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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一岩浆的累进演化
”

效果决定的
。

无论是稀有钨锡岩浆矿床或伟晶岩矿床或

斑岩型矿床
,

其有利位置大体属岩浆构造活动带

的翼侧部位
、

收敛部位
、

远离岩浆房的上部等
。

这和岩浆须有足够的迁移分异过程有关
。

从专属性规律来看
,

区域内若以第 系列

为主应着重找斑岩型夕卡岩型矿床
。

若以第 系

列为主
,

应在 型岩带找稀有钨锡岩浆矿床 或

脉状矿床
,

型岩带找寻斑岩型或夕卡岩型钨钥

矿床
。

在碱性花岗岩区找
、 、

矿床
。

在华南地区
,

江南古陆以南
,

浙闽粤北下古

生代以前长期隆起区
,

应多注意
、乡找 型岩浆伴

生的斑岩或夕卡岩型脉型铁铜铅锌铂钨锡矿床
。

在上述隆起区包围中的赣
、

湘
、

桂沉降带
,

应多

注意和 型岩浆伴生的矿床
。

在浙
、

闽
、

粤东南沿海火山活动护司跃地区
,

利于斑岩型铁 铜 钥 钨 矿 床 的 形 成
,

但 和 内

地相比
,

其地壳较薄
,

挥发分易随火山活动而逃

逸 例如浙江境内萤石矿床遍布于火山岩地区

不利于形成 型岩浆伴生的稀有钨锡矿床
。

这类

矿床应多分布于更西部的褶皱带附近岩体出露相

对较稀踢哟地区
。

最后应指出
,

目前华南地区已发现的稀有 尤

其是担 矿床
,

粒小而贫
,

不能满足国家需要
。

要有所突破
,

除加强找矿外
,

更深入研究成岩成

矿演化过程的地球化学规律 是 十分重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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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有关岩浆成矿理论的学派较多 但在

论述矿床成因时多着眼于个别矿床
,

而与区域地

质条件结合不够
。

一些典型的模式也未能反映或

深刻地反映客观事实
。

鉴此
,

笔者提出花岗伟晶

岩脉生成过程的若干看法
,

以与同志们共同研讨
。

区域地质特点

对早期晶出的岩浆岩 的接触面平行
,

又 与相对

晚期侵入的花岗岩体接触面平行
,

并随此接触面

方向变化而变化
。

晚期花岗岩主要为块状
、

似斑

状构造
,

多呈面积不大的侵入体
。

这种片麻状构

造是岩浆岩在可塑状态下的 一 种形变
。

对贯入片

麻岩与混合岩贯入物质成分的研究表明 有些即

是花岗伟晶岩脉的物质组成
。

花岗伟晶岩脉发育区的主要地质特征是

同一侵入旋回的花岗岩 包括斜长花岗岩

中片麻状构造与块状构造同时并存
,

片麻状构造

花岗岩发育广泛
。

同一侵入旋回的花岗岩中不同期的花岗岩

体交相出现
,

分布较广
。

花岗伟晶岩脉群产出地区岩层变质程度相

对较深
。

局部地区混合岩
、

贯入片麻岩比较发育
。

断裂活动比较发育
。

同一侵入旋回中
,

早期晶出的花岗岩大部分

已片麻岩化
。

这种片麻岩化外貌表现较强烈
。

片

麻状构造组成的花纹主要有平行的条带
、

流线
、

流纹
、

回曲
、

涟漪等形状
。

片麻状构澎应常与区

域主构造方向
一

致
,

局部地段常与围岩 包括相

母岩和控矿构造

生成花岗伟晶岩脉必须具备母岩与构造两个

基本条件
。

花岗伟晶岩脉一 般距母岩较远 也有

距母岩较近甚至产于母岩之中者 。这时母岩即围

岩
。

母岩应具备的条件是

花岗伟晶岩脉的成分应与其有连续性和继

承性
。

母岩具可塑性变形
。

花岗伟晶岩脉产出位于自身母岩的上部或

侧上部
。

伟晶岩熔浆的浸入是外涨压力作用的

结果
。

藉助于同位素年龄测定确定母岩
。

与花岗伟 晶岩脉及其他岩浆矿床有关的构

造
,

诸如断裂活动带
、

接触带
、

层理
、

片理
、

口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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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裂隙
、

