状
。

蚀变矿物晕和元素地球化学扩散

晕分带清楚
。

顶 —我国已知此类矿床
,

体系的顶几

乎均已剥蚀 , 已受不同程度剥蚀的矿床位于

同时代 中生代 火山岩带外侧
,

断陷火山

岩盆地边缘 几公里至 公里 , 或在

火山岩带内的局部隆起区
。

与此类斑岩铜矿休系具成因联系的喷发

岩浆
,

一般为陆相安山一 粗面 流纹岩建

造
,

喷发时代为侏罗纪中
、

晚期
。

据推断
,

与德兴矿田三个斑岩铜矿床有成因联系的德

乐火山岩盆地边缘
,

银山中酸性火山岩喷发
口 附近

,

发现与 次 英安斑岩有关的斑岩

铜矿
,

外侧产有脉状铅 锌 矿
。

浅剥蚀矿床 —以朱砂红矿床为例
,

现



代侵蚀面上发育交切凝灰质千枚岩片理的矿

床上端花岗闪长斑岩岩枝群
。

各岩枝体被石

英绢云母水白云母化带连接
,

向外发育伊利

石水白云母化带和绿泥石绿帘石化带
。

稍晚

贯入的脉岩也多见 ,

并受弱蚀变影响
。

石英云母水白云母化带的硫化物次生淋

滤
,

岩石普遍铁染 伊利石水白云母化叠加
在角岩化凝灰质千枚岩之上 , 浅风化岩石露

头面上黄铁矿网脉殊为发育
。

工业矿体埋深

约在 米以下
。

中等 剥 蚀 矿 床 —以富 家坞 矿 床 为

例 , 花岗闪长斑岩岩株体显露于矿区现代地

貌的低挂部位
。

岩株休中心面积不大的青盘

岩化 “无矿核 ” , 被 石英 钾 长 石 化 带

局部包含似伟晶岩团块 所围绕 , 跨度较
大的赋矿石英鹅云母水白云母化带

,

展布于

接触带及其两侧
,

向外侧递变为 石英 伊

利石水云母化带
,

并且分别向 石英 钾长

石化带和绿泥石绿帘石 化 带 过 渡 , 在 石

英 伊利石水白云母化凝灰质千枚岩中可以

发现斑点状角岩
。

工业矿体赋存部位以及各蚀变带的金属

硫化物和氧化物类别与产状
,

类同洛厄尔模

式的描述
。

’

