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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
矿田中的花岗岩岩相特征

,

某些特征微量元素的含量与其围岩火

山岩有显著的差别
,

表明两者为不同岩浆旋回的产物
。

矿 田内的锡矿

床与花岗岩浆旋回紧密相关
,

不同类型的锡矿化与花岗岩在上侵过程

中的演化特征有关
。

关扭词 锡坑逸矿 田 花岗岩与火山岩的演化 锡矿化类型

近年来
,

在江西会昌锡坑通矿 田内发现

了一些独立的锡矿床
,

大型的有岩背锡矿
,

中小型的有凤凰昧锡矿
。

此外 尚有许多有待

进一步工作的矿点
。

这些锡矿床 点 的成

矿作用与火山旋回结束后花岗岩侵入活动的

深成作用有关
。

它们有别于发育于火 山岩区

的
,

与火山一次火山岩有关的锡矿床
。

哥丁

矿田地质概况

矿田位于邵武一河源深断裂带西侧武夷

山西坡南段的赣闽交界附近
,

龙南一安远北

东向火山岩带北东端会昌县境内 的 火 山 岩

区
。

火山岩区内分布有晚侏罗纪的中酸性火

山岩和侵入于共中的花岗岩类岩石
。

火山岩

区的北部和西部为燕山晚期侵人于火山岩中

的水头花岗岩基
,

南部为 被火山岩覆盖的燕

山早期的城坑花岗岩基 〔, 〕,

东北部则 为 白

里纪的红色砂砾岩层
,

东部 及 东 南 部为震

旦一塞武系的变质一混合岩类
。

火山岩的空间分布

及 岩石 类型

从火山岩区东部 向西
,

岩性由安山质变

为英安一流纹质至流纹质
。

安 山一英 安 质

图 银坑通矿田及其外困

地质 图

据江西省地研所锡矿 分队

一红色砂砾岩 , ,

一流纹质凝 灰岩

和熔岩 , ,

爹一英安流纹质碎属熔岩 ,

,

卜安山岩 ‘一变质岩类 , 一断裂 ,

一地质界线 , 一不整合线 , 一中粗粒花

岗岩 , 一细粒花岗岩 , 一细粒 含斑

花岗岩 , 一细粒斑状花岗岩或花岗斑岩 ,

一锡矿床 , 一锡矿点

岩类分布范围较小
,

而主要是流 纹 质 岩 石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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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斑细拉花岗岩

细拉花岗岩

中细拉似斑状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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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火山机构难以恢复
,

