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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些 火 山 成 因 矿 床 的

大 地 构 造 类 型 及 其 标 志

广 东冶金地 质勘探公 司九三二 队 夏春罐 曾刚智

许多金属与非金属矿床在成因上与海底

或陆地火山活动
、

火山成矿作用有关
,

有些

还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或绝无仅有的矿床
。

因此
,

中外地质学者对火山活动
、

火山成初
‘

作用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和示视
。

但传统地质

理论很少注意火山活动
、

火山成矿作用的大

地构造类型及其特征标志
,

往往把地槽型海

底火山活动
、

火 山成矿作用与中生代以来地

洼型的陆地火山活动
、

火山成矿作用相混 ,

进行不恰当的类比
,

使评价发生错误
。

笔者

认为
,

火山活动受不同类型地壳构造运动影

响和制约
,

火山喷发只是火山活动表现于地

壳外部的一个发展阶段 , 在其发展进程中
,

随着话动能量的不断消耗
,

火山活动形势必

转变为地壳内部的熔浆侵位活动
,

并在不同

深度成形次火山岩和火成岩岩休
。

在火山活

动的相应侵位阶段所形成的金属矿床也应视

为火山成矿作用袱床
,

都是 属于同源同系列

火山活动的产物
。

由此
,

火山成矿作用和
、‘

沫

理应包括发生在火山活动的不同阶段所形成

的一切矿床 图
。

世界 许多规模较大

的黄铁矿型铜矿
、

斑君和铜 钥 矿
、

扮粉

铁矿及某些层控 铅 锌 矿 床等 均 属 之
。

然

而
, 一个矿床的形成

,

往往取决于成矿物质
来源

、

成矿构造
、

成矿团岩及其 它 外 部 条

件
,

而这些条件又取决于成袱时所处大地构

造区的性质
,

并伴随其地壳构造运动的发生

而形成
。

例如
,

白银地区和店 口 附近的黄铁
矿型铜矿床 图

、

尽管都是火山成因

矿床
, 但其成矿地质条件

、

矿体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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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我国不同大地构造类型火山成矿作用矿床实例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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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旧心‘

、丫

葡硼

和矿石品位等都不同
,

原因是两者分别属于

不同的大地构造类型 , 前者是地槽型海底火
山喷发沉积热液矿床

,

后者是地洼型陆地火
山热液矿床

。

我国许多斑岩铜铂矿床
、

铁铜
矿床和某些层控铅锌矿床也有类似情况

。

因

此
,

研究火山活动
、

火山成矿作用规律
,

识
别火山成矿作用矿床的大地构造类型及其特
征标志

,

对于指导找矿评价和矿床勘探都具

有重要意义
。

酬夙袱

擞撇
从序

哪
亿夕孚从 、加

固团圃

火山活动的发展阶段

对火山活动的认识
,

是从近代火山活动

资料中获得的
。

据地震资料推算
,

火山活动

发源于地壳深处 公里以下
,

壳外

表现为火山喷发活动
。

火山活动显示地壳构

造运动正处在活动或比较活动的地质发展阶

段
,

广泛发生在地槽褶皱带和 地 洼 断 褶带

内
, 在地台的断陷盆地中也可见到强弱不等

的陆表海性质的火山活动
。

因为在不同构造

区和不同构造级别相衔接的深大 断 裂 交 汇

处
,

应力容易集中形成脆弱地段
,

有利于火

兀

角砾岩

黄铜矿矿体

黄铁矿矿体

图 店口某地注型黄铁矿型栩矿

床地质剖面示愈图
一窗傲质角冻班灰岩 , 一官幼质火 山辞 姗

岩及婚岩 , 丫 界一燕 山期拱长花尚班岩 , 丫一燕山

期蚀文花肉岩

舞舞矛护护
主火一 口

赓王气 , 阵了刁 , 「下门 , 〔襄象尹 刁

‘一山公习 一 二二一 乙三止习 日巴巴二舀

图 甘肃某地槽型黄铁矿型铜矿
’

床地质部面示意图

一细碧岩系 , 一石英角斑 凝灰岩 , 一石英

角斑岩 , 一致密块状黄铁矿钥矿体

山活动发生
。

所以
,

火山活动
、

火山成矿作

用是按地壳发展
“

动定转化递进 ” 规律演化

的结果
。

它体现了火山活动由喷发阶段到侵

人阶段的全过程及其所处相应发展阶段的各

种成矿地质作用 图
。

火山活动的喷发阶段 在有利于火山

活动的构造区内
,

由于深部物质 包括成矿

和成岩物质 在高温
、

高压条件下均处于炽
热的熔融状态 称为熔浆

,

由成分复杂的矿

浆和岩浆组成 , 由于火山管道内部气液膨

胀产生 巨大的内外压力差
,

使通道断裂再度
破裂

、

扩大
、

直至地表
,

导 致 深 部 急剧减

压
,

造成熔浆向上运移的巨大力量
。

它足能

冲破地壳表层岩石
, 形成火山物质的强烈喷

图 火山活动各发展阶段成矿基本

特征模式图
一火 山岩类及矿层 吕一火 山角砾岩 ,牛 一次火

山岩类及细脉浸染矿石 , 一火 成岩类及 夕卡岩

或脉状矿 体 , 马一某构造层群碎 屑岩 夹 灰岩 围

岩 , 一 构造 层群碎屑岩 夹灰岩 围岩 ,

一 ①火山喷发阶段 , ②
、

⑧火 山畏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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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

