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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岭燕山期花岗岩的成矿

系列及成因类型

华 锡 囊 黄 由 丢

浙江有色地质勘探公 司 西北有色地质勘探公 司

本文就小秦岭岩浆岩的演化规律
、

岩石

系殊 岩石化学特征及成矿 专属性
,

韧步探

讨了花岗岩的成因类型 从矿化
、

矿床之间

的时空 关系
,

分析归纳了燕山期花 岗岩的成

矿系列
,

试图揭示它们的内在联 系
,

以指导

找矿
。

本文内容限于陕西地区
,

只是在论述成矿专

属性及成矿系列时才联系到豫西地区
。

本区在太古代接受了厚度大于 米的地

槽型海相火山喷发沉积物的堆积
,

后经强烈的

区域变质及混合岩化
、

花岗岩化作用形成了太

华群变质岩系
。

元古代北部隆起形成了华山隆

起带
,

南部下降成边缘坳陷
,

沉积了震旦亚界

长城系铁洞沟组石英岩
、

石英片岩 厚 一

米 及厚千米以上的熊耳群火山岩
。

其南

则沉积了宽坪组云母石英片岩及大理岩夹火山

岩
,

以及陶湾组大理岩夹火山岩 用后沉积了

蓟县系石英岩
、

板岩及健石条带白云质灰岩 厚

米
,

同时有少量中酸性岩浆活动
。

寒

武纪只沉积了厚度不大 一 米 的灰岩

及板岩
,

至加里东期
,

地层挤压褶皱成加里东

褶皱带
,

并伴生东西向的带状岩浆岩
。

加里东褶

皱带与华山隆起带连成一片
,

表现了华北地台

陆壳不断增生
、

不断增厚
。

海西期只在洛南附

近形成了近东西向的陆相断陷盆地
,

沉积了厚

度不大的砂岩
、

页岩夹煤层
。

印支燕山期构造

活动表现为北东向隆起与坳陷及一 系 列断裂构

造
,

同时有大量岩浆岩沿断裂侵入
,

形成一系列

的岩基
、

岩株及岩脉
。

至新生代
,

只在山间盆地

中堆积了红色砂砾岩及第四系冲积物
、

坡积物

图
。

中酸性侵入体的地质特征

岩石分类及岩石化学特征

区内中酸性俊入体主要由钙碱系列岩石 里

特曼指数平均为 组成 表
。

岩石命名

采用南京大学地质系 年的岩石分类方案
,

可

分为

闪长岩类 主要有闪长扮岩
、

石英闪

长扮岩
、

石英二长斑岩等
。

岩石常见斑状
、

似斑

状结构
,

基质为细粒结构
。

主要矿物为斜长石

含量达
,

以中长石为主
,

部分为拉长

石
、

钾长石 一
、

石英 暗

色矿物较多 一 ,

为辉石
、

角闪石等

副矿物为磁铁矿
、

磷灰石
、

桐石
、

错石
。

岩石化

学成分与我国闪长岩类的平均成分相当
,

唯

含量偏高
。

‘ 花岗岩类 主要有二长花岗岩
、

花岗

岩
、

花岗斑岩
、

钾长花岗斑岩等
。

岩石由石英
一

、

钾长石 一
、

斜长石 常

为中一更长石
,

含量
、

黑云母

等组成 副矿物有磁铁矿
、

磷灰石
、

桐石
、

错

石
、

铁铁矿等
。

有些岩体中含微量的萤石
、

白钨

矿
、

辉钥矿
、

方铅矿
。

从岩石化学成分看
,

可分

酸性岩及中酸性岩两类
。

①酸性岩 包括花岗岩和钾长花岗岩
。

其化

学成分 比国内同类岩石更富碱
,

钾
、

钠比值更

高
,

而钙
、

碱比值则低
。

②中酸性眷 包括花岗闪长岩和斜长花岗

岩
。

岩石 的碱度及钾
、

钠 比值同样高于同类

岩石
。

花 岗岩类的小岩体 中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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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性 任 入 体 , 石

岩岩

⋯⋯
岩石名称称 样样 分 析 结 果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数数数数数 幻幻
,

