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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模式

陈 子 诚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总 公 司吉林地质劫 鱼局
·

长春市

吉 林省是我国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的矿化集中区之一
。

本文总 结

了 该省基性
、

超 基性岩休及铜镍矿床赋存的大地构造环境
,

阐明了深

断 裂对岩体和矿床的控制作用
,

岩体及矿床地质特征
,

以 及 矿 床 成

因
、

成矿作用和成矿模式
。

关 询 吉林省 , 岩浆铜镍矿床 地质特征 , 成矿 模 式

矿床概况

吉林省是我国岩浆铜

镍硫化物矿床的矿化集中

区之一
,

其探明储量居我

国前列
。

省内有基性
、

超基

性岩群 处
,

约 个岩体
。

截至 年底
,

已发现铜镍矿体的仅 个岩体
,

占岩体总数

的 表
。

矿床基本特征

吉林省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位于不同的

构造位置
,

彼此相距甚远
,

每个矿床都有各

自的地质特点
,

亦有许多 仁同地质特征
。

岩休狱存的大地构造环境

大致以辉南一桦甸一和龙一线 为界
,

吉

林省南部属中朝准地台
,

北部属天 山 一兴安

地擂褶皱区
。

桐镍矿床主要分布在地槽区
、

两个大地

构造 单元衔接部位的槽区边缘
。

此带 已探明

矿床 处
,

约占全省探明镍储量的
。

这

些矿床为规模 巨大
、

长期活动的辉发河一古

洞河深断裂及其次级断裂所控制
,

自西而东

目前已有茶尖岭
、

红旗岭
、

漂河川及长仁等

矿田
。

山门镍矿受舒兰一伊通深断裂控制
。

赤柏松矿床则分布在地台区
,

受本溪一浑江
深断裂及其次级断裂控制

。

深断裂的切割深
度可达上地慢

,

为基性
、

超基性岩浆的上升

提供 了通道
,

在其次级断裂中形成 了一系凡
矿 田 图

。

岩体特征

已知的含镍基性
、

超基性岩体 规 模 较

小
,

其地表 出露面积均小于
。

它们与围

岩均呈 侵入接触
,

其接触处常见 宽 数十 ,

至数 的混染破碎带
。

岩体内见有围岩的捕

虏体
。

平面上岩体多为长条状
,

少数呈纺锤状
和椭圆形

,

呈岩墙
、

岩盆 杯 及岩床产

出
。

含矿岩体常成带
、

成群分布
。

主要镍矿区的含矿岩体均为多期侵入的

复式岩体
,

后期岩体含矿性较好
。

根据赋存有小型规模以 矿体的岩相组

合及其基性程度
,

可划分为基性
、

基性一超

基性
、

超基性 大类 型
。

超基性岩类

①斜方辉岩 或二辉岩 型 以红 旗岭

矿区
、

号岩体 为代表 图
。

岩体呈

岩墙状产出
,

岩相主要为斜方辉岩
,

次为苏

长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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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地构造位置置 控岩构造造 围 岩岩 岩休规模模 岩 体体 岩 休 类 型型

, 产 状状状

红红旗岭 号岩休休 天山一兴安地槽褶皱皱 北西向断裂裂 下古生界呼兰群 】】
。””“

⋯⋯
岩垃垃 料方辉岩型型

区区区吉林摺皱带南缘缘缘 片‘ 岩

赤赤柏松 号岩休休 中朝准地台辽东台隆隆 近南北向断裂裂 太古界枝山群片片
一

岩摘摘 辉绿辉长岩一橄桩桩

东东东北缘缘缘 麻岩岩岩岩 苏长辉长岩一含长长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辉橄揽岩一辉长长

份份份份份份份份岩岩

红红旗岭 号岩休休 天山一兴安地槽摺皱皱 北西向断裂裂 下古生界呼兰群群 。”

⋯⋯
岩盆盆 辉长岩一辉岩一橄橄

区区区吉林摺皱 带南缘缘缘 片麻岩岩岩岩 揽岩 橄榄辉岩

长长仁 号岩体体 同上上 北北东向断裂裂 下古生界青龙村村
一

岩坡坡 辉岩一辉石橄辉岩岩

群群群群群片麻岩
、

大理理理理理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派派河川 号岩体体 同上上 北西向断裂裂 下古生界板岩
、、