这就完成了火山活动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火山喷发阶段
。

火山喷发 口 称 为 火山
口 ,

起主导作用的火山口 叫主火山口 绕其

分布的侧火山口 称次火山口 或寄生火山口
。

喷发阶段形成的物质 包括气态
、

液态和固

态物质 成分复 杂
。

在 火山碎屑和火山熔

岩中常可形成火山同生沉积和火山异地沉积

矿床
,

称为火山层控矿床或火山层控改造矿

床
。

白银地区的黄铁矿矿床 图
、

陈家

庙地区的磁铁一赤铁矿床 图
、

祁连山

桦树沟的镜铁矿矿床以及某些火山异地沉积

的层控铅锌矿矿床等
,

均属于火山喷发阶段

形成的矿床
。

火山活动的健位阶段

摹益毛

图 白银地槽型铜铅锌矿区地质

示意图
据西北冶金地质助探公司研究所

。 一千枚岩夹大理岩 , 币一细碧 岩 系 , 如
一细碧扮岩系 , 二 一石英角斑岩系 , 沈 。一石

英钠长斑岩系

图

一货土

英片岩

共片岩

陈家庙地棺型铁钢矿床矿体纵

剖面示意图

据甘南冶金地质二 队
, 飞 一斜长角闪片岩

、

黑云 母石

‘ 一黑云 母更长片岩夹悯云母石

、
,一料长角闪片麻岩 , 。二石英闪

长者

次火山 岩侵位 阶段 火山经过一

次或多次喷发之后厂由于能量不断消耗厂转

人地下的次火山侵位阶段
‘,

此阶段熔浆充分

分异
,

形成不同酸度的次火山岩类岩体
,

并
顺序晶 出金属矿物 , 一些气液物质成为金属

元素的良好搬运者
,

形成含矿气水溶液
,

在

有利的构造部位 如岩筒
、

岩顶
、

断裂
、

裂

隙 及围岩和物理化学环境中
,

形成工业矿

床
。

许多大中型斑岩铜铂矿床
、

铜铁矿床
、

铜铅锌多金属矿床
、

钨锡矿床和某些火山热

液改造矿床均属之
。

如德兴
、

多宝山
、

大宝

山
、

玉龙
、

白山堂
、

公婆泉
、

太阳山
、

凹山

以及浏阳
、

莲花山等矿床 , 国外的德瓦
、

加

祖和科恩拉德等矿床也都是火山活动第一侵

位阶段形成的
。

矿床的生因和空间分布都与

斑岩类岩体有密切关系
,

而且都位于火山构

造带内的火山管道 颈部 附近
。

因此
,

这

种火山成因的次火山岩岩相已成为重要的找

矿标志之一
。

火成宕俊位 阶段 随着火山活动

能量的减弱
,

熔浆只能在地壳较深部位侵位

和分异
,

形成一些似斑状和粒状岩石
,

成分

复杂
。

这种与火山活动有成因联系的岩体
,

称之为火成岩 而那些非火山成因者暂定为
“

岩浆岩 ” ,

以相区别
。

火成岩侵位阶段
,

特别是它的前锋
,

含

挥发组分的岩浆仍十分活跃
,

可沿火山通道

及其附近围岩中的断裂裂隙系统发生渗透
、

充填或交代作用形成脉状
、

网脉状
、

团块状

或不规则状接触交代 夕卡岩型 矿床
,

如

红沟
、

大冶
、

大顶
、

白银
、

陈家庙等矿床
。

这种与火山活动有生因联系的矿床
,

当然也

应视为火山成矿作用矿床
,

而且是一种很重

要的矿床类型
。

综上所述
,

火山活动和火山成矿作用是

发生在地壳构造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特定地

质构造区内的
,

是地壳内矛盾激化的必然产

物
。

火山成岩作用和火山成矿作用是在火山

活动的相应发展阶段熔浆分 异
、

演 化 的结

果
。

火山岩 火山碎屑岩和火山熔岩
、

次

火山岩和火成岩均属于同源
、

同一火山活动

系列的产物
,

不但具时空分布的一致性
,

而

且在岩相演变特征
、

矿物组分
、

化学成分以

及矿化蚀变类型等方面
,

也都只有许多共
,

西

之处
。

白银矿区的细碧角斑岩与纳长石英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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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学成分
、

侵入顺序上均是相当的 , 宁芜
地区有许多闪长扮岩

、

闪长岩与上部王龙山

组安山岩的化学成分相当 , 江苏铜井与甘肃

太阳山等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

火山岩
、

次火

山岩
、

火成岩不仗在时空分布上均与火山活

动中心相一致
,

而且在矿物组分
、

化学成分

等方面都是相互联系逐渐过渡的 表
。

这种同源分异特征可以作为区分不同大地构

造类型火山成矿作用矿床及其岩相
、

岩性特
征的地质依据

。

然而
,

火山活动特别是火山

成矿作用的方式
、

性质及强度等又常因地而

异
,

在生产实践中
,

应作全面分析
。

火山成因矿床的大地

构造类型及其标志

发生在地壳构造运动不同发展阶段的火

山活动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各类矿床特征 ,

取
决于其所处大地构造运动类 型

,

并 受 其制

约
。

据此
,

火山成矿作用矿床可按大地构造

演化特征划分出各具不同特征的大地构造类

型
。

例如在地槽发展阶段 , 火山活动属海底

火山喷发和侵位活动
,

就形成了海相富钠质

地槽型火山矿床
。

然而
,

在中国东南部自中
生代以来地壳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地洼阶段 其火山活动主要 发 生 在 陆