富家坞矿床矿质热流体中 艺一

是

丰富的
,

矿床周边发育黄铁矿大脉
,

还发现

可能作为岩株体外侧岩枝中 的 斑 岩 型黄铁

矿
。

矿区金属硫化物硫同位素组成
,

显示出

环带晕圈
, 日‘ 筋 数值从 石英 钾长

石化带向外递增
。

地表风化露头
,

各蚀变带各自表现出不

同特点
。

赋存主要矿体的石英绢云母水白云

母化带
,

烟灰色石英微脉十分发育
,

正接触

带部位可见石英团块 , 褐色一褐黑色褐铁矿

微脉多见
。

铜厂矿床的剥蚀程度和 富 家 坞 矿床类

似
,

唯 石英 钾长石化发育不完全
。

简言之
,

中等剥蚀矿床携矿斑岩株显露

于地表 , 蚀变一矿化分带完整 , 根据褐铁矿

产状和发育状况
,

可以大致判定主矿体的出

露部位
。

深剥蚀矿床 —以京家坞矿床 线和

线地质剖面 。米标高为例
,

该标高断面处于

斑岩体内由缓变徒的转折处
,

岩株体规模和

岩石结构与上部比较无多大差别
。

岩体中部

青盘岩化 无矿核 ”宽度增大 , 边部 石英
钾长石化带扩及外接触带 正接触带上的石

英绢云母水白云母化带已很狭窄
,

向外出现

叠加于黑云母角岩和长英质角岩之上的较宽
的 石英 伊利石水白云母化带

。

铜 钥

矿化显著减弱 ,

出现于狭窄的石英绢云母水
白云母化条带中

。

闹牛山斑岩铜钥矿点 , 沿西北向延伸的

似斑状花岗岩株的正接触带都有石英网脉带

分布
,

特别在北西端最为发育
,

两侧为 石

英 钾长石化
。

远接触带的中生代中基性火
山岩层中显示青盘岩化蚀变矿物组合

,

向内

与 石英 钾长石化带之间出现角闪黑云角
岩化带

。

石英织云母化极不发育
,

仅在石英
网脉带两侧 石英 钾长石化带中

,

含黄铜

辉钥矿石英小脉脉壁上有微弱出现
。

黄铁矿不多
,

从石英网脉带往外略有增

加 , 铜相矿化呈脉状产出
,

未查明工业矿体
的存在

。

微弱的脉状矿化水平方向上分布可

以较宽
,

在远离接触带的青盘岩化带中
,

有
热液脉条状铜矿体出现

。

简言之 ,

深剥蚀矿床携矿斑岩作为岩株
状

, 岩石结构一般仍为斑状 ,

可能变化为似

斑状 闹牛山
。

石英网脉带可仍较发育
,

或已不存在 , 石英绢云母 水白云母 化的

显著减弱
,

石英 钾长石化带显得扩大
。

含铜铂石英小脉代替细脉浸染状矿石 , 矿化

范围可以较大
,

但很微弱
,

并 以 脉 条 状为

主
。

底 —无论富家坞和铜厂矿床
,

还是闹

牛山矿点
,

深部工程似乎都没有真正揭露斑

岩铜矿体系的底
。

根据这些矿床 点 深部

岩心观察表明
,

未能发现向深成岩体过渡的

迹象 , 石英 钾长石化带横跨内
、

外接触

带
,

次生石英减少
,

绿泥石和绿帘石增多
,

向下递变为青盘岩化斑岩体
。

与中性岩类有关的斑岩铜矿体系
已知者

,
区域控岩构造和体系顶部特征与上

一类差不多 , 矿区杂岩体群偏酸性
,

也有偏

基性的
。

舒家店携矿岩体中心相为辉石闪长

岩
,

边缘相辉石闪长扮岩
。

沫源携矿闪长扮

岩是一个次火山岩体
,

与上侏罗世安山扮岩

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
。

沫源矿床和舒家店矿床工业矿体赋存在



筒状岩体内
,

埋深一般在 一 米以下
,

属于浅剥蚀
。

沫源矿区地表出露青盘岩化带和石英绢

云母化带
,

向下过渡为黑云母化带和石膏钾

长石化带
。

剖面上部黄铁矿化
,

中部铜矿体
,

下部铜钥矿体或铂矿体
。

工业矿体一般为缓

倾斜条状
。

岩株与震旦系和寒武系灰岩接触
处有夕卡岩含铜磁铁矿和铅锌矿体

。

舒家店矿区地表出露青盘岩化带和伊利

石水白云母化带 ,
向下过渡为钾钠长石化带

和 黑云母 钾长石化带
。

工业矿体主要赋

存于 黑云母 钾长石化带中
。

上述两个矿床均未揭露体系的底部
。

其

中舒家店矿床深部工程至今尚未控制矿体的

延深
,

