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南 米打了 号孔
,

终于见矿
。

这也说明自电

测井和地质勘探配合
,

对勘探矿体有一定的指导作

用
。

在做自电空间分布图时要注意区分井中二类异

焦 一是钻孔穿过矿体或矿化体引起的自电异常

二是矿体在矿以外空间引起的场
。

这种场比较缓
,

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氛
自然电场空间分布的研究工作虽刚刚开始

,

但总比只用地表资料解释异常要好得多
。

这项研

究
,

无疑会对硫化矿形成 自电的机制及矿体的推断

提供更多的资拣 非矿的自然电场也应做这方面的

工怅

圈 全盆件矿某矿体上的 自 电剖面分布

据通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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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磁异常与陆相火山机构

周俊法

浙江中新生代陆相火山岩出露面积约为全省

面积的
,

航磁异常千余处
,

已查证的航磁异

常的见矿率
,

且无重大突破
。

然而
,

与火

山成矿作用有关的有色金属
、

贵金属
、

铀及非金

属等矿床不断发现
,

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
。

在大面积分布的厚达巧 一 米的强磁性陆相

火山岩区
,

如何发挥航磁在矿产勘查中的作用有

待解夹 我们据多年积累的地质
、

物探资料的对

比研究
,

认识到以流纹质一英安质为主的
,

平均

发指数为 的中生代火山岩和新生

代玄武岩区
,

出现的正负交织
、

梯度变化大的
“
杂

乱
” 磁场

,

与火山地质构造
、

火山机构的火山岩

岩相有着内在联系
。

火山成矿作用形成的矿床与

吴江涛

火山机构有成因上
、

空间上的联系
。

因此
,

用磁

测资料进行火山地质构造填图
,

间接寻找与之有

关的矿产
,

挖掘现有航磁资料中潜藏着的找矿信

息
,

是很有意义的
。

火山机构航 磁异常的特点

本文所用火山机构一词
,

确切地讲是经过多

种地质作用破坏的古火山机构残余体
,

它包括火

山侵入相的
“

岩体
” 、

与火山活动有关的次火山

岩
、

充填于火山通道内的各类火山岩
、

喷发一姗

发相的各种火山碎屑岩
,

以及喷发 沉积相地层

这一总体
。

从航磁图上看
,

火山机构常常形成强度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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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是八面山航磁异常
,

系充填于晚白平世

火山通道内的基性辉长辉绿岩岩管引起
。

岩管呈

周边陡峻的圆锥形山丘盛立于山间盆地
,

出露面

积约 平方公里
。

岩管分三个相带

外带 基质具徨绿结构的橄榄玄武扮岩
,

西

半部具角砾状构造
,

宽 一 巧。米
,

全铁平均含

量为
, ‘平均值

,

平均值 氏

中带 具间隐结构
、

辉长辉绿结构的橄榄辉

绿岩
,

宽 一 米
,

全铁平均含量为
,

刃平均值
,

平均值

内带 具辉长辉绿结构的橄榄辉长辉绿岩
,

直径 米
,

全铁含量为 写
, ‘平均值

,

平均值
。

航磁异常呈规则等轴状
,

曲线呈单一波型
,

△ 二 ,

负值在正值的北东侧
, 么 ,

。

一 岩管位于航磁异常正负极值部位
。

二类 航磁 △ 曲线呈多峰状
,

有多个强磁

中心
,

正负极值
一 ,

异常总体呈等轴状
,

而

强异常的轴向呈辐射状和环状
,

外围有卫星式异

常分布
。

这类异常反映了以中酸性一酸性火山灰

流喷发为主的多火口型火山机构
。

强磁异常主要

分布在火山通道边缘爆发亚相强磁性熔结凝灰岩

堆积体上
,

通道内岩石的磁性相对较弱
,

其侵出

相酸性熔岩的磁性最弱
,

卫星式异常可能是侧火

山
、

寄生火山的反映
。

图 是径吞地区的航磁异常
,

分布在晚侏罗

李赓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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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径番火山 通道航磁异常图

一娜四 双 一流坟质玻 脚熔幼找灰者

砚灰岩
、

含集块角璐岩 一找 灰质砂岩

一英安质妞品 幼绪肠灰岩 一流故质角璐软脚狡灰 岩 一绍块 角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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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火山机构上
,