地
,

就产生了陆相富钾质地洼型火山矿床
。

由

于大地构造类型不同
,

成矿地质条件各异
,

矿床组合
、

矿体组合
、

矿石矿物组合及其时

空分布规律等也不尽相同 表
。

在找矿

评价和矿床勘探中
,

只有认识和掌握了不同

构造类型
,

不同性质矿床的成矿地质特征标

志
,

才能更有效地指导生产实践
。

根据笔者

了解的点滴资料归纳如下

地槽型火山成矿作用矿床及其特征标

志 地槽区是活动较大的构造 区
,

它 的 发

展
,

开始 前期 是大幅度差异升降
,

形成

许多狭 长带状海槽和链状 群 岛 或 海 底山

脊
,

随后就是强烈的褶皱回返
,

即所谓褶

皱带山脉
。

地槽型的海底火山活动
、

火山成

矿作用 也往往发生在地槽区发展前期的这些

海槽或海底山脊的破裂带内
。

在我国东北
、

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地槽褶皱带内
,

均有海
相火山岩系和火山岩矿床分布

。

例如祁连加

里东褶皱带内
,

火 岩系 包括 火 山 碎 屑

岩
、

火山熔岩
、

次火山岩
、

火成岩和碳酸盐岩

夹层在内 从 又水
一

化部到玉门以西作狭 长带

状分布
,

构成了火山峨发到火山侵位活动阶

段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火山活动系列
,

其中有

许多铁
、

铜多金属火山沉积矿床
、

火山热液
矿床

、

斑岩型矿床和火山热液交代矿床等
,

它们都分布在富含钠质的海相火山岩系中
。

如白银黄铁矿型铜矿床
、

小铁山铜多金属矿

床
、

桦树沟镜铁矿矿床
、

陈家庙高硫铁铜矿
床

、

红沟铜矿床以及公婆泉
、

白山堂的斑岩

铜矿床等均属之
。

在其它地槽褶皱带内也发

现了许多成因类似的矿床
。

这些矿床不但明

显地受海相富钠质细碧角斑岩系地层控制
,

而且还具有较强烈的蚀变特征
。

这种特征可

作为该类型火山矿床的标志
构造标志 矿带位于地槽褶皱带

内
,

特别是在其拗凹中
,

沿古海槽或海底山

脊呈线状
、

带状分布
,

延续 性
、

稳 定 性较

好 , 矿床受火山构造
,

尤其受火山口 附近的

断裂带或层间破碎带控制
。

矿体呈似层状
、

扁豆状
,

平行整合于围岩产出
。

火山热液矿

床或叠加在火山沉积矿床之上的火山热液矿

床
,

较明显地受片理
、

裂隙系统控制
。

层位
、

岩相
、

岩性标志 目前已

知矿床大部分产在下古生界变 质 火 山 岩系

中
,

是一套地槽型海相碎屑岩夹火山岩
、

大

理岩复理式建造
,

在火山 岩 系 火 山 碎屑

岩
、

火山熔岩和火山侵入岩 岩性分异剧烈地

段
,

矿体直接赋存于含黄铁矿矿体的富钠质

细碧角斑岩
、

细碧岩或相当于这种火山沉积

成分灼各种变质片岩中
,

陈家庙地区就是根

据这个层位的岩相岩性特 征
,

在 所 谓
“

找

矿禁区 ” 的高硫铁矿下部的 黑 云 母 更长片

岩
、

黑云母石英片岩中发现了新的工业铜矿

体 图
。

变质及蚀 变特征 该类型矿床均

产在变质火山碎屑岩系中
,

岩具明显的变

质条带
、

片理和变余
、

变晶结构以及碎屑的

压扁拉 长等特征
,

而且矿体和困岩 司时遭受

区域变质和热变质作用
,

往往具有更为强烈

的近矿川 冷蚀变
, ‘

如绢云母化
、

硅化
、

绿泥

石化
、

重晶石化和 白云石化等
。

次生蚀变有

高岭土化
、

黄钾铁矾化
、

水祖铅矿化
、

明矾

石化
、

蛋 白石化和铁锰化等
。

在地表扯示 出

各种鲜艳的色彩
,

为良好的找矿标志
。

但蚀

变不具完好的分带性
。

在一般情况下
,

铜矿

的富集与绿泥石 化
、

狱化关系密切
。

’

铅锌矿

的富集则 与重晶石 化
、

欣化的关系较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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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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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山 矿 床 的 大 地 构 造 类 型 及 其 特 征 标 志 表念

