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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火山岩区地质找矿

科技工作新进展
①

陆志刚
(南京地质矿产研 究所 )

内容提耍 本文介绍东南沿海火山岩区新一轮地质找矿 科研工作阶段性成果一基本查

明下扬子亚板块和华I 亚板块羞底杂岩的差异
、

羞底性质和成因以及地壳生长过程
.
总结了政

和一大埔断裂带变形变质特征及其演化棋式
.
分析并类比了主要构造一成犷区 (带 )控侧区域成

矿的地质条件
.

并以实际资料为依据提出了一批找矿花区
;
新编了 l · 100 万东南沿海地质图

,

建立了适合于储存中
、

大型矿床以及犷点地质信息的致据库
。

关锥词 东南沿海火山岩区
、

地壳生长
、

变形变质
、

挽犷花区

地矿部
“

八五
”

部门地质找矿科技攻关项目《东南沿海火山岩基底构造
、

火山一侵入作用

与成矿关系研究》 ( 1 9 91 一 1 9 9 5 )
,

在 1 9 91 年试运行一年后
,

为进一步突出重点
,

以服务地质

找矿为宗旨
,

于 19 9 2年 5 月对项目进行调整
.

项目实施三年以来
,

以编制东南沿海 l
: 1 00

万系列地质图为起点
,

全面收集整理浙
、

闽
、

粤
、

桂
、

琼各省火山岩地区近年来新积累的地质
、

矿产资料
,

结合研究金
、

银
、

铜
、

铅
、

锌等主要矿种成矿地质条件和成矿预测所要涉及的基础

地质
、

矿床地质及主要成矿区带地质条件类比等问题
,

选择 11 个重点区域和重点矿区
,

界取

多学科综合研究手段
,

从多个领域获取一系列新成果
,

并在此基础上优选出一批找矿靶区
。

本文扼要介绍其主要成果
。

基础地质研究

基底构造格局的研究 基本查明下扬子亚板块与华夏亚板块基底的差异
,

各块体基底

① 本文据《东南沿海火山岩羞底构遭
、

火山一 怪入作用与成犷关系研究 )顶 目有关专翅阶段性成果撰写
.顶 目负贵

单位为南京地矿所和福建地矿局
.

今加单位有断江
、

广东
、

广西
、

海南地犷肠《厅 )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 ,
笔者系顶目负

贵人之一
。

收稿日期
:
1 9 9 4一 0 2一 2 8 .

郑知一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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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和成因
.

理顺基底杂岩的时代
.

建立各板块地壳生长和增生地体演变过程的地质一地球

化学 一地球物理模型
。

下扬子亚板块与华夏亚板块前泥盆系基底均为大洋型火山一 浊积一

硅质建造
,

但其中下扬子亚板块基底火山杂岩 (双溪坞群及上墅组 )为大洋亏损地慢
; 华夏亚

板块基底火山杂岩 (龙北溪组及东岩组 )为富集型洋岛玄武岩
,

表明两亚板块源区的差别和

横向不连续
。

前侏罗系沉积建造在两亚板块也出现明显差异
,

下扬子亚板块早古生代地层以

绿岩一蛇绿杂岩一浊积 一硅质一远海灰岩一 复理石沉积为特征
,

属活动大陆边缘型建造
;
华

夏亚板块早古生代地层则以洋岛火山一浊积一硅质建造为主
,

属活动洋岛碎片增生拼贴块

体
。

基底杂岩同位素组成特征
,

下扬子亚板块表现为低放射成因 bP
、

低 sI
, 、

6 “ o 负值
、 。N d (T )

正值
,

属亏损型基底
; 而华夏亚板块则相反

,

放射成因 bP 为中等值
、

sI
r

> 0
.

7 0
、

。 ’ “ 0 中等值
、

喇d (T )负值
,

属富集型基底
.

此外
,

下扬子亚板块具有五层结构的地壳生长特征
;
华夏亚板

块地壳生长特征一般表现为三层结构
。

在南 昌以东及云开大山一带
.

基底时代 (等时线年

龄 )为 25 亿年
,

该带为下扬子与华夏两亚板块的西南段界线
。

下扬子亚板块是由 19 一 22 亿

年的绿岩建造 (为变质的火 山岩及沉积岩 )及以褶皱基底呈区域不整合于其上的 10 亿年的

蛇绿岩套 (为变质的火 山岩
、

花岗岩
、

细碧角斑岩 )组成 ;蛇绿岩套为下扬子亚板块在晋宁期

由 N 向 s
、

由 N w 向 s E 的生长层
。

在华夏亚板块区
,

在浙南一 闽西北
、

武夷 山南部一闽中
、

粤

北 一粤西及粤中
,

分别出现年龄为 20 一 1 8
、

16 一 1 4
、

1 4一 1 3
、

9一 8 亿年的变质岩
,

变质岩出露

的规律及年龄变化趋势反映了华夏亚板块由 N 向 s
、

由 N w 向 s E 扩张增生的趋势
。

1
.