盖层
、

小侵入体
、

背斜
、

向斜等
,

哪

些与伟晶岩脉的生成有关
,

是极值得注意的
。

与

花岗伟晶岩脉有关的构造条件是

伟晶岩脉的空间分布与赋存总是以主要构

造为核心
,

或在其影响范围之内
。

次要构造中的花岗伟晶岩脉受主要构造支

配和影响
。

主要构造的形成 或复活 时间与花岗伟

晶岩脉同时
。

小侵入体构造和断裂是控制花岗伟晶岩脉产

出的主要构造
。

花岗伟晶岩脉的形成过程

花岗伟晶岩脉形成的全部过程包括 花岗

伟晶岩熔浆 以下简称残浆 的形成 切残浆的

集中 ③残浆侵入 少残浆晶出
。

这种伟晶岩脉是由花岗岩
、

斜长花岗岩等的

残浆经上升
、

侵入
、

集中
、

晶出而成
。

任何岩浆

在分异晶出过程中都会形成残浆 其是否形成岩

脉
,

则取决于
“

成脉作用
”

的有无
。

成脉作用

当花岗岩浆分异晶出到一定程度 部分岩浆

已晶出呈固相岩石
,

部分岩浆仍为熔融状态呈液

相
,

部分 岩浆 半 晶出 呈可塑状态 时
,

发生了

地壳运动
。

同 一地壳运动作用于不同状态的物体

上结果不同
〔。

作用于固相岩石时
,

当所受之 力大

于它能承受的限度时
,

固体发生破裂和错动
,

形

成裂隙和断裂活动
。

作用于熔融状态的岩浆时
,

易发生容器形体的改变
,

引起岩浆在一些地区上

升侵入
。

作用于半晶出可塑状态的岩浆 上
,

则使已

晶出和开始晶出的部分在可塑状态下发生变形
,

自身形成片麻化
,

同时使各处的
、

分散的
、

尚待

晶出的残浆因自身所具有的外涨压力与所受围限

压力间的平衡遭到破坏
,

产生了压力差
,

残浆在

压 力差下发生上升侵入
。

地壳运动所受之 力
,

由岩层变形
、

断裂活动
、

岩浆侵入等情况分析
,

并已由火山爆发
、

地震等

获得的资料证明是 种脉冲 动 式的

当花岗岩岩浆分异品出到 定阶段时发生了

地壳运动
,

引起熔融状态的岩浆再次上升侵入及

固相岩层的断裂活动
、

这时
,

不论前已有的裂隙

或新产生的裂隙
,

在新的作用力支配下发生活动
,

产生了压力差
,

使半晶出可塑状态岩浆中的残浆

在压力差下发生运动
,

向上沿着几条或多条活动

的断裂上升
、

浸入
、

集中
。

各处分散的
、

少量的

残浆沿着几条活动的断裂上升
,

这个过程也是残

浆的集中过程 逐渐集中的残浆在地壳运动过程

中借助自身所具有的外涨压力
,

逐渐扩张活动断

裂的空间
,

并上升
、

侵入
、

充填 地壳运动继续

着
,

岩浆和残浆陆续上升
、

浸入
‘ ·

旦地壳运动

停止
,

各种活动也相应停止 残浆便在新的
、

孤

立的环境中分异晶出而成花岗伟晶岩脉
。

这
一

过
程就是花岗伟晶岩脉成脉作用的全过程

。

花岗伟晶岩脉的生成主要与成脉作用有关
,

若在花岗岩岩浆分异晶出过 程中无成脉作用发

生
,

它便在正常情况下继续晶出而成花岗岩
。

这

种花岗岩相对含某种元素较富
,

有成脉作用时可

能形成含某种元素的矿体
。

由成脉作用过程可知
,

分散的残浆从脱离母

体开始即受构造作用的控制
。

构造作用使其发生

上升
、

侵入
、

集中
。

因而
,

花岗伟晶岩片彼空间产

出的位置
,

应是构造作用所控制的范围
。

它们 可

产 于围岩中
、

早期已晶出的岩浆岩或母体 ‘作为

它处残浆的围岩 中
。

实践表明
,

花岗伟晶岩脉的空间分布受小俊

入体构造和断裂构造的控制
卜

这两种构造各自的

控矿特征如下

一
、

小侵入体构造 所谓小佼入体 是指在

成脉作用时引起深部开始品出而仍属 熔融状态

的岩浆在局部地段 上升浸入相对较高部位的岩

体
。

它属 于深部岩浆顶部的 部分
。

因为它的浸

入引起 了顶部岩层的活动
,

为残浆的 升
、

仗入
、

集中创造 了构造条件
,

其四周常控制养
·

群脉体
。

这种构造作用 称为小仗入体构造 小仗入体构

造的面积 终备上述性质者 由几 ’平方米到数

平方公里
、

小侵入体构造控矿实例比比铃是
。

它是内生

矿床主要控矿构造之
·

,

常 见的形态有岩钟
、

似

覆舟状
、

岩墙
、

岩脉
、

宕鞍
、

岩枝等 受小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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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构造控制生成的岩脉或矿体在形态与空间分布

