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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五莲县七宝山隐爆角砾岩呈北西向拉长的 椭 圆形
。

石英闪

长份岩向上和外围分枝
,

向下逐渐 汇合成筒状
。

金铜矿体受矿化角 砾

岩简控制
,

亦呈简状
。

关 润 隐爆角砾岩筒特征 , 成矿特点

地质概况

七宝山金铜矿位于沂沐断裂带东侧
,

胶

南隆起西侧
,

属胶莱拗陷西南早 白王世火山

岩盆地
。

盆地内断裂发育
,

火山活动强烈
。

金铜矿床与盆地火山活动末期中酸性次火山

岩有关
。

矿体斌存于以石英闪
一

长纷岩为主的

德爆角砾岩中
。

矿区地质构造复杂 图
,

出露地层有

白圣系脊山组
,

由黑云粗面安山岩夹薄层玄

武安山岩
,

底部为厚层安山质集块岩
、

安山

质集块火山角砾岩
、

熔岩角砾
、

熔岩凝灰角

砾岩夹提灰岩
、

集块岩夹凝灰质角砾岩
、

粗

砂岩
、

砂岩
、

安山质岩屑组成 白奎系王氏

组
,

由砖红
、

紫红色砾岩
、

砂岩夹泥岩
、

粉

砂质泥岩组成
,

与青山组火山岩呈不整合接

触 第四系由冲积
、

洪积
、

坡积之亚粘土
、

亚砂土
、

砂砾等组成
,

分布于河谷两侧
。

矿区位于北东向 前张仙
、

东西向 金

线头一前裴家峪和钓 鱼 台一杏 山 峪一河南

村
、

北西向 钓鱼台一敞沟 构造 的 复合

部位
,

上述断层是 良好的导矿和储矿构造
。

隐爆角砾岩筒特征

矿区出露的次火山侵入杂岩有辉石二长

岩
、

粗安份岩
、

石英闪长吩岩一石 英二长斑

岩
。

辉石二 氏岩和粗安份岩在空间分布 上关

系密切
,

构成 了椭圆形的中央岩株体
,

其中粗

安份岩可分为粗斑粗安粉岩和细 斑 粗 安 份

岩
。

各期次火山侵人岩露头穿插关系明显
,

其生成顺序为辉石二长岩一粗斑粗安份岩一

细斑粗安粉岩一石英闪长份岩一石英二长斑

岩
。

次火山侵人杂岩体出露面积
,

呈

北西向拉长的椭圆形
。

在杂岩体的东南部
,

处于古火山口环状裂隙和北东向基底构造的

复合带上
,

分布有翁山次火山管道
、

七宝山

火山锥
、

金线头隐爆角砾岩筒
。

石英闪长份岩一石英二长斑岩沿辉石二

长岩中的断裂 以北东
、

北西走向的两组为

主 上升
,

在上面形成似网状岩枝
,

并切割

包围辉石闪长岩
,

局部膨大 在下部各岩枝

岩墙 连通
,

成为石英闪长粉岩小 兴株
。

整个岩体 石英闪长粉岩 形成向上部和外

围分枝
,

向下逐渐汇合成筒状体
。

石英闪长粉岩株上部或岩墙 中 常 多 气

孔
,

使岩株在形成过程中
,

由于气液汇聚在

上部
,

发生地下隐蔽爆发
,

从而使石英闪长

份岩及与之接触的辉石闪长岩产生角砾化
,

但角砾没有明显位移
,

其间隙已被后来的热

液矿物充填胶结
。

角砾岩的成分为第二阶段辉石闪长扮岩

及第四阶段石英闪长份岩
,

角砾大小不 一
,

小 者 粒 径 在 以上
,

大 者 可 达 一
,

一般以 居 多
。

角砾大多数 呈



圈 七宝山金矿区地质圈

一第四系 , 一 白奎系青山中亚组上部 ,

鱿一 青山中亚组下部 , 、

一 青山下亚组 , 一安

山汾岩 , 一辉石二长 ‘闪长 岩 , 拜一粗安汾岩 , 、, 月一石英闪长扮岩一石英二长斑岩 , 一

断层 , 一次生火山管道 , 一隐爆角砾岩筒

次棱角状至次圆状
,

尖角和棱角 状 角 砾 甚

少
。

采坑中部 角砾 岩 体 中 部 至采坑边

缘
,

角砾数量有减少趋势
,

至边缘为正常岩

石
。

从 一 号钻 孔 资 料 来 看
,

孔 深

十 以上角砾发育
, 十 以下 角 砾减

少
,

变成正常的中性岩
。

角砾间胶结物为石

英
、

镜铁矿
、

绢云母
、

菱铁矿等热液矿物
,

金
、

铜矿化即产 于其中
,

而且角砾越少
,

矿

化愈强
,

金
、

铜品位越高
,

大角砾 一般不含

金或含微量金
。

充填物和角砾间界限清晰
,

交代现象不发育
。

角砾岩筒内角砾长轴方向展布有一定的

规律
,

矿体南侧角砾多呈北东
“ ,

倾 向 南

东
,

倾角缓 矿体北侧角砾长轴 呈 北 西 西

向
,

倾向北东
,

倾角一般在 一
。 。

岩筒内外裂隙发育
,

一组为围绕角砾岩

筒分布的节理
、

裂隙 另
一

组为放射状的节

理
。

这两组节理
、

裂隙是 由隐 爆 作 用 引起

的
。

为含矿热液上升富集成矿提供 了良好的

通道
。

岩石化学特征

七宝山地区次 火山杂岩体属铝过饱和
、

适度富碱的正常成分 表
,

旱期岩石大部

属硅酸不饱和类型
,

适度富碱 晚期岩石属

