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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某些层控矿床和中一低沮热液矿床的基础上
,

以热力学
、

分 价物理学和

统计物理学的理论为依据
,

同时考虑到划分矿床成因类型的墓本原则
,

提出 了
‘ ·

构

造动力热液的成生与成矿
” 的 设想

,

试图确立一个 以构造动力 为起因的新成矿模式
。

本文在研究和实地考察一些层控矿床
、

中一

低温热液矿床的基础上
,

以热力学
、

分子物理学

和统计物理学的理论为依据
,

同时考虑了划分矿

床成因类型的基本原则
,

提出了
“

构造动力热液

的成生与成矿
”

的设想
,

试图客观地解释或评价

发育在构造活动带中笼统柏之为
“

塔「水热液
,

成因的铁
、

银 锌 铜
、

金
、

银 汞
、

锑等矿床
,

以期确立一个以构造动力为起因的新成矿模式
,

作为研究矿床成因和指导找矿的一个信息
。

构造动力热液的成生及成矿涵义可概括为

四点

成矿物质的搬运介质主要是地下水 其中

可包括部分来自深部的原生水和岩层或地体中的

同生水或卤加
。

在构造应力集中和构造活动持续存在的应

力场波及的岩层或地体中产生一案集了大量的机

械能和内能
,

当其能量被耗散而向热能转化的 自

然趋向发展时
,

势必形成一个相应范围的热力场
。

在这样一个不平衡的相对孤立的热力场 自动趋向
“

热动平衡
”

