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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陆火山构造与矿产时
、

空关系

一一火山成矿作用配置模式—
谢家莹 阮宏宏 尹家衡

(南京地矿所 )

内容提要 火山成因矿产是火山活动特定阶段产物
,

本文通过对火山机构发展演化阶

段所发生的成矿作用和区城内主要金属
、

非金属矿产在火山机构中赋存部位的归纳
,

建立了

火山成矿作用配置模式
.

关挂词 火山构造
,

火山成矿作用
,

火山成矿作用配置模式
.

火山成因矿产是火山活动特定阶段的产物
.

火山机构发展演化不同阶段可 以发生不同

的成矿作用
,

形成不同矿产
.

因此
,

矿产在火山机构中的赋存直接受到火山构造要素及其

与区域构造的复合控制
。

本文旨在已有实际资料基础上
,

总结规律
、

发展理论
、

指导找

矿
。

火山机构发展演化阶段与矿产

火山机构发展演化可分四个阶段
,

相应地可能发生不同成矿作用
,

形成不同矿产
。

1
、

火山机构发育初期坳 (断 ) 陷阶段的矿产 在火山活动的开始阶段
,

由于构造一

一火 山岩浆作用影响
,

在地表浅部常发生坳 (断 ) 陷
,

从而形成火山湖盆沉积环境
,

接受

火山产物和陆源碎屑物质堆积
。

与此同时可形成某些火山沉积矿产
。

如福建屏南半溪里

P b Z n 即位于区域 11 旋回火山构造洼地底部的硅质岩层
、

沉凝灰岩
、

砂岩中
,

矿层严格受

层位控制
。

又如浙江临海三 门火山构造洼地
,

在其初始沉陷阶段所形成的火山湖盆沉积环

境中
,

从火 山湖盆边缘向中心形成了F e一M n 一 S一 P b z n 一 C u 系列的火山沉积矿产
。

随着火

山湖盆下陷和湖水加深
,

同一地点的矿产形成垂直分带现象
,

矿体受层位
、

岩性控制
,

具

同生沉积特点
,

并受火山湖盆沉积环境和演化趋势的制约
。

它们代表了火山机构发育初期

坳陷阶段与成矿的关系
。

本阶段形成的矿产又可受到后期火山气液的迭加
、

改造
,

形成火山沉积— 热液迭加

改造型矿床
。

如龙珠山P b Z n
矿

,

里金 F e一 P b Z n
矿等

.

① 19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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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主喷发作用阶段的矿产 火山活动进人大规模喷发阶段
,

本区有大量酸性岩浆的

喷出
。

在某些水盆环境中
,

可形成酸性玻质岩系列矿产— 珍珠岩
、

沸石
、

膨润土等
。

如

浙江天 台九里坪珍珠岩矿
、

仙居白水洋松脂岩矿
,

福建永泰云山
、

石牛山的黑暇岩矿
、

政

和香炉 山珍珠岩矿
,

浙江婿云老虎头含沸石珍珠岩矿等
.

这些矿床 (点 ) 主要发育于有较

多酸性熔岩喷出的第 111
、

W旋回火山岩中
.

3
、

破火山一一侵人 (出 ) 作用阶段的矿产 大规模火山岩浆喷出后
,

导致岩浆房空

虚而发生塌陷
,

形成破火 口和相应的环状
、

放射状断裂
,

以及相随而来的潜火山岩
、

火山

侵人岩的侵人 (出) 和后来的带有大量成矿物质的火山气液上升
、

运移扩散
,

在这些地质

体的周围及其它有利的构造部位发生火山气液蚀变交代作用
,

形成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

产
。

如浙江温州山门火山构造洼地内的 ^ u
、

A g
、

e u
、

p b
、

z n 以及 N b
、

B e
、

W
、

s n 等

矿产 ; 粤东的 W
、

S n
矿等

,

这些矿床大部属于高一中温气成热液矿床
,

以交代作用为

主
。

另外区内大部分次生石英岩系列的非金属矿产如明矾石
、

叶腊石
、

高岭土
、

地开石等

亦形成于这一阶段
.

