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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沂沐裂谷系七宝山金铜矿床地质特征

张 建

冶金部天津地质研 究院

沂沐裂谷 系断陷盆地中的 中 生代 中心式火山机构控制着七宝山金钥矿床
。

从该

火山机构富轻稀土和所含徽 元素推断 系含金背景值高的胶东群重熔的 产物
。

由

于岩浆在深部的分异 先后喷滋 出从 中墓性向中 偏酸性转化的环状杂岩体和放射状

岩堵 岩枝
。

分析各岩浆岩的做量金 以晚期石英闪 长扮岩和花岗 闪 长斑岩 中含 ,

最 高
,

与 金 矿 化 关 系 最 密 切
。

在隐 角砾岩简 形 成之 后
,

金属矿化形成于其裂峨中
。

矿化岩石其面型蚀变 以硅化
、

绢 云母化
、

黄铁矿化为 主
。

现存矿体上部 米 内以

金为 主
、

向下以银为 主
。

矿石构造有分带现象
,

上部为 角砚间的网脉加细脉漫染体
。

下部只有细脉漫染体
。

气包襄体研究证明巳被剥蚀到矿体 中部
。

金属矿物较简 单
,

主要为镜铁矿含 自然金和银金矿
,

次为黄铁矿
、

黄悯矿
、

夔铁矿和徽量硫盐
。

认为

该矿为斑岩型金铜矿床
。

沂沫裂谷系的地质特征

沂沐裂谷的主干呈北北东 方

向
,

宽 公里以上
,

与东
、

西两侧

佃字次的北东
、

北西向分支裂谷形

成扇形
,

统一为一个整体
,

称为沂

地 质
·

矿 床 沐裂谷系
。

从地层
、

构造
、

岩浆活

动等可以看出
,

裂谷系丛前寒武纪即已制约着两侧地

质作用之发展
,

使其具有明显的差别倪并直接影响

着金或金铜矿床的分布
。

沂沐裂谷是一个地热异常带
,

有一系歹蛆泉分布
,

地温梯度翔 ℃ 公里
,

热流值为 微卡 厘肥
·

秋 浅部地温 米左右深处此邻区高 一 ℃
。

这种地热异常是由于该处壳层较薄 约 公里
,

地艘

物质上涌以及构造岩浆活动的结果
。

就整个裂谷系

而言 断裂发育
,

热源充足
,

因而火山活动比较强烈
,

尤以中生代最为突出
,

遂形成许多与之有关的金属

①许志琴等 郊庐断裂 中段古裂谷的墓本特征 年
。

矿 床
,

包括许多有经济价值的金矿
。

沂沐裂谷系的基底地层

泰山群和胶东群分另吩布在沂沐谷裂主干的西部

和方部
。

主干断裂带自招远至沂水一纱
,

基底以变质

的古老中基性火山岩为主 至蓬莱一
掖县为蓬奋组

、

民

山组
、

富阳组 厚 余米
。

岩性主要为黑云斜长片

麻岩
、

黑云片岩
、

黑云变粒岩
,

其次为斜长角闪岩及

少量斜闪片麻岩
、

大理岩
。

由东向西基性程度增高
。

掖县富阳组变为斜长角闪岩
、

角闪片岩 厚 米以

七 蓬奋组斜长角闪岩增至 的 米 民山组也出现大

量斜长角闪岩
。

这就是招掖地区形成一些大型金矿的

地层前提
。

至临沂一沂南为主干断裂西侧的泰山群

其下部为万山庄组
,

厚 余米
,

以闪斜片麻岩
、

斜

闪片岩为主 其次为黑云斜长片麻岩
。

上部太平顶组
、

雁翎关组
、

山草峪组 卿的。余米
,

以钾长片麻岩
、

花岗片麻岩
、

黑云斜长片麻岩为主
,

斜长角闪岩
、

闪

斜片麻岩次之 厚约 米
。

沂沐裂谷带东侧基底以下元古界胶东群
、

粉子山

群为主
,

其北部零星出露蓬莱群
