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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变较强
,

往往形成一个很大的蚀变带
。

如 号剖

面 孔
, 二 矿体厚 一 米

。

又如 号剖

面 , 孔
,

矿体厚 〔,米
,

如象

斯米尔诺夫所指出的
“

围岩蚀变带往往随含矿体

规模的增大而扩大
。 ”

蚀变的强弱主要与裂隙活

动的频繁程度有关
,

常呈正比
。

四
、

区域分布的控制 铜钻的区域分布与大

地构造位置关系密切
,

其相对富集的区域
,

主要

在地台与地槽交界地带
,

而另一部分集中在地槽

内部
。

矿区位于永平中生代凹陷带与澜沧江变质

带的接触带上
,

在这接触带的砂
、

泥岩中别朱罗

系红层
,

矿化带的范围广泛
,

断续出露达 公里

左右
,

呈 日七西方向分布
,

寻找铜钻矿床有远景
,

同时滇西准地槽区是多旋回的地壳运动
,

矿液沿

断裂的多次复活
,

以及与之多次成矿
,

故使铜钻

矿床不断地富化和复杂化
,

特别是水泄矿区的铜

钻矿床
,

矿化比厂街范围更大
,

远景更有希望
。

如像 克鲁托夫说的
’‘

矿区的矿化范围越

大
,

矿化的种类越多
,

则该区的远景也就越大
” 。

语

弥勒山大多数的矿体成盲矿体产出
,

地表

出礴零星
。

矿床除 曰 与 矿体外
,

一般矿体

小
,

厚度不大
,

但品位富
,

矿体成群分布
,

达中

型规模 若周围矿点进一步工作 是有可能达到

大型规模的
。

矿床严格受构造
、

蚀变等因素所控制
,

有

明显的规律可 浮
,

但各种成矿条件在矿床形成过

程中是密切联系
,

相互配合的
。

对热液矿床而言
,

矿液是成矿的内因
,

构造在形成矿床时起主导作

用
,

而蚀变和岩性在成矿过程中也起 着重要控制

作用
。

本区除铜
、

钻具有工业价 直外
,

其他砷
、

银
、

硫
、

秘价值较大
,

已计算了储量
。

这些伴生

元素呈类质同像赋存 于各种铜
、

钻硫化物
,

硫砷

化物以及黄铁矿中
,

因此有价使的伴生元素和铜
、

钻元素均成正相关关系

钻是一个典型分散元素
,

它在黄铜矿
、

砷

黝铜矿中相对富集
,

应该弓起重视
。

今后在加强

伴生钻勘探的同时
,

必须进一 步研究钻的赋存状

态
。

笔者认为弥勒山及水泄地区伴生的钻矿床
,

完全有条件提升为主要有用元素的地位
,

这样就

大大提高了矿床的经济价值
。

主要参考文献

「川 「 克鲁托 夫
,

钻矿床 中国工业 出版社

二 」古季码
、

克件托 夫 , 钻 地 质出版社

康滇古陆北段几类金矿特征及成矿机理

四 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二队 庞贵熙

康滇古陆是我国铁
、

铜
、

铅
、

锌
、

镍
、

锡等

矿产的重要产地之一 。

近年来
,

该区先后发现中

型金矿床 处
,

小型 处
,

矿 化 点 处
,

金

异常数十处
。

本文着重讨论区内几种成因类型金

矿的地质和异常特征
,

以及成矿控制因素和成矿

机理
,

以供参考
。

地质简况

康滇古陆位 于我国南北地洼区之川滇地洼系

中
。

区内地层具明显的三彩占构 华底地层是元

古代会理群粉砂质一泥质夹火山岩
、

碳酸盐岩建

造 地槽产物 盖层由晚元古代至古生代碳酸

盐岩夹碎码岩
、

火山岩建造 《地台产物
,

以及

中
、

新生代陆相含煤磨拉式碎码建造 地洼产物

组成

本区构造 卜分复杂 华底构造轴向近 于东西
,

伴有北东
、

北西向次级构造 盖层构造以南北向

为主
,

高角度的深大断裂纵贯全区 图
。

它

们既是区内各种岩浆侵入的通道
,

也是矿液运储

的空间
。

区内岩浆岩种类繁多
,

由超从性
、

从性
、

中

性到酸性岩
,

由浸入岩到喷出岩均有分布
。

普宁

期岩浆岩是典型的地槽产物 早期为从性
,

晚期

为酸性岩浆的大规模侵入和喷出
,

形成各种华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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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岩
、

