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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东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产地
。

作者运用岩浆岩矿物包

裹体测温
、

测压及岩石定量分析资料
,

建立了该区温压地球化学场 ,

提出了温压地球化学分区 探讨了温压地球化学场和矿产分布间的关

系 , 指出了成矿有利地段
。

关锐词 岩浆岩 温压地球化学场

鄂东南地区是长江中下游铁铜成矿带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这里分布 着 著 名 的鄂

城
、

铁山
、

金山店
、

灵 乡
、

殷祖
、

阳新等六

大岩体
,

尚有铜 山
、

龙角山等数十个小斑

岩体
。

它们是本区主要的成矿母岩
。

年代

以来
,

岩浆岩及与岩浆作用有关矿床的矿物

包裹体研究工作有了重大进展 ①②〔’〕〔 〕,

积

累了大量矿物包裹体资料
。

矿床地球化学和

区域地球化学研究工作
,

也有了较大发展
,

尤其在利用地球化学指标指导盲矿体勘查方

面
,

取得 了较为成功的经验 〔 〕。

本文试图利

用岩浆岩矿物包裹体测温
、

测压资料和岩石

定量分析结果
,

探讨本区温压地球化学场特

征及其对矿产的控制
,

为在本区进一步深入

找矿打开一个新的思路
。

本区岩浆岩温压特

征及元素含量见表
。

温压场特征

岩桨岩始晶温度的空间变化

岩浆始晶温度 取各样品测得的熔体包

裹体均一温度的最高值 总体反映为西高东

低
、 ,

匕高南低的变化趋势
。

在这种总体变化

的背景上
,

出现北东或北西向的低温槽或温

度波动带
。

由铁山岩体西缘经金山店岩体
,

拐向灵乡岩体
,

形成一个始晶温度梯度变化

带
,

从东向西 由 ℃递增至 ℃ 图
。

对 于单个岩体来说
,

鄂城岩体中部出现

低温槽
,

向西
、

北
、

东均递增 铁山岩体西

段
、

金 山店岩体及灵 乡岩体
,

均为由东向西

递增
。

这几个岩体均与铁矿的形成有关
。

铁

山岩体中东部呈现辐射递减 阳新岩体由中

段向东西两侧递减
。

该两岩体与形成铜铁或

铜矿有关
。

殷祖岩体由东向西递减
、

姜桥岩

体则呈辐射递增
。

该两岩体 目前仅发现钨
、

铂
、

铜矿化
,

局部见有金矿化
。

区内与铜铂

矿或铜钨铂矿有关的小斑岩体
,

其始晶温度

一般不超过 ℃
,

且大多因强烈蚀变而测

不到始晶温度
。

岩浆气液温度的空间变化

岩浆气液温度 当一个样品测得几组气

液温度时
,

选择气液温度最高的一组取其平

均值 总体反映为北西低
,

南东高 图
。

而本区中部出现两个高温带
,

一个在铁 山岩

体南东缘 下陆 至阳新岩体西北缘 鸡冠

咀附近
,

呈北北东向展布
,

气液温 度 高达

一 ℃
,

并在鸡冠咀和铜绿 山之间形成

①刘家齐等 湖北大冶铜铁矿床包裹体液相化学成 分

的研究
,

年
。

②谭秋明 邹东南地区矿物包裹体特征 及 其地 质 意

义
, 年

。



哪城一大冶一阳新地区岩桨岩始奋沮度
、

气液沮度
、

成岩压力及元寮含盆一览衰

岩体名
岩浆始晶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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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始晶温度为石英中熔体包裹休均一化温度
。

元素含量为岩体岩石定量分析结果
,

样品数同 , 括号内 为统计样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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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岩桨岩始晶温度等值线图

