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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黄铁矿型多金属矿的成矿成晕模式

魏富有

四川 省冶 金地质勘探公 司 队

概 况

工作区位于龙门山褶皱带北段的槽子沟
、

毛坝子
、

大坪河一带
。

区内出露元古代刘家坪组海底火山喷发

的细碧角斑岩
,

寒武纪邱家组浅海相碎屑沉积物
。

岩

浆岩以斜长花岗岩为主
。

黄铁矿型铜铅锌多金属矿体
,

呈不规则状或透镜状
,

产于次生石英岩化石英角斑岩

与石英角斑凝灰岩接触带的含锰夕卡岩中
。

上部见锰

夕卡岩和钳孟帽 块状铜铅锌多金属矿居中 下部是

以铅锌为主的浸染状多金属矿
。

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铁

矿
、

黄铜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
,

脉石矿物有石英
、

绿

泥石
、

萤石和重晶石
。

矿物穿插关系表明
,

其生成顺

序为 早期黄铁矿
一 , 方铅矿

、

黄铜矿
一 ,
闪锌矿 ,

后期

黄铁矶 占 ’月

变化范围为 一 。 ,

具火山热

液型矿床的硫同位素特征
。

共生的黄铁矿
、

方铅矿测

温确定其成矿温度为 一 ℃
。

围岩蚀变主要有黄铁矿化
、

强硅化
、

铁锰矿化
、

锰夕卡岩化 绿泥石化
,

萤石化和重晶石化
、

黄铁矿

化次生石英岩是成矿前的蚀变产物
,

发生在火山热液

早期
,

呈面状分布
,

是多金属矿化的地质背景 铁锰

矿化多出现在石英角斑凝灰岩与其他岩层的交界处

后期的气液作用形成锰夕卡岩
,

风化后呈铁锰帽
,

是

图 梢子沟矿区原生 异常平面图

一 石英 角斑凝灰岩 一 黄铁矿化次生 石英岩 一锰 夕卡岩和铁锰帽 一花岗岩 禅一钠 长斑 岩 一 甲 一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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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矿带的找矿标志
,

并控制着矿化的规模和范凰 绿

泥石化
、

萤石化和重晶石化是多金属矿的近矿围岩

蚀变
。

原生晕的空间发育特征

二 地衰原生晕特征

地表
, ,

原生晕异常呈北东向断续分

布
,

与锰夕卡岩和铁锰帽的展布方向基本一致 图
。

异常以摘子沟 线为中心
,

东部有火成岩侵入
,

西

部被断裂破坏
,

将异常分为三乳 中部地形切割厉害
,

部分块状铜铅锌矿及下部浸染状铅锌矿体已出璐地

表
,

故异常强度高
、

范围大
。

东西两部分异常多由隐

伏矿体引起
,

其强度和范围比中部小
。

就单个异常

一 植 而论
,

其均匀性和连续性都较好
,

异常中

心明显
。

由于各异常位于不同的地质体中
,

除主要异

常元素
, , 。 强度有差异外

,

各异常的

元素组合也略有不同 表
。

二 成矿成 元素的垂向分带特征

通过对比出露矿体 探槽和钻孑以京生晕资料
,

归

纳出成矿成晕元素的垂向分布特征 表
。

矿 区 生 特 征 一 览 裹 衰

异异常编号号 元素组合及主要异常元素强度度 地 质 特 征征

, 卜 一 , , ,

地表为锰 夕卡岩 铁锰帽
,

下部见矿矿

卜 , ,

卜 , , , , ,

地表见锰 夕卡岩和铁锰帽帽
, , 、 , , , ,

见块状和漫染状矿矿

姐姐姐
,

,
, , , ,

见锰 夕卡岩和铁锰帽帽
, , , , ,

含锰 夕卡岩与次生石英岩接触带带

讥讥讥 , , 、 , , ,

地表同
,

深部见以铅锌为主的多金属矿体体
, , , , , ,

火山岩与花岗岩接触破碎带带

姻姻姻 , , ,

火山岩与花岗岩接触破碎带带 如毛

注
,

的
、 、

级含 分别为
, ,

的
、 、

级含 分别为
、 、

成 矿 成 元 索 含 垂 向 变 化 趁 势 衰

位位 工工 工 程程 样数数 ‘

锰锰锰
。 。 。

夕夕
。

卡卡 块块 仃
。

岩岩 矿矿
。

上上上
。

铁铁 部部
。

之,,

锰锰
。 。

相相相
。

钥钥钥 剖 ①①
’

霖霖
·

至至
剖 ②②

矿矿 巴巴
。

体体体 东东
’’ 〔

。

上上
。

细细脉浸染矿矿 西西
。 。

块矿下部 下下
。

由表 可见
,

矿上翻泊勺铁锰帽和锰夕卡岩
,

以含
,

较低
、 ,

高为特征 中部块状铜铅锌

矿体中
, , , , , , ,

含量都较高 下部细脉浸染状铅锌矿则以

含量低为特征
。

如将上述三部分分别作为矿床上部晕
、

矿床晕和矿床下部晕
,

其特征指标是 矿床上部晕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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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戈〕
, 城 、 飞,