沉积变质岩

花阅岩

钾长花肉粉

闪长岩

正长者

娜长合

娜姆台

超荃性岩

扭江润英安台
、

安山岩
、

涟纹者

晋宁晚期变质流纹岩
、

流纹斑岩

二迭纪玄武岩
、

灰台

金矿床

全 化 〕点

分徽渡 盒禅常

次生 金异常

河流 , 砂全异常

断裂带及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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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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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石石

目目几几几口口口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后斗坏认 只只「「

八八阵阵辛马欣
,

飞飞
二二‘‘

‘‘‘

卜卜二 共爬目目

喜喜薰攀彝彝
胃胃晕鉴看看到, 尸

声‘ 于‘门门匕夕赶己兰兰
眨眨

’

扮 —一 , 声‘一滚滚

戈戈三三

‘‘ 竺 飞飞

奎熟
田田

限限输库至至攀攀攀
犷犷「俘兰一 月月

雏雏日日羊三三三三扫扫扫
舀舀舀 众二目目竺竺 些知 , 月月月

璧璧鬓至线藻绛绛
“ 少 奋

比比书不 二 云 月月
尸尸卜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月‘‘
了了 月月
乏乏

‘

毛 」 玉 一

切 小金河断裂带

②金河 一补河断裂带

⑧ 枝花断裂带

龙江一昔格达断裂带

。脚盘山一龙语 晰 裂带

⑥ 安宁河断理带

⑦ 燕水河断裂带

⑧ 杆断裂带

⑧ 杨合伍一因民断 裂带

析民乡一黑水河断理带

四 开一交际网断裂带

普 一巧家断 裂带

健勺 甘沼断裂带

石一断裂带

图 康淇地轴北段金矿
、

金 异常 分布田

中性及酸性侵入岩和喷出岩
。

地台阶段的岩浆活 入和同化作用的发生
,

形成面积较大的花岗岩和

动
,

主要在
‘

余动期 ”
华力西晚期 出现大规模基 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等中性一中酸性杂岩体
。

性岩浆的 浸入和喷溢
,

形成与钒钦磁铁矿
、

硫 随着构造层
、

岩浆岩种类的不同
,

金矿床

化铜镍矿床等有关的基性
、

超基性岩体
,

以及面 化 类型也不同 地槽阶段形成的金矿主要是

积达数千平方公里的玄武岩
。

地洼阶段 、印支期
、

沉积 污热液型
,

其次是石英脉型 地台阶段金矿

燕山期 的岩浆活动表现为酸性岩浆的大规模佼 化较弱
,

主要形成硫化矿床中的伴生金矿化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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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阶段形成石英脉型和火山岩型金矿床
。

