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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类型
、

成矿系列和矿床组合模式

江西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地质研究室 章崇真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孟宪民曾经指出
“

多少

万年来
,

人类的劳动经验与智慧创造了无数寻找

和利用地下资源的方法与说法
。

这些
,

归根结蒂

就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矿床分类说
” 。 “

矿床分

类就是指出找矿的方向
” 。 〔‘ 〕这些论述精辟地阐

明了矿床分类学在地质科学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

地位
。

成因分类是矿床分类的基础
。

在以往的矿床

成因分类中考虑的基本因素有 成矿作用
,

成矿

位
,

温度与压力
,

大地构造环境和矿石建造等
。

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

矿质来源问题逐渐引起了

研究者的重视 〔 」。

应该肯定
,

已有的矿床成因分

类方案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矿床形成的某些规律

性
,

对成矿理论和找矿实践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

已建立的矿床分类中
,

有许多至今仍被广大地质

工作者所采用
。

但是
,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总是

不断发展
、

不断深化的
,

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

平上
。

近二寸涂年来
,

我国地质学家在找矿勘探

实践中陆续发现和总结了许多不同矿种和不同成

因类型矿床之间的成因联系和伴生规律 〔卜 “ 」,

在成矿理论和找矿实践中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

这种联系和规律是以往各科呵床分类方案没有或

很少考虑到的
。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启发下
,

自

年以来
,

笔者对华南地区的稀土
、

稀有和有色金

属矿床成矿系列和矿床组合模式作了一些粗浅的

研究和总结 ①。

本文拟进一步阐明笔者对矿床类

型
、

成矿系列和矿床组合模式的基本观点
,

作为

对矿床分类学的一种新探索的引玉之砖
。

矿床的基本类型

开始的
,

对矿床的认识过程也不例外
。

最初获得

的感性认识往往不是矿床的成因
、

矿质来源
、

工

业价值
,

而是矿床产出的地质环境和矿化特征
。

因此
,

我们将这利汐卜部特征作为划分矿床基本类

型的根据
,

然后进一步研究这些矿床力旬的成生

联系和伴生规律
,

建立成矿系列和矿床组合模式
。

确定矿床基本类型的主要因素是矿床的赋存

环境和地质特征
。

其中首先考虑矿体产出部位和

赌澎
月

地质体特征
,

其次考虑矿体产状和形态
,

矿

石结构和构造
,

矿物组合和围岩蚀变
。

虑然
,

矿

床产出的地质环境和矿床特征是成矿作用在特定

地质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

能够提供一定的成因信

息
。

但是
,

矿床基本类型中一些最常见的类型 例

如夕卡岩型
,

脉状充填型 可以在不同的地质作

用中形成
,

成矿物质也可以具有多种不同的来源
。

,

因此
,

矿床基本类型并非成因分类
,

只有通过进

一步研究
,

将其纳入一定的成矿系列
,

它才具有

确定的成因涵义
。

兹将初步拟定的部分金属矿床基本类型列于

表
。

成矿系列

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总是从事物的外部特征

近几年来
,

我们对华南花岗岩和花岗闪长斑

岩成矿系列以及江西主要金属矿床成矿系列相继

进行了研究和总结 仁” 」,

咨
。

现有资料表明
,

不同

矿床之间这种成因联系和时
、

空分布规律
,

不仅

限于华南与花岗岩类有关的金属矿床
。

在国外和

国内其他地区
,

其他内生矿床和变质矿床
、

沉积

矿床中
,

这种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
。

程裕淇等

年提出了
“

成矿系列
”

的概念
,

并作了全面的论

述 比 ③
。

采用这一术语表述不同矿床之间的成

①《试论华南中生代花 岗岩演化规律及其成矿 系列 》 分别在 年江 西 省地质学会第二属年会和 年全国第二 届矿 床会

议上宜读 修改稿发表 卜《矿床地质》 年第一期 《论江西钨矿成矿 系列和矿床组合棋 型 》
,

年钨矿地质国际讨论会 上宜

谈
,

将由地质出版社出版论文集
、 《华南中生代花 岗岩类的演化和成矿 》,

年国际花 岗岩地质和成矿 关 系学术讨论会上宜读
,

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论文集

⑧ 即 江西省主要金属矿 产成矿 区 划
。

程裕淇等
, ,

再论矿床的成矿 系列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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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分 月矿珠 本纽 简斑 ,

