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集具有重要作用
。

结合已有实验资料可以得

出 在岩浆晚期结晶分异一交代一 高温气液演化

成矿过程电
, 、 、 、 、 、 、 、

等主要以氟的络合物形式迁移的有
,

, 、 、 , 、 , ·

、 , , 〕
、 , 之仁

〕
、

〔
, 。 〕

、 。 、 。 、

。 、

等
。

根据上述络合物中 与
、 、 、 、

的比例关系
,

计算了水溪庙担
、

扼 钨
、

锡

花岗岩矿床 表内十 表外 范围内
、 、 、

的总金属储量及其所需携带剂 的总量
,

又根

据矿体中 的平均含量和矿石储量粗略计算了

的总储量 二者之比表明
,

在矿体范围内参与携

带
、 、 、

的 仅占 总量的
,

说明矿液中 是过量的 除了携带
、 、

、

之外
,

还要携带
、 、

等元素
。

如

果计算时包括矿体周围的原生晕
,

则 晕更多
,

因为 的大量富集是在矿体前缘晕
。

担
、

锐
、

钨
、

锡的沉淀
、

富集和分带 各

种元素氟络合物都有一 定稳定存在和迁移的条

件
。

物理化学环境的变化
,

络合物的破坏
,

使金

属元素沉淀富集成矿
。

由于
、 、 、 、

氟络化物迁移和破坏的条件不同
,

造成了这些

元素在空间上的富集部位也有差异
,

并构成了矿

床的垂直分带
。

实验资料表明
, 、

的氟络合物的迁移

能力有一定差异
。

无论从熔融体相
,

还是从液

相转入气相的能力和迁移能力都比 大
,

比

先析出
,

矿化深度大
,

相对于 更富集

于岩体顶哉 如水溪庙矿体
,

从下部少钠长石花

岗岩 , 钠长石花岗暮 , 富钠长石花岗岩
卜

伟晶岩

脉
,

虽然
、

都在增加
,

但二者幅度不同
,

由 一 , 卜 。

下部
、 、 ,

上部 一 , 。

由于 氟络合物闪 〔
, 。 〕的

形成和迁移温度 ℃ 出 卜 , 和服
,

超临界温度 ℃ 低
,

力体之
、

是强亲

氧元素
,

它们的沉淀需要相对多的氧
,

因此使
、

与
、

分离
。

当
、

的络合物大量

破坏沉淀成矿之后
, 、

络合物仍能沿构造裂

隙向上部围岩迁移
,

造成了上有钨锡长石一石英

脉状矿床
,

下有袒锐花岗岩矿床的分带现象
。

蚀 变一成矿过程中含 矿物的形成 络合

物破坏后
,

外界碱金属 傲
、

和携带剂

与围岩发生作用形成相应蚀变
,

蚀变矿物组合与

围岩成分有关
。

担锐花岗岩矿床
,

随
、

向花岗岩顶部富

集
,

伴有钠长石
、

黄玉的形成和富集
,

并交代先

结晶的钾长石
,

主要进入黄玉 〔
,

〕
、

铁铿云溉
, , , 。

,

〕
、

细晶石中
,

并形成少量萤石
。

当

氟进入碳酸盐围岩时则形成大量萤石
,

如水溪庙

担锭花岩岗矿床前缘的灰岩内含矿岩枝及长石一

石英脉
、

石英脉的两壁形成萤石镶边
,

在萤石边

外
,

还可扩散 一 厘米
,

形成浸染状萤石
。

由于高温气液含大量
、

当络合物破坏
,

卸载

之后
,

仍向上迁移
,

在远离矿体几百米的前缘形

成萤石一理云母细脉带或 异常
。

这是寻找盲矿

体的重要标志
。

浙江省区域构造地球化学特征及成矿预测探讨

浙江省地球物理探矿大队 邮逸根

区域构造地球化学虽然目前侧民不成熟
,

但已

引起广大地质一地球化学 〔作者的极大关注
。

它通

过构造发局丈程中各个阶段
、

各个空间部位
,

元素

含童差异所反映的区域地球化学场特征的研究
,

探

讨尽域构造成矿控制特点
,

