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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舍勒块状

铜锌硫化物矿床基本特征

程 忠 富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 )

内容提要 新班阿舍勒块状铜锌硫化物矿床在例尔泰克兰海西摺皱带玛尔卡库

里深断裂的东北侧
,

产于中泥盆统阿舍勒组英安岩及英安质火山碎屑岩中
,

与次火

山岩关系密切
.

矿床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

矿体下盘矿化和围岩蚀变强烈
.

认为是与

海底火山作用有关的黑矿型块状铜锌硫化物矿床
.

关健词 块状铜锌硫化物矿床 (黑矿型 ) ; 阿尔泰阿舍勒
.

新粗阿尔泰地区阿舍勒矿床是该区首次发现的大型海相火山岩型多金属矿床
.

1 9 84

年新获地质四大队在阿舍勒勘探重晶石矿床时发现
,

1 9 8 5 年正式进行详查
,

至 19 88 年已

完成三十余个钻孔
,

四队同志认为它与邻近苏联矿区阿尔泰多金属成矿带中的黄铁矿型多

金属矿床相类似
.

笔者曾在此进行硕士论文的野外研究
,

并对矿床进行了详细的室内工

作
,

本文在四队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

论文是在导师李文达先生的悉心指导下

完成的
.

由于勘探工作尚在进行
,

文中只能就其基本地质特征加以阐述
.

区 域 地 质

区域出露古生代地层
,

以泥盆系最为发育 (图 1 )
.

自下而上
,

简介如下 :

1
.

康布铁堡组 ( D :

刁
,

分布于区域东北角
,

有斜长片麻岩
、

石英结晶片岩
、

浅粒岩
、

变粒岩及角闪岩等
.

原岩为一套石英角斑岩建造
.

岩石自下而上
,

组成一个完整的喷发旋

回
,

具有弱~ 强~ 弱的喷发规律
.

2
,

阿勒泰组 ( D
Z
a)

,

主要岩石有变杂砂岩
、

云母石英片岩等
,

常含炭质
、 ’

钙质等
,

原

岩为一套杂砂岩及陆源火山碎屑岩
.

3
.

阿舍勒组 ( D 、 J
,

主要分布于玛尔卡库里断裂带中
, ’

主要有千枚岩
、

硅质页岩
、

一

大

理岩
、

石英岩
、

各种片岩等
,

原岩为一套以英安质为主
,

局部为安山一玄武质的火山熔

岩
、

火山碎屑岩
,

夹有石灰考
、

砂岩等
.

石灰岩中含有珊瑚
、

海百合茎等化石
.

火山活动

总体有酸性~ 中酸性~ 中基件一中酸性的演变趋势
,

它们形成一个完整的火山旋回石

4
.

托克萨雷组 ( D矽
,

以长石石英砂岩和千枚岩为主
,

局部有石灰岩透镜体
,

含海百

合茎化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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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红山嘴组 ( C l
)h

,

石英结晶片岩及少

盆斜长片麻岩
,

局部还有少盈的大理岩 (原

岩为石灰岩 )
.

上述地层构成克兰复向斜
.

区内侵人岩主要有东部的哈巴河岩体
.

出游面积约为 40 0 k m 2 ,

和西部的别列孜克

岩休
,

出露面积约为 15 0 k m
2 .

两个岩体都

为斜长花岗岩
,

侵人泥盆系及石炭系中
,

K一 A r
年龄分别为 2 90 和 2 6 6 M a

’ .

其他侵

人体规模较小
,

尚有闪长岩
、

二长花岗岩
、

花岗岩 ( K 一 A r
年龄为 2 19 M a) 和英安斑

岩
,

辉绿岩等岩脉
.

构造上属北西走向的克兰复向斜 (海西

褶皱带 )
,

沿走向与苏联矿区阿尔泰的南阿

尔泰构造一成矿带 (多金属
、

金 ) 相连
.

北

部是富蕴复背斜 (加里东褶皱带 ) ; 南部是

额尔齐斯断裂带
.