矿矿 床 类 型型 墓 本 涵 义义

山山 ‘召奋 气 咭 , 几日‘ ‘吕 , 己己

产于镁质超荃性岩类及其分异产物 如料妈娜橄岩
、

纯橄岩
、

橄悦岩 中的岩桨分异或贾入成成

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的偏铁矿床床
俄俄夙目绍性石里里里

铁铁质超荃性岩型型 产于铁质超墓性岩类及其分异产物 如辉长岩
、

辉石岩
、

斜长岩
、

橄辉岩 中的岩桨分异成成

,,, 入成因的帆俄徽铁矿床床

钙钙饭铁夙翔塞性性 产于钙钱铁质超羞性岩类及其分异产物 如二辉橄悦岩
、

二辉辉橄岩
、

单娜橄悦岩
、

单辉辉石石

告告 型型 岩 中的岩浆分异或贯入成因的切裸矿床床

胜胜 性 岩 型型 产于孩性正长岩中的岩桨末拐旅体一气成成因的抽
,

牡
、

稀土元素矿床床

扮扮
’

岩 型型 产于地台型陆相火山一次火山岩系中的闪长粉岩类岩石中的没染状或块状矿浆一热掖成因的快快

钥钥钥矿床床

英英安岩一滚纹岩岩 产于地台型陆相中酸性火山熔岩中的火山热滚或火山喷滋成因的漫染状或似层状悯
、

铅
、

锌矿床床

型型型型

班班 岩 型型 产于中酸性浅至超浅成花阅闪长斑岩类授入体内
、

外接触带中的岩浆热液成因的细网脉漫染状状

钥钥钥
、

相
、

鸽
、

铅
、

锌
、

金
、

银
、

矿床床

破 角 砾 岩 型型 产于各种中一酸性 破或陇蔽姆破角砾岩中及其外接触带岩浆热液成因的细网脉汉染状舰
、

相相

鸽鸽鸽
、

铅
、

锌
、

抽矿床床

花花 肉 岩 型型 产于各种花肉岩类任入体顶部或边缘的岩浆晚期分异交代至岩浆期后热液成因的没染状称土
、、

倪倪倪
、

祖
、

铁
、

锉
、

钨
、

锡
、

铂
、

钥矿床床

伟伟 晶 岩一 细 晶晶 产于 各种伟晶岩或细晶岩中的岩浆晚期分异交代至期后气成热液成因的经状或漫染状稀土
,

视
,,

岩岩 型型 祖
、

傲
、

祖矿床床

云云 英 岩 型型 产于面型云英岩或脉状云英岩中的岩浆期后气成热液成因的浸染状锡
、

钨
、

铂
、

被
、

锐
、

祖矿床床

夕夕 卡 岩 型型 产于主要由石栩石
、

辉石
、

闪石及帘石类矿物姐成的岩石中
,

由岩浆热液接触交代或渗浸交代 或或

经经经各种变质作用形成的铁
、

翻
、

钨
、

相
、

铅
、

锌
、

金
、

银
、

铀
、

锐矿床床

条条 纹 岩 型型 产于气成热液成因的蚀变条纹岩中的桩矿床床

脉脉 状 充 城 型型 产于各种围岩中
,

与地层整合或不整合
,

由各种来源的成矿流体沿各种成因的构造空间充城而而

成成成的各种形态和成份的脉体 脉石包括石英
、

长石
、

云母
、

萤石
、

方解石
、

重晶石等 中的钨
、 、、

相相相
、

势
、

被 铁
、

铜 铅
、

锌
、

金
、

银
、

砷 锑
,

汞
、

袖矿床床

似似 层 状 交 代 型型 产于 各种围岩 以地台型火山一沉积建造和谈酸盐
、

砂页岩建造为主 中的热液交代或沉积再再

造造造成因的漫染状或致密块状的似层状钨
、

姗
、

铜
、

铅
、

锌
、

金
、

银
、

铁矿床床

细细 落 角斑 岩 型型 产于地抽型海相细碧角斑质火山岩系中的层状
、

似层状铁
、

钥
、

铅
、

锌
、

黄铁矿矿床床

吸吸 灰 岩 型型 产于地台型陆相中 酸性火山一沉积岩系中的层状
、

似层状悯
、

铁
、

多金属矿床床

硅硅 质 岩 型型 产于地台型火山喷气一热泉沉积硅质岩中的铁
、

钨矿床床

石石 英 岩 型型 产于地格型火山一陆派沉积一受变质石英岩中的铁
、

锰矿床床

陆陆 相 沉 积 型型 产于以碎属岩为主的陆相沉积建造中的层状铁
、

钢 锰
,

铀
,

铝矿床床

海海 相 沉 积 型型 产于以破城盐岩及砂页岩为主的海相沉积建造中的层状铁
、

锰
、

铝矿床床

风风 化 残 积 型型 各种含矿地质体经表生化学风化作用而成的风化残积铁
、

锰
、

铝
、

钻
、

稀土
、

舰
、

袒
、

钨
、、

钥钥钥
、

铅
、

锌矿床床

风风 化 迁 积 型型 各种含矿地质体经表生化学风化作用而成的风化迁积铁
、

锰
、

铝
、

钻 钨
,

钢 铅 锌矿床床

风风化壳离子吸附型型 产于以花脚岩类和酸性火山一次火山岩为主的火成岩风化壳中呈离子状态产出的稀土 元 素矿床床

砂砂 矿矿 各种含矿地质体经表生风化后
,

有用矿物机械报运 , 集成矿
,

包括残积
、

坡积
、

冲积
、

洪积
、、

浪浪浪积的稀土
、

锐
、

袒
、

恰
、

性
、

钱
、

锡
、

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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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联系
、