咔

川 子砂
’

床晕
, , , , ,

,

含股高
, 广 、、

、

厂

、
一

十 卜 一 一 矿床下部晕
,

含髦

在 川 一 吸争。 , 二 一 ,

二 一 , , 。
又寸于单个矿体的

头靓 中部和尾部专绮寺征
,

因工程揭露不充分
,

有待

今后总结
。

成矿成晕模式及铁锰帽评价

一 成矿成晕模式的探讨

根据矿物组合
、

蚀变分带和地表物化探异常特征
,

试将矿床的形成过程归纳为如下儿个阶段
。

成矿成晕

模式见图
。

地地化化 一 物探 冲常常 化探 异常 七泣泣 儿 众爹盆含及含峨 ‘ · ,, 元众 依依

月月
、

橇橇
,,

地 占 ’’ 风风

二二
二二 口口 、、 ““

协协鲜
硫硫 引门 川 川川

厂厂厂厂厂厂厂厂
吸一 , 〔 · , ““

、、 ‘ ’‘ 细肛浸染状
·

黄铁铁 高高

一一
毋毋

‘’‘ 卜

冲 妙吟甲甲
乍失失失

,

丫丫器器篇篇。 ‘

粉粉
乍孟孟孟 、、、 几吸、、 几玄》心含含含含含含含

适适适适适 八 子 子 、、、 目 ,,,,,,,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高高高高高高

二
,, ,,

器器
呢川川 ’’ 一

——
一

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暇 月川 一一一

吸川川 弓月‘ ‘今今 托 屯,,

⋯二
一

沙《川川 抖吸川川川 沙川 万万

幻幻幻幻幻幻幻幻幻幻幻幻幻

冗积含含 衫成次次 形成锰锰 月 形成铜铜 形成细细 几附新新 后期构构 剥蚀后后 脚蚀后后

啥啥孟越灰岩岩 生石英岩岩 夕卡岩岩 创告华字丫丫 脉浸染 火丫丫 岩层层 造变动动 的怕子沟沟 的 人坪河河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嘴嘴分下下
。。。。。。。 。。。。 “

砂一幕司乙乙 旧 、、

秒秒秒秒秒
尸尸 尸 尸夕 产产 产 夕 尸夕夕 尹 产 产 尸 ,,,,,,,,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

石丛甲尸尸 舟产歼甲甲甲甲甲甲八八

勿勿 ‘‘‘
“ 、

尸尸
“ 、

丫
八八 卜

缪 口 四 国
、

回 图 回
图 槽 户沟黄铁矿型 多金属矿床成矿成晕模式

一 含锰凝灰岩 一 次生 石英岩

一块状铜铅锌矿

石英角斑岩 一 锰 夕卡岩 一钠长斑 岩

一细脉浸染状铅锌矿

海底火山喷发的后期
,

在细碧角斑岩上面沉积

了一层凝灰岩
, ‘局部有铁锰富熟

在火山喷发逐渐减弱过程中
,

有次火山相的钠

长斑岩浸入
,

并伴有富含硫的酸性火山气液沿构造软

弱带进入火山岩中
,

使之产生大面积黄铁矿化和次生

石英岩化
。

这些蚀变作用为成矿作用的先导
。

后期的成矿气液活动使部分富铁锰的凝灰岩形

成锰夕卡岩
,

其中含大量铁锰石榴石
、

蔷薇辉石
、

绿

帘石等含影孟高的矿物
,

而钙铝榴石
、

硅灰石
、

阳起

石和磁铁矿
、

赤铁矿极少
。

推测这一阶段为低氧高铁

锰环境
,

有利于内生多金属硫化物矿的形成
,

因此
,

锰夕卡岩的发育程度可作为多金属矿化强度的标志
随时间推移和温度的降低

,

成矿热液变为碱性
,

在高硫
、

富铁锰
、

适度富氧的条件下
,

热液沿破碎带

和较疏松的夕卡岩充填交代
,

形成多金属块状硫化物

矶 伴随的绿泥石化
、

萤石化和重晶石化等蚀变
,

可

作为直接找矿标志
与此同时

,

在热液通道的下部
,

沿破碎裂隙带形

成以铅锌为主的细脉浸染状多金属矿
。

在火山活动成矿作用旋回之后
,

又发生 了
一

个

喷发旋回
,

在矿体上葡劝艺积了一层新的喷发物
,

所以

该矿床的上盘晕要比下盘晕弱
。

矿床形成后又经历了构造运动和风化剥蚀 剥

蚀较深的槽子沟出露了块状矿和细脉浸染状矿 剥蚀

最深的大坪河一带仅出现细脉浸染状多金属矿 地势

较高的部位多见锰夕卡岩和铁锰矿化
。

二 部分异常和铁锰幅的评价验证

黄铁矿型多金属硫化物矿体上方
,

激电和低电阻

异常都很清晰
,

块状和细脉浸染状矿上激电异常特别

高
。

矿体垂向的不同部位
,

元献且合和异常强度有差

异
,

元素比值各纂以寺征低 根据地表所获物化探异常

特征
,

对本区部分异常和铁锰帽作了初步评价和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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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