华华 山山 二长花肖岩岩 了
。 。 。 。 。

老老牛山山 二长花阅岩岩
。 。 。 。 。 。

文文公岭岭 二长花阅斑岩岩
。 。 。

石石家海海 钾长花岗斑岩岩
。 。 。

金金堆城城 钾长花肉斑岩岩
‘ 。 。 。 。 。

西西马路沟沟 花岗斑岩岩 】

八八里坡坡 花 岗 岩岩
。 。 。 。

,,, 花 岗 岩岩
。 。 。 。 。

角角洛岔岔 二长花肖岩岩
。 。 。

,,, 二长花阅岩岩
。 。 。 。 。 ,

离离岌山山 花肉斑岩岩
。 。 。 。 ,

石石庄沟沟 石英闪长扮岩岩
。 。 。 。 。 。 。

下下 料料 石英闪长纷岩岩
。 。 。 。

杨杨 沟沟 石英二长斑岩岩
。 。 。 。 。

店店 门门 闪长扮岩岩
。 。 。 。

李李家洼洼 斜长花阅斑岩岩
。 。 。 。 。

子沟沟 闪长扮岩岩
。 。 。 。 。 。

木木龙沟沟 花岗闪长斑岩岩
。 。 。

庙庙 沟沟 花阅闪长岩岩
。 , 。

寨寨子沟沟 闪长粉岩岩
。 。 。 。

寨寨子沟沟 花岗闪长斑岩岩
。 。 。 。 。

八八宝山山 花岗闪长斑岩岩
。 。 。 。 。

银银家沟沟 二长花肉班岩岩
。 。

了
。 。

南南泥翻翻 二长花肉斑岩岩岩
。 。 。 。 。

南南泥翻翻 花岗闪长岩岩岩
。 。 。 。

中中 国 岩岩 花 岗 岩岩
。 。 。 。 。

浆浆 岩 平平 花阅闪长岩岩
。 。 。 。 。 。

均均 位位 闪 长 岩岩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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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成 分 衰 衰

, 李特受受 备 注注

指指指指指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 ,

三竺竺竺

。 。 。

岩 脉脉
。 。 。 。 。

北部岩体体
。 。 。

南部岩体体
。 。 。 。

晚 期期
。

早 期期
,

妙
。 。

浅部岩体体
。 。 。 。

深部岩体体
。 。

。 。 。 。 。 。

。 。

。 。 。

。 。 。 。 。

。

』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土

‘ 。 。

。 ‘ 。

电电电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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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较高
,

