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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在
‘“

我国大陆中东部墓吸地层成份分

区与 金属成矿分区” ’
一文的琴础上

,

进一步讨

论金属矿床的成矿物质来源
。

我们认为
,

金属矿床

的成矿物质有两大来源 一是来自上地慢及地壳

深部
,

称为第一成矿物质来源 二是来自硅铝层

下部及有 关部分
,

称 为第二成矿物质来源 本文

现就硅铝层基底形成后 特别是中生代以来所形

成的许多铜
、

钨
、

钥
、

金
、

铅锌和锑等币要矿床
,

其成矿物质主要来自硅创层下部及有关部分的问

题进行探讨
。

在找矿难度增大的情况下
,

要使找矿勘探投

资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就

是要加强成矿规律的研究
。

例如
,

全属矿产的分

布有明显的分区性
,

有的地区找铝矿
、

金矿
、

铅

锌矿等矿产有前景
,

而找铜矿并未收到较好的效

果 同样是燕山期花岗岩发育的地区
,

有的钨矿 发

存
,

有的钥矿发育 凡此种种
,

对研究找矿方向无

疑是 币要的 为此 我们钟进行过 多方面的研究

在近几年的 工作中认识到 硅铝层 下部岩层
,

即理

深人约 一 入 公甩上
一

卜
‘

部位的岩层 金属元素含

量的 旅别是造成上述现象的 卜要啄因 ” 人

体 以这样说 硅铝层从底岩层及其中的同生

矿产
,

其成岩
、

成矿物质 、, 能 二要是来自 地帆

并与原始地壳从其旱期改造产物有 关
,

石 铝层

基底形成后 特别是中生代以来产生的 人吊金属

矿床
,

其中相当多数的矿床 成矿物 亦
‘

能 卜要

来自硅铝层下部及有关部分 即硅铝层从底及有

关部分
。

认识成矿物质来源这
一

币人转变 探

索第二成矿物质来源的成矿规律
,

对研究找矿 方

句 揭示区域地球化学场的成 月 成矿 专属性的

成因 以及地壳中出现 多种多样的矿种 类巧的

原因
,

均有谊要怠 义
。

由 ’成矿物质来源涉及的

矿种
、

类塑很多 涉及的 问题共宽
,

限 ’篇幅

本义仅就某此内生金属矿床成矿物质来源问题进

行探 水

一
、

硅铝层下部及有关部分有利于产生多种

与成矿有关的地质作用
。

硅铝层基底岩层形成后
,

地球的演化分异到

达 厂一个更高级的阶段
。

因此
,

基底岩层具有许

多币要特点 出现 了多种从底岩层类塑
,

不同岩

层类型的分布有明显的分区性
’ ,

但在同种岩

层类型分布的范围内
,

岩性较简单
,

变化较稳定
,

从地壳岩石中元素 , 均含量来看
,

不同琴底岩层

中含鱿较高的金属元素和元素组合就各不相同
,

从而造成 了硅铝层下部金属元素的分区 同时
,

琴底岩层厚度巨人
,

,’见厚常在 公里以 上 而

且不同类型的摹底岩层分布范围 ” ,

一般在五
、

六万平方公里左右
,

有时可达三
、

四 十万
一

平方公

里
‘ ”

