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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河坝地区的细碧岩及其金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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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河坝地区的细碧岩是扎河坝蛇绿岩套的主要岩石组合之 一
。

它

具有特征的枕状体和杏 仁 体 构 造
,

又有较典型的细碧岩岩石学特征
,

还是该区金矿化的含矿母岩
。

金矿化产于细 碧岩构造破碎带内
,

与蚀

变黄铁矿关系最为密切
。

关翻词 新疆扎河坝地区 ,

娜碧岩 , 金矿化

新疆北部扎河坝地区的

细碧岩
,

在扎河坝蛇绿岩套

中占有重要位置
。

扎河坝蛇

绿岩套产于谁噶尔一哈萨克

斯 坦板块与北部西伯利亚板

块之间的乌伦古 河 俯 冲 带

内
。

这里细碧岩过去曾被误认为
“

闪长粉岩
” 。

笔者的 年研究 了该区的细碧岩
,

现介绍

如下

地质概况

该区主要出露的地层为 泥 盆 系 和石炭

系
。

下泥盆统托让格库都克组
,

以凝灰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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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扎河坝区域地质示意图

一第四系 , 一二叠系 , 一下石炭统 巴塔玛依内山组 , 、
一下石炭统南明水组 , 。

卜上泥盆统江孜尔库都

克组 , ,

一上泥盆统卡希翁组 , “

一中泥盆统蕴都哈 拉 组 第 一 亚 组 , 、

蚝
、 , 俨 一分别为下泥

盆 统 托 让 格库都克组上亚组
、

中亚组
、

下亚组 ,

岌一华力 西中期碱性花岗岩 , ￡毕一华力西中期超基性岩 ,

心 一华力西中期石英闪长岩 , 入“一石英 斑岩 , 一地质界线 , 一角度不整 合 界 线 , 一性 质 不 明 断 层 多

‘一推测断层 , 一逆断层 及 产 状 , 一构造破碎带 , 一地层产状及倾角 , 一金矿点



凝灰质砂岩
、

粉砂岩及 中基性喷发岩为主
,

另有少量钙质砂岩夹灰岩
。

中泥盆统蕴都哈拉组
,

主要为凝灰质砂

岩
、

粉砂岩及中基性火山岩
,

与下泥盆统呈

断层接触
。

上 泥盆统卡希翁组
,

以细碧角斑岩系为

主
,

下段为细碧岩
,

向上逐 渐 过 渡 为角斑

岩
、

石英角斑岩和放射虫硅质岩等
。

上泥盆统江孜尔库都克组
,

由凝灰岩
、

凝灰质砂岩和安山岩等组成
。

下石炭统南明水组和巴塔玛依内山组
,

前者以凝灰质砂岩
,

中细粒钙质砂岩
、

泥岩

为主 后者以中基性熔岩为主
,

次为凝灰质

砂岩
。

以上地层均以火山碎屑岩
、

中基性火山

岩为主
,

很难见到化石
。

区域构造线为北西向
,

扎河坝蛇绿岩套

为北北西向
。

其中断裂构造
、

蚀变破碎带发

育
。

超墓性岩
、

中基性岩 浆 岩
、

中 酸 性斑

岩
、

脉岩也很发育 图
。

或帽状顶盖
。

细碧 岩 厚
,

与 角斑
岩

、

石英角斑岩呈逐渐过渡关系
,

组成细碧
角斑岩系

。

该岩系呈北北西 向 展布 有时直

接沉积在超基性岩之 上
,

长 约
,

宽百

余米
。

露头 上可见大小不等的枕状构造
,

呈
,

椭球状
,

枕体长 一
,

多顺层排 列
,

中
‘

上部杏仁体构造发育
。

细碧岩产出特征

本区细碧岩发育于卡希翁组下段
。

经恢

复
,

蛇绿岩套的原始层序由上至下为

沉积岩

一灰色层纹状含放射虫硅质岩
、

条带

状健石岩 一黑色层纹状 及条带状 放射

虫硅质岩

火 山岩

一流纹质沉凝 灰 岩 一石 英 角斑

岩 一角斑岩 一细碧岩

堆积岩

一闪长份岩 一闪长岩 一辉绿

岩 一辉长岩 一辉榄岩
、

蛇纹石化纯

榄岩
。

以上层序表明
,

细碧岩与超基性一基性

岩
、

放射虫硅质岩等组成了
“

三位一体
”
的蛇

绿岩套
。

其下部的超基性 岩 被 强 烈风化 剥

蚀
,

形成负地形
。

中部的中基性岩呈层状体

细 碧岩的岩石 学特征

细碧岩呈灰绿色
,

风化面具玻璃光泽玄
脂状光泽

,

致密如角质
。

下部多为无斑隐 晶

质结构
,

少见杏仁构造
,

枕状构造常见 中

上部枕状构造少见
,

而香仁体 构造 发育
。

杏仁体
,

由 方 解 石
、

绿 帘 石 及

绿泥石组成
,

或以方解石为 主
,

或 以 绿 帘

石为主
,

其中粗 晶方解石往 往 被 绿 帘石交

代
,

但后者有时又被细晶方解石或绿泥石所

交代
,

这表明细碧岩 中的杏仁体与一般玄武

岩的杏仁体在成因上有所区别
。

细碧岩主要有下列矿物 组 合 矿物排列

从左到右由多变少

钠长石 十 绿 帘 石 绿 泥 石 方解

石 十 石英 十 普通辉石

钠长石十 绿 泥 石十 绿 帘 石十 方解
’