地格型火 山成矿作用矿床 地台型火 山成矿作用矿床 山成矿作用矿床
序 特征标志

号

时 空 特 征

成矿时间 一般 亿年
,

相当于下古生代 或早或晚 ,

成矿空间 发生在地槽摺皱

区 内部的拗凹带或拗褶带边缘

断裂带附近 ,

成因 矿床形成与地糟型海

底火 山喷发一浸位活动密切相

关

成矿时期 一般在

亿年
, 即相当于上古生

代 ,

成矿 空间 大部分发生

在地 台断陷或台凹 附近的

古海河湖盆地及其边缘 ,

成因 与地 台型火 山活

动有关

成矿时期 一般 亿单 ,

相当于 中新生代 ,

成矿空间 矿带多位于地注

断皱带中的火 山构造带
,

作线

状展布
,

连续性
、

粗定性较位
,

矿床直接产子中新生代的火山

盆地或锥地中 ,

成因 与地洼 型防地火山咬

矿带常位于火 山构造一岩相 矿床多位于远源火 山
带内 , 呈狭长
性与稳定性较

带状分布
, 连续 地 中

好 , 布 ,

, 呈 较宽阔的面状
矿体直接产于 富含

岩相层位特征
矿床斌存在地摺型富钠质的

构造层群中
,

矿体直接产在细
碧角斑岩类岩层及各类火成岩

包括斑岩 休内及其附近
,

有时也产于远饭的水盆地 中

矿体多呈 似层状
、

透镜状整

合于火 山沉积变质岩系 中 , 在

斑岩 内外接触带中
,

呈脉状或

细脉浸染状产出
,

矿石多呈 块

状
、

条带状构造

质
、

白云质
、

泥炭质的
酸盐岩夹火 山碎屑岩建
中 , 多属于火 山喷发异
沉积变质矿床

构造一岩
性一超映
岩休较为
山粉

、

次
外接胜
层异及其

矿体具多层状
,

大小不

一 ,

近似平行排列的似层

状
、

扁豆状整合子破酸盐

岩类央火 山碎屑岩层中

矿体形吝复杂多变 , 大小不
,

件而
脉状

厚度不峪
,

视口岩岩性条
异 , 在硅侣质日岩中多呈

形 态 特 征
、

网脉状
、

其它不规则形状
岩石 中 , 多呈 似
及不规则团块状

自豁橇缪
层状

、

网脉状

近矿围岩蚀变明显而强烈
,

并且分带性较好
,

从内到外大

蚀 变 特 征

近矿围岩蚀变不强 烈 ,

也不显著
, 一般 以硅 化

、

碳酸盐化
、
白云 石化为主 ,

伴弱绿泥 石化
,

不具分带性

致可 以分为钾化带
、

千枚岩化
带和 盘岩化带 , 其中钾化 ,
和千枚岩化带与矿化关东密切

化绿密带
烈石,化分强晶切矿显布而重密铁明分著

、

系铜具状显化关与不面变硅集则变或蚀
、

富化蚀状岩化的硅但线围母矿
、,

作矿云锌化关仅近绢铅石相,

以与泥切性

岩石化学特征

,

比世界
同类型岩石的偏 低 ,

值 最
低值为 , 最 高值为 ,

属 富钠 质火 山岩类岩石

,

, 斜长石
以钠 长石为主 , 富含晴色矿物

以乍以 、 、 、 幻 、 、 、

、 、 、

为主
、 、 、 、

等金属元
素含量较低 ,

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铁矿
、

黄
钢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磁铁一赤
铁矿

、

镜铁矿 以及铬铁矿
、

镶
铁矿等

以 、 、 、

等

矿物元素分 布特征

金属元素为主 ,

、 、 、

等次之

主要金属矿物 有 黄 铁

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菱

铁矿
、

盛铁一赤铁矿 等

,

,

伯抽性 ,

,

偏胶性 ,

。 ,

岩石 中 的长石 以钾长 石为
主 ,

富含浅色矿物
, 以形成超

咬性一偏旅性火 山 一火成岩建
造为特征

以
、 、 一 、 、 、

、 。 、 。、 、

等金属元
素为主 ,

、 、 、 、

五等橄敬
放射性元

、

肠
素次之 ,

、 、

等金属元炭较

、

扮次之 ,

,
主耍金月矿物有 黄铁矿

、

铆矿
、

黑鸽矿
、

拐石
、

辉相
、

白鸽矿
、

辉修矿
、

斑
、

方铅矿
、

闪锌矿娜

少黄矿矿

表生 作用特征

矿体在地表表生淋滤作用 下

形成棕褐色
、

褐色铁姻和彩色

次生富集带

矿体经 表生淋逮作用形

成揭色
、

捺黄色铁帽或各

种板色的矾类矿物

主 要矿床类型及实例

火 山喷发沉积变质矿床 镜
铁 山 ,

火 山沉积热液矿床 折腆
山

、

小铁山 ,

火 山沉 积
、

异地沉积变质
矿床 磁 山铁矿

、

西成铅锌矿
斑 岩铆矿床 公婆泉

、

白
山堂等

火 山溶离犷床 女 西
、

金川

火 山喷发沉积变质矿

床 峨眉山铁矿 ,

火 山喷发异地沉权变

质矿床 粤北
、

桂北
、

湘

中黄铁矿
、

菱铁矿
、

铅锌

矿

矿 化 体经表生淋毖作用

广泛形成映栩 又称火烧皮
,

以及各种双色的次生旅化物

火 山喷发沉权矿床 利山
火山嘴发沉积热液矿床

大顶 山等 ,

火山角砾岩筒形锐相矿床
德兴

、

老虎润 ,

斑岩型钢矿床
、

铅锌矿床
、

钨矿床 等 玉龙
、

大宝 山
、

盆
花 山等 ,

扮台型 决犷 宁芜
、

凹 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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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地区
,