。

由上所述 , ’以石出 在硅铝层 下部 存

在着各具不同特点
、

规模巨人
、

可称为一级的深

部地球化学场 在成矿区从底岩层 中
,

成矿余属

元素的含量
,

比地壳同类岩石
‘ ,

相应的金属元素

平均含最 又要高得多
,

为便 与前者区别
, , 称

为 二级深部地球化学场 而且 由 从底 矛层形成

早 这种规模巨人的深部地球化学场
,

对以后的

成矿会产生币人影响
,

这些我们将在 下面分别论

述

硅铝层下部岩层
,

一般埋深约 一 公叭
,

在这个部位
,

就造在 毛亨的情况下
,

根据 马莫

的计算地温可达 一 ’几
事实上地温的

增加
,

不仅与深度有关
,

而几与地热异常的出现

和强应力作用关系密切
。,

例如美囚西部俄勒冈州

某地地温梯度为 阳
‘

公叭
,

推算这一地区
,

只

要在 一 公里的深处
,

就 达到无水花岗岩的

熔点 咖 一 训
、

’,

域变质作用
、

混

合岩化作用就是这 种综 合的 地热梯度作用的结



果
。

因此
,

硅铝层下部的有利部位便可产生多种

含矿热液
,

如热卤水
、

变质热液等
,

也有利子产

生混合岩化作用
,

并可形成酸性
、

中酸性岩浆
。

这些产物的含矿性无疑与该部位岩层中金属元素

的丰度有密切关系
。

关
飞

在这个部位能产生多种

含矿热液和变质
、

超变质作用
,

这大概不会有多

少异议
,

事实上在比 公里更浅的部位也可以有

这些产机 例如棍合岩化深熔
、

分异作用形成的

深度是 一 公里 ’‘ 花岗岩化发生的深度范

围是 至大于 公里 “ ’。 又 如某些与火成岩有

关和无关的一些矿床
,

它们的产出虽同样受墓底

岩层中金属元素丰度控制
,

但在具体提供成矿物

质上
,

可能与基底岩层之上的具有较大埋深的某

些岩层有关
。

然而在硅铝层下部能否形成酸性
、

中酸性岩浆的问题意见颇不一致
,

故在此不得不

就这一问题作如 卜论述
。

‘

花岗岩类岩石绝大部分产在大陆地区
,

并富含云母、 角闪石等含水矿物
,

而在月球上和

陨石中均未发现花岗岩类岩石
,

在大洋地区也为

数极少
。

这无可争辩的说明
,

形成花岗岩类岩石

的物质最 主要的是来自硅铝层
,

而绝不是主要来

自下地壳或上地慢
,

否则就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

分布不均一性 既然形成花岗岩类岩石的物质最

主要的是来自硅铝层
,

那么大量的花岗岩岩浆就

必然要在硅铝层的有关部位产生
,

否则就不具备

如此大量的物质来抵 硅铝层的什么部位有利于

产生花岗岩岩浆呢 当然近地表或太浅的部位是

不适宜的
,

一般说硅铝层 下部才具有这样的条件
〕

因此
,

可以明确地提出这样的推论 花岗岩类岩

浆主要形成在硅铝层下部 至于形成花岗岩岩浆

的热源
,

这属另一个问题
,

后面讨论

将各地区基底岩层成分与后期形成的酸

性
、

中酸性火成岩成分 进行对比
,

主要有两护树青

况
。

第一
,

两者成分基本一致 这样的事例较多
,

由

于赣北
、

鄂东地区在中酸性岩浆岩成因问题上有

争议
,

现举这个地区的事例加以说明
。

该区基底岩

层岩性为粉砂一泥质岩石 现以三分之一的砂质

岩石量和三分之二的泥质岩石量为基础
,

根据这
两种岩石在地壳中平均化学成分进行计算

‘

’ ,

其结果接近花岗闪长岩的平均成分 表
,

这就

是说只 要热量充分
,

在没有外来物质加入的情况
’