生成顺序和分布规律是十分确切的
。

根

据我们 以往建立的成矿系列
,

这一术语的涵义是

由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矿种 或矿石相 或不同类

型的矿床组成
,

它们形成于同一成矿期
,

具有相

近的矿质来源
,

经历了相似的富集途径
,

只是由

于主要控矿因素的演化或成矿环境的差异而形成

一系列具有一定生成顺序和分布规律的矿床在空

间上紧密伴生
,

构成一个成矿系列
。

根据这一概

念建立的部分金属矿床成矿系列列于表
。

矿床组合模式

成矿系列揭示了自然界不同矿种和不同类型

的矿床之间的成因联系和时
、

空分布的一般规律
。

但由于地质条件的千差万别
,

同一成矿系列中的

矿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同时出现
。

在一个特

定的地质环境中
,

往往只生成其中一个或几个矿

种或类型
。

在另一种情况下
,

由于受地质构造发

展演化所制约
,

也可能出现后期生成的矿床和早

生成的
、

属于不同成矿系列的矿床在空间上伴生
,

两者之间没有直接成因联系
,

构成复杂的矿床组

合
。

因此
,

在研究成矿系列普遍规律的基础上
,

进而研究矿床组合型式的特殊规律一一特定地质

环境中的矿床组合模式
,

作为对成矿系列的一个

补充
,

在成矿理论和找矿实践方面都是有意义的
。

关于成矿系列发育程度的控制因素及在不同

地质条件下出现不同的矿床组合模式等问题
,

笔

者曾多次论述过
,

本文不再重复
。

已知矿床组合

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

对于不同的成矿系列
,

都可

以根据各自的主要控矿因素的演化和成矿环境的

差异
,

建立不同的矿床组合模式
,

正像华南花岗

岩成矿系列已建立的矿床组合模式那样 「”几

但是
,

在矿床组合方式及其形成机制方面
,

各个具

体的矿床组合模式之间表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
,

我们可以将它们划分为若干基本的组合类型
。

卜 由同一成矿系列中的矿床组成的单元组

食翻式
由同矿种

、

不同类型矿床构成的组合

模式
·

这是已知矿床组合模式中较常见的类型
。

它由主要成矿元素相同
、

矿床类型或矿石相不同

的矿床组成
。

其形成机制是由于成矿地质环境 成

矿位置
、

构造条件和围岩性质等 的差异
,

导致

同一演化阶段的成矿作用在不同环境中表现形式

不同
,

生成不同类型的矿床
。

例如江西徐山矿田
,

在深部隐伏的二云母二长花岗岩发展演化进入岩

浆期后时
,

母岩一度处于相对封闭的构造环境
,

成矿流体在隐伏岩体突起部位聚集
,

落们随钠长石

化和白云母化形成花岗岩型钨矿床
。

在夕沸触带

的夕卡岩中
,

由于渗浸交代作用形成夕卡岩型钨

矿床
。

在隐伏岩体上方硅铝质岩石中
,

矿液充填

于构造裂隙内
,

形成石英脉型钨矿床
。

三种不同

类型的钨矿床均形成于岩浆期后热液阶段
,

在成

矿元素和主要金属矿物组合方面具有许多共性
,

只是由于成矿环境的改变
,

导致矿床类型和矿石

建造不同而已 图