热液蚀变愈复杂
,

愈强烈
、

成

矿的可能性就愈大
。

在白银刃
、‘

区外围
,

就是

根据这个特征标志
,

发现新成矿地段的
。

岩石 矿 抽共生组合标志 该类矿

床围岩经常是由一套细碧岩类和角斑岩类岩

石组成
。

在该类岩石中
,

值
〔 〕最低为

,

最高

可达
,

为富钠质火山细碧 角 斑 岩 类岩

石
。

典型的矿物组合为黄铁矿 一 黄 铜 矿组

合
,

黄铁矿一黄铜矿
、

铅锌矿组合和黄铁一

铁铜矿组合等
。

因此
,

黄铁矿
、

黄铜矿
、

铅

锌矿和重晶石组合可视为矿床矿物的特征组

合
。

目前
,

在华北
、

东北
、

西南和东南等许

多地区
,

根据这个特征标志开展找矿评价工

作已发现了一批黄铁矿型铜
、

铁 多 金 属矿

床
。

地球化学特征标 志 经 化 探 证

明
,

在近矿围岩中
、 、 、

金属

元素含量普遍增高
,

一般含 一 丫 ,

最高可达 丫 ,

在远离矿体围岩 中
,

一

般含
,

在普查找矿工作中可作

参考
。

地表矿 化标志 矿体出露地表
,

由于表生淋滤作用
,

往往形成黄褐色的铁帽

或呈现出红
、

蓝
、

黄
、

白
、

绿
、

紫等各种颜

色
,

成为良好的找矿标志
。

乙地台型火山成矿作用矿床及其特征标

志 地台区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构造区
,

沉积

作用
、

构造活动
、

火山活动以及火山成矿作

用均较微弱
。

目前
,

仅在地壳的局部构造区

内见到该类型的火山矿床
,

研究程度较差
,

大部分属于火山喷发异地沉积矿床或火山啧

发异地沉积改造矿床
。

在广 东
、

广 西
、

湖

南
、

江西等省区 内
,

先后在晚古生代一 早中
生代浅海相地层中发现有火山活动和火山成

矿作用的痕迹
。

根据有关矿产资料
、

岩矿鉴

定
、

同位素年龄和硫同位素测定资料报道
,

在尤门
、

开平
、

恩平
、

连平
、

连山
、

曲仁以

及跳马涧等地也发现有英安质或流纹质熔结

凝灰岩
、

角砾凝灰岩
、

凝灰岩和层凝灰岩等

产于中上泥盆统灰岩夹粉砂岩
、

粉砂质页岩
中

,

并在这些火山岩层或夹火 碎屑岩层的

碳酸盐建造中
,

发现许多既貌似沉积矿床
,

又貌似热液矿床的所谓沉积改造矿床
。

如大

顶山含锡磁铁矿矿床
、

大宝山铁铜多金属矿

床
、

凡口一杨柳塘等层控含铜黄铁矿铅锌矿

矿床等
,

均属地台型火山成矿作用的火山喷
发异地沉积改造矿床

。

扎特征标志

改造标志 该类型成矿作用友生

在相对稳定的地台发展阶段
,

受地台型的地

壳构造运动
、

火山活动和沉积变 质 作 用 控

制 , 矿床往往位于复式后加里东台陷的凹地

沉降区 或纬向与北东向构造交切所形成

的断陷盆地内 如火山盆地
、

海盆地
、

河湖

盆地等
,

时代多属于晚古生代
。

这种构造

盆地
,

不但有利于火山活动和 火 山 成 吞
‘

作

用
,

而且 也有利于形成半封闭一封闭的沉积

环境
,

有利于火山成矿物质的聚集和沉淀
。

在粤北
、

赣东北
、

湘中和桂北等地区 有许多

大中型黄铁
、

菱铁
、

铅锌矿矿床产于构造盆

地的凹地中
,

这是一个很重 要 的 区 域 盆

地 找矿标志
。

层位
、

岩相
、

岩性标志 找矿层

位主要集中在晚古生界的浅海相碳酸盐岩夹

沉积火山碎屑岩层内
,

如
一

粤北中上泥盆统的

天子岭组
、

东岗岭组和下石炭统的石碳子段
,

湖南
、

江西的跳马涧组等
。

矿体直接赋存于靠

近火山碎屑凝灰岩和含盐度较高的泻湖相
、

礁灰岩相和陆表海的 海 湾 沉 积相中
。

岩性

以钙质
、

泥钙质
、

泥炭质
、

粘土质灰岩
,

粉

砂岩
, 页岩为主

,

这是一 种海水进退的沉积

层序
。

矿体与围岩整合
,

呈似 层 状
、

透镜

状
、

扁豆状等产出
。

矿层不但 具 明 显 的条

带
、

层理
、

层纹等同生沉积构造特征
,

而且

也具有明显的粗细不一的脉休和重熔结晶等

热液改造富集特征
。

各地矿床经硫同位素测

定乙 ”弓值均在 一 编之间
,

反映了成矿物质

主要来源于地壳深处与火山喷发作用有关
,

致使矿床既貌似沉积矿床
,

又貌 似 热 液 矿

床
。

研究表明
, ‘

已是 一 种火山喷发异地沉积

改造矿
一

床
,

成矿物质来源
一

于远源火山喷发
,

随着海流进人构造盆地沉淀而成
。

因此
,

在

古地台古地理环境中
,

矿床比较严格地受层

位
、

岩相
、

岩性所控制
。

矿石 矿 物组 合和蚀 变标志 矿石

矿物组合比较简单
, ‘

常为以条带状
、

块状 黄

铁矿为主的含铜铅锌矿组 合
、

铁铜矿组合和

菱铁矿铅锌矿组合
。

近矿 岩蚀变微弱
,

种

类简单
,

如方解石 化
、

自云石 化
、

社 化和微

弱的绿泥石化等
,

不 具分 带性
,

蚀变矿物 多

成脉体顺层或刹穿刃
’‘

休出砚在 近 扣
“

川 年
’

