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区域地球化学场及其地质意义

陈济源

安徽省地犷 厅区调队

安徽省区域地球化学场与区域构造有密切关系
。

北部
、 、

。地化场反映中朝准地台南缘碳酸盐岩台地沉积物与蛇绿岩或绿岩带的

地化特征 , 大别山
、 、

地化场 反映其具有岛弧特征 , 中部沿江
、

异常场反映碳酸 盐岩台地 和岩 浆热 液矿质的叠加 , 南部
、

、

异常反映早古生代地层与蛇 绿岩套的混 合地化场
。

关 询 区域地球化学场 区域构造 矿产分布 , 成矿作用

安徽省横跨中朝
、

扬
一

子准地台和华南加

里东地槽褶皱系三大构造单元
,

中部西侧尚

有秦岭地槽褶皱带穿插其中
。

郑庐断裂南段

的嘉山一庐江断裂带贯穿本省中
、

东部
,

构

成 中朝
、

扬子准地台的分界 图
,

并在极大

程度上影响着本省中部地区一

一长江沿岸晚

古生代至 中生代的沉积建造性质
、

岩浆活动

和成矿作用类型
。

东南边缘的歇县一德兴断

裂是扬子准地台和华南加里东地槽褶皱系的

构造分界
,

它在晚元古代至早古生代期间对

皖南地区的沉积建造类型
、

岩浆活动性质和

成矿作用影响较大
。

省内区域地球化学场与

区域地质构造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

各元素地

化特征既受岩石类型影响 也受地质构造单

元控制
。

总体看
,

中朝 地块富 铁氧元素如
,

扬子地块富
,

大别地块介 于二者之

间
,

冒地槽或裂陷槽
、

具有较高的地球

化学背景
。

元素区域地球化学场特征

及其地质意义

两淮
、 、 、

浓度变异 区

在淮北
, 、

等量线总体呈南北向展

布
,

在 背景上 出现含量为

以上的局部异 常
,

组合元素的高含量分布在

推北市一宿州市以北地区
,

与淮北铁铜成矿

区范围一致
。

其浓集中心
,

尤其 的浓集中心

反映王场
、

前常和徐楼等铁 铜 护产 地
。

在淮北市一宿州市老寨山一带含量最高
,

的 高值 分 布在滩 溪 县后 马 厂一

带
,

与后马厂铜镍矿 产地位 置相吻合
。 。

的最大值在后马厂和四铺附近
,

与符离集附

近 的 高值区大 致 吻合
,

其成 因

可能 与辉长岩等侵入体的分布和矿化蚀变带

有关
,

如徐楼等铁矿中含有较高的
。

蚌埠
、

推南地区
, 、 、 、 、

均呈背景升高区 其高 值区 分布广泛可

能与晚太古界五河群及下古生界寒武系含矿

性有关
。

在蚌埠
、

凤阳一带以

圈闭
,

呈东西向展布
,

在 背景 上出

现含量为 一 的局部 异常
,

最大值

产于全椒县 大马厂 岩体及其

接触带
,

目前已知育小型金铜矿床产出
,

地

表铜矿化分布较 普遍
。

在凤 阳山区
,

自武店

向东
,

以 等值线圈闭
,

呈东西向转

南北向延伸至全椒县大马厂
,

与沿线的东西

向和南北向断裂构造大致重合
,

可能反映沿

断裂带有热水溶液活动
,

将上太古界五河群

和中元古界 张八岭 群构成的 基底 岩石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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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安徽省地质构造与矿产分布略圈

