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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寒武纪热液矿床成矿后岩脉的鉴别
‘

江 克一

东北工 学院
·

沈 阳 市

从矿体与岩脉的接触关系
,

和早前寒武纪热液矿床地质基本 特 点

出发
,

举出鉴别早前寒武纪热液矿床成矿后岩脉的一系列实例
。

关键词 成矿后岩脉 , 早前寒武纪层控矿床 , 流动构造 , 主岩

地 质
·

矿 床

‘

许多早前寒武纪 热 液 矿

床都被后期岩脉穿 插
。

这 些

岩脉常被认为是 成 矿 前的或

成矿后的
,

严重 干 扰 了对成

矿年龄
、

矿床 成 因
、

控矿条

件和 找 矿 方 向 的 分 析
。

看

来
,

原因在于观测不够仔细
,

有些概念不够清楚
,

问题分析不够深透
,

方法采用不多
。

下面
,

从我们

的教训
、

经验和前人的资料巾 举出一些例子来说

明
。

一
、

吉林夹皮沟金矿带

由十几个金矿床组成
。

矿体是含金石英脉
,

赋

存在太古代片麻岩一混合岩与片麻理基 本 一 致 的

糜棱岩化带一片理化带中 , 是末太古 代 的 〔 ” 准层

控矿床
,

被相当多的晚古生代一中生代基
、

中
、

酸

性岩脉切割
。

长期以来
,

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或那种

岩脉是成矿母岩
。

因为 “ 岩脉没有切割矿体
, , “ 岩

脉为矿体穿插 ” ,

或者 “ 岩脉与矿体相互穿插 ” , 有

些岩脉有矿化和 或蚀变
,

甚至有小矿体在岩脉 中

产出
。

因此
, “ 这些岩脉与矿化有关

,

这 些矿床是

晚古生代一中生代的 ”。

他们的根据有问 题
,

结论

自然错了
。

夹皮沟金矿带的板庙子矿床有辉绿 岩 脉

与含金石英脉平行接触 有石英脉小分枝穿插辉绿

岩脉
。

但如 所述
,

这种小分枝石英脉可以是

岩脉形成过程中矿体活化迁移产生的
。

前人见到矿体中有 “ 辉绿岩 ”
角砾

,

在坑道顶

板露出
。

几经周折
,

采得标本 是片理化混合片麻

岩角砾 , 乍一看
,

确实酷似辉绿岩

前人见到 “ 矿体穿擂辉绿岩脉 ” ,

在 坑道顶板

露出 图
。

仔细观察
,

在矿体东侧
,

可见辉绿

岩脉穿人片理化带
,

尚未接触矿体 , 矿体与片理化

带之间为原生接触
,

没有任何破坏现象
。

如

所述
,

这只能解释为矿体形成后才发生辉绿岩脉贯

人
。

有小石英脉穿人辉绿岩脉
。

这种石英脉形态不
规则

,

无矿化 , 所充填的裂隙只在岩脉中发育
,

应

当是成矿期之后形成的 〔参见 〕气

可见到辉绿岩脉切穿矿体 图 和切割矿体

图
。

图 矿体中的条带被辉绿岩脉切断
。

李维群 注意到有些与矿体平行接触的辉 绿岩

脉之间 ①接触紧密
,

没有破坏现象 , ②岩脉有冷

却边缘相
,

表明矿体是岩脉贯人时的围岩
。

资料记载
,

在二道沟矿床内见到过闪长纷

岩脉中含有金的浸染体
,

局部可构成浸染型矿
一

体
。

从夹皮沟型金矿化的特点〔’〕看来
,

这种浸染型矿化

应当解释为在岩脉形成过程中附近矿体活化迁移的

结果
。

在二道沟矿床 图 和大猪圈矿床 图

都见到闪长份岩脉穿过矿体
。

在三道岔矿床有闪长粉岩脉与矿体平行接触
,

并且有石英脉小分枝穿人岩脉
,

但不能仅根据宏观

现象立即作出矿体晚于岩脉的结论
。

吴尚全对矿体

石英脉和分枝石英脉的石 英 图 的 热 释 发光

参加工作的有王喜奎
、

张宗祥
、

李继群
、

王义福
