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
“

两 次 成 矿 说

云南省地质局

《地质与勘探 》 年 第 期刊登 了戴问天的
“ 两 次成矿说 —若干金属矿床 与石 油矿床的相似

性
”

一 文 以 下 简称
“

两次成矿说 ,’
,

该 文认为
“

所

有矿床可 分为 两 大类
,

即一 次生成的 单成的 和

两次 生成的 复成的
。 ” · ·

⋯并建议
“

复成矿床按

成矿物质来源的 不同分为两类
。

一类成矿物质来源

于一 定的沉积岩层
、

变质岩层和火山 岩层
, ‘

矿胚
’

呈层状
,

有一 定的地层层位 另一类成矿物质来源

于一 定的 火成岩体
, ‘

矿胚
’

不 呈 层状
,

没有一 定的

地层层位
,

但具有一 定的时代意义
。

前者
‘

矿胚
’

称矿源层
,

后者称矿源岩
。 ”

⋯⋯这
“

两类矿床分别

称之为层控矿床和岩控矿床
。 ” “ 两次成矿说

”

提出

的时矿床的分类意见和有关层拉矿床控矿条件 问题

的一些看法
,

笔者认为有些是可 以接受的
。

但也有
一些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

现就层控矿床 复成矿床

的控矿条件问题以及与矿床成因有关的几个问题
,

提出来与戴问 天同志共同讨论
。

一
、

关于岩性在层控矿床中的控矿意义问题
“

两次成矿说
”

正确的指 出
, “

层控矿床的基本特

征是在一定 区域内有一定地层层位
。 ”

并认为
“

我国

华北奥陶系地层 中的
‘

夕卡岩型
’

铁矿
、

长江 中下

游三迭 系地层 中
‘

夕卡岩型
’

铁铜矿
、

贵州和湘西

寒武系地层 中的汞矿
,

就是明显的例证
。 ”

《两次成

矿说 》在肯定地最控矿的 同时
,

另一 方面 又否 定岩

性时矿床的控制意义
,

并
“ 以 华北

‘

夕卡岩型
’

铁

矿为例
,

在邯郸曾总结 出含 较高的 白云质灰岩

易被交代的规律
,

在莱芜则是厚层质纯灰岩时成矿

有利
,

与它互层的 白云 岩
、

白云质灰岩反而成为不

利的岩层 了
。 ”

由止以导出结论
, “

这些矿床是由地层

而不是由岩性控制的
。 ”

笔者认为
,

把地层与岩性分

割开来讨论矿床的控矿条件是欠妥 当的
。

事实上
,

地层层位与岩性
,

不论在时间上
,

还是在 空间上都

是有联系的
。

上面所说的长江 中下游一带的夕卡岩

型谁力的矿床主要产于三迭纪地层 中
,

这一地层在云

南也是重要控矿层位
,

驰名 中外的个旧锡矿 就是

产于 中三迭世的个旧 灰岩 中 我国南方的 另一控矿

层位是泥盆 系
,

南方几省产于其中的 大
、

中型矿床

星 罗棋布 最近几年在淇中地区普查勘探的一些菱

铁矿床
,

也受地层层位控制
,

它们 大都产于 元古代

昆阳 群大龙 口 组中
。

这里列举的三个控矿层位
,

尽

管其时代各不 相同
,

但它们在地层剖面 上就岩性来

钟建廷

讲有一个共同特点 下部是砂岩 或砂砾岩
,

往上

递 变为泥岩和破酸盐岩石
,

矿床一般赋存在破酸盐

岩石 的 中下部
。

可见
,

这些矿床不仅受地层层位牲

制
,

也受岩性控制
。

层位与岩性是密切联系
,

不可

分割的
。

“

两次成矿说
”