其中 。可高出酸性岩平均值的 十 到几十倍
, ,

可高出几倍
,

从

岩体中橄甘元索含一

一洲一
八︶︵“‘咭﹃︼合您」

岩体名称

老 牛 山

张 家 院

石 家 湾

氏 备 注

西 马 路 沟

角 洛 岔

成

喊

,

花岗斑岩岩脉
,

,

细粒二长花岗岩

早期

中粒二长花岗岩

晚期

或找上‘月盛,‘或成

木 龙 沟

酸性岩平均值
冲

‘ “

。

一粼维诺格拉多夫
, 。

少数岩体化验资料看
, ,

也较高 表
。

正长岩类 见有正长岩和正长斑岩

脉
。

分布于岩体附近的构造裂隙或穿插于岩体

中
。

岩石中出现了碱性长石和霓辉石等
。

中酸性俊入体的时代及产出特征

中的性侵入体的时代 秦岭东部印支

燕山期侵入体的生成顺序呈现了南早
、

北晚的趋

势
,

本区小岩体除长岭闪长岩外均属燕山期产

物
。

岩体中各类岩石的穿插关系也表现了各类岩

石的先后顺序
,

如寨子沟
、

秦子沟岩体中花岗岩

生成晚于闪长岩 杨家坪岩体中见花岗岩穿插于

花岗闪长岩中
,

这个顺序与岩浆岩从闪长岩 花

岗闪长岩 , 花岗岩的演化规律相符
。

晚期还出现

了正长岩脉
。

构造分布与岩体产出特征

①区内东西向构造起着骨架作用
,

又有北西

向及北东向构造搭配
,

构造线呈等间距排列
,

早

期构造又受后期构造诱发而复活 图
。

②区内东西向构造活动较早
,

其次是北西向

构造
。

至中生代
,

区内主要表现为北东向构造活

动
,

同时又是印支
、

燕山期岩浆活动时期
。

所

以
,

构造控制着岩体的分布及形态
。

几组构造交

汇的地区
,

也是岩体群发育的地区
。

如黑山地区

是东西向
、

北西向
、

北东向构造的交汇处
,

也就

发育了周家沟
、

下斜
、

杨沟岩体 周家沟岩体受

北东向及东西向构造控制
,

所以岩体呈北东向拉

长的扁豆体
,

它们派生的岩脉更明显地充填于上

述构造裂隙中 老牛山岩体呈不规则的菱形
,

长

边呈北东向
,

短边近东西向
。

该岩体形成时岩浆

活动方向由北向南
,

岩浆的前锋沿北西向及北东

向构造前进
,

进入构造发育的脆弱带
,

形成了三

个向南突出的舌状体 石家湾岩体受北西向构造

控制
,

在北东向构造活动时
,

使早先的北西向断

裂重新启开
,

岩浆侵入形成了北西向岩体 金堆

城岩体派生的西马路沟岩脉
,

明显地追踪北西及

南北向裂隙构造分布
。

由于构造的
“

等距性
”

及
“

棋盘格式
”

布

局
,

岩体也呈 “
等距性

”

及
“

棋盘格式
”

分布
,

由西向东依次排列有 金堆城一角洛岔岩体带
,

黑

山一李家洼岩体带
,

木龙沟岩体带
,

长岭一寨子

沟岩体带
。

岩性与构造也有一定关系
,

在隆起带及背斜

部位往往出现酸性岩石
,

在坳陷带及向斜部位岩

石往往偏中性
。

③本区岩体形成深度可分为

中深成相岩体多呈岩基产出
,

出露面积 一

, ,

多数为二长花岗岩
,

中粗粒结构
,

边

缘相不明显
,

岩体中往往有伟晶岩脉穿插
。

浅成相岩体多呈岩株
、

岩脉产出
,

出露面积

均小于 一 ’ ,

一般向外倾
。

岩石有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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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斑岩
、