、

李天白
、

肖成信和孙瑞贤同志
。

胡安国等 , 夹皮沟金矿带成矿地质条件
、

成矿规律

及找矿方向
,

吉林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 年
。

李继群
,

吉林桦甸夹皮沟型金矿化带控矿构造 ,

泉
北工学院硕士论文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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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板庙子矿床 心 中段辉绿岩脉与矿体的关系索描图

一顶板
,

辉绿岩脉切穿矿休 , 一顶板
,

岩脉切穿矿体 , 一顶板
,

岩脉切割矿体 , 一片理化糜棱

岩 一含金石英脉 矿体 , 一辉绿岩脉

滩滩 , ’’

北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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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矿体与闪长岩脉的关系素描图

一二道沟矿床 中段
,

顶板平面图 , 一大猪圈矿床闪长汾岩穿过矿体 顶板 ,

一含金石英脉矿体 , 一闪长份岩脉

钡叮定表明 图
、 ,

号样品的发光 曲 线 及 其

特征参数与其他矿床的矿体石英脉的曲线及其特征

参数几乎完全一致 图 的 号曲线和图 的曲线

对照 , 号样品采自石英脉小分枝
,

其曲线与

号的明显不同 号样品虽采自矿体主体
,

其曲

线特点介于 号和 号样品的曲线之间
。

吴尚全

认为
,

号样品代表早期石英脉
,

被闪长份岩脉穿

插 , 该岩脉形成后
,

出现一些裂隙
,

地下热水将早

期石英脉中的硅质淋滤出来
,

在裂隙中形成石英脉

小分枝 , 号样品地段
,

也受到过地下热水的部

分改造
。

因此
,

不规则石英脉小分枝穿插岩脉并不

意味着矿体晚于岩脉
。

在八家子矿床
,

可见闪长粉岩脉切割片理化带

图
。

由于矿体为片理化带 控 制
,

如 所

述
,

这只能解释为闪长扮岩脉形成于矿体之后气

二道沟矿床的花岗闪长斑岩脉穿插矿体
,

如 中段所见 图 和图
。

四道岔矿床可见矿体 内部的条带 为花岗闪

长斑岩脉切割 图
。

东佗腰子矿床也有这种岩

脉切割矿体 图 气

八家子矿床 图 和小北沟矿床 图

见到花岗闪长斑岩脉穿人片理化带
。

由于 ①片理化

带形成之前的糜棱岩化带中的石英岩组特征与片理

化带形成之后的含金石英脉中的石英岩组特征完全

一致〔 〕, ②矿体总出现在片理化带中
,

顺片理化带

分布 , ③岩脉没有塑性变形
,

只能形成 于 矿 体 之

后
。

实际情况是
,

与夹皮沟型金矿化有关的糜棱岩

化带一片理化带是在原岩处于高温高压下形成的
,

随后发生矿化
,

其间不可能出现供岩脉贯人的定向

脆性断裂
。

较复杂的是四道岔矿床和八家子矿床
,

许多矿

体紧贴花岗闪长斑岩脉上盘或下盘产出 八家子矿

床还有位于岩脉中间的矿体 图 和位于矿 体 中

间的岩脉 图
,

不少人的结论是岩脉在先矿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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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道岔矿床 中段北延
,