金矿床 化 特征

现将上述各类金矿床 化 特征简介如下

一 沉积一热液型金矿 金矿 化 点产

于元古代会理群通安组含碳砂泥质板岩
、

千枚岩

中
,

位于碎屑岩与碳酸盐岩的过渡带上
。

金矿化

与铜矿化带关系密切
。

金属矿物主要是黄铜矿
、

黄铁矿
,

其次是斑铜矿
、

辉铜矿
、

自然金等
。

原

生晕金异常含金量在 一 之间
,

个 别

地段可达
。

元素组合较简单
,

主要是
,

, ,

其次是
, , 、 ,

无明

显异常出现 图 一 , 。

当矿化体附近有岩体侵入时
,

金产生明显富

集
,

形成工业矿体
,

含金量可达巧 一 丫 ,

高者

达 对
。

围岩产生强烈蚀变 硅化
、

黄铁矿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等
。

矿 化 体上
, , ,

出现清晰的
“

负
”
异常

。

在矿 化 体两侧围

岩中
,

出现范围较大的正异常 图 一 。

二 石英脉型金矿 分布最广
。

具工业意

义者
,

目前仅发现 处 一处产于古生代泥盆系

碳酸盐岩中 小型
,

一处产于燕山期钾长花岗

岩 八量 中 小型
。

与金共生的金属矿物除黄

铁矿外
,

通常还有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等
。

这

类金矿的元素组合较复杂
,

有
, , , ,

, , , , , , ,

括

号内为次要元素
,

下同 等
。

在金矿 化 体上
,

, ,

呈
“

负
, ,

异常出现 图 一 。

三 火山岩型金矿 指产于基性火山岩中

的石英脉型金矿
,

因其围岩特殊
,

故独归一类
。

以茶铺子金矿 中型 为例
,

简介如下

茶铺子金矿产于三迭纪基性火山岩及碳酸盐

岩层中
。

火山岩大多已变质成绿片岩 由辉石
、

斜长石
、

绿泥石
、

阳起石等组成
。

绿片岩中有

燕山期花岗岩体分布
。

金矿体产于北东和北北东

向两组断裂的破碎带中
。

金属矿物有黝铜矿
、

黄

铜矿
、

斑铜矿
、

黄铁矿
、

方铅矿
、

自然金等
。

脉

石矿物主要是石英和白云石
。

围岩蚀变有钠长石

化
、

碳酸盐化
、

黄铁矿化和绢云母化等
。

此类金

矿
,

我队未做化探工作
,

但从下表及共生矿物唯且

合特征资料判断
,

其元素组合应有
, , ,

弓
, , , , , ,

等
。

茶幼子金矿岩石 中徽最元 素含 表

据刘作帮

岩岩石名称称 元 素平均含最 《竹
。。

绿绿片岩岩
。 ,, 翻 ,, 心,, 通户户 〔 , ,,

白白云石
、、

《 幻幻 《 川川 吸奋奋 ‘ 吸

碳碳酸 盐盐 日 叹 《,, 吸刀刀 户户

黄黄铁胡胡 〕 胭
。

吸 ,, 《

英英 岩岩

酸酸性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四 岩桨熔离型金矿化 目前尚未发现成

型的金矿床
,

仅在古生代 华力西期 基性
、

超

基性岩体的硫化铜镍矿床 化 中发现了几处微

弱的金矿化
。

金属矿物有黄铜矿
、

黄铁矿
、

镍黄

铁矿
、

磁铁矿等
。

金的赋存状态尚未查清
。

元素

组合通常为
, , , , , ,

等
。

值

得指出的是
, ,

在金矿化体上呈正异常出现
,

这是该类金矿化的明显特征之一 图
一 。

金的成矿控制因素

区内金矿主要受层位
、

构造
、

岩浆岩控制
。

一 层位和岩性控制

以沉积一热液型金矿最为明显
。

这类金矿严

格受会理群通安组的含碳硅质板岩
、

千枚岩层控

制
。

区内 的金矿 化 点和金异常分布在该

层位
。

火山岩型金矿主要受火山岩及其附近的碳

酸盐岩层控制
。

石英脉型金矿受层位和岩性控制

不够明显
,

就其成型金矿床来看
,

主要分布在碳

酸盐岩和燕山期花岗岩中

二 构造控制

控矿构造 区内已 发现的岩金矿床
、

矿

化 点以及各类金异常
,

几乎都分布在安宁河

南北向大断裂带的西侧及东西向因民一杨合伍大

断裂的北侧
。

其中
,

几组断裂复合交接部位
,

金

矿 化 点和金异常尤为密集
,

如 安宁河和石

棉大断裂的复合处
,

是石棉金矿带 小金河
、

金

河一青河
、

磨盘山一龙帚山三大断裂的尖灭端附

近
,

是冕宁金矿带 磨盘山一龙帝山和安宁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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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与因民一杨合伍大断裂的交汇处
,