花岗斑岩
、

花岗闪长斑岩
、

斜长花岗

斑岩
、

石英闪长扮岩
、

闪长粉岩等
,

具斑状结

构
,

基质细粒
。

本区岩体多属浅成相
,

只有少数

不具斑状结构的岩体属浅一中深成相
。

豫西后瑶

峪
、

土乞老湾岩体及本区南侧的南台岩体是伴有隐

爆角砾岩
、

侵入角砾岩的超浅成岩体
。

区内只见

坡阳沟岩体中的流纹斑岩伴有侵入角砾岩
,

可能

也属浅成相
。

岩桨岩演化系列及成矿专属性 这套岩

浆岩起点高
,

最早只生成中性闪长岩
,

没有基

性
、

超基性岩伴生
,

生成以花岗岩类为主体的中

酸性岩浆岩
。

这类花岗岩以富含
, ,

,

贫
,

为特征
,

属钾质系列的岩浆岩
。

岩策演化序列 岩浆演化序列及岩石

特征列于表
。

岩浆各阶段演化情况归纳如下

①中性阶段 深部岩浆处于高温
、

高内压状

态
,

挥发份均溶在其中
,

小股上升的岩浆酸度较

低
,

铁
、

镁
、

钙质含量较高
,

因而早期形成中性

闪长岩体
。

岩浆结晶温度高
,

同化棍染作用强

岩 类

岩 浆 演 化
序 列

中 性 中 酸 性 酸 性 喊 性

二 长 花 岗 岩
花岗岩

、

钾长花岗岩

正 长 岩
宽辉正长岩岩

岩
岗

岗花
长

花
斜

一
岩

岩长
闪

长

英

闪石

︸
匕︺卜内了

一

酸度

减度 ,
。

》

递 减

蚀 变 程 度 弱 递增 强 递增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寸

闷卜

同 化 混 染 递 减

成 矿 作 用 弱 递增 强 递减

烈
,

围岩中钙
、

镁组份的加入
,

增加了岩体边缘

相的基性程度
。

热力变质带宽广
,

而热液蚀变作

用较弱
。

由于岩浆分异作用未能充分进行
,

挥发

份未充分聚集
,

含矿元素未能充分萃取
,

没有形

成成矿元素的大量富集
,

很少形成工业矿床
。

②中酸性及酸性阶段 在深部岩浆不断演化

过程中
,

部分陆壳组分重熔加入岩浆
,

酸度
、

碱

度增加
,

岩浆沿断裂构造上升到浅部
,

形成中酸

性及酸性岩体 随着岩浆温度的降低
,

挥发份不

断逸出
,

使岩体及围岩遭受了强烈的热液蚀变作

用
。

由于岩浆的演化分异作用
,

促使碱质
、

挥发

份不断增加
,

成矿元素不断萃取与富集
,

形成了

工业矿床
。

③碱性阶段 在岩浆演化末期
,

碱度及钾
、

钠

比值增加
,

形成了正长岩脉
。

成矿 专属性 本区 包括豫西 燕山

期中酸性岩浆岩属于钾质系列
,

主要成矿在酸性

花岗岩阶段
。

这与华北地台的邯邢地区不同
,

那

里出现基性扮中性岩石
,

其中钠质较高
,

钾
、

钠

比值低
,

属钠系列
。

成矿阶段为岩浆演化后期的

闪长岩阶段
,

形成大量夕卡岩型铁矿 与南岭花

岗岩的岩石成分也不同
,

及 比

值均小于南岭花岗岩
,

因而成矿组合也不同 与

江西铜厂斑岩钥盯
口

的花岗闪长岩化学成分相似
,

但 含量要高于铜厂
。

总之
,

本区中酸性岩浆

岩有自己独特的成矿组合
。

将上述各区的成矿阶

段
、

成矿组合列于表
。

随着岩浆演化
,

本区成矿组合也随着递变
,

显示了岩浆岩的成矿专属性
。

闪长岩类只形成了

规模很小的铁矿 黑山 中酸性花岗闪长岩类

形成了小
、

中型铁矿
,

铜相矿 木龙沟
、

八宝山

及铅锌矿 酸性花岗岩形成了大型钥矿 南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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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 矿 阶 段段 闪 长 岩岩 花 岗 闪 长 岩岩 花 岗 岩岩

地地 区区 邯 邢邢 本 区区 江西铜厂厂 本 区区 南 岭岭 本 区区

岩岩岩
石石石

。 。 。 。

化化化
。 。 。

学学学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
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