卜
,

就 , 形成花岗岩类岩浆
。

为把多种可能发生

的因素考虑在内
,

又设想有玄武岩岩浆成分加入
,

并 ,叮能发生的选择不熔及当地从底宕性变化等

故进行 了多种方案的计算
,

结果表明
,

如了玄武

岩岩浆成分加入
,

也不能超过五分之一
,

就是选

择 吸熔加入的玄武岩岩浆成分也不能超过四分之

一 表
。

因此形成该区花岗闪长岩
,

硅铝层下

部成分仍 占支配地位
。

也就是说从底岩层成分与

后期岩浆岩成分基本
一

致
、

第二种情况是
,

后期

岩浆岩成分比纂底岩层成分偏酸性
,

这 , ’能是硅

铝层下部岩层被选择重熔的结果
。

与之伴生的中

酸性以至中性岩浆岩
,

也不
一

定非要有地性物质

加入才能形成
,

事实上在棍合岩发育的地区
,

可

见到混合质花岗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等
,

在 昆合

岩中也 , ’见到斜长花岗岩质的脉体
。

这人概可作

为硅铝层下部可以产生中一酸性岩浆的旁汰
国内外均有资料表明

,

在一些地区的上

地壳下部有低电组层存在
,

推断 ‘ 能是岩浆体引

起
。

另外
,

根据囚家地震局马宗晋同志口 头介绍
,

在美国西海岸和苏联贝加尔等地区
,

根据前后侧

峨的地震剖面
,

人体上在这个部位发现有形态可

变化的物体存在
,

也推测可能是岩浆体引越 由

于这些被推断的岩浆体
,

在不同地区产出的部位

比较
一

致
,

同时这个部位与我们从地质
、

地球化学

方面所论证的酸性
、

中酸性岩浆形成的部位比较
一

致
,

月此 推测这种可能存在的岩浆体
,

是原地

形成或 二要是原地形成的
。

我们的初步研究成果

在有关会议 上介绍后的第二年 限 年
,

石到

布拉格水文气象研究所的一个有趣的报道
’“ ,

他们在波希米亚地区工作几年后
,

从热流量和地

震资料研究中得出 ’这样的推论
,

该区花岗质岩

浆起源部位是上地壳
,

从该文的附图中量出
,

起

源的深度在 一 公里范围内
。

这与我们的研究

结果纂本一 致
,

印证了我们的推论 , 能是对的
。

还要指出的是
,

在硅铝层墓底形成后
,

特别是中

生代以来
,

我国东部大陆范围内的地壳运动
,

除

深断裂影响的深度较大外
,

一般是在硅铝层 中产

生强烈影响
,

从这方面来看
,

花岗岩类岩浆也应

主要是在硅铝层下部形成
。



粉砂一 泥质鑫底岩层拟合花岗 闪长岩及中性火 成岩成分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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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闪长岩 平均化学成分 据蔡形
、

饶纪龙

砂一泥质岩石 砂岩占 竹、,

泥质岩占
。。

的计算结果

份砂泥质岩加一 份 摧性岩的计算结果 其中砂泥质岩以
‘

。’

砂岩
、

泥 质岩计算

吕份砂质岩加 份攀性岩的 算结 染
,

其中砂泥质岩以砂质岩和泥 质岩各占
·

半计劝
一

份砂泥质岩加 份拢性岩的 计算结果
,

其中砂泥质岩以 味 砂质岩
、 ’

泥质岩计算

完全选择 暇熔 计算结 果
,

份酸性岩浆岩加 份苹性岩计算结果 同 月

中性岩浆岩平均化学成分 《同

完全选择欣熔的 计算结 果
,

份酸性岩浆岩加 飞份旅性岩计算

枯 岩平均化学成份
,

据 「
·

克拉 克
,

洲

川
·

砂岩 平均化学成份 锯 克拉 克 别

以 上论述并不排斥有从琴性岩岩浆分异形成

的花岗岩
,

但这种成因的花岗岩是很少的
。

我们

还认为探索基性岩浆与硅铝层成分相结合形成花

岗岩的问题
,

也是值得注意的
。

关于硅铝层下部形成岩浆的热源问题较为复

杂
,

在不同条件下热源可能不同
,

除正常的地温

增温外 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 可能与地慢中高热

区的热流体上升有关
。

因此从地质角度可研究中

基性
、

摹性和超墓性岩的分布与酸性
、

中酸性火

成岩产出的关系
,

借以探索深部热源的意义 另

一种热源是与构造运动
、

强烈的应力作用有关
。

放射性热源在某些地区可能是重要的
。

无论属何

种情况
,

大量的酸性
、

中酸性岩浆的形成
,

硅铝

层的物质起决定性作用
,

这是没有疑问的
。

硅铝

层下部应该是酸性
、

中酸性岩浆形成的最主要部

位
。

因此
,

硅铝层下部及有关部分的岩层成分
,

可作为后生成岩 成矿总的物质来源层看待
。

二
、

不同荞底岩层中平均的金属元紊含 与

成矿具有密切关系
。

从地壳不同岩石 中的金属元素平均含量 表
,

就可看出不同基底岩层类型所构成的一级深

部地球化学场
,

具有一些重要特点
。

这些特点与

成矿的关系是
,

不同基底地区产出的 主要矿产
,

多是该类摹底主体岩石中平均含量较高的元素
。

因此基底岩层类型
,

一般是成矿的 艰要前提条件
。

现就地壳不同岩石中金属元素平均含最和组合特

点
,

与不同基底区矿产的 关系分述如下
《 页岩中锑的平均含墩堆高

,

比其他 各类

岩石中的平均含肇要高出 一 个数以级 锡的

平均含量比其他岩石有的高出一个数嗽级
,

有的

高几倍
,

最低也要高一浦八以
。

因此我国的锑矿

和锡矿绝大部分产在与 典岩成份类似的粉砂一泥

质基底岩层区
,

如个旧锡矿
、

锡矿山锑矿等
。

出现

上述这种关系
,

是由于这种从底的 主体岩石有利

于锑
、

锡等元素集中
,

叮为成矿提供物质来源
。

下

述其他元素与基底区产出的矿产也是这种关系
。

铜
、

锌在岩石中
一

平均最高值
,

既见 基

性岩
,

又见
一

页岩中 铅在页岩和花岗岩中平均

值最高
,

而花岗岩常为泥砂质岩石的再生产物

故不作单独的基底考虑
。

这些元素所形成的矿产
,

既 见于粉砂一泥质从底区 又 见
“

中从性火山岩

基底区或从底混合岩区 后者铜矿 主要是从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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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
、