4
、

火 山活动后期地热体系热水循环阶段的矿产 由火 山侵人作用产生的火山热液
、

热能以及天水加人后形成的地热循环体系成矿作用所形成的矿产
.

此类矿床主要赋存于火

山机构范围内的断裂
、

破碎带以及胶结疏松
、

空隙度较大的火山碎屑岩中
。

成矿方式以充

填一一交代作用为主
,

矿床成因类型表现为浅成一一超浅成中低温热液充填一一交代矿

床
.

成矿时代一般滞后成岩时代约 20 一 30 M a
.

这是区 内重要成矿阶段
,

有许多 A g
、

Pb
、

z n
、

A u
等金属矿以及萤石矿形成于此阶段

,

如大岭 口 A g
、

P b
、

z n 矿
、

拔茅 A g A u

矿等
。

有的火山活动后期有热泉活动
,

并有泉华堆积
,

如广东长扩火山构造洼也
。

泉华中含

A u
。

二
、

矿产在火山构造中的赋存部位

矿产在火山构造内的赋存部位
,

除受火山机构本身的构造要素控制外
,

同时还受到通

过火山机构的区域线性构造的控制
,

当然与岩相— 岩性也有密切关系
.

根据区内已有资

料分析
,

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情况 :

1
、

在火山机构的环状
、

放射状断裂带内及其附近 : 矿产赋存于该部位除因有有利的

空间条件外
,

还与沿这些断裂带在破火山复活时侵位的侵人体
、

潜火山岩体有密切关系
。

如黄岩半山破火山内沿环状断裂分布的一系列矿床
、

矿 (化 ) 点就是典型实例 (图 1 )
。

又如浙江芙蓉山破火山环状断裂内的铀矿 (图 2) 以及温州山门火山构造洼地大南破火山

环状
、

放射状断裂内的热液充填交代型 C u
、

P b
、

Z n 多金属矿床 (点 ) 等
.

据陈鹤年等研究 ; 区内次生石英岩系列非金属矿产有的赋存于火山机构中央部位
,

呈

面型分布
,

规模大
,

分带现象较明显
,

如瑞安仙岩明矾石— 黄铁矿床 ; 南屿明矾石矿 ;

郸县凤凰山高岭石一一明矾石矿等
。

该类非金属矿产的另一赋存部位是火山机构内的环

状
、

放射状断裂带内
,

次生石英岩带呈线型分布
,

规模小
,

如浙江松阳大樟源
、

峰洞岩
、

天台宝华山等地的地开石
、

叶腊石等矿 ; 福建长乐— 东际一带的叶腊石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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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黄岩半山破火山矿床 (点 )分布图

F i g
.

l D i st ir bu t i o n o f M in e ar l比 t io n in H u a n g y i n g B a n s h a n e a ld e r a

l -第三旋回上段 ; 2一第三旋回中段 ; 3 ee第三旋回下段 ; 4~ 第二旋回 ; 5一大型铅锌矿床 ; `一中型铅锌矿 ; 7一小型铅

锌矿 ; 8一铅锌矿点 ; 9一铅锌矿化 ; 10 小型锰矿床 ; 11一徽铁矿点 ; 12司晚铁矿化点 ; 1 3we金矿化点 ; 14 ee银矿点 ; 15 一银矿

化点 ; 16 一黄铁矿点
.

2
、

在火山机构内的侵人岩
、

潜火山岩
、

隐爆角砾岩
、

侵出岩弯等地质体的内外接触

带
.

火山成矿物质来源
、

运移与富集往往与这些火山活动晚期的侵人 (出 ) 活动有关
,

有

不少矿产就赋存于这些地质体的内外接触带上
,

其中有的岩体本身就是矿体
.

