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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方面将围岩中的部分铁质 如闽西南林

地组砂岩
、

粉砂质页岩含 达
、

粤东

梓山组粉砂质页岩含 带进矿层 ,

另方面 使原矿 层铁质 活化
、

转移
、

重新组

合
,

在矿层底部
、

接触带
、

构造破碎带出现

浸染状
、

细脉状甚至薄层状粗粒自形晶磁铁

矿 ,

也常交代石榴石而呈菱形 十二 面 体 假

象
。

在粤东
、

闽西南一带 可 以 出 现大量萤

石
、

硼镁石
、

斧石
、

硼镁铁矿
、

电气石
、

云

母
、

锡石
、

辉铂矿等矿物
,

而石碌地区却不

出现这套矿物组合
。

这是因为石碌地区岩浆

热液的温度较低 约低 ℃ ,

所含的挥发

份较少之故
。

找 矿 标 志

沿海南一粤东一闽西南断陷带
,

寻找
上古生代

,

尤其是具有火山 作 用 产 物的地

层
。

北东向深大断裂对本矿带起着极为明

显的控制作用
,

已知矿区均分布在北东向与

东西向构造的交汇处
,

空间上呈菱形格子排

列
。

因此
,

在类似的构造部位
,

尤其是出现

物
、

化探异常的情况下
,

更是找矿的有望地

区
。

物探磁异常
、

重力异常是重要的找矿

标志
。

石碌
、

军营
、

铁山嶂具有明显的重力

异常和中等强度磁异常 , 粤东
、

闽西南铁矿

都具强的磁性
,

利用物探异常是一种有效的

找矿手段
。

除对强磁异常注意验证外
,

还应注

意低缓异常或负异常中的正异
’

污进行验证
。

地球化学异常可作为区城找矿的良好

标志
。

粤东
、

闽西南的铁矿都位
一

「
、 。 、

、 、

中高背景区
,

铁臼
、

的分布 ’ 这

些元素的含量变化有明 键关系
,

尤其是 出现
、 。异常的情况下

,

更应引起注意
。

海

南岛的铁矿常出现
、 、 、 。 、

的高含量带
,

上述元素是找扣
‘一

的寸拼示元素
。

辉绿岩
、

安山玄武岩的褪色现象
,

是

重要的找矿标志
。

本矿带常发育后期彝加夕 之岩
,

夕卡

岩化
、

硅化
、

绢云 母化等困岩蚀变
,

尤 典是

出现萤石
、

电气石
、

硼镁石
、

斧石 等挥发份

矿物时
,

灭是寻找火山沉积一热液叠加矿床

的良好标志
。

本文中有关的测试资料
,

除那分 址我们

自已分析外
, 多引用矿区报牡矛及已发 表的论

文 , 插图均采用矿区剖面图
,

经缩小和局 半

修改 , 这里一并致谢
,

不 一

一注明来源
。

诸 暨 层 控 相 矿 的 成 矿 机 理

兼论在扬子一江南区的找矿意义

浙江 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王执均

扬子一江南区的下寒武统地层中
,

广泛

发育着以镍
、

铂为主的多元素沉积矿层
。

这

种矿层分布广
,

层位稳定
,

有用组分多
,

常

与磷矿或石煤伴生
。

矿石难选
,

但最近的选

矿试验证明可以达到工业要求
。

’

诸暨铂矿是一个由早寒武世 的 沉 积
‘

相
矿 , 经后期改造而成的层控型矿床

。

它包括

同生沉积铂矿
、

沉积改造型层状钥矿
、

夕卡

岩型铂矿和岩浆热液石英型钥矿等一系列矿

床 图
。

研究该区多种类型钥矿的生成条

件及其内在联系
,

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

而且

对指导找矿也有一定实际意义
。

本文着重讨

论本区各类铂矿的成矿机理及其找矿意义
。

区域地质背景

矿区位 于扬子准地台 ‘ 华南褶皱系接壤

处
、

绍兴一江山深断裂北东端
。

地层区划隶

属于江南地层区诸暨小区
。

区内元 占代地层

为地槽型沉积
,

早期有海底火山活动
,

产黄

铁矿型铜矿
。

震 旦纪至 奥陶纪为准地台叫讼

源碎屑及碳酸盐沉积
,

具类复 理 式 建 造特

点
。

其巾
,

晚震旦 世 子 云岩及早寒武 世黑色

页岩分别有铁
、

锌及铂
、

与桌
、

钨富集
,

是本

区矿床的重要矿源层
。

加
一

东晚 期 褶 皱 隆

起
,

缺乏志留系及 上古生代沉积
。

中生代仃

大规模火山活动
。

区内皆层渭皱紧密
,

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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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

