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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同位素的组成特征表明
,

成矿金属物质的

来源是多方面的
。

构造运动改变含成矿金属物质

的热 卤 水溶液的水动力条件
,

使其向减压区

运移
,

当其和富含还原硫的热 卤 水溶液汇合

后而成矿
。

硫同位素矿物对温度基本上与均一温度相符

合
。

麒哪
一硫同位素矿物对温度 ‘表 的分布

状况
,

表现出后生定位成矿热 ‘卤 水活动的某
些迹象

。

城 厂闪娜矿
、

方怕矿硫 同位示矿铆对沮度 裹

中中 段段 矿物对数数 平均沮度

矿体顶部部

矿矿矿体中部部

矿矿矿体底部部

在和大气隔经拍勺较深部位成矿时
,

由于有机

还原作用使 二
一

迅速而完全地转化成
,

硫

酸盐矿物较为罕见
,

如矿山厂和麒麟厂
。

若是在

浅成条件下
,

有大气氧的加入
,

硫酸盐矿物则大

量出现
,

如金沙厂
。

同生海水硫酸盐
。

而基于海水硫酸盐的形成时机
,

建立层控与时控的关系
,

从而阐明了在广大范围

内
,

矿体赋存在某一特定层位的原因
。

硫同位素组成特征是其形成环境和后期演化

的急敛反映
。

深入研究硫同位素的分溜机制及其

组成特征
,

不仅有助于确定成矿物质研泊勺来源
,

而且有助于阐明成矿环境的物理化学条件
。

铅同位素示踪比较
,

不仅清楚地表明成矿物

质的多源性
,

而且对于确定其具体来源提供了可

以追寻的线索
。

结合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

以及微

量元素的类比研究
,

可以更好地确定矿源层或矿

源岩
。

成矿模式可概括如下 来源 于多方面的含成

矿金属物质的热 卤 水溶液
,

与水体或地层内

的富硫溶液 卤水 结合而成矿
。

云南冶金第四矿
、

贵州冶金地质二队
、

湖南

冶金地质勘探二一七队等单位为本文提供了宝贵

的铅
、

硫同位素测定资料
,

使本文得到充实
,

特

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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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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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地质学家多设想其硫来自邻近的油田卤水或

蒸发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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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厂金镍矿床形成的地球化学过程

纂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 蒋 志

金厂是一大型金镍矿床
。

在找矿勘探过程中
,

对

矿床成因得出了多来源
、

多成因
、

多阶段的总认识
。

但对矿质来源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

如与超基性岩

有关的中低温热液说
’ ,

与砂板岩 包括其中的火

山岩 有关的变质热液说 ” ’,

与中酸性岩脉有关的

中低温热液说
,

双叠加中低温热液说
,

与板块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研究所
、

五三三部队
,

云南墨江金 ,
一

金矿物质组份与矿床成因

初步研究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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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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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奋 全厂 泊矿化的地质背景

一金旅矿化的区城地质背最

以及权化一还原条件的关系

层‘ 一志留系中
、

下统

一金镶矿化与金厂岩体和地层的关系 山一金味矿化与构造
、

一金旅矿化的典型剖面 号剖面示意图 ”〔 一哀牢山群
‘

超荃性小岩枝授入

一下古生 界构造
』 一金厂组

‘

一砂板岩
,

一硅化石英岩及砂岩 , 一上古生 界 构 造

层 一中生 界构造层 一上三迭统
, 一一 碗水组 一 一第三

、

第四 系 工 一超葵性岩 芝
‘

一后期浸

位超墓性小岩枝 ①红河深大断裂 ②哀牢山深大断裂 ③安定一九 甲大断裂 哟阿里江大断裂 一翻 卷向斜抽

一翻卷背斜轴 一金矿体 镶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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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洋壳溶液说
’