一岩体边界 , 一采样点 , 一始晶等温线

图 那东南地区岩浆岩石英中气液包裹
体均一称沮线图

一侵人体界线 , 一取样位里及气液包裹体均一

湿度 , 一温度等值线

占



梯度带 另一个在下朱经大箕山至千家湾一

带
,

气液温度高达 ℃
。

其余地段主

要为低于 ℃的中低温区
。

在灵 乡 岩体南

东缘及阳新岩体南缘 出现两个低 ℃

的相对低温带
。

对于单个岩体来说
,

鄂城岩

体呈现中间高 高于 ℃
、

东西两侧低的

分布特征 铁山岩体呈现辐射递增 灵 乡岩

体 由北东向南西递减 阳新岩体中出现波状

变化 殷祖岩体则由中部向北东
、

南西两侧

递增
。

反映出在与铁铜矿有关的岩体中
,

与

岩浆始晶温度相反的递变特征
。

岩桨岩成岩压力的空间变化

岩浆岩成岩压力
,

在本区中部
,

即 由铁

山岩体南东缘经阳新岩体西北端
,

往龙角山

方向
,

形成一个高压带
,

石英中包裹体测得

压力大于
,

最高达
。

由金 山店岩体经灵 乡岩体中段至殷祖岩体中

段出现压力梯度变化带
,

测得的包裹体压力

由东向西
,

由 降至
“ 。

在本区南西形成低压 区
,

测得压力小于

。

在西北部和东南部形成中 压区
,

测

得压力大致在 一 ” 图
。

鄂

城岩体和金山店岩体中测得的压力
,

明显的

表现出北 缘高
、

·

南缘低
,

而该两岩体形成的

主要铁矿床均分布在南缘
,

反映出铁质向低

压 区富集的特征
。

田 哪东南地区岩桨岩成岩压力
,

帕 称压线圈

一岩体界线 , 一取样位置及 压 力值 ,

一等压线

地球化学场特征

为了与温压场相对应 选用岩浆岩岩石

定量分析资料
,

探 讨本区地球化学场特征
。

岩浆岩中金的分布特征

金的总体分布
,

呈现西低东高
、

北低南

高的特征
。

在此背景上
,

出现三个浓集带

一在铁山岩体东南缘一铜绿 山一带
,

呈北北

东向分布
,

金含量为 二 为 瓦雪

地一铜山口一带
,

呈北东 向分布
,

金含量为

三为阳新岩体南缘
,

呈 近 东

西向分布
,

金含量为 一
。

其它地段

主要为含量低于 的低含量区
。

岩桨岩中亲硫元素的分布特征

亲硫元素含量明显地分为北低南高二个

区
。

高含量带分布在瓦雪地经铜 山口
、

龙角

山
,

拐向阳新岩体南缘
,

呈近东西向弧形分

布
。

其中银
、

锑
、

汞总量高 于
,

最

高达 铜
、

铅
、

锌总
一

量大于
,

可高达
。

该带以北地 区
,

岩浆

岩中银
、

锑
、

汞总量一般 小 于
,

很

少超过
,

变化较复杂
,

但 大 体 可显

示 出西高东低的特征 铜
、

铅
、

锌总量小于
,

且具有 由西向东递增的规律 变化
,

由西部的小于
,

向东递增 至 大 于
。

而在上述高含量带以 南
,

也形成低含

量区
,

银
、

锑
、

汞总量一般 小 于
,

铜
、

铅
、

锌总量一般 小 于 一 图
。

岩浆岩中铁族元素的分布特征

岩浆岩中铁族元素 、 、 、

弱分布
,

大致以大冶湖为 界
,

分 成 南 北二

区
。

北 区含量略高
,

铁族元素总量可达
,

且变化较规则
,

等值 线 呈 偏同心

口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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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岩桨岩中 累加值

等值线图

一岩体边界 , 一样位及含量 , 一等值线

图 岩桨岩中 泉加

值 等值线图

一岩体边界 , 一样位及含狱 , 一等值线

体
,

在本区西部及灵乡
、

姜桥
、

殷祖三岩体

之间出现低含量区 图
。

岩桨岩中挥发分含皿的空间变化

岩浆岩中挥发分 以磷
、

氟总量表示
,

总体显示出北西低
、

南东高的特征
。

而由阳

新岩体至铁山岩体
,

形成一个北西向高含量

带
,

磷
、

氟总量可达 由该

带 向西北或东北
,

含量均递减
,

但在其南西

侧则形成复杂的局部梯度变化
,

尤其在灵 乡

岩体中部
,

经殷祖岩体北缘至姜桥一带
,

形

成明显的局部梯度变化 带
,

磷
、

氟 总 量 由

骤 升 至 图
。

圈 岩体中 爪加值 等值线圈

一岩体边界 , 一样位及含量 , 一等值线

圆状分布
,

含量由中部向四周递减 南区含

量略低
,

为
,

且变 化 较 大
,

出

现局部的梯度变化
,

含量最高 处 在 殷 祖岩

温压条件和元素分

布的关系

考虑到区内较大岩体与小斑岩体间温压

地球化学条件的差异
,

以及两类岩体合在一

起研究时
,

其体积差异太大
,

因而会减小大

岩体在统计工作中的 “ 权
” ,

所以将 两 类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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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所用统计数据均为各岩休平均值
,

