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獭子岭岩体属地弯型花岗岩类
,

其构造类型属张裂性 质 成矿受

构造
、

岩浆岩
、

地层等因素控制
,

以亲氧一亲铜元素富集成矿为特征

矿床具多阶段
、

多物质来源及多成因类型的 “ 多因复成 ” 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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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
癫子岭岩体的地质特征

顺子岭岩体位于南岭东西构造带和来临

南北构造带 的复合部位
,

香花岭短轴背斜的

北东倾伏端
。

香花岭背斜轴向近南北
,

核部

由走向近东西
、

略呈椭圆形 的寒武系浅变质

岩组成
,

四周为古生界所围绕
。

区内褶皱不

发育
,

而块状断裂十分发育
,

主要断裂有北

东一 南西向 和北西 一南 东 向

两组张剪性斜向正断层及其所派生的次级断

层
。

癫子岭岩体沿
, 、

断裂的 交汇部 位

侵位
,

香花岭地区的褶皱一断裂构造控制着

岩体的形成
、

改造和发展
。

癫 子岭岩体为一复式小岩株
,

出露面积

平方公里
,

呈椭圆形 图
,

同位素年

龄测定 一 法 为 百万年
,

属燕山

旱期产物
,

其东北面与中泥盆统棋梓桥组

云质灰岩
、

西南面与跳马涧组砂岩呈侵入接

触关系
,

且北缓南陡
。

在岩体与泥盆系碳酸

盐岩 的接触构造中
,

呈现明显的岩浆蚀留和

岩浆顶沉现象
。

按构造成因可划分为四类
。

一 似整合接触构造

接触构造面平直简单
,

不利于成矿或形

成小 的矿体
。

二 不整合接触构造

利于含矿热液或成矿流体运移
,

是储矿

的有利空在
,

控制 了夕卡岩型矿床和含被条

纹岩矿床的产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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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顶垂休构造

系构造岩浆蚀留顶盖岩层所形成 的一种

侵人接触构造
。

岩体三面包围围岩
,

蚀留顶



盖岩层
,

其接触构造面弯曲复杂
,

利于矿化

作用的进行
,

控制了含铰条纹岩矿床和热液

交代型白钨矿床
。

四 捕虏体构造

成矿有利的碳酸 盐岩 层被侵 入体 包围

捕虏 且与运矿构造连通时
,

构成矿化比

较集中的环境
,

利于形成交代型矿体
。

构造及岩体特征

一 构造
、

岩浆活动及成矿作用具多

期性

本区块断活动明显且差异性大
,

在南部

形成断陷
、

产生了次一级 的断陷盆地
,

核部

则不断上升隆起
,

所以木区在构造型式上属

于块断隆起区 地弯
,

其构造 活动 具有多

期 次 性
,

导致岩浆多次侵入 岩浆 的多

次侵人
,

促进 了构造活动 的进一步发展
,

造

成了成矿作用的多阶段演化
。

本区有四次岩

浆侵入
。

第一次为黑云母花岗岩
,

构成癫子岭岩

体的主体
,

自中心 向边缘
、

自深部至顶部大

致可分出两个相带 内部相为细一中粒黑云

母花岗岩
、

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深 部 异 边

缘相为细粒黑云母花岗岩
、

细粒斑状黑云母

花岗岩
。

与该次侵入体有关 的 成矿 元 素有

、 、 、 、

等
。

第二次为钠长石化细粒斑状花岗岩
,

呈

岩枝状侵人于主岩体之中
,

构成主岩体的补

体
,

富集元素以
、 、 、

为主
。

第三次为白岗岩
、

石英斑岩和细晶岩
,

呈近东西向陡立岩脉或岩墙侵人或切割岩体

边缘和围岩
。

白岗岩和石英斑 岩 以富 。、

、 、

为特征
,

细晶 岩 则 富集
、

。 、 、 、 、

等元素
。

第四次为闪斜煌斑岩脉侵人于围岩
,

经

分析矿化微弱
。

二 岩石化学特征

癫子岭岩体呈浅灰色一灰色
,

顶部及边

缘 自变质作用后
,

形成暗褐一黄褐色云英岩

和 白色钠长石化花岗岩
。

其矿物成分主要为

钾长石
、

斜长石
、

石英和少量黑云母
。

钠长

石化后常以含多量黄玉和萤石为特征
。

从早

期到晚期由钾质花岗岩向碱长花岗岩过渡
,

各期次岩石的化学成分见表
。

由 表 可

见
,

癫子岭岩体的化学成分有以下特征
。

属高 硅
、

高 氟
、

富 碱
、

低 铝
、

贫

铁
、

镁
、

钙的偏碱性岩浆岩
。

岩体钠长石化较弱
,

比值低
,

未出现 的情况
。

与同期 的湖南地洼型花岗岩相比
,

镶子岭岩体岩石化学成分 及与同类岩石对比 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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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碱质较高
,