、

“ 等
。

这是个涉及到找矿方向

的重要间题
,

有必要深入讨论
。

本文从古洋壳残留碎片蛇纹石化过程中的溶滤作

用和后来的构造改造作用出发
,

讨论该矿床的成因

问题
。

金
、

镍矿化的地质背景

金厂矿区位于哀牢山变质带的西亚带
。

矿区主要

地层是 下志留统金厂组 浅变质砂岩和上三

迭统一碗水组 红层
。

地层受北西走向
、

北东

倾向
、

向北倾没的金厂背斜控制
。

区域上九甲一安定

大断裂的组成部分 —金厂断裂通过背斜轴部
,

金厂

超基性岩体出褥于该背斜轴部 图 一
。

沿岩体与

地层的接触带以及红层底部不整合面
,

分布着次级构

造
,

产状与接触带一致
。

在这些构造附近
,

还分布着

北西
、

北北东组压扭性断裂和东西组张扭性断裂
。

金旅矿化主要发生在岩体两侧金厂组硅化岩
、

泥

岩 砂板岩和岩体边部
。

矿体产状平缓
,

近地表或出

尾地蒸 其中金矿石的主要类型为 含滑石型金矿
、

含硫化物石英脉型金矿
、

含硫化物脉状浸染型石英岩

金矿
,

以及次生的含金粉砂岩型金矿和砂金 镍矿的

主要矿石类型为 黄铁矿一绿色水云 母化泥岩型镍

矿 块状黄铁矿脉型镍矿
、

绿色水云母化 有时菱镁

矿勿 黄铁矿化蛇纹岩型镍矿
、

绿色水云母化一黄铁

矿化一健化石英岩型镍矿
,

以及次生大型风化壳硅酸

镶矿
。

据李春姐等的意见‘ , ’ ,

哀牢山变质带属于活动

于华力西期的可可西里一金沙江俯冲带
。

对该带已有

了相当的研究 ’“ ’ 。

因此
,

金厂岩体所在的哀牢山超

基性岩带应为古洋壳残留碎片
。

而矿区的主要矿产组

合 金
、

镍
、

钻
、

银
,

铬
,

石棉等
,

矿床的主要元素

组合
、 、 、 、 、 、 、 、 、

等
,

自然金的成色 件电子探针或扫描电镜分

析 一 石。、
一 ,

个别样品

见 一 , 。、 让。。 等均属

海沟型矿床类型‘ ’ ‘ 。

因此
,

金厂金镍矿床与古洋壳

残留碎片之一的金厂超基性岩体关系密切
。

金厂超基性岩体长 公里
,

宽 公里
,

最宽

公里
,

出露面积 平方公里
,

是哀牢山超基性岩带

个超基性岩体中最大的
。

其深部与北端的常林寨
、

火

烧寨岩体以及南端的安定 沙河
、

马鹿村岩体相连
,

成一长约 公里的大岩墙
。

工程所见的金厂岩体已全

部蛇纹石化
。

岩性以斜辉橄揽岩 中 为主
,

斜辉辉

橄岩 中 次之
,

亦有少量含辉纯橄岩 中护 一纯

橄榄岩
。

造岩矿物以橄榄石为主
,

斜方辉石次之
,

单

斜辉石少见
。

从化学成分看
,

属镁质超基性岩类
。

其

中铝过饱和系列的约占
“ ,

正常系列的占
,

喊

过饱和系列的占
,

镁铁比值 用 多在 一 ,

平均
。

岩体普遍含镍
、

铬
,

镍平均含量为
。

岩体蚀变形成澎】蛇纹岩以胶蛇纹石
、

叶蛇纹石为主
,

纤蛇纹石次之
,

常见绢石假象
,

磁铁矿
、

铬铁矿 铬

尖晶石呈散点状偶见
,

局部有石棉
、

黄铁矿和赤铁矿
。

岩体围岩蚀变不明显
