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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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掌握的资料编制了含矿系等厚线图
。

一般

说
,

含矿系的厚度基本上可以反映沉积前古

基底的起伏情况
。

通过含矿系等厚线图的编

制
,

认为海盆呈北北西一南南东向展布
,

与

矿体走向基本一致
。

因而与第一条剖面相距
。 米又布置了一条线

,

同样获得了较好的

效果
。

与此同时
,

我们通过填图和相分析
,

将整个矿区划分为三个岩相带
, 而矿休则与

含锰炭质页岩相紧密伴生 参 看 该 矿 区岩

相
、

古地理示意图
。

’

卜毛裹巍成知布扇人 不万娜井其 久公 ⋯
、

、

于傀 打 如 界线

禽锰碳泥质六川
困国团娜探摘

含矿系等厚线

见矿钻孔

矿体露头线

书亨姚弓 几旧下 冬

碳泥 玉岩相

、 , 。应二亚〕含矿 宕系 ” 绷雌
含、叔质翔 巨口 , 呱

多 , 国外虽有资料报道
,

但阐述比较原则
,

具体工作时仍感无所适从
。

笔者根据工作休

会和遇到的问题
,

试对岩相
、

古地理研究的

具体作法提些参考性意见
,

意在抛砖引玉
。

岩相
、

古地理图的编制步骤

岩相
、

古地理研究以区测普查工作中所

获得的大量资料为基础
,

一般步骤如下

正确地选择地质时距 即地层段落

一般应选择地质时距很短
,

并与矿床有成因

联系的地层进行编制
,

这样易于发现沉积矿

产与海侵的关系
,

也有利于查明矿产的层位

和分布
。

收集区测剖面资料 选择有代表性的

剖面进行现场检查
,

着重对岩 石 学
、

矿 物

学
、

古生物学等标志
,

碎屑岩的粒度
、

分选

程度
、

结构
、

构造特征
,

接触关系
,

剖面的

总厚度及各分层厚度进行校核 , 同时还应当

对岩层的各种颜色及沉积韵律给以充分的注

意
。

以前的研究中对上述内容有不同程度的

忽视
,

常给编图造成困难
。

因此
,

有必要在

编图前有重点的选择几条剖面调查
。

确定编图 层位的上下界 根据已收集

的剖面选定标志层或不整合面作为编图的上

界或下界
。

如编制湖南早震旦世锰矿莲沱期

的岩相
、

古地理图
,

其上界的南沱冰债层
,

在湖南境内分布广泛
,

只要有早震旦世地层

展布之处
,

无不存在
,

且与下伏含矿系的接触

关系十分清楚 属假整合或整合过渡关系
,

是完全可以作为上界的标志层使用的
。

其下

界 莲沱砂岩与板溪群的接界 关系不很清

楚
,

这就需要通过岩性柱状对比来确定
。

又

如编晚泥盆世宁乡式铁矿锡矿山组的岩相
、

古地理图时
,

其上界和下界均属整合关系
,

可借助岩性予以区分
。

确定比例尺和底图 编图比例尺目前

尚无统一规定
,

主要应取决于原有底图的比

例尺
,

编图的 目的
,

占有实际资料的 多少和

剖面点分布的均匀性
,

编图时距 内地层
、

构

造
、

古生物的研究程度及岩相变 化 程 度 而

定
。

一般以预测沉积矿产为 目的的岩相
、

古

地理图
,

其比例尺多采用 万 。

万
。

如果在一个矿区以指导钻探施工为目的

的岩相
、

古地理图
,

也可考虑 万
,

甚

至更大
。

底图上除保留主要城镇及图名外
,

口回口囚口硼

,

某锰矿区岩相
、

古地理示意图

往北由于水库阻隔
,

构造复杂
,

停止施

工 往南岩相变为粉砂质泥质岩相
,

岩屑比

值显著增高
,

推测可能 已接近 海 底 隆 起边

缘
,

故未布置工程
。

通过计算
,

这个局限海

盆的储量已达到一个中型锰矿的标准
。

以上两个具体实例说明
,

对沉积矿床进

行岩相
、

古地理研究
,

对于指导找矿
,

减少

工程有现实意义
。

遗憾的是
,

我们以前大都沿用传统就矿

找矿的方法
,

因而对这方面的 资 料 积 累不



其他要素均可省略
。

同时要上好剖面点的位

置
,

并须填绘编制岩相
、

古地理的全部原始

资料 包括剖面总厚度
、

含矿系厚度以及能

反映沉积环境的有关岩石学
、

矿物学
、

构造

等标志
。

岩相图的具体编制

岩相图是编制古地理图的重 要 基 础 图

件
,

因此岩相图编制的正确与否
,

直接影响

到古地理图的质量
。

岩相图的编 制 方 法 很

多
,

常用的有岩性组合法
、

岩性百分比法
,

现分别简述于后
。 一

’