即空间地球化学专属性
。

这对成矿远景区的划分和矿产预测具有重要的实际

意义

区域地球化学场特征

一 元案在岩体和地层中的分布分配规律

岩体中元素的分布分配规律 我省不同时代

岩体微迹元素丰度与泰勒值 之比值变化情



况如下

雪峰期岩体 为 与全省背景相比
,

雪

峰期至燕山早期岩体为 一
,

为
‘

工

李加里东期岩体 为
,

为
,

为 了

③印支期岩体 。 为
·

。

④燕山早期岩体 为 一 ,

为 一

,

为

⑤燕山早期至晚期岩体 为 、 ,

为
。

可见
,

自浙西向浙东
,

随着各时代岩体由老变

新
,

岩体中 蜜含矿元素的分布在空问上的演变趋

势是
、 、 、

一
、

一
、 。

各地层元素的分布分配规律

浙西地层 浙西各时代地层出露较为齐

么 不同时代的地层微迹元素丰度与泰勒值

之比值如下

①自侏罗系至白平系 为 召 一 ,

为

吏 ,

为 、

②前震旦系及自寒武系至石炭系 为 一

,

为全省背景值的 一 倍

③自有嚷 旦系至志留系 为 一 ,

为全省

背景值的 一 倍
。

浙禾地层 浙和 泛发 育有中生代火山岩

和前泥盆纪变质岩
。

不同时他池层微迹元素丰度与

泰勒值 ‘ , 之比值为

①白平系馆头组和朝川组 为 一 。

②侏罗系磨石山红沙 一 段 为 一 ,

为
、勿猪泥盆系陈蔡群 为

。

浙东以富
、 、 、 、

为特征
,

浙西以
、 、 , 、 、 、

偏高为特低 这

种地球化学背景的差异
,

导致 东和西两地区域地球

化学异常在元素组分 上的不同
,

浙东多为
、

、

型
,

浙西多为
、 、

型
。

二 元素的区域地球化学分布特征

从 卜 万
, 、

地球化学图来看
,

其

特石如 卜

铜 铜元素区域地球化学场的特征
,

对区域

地质构造骨架的分辨
,

具有重要意义
。

皖浙翰边区及平水一铜岩山一 线
,

等值线在地球化学高背景 仁所 呈现的地球化学
’‘

山

脊
, ,

呈北北东向和北东向展布
。

大于 的地球

化学高背景的分布
,

与自雪峰期至燕山早期较富铜

的岩体和自元古界至古生界富铜沉彩她层的空 ’份

布一致
。

常山至建德一线低于 的负异常带
,

反映了贫 的中生代火山岩的空间分布
。

溪口一义乌
、

嵘县一余姚一带
,

的

地球化学场呈岛弧状展布
。

它与燕山早期花岗岩类
、

前泥盆纪陈蔡群的空间分布一致
。

余妮一丽水以东
,

大体为低铜地球化学

区
,

反映了贫 而富
、

的中生代火山岩的

地球化学属性
。

铅 由浙西至浙东
,

随着以中生代为主伽均

火山活动趋于剧烈
,

铅含量亦增高
。

江山一绍兴以西
,

的高仇区分布零

星
,

与燕山早期侵入岩相吻合
。

分布于华坤一 杭州一

线低孔 的负异常带
,

与贫 的志留纪至二

迭纪沉彩她 寻吻合 分布于芳村一顺溪一绚狗负异

常带
,

反映了较为贫 的震旦纪地层
。

宁海一永嘉及遂昌一庆元一带
,

陇
为界的等量线

,

镶嵌连接呈北东向展布
。

这一地球

化学栩正
,

除与广布最富铅元素的晚侏罗什墉石山

组 段和 段相一致外
,

还与燕山晚期富铅浸入岩

和前泥盆纪陈蔡群变质岩的分布有关

踌 高界
,

义乌一丰惠一带前泥盆纪

变质岩区
,

分布模式呈块状 泰顺一文成
、

绪云一

安文一带
,

分布模式呈
“

群岛
,

状
。

这一地球化学
“

势态
’ ,

反映了本带复杂的地质背景特点
。

钒 我省 的地球化学分布
,

具有一定的地

质一地球化学专属性
《 昊兴一芳村一线

,

切 。 高限的等歇

线
,

呈北北东向展布
。

由西向东
,

渐趋
’