一上 太古界 , 一中元古界 , ,

一上元古界 , 一下古生界 , 一上古生 界 , 一中生界 , 一

中
、

新生 界 , 一二长花岗岩一花岗闪长岩 , 一二长岩一正长岩 , 一闪长岩 一荃性一超基性岩 ,

了一火山岩 一混合花岗岩 口一变质火山岩 , 一铁矿 ,

卜铜矿 ,

一铜镍矿 , 一铅锌矿 ,

卜铂

矿 , 一锑矿 , 一金矿 , 一钨矿 , 一煤矿 , 一石灰岩
、

白云岩矿 , 一磷矿

质携带至地表
。

在 背 景上

出现 以 七的局部异常
,

临淮关以东出

现 的高值异常
,

与其 附近的

凤 阳县毛庄 金矿和 板桥铅 矿等产 地分布一

致
,

地表多见含铅 金 石英脉
。

在普遍

升高的背景上出现多处浓集中心
,

高值异常

分布在蚌埠附近和曹店以东
,

最大值分别为

和
,

可能 与五河群中的角闪片麻

岩或青白 口 系曹店组的铁质 砂砾岩有关
,

其

浓集中心 与青白 口 系大红 山式沉积铁矿或 曹

店附近的铁锰矿产地大致相符
。 。在蚌埠 一

带呈东西向分布
,

以南部 曹店一黄泥铺一带

含量为最 高
,

可能 与下

寒武统分布有关
。



本区元素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壳

层物质结构
,

北部淮北一带为地台型盖层中

的碳酸盐岩合地相沉积
,

由干基底地层和附

近蛇绿岩套基性
、

超基性岩中
、 。元素的

益加
,

以及后期含矿中
、

酸性侵人体的热液蚀

变带影响
,

形成 了
、 、 、 。元素组合

,

基本反映该区以铁 铜 为特征伴生钻和稀土

的成矿特点
。

南部淮 南
、

蚌埠一带的
、

、 、 、

的地球化学场
,

反映绿岩

带中的
、 。 、

与五河群中普遍分布的铜

铅矿化石英脉的益加
,

与金矿化形影相随的

正是含铜铅矿化的石英脉
。

因此
,

组合元素的

背景升高区也是蚌埠金铁矿成矿区的范围
。

北淮阳
、

阶梯式异常区

在大别 山北缘的金寨县一带
,

出现
、

的背景升高区
,

可能与梅山群地层的含矿

性有关
。

元素在金寨一带在 背景上

出现 的异常
,

高值区与银沙

和银水寺两个铅矿产地相符
。

的高值区分

布在金寨县西南
,

与燕山晚期石英闪长岩分

布一致
,

含量在 , 而在其东侧

霍山火山岩盆地为
,

呈一阶

梯状降落 图
。

由此构成一 条南北转东西

向 的 梯 度 带
,

在 地 质 构 造 上 反映为南

北 向 和 东 西 向 二 条 壳 断 裂 带
。

故 元

素 梯 度 变 化 对 预 测 隐 伏 大 断裂 可能有

效
。

该南北向断裂带两侧的地球化学场和成

岩成矿性不同 西侧以大面积分布燕山晚期

钙碱性侵人体和梅山群裂陷槽混杂沉积为特

征
,

成矿作用以铅 银 铂为主 , 东侧主要

分布裂陷槽前期沉积的青白口 系佛子岭群绢

云石英片岩夹 中基一中酸性火山岩和燕山晚

期碱钙性小侵入体
,

成矿作用以金
、

多金属

为特征
。

大别山
、 、

北西向异常分

布区

沿燕子河一磨子潭一带
,

与变质基性
、

超基性岩的分布区 一致
,

出现一条北西向的

串珠状
、

异常组成的高浓度带
, 、

含量分 别 为 和
,

高浓度中心大致与基性
、

超基性岩露

头相吻合
。

其中 自金寨县东至燕子河以

吩

砍义卜夕 。勺 夕 又币下

口 一 山 地球化学口

为正异常 , 一 为负异常



南
,

形成 一条近南北向梯度带
,

表明其为一

条深切基底的壳断裂带
。

元素呈大片
、

杂乱的低值分布区
,

在鄂皖边界出 现 高值 异

常
,

以 圈定的高值带呈南北向展布
,

与

晚太古代混合花岗岩的出露情况相似
。

各元

素丰度大致在太湖县以南 明显降低
,

其界线

与大别山群和宿松群分界大致吻合
,

即大别

山群
、 、

地化场高于宿松群
。

而该分

界线正是中朝
、

扬子地块的嵌合线
