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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熔融体以不同形式定位于地壳不同深度或侵位到

地表的脉岩
、

岩筒或岩株
。

它富含
、 、 、

、 、 、 、

及成 矿 元 素
、 、

人
、

等
,

硫含量中等
,

盐度低
。

这些组份正是以

各种络合物形式携带
、

的最好载 体
。

因此
,

常发现煌斑岩含金达 或更高
,

广西平乐

在煌斑岩中还发现了自然金粒
。

煌斑岩密集区与金成矿区密切相关
。

例如澳大

利亚西部
、

加拿大苏必利尔
、

不列颠加里东造山带

等区都是煌斑岩密集区
。

这里有大量金矿床 点

产出
。

澳大利亚的伍兹波因特 的金产量来自煌

斑岩脉中的金矿体
。

我国也有类似情况
,

例如胶东

半岛
、

太行山北段
、

冀北地区等金矿床 点 大多

产于煌斑岩密集区
。

离开这些地区金矿点很少或没

有
。

这里许多金矿脉产于煌斑岩内部
、

边部
、

尖灭

处或产于与煌斑岩交叉的破碎带中
。

也有的矿脉离

煌斑岩有一定距离
。

煌斑岩产出时代较广
,

从前寒武纪到第四纪都

有
,

而以燕山中晚期
、

印支晚期
、

加里东晚期
、

海

西中晚期的煌斑岩与金矿关系最为密切
。

我国与金

矿化有关的煌斑岩似乎是印支晚期和燕山中晚期的

产物
。

例如山东
、

辽宁
、

吉林等地的印支晚期煌斑

岩有较高的金含量
、

太行山北段
、

燕山地

区的燕山中晚期煌斑岩含金较高
。

煌斑岩是金矿化物质来源之一
,

甚至其本身就

是金矿体
。

金矿化与煌斑岩形成时间有 种关系 煌

斑岩形成于金矿化之后并切穿金矿体
,

起到破坏金

矿体的作用
,

或矿化叠加
、

增强的作用 这方面研

究资料很少 煌斑岩与 金 矿 化 “ 同 时 ” 形

成
,

这种煌斑岩常常是钙一碱性煌斑岩
。

它从地慢

向地表运移过程中混染了部分地壳物质
,

使金及伴

生元素释放出来
,

并在有利部位成矿 , 金矿化

形成于煌斑岩之后
,

这种煌斑岩常常是超镁铁煌斑

岩
、

钾镁煌斑岩
。

后期的构造活动或变质作用使煌

斑岩中的金等活化
,

在构造有利部位富集
。

我国煌斑岩分布较广
,

华北地台边缘
、

广西
、

镇远等地都有大面积煌斑岩出露
。

对煌斑岩的深人

研究
、

重新认识将为找金提供一个新途径
。

山东省地质工作成绩卓著

者风餐露宿
,

艰苦努力
,

共发现 种 矿产资源
、

处矿产地
,

潜在经济价值约 万多 亿 元
,

名封

国内前茅
。

岩金是山东优势矿种
。

自 年组建第一个黄

金地质队以来
,

年代即提交金矿储藏 量
。

此

后
,

又发现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 “ 焦家式金矿 ” ,

为全国金矿地质找矿开辟了新领 域
,

带 动 全 省飞

腾
。

目前全省从事金矿地质找矿工作的人员已达

万余人
,

已提交的黄金储藏量约占全国总储最的
, 已建起 多个生产企业

,

年产黄金占全国总产

量的
。

石油是山东居全国第二位的矿产之一
。

自

年在东营储油构造中获得油气流
,

年展开石油

勘探会战至今
, 已找到 多个油 气 田

。

今 日的

胜利油田已成为大型石油工业基地之一
。

山东省是全国主要产煤省之一
,

经过煤田地质

工作者的艰苦努力
,

目前已发现 个 煤 田
、

处

矿产地
,

其中有 个煤田已投人开发
。

我国第一个金刚石原生矿出在山东
。

目前
,

山

东已成为国家金刚石重点生产基地
,

年产 居全国

前列
。

此外
,

全省还探明 多个非金属矿产地
。

新中国建立 年来
,

山东省涌现出一大批优秀

地矿科研成果
,

其中 “ 焦家式金矿的发现与研究 ,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

特等奖
。

热液矿床中金属元素的迁移形式

会 岩

新中国成立 年来 , 山东省 万余名地质工作

在苏联地质学家向第 屁世界地质大会提交的

论文中
, 中 几 介在研究矿物中 流 体包裹

体的基础上指出
,

温度在 时
,

成矿溶液

以含有大量碱金属氯化物和呈碱性反应为特征
。

矿

物溶解度数据与流体包裹体研究结果大体一致
,

证

明高温含矿流体中金属的浓度很高
。

温度低于

时
,

除个别情况外
,

氮化物含量一般 均 较低

或很低
,

溶液接近中性反应
。

随着温度降低
、

氯离

子减少
、

值升高
,

金属矿物的溶解 度 降 低
,

使

得多数重金属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搬运
。

氯化物溶液中铅
、

锌
、

铜
、

银和铁硫化物的溶

解度
,

取决于抓化络合物的生成
,

这些金属正是以

氯化络合物的形式从矿源搬运到沉积地点的
。

含矿

流体中 的浓度可能在 叮 玲

范围内
。

这对亲铜元素以氢硫络合物形式迁移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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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够的
。