份爱
,

反映

了浙西沉移她层 自元古界至古生 界的空 司分布

规依
自江山一绍兴至西屏一 黄岩

,

切 加

为限
,

以
“

岛弧
’

状呈北东向和北西向展布
,

二

要与新生界的基性岩和中生代中墓性火山岩
、

次火

山岩的分布有关
。

至西屏 一黄岩一线
,

北东向
“

岛

弧
”

倾没
。

, 在西层卜 黄岩一线
,

洲 的等量线早

线性排残 以南
,

等量线呈
二

弧峰
” 状分

布
。

等量线多呈北东及北西走向
,

雾毛要与
‘ ,

生代基性火山岩
、

次火山岩
,

以及燕山期和湃山期



中基性侵入岩的分布有关
。

区域构造地球化学辨认

元素在区域空间上分布的不均匀性
,

以及地球

化学域 带
、

区 中元素含盆强度的
“
势态

, ,

显示

出了与相邻背景单元的差氮 这种区域地球化学分

布模式的特征
,

可能反映了地质构造单元的介质

性状
。

一 我省构造地球化学格局的分辨 岩桨一

热液沿通道运移
,

在空间有利部位停机 根据当时

的物理化学和热力学条件
,

各种成矿成晕元素依次

聚集或扩散
,

形成了不同构造的不同地球化学形迅
由于岩浆一热液在成分和浓度上的差异

,

以及后期

活化作用的盈加
,

致使同一断裂构造的不同区段
,

有着不同的地球化学形迹
。

我省区域断裂构造地球化学格局见表
。

在刁勺司性质或不同类型的大地构造单元中
,

除

了分布有翔司的成矿成晕元素异常外
,

还可能分布

有独物狗成矿元素异嗽 这种特有异常的空间分布
,

可以认为是一种区域构造地球化学专属性 区域构

造单元地球化学解译见表
。

二 区域地球化学分区 在构造运动及其演

化过程中 元素的迁移
,

沉积和富兔 贫化
,

导致

尹尹 洲
「

洲洲
从从亡一二长杯川川川川川川川 且且、、亡一一二它下对对一

图 浙江省区域地球化学分区图

一 浙西 地琢化学城 一浙东沿海 地球化学城

一 皖浙一边区
,

地球化学带‘ 一 浙西
、

地

地球化学带
,

一陈菜一遂昌
、

人 地球化学带 、介一 浙

东
、 、

地球化学带 、
’

一沿海 》 地球化

学带

不同地质构造单元中元素丰度的差异
。

依据所显力七

的地球化学形迹
,

可以划分出不同地球化
·

界类型的

区域地球化学分区 ‘图
。

衰 贡

地地球化学学 断裂裂 构 造 地 球 化 学 形 迹迹

构构造体系系 名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 钢钢钢钢地球化学模式特征征 综 合 异 常 形 迹 特 征征 基性
、

超基性元素形迹迹

匕匕 芳村一一 , 等 线轴线方向向
、 、

卜
、 一 、、、

龙龙七七 吴兴兴兴
、

仆
、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向向向 江山一一 等 线轴线方向向 卜
、 、 、 、、

