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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河北邯邢地区洪山岩体地质地球化学及铜 金 矿化特征

姚士新 吴 良士 装荣富
地矿部矿床地质研究所

·

北京

洪山岩体是邯邢地区岩浆演化晚期产物
。

其形成具有多期性
,

从

早到晚可分 次侵人活动
,

构成 套岩石组合
,

其地质
、

地球化学特

征表明它们具有相同的来源
,

构成一个演化系列
。

与洪山岩体有关的

铜
、

金矿化是岩浆演化的必然结果
。

关键词 岩石组合 地球化学
·

铜 金 矿化 洪山岩体 河北省

本区出露规模较大的岩体共有 个
,

它

们在形成时代
、

矿物组成等方面有很多相似

之处
。

绝大多数岩体为中性犷 中偏基性和 中
、

偏碱性岩浆岩
,

侵位于中奥陶统碳酸盐岩地

层中
。

伴生的矿化主要为铁矿化
“

邯邢式
”

铁矿
,

另有少量铜矿化和黄铁矿化
。 ·

唯洪

山岩体主要由碱性正长岩类组成
,

侵位在石

炭纪一二叠纪碎屑岩地层中
,

伴生矿化主要

是铜
、

金矿化
,

少量为多金属及蓝石棉
。

洪

山岩体与本区其他岩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

因此对其地质
、

地球化学及成矿特点进行研

究
,

对于深人探讨本区乃至华北地台的成

岩
、

成矿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

岩体形成期次及岩石组合

洪山岩体地表呈一不规则的椭圆状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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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洪山岩体地质简图

据华冶 队资料修改

一第 四 系 一上 二处统 一下 二登统 一石炭

系 卜中奥陶统 一中细 粒 正 长岩 哪一粗 粒 正 长

岩 一黑云辉石正长岩 一粗安粉岩一粗面岩 耘一闪 长

份岩 一地质界线 一相变线 一断裂

,

积约

短轴北北东 向
,

长约
,

出露面

岩体与围岩之间呈侵人接触关系
,

‘

围岩

发生了大理岩化和角岩化
,

煤系地层也发生

了变质作用

岩体各主要岩石的 一 法同位素年

龄见表
。

结合岩体侵位的层位
,

推断岩体

主要形成于燕山中晚期
。

洪山岩体中的各种岩浆岩大致在同一时

期分多次形成
。

在野外可见到以下几种穿插

关系

在高窑村可见到粗面岩与黑云辉石

粗安粉岩接触
,

界面 明显
,

但未见相互穿

插
,

从二者的同位素年龄来看
,

粗安岩先于

粗面岩形成

在吴庄一陈沟之间的冲沟中
,

黑云

辉石正长岩中有大小不等的粗面岩捕虏体

本文 年 月收到
,

张启芳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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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岩石名称

洪山岩体主要岩浆岩 一人
’

采样地点 测定 , ,象
法年龄

年龄仇
护八曰八目,“,、﹄,且毛勺且‘‘

岩岩岩岩金全全全粗粒正长岩

辉石 一 长岩

粗一自
‘

芡 岩

凝灰粗而岩

洪一“北沟水渠

永合会南水渠

窑北 西

妾 肚 村 南

据华北冶金勘探公
卜 队

、

桂林冶金地质研究所等资料
。

或包体
,

井有正长岩脉切割前二者 图

在高窑村东可见粗面岩呈捕虏体分

布 于正 长岩 仁 , ,

正 长岩呈脉状分枝穿插粗面

岩 图 还可见正长岩呈脉状分枝穿插

于黑云辉石正长岩中 图
。

根据岩浆岩的穿插关系和同位素年龄
,

洪山岩体的形成可分为 次 粗安 扮 岩
一 , 粗面岩一黑云辉石正长岩 正长岩

。

一一 十

斗斗 ‘

匕匕
一一

万一了卜卜 ,
··

岁
,

厂

一一,,

二二沙尹尹

甲甲甲

穿穿

’