正确地指 出 产于华北奥陶纪

地层 中的铁矿
,

这一层位至 苏北
、

淮北一带下移至

下 奥陶统和上寒武统中
。

控矿层位 自南至北
,

由低

升高
,

本文还可以 列举另一 实例 在两 广和湖南一

带的 多金属矿床
,

丸都产于泥盆系中
,

往北至长江

中下游的郑东
、

皖南以及枯北一带的铁铜矿床
,

上

移至 中石 炭世黄龙灰岩的底部
。

控矿层位 自南至北有规律的上升
,

可解释为海

水 自南而 北入侵
,

海侵范围首先发生在低纬度的南

方
,

然后发展到纬度较高的北方
,

时间上南北虽然

存有差异
,

空间上 海进程序上 却是相 习的 —都

位于海进程序的 中下部
,

应可视为同一控矿层位看

待
。

不仅控矿层位没有变
,

控矿岩性也没有变 —矿床都赋存在碎屑岩之上的碳酸盐岩石 的 中下部
。

致于同一控矿层位在 甲地含 较高的 白云质灰岩

和白云岩时成 矿有利
,

而在 乙地则是质地较纯的石

灰岩时成矿有利
,

含 较高的白云岩和白云质灰

岩反而成 了不 利的岩层
。

这种现象不足以说明岩性

时矿床不起控制作用
,

只能认为岩性时矿床的拉制

规律是相对的
。

两地矿床都产于碳酸盐岩石 中是总

的规律 在甲地与白云岩有关
,

在 乙地与石 灰岩关

系更密切
,

是局部现象
。

事实上
,

即使是对成矿有

利的碳酸盐岩石
,

其所 以 时成矿有利
,

除 了它本身

有利于矿液充填交代外
,

同时也是与其下部通常有
一 套相叶隔水的细碎屑岩的存在有关

,

如果没有下

部的细碎屑岩
,

发生在上部碳酸盐岩石 中的成矿作

用
,

就成了无水之源 详见下 文
,

谈不 上付成矿有
利

。

研究岩性对矿 床的控制
,

既要看到 占
、

上的岩性
,

更要注意分析整个剖面 自下而 上的岩性序列及其相

互之间的关系
。

二
、

关于构造对层控矿床的控矿愈义问题
“
两次成矿说

”

认为
,

我国
“

现在金属矿地质工作
的形势

,

⋯⋯就是时局部控矿条件研究得多
,

时区

域成矿 背景注意得少
。

和石 油地质 中出现过的
‘

有

构造无油
’

或
‘

有油不流
’

的情况类似
,

许多地方

具备局部控矿条件
,

却没有矿或矿化不好
。

为了争



取金属矿地质工作的主动权
,

当前极雷处理好战略

性
、

战役性与战术性找矿 问题的关系
。 ”

笔者认为
,

手找某些金属矿床
,

研究沉积盆地和矿 源层 固然重

要
,

研究控矿构造也具有同等重要意义
,

更不能认

为研究控矿构造不具战略意义
。

随着地质找矿工作的深入开展
,

复合构造对矿

床的控制
,

已被越来越多的地质工作者所认识
,

特

别是大
、

中型矿床很少例外地都是坐落在两个或两

个以上构造体系的交叉复合区
。

例如
,

南岭东西向

构造带自羚
、

桂进入云南后
,

在淇东南地区位于北

纬
。

附近
,

有一个明显的东西向构造带
,

在这一

构造带上的大
、

中型矿床屡见不鲜
,

这些矿床 自东
而西 包括 在广南有木利锑矿

,

在丘北有洗马塘汞

矿
,

在弥勒有幕阳铅锌矿
,

在新平
、

峨山有鲁奎山

铁矿
、

化念铁矿和大红山铁矿
。

这些矿床都是产于

东西向构造与其它构造体系的交叉 复合区
。

据笔者

的研究
,

复合构造区成矿期构造是晚期构造 详见

下丈
,

由于南岭东西向构造发生在中生代以 来的燕

山运动
,

在地史上是比较晚的
,

上面列举的位于淇

东南北纬
。

附近一联串的大
、

中型矿床
,

基本上

都是东西向构造发生时形成的
,

因此
,

在区城上沿

粉晚期构造线找矿具有战略意义
,

正如沿 着南岭东
西向构造带寻找某些金属矿床具有战略意义一样

。

实际上
,

不仅我国目前最大的钨矿位于南岭东西向

构造带上
,

云南的个旧拐矿
、

东川钥矿以及兰坪铅

锌矿等特大型矿床
,

也都位于南岭东西 向构造体系

与其它构造体系的复合区
。

诚然
, “

许 多地方其备

局部控矿条件
,

却没有矿或矿化不好
。 ”

这种现象也

是可以理解的
,

因为工业矿体的形成是多因素的综

合体
,

正如有控矿层位 或矿源层 的地方不一定

到处都有工业矿体一样
。

如果因为具备局部控矿构

造
,

不 见矿化或矿化不好
,

或者因为有控矿层位的

地方
,

不见工业矿体存在
,

就放松控矿构造或控矿

层位的研究
,

无异是因咬废食
。

三
、

关于层控矿床成因问颐的探讨
“

两次成

矿说
”