以玛尔卡库里深断裂为界

分为两部分
,

阿舍勒多金属犷床位于此深断
裂的东北侧

·

断裂活动非常泽烈
,

致使褶皱

构造支离破碎
.

突出的是玛尔卡库里断裂

带
,

总体走向为北西
,

沿断裂带各种岩石均

普遍遭受挤压破碎
,

矿区附近还受到不同程

度的区域变质和动力变质
,

使矿区岩石变得

复杂化
.

已知矿床有阿舍勒 (多金属 ) 和多

拉纳萨依 (金 ) 两处
,

另有众多的喷气沉积

型
、

次火山热液型
、

矽卡岩型及热液充填交

代型铜一铅一锌
、

铜一铁
、

铁及重晶石等矿化

点
.

它们主要分布于玛尔卡库里断裂带中
.

矿区主要 由阿舍勒组山动的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及沉积岩组成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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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阿舍勒矿床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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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岩石可根据不同的火山作用方式
、

形成的先后次序划分为基底岩层
、

下部岩层
、

中部

岩层和顶部岩层四个部分
,

其顺序如图 3 所示
.

时时代代 岩层层
黔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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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矿区岩石地层示意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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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岩石 ( B R )

矿区地表虽没有出露
,

但据邻区苏联矿区阿尔泰的情况
,

它是一套火山沉积岩
,

均已

变质结晶
,

与上覆岩层呈不整合接触
.

它对于研究矿床的形成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地质

条件和信息
.

.2 下部岩层 ( L R )

1) L S : 厚度大于 Zoo m
,

分布于矿区西南侧
,

是一套杂色岩及部分大理岩
,

含炭
.

原岩是杂砂岩
、

凝灰砂若及石灰岩
,

石灰岩中含海相化石
.

有黄铁矿层分布
.

2) L IR : 厚大于 4 00 m
,

分布于矿区百部
,

白色
,

灰白色
,

由钠长石
、

石英
、

绿泥石

及绢云母等矿物组成
.

石英数量变化大
,

呈多孔状
.

原岩为流纹岩或石英角斑岩
.

3) LT
I : 厚 300 一 40 0m

,

分布于矿区西及西南部
,

分两个岩相
,

一是火山角砾凝灰

岩和 / 或火山角砾岩
,

另一是晶屑岩屑凝灰岩
.

两个岩相相互交替和过渡
.

在显微镜下
,

岩石主要由细粒石英及绢云母等组成
,

硅化强
,

绢云母等充填于石英颗粒间
.

4) L R Z : 英安岩
,

分布于矿区中西部
,

蚀变不强
,

呈浅灰褐色
、

灰绿色
,

其碎块角

砾化
,

并浸染硫化物
.

镜下可见石英
、

斜长石 ( A n = 1--0 35 % ) 及白云母等矿物
,

与矿

化关系密切
,

实际上它是次火山岩体
,

斑状结构发育
.

5) LT
Z: 厚大于 2 00 m

,

分布于矿区东及中部
.

主要是英安质火山碎屑岩
,

硅化
、

绢

云母化强烈
,

是主要的含矿主岩
.

它由凝灰角砾及较少的细至粗粒的凝灰物质组成
,

前者

主要由灰白色及灰绿色的英安质角砾组成
,

发育黄铁矿化和硅化
.

火山角砾占优势
.

显微

镜下
,

主要有石英
、

斜长石 ( A n = 1--0 30 % )
、

白云母及绢云母等矿物
.

6) L T 3: 厚大于 300 m
,

出露于矿区东部
,

岩石是英安质凝灰岩或角砾凝灰岩
.

凝灰

质砂岩
.

硅化
、

绢云母化发育
、

黄铁矿化也较发育
.

7) L几 : 厚约 1oo m
,

于矿区东部
,

是英安质凝灰岩
,

遭受硅化
、

绢云母化和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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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与上援岩层基本呈整合接触
.

矿床就产于该岩层上部层位的 L T :
及部分 TL

3和 L T月中
.

3
.

中部岩层 (M R )

1)
.