上常具下列特点

空间上 多产于小浸入体构造的内外接触

带中
。

脉体或矿体的形态主要受小浸入体构造在

形成过程中所引起的围岩裂隙形态的控制
,

多与

接触带的产状近似平行或略缓
,

有些呈陡缓交替
、

宽窄相间的阶梯状
、

串珠状等
。

脉体或矿体产出的多少
、

大小与小侵入体

构造的产状有关
。

缓处脉体较多
,

反之较少
。

产于接触带处的脉体或矿体
,

与小侵入体

无明显接触界线
,

多呈渐变过渡
。

若两者成分不

同时
,

亦可形成明显的接触界线
。

万 在同一小浸入体构造控制下形成的脉体群

都是在同一时间内形成的
。

有时因它们产出的空

间位置与围岩岩性不同
,

可形成不同类型的矿床
。

含矿 夕卡岩的形成并不是岩浆岩与灰岩或

大理岩接触的结果
,

是控矿的小浸入体构造
、

断

裂构造发生于灰岩或大理岩中
,

残浆与灰岩或大

理岩相互作用的结果
。

现以岩钟状小佼入体构造的形成过程为例
,

试就围岩的裂隙活动规律及残浆活动之间相互依

存的因果关系探讨如下 图 ,

图 所示花岗岩浆分异晶出正常情况下 一般

有三种
, 一为固体状态

,

发育有各组裂隙
一

几为液

体状态
,

系熔融状态岩浆 三为半晶出可塑状态的

岩浆
,

含有尚待晶出的残浆
。

图 示发生地壳运动

时水平脉冲式侧压力的作用 下《脉冲式侧压加强 ,

引起熔融状岩浆在相对有利地段上升
、

授入 使部

分水平脉冲侧压转换成垂直脉冲式作用力
。

由于

小侵入体毗邻处上升高度的差别 使围岩岩块受

扭矩作用而发生转动
,

沿已产生的 齐组裂隙或相

对脆弱处发生断裂并运动
。

这样便形成 了
·

系列

的暂态低压区与暂态高压区 同时使残浆所具有

的外涨压力与所受的围限压 力间的平衡遭到破

坏 在局部地区产生压 力差的情况下
,

残浆便涌向

暂态低压区
,

发生了上升侵入
。

图 示垂直的脉冲

式作用力处 于相对减弱过程时
,

岩浆的侵入活动

与围岩岩块的运动发生与图 相反方向 运动
,

形成另一系列暂态高压区 与暂态低压区
。

具外涨

压力并占 一定容积的残浆
,

不仅由暂态高压区涌

向暂态低压区逐渐上升
,

并使各处的
、

少量的
、

分

散的残浆向上移动授入
,

沿活动裂隙陆续浸入
,

在

运动过程中逐渐推开围岩而充填
。

图 示垂直脉

冲式作用力复处 于加强过程时 岩浆处 于 升凸

起状态下
,

围岩岩块发生 与图 相反方向的运动

谊新产生了 系列暂态高压区与暂态低压区
,

残

浆在暂态压力差下运动向上侵入
,

深部各处的
、

少

量
、

分散的残浆
,

沿相对少数的几条活动的裂隙上

升
、

侵入
。

这就是残浆的集中作用
。

在运动的条件

下 残浆借助 自身的容积和外涨压力逐渐推开两

侧的围岩而充填
。

图 示垂直脉冲式作用力处

减弱过程时
,

岩浆的活动与围岩岩块的运动同图

川相反
,

残浆逐渐陆续 上升
、

侵入
、

集中
。

在脉冲式

作用 力长时期的作用下