未发现呈环状

或放射状的断裂构造
,

或充 填 其中 的 岩墙

脉
。

仅在局部地方见到火山 角 砾 岩 滚

石
。

锡坑通矿田内分布有灰色
、

灰黄色和灰

白色流纹质凝灰岩和熔岩
。

由上而下可分为

晶屑凝灰岩
、

球粒凝灰一熔岩 球粒中有晶

核 和流纹斑岩
。

岩心观察结果表明这些岩

性的变化是连续过渡的 见图 从火 山

碎屑岩过渡到熔岩
,

仅是由于喷出岩流距地

表面的距离不同而引起的结晶程度和结构不

同而已
。

凝灰岩中的晶屑
、

球粒中的晶核和

斑岩中的斑晶均是正长石和石英
,

而它们的

基质结构分别为凝灰结构
、

隐 晶质结构和霏

细结构
。

假流纹或流纹构造不甚发育
。

各类

岩石多有绢云母化和硅化
。

岩石的化学成分

和微量元素特征见表
、 。

矿田外围分布的英安质火山碎屑岩
,

颜

色为黑灰色或灰绿色
。

碎屑为岩屑
、

晶屑和

火山灰
。

岩屑种类有花岗岩屑
、

硅质岩屑
、

泥质岩屑等 晶屑有黑云母
、

斜长石
、

钾长

石和石英等
。

岩石遭受了较强的绿泥石化和

绿帘石化
。

锡坑通矿田内外的火山岩类岩石的微量

元素和稀土元素的分布特征
,

表现出连续的

演化过程
。

因此
, ‘

仑们是同一火 山喷发旋回

的产物
。

花岗岩类的产状和

岩石特征

矿田中花岗岩的侵位受火山活动期后产

生的北东
、

北西和东西向的断裂构造控制
,



与火 山岩呈明显的侵人接触关系 呈岩株状

或不规则 的小岩体 出露
。

共 中最大的为密坑

山岩株
,

出露面积约
,

其他小岩 体 出

露面积约
。

这些岩体常是由多 阶 段形

成的复式岩体
。

由钻孔和 山地工程所揭露的

现象表明
,

花岗岩体与火山岩接触带的产状

由浅至深是逐渐变缓的
,

并向四周外倾干火

山岩
,

而且这些岩体在深部可能是相连的
。

早阶段的密坑山岩体 由中粗粒花岗岩主

体和晚阶段侵入 的细粒和细粒含斑花 岗岩组

成
。

值得注意的是
,

主体岩石中的钾长石呈

粗斑自形 晶 出现
。

与凤凰陈锡矿床有关的岩体为中细粒似

斑状花岗岩
。

它是密坑山花岗岩的补充侵入

体
,

与密坑山岩体在深部相连
。

与岩背锡矿床有关的岩体在地表呈不规

则 的岩瘤状
,

在垂向上表现出清 楚 的 岩 相

结构变化
,

从下而 上由中粗粒花岗岩变为中

细粒花岗岩再至细粒斑状花岗岩 或 花 岗 斑

岩
。

这种变化是渐变过渡的
。

仅在少数钻孔

中见有晚阶段的细粒花岗岩穿插
。

各类花岗岩的矿物组成没有明显差别
,

主要是钾长石
、

石英和钠更长石
,

少量黑云

母及其次生 白云母和微量黄玉
。

钾长石多属

微斜长石 石英多是半 自形一他形粒状 黑

云母为铁叶云母和铁黑云母类
,

无暗化边
。

并且
,

这些花岗岩的岩 石 化 学 见 表

和特征微量元素含量 见表 及稀土元素分

布特征 见表 和 图 也极为相似
。

反映

出各类花岗岩成岩物质的同源性
,

也说明各

阶段花岗岩形成的时差较小
,

深部分异和侵

人分异特征不明显
。

岩的形成时代晚于火山岩
,

并侵人于火山岩

中的地质事实是 一致的
。

在岩相特征方面
,

花岗岩未表现出次 火

山岩相的侵入产状和类似干火山岩的外貌特

征
。

也未形成爆破角砾岩筒
。

花岗岩的侵人

顺序呈现 出中粗粒一中细粒似斑状一细粒斑

状花岗岩或花岗斑岩 一细拉花岗 岩 的岩

相变化
,

显示了中深成一中浅成相特征
。

在岩石化学和元素地球化学特征方面
,

花岗岩与火山岩并未反映出分异 演 化 的 趋

势
。

尤其是特征元素表现出明显的演化间断

图
。

火山岩中的 含量皆低于
,

而花岗岩中的 含量都大 于
,

即使

是在两者的 与 的含量或 值相近

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

花岗岩中的 含量
,

与流

纹岩相比
,

也未呈现 出愈到晚期含量愈低的

演化规律
。

稀土元素从英安质火山碎屑岩到

流纹岩
,

轻稀土元素的含量是 渐逐 降 低 的

图
,

这与火山岩的岩石类型及其微量元

素的演化特征是一致的
,

表明 了正常的演化

分异趋势
。

而花岗岩的稀土元素分布型式不

一

花岗岩与火 山岩

的关系

本区火山岩形成于晚侏罗纪
,

属于鸡笼

嶂组上部层位
,

流纹岩 一 同位 素 年 龄

为
。

而各类花 岗岩同位素年龄为
,

岩背花岗岩为
。

这 与 花岗

田 火山岩和花岩中的

一 田娜

包家宝等
, 江西省东部中生代火山岩一斑岩成矿系

列
, 。



花肖者翻们

姗‘

印叫 英安砚火山台

该故城火山

口 因 回 口
‘

翻
。

翻朴
协禅价、,称

占歹矿而斋荔百而不百‘ 而
火山岩和花幽岩的猫土元

索分布坦式

是沿此趋势继续演化
,

除 外
,

而 是 轻 重

稀土都比流纹岩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出现相

反的变化趋势
。

因此
,

就岩石产状和岩相特征而言
, 一

与

锡矿化有关的花岗岩不应视为火山旋回晚期

的火山岩类
,

特征元素的地球化 学 行 为 也

表明花岗岩不象是 火山岩的分异演化产物
。

而花岗岩则应是火山旋回结束后
,

与又一期

的区城构造运动相对应所产生的岩浆活动多

阶段侵人于火山岩中的结果
。

至于花岗岩 与

火山岩在成岩物质来源方面的关系有待进一

步研究
。

锡矿化类型

锡坑还矿田内所有锡矿床 点 都 与花

岗岩的侵人活动有紧密成 因联系