如山门火 山

构造洼地内的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体内外接触带上的 A u
、

A g
、

c u
、

P b z n 等矿 (化 )

点
,

花岗斑岩内外接触带上的 N b
.

B e
、

W
、

S n 等矿产 ; 粤东厚婆坳的深成热液 S n
、

A u

等多金属矿与二长花岗岩有关 ; 塌 山浅成热液 S n 矿则与石英斑岩有关
,

西岭浅成热液 S n

矿与侵出相碎斑熔岩有关等等
.

隐爆角砾岩是潜火山相的一种特殊类型
,

有些 矿产与其关系密切
,

如上杭紫金

C u 一 A u 矿
,

西部火山岩带沿 N E 向分布的 N b
、

T a
、

U 等矿产均产于隐爆角砾岩内
。

3
、

在火山机构内的层间滑动破碎带
、

挤压破碎带内
.

如天台大岭 口破火山内层间滑

动破碎带的 A u 矿 ; 山门火山构造洼地内 SN 与 N W 向挤压破碎带内的硅化和 A u 矿化

等
。

4
、

火山机构周边环状断裂及派生断裂破碎带内外侧
.

如浙江芙蓉山破火山周边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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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变质岩 的接触带上发育的环状断裂
,

沿断裂有 A u
、

重晶石
、

萤石等矿 (化 ) 点分布

(图 2)
.

特别是位于古老变质基底之上的火山构造洼地的周边断裂
,

它不仅控制了火 山构

造洼地的发育
,

亦是成矿溶液运移富集的良好场所
。

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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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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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芙蓉山破火山构造控矿作用示愈图 (引自俞云
.

文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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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 k e t c h o f m in e r a血 at io n
一

o n t or 】五n g s t r u` ut er in F ur
o n g s h a n c a l d e r a

l一前展旦系变质岩; 2~ 康彼岩化石英闪长岩 ; 3~ 棍合岩 ; 十中生代火山岩 ; 5一英安纷岩 ; 6 花岗斑岩 ; 7 霏细斑岩

; 8一构造角砾岩 ; 9一断裂 ; l卜矿化脉
,

①贵城湖一安田铀(金、矿 ; 。 半丘金矿 ; ③苦枝尖金矿 ; ④摇石头金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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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岭口破火山内矿床分布

F i g
.

3 D i st ir b u t i o n o f o re b od y in D a il n gk o u
ca ld e r a

1一流纹斑岩(侧岩有) ; 2州落结旅灰岩; 3- 凝灰角珠岩
、

. 灰质砂岩; 礴州璐结. 灰岩 ; 5 ~ 玻屑凝灰岩 ; 6一晶肩凝灰

岩 ; 7一沉积砾岩
、

砂岩 ; 8 晶肩报灰岩 ; 9一沉集块角砾岩 ; 10-- 非细斑岩; 11 司眼钥锌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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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火山机构与区域线线构造的复合部位
,

环形火山构造加上后期区域线性构造的迭

加
,

形成了环形构造与线性构造复合的环一线交织的构造格局
,

这是火山岩区构造格局的

特色
。

区域内有比较多的矿床
、

矿 (化 ) 点
、

潜火山岩
、

火山侵人岩等赋存于火山机构范

围内的区域主干断裂带内或主干断裂旁侧呈雁行排列的次级断裂及破碎带中
,

这是区域矿

产空间赋存位置的一个重要特点
.

如浙江黄岩五部大型 P b Z n
矿 (图 l) 和天 台大岭 口

A g P b z n 矿 (图 3) 等均赋存于破火山机构范围内的区域 s N 向断裂带中
,

离开火山机构

范围的 区域断裂带内矿化减弱或无矿化
.

又如温州 山门火山构造洼地内的 A u
、

c u
、

bP
、

Z n 多金属矿
,

N b
、

B e 以及非金属矿产黄铁矿
、

明矾石等亦明显受环形火山构造与

区域线性构造的复合控制 (图 4)
.