硅酸饱和类型
,

说明岩浆演化是向酸度增加

的方向进行
。

岩筒中的杂岩岩桨在深部经反复分 异
,

分离的熔桨越 来越富集气液物质
,

当岩浆上

升至近地表
,

在高温低压状态下
,

熔浆中的

部分物质急剧逸出
,

导致石英闪长扮岩一石

英二长斑岩侵人辉石二 长岩一辉 石 闪 长 姗

时
,

发生隐蔽爆发作用
,

岩石产生角砾 化
。

从地表到深部岩石化学成 分 的 演 化 规律 明

显
,

反映 了岩筒中岩石的母岩是同源的
,

各

种岩石是同一岩浆房演 化的产物
。

岩石 中的徽一元素

除
、 、 。 、

外
,

其他元 素 含 止

很低
, 、 , ,

,

左右
。

应指出的是
, 、

主要集中在镜铁矿 中
,

与 共 生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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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系数为
,

在角砾岩 筒 内 含量

高
,

其外含 量 低
,

和 赋 存 在 矿 床 上

部
。

隐爆角砾岩筒对矿

床的控制作用

本区金
、

铜矿化严格受隐爆角砾岩筒控

制
,

矿体位于角砾岩筒范围内
。

矿化在平面

上呈一椭圆形
,

北 窄
,

南宽
,

北西一南东向长 在垂 直 方 向上
,

由

地表至
,

矿带的平面形态仍 呈 不 规

则的椭圆形
,

长轴沿北西向延伸
,

长
,

短轴为
,

北窄南宽与地表矿 化 形 态大

致吻合
。

标高至 一 ,

平 面 形态基本 不

变
,

但矿
“

筒
”

倾伏的相对位置 向 南 南 东迁

移
,

而长轴缩短为
,

短轴为
·

,

待延至一 时
,

矿带平面形态为半环状
,

矿化角砾岩 “ 筒 ” 向南东倾伏
。

上述空间形

态变化
,

说明金
、

铜矿体受角砾岩筒控制
,

矿体亦呈筒状体产出
。 ’

金
、

铜矿化在角砾岩筒内具水平和垂直

分带 特 征
,

据 一
、

一 孔 资

料统计
,

由浅到深分为 部分 上部 十

以金矿化为主
,

铜为 辅
,

厚 达
,

平均品位大于
,

铜矿体分布零散 中 部
,

岩筒中部 为金铜矿体
,

平均品位为
,

最高 达
,

。平均品位
,

最高达
,

铜储 量

占全区 下部 十
,

岩筒的中

下部
,

主要为铜矿体
,

平均品位
,

最高达
,

硫含量增高至
,

品

位降低
,

个别达
。

据 山东 地 矿局地

质四队 年资料
,

标高之 间
,

有

比较富集的鸡窝状铜矿体产出
,

因此在岩体

的底部铜矿还有一定的找矿前景
。

岩筒内的蚀变主要有钾化
、

绢云母化
、

硅化
、

碳酸盐化
、

绿泥石化及黄铁矿化
。

钾化 钾长石呈不规则状交代斜长

石
,

致使岩石局部出现不均匀的细脉状
、

斑

块状红化
,

如岩石破碎厉害
,

断裂发育处钾

化强烈
,

呈一条条或不规则状分布
。

绢 云毋化 分早
、

晚两期 早期绢

云 母 化 与 矿无关
,

呈极细的鳞片一隐晶质

集合体
,

广泛分布于围岩中乡 晚期绢云母与

矿关 系密切
,

一般出现在含矿处
,

呈细小鳞

片状
,

与黄铁矿
、

石英
、

碳酸盐 矿 物 等 伴

邵



食出
、民

生
,

沿岩石小裂隙构成后期热液蚀变脉
,

在

含矿处出现
,

宽度大
,

可叠加硅化
、

绿泥石

化带之上
。

硅化 分早
、

中
、

晚三期
,

中晚期

与 矿 关 系 密切
,

呈粗细不等的他形
、

半 自

形粒状集合体
。

此种为主要的含金石英
,

至

末期则呈 自形程度较高的小柱状石英晶簇伴

生于含铜硫化物
、

镜铁矿
、

菱 铁 矿 石 英脉

中
。

黄铁矿化 分早
、

晚两期 晚期黄

铁矿化多出现在含金铜铁硫化物石英脉中
,

为含金的黄铁矿
。

本区金
、

铜矿化赋存于绢云母化和硅化

带中
。

上述蚀变在垂直方向上
,

由下而上依

次为钾化带一绢云母化带一硅化
、

泥化带

在水平方向上 自外向内也 同样具 有 这 种 分

带
。

早食布咬犯交 岩岩石借
及交段

广 一 一

大甲 浮西岸 扭

彗少里一戈
厂卜丫

一 一

‘ “导
州 如外

一
叫

匀

圈 了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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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解

