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
。

于家堡子
、

拉拉厂
、

谢尔塔拉
、

白银厂
’

等属于第一组
,

大红山
、

刘山岩
、

英阳关等

属于第二组
。

前一组矿床在空间
、

时间上和成

因上均与古海底火山活动密切相关
,

矿床的

产出位置严格受古火山机构控制
,

口
‘

体呈透

镜状和似层状赋存在基性一酸性火山熔岩和

凝灰岩中
。

该组矿床主要是在火山喷气或火

山热液作用过程中形成的
,

属火山气热型矿

床
。

后一组矿床产于中基性一酸性凝灰岩
、

沉凝灰岩和凝仄质沉积岩中
,

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和脉状 ,

成矿物质来源虽然与古海底

火山活动有关
,

但矿化富集又主要受岩相古

地理
、

古气候和古构造等因素控制
。

因而在矿

床成因类型上属海相火山沉积矿床或后期热

液改造矿床
。

根据上述情况
,

我们可以判断

在黄铁矿 平均值大于 的这一组矿床

中
,

成矿过程的特点以及控制因素的差别
,

是 比的平均值及其均方差变化大的主

要原因
。

我们也可以利用黄铁矿 中 平

均值及其均方差数值特征
,

作为进一步划分

与古海底火山作用有关的铁铜矿床类型的重

要标志
。

值得注意的是
,

当原生火山气液型

矿床的成矿物质在后期地质作用下
,

被活化

转移
,

并在适宜的地质条件下再窗 ’
一

成矿时
,

其黄铁矿 弓、的 平均值及共均方斧都比

原生矿床黄铁矿 中的相应数值大大卜午低
。

如

意大利的南托 斯 卡 尼 地区的

黄铁矿有两类
,

第一类矿床是在 占生代海底

火山喷气过程中形成的块状黄铁矿矿床
,

第
二类矿床是在中上新世

,

由后期热液对前类

矿床的局部活化转移的基础上形成的
。

前者

平均值为 一
,

均方差
,

后者 平均值为
,

均 方 若刃

‘ 。

因此对后者不能划为火山沉 积
,

而

应属后期热液改造型矿床
。

我国刘山岩含铜

黄铁矿型铜矿床可能就属此种情况
。

页 岩 中 铅 锌 矿 床 的 成 因

目盈交根
、

沙利文
、

粗华兹帕斯和麦

克阿舞河等大型 页岩 中的层 控 一

一 一 矿床
, 以及世界许

多地区类似但较小的矿化
,

在成因方

面 已引起相当大的争论
。

这些 矿床墓

本上由碳质和钙质页岩 中 的 一

一 硫化物组成 , 并常与 和 的

硫酸盆有关
。

与火 山作用没有任何直

接的联系
,

但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可能

与火山岩或浅成岩接近
。

所有的矿床

完好地保存明显的沉积 特 征 ,

并与

容矿地层完全整合和互层
。

仅有沙利

文矿床的下面有明显的蚀变带
, 尽管

局部有裂隙的下盘 和有 限的上盘蚀变

现象并非罕见
。

在大多数矿床中有过

大是的生物活动
。

这一点 已为异养生

物化石
、

高含量 的有 机碳或 和 的

同位素比值研究所证实
。

这类矿床经 常被视为同生 矿床
,

至于它们是否由附近逸 散 到 断裂带

的流体
、

远缘 的 火 山喷气溶液或是

直接从海水中沉淀则还有争论
。

较大

的一派的意见认为 , 这类矿床是浅成

交代的
,

或亚加在同生一成岩黄铁矿

层之上的
。

无论是同生的还是后 成的

理论
,

在成矿流体的性质和成因方面

还有进一步的争论
。

提出了一些不 同

说法
, 比如海水

、

岩浆回流海水
、

建

造水和原生岩浆水等
。

巴德姆研究 这 种页岩 中

的层控铅锌矿床的地质
、

构造特征
,

探讨了其成因机翻 ,

并提出这种类型

矿床的棋式
。

他指出
,

与破组化合物

有关的建造水是 一 一 一
一 “ 潜在的矿液

。

这 种 水溶液在

埋藏期间变热
、

故度和盐度变高时通

过琳滤地层面获得其溶质
。

通常
,

这

种流体或者呈分散状鑫
,

或者形成碳

酸盐 中的次生 , 一 矿床
。

在 热流

较高和大地构造运 动活跃的地 区 ,

这

种流体就会从沉积柱休 ,

特别是同生

断层上方的沉积柱体中挤出来
。

如果

这种情况发生在海下 , 且变为静海环

境时
, 硫化物就会沉淀

。

如果这种滋

体被逐出的现象持续一段时间 , 如果

沉积的速率低
, 那么相当大且的硫化

物就会聚集起来
。

这样一 种机制用来

说明页岩 中铅锌矿床的形成
。

不德定

的
、

下沉的克拉 通地区 , 后弧盆地的

大陆边缘一侧
, 以及裂谷发育或火 山

活动强 烈的大陆边缘被认为是建造水

汽化和沉淀的适宜的大地构造环境
。

佘传份摘译 自《
, 。。 。 》

, 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