2 主要断裂带的研究 对政和一大埔断裂带基本特征及其演化模式获得了新的认识
。

该

断裂带是一长期活动的变形变质一成矿带
,

尽管在不同地段的构造变形
、

构造层次及活化特

征有所差异
,

但总体上可划分为四个演化阶段
:

①前加里东期 ( ?) 一加里东期韧性剪切变形变质作用
。

广泛分布于该断裂带两侧的前寒

武系变质岩 (如龙北溪组和麻源组 )
、

加里东期混合 (花岗 )岩均为这一阶段的产物
,

变质岩的

片理不受断裂带控制
,

变质变形发生于中
、

下地壳
,

是顺层剪切 (固体流变 )的结果
,

形成透入

性劈理和 片麻理
,

其变形环境相当于 1 sk m 深度
,

属纯韧性变形
。

②印支期韧性剪切变形变质作用
,

为该断裂带的主要形成阶段
。

沿断裂带分布的前寒武

系变质岩及加里东期
、

印支期侵入岩中的韧性剪切带为这一时期的产物
,

变质岩中的劈理和

片麻理受断裂带控制
,

以平移型韧性剪切为主
,

一般形成 s 一 C 糜棱岩
,

处于相当于 10 一

1 5k m 深处的半韧性环境
。

该阶段为石英脉型金矿的主成矿期
,

福建尤溪双旗 山 (芹菜洋 )金

矿 (可能包括尤溪 N E 的梅仙铅锌矿 )形成于该阶段
。

③印支末期 一燕 山早期逆冲一推覆作用
,

主要为多层次逆冲推搜
,

后期随着燕山早期花

岗岩的侵入逐渐过渡到与扩张一裂解有关的伸展一拆离环境
,

主要特征表现为断裂带西部

以挤压为主
,

东部以拉张为主
;
伸展一 拆离构造后缘形成有限的火山岩盆地 ( J

3一 K :
)

,

是寻找

紫金山式铜金矿的有利地段
。

这一阶段处于浅层次半脆性 一脆性环境
,

形成深度小于 1 k0 m
。

④燕 山期 (至喜山期 ) 伸展一拆离作用
,

出现多级 拆离断层
,

在相对年轻的拆离断层之

下
,

出露变质核杂岩 ( 如震旦 一寒武纪稻香组和加里东期熊 山岩体 )
,

并形成裂陷盆地堆积

(如早侏罗世梨山组 )
,

形成于跨度较大的半韧性一 半脆性 一脆性环境
。

该阶段为破碎蚀变岩

型金矿的主要成矿期 (如福建政和大药坑
、

小药坑金银矿 )
。

1
.

3 地球物理特征研究 编制了研究区面积约 10 0万 km ,
(包括邻近海域 )的 l :

10 0 万布

格重力异常图
,

按 10 x 1 k0 m 网格重新取数
,

进行相关滤波处理
,

获得一系列相关曲线图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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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作出了本区主要断裂系统图
;

利用我国目前较新的 w D M一 9 8地球重力场模型
,

进行多

种阶窗卫星重力异常的计算
,

结合地震层析成像图形及大地电磁测深资料
,

研究了本区地壳

结构
、

慢内高导层起伏及物性分布特征
。

1
.

4 编图工作 新编了 l :

10 0 万东南沿海地质图
.

其范围包括浙江
、

福建
、

台湾
、

广东
、

广

西
、

海南省以及邻区安徽
、

江苏
、

上海
、

江西等省市部分地区
。

该图反映了截止 1 9 9 3 年区内最

新资料
,

由子近年来同位素年龄数据的增多
,

岩浆岩时代尽可能采用 R b一 sr 年龄数据代替

以往的 K 一 A r
年龄

; 地层时代特别是变质岩时代更接近实际
,

区内福建建宁伊家湾
、

客坊一

带晚太古界天井坪组斜长角闪岩的 s m 一 N d 等时线年龄为 26
.

82 亿年
,

为本区最古老的地

层 ;对中
、

新生界
,

不仅反映了地层时代
,

尚反映了旋 回
、

岩性
、

岩相
,

对上第三系一第四系
,

还

表示其成因及划分出陆相
、

海相和海陆交互相
。

2 成矿地质条件研究及靶区优选

在
.

区内 10 个成矿区带对金
、

银
、

铜
、

铅锌等矿种的定位类型及成因特征进行了研究
,

并

类比区域成矿地质条件
,

优选了找矿靶区
.

2
.

1 浙江山门一 遂昌成矿带 该带主要发育有前中生代变质岩及中生代火山岩盖层两套

地层
,

区内金
、

银
、

多金属矿化十分发育
,

著名的遂昌治岭头金多金属矿床就位于此带的北

段
。

通过对 20 余处成矿有利地段的筛选
,

认为以下 4 处可列为找矿靶区
:

2
.

1
.

1 式义弄坑上田 A g 异常区 位于治岭头金矿北东 11 km 处
,

遂昌一 陈蔡基底隆起的

南端
。

区内发育的地层为前震旦纪八都群变质岩及晚侏罗世大爽组
、

高坞组
、

山西头组火山

岩
,

后者构成牛头山火山机构
,

上田银矿处于该火山机构 N E 侧
。

经过 70 余处老碉调查
,

前

人主要开采含 A g 石英脉
,

本次工作在 k5 而 范围内以 A g 为 3 x l o
一 “

圈定了 7个异常
。

2
.

1
.

