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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旧锡可区岩浆岩古地磁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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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探 与 化 探

个旧锡矿床是一个与含矿 体
,

哪些不是含矿源岩体
,

是一个具有重要实际

源花岗岩有关的层控矿床
。

围 意义的问题
。

岩三叠纪碳酸盐岩为成矿提供 地表砂锡矿和深部原生矿
,

是个旧锡矿的两

了良好的条件
。

在区内广泛分 种重要矿床类毯 砂锡矿在个旧矿区总储量中占

布的多期次
、

多种类型的岩体 有相当大的比例
。

有人认为砂锡矿是原生矿就地

中
,

正确判定哪些是含矿源岩 残积生成的
,

但有的砂锡矿下面并无原生锡矿床

图 个 旧矿 区地质 图

一剩余班化强度方向 , 正 极性 , 一负极性
,

一大斑状 黑云母 花岗岩 一斑状 黑云母花岗岩 一细粒黑云母 花岗岩

一喊性正 长岩 一该石正 长岩
。

一安山玄武岩 一辉长一 二长岩 卜凝 灰岩 一玄武岩 卜取样点 一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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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如田心
、

牛屎坡等地
,

这是很难解释的
。

砂锡矿的来源是人们关注的 问题之一
。

通过古地磁研究
,

本文对个旧矿区内的岩体

进行了划分
,

并对区内砂锡矿的物质来源问题
,

提出了初步看法
,

以期对找矿和成矿预测工作有

所助益
。

岩浆岩地质与采样位置

沙冲
、

北炮台岩体的标本采自采石场
,

大部分标

本 如马松
、

老卡岩体 则采自坑道
。

古地磁研究成果表明
,

云南哀牢山断裂带为

印支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缝合线
,

红河断裂带实际

上是这两个板块碰撞
、

俯冲而形成的超岩石圈块

内断乳 个旧含矿源岩浆岩的地质时代 即成矿

时代 为中生代
,

与古地磁测定结果一致
。

个旧矿区岩浆岩的分布如图 所示
。

以个旧

湖为界
,

矿区可分为东
、

西两部分
。

西矿区岩浆

岩大面积出露
,

包括白云山 长岗岭
、

神仙水
、

贾沙
、

龙岔河等岩体及他白火山岩体
。

东矿区只

有白沙冲
、

北炮台及新山等岩体零星出露
,

经深

部钻探揭露
,

大部分岩体均隐伏在地下 一

米深处
。

西区岩体出落面积约 平方公里
,

岩性为

辉长一二长岩
、

斑状黑云母草步 岩
、

中粗粒一等

粒状黑云母花岗岩
、

喊性正长岩和霞石正长岩
。

东区岩体出露总面积约 平方公里
,

主要是黑

云母花岗岩
、

中粗牺卜一等粒状黑云母花岗岩和中

一细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

根据 一 法年龄测定结果
,

本区岩体系燕

山期侵入
。

岩浆侵入活动大体上可分为三期 早

期侵入的是基性岩 辉长岩
、

辉绿岩
,

如西区的

贾沙辉长岩岩体
,

被后期侵入的花岗岩同化混染

局部变为二长岩
、

正长岩
。

另外还有东区的麒麟

村火山岩体
,

其 一 年龄为 百万年 中期

侵入的是酸性岩
,

西区的龙岔河和东区的马松岩

体
,

均为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

同位素年龄为

一 巧 百万年
。

还有神仙水
、

白沙冲
、

老卡等岩

体
,

为等粒状黑云母花岗岩
,

同位素年龄为 一

百万年
。

白云山岩体是燕 山末期侵入的碱性正长

岩和健石正长岩
,

同位素年龄为 一 百万年
。

对各个岩体均采取了古地磁定向标本
,

采样

位置 见图
。

西区标本采自岩体露头
,

东区的 白

奥

。

广
澎

一,要扒“

,
。。 ,

’

咦 〔二
、、、一沪一

‘

一一
,

今 奥

图 个 旧 矿区及 其外 围岩 石样 品退磁
。

一 石相对强度曲线
、

刹滋
,

的 变化

“ 北炮台岩 体 龙岔河岩体 金 平植物园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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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退磁和测定结果

