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
,

多色性明显
,

具有电磁性和强磁性
,

锡

石中含妮
、

担
、

抗较高
,

锡石爆裂法测量温

度 ℃ ,

在砂矿中发现不少锡石与蓝电气石

成结合体
。

这些都充分说明锡石应为高温锡

石
, 主要成矿期应为气成高温热液期之氧化

物阶段
。

只有少部分锡石颜色浅
,

无多色性
,

结晶成四方柱单锥体
,

无电磁性与磁性
,

属

高一中温锡石
,

主要成矿期应为热液期之硫

化物阶段
。

在研究锡石标型特征的同时
,

还进行了

错石
、

金红石和电气石的标型对比
,

发现砂

矿中普遍分布的这些矿物和花岗斑岩中的相

一致
。

砂矿中的错石无色
, 透明

。

金红石呈

柱状
,

暗红色
。

电气石呈蓝色
,

六方柱体
。

而花岗斑岩中的错石呈白色
,

不透明
。

金红

石呈黑色
,

不透明
,

粒沃
。

电气石呈黑色
,

三方柱体
。

说明砂矿中的错石
、

金红石和电

气石主要来源于花岗斑岩
。

从矿物标型特征的研究再结合牛屎坡砂

矿的特点
,

分布面积大
,

含泥量高
,

锡品位

低
,

锡石颗粒粗
,

富含错石
、

金红石
、

电气

石
、

石英等矿物共生组 合
,

以 及 岩 体
、

岩

脉
、

矿脉的含矿情况和分布面积
,

可以判断

砂矿中锡的物质来源主要是 花 岗斑 岩
、

电

气石细脉带
、

云英岩化花岗岩
,

其中又以花

岗斑岩为主
,

少部分来自硫化物 期 的 氧 化

矿
。

通过锡石标型特征的研究
,

结合矿区地

质情况
,

认为牛屎坡砂锡矿的成因应为残积

坡积型
,

以坡积为主
。

结 语

牛屎坡砂矿中的锡石具有高温锡石的标

型特征
。

锡的主要来源是 花 岗 斑 岩一斑岩

锡矿
。

富矿部位应在花岗斑岩
、

花岗岩
、

电

气石细脉带上部
,

而上部已风化剥蚀形成了

砂矿
,

这对牛屎坡深部寻找接触带矿床和层

间氧化矿石不太有利 ,

相反寻找斑岩锡矿更

为有利
,

有必要对花岗斑岩进行找矿勘探工

作
。

风化的斑岩锡矿可作为砂锡来开采
,

目

前生产条件又很好
,

可解决新冠选厂的资源

危机
。

研究锡石的标型特征
,

可指示砂锡的物

质来源
,

对研究个旧地区氧化很 深 的 氧 化

矿 , 判断锡石的成矿期和成矿阶段
, 进而追

索原生矿
,

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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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绍 斑 岩 铜 矿 巴 尔 千 模 式

模 式 的 提 出

近二十年来
,

欧洲的喀尔巴吁一巴尔干成矿带

已成为世界上拥有丰富铜矿资源的地区之一
。

它位
于古地中海欧亚成矿带的西部

。

该带蜿蜒穿过了喀

尔巴吁一巴尔干的几个国家
,

自西北的捷克斯洛伐

克经匈牙利
、

罗马尼亚
、

南斯拉夫到保加利亚
。

在 年的欧洲铜矿会议上
,

西里 托 根 据 这

一矿带上斑岩铜矿的特征提 出了喀尔巴吁一巴尔干

斑岩铜矿体系图
,

简称为 巴尔干模式
。

这是一种四

位一体的复合矿床
,

即除斑岩铜矿
、

夕卡岩矿
、

铅

锌交代矿外
,

尚有块状硫化物的这样一种复合矿床

图
。

喀尔巴吁一巴尔干矿带上的这一块状硫化物铜

矿与斑岩铜矿之间的特殊关系
,

对找矿是富有启发

性的
。

一 般 特 征

喀尔巴降一巴尔干造山带是 由于块段与微大陆

碎块 自古生代以来的碰撞造成的
。

矿带与造山带吻

合
。

这个矿带的斑岩铜矿在成因上与两个主要的火

山一深成岩套有关
。

一是 巴尔干地段
,

为晚白坚世

一古新世岩套
,

如罗马尼亚 巴纳特地带
、

南斯拉夫

蒂莫克地带的波尔铜矿及保加利亚 的铜矿
。

此岩套

以安山质
、

英安质火山碎屑岩及少量熔岩为土
,

夹

泥灰岩和类复理石沉积岩
,

受到同岩浆源的闪长岩

及石英二长岩等深成岩和岩株的侵入
。

一是喀尔巴

吁地段
,

为新生代岩套
,

主要为安山岩和熔结凝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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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斑岩铜矿巴尔千模式 据西里托