,

表明大

别山群具有岛弧 堆积物的地化场 特征
。

元素浓集中心是由于混合 岩化 岩石 中的

聚集于未混合岩化的岩石裂隙或破碎 岩石中

的结果
。

沿江
、

串珠状异常分布区

北 自怀宁一庐江一巢湖
,

南至东至一青

阳一宜城
,

整体呈北东向排列的串珠状异常

群
,

与其两侧的大别山
、

皖南区域地化场有明

显差 别
。

怀 宁 一 庐极 地 区
,

以
、

圈闭的云朵状异常群连续性好
,

梯

度变化大
,

浓集中心明显
。

其浓集中心与沙

溪斑岩铜矿
、

穿山洞铜矿
、

拔茅 山铜矿等相

吻合
。

庐江以北巢湖一带
,

以

等量线圈闭
,

梯度不明显
,

等量线宽散不

规则
,

目前尚未发现有工业价值的铜矿床
,

铜矿点仅苏家湾 处
,

东至县一青阳县一带
,

、

区域地化场 与皖南地区地化场连接
,

丰度差别不大
,

但异常延伸方向明显不同

沿江地区呈北东向
,

皖南地区呈近东西向
。

反映其地化场受 区域地层含矿性控制
,

且矿

质富集与某些地层间的沉积间断面有关
。

有

工业价值矿体产出的黄龙组白云岩均直接超

覆在五通组之上
,

缺失下石炭统
,

如贵池县

六峰山的含铜黄铁矿体
,

即产于五通组顶部

粘土页岩与黄龙组白云岩间
。

铜陵一宜城地

区
, 、

异常密度大
,

最高值
,

与铜陵凤凰山铜矿区重合
,

分布在以志留系

为核部的复背斜中 , 最大值
,

分

布在二盈系地层中
,

与铜陵矾头山铜 铅

矿
‘

和桃园铅矿等矿床分布一致
。

皖南
、 、

异常区

与沿江区相比 浓度普遍较低
,

其值一

般在 以下
,

异常群展布方向与沿江区

有明显差别
,

总体以东西向 为 主
,

在皖
、

浙交界处皖
、

浙
、

赣断裂以东转为北东向延

伸
。

总体看来
,

的高浓度带和异常群主要分

布在碳酸盐岩分布区 北部在贵池梅街 贵池

铅锌矿
、

青阳 五 昌庙铅锌矿 至 宣城水东

镇 上何多金属矿 一带
,

南 部 在祁 门县

三堡铅锌矿
、

黔县至款县以南
,

与已知

铅锌矿床的分布大致吻合
。

皖南的 地化场一般为低浓度
,

尤以印

支一燕山期的重熔
、

混熔型中酸一酸性 岩体

的 浓度 最低
。

沿断裂带和晚元古界沥 口

群变质火山岩出现浓度升高梯度带
,

如东至

县至祁 门一带的东西向异常带 图
。

连续

性好的南北向梯度带可能是一条深切基底的

隐伏壳断裂带
,

目前沿该断裂已 陆 续 发 现

有金矿化分布
。

的最大浓集中心 与 教县

附近的蛇绿岩分布区相吻合
,

在该浓集中心

两侧
,

含量升高
,

异 常呈串珠状作北东向

伸展
,

位置 与扬 子淮 地 台和华南加里东地

槽褶皱带的过渡带吻合
,

也是一条金银成矿

带
。

的高值区多在下寒武统分布区
,

其梯

度带与江南古陆和下扬子台坳以及 匕 下古

生界之地层界线有极大的一致性
。

因此
,

的

浓集
,

一方而可能与陆壳抬升剥蚀后
,

地层

中的 被渗滤再沉积富集在凤化壳或 粘土质

沉积物中有关 , 另方面它可能主要赋存在下

寒武统的炭硅质岩中
,

与其中的披囊动物富

集海水中的 有关 张 爱云
, 。

值得

注意的是
,

与 一起沿大断裂呈线 性 延 伸

的梯度带
、

区域地化场
,

可能反映某些

区域壳断裂带 , 或反映某些地 区壳层物质在

深部几乎全部被熔融形成重熔混熔岩浆
,

表

壳 地层只是飘浮于重熔混熔岩浆之 上的无根

地体
,

由于壳层物质的被熔解
,

致使
、

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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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熔融体边缘沿大断裂分布
,