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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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 标志 该类型矿床的形成
,

一般来说都需咚经 山川个 ,趁两个以 卜的成矿
‘

富集阶段
, 一 是同生沉 积 成 矿 矿源 层形

成 阶段
,

二是后期改造富集 工业矿体形

成 阶段
。

因此
,

在矿床特征上
,

既非沉积

矿床
,

又非热液矿床
。

碳同位素分析认为属

于火山碳
。

资料 刻阴
,

地台型陆表海火山活

动不但给成矿
一

提供了大 鼠的物质来源
,

而且

也增高了盆地海水的温度和改变了海水的酸

碱度
,

造成生物的大量死亡
,

形成了一种适

合于成矿物质随海水运移的热的含矿卤水溶

液
,

在当时比较封闭的盆地间 陷 中 沉 淀成

矿
。

因此
,

该类型矿床一般 是 在 成 矿温度

低
、

蚀变弱
、

高硫低氧
、

比 较 还 原 的环境

中形成的
。

矿床分布不局限于火山活动区
,

而且可以远离火山源而存在于构造盆地中
,

是一种火山喷发异地沉积改造矿床
。

矿 床地表标志 该类矿床主要由黄

铁矿
、

黄铜矿等多金属硫化物组成
。

矿床在

表生风仕淋滤作用下
,

往往在地表形成了引

人注 目的规模巨大的铁巾庄处色彩艳丽的铜
、

铅
、

锌氧化物的地表
。

地洼型火山成矿作用矿床及其特征标

志 国外许多地区 自中生代以来
,

继古地槽

区和稳定的古地台区之后
,

出现一个新的活

动区 —地佳区
。

这种新型活动区
,

沉积作

用
、

火山活动和火山成矿作用
,

及其它特征

均表现明显而强烈
,

又大多发生在陆地
。

这

种与陆地火山活动在时间
、

空间和成因上有
联系的成矿作用矿床

,

称为地洼型火山成矿

作用矿床
。

当然
,

也无例外地包括陆相火山

喷发沉积矿床和火山侵位阶段所形成的热液

或沉积一热液改造矿床
,

其中尤 以斑岩型铜

铂矿床
、

铁铜矿床
、

铜铅锌等金属矿床和火

山夕卡岩型金属矿床最为重要
。

美国
、

秘鲁

和智利以斑岩铜矿占绝对优 势
,

据 统 计有
铜储量属于地质时代较新的斑岩铜矿

。

我国的德兴
、

玉龙
、

多宝山和长江中下游地

区也有许多规模巨大的斑岩铜矿
、

扮岩铁矿

等矿床
,

尽管有些在成矿特征方面类似地槽

型火山矿床
,

但是
,

其火山 舌动和火山成矿

作用在时间
、

空间和成矿方式等方面毕竟不

同于地槽型
,

也并非地台型
,

而有独有的特
征标志

。

构造标志 陆地火山活动和火山成

矿 作用矿床 在时空等方丽均明显地受地洼型

构造运动控制
。

陆相火山岩带
、

矿带和矿床
均 早短线状 延展性和稳定性较差 展布于

地洼断褶带内的火山构造带 火山盆地
、

地

弯
、

断隆及其附近 及其边部断裂复合处
。

在地形地貌上
,

往往形成火山锥地或近似回

形的火山洼地
。

根据这种火山构造标志
,

在

国内外广泛应用卫星照片资料进行解译
,

对

于确定火山构造位置效果良好
。

时空标志 该类火山矿床形成时间
大部分是在较新的地质年代 心 。百万

年
,

矿床直接赋存于次火山岩 斑岩 体

的内外接触带及其附近围岩中
,

其形态
、

产

状和分布都比较复杂
,

呈筒 状
、

环 状
、

柱

状
、

细脉状
、

细脉浸染状以及角砾状等各种
脉体

,

它们均受成矿前和成矿 时 的 火 山构

造
,

特别是火山角砾岩筒的控制
。

矿床也常

围绕火山喷发活动中心 主火山口 有规律

地作环状分布 即所谓卫星矿床
。

在地洼

区内
,

侏罗一第三纪的陆相粗粒碎屑岩建造

中
,

可以发现大量的火山活动产物
。

、

有许多

火山口 相
、

火山颈相或火成岩相均直接出现

在上述陆相粗碎屑岩建造中 , 美国
、

智利
、

秘鲁等国的情况是如此 我国广东
、

江西
、

西藏等地也有类似情况
。

拍找矿评价工作中

应注意时空标志
。

矿床
、

矿体组合特征 该类型矿床

组合
、

矿体形态组合都较复杂
,

经常在一个
矿

‘

区 出现多种成因组合矿床或多种形态组合

矿体
。

以大宝山矿区 为例
,

既有地洼型火山
成矿作用矿床

,

又有地台型火山喷发异地沉

积改造矿床
。

前者以形成斑岩型铜
、

铂
、

钨

矿为主
,

后者则形成层状
、

似层状黄铁矿
、

菱铁矿
、

铅锌矿矿床 图
。

矿体多呈脉

状
、

细脉没染状
、

网脉状
、

层状
、

似层状和

透镜状等多种组合
,

形态极为复杂
。

这种组

合特征
,

在玉龙
、

德兴等很多矿 区 均 有 键

示
。

在找矿评价工作中应予以重视
。

岩石 矿 物及 元素组合标志 陆相火
山成矿作用矿床

,

经常同火山颈相岩休关系

密切
,

岩性多属于钙碱性系列岩石 钙碱指

数为 一