。

上粗地层主要为侏



罗纪
、

白要纪红色沉积建造和中基性火山岩
。

这里胶

东群以碳酸盐一砂泥质沉积为主
,

北部有鲁家奋组
、

马格村组
、

王家口丝且 卿的 余米
,

主要是黑云斜长

片乒岩
,

其次为黑云变粒岩
、

浅粒岩
、

黑云片岩
、

透

辉透闪岩及大理岩
、

斜长角闪岩
、

闪斜片麻岩
。

南部

称苍山组
、

沫过琪且
、

坪士丝且 厚 米以上
,

为钾长

片麻岩及黑云斜长片麻岩
,

其次有变粒岩
、

大理岩
。

沂沐主干断裂西侧虽然也是泰山群
,

但为粉砂一

泥励 积物
,

厚度大于 田 米 大部分是黑云斜长片

麻岩
·

次为黑云变粒岩
,

夹中基性火山岩变成的斜长 毖
角闪岩

、

角闪片麻岩
、

角闪变粒岩
,

但不稳定
,

其中 二
无金矿点

。

鬓
二 二

、

⋯

⋯ 分
据山东冶金地质四队在沂沐裂谷带的泰山群太平 品

顶组
、

雁翎关组
、

山草峪组分别系统采样分析 件
,

太 犯

平顶组原岩为碎屑岩一中基性火山岩
,

含刽 彭吨
,

雁翎关组以黑云角闪岩为主
,

平均含制 彭吨
,

山草峪组主要以二云母斜长片岩和白云母石英片岩居

多
,

原岩为泥砂质岩
,

平均含制 彭吨
。

在这个区

域内
,

徽皿金含量由北向南有逐渐增高的趋势
,

特别

是在南部田家营的太平顶组有一个黑云斜长片麻岩样

品含金也 克吨
,

值得注急
沂沐裂谷系古火山机构的 , 要性

除胶东地区与玲珑混合花岗岩密切相关的金矿之

外 主要金矿
、

金铜矿都与中生代火山机构有成因联

系 特别是与沂沐裂谷系火山机构的关系更为密切
。

沂沐裂谷系火山机构主要表现有以下特征 工整

个火山活动从喇朱罗世开始 主到贪发期在早白平世
。

②除面式喷发外
,

很大部分为断裂控制的中心式喷发

产物
。

③岩性主要为中基性到酸性
,

以安山岩为主
,

向东酸度有增加的趋势
。

④由西向东岩石的钙喊指数

增大
。

一

钾和喊量高于标准值石 ⑥火山活动有 一

个旋回 ⑦富轻稀七 ⑧由沂沐裂谷带 条岩石圈断

裂组成裂谷轴 构成隆起区 其上形成地堑 堆积了

巨厚的火山物质 近轴部碱质增高 弱碱性占绝对优

势
。

轻稀土富集异常显著 图
。

张德全等 认为 地壳重熔对大部分酸性岩浆岩和

一部分中性岩类的形成是主要的模式
。

据高压下弹性

波速的实验 北京房山石英闪长岩和花岗闪长岩在

公斤 厘形压力下 相当于娜 一 公里
,

匕

郊 秘 〕 公酬秒
,

而辉长岩在 千巴时 为

了 一 公酬秒
。

华北太古代变质岩 个样品的

含量平均值郊
,

因而推测华北下地壳平均

成分不是基性郑】 应为中性 可见下地壳重熔形成中

性及酸性岩浆
,

和基底变质岩成分变化约一致性
,

已

得到地球物理资料的支拣

“ 张德全
、

孙桂英 中国东部中生代岩浆岩的化学成分特

征及其 与基底变质岩成分的 关系 年
。

记 勺

曰
,

曰 曰 臼 曰
图 用 球陨 石标准化了的 七宝

山 次火 山 杂岩体稀 土元素含 图

一 七 号样 一 七 号样 一七

号样 一 七 号样 一 七 号样

与成矿有关的浅成次火山岩体和火山岩是同源

的
。

中心式火山通道喷劫勺火山作用对寻找与次火山

岩有关的矿床非常重要
。

沂沐裂谷系内斑岩型和夕卡

岩型金铜及铜多金属矿均与火山岩
、

次火山岩
、

浅成

岩
‘·

三位刊本
, ’