笨笨翔翔
图 徐山 矿田矿床组合示愈图

据江西冶金三队资料综合

①花岗岩型钨矿床 ②夕卡岩型钨矿床

③石英脉型钨矿床

由不 同矿种
、

不 同类型矿床构成的组

合模式 这是常见的重要矿床组合模式类型
。

由

于成矿过程中主要控制因素 如岩浆及岩浆期后

作用中的岩浆成分
、

沉积作用中的物质来源
、

介

质的酸碱度和氧化电位
、

变质作用中的温度
、

压

力等 的演变或成矿作用的发展 如花岗岩浆结

晶分异作用 弓于异交代作用 气成热液作用
,

或

者同时栩遮成矿环境的改变
,

导致不同矿种和不

同类型的矿床在空间上伴生
。

这科自 合模式类型

在华南花岗岩成矿系列和花岗闪长斑岩成矿系列

中十分常见
,

下面再举两个其他地区的例子加以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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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分 月矿床皮矿系列蔺 斑

扩扩段来耳耳 , 纽遨径径 成 矿矿 主要矿床类型及其演化或组合舰律律 实 例例

系系系系 列列列列

典典典 岩策分异作用用 辉辉 谈质翅签性岩型 十 矿效充城型偏映矿床一铁质超荃性岩型 十 矿矿 大庙
、、

氏氏氏氏 橄橄 蒙充坟型帆性盛铁矿床 , 钙镇映质翅蓦性岩型 十 矿效充城型 、、 金 川川
西西西西 岩岩 热液充坟型钥件矿床

。

常见由岩效分异在岩体内形成的怪 染状状状
以以以以 系系 或块状矿床和岩体外口脉状矿床构成的矿床组合合合

‘‘

下下下 列列列列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搜搜搜 岩桨分异作用 海在在 地火火 细落角斑岩型 矿浆充城型 十 火山热液交代 充峨 型铁钥矿矿 大红山
、、

火火火山峨发一沉积作用用 擂山山 床 石英角斑岩型钥硫矿床 , 似层状成脉状硫化物型多金属矿矿 白 银 厂厂
火山气液充城 交交 型岩岩 床 十 费铁矿矿床

。

常出现由于岩浆分异程度不同或者火山 十 次次次
代代代 作用用 海系系 火山作用构成的不同矿种或不网类型的矿床组合合合

相相相相列列列列
签签签签签签签
性性性性性性性

岩篆分异作用 十 同化化 闪 系系 粉岩型 , 矿浆充城型 夕卡岩型 , 脉状成似层状型铁 , 钥
一 , 金金 卢徽

、、

汤汤汤 染作用 岩浆期后后 长长 矿床
。

常出现空间分布舰律性较强的同矿种
、

不同类型的矿床床 宁 芜芜
或或或火山气成热浪作用用 扮扮 组合合合

岩岩岩岩 列列列列

成 主主 郁分烙胜和深娜分异异 青岩岩 斑岩型 , 破角砾岩型 夕卡岩型
一

, 似层状漫染型 , 脉状充城城 城门山

氏氏 壳 作用 、结晶分异作用用 闪系系 型们 , 铝 鸽、铅
、

锌 金
、

银矿床
。

常伴随岩浆演化和成矿矿 玉 龙龙

面面 下下 气成热液作用用 长长 环城的改变 出现时 空分布舰律性很强的不同矿种
、

不同类类类
附附 层层层 斑列列 型的矿床组合合合

近近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一一 亮亮 都分熔一和深那分异异 地 酸火火 班岩型二英安岩一流纹岩型
一 , 凝灰岩型