的过程中
,

通过热传导为主的传热

方式
,

使以地下水为主的成矿介质被加热而成为

热水
被加黝勺地下水

,

以强烈哟活动性溶解和

选择性萃取围岩中的易溶盐类和金属组份
,

使其

成为具有一定温度并含有不同物质组合类型的成

矿流体或成矿热蕊
成矿流体随应力不均衡或应力局部释放所

造成的水头差
,

驱使向张裂地段迁移一聚集
,

随

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而使成矿物质沉淀一富集

成矿
。

矿床一 般特点

这种成生机制的矿床分布范围广泛
,

不论哪

种构造单 已或构造层中皆可发育
,

但成矿却以叠

复式构造带为中心
。

如内蒙金厂沟和山东焦家金

矿
、

鲁中淄河式铁矿
、

陕西大西 沟一银洞子银一

铅矿等
,

就是在不同大地构造单元和不同构造层

中发育的
、

受复式断裂或播 断束控制的矿未
成矿时代自古至新皆有

,

而以多旋回活动的

构造带对成矿更为有利
。

同时
,

矿床显示了多期

重溶一叠加的特点
,

如招一掖金矿带上的某些矿

床
,

其矿化和蚀变皆具有明显的叠复现象
,

并以

较为复杂的矿物组合和较强的矿化为特征 而单

一较晚的构造旋回中所形成的矿 】长或矿化带与其

相反
,

如发育在较新的断裂带或中一新生代火山

岩盆地内破碎带中的邹平和淄河一带的含 一

石英脉一硅化带
、

湖南金坑冲含 一 石

英一川七带
、

广西习花工 一 矿末 福建罗桥

矿
、

贵洲杉树岭 一 矿
,

其矿石组合简

单
,

蚀变类型单一
,

金属矿化富集程度较低
。

该类矿床发育地区或构造带内
,

岩浆活动较

微弱或没有岩浆岩出露
,

如湘一黔地区的 一

一 矿区或矿带
,

在几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几乎未发现岩浆岩
,

但是它们与断裂构造带却密

切伴随
,

即使是受一定层位控制
,

其富矿地段仍

与同主断裂有成因联系的次级构造有关
。

虽然
,

有些矿区发育有不同产状的岩浆岩
,

但与成矿并无直接的成因联系
,

如观音山一杉树



岭的 矿和 一 矿区
,

区内虽发育有峨眉

山式玄武岩和辉绿岩 一期是 一 洲乙年

另一期是 一 亿年
,

但月井于矿床在时
、

空

和成因上则很难找到直接联系
。

该类矿床的矿石组合类型较多
,

而且常因主

岩建造类型而异
。

不同地区同类主岩建造中的同

类矿石建造的矿床
,

其矿物共生组合和矿石结构

构造具有非常相似的特点
,

如皆属于碳酸盐岩系

中的淄河和观音山等碳酸盐型铁矿来 这些矿床

的相化域一致性
,

不仅反映了它们在成矿地质环

境和物理化学条件上的一致性
,

同时也显示 了成

矿物质与主岩建造组份的同一性和成因联系
。

矿物中包裹体特征

据鲁中淄河
,

黑邻西观音山一杉树岭
,

陕西大

西 沟一银洞子 山东罗峰山
、

黄埠岭
、

阜山
,

河

南金洞岔等铁
、

铅一锌
、

金一银矿床部分矿物中

包裹体的综合研究表明
,

这类成因的包裹体以液

相为主
,

气液比一般在 一 ,

液相微带玫瑰

色或淡绿色
,

气相呈淡蓝或无色
,

其分布和形状不

规则
,

个别包裹体呈负晶形
,

大小多在 一 仰
。

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变化值域在 一 ℃之

间
,

一般在 ℃左右
,

与某些矿物对的氧同位

素推算温度 一 ℃基本吻合
。

包裹体的成分
,

由于资料所限无法进行对比
。

但是从 鲁中淄河地区碳酸盐矿物中包裹体可溶盐

类的化学分掀吉果 一 一 毫

克讼升
, ’十

一 毫克讼升
, ‘

二 一 毫克讼升
, 一 一 毫

克讼升
,

孟一 一 毫 克讼 升
,

一 毫克 公升
,

盐度总量

一 毫克 公升 包裹体溶液的 值
一 值 士 表明

,

成矿流体具有硫

酸氯化物型卤水的特点
。

这与主岩建造中石膏和

少量石盖灿勺发育是密切相关的
。

氧
、

碳
、

硫
、

铅同位素地球化学

这类矿床的各种同位素组成
,

虽然具有较宽

的变化范围
,

但以强烈显示主岩建造特点和地下

水性质的值域依然是明显的
。

氧 碳同位素的组成
,

淄河地区热液型碳酸盐

矿物舀 ’‘

究
。

游样品均值
,

其碳同

位熬且成古 , , 二 编 土 据 件样品统计
。

硫同位彭且成
,

据鲁中
、

黔西等地 和

一 矿床近 件数据综合分析表明 硫化物的

古’魂 值分布很宽
,

即 一 一 。 ,

硫酸盆泊勺

占’ 值皆为正值
,

一般 一 。 ,

这些数据

皆反映了主岩建造中同生水或卤水的性质
。

铅同位影且成
,

据粤北凡口 一 矿的组

成
, 。 ” “ 和 “ 厂

比较稳定
。

件样品的铅同位素年龄值有 件与主岩一一一上

泥盆统天子岭组的地质年龄 一 百万年

相近
,

反映了铅来自于主岩的特点
。

构造动力热液的成生

构造动力热奋劫勺概念和存在依据
,

上面作了

初步讨论
,

这里着重从构造动力变质和岩石应变

热力学
,

以及有关实验资料等方面来分析其成生

作用
。

自破除了传统的
“

单纯岩浆期后热液
”