矿体形态还没有完全弄清
。

。

地 槽型斑岩铜矿体 系

地糟发展的不同阶段似乎都可以形成斑

岩铜矿
。

国内地槽型的斑岩铜矿 , 已知者多

为与酸性一中酸性岩类有关的斑岩铜矿体系

小西南岔矿床的成因认识不一
,

故未列入
。

依据地糟系的发展特征 ,

分三种情况

地槽系发生期和褶皱期的斑岩铜矿
体系 地糟系发生期的携矿浅成和超浅成侵

人体呈岩床状 ,

在国内发现于元古代地槽发

生期变流纹一安山岩建造中 铜矿峪
。

地

糟系褶皱期携矿斑岩体沿褶皱山脉的层间破

碎带侵人 , 如加里东地槽志留系绿色片岩系

白乃庙 和 粗面 流纹一安山岩建造中

公婆泉 的斑岩铜矿床
。

蚀变和矿化主要

发育在岩床体和岩墙体内
。

矿床现代侵蚀面

上
叮 铜矿峪矿床

,
顺海相火山岩层侵人

、

弱

片理化了的 次 花岗闪长斑岩岩床体内发

育石英绢云母化
、

黑云母化
、

绿泥石化和电

气石化 相邻的火山一沉积 变质 岩中
,

为绿泥石碳酸盐化
。

工业矿体产于岩床体中

上部呈似层状分布
。

白乃庙矿床北矿带顺绿 色 片 岩 片理侵
人

、

弱片理化了的花岗闪长斑岩体内部钾长

石黑云母化
,

边部或在相邻的绿色片岩中石

英绢云母 白云母 化 矿体赋存部位
,

在其上
、

下盘绿色片岩中主要发育青盘岩化
。

公婆泉三矿段
,

工业矿体赋存于花岗闪

长斑岩体内受断裂隙带控制的绍云次生石英

岩化带中
,

向两侧依次 出现黑云母石英钾长

石化带和绿泥石角闪石绿帘石化带 还有更

钠长石化
。

外带蚀变涉及岩休上
、

下盘层

状安山岩和石英粗面岩
。

地槽系发生欺岩床休中的功岩知劝
、‘

休系

随褶邹变形而发生倾刹
,

止
一 、

下层位的海相

火山岩层或火山一沉积 变质 牟尸人现有

成因联系的铜矿床或钡矿化 , 在现代仁蚀而

上很难评论矿床剥蚀程度
。

找袱订价中
,

主

要研究层状火山岩剖面特点
。

赋石丫屏状功

岩铜矿者
,

一般为酞性一中基性 火 山 粉 建

造
,

岩床体有时位于富钾酞性火山岩与牡质

中基性火山岩过渡部位
。

地糟系发生期和褶纵欺的功岩钦矿们往

较难区分
, 只能从地糟发展历史上和拱矿斑

岩体产状以及岩石结构上加以鉴别
。

地糟系造山期的斑岩铜矿休系 地

槽系发育的造山阶段
,

花岗质岩浆洽一 定构

造带侵人 ,

在岩浆侵人的中一晚期
,

州
一

岩构
造继续发展

,

在中深成一深成杂岩休中形成

交切褶皱山脉的片理化带或挤压破砖宁汀内同

时
,

携矿斑岩体侵位形成斑岩铜矿体系
。

在

现代侵蚀面上
,

赋矿深成岩体内
, 可 以有时

代稍早的海相或陆相火山岩 顶 垂 休 或抓虏

体
。

斑岩体侵位处是蚀变和矿化的中心
,

石

英网脉和钾钠长石北发育
,

向外依次出现黑

云母钾长石化带和青盘岩北带 赋矿不英纲

云母绿泥石绿帘石化带呈板条状和似层状舜

加于黑云母钾长石化带之上 多宝山
。

在

片理化带或挤压破碎带迄今尚未确切卉明浅

成侵人体的成矿作用者
,

在扎岗质中浑成一

深成岩体中从强烈片理化科知访挤压矶砂带向

外依次发育石英绢云母化带 板条状矿休赋

存部位
、

伊利石水白云 母北带 或犷云母

化带 和青赛岩化带 包括不同私,

胶的更们

长石化
、

黑云母化和钾长石化 又 一和

八大关
。

卜述两种情况的蚀变矿牡军约呈

椭圆状
。

已发现的此类斑载铜矿体系一般 已

受一定程度剥蚀
。

如多宝山和八大关矿床地

表蚀变和矿化分带完整 , 火 火一矿珠只经济

价值的部份 已被较大剥蚀
。

矿床底部是否 出

现黑云母钾长石化带
,

要若具体矿床蚀变发

育特点而定
。

如八 又一矿川、蚀变和矿孔侧向

和垂向分带是一致的 ,

青奋岩化带义矿珠底



部的蚀变特征
。

地槽系山前拗陷区的 斑 岩 铜 矿体

系 此类斑岩铜矿在国内已发现于喜马拉雅
褶皱系北东侧燕山褶皱系为背景的玉龙构造

岩浆带
。

区域地质背景类同中生代斑岩铜矿

分布区
。

已知矿床 玉龙
、

莽总
、

多霞松多