号矿体石英脉与闪长粉岩脉穿擂关系案描图

一石英脉中热释发光样品地点及编号 , 一含金石英脉热释发光曲线 , 一图 所示石英样品

的热释发光曲线

乙乙卫芝邑 少

黔黔 困 困 图 撇撇撇
图 花岗闪长粉 斑 岩脉与矿体的关系素描图

一八家子矿床 中段 西穿闪长扮岩脉切割片理化带 , 、

一二道沟矿床蕊 中 段 号

矿体被花岗闪长斑岩脉穿插素描 一片理化糜棱岩和糜梭岩 , 一花岗闪长扮岩和花岗闪长斑岩 ,

一含金石英脉矿体

后
。

但是
,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

图 所示矿 体 的

内部都有片理化糜棱岩
,

矿体内部的条带被岩脉切

割
,

它们是岩脉的捕虏体
,

岩脉仍然是成矿后的
。

这些平行矿体的岩脉与矿体的复杂产出关系是在不

同中段
、

同一中段的不同部分看见的
,

沿 走向和

或沿倾斜追索
,

很容易查明 , 有些是同一矿体被同

一岩脉穿切产生的
。

在八家子矿床
,

有几条矿体被

几条岩脉穿切
。

这样
,

图
、 、 、 、

示出的穿插形式都可以理解了
。

二道沟矿床 号矿体被花岗闪长斑 岩 脉 横 切

图 , 之后
,

岩脉受到错动
,

沿断层有晚期石

英脉充填
。

这两种石英脉的石英热释发光侧定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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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个矿床的岩脉与矿体切穿关系索描图

一四道岔矿床 中段顶板矿体中的条带被斑岩脉切割 , 一东佗腰子矿床 中段斑岩脉

切创矿体 , 一八家子矿床 中段 穿脉斑岩脉切割片理化 带 , 一片理化糜梭岩 , 一含

金石英脉矿体 , 一斑岩脉

滩滩滩

‘‘卫互竺司 犷白白

黔黔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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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目 明

图 两个矿床岩脉与矿体的切穿关系素描圈

一小北沟矿床 中段 穿脉斑岩脉切割片理化带 , 一八家子矿床 中段 一 穿

脉顶板 , 一斑岩 , 一矿脉 , 一片理化糜梭岩

证明
,

它们明显不同
。

如果把这些石 英 脉 看

成一个整体
,

素描图将是一幅石英脉晚于岩脉的图

案
。

这样
,

夹皮沟型金矿化作用在岩脉活动之前
,

但局部有晚古生代一中生代与岩脉有关 的 矿 化 作

用
。

除前述岩脉的一些部分矿化外
,

在岩脉 或后

期断层
,

红图 影响矿体处常有微弱金矿染〔且 〕,

这些都是金活化迁移所致
。

这大概是本区矿化时代

还在争论的原因
,

尽管已知矿体的 一 单 阶 段

模式年龄为 亿 年
,

与晚古生代一中生代无

关
。

二
、

辽东清原红透山式铜锌硫化物矿床

为回曲构造控制
,

主岩为注人黑云片麻岩
、

奥

长伟晶岩和石英脉〔“ , ,

是太古代的 ,层控矿床
,

常
被 亿年的辉绿岩脉和中生代中一酸性岩脉切割 。

在 年代
,

多认为矿化与辉绿岩脉或其他岩脉

有关
。

由于中一酸性岩脉直接接触矿体的很少
,

而

且都是穿切矿体的
,

岩脉本身又无矿化
、

蚀变等现
象

,

它们的先后关系实际上在 年代后 期 已 经 没

王义福
,

夹皮沟金矿区韧性剪切带特征及其与金 矿

化的关系
,

东北工学院硕士论文
,

年
。

辽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队
、

抚顺红透 山 铜 矿
、

东北工学院地质教研室老变质岩铜矿科研组
,

红透山式矿

化老变质岩系回曲构造 老变质岩铜矿
”

专题研究总结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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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两个矿床岩脉与矿脉的关系