,

便形成 了如图 的情况
。

若后续残浆逐渐减少并继续上升
,

被推开的裂隙

在运动中随着外涨压力的减小而逐渐合并
。

因而

在岩浆与矿体的根部常 可见构造活动痕迹
。

如果

地壳运动 或成脉作用 一 旦停止
,

则岩浆活动 残

浆上升也随即停止 形成 了如图 所示的情况

花岗伟晶岩熔浆便在新的
、

孤立的环境中晶出而

成花岗伟晶岩脉
,

在成脉作用中
,

受小侵入体与围

岩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而发生可塑性变形
,

形成了

片麻化构造
,

这种片麻化对受力反应敏感
,

发生如

区域地质特点中所述的片麻状花岗岩
。

原熔融状的岩浆上升浸入形成小浸入体
。

啄

残浆沿裂隙上升
、

浸入
、

集中形成花岗伟品岩脉
,

及以岩钟状小侵入体构造为核心的花岗伟品岩脉

群
。

通常 把由
·

个控矿构造控制生成的 群花

岗伟晶岩脉称为
一

个花岗伟 精岩
“‘

岩田 ” 。

按照小侵入体构造的控矿睐理 综合我们的

实践可知

小浸入体与四周脉体
、

矿脉是构造关系

不是母子关系 它们赋存 于小浸入体构造形成时

所产生的断裂活动带内
。

小浸入体构造所产生的空间位置 以是深

成的
、

半深成的
、

浅成的
,

甚或超浅成的

小授入体构造形成中
,

不断将四周花岗伟

品岩熔浆集中到小浸入体接触带 上升高度愈大

集中的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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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体状态 口考或己昌出的岩簇者

曰‘ 一
十士
十 十

书‘出可鱿‘ 内含分胜的硬该

十

大 ⋯
液体状态 铸自状舍滚

丫
一 一 、 ,

十

甲

丁
、 、

土 ⋯
,

⋯士 ⋯ ⋯土

,‘产

,,产一
‘二

﹀

‘

,

价广尹
‘

二犬聋止 ,

勺
,

泛
卫 、

亡万亡今
兰 产

, 名离压这

态脚五试 声, 。

资
。

二
土 ⋯ ,

, 声 产
扣

尹
,

声 声 产 声

‘ 一

‘户 , 、

‘产

“
、、介军

犯犯一雌
一

至一一
中中 几二 竺 ⋯个个
⋯⋯ ⋯士二

‘

” 。
奋

’

“ ⋯汾 ⋯⋯
。。 ’ 。 。 。 ’ 。 ’ 。。

产

一二
产

碑 声
十

创卜

口奇 口奋

毕

确

加

一 一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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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断裂构造 岩脉和矿脉产 于断裂带 在