岩
,

甸牙利的雷克斯克矿床便赋存于此
。

本矿带上的含铜斑岩岩株的围岩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主要为前寒武纪基底
,

如片麻岩
、

片岩等 , 西

北部雷克斯克等矿的围岩是二迭纪和中生代碳酸盐

岩 , 在波尔等地区则以安山质火山岩为 主 要 的 围

岩
。

大部分斑岩铜矿床及矿点在成因上均与石英闪

长斑岩体有关
,

有些地区与安山斑岩
、

石英二长闪

长斑岩
、

花岗闪长岩有关
。

这些侵入体均为孤立的

陡倾斜岩株
,

局部呈拉长状和似岩墙状
。

岩株与主

要区域性大断裂平行
。

多数矿床都受到钾硅酸款蚀变作用
,

绢云母化

普遍出现
,

有的地 区与前者重叠
,

前者赋矿的有马

伊丹佩克矿
。

在雷克斯克
,

绢云母化蚀变中赋存有

重要的铜矿化
,

边缘上的青磐岩化亦有重要矿化
,

向外逐渐变为夕卡岩化
。

在雷克斯克等处
,

矿床较上部的火山岩部分
,

以浸染状硅化和交代长石的蚀变为特征
,

具硬水铝

石
、

明矾石
、

叶腊石
、

绢云 母
、

地开石和石英等矿

物组合
,

有人称为强泥岩化
。

黄铜矿是主要的铜矿物
,

个别地区有少量斑铜

矿
。

斑岩铜矿的矿石大部分为低品 位
,

含 铜 少 于
,

个别达 含金量少
,

无 价 仇 钥的

品位小于
。

在这个矿带上
,

当二迭纪和中生代碳酸盐岩成

为斑岩矿的围岩时
,

就产生夕卡岩矿化
。

矿石品位
亦高

。

块状含铜黄铁矿型硫化物矿床成为斑岩铜矿体
系之一部分是本矿带特有的成矿特征

。

它们一般出

现在海底火山层序内
, 一些学者认为

,

它们在一定

程度上是同生成因的
,

属黑矿型 , 然而
,

它们似乎

应该是交代成因的
。

找 矿 意 义

南斯拉夫波尔地区“ 个块状硫化物矿体均赋存

于晚白翌世安山质火山岩内
。

块状矿休由细粒黄铁
矿构成

,

普遍地受到内生硫砷铜矿和铜蓝的局部交

代
。

内生矿物有赤铁矿
、

锑硫砷铜矿
、

辉铜矿
、

斑
铜矿和黄铜矿等 伴生矿物除硬石膏外

,

还有玉翻
质硅石

、

重晶石
、

高岭石
、

明矾石
、

硬水铝石
、

叶

腊石
、

自然硫和石膏等
。

强泥岩化伴随强烈的浸染状硅化是斑岩铜矿体

系最上部的普遍蚀变类型
,

体系最上部主要是与容

矿岩株同岩浆源的火山岩
。

波尔地 区南部
,

在研究该区成矿模式及探索该

成矿模式的斑岩矿与块状硫化物之间关 系 的 基 础

上 ,

在块状硫化物矿体 硫砷 铜 矿
、

铜 蓝
、

黄 铁
矿 的下面

,

找到了体系深部的斑岩银矿一 “ ”

矿体 图
。

在匈牙利江需克斯克
,

块状硫化物铜矿 硫砷

铜矿一锑硫列银矿 矿体之下 米深处 ,

亦 发 现

了斑岩铜矿休
。

此矿是 年的老矿
,

当时只开采

地表附近的矿石
。

年
,

在经过详细 地 表 填 图

后
,

决定打 个深钻 ,
这些钻孔有铅

、

锌富集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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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打到了低一中品位铜矿石
,