是会理金

矿带等 见图
。

储矿构造 区内次级摺皱和断裂是金富集

成矿的有利部位
,

尤其是背斜 轴部 附 近
,

如铜

厂顶背斜
、

小青山背斜
、

耗牛山背斜等 在其轴

部附近
,

均有金矿 化 点或矿床分布
。

在各类

金矿床 化 中
,

金矿 化 体主要赋存在各种

小断裂和破碎带中
。

三 岩桨岩控制

如前所述
,

本区与金矿化有关的岩浆岩主要

有晋宁期
、

华力西期
、

印支一燕山期
。

金矿成矿机理探讨

一 沉积一热液型金矿 这类金矿的金质

来源
,

目前公认有二种 一种来源于古陆壳
,

一

种来源于古火山
。

金矿的形成大致经历二个阶段

矿源层形成阶段及后期改造富集成矿阶段
。

元古代早期
,

康滇古陆处于地槽沉降阶段
,

从古陆壳随水流带来以及由海底火山喷发
、

喷气

作用带来的金
,

一部分以自然金微粒形式随碎屑

物沉积
,

一部分呈 」’一 、

〕
一 、

〔 〕
一

等络合物形式存在于海水中
。

后者在弱碱性环境中随海水迁移
。

当 值发生

变化 由弱碱性变为弱酸性环境 有 ’、

等还

原剂存在时
,

金便发生还原反应
一 ‘

一
十 一

析出自然金
,

或由于碳质
、

泥质等的吸附
,

使金

发生沉淀
,

从而形成含金较富的初始矿源层
。

矿源层形成后
,

本区地壳继续沉降
,

上面堆

积了巨厚的沉积物
,

由于静压力和地热作用
,

使

沉积物逐渐脱水
,

固结成岩
。

在地植末期造山运动中
,

由于地槽回返
,

并

伴有大量的岩浆侵入和喷出活动
,

使区内地层普

遍发生褶皱
、

断裂和变质
。

在区域变质过程中
,

岩石中的结构水
、

裂隙水
、

孔隙水
、

吸附水等被

释放出来
,

形成变质热液
。

这些热液在沿层或穿

层流动中
,

把围岩中的氯化物 海相地层富氯

等分解出来 形成热卤水
。

当热卤水流经矿源层

时
,

其中的金开始
“

活化
” ,

形成 〕
、

【 〕
一

等氯络合物
,

并随热卤水迁移
,

当遇

到碳酸盐岩层时
,

由于 值的变化和 ’‘

等还

原剂的作用
,

使金以自然金形式赋存在黄铁矿等

矿物晶体中
,

形成晶隙金
、

裂隙金
、

包裹体金等
。

构造作用促使金进一步富集
,

尤其是褶皱轴部附

近
,

由于该处属拉伸带和低压带
,

使含金热卤水

集中
,

形成复杂的富矿体
。

岩浆侵入所带来的热

源和含金热液
,

使金进一步富化
。

二 石英脉型和火山岩型金矿 二类金

矿
,

金质主要来自地台阶段
“

余动期
”