成矿

理论以来
,

人们已广泛注意到非岩浆型热液的存

在和地下水热液的成矿作用
。

但是对普通地下水

如何转化为
“

热
,

成矿流体或热撇勺研究依然是

笼统的
。

甚至包括像还正在成矿的索尔顿湖的热

卤水和红海一亚丁海富含多金属的热卤水及右课飞

物的成因
,

也还是一个多解的疑肌
在许多论著中

,

常看到以地热或地热梯度和

热点理论解释地下水的加热问题
,

当然
,

这些热

源是不能忽视的
。

但是
,

我们认为应该正视以下

这样一些事实
。

其一
,

地热资源和地热梯度在地壳中的分布

是不均匀的
,

高地热和高梯度只有在热点或岩浆

活动区方可存在
。

但是
,

所谓的非岩浆热液矿床

又往往是发育在几乎没有岩浆岩存在或出露的地

区
,

那么
,

用平均地热梯度 ℃ 公里 实际上

随深度增加而减小 去推算最高可达 ℃以上

的地下热水
,

只有在 公里以下的深处才能形成
。

当然
,

我们并不排除地壳深部可能存在地下水的

活动
,

不过
,

从那些层控型地下水热液矿床形成

的深度和矿床物质成分特点看
,

大量地下水的活



动可能主要集中在 公里以上的范围内或某些含

水层中
。

例如
,

淄河铁矿主要富集于下古生界的

几个层段中
,

尽管在基底泰山群中也有同样矿化
,

但其最大深度也不过 公里 下古生界厚达

米左右
,

基底中的矿化深度不超过 米
。

其二
,

构造动力变质表明
,

应变岩石或矿物

除因适应应力而形变外
,

还产生新生矿物或发生

矿物相的转化
。

如淄河铁矿黑旺矿坑中
,

在主断

裂附近的劈理带中发育的镜铁矿 由水赤铁矿应

变而成
,

其形成温度上限为 ℃ 爆裂法
,

而

方解石一镜铁矿氧同位素平衡温度为
〔 。

另

外
,

湖南双峰测水附近的一条强烈压扭性构造带

中发育的糜棱岩
,

其中新生石英沿拖曳褶皱的破

劈理和层间觑兑空间而构成细脉或网脉 同时在

一些磨擦镜面上发育有赤铁矿
、

绿帘石
、

方解石

等应变矿物薄腻 这些应力下所成的新生矿物
,

同样属于相当高的温度下形成的
。

可见
,

构造动

力下岩石变质和新矿物产生
,

以及矿物相变
,

是

在相应的高温条件下产生的
。

当然
,

这些现象也

为糊查动力热澎内存在提供了客观依据
。

第三
,

涂光炽先生提出
“

花岗岩岩浆由断裂

重熔而成的论点
”

启示我们
,

既然
,

断裂能导致

形成花岗岩岩浆
,

那么
,

断裂使地下水加热成为

地下热水
,

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

另外
,

弗里德
、

洛根等用实验证实

摩擦滑动可以产生玻璃
。

这为断裂重熔和构造动

力热液的形成
,

都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

综上所述
,

构造动力热液成生及成矿机制
,

可认为是 在一定的构造应力场作用下
,

构造应

力集中区段内贮集的地下水 停滞或运动状态
,

因构造动力转化一释放热能而加热成为地下热

水
。

随着地下热水的对流和不断溶滤或萃取围岩

特别是矿捌丢 中成岩成矿物质
,

而使其逐步

成为含矿流体或成矿热添 当地质构造条件和物

理化学因素发生变化时
,

成矿物质遵循晶体化学

原理和潮变积公式先后沉汾 富集
,

而形成沿褶

一断束
、

断裂带或破碎带发育的多矿种
、

、 、 、 、 、 、

等 的中低

热液型矿床

结 语

本文论题是多年来在从事矿床工作中形成的
一

个意外的粗浅认仁域概念 由于工作中并未有

意识地以命题为中心进行综合研究
,

因此
,

很难

从涉及到的各个学科领域进行系统讨论
。

文中听涉及的具体数据
,

除笔者收集的第一

手材率牡卜
,

还引用了部分前人的资料
,

在此深表

谢意
。

总之
,

由于命题涉及范围较宽
,

而立论依据

又比较局限
,

所以文中错误或不妥之处难免
,

敬

请地质界的同行们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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