M M : 厚约 2一 6m
,

出露于矿区中部
,

主要有凝灰质砂岩
、

粉砂岩及泥质岩
,

在

重晶石之上
,

是矿体盖层的一部分
,

2) M T I : 厚约 10m
,

暗绿色
,

呈似松散状的安山质 / 玄武质凝灰岩
,

绿泥石化
,

阳

起石化 常有十几厘米厚的砂岩夹层
,

一般在矿体之上
.

3) M B I :厚小于或近于 Zoo m
,

分布于矿区中部
,

玄武岩
,

阳起石化
、

钠长石化及碳酸

盐化
.

气孔和杏仁构造发育
,

为矿体盖层
.

4) M T Z:
厚 20 一 60 m

,

于矿区中部
,

由灰白色
、

浅暗红色的火焰状凝灰岩组成
.

在中部岩层中还有不少次火山岩
,

如辉绿岩 ( M B Z)
、

闪长粉岩阿D )
、

石英钠长斑岩

似 Q )及英安斑岩 (M R )
,

它们往往切穿已形成的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
,

与矿化的关系尚不

清楚
,

有待进一步工作
.

4
.

顶部岩层 ( U R )

主要是新生代岩石
,

由淡黄色
、

黄色
、

棕红色
、

灰白色及白色的砂岩
、

砾岩组成
.

由

于新构造运动
,

它们不整合地覆盖于下部和中部岩层之上
.

从矿区岩石的分布及岩石化学数据 (表 1) 来看
,

它们主要为中酸性
,

部分为基性岩

石
。

由英安岩
、

流纹岩
、

英安质凝灰角砾岩
、

英安质凝灰岩及玄武岩
、

沉积岩及次火山岩

组成
.

岩石的里特曼指数为 .0 20 ~ 2
.

85
,

小于 3
.

3
,

属于钙硷性系列 ; 从莱特硷度率

(A R ) 图 (图 4 ) 来看
,

也属于钙硷性系列
.

表 1 各种岩石平均化学成份

T . b le 1
.

A v e “ 叹 e c触 . cI a l e o . 。佣 lt lo . o f 下 .
山

u s k i. d s o f似k

名名称称 S了O ::: T I O :::

卜
` : o ,,

凡
2 0 ,, F e OOO M n OOO M gOOO C 压OOO 如

: OOO K : 000 P : O ,,
烧失失

玄玄武岩 (9 ...) 4 9
.

9 555 0
.

7 999 16
.

8 999 3
.

6 555 7
.

0 555 0
,

1666 6
.

6 555 6
.

9 999 3
.

4 555 0
.

2 444 0
.

1222 3
,

8444

英英安岩(6 ))) 6 5
.

7 111 q
·

3 111 14 9 666 .2 oooo 3
.

5 666 0
.

0 555 2 8 666 1
.

7 666 2
.

9 888 1 4 222 O 0999 2
.

8222

蚀蚀变流纹岩 (叼叼 7 3
.

6444 0
.

3222 12
.

6 999 1
.

3 444 } 2
·

0 666 0
.

0 888 1
.

1 666 1
.

0 555 4
.

8 111 0
.

6 999 .0 0999 1
.

5444

辉辉绿岩 (3 ))) 5 1
.

9000 1
.

0333 15
.

5 777 4 8 111 8
.

3 444 0
.

1 555 4
.

1 777 吕
.

5 888 2
.

2 555 0
.

0 444
!!!

2
.

6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99999

闪闪长岩 (3 ))) 5 8
,

0 555 0
.

8 333 16
,

4 222 3
.

3 555 4
.

7 333 0
.

1222 3
.

1222 4 2 444 一一 0 9 222 0
.

2弓弓 4
.

1999

333333333333333333333
.

3 222222222

石石英钠长斑岩 (3))) 7 6
.

3 000 0
.

3444 12
.

0 888 1
.

3 444 1
.

9 555 0
.

0 333 1
.

2 888 0
.

3 222 5
.

1555 0
.

2 444 .0 0999 1
.

璐璐

凝凝灰角砾岩 (4 ))) 6 6
.

4 666 0
,

3000 15
.

2 333 0
.

8 000 3
.

3 777 0
.