研究断裂构造控矿作用时
,

应注意断裂活动的时

间和空间
。

断裂构造按活动情况可分

单期活动断裂 万近期活动断裂

早期活动断裂

多期活动断裂 各期活动幅度不同

断裂构造控矿 与小侵入体构造纂本相同
。

残浆的上升
、

侵入
、

集中都发生在地壳运动引起

断裂活动之时
。

按断裂活动带中间构造岩的特征
,

可分为块状断裂活动带和片状断裂活动带两种主

要类型
。

块状断裂活动带 常见于块状构造的岩层内
,

如辉长岩
、

闪长岩
、

花岗岩
、

石英岩
、

块状灰岩
、

火

山岩等
,

有时在片状岩层内亦可见到
。

它的特点是

断裂活动带中的岩层以角砾状破碎为主
。

由这类

断裂控制的脉体或矿体形状主要为网状
、

树枝状

或似平行的数组脉体群
,

岩脉宽度由不足 毫米

至十余米 甚至数十米
。

这类断裂活动带形成的脉

体或矿体以网脉状为主
,

亦有似平行的脉体群
。

片状断裂活动带 主要发育于片状
、

薄层状
、

层状等岩层中
,

亦可见于块状及厚层状岩层中

层间断层较常见 沿片理发育的断裂构造情况复

杂
, 一些岩层的片理就是片状断裂活动带的标志

这类断裂活动带的特征是其间的构造岩为片状破

碎
。

由它控制形成的脉体或矿体多为似板状
、

透

镜状 长数十厘米至数公里
,

宽数厘米至数十米
,

呈单脉或脉体群产出
,

脉体群常与片理
、

断裂活

动带及区域主要构造线方向一致
。

亦有少数充填

于其他方向的裂隙内
。

它的控矿原理如图 所示
。

图 为断裂活动带尚未形成或活动前的情况
。

图 为地壳运动发生时
,

断裂带受脉冲式作用

力 压力
、

张力或剪切力 两侧岩块发生相对 上

下
、

水平或斜向 运动 作用力加强
,

片状岩层

主要表现为片理化 与层理
一

致或斜交 和沿片

理面错动
。

在运动过程中因岩层物理性质
、

片理

发育程度及摩擦阻力等的差异
,

使一些片理发生

小褶皱 产生压力差 形成 一系列暂态高压区与

暂态低压区 深部的残浆在地壳运动过程中平衡

遭到破坏
,

在压力差中发生上升
、

浸入
。

图 示

脉冲式作用力处
几

减弱过程时
,

断裂带两侧的岩

断裂构造
‘ 片 状 岩 层 的 形成

‘

活动
,

与其 所控制 岩脉间的相 介 关 系 解析图

暂 态低 压区 暂 态高月、区

块运动方向与图 方向相反 形成另 系列的暂

态高压区与暂态低压区
,

这时残浆 如 暂态高压

区涌向暂态低压区 残浆陆续 二升
、

佼入
、

集中

图 示脉冲式作用力再度加强讨 断裂带两侧岩

块的运动和残浆的授入
。

断裂活动带经过脉冲式

作用力加强
、

减弱
、

再加强
、

再减弱 这样多次

加强
、

多次减弱便形成 厂如图 所示的脉体群

由断裂活动构造控制形成的花岗伟品岩脉群

及其他类型的岩脉群
,

迪常 具备下列特点

各种类 刑岩脉或矿脉均产
二

断裂活动带

内
,

距母宕较近
「气

岩脉或矿脉熔浆的松入和形成是在断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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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形成和运动之际
。