一八家子矿床 中段南沿花岗闪长斑岩脉及其中矿体和 围岩构成的捕虏体素描 顶板 ,

一八家子矿床 中段 穿脉矿体与斑岩的关系素搽 , 一二道沟 犷床 ‘ 中段两期石英

脉与花岗闪长斑岩脉的关系素描 顶板 , 一图 中石英样品的热释发光曲 线

一花岗闪长斑岩 , 二糜棱岩 , 一石英脉 , 一片理化糜棱岩 , 一斑岩脉 , 一含金石英脉 ,

了一晚期石英细脉 , 一热发光样品采样点

有争论了
。

辉绿岩脉的情况复杂些
。

一般都认为矿体被辉

绿岩脉穿切的现象很普遍 但是 ①辉绿岩脉的化探

原生晕有铜异常 ②辉绿岩脉中可见小米粒到黄豆

粒大小的黄铜矿 ③如矿山地质图件所示
,

矿体有
‘

包含在辉绿岩脉 中的 ④辉绿岩脉与矿体接触处可

见黄铜矿一黄铁矿细脉穿人辉绿岩脉 , ⑤按 “ 辉绿

岩脉交叉地段有利成矿 ” 思路找矿取 得 成 功 ⑥
“ 有些辉绿岩脉遭受过区域变质和混合岩化

,

是老

辉绿岩脉 ” 。

这些 “ 但是 ” 是不同原因引起的假象
,

已经没有人坚持了
。

①辉绿岩脉的含铜量较高
,

但含锌量很低
,

不

足以形成 一 矿床 , 按岩浆成矿专属性理 论 也

不应当这样推断
。

曾按原生晕铜异常勘探过
,

失败

了
。

②与矿体接触的辉绿岩脉边部偶 尔有

宽
、

几十厘米长的含黄铜矿的黄铁矿细脉
,

与附近矿

体相连
。

但岩脉无蚀变 细脉 中的矿物组合与矿体

的不同
。

矿床开采又证明 辉绿岩脉 有时分为几

个分枝 大角度斜切矿体 参见 〕的图 和 图
,

要从这种不常见细脉穿人岩脉断定此岩脉与

矿床成因有关系是很困难的
。

看来 这种细脉是岩

脉活动引起的矿体局部活化迁移现象
。

③ “ 辉绿岩脉含矿 ” 现象之一是 红 透 山 矿床

早年坑道地质图上示有“辉绿岩脉含矿 ”处
,

可惜采

空塌落已不复见
。

据老同志回忆
,

在沿脉坑道中
,

穿

过 横切矿体的 辉绿岩脉时
,

确实见到其中有矿

体存在 角砾状
,

大小 , 矿 石 的 矿 物 组



合
、

结构
、

构造与附近矿体的一致 脉石的矿物组

合与附近矿体中的一致
、

矿化特点也与附近矿体的

一致 , 南岔矿床 中段西沿 号测点处
,

在老同志

印象中是 “ 辉绿岩脉含矿 ” 的
,

如图 所 示 断

层以西 辉绿岩脉切割注人黑云片麻岩和其中的层

状小矿体
。

断层以东
,

号测点周围
,

辉绿岩脉中

有几块角砾状矿体
,

矿石的矿物组合与断层以西的

一致 , 脉石主要为石英
、

金云母
、

奥长石
,

与断层

以西的一致 , 矿石中还有片麻岩和伟晶岩残块
,

这

是红透山式矿化的特点之一
。

图 东部辉绿 岩 脉

中的矿体和红透山矿床早年坑道地质图上所示的辉

绿岩脉中的矿体都是红透山式矿体
,

被辉绿岩脉捕

虏了
。

④红透山矿床内还有一种 “ 辉绿岩脉含矿 ” 现

象 图 矿体的两侧都是辉绿岩脉
,

被认为矿

休原来就在辉绿岩脉中