费据 甲及 即 一 ,

维据 ‘一 日。 。 , ,「 ‘ 、 , 。 ,

的矿产
,

并在粉砂一泥质基底区有含铅高的大型

铅锌矿来
钨在页岩

、

砂岩和花岗岩中平均值最高

花岗岩不作基底考虑 钨矿在砂质从底和粉砂一

泥质墓底区
,

前者基底区以发育品位高的石英脉

钨矿为特征
,

后者基底区钨矿较分散
,

一般品位

较低
,

,

如赣北等地风
一

金在石陨石 中的平均值最高达
,

说明金在基性程度高的岩石中含量高
,

根

据美国地球化学手册资料
,

超镁铁质火成岩金平

均含量 ’
,

镁铁质火成岩
,

中

性火成岩
,

硅铝质火成岩 一
。

我国绝大都盼的独立金矿床产于中从性火山岩摹

氏或基底混合岩区
。

铭在页岩和基性岩中平均含量最高
,

比

大多数的其他岩石要高一个数量级 我国的大型

相矿 均产于中基性火山岩基底区或纂底混合岩

区
。

那么为什么在类似贡岩成份的粉砂一泥质基

底区
,

尚未找到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钥矿呢了 这

点后面就要讨 乞
综 上所述

,

各种基底岩层类型中
,

含量高的

金属元素及其组合不同
,

所形成的 重要金属矿产

叮般也不回
。

而且当某种金属元素 指我们研究

的这几种余属元素‘ 下同 下又在一种岩石中平均

值高
、 ,

所形成的重要哒产
,

就仅在一种基底区产

转引直吉林冶 金地质所
”
金矿参考资料 汇编 第五集

出
,

如锑
、

锡 如在多种岩石中平均值高 就川

在几种纂底区产出
,

如铅锌矿等 当琴底主体岩

石中平均值高的金属元素仅有一种
’