的火山杂岩密切相关 并且矿下刁斌存

在次火山岩体或其围岩的接触带中
。

表 所列 个矿

区的矿床都与次火山岩相伴出现
七宝山金铜矿区的次火山岩

以爆览交喷发为主的火山杂岩区 出露面积约

平方公里
,

呈椭圆形
,

分布于胶南隆起西部边缘 基

底是以斜长角闪岩
、

片麻状花岗岩为主的胶东群
。

次

火山岩侵入于以粗安质火山岩为主的青山组中
、

下亚

组
,

岩体周围微挑 杂岩体分为 个岩相 图
,

按

生成顺序为 ①角闪安山扮岩
、

粗娜于岩相
,

分布在

周边部
。

②辉石二长岩
、

闪长扮岩相
,

为杂岩主体
。

③安山吩岩
、

粗安澎爹岩相
,

可能是火山通道
。

④石英

闪长扮岩
、

花岗闪长斑岩相
,

呈岩墙
、

岩株或岩枝
、



沂 沐裂谷系 中 四个火山 机构的岩相组合 衰

岩岩 相相 七 宝 山 金 矿矿 沂 南 金 矿矿 香奋铅锌矿矿 王 家 庄 钢 矿矿

浅浅成相相 辉石二长岩
、

辉石石 闪 长岩
、

石英英 花岗闪长斑岩
、

角角 苏长辉长岩
、

闪长岩
、、

闪闪闪长岩
、

闪长岩岩 闪长岩岩 闪花岗闪长斑岩岩 二长岩
、

石 英正长岩岩

次次火山岩柜柜 石英闪长扮岩
、

花岗闪闪 角闪石英闪长玲 岩
、、

流纹质英安斑岩
、、

安山扮岩
、

粗安扮岩
、、

长长长斑岩
、

粗安岩
、

安山岩岩 石英闪长扮岩岩 安山质英安斑岩岩 英安斑岩
、

粗玄岩岩

喷喷 出相相 粗安岩
、

安山岩
、、

安山质凝灰岩
、

辉石安安 英安质一流纹纹 玄武岩
、

玄安岩
、、

粗粗粗面岩岩 山扮岩
、

角闪安山扮岩岩 质火山岩岩 粗面岩
、

安山岩岩

七 宝山 金铜矿岩体平均化学成分 表

,, 洲〕〕 ,,

之

。 。 。 。

国国 内 大 中 型 斑 岩 矿 床床 一 一 平均 平均

杂岩体各类岩石化学糊正主要表现在 含

量大都郁 一
,

属中基性
,

与二长岩成分 据戴

里 比较 其
、 、

和 的含量较低

命
、 、

偏高
。

但七宝山含矿岩体与

总平均成分不同 表
。

其中后 项与国内大中里娜斑

岩矿床近似
,

为含矿岩体的特征
。

从七宝山各种岩相中
、

的变化可以看出
,

石

英闪长扮岩
、

蚀变安山岩的
,

辉石二长岩 去

,

辉石闪长岩以及矿了扫狗石如习长扮岩 说

明矿化与钾质的变化关系是很明 到约
。

口
,

团
,

口
,

口
‘

口 团 国 困
‘

图 五莲县七宝山金铜矿地质略图

一细斑粗安纷岩 一粗斑粗安纷岩

一辉石二长岩一辉石闪长岩 一 安山

纷 岩 一 角闪安山纷岩 一 石英闪长

纷岩一花岗闪长斑岩 一 含黄铜矿
,

方

铅矿
、

闪锌矿矿脉 一金
、

铜矿 区

一安山质火山角砾岩
,

凝灰角砾岩夹凝 灰

岩 , 一安山质火山角砾岩
、

熔岩角

砾岩 夹凝灰岩
,

一 次生石 英岩

岩脉产出
,

多集中在杂岩体东南部
。

金 矿 地 质

金矿赋存的地质条件