火山通道的范围约 平方公里
,

其地质情况如下

火山通道外侧为英安质粗晶屑熔结凝灰岩和

流纹质玻屑熔结凝灰岩
,

产状平缓 内侧底部为

集块岩
,

中间为流纹质含集块角砾岩和集块角砾

凝灰岩
,

顶部为含角砾玻屑熔结凝灰岩
。

通道内

次火山岩发育
,

珍珠岩
、

,

流纹岩
、

安山岩等充

填于火山管道内
,

呈椭圆形 产出
,

通道外产出

的可能是侧火山 口 内的充填物
。

辐射状断裂和

脉岩发育
。

在航片和卫片上
,

构造图象均呈圆

环状
。

航磁异常呈似等轴状
,

由环带状
、

辐射状和

卫星式异常群组成
,

整个异常的北半部罩盖了略

偏东的半环状负异常
。

局部异常的极值 一

公里
‘ 一 一一曰‘一一 一

区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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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黄岩半山航磁异常 △ 平面 图

一 块岩 一火 山 角砾岩 一流胶 质熔绪硬灰岩 一英安质姗站硬灰岩 一比胶 斑 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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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二长岩 一 花阅岩 一下 白 戮稗馆头组 一火山 通道 一基底岩石 一推 侧火山 环状断裂借 一地质

界线 一 怕锌矿 床 点 , 一 正 负 等 值线



, 异常总面积约 平方公里
。

火山通道充

填物为磁性火山集块岩
,

分布在通道外侧的喷发

一爆发亚相的熔结凝灰岩磁性更强
,

故强磁异常

分布于火山通道外侧边缘
。

据航测队指出 该异

常群的特征与山西大同火山群异常特征相低
三类 在 盯平剖面图上反映了一群梯度变

化大
、

正负异常交替的杂乱异常
,

平面图上呈环带

状或项链式的异常群
,

单个异常轴向呈弧形展布
。

这些环状异常群的中心地带常是低值稳定正磁场

或负磁场
,

环带有单一的
,

也有复合的
,

面积小

者几十平方公里
,

大者儿百平方公里
。

这类异常

反映了由一 系列火山活动形成的火山洼地或火山

弯窿
。

具有较完全的火山岩岩相
,

即 火山侵入

相
、

次火山岩相
、

火山通道相
、

喷出相和喷发沉

积相
。

异常的强弱和分布与岩相带有密切关系
,

侵入相与侵出相岩石位于环状异常带内部低缓磁

场区
,

强异常分布在火山口附近的角砾熔结凝灰

岩上
。

图 是半山白坚系火山岩组成的火山穿窿航

磁异常
,

火山弯窿核部是等轴状石英二长斑岩休
,

妙妙妙
区习区习 巨二〕匡昌 区国
巨习 区习【亘 」

。

区习 乏〕
皿四 匹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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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刃
芙钾山 火山 圭地航磁图