与其情况类似的长江 中下游宁芜火山岩 区的铜井

A u C u 矿
,

原认为仅与区域性断裂有关
.

但事实上 A u
、

C u
矿只赋存于娘娘山火山机构范

围内的 区域断裂带内
,

越过火山机构两端
,

矿体就尖灭消失
。

它们都清楚地显示了矿产既

受区域构造控制
,

但同时又受火 山机构制约
.

岩浆活动提供了热源和携带成矿物质的气

液
,

区域断裂构造提供了矿液运移的通道和富集堆积的场所
,

它们的复合部位是矿产形成

赋存的良好场所
。

一一
中

- -

—
—

— —、 、 、

图 4 山门火山— 构造洼地环线构造复合部成矿远景区

(引自张祟良报告)

F i g 4 P e r s ep e t iv e a er a o f爪 i n 亡 r a血 a it on i n e ir cu la卜 li n e a r st ur ct u er c o m P o s i t e

o f s h a n m e n v o lc a n o 一 t e e t o n ic d e Per ss io n

l一火山弯隆; Zee 破火山 ; 3一火山一构造洼地 : 4一成矿远景区
.

( I )一双桂一山门成矿远景区
: A u

、

( U )一龙澳一张基成矿远景区
: N b

、

C U
、

B e
、

P b
、

Z n
、

黄铁矿
、

明矾石等 ;

P b
、

劫
、

明矾石
、

高岭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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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火山构造基本类型与矿产

通过对研究区内几十个典型火山机构的剖析研究表明 : 破火山
、

火山弯隆
、

锥火 山是

本区火山构造基本类型
,

并由它们组成更大级别和类型的火山构造
.

火山构造不仅直接控

制了某些矿产的定位场所
,

而且还往往与矿产的规模和质量有关系
.

研究表明 : 区内大部

分具有工业价值的火山岩型 A g
、

P b
、

Z n
、

A u
、

C u
、

多金属矿以及次生石英岩系列非金

属矿产
, ,

主要赋存于破火山机构内
·

分析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
: ①破火山所经历的火山

活动复杂
、

时间长
,

能给成矿提供足够的热源和成矿物质以及成矿作用时间 ;②破火山内

断裂
、

破碎等构造发育
,

一些张性的放射状
、

环状断裂以及挤压破碎带
,

它们为成矿物质

的运移富集堆积提供了通道和场所 ;③破火山内火山碎屑岩发育
,

岩石孔隙多
,

渗透度

大
,

有利于导矿和容矿 ; ④侵人 (出 ) 岩
、

潜火山岩相对发育
.

能给成矿带来更多的热源

和物质 ;⑧破火山往往位于断裂构造带或两组断裂交汇处
,

与基底断裂有一定的联系
,

有

利于深部成矿物质的上升富集成矿
.

根据上述火山机构发展演化阶段的成矿作用和可能形成的矿产以及矿产在火山机构中

的赋存部位
,

建立了火山成矿作用配置模式 (图 5)
.

图 5 火山成矿作用空间配置模式示意图

F i g
.

5 hT
e sk e t c h fo r s P a ce co m P o u n击叱 o f v o le a n o 一m i n e r a l让 a t io n m o d e l

一
、

初期坳 (期 ) 陷阶段

①火山沉积矿产

二
、

主喷发作用阶段

②酸性玻质岩矿产

三
、

破火山一侵人 (出 )作用阶段

③破火 口壁
、

环状
、

放射状断裂内矿产

④破火山周边环状断裂内外矿产

⑤侵人休内外接触带矿产

四
、

火山活动后期地热体系成矿阶段

⑥ 区城构造 与火山构造复合部位或旁侧断裂
、

破碎带矿产

⑦热液充城交代矿产

⑧潜火山与围岩接触交代矿产 (包括稳爆角砾型

矿产 )

⑨火山泉华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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