这种裱底区

就以发育这种元素形成的矿产为特征
,

如砂质珑

底区的钨矿 如平均值高的金属元素有儿种
,

在

这种纂底区就可形成多种重要矿产
,

如粉砂一
一

泥

质从底区
,

在不同部分可形成锑
、

锡
、

铜
、

钨
、

铅锌等矿汽 由于基底岩层中平均位高的 金属元

素
,

与成矿一般具有这种明显的对应关系
,

因此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成矿物质主要来自硅铝尼

下部及有关部分
。

三
、

不同成矿区基底岩层中丰度高的命属元

素与成矿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

这部分是根据各成矿区从底岩层金属元素分

析资料
,

探讨摹底岩层中金属元素丰度 几级深

部地球化学场 与后生成矿的 关系
。 ·

透 南岭地区 包括赣北一鄂 东
、

湘 西 的

钨
、

铂成矿 与基底岩层 中金属元素丰度的关系

该区基底地层为元古界变质岩系
,

按岩性可分为

砂质琴底和粉砂升 泥质基底
。

根据冶金部南岭钨

矿专题组的资料 以下简称专题组
,

该区前震
一

亘

系地层 中钨含量为砂
、

贞岩中钨 平均含量 丁六多
,

因此本区不仅有形成钨矿的前提条件
,

且有形

成铭矿的丰富物质鳞础
。

但由
一

这两种从底岩性

不同
,

在钨矿的成矿特点上也有显著差异 在砂

质纂底区 钨矿主要与酸性至超酸性花岗岩 有关

以发育石英脉型品位较高的钨矿为特征
,

钨矿床



密集
,

规模大
,

如赣南等地区
。

在粉砂
一

泥质琴

底民 钨矿 二要与中酸性以至 中性侵入岩有关
,

以发育夕卡岩型钨矿为主
,

一般品位较低
,

有一

定数量的人型矿床
,

但较分散
,

如赣北一鄂东
、

湘西等地民 其中赣北地区
,

根据专题组的资料

基底岩层中钨含量为同类岩石中钨平均含量的

倍多
,

而湘西地区则为 倍多
,

事实上赣北地区钨
矿鲡西地区也多

。

困于本区老基底岩层 中含钨
子

,

高
,

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普遍含钨高的特点
,

根据

专题组的资料
,

震 旦系至侏罗 系地层中钨含肇为

地壳中钨平均含量 ‘ 的 倍多 根据

贵阳地化所的资料
‘

一 ,

南岭地区花岗岩钨含量

为花岗岩中钨平均含量的 倍 厂 动
,

又根

据南京大学资料
,

南岭燕山期花岗岩钨含帚为花

岗岩中钨平均含最的 倍 与钨矿有关的岩体如

西华山复式岩体钨含量 飞 ,

就是 一些

与铜矿有关的岩体钨含量也很高
。

因此 该区基

底岩层是后生成岩
、

成矿总的物质来源层
,

甚至

还影响矿床类型的出现 如石英脉型钨矿
。

为进一步说明基底金属元素丰度与成矿的关

系 , 现研究一下南岭某些地区铂的间题
。

虽然这

些地区粉砂一
,

泥质基底的主体岩石是地壳中钥平

均含量高的岩石
,

但在这些地区根据专题组的资

料
,

铂的含量比同类岩石中翎平均含量

还低 倍以上
,

即是一 个贫钥的基底地球化学场
。

那以后地质时代的情况又怎样呢 震旦 系至侏罗

系地层中铂的平均含量
,

还略低于地壳中钥的平

均含量
,

南岭花岗岩 除某些矿区岩

体外 铂含星也低 于花岗岩中铂的
一

平均值
,

就是

燕山期花岗岩 除某些矿区岩体外
,

也只接近花

岗岩中铝的平均含量 表
。

直到现在这些地区

尚未找到具有
一

定规模的独立扣矿朱 从上述可

以看出
,

基底岩层中金属元素的丰度与后生成矿

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由此也可说明
,

在有 关元素

丰度高的地球化学场中
,

寻找局部异常
,

才易于

收到好的找矿效果
粉北‘ 鄂 东等地区 该区基底地层为

元古界浅变质岩亲
,

岩性属粉砂一 泥质基底
。

据

转引自冶金部南岭钨矿 专题组
‘ ,

南岭钨矿报告
’