岩脉或矿脉熔浆上升进入到一个封顶的构

造中 背斜轴部
、

盖层 时
,

便在这些部位聚集
、

产出
。

花岗伟晶岩脉的晶出过程

这里仅据我们的实践就岩脉的晶出过程作一

些补充

花岗伟晶岩田中
,

每条岩脉的熔浆是成分
、

数量各不相同残浆的混合体
。

因而同一岩田中花

岗伟晶岩脉的大小
、

物质组分及含矿情况也各不

相同
。

组成花岗伟晶岩脉的熔浆
,

是花岗岩岩浆

晶出到一定程嘟寸白勺全部残浆
,

因此 一种母岩只

能形成一种类型的矿脉 一个典型的花岗伟晶岩

脉
,

具有花岗伟晶期的典型矿物
,

也具有气成一

热液
、

热液期的典型矿物
。

组成各花岗伟晶岩脉的原始熔浆组分不

同
,

各在一孤立的
、

封闭的环境中晶出
,

仅可与

围岩发生作用
。

固有元素的晶出
,

与产出环境及

地球化学条件有关
。

花岗伟晶岩脉的特点是岩脉熔浆在一定物

理
、

化学条件下晶出的反映
。

已发现的花岗伟晶

岩脉矿物共生结构带的情况归纳如下表

成成矿期期 矿物共生结构带名称称

花花花 混粒 不等粒 结构带带

岗岗岗 长英结构带带

伟伟伟 粗粒花岗结构带带

晶晶晶 文象结构带带

期期期 变文象结构带带

小小小小小小块休结构带 粒径 一

气气气 块体微斜长石带 粒径

成成成 钠长石一石 英一铿辉石 带带

—
钠长石 糖粒状

、

薄片状
、

叶片状 带

——热热热 云 英岩带带

液液液 多色电气石带带

期期期 萤石带带

铿铿铿云母带带

热热热 后期徽斜长石带带
液液液 块体石 英带带
期期期期

由于组成花岗伟晶岩脉的原始熔浆
、

围岩及

晶出环境不同
,

不是每条花岗伟晶岩脉都具备上

述各矿物共生结构带
,

而是根据自身的条件晶出

几个或多个矿物共生结构带
。

再次成脉作用

当花岗伟晶岩熔浆晶出但尚未全部晶出前
,

发生的成脉作用
,

称为再次成脉作用
。

再次成脉

作用不仅发生在花岗伟晶岩田中
,

其他类型矿床

中也常发现
。

再次成脉作用使花岗伟晶岩脉生成其后期岩

脉
,

这种后期岩脉产出的情况是

在原花岗伟晶岩脉上侧围岩中产出另一独

立的
、

后期花岗伟晶岩脉
。

在原花岗伟晶岩脉及其围岩中产出许多小

的二 脉状或细脉状的
、

后期花岗伟晶岩脉或花岗

伟晶岩脉的一 个或几个矿物共生结构带
。

在原花岗伟晶岩脉内交错产出另一组花岗

伟晶岩脉
,

有些又可侵入到围岩中去
。

原花岗伟晶岩脉破碎角砾化 被后期岩脉

网穿插或胶结
。

再次成脉作用对于花岗伟晶岩肋位口同成脉作

用对花岗岩的原理是一样的
,

不过前者发生的范

围较小
。

花岗伟晶岩熔浆在再次成脉作用时通常具有

下列三种状态 固态 多为早期已晶出的各矿物

共生结构带
、

半晶出可塑状态 多为中期晶出

或正晶出的矿物共生结构带
、

熔融状态 尚未

晶出的花岗伟晶岩熔浆
。

再次成脉作用作用在

上述三种不同状态物体上时反应不同
。

它使固体

状态的各矿物共生丝占构带产生断裂活动
,

使半晶

出可塑状态的矿物共生结构带发生可塑性流动与

变形 花岗伟晶岩脉中一些矿物共生结构带具有

流状构造
,

白云母片平行排列
,

石英
、

钠长石具

定向波状消光等
,

使尚未晶出的熔浆再度侵入
,

形成以原花岗伟晶岩脉为母岩的另一新的花岗伟

晶岩脉 有些仅某一晚期结构带 、 稍琪为子脉

以区别于支脉
。

后者是同期残浆在同一成脉作用

中形成的岩脉分枝
,

前者是原残浆分异晶出后所

剩余的残浆在再次成脉作用中再度侵入的部分
。

母体与子脉在矿物共生结构带和含稀有元素

方面均有差别
。

从残浆晶出顺序看 子脉的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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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共生结构带正是母体尾后缺失的部分
。