石 石英

钠长石 绿帘石 绿泥石十方解石

钠长石 绿泥石 十 方解石 十 石英

钠长石 十 绿帘石 十 方解石
。

上述矿物组合 中均以钠长石为主
,

含量
。

另 有 少 量 更 长 石
,

。

更长石多以 斑 晶 形 式 出 现 , 呈 斑 状

间片结构
。

其他如方解石
、

石英
、

绿泥石和

绿帘石等
,

多在基质中呈细小分散状
,

少量

呈细脉状
,

由充填
、

交代或基质脱玻化及重

结晶作用形成
,

而晶体较粗者
,

多充填或交

代在杏仁体中
。

在矿物 组合 中
,

辉石呈 自形或半 自形
,

多发生绿泥石化或绿帘石化
,

有时呈辉石假

象存在
。

粒度一般
,

呈 斑 晶或细
、



小粒状分散于 基 ,质 中
,

含量
。

钠长石

多分布于基 质 中
,

粒 度
,

呈

细小条状
、

针柱状
、

枝叉状
、

草束状
、

毛发

状等
,

至少可区分 出 个世代
。

其他矿物的

特征同上
,

多为蚀变 变质 的产物
,

充填
、

交代
、

脱玻化
、

重结晶
、

多世代是它们的共

同特点
,

有斑状间片结构
、

间隐结构及交织

结构
,

或交代结构
、

重结 晶结构
。

其他矿物组合 中
,

一般没有原生暗色矿

物 辉石
,

矿物种属基本相 同或相近
,

有时

缺少 种矿物
,

矿物含量不等
,

其晶形
、

嵌布形式
、

结构
、

构造等特征大体一致
,

主

要矿物是在交代
、

脱玻化
、

重结晶等作用下

生成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笔者在野外工作 中
,

偶

尔发现细碧岩的局部地段出现少量颜色较深

的残余拉斑玄武岩斑块
。

斑块 约
,

边缘

不规则
,

经镜下鉴定
,

原岩为拉斑玄武岩
。

其原生结构变化较大
,

拉长石板状晶体被钠

长石从边缘向内部交代
,

所以
,

长石内部普

遍有拉长石残余
。

基质中的玻 璃 质 所 剩无

几
,

而钠长石细小不规则晶体明显增多
,

绿

泥石 和绿帘石等矿物亦有所增加
。

这种不规

则的拉斑玄武岩斑块虽然少见
,

但它却是变

质作用的残余产物
。

细 碧岩岩石 化学特征

细碧岩是一种以钠质斜长石为主要矿物

的海相变质基性火山喷发岩
。

本区的细碧岩

含量
。 、

等的

含量均与玄武岩相当 见表
。

高
、

低

是其突出特征
。

其次
,

个别样品的方解

石杏仁体含量高除 外
、 、 、

等比一般玄武岩低
。

里特 曼 指 数 占为
,

属钙碱质一弱碱质
。

与玄 武 岩相 比
,

细碧岩的尼格 里 值 较 高
,

在 之

间
,

而 值稍低
,

多在 一
,

这也符

合细碧岩的高钠低钾的岩石化学特点
。

将本区细碧岩的平均成分投 影 在

图 匕 其投影点恰恰落在世界细碧岩的密集

区
。

本区细碧岩的 比值 图 为

”

。

扎河坝地区细碧岩化学成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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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结构构造