2 遂昌金岸一 大桥找矿远景区 位于松阳一古市断陷盆地的 N w 缘
,

N w 及 E w 向两

组断裂复合部位
,

区内出露地层为晚侏罗世流纹质凝灰岩
、

角砾岩及早 白奎世安山岩
,

组成

一 s x Zk m
,

的破火山塌陷一上江破火山口
,

金岸一大桥为该破火山 口的主通道部位和火山

机构蚀变区
,

共圈出五个火山通道
,

其中金鸡 山火山通道为该破火 山口的主通道
,

其周围放

射状
、

环状断裂发育
,

次火山岩 (石英斑岩及英安粉岩 )内发育一定规模的隐爆角砾岩
,

通道

内次火山岩已强烈蚀变
,

硅化
、

明矾石化
、

黄铁矿化普遍
,

通道外侧为地开石化
,

蚀变作用在

水平及垂直方向显示一定分带性
。

本区成矿有利条件可归纳为
:

火 山构造发育
,

火山通道
、

火

山弯隆以及放射状
、

环状断裂等标志明显
;
在金鸡山火山通道周围发现隐爆角砾岩及金多金

属矿化和物化探异常
; 石英斑岩或英安粉岩与火山岩接触部位 A u 矿化普遍

;矿化蚀变类型

与福建紫金山铜金矿床类似
。

2
.

1二 3 景宁渤海 P b
、

z n 、

A u 、

A g 矿化区 该区出露地层为早侏罗世大爽组及枫坪组火山一

沉积岩和零星分布的中元古界鹤溪群变质岩
,

燕山期花岗岩零星分布于本区的 N w 部
。

区

内老铜很多
,

硅化
、

重晶石化
、

黄铁矿化蚀变较普遍
。

该矿化区北起小粗南至龙洞山
,

总体呈

N w 向分布
,

长 2
.

sk m
,

宽 2 00 一 50 0m ;
根据 l :

l 万土壤化探圈出小粗 bP 一 z n
异常

、

石扩 口

bP 一 z n 一 A g 异常
、

龙洞 山 P b一 z n 异常及竹山 A u 一 A g 异常
,

其中小粗和龙洞山 P b一 z n 异

常还与 A u 一 A g 异常相叠置
。

2
.

1
.

4 平 阳怀澳找矿远景 区 处于镇海一温州 N E 向断裂与遂昌一平阳 N w 向断裂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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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

山门火 山构造洼地
、

双尖 山破火山 口与南田火山弯隆的交接部位
.

区内发育的地层主要

为一套酸性一中酸性火山岩
,

火山构造洼地的基底为晚侏罗世西山头组
、

九里坪组火山岩
,

洼地内则大范围分布早白奎世朝 川组火山岩
,

与火山岩为同源异相的石英闪长岩
、

霏细斑岩

等分布于火山构造洼地边缘或中心
。

北西向的遂昌一平阳断裂及其次一级断裂为导矿和容

矿构造
。

蚀变作用以绿泥石化
、

硅化
、

黄铁矿化
、

绢云母化等中低温热液蚀变为主
; l : l 万化

探反映的 A u 、

A g
、

c u 、

P b
、

z n 异常套合较好
;矿体产于火山构造洼地边缘与 N w 向断裂交汇

处的石英闪长岩外接触带
,

围岩为流纹质熔结凝灰岩
。

在该远景区中分布有溪南明矾石
、

半

岭黄铁矿
、

怀溪铜 (金 )矿等矿床 (点 )
。

通过野外追踪和室内综合研究
,

初步确立该远景区的

成矿模式
,

并对半岭黄铁矿及怀溪一带铜 (金 )矿进行了深部预测
。

2
.

2 浙江仙居上井 一黄岩五部成矿带 该带为一长约 70 k m
、

宽约 2 k0 贝
、

呈 E w 向展

布的 A g
、

P b
、

z n 多金属成矿带
,

带内中生代火山活动强烈
,

其中下白至统火山岩系自西向东

分别组成上井破火山
、

上张火山构造洼地
、

半 山破火山
、

宁溪火山构造洼地
、

歧田破火 山等五

个火山构造
,

在 出露的一套从酸性到基性火山杂岩中 已发现 P b
、

肠
、

A g 等内生金属矿床

(点 ) 6 0 余处
,

A g
、

A u 、

bP
、

肠
、

C u 、

M O
等元素及黄金等重砂异常 10 余处

。

该成矿带可划分为

五个成矿区
:

( ” 黄岩平 田一乌山 A u
成矿区

;

( 2 )黄岩歧田 P b
、

z n 成矿区
;

( 3 )黄岩五部 p b
、

z n
成矿区

;

( 4 )仙居上井李家阪一桃山 p b
、

z n
成矿区

;

( 5) 仙居上井吴山后一 夭高尖 A g
、

bP
、

z n
成矿区

。

经过对仙居上井 bP
、

zn 矿 田中各矿带的观察
,

认为天高尖 A g
、

bP
、

zn 矿带无论从规模

及矿化蚀变强度看
,

与其他矿带相比显然位居首位
.

此带长 2一 k3 m
,

宽数 1 0 m
.

值得重视的

是近年来民间在夭高尖采矿
,

于 N o
.

1 平铜见及银矿的富矿地段
,

晚期矿脉中 A g 品位高达

数千 g八
,

可能表明有独立银矿存在
,

成为重要的找矿线索
。

据 N o
.