金矿化在以花岗闪长斑岩一石英闪长盼岩为

主的隐爆角砾岩筒及其向下延伸带内 从上往下岩性

由花岗闪长斑岩过渡到石英闪长份岩
。

矿化在角砾之间的孔隙或 ’理裂隙中 皇网

脉状
。

角砾大小不一
,

直径由数厘米至 一 米不等

故矿化极不均匀
。

地表以下 米内以金为主 往下直

澎 米则以铜为主
,

金居次要地位 其间为逐渐过渡

的垂直分带
。

矿石矿物成分与化学成分

矿石矿懈且成如表 镜铁矿为金的主要载

体
,

自形
、

鳞片状
、

板状
、

粒度不等 一 毫米
,

粗细可达 毫米 多呈放射状或束状集合体
、

与石英
、



七 宝山 翻矿矿石矿物组成斑 衰

主主 次次 金 属 矿 物物 脉 石 矿 物物

自自自 然 金 属属 硫 化 物物 氧化物物 碳酸盐类类类

主主耍的的 自然金
、

银金矿矿 黄铁矿
、

黄铜矿矿 镜铁矿矿 菱铁矿矿 石 英英

次次要的的的 斑 铜 矿矿 揭铁矿矿矿矿

少少 的的 自 然 银银 辉铜矿
、

方铅矿
、

磁黄铁矿矿 孔雀 石石石 重晶石
、

铁 白云 石石

徽徽 的的 自 然 铜铜 白铁矿
、

辉钥矿
、

蓝辉铜矿
、、、、、

铜铜铜铜 蓝
、

脆硫铜锤矿
、

硫铜铸矿
、、、、、

针针针针硫秘 铅矿矿矿矿矿

菱铁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伴生
,

有的叶片状者被黄铜

矿交代
。

黄铁矿分布最广
,

他形或自形 细粒 一

毫米
,

多呈浸染状
,

也有细脉状的
。

压碎的裂纹中偶

见金粒
,

也有被黄铜矿
、

斑铜矿充填的
。

在矿石中它

与石英
、

镜铁矿
、

黄铜矿
、

斑铜矿
、

菱铁矿伴生
。

黄

铁矿局部细粒块体中含有包裹体金
。

自然金
、

银金矿
、

自然银等多为细粒
、

片状
、

细

脉状充填在镜铁矿
、

石英
、

黄铁矿等裂隙中

石英粗细不等 自形程度不好 一般含金的多为

他形
。

紫色者不含金
。

铁白云石
,

粒状
、

半自形
,

伴生菱铁矿
、

镜铁矿

有的具包裹体金
。

矿石中有彬且份为
、 、 、

矿石的结构构造

以自形片状
、

自形或他形晶粒结构为主 压碎
、

填隙
、

交代残余结构次之 并有包含
、

乳浊
、

格子状

及胶状结构
。

矿石构造主要为角砾状
、

细脉状 其次

为脉状
、

晶洞及细脉浸染状
。

角砾状的为蚀变岩石角

砾
,

被矿石矿物及绿泥石等胶结
。

脉状
、

网脉状的由

含金的铁铜硫化物
、

镜铁矿
、 ·

石英等集合体组成
。

金的斌存状态

金银矿物均为细小的单体 分布在矿体里 主要

是自然金
、

银金矿及少量自然银
。

地质科学研究院做

了 个探针样 自然金平均成色加 银金矿成色为

几乎各占一半
。

粒度很小
,

以 一 毫米者

居多 少量达至归 一 毫米
。

我们做 了 个探针样

均为自然金
,

成色彻 一