一

,

脉状充城型铅
、

锌 银山
、、

死死 下下 作用一火山峨发一沉沉 台性山山 金
、

银 , 怕矿床
。

常见同矿种 不同类型的矿床组合合 冷水坑坑
上上 层层 积作用 火山一次火火 型 火 岩岩岩岩
层层 为为 山热液作用用 陆 山 系系系系

相相相相 列列列列
中中中中 次次次次

火火火山喷气一热泉沉积积 地中岩岩 硅质岩型钨
一 , 铁 , 旅矿床床 权林林

作作作用用 台胶系系系系
型型型型性列列列列
海海海海火火火火
相相相相山山山山

康康 上上 部分烙 和深部分异异 花花 花岗岩型 , 伟晶岩型 , 云英岩型
一 , 条纹岩或夕卡岩型 , 裂晾充充 葛派

、、

氏氏 层层 、结晶分异和分异交交 岗岗 坟型 , 似层状漫染型稀土 倪
一 , 粗 , 钨

、

锡
、

铂
、

铃
、

被
,

铜
、、

香花幼幼
面面 为为 代 , 气成热液充坟一一 岩岩 铅 锌

、

佛等矿床
。

常出现两个以上矿种成矿床类型构成的矿矿矿
附附 主主 交代作用用 系系 床组合

,

在生成硕序和空间分布上有很强的规律性性性
近近 一一一 列列列列

壳壳壳壳壳壳壳

蒸蒸霎霎
火山一陆饭沉积 十 变变 石石 石英脉型铁锰矿床 夕卡岩型钨矿床床 羊弃山山

娜娜 面面 质作用用 英英英英
及及及及 岩岩岩岩

系系系系系系系
列列列列列列列

火火火山一陆抓一生物化化 碳 系系 曦酸盐岩中的似层状菱铁矿 十

英锰矿 白钨矿 钢
、

铅
、

锌
、、

七宝山山

学学学沉积作用 各种成成 酸酸 黄铁矿床 , 脉状充境型铜
、

铅
、

锌矿 床床床
因因因的热液改造作用用 盐盐盐盐

岩岩岩岩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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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玉龙铜矿属花岗闪长斑岩成矿系列
,

矿 部
,

从硅铝质岩石的接触带到碳酸盐岩石的接触

床组合模式和长江 中下游的同系列矿床很相似 带直至离侵入体较远的围岩中
,

相继出现下列矿

图
,

随着成矿母岩 —二长花岗斑岩成矿 床组合

作用的演化和成矿环境的改变
,

从岩体下部向顶

斑岩型 斑岩型 浸染型 浸染型铅 夕卡岩型 脉状铅
铜相矿化 钢矿化‘ 钨极矿化 铜锌银矿化 钢硫铁枯矿化争 锌银矿化

① ② ③ ④
、

国 ⑥

苏联 日金矿田成矿作用与侵入古生代闪长岩 和铂钨矿床为主 外接触带在寒武系中以钥
、

钨

一石英闪长岩和寒武系片岩夹火山岩中的中生代 矿化为主
,

闪长岩中以钨矿化为主
,

均呈细网脉

黑云母花岗岩有关 图 示呈淋顶部发育白云母 浸染状 离侵入体较远的闪长岩中出现石英脉

化和云英岩化
,

内接触带以细网脉浸染型钥矿化 型钨
、

多金属矿床
。

矿床组合如下

钠长石 化黑 分异交代 钾微料长石 化 气液蚀 变 云英岩化 热液交代
云母花岗岩 面币于而

一

’ 白云母花岗岩 面石丽十 花岗岩 藏面面
卡

鱼丝丝
, 细网脉浸染 十 细网脉浸 染

型相钨矿床 型钨犷床
② 匆

南美科迪勒拉褶皱带中的斑岩铜
、

铂矿床
,

也常常构成类似玉龙和江西城门山的矿床组合模

式
。

例如发现于 年的墨西哥卡纳内阿
,

由石

英斑岩中的斑岩型铜矿床 弓暴破角砾岩型铜
、

铂

或铜
、

铅
、

锌
、

银矿床 , 夕卡岩型铜
、

锌矿床组

成 秘鲁莫罗科恰与成矿有关的岩体表现出闪长

岩 二长岩和花岗闪长岩
一 ,

石英斑岩 长英岩的

热液充填
相对开放

细 网脉浸染

染型相矿床
、

石 英脉型钨一多金属矿床

一一砂布
一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一一

、一厂、、 一一一
尹
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

囚
一

长花瓶岩

困
夕 卜耽“目解‘

图
角眺 、

图 长龙铜矿床组合示念图

据西藏第一地质队简化
矿化类型编号 见文中

图 日金矿 田 矿床组 合 示意图

据 翁托耶夫辞资料摘绘

矿化类型编号见文中

一云 英 岩化
、

钾微斜长石化花岗岩 一 钾微 斜长石化
、

自云 毋 化花 岗岩 一钠长 石化
、

黑 云 毋化花岗岩

演化序列
,

同时构成斑岩型铜矿床 卡斑岩型铂矿

床 刊暴破角砾岩型铜矿床
, 夕卡岩型铜

、

相
、

钨

矿化 、似层状交代型铅
、

锌
、

铜
、

银矿化
一 , 脉状

充填型铜
、

铅
、

锌
、

银矿化的矿床组合
。

除了前面所举的两个成矿系列之外
,

在别的

成矿系列中也可发现类似的矿床组合模式
。

例如

在地槽型海相基性火山岩成矿系列中
,

可以出现

受岩浆分异程度或岩性控制的细碧角斑岩型铁
、

铜 州洞洲洞
、

铅
、

锌 价铅
、

锌 , 黄铁矿的矿床组

合
,

但空间分布规律不如花岗岩和花岗闪长斑岩

成矿系列那样明显 如北祁连山
。

地台型海相沉

积成矿系列由于物质来源和沉积环境的演变
,

石

英岩或碳酸盐岩成矿系列由于改造或再造因素或

程度不同
,

都可以出现类似的矿床组合模式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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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福建湖洋地台型海相沉积成矿系列
,