全翻环攀品用交变场退磁
,

并分别选取其最佳

退磁场值
。

图 为矿区及其外围各岩体的退磁曲

线和剩磁方向变化球面投影图
。

从图可以看出
,

北 一 号样随外加交变磁场的增强
,

曲线缓慢

个 旧 岩 体 岩 石 标 本

下降 龙 一 号样随外加交变磁场的增强 下

降较快
,

当
一

。 奥时
,

相对曲线强度稳定在

方向变化比较集中
,

稳定程度较好
。

岩石样品均作过详细的退磁检验
,

有的还采

用了两种场强度值试验 结果都比较接近
。

经统计分析后的古地磁数据列于表
。

古 地 磁 浦 定 结 班

剩 班 方 向 度
矿 区 岩体名称 岩 进

“ ,

古地班极 度
, 。

,
。

的匕尸‘勺‘月已吸白 沙 冲

北 炮 台

马 松

老 卡

麒 麟 村

中粗等粒状 黑云 母花岗岩

斑状 黑云 母 花岗岩 日︸‘兮,‘
且

中粒细中粒黑云 母花岗岩

玄 武 质 熔 岩

吸玉

龙 岔 河

贾 沙

斑状 黑云 母花岗岩

二 长 岩

辉 长 岩

中粒等粒状 黑云 母花岗岩

霞 石 正 长 岩

碱 性 正 长 岩

凝 灰 岩

玄 武 质 熔 岩

目

‘啥曰‘﹃︸匀,为,一口

介

神 仙 水

白 云 山

伏 他 自

。

了

一 。

违

贬

‘

分

结 果 讨 论

在图 各岩体采样点上标出了校正后的剩余

磁化强度方向
。

从图上看出
,

东矿区和西矿区在

磁性特征上有明显差异
。

东区仅麒麟山火山岩为

正极性
,

火成岩体均为负极性
,

通常称反极性
,

剩磁方向指向南
。

西区火成岩体磁偏角较为分散
,

正向
、

反向极性都有出现
。

将表 中列出的 各岩

体剩磁平均方向和古地磁极位置 分别绘 于图 和

图
。

东区白沙冲
、

北炮台
、

马松
、

老卡等岩体

的磁偏角 集中在 一 。

范围 图
,

且

多数集中在 一 “

范围内
。

只有卡房岩体剩磁

方向略有偏离
,

表明该岩体后期可能还有岩浆活

动
,

由于采样位置限制
,

后期岩浆侵入活动不易

划分
。

图 明显地展示出
,

东区岩体的古地磁侧立

置都聚集在南半球的一个不人的 范围
。

图 和

图 中值得注意的是
,

龙岔河岩体的剩磁方向和

地磁极位咒均落入东区岩体剩磁 方向和古地磁极

群中
。

同时
,

也反映 了西区各岩体剩磁方向及古

地磁极位置显著不同 神仙水岩体为正极性
,

其

剩磁方向
“ , 二 “ ,

古地磁极位置

孟。 。

北纬
,

梢
。 、

东经
。

贾沙岩

体的辉长岩和二长岩都为正极性
,

但其古地磁结

果差别较大
,

二长岩受后期花岗岩侵入同化混染

的影响十分明显
,

其磁倾角 二 ” ,

而辉长岩
。 。

由于二长岩磁倾角减小
,

使古地磁极

位置发生变化
。

白云山岩体霞石正长岩和碱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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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倒转后形成
。

他白凝灰岩的剩磁方向为反极性
,

玄武质熔

岩则为正极性
,

各古地磁极位置相对分散
,

表明

是两次成岩期的产物
。

图 个旧岩浆岩刹班方向球面极投影图

实心口点一正极性 空心口点一反极性
,

一白沙冲

一北炮台 一松树脚
。

一卜房 一龙岔河

一贾沙二长岩二 一贾沙辉长岩二 一神仙水 一

白云山谊石正 长岩二 一白云 山俄性正 长岩 一他 白

挂灰岩 一麟 山火山岩

初 步 意 见

根据个旧东
、

西两区岩体古地磁测定结果判

断
,

不论是东区的白沙冲
、

北炮台
、

新山岩体
,

还是深部隐伏的马松
、

老长岩体
,

其剩磁方向及

古地磁极位置
,

均聚集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
。

而西

区各岩体的剩磁方向和古地磁极位置则与东区明

显不同
。

西区的龙岔河岩体与东区的古地磁结果

一致
。

该岩体位于西区的西部
,

与东区岩体之间

有贾沙
、

神仙水岩体相隔
,

依据全球性地磁场
,

可以认为其成岩时代相同
。

此外
,

它 ’泛间必定

有内在联系
。

从化学分析和岩石结构来看
,

龙岔

河斑状黑云母才幽岩和东区的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及等粒状黑云母花岗岩同属酸性岩 而且斑状和

等粒状黑云母花岗岩又都具有同生微量元素的一

致性
,

说明它仁比间有在着血缘关系 同时
,

龙

岔河和马松岩嗦材勺同位素年龄也接近
。

这些都可

以作为旁证
。

综上所述
,

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性意见

东区的火成岩体
,

包括出露的 白沙冲
、

北炮

台
、

新山及深部的马松
、

老卡等岩体
,

应划为同

源的侵入岩体
,

是中生代早期印支板块与哀牢山

东部块 体碰撞后的中
、

晚期产物
。

板块碰撞在

初期只是一种缝合
,

在后来的漫长时间内
,

由于

图 个旧岩效岩 古地班极位置球面极投形图

实心口点一北半球 空心圆点一南半球

长岩的古地磁结果明显不同
,

前者为正极性
,

后

者为反极性
。

这种极性反向
,

显然反映两者在成

岩时代上的差别
。

从白云山霞石正长岩的古地磁

结果与州山水接近这一点来看
,

说明在岩浆侵入

时两者具有某种共生关系 碱性正长岩的反极性

特点
,

说明它的成岩期晚于荆山水岩体
,

且在极 图 云南地块的演化过 程与个旧岩浆岩的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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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岔河岩体与东 区岩体古地磁结一对比 衰