,

其中以中酸性火山岩
、

次火

山岩和火成岩的岩石组合对铜多金属矿床的

形成较为有利 , 中基性岩的岩石组合对铁矿

床形成有利
。

岩石化学成分以含硅高富钾为

特征 一般是
。

矿物组合 大

致有黄铁矿
、

黄铜矿
、

辉钥 矿 组 合 , 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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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粤北某地台型铁铅锌矿和地洼型钨

铂铜矿复合成因矿床地质剖面示意图

‘一中泥盆统东岗岭组上亚组钙质页岩
、

粉砂质页

岩
、

沉凝灰岩 地 台沉积层 ,

一中 泥 盆 统东阅岭

组下亚组夕卡岩化灰岩 , 卜 一 中 下 泥 盆 统 桂头群

上亚群 砂岩夹页岩 , 丫各扩 一 燕山期花岗闪 长 斑 岩 ,

。孟
一 ’一燕山期次英安斑岩 地挂型 , 。二吕

一 ’一 燕山期次

英安斑岩 , 一 断层 , 一 一 多金属铜硫矿体 东部

矿
、

黄铜矿
、

铅锌矿组合
,

钨锡矿
、

铜多金

属组合
,

以及磁铁矿
、

赤 铁 矿 有 时含钨
矿 组合等

。

元素组合为
、 、 、 、

、 、 、 、 、

等
。

在一般 情
况下

,

无论是矿物组合还是元素组合均比其

它类型矿床要复杂得多
,

品位贫富变化也大

得多
。

围岩蚀 变标志 该类型矿床以其围

岩蚀变显著强烈
、

分布面广
、

分带性较好为

重要标志
。

因为矿化与蚀变相伴产生
,

矿床

多位于强蚀变带内
。

蚀变分带从中心向外一般可分为 个带

①钾化带 由黑云母
、

钾长石
、

石英组

成
。

②千枚岩化带 由绢云母
、

高岭土
、

石

英组成
。

③青盘岩化带 由绿泥石
、

绿帘石
、

方

解石组成
。

矿体主要赋存于钾化带和千枚岩化带之
间

,

铜铂的富集与钾质蚀变带 关 系 尤 为密

切 , 有时在青盘岩化带外缘有闪锌矿
、

方铅

矿及金和银等富集
。

因此
,

黄 铁 矿 化
、

钾

化 、 硅化
、

绢云母化
、

高岭石化和青盘岩化

等是该类型矿床特征蚀变
。

汾岩铁矿床产于

深色蚀变带与浅色蚀变带之间
,

宁芜地区就

是根据这一特征标志
,

开展找矿评价工作并

取得良好效果
。

成矿 物质来源 根据硫 同 位 素 资

料
, 各 堪值一般为 编

,

说明金属硫

化物来 自地壳深部或上地慢
。

因此
,

在具有

深断裂成群分布的火山构造区 内可能成矿
。

矿床地表标志 同其它类型火山矿

床一样
,

在表生条件下
,

黄铁矿等金属硫化

物经过风化分解淋滤后
,

形成褐色
、

棕褐色

的铁帽和铁染岩石
,

通称 “火烧皮 ” 。

它是

矿床在表生风化条件下形成的贡要找矿标志

之一
。

综上所述 ,

火山成矿作用矿床及其特征

标志
,

取决于矿床的大地构造类型
。

在地壳

发展的不同阶段
,

都曾有过强度不一
、

性质

不同的火山活动和火山成矿作用
,

有海相火

山岩沉积热液矿床
,

也有陆相火山岩沉积热

液矿床
。

因而 出现了矿种相 同
,

而 成 矿方

式
、

成矿地质条件和矿床规模
、

形态
、

产状

等各异的矿床类型
,

在找矿评价和矿床勘探

工作中
,

必须注意识别这些矿床的大地构造

类型及其特征标志
,

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不

同大地构造类型火山矿床的本来面貌
,

充分

发挥地质理论对生产实践的指导作用
。

结 论

火山成矿作用是一种非常广泛而又十

分重要的成矿作用
,

它可以借助于火山活动

本身的力量和条件
,

直接从地壳的不同深度

解决成矿物质
、

成矿构造以及成矿所需的岩

性和物理化学等条件
。

这种成 矿 的 优 越条

件
,

是其它地质成矿作用所不能比拟的
。

因

此
,

它比较易于形成稳定的
,

品位较高的
,

规模较大的
,

埋藏较浅的黑色
、

有 色 和 稀

有
、

贵重金属矿床
。

。

火山活动不仅表现为地壳外部的火山

喷发活动
,

同时也表现在地壳内部的侵位活

动
。

火山成矿作用矿床和火山成岩作用岩体

都是在火山活动的相应发展阶段发生和形成

的
,

都属于同源
、

同类型
、

连续的和不可分

割的火山活动系列的产物
。

火山成矿作用矿床
,

无论是属于地槽

型
、

地台型或地洼型火山喷发沉积 或异地

沉积 改造矿床
,

都明显地受火山构造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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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岩相带及火山一沉积岩岩性
、