子脉在

花岗伟晶岩田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

但并非必然的

现象
。

子脉的生成与否不取决于花岗伟晶岩熔浆

及含挥发份物质的多少
,

而在于有无再次成脉作

用的发生及其时间
、

空间关系
。

再次成脉作用必然会反映到正在晶出的小侵

入体中
,

产生以小侵入体为母岩的另一组岩脉 小

侵入体中有部分岩体具片麻化特征
,

岩体内因熔

融状岩浆的上升侵入形成穿插
、

过 渡等接触特征
。

在再次成脉作用后仍可有三
、

四次或多次成

脉作用
。

总之
,

在熔浆未全部晶出前的地壳运动

就会引起这种作用
,

在成份上的后继连续性是 鉴

别它们的主要特征
。

区域地质特征与花岗伟晶岩脉形成的关系

花岗伟晶岩脉的母岩是半晶出可塑状态的岩

浆
,

它的残浆因成脉作用使之上升
、

侵入
、

集中

形成花岗伟晶岩脉
。

成脉作用使剩余部分发生可

塑性变形 或称片麻化
。

一个地区如无可塑性

变形的花岗岩
,

说明该区未发生成脉作用 成脉

作用发生得较早时
,

形成早期的或花岗岩的岩脉

成脉作用发生得较晚时
,

形成花岗伟晶期后各种

类型岩脉
。

因此花岗岩的可塑性变形与花岗伟晶

岩脉的形成互为因果
。

花岗伟晶岩脉产于断裂活动带内
,

一般产出

比较密集
,

动力兼热力更加深了岩脉发育地区岩

层的变质作用
。

混合岩与贯入片麻岩是成脉作用时岩浆或残

浆沿片岩片理分散侵入 贯入 的结果
。

这种情

况是片状岩层在成脉作用过程中发生的 一种常见

情况
,

但并非必然出现
。

一个花岗伟晶岩田分布区内 有许多岩田

研究这些岩田发现它们都是同时形成的
。

结 语

由花岗伟晶岩脉或矿脉的生成过程可知
,

它们均以控矿构造为核心成群成组地分布
,

形成

岩田
,

在找矿中应注意小授入体构造
、

断裂构造

及这两种构造共同存在的地区
。

小浸入体构造控矿 ,丁分下列三种情况 一

是岩脉或矿脉均产 于外接触带 二是岩脉或矿脉

部分发育在外接触带 部分发育在内接触带 三

是岩脉与矿脉的熔浆在小侵入体形成时汇集在小

浸入体内形成位于小浸入体外壳的矿体 其晶出

受花岗岩影响 , 。

研究断裂活动带的控矿作用
,

应 首先区分

断裂带的时间
、

空间关系 控矿断裂一般因变质

作用与币结晶作用将断裂活动带的标志愈合 了
。

根据野外实践 遇到 下列地质现象时
,

石如迸一步

研究
,

以肯定断裂活动带存在与否 岩层透镜化

带
,

蚀变的角砾带一摩擦砾岩一糜棱罕川犷
,

千糜

岩或岩层强 片理化带
,

各种热液蚀变带 网状岩

脉
、

细脉
、

微脉发育带 混合岩
、

贯入片麻岩带
,

破碎带
,

岩层中的褪色
、

碳化
、

铁化带
,

侵入体与

围岩接触带
,

数个岩体或小佼入体的带状分布带

岩层产状紊乱带
,

岩层产状或片理突变处
,

岩层发

生褶皱与断裂时的岩层层间与片岩片理间等

围岩 与脉体 或矿脉的关系
‘

场犷幸脉
、

矿

脉的熔浆在浸入或晶出过程中与围岩直接接触
,

围岩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影响
、

改造着残浆
,

影响若

脉体的形态
、

规模
、

产状等 影响着矿床类型 有

些矿体产
几

灰岩或人理岩中形成夕 卜华佘型矿床
二

各种围岩蚀变都是围岩化学特性 与残浆作用的结

果
。

花岗伟晶岩脉可产 各类围宕中

弥勒山铜钻矿床中的钻矿物及成矿控制

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队 杨兴裕

弥勒山矿区过去都以勘探和开采铜矿 为主
,

伴生钻的斌存情况不明
。

队在勘探铜矿的同时

勘探钻矿
,

对钻赋存状态基本查清
,

达中型规模
。

地质概述

一
、

地层 矿区地层简单
,

均属侏 岁系
,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