专题组资料
,

本区基底岩层中铜的含量为同类岩

石铜平均含量的 一 倍
,

锡为同类岩石平均值

的 倍多 晚于幕底之后的地层和岩体中这些元
素含量也较高

。

本区后生分床有规模大的铜矿

还有铅锌矿和锡矿
,

现在补充讲一点南岭地区要

注意找砂锡矿的问题
。

本区粉蒯卜一泥质岩层从底

分布较广 某些花岗岩体可能曾有过锡矿化
,

后

被侵蚀掉
,

这些花岗岩体就是砂锡矿的 靛要物质

来源
。

作者曾指出 ’ ,

平桂地区砂锡矿重要物

质来源之一是该区的花岗岩
,

近几年其他同志的

工作也论证了这戊 因此在找矿中要注意这个问

葱
杨家杖子地区 本区花岗岩发育的情

况可与南岭 某些地区相比拟
,

但是纂底岩层类型

与南岭钨矿产出地区完全不同 本区幕底岩层为

太古界变质岩系
,

岩性属中 基 性 火 山 岩 或 基

底混合岩
,

这种岩性基底一 般对找钨矿不利 而

具静找铝
、 ‘

铅锌 金等矿产的前提条件
。

根据杨

家杖子矿务局的资料
,

太古 界片麻状花岗岩中铂

含量为
,

为富铂的基底地球化学场
。

上搜

地层如寒武系页岩有资料表明含铂高
,

燕山期花

岗岩铂含最为
,

为花岗岩钥平均含蟹的

倍
,

与俐矿有关的花岗岩钥含鼠为
。

本区发育着规 模大的银矿
,

还有铅锌矿等 直到

现在未发现钨矿
。

这个这域的事例再次说明革底

与成矿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

锡矿山地区 本区摹底地层为元古界

浅变质岩系
,

岩性是粉砂一泥质基底了从锡矿山

冶金地质队提供的震旦系至石炭系地层中锑的数

据来看
,

其中震旦系地层最高
,

石炭系地层 中最

低
,

前者锑含量为后者的 倍 震旦系至志留系

锑含量 为泥盆系地层中锑含量的 倍
,

为石炭 系

的 倍
。

寒武系室石炭系地层中锑的平均含最

为
,

就是与地壳中锑的平均含录最高的 更

岩相比
,

也要高 , 时吝
。

推测基底岩层中锑的丰

度是很高的
。

从 上述可以 肴出
,

易于迁移的锑元

素
,

是在锑丰度很高的地球化学场条件下 才能

形成规模大的锑矿来
刘 招掖

、

夹皮沟
、

冀北地 区 招掖金矿

区基底 为胶东群
,

中纂性火山岩发育
,

平均含金



喊 ‘
·

吉林夹皮沟金矿田基底的一部

分为鞍山群三道沟组 中堆性火山岩 金平均含量

为
月

冀北金矿发育地区
,

基底地

层平均含金 左右
”’ 。

这些地区基底岩

层中金的含峨
,

比地壳中同类岩石金平均含量高

时六以上

此外 小秦岭
、

黔东等地的琴底地层或基底

混合岩
,

据悉分别含钥和汞较高
。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

琴底岩层中不同金属元

素丰度的高低
,

和基底地球化学场的其他特点不

同
,

关系着金属矿床能否形成和形成何种金属矿

未 因此根据一个地区的基底资料
,

再结合其他

材料
,

便可预测这个地区找矿的重点金属应该是

什么
,

和可能找到刃巨些金属矿床 同时可以看出
,

基底地球化学场的特点不同
,

直接影响区域地球

化学场的特点
,

和后生岩体的岩性及其成矿专属

性的产生
四

、

关于成矿物质非主要 接来自深 派的

探讨
。

硅铝层基底成分不同和金属元素丰度的差

别
,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

是来自深部的物质成分

不同而引起的
。

如果组成基底岩层的 物质
,

是来

自当时地壳深部和软流圈以上的地慢顶部
,

那么

硅铝层基底金属元素的丰度和组合特点
,

应该与

硅铝层以下一定深度范围内的金属元素的丰度和

组合特点
,