,

自变质作用广泛而强烈
,

表现

为蛇纹石化
、

绢石化 石棉化
。

此外
,

蛇纹石化过程

中引起了碳酸盐化 菱镁矿
、

铁白云石化
、

滑石化和

硅化
。

岩体侧立于下古生代地层
,

其上被三迭系不整

合攫盖
,

其间有古风化壳和起基性岩砾石
。

金镍矿化的物质来源

从地质勘探资料看
,

参与金厂金镍矿化的元素虽

然较多
,

但主要的是 〔包括
、 、

等
、

、

包括
、 、 、

等
、

包 括

等
。

下面讨论这些元素的主要来源
。

硫的主要来源 对比矿区硫同位素测定结果

图 与岩石地层中硫同位素分布 表 可以

看出

教
﹃
﹃川倾才,

图

一辉锑矿

一 一 一 一 一

沼 “ 、。

田 , 日 田 ‘

团

金
一
矿区硫同位素分 布

一闪锌矿 一毒砂 一 黄铁矿

金厂矿床与一般岩石地层硫间位素比较

一一 般 特 征 招 护一

招护护 金 厂 矿 区区

‘

枯。

岩岩 类类 才 ’礴变变 平均 护护护 平均 二
‘‘

岩 类类

化化化情况况 、。 。

超超基性岩岩 非常集中中 兰兰 一 翅基性岩岩
一

墓墓性岩岩 较为集中中 士士
’

平均均 基 性 岩岩
一

酸酸性岩岩 较为分散散 士士 一 乙乙 花岗斑岩岩
一 。

火火山岩岩 卜常分散散 士士士 士 基性熔岩岩岩

沉沉积圈圈 非常分散散
一 ·

围 岩岩
一 〔

·

据陈民扬
,

德定同位素地质学 油印本 、,

,

矿区 将
’礴的平均值 一 伙 接近陨石硫

,

且分布集中
,

塔式效应明显
,

表明矿区与矿化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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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 , 能 要来自从性
、

超毯性岩 平均为
,

气户 稍高的特点表明
,

金镍是与 ’月 一

与岩石硫同位 素的
一

般特征比较
,

们犬沉积 起运移的

岩增加 夕
‘ ,

使 改 “ 平均提高约 下
’ 。

而火成岩 上述特点表明
,

金 ,一矿区与矿化有关的硫 主要来

类减少 ’毋 不同火成岩类‘ ‘

降低的数仇大致相 自获性
、

超块性岩 来自其他岩类的硫居次要地位

同
,

为 “ 〕
‘’。

、

这表明有某种富 ”的溶液
,

如 成矿溶液可能与进入地
一

的地表水了, 关

大气降水
,

进入地 「所成的低温热水溶液
,

对这些岩 硅的主要来源 从现象上行
,

矿体所从存的

类产生 了同位素交换作用
,

而使 ’月由火成宕类迁向 金厂组地层发生 强烈的硅化
,

即硅人量迁入 金厂组

沉积岩类
。

地层
。

目前金厂组地层 矿区、 仍处于酸性环境
,

利

矿区各种岩类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墓本上 于硅的沉淀而不利于硅的迁移
。

与此相反
,

金夕
’