、内段
、

一号异 ,’
,

地表铁锰帽发育
,

有 一一 一 , 十 十 自

激电异常显示
。

化探出现多元素组合异常
,

其强度仅
二 一 ,

’ 十 。一 ,

具有矿上部晕

次于出露的地表矿
,

八 十 一 ,

的特征
,

预测深部有矿
,

经验证为侧火山管道成矿
。

与矿上部晕相似
,

八 二 一 ,

近于 矿区南部泊勺大坪河异常
,

地表黄铁矿化
、

次生

矿床晕的特征值
。

经初步检查
,

局部铁帽中多金属含 石英岩化发育
,

有较强的激发电位异常
,

〔 、

里已达工业品位
,

可以圈出矿体 一 , 二 一

在矿区东侧的毛坝子
,

钊钱孟帽发育
,

化探多元 属矿床下部晕特征
,

预测矿体剥蚀程度较深
。

经检查
,

素异常的特征值为 一 一 ,

仅发现两处细脉浸染状铜铅锌多金属矿化 其中黑林

一 , 一 一 , 一 ,

沟矿化强度较大
。

壤中吸附相态汞测量影响因素的初步探讨

染继深 赵友方 姚锦琪 顾祖伟

中 国有色全 镇工 业 兰公 司矿 产地质研 究院

壤中吸附相态汞测量
,

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

化护翁方法
。

该方法在常规化探找矿效果不佳的厚层

基岩攫盖区和厚层运积物覆盖区
,

已显示出较好的找

矿效果
,

许多研究者已作过报道
。

实践表明
,

该方法

的影响因素虽比壤
‘ ,

气汞测量要少
,

但仍不可忽视
,

否则会影响找矿效策 近几年来
,

我们对壤中吸附相

态汞 简称壤中汞量 测量方法的影响因素作了探讨
,

在识别和消除部分干扰因素
、

正确评价壤中汞量异常

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

取得了点滴经验
,

现简介如下
。

一 地质影响因紊

矿床类型和矿种因素 汞在各类金属矿床和单

矿物中的含量远高 于各类岩石中的丰度
。

低温热液矿

床及表生氧化矿床的含未量高于高温热液矿床 硫化

物矿床的含汞量高 厂非硫化物矿未 汞在不同类型矿

床和矿种中的汞量差异
,

导致壤中汞量异常发育程度

的差异
。

如安徽马山中低温热液硫金矿床
,

壤中汞量

异常强度高
,

峰值达 而广西大厂高温锡石硫

化物矿床
,

壤中汞量异常峰值仅
。

虽然二者异

常强度差异很大
,

但都能清晰地反映出盲矿体的赋存

部位
。

非硫化物矿床能否形成壤中汞量异常
,

则取决

于矿石矿物中是否有含汞的矿物
,

特别是含汞的硫化

物
。

如安徽白象山高温气液交代层控铁矿床中
,

磁铁

矿含汞最极微
,

壤中汞量均小于
,

矿体上方基

本无汞异常显示 吉林大栗子沉积变质类型铁矿床
,

矿石中伴生大量黄铁矿
、

方铅矿和闪锌矿等硫化物
,

故壤中汞量浓度平均俊达 矿体上方壤中汞

量异常清晰
。

岩性因素 许多研究资料表明
,

汞在各种地质

体中的含量差异很大
,

炭质和沥清质沉积岩
、

角页岩
、

片岩含汞较高
,

超基性岩和碱性岩含汞也较高
。

因此
,

在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因岩性含汞量不同而形成的壤中

汞量干扰异常
。

如铜陵地区龙潭组 和孤峰组

炭质页岩
、

板岩或煤层的风化产物
,

常出现

壤中汞量干扰异常
。

代家冲 号异常
,

宣城新田磁异

常地段的汞量异常
,

都属于这类干扰异常 凤凰山

线也有较高的壤中汞量异常 图
。

评价时发现汞量

随岩性变化而变化
。

炭质页岩形成的土壤中
,

汞量在

左右
,

而灰岩形成的土壤中
,

汞量只有

左右
。

故认为该异常是由炭质页岩引起的非矿异常
,

经 孔验证
,

与预测结果一致
。

对于不同岩性成壤所造成的壤中汞量干扰异常
,

可采用分别统计背景值和异常下限的方法加以消除
。

构造因素 试验表明
, “ 和 主要洲断

裂破碎带迁移 在一个矿田中
,

构造裂隙发育处
,

往

往壤中吸附相态汞异常亦发育
。

但在同一断裂带上
,

赋矿地段异常强度和宽度要比无矿地段大
。

另外
,

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