和马拉松多 产于同时代 喜山期
, ·

百

万年 陆相 中酸性 火山一沉积碎屑岩断

陷盆地边缘
,

携矿斑岩株被动侵位于构造交

叉部位
,

工业矿体赋存于斑岩体顶部及其相

邻的接触带内外
,

一般为浅剥蚀
。

以玉龙矿

床为例
,

现代侵蚀面上
, 黑云母花岗斑岩体

内石英钾长石化和石英绢云母化
,

接触带两

侧发育高岭石化带和镁一钙夕卡岩化带
,

向
、

外为角岩化带和青盘岩化带
。

石英钾长石化

带和石英绢云母化带产 出细脉浸染型铜 相

矿石
,

接触带两侧赋存部份含铜磁铁矿体
。

矿床底部特征
,

未见有关资料的介绍
。

三 初步结论与找矿评价

一 我国斑岩铜矿成矿时代漫长
。

一

主要

反映美洲拉拉米期陆相钙碱性火山作用有关

的斑岩铜矿的西里托体系和洛厄尔一霍利斯

特模式 , 不可能全部概括我国斑岩铜矿床成

矿特点
,

只能说明我国中生代和新生代斑岩

铜矿床的某些地质特征
。

二 影响斑岩铜矿体系和蚀变分带模式
变化的诸因素中

,

地壳活动和岩浆发育的差

别
、

矿质热液体成份和多期
、

多阶段的叠加
以及围岩岩性特点

,

则具决定性意义
。

根据

斑岩铜矿找矿评价和成矿理论研究的实际需

要
,

应该考虑建立不同时代斑岩铜矿区域成

矿模型
,

并有必要分别拟议不同成矿环境的

斑岩铜矿体系模型
,

分别见图
、 、

‘
’

三 地台或古老褶皱带活化区和地槽系

山前坳陷区的斑岩铜矿床的剥蚀深度一般可

按西里托体系和洛厄尔一霍利斯特模式加以

评论
。

古生代和前古生代地糟系发生期的斑岩

铜矿床
,

层状火山岩建造的发育特点 , 可作

为区域找矿标志
,

现代侵蚀面上的剥蚀深度
是较难判别的

。

地槽系褶皱期和造山期的斑

岩铜矿床
,

在同一矿床 矿 田 内可按地表
蚀变分带的完整性和出露规模大致确定剥蚀

程度
,

并可为同类矿床找矿评价时借鉴
。

四 元素地球化学扩散晕和硫化物硫同

位素组成变异晕
,

理应显示在斑岩铜矿体系

模型上
。

实际情况是体系和矿床的垂直延深

大大超过侧向延伸的规模
,

并受其它地质因

素的影响
,

因此这两种晕圈在矿床部份如同
蚀变和矿化分带那样

,

侧向要比垂向清晰得

多
,

特别在矿床中
、

浅剥蚀条件下侧向分带
性更为明显

。

当然硫同位素组成作为矿床剥
蚀程度的判别标志

,

目前只是作了初步的实

验性工作
。

五 斑岩铜矿地质时代新
、

老与矿床保

存程度之间的关系
,

符合斑岩铜矿床成矿环

境和成矿机理
。

古生代和前古生代斑岩铜矿

床
,

呈岩床状产出者由于褶皱而倾斜
,

尚被

保存 , 地槽区受片理化带和挤压破碎带控制

的矿床保存程度
,

海西期的要比加里东期的

良好
。

此外
,

还 可注意海西褶皱带山前坳陷

区斑岩铜矿的寻找
,

据估计也可能已裸露于
地表

。

加里东地 嘈区和前古生代地槽区具有
岩床状斑岩铜矿的潜在找矿前景

。

当然如果

区域变质较深
, 那么它与深变质岩铜矿和深

变质火山岩铜矿要加区分
,

在实际工作中是

会遇到困难的
。

从我国境内铜矿化发育状况和区域被剥

蚀程度两方面考虑
,

中生代和新生代的斑岩

铜矿是最有找矿远景的
。

矿床出露的标高
,

要看成矿时期区域侵蚀面的海拔高程
。

六 斑岩铜矿多产于多旋回的地槽区和

地台活化区
,

属于岩浆多次活动和发展演化

的产物
。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

我国东部中生

代斑岩铜矿
、

我国西部和台湾省新生代斑岩

铜矿的找矿也是最有希望的
。

地槽系内的找

矿
,

要具体分析各个时代地槽发育的不同特
点以及地域上的差别

。

我国北部海西地槽要

比加里东地槽发育完整
。

据现有资料估计
,

海西期的斑岩铜矿以造山期的为主 , 加里东

期的则以褶皱期的显得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