岩盆盆 角闪辉长岩一斜长长

片片片片片岩岩岩岩 角闪橄挥岩岩

长长仁 号岩体体 同上上 北北东向断裂裂 下古生界育龙村村 盲矿体体 岩墙墙 料长辉岩一挥石橄橄

群群群群群片麻岩
、

大理理理理 揽岩岩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长长仁 ‘ 号岩体体 同上上 北北西向断裂裂 下古生界青龙村村 岩墙墙 辉岩一辉石橄揽岩岩

群群群群群黑云斜长片麻麻麻麻麻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葬葬项 号岩体体 同上上 北西向断层层 下古生界青龙村村 岩盆盆 含长二辉橄揽岩一一

群群群群群片麻岩
、

片岩岩岩岩 橄榄辉石岩岩

山山门 号岩体体 同上上 近东西向裕皱皱 下古生界西保安安 岩床床 苏长辉长岩一角闪闪

组组组组组片麻岩岩岩岩 岩一辉石岩一辉石石

橄橄橄橄橄橄橄橄榄岩岩

茶茶尖岭新 号岩岩 同上上 北西向断裂裂 下二盛统板岩
、、 。

岩特特 角闪石岩一角闪辉辉

体体体体体 片岩岩岩岩 石岩岩

赤赤柏松新安岩休休 中朝准地台辽东台隆隆 北北东向断裂裂 太古界鞍山群黑黑 岩墙墙 辉绿辉长岩一含长长

东东东北缘缘缘 云斜长片麻岩
、、、、

二辉橄榄岩一二辉辉

角角角角角闪斜长片麻岩岩岩岩 橄榄岩岩

镶镶河川 号岩体体 天山一兴安地格褶 皱皱 北 西向断裂裂 下古生界片岩岩
。

岩墙墙 角闪辉长岩一斜长长

区区区吉林褶皱带南缘缘缘缘缘缘 角闪辉石岩岩

三三道岗 号岩休休 天山一兴安地槽摺 皱皱 北北西向断裂裂 下二盈统板岩
、、

长 岩墙墙 辉长岩一含长角闪闪

区区区吉林褶皱带南缘缘缘 大理岩及花岗岩岩 宽 辉石岩岩

茶茶尖岭 号岩体体 天山一兴安地槽褶 皱皱 北西向断裂裂 下二盈统板岩
、、

单斜斜 辉石角闪岩
、

用闪闪

区区区吉林褶 皱带南缘缘缘 砂岩及花岗岩岩岩 一一挥石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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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含矿岩相 矿体形态产状 主要金属矿物 矿床规模 成矿时代