这种形式只有在低温区才占优势
,

此时

硫化物的溶解度不能保阵足以形成工业矿石的金属

浓度
。

只有锑和汞的氢硫络合物才能在搬运过程中起

, 要作用
。

此外
,

汞还能以 品一 ,

的 形 式
、

锑以

名 ”络合物的形式迁移
。

锑的抓化络合物可能

不具盆要意义
。

汞抓化络合物的作用尚不清楚
。

钨

和金的迁移形式也未最终确定
。

温度低于

时 , 铀很容易以双氧铀一碳酸盐的形式迁移
。

温

度高于 ’ ,

这些络合物不稳定
。

高温 溶 液中铀

的存在形式尚不清楚
。

相的情况与铀类似
。

锡呈两

价状态以抓化络合物的形式迁移
。

根据现有资料可以推测
,

锡石
、

白钨矿
、

黄铁
·

矿
、

闪锌矿和方铅矿
,

当溶液中的金属浓度达到每

吨数百克数 级时
,

开始从热液中沉淀出来
。

随着

沮度降低
,

金属矿物的溶解度急剧减小
,

表明溶液

冷却是成矿的重要因素之一
,

至少在常压下如此
。

例如
,

在 、 和 、 之间
,

重金属硫化

物的溶解度减小两个数盘级
,

这可能是在这个温度
。

区间
,

其大 堆积的一个原因
。

如按 、 时

在抓化物溶液中的溶解度计算
,

则金属矿物形成的

序列与热液矿床垂直分带的经典图式是相符的
。

〔 宁摘译自 姗 雌 , 。加 凡

, ,

口
,

〕

尔型为蹄化物和硫化锑酸盐 , 黑矿型则是银
、

铅
、

铜
、

秘的硫盐及含铜的银的硫化物
。

上述类型的变

质矿床中还存在有含砷的黝铜矿 塞浦路 斯 型
,

钻
、

镍硫化物 乌拉尔型
,

蹄化物和硫代啼化物
、

砷化物和硫代砷化物
、

锑的硫盐 黑 矿 型
,

铜和

银的硫化物
、

锑的硫盐 前寒武纪矿床
。

〔 宁摘译自 此 只 几 只

,

件 〕

斑岩铜矿 床的两种模 式

黄铁矿型矿床的成分特点

在苏联地质学家向第 届国际地质大会提交的

论文中
,

伴 ” 和 认为
,

红

海海底现代沉积物和世界大洋裂谷带内正在活动的

合矿体系的发现
,

是含铜黄铁矿成矿作用问题研究

的断阶段
。

根据化学成分和矿物成分确定的含矿沉

积物和含硫化物的活动成矿体系的锥状
、

管状机构
,

完全可以与黄铁矿型锌一铜矿石对比
。

现已公认
,

火山岩层中的块状黄铁矿矿石是在热液体系减压部

位上部或附近的海底堆积形成的
。

它们具有较简单
,

的成分
,

铜
、

锌和铅硫化物数盆变化不定
。

显生宙塞浦路斯型
、

乌拉尔型和黑矿型黄铁矿

矿床
,

以及各种前寒武纪的矿床
,

不仅总的矿物成

分独具特色
,

而且稀有矿物组合也有其特殊性
。

从

塞浦路斯型到乌拉尔型
,

再到黑矿型
,

由于主要成

矿矿物的数 增多
,

矿石成分也越来越复杂
,

同时

稀有矿物的数 也增多
。

塞浦路斯型矿床稀有矿物

伪标型组合是钻和镍的硫化物和硫代砷酸盐 乌拉

在苏联地质学家向第 届世界地质大会提交的

论文中
, 中 升 , 和 习 八 提出了

两类有原则性差别的斑岩铜矿床的形成模式
,

即在

热力学开放含矿岩浆体系条件下形成的矿床和在热

力学封闭含矿岩浆体系条件下形成的矿床
。

当容矿

裂隙的产生机理属于同一类型时
,

两者以含矿网脉

体的时一空增大趋势和天水量与成矿 的 程 度 相区

别
,

这是斑岩岩株顶部是否存在屏蔽层及其动力学

所造成的
。

在前一种情况下
,

形成 了 垂 直 范围很

大
、

体积巨大的网脉体多 后一种情况下贝形成钟状

或透镜状网脉体
。

已查明的不同类型网脉体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发展趋势
,

在裂开和交代改造过程中含

矿围岩物理一机械性质的变化范围
,

可以定量地
、

以一系列参数的形式来表示
,

并用于实际 目的
。

〔公宁摘译自 二 , 二 , , ,

,

口 〕

编 后

新年伊始
,

本刊新开砰的 《地质勘探信 忽之窗 》

专栏和 广大读者见 面 了
。

在这个 专栏 里 ,

我 们 将

若重报道 国内外地质找矿 的新进展
、

新理论
、

新技

术方法和新见闻 ,

籍以 开拓找矿 思 路
,

传播找矿 经

脸
, 为寻找史 多更好的矿 产资源服务

。

我们 热诚欢迎 广大读者把 自己 在找护
、

科杯
、

教学中取得的 新成果和经济效 益
、

遇 到 的问题和解

决 的途径 写出来 , 把在国 内外考察
、

调研和 学习 中

的 心得
、

体会
、

见闻介 绍 出来
,

报 寄本刊
, 以 广 乏

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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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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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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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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