一 第四 系 一 下 ’罕统红 层
、

一 凝 灰 质砂砾 岩 多 护 凝 灰 下井 含 砾熔结 凝 灰 六 ‘ 集 块 洲 含 议 」赴熔

偏眨灰岩 一 粗 品 洲 凝灰 岩 吕 一

流纹 岩 矛昆 合 行 英 闪 长 劣 加 辉 石 角 闪 六 曰 花 习斑 岩 比 火 时 水

投 影
一

推断 扭 功 方 向 宜 负 沉 广‘少笼



接触面平缓外低 西侧和北侧围绕岩体分布的是

侵入相霏细斑岩和喷溢相火山灰凝灰岩
。

其外部

火山堆积物的下部是流纹质粗晶屑熔结凝灰岩
,

含角砾粗晶屑熔结凝灰岩
,

与下伏地层呈喷发不

整合接触 其内部有可能属火山管道相的角砾集

块岩 呈半环状弧形分布 上部是英安一流纹

质熔结凝灰岩和霏细斑岩
,

两者呈渐变过魏 并

超扭于角砾熔结凝灰岩之上
。

火山机构东侧南北

向断裂中产有大型火山热液铅锌矿未
环状航磁异常围绕着石英二长斑岩分布

,

强磁异常分布在爆发亚相的粗晶屑熔结凝灰岩之

上
,

粗晶屑熔结凝灰岩的 ‘ 值一般为 一 ,

,

一般 一 ,

极值达
,

值大于
,

异常是强烈爆发堆积的熔结凝灰岩所引起 南侧

异常比北侧异常强
,

可能反映南俱蜂发强度更大
。

图 是芙蓉山旋卷构造砒柱部位的晚侏罗世

火山洼地航磁异常
,

火山洼地基底是前泥盆系混

合岩化变质岩
,

旋卷构造砒柱的旋迥面断裂控制

了晚侏罗世火山活动
,

在砒柱内堆积了火山碎 屑

岩
,

形成 了火山洼地 异常分布在砒柱西侧火山

通道相流纹岩和爆发一喷滋亚相的角砾集块熔结

凝灰岩上
,

异常轴向作规律偏移
。

岩石磁性强

义二 , , 一

定向标本测定
,

磁偏角由北向南
,

由北东 度左

右渐变为近南北
。

由此可见
,

这一旋卷构造在火

山活动之后
,

再次发生扭动
,

外旋层作顺时针扭

动
,

导致同一世代火山岩磁异常的轴向和磁偏角

产生上述规律的变化
。

区内火山洼地边缘断裂的

次级断裂构造内产有铀矿
。

四类 定向排列的串珠状异常组成的强磁异

常带
,

串珠状异常的 △ 绝 对 值可达几千伽马
,

异常带宽 一 公里
,

单个异常长几十公里
,

整

个带总长度可达百公里以上
。

这类异常反映了受

基底断裂控制有一定喷发中心的裂隙喷发带
。

航

磁强异常分布在喷发中心或控制裂隙喷发的断裂

附近
,

是强磁性的火山灰流凝灰岩堆积体引起的
。

图 是汤溪一安地一唐仙北东东向串珠状异

常组成的雁行式条带状强磁异常图
。

位于金巨断

陷盆地南缘
。

出露岩石为上侏罗统磨石山组第四

段爆发亚相和喷溢一爆发亚相的熔结凝灰岩
,

局

部地段有安山集块岩
。

安山质火山角砾岩堆积在

串珠状分布的火山通道内
,

其外侧是角砾凝灰熔

岩和含角砾熔结凝灰暮 在安地
、

唐仙等地有次

火山岩相的流纹斑岩
、

珍珠岩
、

安山岩等侵入 于

火山通道内
。

角砾熔结凝灰岩有强磁性
, ‘值常为

一 ,

常见值 一 。

异常反映

了基底断裂带控制的晚侏罗世中酸性一
‘

酸性的裂

隙喷发带
,

并且有串珠状的多孔道的喷发中心
。

‘‘ 石石

习习习
卜卜冲冲’ 一

图 金华
、

汤澳一水康
、

店仙一带从徽异常图

一策四 不 一 白 皇爪 一上 份 , 皖熔幼妞灰岩 ‘ 一女质岩羲 底 一花岗 岩类

一流胶斑岩 一 火 山 班道 一 △ 正 负 娜 位找 ‘单位 们
,

一断 层



五类 个别单一负的强航磁异常也反映了破

火山机构
,

是火山机构岩石反磁化引起
。

火山机

构的航磁异常有的位于一平静的负磁场区
,

如绪

云马鞍山火山机构
,

是火山碎屑岩沸石化以后岩

石磁性结构发生改变所致
。

由上述资料可见
,

利用航磁资料圈定陆相中

酸侣扮 酸性火山岩区的火山构造不仅完全可能
,

而且是扩大航磁资料应用范围
, ·

研究火山地质构

造的一个重要方面
。

分析浙江航磁图
,

对比已知火山机构航磁异

常特点
,

圈定了主要的 个中心式火山机构和

条裂隙喷发带
,

航磁所反映的浙江中新生代陆相

火山机构具有下述分布规律

火山 活动主要受北东向 一
。

和

北西向 一
“

两组基底断裂带控制
,

其

次是东西向和北北东向基底断裂
。

中心式火山机构如火山弯窿
、

火山洼地

等
,

主要分布在上述几组基底断裂带的交汇部位
,

并且呈等距分布
。

火山活动由北西向南东
,

时代变新
,

活

动增强
,

活动形式也主要由裂隙式变为中心式强

烈喷发或爆发
。

条带状强磁异常演变为以等轴状

强异常为主
。

浙东火山岩区嵌布着继承式白坚系火山

岩盆地
,

可能与晚侏罗世火山作用后岩浆源物质

的减少引起的沉陷带一致
。

形 成火山机构特殊 航 滋异
’

常

原因的初步探讨

’火山机构不同岩相带岩石的磁参数
、

值 统计归纳于下表

岩岩 相相 岩 性性
一

去 ‘

值值 标采采

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
区区区区 间 值值 几何平均均 区 间 值值 几何平均均 区 间 值值 几何平均均 本地地

喷喷发沉积相相 层 凝灰岩
,

凝灰岩岩
。

喷喷
··

喷发亚相相 层凝灰岩
、

凝 灰岩岩 硬 呀 ‘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

相相相 场发亚相相 熔 结 凝 灰 岩岩 玉飞飞 一 吸

喷喷喷发 集块角砾岩
、

角角
,

发发发亚相相 砾 熔 结 凝 灰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次次火山岩相相 安山 扮 岩岩
‘ 一