农 ,

矿 床 成 因

年 龄

料方辉岩
。

。 矿体形态产伏与岩 大型 海西早期 岩浆深 部熔离贯人

体基本吻合

磁黄铁矿
、

黄

铜矿
、

镍黄铁

矿

含长二辉橄

桩岩
、

辉长

份岩

。

。

。 似层状
、

透镜状
,

位于岩休底部及边

部

磁黄铁矿
、

黄

铜矿
、

镍黄铁

矿
、

黄铁矿

中型
。

亿年

元 古代吕

粱期

深部熔 离 贯 人 为

主
,

晚期岩浆熔离

次之

橄揽辉岩
。

一

。 似层状
、

透镜状
,

位于岩体底边部

磁黄铁矿
、

黄

铜矿
、

镍黄铁

矿

中型
。

亿年

海西 早期 深部熔离
、

贯人为

主
,

晚期岩浆熔离

气之

辉石橄揽岩 。

。

。

。

似层状
,

位于岩体

底部

磁黄铁矿
、

镍

黄铁矿
、

黄铜

矿

中尘
。

亿 年 海西早期 晚期岩 浆 熔 离 为

主
,

晚期岩浆熔离

贯人次之

料长角闪橄

辉岩

。

一

。

。

扁豆状
,

位于岩体

底部

磁黄铁矿
、

镍

黄铁矿
、

黄铜

矿

小型 海西早期 深部岩浆熔离贯人

为主
,

晚期岩浆熔

离次之

辉石橄揽岩 。

。

。

。

透镜状
、

似透镜状 磁黄铁矿
、

镍

黄铁矿
、

黄铜

矿

小型 海西早期 晚期岩 浆 熔 离 为

主
,

晚期岩浆熔离

贯人次之

辉 岩 一

。

一

。

透镜状
,

位于岩体

底边 部

磁黄铁矿
、

镍

黄铁矿
、

黄铜

矿
、

黄铁矿

小型 海西早期 晚期岩浆熔离贯人

次闪石岩
、

混染岩

一 。

一

似层状
、

透镜状
,

位于岩体底部或边

磁黄铁矿
、

镍

黄铁矿
、

黄铜

小型 海西早期 晚期岩浆熔离

辉石橄榄岩 似层状
,

位于岩体

中下部

磁黄铁矿
、

镍

黄铁矿
、

黄铜

小型 海西早期 晚期岩浆熔离
,

残

浆热液

角闪石岩
、

角闪辉石岩

。

脉状
,

位于岩上下

盘

磁黄铁矿
、

镍

黄铁矿
、

黄铜

矿

小型 海西晚期 晚期岩浆熔离

含长二辉橄

拢岩
、

二辉

橄揽岩

。 。

透镜状
,

位于含矿

岩相底侧或岩休的

尖灭端

磁黄铁矿
、

镍黄

铁矿
、

黄铜矿
、

紫硫镍铁矿

小型 亿年 元古代吕

梁期

晚期岩浆熔离

料料长角闪辉辉
。

似板状
,

位于岩休休 磁黄铁矿
、

镍黄黄 小型型型 海西早期期 晚期岩浆熔离离

石石岩岩
一 。

底部部 铁矿
、

黄铜矿矿矿矿矿矿

含含长角闪辉辉
。

似脉状
,

位于岩体体 磁 黄铁矿
、

镍黄黄 小型型型 海西晚期期 晚期岩 浆 熔 离 贯贯

石石岩岩 与围岩接触带带 铁矿
、

黄铜矿矿矿矿矿 人
,

残浆热液液

辉石角闪岩

角闪辉石岩

。 。

透锐状
,

主要位于 磁黄铁矿
、

镍黄

岩体上盘及中上部 铁矿
、

黄铜矿

小型 海西晚期 晚期岩浆熔离

。 。



盲 林省‘性一超若性岩体及翻 矿床分 布璐圈

一深断裂 , 一大断裂 一大型铜镜 矿床 月一中型铜镶矿床 , 一小型 铜镍矿床 , 一二盈系 ,

、

一下古生界 , 一下 元 古界 , 一太古界鞍山群

②橄榄岩一辉岩 或角闪岩 型 以红