超拢

一致
,

表明在金镍矿化过程中
,

由于 ’‘的运移
,

已 性岩体却发生了强烈的蛇纹石化
,

这个过程往往释放

使 ”和 ’‘达到 了某种化学动力学准平衡
。

而金
、

镍 出硅
,

如其中的斜方辉石以如下方式释出

矿体中
’ ‘ , 月 平均为一 吐石。 , 比围岩 ,

将
,

牙二 二兰
认

顽火辉石 蛇纹石

并且
,

已蛇纹石们狗金厂岩体的主要矿物之一是叶蛇 岩体失硅地层得硅的具体显示
。

纹石
,

它只有右孩性条件下才能由橄榄石转变来 ’“ ’ 镶的主要来源 金厂 岩体镍平均 含量为

碱性条件利于硅在溶液中迁移
,

使硅迁出岩体 野外
,

岩体表面形成巨大风化壳型硅酸镍矿床等事

确见硅的作用发生在岩体边缘 全硅化现象
、

外部 实表明
,

金厂岩体是矿区硫化镍矿下扫狗矿源
。

使金厂组地层硅勿 和后期 滑石脉穿切岩体
,

即 在前述碱 性水溶液条件下
,

如有 参加
,

则含

岩体本身总体上是因蛇纹石化而失硅
。

金厂组地层的 在橄榄石 镍橄榄石 中的镍就以方硫镍矿

硅化部分与岩体全硅化部分呈某种过渡关系
,

正是 析出
。

而含镍蛇纹石在同样条件 卜也可析出镍

仇
碗 色

镍蛇纹石 方硫镍矿

如果考虑迁出岩体的镍在地层有利环境下成矿 方向上矿化元素的成矿模式可写为

时
,

按照地质体中微粒的随机运动理论 ‘ ” ’ ,

在迁移

二 。

仁
,

带
一 ‘

〕
一

‘奋
一二兰三

二 , 、

一 、

式 中
。 、 、

丙
、

叮 为常数
, 。定义在

一 。
一 ,

〕
,

定义在
一
。

,

〕 必 甲 为概率积

分 下同

必 ‘ , , 二

工
右户

泞

式 表明
,

在岩体吞嵘矿体之间应出现一个镍

低量带
。

观测中确实发现这样的带
,

宽 一 米 图
。

上述讨论表明
,

镍主要来自岩体
,

并在含 的喊

性水溶液中搬运
,

而后在泥质岩类处生成硫化镍矿
,

金的主要来源 据 多个样品分析
,

金厂

岩体蛇纹岩平均含金
,

为地壳金丰度
,

黎彤 的 倍
。

此外
,

岩体表面大型硅酸镍矿

中也有一定量的金
。

从岩体到地层
,

金矿伪泊勺厚度和

金含量的变化带有方向性 随距岩体距离的增加
,

金

含 , 缓慢地上升到极大点后突然下降 图
。

表明金

由岩体迁入地层后
,

由于环境条件的改变 逐渐冗淀
,

直到达到金所不能逾越的地球化 ,’书章
·

金才完全沉淀

下来
,

形成由缓升到陡降的特点
。

应用地质体中微粒的随机运动理论
’ ” , , 丁以把

地球化砂郑章描写为吸收一反身护谈 即金的空间分布 ,

写为
花

一

用 才 一 万 、
’

〔
口 , ,

一 口 ,

当取 一 一。米
, 二 米

, 二

时
,

式

描述了随距岩体距离的增加
,

金含堵变化的总趋

势 见图
。

图 对金厂金矿化来说具有代表性
,

矿区金矿化

时金的主要迁移方向是由金 一岩体向金厂组地层
。

矿化元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图
‘ 金

、

镍之间有明显的反消长关系
,

可表示为
一 一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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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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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之
·

, ”

当当
· 二

乡了了
二盔、‘洲洲一一

。

阅阅阅夕一
‘

乓乓 尸尸》》

、
‘

呀
‘‘‘‘‘ 芝 ’

厂厂, 、

,,, 、、

,,

、、、 、、

二二

工
‘‘一 位位位

吸吸吸

缸缸缸举举举举举
望

。

吕 一 “ 。

图 山 岩体到矿体镶含 , 变化
, , ’

一 三迭统
‘

红层咔 才
一金厂组浅变质岩

艺一金
一

超基性岩体 一菱镁岩 中一 蛇纹岩

中 一斜辉辉橄岩 金矿体 一镍矿体 折线

为镍含 变化

图 金
、

镶之间关 系

一 观测值 一式 计算仇

︵乏目侧二咬

︵兴︶侧脸长坛

,

万
,

仁
之户抓

距岩休 米

盘 犷
’