括号中为参与统计岩体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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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温压条件与元素含量间
,

分别计算相关

系数 表
。

由表 可知
,

岩浆始晶温度与金
、

亲硫

元素及挥发分间呈现负相关
,

即这些元素有

向低始晶温度区浓集的特征 但铁族元素与

岩浆始晶温度间
,

在两类岩体中出现相反的

关 系
,

可能反映了两类岩体成因差异
。

岩浆

气一液温度与低温元素
、

铁族元素间具负相

关
,

而与金
、

铜铅锌及挥发分间
,

在两类岩

体中出现相反的关系
。

成岩压力与银
、

锑
、

汞间呈负相关
,

而与铜
、

铅
、

锌间呈现正相

关
,

与金的关 系在两类岩体中相反
。

综上述
,

金及亲硫元素在大岩体中的富

集可能与低始晶温度 高气一液温度
、

高成

岩压力区有关
,

铁族元素的富集与高始晶温

度
、

低气一液温度和低成岩压力区有关 而小

斑岩体中金及亲硫元素的富集
,

则可能与低

始晶温度
、

低气一液温度及低成岩压力区有

关
。

从而在本区出现了金和亲硫元素均 由西

北部的中低成岩压力
、

高始晶温度
、

中低气

液温度区向南东部的中高成岩压力
、

中低始

晶温度
、

中高气液温度区递增的趋势
。

在此背

景之上
,

出现的局部温压变化
,

影响着元素

的迁移富集
。

一 温压地球化学分区

及其对矿产的控制

根据不同的温压条件及元素浓集特征
,

、丫卜
二乡

图 通压地球化学分区略图

一岩体边界 , 一分区界线 , 一分区编号 ,

卜
铁矿床 , 一铁铜矿床 , 一铜矿床 , 一铜 硫 矿

床 , 一金铜硫矿床 , 一铜铝矿床 , 一铜钨钥

矿床

将本区划分为 个温压地球化学区 图
。

各区特征见表
。

由表可见
,

本区铁矿床主

要分布在
、

区中
,

其温压地球化学

特征是较高的始晶温度
、

中低压力
、

较低的

气液温度和金及亲硫元素的低浓度带
。

铁铜

矿及铜矿主要分布在
、

丫
、

硕
、

百区中
,

其温压地球化学特征是中高压力
、

中低始晶

温度
、

中低气液温度 至铜金硫矿床附近 可

增高到大于 ℃ 及亲硫元素 的 中低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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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斑岩型铜钨铂矿床
,