。

可以注意的是
,

这是红透

山式矿化形成的矿体 , 矿体的下盘蚀变围岩和矿体

在一起 坑道只有 宽
,

上下左右如何 不难推断
,

这是近东西 向层状矿体为近南北向几枝辉绿岩脉截

为几段
,

图 所示的是其中一部分
。

⑤图 显示辉绿岩脉内真有小矿 体
。

同时这

条辉绿岩脉又切穿注人黑云片麻岩中 的 矿 体
。

后

者由 个阶段的矿物组合叠加构成
,

是红透 山式 矿

化产物 前者由黄铜矿构成
,

肉眼不见脉石矿物
。

二者完全不同
。

另外
,

如图 的放大部分
,

辉绿岩

脉中有黄铜矿细脉沿微裂隙穿人
,

在细脉边缘有方

解石薄膜
。

显然
,

它们不是同期产物 被辉绿岩脉

切割的矿体即红透山式矿体是早期的 , 赋存在辉绿

岩脉中的矿体是晚期的
,

与辉绿岩脉活动有关
。

⑥ “ 矿化奥长石英脉切割辉绿岩脉 图 护

问题
。

前人的这张素描图 因坑道封闭未能观察

引起许多矛盾 如果属实
,

即红透山式矿化奥长石

英脉切割辉绿岩脉
,

为什么红透山地区只此一例

如果矿化是红透山式的
,

主岩不是奥长 石 英 脉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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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南岔矿床辉绿岩与矿脉的关系

一南岔矿床 中段西沿 。号测点辉绿岩脉切割和捕虏红透山式矿床及辉绿岩脉中细脉黄铁矿化素

描 , 一红透山矿床一 中段 号矿体及蚀变围岩类在辉绿岩中 平面图 , 一南岔矿床 中

段 后巷西北侧辉绿岩切断矿体及其矿化素描 , 一 蚀变 黑云片麻岩 , 一辉绿岩脉 , 一 煌斑 岩

脉 , 一辉绿岩中矿化 , 一伟晶岩 一黄铁矿脉 , 一方解石脉 , 一断层破碎带 , 一标本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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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树荃沟矿床辉绿岩脉与矿脉的关系索描
一树羞沟矿床 中段含矿奥长石英脉切穿辉绿岩脉 , 一南岔矿床 中段矿化方解石英脉切穿辉绿岩脉和 煌 斑

岩脉 一辉绿岩 , 一煌斑岩 , 一石英方解石脉 ,

卜硫化物 , 一方解石 , 一奥长石 , 一长英岩脉声一断层



,又
是例如方解石英脉 那 大红透山式矿化就不可能出

现
。

如果这里奥长石英脉的矿化不是红透山式的
,

本文可以不考虑
。

不过
,

由于红透 吐地又辉绿笔脉

切割矿体普遍出现
,

同时又存在 “ 辉绿岩脉合矿
,

现象
,

这个矛盾有人用 “ 矿化与辉绿 岩 脉 同 时 ”