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 根据专题组

资料
,

震旦系细碧岩中钨含量较高
,

并未受该区基

底元古界地层中钨含量的影响
,

其含量接近或略

高于基底岩层
,

比上地悦钨平均值
,

维诺格拉多夫 高 别音以上
,

说明在硅铝层以下

的深部存在一个钨丰度很高的异常风 这是不是

说
,

形成钨矿的物质就直接来自下地壳深部或上

地怪呱 不是的
,

如果是这样
,

这个丰度很高的

钨异常区
,

在荃底岩层形成以前就存在
,

为何不

与该区基底岩层同时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钨矿床

卿 为何要等到硅铝层纂底形成后
,

并经历 了一

段较长的地质时期直到中生代才形成规模巨大的

钨矿床呢 再从南岭地区与绝大部分钨矿有关的

酸性至超酸性花岗岩来看
,

只有依靠硅铝层物质

才能形成
,

就拿闪长岩来说
,

也需要一半以上的

硅铝层物质参加才能形成 表 而且该区脚庆

中钨含量与细碧岩钨含量相近 即使有摹性岩浆

直接参加形成钨矿
,

仍有一半以上直至全部钨物

质是来自硅铝层下部及有关部分 无沦怎样说
,

基底岩层 中金属元素含峨对成矿具有重要意义
。

现在对岩体含矿性及与成矿的关系很注意 这是

应该的
,

但是对摧底岩层的含矿性及与成矿的关

系 未引起应有的注意
,

而从表 中可以看出
,

基底岩层中成矿元素含量
,

比一些与成矿有关的

岩体中成矿元素含量还要高
,

这不得不迫使我们

在找矿中要注意研究这个重要问题
。

是否要有来

自上地慢的基性岩浆才有利提供成矿物质 看来

并不是这样
,

例如湖北两郧和桂西滇东地区
,

裱

性岩分布
’ 一 ,

但直到现在尚未找到与其有关的
、

具一定规模的内生金属矿床
。

有一种意见
,

把福建一浙江沿海地区和蜘匕

一鄂东等地区
,

列为成矿物质直接来自上地慢的

地区
,

这两地相距并不远
,

既然成矿物质都是来

自上地慢
,

为何两地的矿产有如此大的差别呢丫

赣北一鄂东地区
,

以发育铜
、

钨等矿产为特征
,

而福建一浙江沿海地区几乎不出现钨矿 再拿闽

西和闽东来说
,

相距更近
,

闽西钨矿 发育
,

闽东

几乎见不到钨矿
,

这用成矿物质直接来自上地授

的观点是难以解释的
。

但从第二成矿物质来源的

观点来看
,

这种现象则是很 正常的
。

根据前面讲

的理由
,

福建一浙江沿海地区为中巷性火山岩基

底
,

有利 于形成金
、

铅锌
、

铝等矿产
,

一般不利

于形成钨矿
。

赣北一鄂东地区为粉砂一泥质摹底
,

有利于形成铜
、

钨等矿六 闽西 为砂质琴底
,

有

利于形成石英脉型钨矿 闽东为中从性火山岩从

底
,

一般不利于形成钨矿
。

由此可见
,

这些地区

的成矿物质
,

仍主要来自硅铝层下部及有关部分
。

五
、

第二成矿物质来源的找矿愈义
。

本文是在长期研究找矿问题的实践 中概括出

来的
。

但在这里只原则的谈一下它的找矿意义
。

硅铝层纂底形成以后
,

由这种来源形成

大量的金属矿床
,

例如我国的钨
、

锡
、

钥
、

锑等

矿产 和绝大部分的金
、

铜
、

铅锌等矿产
。

主要

成矿时代是中生代
。

这些矿床可分为两部分
,

一

是与酸性
、

中酸性火成岩有关的矿床 二是与火



岩体中成矿元素含贵与巷底岩层 中成矿元素 含 一 对比表 表

名名 称称 矿 种种 角 关岩体 中成矿 元素含暇 ⋯
比‘‘

·比值值 比 ,, 备 ,仁仁

富富家坞花岗闪长斑岩岩 铜铜

⋯⋯
一

⋯⋯
⋯

’卜

⋯⋯

⋯⋯洲洲
·‘ 一

⋯
〕〕

铜铜厂 花岗闪长斑岩岩 锡锡 们们

考
”

·

“朽

⋯
‘” ’