主要分布在
、 、

皿区
,

除龙角山一带具较高压力和气液温度

外
,

其余均为中低 压力
、

中低始晶温度
、

中

低气液温度及金和亲硫 爪煮的高浓度区
。

金

的浓集有二种不同的温压 条 件 一 为 高压

力
、

低始晶温度
、

高气液温度区
,

代表夕卡

岩型含金矿床的发育部位
,

如 区 另一为

中低压力
、

中低始晶温度
、

中 低 气 液 温度

区
,

代表与斑岩体有关的含金建造的存在
。

据上述
,

除 目前已在阳新岩体西北缘找到了

金铜矿床外
,

在铁山岩体南东缘及阳新岩体

中下朱一大箕山一千家湾一带的高气液温度

区
,

均有寻找夕卡岩型含金矿床的可能 在

员 乡岩体南东侧和阳新岩体南缘
,

有寻找斑

岩型含金矿床的可能
。

岩桨傻入期次及岩桨岩畏蚀深度

本区岩浆侵入体分燕山早
、

晚两期
,

早

期岩体主要分布在东南部隆起区
,

从岩休与

卜主岩接触关系及捕掳体分布看
,

主要为正接

触带
,

如铁 山岩体和阳新岩体
,

相对剥蚀较

深 西部则主要分布燕 山晚期的侵人体
,

常

保留有蘑菇状顶盖
,

接触带 时 有 低 角度超

覆
,

反映出相对侵蚀较浅
。

岩浆在地表或接近地表时
,

由于表面的

氧化作用使始晶温度增高
。

而向深部
,

由于

岩浆表面冷却结壳形成的封闭条件
,

易使挥

发分浓集
,

从而降低始晶温度
。

如果我们把

区内所有岩浆体 指大岩体 的表面
,

看作

一个始晶温度的近似等温面
,

那么侵蚀深度

浅的
,

常反映出较高的始晶温度和较低的挥

发分含量 而侵蚀深度较深的
,

常反映为较

低的始晶温度和较高的挥发分含量
。

这与前

边提到的西北部岩体侵蚀深度小
、

东南部岩

体侵蚀深度大是一致的
。

前缘元素和高温元

素的累加比值 。

也说明 接近岩体表面或前缘时
,

该比值增

影响温压地球化学场的因素

地质构造因案

本区 自印支晚期开始
,

形成东隆西拗
、

南隆北拗的基本构造格 局
。

在 北 西 部拗陷

区
,

由于有砂页岩和膏盐层以及发育在该层

与下伏碳酸盐岩地层间层间滑脱面的存在
,

形成低压
、

高始晶温度
、

低气液温度区
。

高

始晶温度和低压环境
,

易使轻硫逸失
,

从而

不仅降低了岩浆中硫的浓度
,

而且使护魂
痴

值升高 一般大于 同时高 温 又可加

速岩浆中水的分解
,

促使
十

的 逃逸 而 使岩

浆中氧逸度增高〔。 ,

据相图 推 算的 坛 约

为 一 ,

最高可达一
。

从而形成低硫
、

高氧环境
,

促使亲氧成矿元素的堆积
,

形成

以铁为主的矿床
。

由于砂页岩的屏蔽作用
,

高温气液流向隆拗交接部集结
,

形成高压和

高气液温度
、

低始晶温度区
。

反之
,

在本区

南东部隆起区
,

则形成轻硫的相对浓集和氧

逸度的降低
,

岩浆岩和相应矿床中硫 化物的

占 ‘

编一般小 于 十 , 由相图推算的 约

为 一
。

低氧高硫环境利 于亲硫元素的浓

集
,

从而形成了本区温压地球化学场的差异

变化
。

图 那东地区

比值等值线

一岩体边界 , 一样位及比值 , 一等值线



大
,

向岩体深部逐渐降低
。

由图 可见
,

比

值 由东向西升高
,

大于 的等 值线圈定范

围在金山店一灵 乡一带
,

说明本处岩体侵蚀

深度最小
,

地质勘探资料证实
,

金 山店岩体

深部面积远大于地表 出露面积
,

它与上朱
、

吴伯浩等在深部飞成一个规模 较 大 的 岩株

体
。

长期以来
,

前人在本区提出的下铁上铜

的矿床垂直分带模式
,

从上述温压地球化学

场分析来看
,

可能恰恰相反
。

作为一个完整

的岩浆成矿垂直分带
,

应该是 由上至下
,

由赤铁矿 或赤铁矿
、

磁铁矿 建造 , 磁铁

矿
、

黄铜矿建造 , 黄铁矿
、

斑铜矿建造
。

这

样的垂直分带才是与成矿的温压及氧化一还

原条件相吻合的
。

综上所述
,

元素的迁移富集与岩浆岩的

温压条件直接有关
,

而温压地球化学场又是

受地质构造及岩浆岩的后期剥蚀 深 度 的 制

约
。

它们是一个完整的成岩成矿地质过程
,

从而形成了本区的矿化分带
。

本文经葛宗侠
、

缪永胜 佰级 工 程师审

阅
,

并提出宝贵意见
。

插图由我所皮静静清

绘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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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年

一

, 切
了 , 一

一

加拿大软件专家瓦特来冶金部物探

公司咨询工作

经冶金部外事司和地质局的同意和安排
,

加拿

大执行服务部 委派软件专家瓦特

先生于 年到物探公司担任咨询顾间
,

为时两 月

余
。

在此期间
,

了解了我们正在研制的 “ 地面物化

探数据处理应用程序系统 ” 的概况
。

针对物探公司

实际情况
,

编写了 “ 软件工程 ”
讲稿

,

包括系统开

发的全过程
,

每一阶段的目的
、

进程
、

方法
、

注意

事项和研制技术
,

以及实施开发 的 管 理
、

人 员组

织
、

计划和控制等
,

对有关人员作了全面的讲述
。

物探公司引 进 一 计 算 机
,

时 间 不

长
。

但在缺乏经验和资料基础的情况下
,

自行设计

和编制出功能齐全
、

应用灵活 的 “ 应 用 软 件
。

对

此
,

瓦特先生表示赞赏
, 、

同时也客观地评价了我们

的技术水平和现状
。

并建 议 使 用 最 佳 程 序 语言
一 语言

, 以充分发挥新机的作用 和扩大应用

范围
。

〔朱仁慈供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