层位的控

制
。

在多数情况下 , 一个具有工业规模的

火山成矿作用矿床
,

是在火山活动的一个或

几个发展阶段
,

或不同性质成矿改造作用过

程才能完成
,

属于 “ 多矿种
、

多阶段 多类

型 ” 的复合矿床
。

但是
,

不同大地构造类

型的火山矿床
,

由于时间
、

空间和成矿地质

条件的不同
,

而具有不同的特征标志
。

近年来
,

对一些产在火山岩层或夹有

火山碎屑岩层的海相碳酸盐建造中的似沉积

而非沉积矿床
,

似热液而非热液矿床
,

即所

谓 “火山层控矿床 ” 或 “ 沉积改造矿床 ” 研

究表明
,

其中有很多是属于火山喷发异地沉

积矿床或异地沉积改造矿床
,

是远源火山活

动所形成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地台型或地槽型

火山成矿作用矿床
。

不同矿种或相同矿种的不同大地构造

类型火山成矿作用矿床
,

在我国不但有广泛

的分布
,

而且在一个地区 ,

甚至在一个矿床

又往往出现一种多构造
、

多阶段类型的 “ 复

合成因 ” 矿床
,

并具有十分重 要 的 找 矿前

景
。

在东北
、

华北
、

西北
、

北和华南的部

分地区
,

在加里东一海西古地槽褶皱带内
,

在海相碎屑岩
、

碳酸盐岩层夹富钠质火山变

质岩系中应特别注意寻找地槽型火山成矿作

用的黄铁矿型铜矿床
、

铁铜矿 床
、

铅 锌 矿

床
、

铬镍矿床以及斑岩型铜铝矿床等
。

在华

南
、

西南和华北
、

东北的部分地区
,

在具有

比较复杂构造层的地洼区 内
,

在地台型的陆

表海沉积凝灰岩相和碳酸盐岩建造 即沉积

盖层 中
,

应注意寻找层控黄铁
、

菱铁
、

铅

锌矿和铝土矿等矿床
。

在陆相火山岩一次火

山岩相带及其附近的围岩中应特别注意寻找

多构造
、

多阶段火山活动类 型 的 “复 合 成

因 ” 矿床
,

如斑岩
、

角砾岩型的铜钥矿床
、

钨锡矿床和铅锌矿床 , 夕卡岩 型 的 铁 铜矿

床
、

钨锡矿床以及扮岩铁矿床等等
。

关于岩相
、

古地理若千问题的探讨

湖南冶金地质二三六 队 罗灿辉

众所周知
,

沉积矿床是受成矿时代和层

位控制的
,

’

它们是找矿的一个前提
,

也是最

直观的条件
。

根据笔者对铁
、

锰
、

磷沉积矿

床找矿勘探的体验
,

矿床多赋存于一定的岩

相中
,

与沉积旋回有关
,

特别与当时的沉积

环境密切相关
,

即严格受岩相
、

古地理的控

制 当然总体上是受大地构造的制约
。

下面

以两个矿区为例
,

说明研究岩相
、

古地理的

重要性
。

一 某铁矿 位于江南古陆南缘
,

矿

体赋存于上泥盆统锡矿山组下部的灰绿色页

岩中
,

产状与围岩一致
。

由于当时地壳不甚

稳定
,

海水进退频繁
,

因而 出现了多个沉积

旋回
,

生成多层矿 一般为两层
,

并常有

分支复合现象
。

以第二层矿最稳定
,

矿层均

产于海侵层序中
。

铁矿分布于靠古陆边缘的海弯或凹陷海
盆的斜坡上

,

以及海盆的古岛中
。

由于在矿

层及其上下的钙质页岩中富含腕足类化石
,

可以推测当时的海水不太深
。

因其紧靠古陆

边缘
,

古陆为铁矿的形成提供了较丰富的物

源
。

根据矿石的结构
、

构造及其岩性组合
,

由陆向海方向可分为三个相带 ①含铁砂砾

岩相
,

②含铁砂岩
、

铁矿相
,

③页岩
、

含铁

灰岩相
。

只有第二个相带赋存工业矿体
。

上

述相带基本上与矿体走向一致
。

根据相变规

律布置工程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年即

已探明了一定数量的富矿 体
,

超 过 中型铁

矿
,

以后陆续有所扩大
。

二 某锰矿 位于江南古陆的南缘
,

属湘潭式锰矿床
。

曾经有几个地质队进行过

踏勘普查
,

先后做过一些轻型山地工作
,

都

因矿层薄
,

未进行深部评价
。

我们对矿区北

东段已揭露的地表露头进行了详细观察
,

认

为矿层底部黑色页岩厚度大
,

炭质成分高
,

黄铁矿较多
,

具备赋存锰矿层良好的岩性条

件
,

而且整个含矿系厚度大
,

韵律较完整
,

因此施工了一条剖面
。

结果初步证明
,

含矿

系厚度大
,

矿石质量较好
,

也摸到了海盆的

宽度
。

为了探索海盆的展布方向
,

我们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