1 平铜观察
,

天高尖矿带的

成矿作用可分为 3 个阶段
: a 、

沿 N w 向断裂强硅化作用形成线型次生石英岩带
; b

、

面型细粒

状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化蚀变
,

形成低品位的 bP 一加 矿脉
; 。 、

再次强烈挤压破碎
,

产生约

ZOm 宽的破碎带并伴有 bP
、

z n 矿化
,

形成富矿脉
。

据此
,

确定夭高尖成矿区为一找矿靶区
。

2
.

3 浙江象山一三门 一临海成矿带 出露于该带的地层为上侏罗统和下白至统火山岩
,

与

其有关的多金属矿点
、

矿化异常有数十余处
,

通过对重点地段岭 口
、

秋水山
、

洪桥一花桥
、

吴

吞
、

八十湾 一洋地番等详细工作
,

新发现天台八十湾
、

临海佃坑
、

三门青里番金银矿点三处
,

临海番里隐爆角砾岩型明矾石矿一处
。

2
.

3
.

1 天 台八十湾银金矿点 地处天台白里纪盆地南部内缘
,

出露扩上组 ( K
,
)火山沉积角

砾岩及西山头组 (J
:
)凝灰岩

、

熔结凝灰岩
.

经踏勘
、

采样
、

填图和简单山地工程揭露
,

已圈定

出两条较大规模的硅化破碎带
,

初步控制长 5 00 一 1 4 0 Om
,

宽 10 一 ZOm
,

可见矿化露头 比高

50 一 1 2 0m
。

银矿脉赋存于凝灰质粉砂岩中
,

容矿断裂走向 N w
,

地表出露 2一 3 条平行矿脉
,

据已有样品分析结果初步估算
,

银矿可达一定规模
。

2
.

3
.

2 临海佃坑铜全矿点 地处天台火山岩盆地南缘
,

距八十湾矿点 kZ m ,

出露地层为上

侏罗统西 山头组凝灰岩
、

粉砂岩
、

沉凝灰岩和熔结凝灰岩
.

矿脉产于宜石地石英闪长岩体北

端内接触带附近
.

呈 N w 走向平行排列
,

脉宽 3一 4m
,

延伸 1 50 一 200 m
,

单脉中夹数十公分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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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矿脉
。

石英闪长岩体本身蚀变不甚强烈
,

矿脉内则有强烈的硅化
、

黄铁矿化
、

绢云母化
。

据矿物组合
,

可分出 bP
、

z n 、

A g 矿石和含 C u
富 A g ( A u) 矿石两类

,

以后者为重要
。

矿脉之地

表氧化红土中 A : 品位为数十克 /吨
,

而在民采坑道中高达数百克 /雌
。

2
.

3
.

3 三 门青里吞金
、

银矿化点 呈一 Ew 向展布
,

长 50 0 一 1 00 0 m
、

宽
、

6 一 10 m
、

赋存于山

西头组火山岩内的矿化破碎带
,

带内角砾状硅化强烈
,

内部及两侧梳状石英脉发育
。

拣块分

析结果
,

A u 为数克 /吨
,

A g 为数十克 /吨
。

2
.

4 福建寿宁一华安成矿带 此带长 3 0 k0 m
,

宽 50 一 6 k0 m
,

为闽东火山喷发带基底隆起面

积最大的地区
,

基底为中元古界及晚元古界震旦系
,

带 内见由基底变质地层及古生界地层组

成的不同规模的
“
天窗

”

数十个
,

A u 、

A g
、

bP
、

z n 、

c u
等各类矿产地及各类异常数百处

。

含矿地

层为中元古界 (主要与 A u 矿化有关 )及下石炭统灵地组
、

下二叠统栖霞组和文笔山组
、

下三

叠统溪口 组及上侏罗统长林组
、

小溪组 (与 P b
、

z n 矿化有关
,

并伴生 A g )
。

侵入岩有加里东期

黑云母角闪石岩
、

石英二长闪长岩
、

白云母二长花岗岩
,

海西一印支期石英闪长岩
、

石英二长

闪长岩 (与 A u 矿化关系密切 )及燕 山早期一燕 山晚期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区内构造以 N E

向为主 )
,

其次为 s N 向及 N w 向
。

该带 内成矿较好的地区有
:

2
.

4
.

1 福安城坪 A g 矿化点 为 1 :

50 万化探圈出的全省唯一的 A g 异常区
.

出露地层
.

主

要为上侏罗统南园组火山岩
,

组成白云 山火山机构
,

A g 异常受火 山机构东侧的 N E 向区域

断裂及白云山环状火 山构造控制
,

断裂内硅化蚀变带长约 k3 m
,

宽约 30 0 m
。

异常地区剥蚀较

浅
,

矿化有往深部变好的趋势
。

1 :
2

.

5 万原生晕测量圈出 bP
、

M。 、

A g
、

A :
等异常

,

城坪地区

为 A g 的高浓集中心
,

异常规模达 40 0 x 1 00 一 20 Om
, ,

且在河床中发现 比城坪更好的 A g 矿

化
。

2
.

4
.