匡兀
、

诸汗组之敌性火 六 区困 黄兴户子赦性 火 盯 岩 巨万〕同 山 湖相含煤沉积 巨习粤陶系页岩及灰岩

一

水武 。岩 〔刃 荷 。
、碳顺岩

、

煤层 翎镍矿层 磷矿层 〔互习。
‘

系砂岩
、

冰积层
、

二
。卜

靴
一 刚 区口

虫
一

赤洲
含砾砂岩 巨刃

白云岩夹衅国

匹习花

华辱曰 畔抓 犁黔衅 巨习登望竺巨卫裂竺 , 〔亘〕“ ,

」‘七 分片匕竺二 石英 闪 长 ”“奈匕二二兰」泥合英囚岩 二竺」辉扣矿化 二习 同生沉积翎镍矿

。 矿 〔三习
夕

一

储型“ 巨口 岩浆热液石英 ” 矿

、门组砂岩
、

泥岩 。律层 三口 双 , 。群细 。角二二

巨卫
长花 岗 , 〔亘〕石 、“ 仁亚 』

巨互〕
之‘积改遭

图 诸暨铝矿区域地质图

活动强烈
,

岩浆活动频繁 主要为燕山期
,

岩石蚀变广泛
,

为本区层控矿床的发育创造

了有利的改造条件
。

各类钥矿床的主要特征

及其成矿机理

。

同生沉积型钥矿

矿层层位及时代 相 镍 矿层

位于荷塘组底部
,

属于扬子一江南区寒武系

广泛海侵的早期沉积
。

其层位与滇东渔户村

组
,

四川峨嵋麦地坪组
,

贵州金 砂 的 岩 孔

组
,

贵州
、

湖南牛蹄塘组下部及安徽滁县一

金椒的黄栗桥组下部相当
。

含矿 岩 系特征 含矿岩系是指一

套以铂
、

镍含量较高并伴生磷矿的黑色有机
岩石组合

。

它包括 自下而上 ①磷块岩
,

②乍目
、

镍矿层
,

③黑色炭质泥岩或白云质炭

质泥岩 石煤层
,

④薄层状炭质页岩和硅

质岩互层 图
。

含矿岩系代表了荷塘期的早期沉积
,

其

岩性组合受古地理沉识环境控 制 而 因 地有

别
。

大致有三种情况 图 ①本区东部

岭下一带为晚震旦世剥蚀区
,

因受蓟县运动

影响使上震旦统西峰寺组上升剥蚀而有沉积

间断
,

含矿岩系与西峰寺组为假整合关系
。

宕煤层直接超覆于白云岩之上
,

且往往缺失

磷矿层及相
、

镍矿层 ②本区西部诸暨大桥

一带为晚震旦世沉积中心区
,

西峰寺组和荷

塘组为连续沉积
,

二者呈整合关系
。

磷块岩

万万万类类, 状图 ,竺竺 岩性特征征

荃荃荃
石石「「

一 ,, 口于 二甲尸竺写写 泥质 亘岩 黑色 , 中厚层状
,

夹白云岩进镜体
,,

地地地 石 含
, 。 。

刃 , 。

组组组 一一一一一

犷犷犷犷 一一一一

卜卜卜卜三 云资乏乏乏乏

仁全二⋯茸茸 搏 川灿廷质页岩常臾澳质
、

翎云质或硅质条带

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帆及石煤生矿层
,

含 ‘ 。宫宫

必 , 。
一

卜 克克

一一一一 了产甲 ,

】】】】习〔 〕口口口口

卜卜卜卜一「「「「

件 ‘ 别别 黑色炭质或白 云质烬岩 ,

含 协 。
,

。 ‘ 矛 克克

厂厂厂厂 ‘

—
‘ 门门门门

片片片片二二 七七七七
片片片片斤理纬侧侧侧侧
一

月

一卜卜卜卜 ‘

“ 月月月月

‘‘‘‘于今云云云云
————‘ 盆 一一一一

截盆盆 王王们钟杯 层 下决为晒状川锐犷层 , 卜层 为层纹

状状状状状状矿层层
巨巨巨口口 亚亚 限块告 黑 灰岩 主要为胶确材材

二二口口
尸, 于丫州州州 自云竿护护
厂

「「「「 口
,,,, 口 日 阅

图 含矿岩系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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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 本区 岭下

崖崖崖崖崖崖崖崖崖崖崖蔡蔡蔡
卜 叫叫

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
聋整洲洲

举举举举崔拦拦

巨
‘‘ , 暇

写写写写口七二仁仁仁 一 , ‘ 尸尸
知知知知知知 ‘一一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毖已土土