而镁
、

铁较低
,

表明该岩

体是典型的地洼型花岗岩
。

鉴 于 含氟 量 特

高
,

还可列人富氟类型
。

·

癫子岭花岗岩的分异指数 为
,

按 平 均 的主

要火成岩分异指数标准 花岗岩 二 ,

碱

性花岗岩 工二 ,

该岩体的碱 度己 超过一

般的花岗岩
,

而趋于碱性花岗岩
。

三 微皿元亲特征

癫子岭岩体具有富含
、 、 、 、

、 。、 、 、

等元素 特征
。

各期次岩石主要成矿元素 的含量如

表 所示
。

主岩体的成矿 元 素主 要为
、

、 、 、

等 第二次辛
、

体侵 人体中

除
、

外
,

其余均比主体低
,

第三次侵人

的白岗岩和石英斑 岩中 除 外
, 、 、

、 、 、 、

等均 比主体 高数至

数十倍
。

分析资料表明
, 、 、

含

且低于花岗岩维氏丰度值
,

则明显偏高
。

魔子岭岩体各期次岩石成矿元紊含一 表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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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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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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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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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体花岗岩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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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子岭岩体及与其类似岩体的稀土元素

含量特征见表
。

瘫子岭岩体的 习 万 的均值为
,

重稀土含量较多
,

说明岩体为岩浆演

变后期产物
。

占 。为
,

亏损极其明

显
、

表明癫子岭岩体与尖峰岭
、

千里山岩体

一样
,

均属于硅铝层重熔岩浆经分异形成的

花岗岩体
。

癫子岭岩体的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

准化分布模式 图 呈对称的
“ ”

字 型
,

稀土配分 曲线有序的排列
,

说明该岩体分异

程度好
。

花岗岩生成的构造应力

环境与岩石成分的关系

等 详尽
、

系统地

研究了张裂性和挤压性板块边界深成岩套主

要元素的化学特征
,

认为火成岩的化学成分

与其所处的构造应力环境有关
,

可以利用化

学成分来区分其生成的构造环境
。

并指出
,

利

用
、 、 、

和 〔 。 〕

等变量可区分张裂性和挤压性构造环境的花

岗岩类
。

现将癫子岭花岗岩与 。 等 所

研究的张裂性和挤压性花岗岩进行对比 表
。

根据表 中各个参数的对比分析
,

癫子

岭花岗岩接近于典型 的张裂性岩套
。

前已述

及
,

癫子岭岩体属地洼阶段 的产物
,

其时块

断活动强烈
,

张剪应力明显
,

花岗岩中富含
、 、

等亲氧元素
,

齐霍米罗娃

的研究指出
,

在空间上
, 、 、

的高含量
,

是与长期上隆构造相伴生 的花

岗岩类的特征
。

而该岩体正反映了与长期隆

起有关 的张剪构造应力环境的特点
,

属张裂

性花岗岩类
。

木区属块断隆起 区 地 夸
,

地弯构造特别显著
,

幅度和烈度均高
,

在造

成正构造单位过程 中
,

拱起运动加强了地球

化学分异作用
,

致使正构造单位里面的酸性

及其带来的元素发育
,

故以酸性的张裂性花

岗岩为其特色
。 、

含 量

高
,

形成 了以亲氧一亲铜元素
,

如
、 、

、 、 、 、 、 、 、 、

和 等为特征 的构造地球化学区
。

神经衬岔记乘

图 , 魔子岭花肖岩稀土元索配分摸式

成矿特征

一 矿床分带及组合特征

癫子岭岩体 自中心 向外可分为 个带
,

各带赋存有不同类型 的矿床
。



子的艳幽岩与典整的张拱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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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顶部裂隙带
,