去解释
,

是错的
,

如上述 有人认为 “ 辉绿岩脉有

新的和老的 ” ,

也是错的
。

奥长石英脉属伟晶岩脉 ,

在红透山地区和奥长石英脉有关的伟晶岩脉是太古

代鞍山旋回混合岩化作用产物
。

那末
, “ 奥 长石 英

脉贯人辉绿岩脉 ” 现象就成为辉绿岩 脉 分 两 期的
“ 必要根据 ” 另一 “ 必要根据 ” 如下述

。

这个间

题需要讨论
。

企图用新老辉绿岩去解 决 的 矛 盾
,

如上述
,

并不存在 , 混合伟晶岩贯人的 辉 绿 岩 脉

应当是遭受过区域变质的
,

但是红透山地区包括树

基沟矿区没有这样的辉绿岩脉
。 “ 这老辉绿岩 脉 的

贯人活动在区域变质作用之后混合岩化作用之前
,

不可以吗 ’, 不可以 鞍山旋回区域变质作用 和 混

合岩化作用是连续的
,

其间没有间断
。

在此过程中
,

岩层和岩体都处于流动状态
,

不可能出现供辉绿岩

脉贯人的定向脆性断裂 再者
,

树基沟地区的辉绿

岩脉近南北向
,

横切近东西 向的围岩太 古 代 片 麻

岩
、

混合岩和混合奥长伟晶岩
,

不可能出现奥长伟

晶岩的衍生物贯人辉绿岩脉现象
。

图 所示辉绿岩脉中的既不是红 透 山 式 矿

化又不是奥长石英脉
,

那末究竟是什么呢 记 得 初

见图 和图 现象时 它们相距数 米
,

辉绿岩脉

是同一条
,

煌斑岩脉也是同一条
,

但方 解 石 英 脉

各是各的 图 在坑道北帮
,

图 在顶板
,

图

中的方解石呈白色
,

菱面解理清楚
,

当即定 为

方解石英脉贯人岩脉 , 图 中的方解石英脉却看成

伟晶岩脉了
,

因为灯光一晃
,

方解石发黄
,

又有 “ 黑

云母 ” 伴生 这是 “ 岩脉捕虏伟晶岩 ”现象
。

以后
,

在

讨论老辉绿岩脉问题时
,

才觉得图
、

图
、

图

有许多类似之处
。

于是
,

在老工人帮助下
,

取

得系列标本
,

真象大 白
。

这种方解石英脉在片麻岩

中
、

在红透山式矿体中没有见到过
,

应当是岩脉活

动产物
。

方解石英脉中的矿化是黄铁矿化
。

⑦关于 “有些辉绿岩脉有片理构造 ” 的问题
,

是本区 “
辉绿岩脉分两期 , 的 “ 必要根据 ” 之一

。

经观测
,

前人认为 “ 有片理构造的辉绿岩脉 ” ,

如南

岔矿床所见
,

宽
,

南北 向
,

横切围岩的东西 向

片麻理 边部岩石致密
,

与细粒角闪岩相似
,

细长

‘ 乒

一宫

又

义

宫

可尸一一一
沙洲一一宜︸、

。加
,

图 南岔矿床 中段矿化方解石英脉切

穿辉绿岩素描图 ④

一辉绿岩 , 一煌斑岩 , 一方解石英脉 , 一方

解石 , 一绿泥石 , 一黄铁矿 , 一片麻岩

角闪石平行岩脉走向排列 , 向岩脉中部
,

角闪石减

少
,

辉石增多
,

颗粒变粗
,

定向性逐渐消失
。

这些

说明
,

引起矿物定向排列的地质作用是在围岩片麻
·

理形成之后出现的 , 只在岩脉边部
,

两侧对称地出

现的矿物定向排列这种现象与其说是片理不如说是

流动构造 红透山地区的辉绿岩脉只有一期
,

晚于
‘

红透山式矿体
。

⑧关于 “ 辉 绿 岩 脉 交叉地段有利成矿 ” 的问

题
。

树基沟矿床在 年代初期储址告急
,

向南探矿

失败后
,

按 “ 辉绿岩脉交又地段有利成矿 ” 思想向
‘

西探矿
,

连续两次取得成功
。

这是巧合
,

因为坑道

地质图显示
,

这些交叉辉绿岩脉都是成矿后的
。

三
、

上述成矿后岩脉的鉴别方法和思路

①没有利用岩脉和矿体的同位素年龄
,

这是因
’