二二二二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曰曰曰 己薯怂窄比比

隐隐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 卜卜卜卜‘ 七叫叫叫 薰黔黔‘

比比萝牛落 曰卜一 曰卜曰曰曰曰
尸尸月三于 二洲洲

卜卜
二盔蕊‘二二二二二

摹摹遥爹龚套套套套

、、、、、、、、、、、、、、

,

夕夕夕夕夕亩亩汤自亩自自少 卜二 ‘ 气气气气

曰翻吕‘‘曰口二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

熟熟熟熟熟熟熟熟熟熟熟理冀套套对对亩妇‘石‘‘‘‘‘‘‘‘‘‘‘‘‘‘

嚣嚣羁芯犷犷犷
护

一一一一一‘爷令手手
占占二曰‘奋白白白 卜笼泛书三翻翻

一飞竿竿竿竿竿竿竿竿竿竿竿竿竿竿
‘ 一一一

吧写然护护 护护护护

二二杯李犷犷犷犷
卜卜 声 , 州州州州

招容容 职斤 铂
、

殊刃 弓浏 居丁翻 特让

一组状相
、

镍集合体窗集层 , 一胶状含铆黄铁矿层 ,

一层纹状硫化物层

图 含矿岩系对比柱状图

已相变为含磷结核硅质层
,

相
、

镍矿层则相

变为优质石煤钒矿层 平均 。 了 ,

西峰寺组顶部白云岩之上则有硅质岩沉积 ,

⑧本区位于上述二者之间过渡地带
,

是铂矿

层广泛发育地带 , 岩性组合变化不大
,

但其
东侧往往缺失底部磷矿层

,

铂矿层常是断续

相连
。

而本区西侧钥矿层常变薄尖灭而相变

为含磷结核硅质层
。

矿层规模及产 出特征 矿层主要发

育在晚震旦世剥蚀区与沉积中心之间的过渡

地带
。

矿带宽约 一 公 里
,

长 公里以

上
,

向南西继续延伸
,

带内矿层因受晚期构
‘

造影响而呈断续出露
。

单个 矿 层 长 度均在

数公里以上
,

厚度 米左 右
,

含
,

含
,

含 。

一
。

矿层由二种显著不同的矿石类型

组成
①鲡状相

、

镍富集层
,

平均含 。 一

, 一 , 。 一 ,

赋 存于

矿层底部
。

木层厚度仅 一 米 , 但层

位稳定
,

分布佼广
,

各矿区均有见及
。

该层

可细分为三小层 下层厚 米
,

主

要为结核状晰块岩夹少量炭质和 金 属 硫 化

物 , 中层厚 。 一 米
,

由大量鲡状铂
,

镍集合体和炭磷质组成 照片 上层为

条纹状黄铁矿层
,

厚约 。 米
,

由大量细一

微粒胶状黄铁矿及少量辉砷镍矿
、

硫铁镍矿

和闪锌矿组成
。

②层纹状硅层 照片
,

又称鳞片状

石煤
,

位于矿层上部
,

厚 一 米
,

铂
、

镍硫化物和胶伏黄铁矿组成集合体
,

呈层纹

状 单层厚 一 毫米 顺层彩断续分布
。

平均含
· 一 , 一 , 。

气 。 。

主要金属元素赋存壮 态 铂和镍以

镍黄铁矿
、

辉砷镍矿
、

辉铂矿等形式产出
。

钒呈类质同象存在于水云母中
。

辉砷镍矿多
沪

呈小于 。 毫米屹细小球状胶休乌胶状黄铁

矿相间组成条纹状构造 照片
,

或呈不

规则状产于铂集合体中 照片
。

少量呈

晶粒状及细脉状
。

品粒状 者 。 。 毫

米 均见于矶结核边缘
。

细脉状常切穿晶拉

照片
,

系后期改造产物
。

镍黄铁矿呈

微粒状 毫米
、

胶状与胶状黄铁矿

紧密共生
。

也有的与黄铁矿组成环带状晶粒

照片
。

含钥集合休由铂
、

碳
、

硫
、

镍
、

铁组成胶状集合体
。

据电子探针分析
,

含 一
,

一
,

一
,

一 过
。

然片 胶状 舀译方铁矿层与辉种谋矿细脉

一磷结核 , 、一炸砷镣 犷 脉 日 色条带为 肯淬

胶状黄长矿

少匕片