自月口
,

曰
口 皿

图 洪山岩体主要岩桨岩之间的穿插关系

粗而岩 一 粗安岩 一黑云辉石正长岩 一正

长岩 一细粒正长岩脉

华北 冶金 勘探公司 队等
,

从岩石学角度把洪山岩体的岩浆岩分成 大

类
、

种岩石
。

这种划分对岩石学研究是

有意义的
,

但对探讨各岩石类型之间的相互

关系
、

空问分布特征及岩体形成过程等具有

定的局限性
。

为此
,

我们根据岩石学特征

及其野外产状
,

将洪山岩体划分出 套岩石

组合
。

粗安汾岩一粗面岩组合 主要分布

在岩体的南北两侧边部
,

呈近东西向带状分

布 图
。

在地形上主要分布在地势低洼

处或沟槽中
。

虽然在野外可见粗安纷岩与粗

面岩之间存在明显的岩性界面
,

但两者岩性

相近
,

在空间上密切共生
,

推测两者的形成

时间相近
,

故把它们划归为同一岩石组合
。

粗安扮岩一电 面岩组合主要由
, 一

套粗安

扮岩
、

闪长扮岩
、

二长闪长粉岩
、

粗面岩
、

黑云辉石粗面岩和辉石粗面岩等中性及中偏

碱性岩浆岩组成
。

按岩性又可分为粗安粉岩

一 二长 闪长粉岩类和粗面岩类
。

前者为

灰黑色
、

深灰色
,

斑状结构
,

块状构造
。

斑

晶以角闪石为主
,

个别为辉石
, 。

基质主要是

钠长石
、

钾长石
、

黑云母和石英等
。

此类岩

石在地表为粗安纷岩
,

矿物颗粒较细
,

在钻

孔中为闪长粉岩或二长闪长纷岩
,

矿物颗粒

比粗安粉岩粗
。

后者呈灰色
、

绿灰色
,

斑

状结构
,

基质其粗面结构
,

斑晶主要为辉石

和角闪石
,

少量斜长石
,

基质为板条状钾长

石
、

钠长石
、

它们围绕斑晶作定向排列
,

构

成粗面结构
。

黑云辉石 正长岩组合 主要分布在

岩体北部的低平地带
,

呈北西西向展布
,

北

与二叠系接触
,

南与其他岩石组合接触
。

华

北冶金勘探公司 队等 认为此类

岩石是洪山岩体的边缘相
,

但据我们观察
,

黑云辉石正长岩与其他岩浆岩相之间存在明

显的接触界线
,

因而应作为一个独立岩石组

合看待
。

该岩石组合的特征是含黑云母
、

辉石特

别多
,

主要呈绿色
、

暗绿色
、

暗灰色
、

灰

色
、

浅肉红色等
,

中
、

细粒结构和斑状结
构

,

块状构造了主要矿物有正长石
、

条纹长

石
、 ‘

黑云母
、

辉石等
,

副矿物组合为磁铁矿

据石 磷灰石
。

该组合在空间上显示一定的岩性变化
。

从岩石组合的边部到核部
,

矿物颗粒由细粒

到中细
,

局部为祖粒 在岩石组合的不同部

位
,

暗色矿物 特别是辉石 的含量变化很

大
,

局 部辉石 含量大于
,

黑 云母达
,

而钾长石 正长石 条纹长石
一

含量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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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将这种岩石定名为黑云