剩 雄 方 向 度 古地徽 极位 度
矿 区 岩体名称

比匕︺,‘‘,

⋯
月锡‘咭,,月︺直

且,臼,白

,一,,‘一

一二﹄卜,

。

,八‘内

⋯
,沙八
廿

矛自」︸﹄︸八,
‘人孟,且,妇中粒等较状黑云母 花岗岩

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斑状黑云 母花岗岩

中粒一细中粒状黑云母 花岗岩

冲台松卡沙炮白北马老东矿区

西

矿 龙 岔 河
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

。

强戴哟俯冲挤压产生能量转换而导致岩浆燮入

图
。

龙岔河岩体的 古地磁结果表明 见表 和

图
、

图
,

其剩磁方向和古地磁极位置全部落

入东区岩体的参数群中
,

且同生微量元素和同位

素年龄一致
,

据此断定它们同属深部同源岩浆
。

龙岔河岩体为含矿源岩体
,

侵入时上搜的原生矿

层与东区的上筱含矿层相当
。

由于当时古纬度较

低
,

气候热
,

雨水多
,

地势西高东低
,

被剥蚀的

含矿碎屑搬运到东部洼地
,

成为东矿区砂锡矿的

重要物质来源
。

个旧断裂为后期断怨
古地磁研究提出龙岔河岩体为含矿源岩体的

证据
。

根据加密的重力观测结果 图
,

个旧矿

区重力异常为一下因直异常区
,

反映了岩体的异常

特点
。

本文只讨论龙岔河岩体与重力异常的关系
。

由图 可见
,

龙岔河岩体北北西至北西方向的重

力异常
,

其等值线梯度变陡
,

表明此处岩体变薄

或变陡
。

向北和北西方向
,

重力异常出现正值
,

表明三叠纪围岩的密度比花岗岩的大
。

龙岔河岩

体南面的重力异常
,

其等值线梯度变化较缓
,

反

映岩体变薄
,

伸展较大
。

图 是用选择法作出的

重力异常地质解释剖面
, ‘

是岩浆侵入通道旁

侧的剖面
,

剖面上龙岔河岩体呈似蘑菇状
。

图 个旧 地区 , 力异常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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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口 二 克 脱米 ,

之、一少几 ,
二 一 , 克 厦粉

经测定
,

龙岔河岩体的剩磁倾角为 一 。 ,

而东区为一

一 驯
,

平均 一 “ ,

两者

相差 一 。 。

引起倾角差别的原因是
,

受后期局

部地质构造活动的影响
,

龙岔河岩体 采样区

向南倾伏了
“

左右
。

野外工作期间
,

得到西南有色地质 队的

大力支持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提供了测试条

件
,

苏文强同志在电算方面给予帮助
,

在此一并

致谢

卜啼月沼挂加翻幼

圈
护

, 力异常地质解释图

九点差分格式异步迭代法计算程序

李 永 朴

华东有色地质勘探公 司 队

九点差分异步迭代法能够可靠地从复杂背景

上逼近区域场
,

提取局部场
。

该方法在 《地质与

勘摘今 年第 期上已作过介练 本文介绍适

用于 一 机的 烈阵程序
。

数学原理与计算步骤

迭代式

, ,
二

合〔“‘

一

奇
〔“ , ,

‘ 一 , 、 二 , 一 , , 十 一

一 ‘ 一 , , 一 ‘ , 十 一 , 二 ,
〕

上式中
, “‘ ,

指“ , , 的第 次迭代近似

低 按节点自然周衅逐线逐点进行迭代计算
。

规

定由小线到大线
,

由小号到大号依次进行
。

给定初始值
, , ,

根据九点差分格

式
,

利用与
,

节点有相同的四个边界值和
‘

网格的四个角点的“ 值给出
, ,

“ ‘ “一 “

、 〕一

李
。

。 材 ‘, 。 份 、 〕

修正值古
‘ , ,

力唯收敛速度
。

占, , 二 , , 一 , ,

称

为 次迭代修正底
, , 舀

, ,

计算相邻两次迭代值 “ , , 一 和
“‘ ,

间的误差

一训乙 〔 一 一 〕
一 一

规定 。‘ ‘ 小于控制数 气
一 ‘ 一 一‘

级

次 时
,

迭代停也
方程解的先验估计 极值定理检验 网格

节点上“‘ , 值不大于边值中的最大值
,

也

不小于边值中的最小值
,

也就是说
,

当

服
‘ , 《 服

,

门而
, , 、少而 少 时

,

输出
, ,

否则尚须重新给定控制数 。 ,

继续迭代之
。

提取局部异常值
,

旦琳实测重力值和区域

异常场值相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