。

据山东地矿局四队和我们的研究
,

金的赋存状态

有三榭青况

晶隙金 为金矿物狗主要存在形式
,

镜铁矿

晶隙中含金最多 石英间隙中较少
。

包裹体金 自然金等微粒包裹在黄铁矿 浅

部已褐铁矿化
、

碳酸盐 含铁白云石 以及个别黄

铜矿中
。

裂隙金 自然金不规则地分布在镜铁矿的裂

隙中
,

呈棒状
、

片状
。

热液蚀变

火山作用与热液作用既同时又交替发生 为本区

成矿的一大特点
,

是找矿 晌价的一个重要标志
。

矿化

空间是在强烈热液蚀变部位
,

而且是在蚀变晚阶段形

成的
。

蚀变范围相当广泛
,

但强烈蚀变处在石英闪长份

岩一花岗闪长斑岩和辉石二长岩一辉石闪长岩里
。

在

这两类岩石的接触部位有广泛而强烈哟硅化
、

绢云母

化
、

碳酸盐化及黄铁矿化
。

矿区西北部高山那 公里

以外 也有同样蚀变
。

硅化 多为石英集合体 伴生绿泥石
。

大致

可分三期 早期多细粒浸染状
,

于强蚀变处与绢云母

形成花岗鳞片变晶结构
。

中期为他形粒状细脉或单脉
,

有时含重晶石 间或伴生碳酸盐
、

绿泥石
、

绢云母
。

最后形成晶簇生于含铜硫化物
、

镜铁矿
、

菱铁矿石英

脉中
。

绢云母化一伊利石 化 为矿区比较普遍而强

烈的蚀变 〔佣云母化为主
。

早期多细小片或鳞片绢

云母 与鳞片状澎乙质伊利石集合体伴生 交代部分

斜长石与钾长石 呈变余结构
。

晚期为细小鳞片 与

黄铁矿
、

石英
、

碳酸盐类等沿岩石小裂隙生成细脉

出现在含矿部位
。

绿泥石 化 与石英伴生 交代暗色矿饥 此



外
,

多与石英
、

黄铁矿形成细脉或与石英
、

钾长石生

成细脉 出现在含矿处
。 、

黄铁矿化 很普遍
,

可分三期 早期为细粒

一 毫米
,

呈断续的小细脉或浸染在蚀变岩石

中
。

中期的与石英
、

绢云母
、

碳酸盐等构成充填的小细

脉
。

晚期的在含金铜硫化物石英脉中
,

也是金的载体
。

碳酸盐化 以菱铁矿为主 伴生少量铁白云

石 多交代斜长石
。

也有与黄铁矿
、

石英等组成细脉

分布在含矿段中的
。

蚀变程度虽有强弱之分 但无分带现象
。

矿化多

在蚀变较强地段
,

在弱蚀变岩石中几乎不含矿或者含

量很低
。

少
。

这榭青况直接反映在金
、

铜品位的变化上 表
。

七 宝山 金钢矿垂向 品位变化 裹

矿体 克 吨

上部

中部

下部

。

。

口

矿石 构造分带 上部矿石多为角砾间 形成的

网脉状
,

其次为细脉状
、

浸染状
。

下部多为细脉浸染

状
,

网脉明显减少
。

了 金牛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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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