由于沉积

环境的变化
,

在空间上出现铁 硫
一护铜 , 铅

、

锌的

演化序列
,

四川五上地台型陆相沉彩减矿系列
,

由

于同样原因
,

从氧化环境到还原环境
,

依次出现

赤铁矿 , 辉铜矿
一 , 斑铜矿 , 黄铁矿的演化序列

。

由不同成矿系列中的矿床组成的多元

组合模式

继承再造矿床组合模式 属于早期形

成的成矿系列中的含矿地质体
,

经后期相同的或

不同的成矿作用改造或再造形成工业矿床
,

它们

和原成矿系列中的矿床在空间上伴生
,

构成本类

型矿床组合模式
。

常见的例子是属 于表生成矿系

列的风化残积型
、

风化迁积型
、

风化壳离子吸附

型矿床或砂矿床与原生矿床或原成矿系列中的其

他矿床构成的矿床组合模式
。

例如我们曾经介绍

过的大吉山矿田
,

在早阶段花岗闪长岩中虽有稀

土元素的初步富集
,

但达不到工业品位要求
。

经

表生风化作用后形成具有工业利用价值的风化壳

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床 和原花岗岩成矿系列中的

花岗岩型钮
、

锐
、

钨
、

锡对
‘

床及石英脉型钨矿床

一同构成属 于本类型的矿床组合模式
。

两个成矿

系列
,

虽成矿方式不同
,

成矿物质却具有继承性

法国里斯一马林内斯铅
、

锌矿田
,

在寒武纪纂底

的岩溶堆积物和不整合沉积于其上的三迭系古山

麓堆积物
、

三迭系上部泥质白云岩及上覆的早侏

罗世地层中
,

都有铅
、

锌矿体产出
。

它们 可能具

有相同的矿质来源
,

分别与不同时代的沉积作用

有关
。

复合叠加矿床组合模式 由分别属于

不同成矿期或不同成因的矿床在空间上伴生构成

的矿床组合模式
。

在这一组合模式类型中的不同

成矿系列之间
,

未发现直接的成因联系
。

这种不

同地质历史时期中发生的不同的地质事件
,

在空

间上重演或叠加的现象
,

在自然界是经常发生的

它们和该地区的地质一构造一地球化学发展史有

密切关系
。

因此
,

重视和研究这种看来是
“‘

偶然
”

的现象
,

对正确认识四维空间中成矿作用的发展

演化和相互联 系的规律并扩大找矿领域
,

是有

意义的 下面以江西花亭为例
,

证明这种矿床组

合类型是客观存在的
。

本矿田最早发现的是一个属于表生成矿系列

的风化残积型铁
、

锰矿床
,

以后在中石炭统黄龙

组地层底部找到原生的地台型海相沉积锰矿床
‘

两者之间具有继承再造的成因联系
。

在勘探沉积

锰矿的过程中
,

发现元古代褶皱基底中的脉状充

填型铅
、

锌矿床 图
。

后者的成因机制尚未杏

明
,

但与沉积锰矿床显然没有直接的成因联系
,

二者只不过是时间和空间上的叠加和复合而已
。

⋯

国
上三迭统

回
中碳统

困
兀 、界

困
地台型海 ,

沉 、矿沐匡口风化残 , 。铁
、

咖 、

回
脉状 、、型铅 、 ,

图 乐 华矿 区矿床组合棋式示 意图

据 西冶金地质 一 队 ,

砂 护索臾乡理半幸

含自钨矿砂砾岩

含滋铁矿

透辉石 人

硅线黑二 石 英片宕

理岩

们榴硅线黑‘ 片麻 岩

夕 卜岩

口叨哑曰叨目呱因吩肠口

以

进铁矿体

白钨矿体

硅化砚 合花岗岩

混 介花 赶岩

图 羊 鼻山 矿 以矿床组 合 棋式
, 卜 意 图

据 邓翔石
、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 ‘ ,

黑龙江 羊纯山兀占
一

界变

质岩中的石英岩型磁铁矿床 和产
几

花 岗岩外接

邓翔云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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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带的夕卡岩型钨矿床
,