旗岭矿区 号下盘岩体为代表
。

主体相为橄

榄岩
,

边缘有含矿的蚀变辉岩
,

有的岩体含

矿岩相为角闪岩
。

③角闪辉岩一角闪岩型 以茶尖岭矿区

新 号
、

号岩体 为代表
。

含矿岩相为角闪

岩及角闪辉岩
。

基性一超基性岩类

①辉绿辉长岩一橄揽苏长辉长岩一含长

二辉橄榄岩一 辉长份岩 型 以赤柏松矿

区 号岩体为代表 图
。

含矿岩相为含

长二辉橄榄岩和辉长粉岩
。

②辉长岩一辉岩一橄榄 岩一 橄 榄 辉

岩 型 以红旗岭矿区
、

号岩体为代表

图
。

含矿岩相为橄榄辉岩
。

③角闪辉长岩一斜长角闪橄辉岩型 以

漂河川矿区 号岩体为代表
,

后者为含矿岩

相
。

④苏长辉长岩一角闪岩一辉石岩一辉石

橄榄岩型 以 山门旷区 号岩体为代表
。

含

矿岩相为辉石橄榄岩
。

⑤辉长岩一角闪斜方辉岩型 以红旗岭

号岩体为代表
。

⑥辉绿辉长岩一含长二辉橄榄岩一 二辉

橄榄岩型 以赤柏松矿区新安岩体为代表
。

含矿岩相为含长二辉橄榄岩和二辉橄揽岩
。



回口网回国圈曰巴曰回口

味圈 空 红旗岭矿区了号岩体地质圈

一黑云母片麻岩 , 一角闪片岩 , 一大 理岩 ,

卜砂砾岩 , 一橄榄岩 , 一

顽火灰岩 , 字一蚀变辉石岩 , 一苏长岩 , 一边缘破碎带 , 一岩体投影界

线 , 一断层及产伏

⑦辉长岩一辉岩 橄榄辉岩 一角闪岩

型 以茶尖岭 号岩体为 代表
。

含矿岩相为

角闪岩和辉岩
。

基性岩 类

苏长岩型 以 夹 皮 沟金矿区二道沟坑

岩体为代表
。

含矿岩相为苏长岩
。

上述岩体中
,

以斜方辉岩型
、

辉长岩一

辉石岩一橄榄岩一 橄榄辉岩 型
、

橄榄岩型
、

角闪斜长岩一角闪橄榄辉岩型
、

辉 绿 辉 长

岩 一 橄 榄 苏长岩一含长二辉橄榄岩型及辉

岩一辉石橄榄岩型含矿较好
。

常见的含矿岩

相主要有斜方辉岩
、

橄榄辉岩
、

辉石橄榄岩
、

含长二辉橄榄岩和辉长份岩等
。

不同矿区含镍岩体的橄榄岩有许多共同

特点
,

即黑色
、

具典型的包橄结构
。

这种结构

在含铬岩体的橄榄岩中不发育
,

其中所见橄

榄石多为贵橄榄石
,

在蛇纹石化过程中常析

出大量粉尘状磁铁矿
。

辉石和斜长石的种类

因地而异
。

在岩浆基性程度较高的岩体 如

红旗岭
、

号岩体 中
,

斜方辉石 顽火辉石
、

古铜辉石 较常见
,

其中

斜长石 多为拉长石
。

矿床特征

扩休 赋存特 征 矿体常 赋 存在基

性一超基性岩的特定岩相中
,

并以岩体中下

部或底轴部较集中
,

多数矿体的形态常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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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困 赤 柏松 号岩体地质 圈

一表内矿休 , 一表外矿体 , 一地质界线 , 刁一
岩相界线 , 一岩体编号 , 一片麻理产状 , 一
岩体及岩脉产状 , 阳 一鞍山群混合质 斜长 片
麻岩 , 一含长二辉橄榄岩 , , 一橄榄苏长辉长
岩 , 月林一辉绿辉长岩 , , 一辉长份岩 , 一闪