以、 李 异异

火火山侵出柜柜 流纹斑岩
、

霏细细
。

吃

斑斑斑岩
、

石英斑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由表可知
,

火山岩的磁性弧弱及 值大小与

火山机构不同岩相带的岩石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

爆发亚相和喷发一爆发亚相的火山碎屑岩磁性最

强
,

而且以剩磁为么 因此
,

火山机构磁异常的

模式除了与火山机构的类型有关外
,

主要与岩相

带和剥蚀程度有关
。

火山岩的磁性强弱及其变化主要取决于
。

值与其他岩石一样
,

与铁磁性矿物含量呈正

相关
。

剩磁 却不然
,

在铁磁性矿物含量近于相

等的情况下可差 一 个级次
。

火成岩的天然剩

磁是弱场冷却过程中获得的温差顽磁性
,

其大小

除与铁磁性矿物含量有关外
,

还与颗粒大小及排

列有关
,

这显然与成岩时的物理化学环境有关
。

分布在火山机构不同空间部位的火山岩成岩

时的理化环境有很大不同
,

理化环境变化最大的

是喷发一爆 发亚相及其过渡相
,

它们在高温

一 ℃ 条 件下由开放系统逐渐演变为封

闭系统冷却成岩
,

物相由固相
、

半熔融状态
、

熔

融状态固结成岩
,

铁磁性矿物主要是磁铁矿
、

赤

铁矿
。

镜下观察除少数粒径达 一 毫米外
,

绝大部分呈显微尘埃状
,

并具定向排列
,

这种组

构对形成强剩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

另一方面
,

火山灰流喷出时可能产生的磁流体力学效应
,

将

自发地产生比较大的磁化磁场
,

促使剩磁增大
。

因而
,

中酸性
、

酸性岩浆喷发的火山机构强磁异

常主要分布在喷发 爆发亚相的熔结凝灰岩上
。



和 值是象征成岩环境的参数
,

系统测定这些

参数可以帮助圈定和恢复古火山机构
。

火山岩的极性返转和反磁化现象相当普

遍
,

同一世代的火山岩
,

有的为正常磁化
,

有的

则为反磁化
,

出现了或正或负或正负值配位错乱

的现氛 对此
,

许多研究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

佩 同一世代分布在不同空间部位的火山机构型

航磁异常特征的不一致性
,

可能与火山地质作用

的特殊地球物理现象有关
。

沼

火 山构造型航磁异 常

与矿 产的关 系

在陆相火山岩区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有色金

属
、

非金属
、

铀和金银等矿床
、

矿点
。

它们与火

山作用有成因联系
。

从航磁资料圈定的火山机构

来看
,

已知矿来 矿点的分布具有下列几荆青况

与破火山口内部火山侵入相超浅成一浅成

的中酸性
、

酸性岩有关的金属矿床
,

主要分布在

环带状强磁异常群中的弱缓磁异常上
,

或分割强

磁异常的低值部位
,

如石平川钥矿
、

柏岩角砾岩

筒型富银多金属矿蕊
受火山构造环状

、

辐射状断裂控制的矿

末 矿点
,

则以环带状强磁异常群的内外侧紧邻

部位者居多
,

如图 芙蓉山地区的铀矿
、

瑞安仙

岩黄铁矿
。

仙岩黄铁矿分布在双环状航磁异常群

的中间地带
。

分布在凝灰岩层中与火山气液交代作用有

关的非金属矿床 如明矾石
、

沸石等
,

常位于强

磁异常的外侧
,

如平阳明矾石矿床
,

偶见与强磁

异常同位
,

如横溪凤凰山明矾石矿床即是检查验

证浙 航磁异常发现的
。

沸石
、

膨润土矿床

则分布在低缓负磁场区
。

与火山通道有关产于中酸性火山岩附近的

矿床
、

矿点则位于孤立异常的正负极值部位
。

火山沉积
,

热液改造叠生的多金属矿床层

位不稳定
,

但矿化强烈部位多处于环状异常群内

侧或孤立异常上
。

以上只是初步的对比结果
,

有些情况可能还

未被认识
。

本文是在编制浙江省 万
、

万航

磁图的基础上
,

对陆相火山岩区航磁资料进行综

合整理的初步结果
,

所引用的地质资料主要来源

于 ,

万区调成果
。

图件由燕美华同志协助清

绘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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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数据如何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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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中取

得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找矿信息以及对大量异常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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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筛选出最有远景的靶区
,

是当

前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
。

下面谈

谈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

成 矿区 带 化探 普查的

任 务以 及选 区

目的和任务决定着对异常进行研究评价的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