正长辉石岩
,

但它与黑云辉石正长岩是连续

过渡的
,

是该岩石组合中的一个端员
。

正长岩 组合 是岩体的主体岩石

相
,

由辉石正长岩
、

正长岩
、

碱性正长岩
、

英碱正长岩等组成
。

岩石呈肉红色一浅肉红

色
,

粒状及似斑状结构
,

主要矿物为条纹长

石
、

正长石
、

另有少量钠长五
、

角闪石
、

辉

石
、

黑云母
、

石英
、

霓辉石
、

霓石等
,

副矿

物组合为檐石 磷灰石 磁铁矿
。

正长岩组合的结构构造和矿物成分
,

从

岩石组合出露地区的边部至中央
,

都具有一

定的规律性
,

结构 由细粒
、

似斑状结构一

中
、

粗粒结构
,

在化学成分上
,

含量越来越高
,

边缘部位一般不出现碱性矿

物
,

而在中央可出现霓辉石
、

霓石等矿物
。

但这种分带不太规则
,

各带宽度在不同地段

变化较大
,

有的地段由细粒
、

似斑状正长岩

直接过渡到粗粒正长岩
,

有的地段细粒正长

岩与粗粒正长岩混杂在一起
。

由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
,

洪山岩体中的

三套岩石组合是由多次岩浆活动形成的
,

其

形成顺序为粗安粉岩一粗面岩组合 黑云辉

石正长岩组合 ”正长岩组合
。

根据其产出的

地质特征推测
,

洪山岩体的形成环境是浅成

一超浅成环境
,

以致形成较早的粗安粉岩一
粗面岩组合具有火山岩的特征

。

岩体物质成分及地球化学特征

洪山岩体中出露的三套岩石组合虽然形成时

间不同
,

岩性不同
,

但其矿物组成类似
,

仅

含量不等
。

钾长石
、

斜长石
、

钠长石
、

辉

石
、

角闪石
、

黑云母是主要组成矿物
,

几乎

在所有组合中都可见到
。

副矿物也类似
,

主

要是磁铁矿
、

据石
、

磷灰石组合
。

但霓辉

石
、

霓石等碱性矿物分布局限
,

仅在正长岩

组合的中央部位见到
。

岩体中各种岩浆岩的化学成分列于表
。

从表 可见
,

岩体主要由中性岩中的碱

性系列岩石组成
,

含量 一“
,

里特曼指数 。 一
,

含量均大

于
,

最高
,

含量 略高于

或二者相近
。

反映岩石氧化一还原程

度 的 值 一
,

即

含量高于
,

说明岩体是在较氧化的

环境中形成的
。

表 洪山岩体化学成分

岩岩石组合合 岩石名称称 里特曼曼 ,

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数数

黑云辉石粗而岩岩 乃飞飞 鸿
,

刀

黑黑黑云辉石凝灰粗面岩岩
、 一

了

中色黑云辉石 正长岩岩
·· ,

黑黑黑云辉石正长岩岩
,

名

含含含黑云辉石正长岩岩

黑黑黑云辉石正 长岩岩

辉石正长岩岩
‘

斗 刀

粗粗粗粒正长岩岩 乡

粗粗粗粒正长岩岩 石
浪浪

石
··

石
斑斑斑状细粒斑岩岩

,

含含含霓石正长岩 夕 刀

英碱正长岩岩 石 乃

原始数据引 自华 匕冶金勘探公司 队等
, ,

内部报告

与戴里
、

黎彤同类岩石的平均化学成分 含量在粗安扮岩一粗面岩组合

相 比
,

洪山岩体所有岩浆岩的 十 和黑云辉石正长岩组合中偏高
,

而在正长岩

含 量 偏 高
,

含 量 偏 低
, 、

组合中偏低
。

由于正长岩组合是洪山岩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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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岩石
,