为矿体年代常常年青化了
,

大多失去意义 , ②主要

是传统地观测和分析岩脉和矿体的接触关系
,

因为

这是直接的和基本的 ③还涉及早前寒武纪 矿床

地质的一些特点
,

不这样不足以说明问题
。

本来
,

本文讨论的是早前寒武纪热液矿床成矿后岩脉的鉴
别

,

即表明与鉴别晚前寒武纪以来的热液矿床成矿

后岩脉有所不同
。

原来
,

早前寒武纪热液矿床一般

都是变质一混合热液层控和准层控矿床
,

为流动构

造控制 , 常见的控矿构造有褶曲和塑性断层‘ 〕、 糜

棱岩化带和片理化带 这里的糜棱岩化带和片理化



带是岩层
、

岩体经过区域变质一混合岩化作用后
,

随 一 下降从塑性流动条件转为韧性流动条件后

发生的
,

如吉林夹皮沟型金矿化带所见 没有脆性

斯裂伴生
’ 〕,

没有脆性断裂如鞍 状 裂 隙
、

层 间

断裂
、

定向断裂
、

与弹塑性褶曲伴生的断裂 , 主岩

带 如糜棱岩化带
、

主岩层与围岩之间是过 渡 关

系
、

变质重结品胶结关系
,

主岩石英脉和伟晶岩脉

与 岩之间是沿弱面渗人或注人关系 都不是充填

或贯人裂隙关系
。

岩脉都是沿定向断裂贯人的 对

于早前寒武纪热液矿床中的岩脉 其贯人的定向断

裂只能在矿体之后形成
,

岩层
、

岩体转化为脆性条

件时才能出现
。

因此
,

早前寒武纪变质岩层
、

岩体

中的热液矿床只要是层控的或准层控的
,

为流动构

造控制或矿体与围岩为非充填一贯人关系
,

就是老

的 , 其中所见岩脉
,

无论与矿体交叉还是平行接触
,

都是成矿后的
,

例如小秦岭金矿田
,

东西向矿体 如

万 号
、

号含金石英脉 在太古代糜棱岩化带一

片理化带中
,

其中的辉绿岩脉未遭糜棱岩化一片理

化
,

未蚀变矿化
,

当然是成矿后的 南北向断裂中

的矿休 如 号含金石英脉 是新期的
,

可在辉绿

岩脉中 , 又如内蒙红花沟金矿床
,

矿体 含金石英

脉 产在早元古代糜棱岩化带一片理化带中
,

围岩

为吕梁旋回混合花岗岩和其中的太古代 片 麻 岩 残

块 , 有中生代岩脉平行接触矿体
,

或在上盘或在下

盘
,

被认为与金矿化有关
。

从控矿构造看
,

岩脉是

成矿后的 , 由于载金黄铁矿分布在石英脉两侧
,

距

边缘
,

可见平行接触矿体的岩脉以很小角

度斜切矿体一侧 , 再如辽 东四道沟金矿床
,

为早元

古代回曲构造控制
,

有中生代煌斑岩脉穿切矿体一

蚀变带 因岩脉本身可有自蚀变和金矿染
,

曾被认为

是成矿期的
。

按照这个思路
、

夹皮沟型金矿化带既

然为太古代糜棱岩化带一片理化带控制
,

在定向断

裂中的岩脉当然是成矿后的
,

还可以从岩脉数最
、

方位
、

种类的分布与矿化带
、

矿床无关看出来 红

透山式矿化为回曲构造控制
,

树一红矿带内的辉绿

岩脉必然是成矿后的
,

它们切割了回曲构造
。

早前寒武纪热液矿床成矿后岩脉的 鉴 别 如 上

述
,

根据岩脉和矿体的接触关系或按早前寒武纪热

液矿床地质基本特点
,

结果是一样的 , 如 果 在 找

矿
、

勘探
、

开采过程中抓住了早前寒武纪热液矿床

地质特点
,

成矿后岩脉的鉴别就不成问题了
。

鉴别

成矿后岩脉
,

迄今仍是华北地台基底热液矿床地质

工作不可少的一环 , 随着早前寒武纪热液矿床地质

特点广为人知
,

这一环会逐渐失去意义
。

现在
,

在

利用传统的接触关系方法鉴别成矿后岩脉同时
,

更

多注意早前寒武纪热液矿床地质特点
,

对于分析成

矿条件
,

确定找矿方向
,

可以收到事半 功 倍 的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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