认为
,

两次生成的矿床
,

第一次生成矿源层
,

第二次在矿源层的基拙上通过改造富集形成工业矿

体
。

关健是通过什 么途径改造富集的 特别是某些

远离火成岩体的矿床成矿作用又是如何
“

发动
”

起

来的
“ 两次成矿说

”
已提出一些设想

,

有些是很

有落劫及力的
。

下面就此谈谈笔者拙见
。

大童的资料说明
,

层控矿床既有一 定地层层

位
,

工业矿体又受构造控制
。

这就意味着分散于矿

源层中的矿质是经历 了溶解
、

运移和沉淀过程的
。

考虑到控矿构造往往与工业矿体同步响合
、

两位一

体这一事实
,

下 面从研究拉矿构造入手
,

进一步探

讨矿床成因
。

据笔者时云 南奢奎山 菱铁矿床东西向构造与南

北向构造复合关系的研究
,

复合构造区的控矿构造

型式是复式入字型构造
,

这种复式入字型构造的发

生与发展过程可概括为 早期形成南北向构造 晚

期东西向构造变加其上
,

这时
,

一方面形 成东西向

构造
,

另一方面早期形成的南北向压性断裂由于应

力场的改变
,

向张扭性转化
,

并牵引断层两侧早期

形成的褶皱在薄层状泥质灰岩和薄层状灰岩的接触

带产生层间裂陈构成分支构造
,

由于主干 断裂的持
续扭动

,

其侧旁派生的层间 裂隙进一步发展为层间

剥离
。

控矿入字型构造则告形成
。

可 以设想
,

断层在扭动过程中
,

由于岩层的挤

压和断裂带裂隙面磨擦的 巨大动力
,

不可避免的要

转化为热能
,

并将地下水加热成热水或热气
,

由此

产生热时流
,

发展为地下热水的时流循环
。

如果主

干断裂切 了矿源层
,

在强 大的扭应 力和热力作用

下
,

分散于矿源层 中的矿质转入溶液形成含矿热水

若在卤素的参与下
,

更加快溶解过程
。

含矿热水

通过主干断裂上升在压力差的影响下
,

被输送到主

干断裂侧旁的层间剥 离 —容矿构 造 中
,

形 成矿

床
。

却下 矿 的热水
,

在热时流作用下
,

向 深 部 循

环
,

再次溶解矿源层 中的矿质
,

开始 新的输矿 循

环
。

在这一成矿过程中
,

主干 断裂是造热
、

驱矿和

导矿构造
,

主干断裂侧 旁派生的层间剥 离 或裂隙

剥离 是容矿构造
。

整个成矿过程扰如一 邵联动

的机器
,

驱动这部机器运转的动力
,

就是扭动的主

干断裂
,

它即造热
、

驱矿和导矿
,

又在其侧 旁提供

容矿构造
,

主干断裂的扭动一旦停顿
,

成矿 作用也

就终止 钟建廷
, 。

可 见
,

控矿入字型构造与

产于其中的护体基本上是同时 或略有先后 发生

和发展起来的
。

由于这种控矿入字型构造 走在两期

或两期以上的构造活动 中演 变而 来的 笔者称其为

复式入字型构造
。

按照上述成矿观点
,

复合构造区成矿期构造是

晚期构造
。

换言之
, 只 有一 个构 造体 系展布的地

区
,

一般很难形成工业矿体
,

更难形成大矿 有两

个构造体系展布的复合构造 区
,

可能有一 个成矿

期 若有几个构造体系展布的复合构造区
,

可能有
一 个成矿期

。

不 同时期
、

不 同方向的构造体系

叠加现象愈频繁
,

成矿期愈多
,

时成矿愈有利 愈

是晚期构造
,

成矿的可能性愈大
。

因此
,

在区域上

应沿着晚期构造线找矿就不难理解了
。

当主干断裂切割早期裂隙
,

则形成 裂隙 剥离
。

容矿 构

造都是在早期雏 型构造的 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

邪



顺便提一下
,

扭断裂真的能造热吗 据研究
,

我国地下热水的 分布规律
,

严格受地质构造控制
,

特别是与晚近期具有活动性的新华夏系
、

歹字型体

系以及山 字型等扭动构造体 系的断裂构造形影相随

安可 士等
, 。

据统计
,

我国大约有 处以

上的温泉点
,

棋布于这类构造上
,

约 占我国总温泉

的
。

根据黄楚樵 对云 南会泽地区赋存

于破酸盐地层中的铅锌矿所作包裹体测温说明
,

其

形成的温度 范围在 一 ℃
,