,

单偏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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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翱状含镍果合体

胶状二硫化相集合体包裹黄铁矿
、

硫铁镶矿 主 ‘

胶状辉砷体矿

光片
,

单偏光
,

镍富集层 照片
。

匕 地球化学特征 含矿岩系中微最元

素平均含量见表
。 、

本区含矿岩系微量元素的 特 点 说 明
,

铝
、

镍
、

钒沉积区的形成
,

与其高丰度的地

球化学背景有密切联系
。

铜
、

锌含 与维氏
值相当

,

而铜低于湖南
、

江西值
,

这与区内
一些矿床 化 铜往往低于铅

、

锌的情况是

一致的
。

镍
、

铂
、

钒
、

铅和钡富集 于 层状 磷酸

盐 磷块岩 与硅酸盐层 片状炭质页岩
之间

,

其含量由磷酸盐 , 硅酸盐 , 碳酸盐类

照片 硫铁镍矿环带状构造

白色一硫铁镍矿
, 灰色一石墨集合休 ,

深灰色一胶麟矿

光片
,

单偏光
,

黄铁矿常呈胶状集合体或似细菌状显微球粒
状产出

。

闪锌矿常呈自形等轴状 一

毫米 集合体与含镍矿物组成条纹产于相
、

有规律地降低
,

表明相
、

镍矿层是化学刀翻
分异过程中某一阶段的产物

。

铂与镍
,

钒与有机碳之间 ,
呈明显的同

步增减关系 图
。

铂
、

镍与钒
、

碳之闻总
的呈互为消长关系

。

表现在优质煤矿区均伴

有含钒较高的矿层
,

但无铝
、

镍 矿 层 ,
而

相
、

镍矿区则无优质煤及钒矿层
。

这种情况

是受沉积环境支配的
。

本区铂
、

镍富集除遵循一般沉积地球化

学规律外
,

还明显地受生物地球化学作用约

制
。

含犷岩系本身就是沉积岩系
。

铂
、

镍的

富集虽与磷结核关系密切
,

但与磷含量又不

完全是数量关系
,

例如层状磷块岩含磷比结
核状磷块岩要高

,

但没有铂
、

镍富集
。

值得
注意的是

,

相
、

镍主要富集在磷结核边条
这里可见生物残骸 放射虫和货币虫

,
‘

尼
见其生物成因特征

。

相
、

镍与钒具有截然不
同的地化性质

,

却能共生在一起
,

这是用一
般沉积化学作用所难以解释的

,

但它却显示

了生物化学作用的特点
。

因为部分钒与镍是

含 矿 岩 系 中 微 量 元 素 平 均 含 量 表

一﹃八品。甘‘︺一甘︸甘,工勺,一﹄舀

︸,曰,工,创孟

地区或岩 几

磷 块 岩

如 状 矿 层

层纹状矿层

块 状 石 煤

平 均 值

湘 西 〔 〕

湘 南 〔

江 西〔

维氏平均值
〔

美国寒武一
陶 系

‘” ⋯‘

】
,

王

⋯
“

“ “

〔

王

到

’” ‘“

’ 工 ‘ ,“

“ ‘。

’”】巧
‘ 。

⋯ ‘

, ‘

。 ‘

‘ 。

愁

笠

‘

一︸几心山甘几口口幼,曰︸匕
口卯﹄﹄八工勺自爪‘﹄压︸工点‘占比,叮‘,月吸

工,口‘

‘,‘

介匕,曰

,目咭二

几口

甘︸几八目︸“一﹄月几钾﹃了,孟,‘,上

口 ,

一
‘ 曰

一 一
甩目 , ‘ 侧

〔 〕据范德 狠, 〔 〕据 维诺拉多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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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协