长岩 , 中一钠 长斑岩

体或含矿岩相形态控制
,

呈似 层 状 或 透镜

状
,

部分矿体受裂隙控制
,

呈脉状
,

常产于

岩体边部
。

护石 构造 主要有浸染状
、

斑点

状
、

海绵陨铁状和致密块状等
。

浸染状矿石

常分布在浅部分异形成的上悬矿体中或在海

绵陨铁状矿石的边部
。

岩体底轴部则常形成

海绵限铁状矿石
。

致密块状矿休 常见 在不同的矿

床中
,

常见数量不等
、

规模不一
,

常成群出现

的纯硫化物致密块状矿脉
。

一般与海绵陨铁

状矿石密切共生
,

二者为突变接触
。

犷石 护物
、

脉石 犷物 基本上是

硫化矿石
。

主要金属矿物为磁黄铁矿

圈 红旗的矿区 号岩体地 质 口

一黑云母片麻岩 , 一角闪片岩 , 一辉长 岩 ,

一古铜辉岩 , 一橄榄岩 , 一橄辉岩 , 一石英

霏细斑岩 , 一辉长伟晶岩 , 一斜长岩 , 一工

业矿体 , 一破碎带 , 一逆斜断层 , 一性质

不明断 层

、

镍黄铁矿 和黄铜矿
。

含镍矿物主要是镍黄铁矿
,

另有少量

紫硫镍铁矿
、

针镍矿和红砷镍矿等
。

脉石矿

物常为辉石
、

橄榄石及其蚀变矿物
。

金属硫化物的含量不甚一致
,

即使在同

一岩体不同岩相中的矿石
,

其金属矿物之间

的相对含量亦各不相同
。

但矿石中镍黄铁矿

的相对含量
,

多数随岩体或岩相的基性程度

增高而增多
,

而黄铜矿和磁黄铁矿则相反
。

有用元素 矿石中镍含量与母岩

中镁的含量呈正消长关系
,

值随岩石

基性程度的增加 而升 高 除主元素
、

外
,

尚有伴生 元素
、 、 、 、

等 可以综合回收
,

值
,



。值
。

在同一矿床
、

同一类型矿

石中
,

该比值比较稳定
。 ,

的含量常

与 嗬呈正消长关系
。

性 变作用 变质作用引起的各种

蚀变较为普遍
,

但蚀变程度不一
。

在脉岩两

侧
、

构造破碎带附近及岩体边缘
,

由于脉岩

贯入
,

动力变质叠加及与围岩的同化混染作

用而引起比较强烈的蚀变
。

通 常 以 前 者为

主
。

常见的蚀变有次闪石化
、

滑石化
、

绿泥

石化
、

皂石化
、

棕色角闪石化
、

金云母 包

括黑云母 化
、

绢云母化
、

蛇纹石化及磷酸

盐化
。

其中以前四者为主
。

控矿构造 矿体常富集于盆状岩

体的底轴部或岩体的中下部
。

容犷构造空间

开阔部位矿体厚度大
,

矿化强 岩体产状转

折狭缩地段矿体变薄
,

矿化变弱
。

矿石 品位

与其厚度没有正消 长关系
。

由于构造继承性

活动
,

后期脉状矿体 明 显 受 原 生 节 理 控

制
。

铂
、

案巴低 铂
、

把 含 量 多 数较

低
,

是贫铂
、

把的铜镍矿床
。

硫 同位数组成 国内外铜镍硫化

物矿床
,

按其硫同位素组成特征可分为两种

类型
,

即具有陨石硫同位素组 成 特 征 的矿

床 与陨石硫有显著差别的矿床
。

吉林省主

要铜镍硫化物矿床属于前者
。

共特点是

①硫同位素组成的相对变化范围 表

异
,

但硫同位素的相似性说明它们具有同质

的 单一硫源
。

在漫长的成矿过程中
,

硫同位

素组成的变化如此微弱
,

证明整个成矿作用
,

都是在高温条件下进 行
。

③围岩与岩体在硫同位素组成上的差异

极为明显
。

上述特征表明
,

这些矿床中的硫可能来

源于上地慢
。

矿床成因
、

成矿作用及

吉林省若千钥镇硫化物矿床

硫同位素组成 裹 至

。’‘

矿 区

肥
号

变化范围

喻
卫‘吸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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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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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岭

漂河川

号

号

号

号

号

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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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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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