,

而且都与

花岗岩演化晚阶段的岩石在空间上相伴随
。

岩背锡矿为一大型的斑岩锡矿
,

矿化

发育于岩背花岗岩与流纹岩的内外接触带中

图
。

矿体形态由品位圈定
,

主矿 体 呈

大透镜状
,

主要分布于流纹岩内
,

而岩体内

的矿体 发育于岩体顶部的细粒斑状花岗岩

或花岗斑岩中
。

矿化呈浸染状
、

细脉一浸染

口 岩 扭矿床策 级地质

创面

一凝灰岩 , 一球粒状流纹岩 , 一流纹

斑岩 一岩背花岗岩 , 一锡矿体

状和细脉状
、

以及少量的角砾或团块状
。

矿

床的下部主要为锡石一黄玉石英云英岩类矿

石
,

以浸染状构造为主
,

叠加于下部矿石之

上
,

并向上渐变为锡石一硫化物类 以黄铁

矿和黄铜矿为主 矿石
,

以细脉 状 构 造 为

主
。

在矿体的上部和外围可见含锡低的方铅

矿或黄铁矿块状和角砾状矿石
。

因此
,

矿化

可分为锡石硅酸盐型和锡石硫化物型及其叠

加或过渡类型
。

矿床中热液蚀变强烈
,

从下部的花岗岩

至矿体的顶部
,

发育明显的面型蚀变分带
。

最

下部为中粗粒花岗岩至上部花岗斑岩中的钾

长石化和钠长石化为主的蚀变花岗岩带
。

花

岗斑岩上部及接触带处为云母石英云英岩化

带 并被后来的绿泥石化叠加
。

花岗 斑 岩

边部和外接触带为黄玉石英云英岩化带
。

外

接触带为绿泥石及绢云母蚀变带
。

与矿化关

系密切的蚀变是黄玉化
、

硅化
、

萤石化
、

绿

泥石化和绢云母化
。

凤凰蛛锡犷床为沿裂隙交代的外接触带

云英岩型锡犷床
。

矿化发育于 中细粒似斑状

花岗岩体之上的流纹质火山岩中
,

呈浸染状

及细脉浸染状
。

矿体呈沿裂隙发 育 的 脉 带

状
。

矿石类型与岩背锡旷床 中的锡石硅酸盐

朱正书等
,

华南斑岩类锡矿床的蚀变和矿化特征 ,

第四届全国矿床会议论文摘要汇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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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断层之上盘
,

推测其下盘应有另 一 矿

体群
。

③ 由 中段和 中段化探结果可知
,

与尾晕 。 、

元素异常相伴的还有前晕
、

、

元素异常
。

异常较清晰
,

元素 含 量

高
,

说明 中段 一 号矿体虽已近尾部
,

但向下会有另一矿体出现
。

在 线区间的东部 一 号

矿体下方标高约 和 一 ,

可能存在零

散矿体
。

结 语

金厂峪地区的剪切带是 由不同形式

和规模的摺皱
、

面理以及拉伸线理组成的复

杂构造群体 在脉带发育处
,

上述三者相互

依存和转化关系更为明显
。

本区存在早期陡倾的剪切变形和后

期宽缓的推覆剪切变形 两者联合构成了剪

切带的基本格架
。

根据构造控矿规律
,

进行褶皱或剪

切构造追踪
,

可以寻找新矿体
。

通过基础地质和化探研究
,

进行深

部矿体预测
,

可取得较好的效果
。

通过研究
,

认为金厂峪深部仍有一

定远景储量
。

主共 , 考文欲

【 〕孙大中等
, 《冀东早前寒武纪地质》,

天津科学
技术出社版

, ,

【 郑亚东等 ,《岩石有限应变测最及韧性 剪切带
地质出版

,

【 钱祥翻
,

冀东前展旦纪构造演 化
, 《构造地质

论丛 》第 号
,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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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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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页 充分聚集成矿物质
,

在有利的时机使成矿物

和锡石硫化物的叠加或过渡型矿石相类似
。

质迁移和沉淀
。

这种情况与粤西云开隆起区

与矿化有关的蚀变类型也主要是黄玉化
,

硅 变质一混合岩 田中
,

与燕山期花岗岩类有关

化
,

绿泥石化和绢云母化
。

但黄玉化和硫化 的斑岩锡矿和云英岩型锡矿的形成条件颇有

物的发育程度不及岩背锡矿强
。

锡矿化的强 类似之处
。

度也不及岩背锡矿
。

综上所述
,

锡坑逸矿田中锡矿床的形成

与矿化有关的花岗岩中出现强烈的云英 作用与火山活动期后的花岗岩浆侵人作用及

岩化
,

并产出囊状或脉状云英岩型锡矿体
,

其演化过程相联系
,

是 与花岗岩类有关的锡

和晚阶段登加的锡石硫化物矿体
。

矿床
。

在赣南地区 寻找类似的锡旷床
,

不应

凤凰嘛锡矿和岩背锡矿的差异是前者矿 囿于火山岩区
。

化岩体的侵入 分异演化作用不如岩背花 岗岩 本文 曾得到徐克勤和朱金初 教 授 的 指

完善
,

缺少花岗斑岩岩相
。

当然
,

这种差别 导
,

叶俊副研究员帮助检查了有关火山岩和

的根本原因在于花岗岩浆在形成至侵位过程 花岗岩的岩石薄片 黄常立高级工程师和赣

中能否有适当的构造环境
,

不仅能进行深部 南地调队一分队同行为野外工作提供 了方便

分异作用
,

而且能进行侵位后的分异作用
,

条件
,

特此一并致谢
。

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