。

。 ⋯
’ ‘

几少

’ 一 。
’

习‘ 一一 占 ‘占 ‘二“乙二一‘目

一一一
一

一 占曰
沁 气 之 花 。 少

图 铂与镍 左
、

钒与有机碳 右 关系图

以外琳形式与有机碳形成络合物存在于炭质

页岩中
。

本区所见幕状及细菌状黄铁矿及环

带状镍黄铁矿中心 , 以及磷质核等现象
,

都

说明生物在促使有益元素富集过程中有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
。

成矿机理 本区的矿床为典型的同

生沉积成因
。

成矿作用具有十分明 显的时控

特点 矿石沉积时间局限于早寒武世早期
,

即荷塘期早期或渔户村期
。

薄而广布的钥
、

镍富集层
,

反映了成矿高峰只限制在一个更

短的时间间隔
。

成矿作用严格受古地理沉积环境控制
。

铂
、

镍矿层是扬子一江南区寒武系大规模海
侵初期产物

。

矿带局限于晚震旦世晚期的剥

蚀区与较深海沉积中心之间的 狭 长 过 渡地

带
,

而优质石煤与钒矿层则主要产于较深海

的沉积中心区
。

铂
、

镍矿层沉 积 相 的 特征

具水平层理
,

成分以远岸沉积之泥质
、

炭
质

、

磷质为主
,

标志着这个成矿带是水动

力较弱的滞流浅海环境
。

成矿带内矿层规模

大小决定于沉积雄底地形起伏变化
。

成矿作用是在还原条件下遵循一般沉积

化学分异规律进行的
。

其 值与沉 积黄铁

矿相近
,

约为 一
,

具有显著的胶体化学

沉积特点
。

州
卜

高丰度的有益元素背景值是成矿带的显

著地球化学特点之一
,

生物作用贯穿成矿过

程的始终
,

对成矿元素的富集起了极为重要

的作用
。

二
· ‘

沉积改造型层状铂矿
城

’

沉积改造型层状铂矿是指由早寒武世荷
一

澹组底部的同生沉积铂
、

镍矿层 , 在原地经

后期改造而成的层状矿床
。

这是一种较有远

景的工业铂矿床
,

也是本区找铂的主要对象

之一
。

这类矿床的主要特征是
矿床主要产于侵入体附近的蚀变带

内或有强烈热液活动的区域性断裂带中
,

并
与一些夕卡岩型或复合成因的铁钟矿床及多

金属矿床相伴产出
。

矿床及其围岩均受强烈

的变质改造
,

矿床变质 年龄 百万年

和侵人体年龄 百万年 基本一致
,

主

要为燕山早期
。

矿床基本上保留了原始沉积矿层的

一些主要特征
,

如二者在产出层位
、

矿体形

态
、

有益元素含量等方面都是 基 本 吻 合的

图
。

矿床的规模取决于原始沉积矿层的

大小
。

由于本区原始沉积矿层比较发育
,

因

而经改造后的矿床亦具一定规模
。

如 目前正

在勘探的一个矿区
,

矿层已控制长达 米

以上
,

斜深达 米
,

厚平均 米
,

含
,

矿层变化亦较稳定
,

与沉积矿层

相比
,

矿层厚度由 米变为 米
,

铂品位从
。

贫化为
,

矿层这种贫化增厚现

象
,

揭示了成矿元素有较强烈的扩散转侈活

动
。

伙
‘ 泣恤 整个含矿岩系及而

’