一
。 。

混染岩一个样仁仁长长

赤柏松

很窄
,

接近陨石硫的同位素组成

②岩体虽 形 成 时 间不一
, 地质产状各

成犷模式

世界上大多数铜镍硫化物矿床均与基性

一超基性侵入体有关 基本赋存在由橄榄拉

斑玄武岩浆衍生的铁质超基性岩中
,

是典型

的岩浆矿床
。

国 外 有 人 提出棍少有一部分

铜镍硫化物矿床不是岩浆型矿床
,

而是典型

的火山成因或次火山成因矿床
,

即与超墓性

火山喷发岩有关或与供给这些熔岩流的火山

通道有关
,

如澳大利亚卡姆巴尔达镍矿
。

西

澳 与科马提岩有关的铜镍硫化物矿床
,

品位

高
,

硫化镍矿石储 显 超 过西方

界同类型矿石储量的
。

尽管对矿

床成因尚有争 论
,

但 等根

据对矿石中贵金属的研究
,

认为该区硫化镍

应属原始岩桨成因
。

与矿化有关的科马提岩

在岩石化学上以镁
、

镍含量高
,

含量低

为特征
,

与我国阿尔卑斯型超基性岩相似
。

尽管科马提岩与阿尔卑斯型超基性岩的成因

不同 后者常含铬矿
,

其镍含量虽高
,

但不

形成硫化镍矿床
,

但是这一事实表明
,

富镁

的超基性岩浆同分异的拉斑玄武岩浆一样
,

能够生成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
。

有人认为
,

科马提岩之所以富含硫化物
,

是由于这种熔

融体是地慢深处富含硫化物部分熔融所致
。

曾 指 出
,

只 有 当

熔体中硫离子和金属离子浓度的乘积大于硫

化物的浓度积时
,

才有可能形成不混溶的硫

化物液体或硫化物晶体
,

并从熔体内分离出



来
。

金属硫化物的熔离点取决于进入硫化物

相的金属相对含量
,

硅酸盐熔体内其他组份

钓含最及温度
、

压力
,

但起支配作用的却是

岩浆中硫的含量
。

科马提岩之所以富含高品

位的硫化镍矿石
,

很可能与其中高含量的硫

有关
。

上述特征说明
,

吉林省已知的铜镍硫化

物矿床属岩浆融离成因
。

根据熔离作用发生
、

的场所不同
,

又可分为岩浆侵入现存空间之

前经深部熔离作用产生的含矿岩浆再侵入形

成的矿体 矿床 和岩浆侵入现存空间后
,

经熔离作用形成的矿体 矿床
。

前者简称为

深部熔离一贯入矿床
,

后者简称为就地熔离

晚期岩桨熔离 矿床 见表
。

现对各种成矿作用 一 就地熔离作用
、

深部熔离作用及动力分异等分别讨论如下

, 熔离作用

与基性一超基性岩有关的硫 化铜镍矿床
’