⋯⋯

⋯⋯
阳阳新花岗闪长岩岩 亩 钨钨

⋯⋯
⋯⋯

”
·

⋯⋯

⋯⋯
一

⋯⋯⋯⋯
沙沙澳石英闪长岩岩 相相 】 气气气 ‘

⋯⋯⋯
一

⋯⋯⋯月月脚闪长岩岩
即即 】】】

⋯
·

“

⋯⋯⋯⋯矶矶头山石英闪长岩岩 金金

⋯
一

、

⋯⋯⋯⋯
凤凤且山斜 长花岗岩岩岩 〔 亏

⋯
、

·

⋯⋯⋯⋯多多宝山花岗闪长岩岩岩 三

马马拉格北炮台花岗岩岩岩
老老厂耗岗岩岩岩

卡卡房花岗岩岩岩

龙龙箱盖花岗岩岩岩

诸诸
“‘

山等七 个黑云母 花岗岩岩岩 凡

西西华山花岗岩岩岩

杨杨家杖 子花岗闪长岩岩岩

杨杨家杖子粗较斑状花岗岩岩岩 〔、

杨杨家杖 子中救花岗岩岩岩

杨杨家杖子细粒花岗岩岩岩
《

玲玲珑蚀变花岗岩岩岩 月月月月月月

‘ 比俏 一 一

比值

比谊

注 吹 根据 冶金部地质研究所和冶金部南岭钨矿专题组 资

料
、

摧底岩层 中 含最
,

根据冶金部南岭 钨矿

专题组 资料 , 根据杨家杖 子矿务局 资料 根据 冶

金部地 质研究所的资料
、

成岩无关的矿末 矿床类型主要有夕卡岩型
、

斑

岩型
、

热卤水型
、

石英脉型和蚀变交代岩型等
。

矿床产出与硅铝层下部及有 关部分岩层

中
,

金属元素的丰度和组合特点有密切关系 因

此 主要金属矿产常分布在一定的墓底岩层类型地

区
,

形成 了金属成矿分区
。

例如粉砂一泥质基底

的主体岩石
,

有利于锑
、

锡
、

铜和铅锌等元素集

中 砂质基底的主体岩石有利 于钨集中 中基性

火山岩幕底和基底混合岩的主体岩石有利于铝
、

金和铅锌等元素的集中等
,

因此在这些从底区的
,

有利部位
,

当基底中这些金属元素集中的程度较

高和其他成矿地质条件有利时 便可分别形成相

应的金属矿来
,

这就指出 了在什么样的地区吹点

应该找哪种金属矿
,

和可能找到哪些金属矿末
例如找钨矿

,

重点要安排在砂质基底和粉砂一泥

质基底区
,

而不能仅根据燕山期花岗岩发育
,

将

重点安排到中基性火山岩基底区
,

如此等等
。

基底岩层中金属元素含量高
,

有利于形成

相应的金属矿来 至于要高到何种程度才对成矿

有利
,

由于不同金属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和其他

地球化学性质不同
,

也由于成矿地质条件的差别
,

因此比同类岩石中相应元素平均含量高出的倍数

也不同
,

看来在地壳中含量很低的和易于迁移的

金属元素高出的倍数较多时才有利成矿
。

我们要

象研究岩体含矿性那样
,

重视基底岩层的含矿性

及与成矿关系的研究
。

有的单位己经注意到根据

纂底中的金属元素丰度和组合特点
,

再结合其他

资料
,

探讨所在地区可能找到哪些金属矿六 还

有的单位在进行其他方面研究的同时
,

结合基底

资料
,

提出 了找矿地区的建议
。

从这个观点所提出的一些认识
,

对化探和

研究岩体含矿性等工作也是有益的
,

并可以较少

土作
,

较快的获得有益于找矿工作的有关资栋
在成文过程 中

,

姜齐节同志提出了许多宝贵

意见
,

在初稿完成后蒙康永孚
、

姜齐 ,’
、

谭月死直



等同志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

在此深表感谢
。

还

特别要对提供和所引用资料的单位与个人致以衷

心敬意

〔 立

仁 二

〕

〔 〕

考 文 欲
〔 〕

汇 〕

「 」

地 质与劫探
,

第 期

朱奉三
,

即
,

地质与勘探
,

第 期

朱坤林 地质与勘探 第 期

杜丁
,

河北地质矿产研究 第一辑

应思淮
、

俞理宝
、

杨 主忍
、 ,

地震地质 第

巷
,

第 、期

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 简明地球化

学手册 科学出版 手

从 柏林 岩策活动与火成岩组 合
,

地质

出版社
· ·

斯米尔诺夫 等著
·

内生矿床的地质考源
,

地质出版社

马莫 花岗岩岩 石 学 与花岗岩问题 地质

出版社
一 , , 一

,

勺,‘︸, ,,二今‘,叨月,尸广尹贻‘

〕 〕

〔 飞

厂 」

姜齐竹
、

梅友松
,

, 吕 ,

地质 与劫探
,

第 期

梅友松
,

地质论评
,

第 卷
,

第 期

梅友松
,

地质与勘探
,

第 期

姜齐节
、

梅友松
, ,

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学

报
,

第 期

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
, ,

华南

花岗岩类的地球化学
,

科学 出版社

典柱孙
、

叶伯丹等
,

南岭花岗岩地质
,

地

质出版社

桂林冶金地质研究所 夕卡岩栩矿专肠组
, ,

彭山隐伏花岗岩体特征及其控矿意义

邹文学

江西彭山隐伏花岗岩是 了年开展地质普查 岩体 米标高以上拱起部分形态复杂
,

有三

个岩凸
、 、

田 和一个岩凹
。

号岩凸呈

南北伸长的 形
,

最高点海拔 米
,

细粒白云母

刘,湘

心、、矛
卜川

·

八

泊泊

和矿产预侧时发现的
。

围绕岩体外接触带探明了

中卜一

大型的隐伏夕卡岩型锡石硫化物矿床
,

远离

接触带找到了初具规模的云英岩型锡石矿朱
该岩体具有我国南方湘

、

粤
、

桂
、

滇同类酸性

含锡花岗岩岩石的共同特点 但在酸度
、

碱度
、

潜

在含矿性和岩浆分异作用诸方面又有独特之处
。

本文着重总结岩体的产状
、

岩石学
、

岩石化

学成分特征
,

初步探讨岩浆活动及其演化规律
,

并提出了岩体控制锡矿成矿作用的意义

植
‘

公 , 级 及代 兮

忆 及 啥
团团团圃国函翩口国

协六

,二

麒 份协

伏花闷 去体

, 深妞 和林幽

打八 吟

巨伏夕 卜宕暇
石恤化 陈 『

件边异
伏 云扭岩

右 犷 考犷 体边 律

闪 佣 犷 、甲住 卜

口卜、人

拎州了全体 要

枯孔

巨困“
, “ ”

乙刀衬八价叮

岩体产状

本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九岭东西向构造
,

修

水武宁复式向斜中氏 隐伏岩体侵入于彭山 形

背斜 前称短轴背斜 的核部北西倾伏端震旦系

和寒武系地层中 图
。

整个岩体未出露地表
,

距地面 米以下
。

已

控制范围达 平方公里
,

其表厦摘轰高点海拔

米
,

最低负 未 在负 米标高垂直投影图上
,

呈北东一南西向延伸的橄揽形
,

轴向北东 一

飞长宽之比约
’ 。

岩体顶部拱起
,

四周边

缘平缓倾斜
,

北西倾角 ,
“ ,

北东约
“ ,

其余

部分 石 一 图 ,
。

彭山随伏花肉岩体及偏矿床分 布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