层内 部 矿 物 成
、

分
、

结构构造均被强烈改造
。

这种改造
,

除成

矿元素扩散转移外
,

还表现为药
一

结晶作用
。

如黑色炭质页岩或泥岩被工结晶为含石墨角

岩
,

非结晶之含铂镍胶状 集合仆
、

均被 巨结晶

为辉铂矿
、

二硫镍矿
、

辉砷镍矿等矿物
。

而

胶状磷结核则被垂结晶为磷灰石
。

矿石以条带状构造为主
,

浸染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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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沉积改造层状钥矿剖面图

造次之
。

相矿呈较自形的片状
。

辉砷镍矿常
与二硫镍矿紧出共生

,

常见辉砷镍矿的粒状

集合体被二硫镍矿所包裹
。

这种构造是含铝

镍集合体经重结晶后的产物
。

此外
,

尚可见到一些含辉铂 矿 石 英 细

脉零星穿插矿层层理的现象
,

这也进一步表

明铂是与部分酸性组分一起扩散转移的
。

此类相矿是由同生沉积矿层经后期
原地改造而形成的

,

它基本上保留了沉积矿

产的特征
。

变质改造表现在成矿元素的重结

晶作用和扩散渗滤作用
。

扩散渗滤作用使矿

石贫化增厚 , 重结晶作用则使原来粒度细
、

杂质多
、

钥或镍含量低的胶状集合体重结晶

为杂质少
、

粒度较粗
、

铂或镍含量增高的辉

钥矿
、

辉砷镍矿矿石
。

夕卡岩型铝矿

矿床 化 赋存于广山花岗岩体 匕

盘外接触带或区域性断裂带 的 金 云 母夕卡

岩
、

角岩及钾长石化岩石中
。

含矿地层主要

是晚震旦世西峰寺组 白云岩
。

矿
一

休多呈透镜状
、

似层状 图
。

矿化带长数十米至 叨米以上
。

矿体厚度 米

至数米
。

相品位
。

矿石品位及

矿体形态变化较大
。

矿石多呈细脉状
、

浸染状或团块状

产出
。

主要金属矿物有辉铂矿
、

黄铁矿及少

量斑铜矿
,

还有尚未定名的含砷镍矿物
。

值

得注意的是
,

除呈鳞片状 产出的辉铂矿外
,

细脉中还常见到辉铂矿的球状集合体
。

这种

蚀变石英砂岩

石相石夕
一

卡岩

匀功改自云质灰岩

角岩

蚀变斑状犯 幽针

铂矿体

上震 胜系白云者

下双 系砂岩

『『『

图 夕卡岩型铂矿剖面图

辉相矿球体大小不一
,

具放射状构造
,

由许

多纤维状辉铂矿紧密排列而成
。

上述情况表

明
,

铂在含矿溶液中是呈胶状沉淀的
。

矿石中的微量元素与沉积矿层非常

相似
,

含镍高达 。 ,

砷。 ,

钻
,

说明成矿元素来源于沉积矿层
。

本类矿床是含矿溶液交代早期夕卡

岩的产物
,

是同生沉积相
、

镍矿层活化转移
的结果

。

含矿围岩的钾化 金云母化或钾长
石化 特征

,

反映了含矿溶液具有偏碱富钾

的性质
。

而辉铂矿的球状集合体构造显示了

铂在含矿溶液中是呈胶体状 态 转 移 和沉淀

的
。

岩浆热液石英脉型钥矿化

含铂石英脉赋存于广山花岗岩体北

西侧边缘
。

含钥岩体沿区域性大断裂呈岩株

状侵入于震 旦一寒武系地层
,

是 一 复 式岩

体
,

早期为花岗闪长岩 百万年
,

晚

期为花岗岩 百万年
,

岩石 酸度较

大
,

偏碱富钾
, ,

属查氏二类

三科 过饱和的过碱性岩石
。

微 量元 素

组合与荷塘组含矿岩系类似
。

矿化蚀变带规模较大
,

断续长达

公里
,

宽 。米
,

深达数百米
,

目前尚未

发现工业矿体 图
。

含铂石英脉主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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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于北西向一组张裂隙中
,