可能分别属于沉积受变

质成因和沉积再造 或接触交代 成因
,

亦是一

种复合叠加类型的矿床组合模式 图
。

据曾世纬 的研究
,

广东大宝山由三

个不同成矿系列的矿床组成
,

每一成矿系列又由

不同类型或矿种的矿床构成各自的矿床组合
。

该

矿田的矿床组合模式可概括如下 属于碳酸盐岩

成矿系列的菱铁矿矿床 黄铁矿矿床卡铜
、

铅
、

锌矿床 弋主要成矿时代为泥盆纪 花岗闪长斑

岩成矿系列的斑岩型铜
、

铂矿床 斑岩型钥
、

钨

矿床 夕卡岩型钨
、

铂矿床 主要成矿时代为燕

山晚期 表生成矿系列风化残积型铁
、

钨矿床

主要成矿时代为第四纪
。

除以上所述根据矿床组合方式和形成机制划

分的矿床组合模式类型之外
,

还可以根据研究程

度和目的不同
,

分别建立典型矿区的矿床组合模

式
、

区域性的矿床组合综合模式和成矿系列矿床

组合理想模式
。

由于篇幅所限
,

不一一论述
。

找矿意义

华南地区的花岗岩成矿系列
,

在五十年代和

六十年代初期
,

找矿勘探工作主要限于花岗岩内
、

外接触带的石英脉型和夕卡岩型钨矿床
。

六十年

代末期
,

在部分钨矿床深部或附近发现具有重要

工业价值的花岗岩型稀土
、

锐
、

担矿床
。

七十年

代以来
,

在石英脉型钨矿床深部或花岗岩型锐
、

翅盯
山

床中
,

又相继找到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花岗

岩型钨
、

锡
、

敏矿床
,

在离侵入体较远的地方发

现似层状浸染型钨矿床亦有一定的找矿远景
。

例

如举世闻名的西华山矿田发现于宋朝
,

直至清康

熙年间均以采锡为主
,

年发现黑钨矿
,

深部

转为采钨
。

六十年代才在赋存石英脉型钨矿床的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中发现富含硅敏牛召犷
、

氟碳忆

钙矿和磷锐冲
‘

等稀土元素矿物
,

构成一个大型的

花岗岩型稀土矿床
。

七十年代末期
,

江西冶金地

质二队又在矿田西北部一个内
、

外接触带中产出

石英脉型钨矿的小岩钟顶部发现花岗岩型钨矿

化
。 ‘

西华山矿田成为一个演化程度不高的花岗岩

体侵入到硅铝质岩石中出现的矿床组合模式的典

型代表之一
。

又如发现于 年历经两度勘探的

大吉山矿田
,

六十年代在矿田北部的花岗岩风化

壳中发现离子吸附型稀土元素矿床
。

, 年江西

冶金地质二队根据富含钠长石等分异交代现象和

发育似伟晶岩壳等相对封闭特征及与石英脉型矿

床的空间关系
,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度勘探

时
,

即已被大量钻孔和坑道揭露的碱长花岗岩小

侵入体中发现花岗岩型锐
、

担矿床
。

年又发

现岩体中的
“

暗色析离体
”