0 999 5
.

9 444 0
.

5 555 1
.

4 888 1
.

4 000 0
.

0 888 .4 oooo

(((角砾)凝灰岩 (4 ))) 6 7
.

0 333 0
,

2888 14
.

9 777 0
.

8 777 3
.

2 999 0 0 888 5
.

7 000 0
.

6 777 1 5 333 1
.

4 111 .0 0999 4
.

1000

凝凝灰岩 (3 ))) 5 3
.

7 333 0
.

9666 1.6 4 000 3
.

7 777 6
.

0 888 0 1 333 4名333 4
.

5 666 3
.

1777

}夕
·

3 3 --- 0
.

1 555 5
.

3 666

崇 括号里的数字为样品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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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莱特硷度率与 51 0 : 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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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火山岩 10 9: 与 l o g a 关系图

F i g
.

5 L o g下 v s
.

l o g口 o f ht e v o cl a n ic r o e k s

矿区属玛尔卡库里断裂带的一部分
,

玛尔卡库里深断裂是最基本的构造
,

构造形变强

烈
,

具多期迭加特征
,

它是一个大型的同火山构造
,

其中有泥盆纪火山一沉积岩建造的火

山管道相
,

近火山管道相及中间相的火山岩
、

次火山岩等火山产物
.

岩石多为近火山口相

产物 ; 英安岩
、

辉绿岩
、

闪长岩等次火山岩体充填火山通道表明具体为一火山通道相
.

地

层主体形迹是不同等级的同斜紧闭褶皱
,

产状主要为 2 45 一 2 70
。

匕 60 ~ 70
。 ,

及 “ 一

卿
。

乙 5 5一 8 5
“ ,

褶皱轴面劈理发育
.

岩石片理化并浅变质
.

矿化带与层间断裂带和强片

理化带方向一致
.

据岩浆演化与构造环境关系的 iR tt m an
n 的 10 9 。一 109

:
图解 (图 5)

,

其岩浆活动和火

山活动的构造背景应是造山带
,

岩石普遍低钾
,

应是一个类似于岛弧的火山弧
.

矿 床 地 质

一
、

含矿主岩及其围岩蚀变 矿床的含矿主岩主要是英安质火山碎屑岩
,

还有部分英

安岩
.

与次火山岩英安斑岩的关系也很密切
.

它们蚀变发育
,

尤其在矿体下盘特别强烈
.

蚀变类型有
:

1
.

硅化
:
广泛发育在英安岩及英安质火山碎屑岩中

,

硅化作用持续时间长
,

与成矿直

接有关
,

特别是浸染网脉状矿体有强烈的硅化
.

2
.

绢云母化 :常与硅化二起发生
,

并以交代英安质火山碎屑岩中的长石为主
,

程度不

同地分布于整个蚀变带 中
,

从内带
,
中带

4

,
外带

,

长石从无到有
,

由少到多 ,(照片 1
,

2)
,

蚀变由强到弱
.

矿体均赋存于蚀变内带
、

内带和中带之间
.

3
.

绿泥石化
:
在矿体两侧 5~ 50 m 表现强烈

,

与铜矿化关系密切
,

与块状矿石共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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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号矿体示意断面图

Fi g
,

6 S k o t ch p or if le o f N o
.

1 o r
·

`: o dy

1
.

英安质火山碎屑岩 ; 2
.

英安岩 ; .3玄武岩 ; 4
.

层状矿石 ; .5浸染网脉状矿石; .6 钻孔及其编号
.

3) 含铜锌黄铁矿矿石
,

黄铁矿 ( 40 ~ 70 % )
、

黄铜矿 ( 6~ 25 % )
、

闪锌矿 ( 2 ~

8% )
、

石英 ( 10 ~ 2 0 % )
、

方铅矿 ( < 2 % ) 等
.

4 )
“

角砾状
l’

矿石
,

石英 ( 30 ~ 50 % )
、

绢云母+ 白云母十绿泥石 ( 20 ~ 30 % )
、

黄铜矿

( l ~ 10% )
、

黝铜矿 ( l ~ 3 % ) 闪锌矿 ( l ~ 10 % ) 及黄铁矿 ( 1 0 ~ 4 0 % ) 等
.