成成 矿 组 合合
,

湖
、

金堆城
、

石家湾
,

小型至大型的钨矿 清

峪
、

三道庄 及铜
、

铅锌矿等
。

燕山期花岗岩的

成矿系列及成因类型

花岗岩的成矿系列 在中生代强烈的构

造及岩浆活动过程中
,

形成了巨大的金堆城
、

黄

龙铺
、

南泥湖等相矿床
,

并伴随钨
、

铜
、

铅等的

成矿组合 这些矿床及矿点沿华北地台南缘分

布
,

自秦岭向东经伏牛山至大别山构成了巨大的

北西西向相矿成矿带
,

也是我国主要的钥矿带
。

岩浆岩演化至燕山晚期
,

形成 了一系列小型

出尽面积小 于 的花岗斑岩岩株
,

随之

形成了相矿
。

成矿母岩的岩石化学特征

一般大于
,

平均
,

为
,

平均 眨石 为
,

平均 小于
,

平均
。

总之酸度
、

碱度
、

钾钠比值高于国

内同类岩石
,

而 则较低 表
。

成岩过程

中俐笼产生的钥矿有 细脉浸染状斑岩型铂矿
、

接触带夕卡岩型相矿
、

远离岩体的密集脉状铝

矿
。

这些不同类型的钥矿是在同一区域地质背景

条件下
,

同一构造岩浆活动的地质作用过程中

形成的
。

在生成时间上具有序列性
,

在空间分布

上具有分带性
,

可以称之燕山期花岗岩钥矿成

矿系列
。

由于控矿条件的差异
,

导致矿床共生组合上

的差异
,

初步归纳为下列两个亚系

细脉浸染状斑岩型铂 铜 矿一密集

脉状相矿床一含铅锌石 英脉 分布于华山隆起带

南侧的金堆城
、

黄龙铺一带
。

围岩是展旦亚界熊

耳群火山岩及高山河石英岩
,

是在构造裂隙相对

开放的条件下形成的矿床系列
。

如石家湾就是受

花岗斑岩岩体控制的细脉浸染状钥矿床
,

其西南

在高山河石英岩中形成 了受构造裂隙控制的密集

细脉型桃园钥矿床
。

细脉浸染状斑岩型相 们 矿床一夕

卡岩型铂 鸽 矿床一脉状铅锌矿 分布于相对

坳陷的复式向斜部位的八宝山
、

南泥湖一带
。

围

岩是中上震旦系及下寒武系碳酸盐岩
。

是在相对

封闭条件下形成的矿床系列
。

如南泥湖形成了受

花岗斑岩体控制的细脉浸染状钥矿床
,

其西北在

外接解带碳酸盐岩地层中形成了受层间剥离构造

控制的夕卡岩型三道庄钥钨矿床
。

金堆城一黄龙铺御旷田的矿床类型 矿

田内地层走向东西
,

组成向东侧伏的黄龙铺背

斜
,

并发育有北东向及北西向断裂构造
,

在构造

交汇的脆弱带形成 了两个北西向钥 钨
、

铜
、

铅

综合异常及钥矿带
。

矿田内铂矿可分为斑岩及脉状两种类型
。

斑

岩型的金堆城
、

石家湾矿床均受岩体控制
,

矿体

呈北西向的椭圆形 黄龙铺
、

宋家沟
、

桃园等脉

状钥矿均受断裂
、

裂隙构造控制
。

矿体呈北东向

雁行排列
,

彼此紧挨而联结成一个呈北西延长的

分枝矿体
,

如黄龙铺矿床 图
。

斑岩型祠铂矿床 为发育于岩体和内

外接触带的细脉浸染状相矿
。

金堆城铂矿化发育

于整个岩体及接触带
,

为一实心筒状矿体 石家

湾矿床为发育于接触带的空心筒状矿体
。

该类矿床 件辉钥矿
、

黄铁矿硫同位素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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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为 一 与南泥湖斑岩钥矿 ,

窄
,

呈塔式分布
,

接近于陨石硫特征
,

说明硫源

相接近
,

均为正 值
,

变化区间较 于上地俊至下地壳
。

玉麟 、

文公岭

毕必落多
太 坪

宋

‘
。 ‘

‘、、气

乘家晚 夕 、

咬堆城

二 ’吹乡哭辣二
“ ”

关 口
、二

笠
又 了匕

,

一
’