岩性组合法 主要是反映岩石类型的

组合特征及其在空间上的分布和变化情况
。

做图方法是用剖面中以何种岩性为主来划分

相区
,

用各种线条表示沉积物的岩性成分 ,

如各类岩石交错互层时
,

应尽量算 出其数量

比
。

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编图简单
,

能反

映矿体形成和岩相的关系 , 缺 点 是 精度较

差
,

缺乏
“

量 ” 的概念
,

不能反映岩性的细

微变化
。

岩性百分比法 采用百分比三角图解

法
,

将地层定量地区分为若干有一定特征的

岩相区
。

将编图单位内所有岩性不管其在剖

面中的位置如何
,

均汇总组成三大岩类
,

用

以说明所选岩性组分厚度与剖面总厚度的比

率关系
。

在编制三角图解以前
,

尚须进行一
些辅助性的工作

,

这些辅助性的工作是

选定端元
。

这是该种岩相图设计的一

个重要部分
,

必须使其在岩相分析中发挥重

要作用
。

一般是将碳酸盐岩做为一个端元
,

泥

质岩做为一个端元
,

碎屑岩做为一个端元
。

如果在剖面中见到其他岩类
,

则可考虑与哪

个端元有成因上的联系
,

并 人 该 端 元中
。

如在早震旦世碳酸锰矿床的剖面中常可见到

硅质岩
,

偶尔又可见铁矿层
,

则可将其并人

碳酸盐岩中
。

有时由于风化剥蚀
,

使剖面出

露不完整 , 而根据风化物的成分及上下岩性

尚难确定为何种岩石时
,

尚需根据相邻剖面

进行柱状对比来确定
。

总之
,

端元选定的正

确与否和岩类归并是否合理
,

直接影响到岩

相图的质量
。

当然岩相图质量的优劣
,

还要

看是否有利于缩小找矿范围
。

根据所选端元
,

在剖面中计算各个分

层在剖面总厚度中所占的百分比
。

绘制等边三角图
,

其边长按占有实际

剖面点的多少而定
,

根据所计算的百分比
,

在三角图上标点
。

标点完毕
,

即可在三角图 土 划 分 相
区

。

相区划分既要根据岩石命名的原则
,

也

要力求使岩石类型的分级能清晰地反映岩性

成分最特征的变化 , 既不要过于繁杂
,

也幕
便于查明研究地区的沉积史

。

之后即可进人编图阶段
。

连线时必须根

据岩性变化具连续性和过渡性的原理
,

‘

因此
只有同岩相三角图上相邻区对应的岩相带

,

在岩相图上方可相邻
,

如果不相邻
,

尚须推
测一个过渡岩相带

。

必须指出 单个岩相带
也并不一定要与三角图上所有同它交界的岩

才目带相连接
。

采用这种方法编制的岩相图
, 主要优点

是比较科学
,

建立了
“

量 ” 的概念
,

特别是

能反映岩性某些细微的变化
,

现在苏联和美
国正在推广这种作图方法

。

古地理图的编制

有些资料介绍
,

古地理图和岩相图合并
一张编制

,

统称为岩相
一

古地理图
。

当编图单

位内的实际资料不多
,

岩相变化不大
,

精度

要求也不高时
,

当然可 以考虑合并 , 反之也

可以分别编制 使图面更清晰易读
,

本文推
荐还是以分别编制为宜

。

编图前
,

应将编图单位中各个剖面所进

行相分析的各种成因标志
,

制 成 醒 目 的图

例
,

填绘在各个剖面点 的相应位置上 ,
同时

参照邻省古海盆的情况确定海侵方向
。

接着

进行古地理单元的圈定
。

圈定时要严格以同

比例尺的岩相图为基础
,

结合考虑编图单位

内的古构造 , 运 用地形继承性的原理 , 即采

取由较老地层至较年轻地层的编图顺序
。

运

用这一原理
,

将有助于圈定隆起区 陆原物

质的补给区 及沉降区 剥蚀物堆积区
。

现就古地理单元的圈定原则提些参考性的意

见
。

古陆的识别 科绪 ,区测资料
,

如果缺

失编图时期的海相地层
,

一般可作为识另 古

陆的直接标志
,

但还不能绝对肯定某个时期

即为古陆
。

因为有两种可能
,

一是 当时确实

没有沉积 , 二是沉积后被剥蚀掉了
,

这须结

合相分析进行过细的研究
。

主要应从以下几

方面考虑

所研究的地层单位有炸
、

陆过渡相



和陆相的完整岩相系列
,

即可确定其古陆的

界线
。

所研究的地层单位的沉积尖灭点
,

可指示古陆所在点
,

连续找到这样几个点
,

可以圈定古陆的范围
。

碎屑岩的粒级
、

颗粒形状在一般情

况下
,

也可做为圈定古陆的参考
。

即愈近
一

占

陆颗粒愈粗
、

浑圆度也愈差 , 远离古陆
,

则

相反
。

在泥质岩或碳酸盐岩的地层中
,

砂
岩和砂砾岩增多的方向

,

可提供圈定古陆的

参考
。

具体做法可采用岩屑比值来确定
。

一

般是近古陆或海底隆起边缘
,

岩屑比值高
,

而远离 占陆或海底隆起边缘则岩屑比值低
。

根据侵蚀面及假整合的关系判断
。

以上各点可 以综台考虑
,

一般有