5 )
.

硅矿石
,

石英 ( 4 0 ~ 6 0 % )
、

黄铁矿 ( 1 5 ~ 3 5 % )
、

绢云母 ( 10 ~ 2 0 % )
、

黄铜矿

( 1 ~ 8 % ) 等
.

6)
.

次黑矿石
,

闪锌矿 ( 5~ 15 % )
、

方铅矿 ( < 5 % )
、

黄铜矿 ( 5一20 % )
、

黄铁矿

(4 0 % ) 及重晶石等
.

7 )
.

黑矿石
,

由闪锌矿 (一。一 30 % )
、

方铅矿 ( 3一 s b0/ )
、

黄铜矿 ( 5一 2 0 % )
、

黄铁矿

(3 5一 40 % ) 及重晶石等组成
.

从上述可以看出
,

矿石的组分纵铜锌为主
,

铅次之
.

三
、

矿床分带 根据矿石类型
、

含矿主岩
、

矿物成分
、

围岩蚀变
、

产状等方面可将其

分为上面的层状矿带和下面的浸染网脉状矿带两个大带
.

(一 ) 浸染网脉状矿带 主要由硅质矿石和
“

角砾状
“

矿石组成
,

产于英安岩及英安质

火山碎屑岩中
,

呈筒状
,

受构造挤压
,

变为漏斗状
.

硫化物呈浸染状和网脉状分布
,

厚约

数百数
,

矿石普遍硅化
,

并伴随绢云母化和绿泥石化
.

主要硫化物为黄铁矿和黄铜矿
.

按

含矿主岩和矿石类型的差别
,

又可分为上
、

下两个亚带
,

主要经济矿石则在上部亚带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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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下部浸染网脉状亚带 主要由英安岩中的黄铁矿 (+ 少量黄铜矿 )的网脉和浸染细脉

组成
.

经济意义不大
,

但对于理解矿床的成因是有帮助的
.

该带主要硫化物是黄铁矿
一

占

10 ~ 30 %
,

次要为黄铜矿只占 0 ~ 4 %
.

从硫化物矿物类型来分析
,

该带的中心部位较富黄铜矿
、

向两侧黄铜矿减少
,

黄铁矿

数量增多
。

从中心向边缘
,

硫化物脉体从黄铜矿一黄铁矿一石英网脉
一

卜

黄铁矿一黄铜矿一

石英一绢云母网脉
卜
黄铁矿一石英一绢云母一绿泥石脉

`

卜

黄铁矿一绢云母脉变化 ; 围岩蚀

变则从中心到边缘
,

硅化逐渐减弱
,

而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增加
.

2
.

上部浸染网脉状亚带 直接位于层状矿带之下
.

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和黄铜矿
,

次要为闪锌矿
、

黝铜矿等
,

黄铁矿数量高于黄铜矿
,

但黄铜矿及闪锌矿数量比下部亚带明

显增加
.

其含矿主岩为英安质凝灰角砾岩
,

主要硫化物呈浸染网脉状分布于英安质火山角

砾之间隙中
,

形成该带独特的
“

角砾状
“
矿石

,

另外还有硅质矿石 ; 以
护

角砾状
扩

矿石居多
.

“

角砾状
“

矿石有着特殊的成因意义
,

这些角砾岩是爆发或隐爆的产物
,

孔晾发育
,

矿

液在这些孔隙中沉积或交代
.

在这种矿石中
,

以护
胶结物

,,

形式存在的硫化物种类
、

石英
、

绢云母等矿物含量上是有差别的
,

从下至上可分有四种类型的矿脉: 黄铁矿一黄铜矿一石

英型矿脉
卜
黄铁矿一黄铜矿一石英一绢云母型矿脉

,

卜

黄铁矿一黄铜矿一 (闪锌矿 ) 一绢云

母型矿脉~ 闪锌矿一黄铜矿一黄铁矿一绿泥石型矿脉 ; 相应的围岩蚀变则是硅化逐渐减

弱
、

绢云母化和绿泥石化有所增强
,

且角砾和
扩

胶结物
“

的界线由难辨到可辨
.