这就是后来找到的斑

岩铜矿
。

其实
,

这里的浦岩铜矿在过去的石油钻中

就遇见了
,

只是当时对巴尔千斑岩铜矿体系没有掌

握
,

找矿中仅把注意力放在找块状硫化物矿上
。

直

至 年
,

在查觉到深部可能存在着斑岩铜矿后
,

才开始大规模的勘探
,

从而发现了这个隐伏的斑岩

矿体
,

并摸清了伴生较富的夕卡岩矿
。

就世界范围来说
,

这一模式也具有普遍意义
。

菲律宾吕宋岛上的莱潘托矿
,

在安山质火山岩中有

含硫砷铜矿的块状矿体
。

秘鲁的莫罗科查有斌存于

碳酸盐岩层中的含硫砷铜矿脉
。

美国蒙大拿州比尤

特矿的含硫砷铜矿脉则斌存于石英 二 长 岩 中
。

此

外
,

在亚利桑那的雷德山
、

智利的埃尔萨尔瓦多斑

岩体系上部广泛分布着与强泥岩化相伴生的高硫硫

化物网状脉
。

卜砂 我国有的地 区曾利用夕卡岩铜矿 为标志寻找斑

岩铜矿
,

今后能否用类似巴尔干模式的这种四位一

体的关系
,

即块状硫化物与斑岩矿的关系
,

去找出

更多的隐伏的斑岩铜矿呢

圈 , 矿体垂直横剖面图

示
,

又决定再打 个孔
,

其中 个孔在较大的间隔
沃杏宝

、

李志株摘编

据《欧洲铜矿会议专辑

智利一阿根廷

斑岩铜矿带的区域研究

在韧利和阿根廷境内的安第斯山脉中段 , 赌 存有 个

大型斑岩钥矿床和至 少 个矿化地 区 ,

是 世界上首屈 一 指

的报 带
,

占已知世界铜矿储盘 的
。

英国皇家矿 山学

院若名斑岩润矿专家 西利托博士 ,

对智 利一阿根廷

的斑岩栩矿又傲了大 的区域研究
,

提出了 些过 去未发

衰过的断资料
。

他认为
该锐 带为内硅侣带

, 北部下伏有前寒武系 基底
。

大

部分矿床与中性和钙旅性岩株有关
, 这 些岩 株有的是孤立

存在的 ,

有的则产在同源岩浆的顶部带内
。

该带的 大多数

矿体均分布在南纬 ’到南纬
’

的五个纵向线性亚 带内
。

每个亚带都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范围
,

五个亚带的 时代分 别

为 早石炭纪一晚二迭纪
、

晚 白里 纪 、

古 新世
、

上始新世

一下渐新世及中一上中新世 , 但产格地讲
,

每个带内 的矿

床并非是同时代的 ,

例如
,

古新世亚带内 , 北部矿 床的年

赞为 百万年
, 而南部矿床的年龄为 百万年

。

已知大型斑岩铜矿主 要产在 个亚带内 , 即上 始 新世一下

渐新世及中一上中新世带
。

容矿围岩议安 山 质 火 山 岩为

主
,

仅就智利来看
, 白蟹系一下第三系火 山围岩占

。

矿

床的特征基本不受容矿俊入岩 成份
、

围岩年代 或 台性
、

地

貌构遭环境及邻近地壳 的性质与厚度的影响
。

斑 岩炯矿的

聚集和 分布是受深部控制的 ,

与大洋岩 石圈的东向俯冲消

亡作用有明显关系
。

在时间和空间上 , 几个线性亚带的有

序分布足 以充分证 明这一点
。

大型断层
、

区域断裂线和不

均匀的应力场似 乎影响了一些矿床的位登 , 但许多矿床明

显与这 些 因素无关 , 再进行更全面的区 喊断裂线分析也无

法 改变这一结论
。

西利托认为 , 斑岩铜系统的主要成份均来

自地壳下 金属来 自俯冲的远海沉积物
、

层 玄武岩或许

还有部分来 自地幢 楔 ” , 银和硫来 白已 潜没 的层 玄武

岩和 或 地竣 “ 楔 ” , 富含舰化物的流体来 自俯 冲板块

的上部 , 大盆侵入岩来自地 妞 “ 摸 ” 。

据 目前资料来衬
,

斑岩铜矿的成因可能与硅侣质地壳无关
。

不过 , 在地壳厚

度超过 。公里的 智利北部和阿根廷南部
,

对铅和翅来说
,

发生 了钙一碱性岩浆的地壳棍染现象

黎青据《 》
,

孕 , 年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