困 口
,

图 七宝 山牛栏金钢矿床 简状矿体纵剖 面图

据山东地质四 队

一 矿带 一 夹 石 一镜铁矿化带 界线

矿床原生金属矿化分带

七宝山金铜矿筒状矿体垂向分布是连续的 图
,

上部主要是金 下部主要是铜 其间逐渐过渡
。

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

矿石 矿物的分带现象比较明显 上部矿物组

合以镜铁矿为主
,

次为黄铁矿
、

白铁矿
、

黄铜矿
、

黝

铜矿
、

斑铜矿及少量方铅矿
、

磁黄铁矿
、

蓝辉铜矿
、

自然金
、

菱铁矿等
。

脉石矿物土要为石英 绢云母
、

高岭石
、

重晶石
、

方解石等
。

下部除黄铁矿看不出分

带现象外 其他金属矿物则较有规律 黄铜矿随深度

向下逐渐增加
·

镜攀矿
、

黝铜矿
、

自然金
,

方铅矿
、

菱铁矿以及蚀变的绢云母
、

高岭石
、

重晶石等相对减

矿 床 成 因

七宝山金铜矿主要赋存在隐爆角砾岩筒中
。

该岩

筒位 于火山弯窿内最晚期的次火山岩旋回的石英闪长

扮岩一花岗闪长斑岩里
,

为岩浆分异的结果 当岩浆

桐室上部聚集的挥发物质内压大于围压时产生爆发
,

使围岩碎裂
,

但由于挥犯 份含量的限制 达不到碎

裂岩位移的程度 遂形成隐爆角砾岩 这种岩筒的形

成深度据国外统计在数百米至 公里
。

本区已控淘泊勺

矿床深度为 米 下部岩石碎裂程度已不明显
,

岩石

碎裂从上向下逐渐减弱
。

关于物质来源成与矿物质的时代问题

利用同位素资料进行了研究
。

硫同位素样品做了

件 ‘ , ‘
平均为 观

。 ,

接近妈】石值 使我们联

想到该区纂底的原岩应 翔馒源 由 谊熔后的分馏作

用
、

导致重硫增加
。

铅同位素样品测试 个 为单阶段铅模式年龄

口 值 , 。一 百万年
」

从而推测其成矿物质来源可

能是墓底一一胶东群重熔翔昆染其上部盖层的结果

银同位素样品测得 个 吕 ’ ““

彻 与
。

根钾抓〕 等褂
’ 吕“ 比值的差异对

花岗岩类的成因划分法
,

与硫同位素配合 说明七宝

山矿区岩体应为壳源型
。

另据 奥夫尼科夫等从岩浆岩中微量元素的

平均含量 表
,

研究其物质来源的可能性 从表

七宝山杂岩体中
、 、 、 、

等含量 显然

都接近地壳重熔花岗岩的条件
。

七宝山金铜矿区与一般火山机构的成矿机制具有

共同的特点 火山气水溶液大量析出和集中是在剧烈

的火山爆发之后
,

但它的活动时间很长
,

其演化有继



承性和阶段性 它与岩浆期后热液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都属于岩浆派生饥
七 山 一矿岩姚岩中橄一 元价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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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细脉
,