包括原生裂隙和

次生裂隙
,

控制了钨锡石英细脉及铁锉云母

脉 的分布
。

,

花岗岩体中普遍发育的云英岩化和

钠长石化带
,

主要控制了云英岩型
、

花岗岩

型锡矿和妮钮矿化
。

侵入接触构 造 带
,

赋存 含被 条文

岩
、

夕卡岩型矿床 和 交代型 萤石白 钨矿矿

床
。 ‘

、」扭干断裂带
,

控制着锡石硫化物

和铅锌硫化物矿床 的产出
。

与矿床分带相应的成矿元素分带 由岩体

外为 。 、

,
、

, ,
、

、
一

,
、 。

由此可见
,

与地 弯型花岗岩

类有关的矿床分带性十分明显
,

矿床产出类

型有花岗岩型
、

云英岩型
、

夕卡岩型
、

斑岩

型
、

石英脉型和锡石硫化物等锡多金属矿床

组合
。

元素组合以 。 、 、 、 、 、

、 、 、 、 、

和 等 为 特

征
。

二 构造成矿作用

锡矿士要 的控矿构造 ,

断裂带
,

控制了

香花岭的主要锡矿体 —似层状锡石硫化物

矿体
。

该断裂带既是导矿构造
,

又是配矿和

储矿构造
。

经研究
,

该断裂具有多期性活动

的特点
,

至少经历 了剪性
、

张性
、

张剪性三

次以上 的构造活动
,

特别在成矿以后
,

断

裂发生了一次较大 的剪切活动
,

断裂带中的

磨光镜面
、

构造透镜体和片糜化现象清晰可

见
,

形成 了一条明显的绿泥石片糜岩断裂变

质带
。

构造岩 的化 学分 析表明
,

在 断裂带

中
,

绿泥 石 片糜岩 锡含 吸较高
,

有 的 达
,

且均比片状糜棱岩化岩 和碎裂岩的

锡含量高
,

而片状糜棱岩化又比断裂带上
、

下盘构造变动较弱的碎裂化矿化碳酸盐岩和

碎裂化变质砂岩的锡含量要高
。

由此着来
,

随着构造作用 的加剧
,

岩石断裂变质加深
,

锡含量也随之增高
。

究其原因
,

可能 由于锡

多呈氧化物形式 出现
,

生成热较高
。

因此
,

在张剪性构造作用下的升温过程中
,

它的稳

定性较高
,

而其它一些组分迁 出
,

锡的含量

则相对增高
。

这种成矿作用不是有用元素的

带入
,

而是有用元素的相对富集
,

故谓断裂

成矿作用
,

抑或断裂改造富化作用
。

三 多因复成成矿特征

本区锡矿床生成后受过不 同程度的变化

或改造
,

其成矿是多阶段的
,

成矿物质是多

来源的
,

且具有多成因类型
。

多成矿阶段 香花岭矿区经历了地

槽
、

地台和地洼漫长的大地构造成矿演化阶

段
。

在地壳发展 的不同时期 阶段
,

成 矿

元素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分异聚集
,

如地槽阶

段矿质的初始聚集
,

地台阶段的沉积
、

成岩

成矿作用
,

为矿区后期地洼阶段的成矿奠定

了有利的物质基此
。

地洼阶段强烈 的构造一

岩浆活动
,

不仅是成矿作用进行 的
“

热库
” ,

而且为矿化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墓础
, ’伴随大

黄瑞华等 东南地佳区锡的构造地球化学
,

眨



量的以锡
、

钨为主的有色
、

稀有和稀土等元

素的矿化作用
,

并对先 成矿床 或矿 源层影

响
、

改造和叠加富化
,

形成 了本区以锡
、

钨

等有色
、

稀有和稀土金属为特色的成矿区
。

多物质来源 矿 区成矿均受限于寒

武系和中泥盆统跳马涧组的砂页岩复理式建

造
,

以及 中泥盆统棋梓桥和佘田桥组的碳酸

盐岩建造里
,

具有明显的层控特征
。

铅同位

素比值 个样品 ““ “ 为
、 了 ” 为

、

’。‘ 为
,

变化范围大
,

亦较离散
,

其组成不均一
,

反映出以混合铅

为主 用三种方法 霍姆斯一豪特曼斯法
、

多伊法
、

拉塞尔一法夸尔一卡明法 计算的

四组模式年龄值变化较大
,

难 以取 得 平均

值
,

与一般正常铅有别
,

但又不属异常铅
。

选择 了 个样品作硫同位素测定
,

结果 护魂

在 一 筋
,

新风矿区晚期形成 的铅

锌矿护‘
值 的变化 范围更 大

。

上 述 情况表

明
,

成矿物质具多来源特征
,

既来源于地层

矿源层
,

亦来源于岩浆
。

前者是 通过地

洼阶段的构造一岩浆活动
,

导致地层 中成矿

组分活化转移在有利条件下富集叠加成矿
。

多成 因 类型 如前所述
,

矿区与地

弯型花岗岩类有关的矿床
,

主要构成了花岗

岩型
、

云英岩型
、

斑岩型
、

矽卡岩型
、

石英

脉型和锡石硫化物型等多种类型 的锡多金属

矿床 此外
,

还有沉积再造型
、

构造改造富

化型和层控型等多种成因类型 的锡多金属矿

床
。 “ 多因复成 ” 的醒 目特色是具有多成矿

阶段
、

多物质来源和多成 因类型
。

综上所述
,

香花岭地区属地洼区的块断

隆起区
,

块断运动强烈
,

以断裂形式为主
,

其构造活动具有继承性和叠加性 癫子岭岩

体属地弯型花岗岩类
,

生成时 的构造活动环

境为张裂性质 区内以亲氧一亲铜元素富集

成矿为特征
,

其成矿受构造
、

岩浆岩
、

地层

等因素控制
,

且具有多成矿阶段
、

多物质来

镇
,

以及多成因类型 的 “ 多因复成 ,, 成矿特

征
。

此项研究是在陈国达和吴延之教授 的指

导下进行 的
,

梁述文和谢建华同志参加 了研

究工作
,

文 中引用 了香花岭锡矿和有色地质

队的有关资料
,

谈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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