烂山 卜 号矿体金随宕体距离的 变化
金含 变化曲线 一 金矿 体厚 度变化曲线

一 据式 减 计算

式 不仅包含了金镍矿化于不同部位而呈现反

消长的关系
,

而且可能还包含金镍在化学动力学 上近

于平换哟关系
。

因为考虑金镍的矿化态和溶液态平衡
,

以及溶液中金镍的存在量相对稳定时
,

可从理论上求

得式 准 同时
,

式 括号中仇 和一 “ ,

的存

在表明
,

金厂组圳丢中也有一 定量的金镍进入矿床

金与银的关系较父杂
。

总的情况是在贫矿部

分不相关
,

在富矿和矿化带中为正相关
。

这可能是生

成贫矿时金
、

银的主要来源不同
。

金 主要来自岩体

银可能主要来自地层 如其中的火山岩
,

致使金
、

银

在贫矿部分呈
“

机械烫加
”

关系
。

富矿是由贫矿改造

来的
。

这两个过程的源都是贫矿
,

其中金
、

银是在同

样的作用下富集和分散的
,

致使富矿和矿化带中两者

又呈正相关
。

上述关 卜元素相关特点的讨沦表明
,

矿床成矿元

素主要来自岩体 但也有一部分来自地层
,

特别是银
,

可能主要来自地层
。

矿化元素的刀主迁移方向已 于图 一 、中明 显

示出 金矿体的主要部分位于金厂组地层内
,

向
一

碗
水组的部分呈浑圆状

,

向岩嗯粕勺部分呈分枝拖尾状

而镍矿体介于金矿体与岩体之间
。

这个典型剖面既显

示 了金镍来自岩体
,

而矿化于地层的总趋势
,

又扬云

了由于金镍性质不同
,

而矿化 于距岩体不同的距离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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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镍矿化的主要过程