2 寿宁大安 A g 杭点 出露地层为上侏罗统南园组火山岩
,

硅化
、

叶蜡石化极为普遍
。

在大安一伏际 s N 向断裂 (延伸达 k3 m ) 东部的老借和太监湖一带老铜众多
,

分布于不同标

高
,

老碉走向为 N w 一 N N w
,

碉内见尚末采完的矿脉
,

由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组成
。

经对

位于大安一 伏际断裂西侧硅化破碎带内和大熟村东 1 2 1 1高地的工作
,

发现两个石英脉带
,

据岩石地化测量圈定 4 处 A g 异常
,

异常呈 N N E 向侧列式排列
,

A g 异常与 P b
、

M 。 异常重合

较好
。

.2 4
.

3 尤溪双旗 山 A u 矿 处于寿宁 一华安基底隆起中段
,

面积达 2 k0 耐
,

分为芹菜洋
、

官

田
、

水门
、

肖坂四个矿段
。

出露地层为前震旦系麻源群变质岩及上侏罗统南园组火山岩
。

基

底经两期变形褶皱
,

早期为 N w 向
,

晚期为 N E 向
;
断裂构造分为 N w

、

N E 两组
,

其中沿 N 、 v

向断裂发育有韧脆性剪切带及糜棱岩化
。

侵入岩分为中浅成岩系列 (海西一印支期石英闪长

岩
,

已变形变质
,

与 A u
矿化关系密切 )及次火山岩系列 (燕山期花岗斑岩

、

次石英闪长斑岩
,

未变形变质
,

对 A u 矿化起改造
、

富集作用 )
。

容矿构造为基底变质岩的韧脆性剪切带
,

但矿

床定位时间为印支一海西期
,

成岩成矿时间间隔大 (变质岩为矿源层
,

晚期构造一岩浆活动

使 A u 活化富集 )
,

矿床成因属层控并受后期破碎热液蚀变叠加改造的多来源
、

多阶段
、

多成

因矿床
,

矿化类型分为破碎带蚀变型 ( A u 品位低 )及黄铁矿石英脉型 ( A u 品位高 )
。

总结了本

区 A u 矿的找矿标志和找矿方向
: N E 向基底隆起与 N w 向构造一岩浆活动带交汇处

;
对 A u

矿化有利的变质岩为细条纹状变粒岩
,

含一定数量绿片岩夹层
,

具有混合岩化
; 以糜棱岩为

标志的韧脆性剪切带
;
有印支 一海西期石英闪长岩

、

石英二 长岩分布
;
发 育有 A u 、

A g
、

cu
、

外
、

zn
、

e r 、

e o 、

N a
、

^ s 、

H g 元素的花探异常 ( ^ u
与 ^ : 、

H g 异常重叠 )及重砂异常
; 蚀变类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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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矿化
、

硅化
、

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
,

蚀变叠加后矿化更好
;细粒

、

不规则状五角十二面体黄

铁矿对金起富集作用
;
韧脆性剪切带内乳白色糖粒状石英越发育金矿化越好

。

据此
,

确定芹

菜洋以西的官 田和以东的上村及双旗山一岭头坪为本区的找矿靶区
。

2
.

5 福建上杭一云霄成矿带 提出该 C u 、

A u 、

多金属成矿带矿化受一定的地层控制
,

矿化

主要集中于前震旦系桃溪群
、

下石炭统灵地组顶部与上石炭统黄龙组底部
、

下二叠统栖霞组

和文笔山组
、

下三叠统溪 口组
、

下侏 罗统梨山组和下白圣统石帽山组
。

带 内 C u 、

bP
、

z n 、

A u 、

A g 各类矿床 (点 )及化探异常共数百余处
,

大体上在政和 一大埔断裂以西为 c u 、

A u 、

P b
、

z n

( A g 不主要 )
,

以东为 A g
、

P b
、

z n 。

该带经历了前震旦纪地壳生长和结晶基底形成期
、

震旦纪

一早古生代褶皱系和古岛弧形成期
、

晚古生代陆内裂陷期和中生代构造 一岩浆活动期四个

演化阶段
。

其中与前两阶段伴随的矿化微弱
,

主要表现为 A u 矿化
;
第三阶段的矿化普遍较

为强烈
,

多为初步富集
,

局部形成矿体
,

其成因多属海底火山喷气 (泉 )沉积型
,

受一定层位控

制
;
第四阶段为区内主要成矿期

,

矿床类型复杂
,

主要有火山沉积改造型等
。

总结了该成矿带

的成矿地质条件
,

认为赋矿层位虽时代各异
,

但含矿层位内均有火山岩及碎屑岩
,

矿化大多

数产于火 山喷发晚阶段的地层层位
,

岩性由碎屑岩向碳酸盐岩过渡的层位对成矿更为有利
;

从断裂构造格局
、

韧性剪切带
、

推覆构造和陆内断裂带对成矿作用的关系
,

作了系统总结
;
认

为与成矿关系密切的火 山岩以双峰式为主
,

矿化与中酸性一酸性岩组合有关
,

火 山岩属拉斑

系列或钙碱性 系列
,

sr 初始值在 0
.

70 6 一 0
.