(二 )层状矿带 层状矿带位于浸染网脉状矿带之上
,

并与之逐渐过渡
,

主要矿石矿物

有黄铁矿
、

黄铜矿
、

闪锌矿
、

黝铜矿
、

方铅矿等
,

脉石矿物主要为重晶石
,

含矿主岩是凝

灰岩
.

厚约近百米
,

主要为块状矿石和部分稠密浸染状矿石
.

自下而上还分黄矿石带
、

黑

矿石带
、

重晶石带及含铁玉髓带
.

与典型黑矿类型类似
.

该类矿石在 I 号矿体中分布不均

匀
,

厚度变化大
,

可由 15 米变到 10 0 余米
.

由于构造挤压
,

呈现为不对称的马蹄形
.

在

走向上延展大不
,

约为数百米
,

东倾
,

倾向上延深较大
、

常与浸染状矿石棍合出现
,

由下

至上也可分为
:

黄矿石带 : 厚约 10 一 10 0 m 不等
.

其启层矿石为黄铁矿矿石
,

致密块状
,

几乎不含铜

和锌 ; 往上是粉末状的含铜黄铁矿矿石
,

黄铜矿约占 3 ~ 8 %
,

黄铁矿晶形为半 自形和自

形
,

矿石多孔而易碎 ; 黄矿石带的上层矿石是致密块状的含铜锌硫化物矿石
,

黄铜矿约占

5一 3 0 %
,

闪锌矿约占 2一 10 %
,

黄铁矿晶形比前面两种矿石的要差
,

粒度也比较细小
,

它也是组成矿体的主要工业矿石
.

矿石呈粒状结构
,

条带状
、

块状构造
.

向上过渡到黑矿

石带
.

黑矿石带 :厚约 5 c0 m 一 s m 不等
,

矿石基本呈黑色
.

下层由次黑矿石组成
,

其特点是

铅锌含量较高
,

但未达到使矿石全呈黑色的程度
,

其中黄铜矿约占 5~ 20 %
,

闪锌矿 5一

15 %
,

方铅矿 1一 5 %
,

黝铜矿 2一 5 %
,

余为黄铁矿和重晶石等 ; 上层矿石为黑矿石
,

其

铅锌含童高
,

其中闪锌矿约占 10 ~ 30 %
,

方铅矿 3 ~ 名%
,

黄铜矿 5~ 20 %
,

余为黄铁

矿
、

重晶石等
.

矿石为粒状结构
,

条纹
、

层纹及块状构造
,

矿石矿物呈他形及半自形
.

向

上过渡到重晶石带
.

重晶石带 : 重晶石常呈透镜体出露地表
,

厚约几一几十米
,

重晶石中常含方铅矿
、

自

然金
、

自然银
、

银金矿及赤铁矿等
.

向上过渡到含铁玉健带或沉积岩层
.

含铁玉髓带:厚约几十厘米一几米
,

条带状产出
,

由石英
、

玉健
、

赤铁矿等组成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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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缺失
,

代之为沉积岩层
.

矿 床 类 型

一

据矿床岩石类型
、

岩性特点及其区域构造背景
,

矿床的基本特征是 :

1
.

含矿岩系是海底火山作用形成的钙硷性火山岩
,

主要的岩石组合是英安岩十英安质

火山碎属岩+ 玄武岩 + 流纹岩
,

局部可见安山质岩石
.

它是在过渡性地壳中类似岛弧的火

山弧构造环境下形成的
,

具有低钾的特征
.

.2 矿床明显受地层岩性控制
,

限产于阿舍勒组下部的英安质火山碎屑岩中
,

区域上一

系列矿床 (点 ) 亦然
.

与英安斑岩 (次火山岩 ) 关系密切
,

次火山岩体为成矿提供了必需

的热源
.

3
.

矿床明显受码尔卡库里深断裂及与火山机构伴生的阿舍勒断裂束的控制
.