此外
,

矿床矿物生成顺序和矿体元素含量分布特

点
,

均显示出金厂金
、

镍矿床是一个多阶段成矿作用

形 解】矿床
。

从矿床矿物生成顺序 表 看
,

金厂金
、

镍矿

床共有四个矿物生成阶段 从矿床金含量分布特点

图 看
,

金有两个矿喀创明
。

因为矿体金含量分布

均可表示为两个对数正态分布的叠雄

, 。 ,

共严
· , , 泞一 ,

式 中右为金含量
, 。 、 、 、 、 。 、

为相应的参数
。

式 和图 表明
,

金厂矿床金矿

化至少有两个矿化期 贫矿生成阶段和富矿生成阶段
地质资料还表明

,

硫化镍矿也有相应的两个矿化期
, ”。

下面结合地质资料
,

具体讨论矿床的形扇立毯

图 金厂矿床金含 分 布
、 、 、 、 、 、 、

一 矿体编号

艺 一前述矿体加和 一 一 号矿体石英脉

点
、

圈 为观测值 曲线为式 计算值

矿源形成阶段 上述讨论表明
,

金厂金
、

镍

矿了扫均主要来源是金厂岩体 金厂组地层中也有一定

的金
、

镍含量
。

金厂组 包括其中的火山碎屑沉柳
的特点表明

,

当时矿区位于海沟附近或海沟向岛弧的

一侧
。

金厂岩体直接侧立于金厂组地层又被一碗水组

红层直接不整合于其上
。

这些事实表明
,

做为矿源的

岩仍和地层形成于志留到二迭纪
,

金厂岩体初次侧立

可能在华力西期
。

贫矿形成阶段 与金厂岩体初次侧勿狗同时

或稍后
,

金厂地区大约已转化为岛弧而出露海面
。

因

为三迭系红层直接不整合于岩体和金厂全民之上
,

并在

红层底砾岩中发现超基性岩砾石
。

以后
,

接近或出礴

地表的超基性岩体在自变质和深部循环大气降水的他

变质综合作用 ’“ ’下而蛇纹石化 在碱性
、

含
、

℃左右水溶液的作用下
,

橄榄石
、

辉石等转变为

叶蛇纹石
、

胶蛇纹石等
,

使金
、

镍
、

硅
、

硫等转移出

岩体
,

如其中的金可能皇硫化氢络合物的形式 ”“ ’转

移
。

出露于地表的金厂组砂板岩中砂质部分氧化带发

育较深
,

泥质部分氧化程度稍低一些
,

形成具有酸性

特点的氧下扫还原交替带 由岩体来的含金
、

镍
、

硅
、

硫的水溶液遇到酸性环境
,

使 沉淀
,

金硫化氢络

合物分解使金沉淀
,

硫也以金属硫化物形式沉淀
,

镍

与金由于地化性质差异而分别沉淀于泥岩和砂板岩

中
,

形成泥岩型镍贫矿石和石英岩型金贫矿石
。

盖层形成阶段 到三迭纪晚期
,

金厂地区已

转化为弧后浅海区
,

接受了海陆交互相的红层沉积
,

形成了金厂金
、

镍矿的盖层
。

盖层的存在
,

使古风化

壳中贫金
、

镍矿床埋入地下
,

为矿床的进一步改造提

供了一定的沮度
、

压力和其他环境条件 并且保护了

矿床
,

使其在后来的风化剥触中不被破坏掉
。

富矿形成阶段 金厂贫金
、

镍矿及其盖层形

成后
,

经历了印支
、

燕山
、

喜马拉雅三次构造运动
,

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生了地层倒转和金厂岩体的构造侵

位 见图 一
。

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改造 了贫金贫

镍矿
,

使之转变为富金富镍矿
。

这个时期成矿温度稍

高 包裹体测温为 一 ℃
。

富矿形万匀均高潮期大

约在前一亿年左右 铬水云母年龄值为
、 、

百万年
。

以金为例
,

改造贫矿为富矿的过程大致是

含金石英岩受正曲 和张扭断裂影响
,

在其中形成富矿

石英腻 这类石英脉通常由滑石一石英带
、

硅质带
、

硅质一石英带等组成
,

有时多达四
、

五个韵律重堑出

现
,

两侧对袜 组成矿物为枯土
、

含炭质石屯 滑石
、

蛇纹石和碳酸盐矿物及少量高岭石
、

绿水云母
,

自然

金
、

金银矿物也大量集中于此
,

含金川 。一 ,

最高样达 健
。

风化剥蚀阶段 从矿区地层缺失情况看
,

金

厂地区大约在燕山晚期已进入风化剥蚀阶段
,

喜二翻泣

雅期至今是主要录触阶段 在这个时期
,

超基性岩体

‘‘匕卜巨﹄﹄协﹂卜通如也

袄侧幼旧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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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厂 矿 床

加里 东期

矿 物 生 成 一 序 衰

华力西一印支期 燕山一喜山期 晚 近 期

奋丽不辰痴一

十
一

福奋石玩
富矿形成期 次 生富 期

曰
玉 砚

石 英

自 然 金

黄 铁 矿

绿泥石
,

炯云母

沸石 鱼 石

蛇纹 石 滑 石

获谈矿
、

铁白云 石

旅佛祠银矿
、

含银 钥矿

方 硫 镇 矿

辉 砷 恤 矿

绿色水云母
、 牡

偏铝矿
”