7 10 之间 ;
次火 山岩为一套浅成 一超浅成侵入

体
。

根据 区内矿床 (点 )的地质构造背景
、

矿化特征
、

矿物组合以及矿化与沉积
、

变质及构造一

岩浆活动关系
,

将区内铜
、

金
、

多金属矿化划分为三个成矿系列
,

即
:

( 1) 海西一印支期海底火山 (喷气
、

泉 )沉积 一改造系列
;

( 2) 与燕山期中酸性火山一次火山一侵入活动有关的斑岩型 一热液型系列
;

( 3) 前泥盆纪变质一改造系列
。

在分析找矿前景的基础上
,

提出该带内位于闽西南坳陷带次级构造胡坊 一永定隆起的

预测远景 区有
:

2
.

5
.

1 止杭双髻山 多金属远景 区 区内主要出露前震旦纪混合二长花岗岩
,

它们均受不同

程度 的变形变质作用
,

产生大量糜棱岩
、

初糜棱岩等
。

该多金属矿化区位于加里东期 N N E 向

韧性剪切带与燕 山期 N w 向脆性断裂带交汇部位
,

岩石蚀变强烈地段位于双髻 山顶部附

近
。

蚀变类型在地表高标高地段以黄铁绢英岩化为主
,

外围低标高地段零星出现电气石化和

云英岩化
。

原生晕测量圈出的异常范围与蚀变矿化范围基本一致
,

异常组合大致有如下分

带
:

中心 (双髻 山顶附近 )为 w
、

M 。 、

iB 组合
,

向外过渡为 s n 、

C u 、

bP
、

z n 、

v
、

A g 组合
。

上述异常

分带特征反映出蚀变矿化可能受隐伏岩体控制
; 而不同元素在不同标高含量的递变

,

可能表

明区内剥蚀程度尚低
,

因此
,

不能排除深部寻找与钾化
、

硅化蚀变有关的斑岩型矿化的可能

性
。

2
.

5
.

2 止杭小康背针一 大源 P b
、

zn
、

c u( M 0 、

A g )远景区 位于胡坊一永定隆起核部之海西

一印支期残留盆地内
,

出露地层有下三叠统溪 口组和下侏罗统梨山组
,

零星发育有燕 山期石

英斑岩
、

花岗斑岩等小侵入体
。

c u 、

bP
、

z n
等矿化主要分布于浅成一超浅成侵入体内

、

外接触

带或顶部
,

与矽卡岩化蚀变有关
,

受接触带及断裂破碎带控制
。

矿化元素组合在空间上由南

而北由 c u 、

z n
~ C u ( p b

、

Z n ) ~ p b ( Z n ) ; 从上而下由 p b ( z n )~ c u 、

z n
~ c u ( M o )

。

矿化强度大
,

已出露的多为富矿体
,

民采坑广布
,

但地质工作程度低
。

据成矿地质条件和成矿特征
,

认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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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除存在火山 (喷气
、

泉 )沉积一改造型矿化外
,

尚可能存在斑岩型矿化
,

值得进一步加深工

作
。

2
.

5
.

3 永定料仿 A u 远景区 位于隆起核部之南段
,

出露地层为前震旦 系变质岩
,

少量 下

白奎统火山岩呈剥蚀残 留零星分 布
; 次火 山岩相次 花岗斑岩呈岩株及 岩枝状产出

; N N E
、

N 、 v w 和 N E 向三组断裂交汇处控制了次火 山岩及隐爆角砾岩的分布
,

每组断裂的构造裂

隙内均见不同程度的硅化
、

黄铁矿化
、

绢云母化等蚀变
。

隐爆角砾岩主要分布于次火山岩内

及其周围
。

区内金矿化较为强烈
,

大多分布于次火山岩内及其内
、

外接触带
,

矿化体主要受隐

爆角砾岩筒及构造破碎带控制
。

据岩石化探异常共圈出三个金矿化体
,

其宽度为 相一 1 4 Om
,

长度为 2 7 0一 」s om
。

水系沉积物测量反映 ^ u 、

^ g
、

H g
、

e u 、

P b
、

z n 异常相当发育且浓度高
,

汀

江下游圈出的重砂 A u 异常及水系沉积物 A u 异常与本区重 合
。

考虑到区内次火山岩体及隐

爆角砾岩体剥蚀程度低
,

尚处于隐伏一 半隐伏状态
,

认为在深部仍有 良好的次火山一 斑岩型

金矿找矿远景
。

2
.

5
.