是黑钨矿矿巢
。

,

年
,

根据花岗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和成矿作用的继

承性等规律
,

系统分析了花岗岩中可能出现的成

矿元素
,

发现被的品位达到工业要求
,

且分布均

匀
,

经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和广州有色金属研究

分院的研究
,

主要呈绿柱石
、

似晶石和经硅铁石

的形式存在
。

花岗岩型袒
、

锐矿床发展成为担
、

妮
、

钨
、

锻对床
,

大吉山矿田成为一个包括多矿

种
、

多类型矿床的矿床组合 〕。

长江中下游的花岗闪长斑岩成矿系列
,

亦经

历了类似的认识过程
。

五十年代多将硫化矿床铁

帽当作铁矿床勘探和开发
。

六十年代在铁矿体下

部发现铜或铜
、

铅
、

锌矿床
,

并认识到夕卡岩型

矿床和斑岩型矿床有成因联系
。

七十年代又发现

和本系列有关的钥矿床和钨矿床具有一定工业价

值
。

最近还发现某些金
、

银矿床亦和花岗闪长斑

岩系列的侵入体有关
。

例如永平矿田
,

古代以炼

银为主
,

开采历史悠久
。

五十年代开采风化残积

型铁矿
,

并对风化残积型铜
、

铅
、

锌矿床进行了

勘探
。

六十年代发现和勘探深部夕卡岩型铜
、

硫

矿体
,

同时发现岩体内
、

外接触带发育细网脉浸

染型钥矿和离岩体较远处出现铅
、

锌矿化
。

本矿田

地质系统和冶金系统的勘探队伍多次交替上山
,

由于当时对成矿系列缺乏足够的认识
,

虽每次都

有所发现
,

但都未注意到钨的矿化
。

直到最近
,

才由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发现铜矿体中含白钨矿
,

品位和储量都可达一定规模
。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

充分地说明了研究和总

结成矿系列和矿床组合模式的规律性
,

有助于深

化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
,

扩大思考问题的广度和

深度
,

有助于减少片面性
,

避免盲 目性
,

增强预

见性
。

由于这一课题 目前的研究程度还很低
,

现

有资料只能满足一般的归纳和描述
,

对成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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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矿床组合模式的形成机制和评价准则还缺乏足

够的认识
。

因此
,

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矿区进行

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

将是一项很有愈义的工

作
。

研究的目的是如何根据成矿地质环境和已知

矿床特征去预测可能出现的矿床类型及其可能产

出的部位和矿化远景
。

我们曾对成矿系列和矿床组合模式的找矿意

义作过初步探讨 〔“ 〕,

下面再补充几点意见
。

第

一
,

根据矿床组合的规律性和以往找矿勘探的经

毅和教训
,

我们强调无论是找矿阶段还是勘探阶

段
,

地质工作的对象都不应该局限在某一矿种或

某一类型上
,

应该有目的地寻找和评价整个成矿

系列中可能出现的矿床
,

将成矿系列作为研究的

对象
。

现有许多
“

小矿变大矿
,

死矿变活矿
,

一矿

变多矿
”

的找矿经验
,

其中很多都是成矿系列和

矿床组合模式在找矿勘探中可能发挥巨大作用的

生动例子
。

第二
,

除了过去曾经提到的要重视那

些本身没有工业价值
,

但是可能成为同一系列中

的其他矿床的找矿标志的脉状
、

浸染状矿化现象

之外
,

还应注意在地质条件有利
,

成矿作用复杂

的大
、

中型矿床附近
,

寻找同一成矿系列中的其

他矿床
。

据不完全统计
,

在华南地区主要钨矿田中
,

出现两种以上矿化类型的占
。

其他矿种的矿

床 亦有类似情 况
。

运 用成矿系列 和矿床组合

棋式的理论和规律指导大
、

中型矿床 尤其是生产

矿山 深部和外围的就矿找矿
,

对提高地质工作的

经济效益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

第三
,

在一个成矿系

列中
,

以往最容易被忽略的矿化类型是产于侵入

体内部或远离侵入体的矿化类型和肉眼不易辨认

的矿化类型 如微粒浸染状的白钨矿化和金银矿

化
,

以及已知矿床中可能存在的共生和伴生元

素
。

以上矿化类型应在找矿评价中加以重视
。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阅了许多前人工作成果和

内部资料
,

主要论点曾在华东冶金地质成矿模式

讨论会和江西省地质学会第三届年会上介绍并听

取了许多同志的建设性意见
,

插图为杨美瑛同志

清绘
,

仅向这些同志致以深切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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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硫化铜镍矿床二矿区矿床地质特征

宋恕夏

概 述

金川铜镍矿床位于祁吕贺山字型构造前弧西冀

北侧
,

阿拉善台块内郁区与边缘隆起毗连蜘匕西西

向 , 大断裂南侧
。

矿床形成后
,

被断层错开为四个

矿段
,

自西而东依次为三矿区
、

一矿区
、

二矿区和

四矿区 图
。

含矿超基性岩体侵入于前震旦纪片

麻岩和大理岩系中
。

一
、

二矿区岩体出璐地表
,

面

积 平方公里
。

一矿区矿体埋藏浅
,

地表有氧化

矿龙头
,

是最早被发现和翻牌的
。

三
、

四矿区岩体

小
,

品位低
,

均为厚数十米的第四纪砂砾岩扭盖
。

二矿区矿体大萝峨深
,

为隐伏矿体
,

规模最大
,

品位

最富
。

二矿区矿床地质

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为前震旦纪中深变

质岩系
,

岩体下盘为角砾状混合岩一均质混合岩
、

黑

云母斜长片麻岩
、

绿泥石英片岩及蛇纹大理岩 上

盘为条带一均质混合岩
、

绿泥石英片岩
、

含榴二云

片麻岩及蛇纹大理岩
。

岩层总走向北西 。“ ,

倾向

南西
,

倾角 一
、 。

古生代及中生代地层缺失
,

第四系古河床砾石层分布于矿区东端
,

将笔淋授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