的熔离作用已被公认
,

尤其是岩浆侵位后的

就地熔离作用更为人们所熟知
。

原始岩浆由

于温度
、

压力条件的变化或第三种成分的加

入
,

使熔浆分为互不混溶或混溶程度有限的

两种液体 一 硅酸盐溶液与硫化物溶液
。

岩

浆结晶过程中
,

随着
、

组份先结晶
,

、 、

组份增加
,

特别是 的

减少
,

降低了硫化物的溶解度
。

残余溶液挥

发组份 与 的增加
,

促进 了硫化物的熔

离作用
。

熔离作用形成的矿体常受重力作用

影响
,

集中于岩体分异较完善
、

基性程度较

高的岩相中
,

并多形成于岩体底部
。

也有悬

俘于岩体中上部和各岩相的 小 矿 体 或矿化

体
,

这种 矿 体 形 态简单
,

规模小
,

品位较

贫
,

且不稳定
,

如红旗岭 号岩体中的 上悬

矿体及橄榄岩相中的矿体
。

动力分异作用

主要表现为流动构造
。

红旗岭 号岩体

橄榄岩中的橄榄石普追呈定向排列
,

斜方辉

石异离体边部的斜方辉石也呈定向排列
。

在

橄榄岩似层状矿体中常见到硫化物和橄榄石

的拉长现象和定向排列
,

矿物的倾伏方向与

岩体底部产状一致
。

号岩体辉石橄榄岩中

的橄榄石
、

金属硫化物 , 斜方辉岩和蚀变辉岩

中的斜方辉石
、

透闪石 硫化物脉中的斑点

状镍黄铁矿
,

均 可见到定向 排 列 的 流动构

造
。

动力分异作用的另一表现为流层
,

如在

红旗岭 号岩体橄榄岩相中
,

呈现出含长橄

榄岩
、

辉岩橄榄岩
、

角闪橄榄 岩 的 韵 律分

布
。

在底部含矿橄榄辉岩相 中则出现分层现

象 一般上部为辉岩
,

下部为橄榄辉岩和橄

榄岩
。

硫化物在整个岩相中也呈不均匀的细

层状集中
。

橄榄岩相中的上悬矿体也略呈似

层状
。

上述事实说明 了岩体和矿体形成时熔

浆的流动情况
。

深部岩桨分异作用

我国及 吉林省已知主要岩浆铜镍硫化物

矿床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小岩体中有大矿
,

例

如红旗岭 号岩体
,

几乎整个 岩 体 都 是矿

体
。

号岩体含主矿体 底边部矿体 的橄

榄辉岩相基性 程 度 却 低于其上部的橄榄岩

相
。

赤柏松 号岩体主矿体赋存在基性一超

基性岩体中基性程度较低的辉长粉岩相中
,

而此岩相处于岩体下盘
,

即超基性的含长二

辉橄榄 岩相的下部 漂河川 号岩体矿体的

赋存部位多在两种岩石的混染带
,

主要矿体

往往和破碎蚀变带密切相关
,

且最好的矿体

不受基性程度较高的岩相控制
。

在 线刘面

中
,

矿体穿越岩体底部
,

进 入围岩 片岩

达 多
。

上述地质现象是岩浆浅部熔离作

用所无法 解 释 的
。

红旗岭
、

赤柏松
、

漂河

川
、

白家咀子及力马河等铜镍硫化物矿床的

研究资料表明 基性一超基性岩浆侵人前
,

在深部岩浆渊 曾进行过分异作用
。

就红旗岭

矿区来说
,

深部岩浆高温阶段 ℃

镍离子优先呈类质同象置换镁而分散在橄榄

石
、

辉石晶格中
,

由于岩浆重力分异分化为

深部富镁
、

铁
、

镍及铜的橄榄辉岩熔浆及部

部富钙
、

铝
、

硅的贫矿橄榄岩熔浆
。

当岩浆

沿深断裂带上升时
,

贫含矿的橄榄岩熔浆先



上升
,

在没有完全 固结前
,

富含矿的橄榄辉

岩熔浆沿着同一通道上升于 目前 号岩体所

处部位
。

由于含矿熔浆中含有大量挥发份
,

蒸气压力较大
,

同时承受着上部橄榄岩熔浆

的巨大压力
,

富含矿的橄榄辉岩扮浆即沿着

橄榄岩熔浆 与围岩的接触部向上移动
,

形成

上盘岩体中的凹面式似层状矿体及下盘岩体

中的边部矿体
。

橄榄辉岩
、

蚀变辉岩与橄榄

岩之 间的界线多数较明显
,

局 部 呈 渐 变关

系
,

说明两者在结品时间上相近
。

岩浆侵入后逐渐处于稳定状态
,

贫矿的

橄榄岩熔浆因温度
、

压力的下降
,

特别是大

量橄榄石的结晶
,

使
、

减少
, 、

、

相对增加
,

导致硫化物熔解度

降低而发生浅部熔离作用
,

部分金属硫化物

晶出并集中形成 悬矿体
,

其 中部分金属硫

化物因重力作用而下沉到橄榄岩相底边部
,

形成橄榄岩的底部矿体
。

辉岩熔浆在处于稳定状态后
,

同样发生

过分异作用
,

表现 为硫化物大部分聚集在底

部
,

上部以辉岩为主
,

下部则多为橄榄辉岩

的岩相变化