长
·

来
,

宽

米
,

深 多在 一 米即呈楔形尖

灭
。

脉群分布稀散
,

含 脉 率 仅 达

平方米
。

脉壁有硅化蚀变现象
。

辉铂矿多呈鳞片状集合体
,

极不均

匀地分布于石英脉中或石英细脉边缘
。

辉铂

矿鳞片大小在 。 一 毫米
,

此外
,

尚有微量

黄铁矿
。

据冶金部地质研究所测定的六个辉
,

铂矿硫同位索结果
,

该类铂矿硫同位素变化

范围较窄
, 各 ” 编 为 一 , 均 为

正值
,

其组份分布特点类似于含铜黄铁矿型

矿床及一些层控矿床 如天鹅抱蛋山金矿
,

而显然不同于长江中下游夕卡岩型铜铁矿床
、

和一些斑岩铜矿 图
。

各 ”‘编 平均值为
,

与陨石硫比较富集
“ 心 ,

表明成矿物质
来源于硫酸盐多的矿源

。

而本区含矿岩系富

含重晶石 含量高于维氏值达 倍
,

据

此认为其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含矿岩系。

”
石

。

幻 一 一

一一一
刁 ‘ ’ ‘

”
’

一
,

列
,

而显著不同干 长犷厂巾下游系列
。

岩休中
微量元素组合与荷塘组含 沁

’

岩系纷合妇似
,

这 显示了二者有成因联系
,

而岩体石英脉中
辉铂矿硫同位素特征也袭明了成习

、‘

物质主要

来源于下寒武系沉积岩
,

据此认为
,

产于花

岗岩体边缘之石英脉型钥矿化是荷塘组含矿

岩系经重熔后的产物
。

结论与找矿意义

本区各类相矿不但存
’

侧 二紧密共生
,

而且在成矿元素组合
、

和
一

物结构构造及硫同

位素特征等方面都 显了它们之问的密切成因

联系
。

反映了无论是 产于角 兴巾层状相矿或

夕卡岩型铂 矿
,

以至岩浆热 液石英脉型铂矿

的成矿物质都主要来源于 司‘ 沉积矿叹
,

是

同生沉积 矿层在不同地质作川 不城地质
、

岩浆构造
、

热液蚀变等 下改造或 再造的产

物
。

根据这个认识
,

可将本区各类铂矿概括

为如图 的成矿模式
。

它突 出表明了沉积是基

础
、

改造是条件这一层控矿床的成矿原理
。

这些不同类型的铂矿
,

在空间 往往相依共

生
,

在成因上紧密相连
,

形成了 一 组独特的

成矿系列
,

即层控铂矿
。

自银
‘

乌拉尔

高加水

‘

一
一 一‘ 口

一 一 一 一 ‘

‘ ‘ 曰

布拉登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丁一
含
铜
黄
佚
扣‘

型
刃‘

床
弗兰报

一

一冲

图 诸盛钥矿成矿模式
一 同生沉积相裸矿层 , 一 沉积改造层状相矿
一 夕卡岩型 相矿 , 一 石英脉型相矿 , 一 夕卡

岩型铁锌矿床 , 一 花 岗岩

用
“

沉积是基础
,

改造是条件 ” 这个认

识来分析
、

对比国内一些已知铂矿
,

可 以发

现它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

许多铂矿特别

是在扬子一江南区一些铂矿区 内
,

往往有寒

武系地层 出露及其矿源层存在
,

二者形影不

离
,

且这些地区常常是岩浆活动频繁
,

构造

发育
,

蚀变强烈
,

具有较好的改造条件
。

如

本区西侧的闲林埠铂 孙
’‘

就是 一例
。

闲本仲郭铂

矿是一个中型夕 扮丫洲叭目矿
,

孙
“

体赋存于寒

武系灰岩中
,

在下寒武系菏塘组 哑层
一

卜就有

含钥矿源层存在 含相最高达
,

矿

区 内有花岗闪 长岩侵人
,

构造强烈
,

蚀变发

育
。

杨家杖子松树卯相矿
,

最近报道在寒武

︸弓一笑川六仆洲一书一

,,考层一

一华一
︸︸一蔡︸︸一

仁一一喇以宝
己

。

介二 才夕
,

」 乒

图 石英脉型泪矿硫同位素组成特征

含钥花岗岩体无论从产 出 地 质 特

征
、

岩石化学成份
、

矿物组合或微量元素等

方面都具有硅铝层重熔花岗岩特征 具体本
文不再累赘

。

其岩石类型和演化特点隶属

于贵阳地化所所划分的华南花岗 岩 南 岭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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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稿 摘 登 介 绍 一 个 自 然 铜 矿 床
哮