形成的葵

性侵入岩和喷出岩
。

依据有

二迭纪基性侵入岩分布广泛 其中普遍含

少量金 个别岩体的硫化铜镍矿床 化 中有金

矿化存在 局部地段基性侵入体附近的碳酸盐岩

层中
,

有石英脉型金矿床产出
。

茶铺子金矿直接产于基性火山岩中
,

由基

性火山岩变质而成的绿片岩
,

含 达 一

忽
。

二迭纪玄武岩的铜矿化带内
,

有成片的弱

金异常 含 一 侣 分布
。

古生代末期
,

本区地台开始
“

活化
” 。

安宁

河等深大断裂重新活动
,

含金较富的基性岩浆沿

断裂带上升
,

形成各种基性
、

超基性岩体以及大

面积的基性喷出岩 —二迭纪玄武岩
。

岩浆中的金
,

大多以自然金微粒形式分散在造岩矿物一辉石
、

角闪石的晶体间或裂隙中
,

少部分以自由离子或

络合物等形式
,

与硫化物一起
,

形成含金铜镍矿

床 化 或含金硫化物矿床 化
。

这类矿床 化

一般含金低
,

不能形成独立金矿床
。

中生代时
,

古陆区进入地洼阶段
。

酸性岩浆

沿安宁河断裂带大规模侵入
、

形成面积近千平方

公里的花岗岩
,

并同化二迭纪幕性侵入岩
、

喷出

岩
、

碳酸盐岩层等
,

形成范围较大的中性一中酸性

杂岩 —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等
。

由于酸性岩浆在

侵入过程中
,

带来了大量的挥发分和热液
,

加之

岩浆在同化围岩过程中
,

氯化物及碳酸盐岩层等

的分解
,

更增加挥发分和热液的浓度及酸度
,

致

使金从基性岩及基性火山岩中大量被带出
,

以含

金络合物等形式
,

沿断裂破碎带向上及两侧迁移
。

当含金热液迁移到几组断裂相交部位时
,

由于该

处属开放系统
,

温度
、

压力大为降低
,

力比不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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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流体中的矿质以一定的空间间隔相对浓集
,

在

流体趋于变成静侧田寸
,

矿质的分布
,

保存了原来

流体阶段的间隔周期性
,

在此基础上结晶沉淀
,

形成当今我们在野外能观察到的以一定间距出现

的
“

砂包
” 。

同一条矿脉
,

在工业矿化区间内
,

特别是钨的富矿带中
,

钨品位的变化总趋势一般

与脉幅成正比
,

可能与湍流的拟序结构有关
。

脉

幅大
,

说明流场宽广
,

小涡旋有足够的时间混合

成大涡旋
。

在这个混合的过程中
,

小涡旋在将其能

皿传递给大涡旋的同时
,

也将其矿质不断地传给

大涡旋
。

所以
,

在同条矿脉中
,

脉幅较大的区段
,

一般品位较富
,

富矿带与脉体最厚带基本吻合
。

最后还有必要强调指出
,

湍流在自然界中普

追存在
,

可以肯定
,

它也存在于热液充填型矿床

的成矿过程中
。

湍流理论是研究物质运动状态的

科学
,

把湍流理论应用于研究矿床的物质分布
,

也必将取得新的进展
。

不过湍流理论还有许多没

有攻克的堡垒
,

成矿过程的许多问题还不清楚
,

有待深入研究
。

本文在成文过程中
,

得到许多野外地质工作

者提供宝贵资料 冶金部南岭钨矿专题组的同志

给予了帮助
、

指导
,

在此 一 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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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热液在此相遇
,

促使 和 等沉淀
,

形成石英脉型或火山岩型金矿床
。

特别当围岩是

破酸盐岩层时
,

更有利于金交代富集成矿
。

几
,

点认识

一 区内金的成矿时代
,

主要是中生代
,

其次是元古代和古生代
。

二 沉积一热液型金矿
,

金质主要来自元

古代含碳砂泥质板岩
、

千枚岩等海相沉积地层

—即矿源层
。

区域变质作用
,

因变质轻微
,

对

金的富集成矿作用不大
。

后期岩浆侵入活动
,

是

促使金富集成矿的主要因素之一
。

三 石英脉型和火山岩型金矿
,

成矿物质

主要来自二迭纪基性侵入岩和喷出岩
。

四 区内岩金矿的产出
,

严格受层位 岩

性 构造
、

岩浆岩控制
,

三者缺一不可
。

五 可用于寻找上述三种类型金矿的化探

指示元素有

沉积一热液型金矿
, , , , ,

, , 。

石英脉型金矿
, 。 , , , , ,

, , , , ,

等
。

火山岩型金矿
, , , , , ,

, , , ,

等
。

六 利用
,

原生晕异常特征
,

大致可

判断金矿化成因类型 金矿 化 体上
,

若
,

无明显正
、 “

负
”

异常出现
,

说明是沉积型或

沉积变质型金矿化 若出现正异常
,

是岩浆熔离

型金矿化 若出现
“

负
”
异常

,

可能是石英脉型

或沉积一热液型等与热液成因有关的金矿床或金

矿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