。

深部熔离作 用往往不只一次
,

这样便形

成 了 号岩体主矿体及纯硫化物脉状矿体
。

这种纯硫化物熔离作 用也是一种重要的成矿

过程
。

赤柏松 号岩体
、

白家咀子及 力马河等

铜镍旷床的大量资料都提供 了深部熔离成矿

作用的证据
。

赤柏松 号岩体的含矿岩相细

粒苏长辉长岩
、

含矿辉长粉岩和纯硫化物脉

状矿体均认为是深部熔离的产物
。

近年来有人提出岩浆铜镍矿床 “ 矿浆成

矿 ” 理论
,

其实绝大部分矿床的矿体均赋存

在基性
、

超基性岩中
,

并受特定岩相控制
,

也就是说铜镍矿体离不开岩体及其特定的岩

相
。

以纯硫化物脉而论
,

它可以说是一种矿

桨
,

但从许多矿床实例来看
,

其规模比主矿

体小
,

更重要的是它总是分布在岩体和主矿

体之中或其边部
,

它只是许多矿床整个成矿

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而已
。

总之
,

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的形 成受 多

种囚素控制
。

构造条件 只是外因
,

而起决定

作用的则是其内因
一

岩浆深部熔离作用和

就地熔离作用
,

而深部熔离作用更是形成富

矿体所必需的
。

在岩浆铜镍硫化物形成过程
‘

卜
,

岩浆硫

化物的高度富集必须 母岩浆饱和硫
,

据汤中立等人的资料
,

我国含镍岩体非矿岩

石的含硫量为 橄榄岩 个样

辉石岩 个样 辉 长岩 个样
。

岩体中贫矿石含硫

富矿石含 硫 块状矿石含硫
。

这些 数 值与超旅性一芯性岩浆岩

中硫的平均含量相比
,

后者 超 墓 性 岩含硫
,

基性岩含硫 维诺格拉多夫
,

,

说明含镍超墓性岩浆中的硫是大大富

集 了
,

即使是非矿岩石部分的含硫量也超过

同类岩石平均含硫量甚多 硫化物小液

珠的相 当大的部分能够迅速沉降形成矿体
。

缓慢沉降会形成浸染状矿 石
。

大 量不混溶硫

化物的形成可以由于岩浆从围岩 司化了大 证

的硫
,

如煎茶岭和苏联的诺里耳斯克岩体

也可以 由于岩浆含有过童的来 白地慢的硫化

物
,

如某些科马提岩
。

岩浆的物理和 化学性质对矿床的形成有

重大影响
。

由于基性
、

超垫性 岩 浆 的 粘度

小
,

分散在岩桨中的有用元素或矿物易于集

中 中酸性岩浆 由于粘度大
,

故 不利于矿物

质的集中
。

岩浆中的挥发组份和碱质能使矿

物质的熔点和岩浆的粘度降低
,

有利于岩浆

分异作用的进行
,

并能促使成矿物质富集于

残余岩浆中形成矿床
。

岩浆的含矿性并不是

完全相同的
,

其本身成矿物质的含 脸越高
,

越有利于矿床的形成
。

一个基性
、

超基性岩体往往不是 次岩

浆侵入分异形成的
。

岩浆侵入和喷发的脉动

性常 与构造的脉动性有关
。



成矿模式

根据吉林省岩浆铜镍矿床地质特征及分

布规律
,

其成矿模式可表述如下 图

污污污污污污污污仁仁
可二二

厂厂厂厂口二二

成分与拉斑玄武岩相当的原始熔浆
,

在岩浆

渊经过深部分异
,

形成不含矿 铜镍硫化物

熔浆
、

贫含矿 铜镍硫化物 熔浆和富含矿

铜镍硫化物 熔浆
。

随着深大断裂的活动
,

上述岩浆沿着构造系统上升到地壳
,

侵位于

与深大断裂斜交或平行的次一级断裂中
,

形

成各种类型的基性
、

超基性岩体
。

其中贫含

矿熔浆 与富含矿熔浆先后侵位
,

经过就地熔

离
、

结晶重力及结晶动力为 异作 用
,

分别形

成各种类型的矿床
。

由于深断裂活动的长期

性和脉动性
,

形成 了多期次的岩浆侵入
,

如

先后侵入的岩体定位于同一空间
,

则形成复

式岩体
。

因深部分异后岩浆成分的差异
,

以

及侵入后就地分异程度的不同
,

因而形成 了

不同类型的岩体和 含 矿 岩 相
。

其中岩浆成

分
、

深部分异作用
、

深断裂的活动
,

岩浆上

升 侵位后的结晶重力分异及结晶动力分异作

用
,

对铜镍矿床的形成是互有关联的几个条

件
。

而深部分异作用是富 主 矿体形成最

主要的条件
。

日 官林省岩浪翻倪硫化物矿床

成矿徽式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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