上成一 义乌 区段 显示 有
、 、、

构构构 绍兴兴兴
、 、

一
、 、 、

元 组合异常常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丽丽丽 水一一 一 一 等
、 、

一 卜 ,
、

卜卜 丽 水一 长乐 区段 显示 有
、 『 、、

余余余姚姚 线轴线方向向 一 卜
、 、

元素组合异常常

水水水北 等量线轴线方向向 一 ,

卜一
、

一
、、、

宁宁宁海海海
、

卜
、

一
、 、

东东东 夭 日 山山 等最线抽线方向向
、

一
、 、

一
、、、

西西西 一德清清清
、

月月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
东东东 昌化一一 一 等 线轴线线

、 、

一

东东东 肖山山 方向向向向

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构构构 衡县一一 一 一 等
、 、 、 一 、

一一 有 异常显示示

造造造 三门门 线轴线方向向
、 、 、

下
、

西西西屏一一 即 等 线轴线方方
、 、

一 一 、 、、

西端显示有
、 。 元 素组 合合

黄黄黄岩岩 向向
、 、

异常
,

东瑞显示有 异常常

习习七七 丽水一一 等量线轴线方方
, 、 介一

贾贾贾 妞州州 向向向向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栩栩栩岩山山 等 线轴线方向向

、 、 、

一
、 、、、

一一一三门门门



衰

绝绝质构造单元元 区城构造造 区 城 构 造 地 球 化 学 形 进进

地地地球化学名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 地地地地球化学模式特征征 地球化学异常形迹迹

江江南古陆陆 皖浙 边区
、

①
、

地珠化学离背景带 ,, 、 、 、 、 、 、 、、

地地地球化学带带 ② 地球化学低背 带带
、 、 、

异常带带

浙浙西凹陷陷 浙西
、

地球球 同上上
、 、 、 、 、

异异

化化化学带带带 常带带

上上成一 龙泉泉 陈蔡一遂昌
、

① 地球化学中背最带
、 、 、 、 、 、

异异

隆隆
·

拐拐 地球化学带带 ② 地球化学高
、

中背最带‘‘ 常带带

③③③③ 地球化学中
、

低背最带带带

宁宁波一 秦服服 浙东
、 、

地地 ① 地球化学低背最带‘‘ 、 、 、 、 。 、 、、

断断 摘 带带 球化学带带 ② 地球化学中
、

高背景带
、 、

异常带带

匆 地球化学中
、

低背景带带带

沿沿海隆起起 沿海 地球球 ① 地球化学低背景带
、 、

取
、 、 、 、 、、

化化化学带带 ② 地球化学高
、

中背景带
、 、

异常带带

③③③③ 地球化学中 低背景带带带

区域地球化学分区和地质构造单元对比见表
。

成矿区 带 的划分与矿产预测

不同的区域地球化学分区
,

分肴浦不同成矿元

素组合的地球化学异常
,

指示了不同矿产的分布特

征
。

因而
,

依据这种地球化学特征
,

可以进行成矿

远景预测
。

全省包括有两个地球化学成矿域
,

即含有两个

一级地球化学分区 图

一 浙西钥地球化学成矿域

本域为皖浙检 地球化学域的为操
,

丰度

略低于泰氏值
,

属偏弱分异的 地球化学域
。

域

内含有 个三级地球化学分区
。

昌化一杭州膨润土
、

萤石地球化学成矿带

本带主要分布有同火山作用有关的非金属矿产
,

如

萤石矿
、

膨润土矿
、

高岭土矿以及翩矿
。

浙西
、 、

地球化学成矿带 本带分

布的 异常占全省 异常总数卸 异常

占全省点 异常总数枷 异常韶
。

这些异常反映了带内分布的受侵入构造控制的

相应矿产
。

绍兴 一建德
、 、

地球化学成矿带

本带处于 地球化学高背景带
,

具有富 的优

势
。

带内分 布的 异常占全省 异常总 数的
,

相应分布具有 一定
“
层材

’

和 “

岩控
’