卜
道“

一

少蔚
, 、 瓷

西 马路沟

圈 金堆城一贫龙偏相矿田地质略

一第四 系冲积层 一 一 蔺县系龙家目组一巡检司组硅质一姚石条带碳酸盐 一药县系高山河组石

英岩夹板 岩 一长城 系熊耳群 中一墓性火山岩 一太古界太华群 片珠岩 凡 一燕山期花岗斑 岩
,

一燕山期老牛山花岗岩
,

一燕山期闪长粉岩 乙一元古代小秦岭花肉岩 一实侧及推侧断层 一 次

生 相练合异常 一相矿体

脉状铂矿床 发育于熊耳群火山岩及

高山河石英岩中
。

中部挑园
、

宋家沟矿床为密集

细脉型
,

其北黄龙铺矿床为密集大脉型
,

其南二

道河矿床
、

东沟矿点也是密集细脉型
,

但含脉裂

旅有时转为层间裂晾
。

以挑园
、

黄龙铺铂矿床为

例叙述如下

①桃园相矿产于高山河组石英岩
、

凝灰质板

岩及辉绿岩脉中
,

控矿构造为一组走向北东
“ 、

南倾 一
“

的断裂构造
。

围岩蚀变为硅化
、

钾

化
、

褪色化
、

黄铁矿化
,

呈线形蚀变
。

主要为长

石石英脉
,

其次是石英脉
,

少数为石英天青石方

解石脉
。

这些脉充填于控矿断裂旁侧的密集裂隙

中
,

脉宽数毫米至 一 厘米
,

几十厘米宽的脉

少见
。

脉体中常含有萤石
、

黄铁矿
、

辉钥矿
、

方

铅矿
,

主要以浸染状
、

团块状赋存在脉体中
。

这

些密集的含矿脉体组成铂矿体
,

品位与含脉率成

正比
,

产状与控矿断裂一致
,

矿体呈脉状
,

雁行

排列
,

向西南侧伏
,

已具大型规模
。

矿石中伴生

有铅
、

稀土元素等
。

②黄龙铺钥矿主要产于熊耳群顶部安山岩与

凝灰质板岩互层中
。

围岩蚀变较弱
,

有硅化
、

黑

云母化
、

碳酸盐化
。

常见长石石英脉
、

石英脉
、

天青石石英方解石脉 含萤石
、

重晶石
。

多数

为大脉
,

脉宽几十厦米到 米
,

主要受倾向

一
” 、

倾角 一
。

及倾向 一“ 、

倾

角 一
“

的两组裂隙控制
,

脉体常分枝尖灭
,

交

错穿擂
。

金属矿物有黄铁矿
、

辉翎矿
、

方铅矿
,

其次为黄铜矿
、

氟碳饰矿
、

钦铀矿
、

妮钦铀矿

等
。

黄铁矿
、

辉钥矿
、

方铅矿主要在脉体中
,

蚀

变围岩中极少
,

稀土及含铀矿物主要赋存于长石

石英脉及天青石石英方解石脉中
。

密集的含矿脉

体组成了北西向的分枝多边形矿体
,

矿床规模巨

大
,

矿石中伴生组分锌也达到了工业要求
,

实际

上为钥锌矿床
。

本类矿床 件辉钥矿
、

黄铁矿硫同位素测定
‘

编变化范围为 一

一
,

偏离零值

较大
,

变化区间较宽
,

可能部分物质来源于地

壳
,

受壳源硫影响所致
。

上述两类矿床
,

虽然物质来源
、

矿床类型不

同
,

但可能是在同一区域地质背景条件下
,

在燕
下转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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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围岩
,

使之成为交代残留体 这种现象在
、

号矿体中均可见到
。

这个阶段硫化物的结构
、

构造也

发生了很大变化
,

胶状硫化物已结晶呈微晶状
,

微毒

球状消失或转变成球状
,

微晶粒状变成粗晶拉状或粗

晶集合体 后期还可 出现细脉状或胶状脉的硫化

物等
。

岩浆一表生 阶段 图 一 由于岩浆岩

浸入
,

不仅促使围岩中成矿物质的再次活化转移
,

而

且还叠加新的岩浆热液矿化
,

形成夕卡岩型铅
、

锌矿

或热液脉状铅
、

锌矿 厂坝外围
。

在矿区内已发现

夕卡岩
,

但迄今未发现与之伴生的矿体
,

今后应当注

意寻找
。

表生阶段矿床遭受长期风化剥蚀
,

氧化带比

较发育
,

形成一系列的氧化物和氧化矿体 图 就是

矿床现今面貌的轮廓
。

厂坝矿床是西成铅
、

锌矿田中规模最大
、

最特殊

的矿床
。

它产于冒地槽中
,

位于古大陆边缘的弧后盆

地近岛链一侧的碳酸盐岩台地外边缘
。

矿床直接受台

地外边缘指状丘滩相带中的生物丘
、

丘后凹地
、

丘前

凹地和生物滩的控制
。

是一个多来源
、

多阶段
、

多成

因的火山热卤水喷气沉积 变质矿床
。

主要 , 考文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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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期构造岩浆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矿床
。

花岗岩成因类型的初步探讨

从岩浆岩演化的岩石系列
、

岩石化学成分
、

副

矿物组合
、

成矿元素
,

以及本区地壳演化规律分

析
,

本区花 岗岩 金堆城岩体
, ’ 二值为

的成因类型相当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及宜

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划分华南花 岗岩成因类型 中

的同熔型 混合源
。

这套岩浆岩发育于华北地

合边缘的断裂带附近
,

中生代构造活动
、

特别是

断裂构造活动促使上地帆派生的岩浆上升
,

导致

部分陆壳重熔
,

并使两者混染
,

发生同熔作用 ,

产生了一系列中酸性侵入体及伴生的火山岩 蟒

岭岩体南侧见少量火山粉
,

随之形成了相
、

铜
、

铁等矿产
。

但分布于华山隆起带的老牛山
、

华山

岩基
,

系多期形成的复式花岗岩体
,

属超酸性铝

过饱和富钾酸性岩
,

沪’ 户‘
值为 老牛

山岩基
,

故其成因类型相当于改造型 壳源
。

本区同熔型花岗岩较华南同类型花岗岩有

更多的壳源物质加入
,

所以本区岩石中
,

,

高于同类岩石
,

成

矿元素也有较多的
,

等亲石元素加入
。

硫

同位素也表明部分铂来自上地怪
,

部分来自地壳

太华群中由变质作用形成的含金石英脉中也伴

生钥
,

由此推侧部分铂可能来自基底地层一太华

群变质岩系
。

这些都说明了在成岩成矿过程中

有较多的壳源物质加入
,

也就导致本区同熔型花

岗岩与华南同熔型花岗岩成矿专属性的差异
,

形

成了本区独特的成矿系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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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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