针 镶 矿

高岭石
、

迪开石

方铅矿
、

白铁矿
、

盛黄铁矿

梯硫镇矿
、

辉佛矿
、

闪锌矿

钢 蓝

劝 矶
、

镶 华

姐 铁 矿

表面形成大型风化壳型硅酸镍矿 地表氧化性水携带

被风化剥离的金矿中的金 呈胶体或氯合
、

水氯合和

经基络合物 向地下富集叠加
,

一方面形成石英脉裂

隙中渣状金块
,

一方面进入较松散的粉砂岩被吸附成

次生金矿 金矿的风化产物被搬运到附近的河汉甜成

砂金矿

根据以上关于金
、

镍矿们约地质背景
、

物质来源

和主要过程的讨论可短
金厂金

、

镍矿床应是古洋壳溶滤
、

构造改造
、

次生叠加成因矿床

金厂类型矿床的存在表明
,

不仅要注意与古洋

壳有关的溶离型含金的铜镍矿床
,

还应注意寻找在漫

长地质过程中改造古洋壳而成的金矿床

整个哀牢山带是寻找金厂型矿床的一个有利地

区
。

因为沿这条带分布有 个超基性岩体
,

同时分

布着金厂组地层和三迭系红层
,

有矿源和成矿条件
。

本文主要资料取自 五三三部队提交的金厂矿

床地质勘探报氰 文中的一些主要论点是与孙书山工

程师商讨产生的
,

并经王孝玉
、

李前德
、

杨嘉禾工程

师等审阅原稿
,

特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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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金树科马提岩的发现

四川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队 傅凤鸣 胡玉华

在力溪一通安镁铁质
、

超镁铁质岩带上
,

我

们发现了一套与蛇纹岩紧相伴的超基性火山熔岩

图
。

据其特征确定为科马提岩
。

蒸蒸称称
所覆盖

。

因此
,

侧立时代属下元古代
。

岩带本身

及其所处区域构造位置尚在研究中
。

所发现的超基性火山熔岩在蛇纹岩岩墙的上

盘
,

平面上为趾状 图 呈多层 产出
,

每层

可能代表一个岩流单元 其中一个保留最完整的

嗽浇专聋

昌
,

皿 姗 曰 曰 曰 口
、了泞厂

尸一、、尸艺一﹄甲一
,

一一目一一一艺
图 区域地质略图

一下元古界会理上亚群 一下元古界会理下亚群

一前展旦系大田组 一 力溪一通 安镁铁质
、

超镁铁

质岩带分布范围 一元古代花岗岩 一 元古代石英

闪长岩 一前展旦系以后地层

卜卜孚尹

回 囚 口 回 口 图
力溪一通安谈铁质

、

超镁铁质岩带上
,

有在

地层中呈互层 产出的
、

具枕状构造的变质玄武

岩
,

有广泛分 布的变质辉绿辉长岩和辉长 岩
一 百万年‘ ” ,

及在岩带中部大 量

出露的蛇纹岩
。

蛇纹岩在菜 子园断裂中呈岩墙

状
,

在断裂以南为岩床
,

与地层整合接触 初步

恢复原岩为辉橄岩
、

橄榄岩及少量纯榄岩
,

属高
、

众
,

低
, 厂 最高

边 的镁质超基性岩‘ ”
。

岩带月王有橄榄玄

武岩
、

钠质火山熔岩
、

黑云母花岗岩 百万

年
。

已发现含镍磁铁矿
、

铬铁矿
、

硫化钻镍矿等
。

该岩带侧立于下元古界会理下亚群变质碎屑

岩
、

硅质板岩夹薄层碳酸盐岩中
,

为会理上亚群

图 科马提岩平面分布示 愈图

一下元古界会理群通安组变质岩 一 辉石质科 马提

岩 一 滑石化蛇纹岩 一 滑石化超燕性岩
一

辉

长岩
、

辉绿 辉长岩 一 断层

岩流单元厚 米
,

它的上部为薄层硅质板岩
,

其

下为强滑石化蛇纹岩
。

岩流剖面与已报道的
’‘

具

有限欲刺结构
”

的科马提岩流剖面相当‘ ’ 〔

全

部岩石已强烈变质
,

岩流组成及岩石结构特征分

述如下 图
。

钠长一透闪岩
、

绿泥一透闪岩及顶部角砾

暮 角砾岩厚 一 米
,

角砾大小不等
,

钟为钠

长一透闪岩
,

角砾间为钠长石彭真
,

是钠长一透

闪岩就地不规则裂开形成
,

呈多边形节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