因此岩体总体上是一个富碱
、

贫 晚期的产物
。

钙铁镁的岩体
。

稀土元素含量分析结果见表
。

从表

洪山岩体的岩石化学成分不仅在空间具 可 以看出
,

各岩石组合的稀土元索含景相

有分带性
,

而 悦在时间上具有演化性
。

从表 近
,

稀 土 元 素总量 为
一“

中可 以石 出
,

在 套岩石组合形成过程 一 一 ,

其中轻稀土 含量为
‘ ,

岩浆从 中偏碱 性 向碱性 方 向演化
, 一 一 一 ,

重 稀 土
、 、

等组分含量逐渐 含量 为 一 一 一 一 ,

减少
,

可
、 、

等组分含量逐 轻
、

重稀土元素含量之比位

渐增高
。

这个演化趋势与本区其他岩体的演 一
。

一
,

化规律
一

致
,

只是总的碱含量高于其他岩 一
,

占 一

体
,

这可能是因为洪山岩体是本区岩浆演化

表 洪山岩体部分岩石及矿石稀土元素含且 又

样样品号号 岩石名称称
一

「二二一 中粒 正长岩岩 石
··

一 黑石辉石正长岩岩 名 泌 石

一 粗安扮羚羚 名 石 石 口

一 矿石石
‘

名
,

艺 艺 艺 占又

叹 月

心心
, ‘ ‘‘

乡 石
,

名

岩矿侧试研究所侧定
。

稀土元素的球粒陨石标准化分配模式

图 显示洪山岩体 个岩石组合具有相

似的特征
,

均为向右倾斜的平滑曲线
,

属轻

稀土富集型
,

基本无明显的 异常
。

一 在 艺 一 一名 一 一艺 一 三 角

图上 图
,

个岩石样品的投影点均集中
一

冲岛翅肠、冲解

, 一 一一 丫 呼 “

, 一 了 ,

行 一
一

一 一一 , , 斗
了 丫

,玩

图 稀土元素分配模式

一矿石 一粗面岩 一正长岩 一黑云辉石 正长岩

又比不示 丫 卜 “

图 艺 一 一艺 一 一刃 一

在轻稀土元素侣 一 一角上
,

轻稀土含

量占稀土总量的 份
,

而 中稀土
、

重稀土仅各占 一 和 一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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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特征表明
,

这 套岩石组合具有相

似的稀土元素特征
,

说明它们具有相同的岩

浆来源
。

从稀土元素分布模式来看
,

可能来

源于上地慢或下地壳
。

与本区其他岩体稀土

元素分布模式的相似性
,

反映洪山岩体是本

区岩浆演化过程的晚期产物
。

与本区其他岩体相比
,

洪 力岩体更富含

碱质
,

贫铁镁质
。

在矿物成分
、

岩石化学成

分
、

稀土元素特征等方面相似
,

但也存在细

微的差别
,

说明它们是在统一的地质
、

地球

化学环境中形成的
,

由于分异演化的原因
,

又存在某些差异
,

致使与洪山岩体有关的矿

化作用较为特殊
。

与洪山岩体有关的铜 金

矿化特征

众所周知
,

本区以邯邢式铁矿而闻名
。

但洪山岩体由于其特殊的地质
、

地球化学特

征而不发育磁铁矿化
,

与之有关的主要为铜

金 矿化
。

目前对这些成矿作用的研究非

常粗浅
,

有待进一步深人
。

成矿地质特征

目前所发现的铜
、

金矿化主要发育于娄

里
、

洪山沟
、

里三窑一线
,

即紫山一鼓山断

裂带附近
。

矿体 点 主要发育在正长岩组

合顶部和粗安粉岩一粗面岩组合中的破碎部

位
。

由于未进行勘探
,

因此矿体的规模与形

态不详
。

洪山岩体的围岩蚀变类型主要为中低温

的钠化
、

硅化
、 ·

黄铁矿化
、

绿泥石化
、

高岭

土化和绿帘石化等
。

钠化分布较普遍
,

表现

为细粒钠长石沿其他矿物颗粒边缘交代或呈

细脉状穿插 硅化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

石英细脉或网脉的穿插 另一种是石英呈浸

染状或团块状交代长石等矿物
。

黄铁矿化一

般呈浸染状或团块状分布于矿物颗粒间隙中

或交代其他矿物 高岭土化一般表现为高岭

石等粘土矿物交代长石类矿物
。

上述蚀变

中
,

与矿化关系密切的有硅化
、

黄铁矿化
、

高岭土化和绿泥石化等
。

铜
、

金矿化可分为细脉状和浸染状两

种
。

细脉状矿化与石英细脉
、

网脉关系密

切
,

浸染状矿化与浸染状的硅化和黄铁矿化

有关
。

另外还有部分浸染状金矿化与表生褐

铁矿化有关
。

主要含铜矿物有黄铜矿
、

斑铜

矿 和辉铜矿等
。

主要含金矿物为含银 白然

金
。

伴生金属矿物有黄铁矿
、

磁铁矿
、

镜铁

矿和褐铁矿等
。

脉石矿物有石英
、

绿泥石
、

绢云母
、

黑云母
、

方解石和高岭石等
。

含金

矿物与含铜矿物通常为共生关系
。

据温振宗

研究
,

洪山岩体中金的产出状态可

分 种
,

即包含金
、

晶隙金
、

裂隙金和空隙

金
,

金矿物的粒度一 般为
,

最小不

足 拜
,

需经 电子探针或电子 显微镜才能

认出
。

成矿控制因素

矿化主要发育在正长岩组合和粗安扮岩

组合中
,

而在黑云辉石正长岩组合中未见矿

化现象
。

矿化受围岩蚀变控制较明显
,

在不

发育围岩蚀变的地段基本不见矿化
,

在蚀变
微弱的地段

,

矿化程度较低
,

矿石品位低
,

构不上工业品位
,

而蚀变较强地段
,

如娄里

南的 号矿点
,

最高品位可 达
,

一般
,

构成具有工业价值的小型铜矿体
,

金也可开采
。

‘

围岩蚀变类型对矿化类型也有

控制作用
,

铜矿化与硅化
、

绿泥石化
、

黑云

母化有关
,

金矿化与硅化
、

黄铁矿化
、

高岭

土化关系密切
,

这样在硅化
、

特别是石英脉

发育处
,

铜
、

金矿物共生
,

’