在矿床上部稍宽
,

为角砾的胶结物
,

自边

缘向中央增多了对称分布的细粒石英
、

镜铁矿
、

粗粒

石英菱铁矿脉
,

夹自形黄铁矿
、

黄铜矿
、

斑铜矿
。

另外 石英单矿物中微量元素的平均值很高 表
。

七 山 一矿石英单 矿物中橄 元索平均值 班

元元 素素

含含
。 。

〔〔 〕
。

火山岩浆期后的最早阶段由于压力急剧下降
,

熔

融体沸腾
、 、

等酸性气体析出
,

形成部分原

生岩浆热液 但大部分酸性气体被充满在岩石中的地

下水溶解
,

并使之变热
。

所形成的火山一州洪液在高温

高压区运动 可以萃取火山岩及其他围岩中的各种成

矿组份
。

火山 热液的第二阶段相当于 一 米深

度 由于压力下降 地下高温热液沸腾
,

失去溶解于

其中的物质
,

酸性溶液变成中性和碱性 析出高中温

矿银且合
。

且由于压力和温度梯度大
,

可以出现氧化

物
、

硫化物
、

硫酸盐和玉髓等矿石的胶状构造
。

七宝山矿区火山一热液作用与一般火山机构类

似 富集的元素以
、 、 、 、 、 、 、 、

、

和
、 、 、 、 、

等为特征
。

成矿作用的物理化学特征

仅以矿银且合
、

包裹体侧温和盐度 参考南京大

学的《地球化学》及硫同位素讨论一下金的沉淀机制
。

前面已经论述了矿物组合及硫同位素特征 现在

补充含钙矿物存】分布
。

那就是上部多方解石
,

下部多

石膏
、

硬石膏
。

另外 包裹体资料表明
,

成矿温度为

印 一 筋。
、

盐度为 一 并富箭
,

这对成

矿是了利因素
〕

整个矿化过程从浸染开始
,

矿物是黄

铁矿
、

碳酸盐
、

石英及少量黄铜矿 逐渐发展到细脉

役染 细脉 以他形石英
、

黄铁矿为主 局部有碳酸盐
、

绿泥石戴乡 云母脉 以后为镜铁矿脉
,

常穿过黄铁矿

根据这些特点
,

探讨一下成矿溶液
。

从硫同位素

可以看出
,

成矿的硫似乎来源于下地壳
。

成矿溶液为

重熔的岩浆期后热液
。

成矿温度从高中温 石膏
、

黄

铁矿硫同位素温度郊 ℃ 到中温
、

中低温 田 ℃
。

主要金属沉淀温度为 一 ℃
。

成矿溶液盐度高 平

均 一 ,

离子强度 二 。

石英中微量元素含量

具惊人的一致性以及石英的结晶化学俐正 可以认为

石英捕获与热液元素浓度成正比的微量元素 尤其是

值与矿区地质储量的金银比基本一致
。

还有与

矿物学一致的半金属
、

矿化剂元素
,

可以认为它们就

代表了成矿溶液
。

金矿物的沉淀机制

成矿以前火山喷发的间歇期 深部热能使集中在

最后的中酸性岩株下部的热液气化 不断向地表扩散
,

由于了
。 。

含量上升
,

值下降 岩石中产生碳酸盐

化秘月云母化
、

黄铁矿化等广泛的围岩蚀变
。

同时产

生裂隙充填的含碳酸盐
、

绢云母
、

黄铁矿的石英细脉
。

此时体系基本上仍属封闭的
,

具较高的温度
,

硫与金

属 特别是铜 在深处形成以铜为主的浸染矿化 并

产生了强烈的围岩蚀变
,

沉淀了硬石膏
。

随着岩浆的

进一步演化 内压增大
,

发生隐爆
。

使已形成的或正

在形成的矿物碎裂 新生成大些的空隙
,

切穿了细脉

体系近于开放 热液立即进入新裂隙
,

压力剧减
,

气

体成乡封急出地表
。

厂
。 。 大为下降 沉淀了镜铁矿 同

时脉旁受强烈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由于与金成络合

牛细以了
一 、 一 、 一

等逸失
, ‘ 、 , ‘

析出 因

级浓度的 ’ ‘ 、 , ‘

促袍 氧下饮脚
‘ ,

镜铁矿有特别大的表面能而吸附金
。

随着角砾被不断

胶结 裂隙被充填 热液的蒸气压力又 七升 六 。 增

高 使菱铁矿取代镜铁矿而沉淀 以后才生成硫化物



氧逸度下降 甚至有方黄铜矿沉淀在镜铁矿颗粒间
。

在矿床上部可能曾生成大颗粒重晶石和石英
,

已被剥

蚀
。

成矿后有大气水进入
,

使锰氧化成软锰矿 铁被

揭铁矿化
。

七宝山金铜矿体遭受的剥蚀程度

我们利用两个气相包裹体分析结果做了尝试性的

研究 表
,

虽不一定准确
,

仍可供参考
。

从中求得
,

即 与
,

简化米 与
。

按照
· ·

。 , 。‘和
· ·

八 “

包裹体的气相成分卜 一热液矿床侵

蚀截面的标志
”

的例证来判断 这两个数据表现为矿

体下部
,

大量矿化部分已被剥蚀
。

但由于没有
, ,

,

就无法得出
,

的比值
,

廿杯
的数据只反映了一个侧面

。

七 宝山 金润矿气体 包班体 分析结二 川 襄

样样号号 样 品品

七七一 重晶石石

七七一 石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本院包襄组侧 定
。

结 束 语

本文是综合多方面的资料而成的
,

得出的认钻锤
不成熟 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

尽管如此
,

它对我国方部
火山岩区金矿的找矿评价工作仍不失为有效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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