一重熔岩浆热液金矿床 斌存于太古代 基 底岩

石中 , 一重熔岩浆热液金矿床 赋 存于元古代

凹陷中 , 一七宝山地区 矿石铅

矿床成因探讨

铅 同位素

由图
、

可以看出
,

七 宝 山 个 矿 床

七宝山金铜矿床
、

硫矿床
、

敞沟多金属矿

床 的铅具有相同的来源
,

个样品的矿石

铅同位素投影点都落在 中国东部元古代凹陷

重熔岩浆热液金矿床范围内
,

其结果是与该

区火山复活作用岩浆的来源高度一致
,

即来

自下部地壳
。

明
,

夕‘

值很相似
,

变 化 范 围 从 一

十 偏
,

表明七宝 山金铜矿床
、

硫矿床
、

敞沟多金属矿床有共同的硫源
。

铅同位素和硫同位素研究表明
,

个矿

床有一致的成矿物质来源
,

且铅同位素比硫

同位素更能表明成矿物质是来 自下部地壳
。

表
、

列出了七宝 山火山一侵入岩及

火山岩基底变质岩 粉 子 山 群
、 、

、

元素背景值
,

区内各 类 岩石中金的

含量均高于地壳中金的克拉克值
。

慢源岩石

的金含量与壳源岩石的金含量无多大差别
。

鳗源岩浆中成分偏酸性的与成分偏中基性的

岩石
,

金的含量也无多大差别
,

基底变质岩

粉 子山群金的含量平均值低于区内各类岩石

如 , 尸 了职
‘ 。才

‘“” 愁,。
七宝山地区火山一畏入岩元素

侧定结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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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五趁七宝山地区矿石铅同位素图娜

硫同位素

个矿床矿石的硫同位素 测 定 结 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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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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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号 岩石名称

集的过程
,

含矿热水溶液沿粉已固结的岩体

及各类角砾岩裂隙和空隙进行充填交代而成

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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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冶金地质劫探公司地质研究所侧试
。

石
。

综上所述
,

该区无论是上地恢还是下地

壳
,

金都有一定的背景值
,

对提供区内金矿

化中金的来源非常有利
。

关于角砾岩的成 因
,

笔者认为是由富含

挥发组份的中一中酸性岩浆
,

沿断裂 由深部

向地表迁移过程中
,

由于没有能力冲破地表

盖层而停留在地下
,

在岩浆与围岩接触的前

锋
,

首先结晶形成坚硬的辉石闪长岩外壳
,

成为阻止岩浆继续上升的障碍
。

这时
,

岩浆

中挥发性气水溶液逐渐集中于固体外壳与未

结晶的岩浆熔体之间
,

当内压大于外压达到

临界体积之后
,

即产生隐蔽爆发
,

岩浆的脉

动性活动及发展
,

程也是含矿溶液 分离和聚

几点认识

矿化活动与火山作用关系密切
,

该

角砾岩筒和金一铜矿化产出的部位可能是区

内复活火 山活动的中心
,

也是成矿热液活动

地中心地带
。

该区同熔岩浆活动和分布主要集中

在区域东南部
,

特别是随着深度的增加
,

石

英闪长纷岩一石英二长斑岩逐渐分支复合
,

规模较大
。

因此
,

基本上可以推断中央岩株

体东南侧深部有隐伏的中酸性侵人体
。

这一

部位是北东向构造与中央岩株体东南边缘相

切部位
。

这是一个构造薄弱部位
,

复活岩浆

在这个部位由下往上拱
,

极易获得贮存岩浆

的空间
。

区内的矿化作用和矿床成因 成矿

温度在 ℃之间
,

属中温热液矿床

与同熔岩浆的火山复活作用在时间和构造空

间等方面关系密切
。

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下

部地壳与基底 元古代变质岩系 岩石
。

矿石中富含钨
,

且钨含量与金矿化

呈密切的消长关系 相关系数为
,

主要

集中在镜铁矿中
,

与金共生
。

在角砾岩筒内

钨含量高
,

其外含量低
,

金和钨赋存在矿体

床 上部
,

钨对研究斑岩型金铜矿床具有

极其重要的地质意义
。

本队罗至刚高级工程师审阅 了此文
,

南

京大学潘永伟同志提供部分测试资料
,

图件

由张为念清绘
,

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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