如大别山地 区

和东至南部的
、

地化场
。

此外
,

由于铅
、

铜硫化物也往往富集在炭硅质岩中
,

的浓

集中心往 往与铅
、

铜浓集 中心一致
,

但比

范围大且明显
,

可为 寻找 铅铜矿提 供信

息
,

如贵池铅锌矿和繁昌随山铅锌矿均有

异常
。

综上所述
,

可将各元素的富集规律归纳

于下
、 、

元素主要富集于元古界以

前的墓底老地层和基性一超荃性岩中
,

其中
、

在白奎纪红层中可 出现再富集现象 ,

在淮地台的基底地层中一 般含量 低于
,

其中以大别地块丰度较高 , 在堆地台

的盖层沉积中
,

转移到碎屑岩
、

炭硅质

岩和含杂质的碳酸盐岩中富集
。

主要 和基

性一超基性岩浆的活动有关
,

在下寒武统炭

质页岩和中元古界变质安山岩中丰度也高
,

。在该类岩石中也有初步聚积
。 。 、

高含

特别明显地出现 在第三 纪玄武 岩中
,

其

中
,

在各时代页岩中均有较高的含量
,

尤以

古陆边缘风化剥蚀面之上的硅质页岩最富
。

地球化学场与构造的关系

省内区域地球化学场特征与区域构造所

控制的沉积建造
、

岩浆活动性质
、

成矿作用

及其类型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

北部的
、 、 、

浓度变异区
,

具

有相对稳定准地台区碳酸盐岩台地和绿岩建

造基底 或蛇绿岩 套 的 混 合地球化学元素

组合特征
,

其延伸方向与基底构造线一致
,

即

呈南北和东西方向展布 , 中朝准地台南部边

缘的大别山地区
, 、

丰度均较低
,

的局部高值异常
,

是超基 性岩 楔人 体的反

映
,

该地 区既无中朝地块富亲铁
、

氧元素的

特征
,

也无扬
一

子地块富亲铜元素的特征
,

具

二者之间地块性质 , 大别山北缘的金寨 一 霍

山一带
,

呈现
、

阶梯式线性异常带
,

反

映其隶属于秦岭地 槽 褶皱系 的北淮 阳裂陷

槽
,

具不稳定碳酸盐岩台 地沉积 和跳跃

不定的 盈加的特征
。

中部沿江 串珠状
、

区域异常场
,

就总体而言 , 、

含量比相临地区高
,



分布在嘉山一庐江 一 宿松断裂以东
,

广德一

径县一东至断裂以北
,

与下扬 子 台坳范围 一

致
。

异常形成 与早加里 东运动使皖南地壳

抬升
、

剥蚀形成大陆边缘碎屑沉积物
,

以及

中生代火山岩中的 相叠加有关 , 异常与

碳酸盐岩台地早期沉积物有密切关系
。

二者

与皖南晚古生代以前沉积物的含矿性有明显

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 、

异常呈北东串珠

状排布说明其形成后 曾受到北西向断裂的切

割
,

或受沿断裂上涌的含矿卤水
、

岩浆热液

益加和浓集作用
。

在岩浆热液活动较 弱的地

区
,

如巢湖一带
,

浓集作用则不 明显

皖南地区的
、 、

异常组合
、

异常与下古生代北东向地层有关 , 与洋

壳物质一蛇绿岩套的逆冲地表混杂堆积物有

关 部分线性梯 度带可能 与壳层物质的深熔

作 用有关
。

如沿歇县一德兴断裂带分部的蛇

绿岩套及 其附近的中
、

晚元古界变质火山岩

中有串珠状 异常
,

东至南部有南北向 的

梯变带
。

安徽省的区域地球化学场
,

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不同构造单元的物质场 , 元素地球

化学场的变异反映其形成后发生改造
、

再造

乃至叠加作用 , 某些元素的浓集中心预示矿

质富集地段
。

故对 了解区域地质构造和布署

普查找矿有重要意义
。

本文根据 区调成果撰写
,

在此
,

谨 向为此

项工作付出过辛勤劳动的地质工作者致以衷

心感谢
。

, ,

一 ,

一

一 ,

处理井 内遗物 的新方法

杜 丛 林
冶金部山 东地质劫 查局四队

·

临沂市

在金刚石钻进过程中
,

以往处理井内遗物
,

多

采用 “ 捞磨 ” 的方法
。

这种方法虽有一定成效
,

但

较麻烦
,

颇费工时
,

有时由于 “ 捞喷 ” 堵塞或反循

环系统失灵
,

还会引发烧钻事故
。

我们选择一个与正常钻进同规格的 旧金刚石钻

头 内径较大
,

即将 报 废 但 还能进尺
,

按正常

钻进的要求配好钻具
,

下人井内
。

然后
,

以轻压
、

慢转间隔干转
,

用以收拢井内遗物
。

每次干转不超

过半分钟
,

以免发生烧钻事故
。

反复二至三次
,

井

内遗留胎块便被拢到旧钻头内
。

这时
,

可将钻压诃

至正常参数
,

开泵送 冲洗液
,

恢复正常钻进
。

注

意 在整个操作过程中不得随便提动钻具
。

在钻进

中
,

若发现不进尺或整泵现象
,

应判断为井内岩心

堵塞或钻头报废
,

须及时提钻
。

井内遗物便会连同

岩
』已一起提取上来

。

该方法安全可靠
,

操作简便
。

在进尺的同时不

但减少了处理事故的时间
,

而且充分利 用 了 旧 钻

头
,

深受欢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