而在硅化不强烈

处
,

则以一种矿化为主
,

或者无矿化
。

构造因素对矿化的控制尤为明愧
。

总体

上矿化呈北北东向的带状分布
,

与区域性的

紫山一鼓山深断裂向的展布方向一致
,

且巧认

近断裂分布
,

说叽紫山一鼓山断裂对矿化的

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但对于矿化带中

的某一矿化地段而言
,

矿化点又是呈北西西

向排列的
,

这与北西西向的次级断裂或岩体

的展布方向又是一致的
。

矿化主要发育在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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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带中
,

破碎不太强烈的地方呈细脉
、

网脉 素分配模式 图
,

它们的曲线形态极为

状
,

而在破碎强烈处则呈浸染状
、

团块状
。

相似
,

矿石的稀土元素分布曲线位于所有岩

华北冶金勘探公司 队等 曾 浆岩下方
。

也就是说
,

随着时间的推称 从

认为本区铜矿 兰要发育在凝灰岩
、

角砾状凝 粗安粉岩一粗面岩组合一黑云辉石正长岩组

灰岩‘ , 。

通过野外考察
,

我们发现这种凝灰 合 正长岩组合一矿石
,

稀土元素分布曲线

岩定向分布
, ‘万北西西向断裂的展布方向一 的位置由高到低依次排列

,

表明成矿作用与

致
,

而且 与细粒正长岩或粗面岩等呈过渡关 岩浆演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

是岩浆演化的

系
,

镜下具碎裂结构和糜棱结构
,

因而不是 继续
。

凝灰岩
,

而是山于构造破碎形成的构造角砾 正长岩组合中的铜含量比其他岩石组合

岩碎斑岩
、

糜棱岩等
。 ’

由于这些岩石受构造 高 一 倍
,

达
。

这可能就是洪山岩

控制而呈带状分布
,

因而其中的矿化也呈带 体的矿化有别于其它岩体的主要原因
,

同时

状分布
,

受断裂构造控制
。

也说明其中的铜可能为成矿提供了主要的物

成矿作用初步分析 质来源
。

从以 井寸论可知
,

与铜
、

金矿化有关的 主要参考文献

岩浆岩为斑岩类或粉岩类岩石
,

矿化类型为 李增慧等
,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
,

,
,

第

细脉
、

役染型
,

围岩蚀变为硅化
、

绿泥石 号
。

化
、

黄铁矿化等中
、

低温热液蚀变
,

矿化主 王人镜
,

地质科技情报
,

,
,

第 期
。

要集
‘ ,

在岩体顶部
,

而且受断裂控制
。

由此 邱家骥 主编
,

《岩浆岩瓦学 》
,

地质 出版社
,

可 以推测铜
、

金矿化属中
、

低温热液矿化
, 年

。

矿化
,

一蚀变特征与斑岩铜 金 矿模式有些 温振宗
,

华北冶金地质
, ,

第一 期
。

类似
,

毛矿化和蚀变的规模
、

程度及分带性 一。
, , ,

。
, 一 一

,

远远不如斑岩铜 金 矿模式
,

这可能与洪
。。 , 。。 瓜

,

乃

一 岩体属碱性岩体有关
。

虽然与碱性斑岩类
, , , 。 、

岩体 ’关的矿床不多
,

但也有发现
,

如加拿 二
。 。

· ,

大铜一 斑岩铜矿
。

对比矿石与 个岩石组合样品的稀土元

二泣 , 一 “

一 ,

妞 , 一 ,

。一 。。 。

瓜
。 、 。 。。 、 , 。 一 。 。 , 。。 一 。 。 , 。

一、 , 一 , 一

乏

翻 ￡ 企
·

,

“
,

叩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