其实矿床

就产干玛尔卡库里断裂带中
.

发育于火山机构内
,

火山机构内的岩石多为火山角砾岩
、

凝

灰角砾岩
、

凝灰岩
、

火山熔岩及斑岩
.

4
.

矿床具有明显的分带特征
,

上面为层状矿带
,

下面为浸染网脉状矿带
.

5
.

矿石富铜和锌
,

而铅较少
,

并伴生金和银
, .

矿石中黄铁矿占大部分
.

矿物组合也

具有分带性
,

以下至上
,

可以概括为四个组合带 :黄铁矿带 ; 黄铁矿 + 黄铜矿带 ; 黄铁矿+

第铜
、

矿十闪锌矿带 ; 黄铁矿+ 黄铜矿十闪锌矿+ 方铅矿+ 重晶石带
.

这四个矿物组合在两个

大矿带中的分布是有选择性的
,

在浸染网脉状矿带中主要是前二个
,

层状矿带中主要是后

三个
二

6
.

矿床的围岩蚀变有硅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及黄铁矿化
、

碳酸盐化
.

这些蚀变

在矿体下盘极为发育
,

而在矿体上盘则发育较差
.

矿体上盘存在重晶石带和含铁玉位带
,

以及部分沉积岩层
.

以上可以表明阿舍勒矿床是一个由海底火山作用形成的块状硫化物
,

考虑到其主要成

矿元素为 C u
和 Z n

,

以及在火山弧这样一个构造背景的条件下
,

将它定名为块状铜锌硫

化物矿床
.

阿舍勒块状铜锌硫化物矿床的许多特点与日本北鹿地区古远部块状铜锌硫化物矿床及

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西沙斯塔块状铜锌硫化物矿床十分相似 (表 2)
,

后二者是 目前研究

得比较好的典型的黑矿类型
.

因此
,

阿舍勒矿床是广义的黄铁矿型多金属矿床中一个由海

底火山作用形成的黑矿型块矿硫化物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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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阿舍勒硫化物矿床与邢矿对比

T a b le 2 C o n rt a s t o f A比 e le l . I n d e de P喇 t a o d K u r o ko d̀ 卯目 .

对对比项 目目 美国西沙斯塔矿床床 日本古远部矿床床 阿舍勒矿床床

目目目目目口口

地地地 成矿地壳类型型 过渡性地壳壳 同前前 同前前

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
背背背 板块构造位且且 火山弧弧 岛弧弧 似岛弧的火山孤孤

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

俄俄俄矿岩系系 火山弧火山岩系系 岛弧火山岩系系 钙硷性火山岩系系

伴伴伴 火山作用强度度
’

强强 强强 强强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火火火 火山岩岩性性 玄武岩岩 玄武岩
、

英安岩岩 玄武岩
、

流故岩岩

山山山山 安山岩
,

流纹岩岩岩 英安者
、

英安质火山碎屁岩岩
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
用用用 火山岩厚度度 厚厚 厚厚 厚厚

矿矿矿 主要成矿元素素 C u
、

Z n
、

( A u
、

A g))) C u
.

Z n
、

( A u
、

P b】】 C u
、

Z n
、

口b
、

A u
、

A目目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特特特 矿床分带特征征 上为黑矿带
、

黄矿带带 上为层状矿带带 上为燕矿带
、

黄矿带带

征征征征 下为硅质网脉状矿带带 下为网脉状矿带带 下为及染网脉状矿柑柑

矿矿矿物垂直分带性性 显若若 显著著 显若若

下下下盘困岩蚀变变 硅化
.

商岭土化化 硅化
、

用云母化
、

高岭土化化 硅化
、

胡云母化
、

娜泥石化化

下下下盘矿化化 强强 强强 强强

上上上盘矿化化 弱弱 弱弱 弱弱

.....

}}}
密切切 密切切

{{{{{
“ “ 七“ 。

un ` n 岩株株 英安斑岩岩 英安 (斑踏踏

成成成矿期后改造造 较弱弱 很肠肠 较强强

成成成矿时代代 早泥盆纪纪 第三纪纪 中泥盆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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