点吻合即可比较准确地确定古陆的位置
。

只

有古陆的位置圈定得比较准确
,

才能为其他

古地理单元的圈定奠定基础
。

古陆位置既经

确定
,

即可对其近围的碎屑物采用相分析的

方法
,

确定陆源物质的搬运方向
。

。

古海岸线的恢复 只有确定了古海岸

线
,

才能较易地确定古海盆的位置
。

由于后

期的侵蚀作用
,

古海岸的特 征 很 难 保存下

来
,

因此要注意研究沉积物
。

如果沉积物大

部分是砾岩
,

砾石通过分 选 , 可 具 定向排

列
。

一般说砾石的长轴与海岸线平行
,

因而

可指示海岸线的所在
。

如果沉积物是泥砂质

为主
,

分选性好
,

又无基底式胶结物
,

也可

指示古海岸线的存在 , 如果沉积物是粉砂或

粘土
,

层面可见到千裂
、

雨痕
、

生物遗迹或

遗体
,

生物遗休的长轴
,

可指示古海岸线的

存在
。

这些现象
,

不一定都可见到
,

为了确

定得更准确一点
,

还可根据岩层等厚线的递
,

减趋势
,

采用外推法
,

推到岩层沉积厚度为

米时
,

可做为古海岸线
。

滨海环境的识别 在岩性上反映为砂

岩
、

贞岩
,

并以页岩为主
,

砂岩分选性差 ,

含 长石
,

颗拉具梭角
,

代表近 陆 沉 积的特
征

。

在构造上可见条带状层理挤有时也可见
到交错层理和韵律构造

。 。

宁乡式铁矿多赋存
于这个环境巾

。 ’

,
,

浅海环境的识别 浅海按其大小
、

深
度的不同 , 可分为正常浅海带

、

开阔浅海带
和浅海中的局限平静海盆三种

。

当然还可分
、

丫
‘ · 「

出许多亚相
。

因与铁
、

锰矿床关系不大
,

故

不做详细划分
。

当确定某些沉积物为浅海成

因之后
,

进一步判明浅海的哪
一

部分时
,

可

根据岩石学
、

矿物学
、

古生物学结合构造特

征予以区分
。

但是单纯用一种标志
,

是很难

将这几种环境截然分开的
。

正常浅海带 在岩相区反映 勺刀己质
岩

,

可见绿泥石
、

有机碳和黄铁矿
,

一

,

丁见条

带状构造或水平层理构造
。

召 开阔浅海带 反映以 卜物化学沉积

为主
,

’

在岩性上主要为灰岩
、

白云质灰
一

冷
、

、

硅质岩
二

等
。

浅海中局限平静海盆 比眠生产实

践得知这种环境与早震旦世的碳酸锰矿床的

赋存富集关系至为密切
。

州自价与冶金地

质研究所季金法同志等在某锰矿区 首次发现

碳酸锰矿石中有超微蓝藻化石
,

并相继在同

类型的锰矿中也都发现此类化 石
,

根 据 现

代藻类的生活习性推测
,

古蓝藻类应 二活在

气侯湿热
、

水体较浅的环境
。

在 击性 巨以页

岩为主
,

有时可见含锰灰岩及硅质岩
。

由于

环境封闭
,

黄铁矿及有机碳校多
,

说明是在

缺氧的还原条件下
,

方可形成和保存下来
。

从构造上看
,

微细水平层理及互层状沟造发
,

反映水动力平脸
。

因此从岩石学
、

矿物
、

古生物
、

构造 等可以区别这个特定的环
。

盆地的大小
、

可控制矿床的规模
。

河湖相环境的识别 在岩相上反映为

育华境

厚层状碎屑物
, 以砂岩

、

粗砂岩为主
,

粗砂

岩中富含长石
。

童豪富认为
,

理想的湖相型

式是石
‘

外部为滨岸砾石带
,

中间为砂质带
,

内部为砂泥质带
,

中心为泥
,

可做为识别日’

借鉴
。

岩相
、

古地理研究是一坝 吸塑 占环境的

工作 ,
、

只有在细致地编好艳材目图的基础 仁来

恢复古地理景观
,

才是客观的
。

对从 厂沉积

矿床的普查找矿的地质工作者 来 说
,

加 强

铁
、

,

锰成矿期的岩相
、

占地理研充
,

探讨成
矿规律

,

以便发现更多的隐伏价体 查具有现

实意义的
。

扮 关

笔者水平有限
,

不女于 月吴之处
,

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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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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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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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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