由断裂向两侧 变

低
。

最近几年在昆明地区发现的地下热水
,

也受南

北向张扭性断裂控制
。

大量资料说明
,

扭断裂与地

下热水关系密切
。

结 束 语

层控矿床在地层剖面上的岩性特点是 下部

通常是一 套碎屑岩
,

上部是破酸盐岩石
,

工业矿体
一般斌存在破酸岩石 的 中下部

。

下部碎屑岩 特别

是细碎屑岩 具隔 水性
,

上部碳酸岩石 是含水岩

层
,

两套含水性不 同的接触带有利于地下 水活动
,

为成矿作用提供水源
。

层控矿床成矿物质来自矿源层
,

矿源层 中可

能初步富集了某种成矿元素
,

但更主要的是分散于

矿源层 中的物质能否被
“

解放
,,

出来转入溶液
。

正

如
“ 两次成矿说

”

所指 出的
“

物质的玻璃状态 如

火山玻璃
、

成混合物状态 如碎屑沉积
,

各组份之

间没有化学平衡关系
。

这些岩石在扭应力和热 力驱

动下
,

容易晶化
,

在其结晶过程中
,

不 易进入晶格

的某些金属 元素则转入溶液形成矿液
,

所以在许多

情况下
,

碎屑宕和火山 岩 通常是层控矿床的矿源

层
,

为成矿作用扮洲共矿源
。

复合构造 区其所 以 时成矿有矛
,

是因 为那里

发育着牲矿 复式入字型构造
。

其中 主干断 裂是造

热导矿断裂
,

为成矿 作 用提供 热 源 和矿 液上 升通

道 主干断裂侧 旁派 生的层间剥 离 或裂隙剥 离、

为成矿作用提供容矿 空间
。

层控矿床工业矿体的形成是异地改造富集的

控矿层位可分为矿源层和储矿层两部分
。

其中 矿

源层层位稍低
,

在许多情况下 由碎庸岩和火山岩组

成 储矿层层位稍高
,

常由破酸盐岩石 组成
,

也是

热卤水 卤素的来源

产于厚层状灰岩和厚层状白云岩中的矿体
,

大都呈不规则脉状
,

状
、

串珠状产出
,

形 态复杂
,

不 易勘探 产于薄层状泥质灰岩和薄层状灰岩接触

带 或两种岩性突变带 的矿床
,

一般顺层发育
,

形态比较规则
,

多呈似层状和层间透镜体产出
,

容

易勘探
。

这种现象可解释为 厚层状灰岩和厚层状

白云岩层理不发育
,

岩性单一 在扭应 力牵引下
,

多产生节理 裂隙
,

不 易形成层间剥离
,

矿液只能沿

节理 裂隙活动 难于集中
,

矿体形态复杂
、

分散

薄层状泥质灰岩与薄层状灰岩接触带 或两种岩性

突变带
,

由于岩性差异大以及层理发育
,

在扭应力

牵引下
,

不易产生节理 裂隙
,

却容易形 成层 间剥

离
,

矿液易于集中
,

常形成顺层发育的大型矿床
。

可见
,

岩性时矿床的拉制是不容忽视的
。

以上
,

是笔者对层控矿床有关控矿条件和矿床

成因问题的初步看法
,

也是阅读
“ 两次成矿说

”
‘

的

粗浅体会
,

由于水平有限
,

错误难免
,

欢迎戴问天

同志及其他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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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据笔者对件乍山趁铁矿床的研究 成矿铁 质 来自 卜部

的 从犷 火一一石宁 六

一、 加、
一 、 户、 一、 ‘ , 、口 、甲 、声

上接第 页 物学中心测试系统
,

地球化学数

据处理系统等
,

是实现
、

加强纂础工作的组织保

证
。

笔者根据 年冶金地质化探学术讨 仑会和

全国勘查地球化学学术讨论会
,

在讨论过 程中涉

及的一些 句题
,

加以综合和系统化写成此 文
,

日

的在于进 一步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

促进化

探工作的发展
。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
、

错误难免
,

敬希读者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