4 福建上杭萦金山矿 田 该 区位于上杭一云霄成矿带的西段
,

通过对矿田 内各矿床

(点 )成矿地质环境
、

蚀变矿物与矿石矿物组 合
、

成矿物理化学的对 比分析
,

对矿 田内的 c u 、

A u 矿床分为四种类型
: a 、

高硫浅成低温热液型 c u( A u) 矿床
,

它们产于火 山喷发主通道旁侧

次火山一侵入体外接触带的热液角砾岩脉发育部位
,

以紫金山矿区西北段为代表
; b

、

斑岩型

cu ( M o) 矿床
,

产于次火山岩下部半隐伏一隐伏花岗闪长斑岩侵入体内
、

外接触带
,

以紫金 山

矿区东南段
、

中寮一罗 卜岭矿床为代表
; 。 、

中低温热液脉型 C u 矿
,

主要产于远离火山喷发通

道的次火山一斑岩侵入体接触带的花岗岩体构造裂隙发育部位
,

以龙江亭矿床为代表
; d

、

中

低温热液型 A u 、

A g (P b
、

z n 、
C u) 矿床

,

产于火山岩盖层和不整合面的破碎带或构造裂隙发育

部位
,

以碧田矿床为代表
。

矿田 内与 c u 、

A u
成矿有时

、

空关系和成因联系的早白奎世英安

岩
、

次英安斑岩
、

花岗闪长斑岩和花岗闪长岩属同源岩浆多次侵位
、

喷发成岩演化的产物
,

可

划归同一成矿岩浆系列
,

其中
,

与陆相中酸性火山一侵入活动有关的成矿系列中的中酸性火

山岩一斑岩型 A u 、

C u 矿床划为成矿亚系列
。

该成矿岩浆系列的岩石化学类型属碱值偏高
、

相对富钾的钙碱性岩系列
,

岩浆成因属以壳源物质为主的壳
、

慢混合源岩浆 (无深源岩浆 )
,

rS 初始值介于 0
.

70 5 一 0
.

7 10 之间
.

根据火山一侵入岩的接触关系和部分同位素年龄数据

以及物探磁异常分析
,

推断燕山晚期中酸性岩浆活动主要来自矿田本南部深处的岩浆房
,

其

侵位
、

喷发岩的演化顺序为花岗闪长岩、 英安质火山岩 , 次英安斑岩、 花岗闪长斑岩
。

火山

活动以裂隙一中心式喷发为主
,

主要的火山机构有紫金山
、

大岌岗
、

赤水等
,

它们在剥蚀后仅

保留次火山岩相及隐爆角砾岩相
。

以硅化
、

地开石化为特征的面型蚀变极为发育
,

在水平及

垂直方向出现面型
、

线型蚀变叠加带 (石英
、

黄铁矿化
,

黄铁绢云岩化
、

重晶石化
、

萤石化
、

水

云母化 )
。

控矿构造研究表 明
,

该矿田明显受 N E
、

Nw 向褶皱及断裂构造
、

复式岩体接触带构

造和火山构造联合控制
; N E

、

N w 向构造的结点控制火山喷发一侵入作用及火山构造
;
成矿

后构造表现为 N E
、

N w
、

E w 向断裂
,

致使区内形成断块
,

下降断块保存矿体
,

上升断块则破

坏矿体
。

建立了次火山一斑岩型 C u 、

A u 矿成矿系列模式
,

该模式是以紫金山火山喷发主通道为

中心
,

其顶
、

底为低温热液型 A u 、

A g 矿
,

上部为高硫浅成热液型 cu ( A u) 矿
,

中部及外围为中

低温热液型 c u 、

A u ( A g) 矿
· ,

卞部为斑岩型 c u ( M。 )矿
。

显示了这一成矿系列的各类型矿床是

受同一岩浆控制
,

空间上具明显垂直分带
,

时间上属一次成岩成矿或是两期叠加
,

尚待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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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研究
。

这一成矿系列模式的建立
,

对紫金山矿 田的成矿预测和扩大找矿远景
,

具有理论指

导意义
。

通过对矿田成矿规律研究
,

对矿 田内的次级矿化带 (成矿远景地段 )作了进一气步划分
,

划

分出二个 N E 向矿化带和二个 N w 向矿化带
;圈定出 4 个一级找矿靶 区

、

5 个二级找矿靶区
;

提交了
“

小金山一罗 卜岭成矿远景地区的靶区验证建议
” 。

2
.

6 福建崇安一宁化成矿带 地处崇安一石城 N E 向断裂带及其以西地区
,

出露地层有前

震旦一震旦纪变质岩
,

燕山期中酸性 一酸性岩浆岩
、

火山喷发沉积盆地以及以 N E 向为主的

断裂构造
、

韧性剪切带和破碎带广泛发育
。

本区前加里东期表现为 s N 向挤压
,

使前寒武系

发生近 E w 向褶皱
;
加里东期为本区主要构造活动期

,

其早期形成的 N E 向隆起及坳陷叠加

在 E w 向构造之上
,

隆起与坳陷之间形成崇安一宁化断裂带
,

在坳陷中产生 s N 向韧性剪切

带并使变质岩中的 A u
初步富集

;
华力西一印支期

,

区内 N E 及 s N 向张性盆地接受了古生代

沉积
;
燕 山早期构造活动叠加于加里东期构造

,

为 A u 、

A g
、

多金属矿主要成矿期
;
燕 山晚期以

张性构造为主
,

形成 N E 向盆地
;
喜山期在本区表现为推覆构造

。

成矿作用受断裂构造 ( N E

及 E 、 v 向断裂 )以及地层 (前泥盆纪
,

其次为早侏 罗世地层 ) 控制
; 成矿期主要 为加里东期

(A
u
矿 )及燕 山早期 ( A u 、

A g
、

多金属矿 )和燕山晚期 ( w
、

s n 矿 ) ; 由于该带南段剥蚀程度大于

北段
,

致使南段出现高温的 w
、

s n 矿化组合
。

通过两次筛选
,

认为以下两处可列为找矿靶区
:

2
.

6
.