特

命命命命命⋯⋯⋯⋯⋯
图 浙江省成矿远景区 带 简图

一浙西炯地球化学成矿城 一 浙东及沿海铅地球化

学成矿城 皿 一昌化一杭州伟润土
、

萤石地球化成矿带

一 浙西
、 、

地球化学成矿带 , 一 绍兴一建德
、

、

地球化学成矿带 一陈莱一遂昌
、 、

地球化学成矿带 , 一秦顺一青田
、 。 地球化学成矿

带 。一宁海一永熹 地球化学成矿带
,

一遂昌一

宁海萤石
、

沸石地球化学成矿带 一沿海萤 石
、

明矾石

地球化学成矿带



,

构构 造 单 元元 地 球 化 学 分 区区

一一 级级 二 级 三 级级 一级级 二 级级 三 级级

扬扬扬 江南古陆 浙浙 皖浙帐 边 区
、

安吉一开化
、

昌

露露露—
吴兴一苏庄壳型断裂

——
·

民民 地球化学带带 地球化学 区区 化化
合合合 隆起起

擎擎擎擎擎擎擎擎擎擎擎擎擎擎擎擎擎擎擎擎擎擎
,

裂裂裂

——
域域 浙 西

、

地 球球 绍兴一建德
、

杭 地地

———
上度一江山壳型断裂

———
化学带带 地球化学区区 塑笼笼

坟坟坟一‘ 泉隆起 毛 学学

———
余姚一丽水壳型断裂

—————
区区

华华华 宁波一秦顺断摺带带 浙浙 浙中
、

地球化化 陈蔡一 遂昌
、 、、

瞥早早南南南 宁海二沮州壳型断裂裂 东东 学带带 地球化学区区 今 施施
褶褶褶 沿沿沿沿沿沿沿沿沿沿沿沿沿沿沿沿沿沿沿沿沿沿 击击

繁繁繁繁
,

魏 浙中户
、

地球化化 泰顺一 青田 。 、

海 岔岔
地地地地地 学带带 地球化学区区 叮 举举

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球 区区

霞霞霞
沿海隆起起 象山一海门荃底 花岗岩 隆起起 化化 沿海

、

地地 宁海一 永鑫
、

栩栩栩栩

—
通州一姻 云基底断裂

——
学学 球化学带带 地球化学区区区

皱皱皱皱 沮州一平阳基底 花岗岩 隆起起
’

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系系系系系系系 海门一象山
地地地地地地地球化学区区

沮沮沮沮沮沮沮州一平阳

地地地地地地地球化 学区区

征的伟湘矿
。

带内还分布有 异常及相应矿床

点
。

二 浙东及沿海毛剖池球化学成矿城

本域为闽浙 地球化学域貂匕部
,

丰度大大

高于泰氏低 属分异的 地球化学域 包括 个二

级地球化学分怂
陈幕一递昌

、

绳
、 、

劝 地球化学成

犷带 本带分布的 异常占全省 异常总数的
。

本带分布有较多的与
、

有关的矿床

点
。

遂昌一绪云以南的 异常数占本带点异常数

砌
,

拥有 与
、

有关的矿床 旬
,

还分布有百余个
、

异常
,

是有利的
、 、

、

成矿区段
。

秦顺一青田
、 。地球化学成矿带 本带

分布的 异常占全省 异常总数咖
异常占

。

本带分布有与
、

有关的矿床
,

以及叶腊

石矶 本带可延伸至福建省福安一宁德和松政 政

和一称
宁海 永嘉地球化学成矿 带 本带分布的

、

异常占全省
、

异常总数的
。

本

带处于 地球化学高背景带
,

表现为
、

异常

面积大
,

强度高
,

己知
、

矿床 句 分布多
。

遂昌一宁海萤石
、

沸石地球化学成矿带 本

带位于强烈晚期火山岩浆活动带
,

分布有
、 、

、

等元素异常
,

为我省重要的萤石
、 、

沸石矿

产区
。

从成因上看
,

萤石多以火山热液充填型和

岩浆期后热液裂隙型为为 沸石以火山一沉彩琳液

改造型为乞
沿海萤石

、

明矾石 地球化学成矿带 本带含

有 个三级地球化学分区
,

是我省的非金属成矿带
。

海门 象山一带分布有萤石
、

明矾石
、

高

岭土等矿产
。

温州一平阳一带分劝消与火山作用有关的

明矾石
、

黄铁矿
、

高岭土等矿六
从元素在构造运动及其演寸匕立程中

,

不同阶段

和空间不同部位的含量分布分配特征
,

研究成矿规

律和进行成矿预测
,

笔者只是初步尝试 」主成果的

介绍
,

目的在于引起更多的地质一地玛讹学工作者

的关注
,

以进一步开展对这门新兴分支学科的研丸

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