九 曲湾砂岩铜矿位于扛南地轴西南缘
, 为一套中新生代 山间坳陷盆地

沉积
。

矿区 出露 白蟹 系 , 由紫红色 泥质粉砂岩
、

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泥

岩及细砂岩 深色层 与灰紫一灰绿一灰 白一钱灰色含砾 中
、

粗砂岩和细

砂岩 浅色层 互层 组成
。

深色层 多为厚层状
,

浅色层 多为薄层状
。

两色

岩层组成含矿岩系
,

平均厚 米 ,
自南而北急剧变薄

。

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
、

透镜状或扁豆状赋存于浅色层 中
。

在百余条

找龟层 中
, 已发现 矿沐近 。条 ,

空 间 上呈 北北东向展布
,

边幕式排列 图
。

矿区南段为倾

向北西的单斜
,

倾

铜含量等值线
断裂

、

丈只
训班

协

角 , 北段

逐渐演 变 为 短 轴

背
、

向 斜
,

而 且

北北东
、

东西和南

北向断层发育
。

矿区内浅色层

较 稳 定
, 层 理 清

楚
,

含矿层与围岩

界线分明 ,

砂岩 中

砂砾分选性差 , 冲

刷面
、

波痕到处可

见
,

似乎显示沉积

矿床特征
。

研 表究明 , 矿

体富集明显受构造

控制
。

采场内北东

目国圈

邻
刁屯北

、心火、

图 矿区地质略图

’ 的 断裂发育地段矿化最好 , 在东西向断层两盘 米范

围内 , 铜品位可达 图 , 北东向裂睐中的大片自然铜 可

达 竟 , 或沿裂 隙构成大块丝状自然铜
, 为方解石包围

。

矿休分支复合明显 ,

矿化不均匀
,

最高品位可达初
。

矿化不 连

续
。

含矿层褪色现象 普遍 ,

褪 色越彻底 , 矿化越好
。

矿化好的浅色

层 上 下红色 围岩均有 径 厘 米 的褪色现象
。

矿体仅斌存于 浅色层中
,

但常见含矿砂岩利破探色层
,

并使深 色

层局部褪色
。

矿体中 “ 含铜碎屑 ” 发育
。

据研究
, 碎屑 中的硅质岩 多

为隐 品质生物硅质沉积
,

与粗晶方解石有 依存关系 ,
说 明含矿母 液

富含碳酸钙
。

我们认为 , 硅质岩是在强碱性条件下胶休化 的结 果
,

它强 烈吸 附悯
、

铁离子
。

在有机质的作用 下 ,
铜还原成 自然铜

, 三

价铁还原成二价铁 , 使紫红色 岩 层 褪 色 为灰白色
。

根据上 述资料
, 我 们认为这是一个热液成因的矿 床

。

通 过生产

探矿和成矿规律总结 , 指导 了盲矿休的找矿 , 扩大了地质储鱿
。

一
甲、、夕

颤瑙
图 铜富集与断裂的关系

湖南省麻 阳铜矿 许首权
、

周 良正供稿

洲冷训沁心今今 今 今今 心今今什令令令今 心 似玲漪 李今令 杏转令钓 于 心 今 心啼心似心 二衬 》今仁洲令洲心合今 冲令 心弋汁令 争长 亡烈 二下 式 玲 今李今令会令导吃啼心心的心峥心合今右件令

系底部石灰岩和有机质黑色页岩互民的夕卡

岩中发现富铂矿体
,

有的和有机质黑色页 黔

共生
,

有一定的层位
,

矿石具微层理构造
,

认为有机质黑色页岩是矿源层
。

广东阳春石

菜夕卡岩型铜相矿区内
,

寒武系变质岩也有
弱矿化现象

,

矿化和角岩关系较密切
。

广东

大宝山斑岩相矿
,

部分矿体也产于寒武系地

层中
,

值得注意
。

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