1 建宁华光庵一 古老前 A u 矿靶 区 位于 N E
、

E w 向构造交汇处
,

出露有太古界混合

岩及加里东期花岗岩
、

花岗斑岩
;
混合岩发育有韧性剪切带

。

经化探圈出 A u 、

A g
、

bP
、

劝 次生

晕异常
,

其中华光庵为 A u 异常点
,

经采样分析
,

部分样品的 A u
可达数克 /吨至数十克 /吨

。

2
.

6
.

2 宁化溪源一 乌竹管 s n 、

多金属矿靶区 出露地层为前寒武系变质岩
,

地表岩浆岩较

少
,

据推测在深部有隐伏岩体
。

s n 、

多金属矿化受 N E 向断裂及其派生的次级断裂带控制
,

矿

体产于 N E 的花岗斑岩岩脉中
。

已发现小型 sn 矿 1 处
,

sn 矿点 6处
,

bP
、

zn 及 sn
、

iB
、

M。 土

壤异常 8 处
。

2
.

7 桂东南龙头山 A u
矿东侧和深部以及外围找矿预测 龙头山 A u 矿地处桂东南大瑶山

隆起带西南段的倾伏部位
,

该矿为白荃纪火 山机构剥蚀的残留
,

现表现为一斑岩一爆发角砾

岩筒
,

平面上呈不规则等轴状
,

出露面积 0
.

46 k m 2 ; 垂向上呈岩筒状
,

倾角陡
,

与围岩接触面

不规则
。

围岩为寒武纪和泥盆纪地层
,

为一套轻变质的海相碎屑岩及碳酸盐建造
,

其 中金的

丰度高于克位克值 5 倍以上
。

岩筒自中心向外分别为花岗斑岩~ 流纹斑岩~ 角砾熔岩~ 爆

发角砾岩 , 震碎角砾岩
.

。

岩筒及与围岩接触带附近 电气石化
、

硅化
、

黄铁矿化强烈
,

现 已发现

的矿脉有二十多条
,

主要分布于岩筒与围岩接触带附近
,

但有工业意义的矿脉集中分布于岩

筒西部接触带上
。

经野外工作
,

认为龙头山金矿东
、

西两侧成矿地质条件 (包括构造
、

蚀变 )相

似
,

造成成矿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岩筒两侧剥蚀程度不同
,

岩筒西侧矿体出露的标高在 50 0一

60 Om 之间
,

而东侧现标高约为 7 50 一 86 Om ,

该侧由于地势陡峻
,

故钻探工程较少
,

控制深度

也较浅
,

因此加深工作程度后
,

有希望获得寻找新的金矿体的突破
。

此外
,

据岩筒西侧的钻探

结果
,

在 4 60 m 标高以下
,

c u 、

A g
、

z n 、

iB
、

s b 等有升高趋势
;
岩筒南侧个别深孔中有较强的铜

矿化
,

其厚度最大达十余米
,

指示龙头山金矿床深部具有寻找与花岗斑岩有关的铜矿的良好

找矿前景
。

龙头山外围的镇龙山
,

地质背景与龙头山十分相似
,

岩简出露面积为 o
.

kZ 耐
,

围岩亦为

寒武系和泥盆系
,

区内 A u 、

A g
、

劫
、

iB 元素化探异常套合良好
,

地表发现宽度几十公分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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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 A u
矿脉

,

因此预测镇龙 山地 区的顶帽毡
、

龙弓
、

长帽山
、

壮帽山一带是找寻 A u 矿的良

好靶区
。

综上所述
,

全区主要构造成矿带金
、

银
、

铜
、

铅
、

锌成矿作用的定位类型有
: a 、

定位于火 山

岩基底变质杂岩 内
; b

、

定位于火山岩基底石炭纪和二叠纪碳酸盐岩一碎屑岩内
; c 、

定位于早

侏罗世火山一沉积岩或火 山一侵入杂岩内
; d

、

定位于早白里世火山一沉积岩或火山一侵入

杂岩内
。

其中每个地区往往以一种类型为主
·

这些类型可以框架出匡域成矿作用的历史
,

并

可据此指示不同地区找寻大
、

中型矿床类型的主攻方向
。

2
.

8 东南沿海 c u 、

P b
、

zn
、
A u 、

A g
、

s n
.

矿地质矿产信息系统研究 收集了浙
、

闽两省主攻矿

种及部分中
、

大型矿床的经济地质信息
,

信息卡片内容逼近地质描述习惯
,

按矿床信息分类

特点
,

建立了适合于存取中
、

大型矿床信息数据库 13 个 (它们分别是
:

矿床索引
、

参考资料
、

区域地质
、

矿床地质
、

矿体特征
、

矿物结构构造
、

物化探异常
、

测温
、

岩石地球化学
、

同位素年

代
、

稳定同位素
、

稀土元素
、

物理化学特征 )和适合于存取矿点信息数据库 3 个
。

设计了最适

合本项目专题研究工作的 M i cr 。 , ft oF xP or 2
.

5 F or D朋 管理信息系统
。

本项 目将于 1 9 9 5年结束
,

从阶段性成果反映
,

这一轮找矿科技攻关工作不仅在基础地

质方面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进展
,

而且通过实际工作发现了一批矿床
、

矿点和矿化点
,

经

综合研究提出了一批新的找矿靶区一些靶区已被勘查单位列为验证靶区
,

还有一些靶区已

被列为重点普查区
。

这些成果对指导各省局地质找矿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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