金矿化的物质组分简单
,

矿石结构构造

也不复杂
。

主要有交代假象结构
、

粗一细晶

晶粒结构
、

包含嵌 晶结构 构造以脉状
、

网

脉状
、

浸染状
、

团块状及碎裂状构造为主
。

金的赋存形式

经镜下鉴定
、

电子探针分析
,

金主要以

自然金
、

银金矿及超显微金的形式存在
。

金矿物的形态特征

金矿物的形态很不规则
,

主 要 有 条 片

状
、

枝叉状 及星点状的 自然金和银金矿
,

一

般 粒 径 为 一
,

最 大 又

。

金的载体矿物及其形态标型特征

金的载体矿物主要 有黄铁矿及假象黄铁

矿 褐铁矿
,

二者约 占
,

次为石英
。

黄

铁矿多呈五角十二面体和立方体晶形
,

偶见

二者的聚形
。

其 中五角十二体晶形的约 占
,

粒径 一
。

黄铁矿表面往往染 有少

量褐铁矿薄膜
,

严重者会使整个黄铁矿变为

褐铁矿
,

但黄铁矿的 晶形仍保持不变
,

为假

象黄铁矿
。

含金石英是石英脉中的灰色细晶

石英
,

居次要地位
。

金的嵌布形式

主要为包裹体金
、

裂隙金及晶隙金
,

赋

存于黄铁矿
、

假象黄铁矿及石英的晶体内
、

微裂隙 及晶隙中
。

卿﹃洲堪

图 细碧岩
、

玄武岩
、

超基性岩平均成分的 图

① ⑨细碧岩 ⑩大洋玄武岩 , 超基性岩 , ⑩

辉石岩 ⑩角闪橄榄岩 一安徽滁 县 细碧岩

一扎河坝地区细碧岩

细碧告的金矿化特征

该区金矿化点带主要产于细碧岩的构造

破碎带内
。

其矿化类型
、

物质组分和含金载

体均较简单
,

金矿化与蚀变黄铁矿关系最密

切
,

主要特征如下
。

矿化类型

矿化赋存在蛇绿岩套 内
,

称为蛇绿岩型
,

可细分为 构造破碎带蚀变细碧岩型 主要类

型 和少量石英脉型
。

前者为黄铁矿化
、

方解

石化及硅化细碧岩 后者为规模较小的石英

脉
,

脉中有时含褐铁矿和少量方解石
。

照片
、 、

一硫
、

金
、

铁的 射线分 布象 一二次电子象 卜黄铁矿中的金多于周 围假象黄铁矿中的

金
, 汉 一黄铁矿 中的金多于周 围石英中的金

,

一假象 黄铁矿中的金多于周 围石英中的金
, 欠



载体矿物的金含量及金的成色

五角十二面体黄铁矿及其假象黄铁矿含

金高达 而立方体黄铁矿及其假象黄

铁矿含金
。

两种形态不 同的黄铁矿中

均可见到明金
。

但含金石英含金仅
,

未见 明金
。

据电子探针分析 新疆地矿局分析

钡试 中心
,

新鲜黄铁矿中的超 显 微金
,

无

论是哪种晶形
,

金的分布量均高于假象黄铁

矿 照片
,

表明金在表生阶段有活化迁移
。

黄铁矿或假象黄铁矿 中的金均多于周围石英

中的金 照片
、

照片
。

金的成色是电子探

针分析侧定的
,

主要 明金的成色可 达
。

细碧岩的命名问题

从现有资料和文献来看
,

细碧岩的命名

均较简单
,

多被笼统地称为
“

细碧岩
” 。

当然
,

作 为细碧岩
“

类
”

可以这样简单的称谓
,

但在

实际应用 中
,

还需要把大类 中的不 同岩性区

分开来
,

并作到命名准确可靠
。

笔者以为
,

不管是钙碱性
、

弱碱性或碱性细碧岩
,

它的

命名应该与某些岩浆岩
、

火山岩
、

甚至某些

变质岩的命名方式相一致
,

即 特征构造 十 主

要暗色矿物 十 岩石基本名称
。

这样作
,

便于

统一使用或进行交流
。

例如本区的细碧岩类

有 杏仁状辉石绿帘绿泥细碧岩
、

杏仁状

绿帘绿泥细碧岩
、

绿帘 石 细碧岩及绿泥

石 细碧岩
。

莫衷一是
,

现在似乎多倾向于变质论者
,

口口

细碧岩是 由海相基性熔岩变质而成
。

但国内

还有的学者曾提 出
“

细碧岩不仅可 以 由海

相基性熔岩变质而成
,

也可以由陆相基性熔

岩经绿片岩相 区域变质作用 形 成
” 。

笔者认

为
,

由陆相基性熔岩变质而成的细碧岩
,

毕

竟不能作为板块构造缝合线部位的主要岩性

标志
”

了
。

所以
,

从细碧岩的成因观点来说
,

细碧岩应该有
“

狭义
”

与
“

广义
”
之分

。

狭义细

碧岩
,

即为较典型的
,

由海相基性熔岩变质

而成的细碧岩
,

也就是说
,

必须是蛇绿岩套

岩带 的
“

三位一体
”

的岩石 组 合 之 一
。

反

之
,

非海相基性熔岩变质形成的细碧岩则属

于广义 非典型 细碧岩
,

例如北京西山周 口

店侏罗纪早期的细碧岩就是后者
。

本区的细

碧岩则属于前者
,

它是 由晚泥盆纪早期海 氏

喷发的拉斑玄武岩经 区 域 变 质 作 用而成

的
。

其 中的局部地段保存下来的残余拉斑玄
武岩斑块

、

特征的枕状构造的杏仁体
、

钠长

石的各种复杂晶形形态
、

辉石的强烈变质
、

绿帘石
、

绿泥石
、

方解石
、

石英的充填
、

交

代
、

基质的脱玻化和重结晶作用
、

以及矿物的

多世代等现象均可以说是变质成因的佐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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